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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概述 

1.1 编制目的与适用范围 

1.1.1为贯彻执行国家技术经济政策，将标准化理念贯穿于住宅装配化装修设计、

生产、施工、运营维护全过程，引导装修部品部件生产企业与建设单位、设计单

位、施工单位就装修部品部件的优先尺寸进行协调统一，推进装修部品部件标准

化、模数化、系列化，通过运用标准部品和少量非标部品的组合设计，实现少规

格、多组合以满足市场多样化需求，同时提高效率，节约成本，提升住宅装配化

装修水平，制定本指南。 

【注释】 

由于我国建筑领域的模数协调尚未强制推行，导致住宅结构体系与部品之间、

部品与部品之间、部品和设施设备之间模数尚难以协调，施工效率不能大幅提升，

装配式建筑和装配化装修的优势未能充分发挥。在住宅设计环节标准化程度较低，

有些项目需要现场逐一测量，导致装修部品部件规格过多，成本增加，生产效率

降低。这既增加了装修成本，又降低了装修效率，还埋下质量安全隐患。 

住宅装配化装修的发展亟需提高装修部品部件的标准化水平，加强装修部品

部件生产企业与设计单位、施工单位的信息沟通和协同作业，共同确定标准化、

模数化和系列化的装配化装修部品部件，运用标准化手段，提高部品部件的通用

性和互换性，促进建筑结构、部品部件、机电设备、装饰装修的一体化集成设计

能力。从源头上推进标准化的装修部品部件在设计、生产、施工和运维等环节的

应用，形成以标准化社会化生产为主、定制化及小规模加工为辅的新生产制造模

式，促进建筑部品部件的供给侧改革，推进装修行业的转型升级和高质量发展。 

出台《住宅装配化装修主要部品部件尺寸指南》，全面推进住宅装配化装修

标准化有利于全面打通住宅设计、部品生产和装修施工环节，建立装修部品部件

标准化体系，实现部品部件标准化、模数化和系列化，推进全产业链协同发展；

有利于建筑主体结构、建筑内装修以及部品部件等相互间的尺寸协调，使之具有

通用性和互换性，便于后期维护和更换；有利于节约资源能源，提高施工精度，

减少噪声扰民和建筑垃圾的排放，全面提升装配化装修工程的质量；有利于推进

建筑工业化、数字化和智能化升级，促进智能制造产业体系形成，加快建造方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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转变；有利于推进供给侧改革，引导装配化装修行业健康有序发展，为新型建筑

工业化发展提供助力。 

1.1.2本指南适用于新建和既有住宅建筑的装配化装修，主要内容包括装配式隔

墙及墙面系统、装配式地面系统、装配式顶面系统、门窗、集成式厨房、装配式

卫生间、整体收纳等部品部件及其接口的优先尺寸。 

【注释】 

装修部品部件生产企业对住宅设计单位、施工企业所需要的使用频率较高的

部品部件，进行工业化生产、系列化配套，加大市场化、社会化供应。设计单位、

生产企业和施工单位可把本指南作为建筑设计和装修设计时的装修部品部件尺

寸数据参考，对部品部件的优先尺寸进行比选，提高设计和施工效率，进一步推

进住宅装配化装修的品质、节能减排和适宜人居环境的提升。 

1.1.3 本指南旨在通过规范装配化装修部品部件的优先尺寸，促进开发、设计、

生产、施工、运维等市场主体对标准化部品部件的系统协同，破解建设单位、设

计单位、部品部件生产企业、施工单位之间的壁垒，提高部品部件的通用性和互

换性，指导部品部件标准化生产、减少现场安装裁切、减少材料浪费、减少粉尘

污染、减少建筑垃圾、提高装配率。 

【注释】 

我国室内装修产业化工程大多以现场湿作业为主，装配化比例及集成化程度

远低于建筑主体。装配式部品系统是提高建筑主体装配率及室内装修装配率的一

种技术体系，是指主要采用干式工法，在工厂生产、现场组合安装而成的集成化

产品。主要具有以下特点：1.采用规格尺寸，便于机械化生产；2.装配式安装，

施工效率高；3.部品系统本身能做到生产工业化、产品标准化、规格尺寸模数化、

品质可控化。 

目前，装配式部品系统尚缺乏从制造到建造的尺寸，作为统一的生产、安装

的依据。为规范工业化部品生产，指导工程设计、施工等各环节标准化工作，急

需本指南引导产业链各方的工作方向。 

1.2 术语 

1.2.1模块化隔墙 module partition wal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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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工厂将支撑构造（条板、龙骨等）、设备管线、填充材料、饰面层等集合

成标准模块，并主要采用干式工法在现场拼装而成的隔墙。 

1.2.2集成式厨房 integrated kitchen 

由工厂生产的楼地面、吊顶、墙面、橱柜和厨房设备及管线等集成并主要采

用干式工法装配而成的厨房。 

1.2.3装配式卫生间 prefabricated bathroom 

由工厂生产的楼地面、吊顶、墙面（板）和洁具设备及管线，在现场装配而

成且主要采用干式工法的卫生间。包括集成卫生间和整体卫生间。 

1.2.4集成卫生间 integrated bathroom 

由工厂生产的楼地面、吊顶、墙面（板）和洁具设备及管线等集成并主要采

用干式工法装配而成的卫生间。 

1.2.5整体卫生间 unit bathroom 

由防水底盘、壁板、顶板及支撑龙骨构成主体框架，并与各种洁具及功能配

件组合而成的具有一定规格尺寸的独立卫生间模块化产品，称为“整体卫生间”，

也称“整体卫浴”。 

1.2.6接口 gap 

部品在安装时，其实际制作完成面与安装基准面之间所需预留的空间。 

1.2.7优先尺寸 preferred size  

经过模数协调，从优选模数数列中选出的优先使用的标志尺寸。 

1.2.8预留安装尺寸 Reserved installation size 

装配化装修中，从结构完成面至装修完成面的总尺寸，包含构造连接尺寸和

饰面材料厚度尺寸。 

1.3 基本规定 

1.3.1住宅装配化装修部品部件优先尺寸应在满足其使用功能要求的基础上，根

据使用频率以及经济性、适用性原则进行确定，并应符合现行国家标准《建筑模

数协调标准》GB/T 50002、《建筑门窗洞口尺寸系列》GB/T 5824、行业标准《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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业化住宅尺寸协调标准》JGJ/T 445等标准的相关规定。厨房、卫生间等功能空

间应以界面定位法进行模数协调，并参考各类装修部品部件现有行业标准。 

【注释】 

本指南装修部品部件的优先尺寸是根据相关部品部件生产、设计、施工单位

提供的住宅装配化装修项目实例，选择使用频率较高的尺寸，并综合考虑模数标

准、材料性质、生产要求等因素，具有较好的工程适用性和可操作性。本章所列

部分超出现行国家标准《建筑模数协调标准》GB/T 50002范围，属于本指南补充

内容。本指南装修部品部件尺寸应是基本模数的倍数或是分模数的倍数，并应符

合人体工程学的要求。 

1.3.2住宅装配化装修部品部件尺寸的确定，除应与功能空间、结构系统、外围

护系统、设备与管线系统相互协调外，还应与部品部件生产、运输、施工安装、

维护相互协调。 

【注释】 

在住宅装配化装修设计时，首先根据符合标准化、模数化的建筑方案，分析

室内功能空间，确定各装修部品部件的尺寸，装配式卫生间、集成式厨房的尺寸

应该是墙、地、顶装配完成之后的室内净尺寸。同时，还应考虑装修部品部件之

间和标准化设备的接口问题。 

1.3.3主要部品部件的制作尺寸应综合考虑主要功能空间的标志尺寸，结合部品

部件之间的接口技术、制作和公差来确定，实现部品部件与建筑功能空间的模数

协调，实现相关部品部件在制作与安装过程的尺寸配合。 

【注释】 

本指南所给出的部品部件系列尺寸均为标志尺寸。 

标志尺寸是以标注建筑物定位线或基准面（重新描述基准面）之间的水平距

离和垂直距离，以及工业化建筑的结构系统、外围护系统及内装系统、设备与管

线系统相关部品部件安装基准面之间的尺寸。 

制作尺寸是工业化建筑的部品部件在生产制作过程中所依据的尺寸。是在标

志尺寸的基础上，经与相关节点、接口所需的尺寸协调后，制作部品部件所依据

的尺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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实际尺寸是部品部件经生产制作后实际测得的尺寸。它包括了在制作过程中

产生的偏差。 

标志尺寸、制作尺寸和实际尺寸的关系见图 1.3.3所示。 

 
1-部品部件；2-基准面；3-装配空间 

图 1.3.3 部品部件的尺寸 

1.3.4住宅装配化装修部品部件的预留安装尺寸和接口，应方便施工，并包容制

作偏差、部品部件之间的安装偏差、以及建筑的允许偏差。 

1.3.5住宅装配化装修部品部件应采用本指南提供的优先尺寸。设计人员在选用

部品部件时，尚应符合防火、环保等现行有关标准、规范的规定。 

【注释】 

在采用装配化装修部品部件时，尚应符合《建筑设计防火规范》GB 50016和

《建筑内部装修设计防火规范》GB 50222中关于民用建筑分类、耐火等级、燃烧

性能和耐火极限等规定；应符合《民用建筑工程室内环境污染控制规范》GB 50325

中关于放射性污染物氡，化学污染物甲醛、氨、苯及总挥发性有机化合物（TVOC）

控制指标规定等国家相关规范强制性要求。还应符合《装配式内装修技术标准》

JGJ/T491、《住宅室内装饰装修设计规范》JGJ 367等现行标准的规定。 

1.4 标准化部品部件 BIM 模型库 

1.4.1共同推进标准化部品部件 BIM模型库的丰富和应用，推进建筑、结构、设

备管线、装修等多专业一体集成设计，积极应用建筑信息模型技术，提高建筑领

域各专业协同设计能力，为建筑师负责制提供必要条件。 

【注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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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前我国建筑工业化总体水平不高，相对于住宅的技术标准体系、质量控制

体系和建筑体系的发展而言，部品体系的发展还较为落后，主要表现为部品标准

化、系列化和模数化程度较低，建筑与部品模数难以协调，部品集成和配套能力

弱，配套性和通用性较差。 

“十三五”国家重点研发计划项目《建筑工业化技术标准体系与标准化关键

技术》，已经完成建立“工业化建筑标准化部品库”，基于部品编码规则及统一

的工业化建筑装修部品模数和接口，满足正向设计要求，将定型的、可选择通用

部品与定制的部品族通过内在逻辑有机结合，形成满足用户需要的装修解决方案，

并可快速传递到制造端数控生产线加工制造，保证设计-制造-供应-施工-运维全

过程数据同源，形成装配化装修全过程、全专业的部品数据同源、一模到底，便

于装配式住宅的设计选型。鼓励部品研发企业、制造企业将成熟的部品部件积极

入库，实现基于 BIM技术的部品库信息交换，共享网络平台与应用示范，促进装

配式建筑和装配化装修发展。 

1.4.2装配化装修标准化部品部件库宜符合《建筑产品分类和编码》JG/T 151和

《装配式建筑部品部件分类和编码标准》T/CCES 14等标准的相关规定，实现设

计、生产、物流、施工、运维等动态数据管理，实现装配化装修全过程质量追溯。 

【注释】 

部品库基于部品部件分类和编码规则，不仅涵盖墙面、地面、吊顶、集成式

厨卫等装修部品，而且包含排水、机电、暖通等专业的设备、管线、配件及其接

口，将不断丰富装修和设备管线标准化部品部件。有利于实现部品部件和建设工

程质量追溯。 

1.4.3 设计人员可借助模型库提供的部品部件信息和深化模型进行正向设计,通

过部品库和 BIM设计协同软件，进行部品部件的选择与组装设计，快速形成多种

装修方案，提高效率。 

【注释】 

目前正向设计的项目较少，BIM设计推行缓慢，绝大多数设计单位以传统湿

作业的方式进行建筑和装修设计，再进行二次拆分，拆分随意性较大，标准化程

度低，装配式建筑和装配化装修的效率优势没有充分发挥，且存在安全隐患。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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型库的构建，为建筑师和设计师提供丰富的 BIM模型，便于设计，不需要进行二

次拆分，实现设计、生产、施工、运维全过程的打通，促进标准化的推广应用。  



8 
 

2 装配式隔墙及墙面系统尺寸 

2.1 一般规定 

2.1.1本章节适用于装配式隔墙及墙面系统的优先尺寸。 

2.1.2装配式隔墙与墙面系统的尺寸宜符合模数，其宽度宜采用 3M的模数数

列；其高度增加以 M/10为模数增量。 

2.1.3装配式隔墙系统主要分类如表 2.1.3所示。 

表 2.1.3 装配式隔墙系统主要分类表 

序

号 
种类 备注 

1 条板隔墙 

空心条板 

如混凝土空心条板、玻璃纤维增强水泥（GRC）

空心条板、陶粒混凝土空心条板、RFC增韧性

发泡水泥空心条板等 

实心条板 
如蒸压加气混凝土条板（ALC）、发泡陶瓷轻质

条板、聚苯颗粒水泥夹芯复合条板等 

2 龙骨隔墙 

钢龙骨隔墙 
以轻钢龙骨、薄壁轻钢、厚壁龙骨为支撑材料

的隔墙系统等 

铝龙骨隔墙 以铝龙骨为支撑材料的隔墙系统等 

木龙骨隔墙 以木龙骨为支撑材料的隔墙系统等 

3 模块化隔墙 模块化隔墙 
集成支撑构造、填充材料、设备管线、饰面层

于一体的模块化隔墙等材料 

注：其他装配式隔墙系统产品按照其产品特点归类到三大品类当中。 

2.1.4装配式墙面系统墙面板主要分类如表 2.1.4所示。 

表 2.1.4 装配式墙面板主要分类表 

序号 种类 备注 

1 有机基材墙面板 如竹木纤维板、木塑板、石塑板、铝塑板等 

2 无机基材墙面板 
如硅酸钙复合墙板、纤维增强水泥板、陶瓷大

板、玻镁板、石膏基复合墙板等 

3 金属基材墙面板 如钢板、铝板等 

4 复合基材墙面板 如铝蜂窝复合钢板、铝蜂窝复合陶瓷薄板等 

注：其他装配式墙面系统产品按照其产品特点归类到四大品类当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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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 装配式隔墙系统优先尺寸 

2.2.1装配式隔墙优先尺寸可按表 2.2.1确定。 

表 2.2.1 装配式隔墙优先尺寸 

序号 种类 
优先尺寸(单位：mm) 

宽度 高度 厚度 

1 条板隔墙 

空心条板 600、900 
2500、2600、

2700、2800 
90、120 

实心条板 600、900 
2500、2600、

2700、2800 
90、120、200 

2 龙骨隔墙 

钢龙骨隔墙 

600 
2500、2600、

2700、2800 

50、75、100 

 
铝龙骨隔墙 

木龙骨隔墙 

3 模块化隔墙 模块化隔墙 600、900 
2500、2600、

2700、2800 
90、200 

注：本表格中所指高度为隔墙部品高度，非墙体高度；厚度不包含饰面做法厚度。 

【注释】 

装配式隔墙系统宽度、高度、厚度如图 2.2.1所示。 

 
  

 

条板隔墙 龙骨隔墙 模块化隔墙 

图 2.2.1 装配式隔墙系统尺寸示意图 

2.2.2装配式龙骨隔墙系统支撑构造的竖向及横向龙骨应与加固板协同设计。

加固板的优先尺寸及距地高度（加固板下边缘到正负零的距离）可按表 2.2.2

确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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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2.2.2 龙骨隔墙系统加固板优先尺寸及安装高度 

加固板名称 优先尺寸（宽×高，单位：mm） 优先安装高度（单位：mm） 

电视加固板 800×300 800 

空调加固板 800×400 2000 

分集水器加固板 600×400 220 

烟机加固板 600×350 1500、1800 

电热水器加固板 600×300 1850 

注：其他特定加固方式应依据产品功能确定，宜与墙面板同厚度；并根据吊挂力与荷载

做具体限定。 

【注释】 

装配式隔墙加固板宜与墙面板同厚度，且板后宜设置两根以上龙骨固定，

当少于两根龙骨时宜设置其他加固措施，如图 2.2.2所示。 

 

图 2.2.2 装配式隔墙加固板示意图 

2.2.3装配式隔墙系统水电点位常用配置及安装高度可按表 2.2.3确定： 

表 2.2.3 装配式隔墙系统水电点位常用配置及安装高度 

电气点位配置表 

插座类型 空间 插座功能 高度（单位：mm） 

强电插座 起居室 

沙发插座 2个 700 

电视插座 2个 300 

空调插座 1个 300 

扫地机器人插座 1个 3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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餐厅 
餐厅插座 1个 300 

空调插座 1个 2100 

主卧室 

床头插座 2个 700 

电视插座 1个 300 

空调插座 1个 2100 

次卧室 

备用插座 1个 300 

空调插座 1个 2100 

床头插座 2个 700 

厨房 

抽烟机插座 1个 2000 

冰箱插座 1个 300 

燃气热水器插座 1个 2000 

厨余垃圾处理器插座 1个 500 

厨宝插座 1个 500 

灶台插座 2个 1300 

燃气报警器插座 1个 500 

公共卫生间 

吹风机插座 1个 1300 

洗衣机插座 1个 1300 

太阳能储水罐插座 2000 

座便器插座 1个 400 

主卧卫生间 
吹风机插座 1个 1300 

座便器插座 1个 400 

玄关 玄关插座 1300 

储物间 备用插座 1个 300 

阳台 备用插座 1个 300 

弱电插座 

起居室 

电视信号插座 1个 300 

紧急呼叫插座 1个 700 

电话网络双孔信息插座 1个 300 

玄关 语音对讲 1个（带可视功能） 1500 

主卧室 电视信号插座 1个 3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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电话、网络双控信息插座 1个 300 

次卧室 
电视信号插座 1个 300 

网络信号插座 1个 300 

其他 书桌区域 强电插座 1个、网络插座 1个 300 

注：电气点位配置高度指底边距地面正负零距离。 

水点位配置表 

给水点位 

空间 点位功能 高度（单位：mm） 

卫生间 

座便器角阀 200 

淋浴器阀门 1500 

洗手盆阀门 450 

洗衣机龙头 1200 

电热水器角阀 1600 

厨房 
洗菜盆角阀 450 

燃气热水器角阀 1400 

注：水点位配置高度指中心距地面正负零距离。 

2.3 装配式墙面系统优先尺寸 

2.3.1装配式墙面系统为由工厂生产并在现场主要采用干式工法组合安装而成

的集成化墙面，一般由连接构造和面层板构成。 

【注释】 

装配式墙面系统常用构造如图 2.3.1所示，装配式墙面系统安装做法厚度

常用尺寸为：30～40mm（无线盒墙面系统）；50～60mm（有线盒墙面系统）。 

  

 

 

 

 横龙骨墙面构造 竖龙骨墙面构造 点龙骨墙面构造 点黏贴式墙面构造 

图 2.3.1 装配式墙面系统常用基本构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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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3.2装配式墙面板优先尺寸可按表 2.3.2确定。 

表 2.3.2 装配式墙面板优先尺寸 

序

号 
种类 

优先尺寸(单位：mm) 

宽度 高度 厚度 

1 有机基材墙面板 600、900 
2400、2500、2600、

2700、2800 
8、10、12、15 

2 无机基材墙面板 600、900、1200 
2400、2500、2600、

2700、2800 
8、10、12、15 

3 金属基材墙面板 900、1200 
2400、2500、2600、

2700、2800 
0.8、0.9 

4 复合墙面板 600、900、1200 
2400、2500、2600、

2700、2800 
10、15、35、40 

注：由于墙面板产品类型多样，尤其是复合墙面板，由于材料复合工艺不同，厚度尺寸

更为多样化，除本表格中的常见厚度优先尺寸外，可根据需求选用产品。 

【注释】 

装配式墙面因为系统的尺寸取决于墙面板尺寸和安装空间，安装空间与是

否敷管线和墙面平整度相关，所以本条只给出墙面板的优先尺寸。 

2.3.3装配式墙面板饰面层可根据需求选择涂料、壁纸、壁布、面砖、陶瓷薄

板、薄石材等材料，且饰面层应与基层材料相容、粘贴牢固。 

【注释】 

常见墙面板复合形式如图 2.3.3所示。 

图 2.3.3 复合装配式墙面板饰面层示意图  

 

 

 

 

 

 

 

复合成品饰面板（涂装） 复合成品饰面板（包覆） 复合成品饰面板（粘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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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装配式地面系统尺寸 

3.1 一般规定 

3.1.1本章节适用于装配式地面系统的优先尺寸。 

3.1.2装配式地面系统应采用干式工法施工。 

3.1.3装配式地面系统分类见表 3.1.3。 

表 3.1.3 装配式地面系统分类 

种类 产品类型 

采暖架空地面

系统 

集成模块类采暖架空地面系统 
如型钢复合架空模块，水泥板复合架

空模块等 

分层类采暖架空地面系统 
如板材支撑架空模块，网格支撑架空

模块等 

非采暖架空地面系统 
如型钢复合架空模块，板材支撑架空

模块，网格支撑架空模块等方式 

【注释】 

装配式地面应采用平整、耐磨、抗污染、易清洁的材料，厨房、卫生间、阳

台等地面材料还应具有防水、防滑等性能。装配式地面承载力应满足使用要求，

连接构造应稳定、牢固。地面基层应满足装配式地面系统的安装要求。地面平面

水平度偏差全长不大于 10mm、每米不大于 5mm。装配式地面安装前，应对基层进

行清洁、干燥并吸尘。 

3.2 采暖架空地面系统优先尺寸 

3.2.1采暖架空地面系统，按结构形式，可分为集成模块类采暖架空地面系统和

分层类采暖架空地面系统。 

3.2.2采暖架空地面系统优先尺寸可按表 3.2.2确定。 

表 3.2.2 采暖架空地面系统优先尺寸 

种类 产品名称 
优先尺寸(单位：mm) 

模块厚度 模块规格 

集成模块类采暖

架空地面系统 

型钢复合架空模块 40 400×2400 

水泥板复合架空模块 40 
600×600 

600×1200 

基层板 16、18、20、25 600×6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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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层类采暖架空

地面系统 

板材支撑架

空模块 
采暖层 25、30、40 

600×1200 

网格支撑架

空模块 

基层板 30、40、50 600×600 

600×1200 采暖层 25、30、40 

【注释】 

1.支撑调节范围：支撑及调节高度尺寸范围为 20～280mm；网格支撑调节高

度范围为 60～80mm。 

2.装配式采暖地面构造如图 3.2.2所示。 

 

1.结构楼板  2.一体化模块  3.饰面层 

4.支撑及调节 

 

1.结构楼板  2.基层板  3.采暖模块层 

4.饰面层  5.支撑及调节 

集成模块类采暖架空地面系统 分层类采暖架空地面系统 

图 3.2.2 采暖架空地面系统构造 

3.3 非采暖架空地面系统优先尺寸 

3.3.1非采暖架空地面系统，按架空形式可分为型钢复合类、板材支撑类及网

格支撑类。 

3.3.2非采暖架空地面系统优先尺寸可按表 3.3.2确定。 

表 3.3.2 非采暖架空地面系统优先尺寸 

序号 产品名称 
优先尺寸(单位：mm) 

模块厚度 模块规格 

1 型钢复合架空模块 30 400×2400 

2 板材支撑架空模块 16、18、20、25 600×600、600×1200 

3 网格支撑架空模块 30、40、50 600×600、600×1200 

【注释】 

1.支撑调节范围：支撑及调节高度尺寸范围为 20～280mm；网格支撑调节高

度范围为 60～80m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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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非采暖架空地面系统构造如图 3.3.2所示。 

1.结构楼板  2.基层板  3.饰面层 

4.支撑及调节 

图 3.3.2 非采暖架空地面系统构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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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装配式吊顶系统尺寸 

4.1 一般规定 

4.1.1 本章适用于装配式吊顶系统的优先尺寸，包括石膏板吊顶、金属板吊顶、

无机板吊顶等。 

【注释】 

石膏板吊顶为应用最为广泛的吊顶类型之一，以石膏板为基材，结合实际应

用广泛性及湿作业占比较少的特点，本指南将其纳入装配化装修吊顶中；其他类

吊顶板为基材复合板，通常指工厂复合面层工艺，以成品板的方式呈现，现场干

法安装。装配式吊顶承载力应满足使用要求，连接构造应稳定、牢固，并应符合

《建筑用集成吊顶》JG/T 413的相关要求。 

4.2 石膏板吊顶系统优先尺寸 

4.2.1石膏板吊顶系统的优先尺寸可按表 4.2.1确定。 

表 4.2.1 石膏板吊顶系统优先尺寸 

类型 
基材优先尺寸（单位：mm） 

长 宽 

石膏板 2400、2700、3000 1200 

注：石膏板材厚度优先尺寸为 9、12mm。 

4.2.2石膏板吊顶系统安装尺寸：粘接式最小预留安装尺寸为 40mm，构件连接

式最小预留安装尺寸为 80mm。 

4.3 金属板吊顶系统优先尺寸 

4.3.1金属板吊顶系统的优先尺寸可按表 4.3.1确定。 

表 4.3.1 金属板吊顶系统优先尺寸 

类型 
基材优先尺寸（单位：mm） 

长 宽 

金属单板 
300、450、600、900、1200、

1800 
300、450、600 

金属复合板 2000、2400、3000、3200 1000、1200、1500、1750 

注：金属单板厚度优先尺寸为 0.6、0.8mm。 

4.3.2金属板单板吊顶系统最小预留安装尺寸为 80m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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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4 其它无机板吊顶系统优先尺寸 

4.4.1其他无机板吊顶系统的优先尺寸可按表 4.4.1确定。 

表 4.4.1 其它无机板吊顶系统优先尺寸 

类型 
基材优先尺寸（单位：mm） 

长 宽 

矿棉板 
300、600、900、1200、

1500、1800、2100、2400 
300、400、600 

硅酸钙板 1200、1800、2100、2400 300、400、600 

玻镁板 2100、2400、2700 400、600、900 

注：由于板材类型多样，工艺不同，厚度尺寸可根据需求选用产品。 

4.4.2其他无机板吊顶系统最小安装预留尺寸为 80mm。 

【注释】 

本指南内提出的预留安装尺寸，指考虑材料、构造及工人操作需要等因素

确定的优先尺寸，如果吊顶内有灯具等部品，需根据部品选型确定最终构造尺

寸。如图 4.4.2所示。 

图 4.4.2 预留安装尺寸  

 

 

 

 
 

1.饰面层  2.基层板  3.粘结层 

4.结构楼板 

 

 

 

 

 

 
 

1.饰面层  2.基层板  3.构造连接层 

4.结构楼板 

粘结式 构件连接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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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门窗尺寸 

5.1 一般规定 

5.1.1本章节适用于门窗洞口的优先尺寸。 

5.1.2门窗的设计尺寸，应采用门窗洞口宽度和高度的标志尺寸，即门窗洞口

的净宽和净高，门窗宽度和高度的尺寸数列宜为基本模数 1M的倍数。 

5.1.3建筑门窗部品应满足住宅建筑使用的基本性能要求。 

5.2 门优先尺寸 

5.2.1室内门的优先尺寸可按表 5.2.1确定。 

表 5.2.1 各部位门优先尺寸系列 

部 位 
宽度 

（单位：mm） 

高度（单位：mm） 

2100 2200 2300 

户门 

1100     

1200     

1300      

卧室门 
900     

1000     

厨房门 

800     

900     

1500     

卫生间门 
800   / 

900   / 

阳台门 

（单扇） 

700    

800    

900    

注：“”数量代表推荐程度，“/”代表不建议采用尺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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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2.2 单元门的优先尺寸可按表 5.2.2 确定。 

表 5.2.2 单元门优先尺寸系列 

部 位 
宽度 

（单位：mm） 

高度（单位：mm） 

2100 2200 2300 2400 2500 

单元门 
1500      

1800      

注：“”数量代表推荐程度。 

5.3 窗优先尺寸 

5.3.1窗的优先尺寸可按表 5.3.1确定。 

表 5.3.1 窗的优先尺寸系列 

部 位 
宽度 

（单位：mm） 

高度（单位：mm） 

1400 1500 

卫生间 

600   

650   

700   

750   

厨房 

700   

900   

1200   

1500   

注：“”数量代表推荐程度。 

5.4 门窗部品与门窗洞口尺寸协调 

5.4.1门窗部品与门窗洞口之间应进行尺寸协调。门窗部品与门窗洞口之间的

接口（J）不应大于 15mm，也不应小于 10mm。见图 5.4.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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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门窗框；                   B1-门窗洞口标志尺寸 

2-安装基准面（洞口边缘线）； B2-门窗制作尺寸 

3-建筑主体；                 J-门窗安装预留接口尺寸 

图 5.4.1 门窗部品与门窗洞口之间的间隙示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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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集成式厨房尺寸 

6.1 一般规定 

6.1.1本章节适用于集成式厨房的优先尺寸。 

6.1.2集成式厨房墙面、地面、顶面的优先尺寸应符合本指南装配式隔墙及墙

面系统、装配式地面系统及装配式顶面系统的规定。 

6.1.3集成式厨房橱柜家具尺寸应符合下列规定： 

1) 橱柜的优先尺寸可按表 6.1.3确定。 

表 6.1.3 橱柜的优先尺寸 

类型 尺寸（单位 mm） 

地柜台面高度（完成面） 800、850、900 

地柜深度 550、600、650  

辅助台面的高度（完成面） 800、850、900 

辅助台面的深度 300、350、400、450 

吊柜的高度 700、750、800 

吊柜的深度 300、350  

2) 地柜台面与吊柜底面的净空尺寸不宜小于 700mm，且不宜大于 800mm。 

3) 洗涤池与灶台之间的操作区域，有效长度不宜小于 600mm； 

4) 灶具柜设计应考虑燃气管道及排油烟机排气口位置，灶具柜外缘与燃气主

管道水平距离应不小于 300mm，左右外缘至墙面之间距离应不小于 150mm，

灶具柜两侧宜有存放调料的空间及放置锅具等容器的台位。 

【注释】 

本标准中厨房家具设备尺寸是根据多年来在住宅厨房精细化设计中的经验

总结而来，如台面高度、深度等尺寸为结合我国居民的平均身高、板材出材率、

操作空间需求等因素而形成。水盆与灶台之间的操作区域，有效长度不宜小于

600mm是根据使用经验而来，对操作区长度进行的规定，但在厨房面积较小的紧

凑型户型中，可以采取收纳在橱柜中的抽拉菜板、设置水槽菜板等方式解决。 



23 
 

6.1.4集成式厨房设备的尺寸设置应符合下列规定： 

1) 燃气热水器左右两侧应留有 200mm 以上净空，正面应留有 600mm 以上净空； 

2) 燃气热水器与燃气灶具的水平净距不得小于 300mm； 

6.1.5满足乘坐轮椅等特殊人群要求的厨房尺寸设计除应符合现行国家标准《无

障碍设计规范》GB 50763的规定外，尚应符合下列规定: 

1) 厨房的净宽不应小于 2000mm，且轮椅回转直径不应小于 1500mm； 

2) 布置双排地柜的厨房通道净宽应不小于 1500mm，通道应能满足轮椅的回转活

动。 

3) 地柜高度不宜大于 750mm，深度宜为 600mm，地柜台面下方净高和净宽不应

小于 650mm，净深不应小于 350mm； 

4) 吊柜底面到地面高度不应大于 1200mm，深度不应大于 250mm； 

5) 燃气热水器的阀门及观察孔高度不应大于 1100mm；排油烟机的开关应为低位

式开关。 

6) 宜在集成式厨房操作区域的墙面适宜位置设置长度不小于 1000mm、宽度为

300mm左右的加强板，为悬挂厨具等提供条件。 

6.2 集成式厨房一般类型及功能尺寸 

6.2.1集成式厨房的一般功能类型有单排型、双排型、L型及 U型，如图 6.2.1

所示。 

 

  

单排型 双排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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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 型 U 型 

图 6.2.1 集成式厨房的功能类型示意图 

6.2.2集成式厨房的优先尺寸可按表 6.2.2确定。 

表 6.2.2 集成式厨房优先组合尺寸表 

型号 

长度 

（单位：mm） 

宽度（单位：mm） 

1500 1800 2100 2400 

单排型 

2700    / 

3000   / / 

3200   / / 

双排型 

2400 /      

2700 /    

3000 /    

L型 

2100    / 

2700    / 

3000    / 

U型 

2700 /    

3000 /    

注：1.高度不宜低于 2200mm。 

    2.集成式厨房尺寸以空间净尺寸为基准，系统饰面构造尺寸参见本指南对应章节，且

不包括与集成式厨房相连的生活阳台的尺寸。 

    3.集成式厨房的推荐星级是根据人体工程学原理和厨房洗涤、操作、烹饪等功能区域

的尺度确定的，五星级推荐的厨房尺寸是考虑到相对紧凑，且能保证各功能区域的操作便

利，可作为设计选型中的参考。 

4.“”数量代表推荐程度，“/”代表不建议采用尺寸。 



25 
 

6.3 各类型集成式厨房优先尺寸 

6.3.1单排型布置的集成式厨房可按表 6.3.1中的 4种类型确定；其中有无障

碍要求的集成式厨房为类型 4。 

表 6.3.1 单排型布置的集成式厨房优先尺寸 

类型 宽度（单位：mm） 长度（单位：mm） 

1 1500 2700 

2 1500 3000 

3 1500 3200 

4 2100 2700 

【注释】 

单排型布置的集成式厨房的典型布置如图 6.3.1所示。 

 
 
 
 
 
 
 
 
 
 

 
 

 

 

 

 

 

 

 

 

 

 

图 6.3.1 单排型布置的集成式厨房典型布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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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3.2双排型布置的集成式厨房可按表 6.3.2中的 4种类型确定；其中有无障

碍要求的集成式厨房为类型 4。 

表 6.3.2 双排型布置的集成式厨房优先尺寸 

类型 宽度（单位：mm） 长度（单位：mm） 

1 2100 2400 

2 2100 2700 

3 2100 3000 

4 2400 2700 

【注释】 

双排型布置的集成式厨房的典型布置如下图所示。 

 

 

 

 

 

 

 

 

 

 

 

 

 

 

 

 

 

 

 

 

 

 

 

 

 

 

 

图 6.3.2 双排型布置的集成式厨房典型布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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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3.3 L型布置的集成式厨房可按表 6.3.3中的 5种类型确定；其中有无障碍

要求的集成式厨房为类型 5。 

表 6.3.3 L型布置的集成式厨房优先尺寸 

类型 宽度（单位：mm） 长度（单位：mm） 

1 1500 2100 

2 1500 2700 

3 1800 2700 

4 1800 3000 

5 2100 2700 

【注释】 

L型布置的集成式厨房的典型布置如下图所示。 

 

 

 

 

 

 

 

 

 

 

 

 

 

 

 

 

 

 

 

 

 

 

 

 

 

 

图 6.3.3 L型布置的集成式厨房典型布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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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3.4 U型布置的集成式厨房可按表 6.3.4中的 5种类型确定；其中有无障碍

要求的集成式厨房为类型 4、5。 

表 6.3.4 U型布置的集成式厨房优先尺寸 

类型 宽度（单位：mm） 长度（单位：mm） 

1 1800 3000 

2 2100 2700 

3 2100 3000 

4 2400 2700 

5 2400 3000 

【注释】 

U型布置的集成式厨房的典型布置如图 6.3.4所示。 

 

 

 

 

 

 

 

 

 

 

 

图 6.3.4 U型布置的集成式厨房典型布置 

 

6.4 厨房预留空间与集成式厨房部品尺寸协调 

6.4.1集成式厨房预留空间应与厨房部品协调，建筑和内装设计应考虑部品的

安装尺寸，以及设备管线安装和敷设的尺寸。 

【注释】 

本指南中提出的集成式厨房尺寸为标志尺寸，在实际装配安装时，应考虑

管线、设备的敷设尺寸和橱柜、墙板等部品的安装尺寸，保证装配空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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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厨房标志尺寸  2.建筑预留尺寸 3. 窗套收口  

4.集成式厨房墙板  5.外围合墙体 

图 6.4.1 集成式厨房的标志尺寸和建筑预留尺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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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装配式卫生间尺寸 

7.1 一般规定 

7.1.1本章节适用于装配式卫生间的优先尺寸。 

7.1.2装配式卫生间按标准化和集成化程度，可分为集成卫生间和整体卫生间两

种，此两类均属于《装配式建筑评价标准》GB/T 51129中的“集成式卫生间”。 

7.1.3装配式卫生间系统分类见表 7.1.3。 

表 7.1.3 装配式卫生间系统分类 

分类 支撑方式 部位 产品类型 

集成卫生间 

壁板、底盘和顶

板等材料需固定

在基层墙体、顶

面和地面上 

墙面 
如硅酸钙饰面板、复合瓷砖壁板、复合

岩板壁板、复合石材壁板等 

地面 
如合成树脂材料一体防水底盘，复合瓷

砖地面、复合石材地面等 

顶面 如金属板、其他无机板等 

整体卫生间 

具备独立支撑体

系，可不与卫生

间的围合墙体发

生连接固定关系 

墙面 

如 SMC1模压壁板、复合彩钢壁板、复合

瓷砖壁板、复合岩板壁板、复合石材壁

板等 

地面 
如 FRP2/SMC 模压防水盘、复合瓷砖防

水盘、复合石材防水盘等 

顶面 如 SMC 模压顶板、复合金属顶板等 

注：1.SMC（Sheet molding compound）指片状模压复合材料。 

2.FRP（Fiber reinforced polymer，or Fiber reinforced plastic）指纤维增强

复合材料。 

7.2 装配式卫生间一般类型及功能尺寸 

7.2.1 装配式卫生间的一般类型，分为单功能、两功能、三功能、多功能类型，

如表 7.2.1所示。 

表 7.2.1 装配式卫生间一般功能类型表 

类型 功能 

单功能类型 ①淋浴型，②如厕型，③洗漱型 

两功能类型 ①淋浴、盆浴型，②淋浴、洗漱型，③淋浴、如厕型，④盆浴、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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厕型，⑤盆浴、洗漱型，⑥如厕、洗漱型，⑦洗漱、洗衣家务型 

三功能类型 ①淋浴、如厕、洗漱型，②盆浴、如厕、洗漱型 

多功能类型 
①淋浴、如厕、洗漱、洗衣家务型，②盆浴、如厕、洗漱、洗衣家

务型，③淋浴、盆浴、如厕、洗漱、洗衣家务型 

7.3 装配式卫生间优先尺寸 

7.3.1卫生间尺寸宜在满足各使用功能的前提下，兼顾多样性选择的需求。 

7.3.2装配式卫生间平面组合优先尺寸，可按表 7.3.2确定。 

表 7.3.2 装配式卫生间平面组合优先尺寸 

类型 

长度

（单位：

mm） 

宽度（单位：mm） 

1200 1400 1600 1800 2000 2200 2400 2600 

单功能：

淋浴型/

如厕型/

洗漱型 

800 ★★★    / / / / 

900  ★★★   / / / / 

1000     / / / / 

两功能：

淋浴(盆

浴)、如

厕型 

1200 /  ★★★    / / 

1300 /      / / 

1400 /  ★★★★  ★★★★★   / / 

1600 ☆☆☆ ☆☆☆☆  ★★★★   / / 

三功能：
淋浴(盆
浴)、如
厕、洗漱

型 

1400 / / / / ★★★  ★★★ ★★★ 

1600 / /  ★★★ ★★★ ★★★ ★★★ ★★★★ 

1800 / / ☆☆☆ ★★★★★ ★★★★ ★★★★★  ★★★★ 

2000 / ☆☆☆ ☆☆☆ ☆☆☆☆  ★★★★   

多功能：
淋浴(盆
浴)、如
厕、洗
漱、洗衣

型 

1400 / / / /     

1600 / / / /    ★★★★ 

1800 / / / /    ★★★★ 

 注：1.高度不宜低于 2200mm。 

2.本尺寸为净空尺寸，构造尺寸参见本指南对应章节。 

    3.“★”数量代表推荐程度，“/”代表不建议采用尺寸。 

4.“☆”代表表格中重复出现的尺寸，即五星推荐卫生间主要尺寸数量为 3种，

四星推荐卫生间主要尺寸数量为 8种，三星推荐卫生间主要尺寸数量为 10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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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释】 

装配式卫生间优先尺寸的典型布置，如图 7.3.2-1～7.3.2-4所示。 

 

 

 

 

 

 

单功能-1               单功能-2 
         

              图 7.3.2-1 单功能类型                        图 7.3.2-2 两功能类型    

 

三功能-1                       三功能-2                            三功能-3 

图 7.3.2-3 三功能类型 

 

 

 

 

 

 

 

 

 

 

图 7.3.2-4 多功能类型 

 

7.4 无障碍装配式卫生间优先尺寸 

7.4.1无障碍卫生间的出入门口，应设计无障碍移门或折叠门，并考虑卫生间

门口的空间利用，促进无障碍的实施。 

【注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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相较一般卫生间，无障碍卫生间的出入门口，应优先设计为更便于无障碍开

闭的移门或折叠门款式。鉴于国内很多项目既有无障碍设计需求，但又室内空间

面积偏小的情况，对无障碍卫生间的尺寸选型，除着眼于卫生间自身面积之外，

也要综合考虑卫生间外的室内空间，实现一定程度的共享，在更小的空间内完成

无障碍卫生间设计。 

7.4.2无障碍装配式卫生间的优先尺寸，优先尺寸建议为 2000×2200mm、1800

×2600mm。 

7.5 卫生间预留空间与装配式卫生间部品尺寸协调 

7.5.1装配式卫生间墙面系统预留安装尺寸可按表 7.5.1确定。 

表 7.5.1 装配式卫生间墙面系统预留安装尺寸表 

分类 墙面类型 材质 
预留安装尺寸 

（单位：mm） 

集成卫生间 
单材质墙板 硅酸钙饰面板 ≤50 

复合墙板 瓷砖饰面、岩板饰面、石材饰面等 ≤60 

整体卫生间 

单材质墙板 SMC模压 ≥50 

复合墙板 
覆膜钢板饰面 ≥50 

瓷砖饰面、岩板饰面、石材饰面等 ≥50 

注：1.管线分离做法预留安装尺寸，按管线φ20mm且空间无叠加计算。 

2.需结合材质类型选择并考虑施工偏差等统筹设计。 

1.建筑墙体  2
*
.壁板预留安装空间 

3.管线  4.防水隔膜  5.基层板    

6.复合墙板  7.调平构件 

*注：壁板预留安装空间不小于 60mm 

复合墙板类 

 
1.建筑墙体  2

*
.壁板预留安装空间 

3.管线  4.防水隔膜  5.单材质墙板 

6.调平构件 

*注：壁板预留安装空间不小于 50mm 

单材质墙板类 

图 7.5.1-1 集成卫生间墙面构造示意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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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建筑墙体  2
*
.壁板预留安装空间 

3.管线  4.整体卫浴壁板 

5.整体卫浴壁板饰面层 

*注：壁板预留安装空间＜60mm 

复合墙板类 

 

1.建筑墙体  2
*
.壁板预留安装空间 

3.管线  4.壁板 

*注：壁板预留安装空间＜50mm 

单材质 SMC 墙板类 

图 7.5.1-2 整体卫生间墙面构造示意图 

7.5.2装配式卫生间地面系统预留安装尺寸，可按表 7.5.2确定。 

表 7.5.2 装配式卫生间地面系统预留安装尺寸表 

分类 排水方式 地面类型 
预留安装尺寸 

（单位：mm） 

集成卫生间 

同层排水（座便器后

排水） 

合成材料一体防水底盘 ≤120 

复合瓷砖地面 ≤130 

复合石材地面 ≤150 

同层排水（座便器下

排水） 

合成材料一体防水底盘 ≤220 

复合瓷砖地面 ≤230 

复合石材地面 ≤250 

异层排水 

合成材料一体防水底盘 ≤60 

复合瓷砖地面 ≤70 

复合石材地面 ≤100 

整体卫生间 

同层排水（座便器后

排水） 

SMC/FRP 一体化防水底盘 ≥170 

复合瓷砖防水底盘 ≥100 

复合石材防水底盘 ≥130 

同层排水（座便器下

排水） 

SMC/FRP 一体化防水底盘 ≥220 

复合瓷砖防水底盘 ≥230 

复合石材防水底盘 ≥25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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异层排水 

SMC/FRP 一体化防水底盘 ≥70 

复合瓷砖防水底盘 ≥80 

复合石材防水底盘 ≥100 

注：1.同层排水高度需结合预留安装尺寸和建筑施工误差统筹考虑。 

2.采用同层排水时，排污立管处三通标高及朝向须根据卫生间布局统筹设计。采用后排

水座便器时，宜在排污立管分设座便器三通和其它淋浴、洗面盆等排水使用的三通。 

3.结构楼地面至卫生间地面完成面的最小构造高度，与支撑结构类型、面积大小、排水

方式及饰面层材料厚度尺寸相关联。 

1.饰面层  2.整体防水底盘  3.受力结构 

4.支撑及调节  5.防水及保护层  6.结构楼板 

7.淋浴、洗衣机等排水 

集成卫生间同层排水（座便器后排水） 

   

1.饰面层  2.整体防水底盘  3.受力结构  

4.支撑及调节  5.防水及保护层  6.结构楼板  

7.淋浴、洗衣机等排水 

集成卫生间同层排水（座便器下排水） 

 

 

 

 

 

1.饰面层  2.整体防水底盘  3.受力结构  4.支撑及调节  

5.防水及保护层   6.结构楼板  7.淋浴、洗衣机等排水 

集成卫生间异层排水 

图 7.5.2-1 集成卫生间排水方式及地面构造示意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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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整体卫生间防水盘  2.室内地面完成面  

3.防水盘安装预留高度尺寸  4.洗面盆排水管   

5.同层排水地漏  6.座便器排水管 

整体卫生间同层排水（座便器后排水） 

 

1.整体卫生间防水盘  2.室内地面完成面  

3.防水盘安装预留高度尺寸  4.洗面盆排水管  

5.座便器排水管   6.同层排水地漏 

整体卫生间同层排水（座便器下排水） 

 

 

 

 

 

 

 

1.整体卫生间防水盘  2.室内地面完成面  3.防水盘安装预留高度尺寸 

4.洗面盆排水管  5.坐便器排水管  6.异层排水地漏 

整体卫生间异层排水 

图 7.5.2-2 整体卫生间排水方式及地面构造示意图 

7.5.3装配式卫生间顶面预留安装尺寸可按表 7.5.3确定。 

表 7.5.3 装配式卫生间顶面预留安装尺寸 

分类 顶板类型 
基材优先尺寸（单位：mm） 预留安装尺寸

（单位：mm） 长度 宽度 厚度 

集成卫生间 

金属集成吊顶 300、600 300 0.6、0.8 80、100、120 

耐水石膏板 —— —— 9.5、12 40、80 

硅酸钙板 

1200、

1800、

2100、2400 

600 5 ≤50 

整体卫生间 

复合覆膜钢板 可定制 ＜1200 ≥10 ≥50 

耐水石膏板 —— —— 9.5、12 ≥50 

SMC一体化自饰面板 可定制 ＜1200 25 ≤110 

注：预留安装尺寸仅为顶板自身安装尺寸参考，顶部空间预留需综合考虑管线和电气设备等其

他因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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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5.4 装配式卫生间窗洞口预留安装尺寸 

当装配式卫生间设置窗洞口时，建筑围护墙体应协同设计。 

1) 装配式卫生间窗洞口的开设位置，应满足卫生间内部空间布局的要求，窗

垛尺寸不宜小于 100 mm。（见图 7.5.4-1） 

    

1
*
.窗垛  2.外窗  3.窗套  4.建筑外围护墙体  5.装配式卫生间墙板 

*注：窗垛尺寸≥100mm。 

图 7.5.4-1 装配式卫生间窗洞口尺寸示意图 

2) 窗洞口应开设在装配式卫生间内空完成面范围内，窗洞口上沿高度宜低于

装配式卫生间顶板下沿 50mm 以上.（见图 7.5.4-2） 

 
1.顶板  2.窗洞口上沿  3

*
.窗洞上沿与顶板下沿高差  4.外窗  5.窗套  

6.装配式卫生间墙板  7.建筑外围护墙体 

*注：窗洞口上沿高度宜低于装配式卫生间顶板下沿 50mm 以上 

图 7.5.4-2 装配式卫生间窗洞口高度尺寸示意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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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5.5 装配式卫生间门洞口预留安装尺寸 

装配式卫生间的门洞口应与卫生间的建筑外围合墙体协同设计。预留门洞口

的开设位置应满足卫生间内部空间布局的要求，预留门垛尺寸不宜小于 100mm，

外围合墙体门洞口中心线应与装配式卫生间门洞口中心线重合，且误差应小于

10mm。（见图 7.5.5） 

 
1
*
.门垛尺寸  2.中心线  3.装配式卫生间门套  4.建筑外围合墙体  5.装配式卫生间饰面层 

*注：门垛尺寸≥100mm 

图 7.5.5 装配式卫生间门洞尺寸示意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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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 整体收纳尺寸 

8.1 一般规定 

8.1.1本章节适用于玄关、起居室、卧室、书房、阳台等空间收纳系统的优先尺

寸。 

8.1.2整体收纳设计应遵循模数协调的原则，宜优先选用标准化、系列化的收纳

部品。 

【注释】 

整体收纳的外部尺寸应结合住宅使用要求合理设计；并应考虑基本功能空间

布局及面积、使用人员需求、物品种类及数量等因素，采用标准化、模块化、一

体化的方式进行设计。 

8.1.3整体收纳空间的水平方向及竖向宜采用基本模数，并以 M/10为模数增量。 

8.2 整体收纳优先尺寸 

8.2.1住宅玄关收纳部品优先尺寸可按表 8.2.1确定。 

表 8.2.1 玄关收纳部品优先尺寸 

名称 长度（单位：mm） 深度（单位：mm） 高度（单位：mm） 

鞋柜 600、900、1200 170、240、350、400 800、900 

衣帽柜 900、1200 450、600 2200、2400 

组合柜 900、1200 350、400、450、600 2200、2400 

8.2.2住宅起居室收纳部品优先尺寸可按表 8.2.2确定。 

表 8.2.2 起居室收纳部品优先尺寸 

名称 长度（单位：mm） 深度（单位：mm） 高度（单位：mm） 

功能柜 
600、900、1200、

1800、2100 
350、400、450 400、600、1800 

展示柜 
300、450、600、750、

900 
350、400 2400 

书柜 
1000、1200、1500、

1800 
350、400 18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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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2.3住宅卧室收纳部品优先尺寸可按表 8.2.3确定。 

表 8.2.3 卧室收纳部品优先尺寸 

名称 长度（单位：mm） 深度（单位：mm） 高度（单位：mm） 

衣柜 
600、900、1200、

1500、1800 
550、600 2200、2400 

8.2.4住宅书房收纳部品优先尺寸可按表 8.2.4确定。 

表 8.2.4 书房收纳部品优先尺寸 

8.2.5住宅阳台收纳部品优先尺寸可按表 8.2.5确定。 

表 8.2.5 阳台收纳部品优先尺寸 

名称 长度（单位：mm） 深度（单位：mm） 高度（单位：mm） 

收纳柜 750、900、1200、1500 600 1100、2400 

  

名称 长度（单位：mm） 深度（单位：mm） 高度（单位：mm） 

书桌柜 600、750、900、1200 300、350、400 900、24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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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录 A 标准化设备及接口尺寸 

 
表 A 标准化设备规格及参数 

 

设备名称 
安装

构造 
材质 规格及参数 

燃 

气 

灶 

嵌入

式 

不锈钢 1级能效；额定热流量 4.6KW；面板尺寸 760×450mm；开孔尺寸

685×385mm；热效率≧63%；CO（ppm):≦300 玻璃 

不锈钢 2级能效；额定热流量 4.2KW；面板尺寸 730×410mm；开孔尺寸

635×350mm；热效率≧59%；CO（ppm):≦300 玻璃 

不锈钢 2级能效；额定热流量 4.0KW；面板尺寸 730×410mm；开孔尺寸

635×350mm；热效率≧59%；CO（ppm):≦300 玻璃 

上置

式 
不锈钢 

2级能效；额定热流量 3.8KW；面板尺寸 703×390mm；热效率≧

59%；CO（ppm):≦300 

电 

磁 

炉 

面板尺寸：324×384mm；3500W 

面板尺寸：280×360mm；2200W 

面板尺寸：280×290mm；2200W 

油 

烟 

机 

排烟

方式 
材质 规格 

上吸 

金属烤漆 
外形尺寸 710×460×500mm；功率 200W；排风量 12m3/min；风管

直径 160mm 

不锈钢 

外形尺寸 900×520×650mm；功率 1350W；排风量 18m3/min；风

管直径 180mm;一级能效 

外形尺寸 900×520×650mm；功率 250W；排风量 16m3/min；风管

直径 175mm;一级能效 

外形尺寸 900×520×580mm；功率 200W；排风量 16m3/min；风管

直径 160mm;一级能效 

玻璃面板 
外形尺寸 890×500×650mm；功率 180W；排风量 12m3/min；风管

直径 160mm;二级能效 

侧吸 

蒸汽洗 
外形尺寸 900×458×960mm；功率 1500W；排风量 18m3/min；风

管直径 180mm;一级能效 

玻璃面板 
外形尺寸 900×455×915mm；功率 210W；排风量 17m3/min；风管

直径 180mm;一级能效 

不锈钢 
外形尺寸 710×482×660mm；功率 210W；排风量 12m3/min；风管

直径 100mm;二级能效 



42 
 

 

热 

水 

器 

加热

方式 
容量 规格 

燃气

热水

器 

12L 

外形尺寸 575×360×130mm；热负荷 21KW；产热水能力

12KG/min；一级能效 

外形尺寸 590m×350×150mm；热负荷 24KW；产热水能力

12KG/min；二级能效 

外形尺寸 575×360×100mm；热负荷 23KW；产热水能力

12KG/min；二级能效 

16L 

外形尺寸 590×360×150mm；热负荷 26KW；产热水能力

16KG/min；一级能效 

外形尺寸 575×360×100mm；热负荷 23KW；产热水能力

16KG/min；二级能效 

电热

水器 

40L 外形尺寸 588×414×408mm；功率 1800KW；容量 40L；二级能效 

50L 

外形尺寸 739×420×468mm；功率 2000/3000KW；容量 50L；一级

能效 

外形尺寸 739×390×390mm；功率 2000KW；容量 50L；二级能效 

外形尺寸 692×414×408mm；功率 1800KW；容量 50L；二级能效 

60L 

外形尺寸 866×430×510mm；功率 2000/3000KW；容量 60L；一级

能效 

外形尺寸 843×420×468mm；功率 2000/3000KW；容量 60L；一级

能效 

外形尺寸 796×414×408mm；功率 1800KW；容量 60L；二级能效 

浴 

霸 

供热

方式 
功能 规格 

风暖 

照明风暖 智能温显，PTC发热体；额定功率：2450W，尺寸：300×300mm 

照明风暖

新风 

双电机，智能温显，PTC发热体；额定功率：2450W，尺寸：300

×600mm 

灯暖 

照明灯暖 四灯经典机型，黄金泡   额定功率：1180W,尺寸：305×305mm 

照明灯暖 四灯经典机型     额定功率：1180W,尺寸：305×305mm 

分集 

水器 

进水

部件 
2回路 3回路 4回路 5回路 

长度 345mm 395mm 445mm 495mm 

回水

部件 
2回路 3回路 4回路 5回路 

长度 202mm 252mm 302mm 352m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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设备 

接口尺寸 

空调 50mm孔 

净水 
20mm管 10mm管 

40mm孔 20mm孔 

新风

机 
180mm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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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录 B 参考的主要标准规范 

1 《建筑门窗洞口尺寸系列》GB/T 5824 

2 《整体浴室》GB/T 13095 

3 《建筑模数协调标准》GB/T 50002 

4 《建筑设计防火规范》GB 50016 

5 《建筑内部装修设计防火规范》GB 50222 

6 《民用建筑工程室内环境污染控制规范》GB 50325 

7 《无障碍设计规范》GB 50763 

8 《装配式建筑评价标准》GB/T 51129 

9 《建筑产品分类和编码》JG/T 151 

10 《住宅整体卫浴间》JG/T 183 

11 《住宅室内装饰装修设计规范》JGJ 367 

12 《建筑用集成吊顶》JG/T 413 

13 《工业化住宅尺寸协调标准》JGJ/T 445 

14 《装配式整体厨房应用技术标准》JGJ/T 477 

15 《装配式内装修技术标准》JGJ/T 491 

16 《装配式建筑部品部件分类和编码标准》T/CCES 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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