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保障房项目设计全面升级的方法与要点

王 煊
上海城乡建筑设计院有限公司 上海 201103

摘� 要：这十年，住房保障体系不断完善，保障性住房建设稳步推进，棚户区改造大力实施，住房公积金惠及群

体逐步扩大，住房保障能力持续增强。十年来，累计完成投资14.8万亿元，建设各类保障性住房和棚户区改造安置住
房5900多万套，低保、低收入住房困难家庭基本实现应保尽保，1.4亿多群众喜圆安居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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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言：保障性住房是国家一直重视的民生工作，因

此保障性住房的设计也要紧跟时代，不断更新升级，早

几年前，像安置房设计只讲究如何节约成本为主，会

忽略一些基本的设计品质；现在不一样了，老百姓对生

活的品质要求越来越高，政府对城市的形象，空间等越

来越重视，因此现在的设计不仅要考虑经济性与成本控

制，更要通过设计提升保障房的整体品质，更加精细

化，贯彻以人为本的设计理念，细节上更注重老百姓的

切身感受，总体形象上更注重对城市的贡献。

接下来将以本人设计的光明川沙六灶保障房项目为

例，阐述保障房全面升级的5大设计要点。
1 立面形象升级

从老古典风格向现代风格的转变，暖色调向公建化

冷色调的尝试。立面方面首先确定立面设计目标，品牌

的故事延续，造型的可辨识度，合理的构造工艺。再

提出立面设计愿景：一条纽带，见证历史，憧憬未来上

海的黄浦江像一卷历史的胶片记录着上海的时过境迁，

那么光明这个品牌同样需要这样一条纽带，连接历史、

延续未来，在我们的想象中，光明品牌的元素应像流水

一般的纽带连接着她所有的产品展示在世人眼前，并蕴

含着对未来的美好向往！再进行立面设计形成，提取思

想，立面艺术中的新造型主义，忽略形式，抽象特性，

直线和原色，抽象不对称现代风格，强调比例，对比鲜

明，运用直线，结合新造型主义形成活跃不对称但平衡

的框架体系，并在框架内融入“天鹅展翅，似水飞扬”

的立面元素，给予该立面系列重要的标识和认知感；利

用材料及颜色的对比形成虚实变化，即玻璃在建筑形体

上形成的“虚”和墙体的“实”，以及相同材质不用颜

色形成的对比，如图1。
2 城市形象升级

通过建筑退让、蓝绿资源、街道空间来打造多尺

度、多元化、立体化的开发空间系统，形成五大要素融

合的特色城市空间体系，地块与城市天际线的契合；建

筑高低布局疏密有致，能创造丰富的景观视线通廊及优

美天际线；塑造韵律起伏的空间形态。退让街角，打造

口袋公园，让项目规划更多的为城市考虑，减小建筑压

迫感，做到内外兼修，如图2。

图1 立面设计逻辑

图2 项目鸟瞰图

3 产品设计升级

3.1  产品设计主要三大升级
户型设计多样化、结合总体规划及户型落位、充分

考虑景观与户型的关系，各面积段户型提供多种格局，

并可无差别替换，平面更加规整、方正平面平整，趋

于市场主流的商品房公建化设计；承重墙体少，经济实

用。同时有利于减少PC模板数量，控制成本 ，面宽尺
度全面升级面宽数量及尺寸全面升级，与商品房无差别

化、模数化设计，户型产品更加标准化，利于成本控

制。90㎡户型升级：① 由2.5面宽升级为南向 3 面宽3房
户型② 入户空间体验感佳，宽敞明亮③ 内部承重墙体整

齐且数量少，空间方整、经济④ 南北通透，全明采光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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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风⑤ U型厨房，高效卫生⑥ 卫生间干湿分区，利用率
高。70㎡户型升级：① 由1.5面宽升级为南向 2 面宽2房
户型② 独立入户玄关设计③ 内部承重墙体整齐且数量

少，空间方整、经济④ 南北通透，全明采光且通风⑤ U
型厨房，高效卫生。50㎡户型升级：① 由1.5面宽升级为
南向 2 面宽1房户型② 独立入户玄关设计③ 户型内部无
承重墙体，空间灵活且经济实用④ 餐客厅一体，布局灵

活⑤ U型厨房，高效卫生，在设计中，尽可能将三个面
积段的面宽级配关系统一，进而实现各面积段的产品标

准化，同时有利于减少PC的开模，节约成本[1]。

3.2  户型各个功能升级
入户玄关平面布置升级：每个户型均需设计入户玄

关柜，入口处走道净宽应 ≥ 1200mm ，玄关柜净尺寸宜
≥ 350mm*1000mm。入户门洞口尺寸为：1100mm宽（单
扇门），门高至梁底。（入户门洞上方结构梁高控制 ≤�

420mm，面层60~80mm，门洞净高尺寸保证2400mm。
如入户门为防火门，入户门洞上方 结构梁高可按 ≤�

500mm控制），可视对讲主机优先考虑安装于近门开启
侧或玄关区域，不宜设在电梯井道墙上，不宜放置在剪

力墙上，如设置，需考虑其削弱剪力墙的影响。可视对

讲室内机、强、弱电箱三者避免同时在垂直方向安装。

厨房应优先考虑U型布局设计，两侧设置宽度600mm
台面后，走道宽度应保证 ≥ 950mm。管井尽量设置在
L型拐角部分，以减少对操作台面的影响。在满足厨房
布置的情况下，优先选用1200mm双扇内开窗，其次为
800mm单扇内开窗，下方300mm固定扇，避免与洗碗槽
龙头冲突。单扇门洞口 ≥ 800mm，双扇推拉门宽度 ≥
1600mm，高度为2100mm。厨房净高控制原则：应 ≥
2400mm（净高）。
卫生间配置淋浴间（宽度 ≥ 850mm）、马桶（操作

宽度 ≥ 800mm）、台盆（宽度 ≥ 800mm），卫生间淋
浴头应靠管井一侧布置，与马桶同侧，利于排水布置及

降板，管道井墙厚为100mm，管井与淋浴边界凹口处，
设置壁龛。卫生间门洞口宽800mm，高2100mm。卫生间
窗宽为800mm；户型凹口处窗宽为500mm ，开启形式宜
为内开窗。公卫应优先考虑干湿分离1卫生间，湿区进深
净尺寸应 ≥ 1750mm，净宽应 ≥ 1600mm。干区进深应
≥ 900mm。
客厅沙发通常布置在长边墙一侧，电视机柜布置在

短边墙一侧，沙发宜面向入户门。布置家具的墙面直线

长度宜大于3m。电视柜的位置应正对沙发中线。
主卧室应采用1800mm双人床，床头柜450mm，进深

净尺寸不小于3450mm；次卧应采用1500mm双人床，床

头柜450mm，进深净尺寸不小于3050mm。卧室窗洞两侧
留500mm墙垛，其余为窗洞宽度尺寸（因外部空调机位
等立面因素影响的垛宽除外）。卧室窗户开启扇置于床

尾一侧，开启扇宽度宜为650~750mm。
4 总体规划升级

大街区，小组团的总体规划，内外社区有机串联，

因地制宜，采用独立一单元布局，充分利用滨水景观资

源，营造组团中心大景观，景观视野最优化，基地两侧

滨水，规整布局营造组团中心大景观，增大建筑退界布

置街角公园，融合串联外景与内景，打造水绿环绕，活

力延展的居住社区，如图3。

图3 总体规划组团

4.1  产品组合升级
住宅单元应优先选用库内户型，总体排布以房型数

量及单体数量（相同楼栋按一个单体计）最少为宜。相

同面积条件下，总户数最小为宜，以减少项目总停车

数，节约成本。在户型配比允许的范围内，尽量提高大

户型的比例，有效较少总户数，以减少项目总停车数，

节约成本。在同一个地块中，相同户型采用平移的方

式，而非镜像，利于PC节约成本，楼栋平行布置，利于
车库排布。

4.2  产品布置升级
楼栋布局方正合理，挖掘最大资源，控制合理间

距，错开楼栋以求得最佳景观及空间感。合适的楼间距

及建筑退界，充分利用环形道路系统两侧高效停车（车

道两侧垂直停车）做到地面停车最大化，减少地下 车

库面积。配套公建优先结合社区主入口或靠近主入口设

置，与住宅可贴建或脱开布置。主入口需预留适度广场

空间，门岗前的直行道路进深不宜小于8m。道路及消防
登高场地需避让车库，减小车库顶板荷载，节约成本。

地下车库出入口应靠近社区出入口布置，方便用户停车

入库。

4.3  车行系统升级
小区主体系应采用人车分流模式，机动车及人仅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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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出入口处交汇，不得在小区主景观处互相干扰。人行

主入口与车行主入口宜相邻设置，如不能完全分离，必

须规划好人行动线，减少车行对人行的干扰。车流不得

与小区主景观相互干扰。小区主车道双向6M，单向 ≥
3.5M（如有消防要求4M)。车行道路边界与建筑间距保
持 ≥ 1.5M，预留绿化用地及减少道路通行带来的噪音。
重视道路两侧的景观设计，主要节点和转弯位置应着重

处理，并结合考虑标识设计等相关景观要素，增强仪式

感。住宅楼栋主入口设置应保证规划合理、交通流线较

短，地面车道、消防登高场地、人员活动空间三者宜结

合处理，减少硬质铺装。

4.4  人行系统升级
步行系统可分为三个层次: 一是结合社区主要入口和

中心绿地构成的环状系统；二是由此环状系统向组团内

延续的步行空间；三是宅间道路，路幅不宜小于1.5M，
营造亲切的人行尺度。在分主道、辅道等特殊情况下，

辅道为1.2M即可。步行道路应自成系统，其宽度不小于
1.5M，并与车行道路合理分隔。应便捷连通归家动线与
小区内各景观节点，并满足无障碍通行的需求。

5 景观系统升级

5.1  社区入口升级
主要出入口总宽度不宜小于16米，有消防需求的车

行道路净宽度不小于4米，非机动车道净宽不小于1.5米，
人行净宽不小于1.2米。
入口空间应具有一定的开敞性，主要出入口岗亭居

中，宜与地库出入口结合设置。出入口设置与规划设计应

一致、合理（如门卫位置、数量、开口尺度、朝向等）。

小区出入口应有主次之分且划分合理，车流、人流

组织各行其道。出入口道路与城市道路交接时应尽量采

用正交（在90°±15°范围内可视为正交型路口），以简化
路口的交通组织；当居住区内道路坡度较大时，应设缓

冲段与城市道路相接。

应合理考虑出租车或访客车临时停放与管理措施。

5.2  其他景观设计点升级
健康跑道应环形封闭，曲线顺滑，不宜直角转弯，

有条件的情况下可以设置直线冲刺段（50M）。跑道长
度不小于400米，宽度不小于1220mm，如设置2条跑道，
宽度为1800mm。跑道宜选用软性材质，如塑胶、硅PU，
如与车行道路重合段可以采用彩色沥青或丙烯酸类。儿

童活动场地场地面积不小于100㎡。地面材质：EPDM塑
胶，选址应满足阳光充足，避开强风的干扰，远离主要

车道及住户，相隔一定距离绿化（3M以上）。器材选
择需要适合人群：2-12岁。林荫广场，面积不小于300平
米，为功能场地拓展区域，种植间距6X6，树池饰面为
石材，可结合坐凳一体设置。地面铺装宜选用石材或木

材。宜种植落叶乔木（色叶类，如榉树、银杏等），树

形整齐，胸径大于12CM。设置固定座椅、坐凳、果皮
箱等。共享花园面积不小于200平米，种植多年生的花卉
植物，优选芳香类品种。周边设置座椅、洗手池、取水

点、标识牌（植物介绍，及场地的使用说明）。设置方

形2*3M花坛或圆形直径3M的种植花坛，供业主花卉种
植。景观座椅、坐凳选择成品，设置于功能区活动区，

人流密集区，或者特色景观的区域。座椅、坐凳表面选

择优质户外木材，表面光滑。景墙形式应符合产品设计

风格及景观空间需求。宜运用流行的景观材料，如石

材、金属等。合理确定景墙尺度，并进行艺术处理，简

洁美观。

结束语：综上所述，通过梳理各种细部设计点，可

以提升保障房的品质，做的更精细化，更科学合理。保

障房属性是可持续发展的，因此作为设计人员必须紧跟

时代步伐，时刻关注老百姓切身诉求，通过不断的创新

与实践，不断的设计质量提升与总结，做好每一个保障

房项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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