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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50号

关于发布行业标准《镇(乡)村

文化中心建筑设计规范》的公告

现批准《镇(乡)村文化中心建筑设计规范》为行业标准，

编号为JGJ 156～2008，自2008年10月1日起实施。其中，第

3．1．2、7．0．2、7．0．6条为强制性条文，必须严格执行。

本规范由我部标准定额研究所组织中国建筑工业出版社出版

发行。

中华人民共和国住房和城乡建设部

2008年6月13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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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 次

l 总则⋯⋯⋯⋯⋯⋯⋯⋯⋯⋯⋯⋯⋯⋯⋯⋯⋯⋯⋯⋯⋯⋯⋯1

2术语⋯⋯⋯⋯⋯⋯⋯⋯⋯⋯⋯⋯⋯⋯⋯⋯⋯⋯⋯⋯⋯⋯⋯2

3建设场地选定和环境设计⋯⋯⋯⋯⋯⋯⋯⋯⋯⋯⋯⋯⋯⋯3

3．1场地选定⋯⋯⋯⋯⋯⋯⋯⋯⋯⋯⋯⋯⋯⋯⋯⋯⋯⋯⋯⋯3

3．2场地布置和环境设计⋯⋯⋯⋯⋯⋯⋯⋯⋯⋯⋯⋯⋯⋯⋯⋯3

4基本项目配置⋯⋯⋯⋯⋯⋯⋯⋯⋯⋯⋯⋯⋯⋯⋯⋯⋯⋯⋯5

5建筑物设计⋯⋯⋯⋯⋯⋯⋯⋯⋯⋯⋯⋯⋯⋯⋯⋯⋯⋯⋯⋯7
5．1 搬规定⋯⋯⋯⋯⋯⋯⋯⋯⋯⋯⋯⋯⋯⋯⋯⋯⋯⋯⋯⋯7

5．2专业活动用房⋯⋯⋯⋯⋯⋯⋯⋯⋯⋯⋯⋯⋯⋯⋯⋯⋯⋯7

5．3展览、阅览用房⋯⋯⋯⋯⋯⋯⋯⋯⋯⋯⋯⋯⋯⋯⋯⋯⋯8

5．4娱乐活动用房⋯⋯⋯⋯⋯⋯⋯⋯⋯⋯⋯⋯⋯⋯⋯⋯⋯⋯9

5．5健身活动用房⋯⋯⋯⋯⋯⋯⋯⋯⋯⋯⋯⋯⋯⋯⋯⋯⋯⋯10

5．6办公、管理用房⋯⋯⋯⋯⋯⋯⋯⋯⋯⋯⋯⋯⋯⋯⋯⋯⋯ll

5．7服务、附属用房⋯⋯⋯⋯⋯⋯⋯⋯⋯⋯⋯⋯⋯⋯⋯⋯⋯11

6文体活动场地设汁⋯⋯⋯⋯⋯⋯⋯⋯⋯⋯⋯⋯⋯⋯⋯⋯⋯12

6．1 。般规定⋯⋯⋯⋯⋯⋯⋯⋯⋯⋯⋯⋯⋯⋯⋯⋯⋯⋯⋯12

6．2放映和表演场⋯⋯⋯⋯⋯⋯⋯⋯⋯⋯⋯⋯⋯⋯⋯⋯⋯⋯12

6．3篮球、排球、羽毛球和门球场⋯⋯⋯⋯⋯⋯⋯⋯⋯⋯⋯⋯12

6．4武术、举重和摔跤场⋯⋯⋯⋯⋯⋯⋯⋯⋯⋯⋯⋯⋯⋯⋯13

6 5游泳、滑冰和轮滑场⋯⋯⋯⋯⋯⋯⋯⋯⋯⋯⋯⋯⋯⋯⋯14

6．6服务、附属用房⋯⋯⋯⋯⋯⋯⋯⋯⋯⋯⋯⋯⋯⋯⋯⋯⋯15

7防火和疏散⋯⋯⋯⋯⋯⋯⋯⋯⋯⋯⋯⋯⋯⋯⋯⋯⋯⋯⋯⋯16

8室内声、光、热环境⋯⋯⋯⋯⋯⋯⋯⋯⋯⋯⋯⋯⋯⋯⋯⋯18

8．1隔声⋯⋯⋯⋯⋯⋯⋯⋯⋯⋯⋯⋯⋯⋯⋯⋯⋯⋯⋯⋯⋯18

8．2采光⋯⋯⋯⋯⋯⋯⋯⋯⋯⋯⋯⋯⋯⋯⋯⋯⋯⋯⋯⋯⋯18

5



8．3保温、隔热和通风⋯⋯⋯⋯⋯⋯⋯⋯⋯⋯⋯⋯⋯⋯⋯⋯199建筑设备⋯⋯⋯⋯⋯⋯⋯⋯⋯⋯⋯⋯⋯⋯⋯⋯⋯⋯⋯⋯⋯209．1给水和排水⋯⋯⋯⋯⋯⋯⋯⋯⋯⋯⋯⋯⋯⋯⋯⋯⋯⋯⋯209．2暖通和空调⋯⋯⋯⋯⋯⋯⋯⋯⋯⋯⋯⋯⋯⋯⋯⋯⋯⋯⋯209．3电气⋯⋯⋯⋯⋯⋯⋯⋯⋯⋯⋯⋯⋯⋯⋯⋯⋯⋯⋯⋯⋯21本规范用词说明⋯⋯⋯⋯⋯⋯⋯⋯⋯⋯⋯⋯⋯⋯⋯⋯⋯⋯⋯23附：条文说明⋯⋯⋯⋯⋯⋯⋯⋯⋯⋯⋯⋯⋯⋯⋯⋯⋯⋯⋯⋯256



l总 则

1．0．1为满足广大镇(乡)村居民开展文化活动的基本要求，

提高镇(乡)村文化中心建筑设计的质量，制定本规范。

1．0．2本规范适用于新建、改建、扩建的县级人民政府驻地以

外的镇和乡、村文化中心建筑设计。

1．0．3镇(乡)村文化中心建筑设计，应符合下列要求：

1应贯彻环境保护、安全卫生、节约用地、节约能源、节

约用水、节约材料的有关规定；

2应以人为本，适合不同人群，特别是儿童、老年人、残

疾人文化活动的特点和要求；

3应符合当地经济和社会发展水平；

4应体现因地制宜、就地取材、地域风格、民族特色；

5应在满足近期使用的同时，兼顾今后改造的可能。

1．0．4镇(乡)村文化中心建筑设计除应符合本规范外，尚应

符合国家现行有关标准的规定。



2术语2．0．1镇(乡)村文化中心culturalcenterintownsandvillages镇(乡)村居民开展多种文化活动的综合性公共场所。2．0．2建设场地constructionsite为修建工程规定的建设用地。2．0．3地方性竞赛contestoflocalactivities镇(乡)村举办的个体或团体参与的体育竞赛活动。2．0．4群众性竞赛contestofmassactivities镇(乡)村广大群众参与的体育竞赛活动。2．0．5群众性健身活动massphysicalexercise镇(乡)村广大群众参与的休闲健身活动。2．0．6竞赛区arena由观众区围合的运动场地及其辅助区域，包括竞技场地和缓冲区。2．0．7组装式表演台movablecombinationstage可拆除和组合的舞台。2



3建设场地选定和环境设计

3．1场地选定

3．1．1镇(乡)村文化中心的建设场地选定，应符合下列规定：

1应符合镇(乡)村规划的规定；

2宜为独用的建设场地；

3应有通往建设场地外围道路的独立出入口；

4应选择交通方便，利于安全疏散的地段；

5应避免与交通繁杂的地段和要求环境噪声小的建筑毗邻。

3．1．2镇(乡)村文化中心的建设场地应远离易受污染、发生

危险和灾害的地段。

3．2场地布置和环境设计

3．2．1镇(乡)村文化中心的场地布置，应符合下列规定：

1应合理利用地形、地物；

2应明确功能分区，喧闹与安静的区域或用地应进行隔离；

3道路布置应符合人流、车流和安全疏散的要求，连接外

围道路的出人口不应少于2处；

4应考虑救灾避难的需要；

5应利于改建和分期建设。

3．2．2镇(乡)村文化中心的环境设计，应符合下列规定：

1应在镇(乡)村统一的环境规划下，综合考虑建设场地

内已有的树木、草地、山石、水面、桥涵等，结合新建的设施进

行环境设计；

2建设场地的环境设计可按现行行业标准《公园设计规范》

cJJ 48的有关规定执行。

3．2．3建设场地的文物古迹的保护和利用应符合现行国家标准

3



《镇规划标准》GB50188和《历史文化名城保护规划规范》GB50357的有关规定。3．2．4建设场地宜设置无障碍道路、停车位、标志等，其设计应符合现行行业标准《城市道路和建筑物无障碍设计规范》JGJ50的有关规定。4



4基本项目配置

4．0．1镇(乡)村文化中心宜为开展文学、艺术、娱乐、体育、

健身、科技、教育、展示和宣传等活动配置多种空间和设施。在

进行设计时，其基本项目的配置可按表4．0．1选定。

表4．0．1文化中心基本项目配置

类型 基本项目 内 容

一、场 1环境 绿化、小品、道路、水域，线杆、灯饰、引导标
地环境 设施 志、警示标牌、休闲座椅、围墙等

①普通讲授用房

②语言讲授用房

2专业活 ③计算机用房

动用房 ④创作和排练用房——美术、书法创作室，舞
蹈、戏剧排练室，器乐活动室

⑤音像和摄影用房——音像室、摄影室

3展览、
①展览用房——展室、展廊、储藏室

阅览用房 ②阅览用房——书刊阅览室、电子阅览室、储藏
室、管理室

①观演用房～～观众厅、表演台、化妆室、放映

二、建
4娱乐活 室、储藏室、休息廊

动用房 @游艺用房一棋牌室、电子游艺室、管理室
筑物

③交谊用房——歌舞厅、茶室、管理室、服务处

5健身活
①乒乓球活动用房

动用房 ②台球活动用房

③器械健身用房

①办公用房——办公室，保健室，值班、传达室，
6办公、 售票处等

管理用房 ②管理用房——库房、维修室、配电室、水泵房、
锅炉房等

①服务用房 小卖部、饮水间(饮水处)、卫生

7服务、 阃等

附属用房 ②附属用房——运动员室、教练员室、裁判员室、
更衣室、淋浴室、储藏室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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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表4．0，1类型基本项目内容8放映和放映场、表演场表演场①篮球场9篮球、②排球场排球、羽毛球、门球场@羽毛球场④门球场10武术、①武术场举重、摔②举重场三、文跤场体活动③摔跤场场地①游泳场——普通游泳场、儿童游泳场11游泳、滑冰、轮②滑冰场——普通滑冰场、儿童滑冰场滑场③轮滑场——普通轮滑场、儿童轮滑场①服务用房——小卖部、饮水间(饮水处)、卫生间等12服务、②附属用房——运动员室、教练员室、裁判员附属用房室、更衣室、潜漤室。救护站、储藏室等，游泳场更农室、强制式淋浴室、消毒洗脚池，滑冰场和轮滑场存物处等4．0．2具有地域优势和民族特点的项目，可因地制宜设置。6



5建筑物设计

5．1一般规定

5．1．1镇(乡)村文化中心建筑物宜包括专业活动用房，展览、

阅览用房，娱乐活动用房，健身活动用房，办公、管理用房，服

务、附属用房等。

5．1．2建筑物的使用空间设计，宜符合下列规定：

1使用空间宜具有一室多用性或多室组合的灵活性以及经

营管理的独立性；

2功能空间组织，宜将喧闹和安静的用房分区布置；

3儿童、老年人、残疾人参加活动的用房，宜布置在建筑

物的首层或交通方便的部位。

5．1．3建筑物的走廊、楼梯间和电梯间的设计，应符合下列

规定：

1建筑内的同一层走廊，宜采用同一标高；

2楼梯间不得设一跑楼梯和扇形踏步；

3建筑层数大于或等于4层的，宜设公众电梯；暂时不能

安装电梯的，应预留电梯间。

5．1．4建筑物应设置无障碍入口、走廊，并宜设置无障碍卫生

问等，其设计应符合现行行业标准《城市道路和建筑物无障碍设

计规范》JGJ 50的有关规定；当受条件限制时，应预留无障碍

设施的位置。

5．2专业活动用房

5．2．1专业活动用房宜包括普通讲授用房、语言讲授用房、计

算机用房、创作和排练用房、音像和摄影用房等。

5．2．2普通讲授、语言讲授、计算机用房的设计，宜符合下列

7



规定：1宜布置在建筑中环境安静的部位；2普通讲授用房，每人使用面积不宜小于1．4m2；3语言讲授用房，宜采用洁净地面，每人使用面积不宜小于2．2m2；4计算机用房，宜采用防静电洁净地面，每人使用面积不宜小于2．5m2；5宜符合现行国家标准《中小学校建筑设计规范》GBJ99的有关规定。5．2．3创作和排练用房的设计，宜符合下列规定：1美术创作室宜采用北向窗或屋顶采光；美术、书法创作室，每人使用面积不宜小于2．8m2；2舞蹈、戏剧排练室；1)地面宜铺设弹性木地板，每人使用面积不宜小于6m2；2)墙面宜安装练功设施；3)室内净高不宜小于5m；3器乐活动室的墙面、吊顶、门窗，宜作吸声和隔声处理，每人使用面积宜为2～4ra2。5．2．4音像和摄影室的设计，应符合下列规定：1音像室应具备隔声、照明和录放设施；2摄影室应附设暗室和制作室。5．3展览、阅览用房5．3．1展览用房的设计，宜符合下列规定：1宜设置展室、展廊、储藏室等；2展室的使用面积不宜小于50m2；“3展室宜以自然采光为主，并辅以局部照明，宜避免眩光和直射光；4利用建筑走廊兼作展览时，其净宽不宜小于3．5m。8



5．3．2阅览用房的设计，宜符合下列规定：

l宜设置书刊阅览室、电子阅览室、储藏室、管理室等；

2阅览用房宜布置在建筑物中环境安静的部位；

3宜符合现行行业标准《图书馆建筑设计规范》JGJ 38的

有关规定。

5．4娱乐活动用房

5．4．1娱乐活动用房，宜包括观演用房、游艺用房、交谊用

房等。

5．4．2观演用房的设计，宜符合下列规定：

I宜设置观众厅、表演台、化妆室、放映室、储藏室、声

光控制设施和休息廊等；

2观众厅：

1)宜采用多功能厅，容纳人数不宜超过300人；

2)宜采用平地面、移动式座椅和组装式表演台，表演

台的高度不宜大于0．6m；

3)表演区的净高不宜小于5m；

4)宜符合现行行业标准《剧场建筑设计规范》JGJ 57

的有关规定；

3放映室宜符合现行行业标准《电影院建筑设计规范》

JGJ 58的有关规定；

4休息廊的净面积，可按每一观众0．1～o．15m2计算，其

净宽不宜小3m。

5．4．3游艺用房的设计，宜符合下列规定：

1宜设置成年人、儿童、老年人棋牌室，电子游艺室，管

理室等；

2棋牌室的使用面积不宜小于20m2；

3电子游艺室的使用面积不宜小于40m2。

5．4．4交谊用房的设计，宜符合下列规定：

1宜设置歌舞厅、茶室、管理室和服务处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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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歌舞厅：1)宜设置舞池、桌椅、演奏台、服务处和声光控制台等；2)宜满足音质和灯光要求；3)每人使用面积不宜小于3m2；3茶室宜设桌椅、服务处，每人使用面积不宜小于1．2m2。5．5健身活动用房5．5．1健身活动用房，宜包括乒乓球、台球活动用房和器械健身用房等。5．5．2乒乓球、台球活动用房宜按地方性、群众性竞赛或群众性健身活动的要求设置。5．5．3乒乓球、台球活动的地方性、群众性竞赛区设计，宜符合下列规定：1乒乓球竞赛区：1)竞技场地尺寸宜为14mX7m或12mX6m；2)竞技台面上空的净高度不宜低于4m；2台球竞赛区：1)竞技场地尺寸宜为7mX5m或6mX4m；2)竞技台面上空的净高度不宜低于3m；3竞赛区的照明标准宜符合现行国家标准《建筑照明设计标准》GB50034的有关规定。5．5．4乒乓球、台球活动的竞赛区外观众站位区的宽度宜分别为5m和4m，观众站位区也可按预测观众数量所需的面积划定。5．5．5乒乓球、台球的群众性健身活动用房的竞赛区设计可简化。5．5．6器械健身用房的设计，宜符合下列规定：1宜按不同使用人群的特点分设健身活动用房；2宜选用中、小型的健身器械，并宜按其规格、类型、分区布置；70



3每一用房的使用面积不宜小于40m2。

5．6办公、管理用房

5．6．1办公用房的设计，宜符合下列规定：

1宜设置办公室，保健室，值班、传达室，售票处等；

2宜设在文化中心对外联系和对内管理方便的地段；

3宜设直接通往建筑物外部的出口。

5．6．2管理用房的设计，应符合下列规定：

1宜设置库房、维修室、配电室、水泵房和锅炉房等；

2宜设在便于管理和操作的地段；

3应安装防护围栏和警示牌。

5．7服务、附属用房

5．7．1服务用房的设计，应符合下列规定：

1建筑物的各层和公众活动密集的部位，应设小卖部、饮

水问(饮水处)；

2建筑物的各层，应设男女卫生间。

5．7．2附属用房宜设置乒乓球、台球运动员室，教练员室，裁

判员室，更衣室、淋浴室和储藏室等。



6文体活动场地设计6．1一般规定6．1．1镇(乡)村文化中心的文体活动场地，宜包括放映和表演场，篮球、排球、羽毛球和门球场，武术、举重和摔跤场，游泳、滑冰和轮滑场。6．1．2晚问使用的文体活动场地，应设照明设施，其照明标准宜符合现行国家标准《建筑照明设计标准》GB50034的有关规定。6．1．3建设场地主要道路通往文体活动场地的支路，宜设置无障碍道路、标志等，其设计应符合现行行业标准《城市道路和建筑物无障碍设计规范》JGJ50的有关规定。6．2放映和表演场6．2．1放映和表演场的设计，宜符合下列规定：1宜设计为多功能场地；2可利用球场、轮滑场等作为临时放映和表演场地；3表演场宜采用组装式表演台。6．2．2观众站位区的面积可按预测观众数量所需的面积划定，但不应占用绿地。6．3篮球、排球、羽毛球和门球场6．3．1篮球、排球、羽毛球和门球场，宜按地方性、群众性竞赛或群众性健身活动的要求设置。6．3．2地方性、群众性竞赛的竞赛区设计，应符合下列规定：1篮球竞赛区：1)竞技场地的尺寸宜为28rex15m或26mX14m；12



2)竞技场地端线外的缓冲区宽度宜为4～5m，边线外

的缓冲区宽度宜为3～4m；

2排球竞赛区：

1)竞技场地的尺寸宜为18mX9m；

2)竞技场地端线外的缓冲区宽度宜为3～9m，边线外

的缓冲区宽度宜为3～6m；

3羽毛球竞赛区：

1)竞技场地的尺寸，单打场地宜为13．4mX 5．18m；双

打场地宜为13．4m×6．1m；

2)竞技场地四周的缓冲区宽度不宜小于3m；

4门球竞赛区：

1)竞技场地的尺寸宜为25mX 20m或20mX 15m；

2)竞技场地四周的缓冲区宽度不宜小于3m；

5一种球的运动场地可兼作其他球的活动场地；

6球类竞技场地的长轴宜采用南北向。

6．3．3篮球、排球、羽毛球、门球竞赛区周边的观众站位宽度，

宜分别为5m、5m、4m、2m，也可按预测观众数量所需的面积

划定。

6．3．4群众性健身活动的球类运动场地，可因地制宜地选定。

6．4武术、举重和摔跤场

6．4．1武术、举重和摔跤场，宜按地方性、群众性竞赛或群众

性健身活动的要求设置。

6．4．2地方性、群众性竞赛的竞赛区设计，应符合下列规定：

1武术竞赛区：

1)竞技场地的尺寸不宜小于16mX 14m,

2)竞技场地四周应留有不小于3m宽的保护区；

3)保护区四周宜留有宽度不小于5m的运动员、教练员

或裁判员和竞赛设施用地；

4)竞技场地宜平整，竞技时应铺设毡垫或棉垫；

13



2举重竞赛区：1)竞技场地的尺寸不宜小于4mN4m；2)竞技场地四周应留有不小于2m宽的保护区；3)保护区四周宜设置宽度不小于6m的运动员、教练员或裁判员和竞技设施用地；4)竞技场地应为平整的沙地或草地；3摔跤竞赛区：1)竞技场地的尺寸不宜小于8m)／8m；2)竞技场地四周应留有不小于5m宽的保护区；3)竞技场地应平整，竞技时应铺设摔跤垫。6．4．3武术、举重、摔跤竞赛区周边的观众站位区宽度，宜分别为5m、5m、4m，观众站位区的面积也可按预测观众数量所需的面积划定。6．4．4群众性健身活动的武术、举重和摔跤场地，可因地制宜地选定，并应具备保护性措施。6．5游泳、滑冰和轮滑场6．5．1游泳、滑冰和轮滑场，宜按群众性健身活动的要求设置。6．5．2游泳场的设计，应符合下列规定：‘1宜设置普通游泳池和儿童游泳池；2普通游泳池：1)宜选用矩形，尺寸不宜小于25rex2lm；2)池水深度应为0．90～1．35m；3)池身内侧嵌入池壁的攀梯应均匀分布，不应少于4个，并不得突出池壁；3儿童游泳池：1)宜选用圆形、椭圆形；2)池水深度应为0．60～1．10m；3)池身内侧嵌入池壁的攀梯应均匀分布，不应少于4个，并不得突出池壁；24



4池壁、池岸和池底应采用防滑材料砌筑；

5池岸外的休息区宽度不宜小于6m，并宜设休息凳和遮阳

设施。

6．5．3滑冰场的设计，宜符合下列规定：

1宜设置普通滑冰场和儿童滑冰场；

2宜选用圆形，椭圆形或矩形，矩形的尺寸宜为60m×

30m，并不宜小于40m×20m；

3外缘冰面的宽度不宜小于5m；

4外缘冰面外的休息区宽度不宜小于6m。

6．5．4轮滑场的设计，应符合下列规定：

l宜设普通轮滑场和儿童轮滑场；

2宜选用圆形、椭圆形或矩形，矩形的尺寸宜为60m×

30m，并不宜小于40m×20m；

3应采用刚性和耐磨地面；

4轮滑场外的休息区宽度不宜小于6m。

6．6服务、附属用房

6．6．1文体活动场地的服务用房，应包括小卖部、饮水间(饮

水处)、卫生间等。

6．6．2文体活动场地的附属用房设置，应符合下列规定：

l宜设运动员室、教练员室、裁判员室、更衣室、淋浴室、

救护站、储藏室等；

2邻近游泳场应设男女更衣室、强制式淋浴室和消毒洗

脚池；

3邻近滑冰场和轮滑场宜设存物处。



7防火和疏散7．0．1镇(乡)村文化中心的防火和疏散设计，应符合现行国家标准《建筑设计防火规范》GB50016和《村镇建筑设计防火规范》GBJ39的有关规定。7．0．2镇I乡)村文化中心建筑物的耐火等级不得低于二级。7．0．3观演、展览、乒乓球、台球等公众活动密集的用房的设置，应符合下列规定：1宜布置在建筑的首层；2宜设直接通往建筑外部的安全出口，安全出门的数量不应少于2个，每个安全出口的净宽度不应小于1．4m。7．0．4建筑内走廊的最小净宽度，应符合表7．0．4的规定。表7．0．4建筑内走廊的最小净宽度(m)用房名称双面布置房间单阿m代膀间展览、观演、交谊、乒乓球、台球241．8讲授、阅览、计算机、创作、排练、美2l15术、体法、健身、游艺办公1．8l27．0．5公众活动用房的房门应采用向疏散方向开启的平开门，不得采用旋转门、升降门、推拉门和设置门槛。7．0．6镇(乡1村文化中心建筑物的平屋顶作为公众活动场所时，应符合下列规定：1围墙高度不得低于1．2m，围墙外缘与建筑物檐口的距离不得小于1．0m；围墙内侧应设固定式金属栏杆，围墙与栏杆的水平距离不得小于0．3m；2直接通往室外地面的安全出口不得少于2个，楼梯的净16



宽度不应小于1．3m，楼梯的栏杆【栏板)高度不应低于1．1m。

7．0．7镇(乡)村文化中心建设场地的主要道路和通往外围道

路的出口宽度应具有疏散和消防车辆通行的能力，道路尽端应符

合消防车辆转向和回车的规定。

j7



8室内声、光、热环境8．1隔声8．1．1镇(乡)村文化中心的建筑主要用房的隔声设计宜符合现行国家标准《民用建筑隔声设计规范》GBJ118的有关规定。8．1．2建筑的主要用房昼间室内允许噪声级，宜符合表8．1．2的规定。表8．1．2昼间室内允许噪声级(A声级，dB)用房名称允许噪声级语言讲授、计算机、音像≤40普通讲授、展览、阕览、美术、书法、摄影、办公≤50舞蹈、观演、游艺、交谊、器械健身、台球≤55戏剧、器乐、乒乓球≤608．2采光8．2．1镇(乡)村文化中心的建筑采光设计，宜符合现行国家标准《建筑采光设计标准》GB／T50033的有关规定。8．2．2在进行建筑方案设计时，单层侧窗采光窗洞口与房间地面面积比，宜符合表8．2．2窗地面积比的规定。表8．2．2单层侧窗采光窗洞口与房间地面面积比用房名称窗地面积比计算机、展览、阅览、美术、书法1／4讲授、语言、舞蹈，戏尉、器乐、乒乓球、台球、办公1／5游艺、交谊、音像、摄影、观演1／6门厅、公共通道、卫生间1／lO



8．3保温、隔热和通风

8．3．1镇(乡)村文化中心的建筑保温、隔热和通风设计，宜

符合现行国家标准《公共建筑节能设计标准》GB 50189的有关

规定。

8．3．2严寒、寒冷地区的建筑，应控制体形系数，减少外表

面积。

8．3．3严寒地区的建筑外门应设门斗；寒冷地区的建筑外门宜

设门斗或采取减少冷风渗透的措施。

8．3．4夏热冬暖、夏热冬冷地区的建筑，宜设置外部遮阳设施。
8．3．5 自然条件适宜地区的建筑，宜采用垂直绿化、屋顶绿化

等隔热措施。

8．3．6建筑的平面、剖面设计和门窗设置，应有利于组织自然

通风。



9建筑设备9．1给水和排水9．1．1镇(乡)村文化中心的给水和排水设计，宜符合现行国家标准《建筑给水排水设计规范》GB50015、《室外给水设计规范》GB50013和《室外排水设计规范》GB50014的有关规定。9．1．1给水设计应符合下列规定：l给水系统宜根据镇(乡)村的供水能力设置，并宜优先采用分质供水和循环利用的给水系统；2公众饮用水和游泳池用水的水质，应符合现行国家标准《生活饮用水卫生标准》GB5749的有关规定{3用水处应采用节水型器具。9．1．3排水设计应符合下列规定：1排水系统宜根据镇(乡)村排水体制和环境保护等要求设置，并宜采用雨水、污水分流系统；2排水的水质达不到镇(乡)村排水管网或接纳水体的排放标准时，应进行水质处理，并达到排放标准；3建设场地和建筑屋面的雨水，宜采取有组织的排放，并宜采用暗管或明沟加盖排放；4水源紧缺地区宜收集利用雨水。9．1暖通和空调9．2．1镇(乡)村文化中心建筑的暖通和空调设计，宜符合现行国家标准《采暖通风与空气调节设计规范》GB50019和《公共建筑节能设计标准》GB50189的有关规定。9．2．2采暖地区的供暖设施，应符合下列规定：1宜采用地区热力网或设锅炉房供暖；20



2宜利用太阳能、风能、地热等供暖；

3儿童、老年人活动用房的散热器应采取防护措施；

4采暖系统应设置热计量装置。

9．2．3建筑物的主要用房的采暖室内设计温度，宜符合表

9．2．3的规定。

表9．2．3采暖室内设计温度

用房名称 采暖摩内设计温度

表演台、化妆室．舞蹈、戏剧 20～22C

讲授、计算机、阅览、曼术、书法、音像、摄影、
18～20℃

器乐、台球、行政

展览、观众厅、游艺、乒乓球、器械健身 16～18℃

门厅、公共通道、卫生间 l 2～1 5℃

9．2．4通风系统应符合下列规定：

1建筑内应充分利用自然通风；当自然通风不能满足要求

时，宜设置机械通风系统；

2进风口宜设在室外空气清新的位置；

3通风管道应采用不燃材料。

9．2．5空气调节系统应符合下列规定：

l设置空调的房间宜集中布置；

2围护结构和门窗应采取保温隔热措施。

9．3电 气

9．3．1镇(乡)村文化中心的电气设计，宜符合现行行业标准

《民用建筑电气设计规范》JGJ 16的有关规定。

9．3．2供电电源应安全可靠，用电负荷等级不应低于二级。

9．3．3文化中心的配电宜符合下列规定：

1宜为低压配电；

2具有动力用电负荷的，其动力和照明电源宜分别进户和

分设配电箱(柜)；

2I



3配电箱(柜)宜设在隐蔽安全并接近负荷中心的地方；4宜按不同的用电场所分别划分配电线路；5宜采用穿管暗敷设。9．3．4照明设计应符合下列规定：1宜采用高效节能光源、灯具和选择利于节能的控制方式；2建筑的出人口和公众密集场所的疏散通道等处应设应急照明；3宜采用集中蓄电池装置或带蓄电池的照明装置，其连续供电时问不应少于20rain。9．3．5防雷设计应符合现行国家标准《建筑物防雷设计规范》GB50057的有关规定。9．3．6通信、广播和电视的设置，宜符合下列规定：1宜与所在地区或县(市)和镇(乡)的通信、广播和电视系统的规划相协调；2宜设办公电话和公用电话；3宜设服务型广播和应急广播等有线广播；4宜设有线电视，公众活动的主要用房和文体活动场地宜设电视出线口；5线路宜采用穿管暗线敷设，并宜预留发展余地。9．3．7文化中心宜设置计算机网络系统，讲授、计算机和办公等用房宜预留网络出线口。9．3．8镇(乡)村文化中心的建筑和文体活动场地的重要部位，宜设视频监视器。



本规范用词说明

1为便于在执行本规范条文时区别对待，对要求严格程度

不同的用词说明如下：

1)表示很严格，非这样做不可的：

正面词采用“必须”，反面词采用“严禁”；

2)表示严格，在正常情况下均应这样做的：

正面词采用“应”，反面词采用“不应”或“不得”；

3)表示允许稍有选择，在条件许可时首先应这样做的：

正面词采用“宜”，反面词采用“不宜”；

表示有选择，在一定条件下可以这样做的，采用

“可”。

2条文中指明应按其他有关标准、规范执行时的写法为：

“应符合⋯⋯的规定”或“应按⋯⋯执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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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华人民共和国行业标准镇(乡)村文化中心建筑设计规范JGJ156—2008条文说明



前 言

《镇(乡)村文化中心建筑设计规范》JGJ 156 2008，经住

房和城乡建设部2008年6月13日以第50号公告批准、发布。

为便于广大设计、施工、科研、学校等单位有关人员在使用

本规范时能正确理解和执行条文规定，《镇(乡)村文化中心建

筑设计规范》编制组按章、节、条顺序编制了本规范的条文说

明，供使用者参考。在使用中如发现条文说明有不妥之处，请将

意见函寄中国建筑设计研究院城镇规划设计研究院(地址：北京

市西城区车公庄大街19号；邮政编码：10004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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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总则1．0．1随着我国广大镇(乡)村居民生活水平的不断提高和文化活动的日益丰富，各类文化设施建设的数量在迅速增加，质量在逐步提高。为适应各地镇(乡)村文化设施建设形势发展的需要，提高建筑设计的质量，编制了这本综合文学、艺术、娱乐、体育、健身、科技、教育、展示、宣传等多种文化活动为一体的《镇(乡)村文化中心建筑设计规范》。由于各地镇(乡)村公益性文化设施的内容和规模、管理和经营、传统和习俗等的差异，采用的文化设施名称也有所不同，各地仍可沿用已有的或公众喜闻乐见的名称，如文化大院、公共服务中心等，而不拘于统一使用“文化中心”这一名称。同时，各地镇(乡)村也可根据经济状况或实际需要，增设一些文化活动的设施。1．0．2本规范的适用范围是：全国的村、乡和县级人民政府驻地以外的镇的新建、改建和扩建的文化中心建筑设计。1．0．3对镇(乡)村文化中心设计的要求：一是，应贯彻执行国家和地方政府颁布的环境保护、安全卫生、节约用地、节约能源、节约用水、节约材料的规定；二是，应以人为本，适合不同人群，特别是儿童、老年人和残疾人等的特点和需求，如针对弱势人群设置无障碍设施等；三是，应适合当地经济和社会发展水平，避免超越现实条件进行建设；四是，应体现因地制宜，就地取材，创造具有地域风格、民族特色，群众喜闻乐见的建筑；五是，应在满足近期使用的同时，兼顾今后改造的可能，对暂时不能实现的，预留改造和扩建的余地。1．0．4本规范是一项综合性的建筑设计规范，内容涉及多种专业，针对这些专业都颁布了相应的设计标准、规范或规程。因



此，在进行镇(乡)村文化中心建筑设计时，除应执行本规范的

规定外，还应遵守国家现行的有关标准的规定。同时，本规范在

有关条文中，也直接列出了一些应该遵守的国家现行标准的名

称，并在本规范的条文说明中，也大都给出了需要遵守的该项标

准的主要相关章节名称，以便于设计和建设者查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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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建设场地选定和环境设计3．1场地选定3．1．1本条对镇(乡)村文化中心建设场地提出了选定和设计的条件。一是，建设场地的方位、用地界限、占地面积要求等应遵守经基本建设行政主管部门批准的镇(乡)村规划和设计的规定；二是，为便于组织管理和开展各项活动，宜有独用的建设场地；三是，当建设场地同某单位合用时，为便于公众使用和经营管理，独用或合用的建设场地均应有独自通往建设场地外围道路的出人口，特别是镇(乡)文化中心，由于参加活动的人数众多，尤为重要；四是，建设场地应选在交通方便、利于公众聚集和疏散的地段；五是，为免于干扰，建设场地应避免靠近集市、车站、桥头等交通繁杂的地方，也不应同环境要求噪声小的医院、学校等公共建筑相邻。3．1．2本条是强制性条文，建设场地应远离易受污染(如排放有害物的工厂)、产生危险(如邻近危险品仓库)和易于发生地质灾害等的地段。3．2场地布置和环境设计3．2．1本条提出了镇(乡)村文化中心建设场地布置应遵守的规定：一是，应合理利用建设场地内的地形和地面原有物；二是，功能分区明确，产生喧闹和需要安静的部分应分别相对集中，并采取隔离措施，以避免使用中的相互干扰；三是，道路布置应符合人流、车流和安全疏散的要求，连接外围道路的出入口不应少于2处，以利于安全疏散；四是，应考虑火灾、震灾、洪灾等群众临时避难的需要，而作为镇(乡)文化中心尤为必要；五是，在进行建设场地规划和建筑设计时应为改造和分期建设创3I



造条件。

3．2．2本条提出了镇(乡)村文化中心建设场地环境设计应遵

守的规定：一是，镇(乡)村文化中心的环境设计应在统一的环

境规划下，充分利用建设场地内的树木、草地、山石、水面、桥

梁、涵洞等，结合新建的各项设施，对建设场地的环境进行统一

规划设计。二是，建设场地环境设计，可按现行行业标准《公园

设计规范》CJJ 48中有关“总体设计”、“地形设计”、“园路及

铺装场地设计”、“建筑物及其他设施设计”等的规定执行。

3．2．3本条规定了建设场地内文物古迹的保护，应符合现行国

家标准《镇规划标准》GB 50188和《历史文化名城保护规划规

范》GB 50357的有关规定。本条所指的文物古迹主要是指不可

移动的历史文物，对于尚未确定为保护对象的不可移动的历史文

物，也应先行保护，并提请文物行政主管部门审定。

3．2．4本条规定了建设场地宜设置的无障碍设施，其设汁应符

合现行行业标准《城市道路和建筑物无障碍设计规范》JGJ 50

中的有关“缘石坡道”、“盲道”、“停车车位”、“标志”等的

规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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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基本项目配置4．0．1本条提出了镇(乡)村文化中心宜为开展文学、艺术、娱乐、体育、健身、科技、教育、展示和宣传等活动配置需要的多种空间和设施，分为3大类型、12种基本项目。表4．0．1列出的基本项目和内容，供进行文化中心设计时选用。表4．o．1中所列的基本项目和内容是在总结各地镇(乡)村文化设施建设实践的基础上而提出的，具有普遍性和使用效率较高的特点，同时考虑了发展的需求。表4．o．1中列出的基本项目和内容，未按镇(乡)村的等级和服务人口的规模等因素，分别规定适于建设的项目、内容、规模，原因是由于我国各地镇(乡)村情况千差万别，不宜进行具体设限，以避免在建设中导致脱离实际的现象。因此，要求每个镇(乡)村在建设文化中心时，可根据自身的具体条件，包括现状情况、服务范围、服务人口、经济条件和发展需求等因素，因地制宜地进行选定。4．o．2对于具有地域优势和民族特色的群众性和传统性的一些文化设施，考虑到我国农村幅员辽阔，各地文化活动的需求不一、种类繁多、形式各异，即使同一种活动内容，其表现形式、竞赛规则和场地要求等，也有所不同，本规范均未列入，也不设限。各地镇(乡)村可结合实际需求，因地制宜地进行设置。同时，建议对于一些大型的、占地多的和一些季节性的文化活动项目，仍在原有的竞赛和表演场地开展活动为宜。33



5建筑物设计

本规范的第5章“建筑物设计”、第6章“文体活动场地设

计”和第7章“防火和疏散”中有关条文规定了包括使用面积、

净高度、净宽度、竞技场地尺寸、容纳人数等多项具体指标的数

值，其来源有五个方面：一是，各地文化设施采用的数据；二

是，设计单位和专家建议的标准；三是，本规范编制组选定的数

值；四是，国家现行标准规定的指标；五是，有关文化设施专著

和文献的研究成果。这些指标和数据，通过整理、筛选、调整，

被列入本规范的条文。其中有些直接引自国家现行标准，如第

5．2．3条2款1项中的“6m”’引自现行行业标准《文化馆建筑

设计规范》JGJ 41；又如第6．5．2条2款2项中的“0．90～

1．35m”和3款2项中的“o．60～1．10m”，引自现行行业标准

《体育建筑设计规范》JGJ 31。在规定的各项数据中，除了如一

些竞技场地规定了标准尺寸外，其余大部分采用了低限值，或在

限定的条件下，允许因地制宜地确定。

5．1一般规定

5．1．2本条提出了镇(乡)村文化中心建筑中使用空间设计的

要求。

1建筑的使用空间宜考虑一室多用性或多室组合使用的灵

活性以及经营管理的独立性。如观演用房的观众厅宜设计为多功

能厅，以满足演出、集会、庆典等多种用途的需要；又如，不同

人群使用的棋牌室，可合并为较大的空间，作为大型游乐活动之

用。在设计文化中心建筑时，对有大量公众参与的使用空间，如

展览用房、观演用房、乒乓球活动等用房宜设在建筑的首层或独

立的地段，为单独经营和管理提供便利条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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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建筑物的使用空间宜将喧闹的用房和安静的用房分别集中布置，以避免或减少干扰。如将舞蹈、戏剧排练和器乐活动等用房同讲授等用房分别集中隔离；为防止楼板的传声，交谊用房宜设在建筑的首层或独立地段等。3有儿童、老年人、残疾人活动的用房，如阅览用房，宜布置在建筑的首层或交通方便的部位。5．1．4本条规定的建筑物应设置的无障碍设施，其设计应符合现行行业标准《城市道路和建筑物无障碍设计规范》JGJ50中有关“建筑物无障碍设计”、“建筑物无障碍标志和盲道”等的规定。如因条件限制，暂时不能设置时，应预留无障碍设施位置。5．2专业活动用房5．2．2普通讲授、语言讲授、计算机用房的设计，宜符合现行国家标准《中小学校建筑设计规范》GBJ99中有关“普通教室”、“语言教室”、“微型电子计算机教室”等的规定。普通讲授用房应满足普及知识、专业讲座和宣传教育等多种用途的使用。在设施配置上，宜适合多种讲授的需要，不仅设有一般的教具，还要具备播放录像、计算机投影等条件。5．2．3创作和排练活动形式多样，本规范仅就美术、书法、舞蹈、戏剧、器乐等活动用房作了规定，对于具有传统特色的一些文化活动内容，如泥塑、木雕、剪纸等地方传统工艺活动用房，各地可自行设置。创作和排练用房中的喧闹部分应集中布置，并与阅览、讲授等需要安静的用房保持一定的距离，特别要处理好噪声的干扰。5．2．4音像室的设置要求较高，应具备良好的隔声、照明条件和录放等设备；摄影学习室应设置暗室和制作室，配备相应的拍照、洗印、复制等设备，满足遮光、照明等要求。5．3展览、阅览用房5．3．1展览用房宜包括展室或展廊和储藏室等。展览用房宜有35



较好的采光条件，展室首先应利用自然光，必要时辅以局部照

明，宜避免眩光和直射光。

展廊可利用建筑物的走廊，也可利用开敞式走廊进行展出活

动。利用建筑物的走廊进行展览活动时，不得影响正常的通行能

力。考虑到展板、展柜和观众流动以及安全等情况，对展室面积

和展廊的宽度都作了具体规定。

5．3．2阅览用房宜设置书刊阅览室、电子阅览室、藏书室和管

理室等。镇(乡)文化中心的阅览人数较多，可分设成人和儿童

阅览室，并为残疾人设置专用阅览席位；书刊数量较大时，可分

设图书、报刊阅览室。

阅览用房的设计宜符合现行行业标准《图书馆建筑设计规

范》JGJ 38中有关“阅览空间”等的规定。

5．4娱乐活动用房

5．4．2观演用房主要由观众厅、表演台、化妆室、放映室、储

藏室、声光控制设施和休息廊等组成，其设计要求主要有以下

几点：

1观众厅宜设计为多功能厅，以满足演出、集会、联欢和

庆典等多种使用要求。由于镇(乡)村文化中心是一个综合性的

适合多种文化活动的公共场所，需要设置多种活动的用房，观众

厅规模不宜过大，容纳人数以不超过300人为宜。如遇大、中型

活动，可在镇(乡)村中的其他公共设施中进行。

观众厅为多功能厅时，宜采用移动式座椅，采用平地面和组

装式表演台，以适应多种用途的需要。

观众厅的设计宜符合现行行业标准《剧场建筑设计规范》

JGJ 57中有关“座席”、“走道”等的规定。

2放映室的设计宜符合现行行业标准《电影院建筑设计规

范》JGJ 58中有关“放映机房”等的规定。

3储藏室的面积应依据存放物品和器材的情况确定，观众

厅采用移动式座椅和组装式表演台时，宜考虑座椅等的储存

．36



面积。4为满足演出、集会等活动开始前和中间休息时公众活动的需要，观众厅宜附设休息廊，条文中对休息廊的面积和净宽度都作了规定。当观众厅设有直接通向建筑外部的出口时，可不设休息廊。5．4．3棋牌是我国广大群众普遍喜爱和参加活动人数多的一项文娱形式，宜按参加活动的人群情况和人数的多少确定分室或合室活动。为避免参加活动的人数过多而相互干扰，每一棋牌室的面积不宜过大。小型棋牌室可按3～4组桌椅设置，包括竞赛人员和少量观众活动需要的面积，每一棋牌室的使用面积不宜小于20m2。电子游艺室的面积宜按游戏机类型、布置方式和辅助设施(如动力配电柜)和通行等因素确定。每一游戏机室的最小使用面积不宜小于40rn2。5．4．4歌舞厅的设施要求较高，投资较大，宜在镇(乡)文化中心中设置。为满足公众学习交谊舞的要求，可利用露天场地举办。茶室主要是公众，特别是老年人群饮茶聚会和谈天的场所，也可兼作小型说唱表演之用。5．5健身活动用房5．5．3、5．5．4乒乓球、台球竞赛的地方性、群众性竞赛活动场地的设计规定，主要包括：1竞技场地尺寸、竞赛台面上空的净高度；2竞技台面上空的照明标准宜符合国家现行标准《建筑照明设计标准》GB50034中有关“照明标准值”等的规定；3观众站位区的宽度，观众站位区(含本规范第6．3节和6．4节规定的观众站位区)也可按每一观众0．18～o．22m2或按5人／m2估算进行划定。37



5．5．5按群众性健身活动设置的乒乓球、台球竞赛区有关尺寸

可以减小，也可在室外因地制宜地设置活动场地。

5．6办公、管理用房

5．6．1、5．6．2办公、管理用房主要规定了两部分用房的基本内

容和要求，在进行设计时，应根据文化中心建设的内容、规模和

管理的实际需要进行选定。



6文体活动场地设计6．1一般规定6．1．2本条规定了晚间演出和竞赛使用的文体活动场地应安装必要的声、光设施，其照明标准宜符合现行国家标准《建筑照明设计标准》GB50034中有关“照明标准值”等的规定。6．1．3本条规定通往文体活动场地的支路宜设置的无障碍设施，其设计应符合现行行业标准《城市道路和建筑物无障碍设计规范》JGJ50中有关“缘石坡道”、“标志”等的规定。6．2放映和表演场6．2．2放映和表演场地的观众站位区面积，可按每一观众o．18～o．22m2或按5人／m2估算，划定站位区，但不应占用绿地。6．3篮球、排球、羽毛球和f-IX场6．3．2、6．3．3篮球、排球、羽毛球和门球竞赛的地方性、群众性竞赛活动场地的设计规定，主要包括：1竞技场地的尺寸、缓冲区的尺寸、观众站位区的最小宽度，后者也可按预测观众数量所需的面积确定(参见本规范第5．5．3、5．5．4条的条文说明)；2如受建设场地条件的限制，或为充分发挥场地使用效率，可考虑一种球的活动场地兼作其他球的活动使用；3为了避免眩目，球类竞技场地的长轴宜为南北向，当不能满足这一要求时，根据镇(乡)村所处的地理纬度可略偏离南北向。6．3．4为适应广大群众健身活动的需要，根据建设场地的具体39



情况，可因地制宜地设置非标准尺寸的球类活动场地。

6．4武术、举重和摔跤场

6．4．2、6．4．3武术、举重和摔跤竞赛的地方性、群众性竞赛活

动场地的设计规定，主要包括：

1竞技场地尺寸、保护区宽度；

2竞技设施用地，对竞技场地地面和铺设器材的要求；

3观众站位区的宽度，观众站位区也可按预测观众数量所

需的面积确定(参见本规范第5．3．3、5，3．4条的条文说明)。

6．4．4群众性健身活动的场地。可因地制宜地进行设置。为确

保安全．这类项目的活动场地，应具备保护性措施。

6．5游泳、滑冰和轮滑场

6．5．1～6．5．4游泳、滑冰和轮滑是日趋增多的公众运动项目。

由于场地占地面积较大，设施比较复杂和投入较多等原因，本规

范规定不按举办地方性、群众性竞赛的要求设置，而按群众性健

身活动的要求提出了设置这类项目的一些规定。

游泳池、滑冰场的使用，具有季节性的特点。游泳池的建设

还涉及大量用水、水质标准、水的回收利用和严格的组织管理等

因素，建设这一设施需要慎重从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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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防火和疏散7．0．1～7．0．7文化中心是镇(乡)村居民比较密集的公共活动场所，为了确保公众活动的安全，对防火和安全疏散设计提出了严格的要求，包括建筑的耐火等级，建筑中公众活动密集用房设置的部位、安全出口的数量、走廊的宽度、房门的设置、平屋顶的使用，建设场地道路通行能力等，在进行设计时除应符合本规范的各项规定外，尚应符合现行国家标准《建筑设计防火规范》GB50016和《村镇建筑设计防火规范》GBJ39的有关规定。规定镇(乡)村文化中心建筑物的耐火等级不得低于二级，并作为强制性条文，主要由于这类建筑是广大群众进行文体活动的场所，不仅要经常开放，还考虑到老年人、儿童、残疾人活动的特点(如动作迟缓)，以及作为避难场所的安全要求。对镇(乡)村文化中心建筑物的平屋顶作为公众活动场所作了强制性条文的规定，在设计时必须严格遵守。



8室内声、光、热环境

8．1隔 声

8．1．1建筑隔声设计宜符合现行国家标准《民用建筑隔声设计

规范》GBJ 118中有关“学校建筑”的“隔声标准”和“隔声减

噪设计”等的规定。

8．1．2本条提出了镇(乡)村文化中心建筑的主要用房昼间室

内允许噪声级(dB)，宜符合表8．1．2的规定。

8．2采 光

8．2．1提出建筑采光设计宜符合现行国家标准《建筑采光设计

标准》GB／T 50033中有关“采光系数”和“采光计算”等的

规定。

8．2．2规定在进行建筑方案设计时，单层侧窗采光窗洞口的面

积可先按窗地面积比进行估算，但最终确定主要用房(如展览、

阅览、美术、讲授等)采光窗洞口面积时，仍需按本规范第

8．2．1条的规定进行复核。

为便于建筑方案设计时估算采光窗洞El面积，表8．2．2提出

了文化中心的建筑内主要用房采用单层侧窗时的窗地面积比的比

值。当采用双层侧窗或其他形式的采光窗时，宜按本规范第

8．2．1条的规定执行。

8．3保温、隔热和通风

8．3．1提出建筑保温、隔热和通风设计，宜符合现行国家标准

《公共建筑节能设计标准》GB 50189的有关规定。

8．3．2严寒和寒冷地区的建筑体形直接影响采暖能耗的大小，

体形系数越大，单位建筑面积对应的建筑外表面积越大，外围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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结构传热损失越大。对于夏热冬暖和夏热冬冷地区，体形系数对采暖能耗不如严寒和寒冷地区大，同时考虑夏季夜间散热问题，建筑体形宜根据具体情况确定。8．3．3门斗的设置可减少冷风的渗透，降低采暖能耗。门斗开启的方向应考虑风向的影响。8．3．4外部遮阳设施可降低夏季建筑物因日照产生的热量，也可利用地形、地物遮阳，如栽种高大落叶乔木等。43



9建筑设备

9．1给水和排水

9．1．2本条提出了给水设计的要求。

1分质供水和循环利用的给水系统有利节能和节水，宜优

先考虑；

2为保证公众的身体健康，公众饮用水和游泳池用水水质

应符合现行国家标准《生活饮用水卫生标准》GB 5749中有关

“水质标准和卫生要求”等的规定；游泳池水质标准正在制订，

待出版实施后尚应遵守该标准的有关规定。

9．1．3本条提出了排水设计的要求。

1雨水、污水分流系统有利于雨水回收利用及污水处理，

宜优先采用分流系统；

2组织屋面和场地雨水的排放，有利于雨水回收和利用，

也有利于建设场地和环境的保护；

3雨水的回收利用是国家大力提倡的节水措施，尤其是水

源紧缺地区，宜结合实际情况对雨水进行回收利用。

9．2暖通和空调

9．2．2采暖地区供热设施应结合地区条件因地制宜地选定。根

据国家节能政策的要求，集中采暖系统应设置热计量装置。

9．2．4、9．2．5在自然通风不能满足要求时，宜设置机械通风或

空气调节系统。

9．3电 气

9．3．2文化中心是公众密集的场所，在紧急情况下的安全疏散

至关重要，因此强调了负荷等级的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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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满足二级负荷的供电要求，可采用蓄电池作为第二电源。9．3．3本条提出了文化中心的配电要求。动力和照明用电的电源宜各自单独进户并计量，负荷容量较小或单独进户有困难时，可为一路电源进户，但应分别计量。为安全和美观，线路宜用金属管或PVC管等穿管暗敷设。9．3．4本条提出了文化中心的照明要求。为节约电能，在人工照明的光源、灯具和控制方式等方面体现节能降耗的措旌。文化中心宜采用集中蓄电池装置或带蓄电池的照明装置，其连续供电时间不应少于20min。9．3．5文化中心是镇(乡)村中的重要建筑，应设防雷装置，并应按现行国家标准《建筑物防雷设计规范》GB50057中有关“建筑物的防雷分类”，确定文化中心的防雷类别进行设防。9．3．7计算机技术的快速发展，推动了网络的普及，文化中心宜设置计算机网络系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