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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家评审意见



专家意见回复

 1.严格按照河南省人民政府《关于印发河南省农村宅基地和村民自建住房管理办法(试行)》(豫政[2021]4号)  要求落实宅基地面积。

回复：《关于印发河南省农村宅基地和村民自建住房管理办法(试行)》(豫政[2021]4号)  要求落实宅基地面积。

2.建筑风貌管控分区，应与上位国土空间规划的村庄分类规划、实用性村庄规划相衔接。

回复：建筑风貌管控分区，与上位国土空间规划的村庄分类规划、实用性村庄规划相衔接。

3.完善编制说明中图册适用范围；补充配电箱系统图、家具智能配电箱示意图、总等位连结示意图、基础按地平面图、屋顶避雷平面图；

补充燃气、供暖设施、建筑灭火器说明内容。

回复：补完善充 图册适用范围；补充配电箱系统图、家具智能配电箱示意图、总等位连结示意图、基础按地平面图、屋顶避雷平面图；

补充燃气、供暖设施、建筑灭火器说明内容。

4.注明配电箱进线方向，按《导则》3.2.10条复核空调插座、一般电源插座与照明应分路设计，厨房、卫生间插座应设置独立回路。

回复：注明配电箱进线方向，按《导则》3.2.10条复核空调插座、一般电源插座与照明应分路设计，厨房、卫生间插座应设置独立回路。

5.建筑风貌编制内容应包含图片及文字，完善现存传统建筑元素的提炼；增加屋顶、门窗、院门、围墙等建筑细部三种及以上设计形式；

建议补充沿街建筑及公共服务场所控制方案。

回复：补充完善建筑风貌编制内容，完善现存传统建筑元素的提炼；增加屋顶、门窗、院门、围墙等建筑细部三种及以上设计形式；补

充沿街建筑及公共服务场所控制方案。

6.建筑层高、窗间墙宽度应满足编制导则要求，承重墙应上下连续、门窗口应上下对齐。

回复：建筑层高、窗间墙宽度满足编制导则要求，承重墙应上下连续、门窗口应上下对齐或按规范做加强措施。

7.农房地基基础应该按照《河南省农村住房设计图集编制导则》5.2.1要求设计，避开采空塌陷区等不利地段。

回复：农房地基基础应该按照《河南省农村住房设计图集编制导则》5.2.1要求设计，避开采空塌陷区等不利地段。

8.按导则编制要求，完善文本编排及内容，采用规范、标准按现行规定执行。

  回复：按导则编制要求，完善文本编排及内容，采用规范、标准按现行规定执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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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编制说明   

       为规范示范区农村住房建筑风貌，指导农村住房建设，保障农

村住宅建设安全，结合示范区实际，制定平顶山市城乡一体化示范

区农村住房设计图册。

      本图册适用于平顶山市城乡一体化示范区农村住房的规划管理。

图册编制遵循功能现代、风貌乡土、成本经济、结构安全、绿色环

保的原则，将传统建造技艺与建筑新技术、新工艺、新材料相结合，

指导农民建设宜居型住房，改善居住环境，提升村容村貌。

       农村住房必须符合村庄规划。未编制村庄规划的，应位于县城

村庄分类和布局规划划定的村庄建设用地边界内，符合乡镇国土空

间规划明确的国土空间用途管制规则和建设管控要求。位于自然保

护地、风景名胜区、文物保护范围和建设控制地带、历史文化名镇

名村、传统村落等区域的农村自建住房，还应当符合相关专项规划。

      农村住房选址应当坚持节约集约用地，充分利用村内空闲地、

废弃地，满足消防、抗震要求，不得阻碍交通、侵占公共用地和邻

里通道，妥善处理给水、排水、日照、采光、通风等方面的相邻关

系。

        农村住房不得在地质灾害危险区、洪涝灾害频发区、地下采空

塌陷区和地震断裂带等危险区域选址，应当避让蓄滞洪区等低洼地

区，与生产、储存、经营易燃易爆危险品的场所保持安全距离。

            

   

       本图册贯彻“以人为本”的设计理念，根据当地农村特点、

民俗风情，力求方便农民生活。建筑用材及装修档次趋向大众化，

外观造型多样化，立足于就地取材，顾及农民的意愿和经济承受能

力。

       农村住房设计结合当地道路、电力、通讯和给排水等各项基

础设施现状，设置房屋给排水、取暖、电气、燃气等管线、设备的

位置，确保设备功能完善、运行安全和维修方便。

宅基地面积规定:

       一户村民只能拥有一处宅基地。城镇郊区和人均耕地少于667

平方米的平原地区，每户宅基地面积不得超过134平方米:人均耕地

667平方米以上的平原地区，每户宅基地面积不得超过167平方米;

山区、丘陵地区每户宅基地面积不得超过200平方米。原则上以不

超过三层的低层住宅为主，不规划建设三层以上的住房。确需建设

三层以上住房的，要征得村集体经济组织或村民委员会以及利益相

关方的同意后，纳入村庄规划。



二、建筑风貌

2.1     一般要求

       农村住房风貌，与上位国土空间规划的村庄分类

规划、实用性村庄规划一致。建筑遵循当地传统民居

的风貌特征，并与农村自然环境相协调。因地制宜，

运用当地传统建筑装饰做法，提炼地域文化元素，传

承优秀建造技艺。农村住房以二层为主，原则上不超

过三层。

2.2     建筑造型

       农村住房建筑造型汲取当地传统民居的屋顶形式、

山墙特征、立面构成肌理等要素，并在设计中加以提

炼运用。建筑造型，通过建筑形体及构件元素，实现

建筑功能与造型有机结合，避免过度装饰。

2.4    建筑细部

2.3     建筑色彩

       农村住房的色彩，体现当地传统建筑韵味，突出

地域特征，规范建筑用色范围。色彩与周围环境相协

调，在和谐统一的前提下，注重材料质感和色彩上的

对比变化，体现地域建筑特色。

       农村住房建筑细部汲取当地传统民居的建筑元素，

屋顶、檐口、屋脊、门窗细部、院门、围墙设计，采

用当地传统样式，与建筑整体风格及周围环境相协调，

体现地域特色。建筑细部及构件与建筑主体有可靠的

连接措施。



二、建筑风貌

传统民居建筑元素

硬山式坡屋顶、千槎瓦坡屋面、叠瓦屋脊、兽头



二、建筑风貌

传统民居建筑元素

硬山式坡屋顶、千槎瓦坡屋面、叠瓦屋脊、兽头、高窗



二、建筑风貌

传统民居建筑元素

门楼院门、门窗、围墙



二、建筑风貌

传统民居元素现代设计形式---屋顶



二、建筑风貌
传统民居元素现代设计形式---门窗



二、建筑风貌

传统民居元素现代设计形式---院门、围墙



二 、 建筑风貌

              
 依据传统民居建筑元素，选取三种有代表性的宅基地类型，每种宅基地设计三套户型，屋顶、门窗、院门、围墙等建筑细

部，设计三种形式供选择。

方案整体以展现平顶山市城乡一体化示范区乡村风貌为主导思想，遵循功能现代、风貌乡土、成本经济、结构安全、绿色

环保的原则，指导农民建设宜居型住房，改善居住环境，提升村容村貌。



二、建筑风貌

沿街商业建筑及公共服务场所控制方案



l 户型：A-01

l 建筑为二层，前
后院形式，青瓦
白墙为主调

GRC构件盘头

GRC构件窗套

GRC构件装饰

合瓦屋面，
板瓦锁链屋脊，
两端兽头

筒布瓦顶围墙

建筑风貌



建筑风貌

仰瓦屋面，
清水脊

文化石饰面

露台

l 户型：A-02
l 建筑为一层，三面

围合前院，青砖墙、
瓦，实木色装饰构
件为主调



建筑风貌

仿砖质感漆外墙

米黄色真石漆涂
料外墙

咖色铝合金栏杆
玻璃栏板

咖色GRC窗套

咖色真石漆涂料
外墙成品兽头青瓦屋

面
青瓦屋面

l 户型：A-03
l 建筑为二层，

平屋面前院
形式，米黄
外墙和咖色
装饰构件为
主调



建筑风貌

黑褐色铝板窗套

红砖墙外立面

黑褐色压顶线条

灰白相间真石漆
外墙

l 户型：B-01
l 建筑为二层，

平屋面前院形
式，红砖墙、
黑褐色装饰构
件为主调



建筑风貌

咖色铝板挑檐

咖色成品花窗

咖色真石漆涂料
围墙

黄色真石漆涂料
围墙

咖色成品栏杆

咖色GRC成品窗
套

咖色铝板挑檐

l 户型：B-02
l 建筑为二层，

平屋面前院
形式，米黄
外墙和咖色
装饰构件为
主调



建筑风貌

咖色成品花窗

筒瓦顶围墙

成品兽头
青瓦片瓦屋面

GRC咖色屋檐

l 户型：B-03
l 建筑为一层，

坡屋面前院形
式，青瓦白墙
咖色装饰构件
为主调



建筑风貌

仿古砖外墙

白色乳涂料窗台

镂空仿古栏板

咖色GRC窗套

断桥铝飘窗

镂空仿古栏板

l 户型：C-01
l 建筑为二层，平

屋面前院形式，
浅灰色外墙和白
色构件为主调



建筑风貌

仿古砖外墙墙裙

围墙花格

灰色乳胶漆窗套

小青瓦门楼

成品屋脊

小青瓦屋面

浅灰色乳胶漆窗套

l 户型：C-02
l 建筑为二层，坡

屋面前院形式，
青瓦白墙为主调



建筑风貌

木色护栏

筒瓦顶围墙

成品兽头
青瓦片瓦屋面
GRC咖色屋檐

l 户型：C-03
l 建筑为一层，

坡屋面前院形
式，青瓦白墙
咖色装饰构件
为主调



三、户型设计 



户型设计：选取当地三种不同的典型宅基地类型，每种基地类型编
制不少于三套户型设计方案，包含一套单层户型方案。

户型 建筑面积(M2) 建筑基底面积(M2) 宅基地面积(M2) 建筑层数

A-01 223.86 112.13 200 2

A-02 117.17 117.17 200 1

A-03 225.49 134.01 200 2

B-01 215.63 113.19 167 2

B-02 203.69 100.13 167 2

B-03 116.67 116.67 167 1

C-01 165.02 92.43 134 2

C-02 177.18 87.14 134 2

C-03 99.33 105.76 134 1

























































































































四、建筑结构 









































































































五、建筑设备
    

       农村住房采用水冲式厕所，每户设置化粪池，

化粪池在院落下风向，并确保与饮用水源的安全间

距。同时考虑与村内污水管网的街接或预留接口。

       供暖设施采用符合当地政策的清洁供暖方式，

预留设置空气源热泵热风机组、热水机组及分体空

调机设置的位置和条件。

       燃气用户燃具应与气源相匹配，同一房间不得

使用两种及以上的燃气。根据供气来源，提出相适

应的厨房布局。 燃气燃烧产生的烟气应直接接至室

外。 

       农村住房的电源进线电缆采用地下敷设，进线

处设置电源进线箱，箱内设置保护开关电器。每套

农村住房应设置配电箱，配电箱装设同时断开相线

和中性线的电源进线开关电器和自恢复式过、欠电

压保护电器，供电回路装设短路和过负荷保护电器，

插座回路装设剩余电流动作保护器。     

    

       空调电源插座、一般电源插座与照明分路设计，

厨房插座、卫生间插座设置独立回路。电源线选用

铜材质导体。套内的电线管线采用穿管线暗敷设方

式配线。每套住宅进户线截面不应小于10mm2,照

明、插座及空调分支回路截面不小于2.5mm2。 

      农村住房应做总等电位联结，装有淋浴或淋浴

盆的卫生间应做局部等电位联结。

        农村住房宜设置有线电视系统、电话系统和信

息网络系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