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第一章 总则 

 

第一节项目概述 

1.1 项目名称 

农场危房改造配套基础设施项目 

1.2 建设单位 

  

1.3 项目主管 

  

1.4 准备单元 

  

第二节准备的依据 

2.1 准备依据 

（一）、《中华人民共和国城乡规划法》； 

(2)、《中华人民共和国建设法》； 

（3）《国务院关于促进华侨农场改革发展的意见》（国发[2007]6 号）； 

（4）《耿马华侨农场归侨危房改造工程总体方案》； 

（5）《耿马华侨农场归侨危房改造工程总体实施方案》； 

（六）、国家现行有关法律、法规、规章、标准等； 

(7)、《省建设工程消费配额》； 

(8)、《省级安装工程消费配额》； 

(9)、《省级市政工程消费配额》； 

（十）国家计委印发的《投资项目可行性研究指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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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一）国家计委《建设项目经济评价方法与参数》第三版； 

（十二）委托方与编写人签订的项目实施方案技术咨询合同； 

（十三）委托方提供的有关资料。 

2.2 采用的主要标准和法规 

(1)、《民用建筑设计通则（GB50352-2005 ）》 

（2）、《废水综合排放标准》（GB8978-1996）； 

（3）、《环境空气质量标准》（GB3095-1996）； 

（4）、《建筑设计防火规范》（GB50016-2006）； 

（五）规划、建筑、结构、给排水、电气、暖通空调等其他专业规

范和相关技术规范。 

2.3 研究情况 

建设项目背景及必要性、需求分析及建设规模、选址、建设方

案、节水节能措施、环保影响评价、劳动安全、健康与消防、项目

实施管理、项目实施进度、投资估算和资金筹款、效益分析、研究

结论和建议等。 

第三节 编制原则和要求 

3.1 .编译原则 

本实施方案是在《耿马华侨农场归侨危房改造总体方案》和《耿

马华侨农场归侨危房改造总体实施方案》的基础上制定的。符合国

家资源（建设用地节约）“四节一环”。 、节水、节能、节材、环保）

要求，结合华侨农场用地实际，立足实际，因地制宜，实用功能，

适宜建设规模。 

华侨农场危房改造配套基础设施建设项目实施计划方案--第2页

华侨农场危房改造配套基础设施建设项目实施计划方案--第2页



3.2 准备要求 

分析、论证和评价，从而判断项目在技术上是否可行、经济上

是否合理。 

第四节 项目建设内容和规模 

4.1。项目拟建地点 

耿马华侨农场管理区 

4.2 项目建设内容及规模 

道路工程计划完成混凝土路面 4127 平方米及路面砌块材料

2567 平方米；完成给排水工程；完成供配电工程；完成土方 8512

立方米、挡土墙 3247 立方米； 、闸机等配套设施建设。 

4.3 经济技术指标 

总土地面积： 37789.92 平方米; 

单位面积：（210 平方米单栋）； 

拟建新建筑面积： 11131.81 平方米; 

公厕拟建面积： 150.57 平方米； 

拟新建配电室建筑面积： 136.60 平方米； 

拟建物业管理大楼的建筑面积： 244.20 平方米； 

拟新建值班室建筑面积： 57.14 平方米； 

建筑密度：16.58%； 

体积比：0.295； 

绿化率：37.3%； 

4.4 项目主要建设条件 

（1）本项目拟用地符合耿马傣族佤族自治县城市总体规划要

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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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项目建设用地已落实，已办理相关手续，取得土地证。 

（3）项目区市政基础设施（供水、供电、通讯、道路）条件已

具备。 

（4）项目已完成《项目环境影响登记表》。 

 

第二章项目建设背景及发展规划 

 

第一节 项目建设背景 

1.1 耿马县情况 

耿马傣族佤族自治县位于省西南部，北纬 23°21'-24°01'，东

经 98°48'-99°52'之间。东与临湘区、双江县接壤，南与沧源县接

壤，北隔南亭河与镇康县、永德县接壤，西与缅甸山水相连。长边

框 47.35 公里。县城耿马镇位于县城中部，112 公里东北至省会横向

距离最大，南北纵向距离最大 76公里，总面积 3720.33 平方公里。

山区约占 92.4%，坝区约占 7.6%。峰峦叠嶂，山水纵横，连绵起伏

的耿马山自北向南横跨中部，将耿马分割成两个不同的自然地理区

域，将蒙顶、蒙剑、河外、芙蓉与北隔开耿马。 .耿马地势由东向

西呈阶梯状递减。一般来说，海拔在 1500 米左右，最高 3230 米和

最低。蒙顶坝以南的定河出口海拔最低 450 米。荣、河外、耿马大

山褶皱带山区。耿马地处热带、亚热带，北回归线横贯境内。主要

受印度洋暖湿气流和西南季风影响。气候湿热，雨量充沛，干湿分

明，立体气候。属亚热带半湿润气候，年平均气温 19℃，年平均降

雨量 1045.7毫米，无霜期 317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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耿马县是一个以傣族、佤族为主的民族自治县。共有 34 个民族。

是全省 29个少数民族自治县之一，25 个边境县之一。辖 11 个乡镇，

1个华侨农场，82 个村委会和 3个社区，934 个村民小组，43434 名

农民，蒙顶、蒙萨 2个国有农场，武警农场 1个。 

1.2 历史 

1958 年 3月，为响应党中央“开垦戍边”的号召，按照上级的

指示和部署，一批转岗老兵创办了耿马农场，由中央领导管理。区

域农垦分公司，将建在云峰。 ，咖啡两种场合合二为一。后来，一

批老工人和支持者分别从双江农场和蒙顶农场调来，农场继续发展

壮大。 1970 年改建为生产建设兵团第二师，成为独立营。 1974 年

恢复农场制度。 1978 年，接收安置被越南当局驱逐的 1892 名归侨，

更名为耿马华侨农场，归省人民政府办公室领导管理。 1988 年 5

月，为深入贯彻落实中共中央《关于深化华侨（林）农场经济体制

改革的决定》（中发[1985]26 号）和《省政府批转省侨办《关于我省

华侨农民（林）农场领导体制改革的通知》（运政发[1988]8 号），耿

马华侨农场领导管理体制划归耿马傣族佤族自治县人民政府的领导

和管理，根据《国务院关于促进华侨农场改革发展的意见》（国发

[2007]6 号）和《国务院关于推进华侨农场改革发展的意见》省人民

政府关于推进全省华侨农场（林）场改革发展的《省人民政府关于

推进全省华侨农场（林）农场改革发展的工作》（运政发[2008]]13

号）以“制度融入地方、管理融入社会、经济融入市场”为总目标，

及时制定了耿马华侨农场改革方案，并积极组织实施。在统筹经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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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会发展、危房改造、社会保障、土地确权等方面取得突破性进展。

2009 年 3月 18 日挂牌设立华侨管理区。 

1.3 地理和人口 

耿马华侨管理区位于耿马县东北部，东经 99°25′38″，北纬

23°32′49″，距 7 公里耿马县人民政府所在地，东西跨度最长且

南北 10公里跨度最长 4公里。南高南低，地势丘陵，亚热带半湿润

气候，年均降雨量1316毫米，雨季6-10月，旱季11-次年5月，1067.4

米海拔至 1195.2 米全区辖 14 个产区总土地面积 14.29 平方公里，

总耕地面积 1.43 万亩。全区总人口 3551 人，1433 户，其中归侨 1988

人，981 户，来自越南、老挝、柬埔寨、印度、印度尼西亚等国家。

现有劳动力 1421 人，离退休人员 550 人，管理人员 27 人。土壤肥

沃，热量充足。 

1.4 经济发展概况 

耿马华侨管理区地势全为丘陵地带，南北有四道梁三道沟七坡。

全区总人口 3551 人，其中归侨及其亲属 1811 人，占总人口的 56%。

建设初期，农场主要种植水稻、玉米等粮食作物和花生等油料作物。

生产力水平低下，员工的生活条件非常艰苦。 1984 年，在国务院侨

办、省侨办和当地党委政府的关心和支持下，农场建立了白糖厂（耿

马华侨糖厂）年加工甘蔗 500吨。甘蔗加工能力已达 2300吨。为贯

彻落实中发[1985]26 号文件精神，促进经济发展，提高职工群众生

活水平，农场实行“分地给人、借生活费、交超固定生产，奖励超

额生产”。责任制，14000 亩耕地全部种上甘蔗，甘蔗产业发展迅速，

糖厂也取得了不错的效益，工人群众生产不断发展，生活质量不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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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高改善。 2003 年，全市实施蔗糖产业整合，将农场下属的华侨企

业华侨糖厂与农场分离。从此，农场失去了唯一的“龙头企业”和

产业支撑，农场变成了纯农业企业。 2008 年实现总产值 2244 万元，

其中农业产值 1977 万元，占总产值的 88%。群众人均纯收入 2484

元，人均纯收入 1171 元。 

1.5 生产经营和职工收入 

2003 年糖厂分立后，农场成为纯农业企业，收入仅靠收取少量土地

承包费。 2006 年财务亏损 250 万元，2007 年亏损 300 万元。由于

资金的限制，改革发展的步伐非常缓慢。 ，各种社会问题日益突出。 

由于产业结构单一，大部分农民的收入渠道仅限于甘蔗种植收

入，只有少数农民通过发展养殖等种植业增加收入。目前，全县最

低生活保障线以下人口 1667 人，占总人口的 46.94%。由于贫困程度

高，大部分现场工作人员无法自行开展危房改造。 

1.6 地形地貌及土壤特征分析 

耿马华侨管理区位于耿马盆地北部三尖山脚下。区内有山脉、

丘陵和河流，但以山丘为主。因此，可分为山地地貌和丘陵地貌两

个地貌单元。 

西部地区地层岩性为中硬岩，基岩大部分出露，地表风化强，

森林覆盖好，地下水位低，地势坡度较缓。因此，滑坡崩塌等物理

地质现象不发育，仅盛期发育数十条沟壑，沟壑两侧地形坡度为

50-60°，断面呈“V”形.少数沟壑有水，水质清澈，积水少，水土

流失不严重，对工程影响不严重。大的;东部为丘陵地貌，地势坡度

平缓，但基底地层岩性为上第三系中新统粘土岩，半岩状，与土壤

强度相同，浸水软化，压缩性高，即使地势平缓，容易产生因此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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部地区滑坡较多，规模较小，滑体厚度一般为 5-8m，最大 10m，尤

其是有自由面或荷载增加，最容易发生滑动，对工程影响很大。 

油田区地层岩性分为两类。表层为第四纪斜坡（Qdl）含砾粘土，

砾石含量约为 20%。强度中等偏硬，均匀分布于黏土中，厚度 2-3m，

渗透指数处于弱透围内，与下伏地层不整合接触；第二层为上第三

系中新统（N1）粉质泥岩，半成岩，中厚层至厚层构造，粉砂含量

约占 20-25%，主要成分为石英，产状为 340°∠12° , 厚度 > 150m, 

渗透指数处于弱透围内, 局部区域为中透。 

成土母质为砂岩，土壤多为酸性红壤和红壤，PH值 5.37-5.82，

有机质含量 3.96%，速效氮 67.99-97.02mg/kg ，速效磷 2.04mg/kg ，

速效钾 188.52-249.37mg/kg ，土壤肥力中低，土壤呈酸性。 

1.7 水文条件 

耿马华侨管理区属澜沧江流域小黑江水系漫片河上游。引种区

发源于 1770m盆地西北部的高山。引种区取水口位置：东经：99°

26′32″，北纬：23°37′15″。这个区域起源于海拔高度的瓜龙

山 1305m。 

降水主要集中在汛期，占 5-11月全年降水量的 80%左右。降水

时空分布极不均匀。 

1.8 运输条件 

项目区与杨庚二级路相连。阳更线与管理区有两条道路连接，

一条为 3公里二级油路，一条为 1.87公里石板路。管理区到全场 14

个农业生产队均以公里连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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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节 项目发展规划 

2.1 指导思想 

华侨管理区危房改造工程配套设施建设的指导思想是：以改善

华侨管理区群众基本生活条件为目标，与社会主义新时期建设相结

合。农村、小城镇建设、“整村推进”，以国家补贴为重点，全面做

好新址“三通一平”工程，同时全面整合县域资源和资金，逐年解

决生产队道路、污水等配套设施建设，为管理区内居民提供便利、

安全、舒适、美观。改善居民生活环境质量，提高道路通行能力，

提升管理区整体形象，打造管理区品牌。 

2.2 施工原则 

在组织实施归侨华侨危房改造配套设施建设过程中，应当遵循

以下原则： 

一、公开、公平、公正的原则。返乡难民危房改造工程配套设

施建设是党和国家实施的惠及广大返乡侨胞的工程。在组织实施过

程中，按照政府四项制度的要求，要加大政策宣传力度，让每一个

领域的人都知道，让政策惠及大众，让决策过程公开，充分体现公

开、公平、公正。抓好这一惠民工程。 

2.坚持统筹安排的原则。结合统一实施“整村推进”、社会主义

新农村建设、村容整治和小城镇建设，并根据管理区实际情况，本

次配套设施建设重点打造县城三大特色民居。一个华侨新村，通过

项目资金整合，逐年分批解决生产队配套设施建设。 

3.坚持科学规划的原则。项目的组织实施要严格按照规划，统

一设计，统一施工，追求整体效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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质量第一的原则。工程实施过程中，要按照耿马当地抗震设

防标准，充分考虑管理区土壤和地质条件，严格按照工程质量施工

规程，实行质量跟踪管理，确保工程质量。项目建设。 

5.合法有序的原则。建设项目的征地补偿应当按照基本建设项

目的程序办理有关审批手续。 

第三章项目建设的必要性 

第一节 项目建设的必要性 

耿马华侨管理区是国家接收和安置难民的重要基地之一。成立

初期，农场主要种植水稻、玉米等粮食作物和花生等油料作物。机

制白糖厂（耿马华侨糖厂），随着不断的技术改造和扩建，甘蔗的日

加工能力已达到 2300吨。 2003 年，全市实施蔗糖产业整合，将花

桥糖厂与农场分离，农场由农工商业一体化、产供销一体化的经济

实体转变为经济实体。他们唯一的收入是甘蔗原料的销售。纯农业

企业，缺乏产业支撑，缺乏商业活力。同时，由于产业结构单一，

甘蔗种植效益低，农场承担了大量的社会保障、城市建设、水利设

施维护管理、道路养护、劳动和社会保障等工作。安全、民政、土

地管理、妇女、侨务、武装、民兵、计划生育等社会职能增加了农

场的工作负担和田间工作人员的经济负担，导致经济发展滞后，而

广大现场工作人员的生活环境和生产生活条件落后，严重影响生产

生活质量。 2009年 3月，根据《国务院关于促进华侨农场改革发展

的意见》（国发[2007]6 号）和《省人民政府关于促进改革发展的实

施意见》省华侨农场（林）农场”（云政发[2008]13 号），农场完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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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前，管理区内居民居住的房屋多为土木结构、砖混结构和少

量 1970 年代中期归侨后建造的混合结构房屋。地陷、墙体开裂、屋

顶漏水等严重影响了广大现场员工的生命财产安全。在全国推进新

农村建设的有利形势下，在我管区基本完成返乡华侨危房改造任务

的情况下，将配套基础设施建设纳入规划切实改善人居环境是落实

党的公开、公平、正义。执政理念的迫切要求，是坚持以人为本、

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迫切需要，是推进华侨管理区改革发展的

重要任务，是提升形象的重要载体，华侨管理区的品位和档次，与

广大人民群众的切身利益息息相关。 

同时，由于危房改造区基础设施落后，管理区内的生活环境和

群众出行受到严重影响。一是道路建设滞后。很多道路仍然是 1978

年接侨时修建的土路和碎石路。晴天灰蒙蒙的多雨多涝，给剧组和

群众带来极大的不便，也与改造后的房屋形成强烈反差。项目建成

后，将在小区内形成良好的交通组织体系，为居民出行提供便捷、

安全的交通条件。二是缺乏必要的污水排放系统。生活污水沿路排

放，严重影响小区环境卫生。三是华侨新村“三通一平”前期工作

亟待处理。在管理区危化改造规划中，华侨新村作为主力新址，受

到县委、县人民政府的高度重视，被纳入县特色民居建设用地（傣

族民居芒康村，佤族民居芒国村，东南亚建筑风格的华侨村）。目前，

花桥新村已完成土地规划、建设设计和技术保障措施等前期工作。

根据规划，新村占地 50 余亩，将重点建设 60 至 100 套小康实用经

济房，每套建筑面积 150至 180 平方米。 

综上所述，本项目的实施将为管理区内居民提供便捷、安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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力，提升整体管理区域形象，打造管理区域品牌。重要的意义。这

个项目的建设是必要的。 

第二节 项目建设的可行性 

一、领导重视 

危房改造工程配套设施建设滞后，一直是制约管理区危房改造

和建设成果的重要因素。县委、县人民政府对此高度重视，将统一

认识、加强领导、健全制度、明确责任等提上议事日程。县人民政

府已将华侨管理区纳入全县新农村建设规划，每年将安排 1～2个生

产队完成全村建设。 、休闲广场、绿化等基础设施建设。同时，管

理区重点危改新建工地花桥新村被列入全县新农村民居建设重点工

程。与耿马镇芒郭村佤族民居、河牌乡芒康村傣族民居一起，努力

打造东南亚风情。外籍人士住房项目。 

2. 未归侨热情高涨 

为返乡侨民危房改造工程建设配套设施，是多年来广大职工群

众的夙愿。按照《关于编制上报归侨危房改造实施方案的通知》精

神，管理区组织工作组分小组于 8月中旬开展宣传动员工作 2009年，

广大归侨积极响应。愿意以劳务投资形式参与配套设施建设。 

三、区位和资源优势 

耿马华侨管理区位于耿马坝子中心，工程建设和物资采购运输

十分便利。现有 14 个生产队均通电、通水、通路，可满足建设要求。

坝区可收集运输河沙、砂浆砌体、砖块，运输距离 1- 10 公里。其

他物资可在耿马县境内收运，运输距离 7 公里。区位和资源优势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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综上所述，项目实施得到领导重视，群众积极性高，区位和资

源优势明显。因此，该项目的建设是可行和必要的。 

 

第四章场地状况和场地条件 

第一节项目场地现状 

1.1 位置和地理位置 

耿马华侨管理区 

1.2 站点状态 

场地地势基本平坦，地面高差不大，场地物理地质现象不发育，

无塌方、滑坡、泥石流等不良现象，无场地周围有噪声和废气污染，

适合施工。 

1.3 地块周边关系 

建设项目场地位于耿马坝子中心，交通便利，地势平坦。 

1.4 场地面积 

耿马华侨农场危房改造配套基础设施建设项目施工区域

37789.92 平方米。 

第二节场地条件 

2.1 环境自然条件 

耿马傣族佤族自治县位于省西南部，北纬 23°21'-24°01'，东

经 98°48'-99°52'之间。东与临湘区、双江县相邻，南与沧源县相

邻，北与镇康县、永德县、郧县相邻，西与缅甸相邻。东西长 1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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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6 公里周长 410.4 公里，国土面积 3837 平方公里，

国境线长 47.35 公里。峰峦叠嶂，山水纵横，连绵起伏的耿马山自

北向南横跨中部，将耿马分割成两个不同的自然地理区域，将蒙顶、

蒙剑、河外、芙蓉与北隔开耿马。 .耿马地势由东向西呈阶梯状递

减。一般来说，海拔在 1500 米左右，最高 3230 米和最低。蒙顶坝

以南的定河出口海拔最低 450 米。荣、河外、耿马大山褶皱带山区。

耿马地处热带、亚热带，北回归线横贯境内。主要受印度洋暖湿气

流和西南季风影响。气候湿热，雨量充沛，干湿分明，立体气候。

属亚热带半湿润气候，年平均气温 19℃，年平均降雨量 1045.7毫米，

无霜期 317天。 

2.2 水文地质条件 

在调查期间，只有部分钻孔看到了地下水。初始水位在 15 米~

之间 18 米，水量很小。地下水为孔隙型潜水。根据环境水文地质分

析，地下水对混凝土和构件无腐蚀性，但对裸露的钢结构有弱腐蚀

性。 

2.3 场地类别 

根据相邻场地工程项目波速测试结果，结合场地地基土的性质，

场地.00 米周围 0.00～20 的各土层等效剪切波速值为 210～230（小

姐）。结合区域地质资料，场地面积覆盖层厚度 3米<dov< 50 米，故

当地类型为中软土，场地类别为二级建筑场地，基本风压 0.3kn/m2 ，

地面粗糙度为 B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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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震效应 

根据 2008 年版《建筑设计抗震设计规范》（GB50011-2001）《中

国主要城镇设防烈度、设计基本抗震加速度和设计抗震分组》：耿马

傣族佤族自治县抗震设防烈度为 8 度，第二组，设计基本地震加速

度值为 0.30g 。 

第五章建设规模及设计方案 

第一节 建设规模 

1、道路工程 

1、混凝土路面4127 平方米； 

2、路面 2567 平方米； 

3、2862 平方米混凝土边（平、边）石安装； 

2、给排水工程 

1、镀锌钢管的铺设 2363 米； 

2、铸铁管橡胶圈接口铺设（DN100） 470 米； 

3、铸铁管橡胶圈接口铺设（DN50） 1950 米； 

4、安装室外消火栓 5个，法兰阀 70 个； 

5、塑料管道粘接铺设 820 米； 

6、污水检查井、水表井、阀门井数个。 

3、供配电工程 

1、70 个接线井和 5个电缆井； 

2、电缆保护管敷设 1861 米、穿管 1861 米； 

4.土方和挡土墙工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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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土方开挖 2345 立方米； 

2、运往国外的土方 6176 立方米； 

3、3247 立方米碎石挡土墙； 

5、附属设施 

1、完成绿化工程，包括规划绿地 1680 平方米、树木 2664 株、

草皮 1680 平方米； 

2、墙面 2431 米； 

3、配套房屋建筑 600 平方米。 

第二部分计划 

2.1 规划原则 

①、符合国家相关法律法规； 

②、安全、经济、适用、美观的原则； 

③、因地制宜，合理布局的原则，科学合理设计物流线和人流线； 

④。环保原则，实施方案需考虑对周边环境的不利影响（粉尘、废

渣、噪声等）； 

⑤。贯彻节能节水的原则。 

2.2 规划概述 

2.2.1 工地 

项目实施地点位于耿马坝子中心，交通便利，人车直达。 

2.2.2总体布局 

本项目根据耿马华侨农场与周边环境的关系，在总体规划设计中

充分考虑华侨居民的居住环境空间，人性化居住环境外层空间的营

造重点在于绿色生态环境的应用。技术。根据基地及周边地区的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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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情况，采用节约用地的集中布局，布局紧凑、整体布局。在土地

有限的情况下，尽量为基地及周边地区留出绿地，营造美丽的生活

场所。基地东北侧设置两个主入口，东南侧设置一个次入口，合理

有序地组织人车入口，形成交通便利、开阔明亮的生活空间，环境

宜人，整体布局紧凑。 

2.2.3 运输组织 

在总体布局上，首先，基地的道路将使进入不同功能区的交通

方便，不交叉到各个功能区的出入口，同时也满足消防的要求。施

工场地为东高西低的坡地。楼层标高根据地形坡度设计；参照地形

坡度，排水方向设计为从基地东侧向西侧排放。 

小区共有 3个出入口，其中 2个为巷道，1个为立体阶梯入口。

主干道为 7.5 米巷道，两侧有 1.5 条人行道；次要道路是 5 米一侧

有人行道的道路 1.5米。道路根据地形坡向合理设计，符合要求。 

第三节建筑设计方案 

3.1 设计依据 

（一）《城市道路和建筑物无障碍设计规定》（JGJ50-2001）； 

（2）、《民用建筑设计通则》（GB50352-2005）； 

（3）、《建筑设计防火规范》（GB50016-2006）； 

(4)、《西南地区一般民用建筑图集》； 

3.2 设计原则 

（1）建筑布局合理，节约土地。 

(2)、满足基本功能要求，并适当考虑未来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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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职能分工明确，人流、物流组织科学； 

（4）根据当地气候条件，建筑物的朝向、间距、自然通风、采

光、庭院绿化等应符合相关标准，提供良好的居住环境。 

（5）充分利用地形地貌，在不影响使用功能和满足安全卫生要

求的前提下，尽量集中。 

3.3 建筑设计 

充分考虑耿马县当地气候、水文、植被等自然条件，使建筑体

量、造型与耿马县城市环境相协调，追求建筑与环境的有机结合。

平面功能设计充分考虑华侨民居的建筑特点，采用自然通风，增加

空气流速和舒适度。部门内各功能室的布局充分考虑了人性化的布

局方式，使空间更加亲切，提高了建筑面积的利用率。主要房间保

证阳光充足，避免视线干扰，有利于生产生活需要。 

3.4 无障碍设计 

无障碍设计内容及围护：根据本项目的具体情况，主要对以下

设施和建筑物进行无障碍设计： 

1、公共道路人行道无障碍设计； 

2、公共绿地、小广场的无障碍设计； 

3、基地出入口无障碍设计； 

4、基地建筑的其他无障碍设计，如残疾人厕所的设置。 

第四节结构设计 

4.1 设计依据 

1.《建筑物抗震设防分级标准》 （ GB50223-2008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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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建筑结构荷载规定》 （ GB50009-2001 ）； 

3.《混凝土结构设计规范》 （ GB50010-2002 ）； 

4、《建筑基础设计规范》 （ GB50007-2002 ）； 

5、《建筑物抗震设计规范》GB50011-2001 （2008 年修订）； 

6.《建筑结构可靠度设计统一标准》（GB50068-2001） ； 

7、《施工桩基技术规程》 （ JGJ94-2008 ） ； 

8. 《砌体结构设计规范》（GB5003-2001） 。 

4.2 设计中使用的载荷标准 

卧室、浴室： 2.0 2/MKN ；走廊、大厅、阳台 2/MKN ：2.5；

屋顶：2.0 2/MKN ；没有屋顶：0.5 2/MKN 。 

4.3 地震相关参数及现场地震评价 

根据《建筑物抗震设计规范》GB50011-2001（2008 年版）附录

A，耿马地区抗震设防烈度为 8度，基本设计地震加速度为 0.30g ，

设计地震归入第二组，特征周期为 0.40S ，水平地震影响系数最大值

为 0.16（地震较多）。本项目为多层建筑。根据《建筑抗震设计规范》

GB50011-2001（2008 年修订）第二款规定，应按 9度设防加强抗震

措施，确保工程符合抗震设计要求。3.1.3 组织工程抗震验收，不符

合抗震设计要求的，不得交付使用。 

4.4等级和基础设计等级  

GB5001-2002《混凝土结构设计规范》 3.2.1，本工程建筑结构

等级为Ⅱ级 3.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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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5 结构形式 

4.5.1 根据 

拟建工地位于耿马坝子中心，为平坦工地。地基土层主要为硬

塑至硬粘土、微密至中密砂、圆形砾石和硬角粉质粘土层。 

根据钻井出露情况，根据地层的成因、结构、物理力学性质，

将勘探深度的基础土（岩）层分为以下主要层：表层为人工杂填层，

下层为全新世第四纪体系。冲洪积粉质黏土层，中部为第四纪残余

角砾质粉质黏土层，厚度较大。 

各土层利用条件评价如下： 

(1)、①杂填土层，该层的机械强度差别很大，在基础施工时应

彻底清除。 

(2)、②层、③层粉质粘土，广泛分布于全场，可塑至硬态，压

缩性中等。 

(3)、③1
层
砾砂，多以透镜状分布在③层粉质粘土中上部，厚度

变化大，呈微密至中密状态，强度中等。 

(4)圆形砾石，该层深度和厚度变化较大，稍密到中等密度，强

度好。这一层充满了均匀夹杂的鹅卵石、薄层砾石和巨石，均匀性

较差。不适合作为高层建筑的基础。保持层。 

(5)、④层角砾质粉质粘土层，属于花岗岩残积土，压缩性中等，

强度高，可作为拟建高层建筑的基础承载层。 

根据建设单位提供的相关现场勘察资料，确定基本类型如下： 

采用墙下条形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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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5.2 上部结构采用砖混结构，工程设计使用寿命 50 年。 

4.6 主要材料指标 

1、基础采用 M7.5砂浆砌筑 MU40平碎石，柱 C30，梁板 C25。 

2、钢筋：基础、梁、柱均采用热轧钢筋 HRB400，楼板、屋面板

均采用热轧钢筋 HPB235。 

3、填充墙：卫生间部分墙体为 120 厚 MU10实心粘土砖，其余

墙体为 240 厚 MU5.0粘土空心砖。 

第五节给排水设计 

5.1 设计依据 

1）、《建筑给排水设计规范》（ GB 5001 5-2003 ）； 

2）、《室外排水设计规范》（GB50014-2006）； 

3）、《室外供水设计规范》（GB50013-2006）； 

4）、《建筑灭火器配置设计规程》（ GB 5014 0-2005 ）； 

5）、《民用建筑设计通则》（GB50352-2005）； 

6）、《建筑设计防火规范》（GB50016-2006）。 

7) 建筑物的平面图。 

8）项目场地周边市政管线基础数据； 

5.2 设计内容 

1.设计区 

1、本项目红线围护结构、外部给排水及消防系统设计； 

2、室外给排水工程设计 

一、水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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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本项目水源为城市自来水。连接市政给水管网两根DN100

给水管，分别用于校园生活和消防用水。白天市政供水压力

约为10.0MPa 。
 

2、用水量 

1）生活冷水耗水量： 

 

 

 日最大耗水量 M3 /天 每小时最大耗水量 M 3 /H 

生活用水量 25 9 

无法预料的水

量 

10  

2)、消防用水量 

 设计流量

（L/S） 

点火时间

（小时） 

评论 

室外消火栓系统 20 2 由市政管网提供 

房间消火栓系统 15 2 由室外火池提供 

3、供水管道系统 

1）户外使用生活用水和消防水联合管道系统； 

2）在市政管道的开口处设置水表井； 

3）消防为双向供水。红线的进水管在进水管水表后接建筑物室

外生活消防用环形供水管，并在表后安装“防倒流器”。 

4.管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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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采用 PP-R塑料给水管，热焊； 

5、室外消防给水工程设计 

1）室外消防水源采用城市自来水； 

2）室外消防用水量为 20 L/S 

3) 室外生活用水和消防用水采用组合管道系统。室外地上 2.0M

消防栓 120M共 2套 5.0M。 

4）室外消防采用低压供水系统，由城市自来水直接供水。发生

火灾时，城市消防车将现场从室外消火栓取水加压灭火。 

5）建筑物内安装消火栓灭火系统； 

6、室外排污工程 

1）基地附近有城市污水管道，污水达标后排入工程； 

2）项目采用管道系统对生活污水和雨水进行排污； 

3）生活污水排放量：按日最大生活用水量的 85%计算，约 21.25 

M3/d ； （不包括浇水量） 

4）本项目生活污水经化粪池处理后排入市政污水管网。 

3、建筑给排水设计 

1、生活供水系统 

1）用水量：建筑物每日最大生活用水量约为 25M3/d ； 

2）为多层公共建筑，生活用水由城市自来水直接供应； 

2、生活污水系统 

1）房间采用粪便污水和洗浴污水合流的排水管道系统； 

2）排水管采用 UPVC塑料排水管，冷胶焊接而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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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屋顶雨水排水系统 

1）屋顶雨水采用重力雨水排水系统。屋顶雨水由雨水斗收集，

通过雨水管排至室外建筑； 

室内雨水管采用 UPVC塑料排水管，冷胶焊接而成。 

4、房间消防工程设计 

每个建筑单元按规定配备手提式磷酸铵干粉灭火器。 

5 移动式灭火装置 

1）变配电室应根据严重危险等级配备推车式磷酸铵干粉灭火

器。 

2) 其余消防栓按危险等级安装手提式磷酸铵干粉灭火器。 

第六节电气设计 

6.1 设计依据 

1）、《民用建筑电气设计规范》（ JGJ T 16-2008 ）； 

2）、《供配电系统设计规程》（GB50052-95）； 

3）、《低压配电设计规程》（GB50054-95）； 

4）、《建筑物防雷设计规范》 GBJ50057-94（ 2000 年版； 

5）、《建筑照明设计标准》（GB50034-2004）； 

6）、《建筑物及建筑群综合布线系统工程设计规范》

（GB/T50311-2000）； 

7)、甲方建筑条件图及委托书。 

6.2 供配电设计 

1.设计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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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强电部分：380/220V 配电系统、照明系统、防雷接地系统，

弱电部分：系统、有线电视系统、综合布线系统。 

2.配电系统 

10kV电源从附近的变压器架空引至小区配电室，配电室分别引至

电缆T接线盒；配电室由当地供电部门设计安装。 

2 、电缆通过电线管敷设在地下，埋深大于此450MM； 

3 、电缆终端盒和配电设备应由专业厂家定制； 

4 、综合布线的弱电线路全部预埋在单间，室外由相关部门设计

安装； 

3.照明系统 

一、照度标准 

(1) 卧室 - 300lx 

(2) 过道、厕所、走廊 - 75lx 

(3)其他公共场所 150LX 

2、灯具：卧室、客厅均采用节能型的休息日灯。电子整流荧光

灯用于管理室和其他房间。过道、走廊使用节能灯； 

3、防雷接地 

该建筑是按照三种防雷建筑设计的。 

1）直接防雷：在屋顶安装防雷带作为避雷端子，立柱主筋作为

引下线，基础钢筋作为接地装置。 

2）防雷和电波侵入：将电缆的金属护套、钢管等与进出线端电

气设备的接地连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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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采用 TN-S接地形式。所有接地均使用基本钢筋作为通用接

地装置。接地电阻要求小于 1 欧姆。配电室配有通用等电位接线盒。 

4.有线电视系统 

有线电视信号取自就近的有线电视网络，采用分配分支方式。

主要由放大器、分配器、分支器等组成。 

电视插座安装在会议室、远程会诊中心、等候区等处。电视插

座安装在底部边缘 0.3 米。电视设备箱是 1.6 米从地面安装的。 

线路铺设：人行道沿桥梁铺设，房间沿天花板、地板或墙壁铺

设 PVC。 

5.系统 

家庭线路取自电信市政网络。 

在值班室、办公室等场所设计设置插座。插座 0.3 米安装在底

部边缘，接线盒 1.6 米安装在底部边缘。 

线路铺设：人行道沿桥梁铺设，房间通过钢管沿屋顶、地板或

墙壁铺设。 

6) 电源 

本消防电气设备配电装置采用专用供电电路，发生火灾时，切

断生产生活用电，仍能保证消防用电。 

6 系统接地 

消防系统的接地采用门诊综合楼综合接地装置作为其接地极。 

12、综合布线 

在客厅、书房、卧室、管理室等设置综合布线点，水平和垂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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