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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 言

为贯彻国家乡村振兴战略，推动我省农村自建住宅绿色发展，助力美丽乡村

建设，根据《海南省绿色建筑发展条例》、《海南省碳达峰实施方案》及《海南

省乡村建设行动实施方案》等法律法规和政策文件的要求，海南省住房和城乡建

设厅组织编制了本技术导则。

编制组经过广泛调研，以国家、省市现行有关规范、标准为依据，结合当地资

源环境、风貌管控要求和经济条件，总结了农村地区应用成熟、经济可行的住宅建

设绿色技术，并在广泛征求意见的基础上编制而成。

本导则导则共八章，内容包括：1.总则；2.基本规定；3.场地规划；4.建筑设计；

5.结构设计与材料利用；6.设备设施；7.施工与验收；8.使用与维护。

本导则由海南省住房和城乡建设厅负责管理。

主编单位：

主要审查人员：



目 录

1 总则 ...........................................................................................................1

2 基本规定 ...................................................................................................3

3 场地规划 ...................................................................................................5

3.1 一般规定 ........................................................................................... 5

3.2 选址 ....................................................................................................5

3.3 场地布局和生态环境保护 ............................................................... 7

4 建筑设计 .................................................................................................10

5 结构设计与材料利用 .............................................................................13

6 设备设施 ................................................................................................... 15

7 施工与验收 ..............................................................................................18

8 使用与维护 .................................................................................................20

8.1 养护房屋构件 ................................................................................. 20

8.2 维护环境风貌 ................................................................................. 20

8.3 促进资源利用 ................................................................................. 21



1

1 总 则

1.0.1 为贯彻落实国家乡村振兴战略，引导和规范海南省农村自建住宅建设，指

导农民建设安全舒适、技术先进、经济合理、绿色健康、节能环保的农房，助力

美丽乡村建设，结合海南省农村实际，制定本技术导则。

【条文说明】：关于实施乡村振兴战略，党的十九大报告提出了 20字的总要求：

“产业兴旺、生态宜居、乡风文明、治理有效、生活富裕。”在中央实施乡村振

兴战略的大背景下，加快推进农村农业现代化美丽乡村建设作为海南省推进生态

文明建设和深化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的一项重要载体，显现出新一轮的发展活

力。《海南省绿色建筑条例》第九条中指出“鼓励农村农户建房采用绿色建筑相

关措施”，以及第三十六条规定“省人民政府住房和城乡建设主管部门编制农村自

建住宅建设绿色技术导则或者设计图集等，免费提供给农户建房参考使用”。《海

南省碳达峰实施方案》指出“引导新建农房执行节能及绿色建筑标准”。《海南

省乡村建设行动实施方案（2022—2025年）》提出“到 2025年，我省乡村建设

取得实质性进展，农民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进一步增强”的总体目标。因此，

本导则以国家和海南省相关法律法规和方案政策为依据，引导和规范海南省农村

自建住宅建设。

1.0.2 本导则适用于海南省农村地区自行新建、改建、扩建的住宅规划、设计、

施工、验收、使用与维护全过程。

【条文说明】：经过调研，海南省既有农房存在缺乏总体规划，设计按个人喜好，

对室内的热舒适性和节能性考虑甚少，缺乏掌握相关的施工规范和专业技术的施

工人员，使用与维护过程中存在污染环境、降低生活质量等问题，故本导则从农

村自建住宅的全生命周期提出指导措施，进一步提高建设质量，使农房更为安全

舒适、绿色健康、节能环保。

1.0.3 农村自建住宅建设应结合所在地的气候、环境、资源、经济及文化等特

点，选取符合当地农村经济发展状况、农民生活水平、风貌管控要求和思想

观念的绿色技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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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条文说明】：《海南省美丽乡村建设标准》指出“民居的建筑风格应注重与自

然环境、村落整体风貌协调，具有本地乡土（民族）建筑特色或具有独特的时代

建筑风格”。《海南省乡村建设行动实施方案（2022—2025年）》提出“加强乡村

风貌设计引领，融合地域特点、民族特色、文化特征、乡土风情和现代元素，促

进村庄形态与自然环境、传统文化相得益彰”。海南在气候、环境、资源、经济

发展水平与民俗文化等方面，与我国其他省份相比，存在较大差异，因地制宜是

农房建设的基本原则。因此农房建设也应综合考量建筑所在地域的气候、环境、

资源、经济和文化等条件和特点，农房建设绿色技术需综合考虑当地农村经济发

展状况、农民生活水平、风貌管控要求和思想观念。

1.0.4 农村自建住宅的建设除符合本导则外，尚应符合国家、行业及省、市现

行有关标准、规定。

【条文说明】：农村自建住宅的建设除应符合本标准外，尚应符合国家及海南省

现行有关标准的规定，其主要包括建筑防火、建筑抗震等方面的标准和规范，如

《建筑抗震设计规范》GB 50011、《建筑设计防火规范》GB 50016、《农村防火

规范》GB 50039、《镇（乡）村建筑抗震技术规程》JGJ 161、《美丽乡村建设

指南》GB/T 32000 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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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基本规定

2.0.1 农村自建住宅建设应从规划、设计、施工、验收、使用与维护全过程综合考

虑提升建筑质量，增强防灾减灾能力，延长建筑使用寿命。

【条文说明】：海南本地台风及地震、暴雨等自然灾害频发，若选址不当、设计施

工质量差、住户使用不当等均可能导致房屋防灾、减灾能力差，建筑寿命短，甚至

可能存在破坏倒塌等不同程度的安全问题。

2.0.2 农村自建住宅建设应充分考虑经济性，当地农村经济发展状况及农民生活水

平。

【条文说明】：根据《海南统计年鉴》，2022年海南全省农村居民人均可支配收

入 19117元，同比增长 5.8％，农民经济持续向好发展，生活水平逐渐提高，尽管

如此，农村住宅建设仍属于农民的较大支出，应充分考虑经济性。

2.0.3 农村自建住宅节能设计应尽量使用被动式节能技术改善隔热、保温、通风、

遮阳性能；应充分结合农村当地资源条件，使用太阳能光伏等可再生能源。

【条文说明】：被动式节能技术是指以非机械电气设备干预手段实现建筑能耗降低

的节能技术，具体指在建筑规划设计中通过对建筑朝向的合理布置、遮阳的设置、

建筑围护结构的保温隔热技术、有利于自然通风的建筑开口设计等实现建筑需要的

采暖、空调、通风等能耗的降低。在城乡发展不均衡,农村经济技术相对落后的背

景下,被动式技术以其低成本,低技术的特征易于被农民所接受。海南省太阳能资源

丰富，而农村屋顶面积较大、用能密度较低，在住宅屋顶安装光伏，可以节省电费，

绿色环保。海南农村其他常见可再生能源还包括太阳能热水、生物质能、风能、空

气能等。

2.0.4 农村自建住宅选材在保证结构安全和材料性能的前提下，应考虑建筑全寿命

周期的资源消耗，结合区域资源优势，选用乡土、经济的可再利用材料和可再循环

材料。

【条文说明】：海南本土具有各种乡土环保建筑材料，包括火山石、木、竹、土、

砂石等。琼北地区火山岩丰富，存在着大量的火山石建造的村落；中部地区木材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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盛，茅草屋的侧面就是用主编或木条编做墙面；海边的村落采用珊瑚岩和小石子用

作装饰墙面路面。在农村自建住宅建造的过程中以乡土材料作为主要的营建材料，

可以有效的提高资源的利用率，有效的降低施工现场废弃物、污染物的产生与排放，

乡土材料就地取材、就地建造的运用方式，可以降低建筑全寿命周期的资源消耗，

节省材料的购买和运输成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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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场地规划

3.1 一般规定

3.1.1 新建及改扩建的农房建筑不得破坏或改变经认定应予以保护的历史文化遗

产，确保遗产的安全性和遗产环境的和谐性。

【条文说明】：新建及改扩建农房建筑应符合保护规划的要求，不得损害历史文化

遗产的真实性和完整性，不得对其传统格局和历史风貌构成破坏性影响。

3.1.2 场地无障碍设计应满足相关规范的要求。场地出入口与村庄道路之间应设

置连贯的无障碍步行系统，便于老人、残疾人使用。室内外地面或路面应设置防

滑措施。

【条文说明】：场地建设应保证无障碍步行系统的连贯性，满足残疾人老年人的通

行安全。防滑地面工程对于保证人身安全至关重要。光亮、光滑的室内地面，因雨

雪天气造成的室外湿滑地面和浴室、厕所等湿滑地面极易导致伤害事故。

3.1.3 农村自建住宅应符合当地规划要求，建筑层数不宜超过三层，高度一般不得

超过 12米。

【条文说明】：海南省住房和城乡建设厅与海南省自然资源和规划厅 2018年 11月

联合下发《关于进一步推进农房建设规划报建管理工作的通知》明确，规定村庄规

划范围内新建住房不得超过 3层，高度一般不得超过 12米。

3.1.4 场地内应无排放超标的污染源。

【条文说明】：场地内不应存在未达标排放或者超标排放的气态、液态或固态的污

染源，包括油烟未达标排放的厨房、车库、垃圾站等。若有污染源，应积极采取相

应的治理措施并达到无超标污染物排放的要求。

3.2 选址

3.2.1 农村自建住宅的建设场地应符合海南省以及当地农村土地管理相关规定，

不得超出规划确定的用地范围和用地面积，尽量使用原有宅基地、空闲地和其他

未利用地，不应占用耕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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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条文说明】：《海南自由贸易港土地管理条例》第四章第十五条提出严格控制各

项建设占用耕地。建设项目能利用荒地、劣地的，不得占用耕地；能利用现有建设

用地的，不得新增建设用地。

经依法批准的非农业建设占用耕地的，按照“占多少、垦多少”的原则，由占

用耕地的单位负责开垦与所占用耕地的数量和质量相当的耕地；没有条件开垦或者

开垦的耕地不符合要求的，应当依法缴纳耕地开垦费用于开垦新的耕地。

3.2.2 场地选址安全应符合下列规定：

1 应避开重大自然灾害易发区，包括地质灾害、洪涝灾害气候灾害等；重要生

态敏感区应避开，包括湿地、林地、水源地等，应选择坡度比较平缓稳定的基岩

或坚硬土等有利地段建房；

2 应避开自然疫源地，无危险化学品、易燃易爆危险源的威胁，无电磁辐射、

含氨土壤等危害；

3 应远离各类污染源，与农业生产区、养殖区和工业副业区、大型集贸市场、

垃圾粪便和污水处理地点严格分开；

4 与其他产生有害因素场所之间的卫生防护距离，应符合有关的工业企业防护

距离卫生标准和环境电磁波卫生标准要求；

5 应满足消防安全的要求。

【条文说明】：场地与各类危险源的距离应满足相应危险源的安全防护距离等控制

要求，对场地中的不利地段或潜在危险源应采取必要的避让、防护或控制、治理等

措施，对场地中存在的有毒有害物质应采取有效的治理与防护措施并进行无害化处

理，确保符合各项安全标准。

3.2.3 场地环境质量应满足下列规定：

1 场地应有利于夏季通风、台风天气的防汛防风、并有利于冬季日照和冬季防

风；

2 场地大气质量应符合有关标准规定；

3 避免在噪声大于 75dB的区域进行规划建设，同时农房应远离机场、铁路线、

具有交通枢纽性质的车站和港口等。

【条文说明】：选址应避开台风主要路径和高风险地带建筑物，如果无法避开这些

https://www.hainan.gov.cn/hainan/zmghnwj/202304/a72021e0394c4f9aa8ce000c272d2b66.shtml


7

区域，采取相应的结构优化、加强建筑物的抵抗风力和加重基础部分的承重等等措

施来使建筑物更好地抵抗台风袭击。外窗室内外表面的风压差达到 0.5Pa有利于建

筑的自然通风。冬季建筑物周围人行区距地 1.5m高度处的风速小于 5m/s是不影响

人们正常室外活动的基本要求；建筑的迎风面与背风面风压差不超过 5Pa，可以减

少冷风向室内渗透，夏季、过渡季通风不畅在某些区域形成无风区和涡旋区，将影

响室外散热和污染物消散。外窗室内外表面的风压差达到 0.5Pa有利于建筑的自然

通风。

影响大气环境质量的因素可能来自以下方面：排放性局部污染源包括距离住区

1km范围内大型工业烟囱、无除尘脱硫设备等；开放性局部污染源包括距离住区

500m范围内非封闭污水沟塘、饮食摊点（使用非洁净燃料）、非封闭垃圾站等:溢

出性局部污染源句括距离住区 300m范围内无水洗公共厕所、汽车修理、电镀厂、

小型印染厂等，空气中主要污染物有飘尘、SO₂、CO等。

场地环境质量包括大气质量、电磁辐射污染、噪声、放射性污染和土壤氨浓度

等，应通过调查，明确相关环境质量指标。当相关指标不满足现行国家相关标准要

求时，应采取相应措施，并对措施的可操作性和实施效果进行评估。

3.2.4住宅功能分区应实现人畜分离，畜禽栅圈不应设在居住功能空间的上风向置

和院落出入口位置，基底应采取卫生措施处理。

【条文说明】：住户和家畜分离居住，降低家畜对环境污染和重大传染病传播的风

险，同时也显著缩小了村庄间的空气污染，减少了家畜留逗及流浪的现象，有利于

提高整体的卫生环境。

农房设计应遵循适用性原则，围绕使用功能并兼顾周围环境，区分生产功能与

生活功能，实行人畜分离，采用科学合理的功能布局以符合当地村民需求。

3.3 场地布局和生态环境保护

3.3.1 农村自建住宅布局、朝向、间距应有利于夏季通风、屋面隔热和遮阳，并应

兼顾冬季防风，应保证居住空间获得良好的日照和采光且不得降低周边建筑的日

照标准。房屋之间的前后距离不能小于 10米左右，之间的间距不得小于 4.5米。

【条文说明】：农房建筑布局不仅要求本户农房满足有关日照标准，还应兼顾周边，

减少对相邻的农房、幼儿园生活用房等有日照标准要求的建筑产生不利的日照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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挡。条文中的“不降低周边建筑的日照标准”是指：(1)对于新建项目的建设，应满足

周边建筑有关日照标准的要求。(2)对于改造项目分两种情况:周边建筑改造前满足

日照标准的，应保证其改造后仍符合相关日照标准的要求;周边建筑改造前未满足

日照标准的，改造后不可再降低其原有的日照水平。

农房宜选择南向，使农房获得更好的日照、通风和采光条件。

3.3.2 农村自建住宅设计应根据山地、丘陵、平原、滨水等不同的地貌环境，对原

有的村落脉络进行梳理，并因地制宜的选团状、带状、点状或混合布局。

【条文说明】：农房设计应因地制宜开展整体风貌控制，体现不同的区域特色、空

间布局和人文风貌，并满足如下要求:

1 平原村落宜依托平坦的地势优势采用紧凑格局，多采用团状以及带状布局；

2 山地村落宜结合高低错落地形借势造景，地势较平缓山地可采用团状以及带状

布局，地势较陡的山地宜采用台式带状组合布局；

3 滨水、滨海村落宜结合水系，营造依水势而建的乡村风貌。

3.3.3 农房建设应坚持集中连片的原则，合理调整村庄规划布局，兼顾给水系统、

排水系统、电、气等基础设施建设。

【条文说明】：农房集中连片建设有利于统一调配，资源整合，实现乡村振兴。农

房建设要注重提升农房服务配套，鼓励新建农房向基础设施完善、自然条件优越、

公共服务设施齐全、景观环境优美的村庄聚集。

3.3.4 村庄道路应以现有道路为基础，顺应现有村庄格局，合理布局路网。村庄道

路建设宜就地取材。村干路、村支路硬化率应达到 100%，巷路宜体现当地特点。

【条文说明】：村庄道路建设以现有道路为基础，顺应现有村庄格局，合理规划布

局，就地取材，尽量保留原始形态走向。道路建设应当同步完善防护、供排水、电

网、通信、道路交通安全等设施。

3.3.5 新建建筑应考虑未来道路的拓宽需要，按照规划适当做出预留。

【条文说明】：农村未建用地应该遵守向已建公共设施法定退红线的规则。新建建

筑适当做出预留以便未来道路拓宽需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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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3.6 农村自建住宅房前屋后应种植当地易成活的乡土植物来营造绿色环保的乡

村环境，不宜种植外地植被；鼓励宅前屋后栽种观赏性植物，保护村庄乡土气息。

【条文说明】：以农房为主体，利用古树、池塘等自然景观和寺庙、古祠等人文景

观，营造具有本土特色的村容村貌。保护村庄固有的乡土气息，鼓励宅前屋后栽种

瓜果，构建自然景观，营造乡村生境。

3.3.7 场地规划应结合地形地貌进行场地设计与建筑布局，保持原有地形地貌，减

少高填和深挖，保护场地内原有的自然水域、湿地和植被，采取表层土利用等生

态补偿措施。

【条文说明】：建设项目应对场地的地形和场地内可利用的资源进行勘察，充分利

用原有地形地貌进行场地设计以及建筑、生态景观的布局，减少土石方量，减少开

发建设过程对场地及周边环境生态系统的改变，包括原有植被、水体、山体、地表

行泄洪通道、滞蓄洪坑塘洼地等。在建设过程中确需改造场地内的地形、地貌、水

体、植被等时，应在工程结束后及时采取生态复原措施，减少对原场地环境的改变

和破坏。场地内外生态系统保持衔接，形成连贯的生态系统更有利于生态建设和保

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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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建筑设计

4.1.1 应合理布置功能分区，宜做到寝居分离、食寝分离、净污分离、人畜分离、

农机分离。

【条文说明】：合理的平面布局有能够提供更好的生活条件，卫生条件。

4.1.2 建筑布局、朝向、间距应有利于夏季通风、屋面隔热和遮阳，应保证居住空

间获得良好的日照和采光。

【条文说明】：建筑的平面布局、朝向、与相邻农房之间的间距对热环境有很大影

响。建筑朝向应能提供充足的日照，顺应主导风向。

4.1.3 宜依据方便生产的原则设置农机具房、农作物储藏间等辅助用房，并与主房

适当分离。

【条文说明】：根据生产需要，当设置农机具房、农作物储藏间等辅助用房时，宜

与主房适当分离，合理划分功能分区，避免相互干扰。

4.1.4 农村自建住宅在建筑形式、细部设计和装饰方面应遵循当地建筑风貌和地域

特色，宜根据村庄原有地域要素（包括整体格局、风貌特色、居民生活习惯、地

形地貌特征与外部环境条件、传统文化、宗教文化等），参考《海南省乡村特色

民居建筑方案施工图集》，确定设计方案。

【条文说明】：海南省住房和城乡建设厅与海南省自然资源和规划厅在 2018年联

合下发《关于进一步推进农房建设规划报建管理工作的通知》明确加大农房建设风

貌引导。编制符合农村实际的建房图集，加强农房建设风貌管控引导，对于采用政

府提供特色建筑方案建房的农户，市县可依据财力给予一定奖励，实现农村建房有

“新房、新村、新貌”。

为传承和弘扬海南乡村传统建筑文化，加强海南地方特色的建筑风貌指导，改

善我省当前乡村居民住宅存在的建筑造型单调、缺乏特色、功能不合理等突出问题，

改善乡村人居环境，加强我省乡村建筑景观风貌引导和管控，助力美丽乡村建设，

省住建厅发布《海南省乡村特色民居建筑方案施工图集》，分为传统民居、南洋民

居、火山口民居、黎苗船型屋民居、现代民居建筑等五种类型的施工图设计图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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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1.5 外墙宜采用浅色饰面，外墙宜选用自保温墙材或增设保温层。

【条文说明】：外墙采用浅色饰面有助于建筑隔热，保温构造宜采用墙体保温与结

构一体化或增设保温层方式，保温层厚度符合相关设计要求。外墙可采用加气混凝

土砌块等砌块材料或条板，屋面保温可选用 XPS保温板（厚度可取 60mm）、岩棉

保温板（厚度可取 80mm），外墙可采用保温砂浆（厚度可取 20mm）等材料等。

4.1.6 农村自建住宅建筑屋顶宜为采用隔热通风措施的平屋面，为后期分布式光伏

布置提供条件，或光伏一体化设计的坡屋面。

【条文说明】：《海南省“十四五”节能减排综合工作方案》其中提出，因地制宜推

动农村地区光伏、风电发展，推进农村生物质能源多元化利用，农房屋面是很大的

资源，宜加强统筹利用。

4.1.7 农房建筑宜二层及以上，以便提高土地利用率。

【条文说明】：农房在满足限高的前提下，根据群众的经济条件及使用需求，宜采

用二层及以上设计，以提高土地利用率和功能分区更加合理。

4.1.8 布局应紧凑方正，空间组织宜具有一定的灵活性，便于不同时期家庭结构变

化对空间的需求。

【条文说明】：平面布局紧凑不仅有利于节约土地，提高利用率，同时有利于提高

空间的利用，结合结构形式，提供房屋空间多种变化条件。

4.1.9 应采用无障碍设计，便于老人、残疾人使用。

【条文说明】：随着社会老龄化的进程，农房的适老化及无障碍设计尤为重要，依

据《无障碍设计规范》应在建筑出入口、通道及门、楼梯及台阶、扶手、厕所及浴

室处采用无障碍设计。

4.1.10 卫生间应采用天然采光、自然通风，地面应做防水处理，下水管道应预留检

修口，地面面层应采用防水、防滑及易清洁材料。

【条文说明】：鉴于海南省气候特点及生活习惯，卫生间应具备天然采光和通风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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件，地面可采用卷材防水或涂料防水材料。面层材料可选用瓷砖、玻化砖、石材等

材料。地面材料防滑等级不低于现行行业标准《建筑地面工程防滑技术规程》JGJ/T

331规定的 Cd、CW级。

4.1.11 住宅外窗应选用中空玻璃节能外窗，宜选用保温隔热、隔音性能更优的高品

质节能外窗，南东西向外窗宜设置固定或活动遮阳措施。

【条文说明】：农房要宜居节能，门窗热工性能和建筑遮阳尤其重要，门窗和墙体

的节能保温设计成本相对较低，效果也更好。目前农房门窗多采用木质或铝合金单

玻门窗，屋内散热明显，保温性能差，导致建筑能耗增加，采用节能门窗可有效改

善室内热环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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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结构设计与材料利用

5.1.1 农村自建住宅建设应从基础、墙柱、梁板材料和结构等方面注重提升质量安

全。普通房屋与构筑物结构设计使用年限应为 50年、临时性构筑物设计使用年限

不低于 5年。

【条文说明】：根据《建筑结构可靠性设计统一标准》GB 50068第 3.3.3条要求。

5.1.2 结构设计时抗震设防烈度和构造要求不应低于当地抗震设防烈度。

【条文说明】：根据《建筑抗震设计规范》GB 50011-2010第 1．0．2 抗震设防烈

度为 6度及以上地区的建筑，必须进行抗震设计。

5.1.3 位于抗震设防烈度 8度区内的房屋不宜采用砌体结构。

【条文说明】：8度以上地震情况下，砌体抗震构造要求过多，不利于施工；墙体

较厚，不利于合理节约利用土地面积。

5.1.4 砌体结构设计和选用材料应符合国家现行相关规范，如在当地选取块体石材

类做为建筑材料时应满足石材抗压强度不低于MU20，砌块砂浆等级不低于M7.5，

构造措施应按砌体规范从严设计。

【条文说明】：当采用砌体结构时，砌体材料强度和砂浆强度对房屋安全性起重要

作用，为防止农村自建房没有经过正规设计，为增加安全裕量，材料要求合理从严

执行。

5.1.5 房屋基础应根据房屋坐落位置或区域的地勘资料设计，根据建筑荷载优先选

用天然基础。

【条文说明】：有条件的农村自建房鼓励以村为单位或单独进行地质勘察，作为房

屋基础设计依据，如无条件提供准确的地质勘察情况，也可参考周边区域的地勘报

告，根据当地经验选用合理的基础形式。

5.1.6无法提供地勘资料的情况下，在地震烈度小于 8度的区域，宜采用筏板基础、

筏板厚度根据计算确定且不应小于 500mm，筏板基础配筋率不得小于 0.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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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条文说明】：由于农村自建房有交通不便、体量小的特点，个别偏远地区实在无

法提供地质勘察报告作为参考，在这种情况下，基础设计需根据现场地震烈度，房

屋荷载选用安全度高的基础形式。

5.1.7 农村自建房基础持力层宜在地下水位之上，基础埋深不应小于 0.5米，如遇

软弱土层需按规范要求处理，使地基承载力满足荷载要求。

【条文说明】：根据《建筑地基基础设计规范》GB 50007相关要求。

5.1.8 鼓励优先采用装配式建造方式，如钢连接混合框架结构、钢结构、木结构、

模块化装配式建筑等。

【条文说明】：发展装配式建筑是海南省生态文明试验区建设六大标志性工程之一。

当前，海南省装配式和建筑高质量规模化发展位居全国前列，已建成一批装配式建

筑生产基地。根据农村自建房交通不便，施工场地限制，传统施工周期较长等特点，

装配式建筑能够明显缩短施工工期。

5.1.9 农村自建房屋面不宜单独采用压型钢板，当主体为钢结构时，防腐和防火措

施应按相关规范和标准严格执行。

【条文说明】：海南气候炎热，多台风，不宜单独采用保温和抗风性能较差的压型

钢板作为屋面材料。

5.1.10 农村新建建筑严禁和相邻原有建筑共用外墙，梁、柱、基础等主体受力构件，

新建建筑与原有建筑应合理设缝，严禁通过植筋，搭接等方式连为一体。

【条文说明】：根据调研发现，农村自建房有后期新建房屋和原来既有房屋共用结

构受力构件的情况，存在安全隐患。

5.1.11 农村自建住宅应使用符合国家、省相关标准和海南相关规定的建筑材料、建

筑构（配）件。鼓励使用对人体健康无害、对环境污染影响小的绿色建材产品。

【条文说明】：绿色建材是指在生产、使用全过程内可减少对天然资源消耗、减轻

对生态环境影响，并具有“节能、减排、安全、便利和可循环”特征的建材产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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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设备设施

6.1.1农村自建住宅根据当地实际和农民需求，应合理配套安装有线电视、电话、

宽带、新能源汽车充电桩等现代化设施；供水设施齐全，实现供水入户，应配套相

应的使用接口和计量设备。

【条文说明】：农村自建住宅的给水排水、电气基础设施应预留安装到位，相应设

计应符合《建筑给水排水设计标准》GB 50015、《民用建筑电气设计标准》GB 51348

等的相关规定。

6.1.2 农村自建住宅应设置防雷与接地设施。

【条文说明】：农村自建住宅如达到第三类防雷建筑物应按《建筑物防雷设计规范》

GB 50057中设置，鼓励全部建筑设置防雷设施。

6.1.3 农村自建住宅应采用节能灯具及节能电感镇流器。

【条文说明】：本条文要求新建农村自建住宅主要功能房间的照明功率密度值不应

高于现行国家标准《建筑节能与可再生能源利用通用规范》GB 55015规定的限值；

采用电子镇流器或节能型高功率因数电感镇流器，所有镇流器须符合该产品的国家

能效标准。

6.1.4 鼓励采用光伏发电系统为农村自建住宅提供生活用电。

6.1.5 推广使用太阳能、空气源热泵等可再生清洁能源作为生活热水用能。

6.1.4～6.1.5【条文说明】：随着国家 2030年达到碳达峰，2060年达到碳中和目标，

应强化太阳能等清洁可再生能源在建筑中的应用力度，农村自建住宅应响应政策，

屋顶可设置太阳能光伏板发电，解决本建筑供电需求，建议采用“自发自用、余量

上网”的消纳方式；采用太阳能作为热水供应能源，农村自建住宅应结合建筑类型，

设置相应的太阳能类型，也可空气源热泵作为热水热源。

6.1.6 给排水、电气、空调、燃气等设施设备应具有产品合格证，安装过程安全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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范、其设施应连接牢固。

【条文说明】：本条文要求各种设备购买需符合国家标准的合格产品，燃气。设备

安装应考虑防过热、防电击、防雷、抗雹、抗风、抗震等技术措施，太阳能设施、

空调室外机位等外部设施应在建筑主体结构统一设计，与结构统一施工。

6.1.7 农村自建住宅应使用获得“中国能效标识”、“中国水效标识”认证的设施

设备，鼓励使用低能耗、高效率的设施设备。

【条文说明】：本条文要求住户购买设备应贴有国家认证的绿色能效标识的产品，

空调、家用电器、卫生器具等要求达到 3级能耗、水效率，鼓励使用 2级及以上节

能产品。

6.1.8 农村自建住宅厨房、卫生间、浴室等户内区域供水排水配置齐全，供水水质

卫生安全、水量充足，排水通畅、无渗漏。供水排水应合理选用管材和连接方法，

采取有效措施避免管网漏损，设备、管道的设置方便维修、改造和更换。

【条文说明】：本条文要求卫生器具安装合理、布置得当，如设置屋顶水箱，水箱

须定期清洗、消毒；选用生活给排水管道时，应考虑其耐腐蚀性能，连接方式可靠，

接口耐久不渗漏，管材的温度变形，抗老化性能等因素综合确定，塑料管道严禁采

用黏胶连接方式，给排水管道安装应符合《建筑给水排水设计标准》GB 50015。

6.1.9 提升炊事器具能效，推广使用清洁的电磁炉、燃气灶具、沼气灶等，鼓励炊

事电气化，或使用液化石油气、天然气、生物能等清洁能源。

【条文说明】：海南农村部分地区厨房还存在的大锅灶，经常使用木材烧火，有时

候燃烧不完全，产生的气体污染环境，影响自身的身体健康，因此，本条文鼓励农

村自建住宅采用电磁炉、燃气灶台，采用电力、液化石油气、天然气作为资源，有

条件的可设置沼气池，利用生物作为能源，厨房设置沼气灶。

6.1.10 农村自建住宅应进行排放污水设计，各户可采用污水处理技术或接入村集中

处理系统或纳入城镇生活污水处理系统。

【条文说明】：随着新农村建设的不断加快，农村污水排放要求也不断提升，农村



17

自建住宅可以根据实际情况，有条件需将生活污废水接至城镇污水管网内，如无条

件，可设置化粪池，鼓励采用一体化污水处理设施，处理达标后将其排放，排放标

准按《污水综合排放标准》GB 8978执行。

6.1.11 农村自建住宅屋面应做有组织排水，有条件的可收集再利用，室外地面可采

用相应措施增加雨水渗透量，避免过度硬化。

【条文说明】：本条文要求为使屋面雨水有序排放，屋面应设置雨水排放系统。由

于过度硬化道路，导致暴雨时积水严重，因此，合理组织地表径流，开展竖向设计，

设置一些绿化带、植草砖，或者保持原始土壤等低影响开发设施以达到吸纳地面雨

水要求，土地渗透设施可以补充地下水源。有条件可以设置雨水收集池收集雨水，

经初步处理后可用于绿化浇洒、地面清洗、洗车等，替代部分自来水，达到节水、

节能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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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施工与验收

7.1.1 农村自建住宅建设应按照相关规定纳入建筑工程质量、安全监督管理。

【条文说明】：各地住建部门应负责农房建设施工的监督管理服务工作，开展新

建农房质量安全实地抽查工作，每年对辖区新建农房随机抽查不得少于当年新建

农房总量的 20%，集中抽查不少于两次；重点抽查建设程序、建筑材料、按图施

工、现场施工质量及安全生产管理等，对发现的问题及时交由乡镇人民政府督促

整改，并对整改情况予以指导和复查，建立台账存档。对违法违规施工的单位或

乡村建设工匠依法依规及时查处，并计入不良行为记录。

7.1.2 农村自建住宅建设施工前应编制开挖基坑专项施工方案，避免影响相邻建筑

使用安全。

【条文说明】：农房建筑间距通常较近，施工较困难，水文地质条件、周边环境

等实际情况不尽相同，建设施工前应对基坑工程进行有针对性的研究，“量身订做”

专项施工方案，避免施工过程安全隐患及影响相邻建筑使用安全。

7.1.3 农村自建住宅建设施工过程中应有必要的人身安全、用电、防火等安全保障

措施。

【条文说明】：必要的安全、用电、防火等安全措施，是保证施工过程安全，及

工程建设质量的重要前提。

7.1.4 农村自建住宅建设应选择建筑技能培训合格的农村建筑工匠或者有资质的

建筑施工企业施工，并签订书面施工合同。

【条文说明】：农房建设人员技能水平及施工企业良莠不齐，对施工安全和工程

质量带来一定隐患，本条施工应由建筑工匠或有资质的建筑施工企业承担，并签

订相应的施工合同，用以保证各方权益。

7.1.5 农村建筑工匠或者建筑施工企业应当采用合格的建筑材料，严格按照规划设

http://www.baidu.com/baidu.php?url=060000KKXYb9K48fSLOcVp4RsynV88lQQWPwaepgIUxFP2dh-WHh5woVa59ftOXrGECoUQWNveHQcu8_e6CWe4HsrgdjqxHFjah-A4kDs6hPfpjMtb3VEIo6wJr9zs96YzkFjJwuEfpz1Cd9ORM9G5ctf4Hg6G0n06h4kz-U2CrmGrD2-lxQ-0oJulXwMNJ74OcYy2ZLsdO676zvh2gcg2EruRts.DR_NR2Ar5Od663rj6tCgNePBcnVRjrHWYqheu1esl4MpycYlXAWdu99knN47BmLeQ2t-h1uze8NzI5QIJyAp7WF_3tX260.U1Yz0ZDq8OhOYeSJ1Io2JUhbVevs80KspynqnfKsTv-MUWYkPj04P1f4n16Lmy7-nj99PHnkPyNhuhczmhc3nhD3P6KY5USJ1IJeSUOHdlW5e_JG8piLEUa30A-V5HczPfKM5gK1n6KdpHdBmy-bIykV0ZKGujY30APGujY1njc0UgfqnH0krNtknjDLg1csPH7xnW0vn-t1PW0k0AVG5H00TMfqrjDk0AFG5HDdr7tznjwxPH010AdW5HDsnH-xnH0kPdtznjRkg1nkPWn4PW64njckg100TgKGujYs0Z7Wpyfqn0KzuLw9u1Ys0A7B5HKxn0K-ThTqn6KsTjYknH0vPjnsnjR0UMus5H08nj0snj0snj00Ugws5H00uAwETjYs0ZFJ5H00uANv5gKW0AuY5H00TA6qn0KET1Ys0AFL5Hm0UMfqn0K1XWY0mgPxpywW5gK1QyIlpZ940A-bm1dcHbc0TA9YXHY0IA7zuvNY5Hm1g1KxnHRz0ZwdT1Y3Pj63P1RvPHnkPjnznHbLrH00ThNkIjYkPW61rH6LnHb3PHRz0ZPGujd9ryDknymdPW0snW0zrH9-0AP1UHYvfHcYfHuDnj7DfHRkfWN70A7W5HD0TA3qn0KkUgfqn0KkUgnqn0KbugwxmLK95H00XMfqn0KVmdqhThqV5HKxn7tsg1Kxn0Kbmy4dmhNxTAk9Uh-bT1Ysg1Kxn7tsg100TA7Ygvu_myTqn0Kbmv-b5H00ugwGujYVnfK9TLKWm1Ys0ZNspy4Wm1Ys0Z7VuWYs0AuWIgfqn0KGTvP_5H00mywhUA7M5HD0UAuW5H00uAPWujYsf1P7wjRLwbPjrjwDfWbvPjI7rDFarjmzPHbLnH0dwZs1n1T4PHbLnW04rjb1PW60IZF9uARqn0KBuA-b5HTYnjcsnRwawH7Awjm4fWR1fRn1f1R3PH0YPRfkrHK70AqW5HD0mMfqn0KEmgwL5H00ULfqnfKETMKY5HcWnanLc1cWnWRsn16dnWczranzPW0WnWmsQW0snj0snan1c1cWnanknansQW01rHRdninkQW0snj0snankc10WrjRsna3snj0snj00mh78pv7Wm1Ysc10Wnans0Z91IZRqn103njnzP1m0TNqv5H08rHuxna3sn7tsQW0sg108rHuxna3dndtsg108PHPxn0KBTdqsThqbpyfqn0KzUv-hUA7M5H00TMw9pyfq0APv5fKGTdqWTADqn0KWTjYs0AN1IjYs0APzm1YYrHTYns&us=newvui&xst=TjYknH0vPjnsnjRKm1Ysf1P7wjRLwbPjrjwDfWbvPjI7rDFarjmzPHbLnH0dwZs1n1T4PHbLnW04rjb1PW6KmWYLPj0znj7DfbRkwbfvrRcdnY7jnYndrjRsPjNDnHbswf715HDznWc1nj6dn1DLrj64rHb1nH0zg1czPNtk0gTqEloPvoE4Eq5gJnO8zJh4GQXq_Q6KTHveSUOHEloPv_JG8piLEUa30gRqn103njnzP1mKIjYkPW61rH6LnHb40ydk5H0an0cV0yPC5yuWgLKW0ykd5H0Kmv3qrH6snHcsrj9xPNqEuydxuATKn1fvnHR4PHmLn6&word=&ck=9195.17.1683987204333.0.0.315.174.0&shh=www.baidu.com&sht=98012088_5_oem_dg&w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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计图纸、施工技术标准和操作规程施工，并做好施工记录，保证施工资料完整。

【条文说明】：建筑材料可查看产品合格证，农房材料的选择是十分重要的一项，

好的材料才能打造更安全舒适的房屋。

7.1.6 宜采取装配式施工、干作业、全装修交房。

【条文说明】：依据《海南省装配式建筑产业发展规划(2022—2030)》提出 2030

年全省装配式建筑占比要达到 95%以上，农房宜采用装配式建造，可参照《海南

省装配式建筑标准化设计技术标准》DBJ 46－061－2021、《海南省装配式内装修

技术标准》DBJ 46-063-2022等。

7.1.7 严禁将建筑垃圾混入生活垃圾，严禁在坑塘河道内倾倒垃圾、建筑渣土等废

弃物。

【条文说明】：随着农房建设的加速，大量的建筑垃圾随之产生，建筑垃圾如果

随意倾倒，会有对居民生活和生态环境产生许多危害。如大量占用土地，降低土

壤质量、影响大气环境质量、对水体的污染、影响市容等。

7.1.8 农村自建住宅工程竣工后应按照国家、省市相关要求进行现场核实及竣工验

收。

【条文说明】：农房应按照《农业农村部自然资源部关于规范农村宅基地审批管

理的通知》、《海南省农村宅基地管理试点办法》等进行验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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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 使用与维护

8.1 养护房屋构件

8.1.1 农村自建住宅应定期维护室内外墙面、屋面。

【条文说明】：房屋建完成后，需要定期维护外墙面、屋面，保证房屋的稳固和

安全性。

8.1.2 农村自建住宅应定期检查房屋地基、支撑结构质量情况，视情况维护或加

固。

【条文说明】：自建房地基、支撑结构是房屋支撑和稳定的基础，因此需要检查

是否坚固，有裂缝等问题，视情况进行加固或维护。

8.1.3 农村自建住宅应定期对围护结构的保温系统等关键部位进行维护和保养，

及时维修更换老化、受损建筑部品或构件；定期检查防火设施，确保可正常使

用。

【条文说明】：定期检查受损部位及防火设施，消除安全隐患。

8.1.4 农村自建住宅应定期检查设备运行及管线维护情况，按计划检修。

【条文说明】：定期检查设备运行及管线维护情况，按计划进行检修工作，保证

设备正常使用。

8.2 维护环境风貌

8.2.1 农村自建住宅房前屋后应保持整洁，不应有临时搭盖，无污水溢流，无散

落垃圾；后期安装的太阳能热水器、空调安装应符合规定。

【条文说明】：太阳能热水器安装应符合《建筑给水排水及采暖工程施工质量验

收标准》GB 50242；空调器安装人员必须经过培训、持证上岗；空调器安装位置

应便于检修和维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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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2.2 农村自建住宅使用过程应人畜分离，并保持圈舍卫生，不得影响周边生

活环境。

【条文说明】：村庄畜牧放养是造成村庄生活环境差的重要原因之一，因此，农

村自建房在使用过程中必须整治畜牧放养，人畜分离，达到保障农民健康、亮化

村庄环境的目的。

8.2.3 农村自建住宅垃圾容器及收集点的设置应合理并与周围景观协调。

【条文说明】：农村生活垃圾收集点遵循布局合理、经济适用、方便运行的原则。

8.3 促进资源利用

8.3.1 农村自建住宅生活垃圾应进行简易分类，做到干湿分离。在庭院或农田中

堆放可生物降解的有机垃圾进行家庭堆肥处理。

【条文说明】：干湿分类只是我国推广垃圾分类的一个初步阶段，在这一阶段不

仅仅是提高垃圾的处理回收效果，更重要地是普及垃圾分类知识，培养垃圾分类

意识。将来会在此基础上进一步细化分类种类，提高垃圾回收效率，进一步减少

填埋和焚烧的垃圾量，促进农村自建住宅全面发展。

8.3.2 农村自建住宅宜采用调蓄雨水及再生水作为绿地、作物浇灌用水，或经处

理后用作非饮用的生活用水或生产用水。

【条文说明】：在农村住宅给排水施工节水节能技术应用中，需充分重视雨水的

利用。为促进雨水资源的二次利用，有条件的可以建立雨水蓄水池收集雨水，然

后通过相应的物理和化学处理方法以达到农村用水的要求。经过处理的雨水可以

用于农业浇灌、农村绿化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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