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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前 言 

 

    为进一步加强和规范我市公共配套设施建设技术要求，提升公共配套设施建筑品质和

建设质量，市住建局公建办会同相关成员单位，结合我市实际，经过广泛调查研究，认真

总结实践经验，参考有关国内先进的相关导则和标准，并在广泛征求意见的基础上，编制

完成 《成都市社区综合体建设技术导则》。 

    本技术导则的主要技术内容有：1.总则；2.术语；3.基本规定；4建设技术导则；5景

观、环境与安全。 

本技术导则由成都市住房和城乡建设局负责审核，由编制单位负责具体技术内容的解

释和说明。执行过程中如有意见和建议，请反馈至成都市建筑设计研究院（地址：成都市

高新区天府四街 300号财智中心 1栋 A座，邮编：610041） 

本技术导则编制单位：  成都市建筑设计研究院 

    本技术导则主要编制人：雷学锋   刘有田   李和川 

  (排名不分先后)      刘  伟   刘  晋   张  灿 

                      吴小冬   王  武   宋  伟 

                          尹福绵 

本技术导则主要审定人：刘  民   王  加   陈迎九    

  (排名不分先后)      何  昕   陈  彬   何  昕 

                      刘  斌   罗  于   陈  灿 

                          黄志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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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   总则 

 
1.0.1  为规范成都市居住区社区综合体的建设及交付，促进公配套设施的建设和发展，鼓

励以社区综合体建筑形式集中集约建设公共服务设施，特制定本建设技术导则。 

1.0.2  社区综合体的建设应遵循规模适宜、功能适用、布局合理、流程科学、装备适度、

安全卫生、运行经济、节能环保的原则。 

1.0.3  本技术导则适用于成都市中心城区区域内社区综合体的新建、改建、扩建工程项目，

其它区、（市）县可参照执行。 

1.0.4  成都市居住区综合体的建设及交付，除执行本技术导则外，还应遵守国家现行的相

关法律、法规、规范和标准的规定。 

1.0.5  社区综合体的建设应整合公共服务设施用地，集约利用土地资源，预留公共服务设

施增长空间，破解有限空间资源与不断增长发展的公共服务需求之间的矛盾。通过综合体的

建设形式，利于公共服务设施规划管理、用地管控和建设实施，提供公服建设效率，加快落

实基本公共服务设施规划布局。 

1.0.6  应优化公共服务设施功能配置方式和建设标准，改变原有公共服务设施规模小、标

准低、布局零散问题，加强对公共服务设施建筑形态、风貌、标准的整体设计控制，推动公

共服务设施与周边建筑形态的相互融合。 

1.0.7   应实现公共服务设施合理配置、统筹布局，就近、集中、全面的提供“一站式”综

合公共服务，整合公共服务功能，丰富服务业态、提升服务质量，增强服务效率，打造基本

公共服务圈，推进社区生活服务便利化、品质化。 

1.0.8   应打造多功能、高品质公共服务设施，结合绿地广场、综合运动场等开敞空间，形

成吸引人流聚集，有活力、易识别的社区活动中心场所，提高居住环境品质、塑造社区文化、

增强社区归属感，提高城市形象和活力，推动社区发展治理转型升级。 

1.0.9   成都市居住区综合体的的建设应包括建筑工程、室内装修、设施设备、环境景观、

导识系统等方面内容，除有特殊要求的项目外，不得以清水房标准交付使用。 

1.0.10  本技术导则由成都市住房和城乡建设局会同相关部门负责解释。 

1.0.11  本技术导则自2020年11月1日起执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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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术   语 
 

2.0.1  社区综合体 

社区综合体是指将社区服务设施进行集中集约建设的建筑形式，实质是集合了多种公共

服务设施和便民商业服务设施的综合建筑物（群）。按照《成都市中心城区社区综合体规划》

等文件规定，我市社区综合体指由社区管理、社区服务、文体休闲、医疗卫生、交通市政、

社区商业等功能构成的公共服务设施聚集体，是社区的公共服务中心。 

 

3  基本规定 

 
3.0.1  社区综合体具体内容应按下表 3.0.1配置。 

表 3.0.1 社区综合体功能构成及主要设施           

序号 类别 主要内容 

1 社区管理 街道办事处、派出所 

2 社区服务 社区服务中心、社区用房、社区养老服务设施 

3 文体休闲 

文化 文化活动中心、文化活动站 

体育 综合健身馆、综合运动场 

绿地广场 配套绿地、广场 

4 医疗卫生 社区卫生服务中心(站) 

5 市政交通 
市政 

公厕、环卫工人作息房、再生资源回收站、生活垃圾

转运站 

交通 社区公交首末站、地下停车场、非机动车停放点 

6 社区商业 农贸市场、邮政服务网点、便利店等其他社区商业 

备注：1. 以上各主要设施的规模参见《成都市公建配套设施规划导则》中对应的建设标

准。 

      2. 社区养老服务设施建设的相关标准应按照《成都市养老服务促进条例》相关要求

执行。 

     

3.0.2  各类公共服务设施根据服务人口、服务半径和服务区域的不同，分级分类设置规划

布局，鼓励通过垂直布局、水平布局和混合布局模式进行集中集约建设，形成社区综合体。

社区综合体用地规模不宜小于 8000㎡（不包括需独立占地的综合运动场、绿地广场等），其

中新建社区卫生服务中心建筑面积应不少于 3000 ㎡，集中配置建设公服数量原则上应为三

种或以上，建筑高度不宜超过 6层或 24m，除特殊控制要求的地块外，环城生态区内的社区

杨
毅
ya
ng
yi
02
02
01
03
01
51
4



6 
 

综合体，容积率不大于 1.5，建筑密度不大于 50%；其他社区综合体，容积率不大于 2.4，

建筑密度不大于 45%。 

3.0.3  具体社区综合体项目应配置公共服务设施的数量、类别、标准和规模按照项目用地

现行控规，并结合现行《成都市公建配套设施规划导则》、现行《成都市中心城区十五分钟

基本公共服务圈规划》、现行《成都市中心城区社区综合体规划》、现行《成都市中心城基本

公共服务配套设施规划》和现行《成都市公共服务设施建设技术要求》等相关技术文件要求

进行规划设计，相关示意图如图 1所示。 

 

 

 

 

 

 

 

 

 

 

 

 

 

 

 

 

 

 

 

 

 

 

 

 

 

 

 

 

 

 

 

 

 

图1   社区综合体示意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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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建设技术导则 

4.1   总体要求 

4.1.1  根据设施功能要求和居民使用习惯，将使用频率较高及具有特殊建设条件的公共服

务设施布局在便于使用及到达的位置，保障社区综合体的高效利用。依据功能关联度进行合

理分区，将相互促进的功能临近设置，同类功能集中设置，相互干扰的功能分开设置。 

4.1.2  社区综合体叠建公共服务设施的控制指标、建设规模、建设要求等均应严格按照建

设标准统一执行，建筑形式、形态、色彩、风貌等应根据具体情况体现多样性、差异性和适

宜性，突出成都特色和巴蜀文化特质，推动社区综合体与周边建筑形态的相互融合，与街道

整体风貌相协调。 

4.1.3  按照社区综合体的区位条件，自然、文化资源和商业氛围等合理定位，规划建设特

色鲜明、公共性强的社区标志性建筑，结合绿地广场、综合运动场等开敞空间布局，打造人

流聚集，易识别、有活力的社区活动中心场所。 

 

                              4.2   建设模式 

4.2.1  垂直布局模式。针对单个独立地块，在垂直空间叠建多种公共服务设施，表现为多

层单体建筑。根据关联程度及相互干扰程度对功能进行动静分区。综合健身馆、农贸市场、

公交首末站等人流密集、噪音较大的设施应与社区养老服务设施分开或分层设置。农贸市场、

社区卫生服务中心（站）、社区服务中心等对安全需求较高、使用频率大、需要室外联系的

设施宜布置于底层。公交首末站（公交停靠站）应设置在首层，社区养老服务设施宜布置在

较低楼层。文化、体育等对环境需求较小，可设置于顶层，结合屋顶打造，增加社区综合体

的开敞空间如图2。 

 

 

 

 

 

         图2 垂直布局模式                        图3   水平布置模式 

4.2.2  水平布局模式。针对单个独立地块，在水平空间集中多种公共服务设施，主要表现

为沿街底层建筑，或针对相邻的多个地块，共同开发形成一个布局相对集中的社区综合体，

主要表现为建筑群。对于有条件进行整体开发的地块，可打破原有地块界线，根据需求对功

能及建筑形态进行整合优化。农贸市场、社区卫生服务中心（站）等使用频率高、有临街需

求、经济效益好的公共服务设施，宜临主要街道布局，公交首末站应临主要街道布局；社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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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房、社区服务中心、文化活动，中心、综合健身馆等社区服务和社区文体设施宜背街设置

如图 3。 

4.2.3  混合布局模式。即兼顾垂直和水平布局的综合体模式。结合绿地广场、综合运动场

等开敞空间整体布局，形成较大尺度的区域社区服务中心场所如图 4、图 5。 

 

 

 

 

 

            图4 混合布局模式               图5  社区服务中心场所示意图 

4.2.4  应将公厕、母婴设施、环卫工人作息房、生活垃圾转运站位置设置于社区综合体一

层并邻近市政道路，配建的垃圾收集站建筑面积应不低于200㎡，可修建于地下。 

 

4.3   建设要求 

 

4.3.1  社区综合体为公共服务设施聚集体，其整体建设要求应分别满足所含的各项公共服

务设施建设标准，具体执行现行《成都市公建配套设施规划导则》，包括《成都市“十三五”

期间城市社区卫生服务中心建设要求》（成卫计发〔2017〕42号）、现行《成都市社区用房建

设规范》（DB510100/T 150）、《成都市公共厕所建设技术要求》（成厕办〔2018〕1 号）、《成

都市环卫工人作息房建设技术要求》（成厕办〔2018〕1 号）、《国务院办公厅关于促进 3 岁

以下婴幼儿照护服务发展的指导意见》（国办发〔2019〕15 号）、《成都市公共设施配套绿地

建设管理细则》(成公建办发〔2013〕7号) 、《成都市交通运输委员会成都市城乡建设委员

会关于印发成都市公建配套公交首末站设计建设要求的通知》（成交发〔2018〕33号）、现行

《城市公共厕所设计标准》（CJJ14）、现行《生活垃圾转运站技术规范》（ CJJ/T47）、《社区

卫生服务中心、站建设标准》（建标 163-2013）、《成都市发改委等部门<关于设置残疾人专

用停车泊位供残疾人免费停放的通知>》（成发改收费〔2016〕846号）等各类公共服务设施

建设规范性文件。 

4.3.2  社区综合性文化服务中心内部功能应满足布局科学合理、动静相对分开的要求。 

4.3.3  社区综合体应进行无障碍设计，并满足现行《无障碍设计规范》（GB50763）的相关

要求。 

4.3.4  宜设独立的配电室和弱电间。 

4.3.5  应设置建筑能耗计量系统，并按不同建筑类型分别设置计量。 

4.3.6  须配置完善的弱电系统，包含电话系统、网络系统、有线电视系统、广播系统、安

防监控系统、信息发布系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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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3.7  社区综合体的外立面设计必须结合本区域的文化、地域及民族特色 ,建筑空间形态

要充分体现公共性,在不求怪异的前提下,在外观造型上应有个性化特点。 

4.3.8  社区综合体的外立面设计的外立面设计应参照现行《成都市城市中心区域建筑立面

设计导则》的标准执行。 

4.3.9  社区综合体的外立面设计的外立面装修材料,除有特殊要求外,应采用中、高端材料,

如铝板、陶板、石材、复合型板材、优质面砖等耐久性好、节能环保的饰面材料。 

4.3.10  社区综合体的主体结构设计应符合国家及地方现行有关规范标准的规定。 

 

5 景观、环境与安全 
 

5.0.1  对社区综合体周边公共景观的建设标准应满足现行《成都市城市建设管理技术规定》

中相关要求。 

5.0.2  社区综合体景观应营造出宜人的休闲游憩活动空间，结合成都市“增花添彩”工程

采用本地特色植物。 

5.0.3  社区综合体应结合室外场地情况鼓励修建露天文化、文艺活动场地，并配置室外文

化体育设施。 

5.0.4  社区综合体室外景观宜考虑结合构建和谐社会、弘扬先进文化为主题的文化小品、

构架、文化景墙、文化宣传栏等，成为社区精神文明建设的一扇窗口。 

5.0.5  室外总平铺装根据用地地质情况，结合海绵城市理念在其铺装工艺、材料品种上考

虑透水性，设计及施工应符合现行《成都市海绵城市建设管理技术规定（试行）》的要求。 

5.0.6  花台及树池宜设计为与坐凳相结合的形式，应避免尖角等安全隐患，鼓励采用环保

新型材料进行装饰。 

5.0.7  新建且临街的社区综合体的围墙建设，立体绿化面积或围栏透绿面积不小于墙面面

积的 80%；非临街的上述围墙鼓励采用立体绿化或围栏透绿。 

5.0.8  绿化应采用易管护灌木、乔木分类分层栽种，注重植物搭配的多样性。禁止使用有

毒、有尖刺、有飘絮的植物种类。树种以常绿高分枝乔木为主，规整式栽植，应满足四季

有绿、有景的需求。中心主景观处应至少设置1株观赏乔木。临近建筑不应采用根系较发达

的种类。 

5.0.9  建筑立面鼓励采用立体绿化（屋顶绿化），立体绿化（屋顶绿化）应同步规划、同

步设计、同步施工，立体绿化（屋顶绿化）的设计及施工应符合现行《屋面工程技术规范》 

（GB50345）和现行《成都市屋顶绿化及垂直绿化技术导则》的相关要求。 

5.0.10  社区综合体鼓励设置雨水花园、屋顶绿化等海绵城市设施，设计及施工应符合现行

《成都市海绵城市建设管理技术规定(试行）》的相关要求。  

5.0.11  社区综合体室外排水实行雨水、污水分流，生活污、废水应根据环评要求经化粪池

或沉渣池预处理（其中厨房排水先经隔油池处理）后，再排入市政污水管网。所有给排水管

道设计时应考虑控制水流噪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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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ttps://baike.baidu.com/item/%E5%85%88%E8%BF%9B%E6%96%87%E5%8C%9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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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0.12  通风、空调系统设备产生的噪声控制应符合国家现行相关标准的规定。系统运行过

程中产生的噪声控制应符合现行国家标准现行《民用建筑隔声设计规范》（GB 50118）、现

行《声环境质量标准》(GB3096)的规定。 

5.0.13  社区综合体应结合室外场地情况应按成都市现行相关规定修建露天文化、文艺活

动场地，并配置室外文化体育设施。 

5.0.14   社区综合体景观应营造出宜人的休闲游憩活动空间，结合成都市“增花添彩”工

程采用成都地域特色植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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