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附录 D：术语 

一、用词说明 

执行本规定条文时，对于要求严格程度的用词说明如下，以便执行中区别对待。 

（一） 表示很严格，非这样做不可的用词： 

正面词采用“必须”； 

反面词采用“严禁”。 

（二） 表示严格，在正常情况下均应这样做的用词： 

正面词采用“应”； 

反面词采用“不应”或“不得”。 

（三） 表示允许稍有选择，在条件许可时首先应这样做的用词： 

正面词采用“宜”； 

反面词采用“不宜”。 

（四） 表示有选择，在一定条件下可以这样做的：采用“可”。 

（五） 条文中指明应按其它有关标准、规范执行的写法为： 

“应按……执行”或“应符合……要求或规定”，非必须按所指定的标准和规范执行的

写法为“可参照……执行”。 

二、基本术语 

（一）城市建成区 

城市行政区内实际已成片开发建设、市政公用设施和公共设施基本具备的地区。 

（二）乡村地区 

以原农村居民住宅聚集形成，存有乡村空间形态的村屋聚落地区。一般规划为三类居住

用地（R3）。 

（三）产业用地 



包括传统工业用地（M1、M2、M3）、仓储用地（W1、W2、W3）、新型产业用地（M0）和科

研用地（C65，含 C6未细分至小类的科研设计用地）。 

如无特殊说明，工业用地一般指传统工业用地（M1、M2、M3）。 

（五）混合用地 

同一地块中有两种或两种以上的使用功能的用地 

（六）公益性用地 

各类公益性事业、公共设施建设用地的总称,一般具有非营利性特点，包括中小学幼儿

园用地（R6）、政府机关办公用地（C11）、广播电视用地（C33）、图书展览用地（C34）、游

乐用地（C36）中的文化宫、青少年宫、老年活动中心等用地、体育用地（C4）、医疗卫生用

地（C5）、教育科研设计用地（C6）（不包括科研设计用地 C65）、文物古迹用地（C7）、口岸

监管用地（C8）、其它公共设施用地（C9）、道路广场用地（S）、对外交通用地（T）、绿地（G）、

市政公用设施用地（U）（不包括零售加油、加气、电信、邮政等营业网点用地）及特殊用地

（D）。 

（七）建筑基地 

根据用地性质和使用权属确定的建筑工程项目的使用场地。 

（八）用地红线 

各类建筑工程项目用地的使用权属范围的边界线。 

（九）建筑红线（建筑控制线） 

自然资源主管部门在道路红线、建筑用地边界内，另行划定的建（构）筑物主体不得超

出的界线。 

（十）道路红线 

规划的城市道路（含居住区级道路）用地的边界线。 

（十一）容积率 

在一定用地及计容范围内，建筑面积总和与用地面积的比值；即计容建筑面积总和与用

地面积的比值。 



（十二）建筑密度 

在一定用地范围内，建筑物基地面积总和与用地面积的比率（%）。 

（十三）绿地率 

在一定用地范围内，各类绿地总面积占该用地面积的比率（%）。 

（十四）建筑退线（建筑退缩距离） 

建（构）筑物外墙勒脚以上外墙表面与用地红线、道路红线、道路中心线等的最小距离。 

（十五）建筑间距 

两栋建（构）筑物外墙勒脚以上外墙表面之间的最小水平距离。 

（十六）用地面积 

各类建筑工程项目用地的使用权属范围内的土地面积。 

（十七）建筑面积 

建筑物（包括墙体）所形成的楼地面面积。 

（十八）计容建筑面积 

需要计算入容积率的建筑面积。包括按国家规范计算的建筑面积，以及建筑室外或室内

挖空空间、建筑层高、阳台面积等超过相应规定限值，需额外增加计算的建筑面积。 

（十九）不计容建筑面积 

市自然资源部门基于保证公众安全、方便公共活动、改善公共环境、鼓励配套设施等目

的，经核定允许不计算入容积率的建筑面积。 

（二十）套内建筑面积 

指建筑户门范围内由产权人独立占有和使用的建筑面积，包括套内使用面积、套内墙体

面积和套内阳台面积。 

（二十一）安全停车视距 

同一车道上，车辆行驶时遇到前方障碍物而必须采取制动停车时所需要最短行车距离。 



（二十二）视距三角形 

由一条道路进入路口行驶方向的最外侧的车道中线与相交道路临近方向最内侧车道中

线交点为顶点，两条车道中线各按其规定车速下的停车视距长度为两边，所组成的三角形。

在视距三角形内不允许有阻碍司机视线的物体和道路设施存在。 

（二十三）公交站点覆盖率 

指城市公交站点服务覆盖面积的总和占城市建成区面积的百分比。 

（二十四）城市蓝线 

城市蓝线是指城市规划确定的江河，湖，水库，渠和湿地等城市地表水体保护和控制的

地域界线。 

（二十五）排水设计重现期 

排水设计重现期是指排水设计中设计暴雨强度两次出现的统计时间间隔。 

（二十六）架空线路走廊宽度 

10 千伏及以上架空电力线路的中心线向外侧延伸一定安全距离所形成的两条平行线之

间的通道。 

（二十七）防火间距 

防止着火建筑在一定时间内引燃相邻建筑，便于消防扑救的间隔距离。 

（二十八）宏基站 

在移动通信网中，布置在室外或楼面且覆盖半径较大的基站被称作宏基站。 

（二十九）综合管廊 

地下城市管道综合走廊，即在城市地下建造一个隧道空间，将电力、通信，燃气、供热、

给排水等各种工程管线集于一体，设有专门的检修口、吊装口和监测系统，实施统一规划、

统一设计、统一建设和管理，是保障城市运行的重要基础设施和“生命线”。 

 

三、建筑分类术语 



（一）住宅建筑 

配套设施较为齐全，布局完整，建筑按套型设计，独门独户并设有卧室、起居室、厨房、

卫生间等空间供家庭居住使用的建筑。其中，低层住宅指一至三层的住宅，多层住宅指四至

六层的住宅，中高层住宅指七至九层的住宅，高层住宅指十层及十层以上的住宅。 

1、单元式住宅 

由几个住宅单元组合而成，每个单元均设有楼梯或楼梯与电梯的住宅。 

2、跃层式（复式）住宅 

套内空间跨越两楼层及以上，且设有套内楼梯的住宅。 

3、联排式住宅 

跃层式住宅套型在水平方向上组合而成的低层或多层住宅。 

4、别墅 

带有私家花园的低层独立式住宅。 

（二）宿舍建筑 

有集中管理且供单身人士居住使用的建筑。 

（三）办公建筑 

供机关、团体和企事业单位办理行政事务和从事各类业务活动的建筑。 

（四）商业建筑 

供人们从事各类经营活动的建筑物。包括:各类日常用品和生产资料等的零售商店、商

场、批发市场;金融、证券等行业的交易场所及供经营管理业务活动的商务办公楼;各类服务

业建筑，包括旅馆(含宾馆、洒店、招待所等)、餐馆(含中西餐厅、饮食店、洒吧等)、文化

娱乐设施(如卡拉 OK歌舞厅等)、会所(亦称会员俱乐部，为会员提供休憩、饮食、聚会、文

化娱乐和体育活动等的场所)等。 

（五）教育建筑 

供人们开展教学活动所使用的建筑。 



（六）工业建筑（厂房、车间） 

供人们从事各类工业生产活动的建筑。 

（七）仓储建筑（仓库） 

以货物储存为主的库房建筑。 

(八)科研建筑 

供人们从事各类科学研究、勘测设计、观察测试等活动的建筑。 

 

四、建筑通用空间和建筑部件术语 

（一）建筑空间 

以建筑界面限定的、供人们生活和活动的场所。具备可出入、可利用条件的围合空间，

均属于建筑空间。 

（二）自然层 

按楼板、地板结构分层的楼层。 

（三）结构层高 

楼面或地面结构层上表面至上部结构层上表面之间的垂直距离。屋顶层由该层楼面结构

层上表面至平屋面的结构面层或至坡顶的结构面层与外墙外皮延长线的交点计算的垂直距

离。 

（四）室内净高 

从楼、地面面层（完成面）至吊顶或楼盖、屋盖底面之间的有效使用空间的垂直距离。 

（五）梁底净高 

从地面或楼面面层(完成面)至上方最大结构梁底面之间的垂直距离。 

（六）架空层 

用结构支撑且无外围护墙体的开敞空间。 



（七）架空公共空间 

将架空层作为公共活动或绿化种植使用的公共开敞空间。 

（八）地下室 

房间地平面低于室外地平面的高度超过该房间净高的 1/2者的房间。 

（九）半地下室 

房间地平面低于室外地平面的高度超过该房间净高的 1/3，且不超过 1/2 者的房间。 

（十）避难层 

建筑高度超过 100 米的高层建筑，为消防安全专门设置的供人们疏散避难的楼层。 

（十一）设备层 

建筑物中专为设置暖通、空调、给排水和电气等的设备和管道且供人员进入操作用的空

间层。 

（十二）室外挖空区域 

与建筑空间相连的由结构连梁、连板、构架或墙体围合形成的建筑外墙外部中空空间。 

（十三）房间内挖空区域 

建筑功能房间内局部设置，取消部分楼板所形成的、跨越一个以上标准层高的室内中空

空间。 

（十四）内天井 

四周均被建筑空间（建筑之间的架空连廊除外）围合的室外露天空间，主要用以解决建

筑物的采光和通风。 

（十五）开口天井 

三面被建筑空间围合，仅一面开口，且开口内无任何结构连梁、连板或与其类似的装饰

性构件（建筑之间的架空连廊除外）连接的上下透空的空间。 

（十六）结构转换层 



因建筑物上部与下部采用不同结构类型，而用于设置转换结构构件（包括转换梁、转换

桁架、转换板等）的楼层。 

（十七）夹层 

在一个楼层内，以结构板形式局部增设、建筑面积不大于该楼层水平投影面积 1/2且层

高小于 2.2米的楼层。 

（十八）主体结构 

接受、承担和传递建设工程所有上部荷载，维护上部结构主体性、稳定性和安全性的有

机联系的构造。 

（十九）围护结构 

围合建筑空间的墙体、门、窗。 

（二十）围护设施 

为保障安全而设置的栏杆、栏板等围挡。 

（二十一）凸（飘）窗 

凸出建筑物外墙面的窗户。 

（二十二）阳台 

附设于建筑物外墙，设有栏杆或栏板，可供人活动的室外空间。 

（二十三）露台 

设置在屋面、首层地面或雨蓬上的供人室外活动的有围护设施的平台。 

（二十四）走廊 

建筑物的水平交通空间。 

（二十五）架空走廊 

建筑物与建筑物之间，在二层或二层以上专门为水平交通设置的走廊。 

（二十六）檐廊 



建筑物挑檐下的水平交通空间。 

（二十七）挑廊 

挑出建筑物外墙的水平交通空间。 

（二十八）门廊 

建筑物入口前有顶棚的半围合空间。 

（二十九）骑楼 

建筑底层沿街面后退且留出公共人行空间的建筑物。骑楼一般使用承重柱支撑骑跨在公

共人行空间之上。 

（三十）建筑连接体 

跨越道路红线、建设用地边界建造，连接不同用地之间地下或地上的建筑物。 

（三十一）过街楼 

跨越道路上空并与两边建筑相连接的建筑物。 

（三十二）建筑物通道 

为穿过建筑物而设置的空间。 

（三十三）楼梯 

由连续行走的梯级、休息平台和维护安全的栏杆（或栏板）、扶手以及相应的支托结构

组成的作为楼层之间垂直交通用的建筑部件。 

（三十四）室外楼梯 

附设于建筑物外墙，与建筑物主体连接处维护结构的平面长度小于或等于楼梯平面周长

50%的楼梯。 

（三十五）台阶 

连接室外或室内的不同标高的楼面、地面，供人行的阶梯式交通道。 

（三十六）坡道 



连接室外或室内的不同标高的楼面、地面，供人行或车行的斜坡式交通道。 

（三十七）建筑幕墙 

由面板与支撑结构体系（支承装置与支承结构）组成的可相对主体结构有一定位移能力

或自身有一定变形能力、不承担主体结构所受作用的建筑外维护墙。其中，围护性建筑幕墙

指直接作为外墙起围护作用的幕墙，装饰性建筑幕墙指设置在建筑物墙体外起装饰作用的幕

墙。 

（三十八）建筑物挑板 

在建筑物外墙外侧出挑的花池、空调板、结构挑板、装饰挑板等构件。 

（三十九）附墙柱 

附设于建筑物外墙，非结构性装饰柱。 

（四十）挑檐 

建筑屋盖挑出外墙面的部分。 

（四十一）女儿墙 

建筑外墙（包括建筑幕墙、玻璃栏杆等实体结构）高出屋面的部分。不包括通透栏杆、

透空百叶等维护设施，也不包括宽度不大于 0.6 米的装饰构架立柱、装饰构架横梁。 

（四十二）花架 

独立于建筑物之外设置的供攀缘植物攀附的园林设施。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