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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 言

为贯彻《国务院办公厅关于积极稳步推进超大特大

城市“平急两用”公共基础设施建设的指导意见》（国办

发[2023]24号）精神，落实《住房城乡建设部关于印发

贯彻落实<国务院办公厅关于积极稳步推进超大特大城

市“平急两用”公共基础设施建设的指导意见>的实施方

案的通知》（建质〔2023〕59号）工作部署，规范和指

导广州市《旅居类“平急两用”公共基础设施转换设计方

案》编制工作，根据《广东省“平急两用”公共基础设施

建设设计指引》和相关技术规范标准，在充分调研、总

结新型冠状病毒肺炎疫情防控经验，并广泛征求意见的

基础上，结合广州市旅居类“平急两用”公共基础设施建

设实际情况，制定《旅居类“平急两用”公共基础设施转

换设计方案编制指引》。

为便于建设单位深入理解旅居类“平急两用”公共基

础设施和更好地指导编制单位编写《旅居类“平急两用”

公共基础设施转换设计方案》，本指引提供旅居类“平急

两用”公共基础设施建设案例和设计方案案例，供参考借

鉴。

本指引及案例包括指引和案例两部分，其中指引部

分共四章，主要内容包括：总则、术语、方案编制内容

和要求、责任主体；案例部分包括旅居类“平急两用”公

共基础建设案例和设计方案案例，其中建设案例包含了

新建类、配套类、改造类项目，项目类型涵盖了民宿、

旅游酒店、产业配套保障性租赁住房、政策性租赁住房



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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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总 则

1.1 为规范和指导《旅居类“平急两用”公共基础设

施转换设计方案》编制工作，根据《广东省“平急两用”

公共基础设施建设设计指引》和相关技术规范标准，制

定本指引。

1.2 旅居类 “平急两用”公共基础设施建设项目应

编制《旅居类“平急两用”公共基础设施转换设计方案》。

1.3 旅居类 “平急两用”公共基础设施建设分为“平

时”、“平时转急时”、“急时转平时”三个阶段。

1.4 《旅居类“平急两用”公共基础设施转换设计方

案》编制主要针对“平时”、“平时转急时”两个阶段。“平

时”阶段应表达已落实的“急时”所需功能和已预留的改

造条件；“平时转急时”阶段应表达各专业此阶段的具体

工作内容，含功能布局、调整措施、增加的设施设备等，

便于快速满足“急时”使用需求。

1.5 《旅居类“平急两用”公共基础设施转换设计方

案》编制应坚持以工期长、难度大的内容在“平时”实施，

工期短、难度小的内容在“平时转急时”实施为原则；在

满足“急时”使用需求的前提下，兼顾“平时转急时”时限

要求，最大程度降低“平时”建设成本。

1.6 本指引适用于广州市旅居类“平急两用”公共基

础设施建设项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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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术 语

2.1 旅居类“平急两用”公共基础设施

是指“平时”作为旅游、康养、休闲、居住等居住服

务设施面向社会经营，“急时”可在限定时间内转换为具

有隔离功能的场所，满足应急隔离、临时安置等需求的

设施。

2.2 “平时”阶段

未发生突发公共卫生事件时，“平急两用”公共基础

设施的日常运营阶段。

2.3 “平时转急时”阶段

突发公共卫生事件发生时，为实现“平急两用”公共

基础设施“急时”功能，而实施转换措施的阶段。

2.4 “急时转平时”阶段

突发公共卫生事件结束后，旅居类“平急两用”公共

基础设施从“急时”恢复到“平时”的阶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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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方案编制内容和要求

3.1 《旅居类“平急两用”公共基础设施转换设计方

案》应包括设计说明和设计图纸两部分内容。

3.2 设计说明的编制内容应包括：工程概况、各专

业工作内容、“平时转急时”材料及设施设备采购清单、

“平时预留”和“平时转急时”施工图预算等。设计说明应

单独成册。

3.2.1 工程概况（可参考附件 1）。

工程概况应包括项目名称、建设单位、建设地点、

周边环境、项目规模、“平时”主要功能、“急时”主要功

能、“急时”可提供隔离房间数量、“平时转急时”所需时

间等信息。

3.2.2 各专业工作内容（可参考附件 2）。

（1）各专业工作内容应按建筑、结构、给排水、暖

通、电气、智能化等专业进行编制，各专业均应写明需

完成的具体工作。

（2）各专业工作内容应按“平时”和“平时转急时”两

个阶段，表达“平时”已落实的内容和已预留的条件，及

“平时转急时”需要实施的内容，并注明相应的转换时限。

（3）各专业工作内容的编制深度应能有效指导施工

单位在规定时限内完成转换实施。

（4）附件 3列出了旅居类“平急两用”公共基础设施

各专业工作内容供参考。在具体设计过程中，编制单位

应根据实际情况调整完善。

3.2.3 “平时转急时”材料及设施设备采购清单（可

参考附件 3）

“平时转急时”材料及设施设备采购清单应包含“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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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转急时”阶段施工所需要采购的所有材料和设施设备，

并详细列明材料及设施设备名称、数量、规格或参数、

安装位置、用途等信息。

3.2.4 “平时预留”和“平时转急时”施工图预算（可

参考附件 4）

“平时”已落实的内容和预留的条件，以及“平时转急

时”需要实施的内容，应分别编制施工图预算。

附件 1-4中内容均为示意，具体应根据实际工程确

定。

3.3 设计图纸编制内容

3.3.1 图纸内容应与设计说明相对应，按建筑、结构、

给排水、暖通、电气、智能化等专业分别编制。

各专业应包括以下平急转换内容的图纸：

（1）建筑专业

①“急时”总平面图

应表达清楚场地的不同功能分区及人员和车辆的出

入口、场地内与场地外的隔离设施及范围、场地内不同

功能分区的隔离设施及范围、“急时”新增的各类室外临

时设施及场所等。

②“急时”平面图（含临时建筑平面图）

应表达清楚建筑各楼层不同功能分区、管控人员出

入口、非管控人员出入口、缓冲区内的详细分隔布置、

“急时”新增的各类室内临时设施、临时设施的材质以及

安装方式等。

③“急时”新增内容大样图（含防火分区示意图）

对于缓冲区等需要绘制大样的新增设施，应按大样

绘制标准进行表达，注明设施材质、尺寸、安装方式等。

（2）结构专业

应表达“急时”室外临时建筑的结构相关图纸；对于

既有建筑还应表达“急时”的加固改造结构图纸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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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给排水专业

①“急时”总平面图

应表达“平时”室外排水设计内容，以及“急时”新增

的室外排水构筑物及排水系统通气管的消毒设施、“急

时”的车辆临时停靠及消杀场所的给排水设计。

②“急时”平面图（含消防平面图）

应表达“急时”有给排水需求的新增功能房间相应水

专业设计内容、以及“急时”部分屋面通气管需安装的消

毒装置。

③“急时”新增缓冲区相关图纸

应表达“急时”新增缓冲区的给排水、消防平面及系

统设计。

④相关系统图

应表达“急时”需调整的给排水及消防设计内容所对

应的系统图。

（4）暖通专业

①“急时”通风空调平面图

应表达“急时”使用的通风空调系统，注明“急时”新

增或改造的设备、管道及附件，以及“平时”和“急时”通

风空调系统的分界面。

②“急时”防排烟平面图

应表达“急时”新增或改造的防排烟系统，注明“平

时”和“急时”防排烟系统的分界面。

③相关系统图

应表达“急时”需调整的通风空调及防排烟设计内

容对应的系统图。

④相关安装详图或大样

明确“急时”新增或改造的主要设备、管道的安装详

图或做法大样。

（5）电气专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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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急时”总配电平面图（如需要）

应表达“急时”新增设备或临时设施用电线路敷设方

式及路径。

②“急时”各楼层配电平面图

应表达“急时”设备配电平面图及“急时”临时设施照

明平面图。

③相关系统图

应表达“急时”设备配电和控制系统图。

（6）智能化专业

①“急时”各楼层智能化平面图

应表达“急时”智能化各子系统的设备规格、位置和

安装要求，明确管线槽的路由、规格、数量和敷设形式，

区分“平时”和“急时”建设要求，以及配电、接地、通信

等相关接入条件。

②相关系统图

应表达“急时”智能化各子系统的系统结构，设备规

格、数量和位置，明确管线规格和敷设形式，以及“平时”

需落实或预留的相关要求。

3.3.2 各专业在“平时转急时”阶段需落实的内容，应

在“平时”阶段的设计图纸基础上进行绘制，并在表达方

式上进行区分。

3.3.3 各专业“平时转急时”阶段的设计图纸宜与

“平时”阶段各专业施工图图幅一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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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责任主体

4.1 建设单位是编制《旅居类“平急两用”公共基础

设施转换设计方案》的责任主体，可以委托专业设计单

位进行编制。

4.2 旅居类“平急两用”公共基础设施项目纳入基

本建设程序管理，按照建设工程管理制度实施管理。

4.3 工程项目竣工后，建设单位应根据实际建设情

况对《旅居类“平急两用”公共基础设施转换设计方案》

进行修订，确保项目可按《旅居类“平急两用”公共基础

设施转换设计方案》顺利实施转换。

4.4 工程项目验收后，建设单位应将《旅居类“平

急两用”公共基础设施转换设计方案》与项目竣工资料一

起进行竣工备案。

4.5 项目投入运营后，建设单位应妥善保管《旅居

类“平急两用”公共基础设施转换设计方案》，确保可随

时调阅使用。如旅居类“平急两用”公共基础设施所有权

发生变化，原建设单位应向新的所有权人一并移交《旅

居类“平急两用”公共基础设施转换设计方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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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1

工程概况

项目名称

建设单位

建设地点

周边环境

项目规模

“平时”主要功能

“急时”主要功能

“急时”可提供隔离房间数量 需分别说明各个分区房源数量，如工作区、隔离区。

“平时转急时”所需时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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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2

各专业工作内容

1.建筑及结构专业

序号 “平时”已落实的内容和预留的条件 “平时转急时”需建设的内容 “平时转急时”时限 备注

1-1

已将楼栋**层**房间调整楼板荷载，

供急时作临时物资库和临时药房使

用。

无建设内容。

编号包括专业

编号和实施内

容编号，如

1-2，其中，1

表示专业编

号；2表示实

施内容编号

1-2
已在用地范围内**位置进行了场地

处理并预留了排水条件。

该位置在“急时”安装，服务

于管控区的临时垃圾收集设

施（具体详见**图纸）。

72h

1-3
已在用地范围内**位置预留了设置

临时设施的条件。

“急时”管控区与非管控区之

间设置室外隔离设施（具体

位置和参数详见**图纸）。

72h

······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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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给排水专业

序号 “平时”已落实的内容和预留的条件
“平时转急时”需建设的内

容
“平时转急时”时限 备注

2-1
“急时”隔离客房部分室外排水检查井

设置为密闭检查井，并设置通气管。
无建设内容。

2-2
“急时”管控区与非管控区分设化粪

池。
无建设内容。

2-3
室外化粪池前后预留消毒池安装位

置。

采购消毒池并在化粪池前

后位置安装（具体位置和参

数详见**图纸）。

72h

······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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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暖通专业

序号 “平时”已落实的内容和预留的条件 “平时转急时”需建设的内容 “平时转急时”时限 备注

3-1
冷凝水管接到所属房间的洗手盆的

存水弯，独立排放。
无建设内容。

3-2

“平时”采用变频或双速的新风空调

器，便于“急时”调整风量保证客房内

微负压。

“急时”可调节风量以满足使

用需求（具体详见**图纸）。
72h

3-3
平时预留排烟条件，减少“急时”需新

增的排烟设施。

“急时”作为缓冲区，新增送排

风系统，包括设备、管道、过

滤器及管道附件等（具体详见

**图纸）。

72h

······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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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电气及智能化专业

序号 “平时”已落实的内容和预留的条件 “平时转急时”需建设的内容 “平时转急时”时限 备注

4-1
客房内预留对讲分机网络信息点及

相应管线。

“急时”客房内安装对讲分机

（具体详见**图纸）。
72h

4-2
缓冲区范围内“急时”新增通道位置

预留管线。

“急时”通道位置新增门禁及

视频监控（具体详见**图

纸）。

72h

4-3
安防控制中心内预留“急时”设备所

需的电源、接地及通信条件。

安防控制中心新增对讲主

机、管理主机、服务器（含

软件）及核心交换机等设备

（具体详见**图纸）。

72h

······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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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3

“平时转急时”材料及设施设备采购清单

1. 建筑及结构专业

清单

专业

材料及设施设备

名称
数量 规格或参数 安装位置 用途 备注

建筑及结构专

业

室外隔离设施 20米 采用成品水马
室外场地（详

见**图纸）
隔离不同分区

临时垃圾收集设

施

1个（60平

方米）

采用成品集装

箱活动房现场

组装

室外场地（详

见**图纸）

“急时”收集管

控区内的垃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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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给排水专业

清

单

专业

材料及设施设备名

称
数量 规格或参数 安装位置 用途 备注

给排水专业

预消毒池 1个 3x2x2m
化粪池旁（详见**

图纸）
杀菌消毒

二级消毒池 1个 2.8x2.5x2.5m
化粪池旁（详见**

图纸）
杀菌消毒

管道消毒器 15个
XDQ100

N=20w
详见**图纸 杀菌消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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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暖通专业

清

单

专业

材料及设施设备

名称
数量 规格或参数 安装位置 用途 备注

暖通专业

低噪音离心式排

风机
2个

风量：5000m3/h，余

压 720Pa，电功率

4kw/380V，噪音

≤75dB，变频，管道

末端排风口配置高效

过滤器

室外地面或

露台（详见**

图纸）

缓冲区房间

排风，维持负

压

表中仅作示例

高效过滤器 2个

国标 G40，额定风量：

1100m3/h，初阻力

≤120Pa，终阻力

≤300Pa，设压差报警

装置

缓冲区（详见

**图纸）

缓冲区排风

口净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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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电气及智能化专业

清单

专业

材料及设施设

备名称
数量 规格或参数 安装位置 用途 备注

电气及智能化专业

室内半球摄像

机
12 分辨率：1080P

新建隔离通道

出入口处（详

见**图纸）

视频监控系统

接入层

网络交换机
9

24口

100/1000M自

适应

楼层弱电间

（详见**图

纸）

隔离房间对讲服

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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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4

“平时转急时”施工图预算

1.“平时预留”工程费用

序号 项目名称 计量单位 工程数量
金额（元）

备注
综合单价 合价

1 结构预留荷增加费

1.1 增加混凝土

1.2 增加钢筋

1.3 增加钢结构

…… ……

2 建（构）筑物预留增加费

2.1 增加疏散楼梯

2.2 预留缓冲建筑空间

2.3 预留隔断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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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3 机电安装留增加费

3.1 电气工程预留

3.2 智能化工程预留

3.3 给排水工程预留

3.4 暖通工程预留

······ ······

4 室外配套预留增加费

4.1 临时垃圾收集场基础

4.2 隔离区车辆消杀场

4.3 临时停车场

4.4 室外消洗场给排水预留

4.5 室外化粪池预留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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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急时”安装及工程费用

序号 项目名称 计量单位 工程数量
金额（元）

备注
综合单价 合价

1 建筑改造、安装费用

1.1 增加成品隔墙

1.2 增加成品门、窗

1.3 增加装饰装修

…… ……

2 机电设备改造安装费

2.1 电气照明改造安装

2.2 暖通设备改造安装

2.3 智能化系统改造安装

2.4 给排水工程改造安装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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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室外配套工程改造

3.1 室外道路及停车场

3.2 临时垃圾收集场

3.3 隔离区车辆消杀场

3.4 室外给排水改造

…… ……

4 其他

4.1 临时隔离围挡

…… ……



二、案例
1.建设案例

2.设计方案案例



01 工作背景

增城丝苗里民宿项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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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1 工作背景

01 工作背景

02 项目概况

03 平急转换方案

04 本案例亮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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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1 工作背景

增城区：

推进百千万工程，做强镇域经济

• 坚持以头号力度推进头号工程，一镇一策做强镇域经济，建强中心镇
专业镇特色镇，强化联城带村节点功能。

• 培育丝苗米、荔枝、迟菜心等农产品全产业链，建设国家农业现代化
示范区，促进农民增收致富。

• 扎实推进绿美增城生态建设，“一镇街一试点”开展农房风貌管控，
深化农村“三块地”改革，通过各类乡村文体活动挖掘重塑乡村价值
，打造城乡融合发展示范区，助力广州推进“百千万工程”走在全省
最前列。

打造“平急两用”，提高安全韧性

• 结合“平急两用”公共基础设施建设工作，打造农村休闲综合体。
• “平时”作为集吃、住、购、展、游、学为一体的农文旅融合发展综

合体，“急时”作为城郊应急隔离集聚点和粮食供给点，满足“平疫
”、“平假”、“平赛”等多场景应用需要。

• 创建具有广州特色的“平急两用”乡村振兴示范工程。

23



02 可行性研究

n 项目已开工建设，人气足，成熟度较高
n 功能定位（已规划）：城市级高品质服务的乡村文旅综合体
n “平急两用”拟转换区域：古村落+育秧基地+烘干厂
n “平急两用”改造思路：古村落提供民宿房源，育秧工厂、烘干厂可考虑大

仓设施，周边万亩丝苗米种植基地保障粮食供应

24



02 项目概况

乡村外延，丝苗野间

构建城市级高品质服务的
乡村文旅综合体

       依托增城丝苗米农业优势，结合
龙岗村、龙新村历史村落，发展“生
态 + 文化 + 产业 +”乡村田园休闲度
假功能，引领在地生态经济发动引擎。

国家现代
农业产业

园

国家农村
产业融合
发展示范

园

广东丝苗
米全产业
链示范区

时光穗稻
新乡村示

范带

2.2 规划定位及策略

25



02 项目概况

整合农投资源，多场景应用，打造广州“平急两用”综合示范区

2.3 项目策划

n 打造“平急两用”旅游居住设施
解决“住”的问题
       空心村流转改造民宿、SOHO等，平
时承接游客入住，“急时”提供应急隔离
房源需求。

n 打造“平急两用”农副产品基地
解决“吃”的问题
      依托万亩丝苗米生产基地，平时生产、
展览、游客接待，“急时”改造支撑应急
指挥、人员疏散、设施存储等。

n 打造“平急两用”仓储基地
解决“储”的问题
       依托丝苗米烘干、存储厂，平时作为
大米烘干、仓储厂房，“急时”作为应急
保障供应仓储基地。

26



02 项目概况

增城区政府

增城区国企

社会资本
方

项目公司金融
机构

授权开发

合法采购程序

资金拨付项目融资

还本付息

合作期满移交

土
地
整
理

基
础
设
施
建
设

安
置
房
建
设

形成净地和旅游产
品 区财政局

投资成本和收益

投资成本和收益

p 采取“四全”开发模式，强化亲子体验，赏鉴山水林田，点亮夜间经济，补足淡季资源，打造全龄、全景、
全时、全季的旅游目的地。

p 国企牵头，引入社会资本，依托平急两用政策，申请低息贷款进行开发，合作期满移交国企管理。

2.4 开发策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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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3 平急转换方案

3.1 平时规划方案

28



03 平急转换方案

3.2 急时规划方案

29



03 平急转换方案

3.3 急时功能分区

（1）急时需设置围蔽，连成完整区域。

（2）建议产业工坊区部分商铺设置一
户一卫，便于急时转化为住宿房间使用。

（3）提供若干住宿房间。

30



03 平急转换方案

3.3 急时功能分区

隔离带内无法使用建筑

（4）急时周边设置20M隔离带。
  
 急时，乡风雅韵商业区部分房屋、
原乡居住区A 1栋民居、原乡居
住区B 全部民居不可使用。

（5）建议原乡居住区B转换为乡
村住宿区，否则急时需损失一排
用房。

31



03 平急转换方案

3.4 急时工作人员流线

医护人员流线
洁净医护生活区-卫生通过区-医学观察区

后勤保障物资流线
洁区出入口-洁区落客区-医护生活/物资保障区

32



03 平急转换方案

3.5 急时隔离人员流线

隔离人员流线
污区出入口-污区落客区-医学观察区

污物流线

垃圾站 污水处理站大巴消杀
33



03 平急转换方案

3.6 “平时转急时”改造

n 污水处理设施改造建议：
1.增设一体化泵站；

2.东污水处理池(扩建)设计处理污水容量由200立
方米/日扩增为270立方米/日；

3.东污水处理池处理工艺提升为二级强化处理，
具体措施及容积见下表：

n 给水设施改造建议：
隔离区各栋单体前端给水干管设置倒流防止装置，
防止出现倒流污染。

34



03 平急转换方案

n 通风空调设施改造建议：
       1.卫生通过区设置机械通风系
统。入口使空气由更衣、穿防护服
向缓冲单向流动，出口由更衣、淋
浴向脱防护服单向流动，脱防护服
房间换气次数不小于20次/h，排
风口上至屋顶排放。

      2 .医疗观察区内隔离房间约
200间，隔离房间内卫生间设置排
风系统，每个隔离房间的卫生间均
独立设置排风管道高位排放。

      3.本项目隔离客房、办公用房
以及各类功能房间均做分体空调，
“平时转急时”则无需改造。

3.6 “平时转急时”改造

35



03 平急转换方案

平急转化规划方案：合计建设总投资估算16792万元，嵌入“急时”功能的成本合计约174万元。其中“平时”
阶段预留空间所增加的成本约96万元，“平时转急时”阶段转换成本78万元。

3.7 成本核算

序号 “平时”建设内容（与酒店施工同步
建设）

“平时”工程增加费用
（万元）

一 工程类 16

1 预留缓冲区设置 16

二 安装类 80

1 电气专业 40

1.1 医学观察区房间内及公共空间预留插
座点作为空气消杀设备电源插座 5

.1.2 低压配电房内增设应急发电车接入端
口 35

2 给排水专业 35

2.1 污水处理站采用二级强化处理工艺，
增设一体化泵站 25

2.2 预留等电位端子板、冷热水管接驳点、
增加排水立管 10

3 暖通专业 5

3.1 隔离客房、办公用房以及各类功能房
间均做分体空调 5

三 合计 96

序号 “平时转急时”建设内容（不与酒店施工同步建
设，“平时转急时”再安装）

“平时转急时”工程增
加费用（万元）

一 工程类 28

1 缓冲区:增加隔墙（隔断）、门、衣柜、卫浴等 20

2 临时隔离围挡 5
3 隔离区车辆消杀场 3
二 安装类 50
1 电气专业 25

1.1 工作区：增加灯、开关 
缓冲区:增加灯 5

.1.2
临时垃圾收集设施，增加照明回路
室外新增消毒器供电回路
室内新增风机、管道消毒器供电回路

10

1.3 低压配电房内增设应急设备专用配电柜 10
2 给排水专业 17

2.1 隔离客房冷凝水管排至客房洗手盆 3
2.2 预留车辆洗消场地给排水条件 2

2.3 隔离客房部分室外排水检查井改为密闭检查井，
并设置通气管 2

2.4 室内外新增管道消毒器 2
2.5 室内给水系统新增倒流防止器 2
2.6 增加喷淋、给排水管道、洁具等 6
3 暖通专业 8

3.1 卫生通过区设置机械通风系统。 3

3.2
隔离房间内卫生间设置排风系统，
每个隔离房间的卫生间均独立设置排风管道高位
排放。

5

三 合计 78 36



03 平急转换方案

项目类型：存量资源改造项目，原为乡村闲置的房屋资源。

平时功能：集吃、住、购、展、游、学为一体的农文旅融合

发展综合体

急时功能：城郊应急隔离集聚点和粮食供给点

主要特色：以创建丝苗米国家现代农业产业园为契机，结合

省市实施“百县千镇万村高质量发展工程”要求，建设丝苗

米全产业链示范项目，利用现有空心村闲置房屋和村场，以

“修旧如旧”的方式进行修葺改造工程，创新“农投+村集体

+社会企业”的利益联结机制，建设特色旅居、原乡街区、农

业科技孵化园、乡村振兴培训基地等主题片区，满足“平

疫”、“平假”、“平赛”等多场景应用需要，打造具有广

州特色的“平急两用”乡村振兴示范工程。

首开区旧址（拍摄于2022年4月） 首开区新貌（拍摄于2024年1月）

丙耀门门楼旧址（拍摄于2022年4月） 丙耀门门楼新貌（拍摄于2024年1月）

残墙旧址（拍摄于2022年4月） 残墙新貌（拍摄于2024年1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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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3 平急转换方案

对本案例编写提供支持的单位：

增城区住房和城乡建设局

广州增城现代农业投资发展集团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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郊区某旅居项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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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酒店基本情况：

项目位于从化区，属于度假区酒店。项目依山而建，分为两栋，

1#楼（低区）地上6层，地下1层，2#（高区）地上6层，地下3层。

2.酒店嵌入“平急两用”功能设计：

l 2024年3月前，酒店已完成施工图设计。

l 3月，项目纳入“平急两用”公共基础设施清单，作为我市“平

急两用”旅游居住设施储备项目。

l 对施工图进行修改，为平急转换预留工程条件。

3.设计修改主要内容及增加投资

l 平时（需与酒店施工同步实施）增加化粪池、消毒池等；预留给

排水、暖通、电气等安装条件。需增加投资92.8万。

l 急时（不需与酒店施工同步实施，急时再安装）增加隔断、风机、

消毒器、管道等。急时需增加投资182.8万。

一、项目背景

41



l “平时”功能分区：1#楼（低区）和2# （高区）楼均为

酒店客房及其配套。酒店大堂位于1#楼（低区）6层。

l “平时”流线。旅客从任意入口进入1#6层大堂，登记后

分流至各自居住房间。

二、总平面功能分区及流线 l “平时转急时”功能分区：1#楼（低区）全部做为工作区，包括办公室、

会议室、工作人员宿舍、物资存放库、临时药房等房间；6层（酒店大堂）

做为缓冲区。2#楼（高区）全部做为隔离区。

l “平时转急时”流线：西侧为工作人员出入口，东北侧为隔离人员出入

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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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平时”“平时转急时”增加的工程内容

平时：

Ø1#楼6F急时改为缓冲区，需增加一些功能房间，

通过采用临时加建/组装的方式实现，所以需预留

荷载，建设时需增加钢筋用量。

Ø1#楼5F客房“急时”改为物资存放库、临时药

房、办公室、会议室，需预留荷载，建设时需增

加钢筋用量。

Ø增加护窗栏杆、下行楼梯间、预留急时设备点

位、冷热水管接驳点、增加排水立管、旧电箱回

路改造等。

3

4  1#楼六层大堂急时改造为缓冲区

5  1#楼六层室外平台急时增设室外风机

3  1#楼五层客房功能急时改造为库房、药房、办公室
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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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平时”和“平时转急时”增加的工程内容

 平时转急时:

Ø 增加隔断：客房及缓冲区增加隔墙、门、衣柜、

卫浴、台阶坡道等。

Ø 电气：增加灯、插座，室内新增风机、管道消

毒器供电回路。

Ø 暖通：增加过滤器、增加风机，增加分体空调。

Ø 给排水：增加管道消毒器、倒流防止器。

Ø 智能化：增加门禁、对讲设备等。

4  1#楼六层大堂急时改造为缓冲区

5  1#楼六层室外平台急时增设室外风机

3  1#楼五层客房功能急时改造为库房、药房、办公室等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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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平时”“平时转急时”增加的工程内容
Ø 平时：室外增加临时垃圾收集场、一座钢筋混凝土化粪池，增加预消毒池2座，二级消毒池2座，增加水封井1座。

Ø 平时转急时：室外临时道路扩宽、停车场、出入口，增加临时隔离围挡和车辆消杀场所。

  增加室外化粪池

增加室外临时垃
圾收集设施

平时总平面图 平时转急时总平面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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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号 专业 平时新增费用（万元） 平时转急时新增费用（万元）

1 建筑改造 6.07 22.9

2 电气改造 0.29 15.39

3 暖通 0.00 37.60 

4 弱电 16.70 78.50 

5 给排水工程 12.00 9.60 

6 配套辅助工程 1.53 4.70 

7 室外工程 40.00 14.10 

8 结构工程（预留荷载钢筋） 16.20 0.00 

合计 92.8 182.8

“平时”增加费用92.8万，“平时转急时”增加费用182.8万

四、费用测算

46



序号
“平时”建设内容

（与酒店施工同步建设）

“平时”工程增
加费用（万）

（一） 工程类 48.81 

1 1#楼五层客房改为物资存放库、临时药房、办公室、会议室
（增加荷载，建设增加钢筋）

16.2

2 1#楼六层增加缓冲区设置
（增加荷载，建设增加钢筋）

3 新增护窗栏杆
（急时楼地面做架空地面，原栏杆高度不足）

1.27

4 新增下行楼梯间
（避免急时工作人员和隔离人员流线交叉）

4.8

5

室外增加临时垃圾收集场
增加一座7#钢筋混凝土化粪池

增加预消毒池2座，二级消毒池2座
增加水封井1座

26.54

“平时”增加费用明细          

四、费用测算

序号
“平时”建设内容

（与酒店施工同步建设）

“平时”工程增加费用
（万）

（二） 安装类 43.98

1 预留急时设备的点位、铜缆架 16.74

2 六楼“缓冲区”：预留等电位端子板、冷热水管接
驳点、增加排水立管 1.6

3 隔离客房冷凝水管排至客房洗手盆 10.45

4 旧电箱增加回路改造 0.19

5 预留车辆洗消场地给排水条件 13

6 隔离客房部分室外排水检查井改为密闭检查井，并
设置通气管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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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平时转急时”增加费用明细

序号
“平时转急时”建设内容

（不与酒店施工同步建设，“平时转急时”再安装）
“平时转急时”工程增

加费用（万）

一 工程类 41.6

（一） 室内工程 22.32 

1
1#楼“急”时改造：

6层“缓冲区”：增加隔墙（隔断）、门、衣柜、
卫浴、台阶坡道等

19.45 

2
2#楼“急时”改造：

1-6层客房改造为隔离客房：增加隔墙、门
负一层：新增墙、门、窗

2.87 

（二） 室外工程 19.28 

1 室外临时道路扩宽、停车场、出入口 9.45 

2 室外给水工程 3.00 

3 临时隔离围挡 4.68 

4 隔离区车辆消杀场 2.15 

四、费用测算

序号
“平时转急时”建设内容

（不与酒店施工同步建设，“平时转急时”再安装）
“平时转急时”工
程增加费用（万）

二 安装类 141.18
（一） 电气 15.39

1 1#楼5F改造为工作区：增加灯、开关
1#楼6F改造为缓冲区：增加灯、插座等 6.09 

2
临时垃圾收集设施，增加照明回路

室外新增消毒器供电回路
室内新增风机、管道消毒器供电回路

9.30 

（二） 暖通 37.63

1 增加过滤器、增加风机 21.37 

2 1#楼6层缓冲区：增加分体空调 4.02 

3 缓冲区及屋面，增加风管、风阀、风口、局部调整排烟
管等 12.24 

（三） 弱电 78.57

1 急时客房对讲系统设备采购安装 71.34 

2 急时增加门禁 7.23 

（四） 给排水工程 9.59

1 室内外新增管道消毒器 1.59 

2 室内给水系统新增倒流防止器 2.00 

3 1#楼6层缓冲区：增加喷淋、给排水管道、洁具等 6.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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汇报完毕  敬请指正

本 案 例 亮 点

Ø 本案例属于新建项目，“平时”为乡村旅游酒店，”急时“可快速转换为隔离点。

Ø 项目在施工图设计阶段，坚持以工期长、难度大的内容在“平时”实施，工期短、

难度小的内容在“平时转急时”实施为原则。

Ø 在满足“急时”使用需求的前提下，兼顾“平时转急时”时限要求，最大程度降低

“平时”建设成本，可供同类新建项目参考借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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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3

国际人才社区项目（产业配套保障性租赁住房）

50



目录

项目背景

PART  1

项目方案

PART  2

总 平 面 功 能 分 区
及 流 线

PART  3

“ 平 时 转 急 时 ”
主 要 改 造 内 容

PART  4

51



1.项目基本情况

项目位于南沙区，“平时”属于产业配套保障性租赁住房。

项目曾在新冠疫情期间作为隔离点使用，隔离用房包括改造

和新建两部分。

2.改造和新建情况

Ø 改造部分：一期2006年建成，有五栋居住建筑和一栋综

合楼。2021年将五栋已有建筑改造为隔离用房。

Ø 新建部分：同期开展二期建设，按“平急两用”标准新

建4栋楼，作为隔离用房。

一、项目背景

 

一
期

原
有

建
筑

二期新建建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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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建设后

二、项目方案

建设前 扩建区域 

Ø 原有5栋楼，改造后，其中的3栋划入隔离区，另外2栋

划入工作区。

Ø 新建的4栋楼，全部用划入隔离区。
扩建区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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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三、总平面功能分区及流线

 
N1

N2

N3
N4

S5

S2
S3

S4

S
6

S1

工作人员通道

隔离人员通道

Ø N1~N4，S1~S3作为隔离房；

Ø S4、S6作为医护人员工作和生活

用房；

Ø S4和S3之间设置缓冲区；

Ø S5作为物资储备用房；

Ø 工作人员通道、隔离人员通道以

及医疗垃圾出口分别设置

工作区

隔离区
缓冲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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隔离分区隔断

临时垃圾暂存间运送通道

卫生通过区（缓冲区）

隔离区（N1~4；S1~3#

楼）

工作区（S4、S6#楼）

隔离人员下车点

隔
离

人
员

通
道

N1

N2

N3

N4

S1

S2

S3

S4

S6

S5

Ø 隔离区：N1~N4楼；S1~S3

楼；

Ø 工作区：S4楼（高风险生活

区）、S6楼（低风险生活区）；

Ø 缓冲区：S3楼室外设置的三组

卫生通过区 （ 缓 冲 区 设 置 在

S3/S4之间的空地上，是对预

留空间的改造，未对原建筑作

改动）

物资保障服务区

“三区两通道”设置：

  

三、总平面功能分区及流线

工作区

隔离区

  

工
作

人
员

通
道

缓
冲

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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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作人员通道

隔离人员通道

隔
离

人
员

通
道

工
作

人
员

通
道

医
疗

垃
圾

出
口

N1

N2

N3

N4

S1

S2

S3

S4

S6

S5远期预留发展用地

Ø 工作人员通道：工作人员需通过室外

脱间严格穿戴防护设施后才能进入隔

离区。离开隔离区后，需通过室外脱

间严格消毒，再返回工作区。

Ø 隔离人员通道：隔离人员从下车点下

车后，严格按照固定路线进入各自宿

舍进行隔离。

Ø 工作人员通道和隔离人员通道通过时

间管理保障严格分离不交叉。

“平时转急时”流线：

三、总平面功能分区及流线

生
活

垃
圾

出

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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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平时转急时”主要改造内容

 
 

N1

N2

N3

N4

S1

S2

S3

S4

S6

S5

Ø 电气：

l N3#首层新设1个专变变电所，首层新设1个发电机房；

l S5#首层新建1个开闭所，首层加建1个专变变电所；

l 首层加建1个发电机房；各单体首层设置弱电进线间。

Ø 给排水：

l 给水：由园区原有市政供水接驳处引入给水管接至各栋单体，隔

离区各栋单体前端给水干管设置倒流防止装置。

l 排水：隔离区污、废排水独立系统管网，空调冷凝水独立收集汇

入污水管网，经带预消毒处理的化粪池后汇合收集至园区污水处

理站，处理至达标后排入市政污水管网。

l 急时为避免交叉感染每栋楼单独增设独立化粪池。

Ø 暖通：

l N1~N4#、S1~S4#、S6#栋各功能房间均单独设置分体冷暖空

调系统，房间新风依靠负压自然进风；

l S5#栋配套用房设置多联机空调系统及新风系统；

l 卫生通过区设置机械通风系统。

卫
生

通
过

区

化粪池（前端设预处理装置）

污水处理池

隔油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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汇报完毕  敬请指正

总结与致谢

Ø 本案例属于存量资源改建和新建结合类项目。

Ø “平时”为产业配套保障性租赁住房对外经营，在新冠疫情期间整体作为隔离点

使用。

Ø 项目经历了“平时”“平时转急时”“急时转平时”三个阶段，可供同类项目参

考借鉴。

Ø 对在本案例编写过程中提供帮助和支持的南沙区住房和城乡建设局表示感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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白云长腰岭驿站项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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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栋

B栋

1.驿站基本情况：

项目位于白云区，属于政策性租赁住房。塔楼分为两个单元，A栋

地上20层，地下1层，B栋地上17层，地下1层。

2.驿站增加“平急两用”功能设计：

l 2021年3月前，已完成施工图设计。

l 3月，项目纳入“平急两用”公共基础设施清单，作为我市“平

急两用”旅游居住设施储备项目。

l 对既有项目进行改造，为急时转换预留工程条件。

3.设计修改主要内容及增加投资

l 平时增加铁艺围墙、B栋增设隔离客房空调及卫生间排气管道；

预留给排水、暖通、电气等安装条件。

l 急时增加缓冲区、医废暂存、A栋及B栋住房改造、公厕、隔断、

风机、机电管道、废水消杀设备等进行转换。

一、项目背景

驿站示意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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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 “平时”功能分区：A栋为住宅，B栋为政策性租赁住房，裙房

（1-2层）为公共配套。

l “平时”流线。开放式小区，直接从楼栋出入口入户。

二、“平时”“急时”总平面功能分区及流线

l “急时”功能分区：A栋区域为工作准备区，包括办公室、会议室、高低风险岗

位宿舍、物资库等；AB栋之间新增模块建筑作为缓冲区。B栋区域为隔离区域。

l “急时”流线：西侧为工作准备区出入口，东侧为隔离人员及垃圾出入口。

 

A栋
出入口 B栋

出入口

车库
入口

车库出口

B栋
出入口

A栋

B栋

出入口
公租房及配套
平时流线

垃圾清运
出入口

(高风险区)
工作准备区

出入口

隔离人员
出入口

（高风险区)

围挡

隔离人员落客区

医废运送流线

生活垃圾集中点

垃圾运出流线

送餐流线

医废车辆停放区

医废暂存区

公共厕所

隔离人员运送流线

缓冲区

隔离区域

工作准备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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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平时”“急时”总平面功能分区及流线

3F~6F中
24户作为
低风险岗
位宿舍

13F~20
F中46户
作为高风
险岗位宿

舍

高风险岗位人员首次入园可通过地下室电梯厅进入A栋宿舍；或在低风险工作区穿好防护服后，通过缓冲区进入高风险区。

高、低风险岗位人员流线

 

高风险岗位
专用电梯

高风险区
低风险区

低风险岗位
专用电梯

人员/物资
单向通道

高风
险岗
位办
公区

卫生通过
模块

普通通道

专
用
通
道

干净
布草间

低风险岗位人员流线

高风险岗位人员流线

硬隔离界限
(室外水马、室内全封闭)

A栋住宿分区及流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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垃圾清运
出入口

(高风险区)
工作准备区

出入口

隔离人员
出入口

（高风险区)

围挡

隔离人员落客区

医废运送流线

生活垃圾集中点

垃圾运出流线

送餐流线

医废车辆停放区

医废暂存区

公共厕所

隔离人员运送流线

缓冲区

隔离区域

工作准备区

平时：

Ø项目用地与用地以外之间增设铁艺围墙。

Ø因“平时转急时” AB栋之间新增模块建筑作为缓冲

区，“平时”对燃气管道路由进行改变。

Ø增设三网信号覆盖。

ØB栋隔离客房增设冷暖空调等。

Ø机电管线预留条件改造（包含增设隔离用房卫生间排

气管道、冷凝管改造、室内风机及管道消毒器供电回路

等）。

三、“平时”“平时转急时”增加的工程内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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垃圾清运
出入口

(高风险区)
工作准备区

出入口

隔离人员
出入口

（高风险区)

围挡

隔离人员落客区

医废运送流线

生活垃圾集中点

垃圾运出流线

送餐流线

医废车辆停放区

医废暂存区

公共厕所

隔离人员运送流线

缓冲区

隔离区域

工作准备区

三、“平时”“平时转急时”增加的工程内容

平时转急时:

Ø 土建增加内部分区隔离设施、门岗设施、缓冲区模

块箱、医废区模块箱、洞口封堵及防攀爬设施、防

疫标识等。

Ø 电气：增加末端设备。

Ø 暖通：增加过滤器、增加风机，办公区增加分体空

调等。

Ø 给排水：增加废水消杀装置、倒流防止器等。

Ø 智能化：增加监控、门禁、对讲等末端设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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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栋
出入口

B栋
出入口

车库
入口

车库出口

B栋
出入口

出入口
住宅、公租房
及配套

垃圾清运
出入口

(高风险区)
工作准备区

出入口

隔离人员
出入口

（高风险区) 隔离人员落客区

生活垃圾集中点

医废车辆停放区

医废暂存区

公共厕所

缓冲区

隔离区域

工作准备区

Ø 平时建设：室外增加小区铁艺围墙。

Ø 平时转急时建设：室外临时增加分区隔离设施、门岗设施、缓冲区模块箱、医废区模块箱。

平时总平面图 急时总平面图

三、“平时”“平时转急时”增加的工程内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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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号 专业 平时新增费用（万元） 急时新增费用（万元）

1 建筑工程 186.35 163.15

2 电气工程 46.52 39.63

3 暖通工程 40.26 23.91

4 弱电工程 68.26 88.10

5 给排水工程 26.53 26.72

6 配套辅助工程 64.52 97.24

7 室外工程 30.56 33.70

合计 463.00 475.45

“平时”增加费用463.00万，“平时转急时”增加费用475.45万

四、费用测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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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总结与致谢

Ø 本项目属于存量项目改建，“平时”作为政策性租赁住房试用，并曾在新

冠肺炎疫情期间改造作为隔离点使用，经历了“平时”、“平时转急时”、

“急时转平时”三个阶段，可供同类项目改造参考。

Ø 对在本案例编写过程中提供帮助和支持的白云区住房建设和交通局、广州

市白云区城市建设投资有限公司一并表示感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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