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1

苏州市工业厂房品质提升指引（试行）
（征求意见稿）

苏州市工业和信息化局

苏州市自然资源和规划局

苏州市住房和城乡建设局

2023 年 6 月



2

苏州市工业厂房品质提升指引（试行）

一、总则

为贯彻落实苏州市委、市政府关于提升全市高水平工业

厂房品质的指示要求，体现以人为本、可持续发展和安全耐

久、生产便利、绿色设计的高水平工业厂房设计理念，推动

促进全市工业厂房从建筑形态、创意设计、厂房环境、光伏

应用、建筑节能和智能建造等方面提升品质，对电子信息、

装备制造、生物医药和先进材料四大主导产业工业厂房品质

提升提出个性化要求。在全面调查研究、公开征求意见、专

家论证、风险评估和合法性审查等程序的基础上，制订本指

引。

二、建筑形态

1.厂区总体布局应与城市形态、天际线相协调，形成富

有美感的工业景观效果。

2.厂区根据生产要求确定生产、办公、展示、生活服务

设施等区域，功能分区应科学合理，各项设施布局宜紧凑、

便捷。

3.厂区建筑风格应符合工业生产功能要求，外立面宜简

洁、明快。

4.“标准厂房”“产业园”等空间设计应便于厂房按幢、

层等为基本单元进行空间划分。不同基本单元之间宜设共用

的物流交通、装卸货区、设备井道等配套设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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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沿城市主要道路两侧的工业建筑应注重建筑界面的完

整性和连续性。沿河道两侧的工业建筑应保持生态景观廊道

的通透性，加强建筑与滨水景观的融合。

6.位于重要道路交叉口或重要城市节点的工业建筑应加

强立面与环境景观设计，符合城市风貌塑造和管控的相关要

求。

三、创意设计

1.建筑造型应符合工业建筑特点，满足生产要求，具有

现代简约的工业风格，能够体现企业文化特色，避免造型过

于独特突兀和过度装饰。

2.建筑外立面宜选用玻璃幕墙、窗墙或其它彰显工业风

的材质，具备工业建筑或公共建筑的外立面特点。立面设计

应合理预留空调机位，空调室外机位可与建筑屋顶、外立面

统筹考虑、整体设计。

3.鼓励对厂区入口空间进行一体化设计，风格应与厂区

整体风貌相协调，形成具有识别性的入口标志。

4.注重厂房内部色彩设计，办公区域、生产区域和人员

通行区域等宜采用不同色彩进行功能上的区分。

5.合理控制厂区绿化面积，结合屋顶、围墙、廊架、车

棚等进行复合设计。

四、厂房环境

1.对于无特殊工艺要求的工业厂房，宜充分利用自然光，

采光标准按照现行国家标准《建筑采光设计标准》GB 5003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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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有关规定执行。

2.对于无特殊工艺要求的工业厂房，宜采用自然通风。

厂房内的供暖、通风与空气调节按照现行国家标准《工业建

筑供暖通风与空气调节设计规范》GB 50019的有关规定执行。

特殊净化与特殊防护要求的厂房按照洁净厂房有关规定执

行。

3.室内建筑材料和装修材料所产生的污染物浓度控制按

照现行国家标准《民用建筑工程室内环境污染控制标准》GB

50325的有关规定执行。

4.厂区内可结合入口区域或办公区域合理设置展示空间，

厂房内宜因地制宜设置茶水间等休息空间。电梯、楼梯、卫

生间、设备房、管井等交通和辅助设施宜靠外墙集中设置。

5.厂区内人行交通与货运交通需明确分开，合理设置机

动车、非机动车停车位以及货车装卸平台等空间。

五、光伏应用

1.大力推广工业建筑利用新型绿色能源。新建屋顶面积

3000平方米以上的工业建筑，应同步设计和建设光伏发电设

施。

2.加快既有工业建筑屋顶资源开发利用，在符合相关规

范和安全条件的前提下，按照“宜建尽建”原则安装屋顶光

伏发电设施。

3.结合绿色低碳园区、超低能耗建筑、近零能耗建筑等

建设推广光伏建筑一体化（BIPV）应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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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既有厂房屋面新增光伏发电设施，应充分考虑结构安

全、屋面防水和美观等因素。

5.光伏发电开发利用按照现行苏州市《关于加快推进全

市光伏发电开发利用的工作意见（试行）》（苏府办〔2022〕

68 号）的有关规定执行。

六、建筑节能

1.工业厂房设计和建设优先选择保温效果良好的墙体材

料、屋面保温材料和外窗，建筑节能与可再生能源利用按照

现行国家《工业建筑节能设计统一标准》GB 51245和《建筑

节能与可再生能源利用通用规范》GB 55015的有关规定执行。

2.工业厂房碳排放按照现行国家和江苏省标准的有关规

定执行。

3.工业厂房可参考国家《绿色工业建筑评价标准》GB/T

50878建设，鼓励建成后申请绿色建筑标识。

4.工业厂房建议采用清洁生产工艺，减少水污染物和气

体污染物的产生。废气废水的排放需达到国家和地方相关环

保排放标准。

七、智能建造

1.工业厂房建设工程宜创建建筑信息模型（BIM），建

筑信息模型的创建、使用和管理按照现行国家《建筑信息模

型应用统一标准》GB/T 51212的有关规定执行。

2.工业厂房设计可采用装配式建筑，并符合现行国家和

江苏省装配式建筑的有关规定。

3.工业厂房宜采用具有高通用性和高扩展性的智能化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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合布线系统。

4.工业厂房网络系统设计宜遵循扁平化、模块化原则。

网络系统需满足视频监控、可视对讲、互联网等业务系统的

高带宽要求。

5.工业厂房宜采用智能化的安全保卫系统及物业管理系

统。包括但不限于智能巡更设施、智能门禁系统、车辆管理

系统、访客管理系统、大数据管理系统、信息发布系统、能

源管理系统、云上空间系统等。

6.厂区内建议实现网络信号全覆盖，公共活动区域实现

WIFI全覆盖（有保密需求的除外）。

7.厂区内宜布置合理数量的智能充电桩。

八、工业上楼

鼓励建设符合规划容积率和工业建筑设计规范要求的 4

层及以上多高层厂房，推进“工业上楼”按照现行有关规定

执行。

九、个性化要求

在以上普适性指引基础上，针对苏州重点发展的电子信

息、装备制造、生物医药和先进材料四大主导产业特点，提

出个性化要求。

（一）电子信息产业

1.平面设计根据生产工艺流程、工艺设备的安装和维修、

物料运输、洁净空间等要求确定，并具有适当的灵活性。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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子工业洁净厂房设计按照现行国家标准《洁净厂房设计规范》

GB 50073和《电子工业洁净厂房设计规范》GB 50472的有

关规定执行。

2.电子工业标准厂房一般底层相对略高，以满足有特殊

生产要求的企业，适应二次安装设备和物流运输等。

3.减振隔振按照现行国家标准《工程隔振设计标准》GB

50463和《电子工业防微振工程技术规范》GB 51076的有关

规定执行。产生较大振动的设备底坐基础宜远离电子信息精

密设备区域。当无法远离时，对产生较大振动的设备应采取

有效的隔振措施。

4.生产车间根据生产工艺要求设置防静电工作区。防静

电工作区设计按照现行国家标准《电子工程防静电设计规范》

GB 50611的有关规定执行。

（二）装备制造产业

1.平面设计柱网宜采用大跨度、大空间的钢结构体系，

可供大型生产设备和行车设备横向移动。厂房空间划分需根

据生产工艺流程确定，生产区和物流区要有明确的分隔，并

保持通畅。

2.多层厂房层高根据具体生产需求、规模和设备尺寸确

定，需满足空中物流系统及生产线设备调试、保养的要求。

3.生产厂房宜采用高强度的钢结构材料，增加结构的抗

震性和承载能力。地面承重能力、天花板荷载能力和吊装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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载能力应满足生产要求。

4.对于噪音较大的装备生产车间，需采取消声、隔声、

吸声等控制措施。生产车间的噪声控制按照现行国家标准

《工业企业噪声控制设计规范》GBJ87-1985有关规定执行。

（三）生物医药产业

1.平面设计需符合药品生产要求，避免污染、交叉污染、

混淆和差错，便于清洁、操作和维护。医药工业洁净厂房设

计按照现行国家标准《洁净厂房设计规范》GB 50073和《医

药工业洁净厂房设计标准》GB 50457的有关规定执行。

2.生物医药研发类建筑内部功能分为科研专用实验区、

科研试验区、科研通用实验区、科研教学实验区、科研办公

区和科研展示区等。科研专用实验区和科研试验区通常涉及

特殊的物理环境需求，在区域设置上宜独立集中布置。

3.根据研发、实验、库房、办公等使用场景不同，建筑

荷载标准不同。超低温液氮罐、灭菌罐、冻干机等对局部承

重有要求的设备，需根据实际情况做荷载计算与结构设计。

4.输送人员和物料的电梯宜分开设置，电梯不宜设置在

医药洁净区内。当工艺需要必须在医药洁净区内设置物料垂

直输送装置时，应采取措施确保医药洁净空间的空气洁净度

级别不受影响，并避免交叉污染。

5.厂房内需设置通排风系统，满足实验环境所需的送排

风要求，对废气集中收集处理。厂房内需集中设置污水处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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池，对生产废水分质收集、处理，并预留废液排放管井和排

放管道。处理后对外排放的水质可按照现行国家标准《污水

综合排放标准》GB 8978的有关规定执行。固体废物应分类

收集、储存和处置。

6.厂房内需充分考虑物理隔离、设备选型、防护措施的

安全性，确保生产过程中不会发生有害物质泄漏、污染、爆

炸等事件。

（四）先进材料产业

1.平面设计宜减少物料的转运次数并降低其落差，减少

扬尘量。合理设置出入口、通道和货物运输线路，确保人流

和物流的顺畅。

2.厂房内需根据生产工艺要求设置废气排放井道，厂房

内有不同生产废气排放类型，需独立设置排放井道。设置污

水处理池的厂区，需对生产废水分质收集、处理，并预留废

液排放管井和排放管道。处理后对外排放的水质按照现行国

家标准《污水综合排放标准》GB 8978的有关规定执行。

3.减振隔振按照现行国家标准《工程隔振设计标准》GB

50463和《电子工业防微振工程技术规范》GB 51076的有关

规定执行。

4.仓储空间根据所存储物料的物理、化学性质和存储环

境的要求分类设置。主要原辅材料和成品库房宜单独设置出

入库的运输通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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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涉及电池加工的生产火灾危险性分类，按照现行国家

标准《建筑设计防火规范》GB 50016、《电子工业洁净厂房

设计规范》GB 50472的有关规定执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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