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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 编 制 说 明



（1）地形地貌

   汝南县地处黄淮平原腹地，地形为冲积平原。位于东经114°21′~114°53′、

北纬 33°00′~33°33′之间。地处河南省驻马店市东部，西临平舆县，北临上蔡

县，南临正阳县，西临驿城区。平原面积占全县总面积的100%。

（2）气候、水文

   汝南县地处北亚热带和暖温带的过渡地带，具有亚热带与暖温带的双重气候特征，

是典型的大陆性季风型半湿润气候。四季分明，气候温和，风景秀丽，资源丰富，

区位优越。   

   境内有南汝河、臻头河、文殊河等大小河流12条，最大河流南汝河流经汝南向东

流入淮河。有全国最大的平原人工水库--宿鸭湖。



（3）自然资源 

   汝南县地处淮北平原，地质结构属第四系淮河堆积区。地势平坦低洼，无山岭。

地形形如簸箕，地势西高东低，南北高中间低洼。地表均为第四世纪沉积物所覆盖，

以黄棕壤土为主，土壤肥沃。大气降水丰沛，近30年年平均降水量为946毫米。地

形、地势有利于水源汇聚，过境水、地表水、地下水均较丰富，地下水埋藏较浅。

境内农作物有小麦、玉米、花生、水稻、芝麻等，主要以优质小麦、玉米为主。

（4）建筑风貌及土地概况 

   当前村民住宅绝大部分为二层砖混住宅，平、坡屋面共存形式，平房已经存量很

少，多存在于老年人居住。建筑立面造型简单，外墙做法大多局限于白水泥墙面、

外墙漆、瓷砖。汝南县土地总面积为1475平方公里，其中耕地面积119.5万亩，人均

1.4亩，每户住宅建设用地166.7平方米。 



（5）编制依据 

   河南省住房和城乡建设厅为了提高农村住房质量，改善村容村貌，提出结合当地气

候特征、地形地貌、民俗风情、文化传承、功能需求，传承当地传统民居风貌与建

筑特色，以及当地农村宅基地面积大小，编制多套不同建筑布局的农村住宅图集。 

（6）设计依据

   国家现行的有关法规规范: 

      《民用建筑设计统一标准》         （GB50352-2019）

      《住宅设计规范》                 （GB50096-2011） 

      《住宅建筑规范》                 （GB50368-2005） 

      《建筑设计防火规范》             （GB50016-2014）（2018版）

      《建筑抗震设计规范》             （GB50011-2001） (2008版) 



    《农村居住建筑节能设计标准》     （GB/T50824-2013）

     采用图集:省标12系列工程建设标准设计图集(建筑专业)。

（7）施工、验收  

   施工中应严格按国家现行施工质量验收规范施工和验收。



农村建筑总体的艺术风貌和建筑风格反映了当地居民的历史生活传统，

也是一种历史文化的传承。根据本地的特色：自然环境、历史条件、当地

的建筑材料等因地制宜。保持现有乡土特色的情况下充分彰显当地村民生

活的居住方式。

本地传统的农村住房以青砖红瓦、青砖青瓦为主。历史建筑造型多为

双坡屋面形式。本地传统民居的细部特点：檐口挑砖、山墙两侧挑砖开窗、

屋脊中部及两端的吻兽造型。现代建筑在传承中采用混凝土材料可塑性的

特点代替了挑砖展现挑檐的功能，既增强了建筑的外形美观性，也组织了

屋面的排水，对建筑的围护外墙起到了保护作用。

围墙、庭院大门及窗户的造型在设计中延续运用，适当简化处理应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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村庄乡土建筑：随着国家对工砖的禁止使用，也随着瓦匠手艺的失传，

近年来砖瓦房慢慢的淡出了人们的视线，河南民居随之也呈现越来越多的平

顶房，这种建筑外观更简洁，施工简单、快捷。 但在放热、防潮、防震方

面较差。更重要的是平顶房 缺少美感，大面积的建设，往往产生机械和单

调，更易审美疲劳。

根据走访汝南县和孝镇吕坡村、林楼村，留盆镇大余村、朱楼村等一些

本地具有历史传统特色的中式风格建筑。通过当地建筑的形体、色彩、组合

等综合地反应了当地的民风民俗。恰当的嵌入在设计的建筑内，适当优化本

地建筑的实用性、保持其独特性、发展其传统性,维护其整体性。成为区别

与其它地方的显著的标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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坚持“安全、实用、大方、经济、美观”的原则， 突出“以人为

本、节约集约、绿色环保、乡土特色”的理念，符合国家和地方有关

法律法规和节约资源、抗御灾害的规定。注重挖掘当地人文历史资源，

彰显汝南天中文化特色和民俗风情，注重色彩搭配合理和功能完善，

注重绿色建筑材料和新技术、新产品的推广应用，有利于展现生态宜

居的乡村风貌与新时代乡村发展建设的美好愿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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调研图片展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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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 农 村 住 房 图 集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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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 农 村 住 房 图 集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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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 、 农 村 住 房 图 集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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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 、 农 村 住 房 图 集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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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 、 农 村 住 房 图 集  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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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 、 农 村 住 房 图 集  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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八 、 农 村 住 房 图 集  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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九 、 农 村 住 房 图 集  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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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 、 农 村 住 房 图 集  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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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 一 、 围 墙 、 大 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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感谢您的耐心观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