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闽侯县农房建筑立面图集

 前 言

党的十九大提出实施乡村振兴战略，要求加快推进农业农村现代化，明确美丽乡村应按照产业兴旺、生态宜居、乡风文明、治理有效、生活富裕

的总要求进行建设，中央农村工作会议围绕实施乡村战略提出明确要求和具体部署。

为全面认真贯彻落实有关精神，全面落实《乡村振兴战略规划（2018-2022年）》、《农村人居环境整治三年行动方案》部署和全国实施乡村振

兴战略工作推进会议要求以及福建省住建厅《关于印发2019年农房建设管理工作要点的通知》（闽建办村函[2019]22号）、 《福建省住房和城乡建

设厅关于印发农房建筑风貌和质量安全管控任务清单的通知》 （闽建村[2021]1号）福州市城乡建设局《关于印发2019年农房建设管理工作要点的通

知》（榕建村[2019]37号）等文件的要求，以提升乡村建筑面貌、保障农房质量安全为目标，重点开展编制推广农房建设图集和整治提升既有农房

（裸房）等工作，闽侯县住房和城乡建设局委托福州市规划设计研究院集团有限公司编制《闽侯县农房建筑立面图集》（以下简称《图集》）。

《图集》重点围绕提升乡村建筑风貌、打造农房建设示范等要求，参考了《福建省美丽乡村建设指南》（2014）、《福州市村庄整治（美丽乡村）

建设导则》（2018）、《福建省村庄规划编制指南（试行）》（2019）、《福建村镇建筑地域特色》（2012）、《福建省村镇住宅通用图设计方案

集》 （2013）等有关资料，在继承了《福州市农房建设通用图集》成果集合的基础上，针对闽侯县的传统建筑特色风格进行了细化、深化。

《图集》作为闽侯县农房建设整体风貌管控的技术文件，适用于除甘蔗街道之外的其它乡镇的农房建设（含统规统建与零星建设）审批、管理工

作。其中，南屿镇、青口镇和白沙镇为省级历史文化名镇、竹岐乡半岭村、竹岐乡南洋村为省级传统村落，其农房风貌管控应按各自的保护规划要求

执行。特殊地块无法套用《图集》时需另行设计，应满足省厅农房户型“四项基本要求”，并满足闽侯县农房传统建筑风貌“七要素”管控要求。

由于各村情况千差万别，《图集》在编制过程中难免存在一些不足和缺漏，希望各乡（镇）在未来使用的程中注意总结经验，如发现需要修改和

补充之处，请将意见和有关资料寄往：福州市规划设计研究院集团有限公司（地址：福州市高新区海西园高新大道1号，邮政编码：350108），以便

修订时参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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闽侯县农房建筑立面图集

第一部分：农房建筑立面图集

第二部分：农房建筑风貌管控导则

第三部分：农房建筑抗震结构图

附件：专家意见及修改说明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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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部分：农房建筑立面图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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闽侯县农房建筑立面图集

一 、闽侯县农房建筑风貌分析

二、风貌分区

三、立面图集

四、户型设计图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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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注重经济适用
提倡选用传统建筑风貌特色及质感的各类贴面、涂料等经济耐用材料。

二、强调整体有序
强调整体有序的理念，禁止建筑占地过大，禁止建筑高度过高，整体色调力求素雅。

三、强调屋顶形式
屋顶尽可能采用“坡屋顶”或“平坡结合”，坡度以22度到30度为宜。对屋面的水箱、天
线等进行隐蔽处理，保证屋面整洁。

四、使用乡土材料
鼓励使用乡土材料，体现乡村原生韵味。

五、重视房前屋后
房前屋后的环境整治，清除垃圾杂物，拆除违章等乱搭乱盖，房前屋后空地种植瓜果树木。

 管控五大要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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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技术路线

现场调研、资料收集

风貌分析、归纳梳理

确定风貌分区及分类

提取元素、抽象设计

应用与分区应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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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闽侯县农房建筑风貌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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闽侯县地处福州市西南侧，东部、东南部与福州市、

长乐区相邻，西部、西南部与闽清、永泰县交界，南部

与福清市接壤，北部、东北部与古田、罗源县毗邻，总

面积2136平方公里。闽侯县地势西北高、东南低，闽

江流域从洋里、鸿尾、白沙起，向东至尚干逐渐平坦开

阔，为福州平原的一部分。土地总面积2136平方公里

（折 320.43万亩），是“七山一水二分田”的县份。

闽侯县现辖1个街道8镇6乡共321个村、社区（南

屿镇及上街的5个村由高新区托管）。闽侯历史悠久，

人文厚重，是千年古县，素称八闽首邑。闽侯山川秀丽，

生态优美。

 闽侯县地域概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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尚干镇

上街镇

南通镇

祥谦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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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现场调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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荆溪镇

竹岐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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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现场调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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廷坪乡

洋里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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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现场调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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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湖乡

小箬乡

鸿尾乡

 现场调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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青口镇

白沙镇

甘蔗街道

南屿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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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现场调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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白沙镇孔元村 竹岐乡里洋村

廷坪乡盘岭村 鸿尾乡里头村

福州市各地区建筑风貌形式丰富且各具特色，根据

《福州市农房建设通用图集》以及《福州市农村住房建筑

风貌管控导则》，福州农房建筑风貌按建筑材质与色系可

以分为6类，分别是：白墙建筑（灰白色系）、木构建筑

（灰褐色系）、青砖建筑（砖青色系）、红砖建筑（砖红

色系）、 石墙建筑（石材色系）、夯土建筑（土黄色系）。

闽侯县传统民居色彩以灰白色系、灰褐色系和土黄色

系为主。

上街镇侯官村 荆溪镇仁洲村

 闽侯县农房传统建筑风貌分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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色彩

灰黑 浅灰 木褐米灰深灰

灰白色系。白色、灰黑色、浅灰色、米灰色为主色调，木褐色为辅

助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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屋顶
闽侯县传统白墙建筑屋顶坡度平缓，常见悬山和硬山两种做法。

屋面材料多使用青瓦，呈灰黑色。

门窗、栏杆
传统农房的门窗和栏杆多为木质材质，表面不施油漆，造型简洁、

朴实无华。

墙身、勒脚
闽侯县传统农房墙面做法为以夯土为底粉墙。

整体色彩为灰白色系，风格较为素雅。

 闽侯县白墙风格建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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灰黑 米灰 木褐深褐深灰

色彩
灰褐色系。以木褐色、灰黑色、浅灰色为主色调，米灰色、深灰色

为辅助色。

屋顶
传统木构建筑屋顶坡度平缓，常见悬山和披檐两种做法，出檐较长。

屋面材料多使用灰瓦，呈灰黑色。

门窗、栏杆
传统木构农房的门窗以原木材质为主，为了通风采光，窗口为平开，

洞口较小。栏杆以直立方形木栏杆平行布局为主，造型简洁、朴实

无华。

墙身、勒脚
建筑整体以木构为主体结构，墙面为竖向木板相拼。

整体色彩为木褐色系，风格典雅。

 闽侯县木构风格建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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屋顶
闽侯县传统夯土建筑屋顶坡度平缓，有悬山与硬山两种做法，出檐

较长。

屋面材料多使用灰瓦，呈灰黑色。

封火山墙形式有马鞍形、人字形、几字形等，其高低起伏适应屋面

的坡度。

色彩

灰黑 土黄 米灰浅棕木褐

土黄色系。土黄色、浅棕色、灰黑色为主色调，米灰色、木褐色为

辅助色。

墙身
闽侯县传统夯土建筑墙面以夯土为主，也有以夯土为底的粉墙做法。

整体色彩为土黄色系，风格质朴。

传统夯土建筑勒脚多以大块毛石砌筑而成，起到防止雨水侵蚀墙体

的作用。

 闽侯县夯土风格建筑

门窗、栏杆

闽侯县传统农房的门窗和栏杆多为木质，表面不施油漆。

栏杆有美人靠、直立方形木栏杆平行布局、回字纹平行布局等多种

形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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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风貌分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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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风格二：浅米色风格

1.风格一：浅白色风格

 地域分布

主要适用于主要适用于廷坪乡、

洋里乡、大湖乡、小箬乡、鸿

尾乡。

主要适用于荆溪镇、竹岐乡、

祥谦镇。

南屿、青口、白沙为福建省历史文化名镇，其农房风貌管控应

按各自的保护规划要求执行。闽侯甘蔗街道为主城区；闽侯上街、

南通、尚干在福州主城区总体规划范围之内，也不在图集适用范围

之内。

因此图集适用的乡镇主要为廷坪乡、洋里乡、大湖乡、小箬乡、

鸿尾乡、荆溪镇、竹岐乡、祥谦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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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着现代社会快速发展，很多传统民居无法适应全新
的社会生活。设计旨在社会快速发展的背景下，对地域文
化进行继承与创新。结合传统文化的同时又融入了现代生
活和时代特征，在传统中寻求创新，在文化中谋求延续。

对于那些能够表现地域传统文化特色的元素，在设计
中大量运用“象征性”的处理手法对其进行转译，创新的
表达当地的传统事物。将地域文化在现代潮流中展示。

根据对闽侯传统建筑的调研，闽侯农房建筑风格主要
有两种形式：

一、浅白色风格

二、浅米色风格

村庄建筑风格的选择应根据村庄的特色分区及村庄建

设的定位进行选择，本着地域性、协调性、经济性以及乡

村性的四大原则，挑选合适的风格定位，避免千篇一律、

千村一面。

 建筑风格

浅白色风格方案一 浅白色风格方案二

浅米色风格方案一 浅米色风格方案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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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筑外观色、建筑单体色彩不

宜超过三种；主体应选用低纯度、

低明度的颜色，局部可用深色予以

点缀以丰富立面效果；慎用大面积

的过纯或过深的颜色。同栋、相邻

建筑之间应做到色彩协调，宜选用

同色系进行过渡或局部装饰，防止

整体色彩混乱。传统地方建筑周围

的建筑应采用低饱和度、高明度、

偏中性的色彩。

各个片区新房建设应契合当地

风貌，与村庄整体风貌相协调，建

立起乡村文化自信感、认同感，促

进地方文化景观性格回归。可通过

建筑的外墙、山墙、屋顶、勒脚、

门窗、色彩、材质等七要素强化对

地域特色的表达。

青瓦（灰黑） 毛石（深灰）

木材（深褐）

水泥漆（白色）

夯土（土黄） 条石（米灰）

木材（木褐）

仿青瓦（灰黑） 仿石涂料（灰）

石材板（灰） 壳灰（暖灰） 真石漆（浅灰）

杉木（褐）仿木（木褐）

真石漆（米黄）毛石（石灰）

 建筑色彩与材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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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立面图集

23



 浅白色风格方案一（独栋）

24
主要适用于荆溪镇、竹岐乡、祥谦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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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浅白色风格方案一（双拼）

主要适用于荆溪镇、竹岐乡、祥谦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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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浅白色风格方案一（独栋，造价较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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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要适用于荆溪镇、竹岐乡、祥谦镇。



 浅白色风格方案二（独栋）

主要适用于荆溪镇、竹岐乡、祥谦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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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浅白色风格方案二（双拼）

主要适用于荆溪镇、竹岐乡、祥谦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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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浅白色风格方案二（独栋，造价较低）

主要适用于荆溪镇、竹岐乡、祥谦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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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浅白色风格备选方案一

主要适用于荆溪镇、竹岐乡、祥谦镇。 34



 浅白色风格备选方案二

主要适用于荆溪镇、竹岐乡、祥谦镇。 3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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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浅米色风格方案一（独栋）

主要适用于主要适用于廷坪乡、洋里乡、大湖乡、小箬乡、鸿尾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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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浅米色风格方案一（双拼）

主要适用于廷坪乡、洋里乡、大湖乡、小箬乡、鸿尾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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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浅米色风格方案一（独栋，造价较低）

主要适用于主要适用于廷坪乡、洋里乡、大湖乡、小箬乡、鸿尾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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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浅米色风格方案二（独栋）

主要适用于廷坪乡、洋里乡、大湖乡、小箬乡、鸿尾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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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浅米色风格方案二（双拼）

主要适用于廷坪乡、洋里乡、大湖乡、小箬乡、鸿尾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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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浅米色风格方案二（独栋，造价较低）

主要适用于廷坪乡、洋里乡、大湖乡、小箬乡、鸿尾乡。



 浅米色风格备选方案一

主要适用于廷坪乡、洋里乡、大湖乡、小箬乡、鸿尾乡。 46



主要适用于廷坪乡、洋里乡、大湖乡、小箬乡、鸿尾乡。

 浅米色风格备选方案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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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户型设计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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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部分：农房建筑风貌管控导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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农村住房风貌管控指引应从两方面入

手，即乡村聚落单元的整体形态与建筑单

体的构成要素。其中，整体形态包括建筑

的风格与色彩、建筑轮廓和建筑空间布局；

建筑单体的构成要素包括屋顶、山墙、墙

体、门窗、勒脚、色彩及材质。

两方面的营造是统一同步的，“整体

把控，局部协调”应成为农村住房建筑风

貌管控的重要策略。

建筑风貌管控指引要素

屋
顶

山
墙

墙
体

门
窗

勒
脚

色
彩

 建筑风貌管控指引要素

材
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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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建设方案指引

 新建类建设指引：

占地：新建房屋每户占地（含房屋主体及附属设施）面积限额为80~120m²，面积浮动率上下不超过5%。

层数及面积：独栋式、联排式或并联式住宅不得超过3层，每户总建筑面积不得超过330m²，上下浮动率为5%。建设多层单元式住宅的，每户住宅建

筑面积不得超过200m²。

高度：建筑檐口高度不宜超过10米，其中一层层高建议为4米，第二、三层高度建议为3米。

间距和朝向：房屋前后间距与前方建筑高度比一般不低于1:1，相邻房屋山墙之间（外墙至外墙）的间距不低于4米。房屋宜朝南、朝南偏东或偏西布

置，宜后退村庄干路红线3米以上，后退支路红线1米以上。

立面：屋面造型应为坡屋面，主要外立面（主立面、山墙面）必须有装饰，风格应符合村庄风貌管控相关要求。

造价：具有传统特色风貌村庄的新建农房每平方米指导单价约为1500~2500元，普通村庄的新建农房每平方米指导单价约为1000~2000元。（以上价

格仅统计建安成本，不含房屋基础及内部装修）

整治类建设指引：

位于高速公路及高速铁路沿线、滨海景观带、乡村景观带沿线及其他对建筑风貌有较高要求的村庄，宜实施建筑外观整治。

造型：原有平屋面宜实施部分“平改坡”或挑檐装饰改造，选用结构轻、外观美、造价低、防灾害的结构类型。一层墙面底部应设置墙基，以保证外

墙耐久性与美观。

色彩：村庄应划定色彩分区并选取主色调，全村建筑色彩应协调，单栋房屋色彩主色不宜超过三种。主体墙面宜选用低纯度、高明度的颜色，同栋、

相邻房屋宜选用同色系进行过渡或局部装饰。

材料：优先选用经济耐用的本土材料。

装饰：在不改变房屋原有结构的同时保证墙体安全的情况下，根据农房外观实际情况，选用小型装饰构件进行立面简易装饰。

造价：具有传统特色风貌村庄的农房整治每平方米指导单价约为300~400元，普通村庄的农房整治每平方米指导单价约为150~250元。（以上价格仅

统计建安成本，不含内部装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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塑木板/条

饰面板可采用塑木板/条。

浅白色墙面
小青瓦 灰黑色树脂瓦

屋顶可使用青灰色陶土瓦
或灰黑色合成树脂瓦。

石材贴面 仿石涂料

墙基可使用石材面板或仿
石涂料，建议选用毛面石
材板。

灰瓦屋面

门窗造型

栏杆造型石材墙基

塑木装饰板

白色、灰白色水泥漆

墙面可采用白色水泥漆、
聚氨酯涂料或乳胶漆等。

铝合金门窗

门窗可使用铝合金或仿实
木材质。

仿实木门窗

铝合金仿木栏杆

栏杆可使用铝合金仿木材
质。

 浅白色风格方案一建筑元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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白色、灰白色水泥漆

墙面可采用白色水泥漆、
聚氨酯涂料或乳胶漆等。

仿腐木机架 镀锌方管机架

空调外机架可使用防腐木
或镀锌方管。

石材贴面 仿石涂料

墙基可使用石材面板或仿
石涂料。

小青瓦 灰黑色树脂瓦

屋顶可使用青灰色陶土瓦
或灰黑色合成树脂瓦。

铝合金门窗

门窗可使用铝合金或仿实
木材质。

铝合金仿木栏杆

栏杆可使用铝合金仿木材
质。

门窗造型

空调外机架

石材墙基

灰瓦屋面

门窗造型

栏杆造型

仿实木门窗

浅白色墙面

 浅白色风格方案二建筑元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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草泥灰 稻草漆

墙面可使用稻草（壳）漆、
草泥灰或真石漆涂料等。

浅米色墙面 小青瓦 灰黑色树脂瓦

屋顶可使用青灰色陶土瓦
或灰黑色合成树脂瓦。

实木门窗 铝合金门窗

门窗可使用仿木铝合金或
实木材质，建议选用铝合
金门窗。

铝合金仿木栏杆

栏杆可使用铝合金仿木材
质。

毛石

墙基可使用石材面板或真
石漆。

灰瓦屋面

门窗造型

栏杆造型

石材墙基

真石漆

真石漆

 浅米色风格方案一建筑元素

塑木板/条

饰面板可采用塑木板/条。

塑木装饰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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草泥灰 稻草漆

墙面可使用稻草（壳）漆、
草泥灰或真石漆涂料等。

浅米色墙面 小青瓦 灰黑色树脂瓦

屋顶可使用青灰色陶土瓦
或灰黑色合成树脂瓦。

实木门窗 铝合金门窗

门窗可使用仿木铝合金或
实木材质，建议选用铝合
金门窗。

铝合金仿木栏杆

栏杆可使用铝合金仿木材
质。

毛石

墙基可使用石材面板或真
石漆。

灰瓦屋面

门窗造型

栏杆造型石材勒脚

石材墙基

真石漆

真石漆

 浅米色方案二建筑元素



风格 效果图 要素 色彩 材料 质感

浅白色
风格

方案一

屋
顶

屋顶坡度平缓（坡度
以22度到30度为宜），
采用悬山屋顶或四面
坡屋顶。

主色：黑灰色 推荐选用厚度3mm以上
的烧结陶土瓦，可选
亚光灰色合成树脂瓦。

使用亚光材质，传
统、自然、细腻、
安全、耐久。

山
墙

山花：体现地方风貌
特征符号；
装饰线：体现当地特
色风貌材质线条

主色：米白、灰
白色系
装饰色：木褐色
系

山花可选用穿斗样式
仿木金属贴板；
装饰线可选用仿木色
金属装饰板或木褐色
墙砖、木褐色墙漆划
线。

自然、细腻、耐久，
表面光滑平整，转
角圆润。材质可依
据造价进行选用，
不得大面积选用亮
面材质。

墙
体

墙面体现当地风貌主
要色彩特征，不可选
用高纯度色彩；材质
可依据造价进行选用，
不得大面积选用亮面
材质。

主色：米白、灰
白色系
装饰色：木褐

可选用浅灰色石材干
挂或贴面、仿石贴面
砖贴面；
墙漆优先选用真石漆，
其次可选用水泥漆；
装饰可选用仿木褐色
金属贴面板。

自然、细腻、耐久，
表面光滑平整，转
角圆润。材质可依
据造价进行选用，
不得大面积选用亮
面材质。

门
窗

以简单实用为原则，
尽可能统一、协调。
可适当增加窗台、花
箱、窗套、门套等地
域装饰元素。

主色：木色系，
与窗户一致

仿实木褐色的塑钢或
金属门窗；
阳台栏杆、空调架建
议采用仿木褐色金属
材质。

玻璃干净、通透。
造型优美，操作灵
活，安全可靠。

勒
脚

勒脚提升防水和保护
墙体的作用。高度以
600~900mm为宜。

主色：青灰、花
灰色系

优先选用花岗岩贴面
其次选用板岩文化石
贴面，再次可选用真
石漆

规则或不规则拼贴、
接缝精美。表面自
然，带有传统感、
文化感、和历史感。

推荐效果图1

推荐效果图2



风格 要素 正面案例 负面案例

浅白色
风格

方案一

屋顶

山墙

墙体

门窗

勒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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风格 效果图 要素 色彩 材料 质感

浅白色
风格

方案二

屋
顶

屋顶坡度平缓（坡度
以22度到30度为宜），
采用悬山屋顶。

主色：黑灰色 推荐选用厚度3mm以上
的烧结陶土瓦，可选
亚光灰色合成树脂瓦。

使用亚光材质，传
统、自然、细腻、
安全、耐久。

山
墙

山花：体现地方风貌
符号；
装饰线：体现当地特
色风貌材质线条。

主色：米白、灰
白色系
装饰色：灰色系

山花可选用装饰砖或
石材雕花装饰；
装饰线可选用灰色装
饰砖贴面或灰色真石
漆划线。

自然、细腻、耐久，
表面光滑平整，转
角圆润。材质可依
据造价进行选用，
不得大面积选用亮
面材质。

墙
体

墙面体现当地风貌主
要色彩特征，不可选
用高纯度色彩；材质
可依据造价进行选用，
不得大面积选用亮面
材质。

主色：米色、浅
米、浅灰
装饰色：灰色系

可选用浅灰色石材干
挂或贴面、仿石贴面
砖贴面；
墙漆优先选用真石漆，
其次可选用水泥漆；
装饰可选用灰色装饰
砖贴面或灰色真石漆
划线。

自然、细腻、耐久，
表面光滑平整，转
角圆润。材质可依
据造价进行选用，
不得大面积选用亮
面材质。

门
窗

以简单实用为原则，
尽可能统一、协调。
可适当增加窗套、门
套等地域装饰元素。

主色：白色系、
灰色系
装饰色：深灰色

木色色或灰色的塑钢
或金属门窗；
阳台栏杆、空调架建
议采用灰色金属材质。

玻璃干净、通透。
造型优美，操作灵
活，安全可靠。

勒
脚

勒脚提升防水和保护
墙体的作用。高度以
600~900mm为宜。

主色：青灰、花
灰色系

优先选用花岗岩贴面
其次选用板岩文化石
贴面，再次可选用真
石漆。

规则或不规则拼贴、
接缝精美。表面自
然，带有传统感、
文化感、和历史感。

推荐效果图1

推荐效果图2



风格 要素 正面案例 负面案例

浅白色
风格

方案二

屋顶

山墙

墙体

门窗

勒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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风格 效果图 要素 色彩 材料 质感

浅米色
风格

方案一

屋
顶

屋顶坡度平缓（坡度
以22度到30度为宜），
采用悬山屋顶或四面
坡屋顶。

青灰色系 推荐选用厚度3mm以上
的烧结陶土瓦，可选
亚光灰色合成树脂瓦。

使用亚光材质，传
统、自然、细腻、
安全、耐久。

山
墙

山花：体现地方风貌
特征符号；
装饰线：体现当地特
色风貌材质线条

主色：土黄色系
装饰色：木褐色
系

山花可选用穿斗样式
仿木金属贴板；
装饰线可选用仿木色
墙砖，或真石漆划线。

自然、细腻、耐久，
表面光滑平整，转
角圆润。材质可依
据造价进行选用，
不得大面积选用亮
面材质。

墙
体

墙面体现当地风貌主
要色彩特征，不可选
用高纯度色彩；材质
可依据造价进行选用，
不得大面积选用亮面
材质。

主色：土黄色系
装饰色：木褐色
系

可选用浅灰色石材干
挂或贴面、仿石贴面
砖贴面，墙漆优先选
用真石漆，其次可选
用水泥漆。
装饰线可选用仿木色
墙砖，或真石漆划线。

自然、细腻、耐久，
表面光滑平整，转
角圆润。材质可依
据造价进行选用，
不得大面积选用亮
面材质。

门
窗

以简单实用为原则，
尽可能统一、协调。
可适当增加窗台、花
箱、窗套、门套等地
域装饰元素。

主色：木褐色系 窗框木褐色的塑钢或
金属门窗；
阳台栏杆、空调架建
议采用仿木色金属材
质。

玻璃干净、通透。
造型优美，操作灵
活，安全可靠。

勒
脚

勒脚提升防水和保护
墙体的作用。高度以
600~900mm为宜。

青灰、花灰色系 优先选用花岗岩贴面
其次选用板岩文化石
贴面，再次可选用真
石漆。

规则或不规则拼贴、
接缝精美。表面自
然，带有传统感、
文化感、和历史感。

推荐效果图1

推荐效果图2



风格 要素 正面案例 负面案例

浅米色
风格

方案一

屋顶

山墙

墙体

门窗

勒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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风格 效果图 要素 色彩 材料 质感

浅米色
风格

方案二

屋
顶

屋顶坡度平缓（坡度
以22度到30度为宜），
采用悬山屋顶或四面
坡屋顶。

青灰色系 推荐选用厚度3mm以上
的烧结陶土瓦，可选
亚光灰色合成树脂瓦。

使用亚光材质，传
统、自然、细腻、
安全、耐久。

山
墙

山花：体现地方风貌
特征符号；
装饰线：体现当地特
色风貌材质线条

主色：土黄色系
装饰色：木褐色
系

山花可选用穿斗样式
仿木金属贴板；
装饰线可选用仿木色
墙砖，或真石漆划线。

自然、细腻、耐久，
表面光滑平整，转
角圆润。材质可依
据造价进行选用，
不得大面积选用亮
面材质。

墙
体

墙面体现当地风貌主
要色彩特征，不可选
用高纯度色彩；材质
可依据造价进行选用，
不得大面积选用亮面
材质。

主色：土黄色系
装饰色：木褐色
系

可选用浅灰色石材干
挂或贴面、仿石贴面
砖贴面，墙漆优先选
用真石漆，其次可选
用水泥漆。
装饰线可选用仿木色
墙砖，或真石漆划线。

自然、细腻、耐久，
表面光滑平整，转
角圆润。材质可依
据造价进行选用，
不得大面积选用亮
面材质。

门
窗

以简单实用为原则，
尽可能统一、协调。
可适当增加窗台、花
箱、窗套、门套等地
域装饰元素。

主色：木褐色系 窗框木褐色的塑钢或
金属门窗；
阳台栏杆、空调架建
议采用仿木色金属材
质。

玻璃干净、通透。
造型优美，操作灵
活，安全可靠。

勒
脚

勒脚提升防水和保护
墙体的作用。高度以
600~900mm为宜。

青灰、花灰色系 优先选用花岗岩贴面
其次选用板岩文化石
贴面，再次可选用真
石漆。

规则或不规则拼贴、
接缝精美。表面自
然，带有传统感、
文化感、和历史感。

推荐效果图1

推荐效果图2



风格 要素 正面案例 负面案例

浅米色
风格

方案二

屋顶

山墙

墙体

门窗

勒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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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部分：农房建筑抗震结构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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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附件：评审会专家组意见及修改说明
文件名称 《闽侯县农房建筑立面图集》评审会专家意见

反馈日期 2021年4月1日

反
馈
意
见

1、根据闽侯县各乡镇传统风貌特征及建设管控要求，进一步分区梳理管控细
则，为农房建筑审批提供依据。
2、进一步推敲立面图集的屋顶、墙身等细部设计，强调地方特色，明确坡屋
顶覆盖率及材料特质，墙身、山墙装饰可简化，提炼传统元素，要有结构逻
辑关系。
3、所有材质肌理、色彩要体现乡村感，不宜选取光亮材料及鲜艳色彩。
4、进一步优化户型设计,在满足省厅四项基本要求的基础上，完善功能布局。

专家意见修改对照说明

序号 意见与建议 修改说明

1

根据闽侯县各乡镇传统风貌特
征及建设管控要求，进一步分
区梳理管控细则，为农房建筑
审批提供依据。

采纳。对图集适用范围进行了调整，提供了2种主要
风格，主要适用于廷坪乡、洋里乡、大湖乡、小箬
乡、鸿尾乡、荆溪镇、竹岐乡、祥谦镇。并文字说
明了应根据实地情况进行农房类型选择。

2

进一步推敲立面图集的屋顶、
墙身等细部设计，强调地方特
色，明确坡屋顶覆盖率及材料
特质，墙身、山墙装饰可简化，
提炼传统元素，要有结构逻辑
关系。

采纳。对立面图进行了优化和简化。并文字说明了
屋顶覆盖率及材料特质。

3
所有材质肌理、色彩要体现乡
村感，不宜选取光亮材料及鲜
艳色彩。

采纳。增加了主要节点参考做法。增加了色彩、选
材等方面负面案例，详见成果文本。

4

进一步优化户型设计,在满足省
厅四项基本要求的基础上，完
善功能布局。

采纳。对户型的尺度进行了优化。并且增加省厅推
荐户型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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