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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    言  
根据建设部建标[1997]108 号文的要求 对 住宅建筑模数协调标准 (GBJ100

87)进行修订 本标准编制组在广泛调查研究 认真总结实践经验 参考有关国际

标准和国外先进标准 并充分征求意见的基础上 制定了本标准  

本标准的主要技术内容是:1.总则 2.术语 3.定位坐标与优先尺寸 4.公差与配

合 5.模数网格 6.模数协调的应用 对原 住宅建筑模数协调标准 的砖混结构模

数协调 大板结构模数协调等章节 条文的编制内容和编制方法全面修订 并相应

编制了术语 公差配合和模数网格及应用的条文 编制过程中重点贯彻对国际 ISO

标准的应用 并结合中国目前的具体应用情况增加了一些实际应用的条文  

本标准由中国建筑技术研究院负责具体解释 本标准在执行过程中如发现需要

修改和补充之处 请将意见和有关资料寄送中国建筑技术研究院居住建筑与设备研

究所(北京市西外车公庄大街 19 号 邮政编码 100044)  

主编单位:中国建筑技术研究院 

参加单位:上海市工程建设标准化委员会 

主要起草人:开  彦 仲继寿 靳瑞冬 赵冠谦 姚国华 班焯 王勤芬 彭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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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总    则  
1.0.1 为推进住宅产业现代化 实现建筑产品和部件的尺寸及安装位置的模数协调

制定本标准  

1.0.2 本标准适用于: 

1 制定住宅建筑设计中的建筑 结构 设备 电气等专业技术文件及它们之间

的尺寸协调原则  

2 确定住宅建筑中所采用的部件或组合件(如设备 家具 装饰制品)等需要协

调的尺寸  

3 编制住宅各功能部位 如厨房 卫生间 隔墙 门窗 楼梯等专项模数协调

标准  

1.0.3 模数协调的目的: 

1 实现住宅建筑的设计者 制造业者 经销商 建筑业者和业主等人员之间的

生产活动互相协调  

2 能对建筑各部位尺寸进行分割 并确定各部件的尺寸和边界条件 使部件规

格化 又不限制设计自由  

3 优选某种类型的标准化方式 达到使用数量不多的标准化部件 建造不同类

型的住宅建筑  

4 能使建筑部件标准尺寸的数量达到优先化  

5 促进部件的互换性 使部件的互换与其材料 外形或生产方式无关  

6 采用合理化的力法定位 吊装和组装部件 以简化施工现场作业  

7 协调住宅设备及部件与相应功能空间之间的尺寸  

1.0.4 模数协调标准可在一个或几个功能部位先期运用 后期应用部位应服从先期

应用部位的边界条件  

1.0.5 住宅建筑模数协调设计 除执行本标准的规定外 尚应符合现行的有关国家

标准的规定  



 

   

 
 

2 术    语  
2.0.1 模数协调 modular coordination 

应用基本模数或扩大模数的方法实现尺寸协调  

2.0.2 部件 element 

房屋功能的组成部分 由建筑材料或建筑制品构成 在一个以上方向的协调尺

寸符合模数的部件称为模数部件  

2.0.3 组合件 component 

作为一个独立单位的建筑制品 在长 宽 高三个方向有规定尺寸 在一个以

上方向的协调尺寸符合模数的组合件称为模数组合件  

2.0.4 基准面 datum plane 

部件或组合件按模数要求设立的参照面 包括为安装和建造的需要而设立的面

根据这一参照面 进行一个部件(组合件)与另一个部件(组合件)之间的协调  

2.0.5 安装基准面 erection datum plane 

为部件或组合件的安装及建造而设立的基准面  

2.0.6 辅助基准面 sub-datum plane 

在基准面之间根据需要设置的其他基准面  

2.0.7 基准线 datum line 

两个以上基准面的交线或其投影线  

2.0.8 基准点 datum point 

两个以上基准线的交点或其投影的点  

2.0.9 调整面 coordination face 

为使部件或组合件相互关联而设立的并形成外形的面  

2.0.10 优先尺寸 preferred size 

从模数数列中事先排选出的模数或扩大模数尺寸  



 

   

2.0.11 公差 tolerance 

部件或组合件在制作 放线或安装时的允许误差的绝对值  

2.0.12 制作公差 manufacturing tolerance 

部件或组合件在生产制作时与制作尺寸之间的允许偏差  

2.0.13 安装公差 erection tolerance 

部件或组合件安装时 基准面或基准线之间的允许偏差  

2.0.14 位形公差 performance tolerence 

在力学 物理 化学等作用下部件或组合件所产生的位移和变形的允许偏差  

2.0.15 连接空间 joint space 

部件或组合件安装时 为保证与相邻部件或组合件之间的连接所需要的最小空

间  

2.0.16 装配空间 assembly space 

部件或组合件定位时 部件或组合件的实际制作面与安装基准面之间产生的自

由空间  

2.0.17 模数层高 modular storey hight 

连续两层楼板的模数定位基准面之间的垂直尺寸(图 2.0.19)  

2.0.18 模数室内高度 modular room hight 

一个层高内楼面模数定位基准面与装修后顶棚模数定位基准面之间的垂直尺寸

(图 2.0.19)  

2.0.19 模数楼盖高度 modular floor hight 

楼盖的楼面模数定位基准面与该楼板下顶棚模数定位基准面之间的垂直尺寸(图

2.0.19)  

2.0.20 模数网格 modular grid 

由正交的网格基准线构成 它的各条连续线(面)之间的距离等于基本模数或扩大

模数 模数网格在二个方向上的扩大模数值可以是不一样的(图 2.0.20)  

2.0.21 模数空间网格 modular space grid 

排列成相等距离的基本模数或扩大模数的三维垂直坐标基准体系 空间网格在 



 

   

 

三个方向上的扩大模数值可以是不一样的(图 2.0.21)  

2.0.22 网格中断区 zone of grid 

模数网格平面之间的一个间隔 网格中断区可以是模数的 也可以是非模数的(图

2.0.22)  



 

   

 



 

   

 
 

3  定位坐标与优先尺寸  
3.1 定位坐标  

3.1.1 确定定位坐标及尺寸时 对每一个部件或组合件的位置都被认为是位于由正

交的基准面(线)所确定的空间内 如部件或组合件指定的模数空间 该空间内包含了

用于接头和允许的尺寸误差所必需的空间(图 3.1.1) 在同一住宅平面上 可同时具

有多个定位坐标系 这些坐标系的水平方向不一定非得平行 其原点也不一定非得

重合  

 

3.1.2 部件的定位可采用中心线定位法(图 3.1.2-1)和界面 

 



 

   

定位法(图 3.1.2-2) 为保证部件互换性和位置互换性 满足功能要求 可采用不同的

定位方法或混合定位方法 以取得经济和有效的结果  

 

3.2 基准面  

3.2.1 部件或组合件基准面的确定 应满足模数协调的要求  

3.2.2 对部件或组合件相互关联 应根据与安装基准面的相对位置关系分别设立部

件或组合件的调整面(图 3.2.2)  

 



 

   

3.2.3 两个以上的基准面 原则上应相互平行或者正交 斜交时应标出基准面之间

夹角的大小  

3.2.4 两个基准面之间的距离应符合模数尺寸的要求 应统一同一功能部位部件基

准面的确定方法(图 3.2.4)  

 

3.3 安装基准面  

3.3.1 部件或组合件的安装应根据设立的安装基准面来进行  

3.3.2 相互平行的安装基准面的位置 应以其中一个安装基准面为基准 并按与它

的距离确定其余安装基准面的位置(图 3.3.2)  

 
3.3.3 根据需要 两个安装基准面之间可插入辅助基准面 辅助基准面应在安装基

准面确定后再设立(图 3.3.3)  

3.3.4 部件或组合件的位置应由部件或组合件基准面上的线或 



 

   

 

点与安装基准面之间的距离来确定 应以模数标志尺寸为基础来确定部件或组合件

的尺寸(图 3.3.4)  



 

   

 



 

   

 
 

3.4 优先尺寸  

3.4.1 应选用部件中通用性强的尺寸关系 并应指定其中几种尺寸系列作为优先尺

寸 其他部件的尺寸 应与已选定部件的优先尺寸关联配合 优先尺寸应适用于部

件或组合件基准面之间的尺寸  

3.4.2 外墙厚度优先尺寸系列宜为:100 150 200 250 300  

3.4.3 内墙厚度优先尺寸系列宜为:50 60 80 100 150 200  

3.4.4 层高优先尺寸系列宜为:20M 30M 间隔 1M  

3.4.5 室内高度优先尺寸系列宜为:20M 28M 之间 间隔 1M  

3.4.6 对采用平面布局以及部件或组合件基准面之间的优先尺寸 可加以分解和组

合 使它仍成为优先尺寸  



 

   

 
 

4 公差与配合  
4.1 部件的尺寸  

4.1.1 部件标志尺寸应由部件安装互换性决定 并宜按优先尺寸提出 可列为部件

或组合件等的代号名称  

4.1.2 部件的制作尺寸应考虑安装的误差并根据标志尺寸决定 预先假设的制作完

毕后的面 称为制作面  

4.1.3 部件的实际尺寸应满足基本公差规定的要求  

4.2 基本公差  

4.2.1 部件或组合件在加工或装配时 会在一个方向或几个方向上产生偏差 应对

部件或组合件做出基本公差的规定  

4.2.2 部件或组合件的基本公差 应选择下列数值: 

主要数值: 10 16 24 40 60 100  

中间数值: 12 20 30 50 80  

4.2.3 常用基本公差且不受部件尺寸影响的基本公差 可选择下列数值: 

0.5 1 2 3 5 8 12 20 30 50(mm) 

4.2.4 尺寸的测定应以能测到测量精度相对应公差的 1/5 的测量方法进行  

4.3 公差与配合  

4.3.1 部件的安装位置与基准面之间的距离 应满足公差与配合的状况(图 4.3.1)

大于或等于连接空间尺寸并且小于或等于制作公差 安装公差 位形公差和连接空

间的总和  

4.3.2 根据功能部位 材料 加工等因素选定公差 在必要的精度范围内 宜选用

大的基本公差  



 

   

 

4.3.3 当确定的公差处于数值的中间时 要从技术上 经济上的因素考虑选择与此

数值接近的尺寸  



 

   

 
 

5 模  数  网  格  
5.1 分类模数网格  

5.1.1 模数网格分为基本模数网格 扩大模数网格和分模数网格 可根据不同的使

用条件和要求以及部件的尺寸等因素选定相应的模数网格  

5.1.2 单线网格和双线网格的选用应符合下列原则: 

1 单线网格常被用于中心线定位法中 由于板状部件厚度的因素 使部件种类

增多(图 5.1.2a)  

2 单线网格也被用于界面定位法中 同样由于板状部件厚度的因素 部件不能

排成一条线 或需增加部件的种类(图 5.1.2b)  

3 双线网格被用于界面定位法中 具有部件的包容性 可使部件种类减少 且

易于直线排列 但部件的位置互换性会受到限制 设计自由度降低(图 5.1.2c)  

4  双线网格和单线网格也可混合应用 从而增大部件的互换性和位置的互换性

(图 5.1.2d)  

5.1.3 结构网格和装修网格的选用应符合下列原则: 

1 结构网格由结构参数决定 一般采用扩大模数 nM 优先参数为 6M 模数系

列  

2 装修网格由内部部件的重复量和大小决定 宜采用 nM 优先参数为 3M

管道设施可采用 M/2 M/4 和 M/5  

5.2 模数网格的协调  

5.2.1 由于部件(柱 墙 板)厚度的因素 可采用双线网格的界面定位法 保障每

一个部件的领域范围符合模数 达到结构网格和装修网格的协调性  



 

   

 



 

   

5.2.2  模数网格的中断区可用来调整两个或两个以上模数网格之间的关系 (图

5.2.2)  

5.3 模数空间和非模数空间  

5.3.1 由于部件尺寸不一定符合模数 根据基准面(线)安装定位后 会产生模数空

间和非模数空间 应根据下列原则处理模数空间和非模数空间: 

1 需要装配并填满模数化部件的空间 应优先保证为模数空间  

2 不需要填满或不严格要求填满模数化部件的空间 可以是非模数空间  

3 当模数化部件必须填满非模数化空间时应留出技术尺寸空间  

5.3.2 在模数化装配空间中 先装配的部件应为下道工序留有模数空间 尚待完成

的下道工序的空间宜为模数空间  

5.3.3 厨房 卫生间均是具有多道工序的空间 此部分空间应满足下道工序安装各

类部件或组合件的模数空间要求  

5.3.4 当对应的模数空间网格中断区的数量不一致时 其中多出的一个空间应处理

为非模数空间  

5.4 垂直方向的网格与中断区  

5.4.1 住宅建筑沿高度方向的部件或组合件应根据不同条件选用模数网格确定基准

面  

5.4.2 楼板的厚度应包括在两个对应的基准面之间 由于楼板厚度的非模数因素不

能占满模数空间时 余下的空间宜作为技术占用空间(图 5.4.2)  

5.4.3 楼层的基准面可定在结构面(顶面或底面)上 也可定在装修面(楼面装修面和

顶棚表面)上 应根据部件安装的工艺 顺序和功能要求确定  



 

   

 

5.5 装修面的定位  

5.5.1 为满足下道工序模数空间的要求 装修面的厚度应包含在部件的厚度之内

此时装修面的厚度应预先作出假设  

5.5.2 外墙部分的保温层的厚度 应包含在外墙部件的厚度之内 保温层的厚度

可以是模数的 也可以是非模数的  



 

   

 
 

6 模数协调的应用  
6.1 模数协调的内容  

6.1.1 模数协调宜包括下列内容: 

1 应用模数数列调整住宅建筑及部件或组合件的尺寸关系 减少 优化部件或

组合件的尺寸 种类  

2 部件或组合件与基准面关联到一起时 能明确各部件或组合件的位置 使设

计 制造 销售及安装等各个环节的配合简单 明确 达到高效率和经济性  

6.2 模数网格的设置  

6.2.1 以基准面定位的主体结构 其内部空间可以采用模数装修网格来表示 模数

装修网格和主体结构尺寸没有直接的联系  

 



 

   

当主体结构尺寸和模数装修网格不一致时 允许装修网格被分隔为几个空间 模数

结构网格和模数装修网格 不同尺寸模数网格宜适当叠加设置(图 6.2.1)  

6.2.2 部件或组合件的安装基准面不一定与模数网格一致 根据部件的安装与功能

允许设计网格位移或在一部分区域设置另一种网格  

6.3 主体结构的定位  

6.3.1 主体结构的定位方法分中心线定位法和界面定位法 制作面定位属于界面定

位法的一种特殊情况(图 6.3.1)  

 

6.3.2 当主体结构部件的定位与安装和非主体结构部件的连接与安装要求同时满足

基准面定位的要求时 主体结构墙体的厚度应符合模数尺寸的要求 中心线定位和

界面定位可叠加为同一模数网格(图 6.3.2)  

6.3.3 在主体结构的安装基准面定位时 应预先考虑装修面的厚度和结构部件表面

的误差 并宜采用技术尺寸的原则处理主体结构的厚度(图 6.3.3)  



 

   

 

6.4 部件的安装  

6.4.1 对于柱子类部件的安装 宜采用中心线定位法 柱子间设置的隔墙 一般也

采用中心线定位法 当隔墙的一侧或二侧要求模数空间时应采用界面定位法  



 

   

6.4.2 对于板状部件的安装 可采用中心线定位法或界面定位法 应根据多个部件

汇集安装时的方法确定 要使多个部件能汇集安装在一条线上 宜采用界面定位法(图

6.4.2)  

 

6.4.3 对于同一工种 属于下道工序安装的部件可按安装基准面定位 也允许直接

以制作面定位(图 6.4.3)  

 



 

   

 

 

6.5 安装接口  

6.5.1 制作尺寸应符合下列原则: 

1 设定安装基准面 并根据安装基准面确定部件的制作尺寸 制作公差和安装

公差  

2 部件的实际尺寸宜小于制作尺寸 制作公差应控制在规定的公差范围之内

设计时应预先将制作公差值(余量)计算出来(图 6.5.1)  

 

6.5.2 相邻两个或两个以上部件或组合件的安装接口应符合下列原则: 

1 安装接口具备坚固 安全和美观的要求  

2 连接件安装牢固 耐久  

6.6 部件领域的不侵犯性  

6.6.1 部件安装时原则上不得侵犯指定领域的部件基准面 在两个或两个以上部件

安装时 下道工序的安装基准面以上道工序的安装基准面或调整面为准(图 6.6.1)  

6.6.2 当部件的一部分凸出到基准面外部进行接口安装时 其 



 

   

 

基准面或调整面的位置应后退 并应保持相当于制作公差的尺寸(图 6.6.2)  

 

6.7 连接空间与严密安装  

6.7.1 后施工的部件应负责填补连接空间(也称空隙) 先施工的部件不得侵犯后施

工部件的领域 施工完成面也不得越过基准面(图 6.7.1)  

6.7.2 大而重且不易加工的部件应先施工 没有安装公差的部件应先施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