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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批准发布

看守所建筑设计规范 的通知

建标 号

各省 自治区 直辖市建委 建设厅 公安厅 局 计划单列

市建委 公安局 新疆生产建设兵团 国务院有关部门

根据 公安部 年行业标准制 修订计划 公技临

号 要求 由公安部监所管理局主编的 看守所建筑

设计规范 经审查 批准为强制性行业标准 编号

自 年 月 日起施行 原标准 看守所建筑标准

同时废止

本规范由公安部监所管理局负责管理和具体解释 公安部监

所管理局组织内部印发

中华人民共和国建设部

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安部

年 月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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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 言

根据公安部公技监 号文 公安部 年行业标

准制 修订计划 的要求 规范编制组在广泛调查研究 认真总

结实践经验 并在广泛征求意见的基础上 对原 看守所建筑标

准 试行 进行了全面修订后 形成本规范

本规范的主要技术内容是 总则 术语 选址和

总平面布局 建筑设计 监室环境和建筑设备等

修订的主要技术内容是 增加了看守所建筑设计的基本

要求和基本原则 增加了术语一章 对选址和总平面布局

作了大量修订补充 对监室层高 门窗 送饭孔 建筑构造

防护网和警戒岗楼围墙等条文进行了修订 增加了监室类型 监

室床铺 技术用房 讯问室 律师会见室和在押人员家属会见室

的设计要求等

本规范由公安部监所管理局归口管理并负责具体解释

本规范主编单位 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安部监所管理局

本规范主要起草人 杜山 王耀群 温竹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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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 次

总则

术语

选址和总平面布局

选址

建筑分区和总平面设计

监区

行政办公区

留所服刑罪犯劳动区

武警营房区

通道

建筑朝向

绿化

建筑设计

监室

监室门窗

监房通道

监房建筑构造

讯问室 律师会见室和在押人员家属会见室

技术用房

岗楼 监区围墙

监室环境和建筑设备

监室环境

电器设施

给排水设施

采暖设施

本规范用词说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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总 则

为规范看守所建设 使看守所建筑设计符合 坚固定全 方

便管理 功能齐全 体现文明 的基本要求 制定本规范

本规范适用于看守所的新建 改建和扩建工程的建筑设

计

看守所建筑应根据建设规模 管理模式的要求和基地环境

及气候条件 因地制宜地设计 并与当地社会经济发展水平和城市

规划要求相适应 做到全面规划 合理布局 经济适用

看守所建筑设计除应符合本规范处 尚应符合国家现行有

关强制性标准的规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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术 语

看守所

羁押依法被逮捕 刑事拘留的犯罪嫌疑人 被告人和留所服刑

罪犯 以下统称在押人员 的机关

监区

看守所内关押在押人员 依法实施武装警戒的区域

监室

在押人员起居用房

监房

由监室 室外活动场 管理通道和巡视道组成的建筑单元

管理通道

监房内用于收押 提讯在押人员和提供在押人员生活保障等

管理工作的通道

巡视道

供民警对监室和室外活动场进行巡逻观察的通道

主通道

监房之间 监房与其他附属用房之间的封闭式连接通道

室外活动场

监区内用于在押人员室外活动的有防护设施的固定场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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选址和总平面布局

选 址

看守所选址应符合下列条件

水电 交通 通讯便利 地势较高的地带

与各种污染源 易燃易爆危险品 高噪声 高压电线和无线

电干扰的距离应符合国家有关防护距离的规定

避开高层建筑 繁华商业区 居民稠密区及外事活动场所

建筑分区和总平面设计

看守所建筑根据看守所工作环节和建筑功能 应分为监

区 行政办公区 留所服刑罪犯劳动区和武警营房区

总平面布局应做到功能明确 联系方便 监区应置于看守

所中央部位 监区围墙外应设有 警戒区 其他功能区均应毗邻

监区 行政办公区应置于看守所出入口处

监 区

监区必须设置围墙 警戒岗楼 监区内建筑应包括监室

含卫生间 室外活动场 禁闭监室 留所服刑罪犯监室及其活动

室 含文化教育室 在押人员伙房 物品储藏室 图书室 浴室 医

务室 看守民警值班室 管教办公室 谈话室 技术控制室等

设计关押容量 人以上的看守所 在押人员伙房 技术

控制室可设在监区外

严寒和寒冷地区看守所的采暖锅炉房不得设在监区内

监区建筑各部分的连接应设置封闭通道 并用防护门分

隔 巡视通道应形成网络 并便于分区巡视 管理通道以直线布置

为宜 避免死角 看守民警值班室应面对管理通道 按套间设置 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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理半径不宜超过 技术控制室必须设置在较隐蔽 在押人员接

触不到的位置 留所服刑罪犯监室及其活动室应单独设置 并加

以隔离

监区宜只设置一个出入口 设计容量 人以上的看守

所 可增设一个紧急出入口 监区出入口不得直接面对看守所出

入口

监区建筑间距应满足通风 日照和防火要求 不得低于当

地住宅间距的规定 且不得小于 监区建筑与监区围墙间距

不得小于

行 政 办 公 区

行政办公区建筑应包括所领导办公室 内勤文印室 档案

室 职能部门办公室 驻所检察室 接待室 会议室 收押检查室 在

押人员财物保管室 讯问室 律师会见室 在押人员家属会见室 通

讯室 电教室 警械武器库 专业技术用房 民警备勤宿舍 食堂 文

娱活动室 传达室 发配电房 车库 仓库 浴室 小卖部等

设计关押容量 人以上的看守所收押检查房 在押人员

财物保管室 讯问室 律师会见室可设在监区内

行政办公区建筑布局应根据各类用房的功能要求分类集

中设置 并与道路 绿化统筹规划设计

收押检查室应置于警戒线处 毗邻监区出入口 按套间设

置 并具备收押登记 犯罪信息采集 安全检查和健康检查等功能

讯问室 律师会见室 在押人员家属会见室必须设置封闭

隔离通道 使外来人员与在押人员各行其道 确保在押人员不出警

戒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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留所服刑罪犯劳动区

留所服刑罪犯劳动区建筑应包括劳动用房 仓库 卫生间

含盥洗室 看守民警值班室等 并设置围墙等警戒设施

设计关押容量 人以下的看守所的留所服刑罪犯劳动

场所可设在监区内 但必须隔离设置

武 警 营 房 区

武警营房区建筑应包括营房 哨兵室 勤务值班室和军事

训练等设施 建筑布局应方便值勤和内务管理

通 道

看守所主通路应与城市公路相连接 各功能区均应设有能

通行机动车辆的道路

监区内应设置环型消防车道 行政办公区应设置停车场

进入监区的通道净宽不得小于

建 筑 朝 向

看守所建筑应符合当地最佳建筑朝向

绿 化

看守所绿化总面积应符合当地城市绿化的规定

监区及警戒区内不得种植高大树木

行政办公区 武警营房区的建筑物前后和道路两侧应种植

树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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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 筑 设 计

监 室

监室 含卫生间 面积应根据监室类型确定 监室应分为

普通监室 特殊监室 留所服刑罪犯监室和禁闭监室 普通监室人

均使用面积不得小于 含铺位面积 设计关押容量每

间 人 特殊监室人均使用面积不得小于 设计关押容

量每间 人 留所服刑罪犯监室人均使用面积不得大于普通

监室的指标 设计关押容量每间 人 禁闭监室每

人设置一间 使用面积不得大于

监室层高应根据气候条件确定 严寒和寒冷地区监室净

高不宜低于 夏热冬冷地区监室净高不宜低于 夏热冬暖地

区监室净高应控制在

监室卫生间应与床铺隔离 并做局部遮掩 设置水冲式便

器和盥洗设施 使用面积

监室内设置床铺 普通监室为通铺 距室内地坪高度为

用厚度不小于 的木板连体铺设 并作防腐处

理 固定在地垅上 地垅间距不得大于 地垅两端设带防护

网的通风孔 特殊监室设置固定式铁木床 留所服刑罪犯监室可设

置双层床

室外活动场应与监室连体设置 预部加装钢筋防护网 网

顶高度为 人均占有面积不得小于

监 室 门 窗

通往管理通道的监室门须两层设置 分别为铁栅门和钢板

门 并设置门锁 钢板门上应设观察窗 通往室外活动场的监室门

单层设置 监室门高为 门宽为 监室门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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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必须由民警控制

监室前后墙应设置监窗 并应符合巡视观察和通风采光的

要求 监窗开并必须由民警控制

监室靠管理通道一侧墙体上应设置加装铁门的送饭孔和

送开水孔 孔净尺寸为 高度距地坪

监 房 通 道

监房主通道净宽不得小于 管理通道净宽不得小于

监室毗邻室外活动场一侧设置巡视道并形成网络 净宽不

得小于

监房建筑构造

墙体应符合下列要求

监房墙体应采用强度不得小于 砖 石和 的水泥砂浆

满浆砌实 监室地坪以上 用 水泥砂浆粉刷墙裙 以上部

分作吸音处理 监室内墙的阴阳角做弧形 监室外包墙

厚度不得小于 其余墙体厚度不得小于

地坪应符合下列要求

基层分层夯实 加浇 混凝土层厚不得小于 并用

水泥砂浆加 胶或无砂水泥砂浆找平抹面或做现浇水磨石

面层

防护网应符合下列要求

监室门窗 室外活动场顶部和其他孔洞必须安装防护网 防

护网的机械强度 不得采用小于直径 热轧圆钢 间距不得大

于 接点须双面点焊 防护网顶四周边缘深入墙体

不得少于 并用混凝土固定

讯问室 律师会见室和在押人员家属会见室

讯问室 律师会见室和在押人员家属会见室应分别设门



中
国
建
筑
资
讯
网
  
  
WW
W.
SI
NO
AE
C.
CO
M

工程建设标准全文信息系统

工程建设标准全文信息系统

供在押人员和外来人员分别出入 并应设置在押人员专用的固定

式坐椅

讯问室应用金属防护网分隔 内墙面采用吸音抹灰或安

装其他吸音材料

律师会见室和家属接见室应用安全玻璃或普通玻璃加金

属防护网分隔 并安装双向免提式对讲器和必要的戒护设施

技 术 用 房

技术用房应满足防尘 防潮和隔音要求 技术控制室使用面积

不得小于 间 观察室和特审室不小于 间

岗楼 监区围墙

监区围墙应用构造柱加基础梁 无墙垛 墙身高度为

墙体厚度宜为 用 砖 石和 水泥砂浆砌

实 围墙顶部作弧形并根据有关规定预埋电网铁件 设巡逻道时须

加护栏 内外墙面用混合砂浆粉刷

监区应对角骑墙设置 个岗楼 每个岗楼截面积不应大

于 设置上下通道和御寒 避雨 避雷设施 单面围墙长度大于

时 应在围墙顶部设置巡逻道或增设 个岗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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监室环境和建筑设备

监 室 环 境

监室及室外活动场应向阳设置

监室采光窗地比应控制在

监室应设置自然通风道和机械通风设施 通风开口面积不

应小于地板面积的 监室卫生间应设置自然抽风管道 夏热

冬暖地区可设置屋面通气窗

监室内空气声隔声标准应大于 撞击声隔声标准应

小于

电 器 设 施

看守所动力照明应采用双路三相供电 并安装配电设备

只能一路供电时应自备发电机组

监室照明应在巡视窗一侧安装射灯 高度不得小于

照度不得小于

监室电器线路应采用暗线敷设 电器设备和灯具应安装

安全防护罩

给 排 水 设 施

看守所给排水系统应列入城市总体规划 生活用水和消防

用水可采用自来水 远离市区的可采取打井等办法自备水源 但饮

用水必须符合现行国家标准 生活饮用水卫生标准

监室用水应通过暗敷管道供给 管径不得小于 便器

阀门安装部位距地面不得大于 下水设备应在地坪下埋设

弯 用直径 铸铁管引入室外窨井 并以直径不小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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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水泥管排入化粪池

监室内排水泛水系数不得小于

采 暖 设 施

安装在监室内的采暖设施应加安全防护网 管道应暗装

采暖管道和地沟检修井口应设置安全防护设施 并不得设

在监室 室外活动场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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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规范用词说明

为便于在执行本规范条文时区别对待 对于要求严格程度不同

的用词说明如下

表示很严格 非这样做不可的

正面词采用 必须

反面词采用 严禁

表示严格 在正常情况下均应这样做的

正面词采用 应

反面词采用 不应 或 不得

表示允许稍有选择 在条件许可时 首先应这样做的

正面词采用 宜

反面词采用 不宜

表示有选择 在一定条件下可以这样做的 采用 可

条文中指定按其他有关标准执行的写法为 应按 执行 或

应符合 的规定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