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济自然规划发〔2024〕49号

关于印发《济南市日照分析管理规定》的通知

机关各处室、局属各单位、各相关单位：

《济南市日照分析管理规定》（2024 版）经局长办公会研究

同意，自印发之日起施行。现印发你们，请认真贯彻落实。

附件：济南市日照分析管理规定

济南市自然资源和规划局

2024年 5月 14日  

（此件主动公开）

济南市自然资源和规划局文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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济南市日照分析管理规定

第一条　为规范和加强生活居住类建筑的日照分析管理，保

障生活居住类建筑权利人的日照权益和城乡规划建设活动的顺利

实施，根据有关法律、法规和技术规范，结合本市规划管理实际，

制定本规定。

第二条　本规定所称生活居住类建筑是指国家标准对日照时

间有特殊要求的建筑，包括住宅、医院病房楼、老年人居住建筑、

幼儿园、托儿所和中小学校教学楼等。

第三条　在历下区、市中区、槐荫区、天桥区、历城区、长

清区、章丘区、济阳区、莱芜区、钢城区、高新区、起步区、南

部山区城镇开发边界内新建、改建、扩建建设工程，可能对生活

居住类建筑产生日照遮挡的，应当依据《济南市城乡规划条例》

和有关技术规范及本规定进行日照分析、编制日照分析报告。

第四条　日照分析报告由建设申请人委托的设计单位在进行

相关设计时一并完成，作为设计成果的一部分；也可由建设申请

人另行委托其他设计单位或者测绘单位完成，并与相应的设计成

果衔接一致。

日照分析报告由建设申请人在向自然资源和规划主管部门申

请审查修建性详细规划、建设工程设计方案和申办建设工程规划

许可手续时一并提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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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条　进行日照分析应当使用经软件产品质量检测单位的

测试、通过国家级检测机构检测的日照分析软件，并符合本规定

附件《济南市日照分析技术规程》的规定。

进行日照分析、编制日照分析报告的人员应当在日照分析报

告上签名，编制单位应当在日照分析报告上加盖单位印章。

进行日照分析所需的现状测绘资料应当由建设申请人委托具

有相应资质的测绘单位完成。

第六条　城市旧区项目内新建住宅每套应当至少有一个居住

空间大寒日日照时间不低于 1 小时；城市新区项目内新建住宅每

套应当至少有一个居住空间大寒日日照时间不低于 2小时。

不符合前款规定的房屋套型，规划使用性质不得确定为住宅，

可作为居住公寓或者其他配套用房。

其他新建生活居住类建筑日照标准应当符合国家相关技术规

范要求。

第七条　申报项目以外被遮挡的住宅原日照时间满足至少有

一个居住空间大寒日日照时间不低于 2小时（章丘、济阳、莱芜、

钢城划区前不低于原日照标准）的，叠加申报项目的日照影响后，

仍应满足；申报项目以外被遮挡的其他生活居住类建筑原有日照

标准符合国家技术规范要求的，叠加申报项目的日照影响后，仍

应符合国家技术规范要求。

原有日照标准不符合上述要求的，叠加申报项目的日照影响

后，原有日照时间不应减少。

第八条　下列建筑不作为被遮挡建筑进行日照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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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临时建筑；

（二）擅自变更为生活居住类性质的建筑；

（三）申报建筑位于东西走向（包括东偏南 60度以内）规划

红线宽度 40 米以上的道路或规划控制宽度 60 米以上的河道南侧

的，道路或河道北侧第二排及其以北建筑；

（四）申报建筑位于南北走向（包括南、北偏东 30度以内）

规划红线宽度 40 米以上的道路或规划控制宽度 60 米以上的河道

两侧的，道路及河道另一侧的建筑。

道路与河道相邻且二者规划控制宽度（含绿化带）之和在 60

米以上的，适用前款第（三）、第（四）项规定。

第九条　当申报项目的日照分析范围内存在未规划地块时，

为维护相邻地块的开发权益，应统筹考虑相关地块的日照关系及

其对城市景观、空间布局的影响。

第十条　自然资源和规划主管部门根据日照分析报告结论办

理建设工程规划许可手续。

自然资源和规划主管部门应当委托第三方机构对建设申请人

提报的日照分析报告进行抽查复核，被抽查单位及其工作人员应

当予以配合，如实提供有关资料。

第三方机构应当按照自然资源和规划主管部门的要求，根据

建设申请人提报的基础资料，对日照分析报告进行实质性复核，

并出具复核报告。

第十一条　自然资源和规划主管部门发现下列情形之一的，

可以将设计单位、测绘单位及其责任人员的不良行为记入信用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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息系统：

（一）使用未经软件产品质量检测单位测试、未通过国家级

检测机构检测的计算机软件进行日照分析的；

（二）日照分析报告不符合国家和本市有关技术规范、标准

的；

（三）日照分析报告图纸、文本与电子文档不一致的；

（四）日照分析结论错误的；

（五）其他影响日照分析结论的不良行为。

第十二条　日照分析报告中存在生活居住类建筑不满足规定

日照标准情形的，相关利害关系人可协商解决，并将协商解决的

相关材料作为日照分析报告的要件报自然资源和规划主管部门。

第十三条　对日照分析报告结论有争议的，相关利害关系人

可以协商解决，协商不成的可以委托设计单位或者测绘单位重新

进行日照分析；仍有争议的，可持下列材料向自然资源和规划主

管部门申请复核：

（一）书面申请；

（二）争议的日照分析成果及其相关资料；

（三）申请人或者其委托代理人的有效身份证件；

（四）申请人与争议的日照分析结论存在法律上利害关系的

证明材料。

自然资源和规划主管部门受理复核申请后，委托第三方机构

进行复核。

第十四条　设计单位和测绘单位及其工作人员应当严格按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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规定开展日照分析工作，如实提供有关数据和结论，并对数据、

结论的真实性、准确性负责。因设计单位、测绘单位的原因造成

日照分析结论错误，产生损害后果的，由设计单位、测绘单位及

其责任人员依法承担法律责任。

第十五条　建设申请人应当提供全面准确的日照分析基础资

料，不得弄虚作假、隐瞒真实情况，并对基础资料的真实性、准

确性负责。建设申请人提报的日照分析报告所采用数据及分析结

论应与本阶段申报办理相应规划手续的技术成果一致。因建设申

请人的原因，产生损害后果的，由建设申请人及其责任人员依法

承担法律责任。

第十六条　第三方复核机构应当严格按照相关规定开展日照

分析复核工作，出具真实、准确的日照分析复核报告，不得弄虚

作假、隐瞒真实情况。因第三方复核机构的原因，产生损害后果

的，由第三方复核机构及其责任人员依法承担法律责任。第三方

复核机构和日照分析单位不得为同一家单位。

第十七条　本规定自 2024年 5月 14日起施行。

附件：济南市日照分析技术规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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济南市日照分析技术规程

1 总则

1.1　为落实《济南市日照分析管理规定》，统一生活居住类

建筑的日照分析技术要求，制定本规程。

1.2　在历下区、市中区、槐荫区、天桥区、历城区、长清区、

章丘区、济阳区、莱芜区、钢城区、高新区、起步区、南部山区

城镇开发边界内申办建设工程项目，需向自然资源和规划主管部

门提交日照分析报告的，均须按本规程进行日照分析。

1.3　日照分析报告（包括电子文档和图纸）应按统一数据格

式组织和提交。

2 日照分析参照的主要规范和规定

1）《城市居住区规划设计标准》；

2）《住宅设计规范》；

3）《建筑日照计算参数标准》；

4）《济南市城乡规划条例》；

5）《济南市日照分析管理规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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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基础分析参数

日照标准日

大寒日

（2001年1月20日）

冬至日

（2001年12月22日）

有效日照时间带（h） 8:00-16:00 9:00-15:00

计算点经纬度

济阳区：北纬36度58分,东经117度12分

莱芜区、钢城区：北纬36度12分,东经117度41分

其他区及功能区：北纬36度41分,东经117度0分

计算时间间隔 不大于1分钟

最小连续日照时间 不小于5分钟

采样点间距

窗户：0.30~0.60米；

建筑：0.60~1.00米；

场地：1.00~5.00米

技术

参数

日照时间计算起点 距室内地坪0.9米高的外墙位置

4 分析范围的确定

4.1　被遮挡的生活居住类建筑在申报建筑高度1.5倍扇形日

照阴影范围内确定，但最大不超过150米半径扇形阴影范围（见附

件1）。

4.2　以前条确定的被遮挡的生活居住类建筑为对象，在其东、

西、南三个方向各75米范围内确定其他遮挡建筑(见附件2）。

5 分析方式的确定

5.1　对于有条件获得日照分析窗户计算数据的生活居住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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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筑须采用窗户分析方法进行分析。

5.2　对于未做出单体方案的已批规划建筑、申报建筑和在批

规划建筑须采用多点沿线分析方法进行分析。

6 建筑朝向及分析要求

6.1　条式建筑以垂直长边的方向（南向或东、西向）为主要

朝向，其中东西向建筑以居室较多的一侧为主要朝向，另一侧为

次要朝向。点式建筑以南向为主要朝向 [南向是指正南向和南偏

东（西）45度以内（含 45度），东西向指正东西向和东（西）偏

南 45度内（不含 45度）]。

6.2　应保证被遮挡的生活居住类建筑主要朝向的日照有效

时间，采用窗户分析的应符合《住宅设计规范（GB50096-2011）》

中第7.1.1条的规定。

7 日照分析资料要求

7.1　日照分析委托书应包括：

1）委托方名称、地址、法定代表人、联系人、联系方式；

2）受托方名称、资质证书编号、地址、法定代表人、联系人、

联系方式；

3）委托项目名称、所在位置；

4）日照分析成果用途、委托要求、提供资料说明。

7.2　日照分析所依据的基础资料包括：

1）包含日照分析范围内所有现状建筑的现势地形图及其电

子数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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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包含日照分析范围内所有已批规划建筑和在批规划建筑

的有关资料及其电子数据； 

3）申报建筑的总平面图、单体平面图、立面图和剖面图图纸

及其电子数据；

图纸和电子数据应能体现十字坐标、建（构）筑物±0.0 高

程和高度、建筑物层高、拟分析的窗户位置及其宽度、建筑的屋

顶构筑物的位置和高度等具体技术参数。

4）现状住宅需要统计套数的，还应提供房屋分户平面图。

7.3　日照分析所依据的基础资料的收集。

7.3.1　地形图、房屋分户平面图必须由具备资质的测绘单位

提供。

7.3.2　已批规划建筑和在批规划建筑的有关资料可向自然

资源和规划主管部门查询。

7.3.3　申报建筑的相关资料由其设计单位提供。

7.4　资料提供单位应在所提供资料上加盖本单位印章，并对

所提供资料内容的真实性负责。

8 日照分析计算要求

8.1　涉及窗户分析的计算要求：

8.1.1　日照时间的计算起点按以下规则确定：一般窗户以外

墙窗台面为计算起点；直角转角窗和弧形转角窗以窗洞口所在的

虚拟窗台面位置为计算起点。（见附件 3）

8.1.2　设计为开敞阳台（含凸阳台、凹阳台）的窗户以窗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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面的左右两个端点为计算起点。设计为封闭阳台的，以阳台封窗

的窗台面左右两个端点为计算起点。（见附件 4）

8.1.3　日照分析的窗户计算高度（含落地门窗、组合门窗、

阳台封窗等门窗形式）按距室内地坪0.9米的高度计算。

8.1.4　窗户宽度不大于1.8米的按实际宽度计算；宽度大于

1.8米的，可选取日照有利的1.8米宽度计算。

一个居室有多个窗时，窗及其窗间墙宽度之和不大于1.8米的，

视为一个窗；宽度之和大于1.8米时，取包含较大窗（两窗一样大

时取任意窗）在内的任意1.8米宽度计算。（见附件5）

8.2　涉及其它分析要素的计算要求：

8.2.1　计算建筑的屋顶部分,包括屋脊、高出屋面的水箱间、

电梯间、楼梯间、连续的造型构架等附属设施应按实际数据或不

小于实际数据体量建模,并纳入计算。

8.2.2　构成遮挡的地形、建筑附属物及其他构筑物应建模，

并纳入计算。

8.2.3　各计算建筑间的高差须纳入计算。

9 日照分析报告

9.1　日照分析结果：

1）需做多点沿线分析的，计算出其主要朝向的沿线有效日照

时数，并绘制多点沿线日照分析图，注明不满足日照要求的位置；

2）需做窗户分析的，计算出其每一分析窗位在申报建筑建成

前后的日照时间段和有效日照时数，列出日照时间表，注明不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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足日照要求的窗位，统计不符合日照要求的窗户数及住宅套数。

9.2　附图：

1）日照分析范围图（1:500或 1:1000）；

2）多点沿线日照分析图（1:500或 1:1000）；

3）窗户日照分析图（1:500或 1:1000）；

4）窗户日照分析表。

10 术语

10.1　本规定所称建筑包括：现状建筑、已批规划建筑、申

报建筑和在批规划建筑。

10.1.1　现状建筑是指已经建成竣工的建筑物。

10.1.2　已批规划建筑是指已经审批的未建、在建或未取得

规划核实证的建筑物。

10.1.3　申报建筑是指建设申请人向自然资源和规划主管部

门申请审查核准的建设项目中的建筑物。

10.1.4　在批规划建筑是指需与申报建筑同时分析日照影响

的其他申报建筑。

10.2　多点沿线分析：分析被遮挡建筑外轮廓线上按一定间

隔排列的所有点的日照时间。

10.3　窗户分析：以窗台面左右两个端点为采样点，分析被

遮挡建筑需做日照分析窗户的日照时间。

10.4　城市旧区：济南市市区内二环路围合的区域和长清区

老城区的范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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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5　以上术语解释仅适用于本规定。

附件：1.日照分析被遮挡范围示意图

2.日照分析遮挡范围示意图

3.转角窗、凸窗日照计算起点示意图

4.有阳台的窗户日照计算起点示意图

5.有多个窗的窗户宽度选取示意图

6.日照分析报告示例

7.日照分析委托书示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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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1 日照分析被遮挡范围示意图



—15—

附件 2 日照分析遮挡范围示意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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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3 转角窗、凸窗日照计算起点示意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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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4 

有阳台的窗户日照计算起点示意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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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5 有多个窗的窗户宽度选取示意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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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6 日照分析报告示例

日照分析报告

项目名称：

委托方：

受托方：

年   月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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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属区域 XX区 经度 纬度  

分  析

基准日
节气 □大寒 □冬至 □其它 建筑气候区划 Ⅱ类

有效

日照时间带
8:00 - 16:00 日照标准

计算时间间

隔（分钟）控  制

标  准
分析高度(米) ±0.00 + 0.9 计算方法 □连续 □累计

分  析

方  法
多点沿线分析（或窗户分析）

分析成果

用    途
附图：见说明及附件

日照分析计算结果及说明：

分 析：

校 对: 

复 核：

                                    单位盖章

                                      年  月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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说      明

1、报告依据:

（1）《济南市日照分析管理规定》、《济南市日照分析技术规

程》及有关规范标准。

（2）“XX日照分析软件”,版本为：XX版；AutoCAD版本为：XX

版。

2、委托方提供的资料不实或方案变更等原因导致的分析差错，

责任由委托方承担。

3、本报告仅作为报告中所指定范围内的技术依据，未经书面

许可，不得作为其它用途。

4、本报告的图纸报表及相关结论均在盖章后生效，私自涂改

的报告无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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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7 日照分析委托书示例

日 照 分 析 委 托 书

委托单位 住所地

法定代表人 联 系 人 联系电话

受托单位 住所地

法定代表人 联 系 人 联系电话

资质证书

编   号

委托项目

名   称

委托项目

位   置

日照分析

成果用途

委托要求：（日照主体、客体说明）

提供资料说明：

备注：

委托单位盖章：                                  年 月 日

济南市自然资源和规划局办公室   　           2024年 5月 14日印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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