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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总则

1.1 编制目的

统筹广州市竖向专项规划的编制，建立全市竖向规划框架体系，形成“安全、

生态、经济、多元”的城市竖向规划体系，支撑地块开发利用，保障道路交通衔

接，助力解决城市快速开发建设带来的地面硬化、防洪安全、内涝积水、土石方

不平衡等一系列问题，提升标准化管理水平，促进城市高质量发展，推动韧性城

市有序建设。

1.2 适用范围

本指引供广州市域范围内各级竖向专项规划编制、国土空间详细规划编制及

调整参考使用。

1.3 基本原则

安全为本。以保护人民生命财产安全和社会经济安全为出发点，落实防洪排

涝要求，坚守城市安全底线，科学建立高程控制体系，打造韧性城市。

生态优先。遵循生态安全格局，严格保护山体、水体、绿地等自然地貌，落

实绿色发展的规划理念，合理利用生态资源，改善城市生态环境。

科学经济。通过精细化竖向设计，结合建设时序，填挖土方就近平衡，节约

投资。

系统协调。因地制宜，分区分类管控，多情景方案比选，建立多专业综合协

调、多目标最优化求解的多元竖向管控体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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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 编制依据

1.4.1 国家与地方有关标准

（1）《防洪标准》（GB 50201）

（2）《城市防洪工程设计规范》（GB/T 50805）

（3）《治涝标准》（SL 723）

（4）《城镇内涝防治技术规范》（GB 51222)

（5）《城乡建设用地竖向规划规范》（CJJ 83）

（6）《室外排水设计标准》（GB 50014）

（7）《堤防工程设计规范》（GB 50286）

（8）《城市道路工程设计规范》（CJJ 37）

（9）《城镇给水排水技术规范》(GB50788)

（10）《地下工程防水技术规范》（GB 50108）

（11）《民用建筑设计统一标准》（GB 50352）

（12）《历史文化名城保护规划规范》（GB/T 50357）

（13）《河道管理范围内建设项目技术规程》（DB44/T 1661）

（14）《涉河建设项目河道管理技术规范》（DBJ4401/T 19）

1.4.2相关政策文件

（1）《广州市城乡规划技术规定》

（2）《广州市排水条例》

（3）《广州城市水浸点、涵洞、隧道内涝风险区域划定和治理工作方案》

（4）《广州市建设项目雨水径流控制办法》

（5）《广州市城市开发建设项目海绵城市建设――洪涝安全评估技术指引（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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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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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基本规定

2.0.1 建立广州市竖向规划纵向实施传导机制，实现“竖向总体规划-竖向详细

规划-竖向实施性规划”三级规划的竖向专项规划体系搭建；竖向专项规划体系

需充分衔接国土空间总体规划及详细规划。

1 竖向总体规划，侧重于宏观战略和底线控制，注重制定系统主要的技术

标准和管控要求。竖向总体规划宜由市/区规划和自然资源主管部门组织编制。

2 竖向详细规划，侧重于中观层面和节点控制，注重道路、河道等竖向控

制网络重要控制节点的分析研究。竖向详细规划宜由区规划和自然资源主管部门

组织编制。

3 竖向实施性规划，侧重于微观层面和可实施性，指引下阶段的工程设计；

可结合项目实际需求，自行决定是否需要编制。竖向实施性规划应结合控规编制

或调整，进行同步编制。竖向实施性规划宜由实施部门组织编制。

2.0.2 竖向各级规划统一采用广州 2000 坐标系和广州市高程系统。

2.0.3 各组织编制单位需及时将经批复的规划数据纳入国土空间基础信息平台，

竖向总体规划应纳入规划管理的专项规划目录下的竖向总体规划图层；竖向详细

规划纳入规划管理的控制性详细规划目录下的竖向详细规划图层，作为编制国土

空间详细规划的参考；并同步在广州市多规合一管理平台共享。

2.0.4 竖向规划应定期评估和调整，衔接国土空间规划“五年一评估”的方式，

由组织编制单位牵头，原则上每五年对竖向总体规划和竖向详细规划实施情况进

行评估和调整。

2.0.5 经批复的国土空间详细规划的竖向标高实时更新至规划管理的控制性详

细规划目录下的竖向详细规划图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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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基础工作

3.1 现状分析要求

3.1.1 基础工作界面的规定：使用 GIS 技术创建竖向数据库，搭建竖向规划平

台。

3.1.2 竖向规划对现状分析要素主要包括：地形地理、气候和降雨情况、土地

利用、现状建设情况、河流水系、轨道及道路、自然景观、历史文化地段、内涝

情况等分析，分析要素需包含但不仅限于以上内容。总体规划及详细规划层面对

分析精度有不同要求，详见附录 2。

3.1.3 对自然因素的识别：针对不同的地形地貌识别重要因素，作为竖向规划

的基础条件。

1 平原地区：重点识别现状高程、水系、湖泊、湿地等因素，分析梳理防

洪排涝体系和自然生态体系。

2 低洼地区：重点识别现状高程、水系、易涝区域等因素，分析梳理防洪

排涝体系、内涝风险区分级分布情况。

3 山地丘陵区：重点识别现状高程、坡度、整体走势、山体、水系等因素，

分析梳理防洪排涝通道和山水风貌，确定适宜的用地类型。

3.1.4 对现状建设因素的识别：重点识别建成区的场地开发程度和规模、重大

基础设施、历史文化保护类别和等级等因素，确定不可变因素，作为竖向规划的

边界条件。

3.2 规划协同要求

3.2.1 竖向规划与相关规划的协同主要包括：国土空间规划、绿地系统规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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历史文化名城保护规划、防洪排涝专项规划、排水工程专项规划、道路交通规划、

地下空间专项规划、海绵城市规划、分期建设计划及重点项目建设计划等，分析

要素需包含但不仅限于以上内容。总体规划及详细规划层面对协同分析精度有不

同要求，详见附录 3。

3.2.2 竖向规划应与土地利用相协调，符合城市用地分类使用要求，竖向规划

策略需充分体现“新、旧城区”城市发展时序管控理念。

1 建成区：细分为三类，分别为达标区、低洼区和重建区。达标区，主要

维持现状高程，局部改建时应与周边地形相协调；低洼区，需因地制宜优化竖向

规划体系，提出相应的排水系统改造要求，在避免对周边区域造成不利影响的基

础上，助力解决低洼地区积水问题；重建区，需结合地区的规划对地形进行适度

优化，在符合防洪排涝、交通等基本要求上，塑造城市特色风貌，引导城乡建设。

2 增量建设区：结合现状地形条件和开发要求，协同防洪排涝、排水和道

路交通等规划，通过地形的合理改造和综合利用，建立完善的高程控制体系。

3 生态区：保持和延续自然地貌。当必须进行无法避让、符合县级以上国

土空间规划的线性基础设施建设、防洪和供水设施建设时，应以最大限度保护现

状景观生态要素为优先，合理地确定设施标高，形成生态的高程控制系统。

4 农田区：维持现状为原则，不做调整。

3.2.3 竖向规划应与防洪排涝紧密衔接协调。

1 城乡建设用地高程规划需符合防洪排涝标准安全要求，维护自然生态河

道，保证行泄通道顺畅。

2 竖向规划需严格保护流域防洪设施，维持现状边界和高程，确保规划区

域防洪安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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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竖向规划以流域边界作为大分区分界线。

4 竖向规划需利用蓝绿空间，蓄排结合，降低城区内涝风险，减轻下游排

洪压力。

5 竖向规划最低控制标高宜高于雨水受纳水体设计洪（潮）水位加安全超

高。当雨水受纳水体采用水闸、泵站等设施控制水位时，竖向规划最低控制标高

宜高于管控水位加安全超高。

3.2.4 竖向规划应与排水规划紧密衔接协调。

1 竖向分区应与雨水分区充分衔接。

2 结合排水规划确定的排水模式合理确定竖向规划策略。

3 汇水范围内的竖向总体坡向应朝向雨水出水口方向。

4 道路的最低点控制标高需按照高于雨水出口管顶标高+雨水管道水力坡

降+管道覆土+道路横坡进行校核。

3.2.5 竖向规划应与道路交通规划紧密衔接。

1 以河道水体设计洪（涝）水位为基础，考虑结构厚度、通航要求等，确

定大桥、河道沿线道路的控制标高，推算城市次干路、主干路、快速路、一级公

路、高速公路、轨道交叉点的控制标高。

2 明确交通枢纽场站等重大交通设施用地高程。

3.2.6 竖向规划应与海绵城市规划衔接，校核洪涝安全评估专章中的竖向工程

方案，协调建设用地、道路、绿地与水体之间的竖向衔接，便于雨水径流汇入海

绵设施或者自然水体，符合海绵城市建设要求。

3.2.7 竖向规划应与生态景观衔接，分区域分类型制定保护策略，延续规划区

生态格局，塑造丰富的城市景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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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主要编制内容

4.1 竖向总体规划

4.1.1 梳理竖向控制因素，落实生态保护红线，明确安全底线，强化全域资源

保护和利用，引导城市特色空间景观塑造，分区分类提出竖向控制要求。

1 通过现状分析、规划协同，结合防洪排涝标准、河道规划水位、排水模

式等控制因素，充分考虑台风等极端天气影响，明确竖向规划最低标高。竖向规

划最低标高不低于骨干河道的设计洪水位加 0.5m。

2 严守生态保护红线，识别生态格局，将生态保护红线作为竖向规划的基

础底图。

3 规划应优先维持生态，不开山填谷，尊重既有的生态脉络，保留现状主

要山体、绿地、树木和水系等蓝绿基底。道路等线性工程应依山就势，避免大挖

填，破坏现状地形地貌，避让生态保护区域，如必须穿越，应进行多方案比选，

尽可能减少对生态环境的影响。

4 识别全域历史地段和市级重大基础设施等因素，其中历史地段以保护为

主，竖向标高与周边现状地形相协调，同时需提出相应措施保障地块防洪安全；

市级重大基础设施地块标高需结合台风等极端天气下的安全高度进行控制，以保

障城市的正常运行。

5 以国土空间规划愿景为导向，尊重原始自然风貌，在符合防洪排涝、交

通等基本要求的基础上，引导城市特色空间景观的塑造。

6 分为建成区、增量建设区、生态区和农田区，分区施策，提出不同区域

的竖向控制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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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2 竖向详细规划

4.2.1 提出竖向规划策略，细化竖向分区，梳理竖向规划要素，确定底线标高

要求，明确规划标高浮动范围。

4.2.2 确定竖向规划分区和策略。

1 结合规划用地布局、防洪排涝规划中的河道位置及雨水分区，确定规划用

地竖向分区。

2 对竖向分区内各类用地提出相对应的竖向规划策略，详见附录 5。

3 当增量建设区地坪标高与现状保留地块相差较大时，以周边主要现状道

路为竖向设计基础，结合现状地形、现状道路等对场地形式和道路网布局进行调

整，通过室外坡度过渡使地块与现状道路保持顺畅衔接，同时应坚持高水高排、

高截、高蓄，尽量避免雨水排往现状保留地块。

4 依据填挖方分布和城市开发建设计划，提出分区土方调控、平衡策略。

5 根据《广州市绿化条例》等相关要求，注重保护现状古树名木、绿地、

树木等。

4.2.3 梳理竖向规划控制标高影响要素，如防洪排涝要求、道路等级和重大基

础设施布局等，建立竖向规划影响要素库，详见附录 4。其中约束性要素须严格

遵循落实，指引性要素可作为参考。

4.2.4 确定竖向规划底线标高要求，道路交叉口控制标高原则不低于相邻河道

设计洪（涝）水位加 0.5m。

4.2.5 道路竖向规划要求。

1 道路最低规划标高宜符合相邻河道设计洪（涝）水位＋安全超高要求（不

小于 0.5m），同时需按照高于雨水出水口管顶标高+雨水管道水力坡降+管道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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土＋道路横坡进行校核。其中安全超高参照《堤防工程设计规范》（GB 50286）

中相关规定取值；雨水管道坡降按《室外排水设计标准》（GB 50014）相关规

定取值。

2 结合排水控制要求，道路总体坡向宜与规划雨水管坡向一致。

3 道路规划纵坡和横坡应符合《城市道路工程设计规范》（CJJ37）相关规

定要求。

4 建议竖向标高宜结合道路交叉口纵坡取值范围明确浮动范围。道路交叉

口范围纵坡应符合《城市道路交叉口设计规程》（CJJ152）相关要求，平面交

叉口范围道路纵坡不宜大于 3%，且不宜小于 0.3%。下阶段规划设计竖向标高

不宜超出浮动范围，超出时可通过技术经济论证后，进行适当调整。

5 跨一般河涌的箱涵顶板底控制高程：不低于设计洪（涝）水位+安全超高

（不小于 0.5m）＋道路横坡。

6 跨一般河涌的桥梁梁底控制高程：不低于设计洪（涝）水位+安全超高（不

小于 0.5m）＋道路横坡。

7 跨通航河涌的桥梁梁底控制高程：不低于通航水位+安全通航高度＋道路

横坡，同时梁底需满足设计洪（涝）水位＋安全超高（不小于 0.5m）的要求。

8 跨沿河亲水碧道的桥梁控制高程：不低于常水位+安全高度（不小于 0.3m）

＋自行车通行净高＋道路横坡。自行车通行净高应符合《城市道路工程设计规范》

（CJJ37）相关规定要求。

9 桥梁在跨越道路、河堤堤顶时的净空应不低于 4.5m，当跨越省主要河道

时，应同时符合《河道管理范围内建设项目技术规程》（DB44/T 1661）相关

规定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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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2.6 地下空间出入口高程控制要求。

地下空间出入口高程控制分为两种，分别为基本挡水高程和安全设防高程。

基本挡水高程应符合设计暴雨重现期情况下的挡水要求，需兼顾防汛安全及管理

风险等要求；安全设防高程应符合超标准洪涝灾害情况下的挡水要求，确保防汛

安全。高程计算要求详见附录 6。

4.2.7 地块地面形式及场地最低控制高程。

1 地块地面形式应符合《城乡建设用地竖向规划规范》（CJJ 83）相关规定

要求。

2 地块地面坡度宜以平坡式为主、混合式为辅，尽量避免单纯的台阶式的规

划地面形式。

3 场地最低控制高程宜比周边道路最低路段的的地面高程或地面雨水收集

点高出 0.2m 以上；小于 0.2m 时应有排水安全保障措施或雨水滞蓄利用方案。

4 场地用于雨水调蓄的下凹式绿地或滞水区时，场地标高按海绵城市规划

要求确定。

5 考虑到场地的多样性，场地现状高程与道路高程相差 0.5m 以内的区域，

场地与道路的高差应控制在 0.2m~0.5m；在场地现状高程与道路高程相差较大

的区域，通过对地形、场地布局及地面形式等多方面的调整，降低场地与道路的

高差。

4.2.8 根据实际情况，按地形、用地性质等进行分类，分别提出有针对性的规

划管理措施，保证竖向规划的系统性和可实施性。

4.2.9 开展内涝点调研及原因分析，提出竖向规划方案、排水要求和竖向管控

方案，确保排水安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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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2.10 结合近期重点建设项目，深化该范围竖向设计，规划道路、过河桥涵和

地块的控制标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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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录 1 名词释义

达标区 指建成区中，竖向标高已符合防洪排涝要求的区域。

低洼区 指建成区中，竖向标高不符合防洪排涝要求，有洪涝风险的区域。

重建区 指建成区中，规划整体改造的区域。

增量建设区 指建成区外，规划可开发建设的区域。

生态区 指竖向规划策略为保护现状景观生态的生态保护区、生态控制区。

农田区 指农田保护区，以及乡村发展区中竖向规划策略为现状维持不变的

农业发展区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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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录 2 现状分析精度要求表

现状分析精度要求表

类型
精度要求

总体规划层面 详细规划层面

地形地理

地形图
规划区及邻近地区近期的地形

图（1:10000 及以上）

规划区及邻近地区近期的地形图

（1:2000 及以上）

地形

地貌

1、整体地势

2、现状高程、坡度

3、平原、山地丘陵、低洼等地

貌布局

1、整体地势

2、现状高程、坡度

3、平原、山地丘陵、低洼等地貌布局

地质

条件

1、主要地质特点

2、重点地灾防范区域

1、主要地质特点

2、重点地灾防范区域

3、规划区及邻近地区近期的地质调查

资料

气候和降雨 气候特征、降雨特征、洪水特性

土地利用 城镇空间布局
建成区、增量建设区、生态区、农田区

分布情况

现状建设情况
1、现状建设情况

2、主要行政分区情况
辖区现状建设情况

河流水系

1、水资源概述

2、骨干河道现状

3、现状骨干河道洪（涝）水位

4、现状骨干河流堤防情况

1、规划区及邻近地区水资源概述

2、规划区及邻近地区主要河道现状

3、现状主要河道防洪标准

4、现状主要河流堤防情况

轨道及道路

轨道交通

1、公路（高速公路、一级公路）

2、城市道路（快速路、主干路）

1、公路（二级公路及以上）

2、城市道路（次干路及以上）

自然景观

1、风景名胜景区

2、自然保护区

3、森林公园、地质公园、湿地公园、林业生产基地和野生动植物栖息地

等

4、自然遗产、地质遗迹、重要湿地等

历史文化资源

1、历史文化街区

2、历史文化名镇、名村

3、历史风貌区

4、传统村落

区级以上文物保护单位、历史建筑、传

统风貌建筑

内涝情况 重大洪涝灾害
1、内涝片区

2、历史水浸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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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录 3 规划协同分析精度要求表

规划协同分析精度要求表

类型
精度要求

总体规划层面 详细规划层面

城市规划

1、市级国土空间总体规划

2、绿地系统规划

3、历史文化名城保护规划

1、区级国土空间总体规划

2、绿地系统规划

3、历史文化名城、名镇、名村、街

区等保护规划

防洪排涝专项规划

1、防洪排涝标准

2、防洪排涝分区划分

3、骨干河涌设计水面线

1、防洪排涝标准

2、防洪排涝分区划分

3、防洪排涝设施

4、河流水系优化

5、河涌设计水面线

排水工程专项规划
1、排水体制

2、设计标准

1、排水体制

2、设计标准

3、排水分区

4、主干管网

5、旧城区竖向与排水改造策略

道路交通规划

1、轨道交通

2、公路（高速公路、一级公路）

3、城市道路（快速路、主干路）

1、轨道交通

2、公路（二级公路及以上）

3、城市道路（次干路及以上）

地下空间专项规划 地下空间规划布局 地下空间规划布局、建设规模

分期建设计划及重

点项目建设计划
─

1、分期建设计划

2、近期重点建设项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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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录 4 高程控制要素分类

高程约束性和指引性要素分类（竖向总体规划）

类别 高程控制要素 约束性 指引性

现状

条件

道路与轨

道等交通

设施

公路（一级公路及以上）、

城市快速路、城市主干路

符合防洪排涝要求、线

位基本与综合交通规划

吻合

○

轨道交通 ○

场地

现状建成区 ○

重要景观风貌及生态控制区 ○

重大基础设施控制点 ○

现状文物保护单位、历史

建筑、传统风貌建筑

原址保护类 ○

搬迁保护类 ○

规划

协同
河道 由防洪排涝规划确定的河道位置及规划水面线 ○

高程约束性和指引性要素分类（竖向详细规划）

类别 高程控制要素 约束性 指引性

现状

条件

道路

公路（一级公路及以上）、

城市快速路、城市主干路

符合防洪排涝要求、线位

基本与综合交通规划吻合
○

其他 ○

公路（二级公路及以下）、城市次干路 ○

轨道交通 ○

场地

现状建成区 ○

农林用地 ○

重要景观风貌及生态控制区 ○

重大基础设施控制点 ○

现状文物保护单位、历史建

筑、传统风貌建筑

原址保护类 ○

搬迁保护类 ○

规划

协同

防洪

排涝
由防洪排涝规划确定的河道位置及规划水面线 ○

雨水 根据排水分区、排水方向推算的坡向及高程 ○

道路
公路、城市快速路、城市主干路、城市次干路 ○

轨道交通 ○

场地 根据排水要求推算的建设用地高程 ○

备注：约束性是指竖向规划中须严格遵循落实的要素。指引性是指竖向规划中需参考的要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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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录 5 各类用地竖向规划策略

各类用地竖向规划策略

用地分类 现状特征 规划策略 规划措施

建成

区

达标

区

主要为基本符

合防涝排水标

高的现状成熟

地区、重大基础

设施等

以维持现状地势为

主，部分地区改造

及修复

竖向规划应尽量采用现状高程，局部

改造也应与周边地形相协调

低洼

区

主要为不符合

防洪排涝规划

标高的低洼地

区、积水节点等

部分地区排水困

难，因地制宜完善

竖向，合理选择蓄

排设施

竖向规划应明确解决排涝问题的具

体措施，如改造现状排水管道、调整

道路坡度、断面，疏通排涝河道、增

设泵站，增加调蓄等

重建

区

主要为整体规

划改造区域

以竖向整体优化为

主，保证场地安全，

引导城市建设

结合地区的规划对地形进行适度优

化，在符合防洪排涝、交通等基本要

求上，塑造城市特色风貌，引导城乡

建设

增量

建设区

城市开发建设

区域

落实排水防涝及海

绵城市建设思路、

建立和完善高程控

制体系

协同防洪排涝、排水及道路交通等规

划，通过地形的合理改造和综合利

用，建立完善的高程控制体系

生态区

生态保护区和

生态控制区内

的山体、湖泊、

绿地等景观生

态要素

保护为主

区内道路竖向符合排涝要求，保留滞

洪区、天然水塘等水面空间；

当必须进行无法避让、符合县级以上

国土空间规划的线性基础设施建设、

防洪和供水设施建设时，应以最大限

度保护现状景观生态要素为优先，合

理的确定道路标高，形成生态的高程

控制系统

农田区

主要为永久基

本农田、一般耕

地、一般农林用

地等

保护为主 维持现状

备注：历史文化街区、历史文化名镇、名村、历史风貌区、传统村落等历史地段，竖向规划

策略总体以维持现状，保护为主，具体措施参考建成区分类执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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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录 6 地下空间出入口高程控制要求

地下空间出入口高程控制要求

1. 地下空间出入口高程控制分为两种，分别为基本挡水高程和安全设防高

程。

基本挡水高程应符合设计暴雨重现期情况下的挡水要求，需兼顾防汛安全及

管理风险等要求。

安全设防高程应符合超标准洪涝灾害情况下的挡水要求，确保防汛安全。

机动、非机动车道出入口设防

楼梯出入口等设防

2. 基本挡水高程需在大多数情况下符合防汛要求，避免地下空间出入口频繁

启动应急挡水预案，加大日常管理压力，影响地下空间正常运行，增加防汛风险。

H1=Ha+Hb+Hc

式中:H1 为基本挡水高程（m）; Ha 为相邻地坪标高（m）;R 为出入口安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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超高（m）;Hb 为相邻地坪可能积水深度（相邻地坪可能积水深度，通过区域排

涝标准进行淹没分析推算)（m）;Hc 为城市发展引起地面加高（m）。

3.安全设防高程应在遭遇历史最大暴雨强度时地坪积水高程的基础上，考虑

城市发展因素及一定的安全加高值进行确定。

H=Ha+Hb1+Hc

式中:H 为安全设防高程（m）;Ha 为相邻地坪标高（m）;R 为出入口安全超

高（m）; Hb1 为相邻地坪可能积水深度（相邻道路可能积水深度，参考历史最

大积水深度或通过百年一遇排涝标准进行淹没分析模型推算)（m）;Hc 为城市发

展引起地面加高（m）。

4.相关参数说明

考虑到设置地下空间的区域为已开发建设区，城市的发展不会引起地面标高

较大的变化，抬升高度 Hc 一般可取 0.1m。

5.地下车站乘客出入口平台（含无障碍电梯)、地上车站首层室内地面的设防

高程按广州地铁集团的相关规定进行执行。

6.地下车行隧道出入口按照现行《公路隧道设计规范》(JTG 3370)和《城市

地下道路工程设计规范》（CJJ221）执行，不宜设在滑坡、崩坍、岩堆、危岩

落石、泥石流等不良地质地段和排水困难的低洼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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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录 7 规划成果目录

Ⅰ 竖向总体规划

（1）大纲目录

第一章 规划背景与原则

1.1项目背景

1.2规划范围及规划期限

1.3规划原则与要求

1.4规划目的和技术路线

1.4.1 项目规划目标

1.4.2 技术路线

1.4.3 规划主要内容

1.5规划依据

1.5.1 法律法规

1.5.2 标准规范

1.5.3 相关规划及设计文件

1.5.4 地形图及其他文件

第二章 现状分析

2.1地形地理分析

2.1.1 地形地貌

(1) 高程分析

(2) 坡度分析

(3) 地形地貌分析结论



22

2.1.2 地质条件

2.2气候和降雨特征

2.3城市发展概况

2.3.1 现状建设情况

2.3.2 市域及主要行政区域情况

2.3.3 历史地段分布情况

2.4现状骨干河流水系

2.5现状轨道及高等级道路情况

2.6现状土地利用情况

2.7现状相对洼地和易涝风险区

2.8现状问题分析

第三章 国土空间规划与竖向规划

3.1 城市空间布局

3.2 土地利用规划

第四章 防洪排涝规划与竖向规划

4.1 防洪排涝策略

4.2 排洪排涝标准

4.3 防洪排涝分区划分

4.4 对竖向规划的建议

第五章 排水系统规划与竖向规划

5.1 排水体制

5.2 设计标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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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2.1 雨水系统设计标准

5.2.2 污水系统设计标准

5.3 对竖向规划的建议

第六章 绿地系统规划与竖向规划

6.1生态空间格局

6.2海绵城市规划

6.3景观风貌规划

6.4对竖向规划的建议

第七章 道路交通规划与竖向规划

7.1 竖向与市域干道衔接

7.2道路竖向规划要点

7.3道路竖向规划基本要求

7.4对竖向规划的建议

第八章 竖向总体规划

8.1全域重要资源识别

8.2城市安全底线控制

8.3竖向分区及策略

8.4塑造空间特色景观

8.5典型案例

第九章 竖向高程规划控制与管理

9.1竖向规划控制管理措施

9.2对竖向规划管理的建议



24

第十章 结论与建议

10.1 结论

10.2 建议

（2）图纸目录

S-01 城市现状建设分布图

S-02 现状高程分析图

S-03 现状坡度分析图

S-04 现状低洼地识别分析图

S-05 城市现状骨干河道图

S-06 城市地质灾害分布图

S-07 全域重要资源分布图

S-08 流域分区安全标高规划图

S-09 重大基础设施安全标高规划图

S-010 竖向分区规划及策略图

S-011 各区竖向规划指引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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Ⅱ 竖向详细规划

（1）大纲目录

第一章 规划背景与原则

1.1 项目背景

1.2 规划范围及规划期限

1.3 规划原则与要求

1.4 规划目的和技术路线

1.4.1 项目规划目标

1.4.2 技术路线

1.4.3 规划主要内容

1.5 规划依据

1.5.1 法律法规

1.5.2 标准规范

1.5.3 相关规划及设计文件

1.5.4 地形图及其他文件

第二章 现状分析

2.1 地形地理分析

2.1.1 地形地貌

(1) 高程分析

(2) 坡度分析

(3) 地形地貌分析结论

2.1.2 地质条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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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 气候和降雨特征

2.3 城市发展概况

2.3.1 现状建设情况

2.3.2 主要行政区域、街道情况

2.3.3 历史地段分布情况

2.4 现状主要河流水系

2.5 现状轨道及主要道路情况

2.6 现状土地利用情况

2.7 现状相对洼地和易涝风险区

2.8 现状问题分析

第三章 国土空间规划与竖向规划

3.1 城市空间布局

3.2 土地利用规划

3.3 地下空间专项规划

3.4 分期建设规划及重点平台规划

第四章 防洪排涝规划与竖向规划

4.1 防洪排涝策略

4.2 排洪排涝标准

4.3 防洪排涝子分区划分

4.4 防洪排涝设施规划

4.5 主要河道设计水面线

4.6 对竖向规划的建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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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章 排水系统规划与竖向规划

5.1 排水体制

5.2 设计标准

5.2.1 雨水系统设计标准

5.2.2 污水系统设计标准

5.3 排水分区及排水管网规划

5.3.1 雨水分区及雨水管网规划

5.3.2 污水分区及污水管网规划

5.4 旧城区竖向与排水改造策略

5.5 对竖向规划的建议

第六章 绿地系统规划与竖向规划

6.1 生态空间格局

6.2 海绵城市规划

6.3 景观风貌规划

6.4 对竖向规划的建议

第七章 道路交通规划与竖向规划

7.1竖向与道路交通衔接

7.1.1 衔接重点

7.1.2 关键要素整合

7.1.3 控制要素采集

7.2道路竖向规划要点

7.3道路竖向规划基本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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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4道路竖向规划高程控制

7.4.1 道路高程控制

7.4.2 场地高程控制

7.4.3 桥梁高程控制

7.5对竖向规划的建议

第八章 竖向详细规划

8.1 竖向总体规划要求

8.2 城市功能布局和竖向分区规划

8.3 区域分类控制导则

8.3.1 建成区

8.3.2 连片增量建设区

8.3.3 生态区

8.3.4 农田区

8.4 竖向规划控制要求

8.4.1 底线标高控制要求

8.4.2 规划标高控制要求

8.5 道路竖向规划

8.5.1 道路高程控制原则

8.5.2 道路竖向控制与其他市政规划的衔接

(1) 与防洪排涝规划的衔接

(2) 与排水规划的衔接

(3) 与生态景观规划的衔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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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5.3 道路竖向控制基本要求

8.5.4 道路交通竖向控制

(1) 道路竖向一般控制方法

(2) 既有道路保留与竖向衔接

(3) 重要节点及设施竖向控制

(4) 道路网络标高控制

8.6 城市用地竖向规划

8.6.1 竖向分区

8.6.2 规划地面形式

8.6.3 城市用地地面规划设计

(1) 地坪标高设计要求

(2) 地坪最低控制标高规划

(3) 地面排水方向

(4) 场地排水设计要求

(5) 地下空间出入口高程控制要求

8.7 竖向管控措施

8.8 洪涝点分析及治理

8.9 近期建设地块竖向方案

8.9.1 竖向详细设计方案

8.9.2 土方平衡建议

第九章 竖向高程规划控制与管理

9.1 竖向规划控制管理措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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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1.1 严格落实竖向规划约束性要素

9.1.2 加强控制竖向规划底线标高

9.2 对竖向规划管理的建议

9.2.1 结合实际进行适度调整和动态更新

9.2.2 建立城市竖向规划管理应用平台

第十章 结论与建议

10.1 结论

10.2 建议

（2）图纸目录

S-01 区位图

S-02 城市现状用地图

S-03 城市现状水系图

S-04 现状高程分析图

S-05 现状坡度分析图

S-06 现状低洼地识别分析图

S-07 山体水系保护示意图

S-08 城市用地规划图

S-09 防洪排涝分区规划图

S-010 城市水系规划图

S-10 排水分区规划图

S-11 骨架路网竖向规划图

S-12 竖向控制规划图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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Ⅲ 竖向实施性规划

（1）大纲目录

第一章 规划背景与原则

1.1 项目背景

1.2 规划范围及规划期限

1.3 规划原则与要求

1.4 规划目的和技术路线

1.4.1 项目规划目标

1.4.2 技术路线

1.4.3 规划主要内容

1.5 规划依据

1.5.1 法律法规

1.5.2 标准规范

1.5.3 相关规划及设计文件

1.5.4 地形图及其他文件

第二章 片区现状分析

2.1 地形地理分析

2.1.1 地形地貌

(1) 高程分析

(2) 坡度分析

(3) 地形地貌分析结论

2.1.2 地质条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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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 气候和降雨特征

2.3 城市发展概况

2.3.1 现状建设情况

2.3.2 历史地段分布情况

2.4 现状主要河流水系

2.5 现状轨道及主要道路情况

2.6 现状土地利用情况

2.7 历史受涝情况

2.8 现状问题分析

第三章 片区详细规划与竖向规划

3.1 城市空间布局

3.2 土地利用规划

3.3 地下空间专项规划

3.4 分期建设计划

第四章 片区防洪排涝规划与竖向规划

4.1 防洪排涝策略

4.2 排洪排涝标准

4.3 防洪排涝分区划分

4.4 防洪排涝设施规划

4.5 洪涝风险分析

4.6 主要河道设计水面线

4.7 对竖向规划的建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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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章 片区排水系统规划与竖向规划

5.1 排水体制

5.2 设计标准

5.2.1 雨水系统设计标准

5.2.2 污水系统设计标准

5.3 排水分区及排水管网规划

5.3.1 雨水分区及雨水管网规划

5.3.2 污水分区及污水管网规划

5.4 对竖向规划的建议

第六章 片区绿地系统规划与竖向规划

6.1 生态空间格局

6.2 海绵城市规划

6.3 景观风貌规划

6.4 对竖向规划的建议

第七章 片区道路交通规划与竖向规划

7.1竖向与道路交通衔接

7.1.1 衔接重点

7.1.2 关键要素整合

7.1.3 控制要素采集

7.2道路竖向规划要点

7.3道路竖向规划基本要求

7.4道路竖向规划高程控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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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4.1 道路高程控制

7.4.2 场地高程控制

7.4.3 桥梁高程控制

7.5对竖向规划的建议

第八章 竖向规划方案

8.1 规划原则

8.2 竖向详细规划要求

8.3 规划思路与策略

8.2.1 防洪排涝策略

8.2.2 排水策略

8.2.3 土方策略

8.2.4 动态更新策略

8.2.5 其他限制条件策略

8.4 竖向系统布局

8.5 道路竖向规划

8.6 用地竖向规划

8.7 土方工程及调配

第九章 结论与建议

9.1结论

9.2建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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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图纸目录

S-01 区位图

S-02 城市现状用地图

S-03 城市现状水系图

S-04 现状高程分析图

S-05 现状坡度分析图

S-06 现状低洼地识别分析图

S-07 城市用地规划图

S-08 防洪排涝分区规划图

S-09 城市水系规划图

S-010 排水分区规划图

S-011 道路竖向规划图

S-012 地块竖向规划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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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录 8 竖向总体规划模板（排涝分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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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录 9 竖向详细规划图则模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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