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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章 总  则 

第1条 规划背景 

近年来，气候变化影响和风险不断加剧，极端强降雨天气频发，城

市洪涝风险上升。2023 年 4 月，《住房和城乡建设部 国家发展改革委

办公厅关于做好 2023 年城市排水防涝工作的通知》提出要“加强城市

竖向设计和优化调整，合理确定地块高程”，以“全面提升城市内涝防

治能力”。 

为应对日益严峻的洪涝安全形势，全面推进韧性城市建设，提升城

市竖向管控对洪涝风险的积极防御作用，按照搭建“安全、生态、经济、

多元”竖向规划体系的要求，编制广州市竖向总体规划。 

第2条 规划范围 

本规划范围为广州市行政辖区，行政区面积 7434km²。 

第3条 规划期限 

规划期限为 2023-2035 年。 

第4条 规划依据 

《中华人民共和国城乡规划法》 

《中共中央 国务院关于建立国土空间规划体系并监督实施的若干

意见》 

《历史文化名城名镇名村保护条例》 

《广州市城乡规划条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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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广州市历史文化名城保护条例》 

《广州市水务管理条例》 

《广州市排水条例》 

《广州市城乡规划技术规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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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广州市一流域一手册洪涝风险图集》 

《广州市建设项目雨水径流控制办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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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试行）》 

《广州市竖向规划编制工作指引（试行）》 

《历史文化名城和街区等保护提升项目建设指南（试行）》 

《广州市国土空间总体规划（2021-2035 年）》（送审稿） 

《广州市海绵城市建设专项规划（2021-2035 年）》 

《广州市城市绿地系统海绵城市专项规划（2016-2030）》 

《广州综合交通枢纽总体规划（2018-2035 年）》 

《广州市防洪（潮）排涝规划》（送审稿） 

《广州市排水（雨水）防涝综合规划（2022-2035 年）》 

《广州市城市更新专项规划（2021-2035 年）》 

《广州市建筑废弃物处置设施布局规划（2021-2035 年）》 

《广州市综合交通体系规划（2023-2035 年）》（送审稿） 

《广州历史文化名城保护规划》 

《广州历史文化名城保护规划（2021-2035 年）》（送审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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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广州市地质灾害防治“十四五”规划》 

第5条 规划目标 

建立广州市竖向总体控制体系，指导下层级竖向规划编制，支撑地

块开发利用，保障道路衔接顺畅，促进土方平衡，降低内涝积水风险，提

升城市防洪安全水平，推动韧性城市建设。 

第6条 规划原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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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结

合防洪排涝标准，详细调查河道水位、排水模式等控制性因素，充分考

虑极端天气带来的风险。 

因地制宜。尊重自然山水格局，保护山体、水体、绿地等自然地貌，

因地制宜确定场地竖向标高，尽量避免后续建设过程中不必要的开挖和

填埋。 

统筹协调。从全市层面进行全域统筹，加强与防洪排涝等专项规划

之间的协调。 

刚弹结合。坚持弹性和刚性相结合，制定约束性指标加强刚性管控，

明确引导性原则方便弹性指导，增强规划的可实施性和灵活性。 

第7条 文本适用 

本规划主要用于指引竖向详细规划、竖向实施性规划和详细规划竖

向专章的编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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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章 城市竖向底线标高规划 

第8条 底线标高计算规则 

底线标高是城市竖向规划最低标高，根据《广州市防洪（潮）排涝规

划》（送审稿）确定的河涌规划水位，结合安全超高、水力坡度等条件推

算得出。 

底线标高=河道规划水面线标高+1‰（地表汇流最小坡度）×距离+

安全超高。当竖向控制点由于路网规划发生变化时，下一层级规划可沿

用本次规划制定的计算规则，细化坡向和优化底线标高。 

第9条 约束性和指引性底线标高 

底线标高分为约束性和指引性两类底线标高。 

约束性底线标高：沿河道路的最低点、位于达标区的现状主干路及

以上道路交叉口的底线标高。 

指引性底线标高：除约束性底线标高外的其他底线标高。 

第10条 底线标高 

结合城市规划管理需求，守住防洪排涝安全底线，规划提取城市主

干路及以上道路交叉点、沿河道路最低点作为城市竖向规划控制点，确

定底线标高。 

规划全市域底线标高 2629 个，其中约束性底线标高 1715 个，指引

性底线标高 914 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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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章 全域重要资源识别 

第11条 综合交通枢纽 

结合《广州市综合交通体系规划（2023-2035 年）》（送审稿）及相

关专项规划，对广州市 15 处全国型及以上客运枢纽、14 处大型及以上货

运枢纽进行识别，对涉及的 26 座综合交通枢纽站点结合区域特点提出竖

向管控要求，保障城市的正常运行。 

第12条 重大市政公用设施 

依据《防洪标准》（GB 50201）明确的防洪安全事关重大的防护对

象，结合市国土空间总体规划，对城市生命线工程的 36 座给水厂、22 座

500 千伏变电站、10 座燃气场站、4 座通信机楼、93 座污水厂进行识别，

结合区域特点提出竖向管控要求，保障城市的正常运行。 

第13条 全域历史文化地段 

根据历史文化名城保护相关法律法规和保护规划的要求，落实广州

市历史文化街区、历史风貌区、历史文化名镇、历史文化名村、传统村

落、不可移动文物、历史建筑和传统风貌建筑保护范围，提出竖向管控

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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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章 竖向分区及策略 

第14条 竖向分区 

竖向分区分为两级分区。结合广州市国土空间规划分区，全陆域一

级分区划分为建成区、增量建设区、农业区、生态区；其中，建成区和增

量建设区设置二级分区，结合底线标高分为达标区和低洼区。 

建成区：依据 2022 年国土变更调查结果，结合国土空间规划分区确

定建成区范围。 

增量建设区：依据广州市及下辖各区国土空间总体规划明确的国土

空间规划分区，结合建成区分布，划分增量建设区。 

农业区：依据广州市及下辖各区国土空间总体规划的农田保护区、

乡村发展区中的一般农业区进行划分。 

生态区：依据广州市及下辖各区国土空间总体规划的生态保护区、

生态控制区及乡村发展区中的林业发展区进行划分。 

第15条 竖向分区空间分布 

建成区：主要分布在越秀区、荔湾区、天河区、海珠区、番禺区中部

和白云区南部。建成区划分为达标区和低洼区。 

增量建设区：主要分布在白云区、黄埔区、南沙区、番禺区和花都

区。增量建设区划分为达标区和低洼区。 

农业区：主要分布在从化区、增城区，以及南沙区、花都区和番禺区

局部区域。 

生态区：主要分布在从化区、增城区，以及花都区、黄埔区和白云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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局部区域。 

第16条 竖向规划分区策略 

建成区：①达标区——维持现状为主，部分地区改造及修复应注意

避免形成新的相对洼地。远高于周边地块，应通过设置截洪沟等措施，

避免地块雨水汇流至周边低洼地区。②低洼区——无改造条件区域通过

建设海绵设施、改造排水设施等综合改造措施解决排涝问题，并限制周

边雨水汇集于此处。可优化改造区域：周边为增量建设区，竖向规划纳

入周边增量建设区的高程控制体系；周边为无改造条件区域，竖向规划

应满足底线标高，衔接周边地形地貌，通过综合改造措施尽量减少雨水

汇流至周边低洼区。 

增量建设区：①达标区——满足底线标高，衔接周边环境。远高于

周边地块的，应通过设置截洪沟等措施，避免地块雨水汇流至周边低洼

地区。②低洼区——结合现状地形条件适度优化竖向规划标高，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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其中，直接受风暴潮影响的重点片区，外部通过防洪圈层正面抵抗

风暴潮影响，内部重点考虑排水需求合理制定底线标高，主动应对海平

面上升、极端气候变化带来的洪涝威胁。 

农业区：按现状竖向标高管控。 

生态区：按现状竖向标高管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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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章 土石方平衡策略 

第17条 土石方平衡原则 

因地制宜进行城市开发建设，在土石方源头减量的基础上，区域统

筹考虑多个项目开挖与回填工程量，合理有序调配土石方，降低建设成

本。 

第18条 土石方平衡策略 

就地平衡策略：对于单个工地和连片开发区域，应利用堆土造景、

地下空间合理设计和场地间平衡等手段，促使土石方就地平衡，尽最大

可能减少源头土方产生量。 

市域平衡策略：将土方在建筑废弃物处置设施布局规划明确的消纳

场和不需要活化利用的废弃矿坑、不符合底线标高的道路和不达标的骨

干河道及其他水系防洪堤区域、全市增量建设区内的低洼区进行消纳，

在市域最大程度实现土石方平衡。 

跨市调配平衡策略：对市域内不能消化的土石方通过水运、陆运跨

市区域调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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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六章 塑造空间特色景观 

第19条 空间特色景观塑造原则 

基于自然资源本底，以永久基本农田、生态保护红线、城镇开发边

界为刚性管控依据，通过对山、水、林、田、湖、草全要素进行分析，细

化管控底线，构建与山水环境和谐呼应的整体城市格局，塑造“一城多

面、通山达水”岭南特色风貌。 

第20条 空间特色景观塑造策略 

山地丘陵地区：在符合防洪排涝和技术要求的前提下，道路竖向规

划标高顺势起伏，尽量维持原生地貌。场地竖向规划针对不同类型建设

用地，采取“平坡式、台阶式和混合式”三种方式，减少对地形的改造，

延续整体地形地势，塑造起伏有序的山水城市景观。 

城市高密度建成区：综合考虑历史文化价值、存量用地利用、更新

改造潜力等维度的因素，保护老城区的传统格局和历史风貌，通过老城

区与城市更新区之间的公共绿地、开放空间等过渡段进行竖向衔接，塑

造传统与现代融合的都市景观。 

临海平坦地区：综合考虑外江堤防沿岸的生态保护、景观绿化、交

通、休闲旅游等功能需求，促进水岸与城市空间的相互融合，营造开放

且具有层次的滨海空间。同时综合论证内河涌管控水位，明确防洪排涝

措施，确定竖向基准标高，尽量减少现状地势的抬高，保留低洼透水性

较好的自然地貌。 

 



广州市竖向总体规划 

 10 

第七章 规划实施保障措施 

第21条 纳入国土空间基础信息平台，支撑规划管控 

严格落实国土空间总体规划有关要求，竖向总体规划经依法批准后

纳入国土空间基础信息平台规划管理的专项规划目录下的竖向总体规划

图层。 

第22条 健全规划体系，加强规划传导 

本规划为竖向专项规划体系下的竖向总体规划。规划以广州市国土

空间总体规划为基础，并传导至竖向详细规划、竖向实施性规划、详细

规划竖向专章，支撑和指导下层级竖向规划的编制。 

本规划主要内容应纳入详细规划，作为竖向规划管控的依据。各专

项规划应加强与本规划的协调。 

第23条 建立定期评估修订和动态维护机制 

本规划实行“五年一评估”，结合新形势和新要求、详细规划与各类

专项规划的编制情况，对规划实施情况开展定期评估和修订，并进行动

态维护。 

 



广州市竖向总体规划 

 11 

附表 1：下层级竖向规划高程控制要素一览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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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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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不可移动文物、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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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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表 2：竖向分区及竖向规划策略对应表 

规划分区 竖向规划策略 

建成

区 

达

标

区 

维持现状为主，部分地区改造及修复应注意避免形成新的相对洼地。远

高于周边地块，应通过设置截洪沟等措施，避免地块雨水汇流至周边低

洼地区。 

低

洼

区 

1、无改造条件区域：通过以建设海绵设施、改造排水设施等综合改造措

施解决排涝问题，并限制周边雨水汇集于此处。 

2、可优化改造区域：周边为增量建设区，竖向规划纳入周边增量建设区

的高程控制体系；周边为无改造条件区域，竖向规划应满足底线标高，

衔接周边地形地貌，通过综合改造措施尽量减少雨水汇流至周边低洼

区。 

增量

建设

区 

达

标

区 

满足底线标高，衔接周边环境。远高于周边地块的，应通过设置截洪沟

等措施，避免地块雨水汇流至周边低洼地区。 

低

洼

区 

结合现状地形条件适度优化竖向规划，并协同防洪排涝、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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农业

区 
/ 

按现状竖向标高管控。 

生态

区 
/ 

按现状竖向标高管控。 

说明：综合改造措施主要包括海绵设施建设、排水管道建设、调蓄设施建设、水闸泵

站建设、河道建设等。 

1、海绵设施建设包括：透水铺装、绿色屋顶、下凹式绿地、生态树池、生物滞留设施、

渗透塘、雨水湿地、蓄水池、雨水罐、调节塘、植草沟、植被缓冲带等设施。 

2、排水管道建设包括：雨污分流改造、排水管网达标改造、行泄通道建设等。 

3、调蓄设施建设包括：调蓄湖泊湿地建设、调蓄体挖潜改造。 

4、水闸泵站建设包括：新建水闸泵站、改扩建水闸泵站等。 

5、河道建设包括：河道整治、河道拓宽建设、河道联通建设、分流渠建设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