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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4年8月26日，经市政府批准，
《广州市竖向总体规划（2023-2035年）》印发实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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竖向总规成果构成
• 规划内容

• 成果输出

• 规划传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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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 规划内容

Ø 底线标高：基于保障城市洪涝

安全的最低竖向标高；

Ø 竖向规划控制点：共提取

2629个竖向规划控制点。

Ø 一级分区：建成区、增量建设

区、农业区、生态区共四类；

Ø 二级分区：结合底线标高，建

成区和增量建设区，分为达标

区和低洼区

Ø 生命线工程：交通、供水、

供电、供气、通信、排水共

计191处重大设施；

Ø 历史文化资源：落实历史文

化街区、文物保护单位等保

护范围。

Ø 就地土方平衡：堆土造景、合

理设计竖向等；

Ø 市内区域平衡：结合城市开发

计划、低洼区竖向优化；

Ø 跨市区域平衡：跨市区域调配

土方。

Ø 北部：塑造起伏有序的山水城

市景观；

Ø 中部：塑造传统与现代融合的

都市景观；

Ø 南部：塑造生态友好的多样化

滨海城市景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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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1 底线标高

竖向规划控制点分布图

     其中，约束性控制点：1715 个。

         指引性控制点：914个。

市域竖向规划控制点：2629 个；

6



1.1.2 竖向分区

基于国土空间规划分区，将广州市陆域划分为建成区、增量建设区、农业区、生态区。

p 一级分区

城镇发展区 乡村发展区 农田保护区 生态控制区 生态保护区

乡村
发展区

一般
农业区

林业
发展区

现状是否
建设

建成区 增量建设区 农业区 生态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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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2 竖向分区
建成区

是否不低于
底线标高

是 否

达标区

低洼区

后期是否
整体改造

可优化
改造区域

无改造条件
区域

p 建成区：现状已建设区域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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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通过建设海绵设
施、改造排水设
施为主的措施解
决排涝问题。

• 竖向规划以整体
竖向优化为主。

是

是 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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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2 竖向分区

增量建设区

是否不低于
底线标高

是 否

达标区 低洼区

p 增量建设区：城镇发展区、村庄建设区内现状未建设区域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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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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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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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2 竖向分区
p 农业区：农田保护区、一般农业区

p 生态区：生态保护区、生态控制区

农业区

生态区

按现状竖向标高管控。

按现状竖向标高管控，如有设施必须在此区建设时，应最大保护生态景观要素的前提下，合
理地确定标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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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3 资源保护

编号 行政区 设施类型 设施名称 竖向分区
一级分区 二级分区

1 越秀区 交通设施 已建广州站 建成区 达标区

2

天河区

交通设施 已建广州东站 建成区 达标区
3

市政
公用设施

现状猎德污水厂 建成区 低洼区
4 新建凤凰净水厂 增量建设区 达标区

5 新建柯木塱净水厂 建成区、
增量建设区 达标区

6 新建大观净水厂 建成区 达标区
7

海珠区 市政
公用设施

现状南洲水厂 建成区 达标区

8 规划海珠站 增量建设区 低洼区

9 规划琶洲西区通信机楼 建成区 低洼区

10 荔湾区 市政
公用设施 现状西村水厂 建成区 达标区

11

白云区

市政
公用设施

现状穗云水厂 建成区 达标区

12 现状江村水厂 建成区 低洼区

13 现状石门水厂 建成区 达标区

14 现状北部水厂 建成区 达标区

15 现状北郊站 建成区 达标区

16 规划鸦岗站 增量建设区 达标区

17 规划移动通信机楼 增量建设区 达标区

18 交通设施 已建广州白云国际机场枢纽 建成区 达标区
...

...
...

...
...

...
191 增城区 交通设施 已建增城西站 建成区 达标区

p 191处重大市政交通基础设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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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3 资源保护
识别分析191处交通、供水、供电、供气、通信、排水等重大基础设施，结合
竖向分区分别提出竖向管控策略。

交   通 供   水 供    电 供    气 通    信 排    水
• 全国型及以上客

运枢纽、货运枢

纽交通站点26处。

• 规划至2035年，

全市共规划36座

供水厂。

• 规划至2035年，

全市共规划22座

500千伏变电站。

• 规划至2035年，

全市共规划10座

燃气厂站。

• 规划至2035年，

全市共规划新建4

座通信机楼。

• 规划至2035年，

全市共规划93座

污水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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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3 资源保护
p历史文化地段

现状历史文化名城保护分布图

新河浦历史文化街区

沙湾古镇

高溪村

Ø 历史文化街区：沙面、北京路等26片；

Ø 历 史 风 貌 区：白云山、越秀山历史风貌区等19片；

Ø 文物保护单位：822处文物保护单位；

Ø 不可移动文物：2982处尚未核定公布为文物保护单位的

                                      不可移动文物；

Ø 历史文化名镇：1个中国历史文化名镇；

Ø 历史文化名村：1个中国历史文化名镇，2个中国历史文化名村，

                                     4个广东省历史文化名村；

Ø 历  史  建  筑：全市已公布七批828处历史建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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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3 资源保护
p 重要资源

分类 设施类型 竖向规划策略

重要
资源

交通枢纽站点
• 现状新塘站，站体位于达标区
•按现状竖向标高管控，周边建设时在保障设施正常运行前提下，衔接现状地形地貌

重大市政公
用设施

给水

• 现状新和水厂（达标区），维持现状为主
• 现状西洲水厂（低洼区）、现状沙埔水厂（低洼区）

• 需结合采取综合措施，解决内涝风险问题，周边地区改造及修复应注意避免汇水至设施所在区
域，保障设施正常运行

污水 • 现状永和南水质净化厂（达标区），维持现状为主
• 规划扩建永和污水厂（低洼区），在满足底线标高前提下，衔接周边地形地貌，保证场地安全，保障设施正常运行。

供电 • 现状XX站（达标区），维持现状为主
• 规划XX站（达标区），应满足底线标高，保证场地安全，保障设施正常运行前提下，与周边地形地貌相协调

燃气 现状XX站（达标区），按现状竖向标高管控

历史文化地
段

12.4hm² 位于低洼区面积为2.26hm²，通过疏通排涝河道、增设泵站，增加片区调蓄等方法保证片区防洪排涝
安全，周边地区改造及修复应注意避免汇水至此类区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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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4 土方平衡
以市内调配为主，合理利用废弃矿坑、低洼区，优化南部区域竖向高程，提升城市安全保障。

303.24 200.59

1965.2
2342.76

611.6

4822.43

8320.94

1995.91

798.91

0

3000

6000

9000

荔湾区 海珠区 白云区 番禺区 黄埔区 花都区 南沙区 增城区 从化区

各区低洼区土方需求（万m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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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5 景观风貌

 维持北部地区山地丘陵的特征本底，场地采取“平坡式、台阶式和混合式”三种方式，延续整体地形地势，塑
造起伏有序的山水城市景观。

p 北部地区：塑造起伏有序的山水城市景观

p 中部地区：塑造传统与现代融合的都市景观

 综合考虑多维因素，保护老城区的传统格局和历史风貌，同时通过公共绿地、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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p 南部地区：塑造生态友好的多样化滨海城市景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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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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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 成果输出：11个行政区+空港经济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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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 成果输出：各区竖向总体规划指引图
行政区骨干河道： 黄埔区

面积（km2）： 484.17

涉及排涝片： 横滘河排涝片、南岗河排涝片、乌涌排涝片、长洲岛排涝片、南湾涌排涝片、庙头涌排涝片、双岗涌排涝片、珠
江涌排涝片、文涌排涝片、深涌排涝片、金坑河排涝片、东江北干流排涝片、平岗河排涝片、凤尾坑排涝片

基本
情况

现状地形： 现状标高： 3.1 ~ 428.85m，约55%面积位于20 ~ 
80m 现状坡度（%）： 0.1~12.16%

骨架道路： 黄埔大道东、广汕公路，科学大道、开创大道、永和路、石化路、广园快速路

防洪
（潮）
排涝
规划

防洪（潮）
工程

骨干河道 防洪（潮）标准 关键断面 管控水位 骨干河道 防洪（潮）标准 关键断面 管控水位

珠江前航道
300年一遇

中大 8.4m 珠江后航
道 300年一遇

广州浮标（二） 8.1m

珠江黄埔航道 黄埔（三） 8.2m 珠江黄埔
航道 大盛 8.4m

排涝工程
骨干河道 治涝标准 关键断面 管控水位 骨干河道 治涝标准 关键断面 管控水位

乌涌 50年一遇 广园快速路 8.9m 南岗河 50年一遇 广深铁路桥 10.4m

深涌主涌 50年一遇 闸上 6.8m        

竖向底线标高： 7.56m ~ 75.35m

规划分区 面积（km2） 分布情况说明

建成区
达标区 147.7 主要位于黄埔区中部、北部，地势较高，地形坡度较大，自然排水条件良好。
低洼区 36.17 主要位于黄埔区南部珠江黄埔航道沿岸旧城区。

增量建设区
达标区 97.08 主要位于黄埔区北部知识城片区。

低洼区 5.77 分布较为分散，主要分布在黄埔区南部，周边主要为建成区，竖向规划受周边现状建成区影响
较大。

农业区 12.35 主要分布在黄埔区北部。
生态区 185.10 主要分布在黄埔区中北部山地、丘陵区域。

重要
资源

交通枢纽站点： 规划黄埔站、已建知识城站；
已建下元货运站、已建黄埔新港。

重大市
政公用
设施：

给水： /

污水：

规划扩建九龙水质净化一厂、规划扩建九龙水质净化二厂、规划扩建九龙水质净化三厂、现状
西区水质净化厂、规划扩建萝岗水质净化厂、规划扩建东区水质净化厂、规划扩建黄陂水质净
化厂、规划新建科学城净水厂、规划扩建大沙地净水厂、规划扩建永和北水质净化厂、现状永
和南水质净化厂

供电： /

燃气： /

通信： 规划鱼珠庙头机楼

历史文化地段： 历史文化地段面积约1.49km2，主要为区级文保、历史建筑等，约0.26km2历史文化地段位于低
洼区。

涉及排涝片区

防洪河道

骨干排涝河道

分
区
概
况

重
要
资
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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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 成果输出：105个排涝片区

11个行政区

空港经济区

105个

排涝片区

广州市105个
排涝片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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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 成果输出：105个排涝片区
所在行政区 增城区/黄埔区

面积（km2） 256.85

基本
情况

现状地形 现状标高 5.0 ~ 136.0m 现状坡度（%） 0.1 ~ 59.1%

骨架道路 开创大道、永龙大道、永和路、新新大道、新源路、香山大道、
永安大道、永宁大道、创强路、创新大道、荔新快速、汽车城大道

主要河涌

矮岗河、白花涌、白江涌、白石北涌、白石涌、大板涌、大陂河、大陂涌、大墩中围涌、大岭窿涌、大有涌、大洲涌、东埔河、东洲涌、东洲支
涌、洞尾河、鹅桂洲新涌、福船涌、甘涌、岗贝北涌、官湖涌、官湖支涌、箕裘岗涌、九亩涌、蓝山涌、蓝田涌、六角涌、龙湖西涌、龙湖涌、
龙塘涌、茅岗涌、米场涌、南顺涌、坭紫涌、牛市圳、坪地涌、前海涌、三安涌、沙角新涌、沙埔尾涌、山羌涌、山猪窿排洪渠、上基涌、上邵
涌、上洲涌、深涌南涌、石下涌、苏冲涌、田心南涌、湾头涌、温涌、乌石涌、西福河、西基涌、西洲涌、细陂河、仙村河、仙村新洲涌、仙村
涌、仙村运河、仙吓涌、仙竹园涌、翔涌、巷头涌、新街二涌、新街涌、新塘凤凰水、雅三涌、雅瑶河、永和河、孖水门涌等77条内河涌

防洪
（潮）
排涝
规划

防洪（潮）工程
骨干河道 东江北干流 防洪（潮）标准 100年一遇

关键断面 新家埔 管控水位 9.6m

排涝工程

骨干河道

温涌

规划设计水位

30年一遇：8.07 ~ 8.32m

永和河 50年一遇：8.71 ~ 31.30m

雅瑶河 50年一遇：8.66 ~ 23.85m

埔安河 30年一遇：8.97 ~ 12.18m

治涝标准 城镇开发边界内20-50年一遇；
城镇开发边界外5 ~ 10年一遇24h小时暴雨24h排干不成灾。

内涝防治
设计重现期 城镇开发边界内为100年一遇

雨水排放模式 自排+强排 20



1.2 成果输出：105个排涝片区
竖向规划底线标高 7.00 ~ 48.86m

规划分区 面积（km2） 竖向规划策略

建
成
区

达标区 95.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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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低洼区 30.03

主要涉及章陂村、塘美村、白水村、巷口村、黄沙头村等地段。
• 无改造条件区域竖向规划以优化局部为主，通过建设海绵设施、改造排水设施为主的措施解决排涝问题。
• 可优化改造区域约525.49hm²，竖向规划以整体优化为主。统筹考虑周边为无改造条件区域的情况，如塘美

村、东洲村等区域，竖向规划以整体竖向优化为主，在满足底线标高、保证场地安全前提下，衔接周边地形
地貌，采取海绵设施建设、排水管道建设等措施尽量减少雨水汇流至周边低洼区，通过河道建设等措施解决
排涝问题。

增量
建设区

达标区 31.9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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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低洼区 5.66 以满足底线标高为前提，结合现状地形条件适度优化竖向规划方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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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6.94 按现状竖向标高管控

生态区 57.27 按现状竖向标高管控，如有设施必须在此区建设时，应以最大保护生态景观要素的前提下，合理的确定道路或
场地标高。 21



1.2 成果输出：105个排涝片区

重要
资源

交通枢纽站点 已建新塘站（达标区），以维持现状为主。

重大市政
公用设施

给水

现状西洲水厂（低洼区）、现状沙埔水厂（低洼区），以维持现状为主。需结合采取综合措施，解决内涝风险问题，周边地
区改造及修复应注意避免汇水至设施所在区域，保障设施正常运行。
现状新塘水厂（达标区）、现状新和水厂（达标区），以维持现状为主。
规划南部水厂（达标区），应在满足底线标高、增江下游防洪保护区防洪要求的前提下，保证场地安全，保障设施正常运行，
衔接周边地形地貌。

污水

现状永和南水质净化厂（达标区）、规划扩建永和北水质净化厂（达标区），建成区以维持现状为主，扩建区域应在满足底
线标高、区域防洪要求的前提下，保证场地安全，保障设施正常运行，衔接周边地形地貌。
规划扩建永和污水厂（低洼区），建成区以保持现状为主，需结合采取综合措施，解决内涝风险问题，周边地区改造及修复
应注意避免汇水至设施所在区域，保障设施正常运行；扩建区域在满足底线标高前提下，衔接周边地形地貌，保证场地安全，
保障设施正常运行。

供电
现状增城站（达标区），以维持现状为主。
规划石滩站（达标区），应在满足底线标高、增江下游防洪保护区防洪要求的前提下，保证场地安全，保障设施正常运行，
衔接周边地形地貌。

燃气 现状广园门站（达标区），以维持现状为主。

历史文化地段 0.124 以维持现状为主。位于低洼区面积为2.26hm²，通过疏通排涝河道、增设泵站，增加片区调蓄等方法保证片区防洪排涝安全，
周边地区改造及修复应注意避免汇水至此类区域。

22



1.3 规划传导
健全规划体系，加强规划传导

1.安全底线标高
2.竖向分区及策略
3.重要基础设施规划策略

竖向总体规划 竖向详细规划 竖向实施性规划

国土空间总体规划

国土空间详细规划

规划
基础

竖向
专项
规划
体系

审批
依据

传导
支撑

指导
编制

衔接
纳入

23



竖向详细规划
Ø 规划弹性标高
Ø 场地最低标高

详细规划竖向专章
Ø 规划弹性标高
Ø 场地最低标高

竖向实施性规划
Ø 规划标高
Ø 场地最低标高

竖向总体规划
Ø 底线标高
Ø 竖向分区

1.3 规划传导
p竖向总体规划

Ø 规划定位

市级层面竖向规划顶层设计。

Ø 传导方式

用于指导竖向详细规划、竖向实施性规划、

详细规划竖向专章的编制。

Ø 传导要素

底线标高：基于洪涝本底安全的最低标高，竖向详

细规划、竖向实施性规划、详细规划竖向专章规划标高

需在底线标高基础上结合周边地形地貌等要素深化规划。

竖向分区：落实竖向规划分区策略，针对低洼区提

出解决措施。
24



依据竖向总规竖向分
区、底线标高数据

1.3 规划传导— 以详细规划竖向专章编制为例

由设计单位结合现状
条件进行分析

由设计单位基于竖向
总规进一步分析

由设计单位进行分析

如
有

规划弹性标高
标注于道路交

叉口标高

场地最低标高
标注于场地四

角位置

25



数据上网

26



01 成果上网
Ø 明确竖向总体规划、详细规划竖向专章、竖向详细

规划、竖向实施性规划、建设工程规划许可证和规

划条件核实设计的竖向信息的入库图层及数据

02 成果应用
Ø 明确竖向规划传导体系（见附件1和附件2）；

Ø 明确出具规划条件、核发用地预审与选址意见书的要求（见

附件3）；

Ø 明确设计方案审查、核发建工证时增加竖向审查内容；

Ø 明确规划条件核实要求。

03 工作职责

《广州市规划和自然资源局关于竖向规划成
果上网及应用的通知》

Ø 明确市政设施规划管理处工作职责；

Ø 相关业务处室和各区分局按职责分工。

Ø 自动化中心负责竖向规划及竖向标高的上网及动态更新维护。27



28

数据上网

广州市国土空间基础信息平台

Ø 竖向总体规划——底线标高、竖向分区、地表径流

Ø 详细规划竖向专章、竖向详细规划——规划弹性标高、场地最低标高

Ø 竖向实施性规划——规划标高、场地最低标高

Ø 建设工程规划许可证——道路交叉口标高、场地标高

Ø 规划条件核实——道路交叉口标高、场地标高

广州市“多规合一”管理平台

Ø 广州市竖向总体规划——说明书、文本

28



地表径流路径

29

专项规划
竖向规划

竖向总体规划

底线标高
规划分区图

底线标高

竖向总体规划—底线标高

底线标高：6.80

底线标高：6.70

底线标高：6.90



底线标高

地表径流路径

30

竖向总体规划—规划分区图

规划分区 面积（km2） 竖向规划策略

建成区

达标区 906.92 
维持现状地势为主，部分地区改造及修
复应注意避免形成新的相对洼地。

低洼区 342.88 

1、无改造条件或微改造地区：通过以
建设海绵设施、改造排水设施为主的综
合改造措施解决排涝问题，并限制周边
的增加建设区及全面改造区雨水汇集于
此处。
2、可优化地区：周边为增量建设区，
竖向规划策略为在满足底线标高、交通
等基本要求上，建立整体的、完善的高
程控制体系，塑造城市特色风貌；周边
为无改造条件地区，竖向规划策略为以
整体竖向优化为主，在满足底线标高，
保证场地安全前提下，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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37.67 
满足底线标高，保证场地安全，衔接周
边环境。

低洼区  305.4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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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514.92 整体保留，维持现状。

生态区 2426.56 

以维持现状地形为主，如有设施必需在
此区建设时，应以最大保护生态景观要
素的前提下，合理的确定道路或场地标
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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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泵站水闸建设、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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泵站水闸建设包括：新建泵站水闸、改扩建泵站水闸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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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专项规划
竖向规划

竖向总体规划
规划分区图规划分区图



地表径流路径

31

专项规划
竖向规划

竖向总体规划
规划分区图

底线标高

竖向总体规划—地表径流路径

地表径流路径



详细规划竖向专章

竖向实施性规划

竖向详细规划

规划弹性标高

场地最低标高

规划弹性标高：7.41-7.91m

规划弹性标高：7.41-7.91m

规划弹性标高：7.41-7.91m规划弹性标高：7.41-7.91m

规划弹性标高：7.41-7.91m

规划弹性标高：7.41-7.91m

规划弹性标高：7.41-7.91m

规划弹性标高：7.41-7.91m

规划弹性标高：7.41-7.91m

32

竖向详细规划—规划弹性标高

竖向详细规划
规划弹性标高



详细规划竖向专章

竖向实施性规划

竖向详细规划

规划弹性标高

场地最低标高

33

场地最低标高：7.7m

场地最低标高：7.7m

场地最低标高：7.7m

场地最低标高：7.7m

场地最低标高：7.7m

场地最低标高：7.7m

场地最低标高：7.7m

场地最低标高：7.7m

竖向详细规划—场地最低标高

详细规划竖向专章

竖向详细规划

场地最低标高



详细规划竖向专章

竖向实施性规划

规划标高

场地最低标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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规划标高：8.0m

规划标高：7.7m

规划标高：7.7m

规划标高：7.7m

竖向实施性规划—规划标高

竖向实施性规划
规划标高

规划标高：8.2m

规划标高：8.0m



详细规划竖向专章

竖向实施性规划

规划标高

场地最低标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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场地最低标高：8.2m

场地最低标高：8.2m

场地最低标高： 8.5m

场地最低标高： 9.0m

场地最低标高： 8.2m

竖向实施性规划—场地最低标高

竖向实施性规划

场地最低标高



详细规划竖向专章

竖向实施性规划

详细规划竖向专章

规划弹性标高

场地最低标高

规划弹性标高：7.41-7.91m

规划弹性标高：7.41-7.91m

规划弹性标高：7.41-7.91m
规划弹性标高：7.41-7.91m

规划弹性标高：7.41-7.91m

规划弹性标高：7.41-7.91m

规划弹性标高：7.41-7.91m

规划弹性标高：7.41-7.91m

规划弹性标高：7.41-7.91m

36

详细规划竖向专章—规划弹性标高

详细规划竖向专章
规划弹性标高



详细规划竖向专章

竖向实施性规划

详细规划竖向专章

规划弹性标高

场地最低标高

37

场地最低标高：7.7m

场地最低标高：7.7m
场地最低标高：7.7m

场地最低标高：7.7m
现状标高：5.2m

场地最低标高：7.7m

场地最低标高：7.7m

场地最低标高：7.7m

场地最低标高：7.7m

详细规划竖向专章—场地最低标高

详细规划竖向专章

详细规划竖向专章

场地最低标高



详细规划竖向专章

竖向实施性规划

建设工程规划许可证

道路交叉口标高

场地标高

38

建设工程规划许可证——道路交叉口标高、场地标高

道路交叉口标高
场地标高

道路交叉口标高：7.24m

道路交叉口标高： 7.60m

道路交叉口标高：8.20m

场地标高： 8.10m

场地标高：8.60m

场地标高： 8.10m

场地标高： 8.60m
建设工程规划许可证



详细规划竖向专章

竖向实施性规划

建设工程规划许可证

道路交叉口标高

场地标高

39

规划条件核实——道路交叉口标高、场地标高

道路交叉口标高
场地标高

道路交叉口标高： 7.34m

道路交叉口标高： 7.65m

道路交叉口标高： 8.26m

场地标高： 8.20m

场地标高： 8.70m

场地标高： 8.30m

场地标高： 8.75m
规划条件核实



建立“五年一评估”
的规划评估制度

评估
制度

根据各区的竖向详
细规划进行动态更
新维护

动态
维护

动态更新制度：五年一评估，动态更新。

规划数据标准化
明确各层级竖向规划要素数据标准化

纳入规划管理平台
规划将竖向规划控制图则纳入国土
空间基础信息平台、广州市“多规

合一”管理平台。

建立竖向专项规划体系
层次传导，指导下层级竖向规划编制

管理机制
参照 “五年一评估”的规划定

期评估制度。
对竖向总体规划实施情况开展

全面评估和总结分析。

40



应用管理



3.1 应用要求
阶段 审查/审批要求 对建设单位的要求

规划条件或
用地预审与选址意见书

用地通增加竖向相
关内容

——

设计方案审查
核查竖向标高是否
符合规划条件、用
地选址预审

道路及轨道交通工程的送审方案（含电子文件）应有竖向内容（包
括与周边的衔接情况、道路交叉口标高等）。

建筑工程的送审方案（含电子文件）应有竖向内容（包括与周边的
衔接情况、道路交叉口标高及室外地坪标高）。

报建电子文件（市政通、报建通）增加相应竖向自检内容。

项目因实际情况发生变化，导致送审方案竖向设计标高不处于规划
条件设定范围内的，应予以充分论证说明。

建设工程规划许可证  

审查与规划条件、
建设项目用地预审
与选址意见书的附
图竖向标高的符合
情况。

规划条件核实
核查竖向标高是否
符合《建设工程规
划许可证》

道路及轨道交通工程测量记录册应增加道路交叉口标高。

建筑工程测量记录册应增加道路交叉口标高及室外地坪标高。

42



3.1 应用要求

数据上网

出具规划条
件/用地预审

与选址

方案审查

核发建工证

规划条件核实

p流程管理

Ø 出具规划条件/用地预审与选址

根据详细规划竖向专章＞竖向实施性规划

＞竖向详细规划＞竖向总体规划的优先顺序，

将相关竖向规划标高数据纳入规划条件中。

Ø 方案审查

审查设计单位是否在规划条件/用地预审与选址

中的竖向标高要求范围内。

Ø 核发建设工程规划许可证

审查通过后出具建工证。

Ø 规划条件核实

核实竖向标高与《建设工程规划许可证》符合情况。

43



场地最低标高在用地红线范围内

3.2 规划条件 ——有详细规划竖向专章/竖向详细规划

竖向要求：

Ø 道路及轨道交通工程：出具 “规划弹性标高”。道路交叉口设计标高应在“规划弹性标高”

范围内。

Ø 建筑工程：出具“场地最低标高”。用地红线内场地（除海绵设施）竖向标高不应低于

“场地最低标高”。

44



3.2 规划条件 ——有详细规划竖向专章/竖向详细规划

场地最低标高在用地红线范围外

竖向要求：

Ø 道路及轨道交通工程：出具 “规划弹性标高”。道路交叉口设计标高应在“规划弹性标高”范围

内。

Ø 建筑工程：出具“场地最低标高”。用地红线内场地（除海绵设施）竖向标高不应低于“场地最

低标高”。

45



3.2 规划条件 ——有竖向实施性规划

竖向要求：

Ø 道路及轨道交通工程：出具 “规划标高”。道路交叉口设计标高应与“规划标高”一致。

Ø 建筑工程：出具“场地最低标高”。用地红线内场地（除海绵设施）竖向标高不应低于

“场地最低标高”。

46



竖向要求：

Ø 出具最近点底线标高、地表径流方向

Ø 以最近的竖向底线标高控制点为起点，结合地表径流方向，按地表汇流所需最小坡度推算底

线标高。

Ø 推算公式：竖向底线标高=控制点底线标高±1‰（地表汇流最小坡度）×距离

Ø 用地红线内场地竖向标高不低于周边道路的底线标高+20cm。

建设工程需在底线标高基础上结合周边地形地貌等要素深化竖向规划。

3.2规划条件 ——仅有竖向总体规划

47



3.2建设项目用地预审与选址意见书附图
                                                                                 ——有详细规划竖向专章/竖向详细规划

竖向要求：

Ø 道路及轨道交通工程：出具 “规划弹性标高”。

Ø 道路交叉口设计标高应在“规划弹性标高”范围内，并与地块顺畅衔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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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2建设项目用地预审与选址意见书附图
                                                                                 ——有竖向实施性规划

竖向要求：

Ø 道路及轨道交通工程：出具 “规划标高”。

Ø 道路交叉口设计标高应按“规划标高”实施，并与地块顺畅衔接。

49



3.2建设项目用地预审与选址意见书附图 ——仅有竖向总体规划

竖向要求：

Ø 出具最近点底线标高、地表径流方向

Ø 以最近的竖向底线标高控制点为起点，结合地表径流方向，按地表汇流所需最小坡度推算底线标高。

Ø 推算公式：竖向底线标高=控制点底线标高±1‰（地表汇流最小坡度）×距离

建设工程需在底线标高基础上结合周边地形地貌等要素深化竖向规划。

50



3.3 竖向设计方案审查——道路及轨道交通工程设计方案审查

Ø 审查文件：设计方案说明书 Ø 基本要求：与现状道路、周边地块的竖向衔接情况

Ø 审查要素：道路交叉口竖向标高 Ø 审查流程：

Ø 核查规划条件或用地预审与选址意见书附图的符合情况。

Ø 出具审查意见书。

Ø 如因现状实施条件发生变化导致送审方案竖向设计标高

不处于规划条件设定范围内的，送审方案应予以充分论

证说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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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3竖向设计方案审查——仅有竖向总体规划底线标高的区域

p道路底线标高推导计算示例
Ø 用地选址预审仅有竖向总体规划“底线标高”数据情

况。提供3处竖向规划控制点。

Ø 交叉口1距离控制点13.48为150m，为最短距离。故

选13.48作为计算基点。

Ø 交叉口2距离控制点13.48为410m，为最短距离。故

选13.48作为计算基点。

13.20
15.80

道路
交叉口

竖向总规
底线标高

路径距离
（m） 推导过程

推导
底线
标高

道路设
计标高

是否符合
底线标高

1# 13.48 150 13.48+150*0.001=13.63 13.63 15.10 是

2# 13.48 410
13.48+150*0.001=13.63

13.63-260*0.001=13.37
13.37 13.20 否

道路底线标高推导计算过程与符合情况

15.10
16.20

交叉口2#

13
0m 330m

15
0m

16.20
15.60

交叉口1#

20
0m

道路底线标高推导计算过程示意图

260m

出具复函要求优化设计方案，详见附文模板 52



3.3 竖向设计方案审查——建筑工程设计方案审查

Ø 审查文件：设计方案说明书 Ø 基本要求：与周边道路标高顺畅衔接

Ø 审查要素：用地红线竖向标高不低于“场地
最低标高”

Ø 审查流程：

Ø 核查规划条件的符合情况。

Ø 出具审查意见书。

Ø 如因现状实施条件发生变化导致送审方案竖向设

计标高不处于规划条件设定范围内的，送审方案

应予以充分论证说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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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3 竖向设计方案审查——仅有竖向总体规划底线标高的区域

p建筑工程场地最低标高推导示例
Ø 规划条件仅有竖向总体规划“底线标高”数据情况。

提供3处竖向规划控制点。
Ø 场地设计标高为14.80~15.30m。
Ø 交叉口1距离控制点13.48为150m，为最短距离。故

选13.48作为计算基点。
Ø 交叉口2距离控制点13.48 为410m，为最短距离。故

选13.48作为计算基点。
Ø 用 地 红 线 内 场 地 最 低 标 高 要 求 为 周 边 道 路 标 高

+20cm。
推导计算过程与符合情况

15
0m

16.20
15.60

建设地块

①

②

建筑工程底线标高推导计算过程示意图

20
0m

交叉口2#交叉口1#

道路
交叉口

竖向总规
底线标高

路径距离
（m） 推导过程 推导底

线标高
场地最低
要求标高

是否符
合底线
标高

1# 13.48 150 13.48+150*0.001=13.63 13.63 13.83 是

2# 13.48 410
13.48+150*0.001=13.63

13.63-260*0.001=13.37
13.37 13.57 是

260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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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4 核发建设工程规划许可证

审查与核发建设项目用地预审与选址意见书附图
的竖向标高的符合情况。
审查项目曾经报送方案审查的，如已通过审查，
按审查意见落实。 

因现状实施条件发生变化导致送审方案竖向设计
标高不处于用地预审与选址意见书设定范围内的，
送审方案应予以充分论证说明。

道路及轨道交通工程的放线测量记录册中应增加
道路交叉口标高。

1

（1）道路及轨道交通工程建设工程规划许可证

竖向审查

（2）建筑工程建设工程规划许可证竖向审查

2

3

审查与规划条件竖向标高符合情况。

审查项目曾经报送方案审查的，如已通过审查，
按审查意见落实。 

因现状实施条件发生变化导致送审方案竖向设计
标高不满足规划条件要求的，送审方案应予以充
分论证说明。 

建筑工程的放线测量记录册中应增加道路交叉口
标高及室外地坪标高。

1

2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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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5 规划条件核实

核实要求

Ø 规划条件核实测量记录册要求：

道路及轨道交通工程——应增加道路交叉口标高。

建筑工程——应增加道路交叉口标高及室外地坪标高。

Ø 核查竖向标高是否与《建设工程规划许可证》一致。

Ø 如不一致的，建设项目须与周边衔接顺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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常见问题及处理建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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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问题1  竖向审查实施时间及适用范围

自《通知》发布实施之日起，规划项目应按模板完善竖向专章并按流程上网。

控制性详细规划

自竖向总规发布实施之日起，编制竖向详细规划、竖向实施性规划时，应基
于竖向总规，按《通知》要求完善竖向内容并按流程上网。

竖向详细规划、竖向实施性规划

规划条件/核发用地预审与选址意见书附图中已出具了竖向条件的项目。

建设项目竖向审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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问题2：送审方案电子报批文件是否需要增加竖向内容

处理建议：需要。报建通、市政通、规划验收核实自检工具将依据《通知》要

求进行改造，增加竖向标高图层及要素检测等相关功能。报建单位

应自行对送审方案进行自检，通过自检后再送审。

问题3：送审方案与竖向要求不一致的救济路径或相关措施

处理建议：《通知》已明确：项目因实际情况发生变化，导致送审方案竖向设

计标高不处于规划条件设定范围内的，应予以充分论证说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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问题4：送审方案与竖向要求不一致时应进行论证说明的几种情形

当出现以下几种情况时，送审方案竖向要求不一致时应进行论证说明：

1、项目周边现状地形发生抬高或挖低，项目周边区域地表径流方向发生了

改变；

2、河涌水系或河涌设计水位发生变化；

3、受项目周边整体地势低洼影响，为保障与周边建成区的衔接，新建或改

建项目无法与竖向要求一致；

4、竖向规划标高上网数据有误，需进行勘误。

处理建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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问题5：送审方案与竖向要求不一致时，在进行论证说明时应包含哪些 
内容

当建设项目送审方案与竖向要求不一致时，应以实现道路与地块有序衔接
要求、保障洪涝安全为核心，论证说明中应包含但不限于以下内容： 

1、对送审方案与竖向要求不一致的相关情况及原因进行论证说明；

2、增加区域排水安全论证内容，包括但不限于完善排水系统，建设截水沟、
海绵设施等避免新建项目雨水汇集至周边区域；

3、对周边区域的衔接情况进行论证说明。

处理建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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问题6：场地最低标高与场地出入口设计标高

处理建议：

场地最低标高：场地内除海绵设施外最低标高；

场地出入口标高：场地与道路衔接处，应根据
相关设计规范要求进行确定。

场地最低标高

场地出入口标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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问题7：规划条件核实测量记录册需要增加哪些竖向内容

阶段 增加竖向内容

规划条件核实测
量记录册

道路及轨道交通工程：应增加道路交叉口标高。

建筑工程：应增加道路交叉口标高及室外地坪标高。

处理建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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问题8：道路控规修正还需要标注场地标高吗
处理建议：道路只是对线位改变做出控规修正的项目，可以参照以下内容增加竖向专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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感谢聆听！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