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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 言

根据建设部建标 号文的要求 规范编制组在深入

调查研究 认真总结实践经验 参考有关国内外相关技术标准 并

结合国情在广泛征求意见的基础上 制定了本规范

本规范的主要技术内容是 规定城市用地竖向规划的内容

和基本要求 制定选择城市各类用地适宜的坡度和规划地面形

式 规划坡度的规定 综合确定城市用地控制高程与城市用地

布局和景观对用地竖向的基本要求 确定道路规划纵坡和用地

地面排水的规定 组织城市用地土石方工程和安排防护工程的

规定

本规范由建设部城市规划标准技术归口单位中国城市规划设

计研究院归口管理 授权由主编单位负责具体解释

本规范主编单位是 四川省城乡规划设计研究院 地址 四

川省成都市马鞍街 号 邮编

本规范参加单位是 沈阳市城市规划设计研究院 福建省城

乡规划设计研究院 安徽省城乡规划设计研究院

本规范主要起草人员是 曹珠朵 严文复 胡一德 翁金标

李祖舜 韩华 关增义 伍畏才 洪金石 王滨 盈勇 王永峰

徐昌华 马威 毛应稠 宋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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总 则

为规范城市用地竖向规划基本技术要求 提高城市规划质

量和规划管理水平 制定本规范

本规范适用于各类城市的用地竖向规划

城市用地竖向规划应遵循下列原则

安全 适用 经济 美观

充分发挥土地潜力 节约用地

合理利用地形 地质条件 满足城市各项建设用地的使用

要求

减少土石方及防护工程量

保护城市生态环境 增强城市景观效果

城市用地竖向规划根据城市规划各阶段的要求 应包括下

列主要内容

制定利用与改造地形的方案

确定城市用地坡度 控制点高程 规划地面形式及场地高

程

合理组织城市用地的土石方工程的防护工程

提出有利于保护和改善城市环境景观的规划要求

城市用地竖向规划除执行本规范外 尚应符合国家现行有

关强制性标准的规定



  

  

术 语

城市用地竖向规划

城市开发建设地区 或地段 为满足道路交通 地面排水

建筑布置和城市景观等方面的综合要求 对自然地形进行利用 改

造 确定坡度 控制高程和平衡土石方等而进行的规划设计

高程

以大地水准面作为基准面 并作零点 水准原点 起算地面

各测量点的垂直高度

土石方平衡

在某一地域内挖方数量与填方数量平衡

防护工程

防止用地受自然危害或人为活动影响造成土体破坏而设置的

保护性工程 如护坡 挡土墙 堤坝等

护坡

防止用地土体边坡变迁而设置的斜坡式防护工程 如土质或

砌筑型等护坡工程

挡土墙

防止用地土体边坡坍塌而砌筑的墙体

平坡式

用地经改造成为平缓斜坡的规划地面形式

台阶式

用地经改造成为阶梯式的规划地面形式

混合式

用地经改造成平坡和台阶相结合的规划地面形式

台地

台阶式用地中每块阶梯内的用地



  

  

场地平整

使用地达到建设工程所需的平整要求的工程处理过程

坡比值

两控制点间垂直高差与其水平距离的比值



  

  

一 般 规 定

城市用地竖向规划应与城市用地选择及用地布局同时进

行 使各项建设在平面上统一和谐 竖向上相互协调

城市用地竖向规划应有利于建筑布置及空间环境的规划

和设计

城市用地竖向规划应满足下列要求

各项工程建设场地及工程管线敷设的高程要求

城市道路 交通运输 广场的技术要求

用地地面排水及城市防洪 排涝的要求

城市用地竖向规划在满足各项用地功能要求的条件下 应

避免高填 深挖 减少土石方 建 构 筑物基础 防护工程等

的工程量

城市用地竖向规划应合理选择规划地面形式与规划方法

应进行方案比较 优化方案

城市用地竖向规划对起控制作用的坐标及高程不得任意

改动

同一城市的用地竖向规划应采用统一的坐标和高程系统

水准高程系统换算应符合表 的规定



  

  

水准高程系统换算 表

被转换者

转换者
黄海高程 高程基准 吴淞高程基准 珠江高程基准

黄海高程

高程基准

吴淞高程基准

珠江高程基准

备注 高程基准之间的差值为各地区精密水准网点之间的差值平均值



  

 

规划地面形式

根据城市用地的性质 功能 结合自然地形 规划地面形

式可分为平坡式 台阶式和混合式

用地自然坡度小于 时 宜规划为平坡式 用地自然坡

度大于 时 宜规划为台阶式

台阶式和混合式中的台地规划应符合下列规定

台地划分应与规划布局和总平面布置相协调 应满足使用

性质相同的用地或功能联系密切的建 构 筑物布置在同一台地

或相邻台地的布局要求

台地的长边应平行于等高线布置

台地高度 宽度和长度应结合地形并满足使用要求确定

台地的高度宜为

城市主要建设用地适宜规划坡度应符合表 的规定

城市主要建设用地适宜规划坡度 表

用 地 名 称
最 小 坡 度 最 大 坡 度

工 业 用 地

仓 储 用 地

铁 路 用 地

港 口 用 地

城市道路用地

居 住 用 地

公共设施用地

其 它



   

  

竖向与平面布局

城市用地选择及用地布局应充分考虑竖向规划的要求 并

应符合下列规定

城市中心区用地应选择地质及防洪排涝条件较好且相对

平坦和完整的用地 自然坡度宜小于

居住用地宜选择向阳 通风条件好的用地 自然坡度宜小

于

工业 仓储用地宜选择便于交通组织和生产工艺流程组织

的用地 自然坡度宜小于

城市开敞空间用地宜利用填方较大的区域

街区竖向规划应与用地的性质和功能相结合 并应符合下

列规定

建设用地分台应考虑地形坡度 坡向和风向等因素的影

响 以适应建筑布置的要求

公共设施用地分台布置时 台地间高差宜与建筑层高成倍

数关系

居住用地分台布置时 宜采用小台地形式

防护工程宜与具有防护功能的专用绿地结合设置

挡土墙 护坡与建筑的最小间距应符合下列规定

居住区内的挡土墙与住宅建筑的间距应满足住宅日照和

通风的要求

高度大于 的挡土墙和护坡的上缘与建筑间水平距离

不应小于 其下缘与建筑间的水平距离不应小于



  

  

竖向与城市景观

城市用地竖向规划应有明确的景观规划设想 并应符合下

列规定

保留城市规划用地范围内的制高点 俯瞰点和有明显特征

的地形 地物

保持和维护城市绿化 生态系统的完整性 保护有价值的

自然风景和有历史文化意义的地点 区段和设施

保护和强化城市有特色的 自然和规划的边界线

构筑美好的城市天际轮廓线

城市用地分台应重视景观要求 并应符合下列规定

城市用地作分台处理时 挡土墙 护坡的尺度和线型应与

环境协调 有条件时宜少采用挡土墙

城市公共活动区宜将挡土墙 护坡 踏步和梯道等室外设

施与建筑作为一个有机整体进行规划

地形复杂的山区城市 挡土墙 护坡 梯道等室外设施较

多 其形式和尺度宜有韵律感

公共活动区内挡土墙高于 生活生产区内挡土墙高

于 时 宜作艺术处理或以绿化遮蔽

城市滨水地区的竖向规划应规划和利用好近水空间



  

  

竖向与道路广场

道路竖向规划应符合下列规定

与道路的平面规划同时进行

结合城市用地中的控制高程 沿线地形地物 地下管线

地质和水文条件等作综合考虑

与道路两侧用地的竖向规划相结合 并满足塑造城市街景

的要求

步行系统应考虑无障碍交通的要求

道路规划纵坡和横坡的确定 应符合下列规定

机动车车行道规划纵坡应符合表 的规定 海拔

的高原城市道路的最大纵坡不得大于

机动车车行道规划纵坡 表

道路类别 最小纵坡 最大纵坡 最小坡长

快 速 路

主 干 路

次 干 路

支 街坊 路

非机动车车行道规划纵坡宜小于 大于或等于

时 应按表 的规定限制坡长 机动车与非机动车混

行道路 其纵坡应按非机动车车行道的纵坡取值

非机动车车行道规划纵坡与限制坡长 表

坡度

限制坡长
车 种

自行车 三轮车 板车



  

  

道路的横坡应为

道路跨越江河 明渠 暗沟等过水设施时 路高应与过水设

施的净空高度要求相协调 有通航条件的江河应保证通航河道的

桥下净空高度要求

广场竖向规划除满足自身功能要求外 尚应与相邻道路和

建筑物相衔接 广场的最小坡度应为 最大坡度平原地区应

为 丘陵和山区应为

山区城市竖向规划应满足建设完善的步行系统的要求 并

应符合下列规定

人行梯道按其功能和规模可分为三级 一级梯道为交通枢

纽地段的梯道和城市景观性梯道 二级梯道为连接小区间步行交

通的梯道 三级梯道为连接组团间步行交通或入户的梯道

梯道每升高 宜设置休息平台 二 三级梯道连

续升高超过 时 除应设置休息平台外 还应设置转折平台

且转折平台的宽度不宜小于梯道宽度

各级梯道的规划指标宜符合表 的规定

梯道的规划指标 表

级 别

规划指标
项 目

宽度 坡比值
休息平台

宽度

一

二

三



  

  

竖向与排水

城市用地应结合地形 地质 水文条件及年均降雨量等因

素合理选择地面排水方式 并与用地防洪 排涝规划相协调

城市用地地面排水应符合下列规定

地面排水坡度不宜小于 坡度小于 时宜采用

多坡向或特殊措施排水

地块的规划高程应比周边道路的最低路段高程高出

以上

用地的规划高程应高于多年平均地下水位

雨水排出口内顶高程宜高于受纳水体的多年平均水位 有

条件时宜高于设计防洪 潮 水位

城市用地防洪 潮 应符合下列规定

城市防洪应符合现行国家标准 防洪标准 的规

定

设防洪 潮 堤时的堤顶高程和不设防洪 潮 堤时的用

地地面高程均应按设防标准的规定所推算的洪 潮 水位加安全

超高确定 有波浪影响或壅水现象时 应加波浪侵袭高度或壅水高

度

有内涝威胁的城市用地应采取适宜的防内涝措施

当城市用地外围有较大汇水汇入或穿越城市用地时 宜用

边沟或排 截 洪沟组织用地外围的地面雨水排除



   

  

土石方与防护工程

竖向规划中的土石方与防护工程应遵循满足用地使用要

求 节省土石方和防护工程量的原则进行多方案比较 合理确定

土石方工程包括用地的场地平整 道路及室外工程等的土

石方估算与平衡 土石方平衡应遵循 就近合理平衡 的原则 根据

规划建设时序 分工程或分地段充分利用周围有利的取土和弃土

条件进行平衡

用地的防护工程设置 宜根据规划地面形式及所防护的灾

害类别确定 主要采用护坡 挡土墙或堤 坝等 防护工程的设置应

符合下列规定

街区用地的防护应与其外围道路工程的防护相结合

台阶式用地的台阶之间应用护坡或挡土墙联接 相邻台地

间高差大于 时 应在挡土墙或坡比值大于 的护坡顶加

设安全防护设施

土质护坡的坡比值应小于或等于 砌筑型护坡的坡比

值宜为

在建 构 筑物密集 用地紧张区域及有装卸作业要求的台

阶应采用挡土墙防护 人口密度大 工程地质条件差 降雨量多的

地区 不宜采用土质护坡

挡土墙的高度宜为 超过 时宜退台处

理 退台宽度不应小于 在条件许可时 挡土墙宜以 左

右高度退台

土石方与防护工程应按表 的规定列出其主要指标



  

  

土石方与防护工程主要项目指标 表

序 号 项 目 单 位 数 量 备 注

土石方工程量

挖 方

填 方

总 量

单位面积土石方量

挖 方

填 方

总 量

土石方平衡余缺量
余 方

缺 方

挖方最大深度

填方最大高度

护坡工程量

挡土墙工程量

备 注



  

  

附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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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同的词说明如下

表示很严格 非这样做不可的

正面用词采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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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条文中指明应按其它有关标准执行的写法为 应按 执

行 或 应符合 的规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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