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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总    则 

1.0.1 为保障新区地下空间资源保护与科学利用，规范新区地下空间规划编制与管

理，制定本导则。 

1.0.2  本导则适用于新区地下空间规划的编制与管理工作。 

1.0.3  新区地下空间规划的编制与管理工作，除应符合本导则外，尚应符合国家现

行有关标准的规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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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术    语 

2.0.1  地下空间专项规划  underground comprehensive plan  

对一定空间范围、一定时期内城市地下空间资源利用及各类地下设施建设进行综

合部署和实施安排。 

2.0.2  地下空间详细规划  underground detailed plan 

对城市重要片区或节点地下空间开发活动所做的具体安排，以及提出的各项控制

指标和要求。 

2.0.3  地下空间总体布局  general layout of underground space 

对规划区内各种城市地下功能设施空间进行综合组织，主要包括城市地下空间平

面布局和竖向布局。 

2.0.4  地下空间平面布局  general horizontal layout of underground space 

对规划区内不同地块的城市地下空间功能及其形态进行分层布局组织。 

2.0.5  地下空间竖向布局  general vertical layout of underground space 

对规划区内不同类型的城市地下功能设施空间进行竖向协调安排。 

2.0.6  地下空间近期建设规划  underground short-term construction plan 

对近阶段内城市地下空间建设目标、发展布局、主要建设项目的实施所作的安排。 

2.0.7  地下交通设施  underground transportation facilities 

利用城市地下空间实现交通功能的设施,包括地下道路设施、地下轨道交通设施、

地下公共人行通道、地下交通场站、地下停车设施等。 

2.0.8  地下公共服务设施  underground public service facilities 

地下空间中向公众提供服务的地下建筑，包括地下商业、餐饮、娱乐、文化、体

育、办公、医疗卫生及其配套设施等。 

2.0.9  地下市政公用设施  underground municipal and utility facilities 

利用城市地下空间实现城市给水、供电、供气、供热、通信、排水、环卫等市政

公用功能的设施，包括地下市政场站、地下市政管线、地下市政管廊和其他地下市政

公用设施。 

2.0.10 地下公共空间  underground public space 

位于地表下，供公众使用的空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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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基本规定 

3.0.1  新区地下空间规划应遵循以人为本、科学合理、绿色低碳、协调发展的原则。 

3.0.2  新区地下空间规划包括专项规划、详细规划、城市设计三个层面。 

1  地下空间专项规划包括新区总体规划中地下空间规划专题或专章等相关内

容，以及单独编制的地下空间专项规划； 

2  地下空间详细规划宜与地面详细规划同步编制； 

3  地下空间城市设计的内容和要求宜纳入新区详细规划，并落实到新区详细规

划的相关指标中。 

3.0.3  新区地下空间规划应遵循新区总体规划，应与地面基础设施相协调，包括但

不限于交通、市政、人防、防灾等专项规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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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地下空间专项规划 

4.1  主要任务 

4.1.1  地下空间专项规划的主要任务应包括：传导国土空间总体规划中涉及地下空

间的上位要求；在掌握地下空间建设现状及资源综合评估的基础上，提出地下空间开

发利用的基本原则及规划目标；预测地下空间开发利用需求规模；确定地下空间功能

和竖向布局；明确地下空间专项设施的总体布局要求；确定地下空间开发利用时序和

重点地区；提出实施保障措施和建议。 

4.2  规划内容 

4.2.1  地下空间专项规划的主要内容应包括： 

1  收集、调查和分析规划区内基础资料，掌握地下空间建设现状； 

2  从生态安全、技术可行、经济及社会效益等角度，对自然、环境、人文、建

设等要素综合评估，划定地下空间的禁建区、限建区、适建区，并提出空间管制要求； 

3  提出地下空间开发利用的基本原则及规划目标； 

4  结合规划目标，合理预测地下空间开发利用需求规模； 

5  结合地下空间开发利用的基本原则，明确地下空间总体结构与布局，划定地

下空间开发利用重点地区，明确不同重点地区地下空间开发利用的策略和要求； 

6  根据地面用地性质，规划与之相适应的地下空间功能布局。可根据地下空间

功能的混合性及相互关联度，将其分为一般、复合、综合利用功能区三类； 

7  根据新区发展需求，确定地下空间开发利用的竖向分层原则和控制引导要求。

可将地下空间从上至下划分为浅层（0～-10m）、中层（-10m～-30m）、次深层（-30m～

-50m）和深层（-50m以下）； 

8  明确地下交通设施、地下公共服务设施、地下市政公用设施等地下空间专项

设施的规划原则和思路，总体规模和布局； 

9  提出环境保护和历史文化保护的相应要求，并就地下空间的防火、防震、防

洪及应急管理制定相应措施； 

10  确定重点地区地下空间管控要求，明确重点建设项目，确定近期建设计划与

远期安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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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  提出地下空间专项规划的实施保障措施。 

4.3  成果要求 

4.3.1  地下空间专项规划成果应包括规划文本、规划图纸以及附件三部分，其中，

规划文本和规划图纸为法定文件。 

4.3.2  规划文本的主要内容应包括下列内容：总则，开发利用基本原则，总体结构

和布局规划，功能和竖向规划，地下交通设施、地下公共服务设施、地下市政公用设

施等地下空间专项设施规划，地下空间重点地区布局规划，地下空间近期建设规划，

规划实施保障措施，附则与附表等。 

4.3.3  主要规划图纸应包括下列内容：地下空间开发利用现状图，地下空间资源潜

力评价图，总体结构规划图，功能布局规划图，竖向分层规划图，地下空间专项设施

规划图，重点地区规划布局图，地下空间近期建设规划图等。 

应按照《国土空间规划“一张图”实施监督信息系统技术规范》（GB/T 39972-

2021），基于统一的底图底数，逐级汇交地下空间信息，统筹纳入国土空间规划“一

张图”实施监督信息系统。宜协同做好地下空间专题调查和专项调查，按照国土空间

规划数据库规范及标准，及时将地下空间的空间信息纳入国土空间规划“一张图”，

建立数据共享与动态维护机制。 

图纸绘制过程中，地下空间功能设施的图层命名与图例绘制应符合本导则附录 A

的规定。 

4.3.4  规划附件应包括规划说明书、基础资料汇编、专项课题研究成果等内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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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地下空间详细规划 

5.1  主要任务 

5.1.1  地下空间详细规划的主要任务应包括：落实和细化地下空间专项规划要求；

确定地下交通设施、地下公共服务设施、地下市政公用设施等地下空间专项设施功能、

规模、布局，以及各专项设施的空间关系；确定地下公共空间的范围、规模、功能等

控制要求，制定指标体系；提出规划区地下空间开发利用的规定性和引导性要求。 

5.2  规划内容 

5.2.1  地下空间详细规划的主要内容应包括： 

1  结合上位规划，依据地块规划指标，测算地块地下空间规模与单建式地下空

间规模，明确规划区地下空间开发利用总规模； 

2  细化上位规划确定的各类地下空间专项设施规划布局要求。明确地下交通设

施、地下公共服务设施、地下市政公用设施等地下空间专项设施的位置、接驳及预留

要求、建设及安全防护要求、规模等； 

3  合理组织地下公共空间，确定各层地下公共空间的范围、规模、功能等控制

指标，提出连通要求，细化地下人行连通、地下车行连通的规划布局； 

4  提出交通流线组织及通道建设要求，连接方向与竖向衔接方式，出入口及地

上地下过渡空间设置范围与数量； 

5  依据人防工程专项规划或相关规范要求，落实人民防空防护要求； 

6  对规划区内开发地块提出具体的控制指标和规划管理要求，明确对公众开放

或鼓励开放的地下公共空间管控要求；  

7  根据规划区自然环境、历史风貌和传统格局、功能定位等，提出地下公共空

间景观环境的设计要求； 

8  明确地下空间开发利用的时序，提出实施保障措施。 

5.2.2  尚未编制详细规划的地区，建设项目涉及到地下空间规划设计，可参考 5.2.1

条详细规划编制内容，重点明确地下交通设施之间、地下交通设施与相邻地下公共空

间之间的互连互通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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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3  指标体系 

5.3.1  详细规划指标体系应包括规定性指标和引导性指标，可按表 5.3.1 的规定确

定。 

表 5.3.1  控制要素汇总表 

控制要素 
控制指标（小类） 

规定性

指标 

引导性

指标 大类 中类 

地下土地 

使用控制 

土地

使用 

地下空间用地边界 ●  

地下空间建筑面积  ● 

开发

容量 

地下空间开发层数  ● 

地下空间开发规模  ● 

地下空间功能兼容  ● 

分功能建筑面积  ● 

地下建筑 

建造控制 

地下

建筑 

地下空间退线距离 ●  

地下设施安全间距 ●  

地下空间开发层高  ● 

地下交通 

设施控制 

车行

系统 

地下道路 净宽、净高、坡度、竖向  ● 

连通道 

连通要求 ●  

位置、净宽、净高、坡度、

竖向 
 ● 

配建停车 
地下化率、泊位数、出入口

位置 
 ● 

公共停车 
泊位数、控制范围、出入口

位置 
 ● 

人行 

系统 

公共通道 
连通要求 ●  

位置、净宽、净高、竖向  ● 

出入口 数量、位置  ● 

地下公共 

设施控制 

市政 

公用 

设施 

地下管线 平面、竖向  ● 

地下综合管廊 平面、竖向、接口位置  ● 

市政场站 规模、位置  ● 

公共 

服务 

设施 

地下街 规模、布局  ● 

地下商场 规模、位置  ● 

地下综合体 规模、布局  ● 

防灾 

设施 

人防设施 级别、规模、功能 ●  

消防设施 级别、规模 ●  

地下空间 

环境控制 

公共 

空间 

下沉广场 数量、位置、面积  ● 

公共开发空间 位置、面积  ● 

景观 

环境 
标识系统位置、建议  ● 

5.4  成果要求 

5.4.1  地下空间详细规划成果应包括规划文本、规划图纸、规划图则、附件四部分。

其中，规划文本和规划图则为法定文件。 

5.4.2  规划文本应包括下列内容：总则，功能布局、竖向分层等地下空间布局规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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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下交通设施、地下公共服务设施、地下市政公用设施等地下空间专项设施布局，地

下公共空间规划，地下空间指标控制体系，地下空间城市设计准则，地下空间分期开

发时序，规划实施保障措施，附则与附表等。 

5.4.3  主要规划图纸应包括下列内容：地下空间开发利用现状图，功能设施分层布

局图，竖向标高分层规划引导图，交通流线组织与连通引导图，分期开发时序引导图

等。 

5.4.4  规划图则应包括下列内容：图纸、控制指标、其他图面要素。规划图则的绘

制可参考本导则附录 B的规定。 

1  图纸应包括区位图、规划详图等； 

2  控制指标应包括规定性指标和引导性指标； 

3  其他图面要素应包括图纸名称、编制单位、编制日期、比例尺和风玫瑰等。 

5.4.5  规划附件包括规划说明书、基础资料汇编、专项课题研究成果等内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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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地下空间城市设计 

6.1  主要任务 

6.1.1  地下空间城市设计的主要任务应包括：落实地下空间详细规划要求；统筹地

下空间内外关系；从人的体验和需求出发，提出地下空间功能布局优化建议，明确重

要节点等开放空间与标识诱导系统等设施品质提升措施；深化地下公共空间的规模尺

度与空间形态；明确自然环境、历史人文等特色内容在地下空间中的落位；明确附属

设施外部环境设置要求。 

6.2  设计内容 

6.2.1  地下空间城市设计的主要内容应包括： 

1  规划区内各类地下空间功能设施的设计规模； 

2  规划区内地下空间各层的业态分区设计、竖向标高； 

3  地下空间各层平面、剖面设计； 

4  地下公共空间重点设计，明确并细化地下人行通道、地下集散空间、下沉广

场、出入口等地下公共空间的空间形态。提出内部装饰材料、造型、色彩、小品、标

识等景观要素； 

5  结合自然环境、历史风貌和传统格局、功能定位等条件，进行地下空间环境

设计； 

6  安排布置防洪、防涝、消防、人防等设施。 

6.3  成果要求 

6.3.1  重点地区地下空间城市设计宜单独编制。地下空间城市设计单独编制时，宜

将地下空间城市设计的内容和要求纳入地下空间详细规划，并落实到地下空间详细规

划的相关指标中。 

6.3.2  地下空间城市设计成果应包括规划文本、规划说明书和编制文件三部分。必

要时可附加城市设计图则，和其他需要特别控制的要素系统图一并纳入。 

1  规划文本的主要内容应包括：设计目的、依据和原则，功能布局设计，竖向

设计，交通组织设计，公共空间设计，景观与环境设计，附则与附表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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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规划说明书应以图文形式阐述对地下空间开发利用的研究分析和设计思路； 

3  编制文件应包括城市设计编制、公示、公众意见、技术审查、修改和审批过

程中的相关文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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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录 A  制图标准 

表 A  地下空间功能设施的图层命名与图例绘制表 

用地 

代码 
代码名称 

用地图层名称 
图

例 
颜色 线框层 填充层 

现状 规划 现状 规划 

UG-A 地下公共服务设施用地 B-UG-A A-UG-A HB-UG-A HA-UG-A  255,0,255 

UG-A1 地下行政办公设施用地 B-UG-A1 A-UG-A1 HB-UG-A1 HA-UG-A1  255,0,255 

UG-A2 地下文化设施用地 B-UG-A2 A-UG-A2 HB-UG-A2 HA-UG-A2  255,127,0 

UG-A3 地下教育科研设施用地 B-UG-A3 A-UG-A3 HB-UG-A3 HA-UG-A3  255,127,255 

UG-A4 地下体育设施用地 B-UG-A4 A-UG-A4 HB-UG-A4 HA-UG-A4  63,255,0 

UG-A5 地下医疗卫生设施用地 B-UG-A5 A-UG-A5 HB-UG-A5 HA-UG-A5  0,127,255 

UG-A7 地下文物古迹用地 B-UG-A7 A-UG-A7 HB-UG-A7 HA-UG-A7  0,255,0 

UG-A8 地下社区综合服务设施用地 B-UG-A8 A-UG-A8 HB-UG-A8 HA-UG-A8  255,0,191 

UG-B 地下商业服务业设施用地 B-UG-B A-UG-B HB-UG-B HA-UG-B  255,0,0 

UG-B1 地下商业设施用地 B-UG-B1 A-UG-B1 HB-UG-B1 HA-UG-B1  255,63,0 

UG-B2 地下商务设施用地 B-UG-B2 A-UG-B2 HB-UG-B2 HA-UG-B2  255,0,0 

UG-B3 地下娱乐康体设施用地 B-UG-B3 A-UG-B3 HB-UG-B3 HA-UG-B3  255,127,0 

UG-B9 地下其他服务设施用地 B-UG-B9 A-UG-B9 HB-UG-B9 HA-UG-B9  255,63,0 

UG-S 地下交通设施用地 B-UG-S A-UG-S HB-UG-S HA-UG-S  127,0,255 

UG-S1 地下道路设施用地 B-UG-S1 A-UG-S1 HB-UG-S1 HA-UG-S1  214,214,214 

UG-S2 地下轨道交通设施用地 B-UG-S2 A-UG-S2 HB-UG-S2 HA-UG-S2  127,0,255 

UG-S3 地下公共交通场站用地 B-UG-S3 A-UG-S3 HB-UG-S3 HA-UG-S3  127,0,255 

UG-S4 地下停车设施用地 B-UG-S4 A-UG-S4 HB-UG-S4 HA-UG-S4  127,0,255 

UG-S9 其他地下交通设施用地 B-UG-S9 A-UG-S9 HB-UG-S9 HA-UG-S9  127,0,255 

UG-T 地下对外交通设施用地 B-UG-T A-UG-T HB-UG-T HA-UG-T  76,0,153 

UG-T1 地下铁路设施用地 B-UG-T1 A-UG-T1 HB-UG-T1 HA-UG-T1  76,0,153 

UG-T5 地下管道运输设施用地 B-UG-T5 A-UG-T5 HB-UG-T5 HA-UG-T5  76,0,153 

UG-T6 
地下区域综合交通枢纽设施

用地 
B-UG-T6 A-UG-T6 HB-UG-T6 HA-UG-T6  76,0,153 

UG-U 地下市政公用设施用地 B-UG-U A-UG-U HB-UG-U HA-UG-U  191,0,255 

UG-U1 地下市政场站用地 B-UG-U1 A-UG-U1 HB-UG-U1 HA-UG-U1  191,0,255 

UG-U2 地下市政管线用地 B-UG-U2 A-UG-U2 HB-UG-U2 HA-UG-U2  191,0,255 

UG-U5 地下综合管廊 B-UG-U5 A-UG-U5 HB-UG-U5 HA-UG-U5  191,0,255 

UG-W 地下仓储设施用地 B-UG-W A-UG-W HB-UG-W HA-UG-W  153,76,0 

UG-W1 地下物流设施用地 B-UG-W1 A-UG-W1 HB-UG-W1 HA-UG-W1  153,76,0 

UG-W2 地下普通仓储设施用地 B-UG-W2 A-UG-W2 HB-UG-W2 HA-UG-W2  153,76,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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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录 B  详细规划图则示例 

图 B  详细规划图则示例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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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导则用词说明 

1  为便于在执行本导则条文时区别对待，对要求严格程度不同的用词说明如下： 

1）表示很严格，非这样做不可的： 

正面词采用“必须”，反面词采用“严禁”； 

2）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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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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表示有选择，在一定条件下可以这样做的，采用“可”。 

2  条文中指明应按其他有关标准执行的写法为：“应符合……的规定”或“应

按……执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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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用标准名录 

1  《城市地下空间规划标准》（GB/T51358-2019） 

2  《国土空间规划“一张图”实施监督信息系统技术规范》（GB/T 39972-2021）  

3  《城市地下空间利用基础术语标准》（JGJ/T335-2014） 

4  《上海市地下空间规划编制规范》（DG/TJ08-2156-20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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雄安新区地方标准 

雄安新区地下空间规划管控导则 DB1331/T 038-2023

条文说明 



 

 

 

 

制定说明 

《雄安新区地下空间规划管控导则》DB1331/T 038-2023经河北雄安新区管理委

员会改革发展局于 2023年 4月 10日以 2023年第 2号公告发布. 

为便于有关人员在使用本导则时能正确理解和执行条文规定，编制组按章、节、

条顺序编制了本导则的条文说明，对条文执行中需要注意的有关事项进行说明。但是

本条文说明不具备与导则正文同等的法律效力，仅供使用者作为理解和把握导则规定

的参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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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总   则 

1.0.1、1.0.2  地下空间已经成为城市重要的空间资源。随着新区地下空间工作的开

展，为打造“妙不可言，心向往之”的地下空间，特编制本导则。 

地下空间具有较强综合性和复杂性，新区坚持世界眼光、国际标准、中国特色、

高点定位，在地下空间开发利用上相较于其他城市会面临更多的特殊性问题，需要进

行个案研究。本导则重点解决新区地下空间规划编制及管理工作中的普遍共性问题。 



 

 

 

 

2 术   语 

2.0.1  《城市地下空间规划标准》（GB/T51358-2019）中使用“地下空间总体规划”，

《城市地下空间利用基本术语标准》（JGJ/T 335-2014）中使用“地下空间专项规划”，

二者表述不同，内涵基本一致。 

本导则依据《雄安新区地下空间开发利用管理办法（征求意见稿）》及新区地下

空间规划编制及管理工作开展情况，为便于规划设计、管理人员理解，统一采用“地

下空间专项规划”这一表述。 



 

 

 

 

3  基本规定 

3.0.1  本条是地下空间规划应遵循的原则。 

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科学评估地下空间资源条件和利用潜力，结合地域特征，提

出适宜、有序的开发利用策略；鼓励地下空间的多元化复合化利用，促进轨道交通站

城一体化建设，合理分层，优化立体交通组织，提升新区运行效能；建设人性化的公

共空间网络体系，营造舒适通达、优美宜人、空气清新、辨识性强的地下空间环境；

地下空间兼顾人民防空需要，与新区建设相融合。 

3.0.2  各阶段国土空间规划应同步编制相应阶段地下空间规划，并纳入国土空间规

划同步实施。 

地下空间开发利用具有工程难度大、问题复杂、可逆性差等特点，其详细规划编

制深度多介于控制性详细规划与修建性详细规划之间，部分重点地区已经融入地区的

城市设计之中。因此，本导则中的地下空间详细规划不划分为控制性详细规划和修建

性详细规划两个阶段。 

鉴于目前新区规划编制及建设的现状，若部分重点地区面临地下空间开发利用但

未地上地下同步编制详细规划，则需单独编制地下空间详细规划，其中核心指标宜与

地面相协调，并与地面详细规划指标体系共同形成详细规划“一张图”管理。 

本导则中的地下空间城市设计指的是控制性详细规划层面的城市设计。修建性详

细规划层面的城市设计，鉴于涉及建筑、交通、市政等多个专业，不同专业对该阶段

城市设计要求亦各不相同，本导则不提出统一要求。 

3.0.3  地下空间开发利用是复杂的系统工程，是一个涉及多专业、多部门的复杂过

程。在地下空间规划的编制过程中，必须充分协调各专业、各部门，才能使规划具有

较好的科学性和落地性。 

在进行地下空间开发利用规划时，需统筹考虑各专项设施平面及竖向的布局，应

在保障安全和技术可行的基础上，从技术、经济、生态、环保等方面进行综合评估，

选择最优方案。现有专业规范有明确规定的，应满足规范的要求。 

（1）协调轨道交通线网规划，提出轨道交通沿线及站点用地控制、周边地下空

间资源预控及连通等要求。 

（2）协调历史文化保护规划，提出地下埋藏区、文物保护单位等地下空间保护



 

 

 

 

措施和地下空间开发平面、竖向、功能、规模及用途与引导要求。 

（3）协调绿地系统规划、河湖水系规划，提出各类绿地、水系等用地保护与地

下空间开发控制引导措施。 

（4）协调城市综合交通规划、综合防灾减灾、基础设施规划、医疗卫生、商业

网点等相关专项规划，统筹地下空间各类专项设施规划布局、规划指标等内容。 

 



 

 

 

 

4  地下空间专项规划 

4.1  主要任务 

4.1.1  本条规定了地下空间专项规划的主要任务。 

地下空间专项规划是对地下空间资源开发与保护的总体部署，它是国土空间规划

的重要内容，是国土空间总体规划的有机组成部分。地下空间专项规划的任务是根据

一定时期城市的经济和社会发展目标，通过现状调查研究、资源评估和需求预测，结

合总体规划布局的要求，提出与地面规划相协调的地下空间开发利用原则，确定地下

空间开发利用的目标、功能和总体布局，合理配置各地下专项设施的规模，统筹安排

近、远期地下空间开发建设项目。并制定各阶段地下空间开发利用的发展目标和保障

措施，使地下空间开发利用得到科学、有序地发展。 

4.2  规划内容 

4.2.1  本条规定了地下空间专项规划的主要内容。 

（1）对地下空间适建性进行评价。评价应划定平面与竖向范围，确定评价要素，

参考《城市地下空间规划标准》（GB/T51358-2019）第 4.0.3条的规定，根据基础资

料及实际情况，选择可操作的评价方法进行定量与定性相结合。 

（2）对地下空间开发利用需求规模可根据《城市地下空间规划标准》中测算方

法或地下空间分项设施法进行计算，并利用建设增长曲线法、类比法，或其他方法进

行校核。校核规模应符合新区地下空间实际建设能力，并与国土空间总体规划发展规

模相协调。 

（3）根据地下空间资源评估与总体发展结构，明确地下空间的开发利用分区，

并制定分区发展与管控要求，在适建区结合国土空间总体规划的功能和空间布局划分

重点地区和一般地区。 

（4）不同地区根据不同发展需要，重点地区应混合布局地下商业、地下停车、

地下市政等多种功能，开发利用深度可至中层，鼓励地下空间相互连通。重点地区以

外，服务对象、功能类型、承担职能相对单一，功能以地下停车、人防工程、市政公

用设施为主，可结合实际功能需要确定地下空间的连通。 

（5）地下空间是一个综合的功能系统，涵盖了复杂多样的城市功能及设施。为



 

 

 

 

合理引导地下空间功能及设施布局，提高地下空间的利用率和使用效益，参考表 1，

对地下空间设施与地面用地性质兼容提出建议，并根据地下空间功能的混合性及相互

关联度，将其分为一般、复合、综合利用功能区三类。 

1）一般利用功能区：地下空间功能构成相对单一； 

2）复合利用功能区：至少包含两种地下空间功能，鼓励地下空间相互连通； 

3）综合利用功能区：涵盖两种及以上地下空间功能，各类功能紧密相连，相互

补充，开发利用深度可至中层，要求地下空间相互连通。 

表 1  地下空间设施与地面用地性质兼容建议表 

地下空间 
设施 

用地性质 

交通 
设施 

市政 
公用 
设施 

公共管理

与公共服

务设施 

商业 
服务业设

施 

工业 
设施 

物流 
仓储 
设施 

防灾 
设施 

居住用地 ○ ╳ ○ ○ ╳ ╳ ● 

公共管理与公共

服务设施用地 
○ ╳ ○ ○ ╳ ╳ ● 

商业服务业设施

用地 
● ╳ ○ ● ╳ ╳ ● 

工业用地 ○ ╳ ╳ ╳ ● ○ ○ 

物流仓储用地 ○ ╳ ╳ ╳ ╳ ● ○ 

道路与交通设施

用地 
● ● ╳ ○ ╳ ╳ ○ 

公用设施用地 ○ ● ╳ ╳ ╳ ╳ ○ 

绿地与广场用地 ● ○ ● ● ╳ ╳ ○ 

注：●完全兼容、○有条件兼容、╳不能兼容 
1.地下空间兼容交通、市政、商业、公共服务、物流仓储的，应符合新区地下空间开发利

用管理、商业设施规划管理和相关专项规划要求。 

2.地下空间禁止兼容住宅、社会福利设施、学校。 

（6）应根据新区工程地质条件竖向分布特点、国内外地下空间竖向分层经验及

不同设施适宜建设的竖向层次，综合统筹协调各层次地下空间资源配置与设施布局的

要求。应对大型地下空间线性设施之间、地下交通与市政系统设施之间确定竖向协调

与避让原则。 

1）浅层地下空间主要为城市公共活动空间，人员活动相对频繁的空间宜优先布

置。可安排轨道站点、地下人行通道、地下商业街、地下停车、地下管线、人防工程

等设施； 

2）中层地下空间主要为市政和轨道交通设施空间，可安排干线和支线综合管廊、

地下市政场站、轨道站点和区间隧道、地下物流仓储设施和地下防灾减灾设施； 

3）次深层地下空间有条件利用，在特殊情况下，可按需求科学合理地开发； 



 

 

 

 

4）深层地下空间作为战略资源，原则上以保护为主。 

考虑到实际建设情况，针对浅层地下空间中已经实施建设的综合管廊，应明确各

专项设施的平面与竖向避让要求，协调好避让间距。本导则实施后规划建设的综合管

廊，建议遵循本导则竖向分层原则和相关控制引导要求，宜在中层地下空间规划布局。 

（7）地下空间专项设施规划包括：地下交通设施规划、地下市政公用设施规划、

地下公共服务设施规划以及其他地下空间设施规划。 

1）地下交通设施规划    

明确地下交通各具体设施布局原则，重点落实轨道交通系统、其他线性地下车行

交通系统布局，划定地下人行交通系统重点分布区域，对点状地下交通设施提出布局

规划建议或地下化原则。 

其中轨道交通系统布局与相应专项规划相一致。明确轨道交通沿线保护与统筹范

围边界、轨道交通车站与周边地下公共空间连通要求、轨道交通车站与周边地下过街

通道整合建设要求。 

2）地下市政公用设施规划 

明确地下市政公用设施布局原则，落实综合管廊线网布局，提出新建大型市政场

站设施地下化原则，落实有明确地下化建设要求的市政场站设施布点。 

3）地下公共服务设施规划 

明确地下公共服务设施布局原则，明确主要地下综合体节点、地下街、地下公共

服务设施建设区域。 

（8）环境保护应包括地下水环境保护、大气环境保护、振动影响、覆土植被保

护及其他生态保护的相应要求。 

（9）重点地区主要为公共活动人群密集的地区，包括商务中心区、商业中心区、

行政中心区等城市重要功能区、重要交通枢纽及周边地区、轨道交通站点周边等，进

行地上地下的统筹安排与设计，重点引导地下公共空间发展结构、主导功能、竖向层

数、地下公共人行系统及连通要求，并对地下空间环境特色及建设控制要求进行引导。

强调功能综合化、交通立体化、环境舒适化。 

涉及水体、大型绿地等特殊区域地下空间的，明确相应引导要求： 

1）水体地下空间应保证交通、市政等必要的基础设施建设需求，严格控制其他

功能的地下空间开发比例； 

2）公园绿地地下空间考虑到生态保护，适度开发利用，应结合新区发展需求，



 

 

 

 

确定公园绿地地下空间开发控制指标； 

3）防护绿地地下空间，不宜规划公共服务或交通等产生较大人流量的地下功能。 

（10）合理确定地下空间近期建设建议，提出保障规划顺利实施的相关建议，主

要包括：完善相关制度建设、实施机制建议以及对下一层次地下空间规划编制的要求

等。 

 



 

 

 

 

5  地下空间详细规划 

5.1 主要任务 

5.1.1  本条规定了地下空间详细规划的主要任务。 

以落实地下空间专项规划的意图为目的，将地下空间专项规划的宏观要求转化为

地下空间开发的中微观控制要素；确定细化地下空间各专项设施的类型、规模、位置

布局，以及各地下空间设施的空间关系；详细规定地下公共空间开发的各项规划控制

要求，包括范围、规模、交通流线组织、空间管制要求等，重点明确地下公共服务、

交通、市政设施等公益性设施的规模、位置和开发利用相关要求，对地下商业设施等

非公益性设施，可提出规划引导建议；通过指标和设计指引等要素，为地下空间项目

设计以及地下空间开发利用的规划管理提供科学依据。 

5.2 规划内容 

5.2.1  本条规定了地下空间详细规划的主要内容。 

（1）综合考虑区位、规划定位、土地利用、地下交通设施、地下市政公用设施、

生态环境与文化遗产保护等要求，提出规划区地下空间开发强度控制引导要求。 

参照上位规划的地块地下空间开发强度系数，结合重点地区控制性详细规划地块

相关控制指标，校核与测算新建地块地下空间开发强度，测算地块地下空间开发规模；

根据上位规划中确定的单建地下空间分项设施布局，合理测算单建地下空间设施规

模；根据地块地下空间规模与单建地下设施规模测算规划区地下空间总规模。 

新区地下空间优先用于建设交通、市政工程、防空防灾等基础设施和公共服务设

施。地下停车作为地下交通的主导功能，一般情况下，其设施规模所占比例较大，可

作为地下空间开发利用的规模下限进行控制。 

表 2  停车位配建指标建议表 

指标 

建筑项目 

类别 

单位 

配建标准 
停车地下

化率 指标 备注 

住宅 

普通住宅 车位/户 1 上限控制 

≥0.9 

保障房、政策性住房等 车位/户 0.6～0.8 区间控制 

公寓、宿舍等 车位/户 0.2～0.4 区间控制 

医院 
综合医院 车位/百 m

2
建筑面积 1.2～1.8 区间控制 

社区卫生服务中心 车位/百 m
2
建筑面积 1.5～1.8 区间控制 



 

 

 

 

指标 

建筑项目 

类别 

单位 

配建标准 
停车地下

化率 指标 备注 

办公 
行政办公 车位/百 m

2
建筑面积 0.2～0.3 区间控制 

≥0.9 

其他办公 车位/百 m
2
建筑面积 0.3～0.5 区间控制 

学校 
中小学、幼儿园 车位/百教职工 5 上限控制 

大专院校 车位/百教职工 10 上限控制 

文体

设施 

影剧院、体育馆 车位/百座位 3～5 上限控制 

图书馆、博物馆、展览馆 车位/百 m
2
建筑面积 1 上限控制 

会议中心 车位/百座位 2～3 上限控制 

商业 

酒店、宾馆 车位/客房 0.1～0.2 区间控制 

餐饮、娱乐 车位/百 m
2
建筑面积 1～1.5 区间控制 

商场 车位/百 m
2
建筑面积 0.3～0.5 区间控制 

公园 综合公园、社区公园 车位/ha 占地面积 0.8～2 区间控制 

注：具有停车换乘功能的公共交通站点停车泊位，配建标准宜提高 5%～15%，其他公共交

通站点及周边 300m 范围内停车泊位配建标准宜降低 5%～15%。 

表 2 依据《河北雄安新区启动区控制性详细规划》附表 14 制定，结合《雄安新

区绿色城区规划设计标准》第 6.4.2条第三款关于地面停车比例的相关规定，以及《雄

安新区绿色街坊和社区规划设计标准》第 6.4.5条关于停车泊位折减的相关规定，应

根据规划区土地利用等实际情况，研究确定地下停车设施规模，作为地下空间开发利

用规模的参考。 

本导则结合多个城市重点地区地下空间规划样本案例，选取地下与地上建设规模

比例、地下开发强度两个要素，作为衡量新区重点地区地下空间开发规模的情况。 

表 3  国内部分城市地下空间重点地区开发利用一览表 

特征 
名称 

定位 
用地面积

（ha） 

地下与地上建设

规模比例（%） 

地下开发强度 

（万 m
2
/km

2
） 

地铁 

上海陆家嘴 
中央商务区、国家级

金融中心 
170 29 53 有 

深圳中心区 多功能商务中心区 400 29 57 有 

深圳南山前海深

港合作区 
深港合作先导区、现

代服务业集聚区 
1492 40 54 有 

杭州钱江新城 
行政商务中心（行政

办公、商务娱乐为主，

居住为辅） 

402 31 64 有 

杭州未来科技城

梦想小镇 
科技园区（科技研发、

产业创新） 
300 17 20 有 

郑州郑东新区 
城市新城区（办公、

文化教育、商业为主） 
132 24 80 有 

表 3受样本数量的局限，本导则所列地下与地上建设规模比例、地下开发强度仅

供参考，新区应根据实际情况确定相应规模。 

（2）地下空间专项设施规划 



 

 

 

 

落实地下空间上位规划对地下专项设施的布局要求，按照详细规划深度与精度，

细化各类专项功能系统设施布局。 

1）结合地区综合交通规划及轨道交通工程总体设计成果，明确地下交通设施的

布局、规模和接驳及预留要求； 

2）结合地区市政基础设施专项规划及市政管线项目、设计综合成果，明确地下

市政公用设施布局、规模和安全防护距离； 

3）结合地上详细规划及其他相关专项规划内容，明确地下公共服务设施的布局、

规模和相关建设要求。 

（3）细化地下公共人行连通、地下车行连通、地下停车设施连通规划布局，明

确主要交通动线组织及通道建设要求，明确连接口方向、数量与竖向衔接方式，明确

出入口及地上地下过渡空间设置范围与数量。 

1）轨道站点与周边地下空间的连通可参考以下内容： 

参考表 4，基于站点等级，以站点周边用地功能与其交通服务范围及服务水平相

匹配为原则，按照圈层布局规律，将站点周边划分为核心区和影响区。 

表 4  各级站点圈层范围划定建议表 

级别 

范围（m） 
枢纽站/中心站 组团站 端头站/一般站 特殊控制站 

核心区半径 500 300 300 根据站点周边特殊

区域，采取特殊控

制要求 
影响区半径 800 800 500 

参考表 5轨道站点等级，或参考表 6轨道站点所在区位，结合实际情况选择不同

方法，提出连通的执行建议。 

表 5  各级站点连通执行建议表 

级别 

范围（m） 
枢纽站/中心站 组团站 端头站/一般站 特殊控制站 

核心区范围 必须连通 鼓励连通 建议连通 根据站点周边特殊

区域，采取特殊控

制要求 
影响区范围 鼓励连通 建议连通 不做要求 

表 6  轨道站点与不同功能地下空间的连通适宜性建议表 

分区 

 

周边地下空间功能 

轨道站点区位 

重点地区 一般地区 

核心区 影响区 核心区 影响区 

商业、商务办公 ● ○ ○ ○ 

文化、体育等公共服务 ● ○ ○ ○ 

公交枢纽 ● ○ ○ ○ 

对外交通枢纽 ● ● —— —— 



 

 

 

 

分区 

 

周边地下空间功能 

轨道站点区位 

重点地区 一般地区 

核心区 影响区 核心区 影响区 

停车 ● ○ ○ ○ 

地下广场、通道等人行空间 ● ○ ○ ○ 

注：●鼓励连通、○建议连通 
核心区指距离轨道站点约 300～500m 范围；影响区指距离轨道站点约 500～800m 范围。 

与轨道交通人流活动无关，或连通后、或施工时易产生安全隐患的地下空间，如：地下道

路、市政场站、仓储设施等，不宜连通。 

2）相邻地下公共空间的连通参考《北京市地下空间规划设计技术指南》第 8.5.1

条： 

① 轨道站点相邻的地下公共服务设施、地下商业服务业设施宜与站点相连，但

须征得轨道交通管理部门的同意； 

② 项目所在地块的地下公共空间与相邻地块的地下空间宜直接连通； 

③ 连通界面应满足消防、人防等防灾相关技术规范要求； 

④ 连通时应满足市政管线铺设要求； 

⑤ 若连通时相邻公共空间存在高差，应遵循以下原则： 

ⅰ 标高差异在 1.0m以内，应直接连通； 

ⅱ 标高差异在 1.0～2.5m 以内，应采用人行坡道或踏步的方式连通，连通道坡

度不宜大于 8°； 

ⅲ 标高差异在 2.5～4.0m 以内，宜连通。可采用楼梯间或竖向交通节点（下沉

广场或中庭）的方式连通； 

ⅳ 标高差异在 4.0m以上，可连通；可采用异层连通的方式连通。 

⑥先行建设项目设计应按规划要求预留地下城市公共通道的接口，注明连通口坐

标、标高（海拔高度）、净宽、净高，后续建设项目负责实施连通。 

3）连通道净宽、净高参考《城市地下空间规划标准》（GB/T51358-2019）第 7.6.2、

7.6.3条： 

① 地下公共人行通道净宽不应小于 6m，净高不宜小于 3m；在地下公共人行通道

中设置地下商业设施，如下： 

当地下商业设施单侧布局时，人行通道宽度不宜小于 6m； 

当地下商业设施双侧布局时，人行通道宽度不宜小于 8m；当设有商业等设施时，

净高不宜小于 3.5m； 

② 地下机动车连通通道应保证双向通行，净宽不应小于 7m； 



 

 

 

 

③ 人车混行连通通道净宽不应小于 9m，并采用护栏分隔。 

4）地下人行通道建设参考《北京市地下空间规划设计技术指南》第 8.2.3条： 

① 地下人行通道的长度不宜超过 200m，如有特别需要而超过 200m 时，宜设自

动人行道。若地下人行通道内设有商业设施，则自地下人行通道任一点步行距离 30m

范围内，应设置地下集散空间或下沉广场。参考《雄安新区地下空间消防安全技术标

准》第 9.1.2条，自地下人行通道任一点步行距离 50m 范围内及地下通道端头，应设

置直通地面的出入口或下沉广场的出入口； 

② 地下人行通道的形式宜呈直线，通道的弯折角度宜大于等于 90°，保证视野

开敞，并应通过设置差异化的地下集散空间、下沉广场、景观小品等增强地下空间的

可识别性。地下人行通道与直通地面出入口之间，应设置一定面积的集散空间。若地

下人行通道与独立占地的集中式地下商业服务业设施、地下公共服务设施、地下交通

设施连通，或上述三类设施相互连通时，在连通部位应设置地下集散大厅或下沉广场； 

③ 地下人行通道建设的竖向深度不宜超过 10m。 

5）连通道处坡道与无障碍设计参考《无障碍设计规范》（GB 50763）第 4.4.2

条： 

① 满足轮椅通行需求的连通道处宜设置坡道，当设置坡道有困难时，应设置无

障碍电梯； 

② 坡道的净宽度不应小于 2.0m； 

③ 坡道的坡度不应大于 1：12； 

④ 弧线形坡道的坡度，应以弧线内缘的坡度进行计算； 

⑤ 坡道的高度每升高 1.5m时，应设深度不小于 2.0m的中间平台； 

⑥ 坡道的坡面应平整、防滑。 

5.3 指标体系 

5.3.1  本条规定了地下空间详细规划的指标体系。地面控制性详细规划中的各项控

制指标是地下空间规划应满足的前提条件。 

规定性指标是地块地下空间开发利用应遵循的基本要求，在城市设计中不允许随

意变动。 

引导性指标是对地块地下空间开发利用的可行性建议，可结合项目具体建设条

件，在城市设计中进行适当优化调整。 



 

 

 

 

6  地下空间城市设计 

6.1 主要任务 

6.0.1  本条规定了地下空间城市设计的主要任务。 

地下空间城市设计是在地下空间详细规划的基础上，结合地区城市设计，重点研

究地下空间内外关系统筹。地下空间内部设计要求从人的体验和需求出发，主要对地

下空间开发利用提出功能布局优化建议、开放空间与设施品质提升措施，深化地下公

共空间的空间形态。地下空间外部协调则包括结合自然环境、历史风貌和传统格局、

功能定位等进行地下空间环境设计，明确附属设施外部环境设置要求等。 

城市设计将上一层次规划的要求分解、细化的同时，将空间景观、公共活动等方

面的要求纳入管理导则，为规划管理提供更加科学和完善的依据，是地下空间规划与

地下空间的建筑设计、工程设计相衔接的重要环节。 

6.2 设计内容 

6.0.2  本条规定了地下空间城市设计的主要内容。 

（1）根据地下空间详细规划和所在地区地面控制性详细规划的要求，进一步研

究确定地下空间的功能定位和总体布局结构，提出地下交通设施、地下公共服务设施

等地下空间专项设施的平面和竖向布局方案。 

（2）城市公共空间中针对人的活动、景观营造的研究等是城市设计的重点内容，

也是地下空间城市设计的重点内容。通过对规划区的自然环境、历史风貌和传统格局、

地下空间功能和公共活动特征研究，结合地区公共空间和交通组织，进行地下空间的

形态设计。 

公共空间是一个三维的整体，地下公共空间的组织应将地上、地下有效组织起来，

并充分考虑与周边地块公共空间的协调，使地下空间能够与城市空间最大限度地融合

成为一个整体。 

地下空间的景观环境具有与地上空间不同的特征，景观规划一方面要注重地下空

间与地上空间、与周边地块景观环境建设的关系，另一方面要注重在地下空间活动的

人的感受，创造美观的城市空间形象的同时，提供舒适的空间体验。 

（3）对于开发地块地下空间城市设计的关注重点应有所区别。主要确定不同功



 

 

 

 

能地下空间的位置、范围、用途，对地下空间的规模、出入口、垂直交通设施提出控

制要求；对不同地下空间之间、与规划范围外相邻地下空间之间连通道的位置、宽度、

标高等，提出具体的实施措施和控制引导要求。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