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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都“河道一体化”规划设计方法与
导控路径探讨
□　周逸影，李永华，董泽鑫，谈静泊

[摘　要]河道是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重要纽带，其在城市发展进程中经历了由生产性功能向生活游憩型功能的转变。滨水
空间已成为城市重要的公共空间，承载着人民对美好生活的期盼。文章基于成都建设践行新发展理念的公园示范区背景，以“河
道一体化”为设计理念，以《成都市公园城市河道一体化规划设计导则》为抓手，探索河道规划设计与导控的新路径，以期
实现国土空间规划体系下的全域资源统筹，打造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高品质滨水空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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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 Study on “Watercourse Integration” Planning and Governance in Chengdu/Zhou Yiying, Li Yonghua, Dong Zexin, 
Tan Jingbo
[Abstract] Watercourse is a representative of harmony between human and nature as it transferred from productive to recreational 
life function, and waterfront space has become an important public urban space bearing the prospects of people’s beautiful life 
needs. As Chengdu carries out park city development, the guideline for watercourse integration design is drafted to explore the 
new paths of watercourse planning and governance, so as to realize resource integration in the system of territorial space planning 
and build high quality waterfront spac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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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战略高度，提出“绿水青山就
是金山银山”的生态文明建设思想和基本方略。习近
平总书记多次强调河流生态和河流安全的重要性，指
出河川之危、水源之危是生存环境之危、民族存续之
危。成都以 20 世纪 90 年代的府南河综合整治工程为
起点，拉开了现代治水的序幕，近年来更是以满足人
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求为目标，以场景营城，赋
予了河流水系新的空间与功能，打造了“宜居水岸”、
锦江公园等具有标志性和推广意义的滨水空间。在建
设践行新发展理念的公园城市示范区背景下，成都将
河道作为城市最重要的生态空间，以及人与自然和谐
共生的纽带，以“河道一体化”为设计理念，引导“公

0引言

河流水系在人类发展初期的生活、生产与运输中发
挥着重要作用，古今中外城市大多临水而建、因水而兴。
工业革命后，以码头、工厂、仓库为代表的城市水岸开
发利用逐渐兴起，滨水空间替代原有的农田与民居，为
城市带来了新的繁荣。但在这繁荣的背后，由于生活、
工业污水的排放，很多河流的水质下降，滨水环境不再
宜居。之后随着航空及公路运输的发展，工业革命下以
服务生产活动为主的水岸空间利用方式开始转变，给滨
水空间转向人本主义复兴带来了契机。

自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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园 +”的河道空间建设，推动滨水地区高
质量发展，探索“山水人城”和谐相融
的超大城市转型发展新路径。

1成都河道规划建设存在的问题

从 20 世纪 30 年代起，世界先进城
市的河道建设先后经历了从水体污染治
理到环境景观提升，再到城水共融整体
打造的转变，越来越多的国家将发展滨
水区作为提升城市竞争力、促进城市经
济结构转型的重要手段，将河道建设的
重点拓展到沿线及两岸区域，统筹城水
各类要素。例如，韩国着重对清溪川的
河床、河堤、护岸生态进行系统修复提升，
共塑了水陆自然生境；新加坡统筹组织
水陆排水系统，建设与城市景观相融的
海绵设施，整体提升了城市的韧性安全；
法国在里昂汇流区设置了便捷的公共交
通与慢行系统，缝合了滨水区与沿河街
区的交通网络；美国强化了芝加哥河两
岸形态的精细化设计，构建了与河道相
融的多层次景观体系，打造了世界一流
的滨水景观；中国对上海“一江一河”
进行公共空间建设、滨水界面优化、服
务设施完善等，激活了滨水空间的复合
功能，实现了河道与城市功能相融，并
挖掘了沿江的文化功能。总结来看，上
述国家在河道规划实践中，从生态、安全、
功能、交通、特色、形态等方面探索统
筹一体的滨水区设计方法，以实现城水
共融发展。

对标世界先进城市的做法，成都河
道规划建设仍存在以下差距与不足：在
生态方面，全市河道生态岸线占比不到
10％，城镇河道多采用直立式、硬质化
护岸，岸线渠化率高；滩涂、湿地较少，
河道生境类型单一且呈现破碎化特征，
尚未形成串联城乡的高品质河流生态廊
道，生态功能有待进一步提升。在安全
方面，部分城镇排水管网与河道不匹配，
存在管道倒灌的风险；滨河下凹式绿地
等海绵设施缺乏，在极端降雨天气下雨

水易滞流，造成城市内涝，城水安全缺
乏一体化的统筹协调。在功能方面，城
镇河岸功能相对单一、公共性不足，全
市只有 42％的河道 ( 主要集中在市域 )
的功能复合程度相对较高，多数滨水活
动空间的服务设施类型单一、缺少特色
化业态，尚未形成城水互动的公园游憩
场景。在交通方面，在滨河步道与桥梁、
滨河道路、城镇慢行系统衔接处存在空
间局促、高差处理生硬等问题，人们的
慢行体验较差；部分滨河绿地因存在护
堤、高密度绿化种植而导致开放度低，
缺少步行通道及出入口，滨水空间与城
市的衔接联系有待提升。在特色方面，
河道的历史文化资源保护利用不佳，全
市约 54％的历史文化资源临近河道，包
括历史名镇、文物古迹等物质文化资源
及沱江号子等非物质文化资源，但多数
河岸缺乏文化景观设计与展示，河岸空
间对城市特色文化的彰显不足。在形态方
面，部分河道城区段两侧滨水建筑密集，
缺乏观水廊道，滨水视线通透性较差；部
分滨水界面消极，存在建筑贴河建设、
背立面或围墙面河等现象，河道景观未
充分与城市界面相融。

2“河道一体化”设计理念的引入

2.1设计理念的转变
“河道一体化”以生态文明、人民

城市、公园城市为指导，强调在规划设
计层面，从“城水相隔的孤立设计”向“城
水相融的一体化设计”转变，通过统筹
城水要素、优化城水关系、融合城水功能，
促进河道与沿河陆域的水岸联动，实现
城市与河道共生发展，打造两岸融城、
自然共生的公园城市河道 ( 图 1)；在规
划管控层面，提出从“各自为政的要素
独立管控”向“全过程全要素统筹管控”
转变，基于成都现有的规划管理模式，
结合导则编制、使用的特点与问题，形
成目标引导层面的总体管控引导，建立
要素层面“指标管控 + 空间管控”的管
控体系，衔接规划设计的各阶段，形成
全过程全要素的导则管控，实现河道相
关要素规划管控的整合 ( 图 2)。

2.2“河道一体化”设计理念的内涵
作为社会—经济—自然复合系统，

河道串联承载着城乡、水陆的各类空间
资源。在全域全要素的国土空间规划下，

图 1  规划设计理念转变示意图

图 2  规划管控理念转变示意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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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3 “沿河一体化”六大目标示意图

图 4  河道分段、分区示意图

为整合城乡资源、引导“一河两岸”联
动发展，成都组织编制了《成都市公园
城市河道一体化规划设计导则》( 以下简
称《导则》)，从“沿河一体化”与“垂
河一体化”两个维度统筹导控河道空间。
“沿河一体化”强调覆盖全域、贯穿城
乡的资源统筹，依据两岸的资源条件，
分区、分段引导城乡水岸资源联动发展，
实现生态、安全、功能、交通、风貌、
形态六大系统各要素的一体化协调；“垂
河一体化”聚焦中微观层面的“一河两岸”
空间要素，通过精细化引导公园堤岸、
涉水设施、滨水街区、慢行优先、人文
特色、临河界面六类要素，指导滨水空
间的高品质建设，实现河道陆域垂向空间
的要素一体化设计，从而实现从宏观层面
到中微观层面的要素统筹与精细化设计。

3成都“河道一体化”规划设计
方法

3.1“沿河一体化”的全域资源统筹
为塑造人与自然和谐共生、城乡与

河道多元融合的公园城市河道场景，成
都聚焦河道生态、安全、功能、交通、
风貌、形态六个方面，从宏观层面强调
系统功能的统筹协调，提出“沿河一体
化”六大目标 ( 图 3)，形成分级、分区、
分段的河道分类导控，探索城水共生的
公园城市建设范式。
3.1.1六大目标引导

(1) 蓝绿相融，自然共生，实现生态
一体化。

坚持河道及周边环境的高标准生态
治理，统筹山、水、田、林、湖、草、

沙生态要素的一体化保护修复，锚固与
“青山绿道蓝网”相呼应的公园城市生
态本底。《导则》提出通过维持河滩湿
地自然形态、塑造自然河床地貌、优化
生态化驳岸空间，塑造自然生态的柔美
河岸；通过生态修复、多样生境营造，
重构生境融合的生态廊道；通过打通横
向、垂向全域公园体系，预留观水视线
通廊，营造绿地连通的滨河公园，实现
生态一体化。

(2) 城水相依，韧性安全，实现安全
一体化。

将保障滨水空间安全作为基础，统
筹完善蓝绿基础设施与人工基础设施，
营造人水和谐的自然环境，打造安全、
韧性、亲水的一体化滨水空间。《导则》
提出贯彻海绵城市理念，利用河岸空间
推进景观化、隐形化的海绵设施建设；
统筹雨水综合利用、排水防涝、水系保
护及修复、绿化带设计，引导低影响、
集约布置、城河统筹的市政设施建设，
提高区域调蓄能力，构建富有韧性的防
洪体系；布局多元融合的应急安全设施，
提升河道智慧化治理及河岸空间的智能
化服务能力。

(3) 人水相亲，活力场景，实现功能
一体化。

将街区与水网融合，推动河道与滨
水空间在空间上开放、在功能上共享，
让河道融入城市的生产、生活，打造多
元功能与河网水系融合的高品质滨水街
区。《导则》提出综合考虑滨水地区的
功能特色，在城镇区通过提高滨水第一
层街区的公共用地比例，引导公共服务
设施集聚，在郊野区尊重滨水自然环境，
布局环境友好的产业类型，联动乡村振
兴与全域旅游；在滨水建筑底层植入品
质化、体验化的功能业态，引导滨水沿
线腹地业态复合；根据可进入、可参与
的要求，统筹水岸空间、街道空间、剩
余空间，建设能融合多元活动的开敞空
间；按照“设施嵌入、功能融入”的原则，
完善联动互补、全民共享的服务设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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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5  各类空间要素一体化导控示意图

间进行统筹设计，划定“一河两岸”的
一体化设计范围，包括水域、控制带及
陆域，明确控制带范围，并通过对慢行
优先、公园堤岸、临河界面、滨水街区、
人文特色、涉水设施六类要素的一体化
设计导控，实现垂河空间的慢行化保障，
同时植入多元功能与场景，营造市民可
进入、可参与的公园城市河道场景，打
造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高品质滨水空间
( 图 5)。
3.2.1基于“车退人进”理念的“垂河
一体化”引导

成都锦江公园规划首次提出“车退
人进”理念，通过临江两岸的交通重组，
释放滨水慢行空间，还水于民。《导则》
深化落实“车退人进”理念，加强对垂
河通道、垂河公园、观水视廊的控制引
导，打通滨水空间与河腹地的慢行联系，
保障滨水慢行环境。

对于慢行优先类要素，首先要求城
镇段新建区垂河市政道路的间距不宜大
于 200　m，道路断面慢行空间占比不宜
低于道路总宽度的 50％；结合不同街区

依托滨水空间策划多元活动，营造缤纷
公园城市河道场景，实现河道与城市的
功能一体化。

(4) 水岸相连，互动网络，实现交通
一体化。

基于滨水区“车退人进”的规划理念，
以绿道等慢行空间串联河岸，将慢行网
络与水网融合，提高滨水空间的可达性。
《导则》提出倡导慢行优先的滨河道路
断面设计，形成尺度适宜的横向沿河慢
行环境；保障滨水公交优先，加强与滨
水慢行系统的衔接，鼓励以绿色交通为
主的出行方式；通过多种方式加密垂河
通道，强化滨水空间与城市街区的垂向
连接，提高水岸的可达性，并对通道两
侧的地块、建筑、功能进行引导，形成
连贯的活力路径，系统构建连通滨水空
间和腹地的“横向 + 纵向”一体化慢行
网络。

(5) 古今相映，特色彰显，实现风貌
一体化。

保护与传承历史文脉，推动文化创
造性转化与创新性发展，激发场所活力，
塑造现代与历史交相辉映的人文水岸风
貌。《导则》提出充分挖掘沿河文化资源，
与沿线城市文化资源统筹利用与保护，
传承时空连续的天府文化印记；结合天
府水文化研究，分段策划水文化主题品
牌，融入地区特色，重塑“水连园林、
津居合一、水绕林盘”的城乡形态；复
兴“依水悦民”的文化，在滨水空间设
计时考虑文化活动开展需求，融入文化
要素，展现蜀都风情，实现风貌一体化。

(6) 城园相融，品质空间，实现形态
一体化。

合理管控、有序引导滨水地区的开
发建设，促进城乡自然有序生长，构建
公园城市大美形态，打造标志性、地域
性的高品质滨水空间。《导则》提出重
构城水空间秩序，预留城水相望的观景
廊道与平台，加强视廊两侧的空间形态
管控，打通城水相望的观景廊道；加强
滨水地区形态管控，总体形成“近水低、

远水高”的空间秩序，打造簇群错落、
透风见绿、疏密有致的滨水区优美天际
线，展现公园城市的独特魅力；通过建
筑空间与河道环境的无缝衔接，提升滨
水界面的整体风貌，促进城乡空间与滨
水景观的融合渗透，实现形态一体化。
3.1.2分级、分区、分段的河道分类
导控

依据成都市国土空间总体规划，结
合流域面积和河道宽度，将河道分为主
要河道、其他河道两级。考虑河道所处
区位，将其划分为城镇段、生态段、郊
野段三类段落，并结合现状建设情况，
将城镇段分为新建区和建成区 ( 图 4)，
明确不同区段的建设导控重点，建立基
于河道分段、覆盖河道及陆域全要素的
操作工具箱，形成包括负面清单、指标
管控、空间导控的组合清单，便于后期《导
则》在规划管理实操中的使用。

3.2“垂河一体化”的要素设计导控
《导则》将河道及沿河空间陆域纳

入一体化规划设计范畴，对城水共生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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类型，建议商业型、产业型河段每间隔
80 ～ 150　m 设置 1 条垂河通道，居住型
河段每间隔 120 ～ 200　m 设置 1 条垂河
通道，通过多种方式增加地块内部通道，
提升腹地垂河通道密度，保障慢行环境。
其次，发挥垂河通道的联络性，重点联
系腹地轨道站点、城市重要功能节点、
公服设施、公园绿地等公共空间，要求
滨河绿地每间隔150　m设置1处出入口，
与垂河通道连接，串联滨水空间至腹地

的连续公共活动路径。再次，结合垂河
通道周边资源、道路现状等基础条件，
每间隔 1 ～ 2　km 设置 1 条垂河慢行主通
道，面向垂河通道开放底层建筑空间，
沿通道组织多元公共活动，打造垂河活
力动线 ( 图 6)。对于新建区，鼓励建筑
院落临垂河慢行主通道布局，通过城市
设计明确地块内的开敞空间控制线，并
落实控规；对于建成区，贴道路红线建
设的地块应按照管理技术规定要求进行

退距，围合布局的建筑可增加建筑界面
开口，打通院落与垂河活力动线的联系
( 图 7)。

对于公园堤岸类要素，通过临河预
留垂向的条形绿地开敞空间打造垂河公
园，加强滨河绿带的纵深和开敞渗透，
将滨河公园与城市公园串联成网，融入
全域公园体系，构筑高品质的公园本底，
并可结合垂河公园，引导垂河主通道的
打造，形成绿色活力的垂河空间。

图 8   间口率控制示意图 图 9  滨水界面底层开放示意图

图 10  成都市控规中滨水区域管控要素示意图 图 11  《导则》在国土空间规划体系中的地位作用示意图

图 6  垂河活力动线示意图 图 7  垂河慢行主通道控制示意图

底层共享示意图

城镇开
发边界
内：控
规

城镇开
发边界
外：村
庄规划

滨水建筑出入口布局示意图

建筑车行出入口

建筑人行出入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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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1  成都市控规中滨水区域管控要素一览

注：本表中要素未在成都市控规中明确控制要求的，按照《成都市城市规划管理技术规定》进行通则式管控；“●”
表示落入控规的具体形式。

对于临河界面类要素，将滨水建筑
间口率控制在 40％～ 70％ ( 图 8)，结合
垂河通道、垂河公园，每隔 100　m 预留
1 处观水视廊，控制视廊空间宽度不小于
15　m，打通城水相望的观景廊道；增加
临河第一层建筑的底层慢行出入口，通
过底层架空、设置骑楼、打造共享中庭
等手段增强建筑底部的通透性与共享性，
将滨水界面底层空间向河道开放 ( 图 9)。
3.2.2融入多元功能、彰显城市特色
的垂河场景一体化引导

对于滨水街区类要素，推动河道与
滨水街区功能复合化利用，让河道更多
地融入城乡生活。通过提高滨水第一层
街区的公共空间比例，引导公共活动向
滨水空间集中，严格限制工业、仓储等
低端低效业态；加强滨河绿带、街道空
间、建筑退距空间的整体设计，优先考
虑将文体活动类设施布置在滨水空间，
统筹布局联动互补、全民共享的服务设
施，形成无界共享的公共空间系统；依
托河道两岸的不同功能，植入多元活动，
营造具有丰富滨水体验的河道场景，如
人文旅游、娱乐演艺、社区生活、休闲
商业等。

对于人文特色类要素，统筹利用与
展示河道沿线的城市文化资源，以滨水
空间为载体，让水文化融入滨水街区场
景。挖掘成都“依水悦民”的文化资源，
将集市贸易、游江游园、娱乐宴饮、水
上赛事等文化活动融入滨水街区空间，
重塑传统文化场所，激发滨水区活力，
营造亲水性的人文场景，展现古今交相
辉映的蜀都风情。

对于涉水设施类要素，引导其与滨
水景观相融合，通过挖掘沿河两岸的文
化特色，结合河道设施打造文化符号，
提高滨水地区的文化辨识度。

4成都“河道一体化”全过程导控
路径

目前，成都河道规划管理主要依据

         要素类型、名称

所处空间 管控方式

蓝线 绿线 道路
红线

地块
界线

刚性管控 示意
表达定位 定量

涉水设施 亲水设施 游船码头 ● ●
水工设施 护堤 ● ●

闸坝 ● ●
市政设施 泵站或河道管理用房 ● ● ●

滨水街区 开敞空间 绿地或广场 ● ● ●
建筑前区 ● ●

服务设施 独立占地设施或服务
建筑

● ● ● ●

慢行优先 垂河通道 市政道路 ● ● ●
地块内弹性通道 ● ●

桥梁 机动车桥梁 ● ● ●
慢行桥梁 ● ● ●

临河界面 建筑形态 建筑高度 ● ●
连续界面宽度 ● ●

建筑界面 土地利用 ● ●
地块开口 ● ●

成都市控规与《成都市城市规划管理技术
规定》。成都市控规中滨水区管控要素
可总结为涉水设施、滨水街区、慢行优先、
临河界面四类 ( 图 10，表 1)。纳入控规
管控的要素，一般以专项规划、分区规
划等作为依据，专业性设施通过工程可
行性研究论证作为前置条件。其他未纳
入控规的要素，通常通过城市设计进行
引导。

从管控方式来看，成都“河道一体化”
要素管控可分为细则式和通则式两类，
细则式管控内容纳入控规，进行定位和
定量控制；通则式管控内容则纳入《成
都市城市规划管理技术规定》。管控的
严格程度可分为刚性和弹性两类。原则
上，涉及公共安全和公众利益的要素进行
刚性管控，涉及空间形态、景观塑造等的
特色要素进行弹性管控。现有管控方式解
决了滨水地区的底线把控问题，但滨水
空间的营造仅通过片段式城市设计手段，
缺乏全域层面的要素统筹与设计引导。

基于成都河道规划管控的特点与不

足，应衔接国土空间规划体系，形成刚
弹结合的设计要素导控方式，制定落实
到控规的实施流程，从而落实“河道一
体化”设计理念。

4.1对接国土空间规划体系的传导
路径

《导则》对上落实省级国土空间规
划及相关专项规划的要求，平行衔接市
级国土空间总体规划，协同其他专项规
划，对下指导下层级国土空间总体规划、
专项规划及详细规划的编制 ( 图 11)。因
此，应基于成都现有“控规 + 技术规定 +
城市设计导则”的规划管理模式，建立
“河道一体化”规划全过程全要素的技
术指引 ( 图 12)。在规划编制阶段，通过
“六个一体化目标”及要素管控引导内
容，为规划编制团队提供导向和参考，
为规划管理部门提供审批详细规划、城
市设计方案的依据。在规划实施阶段，
针对设施的工程建设和空间的场景营造，
提供工程可行性及合理性参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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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2  成都市控规中滨水区域新增管控要素管控方式一览

         要素类型、名称

所处空间 管控方式

                                控规中的表达方式及管控要求蓝
线

绿
线

道路
红线

地块
界线

刚性管控 示意
表达

定位 定量

公园
堤岸

柔美河岸 河滩湿地 ● ● 河道蓝线外已形成的河滩、湿地及洪泛区采用生态用地 (GE) 表
达，避免不必要的设施建 ( 构 ) 筑物占用河滩湿地，提升河道
行洪、滞洪能力

涉水
设施

亲水设施 游船码头 ● ● 在河道蓝线外绿地内，采用设施符号表达，并注明占地及建筑
规模

水工设施 护堤 ● ● 通过蓝线明确堤顶位置，采用坐标标注定位表达
闸坝 ● ● 在河道蓝线内，采用设施符号表达

市政设施 泵站或河道
管理用房

● ● ● 在河道蓝线外，独立划定市政公用用地，通过符号明确设施类型，
并注明占地规模

滨水
街区

开敞空间
服务设施

绿地或广场 ● ● ● 采用公园与广场用地表达，应标注坐标并注明占地面积。重要
的绿地应纳入绿线

建筑前区 ● ● 采用建筑控制线明确退距要求，未划线的地块以《成都市城市
规划管理技术规定》中的要求进行控制

活动场地 ● ● 缓坡公园绿地内可设置运动空间，采用“小型多功能运动场地”
设施符号表达

独立占地设
施或服务建
筑

● ● ● ● 需叠建的设施应布局在服务设施用地 (R22) 内，采用设施符号
表达，注明地块面积和设施规模
滨水绿地中设置的独立占地设施采用设施符号表达，注明占地
面积和建筑规模

健身运动设
施

● ● ● ● 根据可实施性，结合沿河的桥下空间、街旁空间、绿带闲置空
间等剩余空间，补充社区级公共体育设施，采用“居民健身设施”
设施符号示意表达

休闲游憩设
施

● ● ● 将沿河打造为具有成都特色的“锦官水驿”，采用“四级驿站”
设施符号示意表达

慢行
优先

滨河道路 道路断面 ● ● ● 滨水慢行人流密集的滨河路应标注路缘石线与道路红线间的宽
度，确保形成充足的步行空间；细化道路断面示意图表达，划
分步行道、非机动车道和机动车道

停车设施 ● ● ● 结合轨道站点、公交站点，在临近的绿地、广场、建筑前区中
增加非机动车停放点，采用设施符号表达

垂河通道 市政道路 ● ● ● 采用道路红线、道路中线表达，并注明中线交点坐标和红线宽
度

地块内弹性
通道

● ● 采用弹性道路示意表达，明确通道宽度

滨河绿地出
入口

● ● 结合市政慢行道及地块垂河通道，打通滨河垂直路径，采用“地
块开口”符号表达

地块内公共
空间

● ● 建筑院落临慢行主通道布局，并通过城市设计明确地块内开敞
空间控制线

桥梁 机动车桥梁 ● ● ● 采用道路红线、道路中线表达，并注明中线交点坐标和红线宽
度

慢行桥梁 ● ● ● 采用桥梁符号表达，特殊要求应在图中注明
视廊视点 滨水建筑间

口率
● ● 需保证观水视廊通透性的地块，应在地块指标表中注明建筑间

口率
临河
形象

建筑形态 建筑高度 ● ● 应在地块指标表中注明，重要滨水区域对建筑高度有特殊管控
要求的，应在指标表中说明

D/H 值 ● ● 根据 D/H 值的管控要求，建议纳入《成都市城市规划管理技术
规定》，作为滨水区管控的补充条款

连续界面宽
度

● ● 在指标表中注明

建筑界面 地块开口 ● ● 在地块内标注开口方向

注：“●”表示落入控规的具体形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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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2形成刚弹结合的设计要素导控
方式

对应大类、中类、小类要素模块，
传导宏观、中观、微观的要素管控与设
计要求。在总体层面拓展延伸国土空间

“底线约束”的管控思维，增加负面清单，
约束规划建设，避免其对河道空间造成
负面影响。针对需要在专项规划、详细
规划中落实的要素，采用定位和定量的
刚性管控，通过“控制线 + 指标”细化
空间落位、数量、规模的管控要求；针
对公园景观、文化特色、沿河风貌等要素，
则通过弹性设计指引，为整体品质的呈
现提供设计意向参考。

4.3落实到控规的实施流程
在控规编制阶段，落实总体规划的

刚性管控内容，细化滨水区域用地布局、

路网组织等内容。按照“河道一体化”
设计理念，明确专项规划中各类设施的
布局和建设形式，细化滨水空间城市设
计，将《导则》中的具体要求和要素管
控内容在控规中表达 ( 图 13)。 

针对已有控规覆盖的区域，通过落
实设施符号、具体指标深化管控内容，
按照《导则》的要求补充河滩湿地保护、
慢行优先、亲水活动设施、滨水建筑形
态等要素的控制内容，实现“河道一体化”
设计理念的落实传导 ( 表 2)。

5结语

河道及滨水地区是城市重要的公共
开敞空间，承载着人民对美好生活的期
盼与向往。在公园城市理念下，河道空
间是实现“山水人城”和谐相融的重要

载体。建立国土空间背景下的河道规划
设计导控体系，有效指导滨水地区规划
建设，对于推动城市公共空间高质量发
展具有重要意义。本文以《导则》为例，
围绕“沿河一体化”与“垂河一体化”，
构建“六个共生目标 + 六大资源要素”
的技术框架，探索河道规划设计导控的
新路径，建立国土空间规划体系下可传
导的“河道一体化”全过程导控方式，
以期为滨水空间的高品质规划建设提供
借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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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2  《导则》管控体系示意图

图 13  《导则》内容纳入控规示意图

对接各阶段的编制要求及管控内容

明确刚性管控底线 补充完善弹性引导要求

刚性管控

指导控规、专项规划的编制，细化用
地和设施布局 作为审批城市设计、工程设计方案的依据

弹性引导 本次导则补充管控内容
控规 相关城市设计导则 指标管控 空间管控管理技术规定

“河道一体
化”全过程
管控体系

河道规划管
控方式及内
容

指导河道规
划精细化设
计和管理

《导则》

跨河桥梁、无障碍坡道、
桥下空间、过街设施、
垂河通道……

为城市设计、更新实施规划的审批提供可参考的
城市设计要素库和设计标准
针对单一设施的工程设计方案，提供与环境、其
他要素协调、衔接的指导意见

作为管理技术规定的补充，在控规编制过程中，
按照“河道一体化”设计的导向和要求，细化滨
水区域用地布局、路网组织；在专项规划编制过
程中细化各类设施落位，明确建设形式

《沙河滨水地区城市设计导则》
《成都市“宜居水岸”工程建
设技术导则》《锦江两岸空间
形态规划控制导则》……

河堤、市政设施、
建筑退距、人行
道宽度、建筑高
度……

河道蓝线、绿线、
道路红线、地块界
线、公服设施类型、
配置规模、绿道、
桥梁……

总体规划

控规
『
导
则
』

城市设计

专项规划

• “五线”划定
• 强度分区
• 滨水用地布局

• 建筑体量
• 建筑立面
• 建筑色彩

指导

协同

衔接

• 水工设施布局
• 市政管网布局
• 滨水公服设施布局

• 用地性质
• “五线”落地
• 公服设施落地
• 基础设施落地
• 路网密度

• 公园体系
• 轨道交通线网

• 建筑高度
• 建筑照明
• 围合关系

• 滨水道路、垂河通道
• 公交、停车设施布局
• 应急避难设施

• 容积率
• 建筑密度
• 建筑高度
• 绿地率

落实

纳入

纳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