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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亚崖州湾科技城宁远河以北片区综合交
通专项规划公示稿

一、编制背景

三亚崖州湾科技城西北片区位于崖州区宁远河以北区

域，总体发展定位为世界级科学城活力新区，具体分为打造

“旅游消费创新旗帜、高新技术突破前沿、海洋现代服务示

范”三个功能发展方向。

为加强与《三亚崖州湾科技城总体规划（2018-2035）》、

《三亚崖州湾科技城西北片区（一期）控制性详细规划》等

上位规划的衔接，进一步深化区域近期综合交通设施布局方

案，预留远期发展空间，有效管理和指导崖州湾科技城的城

市交通管理与建设，三亚崖州湾科技城管理局组织开展《三

亚崖州湾科技城宁远河以北片区综合交通专项规划》（下文

简称“本规划”）的编制工作，本规划提出对外通道、路网

布局和等级、慢行、桥隧等方案，落实公交场站、枢纽、停

车场、货运场站交通设施用地需求，重点考虑交通路网、交

通设施规划及布局，为控规编制及后续实施提供支撑，形成

城市与交通协调发展的格局。

二、规划范围与年限

（一）规划范围

东起崖州古镇、西至崖州区太策村、南起宁远河北岸、

北至西线高铁与 G98 高速，总面积约为 18.89 平方公里，规

划人口约 10 万人。其中一期规划范围限制在西北片区镇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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站和西线高铁南侧，规划面积为 10.25 平方公里，规划人口

约 6.3 万人。考虑到交通连续性，研究范围适度拓展，东起

南山，西至梅山，北靠马鞍岭，南临南海海域，规划范围约

69.3 平方公里。

图 1 规划研究范围图

（二）规划期限

近期与西北片区一期建设年限一致，注重与一期地块出

让、城市开发相结合，同步提出道路交通设施布局和建设计

划；远期至 2035 年，与《三亚市国土空间总体规划

（2020-2035）》保持一致，注重远期交通设施的空间预留。

三、城市交通发展目标与战略

（一）交通发展目标

全面建成适应区域经济社会发展需要，促进区域交通协

调发展，引导城市结构调整，优化交通资源，多种交通方式

融合，与区域功能定位相适应的“高效、畅达、绿色”的城



—3—

市综合交通体系。

区域交通高效化：形成以铁路、公路为主导，航空、水

运为补充的区域综合交通，实现内外交通良好衔接，客运货

运高效运转。

城区交通畅达化：构建合理的道路网系统，支撑城市空

间拓展，实现城区交通的通畅易达。

绿色低碳可持续：打造以公共交通为主导、慢行交通为

辅、私人小汽车引导使用，绿色、低碳、可持续发展的城市

综合交通体系。

（二）城市交通发展战略

1.区域交通一体化发展战略

应充分利用发展机遇，完善对外交通方式，建立复合多

通道型的对外系统，与三亚中心城加强联系，积极对接乐东、

五指山等地，迅速融入大三亚的区域交通网络体系。

2.城市交通与城乡空间统筹发展战略

抓住契机，适应新型城镇化，加强综合交通规划与城市

总体规划的统筹协调，突出综合交通体系的建设和布局对城

市发展和空间结构的引导和支撑，加强交通与用地融合发展，

促进人口、产业合理布局，均衡交通需求分布。

3.绿色交通发展战略

根据《三亚崖州湾科技城总体规划（2018-2035）》的

目标定位“两区、三地”，“两区”指生态文明的展示区、

产城融合的先行区；“三地”是指拓展蓝色经济的产业地、

承载农业硅谷的开放地、培育产学研的聚集地。崖州湾科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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城应坚持以绿色交通发展引领综合交通体系的构建，主要体

现为“公交优先发展、慢行交通提升”策略。

四、对外交通系统规划

以城市骨干路网为主，与凤凰机场、南山港、三亚火车

站等交通节点相互衔接，形成多元化的对外交通体系。

航空：依托三亚凤凰机场进行航空集散，强化与新机场

的联通，同步做好片区与机场的铁路、高快速公路等多种对

外联系衔接通道。

港口：南山港是提升国家海洋科研能力、落实海洋强国

战略，聚焦深海科技城建设、落实自贸港建设总体方案的重

要综合性港口，核心功能定位为公共科考母港，兼顾传统货

运、船舶维修、滚装运输等补充和保障功能；中心渔港是区

域重要的渔业作业港口及水产品、农产品生产、加工、物流、

交易中心。

高铁：以轨道为抓手，规划旅游轨道网络，连接三亚市

区、乐东、南山、火车站、机场等重要城市与交通枢纽，利

用西环货铁公交化、旅游化改造项目契机，重点推进崖州站

（改造）、镇海站（新建）铁路枢纽建设，推进站城一体化。

骨干路网：本规划与《三亚市综合交通运输体系规划研

究》等市级交通专项规划做好衔接，整体延续总规提出的高

速公路网布局，形成由环岛高速 G98、第二绕城高速、高速

连接线组成的对外快速通道，提升过境交通疏导，强化腹地

交通联系，解决区域单一公路网发展不均衡的问题。东西向

联系利用 G98、第二绕城高速、G225、疏港大道及跨宁远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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连通通道、滨海路及海底隧道、南繁大道—X843 等进行区域

衔接；向北联系主要通过规划预留通道，向北衔接 X842、X835

等，并与第二绕城高速出入口快速衔接。

图 2 崖州湾科技城区域对外交通设施规划图

五、城市道路网系统规划

（一）规划目标

按照片区城市和交通发展要求，充分尊重现状路网肌理，

以需求为导向，强化道路与生态功能整合，构建具有科技城

魅力的骨干路网系统，同时注重并促进与崖州科技城其他组

团的协调发展，形成区域范围内高效畅达的道路交通体系。

（二）道路网系统规划方案

遵循“窄马路、密路网”的规划理念，结合规范标准，

优化片区路网布局，建成主、次、支级配合理的道路网络系

统。

一期建设阶段，规划“三横三纵”的主干路网，串联片

区各主要组团间的中、长距离交通，兼顾片区客运骨干走廊，

满足交通出行及高品质公共交通需求，总长度 18.2 公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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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横为 G225、疏港大道和滨海路，三纵为渔港 8 号路、花园

路和还金路；远期意向方案形成“四横六纵”的主干路网，

总长度 25.8 公里。

次干路主要为组团内部的骨干联系及集散服务，衔接各

组团间和组团内部的中、短距离交通，和主干路共同构成骨

架路网。一期规划二横三纵一环的次干路网，总长度 18.8

公里，规划城市支路总长度 46.5 公里；远期意向方案次干

路总长度 30.0 公里，城市支路总长度 66.0 公里。

规划城市主、次干路的位置应按照《道路交通系统规划

图》的规定执行，支路的具体位置在实施时可适当调整，但

不得变更原有走向。

图 3 道路系统规划图（一期）

（三）道路网断面规划

规划延续科技城路网肌理，保证主要道路红线宽度，作

为区域设施及客货运交通的承载空间和载体，结合不同片区

开发情况，规划 16 处道路标准横断面。

一期主干路红线控制在 24 至 52 米，以四块板、三块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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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块板为主，断面形式分别为 B1-B1、B2-B2、B3-B3、C1-C1、

C2-C2、D1-D1 和 K-K；次干路红线控制在 20 至 40 米，采用

三块板、二块板、一块板，断面形式分别为 A-A、C1-C1、D1-D1、

E-E；城市支路红线控制在 24 米以内，采用三块板、一块板

形式。

道路红线内用地为交通、市政设施及道路绿化专用，任

何与道路交通无关的建筑和构筑物的改建、扩建及新建均不

得占用道路用地。道路断面形式可以根据使用需要适当调整，

但应保证主要交通方式的断面宽度和车行道数不受影响。

图 4 道路横断面型式规划图（一期）

图 5 道路典型横断面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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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跨屏障通道布局规划

1.跨铁路及高速通道

一期范围规划 3 条穿越西环铁路的南北向道路，其中现

状 2 条，分别为还金路和热水宫路，规划 1 条为镇海站过铁

路通道（盐灶河西 1 号路）；规划 3 条穿越 G98 高速的南北

向道路，其中现状 1 条为保港路，规划 2 条，分别为花园路

和河堤路。

远期意向方案结合道路功能定位、连通性、用地开发建

设时序等因素，规划 5 条穿越西环铁路的南北向道路，分别

为盐灶河西 1 号路、盐灶河西 11 号路、盐灶河西 15 号路、

产业区 5 号路和花园路；规划 5 条穿越 G98 高速的南北向道

路，分别为盐灶河西 11 号路、盐灶河西 15 号路、产业区 5

号路、花园路和河堤路。

2.跨宁远河通道

加密片区跨宁远河通道，共规划 7 条通道，其中现状 5

条（集中在东侧），近期实施 1 条（疏港大道跨宁远河连通

通道），远期预控 1 条滨海路海底隧道。7 处车行过河通道

的平均道路间距为 1.01km，除还金路和水南路桥为快速集散

崖州货车站交通，加密间距为 0.6km 外，其他大部分通道间

距均在 1.0-1.5km，分布较为均衡。

（五）重要节点规划

1.立体交叉口

立交节点设置是否合理，对城市交通运行会产生重要影

响，因此应结合实际情况，在片区选择合适的立交节点。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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议对互通立交的交叉形式、用地指标等内容做好控制与预留。

（1）G98 崖保立交改造

G98 是目前片区唯一高（快）速路，拟对崖保立交进行

综合优化改造，在尽量少占地基础上保障各方向互通互联，

废除既有立交东半幅，改造西半幅，新增 3 对上下匝道，交

通组织较灵活，多个方向可通过渔港 8 号路和产业区 2 号路

进出高速，更便捷的服务渔港及周边组团。

渔港 8 号路现状保留现有高速连接桥，预留崖保立交改

造空间，由于跨高速坡度较大，导致渔港 8 号路与 G225 无

法平交，需采用分离式立交上跨 G225 与 G98 高速衔接，因

此规划新增渔港 3 号路，连接 G225 与渔港 8 号路，便于 G225

上交通与高速出入口衔接转换；同时调整疏港大道的局部走

向，避免交叉口间距过近。

图 6 G98 崖保立交改造方案图

（2）G98 渔港出入口预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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考虑充分利用 G98 高速，结合第二绕城高速建成，过境

交通分流后，既有 G98 主要服务于周边地块，近远期相结合，

在崖保立交东侧近工业路，利用 G98高速两侧防护绿带空间，

预留一对高速上下匝道。

图 7 G98 预留渔港出入口位置示意图

2.平面交叉口

（1）控制形式

平面交叉口规划和设计须符合城市道路设计规范，应综

合考虑各种交通流量和流向需求、交通环境、交通组织、用

地面积与投资数额等技术、经济因素。

片区应统筹考虑道路设计和交通设计,以各交叉口不同

功能要求作为决定节点型式及设计标准的主要依据。应根据

相交道路等级、分向流量、公共交通站点设置、交叉口周围

用地的性质，确定交叉口的型式及其用地范围。部分道路主

线上跨或下穿铁路、G98 高速、宁远河桥等节点，紧邻交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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口由于竖向原因，无法与主线平交，建议采取辅路平交形式。

（2）渠化展宽要求

由于车流在平面交叉口冲突点多，受行人、非机动车干

扰较大，其通行能力大大低于路段，形成路网瓶颈，因此需

对交叉口进行渠化拓宽。出于对片区道路交通长远发展和充

分发挥道路网整体效率的考虑，要求增加新建平面交叉口规

划红线宽度。按不同等级交叉口渠化要求，控制交叉口红线，

为交叉口渠化预留空间。综合考虑道路等级、周边开发业态、

交通需求等多种因素，针对主要交叉口进行渠化展宽，落实

进控规总图进行红线控制。

交叉口渠化展宽主要对象为主干路-主干路交叉口及部

分主干路-次干路交叉口，交叉口展宽以进口道为主。平面

交叉口需设置展宽段并增加车道条数时，每条车道宽度宜为

3.0～3.5 米，进口道展宽段长度为 50～80 米，出口道展宽

段长度为 30～60 米。

六、公共交通系统规划

（一）规划目标

经预测，到 2035 年片区公共交通出行占比为 30%，为应

对未来公共交通的发展趋势，需提升公交服务水平，以增加

机动车交通向公共交通的转移量，从而真正实现公共交通的

优先发展。

片区构建以轨道交通为骨架、常规公交为主体、旅游公

交和水上交通为补充的多模式、多层次、高效率的公共交通

系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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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公共交通体系结构

片区公共交通系统包含轨道交通（旅游铁路公交化）、

常规公交和特色公交等多层体系。

轨道交通（旅游铁路公交化）是片区对外大运量快速联

系，具有线路长，站点少，服务集中，运营速度较快等特点，

设计车速可达 160km/h，公交化列车平均旅行速度为 74km/h，

乘坐舒适，满足科技城对外快速联系；常规公交主要承担组

团内公交客运骨干，通常线路长度控制在 8-12km，组团内主

要公交出行需求能够得到有效满足且一次通达，站距控制在

500-800m，运营速度保障达到 15-25km/h，日常交通功能为

主，形成组团内部线网骨架；特色公交包含定制公交、旅游

公交等，服务多元化公交客流需求，主要特点有线路和站点

根据客流需求设定，运营速度较快，服务多样化、个性化出

行需求，可服务组团内日常通勤生活出行需求或特殊公交出

行需求。

（三）轨道交通规划

市域快线（三亚-乐东公交化旅游化铁路）项目利用西

环高铁、局部利用西环货线进行公交化、旅游化改造，全长

约 110 公里，共规划 14 站（既有改造 6 站，新建 8 站），

目前处于建设阶段，其中西北片区范围内设镇海站和崖州站。

（四）地面常规公交线网规划

远期片区规划常住人口约 10 万人，测算所需公交线路

数约 20 条，其中公交骨干线 4-5 条，区域线 7-9 条，社区

线 7-8 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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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公交骨干通道规划

骨干公交通道是公交规模化运营的重要设施，可有效提

升常规公交服务水平，强化公交地位。通过构建区域公交骨

干通道，提高已有道路资源利用率，提升公共交通系统整体

运营服务效率。骨干通道规模标准较高，连通性较好，覆盖

主要客运走廊，衔接主要组团、交通枢纽等，强化公交优先，

补充轨道交通服务覆盖不足，同时与崖州湾科技城骨干公交

通道衔接，强化区域与科技城之间的交通联系。

近期规划布局 4条骨干公交线：线路 1西起镇海站枢纽，

东至古城首末站，自西向东贯穿整个西北片区；线路 2 西起

中心渔港枢纽，东至崖州站枢纽；线路 3 西起保港首末站，

东至古城首末站；线路 4 西起镇海站枢纽，东至中心渔港枢

纽。

图 8 片区骨干公交线路布局图（一期）

（六）公交站场枢纽规划

1.公交枢纽

根据需求预测，结合片区实际情况，规划 3 处公交枢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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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别为崖州站枢纽（含公交停车）、镇海站枢纽和中心渔港

枢纽，均为一期建设，总面积为 2.7 公顷。

2.公交首末站

规划 5 处公交首末站，分别位于西北生活组团、会议会

展组团、产业拓展组团、保港、古城这 5 个片区，总面积 0.96

公顷。其中一期规划建设保港和古城 2 处。

图 9 片区公交枢纽场站规划布局图

七、慢行交通系统规划

（一）慢行交通规划目标

围绕“以人为本”的核心理念，结合公园、绿地、水域

等公共开敞空间和城市路网系统，构建一个与城市发展相适

应、与公共交通一体化无缝衔接的安全、公平、便捷、连续、

高效、活力、以人为本的慢行系统。

（二）步行网络规划

规划形成“一带、一区”的步行系统骨架。“一带”：

步行滨水绿带；“一区”：古城历史慢行街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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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0 步行网络规划图（一期）

（三）非机动车网络规划

规划形成“一横、二纵、一线”的非机动车系统骨架，

串联起西北片区的主要慢行节点。“一横”：G225；“二纵”：

花园路、水南路等 2 条纵向道路；“一线”：滨海、滨水自

行车绿道。

图 11 非机动车网络规划图（一期）

八、旅游交通系统规划

（一）规划目标

依托片区“1+2”旅游服务集散中心，串联“一城多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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打造分层分级、高品质的旅游服务交通体系，形成合理、系

统的旅游交通组织。

（二）旅游服务中心

构建分层分级的旅游服务中心系统，优化旅游交通结构，

强化旅游公交品牌建设，引导游客换乘集散，打造具有“影

响力、品牌效应”的标志性旅游服务，擦亮三亚国际旅游城

市名片。

片区规划一级旅游服务中心 1个为崖州站旅游集散中心，

结合古城旅游开发和崖州站改建建设；二级旅游服务中心 2

个，分别为镇海站旅游集散中心和保港旅游集散中心。

（三）水上旅游交通

特色水上交通的功能定位为对外交通补充+内部交通联

系+旅游观光。进一步改善水上客运与陆上换乘条件，构建

便捷、休闲的水上客运体系，充分满足交通性、游览型水上

客运需求、发挥水上客运的环保、休闲优势，优化水上客运

航线，与陆上交通错位发展，构筑与城市经济社会发展、生

态文明的展示区定位相协调、客货分离、旅游休闲的水上交

通系统。

九、货运物流系统规划

（一）规划目标

建立水陆一体高效、快捷的货运交通系统，实现客货分

离、运行有序、设施保障、运转顺畅的目标，促进崖州湾科

技城宁远河以北片区社会经济持续稳定发展。

（二）货运枢纽布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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片区内主要有中心渔港、月亮岛中转基地、崖州湾三大

货运枢纽。其中，中心渔港完成冷链货运业务，月亮岛中转

基地完成动植物种质隔离业务，现状崖州站具备铁路货运功

能，主要完成整车货运业务。

（三）货运集疏运通道规划

规划“六横六纵”的内部货运通道。六横：G225-G225

改线、产业区 1 号路-古城北路、产业区 2 号路、疏港大道、

渔港 3 号路、滨海路；六纵：渔港 8 号路、产业区 5 号路、

花园路、工业路、还金路、城东大道等 6 条干路。

（四）货运组织管理

通过区域限行、禁行对货运车辆进行管制，限行方式可

结合三亚市对各类型货运限行方法布置。

禁行区为崖州古城中张家园路-崖保路-城东路围合而

成的范围。限行区为整个崖州古城和盐灶河西组团，每日 6

时 30 分至 22 时，限制 4.5 吨以上（含）各类型货运车辆进

入限行区域道路通行；每日早晚高峰时段（7 时至 9 时及 17

时至 21 时），限制 4.5 吨以下中、小型货运车辆进入限行

区域道路通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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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2 片区内部货运通道及货运限行区域规划图（一期）

十、静态交通系统规划

结合西北片区功能定位与产业发展布局，构建一个与城

市发展相适应的“动静结合、结构合理、布局得当”的静态

交通系统。

（一）停车配建标准

《三亚市城市规划管理技术规定建筑分册（试行稿）》

和《三亚市建筑方案设计精品化管控导则》中已对停车配建

标准进行了设定。本片区属新区范围，各地块配建停车位可

参照标准执行。地块配建停车位可采取地面与地下相结合的

方式解决，配建车位数量原则上不少于标准中要求。鼓励老

城改造区域多配车位，以弥补历史停车位配建不足的问题。

（二）公共停车场规划

路外公共停车场布局应充分考虑片区不同区域停车供

给政策；以停车需求为基础，充分考虑需求对停车场规划布

局的影响；考虑工程的实施难度以及周边交通条件；考虑公

共停车场服务范围内配建停车场和路内停车泊位对其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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考虑片区特点、规划用地和交通发展趋势，预测片区一

期公共停车泊位需求约 0.14 万个，远期约 0.28 万个。

一期共规划公共停车场 7 处共 1400 个泊位，其中独立

停车场 5 处 1200 个泊位；结建停车场 2 处 200 个泊位，分

别是 BG03-03-05 与公共交通场站结合建设、BG07-05-14 与

崖州站地下广场结合建设。远期意向在一期基础上，新增公

共停车场 4 处共 1400 个泊位，均为独立用地。

图 13 规划公共停车场布局图（一期）

（三）路内停车场规划

1.功能定位

路内停车泊位主要解决短时停车需求以及弥补路外停

车供应不足，在整个停车系统中定位为路外停车的补充作用。

2.布局原则

主干路上和交通性次干路原则上禁止设路内停车泊位；

生活性次干路和景观性次干路可以根据需要在不影响动态

交通的前提下设置一定的停车位；在停车供需紧张地区的支

路上可以开辟临时的占路停车点，布置时段性的临时停车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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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一、分期实施计划

争取一年初见成效，五年初步建成高品质、分层次、高

效率的综合交通系统。远期实现“智慧、绿色、友好”的交

通发展理念，建立公交优先、生态型、智慧交通示范区，打

造特色化产城游融合的综合交通网络。实现“高效多模、畅

达便捷、绿色智慧”的规划目标。

结合城市建设开发时序，因地制宜、分期制定交通设施

的建设计划。

（一）近期建设计划

近期与西北片区一期建设年限一致，建设范围为崖州湾

科技城西北片区一期，包括道路、公交场站、停车设施和货

运物流设施 4 方面建设内容。

图 14 近期建设计划示意图

1.道路

近期将进行片区内骨干道路建设以及中心渔港、崖州古

城、保港、保平村、会展中心、镇海站和月亮岛组团的内部

路网建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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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公交场站

提升完善公交枢纽场站设施建设，近期推进崖州站枢纽、

镇海站枢纽、中心渔港枢纽和古城公交首末站、保港首末站

5 处公交场站建设。

3.静态交通

针对停车需求较大的区域，集中建设一批公共停车场满

足停车需求。重点结合古城改造和枢纽地区，以及中心渔港、

保港和崖州湾会展中心地区开发，新建 7 处停车设施，布置

不少于 1400 个泊位。

4.货运物流

建立水陆一体高效、快捷的货运交通系统，实现客货分

离，运行有序，设施保障，运转顺畅的目标，针对中心渔港

和月亮岛片区的 2 处货运枢纽设施进行建设。

（二）远期建设计划

远期建设年限至 2035 年，建设范围为崖州湾科技城西

北片区二期，建设计划包括道路、公交场站和停车设施 3 方

面内容。

1.道路

远期将持续推进会议会展组团其他区域、远期生活拓展

组团、远期产业拓展组团的路网建设。

2.公交场站

结合会议会展组团、远期生活拓展组团、远期产业拓展

组团，进一步推进 3 处公交场站建设。

3.静态交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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结合会议会展组团、远期生活拓展组团、远期产业拓展

组团，新建 4 处停车设施，合计 1400 个泊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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