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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亚崖州湾科技城西北片区市政管线
综合规划公示稿

一、编制背景

三亚崖州湾科技城位于海南省三亚市西部，是根据海南

省委、省政府的决策部署，重点推进的海南自由贸易试验区

12 个先导项目之一。崖州湾科技城以“世界眼光、国际标准、

三亚特色、高点定位”为构架，致力于建设成为陆海统筹、

开放创新、产业繁荣、文化自信、绿色节能的先导科技新城。

为进一步加强三亚崖州湾科技城宁远河以西以北区域的建

设管理，特编制《三亚崖州湾科技城西北片区市政管线综合

规划》，针对崖州科技城西北片区的规划发展目标，结合现

状建设情况，对区域给排水、电力通信、燃气、管廊等市政

管线及地下空间开发利用提出的高标准、高质量、具有三亚

特色的综合规划，进而加强后期建设工程的可操作性。

二、规划范围及内容

本次规范范围与《三亚崖州湾科技城西北片区（一期）

控制性详细规划》相一致。西北片区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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总面积为 1889.86 公顷。依照上位规划控制要求，确

定本次规划建设时序分为一期与二期。

本次市政管线综合规划内容主要包括崖州湾西北片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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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给水、污水、雨水、再生水、电力、通信、燃气、综合管

廊、管线综合及地下空间相关内容的专项规划。

根据《三亚崖州湾科技城西北片区（一期）控制性详细

规划》，一期建设用地范围规模依照《三亚市总体规划（空

间类 2015-2030）》给定指标规模落实，各类城镇建设用地

控制在《三亚市总体规划（空间类 2015-2030）》给定规模

与建设用地范围内，做好开发时序管控，并与规范范围内现

有村庄规划做好衔接。规划一期建设期间，西北片区城市建

设用地规模 563.83 公顷，乡村建设用地 203.86 公顷，非建

设用地 257.66 公顷。二期建设用地范围与规模将衔接《三

亚市国土空间总体规划（2020-2035）》（在编）规划内容，

并对未来发展空间作出远期预留。二期预计城市建设用地

1150.82 公顷，乡村建设用地 256.46 公顷，非建设用地

482.58 公顷。本次市政管线综合规划依据控规的两个阶段，

重点以二期建设用地进行市政管线规划规模的预测，同时按

一期路网规划情况进行市政管线的规划布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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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 西北片区规划范围示意图

三、规划目标

到 2025 年，能源供应基本实现无煤化，可再生能源消

费占一次能源消费比重提高到 31%，电能占终端能源消费比

重达到 79%。大力发展园区、商务区等配套的综合能源项目，

提高能源的梯级利用；大力推行绿色建筑和绿色出行，综合

能效大幅提升；安全、绿色、集约、高效的能源供应体系初

步建成。到 2035 年，能源供应实现无煤化，可再生能源消

费占一次能源消费比重提高到 45%，电能占终端能源消费比

重达到 75%，外来电基本为可再生能源电力和清洁能源电力。

智能配电网全面覆盖，绿色低碳交通用能体系和综合能源管

理平台全面建成；全面采用绿色建筑体系，推广零能耗建筑

示范；全面建成安全、绿色、集约、高效的能源供应体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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构建完善的城乡统筹的供水体系，实施分质供水，实现

高效、安全、经济的自来水供给。自来水管网普及率 2025

年达到 90%、2035 年达到 100%，将再生水作为城市用水的重

要补充。

坚持可持续发展的方针，加大对区内污水收集和处理系

统的建设和改造，在新建设区内基本建成雨污分流的城市排

水系统，污水管道覆盖率和处理率 2025 年达到 90%、2035

年达到 100%，使城镇污水污染河道和地下水源的状况得到根

本改善。

建成与区域城镇发展水平相适应的雨水管道系统，采用

多种方式实现雨水的资源化利用。雨水管网平均覆盖率 2025

年达到 90%、2035 年达到 100%，形成完整的雨、洪水截、导、

蓄、排系统。

坚持将再生水水纳入水资源统一调配。为缓解规划区内

水资源紧缺，再生水必须作为重要的水资源进行开发利用。

实施再生水利用、雨洪资源利用工程，把非常规水源纳入区

域水资源统一配置，再生水利用率达到 40%以上。

适应崖州湾电力系统智能化发展需求，升级改造配电网，

全面增强电源与用户双向互动。城镇供电可靠率 2025 年达

到 99.98%、2035 年达到 99.99%。

加快推进崖州湾光纤网络和高速移动通信网络全覆盖，

光纤宽带用户占比 2025 年达到 100%以上、2035 年持续巩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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优化。

依托环岛长输天然气管网，建立起完善的燃气供给系统。

城镇燃气普及率 2025 年达到 90%、2035 年达到 100%。

四、管线规划规模预测

（一）用水量预测

本次规划用水量预测拟采用城市综合用水量指标法、分

类用水量指标法和用地指标法进行预测。

（1）城市综合用水量指标预测法

根据规划期限内科技城人口分布以及综合用水量指标，

对崖州湾科技城西北片区用水量进行预测，预测结果如下。

表 1 城市综合用水量预测

年限
城镇人口

（万人）

城镇综合用水

量指标

[L/（人·d）]

农村人口

（万人）

城镇综合用水

量指标

[L/（人·d）]

总用水量

（万 m3/d）

2025 年 4.1 600 1.3 200 2.72

2035 年 8.5 650 1.5 250 5.90

（2）分类用水量指标预测法

根据《室外给水设计标准》（GB50013-2018），城市用

水分为综合生活用水（包括居民生活用水和公共建筑用水）、

工业企业用水、浇洒道路和绿化用水、管网漏损水量和未预

计用水量。

根据规划期限内科技城人口分布，对崖州湾科技城西北

片区不同类型用水量进行预测，预测结果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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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2 综合生活用水量

年限
城镇人口

（万人）

综合生活用水

量指标

[L/（人·d）]

农村人口

（万人）

综合生活用水

量指标

[L/（人·d）]

综合生活用水

量

（万 m3/d）

2025 年 4.1 350 1.3 200 1.63

2035 年 8.5 400 1.5 250 3.70

表 3 工业企业用水量

年限
工业用地面积

（ha）
用水指标[L/(m2·d)]

工业企业用水量

（万 m3/d）

2025 年 4.94 6 0.03

2035 年 94.34 5 0.47

注： 2025 年工业企业面积按一期用地考虑，2035 年工业企业面积按二期考虑。

表 4 浇洒道路及绿地用水量预测

年限 用地类型
面积

（ha）

用水指标

[L/(m2·d)]

用水量

（万 m3/d）

合计浇洒用水

量（万 m3/d）

2025 年
道路 235.27 2 0.47

0.59
绿地 60.58 2 0.12

2035 年
道路 340.65 2 0.68

1.12
绿地 218.93 2 0.44

注： 2025 年浇洒道路及绿地面积按一期用地考虑，2035 年浇洒道路及绿地面积按二期

考虑。

表 5 城市分类用水量预测计算表（万 m3/d）

序号 项目 2025 年 2035 年

1 综合生活用水量（万 m3/d） 1.63 3.70

2 工业企业用水（万 m3/d） 0.03 0.47

3 浇洒道路及绿地（万 m3/d） 0.59 1.12

4 漏损量 (1+2+3)*X% 0.25 0.5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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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号 项目 2025 年 2035 年

（近期 11%，远期 10%）

5
未预见水量（1+2+3+4）*X%

（近期 6%，远期 5%）
0.15 0.29

6 合计 2.65 6.11

（3）用地指标预测法

由于目前崖州湾科技城总规和控规，其规划末期均为

2035 年，所以用地指标法仅能预测 2035 年的需水量，预测

结果如下。

表 6 2035 年崖州湾科技城西北片区建设用地用水量指标预测一览表

用地性质
用水指标

（L/m2·d）

用地面积

（万 m2）

最高日用水量

（万 m3/d）

居住用地 7 385.7 2.70

公共管理与公共服务设施 8 148.2524 1.19

商业服务业设施用地 9 169.72 1.53

物流仓储用地 2 29.03 0.06

道路与交通设施用地 2 340.65 0.68

特殊用地 9 2.47 0.02

公用设施用地 2.5 18.1832 0.05

绿地与广场用地 2 218.93 0.44

工业用地 5 94.34 0.47

合计 - 1407.28 7.13

注：指标已包括管网漏失水量。

（4）崖州湾科技城西北片区需水量的确定

分类用水量指标预测法、城市人均综合用水量指标预测法、用地

指标预测法预测结果汇总见下表：

表 7 三种方法预测结果比较（万 m3/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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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号 预测方法 2025 年 2035 年

1 综合用水量指标法（万 m³/d） 2.72 5.90

2 分类用水量法（万 m³/d） 2.65 6.11

3 用地指标法（万 m³/d） 7.13

平均值（万 m³/d） 2.68 6.38

由上表可见，综合用水量指标法与分类用水量法预测结果比较接

近，用地指标法预测结果略高，因此，采用三种预测方法结果的平均

值作为最终需水量较为合理，预测结果适当取整，确定崖州湾科技城

西北片区近期 2025 年需水量为 2.70 万 m3/d，2035 年需水量为 6.50

万 m3/d。

（二）用水量预测

根据三亚市及崖州区给排水现状情况，本次规划供水日变化系数

按 1.3，产污系数取 0.85，收集系数按 1.0，地下水渗入量按 10%。

预测结果适当取整，确定崖州湾科技城西北片区远期 2035 年产生污

水量为 3.80 万 m3/d，近期 2025 年产生污水量为 1.50 万 m3/d。

表 8 污水量预测表

年限

给水量

（万

m3/d）

日变化

系数
产污系数 收集系数

地下水渗入比

例

预测污水量

（万 m3/d）

2025 年 2.09 1.3 0.85 1.0 10% 1.50

2035 年 5.26 1.3 0.85 1.0 10% 3.78

（三）再生水量预测

本次规划结合片区用地情况，考虑部分污水处理厂尾水作为城市

杂用水再生回用，以绿地的灌溉喷洒及市政道路、广场等冲洗为主；

亦可作为区域内景观河道的补充用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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结合表 5.2-13 道路及绿地广场用水量预测，科技城西北片区

2035 年浇洒道路及绿地所需水量为 1.12 万 m3/d，2025 年浇洒道路及

绿地所需水量为 0.59 万 m3/d。

根据《宁远河综合治理规划》，崖城水质净化厂部分尾水拟作为

景观补水补充至护城河水系，按总规用地布局的水面面积匡算（平均

水深为 30cm），护城河水系需水量为 0.405 万 m3/d。

预测结果适当取整，确定崖州湾科技城西北片区远期 2035 年再

生水量为 1.50 万 m3/d，近期 2025 年再生水量为 0.60 万 m3/d。

表 9 再生水量预测表

年限
浇洒用水量（万 m3/d） 景观补水量（万

m3/d）

预测再生水量（万

m3/d）

2025 年 0.59 - 0.59

2035 年 1.12 0.405 1.53

（四）供电预测

至远景年，三亚崖州湾科技城西北片区总用地面积为1407.28hm2，

最大负荷将达到 161MW，负荷密度预计达到 11.4MW/km2。

表 10 饱和负荷预测结果

用地代码 用地名称 用地面积（hm2） 饱和负荷预测

R 居住用地 385.7 57.9

A 公共管理与公共服务设施用地 148.252 29.7

B 商业服务设施用地 169.72 40.7

M 工业用地 94.34 14.2

W 物流仓储用地 29.03 4.4

S 道路与交通设施用地 340.65 6.8

U 公用设施用地 18.1832 2.2

G 绿地与广场用地 218.93 4.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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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地代码 用地名称 用地面积（hm2） 饱和负荷预测

2.47 0.5

合计 ≈161

根据《三亚市“十四五”智能配电网规划》现有研究成

果，结合三亚崖州湾科技城西北片区市政建设推进计划，预

计 2025 年、2030 年该区域最高负荷将分别达到 33MW、42MW，

“十四五”及“十五五”年均增长率分别为 10.6%、5.4%。

（五）通信预测

1） 通信管道容量直接估算法

规划区内通信管道路由大致分为四类：城市快速路、主

干路、次干路、支路。快速路属于各区域对外交通系统的组

成部分，快速路的管道主要解决长距离通信管道需求。通信

基础网络将全面地进行光纤化，基本实现光纤到户、光纤到

桌面，对远期管孔总数预测不仅是考虑到业务量的增长，还

要综合考虑以下因素：

首先，从网络结构上，宽带接入 FTTH 将采用无源光网

络（PON）结构和技术，一根接入主干光纤可以分支成 32 或

64 根以上光纤接入住户。单位客户的 FTTH 可以为光纤至客

户驻地网，可采用无源光网络结构，也可采用有源环形结构

或者独立的点对点结构。

其次，从技术上看，光纤本身是一种海量的传输介质，

实验室一根光纤速率已超过每秒 255TB；光纤实际传输的速

率取决于两端的光传输设备，在当前已实用的传输系统中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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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光纤上的传输速率已达 400Gb/s，这已大大超过目前三亚

市互联网城域出口带宽。光传输设备的成本是逐渐下降的，

未来信息量的增长可依靠单纤速率的提升来承载，而非完全

靠新敷光缆。

主干光缆的芯数将逐步增大成本不断下降，以现有的实

用技术，一根 288 芯的束状光缆直径不足 2.5 厘米，对地下

空间要求较少。另外，随时国内电信市场的逐步开放，电信

行业必将涌现大批的宽带运营企业，城市同一道路两侧会出

现多家运营商的业务需求，又会增加对通信管道数量的需求。

以远期需求的管孔数量确定本次通信管道规划建设规模，再

预留 20%其他市政管道的空间需求。

表 11 通信管道容量与道路关系表

道路类型 道路总宽(m) 通信管道容量(孔)

城市快速路 ≥40 13-16

城市主干道 30-40 18-22

城市次干道 25-40 13-16

城市支路 12-15 8-10

2） 通信管道容量模型推算法

通信管道需求最大的一种可能性是：核心/汇聚层光缆、

接入主干光缆、接入配线光缆、铜缆同时经过一段道路，而

且接入主干光缆可能不止一根，管孔应满足以上所有需求。

考虑部分配线段可能占用规划路管道，还应为配线段预留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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些子管。因此管道规划应考虑各种需求的叠加因素。综合以

上业务需求后折算成纤芯需求，再算出新建管道的管孔需求，

主要分为以下三步：

首先，对管材因素进行分析

大管：管道数量以大管为最终统计单位，大管外径一般

在 75mm-110mm 之间。

子管：子管外径大多在 28mm-36mm 之间，一般一大管

可容纳 3-6 根放入光缆的子管，如使用梅花管在一条 90mm

管径的管中可放光缆 5-7 条。本规划以每大管（110mm）容

纳 5 根子管（28-32mm）进行测算且一根子管穿放一根光缆。

光缆：一根子管穿放一根光缆，以下是典型的光缆芯

数和外径列表（以松套层绞式光缆为例）

表 12 典型的光缆芯数和外径列表

光缆芯数 48 72 96 144 216

光缆外径（毫米） 12.8 13.6 15.3 18.8 19.5

其次，对单一通信运营商管道容量进行分析。

运营商光缆网通常采用分层建设的方式，核心层/汇聚

层光缆及接入主干光缆分层单独建设，不共缆分纤使用；分

别对接入层光缆、核心/汇聚层光缆需求以及铜缆对管道的

需求进行分析。分析结果如下：

接入层光缆：接入层光缆又分为接入层主干光缆和接入

层配线光缆，接入层主干光缆通常采用 96-288 芯，1 条光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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占用 1 根子孔，根据规划条数同一路段最多建设 2-3 条主干

光缆，占用 2-3 根子孔；接入层配线光缆通常采用 12-48 芯，

1 条光缆占用 1 根子孔，根据运营商建设原则及方式，通常

基站、宽带、大客户、其他客户采用分缆接入的方式，同一

路段最多需 4-5 根子管；因此，接入层光缆预计占用 2 大孔。

核心汇聚层光缆：通常采用 96-144 芯，根据规划条数

计算，一般取 2-3 子孔，考虑分层建设，不与接入层共有管

道原则，核心汇聚层光缆预计占用 1 大孔。

铜缆需求：按国务院 2013 年 8 月发布的《国务院关于

促进信息消费扩大内需的若干意见》（国发〔2013〕32 号），

我国将全面推进三网融合和光纤入户。将来市政道路下铜缆

的使用量将逐步减少直至取消，新建线路将全部采用光缆。

通信管道需求最大的一种可能性是核心汇聚层光缆、接

入主干光缆、接入配线光缆、经过一段道路；同一路段单一

运营商需求，核心/汇聚层光缆共占用 3 子孔，考虑分层建

设，单独占用 1 大孔；接入层光缆共占用 8 子孔，需占用大

孔 2 大孔。同一家运营商主干道路管道需求量最大，最多合

计需要大管 3 大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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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13 各类型道路一家运营商通信管道需求表

道路类型
核心/汇聚

光缆需求

接入主干

光缆需求

接入配线

光缆需求

管孔需求

（孔）
备用（孔） 合计（孔）

快速路 是 是 否 2 1 3

主干路 是 是 是 3 1 4

次干路 否 是 是 2 1 3

支路 否 否 是 1 1 2

3）对多家通信运营商管道容量分析

在各规划区需要建设基础网络的单位有：电信、联通、

移动、有线电视、等。若考虑多运营商运营的情况下，各运

营商在所有路由上基本都有管道需求，在城市快速路和主干

路上一般都至少会有 2 孔管道的需求，所以在管孔规模上应

考虑多运营商存在的实际因素。以远期需求的管孔数量确定

本次通信管道规划建设规模，建议再预留 20%左右其他市政

管道的空间需求。

表 14 各类型道路多家运营商通信管道需求表

道路类型

管孔需求（孔）

4家主体

运营商

其他通信

运营商

信息化/

智慧城市

现有缆线

入地
预留 合计

快速路 12 1 2 0 3 18

主干路 16 2 2 1 5 26

次干路 12 1 2 1 3 19

支路 4 3 1 1 2 11

4）通信管道需求标准的取定

通过直接估算法和模型推算法两种方法得出的管道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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设规模进行折中考虑，结合实际建设管道建设排管情况得出

各规划区最终的管道需求如下（包含各类市政管道）：

表 15 各级道路下通信管孔规划标准表

道路类型 各规划区（孔）

城市快速路 12-18

主干路 18-26

次干路 12-18

支路 8-12

表 16 综合业务接入区覆盖范围

区域类型 用户密度（户/km2) 覆盖范围（km2）

城区
3000-4000 3-4

＜3000 4-5

郊区、行政镇 - 5-10

行政村、自然村 - 不设置综合业务接入点，利用基站覆盖

根据用户对接入层主干光缆光纤芯数和结构的需求，所

有客户都可以分为两类：

① PON 用户：主要以 PON 方式接入的用户，通过分光器

可实现较大的收敛比，如：家庭有线电视用户、家庭宽带用

户、中小商客、视频监控点、商业网点等。

② 非 PON 用户：以光纤直连、VPN、PTN/OTN 等技术接

入的用户，在接入光缆网内基本上没有收敛，如：金融机构

（如银行和保险公司等，不含网点）、区级以上政府、网吧、

大型企事业单位等。

由于室分、WLAN、监控、商务客户建设内容不在本规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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期内考虑，根据规划大数据分析，此部分纤芯需求量通常为

总纤芯需求量的 30%。因此，本期接入层主干光缆的纤芯需

求为宏基站、宽带、有线电视纤芯需求量的基础上冗余 45%。

（六）燃气预测

1）居民用户用气量预测

根据居民用户耗热指标及相关气化率情况，居民用户用

气量预测结果如下表。

表 17 居民用户用气量预测表

年限 区域

规划人

口（万

人）

气化

率

耗气指标

（MJ/人.

年）

燃气热值

（MJ/Nm3）

年用气量

（万 Nm3/

年）

合计年用气

量（万 Nm3/

年）

2025

年

城镇 4.1 85% 1884 34.4 190.9
226.5

农村 1.3 50% 1884 34.4 35.6

2035

年

城镇 8.5 95% 2093 34.4 491.3

548.8
农村 1.5 70% 1884 34.4 57.5

2）公服用气

公服用户用气主要用于政府机关、职工食堂、幼儿园、

学校、医院、宾馆、酒店、餐饮业等。该部分用气不仅与当

地燃气基础设施完善程度相关，也与当地第三产业发展程度

和社会经济结构相关。

公服用户用气量预测方法一般有两种：

一种为统计预测法，即统计以前若干年公共服务行业燃

料消耗情况，并根据以往燃料消耗量变化与人口规模的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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推测未来燃料需求增长率，计算未来年度燃气用气量。

另一种为比例系数法，即从用气市场的特点来看，公服

和居民用户的用气规律相似，二者的用气不均匀性也比较接

近，因此可根据城市的地理位置、规模、性质、经济发展状

况，并参考相关城市数年不同用户的用气比例，推测城市公

服用户与居民用户的用气比例，再根据居民用气量计算出公

服用户用气量。

三亚市作为以旅游为主导产业的地区，这一比例明显要

高于国内其它地区（国内一般城市的实际统计数据在

0.5-1.2 左右），且这一比例有逐年下降的趋势。由于这一

数据不仅与产业发展方向以及人口构成相关，同时也与当地

天然气管网覆盖范围和配套成熟程度相关。因此，本规划参

考三亚市城镇燃气专项规划中比例，确定公服和居民用户用

气比例为 2:1。

表 18 公服用户用气量预测表

年限 比例 商业用户年用气量（万 Nm3/年）

2025 年 200% 381.7

2035 年 200% 982.6

3）工业用气

根据《三亚崖州湾科技城西北片区控制性详细规划（在

编稿）》，西北片区规划工业用地 96.00 公顷。

对于规划的工业用气，通过单位面积工业用地用气量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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标法进行预测。在工业园区各企业用户的性质和能源消耗状

况未知，但工业用地规划面积已知的情况下，根据工业园区

规划用地面积和入园企业的性质，通过同等类型园区的单位

面积耗气量指标来估算。

根据《海南省城镇燃气专项规划（2012—2030）》，一

类工业地块单位面积测算指标按 450万立方米/平方公里.年，

二类工业地块单位面积测算指标按 800万立方米/平方公里.

年计。

根据崖州湾科技城的规划定位，确定本规划工业地块单

位面积测算指标为 450 万立方米/平方公里.年。

表 19 工业用户用气量预测表

年限 工业用地面积（公顷）
用气指标（万 Nm3/公顷.

年）
年用气量（万 Nm3/年）

2025 年 48 4.5 216

2035 年 96 4.5 432

五、给水系统规划

（1）供水水源

本工程供水水源仍维持现状，西部水源主要为大隆水库，

在保证大隆灌区用水的同时向中心城区和崖城镇、天涯镇提

供城镇供水水源。抱古水库作为应急水源，不作为常规水源

计入可供水量中。

（2）供水水厂

规划区目前由西部水厂供水。西部水厂以大隆水库为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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源，现有供水能力 20 万吨/日，供水地区主要为三亚主城区、

崖州湾、天涯、南山风景区、红塘旅游区、天涯海角景区等。

远期扩建完成后西部水厂供水能力达到 30 万 m3/d。经供水

水量平衡分析，西部水厂现状及远期规划供水能力均能满足

崖州湾科技城西北片区用水需求，供水设施仍为西部水厂。

（3）供水规模

根据需水量预测，崖州湾科技城西北片区 2035 年需水

量为 6.50 万 m3/d，2025 年需水量为 2.70 万 m3/d。

（4）供水水压

本规划结合现状水厂及片区地形地势等，用水接管点服

务压力不低于 28m，消防时最不利点自由水头不小于 10m。

（5）给水管网系统

目前，现状崖州科技城给水系统在还金路、崖城大桥东

侧分别向北跨越宁远河接入 DN800、DN300 给水管，作为科

技城西北片区的给水供给源。西北片区现状给水干管主要敷

设在崖保路、河堤路、保港路、疏港大道等道路下，干管管

径 DN300~DN800，给水支管主要敷设于崖州古城、火车站、

中心渔港、保港片区等区域。

本次给水管网系统规划在现状主干管的基础上，向规划

区域外围延展，DN500~DN800 供水总管布置于崖保路，向西

延伸供给中部产业拓展组团、会议会展组团、西北生活组团；

中心渔港组团、中转基地组团 DN300~DN400 供水干管维持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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状，敷设在疏港大道、工业路，与崖保路供水总管相连，同

时通过河堤路管道建设与保港文旅组团联通；保港文旅组团

主要为建成区，组团 DN400 供水干管维持现状，敷设在保港

路，与崖保路供水总管相连；崖州古城主要为建成片区，供

水干管考虑在古城外围新建道路敷设，管径 DN300，与崖城

大桥东侧现状 DN300 干管、城东大桥处拟建 DN300 干管联通。

除供水总管及干管外，规划片区内部沿市政道路敷设

DN150~DN200 给水配水管，配水管网呈环状布置，与供水总

管及干管相连通，为片区内各类用水单位供水，保证供水安

全。

崖州古城组团、保港文旅组团基本为建成区，现状管网

口径小，老化较为严重，基本呈枝状布置，区域供水安全性

较差。本次规划考虑现有给水管道的品质提升改造，原则上

市政道路下给水管管径不小于 DN15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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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2 给水系统规划图

六、污水系统规划

（1）排水体制

本次规划确定区域排水体制主要从现状排水情况出发，

结合周边受纳水体水质情况、改造的难易程度及投资情况等

考虑，分类确定采用的排水体制如下：

1）新建区排水体制

新建地区（包括正在建设或者即将规划、设计和建设的

镇区新建部分、工业区及开发区等）必须严格采用分流制。

2）老城区及村庄排水体制

老城区及村庄建筑内的排水体制多为雨、污合流，源头

排水无法实施分流，若要改造将涉及各家各户，难度大且不

易实施，同时考虑到老城区及村庄目前的建设情况，采用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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污水分流制需沿道路设置独立的雨污水管，而现状部分街道

断面狭窄，管渠的设置位置受到限制，不仅施工困难，还可

能影响到周边建筑的安全，因此对于上述区域，近期可采用

截流式合流制形式过渡，远期为了彻底解决污染问题，仍应

结合老城区改造逐步完善污水管道和雨水管渠，形成最终的

雨污分流系统。对于老城区及村庄内有条件实施雨污分流改

造的地区应直接采用分流制排水。

（2）污水处理厂布局

本次规划崖州湾科技城的污水格局建议维持原规划为3

个污水厂布局系统，即崖城水质净化厂（已建）、创意新城

水质净化厂（已建）和创意新城水质净化二厂（规划）。

图 3 污水厂规划布置系统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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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20 污水处理厂近远期规模

序

号
名 称

现状规

模（万

m³/d）

2025 年规

模（万

m³/d）

2035 年规

模（万

m³/d）

服务范围

1
崖城水质净

化厂
1.5 3.0 6.0

崖州古城、保港片区、中心

渔港、盐灶片区、南繁科技

城及崖城综合服务区（水南

片区、南滨片区）部分等区

域，约 36km2

2
创意新城水

质净化厂
1.5 1.5 3.0

深海科技城（东南）、南山

港等区域，约 5.6km2

3
创意新城水

质净化二厂
- - 3.0

深海科技城（西北）等区域，

约 3.07km2

（3）污水提升泵站规划

本次规划片区地势北高南低、东高西低，崖城污水处理

厂现状建于西城路与西园路交叉口西南侧，位于规划区中部

位置。规划区东部片区崖州古城地势较高，污水可通过重力

流直排至污水处理厂。规划区西部、东部片区地势整体较低，

通过重力管道自流会造成管网埋设深，投资较大，且不利于

后期养护。本次规划在规划内新建污水提升泵站解决地势较

低区域的污水排放。

保港片区主要为现状已建区域，最低点为南侧近海区域，

本次规划建设一座海堤路污水泵站，解决保港片区的污水出

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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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心渔港片区、保平片区及中部产业拓展区污水汇集后

管道埋深较大，规划在保平片区建设一座港门污水泵站，解

决区域污水出路。

中心渔港片区目前污水中存在较高的盐分，主要来自渔

港交易大楼、冷库及码头产生的鱼货交易冲洗废水，渔港片

区现状污水处理站未考虑脱盐功能，整体处理效果不佳。本

次规划将现状污水处理站改造为具有脱盐预处理功能的污

水泵站，污废水统一预处理后提升排至下游污水干管。若现

状中心渔港污水处理站通过改造后能够满足相关环保排放

要求，可考虑维持单独处理单独排放。

根据控规二期规划，西侧镇海片区整体地势较低，为保

证污水排放，远期规划在盐灶西河旁建设一座西区污水泵站，

解决片区污水出路。

表 21 规划污水泵站情况表

序号 泵站名称
现状规模

（万 m3/d）

规划规模

（万 m³/d）

占地面积

（m2）
备注

1 港门污水泵站 2（在建） 2 800

2 海堤路污水泵站 0.5（在建） 0.5 100 一体化

3 中心渔港污水泵站 0.08（已建） 0.25 2500

现状处理站改

造，带脱盐预

处理功能

4
西区污水泵站（远

期）
— 0.36 600

根据控规二期

进行规划

（4）污水处理站规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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月亮岛位于规划区域最南侧，为独立岛屿，根据控规其

主要承载中转基地的隔离检疫、科研办公及无害处理功能。

区域污水存在特殊性，本次规划片区污水进行单独处理后，

单独排放，不进入崖城污水处理厂。规划于月亮岛北侧建设

一座污水处理站。

表 22 规划污水处理站情况表

序号 处理站名称
规划规模

（万 m³/d）
占地面积（m2） 备注

1 月亮岛污水处理站 0.15 550
单独处理单独

排放

（5）污水管网系统规划

崖州古城为已经实施的污水系统区域。污水干管自东向

西敷设于古城北路、古城大道、河堤路，管径为 DN500~DN600，

其余道路下均敷设污水支管和支干管，污水支管、支干管管

径为 DN300~DN400。

保港片区为已经实施的污水系统区域。污水干管沿河堤

路敷设，最终通过海堤路污水泵站提升至崖保路污水干管，

管径为 DN400~DN800。其余道路主要为镇区污水支管，管径

为 DN300。

中心渔港污水系统区域。污水干管自南向北敷设于工业

路、渔港路，管径为 DN500~DN800，其余道路下均敷设污水

支管和支干管，污水支管、支干管管径为 DN300~DN400。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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侧区域污水通过渔港 3 号路接至崖保路系统总管，东侧区域

污水通过工业路接至崖保路系统总管。

月亮岛污水系统区域。污水干管沿环岛路路敷设，管径

为 DN400，最终接入月亮岛污水处理站处理后单独排放。

镇海组团污水系统区域（根据控规二期进行规划）。污

水干管沿崖保路自西向东敷设，管径为 DN400~DN600，接至

西区污水泵站提升后进入崖保路系统总管，其余道路下均敷

设污水支管和支干管，污水支管、支干管管径为 DN300~DN400。

本次污水系统规划基于规划路网进行布置，实际建设过

程中，应保证主干污水管网系统的优先建设及路径方向，对

于局部上游支管，若建设条件导致无法完全按规划流向布置，

在取得主管部门同意后可进行局部调整。

图 4 污水系统规划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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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雨水系统规划

（1）重现期

根据历年暴雨情况来看，造成暴雨积水的原因与设计标

准偏低、管理滞后，收集系统不完善、系统管道达标率比较

低等多种因素有关。根据《室外排水设计标准》GB50014-2021，

非中心城区设计暴雨重现期取值范围为 2~3 年。考虑到本区

域大部分为新建城区，定位较高，为提高排水可靠性，采用

3 年一遇设计重现期。

（2）雨水系统规划

根据《三亚崖州湾科技城总体规划（2018-2035）》，

并结合排水防涝规划的阶段性成果，规划区域雨水采用重力

自流排水方式，利用地形与规划道路坡向，就近排入水体。

规划区域可供排水的现状河道和水系有：宁远河、崖州

湾、泄洪渠、宁远河上游支流、崖州湾上游支流，结合在编

排水防涝专业规划，根据区域规划水系、高速、铁路等分界，

雨水排放流域布置共划分 8 个雨水排水系统（根据控规二期

进行规划）。

具体规划方案如下：

（1）YK01 雨水排放系统

该系统位于规划区域的东北部，主要为崖州古城组团，

汇水面积约 384 公顷。雨水出路为宁远河上游。该区域已经

基本建成，本次规划在现状雨水管道基础上，根据规划参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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核算现有管道能力，确定雨水管管径为 d600~3.0×1.8（B

×H）。结合排水防涝规划阶段性成果，此片区整体地势偏

低，无法满足远期 50 一遇洪水标准，根据《崖州区西北片

区排水防涝及城市竖向专项规划》专项规划成果，规划建设

四座排涝泵站，流量分别为 9.5m3/s、12.0 m3/s、8.5 m3/s 、

10.0 m3/s。

（2）YK02 雨水排放系统

该系统位于规划区域的中北部，主要为中部产业拓展组

团，地块范围内雨水出路为崖州湾上游的骨干河（漳波河、

后河、研学河），汇水面积约317.5公顷。雨水管管径d600~2.6

×1.2（B×H）。

（3）YK03 雨水排放系统

该系统位于规划区域的中南部，主要为中心渔港片区，

地块范围内雨水出路为崖州湾及规划港渔河，总汇水面积约

249.0 公顷。该区域东侧部分已建成，本次规划在现状雨水

管道基础上，根据规划参数核算现有管道能力，确定雨水管

管径 d600~2.6×1.0（B×H）。

（4）YK04 雨水排放系统

该系统位于规划区域的中西部，主要为会议会展组团东

部区域，地块范围内雨水出路为崖州湾上游河道盐灶河、盐

灶西河，总汇水面积约 122 公顷。雨水管管径 d600~3.0×1.5

（B×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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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YK05 雨水排放系统

该系统位于规划区域的西部，主要为会议会展组团西部

区域，地块范围内雨水出路为盐灶西河，汇水面积约 222 公

顷。雨水管管径 d600~3.0×1.2（B×H）。

（6）YK06 雨水排放系统

该系统位于规划区域的南部保港片区，地块范围内雨水

出路为排海，汇水面积约 115 公顷。雨水管管径 d600~3.0

×1.5（B×H）。结合排水防涝规划阶段性成果，此片区整

体地势偏低，无法满足远期 50 一遇洪水标准，根据《崖州

区西北片区排水防涝及城市竖向专项规划》专项规划成果，

规划建设两座排涝泵站，流量分别为 6.5m3/s、4.2m3/s。

（7）YK07 雨水排放系统

该系统位于规划区域的西北部，主要为西北生活组团区

域，地块范围内雨水出路为盐灶西河，汇水面积约 188 公顷。

雨水管管径 d600~3.0×1.8（B×H）。

（8）YK08 雨水排放系统

该系统位于规划区域的南部月亮岛，地块范围内雨水出

路为排海，汇水面积约 72 公顷，该区域外围道路基本建成，

本次规划在现状雨水管道基础上，根据规划参数核算现有管

道能力。雨水管管径 d600~2.0×0.8（B×H）。

本次雨水系统规划基于规划路网进行布置，实际建设过

程中，应保证主干雨水管网系统的优先建设及路径方向，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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于局部上游支管，若建设条件导致无法完全按规划流向布置，

在取得主管部门同意后可进行局部调整。

图 5 雨水系统规划图

七、再生水系统规划

（1）再生水量

崖州湾科技城西北片区2025年再生水量约0.60万 m3/d，

2035 年再生水量约 1.50 万 m3/d。

（2）再生水水源

尾水作为再生水水源，为规划区域供应再生水。

根据再生水量预测，本次规划区域再生水系统近期水量

为 0.60 万 m3/d，远期水量为 1.50 万 m3/d，主要考虑由崖

州水质净化厂尾水供给（规模与《三亚崖州湾科技新城地下

市政管线综合规划》相一致，近期规模 1.5 万 m3/d，远期随

着用水规模的增长扩建至 3 万 m3/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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崖城水质净化厂需进行提标升级，以满足再生水水质要

求。

（3）再生水管网布置

再生水管采用环状网和枝状网相结合的方式，主要敷设

在主要道路及大片绿地区域，再生水管上设置加水点，供环

卫车辆就近取水，部分水系设置景观补水口（主要分布于崖

保路于水系交叉处，具体位置可结合实际使用调整）。

规划区域再生水干管沿还金路、崖保路、河堤路、古城

北路敷设，管径为 DN300~DN600。其他市政道路按需敷设

DN100~DN200 再生水支管，主要用于区域内道路浇洒和绿化

用水。远期创意新城水质净化厂和崖城水质净化厂再生水系

统通过在还金路大桥相连，进行联合供水，再生水管网形成

环状管网系统。

图 6 再生水系统规划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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八、电力系统规划

（1）远期高压电网接线方案

科技城西北片区内远期 2 座 110kV 站点主要依托周边

220kV 望楼站及崖城站形成双环网接线，任意侧 220kV 站点

失压均不会造成区内 110kV 站点失去系统电源，供电可靠性

较高，网架接线形式如 10.2-1 所示，地理接线示意图如图

10.2-2 所示。考虑主变 N-1 运行要求，单个 110kV 站点最大

负荷为 100MW，任意侧 220kV 站点失压后，另一侧 220kV 站

点需向 110kV 盐灶站及产业站供电，即需通过两回 110kV 线

路输送电力为 200MW，架空线路导线截面建议选择为 300mm
2

可以满足输送要求，若采用电缆线路，则需与架空线路输送

容量匹配。

图 7 网架接线方式示意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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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8 高压电网地理接线示意图

（2）近期高压电网接线方案

110kV 保港站现有 2 回出线，1 回接至崖城站，1 回接至

望楼站，形成单回链式接线。根据 2030 年科技城西北片区

110kV 变电容量测算结果，该区域暂无新增 110kV 布点计划，

保港站维持原有接线方案不变。

图 9 高压电网接线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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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中压配电网规划

根据《三亚市“十四五”智能配电网规划》研究成果，

至 2030 年，该片区计划由 7 回 10kV 线路供电，分别为梅山

线、梅山 II 线、保港 01 线、保北线、保北乙线、保港 02

线、崖城 II 线。以环网接线方式为主。

图 10 中压配电网接线图

结合三亚崖州湾科技城西北片区 2030 年中压配网接线

方式，考虑为远期电网建设留有一定裕度，除古城、保港等

现状主要建成地块外，其它新规划区域建议主干道路采用二

十四线型电缆，次干道路采用十六线型电缆，各地块周边采

用八线型电缆，具体详见规划图纸。此外，本次规范范围部

分道路下规划有缆线型综合管廊，此部分道路电力电缆按入

廊敷设考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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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1 中压电力系统规划图

九、通信系统规划

（1）通信机（局）房、综合业务区规划

在三亚崖州湾科技城西北片区规划汇聚和接入机房共

12 个，规划建设综合业务区 12 个，统筹电信企业建设需求，

满足三亚市远期信息化需求，实现市域有效全覆盖。

（2）通信管道规划

规划新建扩容通信管道 115.47 管程公里，实现控规范

围内主干道路、次干道路、支路 100%覆盖的管网，并为扩容

乡镇间纤芯资源奠定基础。

根据管线综合断面布置，通信排管沿道路东南侧布置，

在人行道或绿化带下敷设。主干通信管道计划建设 18 孔Φ

110UPVC 管道，3x6 孔排列。次干通信管道计划建设 12 孔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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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0UPVC 管道，3x4 孔排列。支线通信管道计划建设 9 孔Φ

110UPVC 管道，3x3 孔排列。

每间隔 150 米左右设置街坊支管，预埋 4 孔Φ110UPVC

管道，1x4 孔排列，街坊支管终端设置通讯接线井。

图 12 通信管道系统规划图

（3）通信光缆规划

规划新建通信光缆 70.75 皮长公里，打造安全稳定的通

信主干光缆架构，并且纤芯容量满足市域范围内全业务的

100%接入。

（4）主干光节点设置

主干光节点是接入层主干光缆网的重要组成部分，主干

光节点用于辅助主干层光缆完成区域和道路的覆盖，并设以

实现光缆快速接入，从而提高主干道路管道的使用效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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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主干光节点应设置在业务节点密集的区域和地理位

置重要的路口附近，并尽可能靠近业务中心区域。

2）设置主干光节点的地点或机房，应有充足的管孔资

源，原则上应具备双路由。

3）在城县区域，主干光节点覆盖范围小于等于电缆交

接区的覆盖范围，城区覆盖半径 300～500 米，乡镇覆盖半

径 500～800 米。

4）设置在室外的主干光节点应尽量设置在安全、隐蔽、

施工维护方便、易于进出线、不易受外界损伤及自然灾害影

响，同时又符合城市规划和不妨碍城市交通、不影响市容观

瞻的地方。

5）主干光节点以光缆交接箱存在的，其容量应根据主

干光缆和配线光缆成端的芯数进行选择，并预留一定的扩容

空间，一般选择为 576－1152 芯，光缆需求特别大或商业较

密集区可采用更大容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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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3 主干光节点及联络光缆规划图

十、燃气系统规划

（1）系统构成

系统构成

根据《三亚市城镇燃气专项规划（2021-2030）》，规

划片区天然气输配系统主要由门站、次高压管道、次高压-

中压调压站、中压管道等设施组成。其中第三气源站（南山

首站）为已建供气设施，位于崖州科技城东南片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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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4 崖州片区燃气输配系统图

（2）气源规划

崖州片区现状无次高压管网，中压管网均位于宁远河以

南片区，规划片区范围内暂无市政燃气管网。

本规划近期接入宁远河以南片区中压管网为规划区供

气，远期接入规划次高压管道，新建一座次高压-中压调压

站(崖城调压站)，以崖城调压站为主供气源，同时和宁远河

以南片区多路中压管网相接，加强规划片区供气可靠性。

（3）高中压调压站

高中压调压站接自次高压管道，调压后，送入城市管网，

高中压调压站不必设置储气功能，因此占地较小，对安全间

距要求较小，压力较高，输气能力大。因此可以在城市中设

置多处，实现中压管网的多点供气，增加供气可靠性，减少

中压管网工程费用。调压站按照是否有人值守可分为无人值

守调压站、场站式调压站；根据接气压力分为高压-中压调

压站、次高压-中压调压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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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次规划与《三亚市城镇燃气专项规划（2021-2030）》

衔接，在规划区内新建一座次高压-中压调压站，接第三气

源站、第四气源站的次高压管道，经调压后送入崖州片区中

压管网，供应各类用户。

调压站设计供气规模为 10000Nm
3
/h。

（4）次高压管网布置

根据《三亚市城镇燃气专项规划（2021-2030）》，从

第三气源站接出的次高压管道，沿港口公路向北敷设，至海

南环岛高速处向西沿高速敷设，穿越宁远河后，在海南环岛

高速与 G225 国道交叉处，沿 G225 国道向西敷设至第四气源

站。

新建次高压管道管径 DN300，设计压力 1.6MPa。

（5）中压管网布置

中压管网与路网建设同时进行施工且优先布置主干道

及人口密集区，逐渐形成稳定的供气城市网络，且严格参照

《城镇燃气设计规范（2020 年版）》（GB50028-2006）规定，

同时根据新建路段的实际断面情况由设计部门确定施工方

案，经当地建设主管部门审批后方可实施；天然气管道敷设

穿越公路、河流时要严格按照《城镇燃气设计规范（2020 年

版）》（GB50028-2006）规定，并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公

路法》、《公路路政管理条例》、《铁路安全管理条例》的

规定事先向相关管理部门提出申请并经批准后方可实施，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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损坏的公路、公路桥梁、公路标志及交通安全设施，应当及

时给与修复。

规划区内中压埋地燃气管道采用 PE 管。近期燃气管网

主要沿已建主干道敷设，设置形式以支装干管为主。远期随

规划区内道路建设进度同步敷设主干管及支管，逐步扩展外

围环网，完善区域环形管网，确保供气可靠性。

近期中压管道主要沿海南环岛高速、疏港大道、G225 管

道、崖保路、保港路敷设，管径为 De315、De250、De200、

De160。

图 15 燃气管道系统规划图

十、综合管廊系统规划

（1）管廊规划选线分析

本次管廊规划选线根据控规二期进行确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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保港片区、崖州古城板块主要为现状已建区域，且存在

大量保护建筑，本次规划主要沿规划道路敷设管廊，部分现

状内部道路提升时可考虑建设小尺寸缆线管廊，在集约化管

线的同时降低投资成本。主线位于河堤路、古城北路、崖保

路、还金路、水南路、崖州路、城东大道、保港路、保平南

路等道路。

中心渔港片区是近年崖州湾科技城西片区的建设重点，

通过对崖州湾科技城的实际情况进行的调查，本规划形成

“两横三纵”的布局，汇集板块内的规划道路组成一个小团

块式的管廊系统。

中部产业拓展组团在崖保路基础上延展，规划形成“两

横六四”的布局，汇集板块内规划道路组成一个小团块式的

管廊系统。

对于会议会展组团同样依托崖保路的核心路段，规划形

成“两横四纵”的布局，向板块其他区域辐射，组成了会议

会展组团管廊。

对于西北生活组团，相对比较独立，规划形成“三横三

纵”的布局，汇集板块内规划道路组成一个小团块式的管廊

系统。

对于月亮岛中转基地组团，相对独立，目前环岛路已建

成单舱缆线型管廊，足够满足地块管线接入需求，本次规划

保留，不再新增缆线管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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故综合上述布置，崖州湾科技城在本规划期主要形成了

由六个团块组成的团块管廊系统。

图 16 管廊系统规划图

（2）入廊管线规划

由于综合管廊建设投资较大，因此需要选择将合适的管

线、尽可能多的纳入管廊内，才能充分地发挥其综合效益。

同时，因综合管廊建设局限性大，需结合道路、周边地块发

展进行建设，因此管廊规划系统布局具有一定的局限性。在

此前提下，本规划建议其他市政管线规划在系统布局合理的

情况下，可考虑将相应的管线调整至布局有综合管廊的道路

上，达到“多规合一，科学布局”的效果，从城市建设的角

度合理的布局各项市政管线。

（3）管廊断面规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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规划管廊断面需考虑入廊管线的需求，同时考虑建设管

廊的道路断面形式，是否有足够的空间容纳管廊断面。崖州

湾科技城西北片区道路规划断面均较窄，最宽道路不超过

40m，结合上节入廊管线规划内容以及管廊断面布置的原则，

得出崖州湾科技城西北片区管廊断面均采用小型缆线型。入

廊管线主要包括给水（≤DN300）、再生水管道（≤DN300）、

10kv 电力以及通信管线。

A 型缆线型管廊断面：

当入廊中压电力≤12 回时，建议考虑采用 A 型缆线型管

廊（净尺寸 1.9m×1.6m，覆土 0.2m），断面布置如下图：

图 17 A 型缆线型管廊标准断面管线布置图

B 型缆线型管廊断面：

当入廊中压电力＞12 回时，建议考虑采用 B 型缆线型管

廊（净尺寸 1.9m×1.9m，覆土 0.2m），断面布置如下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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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8 B 型缆线型管廊标准断面管线布置图

由于西北片区市政道路建设、地块开发等存在较多不确

定性，在具体设计实施过程中，本次规划缆线型管廊断面尺

寸、位置等可结合具体道路情况适当调整。

十一、管线综合规划

（1）管线交叉布置原则

工程管线交叉时的最小垂直净距，应符合《城市工程管

线综合规划规范》上说明的规定。如特殊情况不能满足规范

要求的距离时必须进行局部特殊处理，必要时采取加固措施。

当工程管线竖向位置发生矛盾时，宜按下列规定处理：

1）临时性管线让永久性管线；

2）非主要管线让主要管线；

3）易弯曲管线让不易弯曲管线；

4）压力管让重力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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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小口径管让大口径管；

6）拟建管线让已建管线；

技术要求低的管线让技术要求高的管线。

（2）管线综合布置方案

规划范围内敷设的市政管线有电力、通信、燃气、给水、

再生水、雨水、污水、综合管廊等管线。每条管线都应有自

己合适的位置，针对规划区域的实际情况，合理安排每一条

管线，需要研究和解决如下问题本次规划根据各条道路的道

路横断面以及各专业管线的规划资料，提出管线综合的标准

断面管线综合方案。

在规划区内，道路红线宽度从 10m～40m 不等，规划 14

种不同道路断面（10 种红线宽度）。综合管线规划断面将根

据综合管线规划原则并结合本地区的实际情况进行布置。

十二、地下空间规划

（1）用地开发布局

工程管线交叉时的最小垂直净距，应符合《城市工程管

线综合规划规范》上说明的规定。如特殊情况不能满足规范

要求的距离时必须进行局部特殊处理，必要时采取加固措施。

表 23 地下空间功能分区控制统计表

编号 功能分区 面积（平方公里）

1 重点开发区 0.16

2 混合开发区 0.3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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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一般开发区 2.08

4 谨慎开发区 0.51

5 禁止开发区 5.45

图 19 用地开发布局图

（2）管控分区

地下空间编制单元，主要分为地下空间重点地区编制单

元、一般地区编制单元和其他区域，不同的地下空间编制单

元，制定相应的控制模式，以此达到对下一层面的地下空间

规划内容进行指导，使得地下空间规划更具有针对性和可操

作性。

1）重点地区编制单元：

主要对应地下商业开发需求较大，联通需求较多的地区，

需要通过详细规划与控制，引导地下空间开发建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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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一般地区编制单元：

主要对应地下空间开发需求较小的地区，依照通则进行

规划管理，特殊项目可依据实际情况另行论证。

图 20 规划管控分区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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