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肃南裕固族自治县中心城区控制性详细规划》
征求意见



01 工作历程

至张掖

至

2023年9月12日-9月19日

与自然资源局对接、拷取资料，现场调

研，测地形图；

12月12日-12月16日

12月12日：与自然资源局沟通对接；

12月13日-12月14日：肃南县城现场补

充调研；



01 工作框架

至张掖

至

《甘肃省城镇开发边界内控制性详细规划编制指南 （试行）》

控制性详细规划是对具体地块用途和开发建设强度等作出的实施性

安排，是实施国土空间用途管制和核发建设用地规划许可证、建设

工程规划许可证等城乡建设项目规划许可以及实施城镇开发建设、

整治更新、保护修复活动的法定依据。 

主要内容包括 9 部分：规划总则、基础工作、单元与地块划分、单

元详规编制内容、地块详规编制内容、重点地区详细规划要求，成

果要求、装订要求、审批与修改流程。

本指南主要指导我省城镇开发边界内市（县）中心城区的详细规划，

城镇开发边界内乡镇详细规划参考《指南》方法和逻辑编制。 

1、规划总则

2、城市定位和发展规模

3、用地布局规划

4、土地划分与控制

5、综合交通规划

6、公共服务设施规划

7、绿地与开敞空间规划

8、基础设施规划

9、地下空间规划

10、竖向规划

11、历史文化保护

12、城市设计指引

13、城市更新

14、生态建设

15、环境保护



02 中心城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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肃南县中心城区

主要道路为迎宾

路和滨河路，南

环路于中心城区

南侧绕城而过，

三条道路均为县

城对外道路，于

县城东西两端交

汇于国道213。



02 中心城区
停车设施

喇嘛湾新楼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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肃南县中心城区

公共停车场分布

于县城中部和西

南部，县城东部

片区公共停车场

主要为游客集散

中心处停车场。

另各居住区内分

布有非开放式停

车场。



03 现状分析：建筑质量

肃南县中心城区

现状建筑质量整

体较好，存在部

分质量较差的棚

房、老旧砖房，

主要分布于B单

元片区。



03 现状分析：建筑高度

中心城区现状建

筑以低层（1-3层）

和多层（4-6层为

多层Ⅰ类，7-9层

为多层Ⅱ类）为

主，C单元片区

商业街有一处12

层高层建筑。



03 现状分析：建筑性质

建筑性质以居住

建筑和公共管理

与公共服务建筑

为主，平均分布

于城区，商业建

筑集中于C单元

商业街区。



03 现状分析：用地现状

中心城区规划基期年城镇建设用地面积为1.4737平

方公里，包括城镇住宅用地、公共管理与公共服务用

地、商业服务业用地、工矿用地、仓储用地、交通运

输用地、公用设施用地、绿地与开敞空间用地与特殊

用地。

用地用海分类 面积（平方公里） 比重（%）

耕地 0.0183 1.09

林地 0.0236 1.40

草地 0.1241 7.38

农业设施建设用地 0.0158 0.94

城乡
建设
用地

村庄 农村宅基地 0.0201 1.20

城镇

城镇住宅用地 0.1722 10.25

公共管理与公共服务
用地

0.3243 19.30

商业服务业用地 0.1332 7.93

工矿用地 0.0539 3.21

仓储用地 0.0071 0.42

交通运输用地 0.1972 11.73

公用设施用地 0.0535 3.18

绿地与开敞空间用地 0.4939 29.39

特殊用地 0.0384 2.28

小计 1.4938 88.88

陆地水域 0.0051 0.30

合计 1.6807 100.00



04 城市定位与发展规模

发展定位与上位规划衔接，确定肃南裕固族自治县的城市定位为：

甘肃省生态绿色农畜产品生产基地

以优美生态环境为依托的山水休闲城市

以民族文化为特色的旅游目的地

人口承载上位规划《肃南裕固族自治县国土空间总体规划（2021-2035年）》中的人口规模要求，至

2035年中心城区常住人口约达到10025人。

规划范围用地面积总计167.46公顷。



04 单元划分与控制

地块编码采取“控

制单元-街区-地块”三

级编码，根据从上到下、

从左至右的原则，对规

划城市建设用地内的地

块进行编号。如A控制

单元内第一个街区的第

一个地块编号为A-01-

01，第二个地块编号为

A-01-02，以此类推。



04 单元划分与控制

B-08-01

B-08-0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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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08-05



04 单元划分与控制

为增加规划可操作性，本次规划综合考虑肃南县集中建设区的实际建设状

况和未来发展要求，采用弹性控制的方式。

弹性控制的方式主要分为四种控制类型：

（1）实线控制——位置、边界、规模不得更改

（2）虚线控制——位置、规模不变，边界可变

（3）虚位控制——规模不变，位置、边界可变

（4）点位控制——与相关用地联合建设，不单独占地。本次规划在配套

设施中予以说明。

（5）条文控制——以加粗、加下划线标识的内容，为管控强制性内容。



04 单元划分与控制：“四线”

本规划涉及的“四线”包括“黄

线”、“绿线”、“蓝线”。“四线”

线位、用地范围、用地性质及所附属

的控制要求属强制性指标。

规划涉及的四线控制要求，除执行

本规划规定、《城市绿线管理办法》、

《城市黄线管理办法》、 《城市蓝线

管理办法》外，还需同时符合相关行

规范、标准等的相关要求。

实线控制 虛线控制 虛位控制 点位控制

红线
城市快速路、主干道控制

线
次干道控制线 城市支路

绿线

现状保留及在建的县级公
园、防护绿地、生产绿地、
其他绿地、居住区级公园

绿地和街头绿地

道路绿化带，规划新建的公园、防护绿
地、生产绿地、其他绿地、居住区级公
园绿地和街头绿地，建设用地位置不可
变更的（形状可调整），可采用虚线控

制

规划新建的居住区
级公园绿地及街头
绿地，建设用地位
置可在管理单元内
进行适当位移的，
可采用虚位控制

蓝线
水体保护蓝线中江、河控

制线

黄线 堤防保护线

现状保留及规划新建的城市交通广场等
城市公共交通设施；水厂、给水加压站
等城市供水设施；城市电厂、变电站、
高压线走廊等城市供电设施；垃圾处理
厂等城市环境卫生设施；雨水泵站、污
水处理厂、污水泵站、排水廊道等城市
排水设施；天然气接收站等城市供气、
供热设施；消防指挥调度中心、消防站

等城市消防设施；城市管线走廊

规划新建的公交场
站、公共停车场、
加油加气站、环卫
车辆停保场、垃圾
转运站、邮政通信
枢纽，建设用地位
置可在管理单元内
进行适当位移的，
可采用虚位控制

可复合建
设的公交
场站、公
共停车场、
垃圾转运
站、通信
机楼、邮
政局



04 单元划分与控制

根据地块所处位置、主要使用性质、对城市公共空间贡献大小等综合确定各类控制指标。本

规划地块控制指标分为规定性指标和指导性指标两类，其中规定性指标在开发建设时必须遵照执

行。

规定性指标包括：用地性质、容积率、建筑密度、建筑限高、绿地率、交通出入口方位、停

车泊位、严禁开口路段、建筑后退红线距离及其他需要配置的公共设施。

指导性指标包括：建筑形式、体量、风格、色彩等。

规划确定的各项指标依据包括

《甘肃省城镇规划管理技术规程（试行）》（DB62/T25-3048-2010）、

《城市居住区规划设计标准》（GB50180-2018）（气候区划Ⅶ区指标）、

《甘肃省城市基础设施专项规划编制导则（试行）》（DB62/T5-3091-2014）等相关规范标

准。



04 中心城区用地规划统计表

用地代码 用地名称 用地面积（公顷） 占比（%）

07 居住用地 13.45 8.03

08 公共管理与公共服务用地 37.68 22.50

09 商业服务业用地 40.53 24.20

11 物流仓储用地 1.33 0.79

12 交通运输用地 34.83 20.80

13 公用设施用地 3.02 1.80

14 绿地与开敞空间用地 29.39 17.55

1504 文物古迹用地 0.06 0.04

15 特殊用地 2.83 1.69

16 留白用地 4.34 2.59

合计 167.46 100.00



04 单元划分与控制：指标控制（规范导则）

序号 建设类别

甘肃省城镇规划管理技
术规程（试行）

DB62/T25-3048-2010

城市居住区规划设计标准（GB50180-

2018）（气候区划Ⅶ区指标）

甘肃省城市基础
设施专项规划编
制导则（试行）
DB62/T5-3091-

2014

《国土资源部关于发布和实
施<工业项目建设用地控制指

标>的通知》(国土资发
〔2008〕24号)

建筑密
度%

容积率
绿地率
％

建筑密
度％

容积率
绿地率
％

建筑高度 绿地率％
建筑密度

%
容积率 绿地率％

1
住宅建
筑

低层 1-3 层 ≤35 ≤1.1 ≥30 ≤35 ≤1.0 ≥30 ≤18

新市区≥35

旧城区≥30

- - -

多层 4-6 层 ≤30 ≤1.7 ≥30 ≤28 1.1-1.4 ≥30 ≤27 - - -

中高层7-9 层 ≤28 ≤2.0 ≥30 ≤25 1.5-1.7 ≥30 ≤36 - - -

高层10

层以上

10-18

层
≤25 ≤3.5 ≥30

≤20 1.8-2.4 ≥35 ≤54 - - -

19-26

层
≤20 2.5-2.8 ≥35 ≤80 - - -

2
办公建
筑

低、多层 ≤40 ≤2.2 ≥30 - - - - 新市区≥35

旧城区≥30

- - -

高层 ≤35 ≤5.0 ≥30 - - - - - - -

3
商业建
筑

低、多层 ≤45 ≤2.5 ≥20 - - - - - - - -

高层 ≤40 ≤5.5 ≥20 - - - - - - - -

4 医疗卫生、教育 - - ≥30 - - - -
新市区≥40

旧城区≥35
- - -

5
机关团体、文化娱乐、

体育、
- - ≥30 - - - - - - - -

6
交通枢纽、市政公用设

施
- - ≥20 - - - - - - - -

7 工业 - - ≥20 - - - - ≤20 ≥30 ≥0.7 ≤20

8 仓储 - - ≥20 - - - -
新市区≥30

旧城区≥25
- - -



04 单元划分与控制：指标控制（总体规划）



04 单元划分与控制：指标控制

建筑高度控制根据

城市空间布局和用地

强度确定，建筑物的

高度必须符合日照、

建筑间距、消防等方

面的要求。

规划集中建设区建

（构）筑物的高度分

为12米以下、12-24

米、24-42米三类区域

加以控制。

建设类别 容积率 建筑密度 绿地率

住宅建筑

低层（1-3层） ≤1.0 ≤35％ ≥30％

多层Ⅰ类（4-6层） 1.1-1.4 ≤28％ ≥30％

多层Ⅱ类（7-9层） 1.5-1.7 ≤25％ ≥30％

高层Ⅰ类（10-18层） 1.8-2.4 ≤20％ ≥35％

办公建筑
低、多层（≤24m） ≤2.2 ≤40％ ≥30％

高层（＞24m） ≤2.5 ≤35％ ≥30％

商业建筑
低、多层（≤24m） ≤2.5 ≤45％ ≥20％

高层（＞24m） ≤3.0 ≤40％ ≥20％

图书馆、展览、文化影剧院、娱乐用地 ≤1.2 ≤30％ ≥30％

中小学用地 ≤1.0 ≤25％ ≥35％

医疗用地 ≤1.5 ≤35％ ≥35％

工业用地 0.7-1.2 30％-45％ 15％-20％

物流仓储用地 0.5-0.8 ≤40％ ≥25％

市政设施用地 ≤1.0 ≤30％ ≥20％

公园、游园、小绿地 ≤0.1 ≤10％ ≥65％



04 单元划分与控制：指标控制

对于部分可拆

除棚房、平房地块

的指标控制，结合

地块内现状保留的

建筑指标，适度的

提高管控指标。

现状可拆除的

一层二层平房、棚

房、砖房等主要为

商业和居住用地。



04 单元划分与控制：指标控制

0-12米用地主要为教育用地、文化用地、体育用地等公

共服务设施为主；

12-24米主要为机关团体用地和居住用地，C片区的商业。

24-42米以商业用地为主。

12-24米 24-42米

0-12米



04 单元划分与控制：居住用地指标控制

多层Ⅰ类（4-6层）

建筑
高度

容积率

12-24米 1.1-1.4

建筑
密度

绿地率

≤28% ≥30%

多层Ⅱ类（7-9层）

建筑
高度

容积率

12-42米 1.5-1.7

建筑
密度

绿地率

≤25% ≥30%



04

高层Ⅰ类（10-

18层）

建筑
高度

容积率

24-42

米
1.8-

2.4

建筑
密度

绿地率

≤20% ≥35%

单元划分与控制：居住用地指标控制



04

≤24米

建筑
高度

容积率

0-24米 ≤2.5

建筑
密度

绿地率

≤45% ≥20%

单元划分与控制：商业用地指标控制



04 单元划分与控制：商业用地指标控制

＞24米

建筑
高度

容积率

24-42

米
≤3.0

建筑
密度

绿地率

≤40% ≥20%



04 单元划分与控制：用地指标控制

建设类别 建筑高度 容积率 建筑密度 绿地率

行政办公建筑 ≤24m ≤2.2 ≤40％ ≥30％

图书馆、展览、文化
影剧院、娱乐用地

≤24m ≤1.2 ≤30％ ≥30％

体育用地 ≤12m ≤1.0 ≤25％ ≥30％

中小学用地 ≤24m ≤1.0 ≤25％ ≥35％

医疗用地 12-24m ≤1.5 ≤35％ ≥35％

工业用地 12-24m 0.7-1.2 30％-45％ 15％-20％

物流仓储用地 ≤12m 0.5-0.8 ≤40％ ≥25％

市政设施用地 ≤24m ≤1.0 ≤30％ ≥20％

公园、游园、小绿地 ≤12m ≤0.1 ≤10％ ≥65％



04 单元划分与控制：建筑后退红线

综合考虑建筑应急通道以及日照和防火要求，规划对建筑后退道路红线距离及建筑退让相邻建设用地边界距
离做出如下控制要求：

住宅建筑 非住宅建筑

主要朝向
低、多层（0＜建筑≤10) 3 低层（0＜建筑≤12) 3

高层（10＜建筑≤18） 8 多层（12＜建筑≤24） 6

高层（24＜建筑） 9

次要朝向
低、多层（0＜建筑≤10) 3 低层（0＜建筑≤12) 3

高层（9＜建筑≤18） 4.5 多层（12＜建筑≤24） 4.5

高层（24＜建筑） 6.5

后退道路红线按国家及《甘肃省城镇规划管理技术规程（试行）》（DB62/T25-3048-2010）的相关规

定。

道路红线宽度 建筑退线宽度

建筑高度小于24m 建筑高度在24‐42m

20m以上30m以下 3m 主干路10m、支路5m

20m及以下 3m 5m



04 公共服务设施

规划根据《城市公共服务设施

规划标准》、《城市居住区规

划设计标准》中的公共服务设

施等级规模、空间布局要求、

居民生活服务半径要求，按照

“区域级—县级—社区级”三

级配置的方式分层次、分等级

的布局各级各类公共服务设施。

按照《城市居住区规划设计标

准》确定的“十分钟生活圈”

应配建公共服务设施要求及肃

南县人口密度小的特点，确定

小学覆盖半径500-800m配建

小学，保留红湾小学。

依据“五分钟生活圈”确定幼

儿园覆盖半径300-500m配建

幼儿园。



04 城市更新

功能提升型更新单元

提升改造该片区，增加城市迎宾

门户职能，完善片区对外交通和市政

公用设施服务水平，完善公共服务设

施布局，并提供更多商业商务用地用

于改善就业环境。

产业发展型更新单元

承接城区物流仓储设施，为工业

提供服务；完善片区对外交通，提供

更多商业商务用地用于改善就业环境。

综合服务型更新单元

主要建设内容包括街区基础设施、社区服务中心、城市高端民 宿和特色商业等建设内容，以及对具有特

色风貌的建筑进行保护性改造，植入特色商业等业态，实施风貌提升工程。



04 城市更新

城市更新重点片区

以控规单元B单元为

主，主要建筑为住

宅建筑、商住混合

建筑，具有较好基

础，民族特色明显，

以改造提升、民族

特色风貌为更新重

点。



04 城市设计

城市风貌指引：

以隆畅河、西柳沟

河、东柳沟河分为

四个风貌片区。

总体风貌以民族

特色风貌为主，结

合城市更新单元打

造具有民族特色的

肃南风貌。



04 城市设计——色彩提取

风格概况：公共建筑都有意识的加

入民族元素，即将部分民族元素符号化，

用于建筑屋顶、线脚或其他立面装饰。

风格问题：建筑本身的结构和及其

排列仍是现代化的处理方式与民族风格

的符号结合的不够巧妙。



04 城市设计——色彩提取

色彩概况：大部分建筑以黄色为主

色，辅以红棕色、白色等颜色。部分新

建建筑以石材的灰色为主。

色彩问题：①老城街道上用了连续

大面积的使用一种饱和度比较高的色彩

并且没有根据功能给予色彩上的区分，

容易造成视觉疲劳。

②立面上纹饰过多，色彩较为杂乱。



04 城市设计——元素提取

建筑顶部元素                                                      少数民族传统纹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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