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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编制目的
1、

现
状

（1）进入快速发展阶段，第十二个五年规划期间增加60%。

（2）利用类型丰富，多样化发展。由单一人防拓展到交通、
市政、商服、仓储多样类型，由浅层到深层，由单一 功能
发展为集商业、娱乐、休闲、交通、停车、办公、  生产、
物流等多功能一体的地下城市空间。

（3）综合效益显著，优化城市结构，提高空间资源利用效
率，增强防灾减灾能力，缓解交通拥堵，完善公共服务和基
础设施配套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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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编制目的
2、

主
要
问
题

（1）系统性不足。各地下空间连通性较差，缺乏联系和贯通。
地下 和地上协调不足，缺乏衔接，甚至相互矛盾，形成安全
隐患。

（2）管理体制待完善。应解决各自为政，管理缺位，产权登
记，各种配套法律、法规等问题。

（3）规划制定落后于城市建设发展，地下空间规划处于探索阶
段，规划组织编制主体不明确，规划体系不清晰，缺乏统一规
范等。

（4）基本情况掌握不足。许多城市对地下空间基本现状不够
了解，包括本地地质情况、深层次、地下水文等资料，数据共
享不足，沟通不畅，文物保护、矿藏等资源心中无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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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编制目的
3、

目
的 彻底解决工程无序、管理混乱、各自为政等城

市地下空间开发利用的乱象，确保城市公共安
全，推进城市地下空间开发 利用科学有序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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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编制目的

• 吉林省人民政府办公厅《关于开展城市地

下空间开发利用规划编制工作指导意见》

吉政办发[2016]74号文件要求编制该技术

导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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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编制目的

地下空
间开发
利用

地下综
合管廊

轨道交
通

海绵城
市

综合防
灾

新城建
设

棚户区
改造

地下空间
开发利用

规划

地下空间
开发利用

法规

地下空间
开发利用

政策

地下空间
规划整体
网络、布

局

六个导
向建立
三个体
系

六个引导：结合本省特点，通过6个引导建立3个体系，形成地下空间规划整体布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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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编制背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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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编制背景

1、地下空间作为重要土地空间资源的地位及重要性未得到充分认识，发展
严重不平衡。

2、地下空间总量巨大，可供开发的资源有限。

3、地下空间开发成本远远超过地上，而且不可逆性很强，对地下空间开发
利用的不足 或者任意开发都是严重的资源浪费，将影响城市可持续发展。

4、地下空间开发利用必须有一个科学规划，才能有效保护和合理利用地下
空间资源。 

5、提高城市空间资源利用效率，提高城市承载能力，保护地下空间资源，
解决发展需求旺盛，但系统性差、有关立法和规划制度相对滞后、现状利
用基本情况不清、管理体制和机制等问题。 10



三、编制任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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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编制任务

1、明确地下空间的开发强度

科学统筹预测地下空间资源，近远期结合，竖向发展和综合
性立体开发结合。合理确定时空关系、开发时序，使开发强
度与城市发展有机结合。

2、统筹各类地下空间设施布局做好地上、地下协调一体化。地下空间设施布局科学合理，
引导市政基础设施、交通设施、主要商业区、公共服务等进
入地下，形成人短时地下、车、物、储存、物流、信息流、
能源流与地下场站有机结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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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编制任务

3、协调不同功能地下空间相关权益

利用好地下交通系统的人流、主要交通枢纽、主要办公区、
商业区形成综合体。一次性综合开发协调商服、办公、停车、
交 通、市政服务、综合防灾一体化，处理各自权益。

4、确定地下空间的时空关系和在特定规划阶段的三
维边界

按时序、技术、经济、城市发展需求确定地下空间开发强度
和空间界定。保护地下空间权益，尽早完善用地登记手续，
推进地下空间产权法定进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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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专题研究

1、内容  2、方法   3、流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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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专题研究

1、内容

（1）国内外城市地下空间发展历程及相关理论
     

     1863年英国伦敦建成第一条地下铁道为起点，进入20世纪

开始大城市陆续修建了地铁。交通发展又促进了地下商业的繁荣。

上世纪六十年代末，地下空间建设进入一个高潮，日本东京、大

阪，地下商业街，美国曼哈顿高密度地下空间出现。美国纽约有

地铁443km，地下步行道系统45km连接了350座大型建筑，还有学

校、图书馆、办公楼、实验中心、工业建筑在地下。加拿大比中

国大，人口少，但地下综合体，被认为是西方最先进的，有36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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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专题研究

多万平方米的世界最长地下步行道路系统。4个街区宽，9个街区长，连接20

座停车场，还连接火车站、证券交易所，5个地铁站，30座地下空间，有100

多个地面出入口。瑞典有地下商城、地下街、地铁、地下管廊、停车场、空

调供热设施，地下污水处理厂、地下工厂、地下核电站、石油储蓄、食品仓

库、地下避难所、文化设施、世界最大排水系统、污水处理系统等全部在地

下。芬兰、法国、俄罗斯、北欧等国家，大量地下空间投入使用。

我国上世纪80年代前人防工程以地下空间为主。80年代到90年代平站结合，

各种商业、旅店、餐馆等行业也利用地下空间，上海、北京、沈阳、长春、哈

         尔滨、西安、郑州等大量平站结合工程。90年代到目前，地下

           交通设施，地下物流设施，地下综合防灾设施，地下生产设

           施，地下仓储设施等高速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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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专题研究

1、内容

（2）城市地下空间功能与设施研究
     

地下管
廊建设

地下交
通系统

地下市
政基础
设施

综合防
灾设施

• 吉林省作为我国地
下综合管廊试点省，
到2020年建设综合
管廊1000公里。从
2015年起，每年约
200公里管廊在建
设中。主要城市已
完成管廊工程规划
编制工作，制定了
20多个有关管廊法
定文件和标准，管
廊建设为地下空间
建设和地面建筑提
供能源流、物流、
信息流。管廊不仅
服务地上，也同时
服务地下空间。

• ①地下轨道交通系
统

• ②地下道路系统

• ③地下步行系统

• ④地下停车系统

• ①变电站     ②
污水处理场

• ③供水站     ④
集中供热和供冷站

• ⑤空调站     ⑥
各种水储蓄

• ⑦各种油料储蓄⑧
雨水收集处理、供
热

• ⑨垃圾处理场

• ①人防设施

• ②灾害物质仓储设
施

• ③灾害人员避难设
施

• ④医疗救护设施



四、专题研究

1、内容

（3）城市地下空间资源评估方法研究
     

1）适度开发

研究 背景分析 现状利用 国内外案例研究

空间布局研究 开发规模研究

确定规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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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专题研究

自然地质条件

地质灾害

地形地貌

区域地质构造

熔岩与地面塌陷

活动带与断裂带

地下水

地表水

岩土条件

城市建设影响条件

地面建设条件

历史文化保护

三旧改造条件

地下空间现状

从自然地质条件和城市建设影响条件分析，对城市地下空间开
发进行控制分区，并对地下空间资源的可合理开发和可有效开发进
行估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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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专题研究

通过上述条件分析研究划定地下空间开发控制分区，

如慎建区、限建区、适建区、和已建区。常用地下空

间规模需求模型有：

                       建设强度预测法；

                        人均需求预测法；

                        趋势外推法。

                       以上三种方法可预测地下空间总体规模和 

                       分类规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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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专题研究

2）因地制宜

依据城市总体规划的空间形态，结合地下空间资源

条件及需求，确定城市地下空间布局。

资源评估 需求预测 空间匹配

筛选重点地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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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专题研究

三位一体甄别重点地下空间开发区。
AHP层次分析法

浅层 中层 深层

模糊评价 12个因子叠加

GIS空间计算

适宜 较适宜 不适宜 较差

权重系数分析法

可开发量 22



四、专题研究

3）面向实施

规划可实施性是地下空间开发利用的重中之重，它决

定了规划的可操作性和可实施性。一个可实施的规划能

更好的知道城市地下空间开发利用，科学的引导地下空

间有序发展，是规划的精髓。

地下空间规划编制单元有重点地区编制单元和一般

            地区编制单元，主要由13项控制要素，其 

        中有10项强制性控制要素，3项一般控制要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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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专题研究
（
一
）
强
制
性
控
制
要
素

①地下空间利用控制分区

②地下空间开发深度

③地下空间连通控制

④地下出入口控制

⑤地下公共服务设施

⑥地下交通设施

⑦地下市政设施

⑧地下管廊设施

⑨地下综合防灾设施

⑩历史文物保护 24

（
二
）
一
般
控
制
要
素

①地下空间功能控制

②环境指引

③开发模式



四、专题研究

1、内容

（4）城市地下空间需求研究
     

城市地下空间开发建设的长期性、复杂性和不可逆性，要求

在对其开发规划和建设前应进行全面的分析论证，尤其是要做好

地下空间需求量预测等方面的研究。结合影响城市地下空间需求

量的地面容积率、土地利用性质、区位、轨道系统，地下空间现

状等要素建立需求预测模型，并与实际现状进行对比分析，对城

市地下空间需求量做出科学合理的预测，以使规划更加科学，更

加具有操作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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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专题研究

2、方法

（1）查阅文献资料

（2）实地调研和专家访谈

（3）邀请国内外地下空间著名专家来我院做学术报告和研
讨。针对我省地下空间开发利用建言献策。

（4）积极参加国内举办的各种有关地下空间开发利用的高
层访谈。通过学习提高编制理论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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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专题研究
研究对象

吉林省地下空间开发利用规划技术导则

资料分析 案例调研 相关规划院座谈 专家讲座 高层专家研讨

对城市地下空间功能与设施、资源评估、需求预测、总体规划和详细规划需求预
测提出编制纲要

构建资源评估体系和需求预测方法 提出编制深度和技术要求

建立递阶层次结构模型

选择适合的评价指标

专家调研法确定评价指标

专家咨询确定各指标相关权重

城市地下空间建设技术经济评
价方法

相关规划标准分析
研究

吉林省地下空间开发利用规划技
术导则

结论与建议

调研 专家访谈

3、流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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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编制要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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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编制要点

（一）
主要
导向

地下综
合管廊

地下综合管廊为地下空间输送能源、物质、信息，同时协
调地下空间建设，整合为地下空间不可缺少的部分。

地下交通
系统

地下交通设施建设引导了地下空间综合化、网络化发展，
引导人流地下流动，同时促进了地下公共服务设施发展。
形成了地下综合体，使地下空间立体化发展。

海绵城市、
地下市政基
础设施

城市地上市政基础设施迁移地下后地上土地作为城市居民
活动和绿化的空间。配合海绵城市建设的一些基础设施，
可引导地下设施扩能需求。

综合防灾
设施

城市发展按相关规定配建地下人防设施，如各种灾害人
员疏散等，各种人防设施的平战结合利用，综合防灾等
地下设施也引导地下空间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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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编制要点

（二）主
要内容

1、适度开发

2、因地制宜

3、面向实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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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编制要点

（二）
主要内
容

1、适
度开
发

研究 背景分析 现状利用 国内外案例研
究

空间布局研究 开发规模研究

确定规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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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编制要点

（二）
主要内
容

2、因
地制宜

资源评估 需求预测 空间匹配

筛选重点地区

AHP层次分析法

浅层 中层 深层

模糊评价 12个因子叠加

GIS空间计算

适宜 较适宜 不适宜 较差

权重系数分析法

可开发量

三位一体甄别重点地下空间开发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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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编制要点

（二）
主要内
容

3、面
向实施

规划可实施性是地下空间开发利用的重中之重，它决定了规划的可操控
性和可实施性。地下空间规划编制单元有重点编制单元划分和一般地区
编制单元，主要由13项控制要素，其中有10项强制性控制要素，3项一
般控制要素。 1）强制性控制要素

（1）地下空间利用控制分区；

（2）地下空间开发深度；

（3）地下空间连通控制；

（4）地下出入口控制；

（5）地下公共服务设施；

（6）地下交通设施；

（7）地下市政设施；

（8）地下管廊设施；

（9）地下综合防灾设施；

（10）历史文物保护。

2）一般控制要素

（1）地下空间功能控制；

（2）环境指引；

（3）开发模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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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编制要点

(三)吉林
省地下空
间开发的
整合模式

1、综合管廊+地
下市政基础设施
（场站）+海绵

城市

供水设施、供热（冷）设施、电力设施、污水处理设施、
中水利用设施、雨水收集处理设施、垃圾收集分类处置设
施、通信设施

2、地下交通+地
下公共服务整合
为地下综合交通

网络

（1）轨道交通：轨道站点为重点整合并带动周边地下空
间的开发和利用，地下公共服务快速发展

（2）枢纽：交通衔接设施立体化

（3）停车：形成人流、物流、车流一体化系统

（4）地下通道：地下通道与地铁站点、停车场、防灾设
施连通

3、地下空间+人
防+防灾

（1）震时功能：存储空间、交通空间、临时避难所、临
时急救站、指挥信息中心

（2）建立地下空间结构安全评价机制

4、地下空间+新
区建设

（1）地下空间管理单元控制导则

（2）地下空间地块要素控制图则

5、地下空间+棚
户区改造

整合有限空间，促进地下空间开发形成网络。
34



六、案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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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案例

行人仅需七八分钟即可穿越长春站南北
地下通道。

2013年7月5日至8月25日，长春市政府
对长春站南北通道实施全封闭施工改造，
改造后的通道重新装潢并安装了自动扶
梯。

长春站南北地下通道仅仅是长春市政府
规划的火车站立体换乘中心的一部分，
该通道和轻轨、地铁连通，成为火车站
综合换乘中心。

2008年10月
30日，长春
站南北地下通
道正式开通。

1、长春站地下空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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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案例

地下一层的商场和南北通道，
供市民往返于南北广场之间。

长春西客站2011年
10月28日竣工验收，
站房为地下一层，
地上两层，地下一
层为出站层，首层
为站台层，地上二
层为高架候车层。

2、西客站地下空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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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案例

1988年，长春市人防商场成立，是
较早的用作商用的人防工事。1955
年人防商场进行扩建，2014年11月
人防商场正式停业升级改造，2016
年6月竣工，于9月1日正式营业。

地铁1号线下穿在这里形成一个大型
地下综合体。

长春市人防商场是一项人防
建设和城市建设相结合的大
型平战结合两用工程。

3、百货大楼地下空间（长春市人防商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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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案例

红旗街地下商场是国家人防办批准建设的人防大
型平战结合工程，防护等级为6级。商场于1992
年7月建成投入使用，经过1996年和2002年两次
扩建，战时可以储存5-7万吨物资或隐蔽1万人。

该商场连通欧亚商都、省人民医院、亚细亚商场，
形成停车、购物、医疗一体化体系。

4、红旗街地下空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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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案例

5、长春市“金腰带”地下空间

位于伊通河滨水
西岸，是未来的
城市地标。

四塔以东至大型公共绿
地广场。是体验优雅与
奢华的高端名店区。

位于地铁1、6号线中央商
务区站之上，四塔之下。

南部新城西站至四塔广
场区段。全长600米。

位于6号线南部新城
西站之上。是“银河
1英里”西段的第一
处开敞空间。

金腰带——“银河1英里”核心公
共层作为地下主街，规划设计地
下两层。规划引用银河、星际、
太空等元素，结合原创性特色功
能，打造沉浸式体验的五大主题

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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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案例

6、地下停车场

长春综合交通换乘中心停车场
位于长春站北广场地下二层。

宽城万达广场停车场入口。

41



六、案例

7、地下市政基础设施

伊通河中段水生
态工程，其中四
座地下调蓄池已
经开工进场。

福山路调蓄池
长新路调蓄池
回忆岛调蓄池
月亮岛调蓄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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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案例

8、地下轨道交通（轻轨、地铁）

地铁1号线是长春市轨道交通线
网中一条贯通南北的轨道交通骨
干线，全长18.5公里，共设16个
站点，目前1号线正在进行安装
调试，预计6月30日通车运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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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案例

9、地下综合管廊

长春市临河街管廊主
体完成

长春市临河街管廊管
线出口

辽源南部新城管廊主
体外部

辽源南部新城管廊内
部 4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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