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规划总则1



一、规划总则

1.1 项目背景
为解决历史遗留问题，强化“双招双引”，加快寿

县工业经济高质量发展，特编制本控规。

1.2 规划范围
基地位于双桥拓展区高速连接线与寿春路交叉口西

北侧，规划面积1.80公顷。

1.3 规划原则
1、统一规划，整体开发
本地块是双桥拓展区重要产业集聚空间，规划应注

重产业空间完整性。

2、可持续发展原则
立足于可持续发展观，在合理利用城市土地的同时，

注意环境保护、能源节约、生态平衡。在保证社会、

经济发展的同时，以提高生活环境质量水平为目标，

适当控制土地开发强度，完善公共服务设施和市政

公用设施配套。

3、刚性控制、弹性引导原则
刚性控制是应严格遵守的强制性内容，包括部分用地性

质、用地面积、建筑密度、容积率、绿地率等；而弹性

控制是刚性控制之外的指导性内容，两者有机结合，是

为适应市场经济的不确定性，为规划保持一定的弹性，

同时兼顾规划管理的实际需要。 

4、可操作原则
控制性详细规划既是土地利用和开发建设的空间安排与

控制，也是城市建设和管理的具体依据，因此，可操作

性强是其最显著的特点。

5、公众参与
城市规划是政府调控城市空间资源、指导城乡发展与建

设、维护社会公平、保障公共安全和公众利益的重要公

共政策之一。因此在规划编制过程中，应多层次和多方

面征求各部门及公众的意见，强调公众参与城市规划。

1.4 规划目标
以片区产业为基础，把基地打造成绿色、低碳、智慧产

业集聚点。



一、规划总则

1.4 规划依据

1、国家、地方有关法律法规及部门规章

1、《中华人民共和国城乡规划法》（2019年修订）；

2、《中华人民共和国土地管理法》（2020年修订）；

3、《中华人民共和国土地管理法实施条例》（2021
年）；

4、《中华人民共和国环境保护法》（2015）；

5、建设部《城市规划编制办法》（建设部建规
(2005)146号文发布）；

6、《城市、镇控制性详细规划编制审批办法》
（2010年）；

7、《城市黄线管理办法》；

8、《城市绿线管理办法》；

9、《城市蓝线管理办法》；

10、安徽省《城市控制性详细规划编制规范》
（DB34/T547—2005）

11、《安徽省城乡规划条例》（2011）；

2、主要上位规划

1、《寿县县城总体规划（2013—2030）》；

2、《寿县土地利用总体规划（2006-2020）》；

3、《寿县城南新区控制性详细规划》。

3、主要规范和标准

1、《国土空间调查、规划、用途管制用地用海分类指南》
（试行）；

2、《工业项目建设用地控制指标》（2023）；

3、《城市道路交通规划设计规范》(GB50688-2011)；

4、《城乡建设用地竖向规划规范》(CJJ83-2016) ；

5、《城市工程管线综合规划规范》（GB50289－2016） ；

6、《民用建筑通用规范》（GB55031-2022）

7、《淮南市控制性详细规划通则》

8、其他有关的国家及行业标准、规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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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1 基地区位
      基地位于寿县九龙-双桥拓展区，高速连

接线与寿春路交叉口西北侧，交通区位优越。

二、现状概况

寿
春
路

高速连接线

本案



2.2 现状分析
      规划面积1.80公顷，呈“L”形，

内部高差不大较平整。     

二、现状概况



2.2 现状分析
       地块南侧0.6公顷用地已出让，内部现有

110KV高压廊道，现有少量临时建筑。

      地块东侧、西侧现已建成厂房并投产，产业集

聚已形成。

二、现状概况

寿春路

110KV

已出让



2.2 现状分析
       地块周边寿春路、高速连接线均已建成，水、

电、气等市政基础设施管网也已覆盖，整体设施

配套较完备。

二、现状概况

寿春路

寿
春

路

高速连接线



2.2 现状分析
     

二、现状概况

高速连接线

寿
春

路

已建厂区

已建厂区

本案
110KV高压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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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1 《寿县县城总体规划（2013-2030年）》
地块位于总规南部产业组团内，用地构成主要为工业

用地为主。

三、上位规划解读



3.2 《寿县“三区三线”划定成果》
套合寿县“三区三线”成果，规划基地位于城镇

开发边界外，不占用永久基本农田。

三、上位规划解读

规划范围线

城镇开发边界



控规调整必要性、合理性、

可行性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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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1 调整必要性分析
1、强化“双招双引”，加快寿县工业

经济高质量发展，解决历史遗留问题

落实寿县人民政府关于加强六大新兴产

业“双招双引”推动高质量发展会议精

神，大力推进“双招双引”，强力抓好

六大新兴产业发展。对历史遗留问题，

在“双招双引”背景下，对该地块开发

强度指标做出新的要求。

四、整体性控制

2、法规支撑

p《安徽省城乡规划条例》第四十二条控制性详细规划有

下列情形之一的，组织编制机关可以依法组织修改：

(一)  总体规划修改对用地布局和功能产生重大影响的;

(二)  实施国家或者省重点建设项目需要修改的;

(三)  实施基础设施、公共服务设施和防灾减灾工程等民生

工程建设需要修改的；

(四)  规划审批机关认为应当修改规划的其他情形。

本次调整涉及到地块历史问题，必要性原因符合其中第四

条。

小结：基于寿县工业发展新要求，以及政府关于历史遗留问题会议精神，结合相关法律法规

要求，本次控规调整具有充分的必要性，本地块调整后将解决当前历史问题，保障企业发展诉求，

符合寿县“双招双引”发展要求，更好的服务于寿县产业的健康发展。



4.2 调整合理性分析
（1）用地调整 

p  依据现行控规及现状用地实际权属，进一步划分地块，面积调整，用地性质保持不变。

原控规用地布局

四、整体性控制

调整后用地布局



4.2 调整合理性分析

四、整体性控制

地块控制指标变化对比

控制指标 原方案 调整后 指标变化 单位 调整理由

地块面积 167700 16220 - m2 依据现状权属边界调整

用地性质 二类工业用地 二类工业用地 - - -

容积率 1.0 1.2 0.2 -- 依据最新政策要求

绿地率 15 15 -- %
依据《工业项目建设用地

控制指标》（2023）
建筑密度 40 40 -- %

建筑限高 -- 27 27 m



四、整体性控制

4.2 调整合理性分析（调整后图则）



四、整体性控制

4.3 调整可行性分析

（1）控制指标合理
p    本次调整用地相关指标符合《工业项目建设用地控制指

标》（2023）。

p    结合预方案本次用地指标符合规范要求。

地块主要技术经济指标

名称 数值 单位

总用地面积 16220 ㎡

净用地面积 10509

总建筑面积 12976 ㎡

容积率 1.23 　

绿地率 14.6 %

建筑密度 46 %



四、整体性控制

4.3 调整可行性分析

（3）公用设施承载力合理

（1）给水

地块给水接入寿春路市政给水管网，满足地块

生产用水。

（2）污水

地块污水接入寿春路市政污水管网，统一汇集

，排入寿县污水处理厂。

图   例

市政给水管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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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整体性控制

4.3 调整可行性分析

（3）公用设施承载力合理

图   例

市政雨水管网

管径DN400

DN400

D
N

80
0

图   例

市政燃气管网

管径DN200

DN160

D
N

20
0

（3）雨水

地块雨水接入寿春路市政雨水管网，统一汇集

，经市政管网就近排入受纳水体。

（4）燃气

地块沿寿春路布置有中低压燃气管线, 燃气保障

充足。



四、整体性控制

4.3 调整可行性分析

（3）公用设施承载力合理

图   例

市政给水管网

（5）电力

地块电力接入隐贤路、寿霍路、时苗路、双桥

路市政电力管网。

（6）电信

地块电信线接入隐贤路、寿霍路、时苗路、双

桥路市政电信管网。

图   例

市政给水管网



综上所述，寿县九龙-双桥拓展区高速连接线与寿春路交叉口西北侧局部地段控规动态维护，满

足控规调整要求，符合现行政策及寿县城市发展要求。

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城乡规划法》、《工业项目建设用地控制指标》（2023）、中华人民共

和国住房和城乡建设部《建设用地容积率管理办法》、《淮南市控制性详细规划通则》等对城市开发

建设的相关规定，同时响应寿县新时期下城市发展政策。本次控规动态维护从解决历史问题、加快寿

县工业经济高质量发展、节约集约利用土地等视角入手，在满足国家和地方相关法律法规要求的前提

下，在公共服务设施及市政基础设施承载力范围内，对原地块布局优化调整以及对其他相关指标调整；

整体调整是可行的，满足城市开发建设需求与当前寿县产业发展态势。

四、整体性控制

4.7 调整结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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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城市设计

地块主要技术经济指标
名称 数值 单位

总用地面积 16220 ㎡

净用地面积 10509

总建筑面积 12976 ㎡

容积率 1.23 　

绿地率 14.6 %

建筑密度 46 %

5.1 规划预方案



五、城市设计

5.2 方案效果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