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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城市用地，统筹安排工程管线在城市的地上和地下空间位

置，协调工程管线之间以及城市工程管线与其他各项工程之

间的关系，并为工程管线规划设计和规划管理提供依据，制

定本规范。 1.0.2 本规范适用于城市总体规划（合分区规划）

、详细规划阶段的工程管线综合规划。 1.0.3 城市工程管线综

合规划的主要内容包括：确定城市工程管线在地下敷设时的

排列顺序和工程管线问的最小水平净距、最小垂直净距；确

定城市工程管线在地下敷设时的最小覆土深度；确定城市工

程管线在架空敷设时管线及杆线的平面位置及周围建（构）

筑物、道路、相邻工程管线间的最小水平净距和最小垂直净

距。 1.0.4 城市工程管线综合规划应重视近期建设规划，并应

考虑远景发展的需要。 1.0.5 城市工程管线综合规划应结合城

市的发展合理布置，充分利用城市地上、地下空间。 1.0.6 城

市工程管线综合规划应与城市道路交通、城市居住区、城市

环境、给水工程、排水工程、热力工程、电力工程、燃气工

程、电信工程、防洪工程、人防工程等专业规划相协调。

1.0.7 城市工程管线综合规划除执行本规范外，尚应符合国家

现行有关标准、规范的规定。 2 地下敷设 2.1 至一般规定 2.1.1

城市工程管线宜地下敷设。 2.1.2 工程管线的平面位置和竖向

位室均应采用城市统一的坐标系统和高程系统。 2.1.3 工程管

线综合规划要符合下列规定： 2.3.1 应结合城市道路网规划，

在不妨碍工程管线正常运行、检修和合理占用土地的情况下



，使线路短捷。 2.3.1.2 应充分利用现状工程管线。当现状工

程管线不能满足需要时，经综合技术、经济比较后，可废弃

或抽。 2.1.3.3 平原城市宜避开土质松软地区、地震断裂带、

沉陷区以及地下水位较高的不利地带；起伏较大的山区城市

，应结合城市地形的特点合理布置工程管线位置，并应避开

滑坡危险地带和洪峰口。 2.1.3.4 工程管线的布置应与城市现

状及规划的地下铁道、地下通道、人防工程等地下隐蔽性工

程协调配合。 2.1.4 编制工程管线综合规划设计时，应减少管

线在道路交叉口处交叉。当工程管线竖向位置发生矛盾时，

宜按下列规处理 2.1.4.1 压力管线让重力自流管线； 2.1.4.2 可

弯曲管线让不易弯曲管线； 2.1.4.3 分支管线让主干管线；

2.1.4.4 小管径管线让大管径管线。 2.2 直埋敷设 2.2.1 严寒或寒

冷地区给水、排水 、燃气等工程管线应根据土壤冰冻深度确

定管线覆土深度；热力、电信、电力电缆等工程管线以及严

寒或寒冷地区以外的地＜的工程管线应根据土壤性质和地面

承受荷载的大小确定管线的覆土深度。 2.2.2 程管线在道路下

面的规划位置，应布置在人行道或非机动车道下面。电信电

缆、给水输水、燃气输气、污雨水排水等工程管线可布置在

非机动车道或机动车道下面。 2.2.3 工程管线在道路下面的规

划位置宜相对固定。从道路红线向道路中心线方向平行布置

的次序，应根据工程管线的性质、埋设深度等确定。分支线

少、埋设深、检修周期短和可燃、易燃和损坏时对建筑物基

础安全有影响的工程管线应远离建筑物。布置次序宜为：电

力电缆、电信电缆、燃气配气、给水配水、热力干线、燃气

输气、给水输水、雨水排水、污水排水。 2.2.4 工程管线在庭

院内建筑线向外方向平行布置的次序，应根据工程管线的性



质和埋设深度确定，其布置次序宜为：电力、电信、污水排

水、燃气、给水、热力。当燃气管线可在建筑物两侧中任一

侧引人均满足要求时，燃气管线应布置在管线较少的一侧。

2.2.5 沿城市道路规划的工程管线应与道路中心线平行，其主

干线应靠近分支管线多的一侧，工程管线不宜从道路一侧转

到另一侧。 道路红线宽度超过测m的城市干道宜两侧布置给

水配水管线和燃气配气管线；道路红线宽度超过50m的城市

干道应在道路两侧布置排水管线。 2.2.6 各种工程管线不应在

垂直方向上重叠直埋敷设。 2.2.7 沿铁路、公路敷设的工程管

线应与铁路、公路线路平行。当工程管线与铁路、公路交叉

时宜采用垂直交叉方式布置；受条件限制，可倾斜交叉布置

，其最小交叉角宜大于3矿。 2.2.8 河底敷设的工程管线应选

择在稳定河段，埋设深度应按不妨碍河道的整治和管线安全

的原则确定。当在河道下面敷设工程管线时应符合下列规定

： 2.2.8.1 正在一至五级航道下面敷设，应在航道底设计高

程2m以下； 2.2.8.2 在其他河道下面敷设，应在河底设计高程

以下； 2.2.8.3 当在灌溉渠道下面敷设，应在渠底设计高

程0.5m以下。 2.2.9 程管线之间及其与建（构）筑物之间的最

小水平净距应符合表2.2.9的规定。当受道路宽度、断面以及

现状工程管线位置等因素限制难以满足要求时，可根据实际

情况采取安全措施后减少其最小水平净距。 2.2.10 对于埋深

大于建（构）筑物基础的工程管线，其与建（构）筑物之间

的最小水平距离，应按下式计算，共折算成水平净距后与

表2.2.9的数值比较，采用其较大值。 L＝（Hh）a Tgd 2 式中L

管线中心至建（构）筑物基础边水平距离（m）； H管线敷

设深度（m）； h建（构）筑物基础底砌置深度（m）； a开



挖管为宽度（m）； d土壤内摩擦角（o）。 2.2.11 当工程管

线交叉敷设时，自地表面向下的排列顺序宜为：电力管线、

热力管线、燃气管线、给水管线、雨水排水管线、污水排水

管线。 2.2.12 工程管线在交叉点的高程应根据排水管线的高

程确定。 2.3 综合管沟敷设 2.3.1 当遇下列情况之一时，工程

管线宜采用综合管沟集中敷设。 2.3.1.1 交通运输繁忙或工程

管线设施较多的机动车道、城市主干道以及配合兴建地下铁

道、立体交叉等工程地段。 2.3.1.2 不宜开挖路面的路段。

2.3.1.3 广场或主要道路的交叉处。 2.3.1.4 需同时敷设两种以

上工程管线及多回路电缆的道路。 2.3.1.5 道路与铁路或河流

的交叉处。 2.3.1.6 道路宽度难以满足直埋敷设多种管线的路

段。 2.3.2 综合管沟内直敷设电信电缆管线、低压配电电缆管

线、给水管线、热力管线、污雨水排水管线。 2.3.3 综合管沟

内相互免干扰的工程管线可设置在管沟的同一个小室；相互

有干扰的工程管线应分别设在管沟的不同小室。电信电缆管

线与高压输电电缆管线必须分开设置；给水管线与排水管线

可在综合管沟一侧布置，排水管线应布置在综合管沟的底部

。 2.3.4 工程管线干线综合管沟的敷设，应设置在机动车道下

面，其覆土深度应根据道路施工、行车荷载和综合管沟的结

构强度以及当地的冰冻深度等因素综合确定；敷设工程管线

支线的综合管沟，应设置在人行道或非机动车道下，其埋设

深度应根据综合管沟的结构强度以及当地的冰冻深度等因素

综合确定。 3 架空敷设 3.0.1 城市规划区内沿围墙、河堤、建

（构）筑物墙壁等不影响城市景观地段架空敷设的工程管线

应与工程管线通过地段的城市详细规划相结合。 3.0.2 沿城市

道路架空敷设的工程管线，其位置应根据规划道路的横断面



确定，并应保障交通畅通、居民的安全以及工程管线的正常

运行。 3.0.3 架空线线杆宜设置在人行道上距路缘石不大于1m

的位置；有分车带的道路，架空线线杆宜布置在分车带内。

3.0.4 电力架空杆线与电信架空杆线宜分别架设在道路两侧，

且与同类地下电缆位于同侧。 3.0.5 同一性质消工程管线宜合

杆架设。 3.0.6 架空热力管线不应与架空输电线、电气化铁路

的债电线交叉敷设。当必须交叉时，应采取保护措施。 3.0.7 

工程管线跨越河流时，宜采用管道桥或利用交通桥梁进行架

设，并应符合下列规定： 3.0.7.1 可燃、易燃工程管线不宜利

用交通桥梁跨越河流。 3.0.7.2 工程管线利用桥梁跨越河流时

，其规划设计应与桥梁设计相结合。 3.0.8 架空管线与建（构

）筑物等的最小水平净距应符合表3.0.8的规定。 3.0.9 架空管

线交叉时的最小垂直净距应符合表3.0.9的规定 附录本规范用

词说明 1 为便于在执行本规范条文时区别对待，对要求严格

程度不同的调说明如下： (1)表示严格，非这样不可的正面用

词采用“必须”。 (2)表示严格，在正常情况下均应这样作的

： 正面调采用“应” 反面调采用“不应” （3）表示允许稍

有选择，在条件许可时首先应这样作的： 正面词采用“宜”

或“可” 反面词采用“不宜＿＿。。。 2 条文中指定按其他

有关标准、规范执行时，写法为“应符合⋯⋯要求”，“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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