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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5_B7_9E_E5_90_AF_E5_c57_613693.htm 近来，苏州市规划局

等有关部门正在启动一项前无古人的精细而又宏大的工程编

制《城市用地竖向规划》，其涉及范围包括整个苏州古城区

，即南至京杭大运河、北邻沪宁高速公路、西至京杭大运河

、东邻东环路，总面积约为80平方公里。 由于历史和现实的

原因，苏州古城区内的地面越来越低，按照城市防洪标准修

的道路与河道上造的桥渐渐比地面高出了很多，这不仅给市

民生活带来了极大的不便，也不利于整个古城区的保护。此

次规划的目标就是从根本上解决上述两个问题，其具体任务

是建立苏州城市地面高程系统资料，制定城市范围内主、次

干道，各支路，交叉点与变坡点的高程，为城市规划管理与

实施提供具体竖向要求。这样的城市规划在我省还是首次，

在全国也不多见。 一座江南名城 却为路桥发愁 苏州市有一条

名为“东中市”的马路，原先是与民房水平的，前不久市里

对这条并不很宽的马路实施了“出新改造”，新修的马路以

黄海水平面为基准，按苏州古城区道路地面3．12米标高翻修

，结果新马路比附近民居的地平高出了一大截，以至于居民

上马路要跨好几个台阶。在该市的三香路地区，情况更为严

重，沿街楼房底层的窗户已经低于路面，一家理发店门面竟

是窗户改装的，来理发的顾客都是从窗户进出的。一位居民

向记者介绍说，这里的道路是2003年改造的，尽管水利部门

已经完成管道入户的工作，但是遇到暴雨天气，还是会产生

积水。附近一位开羊肉店的老板开玩笑说，地势这么低，感



觉常年在“地下”做生意，虽然现在都做了台阶，可是顾客

入店总是不太方便。附近南环新村的居民们担心马路越修越

高，“内涝”的情况会更严重。 10月28日，苏州市古城区通

往火车站的平门桥开始改造，市民普遍关注新造的桥究竟有

多宽，是否漂亮，能否符合苏州古城特色，但是人们却怎么

也不会想到新造的这座桥将比老桥要高出1米。苏州市规划局

的一位同志告诉记者，除了因为新桥的通航要求提高之外，

其根本原因就是苏州古城区地面沉降很厉害。 南京地质矿产

研究所研究员郭坤一总负责的《长江三角洲地区地下水资源

与地质灾害调查评价》里指出，苏州市自1949年以来累计地

面沉降600毫米的面积已达180平方公里，其中苏州古城区很

多地方下沉甚至达到了1米左右。据了解，由于地面不断下沉

，苏州标志性建筑虎丘塔已变成了斜塔。 最先发现苏州在下

沉的是地质学家殷世林。他是苏州地震局高级工程师，也是

苏州惟一研究地面沉降的学者。当年，在苏州虎丘山上搞测

量的时候，就开始关注苏州的标准高度，他说：“苏州的标

高是3米多，我一直觉得不准确，实际只有2米多，后来才发

现是地面在沉降。”有关专家指出，苏州市古城区地面下沉

的原因是多方面的，其中虽然有地质变化等自然因素，但

近30年来工业发展迅猛，一些企业过度开采地下水则是主因

。 确立路桥标高 杜绝局部“低洼” 苏州启动城市“竖向规划

”，是无奈之举，又是超前之举，是百姓生活的需求，也是

城市管理者责任之所在。负责此项规划的市规划局李局长解

释说，苏州古城自建城至今已有2500多年历史，随着时间的

推移，整个地面自然会慢慢下沉。按照城市防洪标准，在一

次次市政建设中只能抬高路面和桥梁高度，以适应防洪需求



。而在城市发展中，这样做的弊端日益显著。道路和地面抬

高了，居民区相形之下就成了“低洼地”，雨天排水又变得

困难，给居民生活带来极大不便，其改变现状的呼声也越来

越高。 但是，长期以来，这种矛盾始终无法解决。特别是涉

及到地下管网的改造时麻烦更多，比如排污水管道属于无压

管线，当某段路面高度改变时，重新铺设的管道高度也要随

之改变，于是两段管线之间就会形成高低落差，不仅接头处

容易老化，也给市政的正常养护工作带来不便。而由于现在

苏州市的城市防洪建设得到了极大改善，城市整体的防洪标

准已提高到了200年一遇，因此苏州古城区内已没有必要再以

原来的城市防洪标准为“惟一标准”，古城区内可以根据各

地的实际情况对地面标高进行调整。此次“竖向规划”就是

要将道路地面和航道标高分区域明确下来，使今后50年内无

论修路或者建桥就不需要再抬高路面，以避免因地势高低造

成安全隐患和局部“低洼地”的形成。 编制“史无前例” 规

划“一标”难求 目前，《城市用地竖向规划》已开始招标。

记者采访发现，虽然有很多设计公司报名参加，但是由于此

次规划设计非同往常，对参与竞标的规划单位要求比较高，

眼下还没有一家参与竞标单位符合苏州市规划局开出的条件

。 苏州市规划局的同志告诉记者，由于“竖向规划”编制牵

涉到规划、市政各个方面的工程设计，因此投标单位必须同

时具备规划、市政设计、水利设计三项资质。而“竖向规划

”也是最近才开始被重视，类似的规划以前几乎没有，因此

也没有一家设计单位能同时拥有以上资质。苏州市规划局的

李局长也对记者说，即使放眼全国也很难找到完全符合这三

项条件的设计单位。 为了满足投标条件，几家参与竞标的单



位灵机一动：既然任何一家设计单位都不能符合要求，他们

便把自己当成了“臭皮匠”，希望几个联合起来，变成一个

“诸葛亮”，于是他们组成了联合体，抱团投标。面对这样

一个特殊情况，苏州市规划部门也只好根据实际情况，决定

将原来的投标形式改成议标。 据了解，对于竖向规划的编制

，不仅很多设计单位感觉压力很大，苏州市规划局也倍感压

力。李局长坦言，大家都没有经验，在“摸着石头过河”，

希望通过共同努力把这项工作做好，不辜负苏州人民的期望

。 专题解说 何为城市“竖向规划” 规划是计划中最宏大的一

种，是对全局或长远工作作出统筹部署，带有方向性、战略

性、指导性，因而其内容往往更具有严肃性、科学性和可行

性。城市规划就是从城市或者大都市发展的前景出发对特定

环境进行的设计。在远古时代，罗马人就采用统一的城市规

划方案，加强军事防御和市民的便利设施。许多欧洲国家的

城镇，如意大利西北部城市都灵至今还保留着这些城市规划

的精髓，给人留下了深刻的印象。都灵规划的基础就是中央

广场，它附带许多政府的设施，四围是纵横交错的街道，整

座城市被城墙团团围住起防御作用。为了减少行人往返的次

数，沿广场对角线建有两条街道贯穿中心广场。许多城市建

造在易于遭受洪水、暴风雨、恶劣天候或者战争等地方，城

市规划设计就应很好地处理这些情况。如果这些危险能局限

于某个地方，那些受其影响的区域就可以划为公用土地或者

绿化带，常常获得很好的成效。另外，许多城市规划时就考

虑到安全因素，建有防洪堤、大坝和庇护所。 城市用地竖向

规划是城市开发建设地区为满足道路交通、地面排水、建筑

布置和城市景观等方面的综合要求，对自然地形进行利用、



改造、确定坡度、控制高程和平衡土石方等而进行的规划设

计。为了在城市规划建设过程中更好地引导城市空间形态的

演化、重塑，在城市规划管理的过程中，对城市总体规划、

分区规划、控制性详细规划、修建性详细规划等不同层次的

规划实践提出更为完整的规划控制体系，苏州的城市规划越

来越需要兼具城市设计与工程技术双重视野的城市竖向规划

的统筹考虑。 专题访谈 值得借鉴的做法 江苏省城市规划研究

设计院设计二所的卢雨田所长很赞赏苏州编制独立的竖向规

划的做法。他介绍说，在每个城市的控制性详细规划中，都

包含有竖向规划方面的内容，但它们都属于这个规划中的一

个子项。苏州地区水网密布、地势较低、防洪要求较高，制

定一个独立的竖向规划，可以说很有创意，也很有必要，对

其他有类似情况的城市有较高的借鉴意义。 卢所长指出，苏

州编制独立的竖向规划，提高了城建工作科学性。对于苏州

古城来说，道路标高如果过高，不但浪费了当地宝贵的土石

方，提升了工程造价，还破坏了古城原有的外在风貌；如果

标高过低，则起不到防洪排涝的功能。因此，在城市内对不

同的地块“随坡就势”制定科学的标高有经济人文等多方面

的价值。此外，制定竖向规划可以协调不同部门的工作规范

。使规划、市政设计和水利设计等多个部门的工作协调一致

。以免“政出多门”，造成资源浪费。而在竖向规划这一“

总纲”之下，各部门可共同发挥作用，提高城市规划的宏观

性、前瞻性和可实施性。1 100Test 下载频道开通，各类考试

题目直接下载。详细请访问 www.100test.com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