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详细规划的控制体系内容可分为以下几类： 用地控制指标：

用地性质、用地面积和范围、土地与建筑使用的相容性。 环

境容量控制指标：容积率、建筑密度,绿地率,人口容量。 建

筑形态控制指标：建筑控制高度、建筑间距、建筑后退红线

距离、沿路建筑高度、相邻地段的建筑规定。 交通控制内容

：交通出入口方位、（机动车出入口方位：尽量避免在城市

主要道路上设置车辆出入口。一般情况下，每个地块应设1

－2个出入口。禁止机动车开口地段：为保证规划区交通系统

高效安全运行，对一些地段禁止机动车开口，例如主要道路

的交叉口附近和商业步行街等特殊地段。主要人流出入口方

位：为实现高效，安全和舒适的交通体系，有时必要将人车

分流。）停车位：（地块内应配置点的停车车位数按下线控

制）。 城市设计引导及控制：对城市重要地段的地块，需对

其范围内的建筑形式色彩体量风格提出设计要求。 配套设施

体制：生活服务设施：（中小学、托幼、居住区级公建）布

置，市政设施：（环卫设施的垃圾转运站及公共厕所；电力

设施的变电站和配电所；电信设施的电话局邮政局；燃气设

施的煤气调气站）布置，交通设施布置及管理要求。 评析要

点： 用地功能划分，道路交通组织，空间布局结构，地形地

物利用，历史文化保护，河湖绿地系统以及周边地块景观环

境的协调等方面是否合理及是否体现地方特色。（实例五79

页，此方案功能分区明确，结构清晰，用地安排合理，道路



等级结构清晰，特别是与此行政中心结合较好，并根据需要

规划了步行系统。绿化规划结合地形特点，即保护了自然特

点，又创造了良好的绿化环境，并为突出方案布局特色奠定

了基础。）容积率及绿地率是否有利于优化环境景观和提高

生活质量，容积率是否与道路交通和市政工程管线的容量相

协调。（教材43页由于规划地区的功能主要旅游休闲，所以

此地块布置大量的金融商贸不合理，应安排商业服务及文化

娱乐设施。）交通是否顺畅便捷，机动车与非机动车的车流

是否组织有序，出入口分布是否合理，停车位配置是否均衡

充足。（教材43页出入口选址使得该区交通组织较为合理，

方案将主要车流与步行人流进行了有效分离，保证了游览线

路的畅通，主干道旁设置社会停车场，有效截留了进入核心

区的车行交通。）公共设施的规模和布局是否合适，是否便

于使用，便于管理并与相邻地段作了协调。（教材43页容积

率过高，高层高密的商贸区与湖滨路的特点不符合，会吸引

大量的车行交通进入该地区，造成交通混乱，对传统风貌及

文物古迹的保护影响极大。此外其必须配置的市政设施用地

例如变电站，垃圾站，消防设施等没有。）是否提供了用地

兼容性指标。实施的可行性及操作性。 修建性详规部分 评析

要点： 是否正确选择城市类型，进行住宅组团布置，创造良

好的居住环境，满足日照，通风，防噪音，空气污染和社区

组织等要求。是否进行合理的空间布置，划分社会空间和私

密空间，有利于满足休闲交往安全防卫等诸多要求，建立完

善的社会环境。是否按照居民的生活特点，起居规律对不同

类型的公建进行布置，以方便生活，美化环境，有利经营管

理，提供方便的生活环境。是否按照定额的标准，分级配置



绿化用地，合理分布，形成系统，精心配置植物品种，以达

到美化环境，分隔空间，为休闲，儿童游戏提供场所，满足

遮阳防声改善小气候净化空气防风防沉沙菌防病等功能要求

，营造健全的生态环境。是否做到居住区道路既满足居民能

方便出入，保证居住区安静与居民的安全，分清主次缩短路

程，作到顺而不穿，通而不畅，建立便捷交通环境。是否做

到居住区的建筑风格与景观环境融合到城市环境中去，与城

市的历史发展文脉相联系，符合当地的民风民俗和生活习惯

，符合居民的审美心理及行为心理，建筑单体与人的尺度结

合，考虑视觉效果做到协调与多样与可识别性，通过创造独

特的建筑风格，并通过空间的封闭与开放，连续与序列节点

与对景，标志物与标志建筑设置等手段形成丰富多彩的景观

环境。（教材44页，小区整体布局与山地自然景观及城市道

路结合的较自然，且功能划分合理，中心绿地位置得当，组

团划分明确分布均衡，并将组团消极空间设计为绿化步行系

统，联系外委山体和中心绿地建筑布局规整而富有变化，新

旧建筑较协调。路网清晰主次分明，与城市道路设两个接口

有利于交通组织，在主入口广场通过花坛台阶安排，使人行

车行有序，同时强化了入口的形象和功能。） 居住区及小区

和组团公建布置要求： 服务半径合理居住区800－1000米，小

区500－400米，组团级150－200米。设于交通方便人流集中地

段，考虑居民上下班的走向。如果为独立工矿区或是郊区在

考虑你哦年农村使用方便的同时保持居住区内部安宁。各级

公共服务中心宜于相应的公共绿地相邻布置，或靠近河湖水

面等一些能较好体现城市建筑面貌的地段。医院一般布置在

交通方便比较安静的地段，以便方便居民使用有可避免救护



车等对居住区不必要的穿越干扰。住宅与最近的公交站之间

的距离不宜大于500米。 居住区规划规范部分知识点 1．0．3

居住区1－1.6万户,3-5万人.居住小区3-5千户1-1.5万人.组团3-5

百户1-3千人。 5．0．2．1住宅日照标准： （1）老年人居住

建筑应不低于冬至日日照2小时的标准。 （2）在院设计建筑

外增加任何设施不应使相邻住宅原有日照标准降低。 （3）

旧区改建的项目内新建住宅日照标准可酌情降低但是不应低

于大寒日日照1小时标准。 5．0．2．2日照标准，不同方位间

距折减系数换算：0－15度1，15－30度0.9，30－45度0.8，45

－60度0.9，大于60度0.95。 5.0.2.3住宅侧面间距应符合下列规

定： （1）条式住宅多层之间不宜小于6米,高层与各层之间不

宜小于13米。 （2）高层塔式住宅多层和中高层点式住宅与侧

面有窗的各种层数住宅之间应考虑视觉卫生因素，适当加大

间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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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