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楚雄州城镇旧城区改造规划编制技术导则

第一条 为保障旧城改造中合理控制开发强度，保护城

市历史文脉，合理利用城市空间，完善旧城基础设施配套，

保障旧城的可持续发展，特制定本技术导则。

第二条 本导则适用于我州城、镇的棚户区、城中村等

旧城改造的规划编制和技术审查。

第三条 县市人民政府在城市总体规划的指导下按街

坊划定旧城改造的范围，确定重点改造区域和一般改造区

域，重点区域宜采用政府主导开发。

重点区域包括：历史街区；具有传统文化价值的旧城区、

旧厂区；保留有宗祠、典型地方民居大院的城中村；城市面

山、面水等城市视廊保护区域；政府需作重点管控的旧城改

造区域。除以上区域外为一般区域。

第四条 旧城改造规划应由县（市）政府主导编制大纲、

控制性详细规划；各县（市）可根据管理需求编制城市设计。

第五条 旧城改造规划应按街坊编制，连片的旧城区可

几个街坊统一编制，最小地块用地规模不宜小于 2。

第六条 旧城改造规划编制原则：

（一）与城市总体规划衔接。用地性质、城市路网、绿

地、广场、县（市）级配套公共服务设施、基础设施应按城

市总体规划执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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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整体保护历史文化遗迹。保留十字街、四方街、

护城河等历史文化遗迹的空间格局。

历史建筑、不可移动文物、古树名木等应结合规划的广

场和绿地整体保护；对古城门、城墙等，可结合广场、绿地

等作原址局部恢复；改造、拆除与历史风貌冲突的建筑。

（三）生态修复和城市修补。以存在问题和目标为导向，

统筹用地功能、交通组织、公共设施、环境景观、文化承载、

社区特色、管理引导等，降低老城区建筑密度，提高消防、

抗震安全和人居环境。

（四）旧城改造与产业发展和就业相结合。历史街区改

造宜向居住、文化旅游服务发展转型，交通体系应充分考虑

步行体系，保留传统商业街区、市场、作坊、生活场景并与

文化旅游规划相协调。

城中村、老厂区改造应统筹布局农贸市场等城市服务设

施，并与拆迁安置相结合。

（五）调整与旧城不适宜功能。疏散旧城的中、小学、

医院等县（市）级公共服务设施，改造为社区服务及配套公

共绿地和广场。

（六）窄马路高密度路网。除城市总体规划确定的城市

道路，其他内部路网宜采用窄马路高密度路网。

第七条 旧城改造规划编制内容包括：规划大纲、控制

性详细规划、修建性详细规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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规划大纲由专题调研报告和大纲文本组成。

第八条 规划大纲的编制

（一）专题调研报告内容：

1、居住户数、居住人口，就业方式和收入情况；建筑面

积、建筑质量；现有单位性质、用地面积、建筑面积和建筑

质量评价等。

2、公共设施、基础设施配套情况。

3、古城建成史的图文资料；不可移动文物的基本信息（附

文物对应位置图纸、照片和文字说明）；具有历史价值的建

（构）筑物的评价和统计（附对应位置图纸、照片和文字说

明）；古树名木的登记（附对应位置图纸、照片和文字说明）；

河流、水系的历史资料。

4、居民改造意愿和安置方式意愿调查。

5、存在问题综合调研报告。

（二）大纲文本内容

1、确定旧城区规划范围，规划人口容量。

2、确定产业发展定位、规划构想、开发模式、开发时序。

3、确定保留的街区（街坊）和主要建(构）筑物、河道

水系、古树名木等须保护的名目；确定要恢复的主要建（构）

筑物的名目；确定改造建筑的名目。

4、确定外迁单位名单和外迁后土地的利用方式。

5、确定现有公共服务设施（学校、医院等）迁、改、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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方案和新建公共设施的配置要求。

6、确定地块开发强度，建筑高度、建筑风格；地标性建

（构）筑物位置；城市视廊、水系、绿带。

7、确定需打通的主要道路名目；确定用地地块道路体系、

公交车站、停车场的位置和步行、自行车体系。

8、确定基础设施（垃圾转运站、消防站、变电站等）的

配置要求；确定地下空间的开发原则。

9、确定旧城改造拆迁安置方案及开发主体（政府或企

业）。

第九条 控制性详细规划的编制

划定历史街区、保护建（构）筑物的保护范围线和改造

要求；划定河道水系的保护范围；确定古树名木的位置和保

护空间的退让要求；确定需恢复的城墙、城门等设施的位置

和控制要求；需要打通的道路、街巷的宽度控制；确定公共

设施的位置及范围；确定公共绿地、广场的位置及景观意向；

确定地下空间开发的范围；确定公厕、垃圾收集点、消防站

等敏感公共基础设施的位置和防护退让要求；确定拆除地块

开发强度指标；确定景观视廊的范围线和地标建（构）筑物

的位置；沿街、沿河界面的建筑立面控制引导。

第十条 修建性详细规划编制

修建性详细规划除按技术规定要求编制外，还要针对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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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增加以下内容：

1、历史街区的街道界面改造设计、扩展空间的方案；

2、文物、历史建（构）筑保护范围内的环境整治方案。

3、打通、改造的道路断面和路面铺装设计方案；

4、河道水系的改造方案。

5、公共配套设施的建筑周边环境设计方案。

6、建筑拆建比，绿地、道路、基础设施配套的对比统

计等经济技术指标及投资估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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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则一：改造指导示意。

项目 正 确 不正确

街巷空间控制

错落有致的街巷空间 拥挤杂乱的街巷空间

传统街巷沿街

平面控制

街道自然尺度感（平面图）
街道封闭尺度感（平面图）

传统街巷沿街

平面控制
街道自然尺度感（立面图） 街道封闭尺度感（立面图）

古树名木保护

古树和绿地广场有机结合

采用树池、硬地围合名木古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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路面铺设方式

青石板（仿）铺砖路面 混凝土和沥青路面

道路断面控制

≦12 米

道路宽度≦12 米，人行为主 道路宽度≧12 米

河道断面

亲水面的驳岸 垂直矩形驳岸

围墙改造 半透空围栏

全封闭砖砌围墙

爬藤植物装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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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则二：对规划地块按下表提出指导性要求。

类别 应（宜）采用方式 禁止（不宜）方式

街巷空间 保持原有街巷空间格局，

打通断头路；

禁止宽马路低密度的路网格局

道路宽度 12 米、5-7 米、步行 2-3

米

不宜大于 12 米

建筑高度分区

控制

传统保护街区：建筑高度

小于 15 米（至屋脊）；整

个区域建筑高度不得超过

21 米。

禁止建设高层建筑

停车位控制 集中式停车场应设置在老

城区外围，停车位按照

0.5 个/100 ㎡；商业区以

设置临时停车位为主。

禁止建设集中式大型停车场

广 场 分散式零星布置 不宜设置大面积硬质广场

古树名木保护 宜采用周边绿化整体设计 不宜采用硬质树池

路面铺设 应采用本地传统石材路面 禁止水泥及沥青路面

绿 化 规 划 宜采分散式小地块布局 不宜集中大片的几何绿化形式

特色风貌控制

保护街区做到“修旧如

旧”；宜结合广场、绿化

恢复部分老城门、城墙；

禁止现代风格建筑形态，禁止

使用玻璃幕墙、墙面瓷砖；禁

止拆老旧建筑建造“假古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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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建建筑风格应与老城区

协调统一。

注：地下空间开发所有新建公共建筑应设地下车库。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