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楚雄市西门小区修建性详细规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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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上位规划的衔接 

本项目位于楚雄市中心组团的鹿城综合片区的西门小区内，地块东至信义街，北靠西园路，西

邻环城西路，南至环城西路，地形呈梭子型。由于历史原因等问题，区域内棚户区大部分房屋建成

较早，历史久远，存在“失修老旧、布局不合理、功能不完善、安全隐患多”等问题；同时片区内

基础设施缺失，环境卫生、消防安全等问题突出、供水电力通讯杂乱等现象严重，极大降低了居民

生活质量，影响了城市的整体面貌，与地方经济发展和周边城市风貌有极大差异。 

为进一步提升城市形象，改善城市居住环境质量，保留历史文化遗存，加快对中心城区存在的

城市棚户区提升改造的问题势在必行。 

上位城市设计在历史沿革、用地布局、空间形态、道路交通、绿化景观、产业格局等多方面进

行了研究，并在为楚雄保留一片历史的记忆及为城市居民提供一方休闲宜居的空间等方面，提出了

一套具有可实施可操作的建设推进方案。 

本轮西门小区修建性详细规划工作以上一轮城市设计为引导，对其中的核心区范围进行了深化

设计，落实并优化了在历史沿革、用地布局、空间形态、道路交通、绿化景观等方面的方案内容，

为整个片区的进一步落实提供了阶段性成果。 

1.1、设计范围的衔接 

本轮西门小区修建性详细规划的工作范围基于上一轮城市设计指定的重点核心区范围进行了

扩大。具体范围：东至信义街，北靠西园路，西邻环城西路，南至环城西路，总用地范围面积约

275288.0㎡,合 413亩。其中包含市政道路用地面积 84.6亩，景观绿化广场面积 32.0亩，建设用

地面积 296.4亩。 

建设用地中包含保留现状用地面积 63.4亩，军区用地 28.0亩，实际可建设用地为 205亩。实

际可建设范围中，具体内容涉及商业、住宅、公建配套服务设施等，整体容积率做到了 2.10左右。 

1.2、总体功能定位的衔接 

上位城市设计通过充分挖掘大西门片区深厚的历史文化底蕴，以整治、更新等手段，恢复修补

空间肌理，缝合生态环境，打造以依托特色旅游为核心，同时兼有文化展示、生活居住、休闲娱乐、

餐饮小吃、民宿旅游、创新创业等多功能于一体的“旅游小镇、文化家园、生活天堂、创业之源”。 

本阶段西门小区修建性详细规划延续上位城市设计的设计定位，旨在重新呈现楚雄百年城市街

巷格局，最大限度展现老街市井文化魅力。但是在建筑风貌上的定位，本阶段进行了优化，鉴于城

市大环境和历史环境的综合考虑，在本区域核心范围还原西门小区历史街巷格局，建筑风貌采用传

统汉式风格，核心组团外围逐渐向现代风格进行过渡，同时处理好传统市井老街风貌与现状现代城

市风格的空间节点的引导导则设计。最终为楚雄恢复一个融古滇文化、市井文化、多民族文化于一

体的西门市井文化特色小镇，使西门片区成为多元活态展示楚雄历史风貌及古今相容韵味的一个重

要窗口。 

1.3、规划用地层面的衔接 

上位城市设计通过提升片区功能结构，打通主要道路，提升整治原有混杂的居住空间，挖掘公

共绿化空间，增加配套设施及停车等市政设施，营造以旅游功能为主导的综合片区。 

商住用地——核心片区居住用地主要兼容商业功能进行考虑，形成大片商住用地，一方面保留

原著居民，为街区提供活力，延续城市市井文化，一方面为区块引入旅游业态进行功能导入，外围

片区居住主要以现状保留为主，同时适当安排部分居住用地保证居民就近平衡。 

公共管理与公共服务用地——主要考虑米市街社区及其社区卫生服务中心进行功能完善，适当

扩大原有用地，解决社区配套不足的问题。 

商业服务业设施用地——商业服务业设施在核心片区主要考虑与居住功能和城市界面的结合

设置，便于用地灵活使用；外围商业用地主要为沿信义街和中大街设置商业设施用地。 

绿地与广场用地——主要通过拆卸州检察院等原行政办公设施，为西山公园打通景观视线通

廊，同时有效解决居民及游客的大型公共休憩绿化空间不足的问题。 

本轮修建性详细规划基本延续上位城市设计的用地性质，但适当增加设计范围后，相应增加了

居住用地，同时也更加明确了公共服务设施用地。 

1.4、规划产业业态层面的衔接 

上位城市规划旨在商业业态多元融合，通过把旅游观光、历史文化展示、休闲娱乐、餐饮娱乐、

创意展示、商贸和居住功能进行多元融合，吸引本地居民、外来游客和周边商务办公人群，使得片

区的有机更新充满活力。同时大西门片区周边景观资源丰富，特别是西山公园景区，节假日吸引本

地市民及外地游客前来，充分利用其特有的资源优势，以旅游商业为依托，从而形成互补。 

本阶段修建性详细规划工作按地块用地性质及功能组团的划分，以上位城市设计为依据，形成

了民宿坊、曲艺风俗坊、回民坊、美食工坊、创意坊、特产坊、宜人住宅等功能，同时结合古建商

业步行区域植入古玩市场，提升整个片区的历史韵味。 

1.5、动态交通层面的衔接 

上位城市规划，对原有路网进行了以下调整：1.局部调整信义街道路红线，宽度调整至 16米，



 

 3 

保持与怀象街道路宽度一致；2.优化环城西路线型，道路红线宽度调整至 24 米  3.将中大街打通

与环城西路相联，缓解交通压力。片区外围主要机动车流主要通过南北向环城西路、信义街—怀象

街进行双向组织，东西向主要通过中大街、米市街-云泉街进行双向组织。片区内各个区块考虑分

街坊单向组织机动车车流，沿主要道路为接待对外客流交通，后巷为店铺货流交通，接城市主次干

道通过右进右出形式进行组织。 

本轮修建性详细规划的动态交通体系以上位城市规划为基础，在此基础上对内部路网进行了优

化设计，修复历史街巷肌理，增加支路路网密度。以中大街为界，中大街以北包括怀象街、小栅栏

巷、古山街、和平街、观象街等街巷，将街巷划分为 9个街坊；南侧包括米市街、凤鸣街、信义街

等街巷，将街区划分为 8个街坊区块。其中南北向串联两大街区主要通过古山街-和平街-凤鸣街进

行串联，东西向街区主要通过米市街—云泉街及规划支路进行串联，其他根据现有肌理进行街巷梳

理打通。 

1.6、静态交通层面的衔接 

上位城市规划外围主要道路为机动车通行路段，内部核心区块则以控制通行路段为主，早晚高

峰外禁止机动车通行，其他时段以步行为主。通过交通管控手段达到合理的人车分流。同时规划于

北中南三处设置公共停车场，并尽量挖掘地下空间利用潜力，提高社会停车场比重，规划共设置地

下停车泊位约 981个，其中沿米市街两侧为整体连片开发。 

本轮修建性详细规划的静态交通体系延续上位规划的道路通行按时段管控措施，有效实现合理

区域的人车分流。同时因先阶段开发强度的适当提升，停车数量需求增加明显，现方案以中大街为

界限，根据地面车库出入口的合理位置选择，形成几个片区的地下车库，停车数量达 2800 个，可

最大程度的满足片区多层商业、居住及配套公建的停车需求。 

1.7、空间绿化景观层面的衔接 

上位规划总体空间结构形成“两轴四核多点”的空间格局，其中：“两轴”主要沿凤鸣街、古

山街形成的贯穿南北街区的游览空间，同时沿中部云泉街及米市街形成西山公园对景轴线，打造景

观大道。“四核”分别为北区街区的入口广场节点及回民广场节点，南部为沿中大街设置的民俗文

化中心及南侧游客集散中心节点。 

本轮修建性详细规划延续上位规划的城市空间景观构架，并在此基础上对各个广场节点进行了

景观细化。同时引入水系，打造宜人的亲水空间。 

1.8、公共服务配套设施的的衔接 

上位规划在其设计范围内，根据整合提升保障性服务设施的原则，按规划方案约 4500 户进行

测算。区域范围内共涉及行政服务、教育、医疗卫生、文体、农贸市场及市政设施等内容。 

本轮修建性详细规划在现在的核心区范围内，对上位规划的要求进行了优化布局。本轮除了上

位规划要求设置的垃圾收集房及垃圾收集点，还增设了两处垃圾中转站，并与两个公厕合建使用；

同时还根据两个社区用房需要回迁的要求，增设了两处行政办公用地，建设两处社区居委会大楼，

内容包含社区办公室、青少年活动室、老年活动室、警务室、党建活动室、社会保障服务站、社区

服务站等功能。此外在核心区范围内因居住功能的增加，结合幼儿园 500米的服务半径，取消保留

现状西城幼儿园，新增两所 9班幼儿园，满足需求。区域内中小学则主要依托外围周边区块解决。 

注：在本轮设计范围之外，靠环城西路一侧上位规划相应设置了农贸市场、社区卫生服务中心、

社区体育健身点及 12 班幼儿园等其他公共服务设施，与核心区范围共同形成完善的服务设施配套

系统，提升片区的保障性服务质量。 

 

二、项目建设定位 

本项目位于是楚雄市的核心区域，是为城市发展建设提供展示的示范项目；是楚雄市精神建设

的载体。因此我们以楚雄州的大环境出发，旨在创造一种极具楚雄历史记忆、民族文化气息的商业、

休闲空间氛围。设计以“传统建筑院落空间”、“开放式街区建筑群体布局”的建筑形式为主题，植

入现代设计理念，顺着地块路网展现自然布置，错落有致的建筑布局，激发西门小区核心商业片区

的生命活力。 

通过充分挖掘西门小区片区深厚的历史文化底蕴，以整治、更新等手段，恢复修补空间肌理，

缝合生态环境，打造以依托特色旅游为核心，同时兼有文化展示、生活居住、休闲娱乐、餐饮小吃、

民宿旅游等多功能为一体的“旅游小镇、文化家园、生活天堂”；使西门小区片区成为展示楚雄汉

文化历史风貌的一个重要窗口，为楚雄恢复一个以汉文化为基础，融合市井文化、地域文化的旅游

特色小镇。 

 

三、规划设计依据 

   1、《城市用地分类与规划建设用地标准》(GBJ137 90)； 

   2、《城市用地竖向规划规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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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工程建设标准强制性条文》(房屋建筑部分)2013年版； 

4、《建筑工程设计文件编制深度规定》（2008年版) 

   5、《民用建筑设计通则》GB50352-2005； 

   6、《建筑设计防火规范》GB50016-2014； 

7、《无障碍设计规范》GB50763-2012； 

8、《屋面工程技术规范》GB50345-2012； 

9、《地下工程防水技术规范》GB50108-2008； 

   10、《汽车库建筑设计规范》JGJ100-98； 

   11、《汽车库、修车库、停车场设计防火规范》GB50067-2014； 

   12、《云南省民用建筑节能设计标准》（DBJ 53/T-39-2011）； 

   13、《楚雄城市总体规划修编》； 

   14、楚雄彝族自治州城乡规划管理技术规定（试行）； 

   15、《楚雄市大西门片区（棚户区）改造城市设计》 

 

四、规划设计原则 

规划设计在充分考虑周边建设条件及周围环境与交通条件的基础上，结合西门片区的区位优

势，充分利用土地的报规资源，加强西门小区整体综合设施的建设，提供完善的城市公共休闲空间、

居住空间及城市商业功能，为城市提供一道靓丽的城市休闲景观。 

1. 政府利益最大化原则 

在满足交通、消防、疏散和绿化环境等技术规范科学合理下，并结合整体规划风貌和空间的引

导下，将每一块地的建筑密度最大化，以获得最大的小宗地建设面积。 

——取得最大的建筑密度进而获得最大的宗地可售面积。 

2. 投资效益最大化原则 

投资者在一定的建设用地范围情况下，取决于开发强度（容积率）最大化，以获得最大的建筑

面积。现阶段整体规划容积率适当合理的提高至 2.1. 

——取得最大的建设强度（容积率）和获得最大宗地建筑面积。 

3. 建设定位科学化原则 

结合整体片区的功能定位，以满足城市居民生活及外来游客所需的文化展示、特色美食、曲艺

表演的需求。 

4. 建筑风格圈层控制原则 

整体风貌体现汉文化建筑风格为主，但考虑到周边现状，各个区域进行风貌的圈层控制。传统

风貌取以凤鸣街和云泉街两侧用地为主，建筑基本以展示汉式建筑元素为主，是本土市井文化的主

要展示区；风貌协调区以汉式建筑结合现代元素为主，古今融合；现代风貌展示区，主要沿城市界

面用地组团，以现代中式风格为主，在建筑色彩上与传统风貌区相协调。 

5. 主题性原则 

    通过对项目主体的塑造和表现，打造主题和文化产品的统一性，创造出具有良好个性的商业环

境空间和较强的社会认同感。 

 

五、总平面布置规划 

整体地块东西向尺度约 380米左右，南北向尺度为 900米左右，本项目共计 A、B、C、D、E、

F、G、H、I、J、K、L12个地块，规划范围总用地面积为 275288㎡（合 413.0亩），其中含市政道

路面积为 56319.0㎡（合 84.6亩），景观绿化广场 21372.0㎡（合 32.0亩），建设用地为 197597.0

㎡（合 296.4亩）。建设用地中含保留现状用地 42266.6㎡（合 63.4亩），军区用地 18610.6㎡（合

27.9亩），实际可建设用地 136719.8㎡（合 205亩）。 

保留地块其中 L地块有信义花园住宅楼若干栋， I地块有保留凤鸣花园多层住宅一栋，K地块

为保留改造燃料二厂西园住宅小区七栋多层住宅楼。其余地块均为新建商业、商住楼及住宅楼。 

总体新建区域地块综合容积率为 2.10，综合建筑密度为 40.6%，综合绿地率为 14.2%。总建筑

面积为 356973.0 ㎡，其中地上建筑面积 286593.0 ㎡（含商业 91665.4 ㎡、住宅 179061.8 ㎡、酒

店服务 5191.9 ㎡及城市配套公建 10674.7 ㎡），地下建筑面积为 70380 ㎡。总停车数为 2988 个，

其中地面停车位 188个，地下停车位 2800个，满足整体片区的停车需求。 

规划总体形成“两轴双核，三点两片”。 

两轴：指南北向贯穿整个历史风貌片区的历史人文轴和沿西山公园延伸至怀象街的生态景观

轴。其中历史人文轴为沿现有街巷及慢行系统进行布置，串联各个功能片区节点；生态景观轴为通

过云泉街延伸打通的景观视廊通道，是街区联系西山公园景区和西门小区片区的核心通廊。 

双核：指位于北片历史风貌区围绕观象街历史广场景观塔的人文核心节点和南侧位于双轴交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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口节点形成的景观核心节点。 

三点：分布指位于街区南北两侧的旅游集散中心及进入西山公园的门户节点。 

两片：为分布与中大街南北两侧的历史风貌商业街区。 

 

六、道路交通组织 

1、入口： 

地块主要在东面、西面和中部设置了机动车出入口，通过景观的铺装和绿化打造简洁大方的

空间环境，使入口都通透开敞，与周边城市环境的大空间相协调。主要出入口和广场节点空间设置

牌坊增加空间标识的同时，营造历史片段的文化韵味，打造独特的地理文脉。 

2、动态交通： 

本地块在东侧怀象街、信义街，西侧环城西路，以及中部中大街均有机动车出入口。地块内主

要的交通动线贯穿南北，从北侧广场旁的西园路驶入，经过古山街向南转入和平街以致凤鸣街，向

西从规划路到达环城西路南侧。商业步行动线则从凤鸣街进入南侧的广场节点向西南进入步行段，

商业街的收尾对景是汉代的牌坊。在东西向上设置北、中、南三条机动车道贯穿东西，以保证城市

车辆的通畅。地块内路网较密，路宽较小，适宜分时段进行交通控制，高峰期进行车辆管制，白天

可为尺度适宜的商业步行街区，晚上可允许车辆通行穿过。 

3、静态交通： 

由于地块狭长，南北间距近一公里，整个地块内分散设置 6处集中地下停车库，避免每个小地

块分散设置，有利于土地的高效利用，便于社会公共机动车辆使用，解决核心区的停车难问题。各

地下机动车出入口均避免从城市主干道直接进入，而是通过支路与主干道衔接。地下车库可通过下

沉广场旁的楼电梯直达地面商业街。地下车库共设置 2800 个机动车位，同时设置消防水池、水泵

房、配电机房、弱电间等设备用房，同时满足本地块整体配套。地面设置了两处停车场，采用立体

停车，并通过广场与整体功能相互联系，地面机动车停车位为 188个。  

 

七、绿化景观规划 

景观规划理念：“西山护城，水脉融城，  古树成荫，乐贯古今”。 

山——景观规划延续西山公园景观轴线，打造集生态消纳、景观游憩与文化特色于一体的视觉

通廊横轴，与场地中央水街纵轴相互交织，共同构成片区核心景观带。 

水——在项目基地顺应地形，编织水脉成网，存储雨水，循环使用，贡献弹性海绵城市。水系

沿主要历史街巷一侧纵向布局及顺应场地西山地势延续横向布局。依据场地特征设计了清溪、水街、

水池、水瀑等景观模式。 

树——规划保留了场地古树名木若干，结合水系、绿地、铺地、围合院子等特色方式，存储文

化记忆。街区行道树及花卉等均选用地域乡土植物，彰显地域特色的同时，也便于维护。 

乐——在项目基地典型公园广场节点设置了以音乐歌舞之乐为主题的景观，勾勒楚雄汉文化及

市井文化记忆。 

绿化设计强调多形态，多层次。巧妙设置绿化，立体绿化景观设计保证在商业街区每个点，每

个角度都能看到多种景观，营造了一个美仑美换的环境艺术空间。 

包括广场绿化，庭院绿化，园林绿化，带状绿化，点状绿化，成片绿化，森林景观绿化。点、

线、面结合，乔木，灌木和草坪的搭配，形成商业街区的绿色网络体系。在连廊的中间设计树木的

穿插处理，同时露台作为休闲交流集会的理想场所。使商业绿化立体化、层次化、亲近化，实现节

能环保。  

本工程景观环境用水水源采用山顶水库水。采用 DN80 引水管对清水池进行补水。景观水体总

体积约为 1200m³，水损失总量按 3%计，损失量为 36m3/d。景观环境用水采用循环处理利用的方式，

循环周期采用 2.5d ，循环水量为 20m3/h。水池充水时间按不超过 48h 控制，充水流量不小于 25m

³/h。故补水泵流量取 84m3/d 设清水池有效容积 300m3 水处理设备处理能力 25m3/h。景观水出水经

水处理设备处理后水质满足《城市污水再生利用景观环境用水水质标准》，进入清水池储存，回用

于景观用水。 

 

八、公共服务配套规划 

市政公用设施的设计满足《城市居住区规划设计规范》的要求，规划配套必要的给水、排水、

电力、电信等生活必需设施。设置消控室、消防水池、水泵房、配电间、弱电机房等设备用房，利

用地形高差设置在地下室，有通道直通室外。遵从上位城市设计的统一规划，地块内设置 2 处九班

幼儿园、2 处垃圾中转站、2 处社区居委会以及其他便民服务设施。此外在商业地块内按公厕服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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半径，设置多处小型公厕，规划限定设置 60 平方米的公厕，不计入该地块容积率。此外按 70 米半

径设置垃圾收集点。 
城市配套公建技术指标表 

地块编号及名称 用地面积㎡ 建筑面积㎡ 功能备注 

A-04-R22(幼儿园) 3104.4  2771.43  班级规模设置为九班 

L-03-R22(幼儿园) 3087.0  2986.88  班级规模设置为九班 

A-06-A1(社区居委会) 1590.2  1848.19  功能含社区办公、青少年活动室、老年活 

动室、警务室、计生社保服务站等 I-02-A1(社区居委会) 1014.9  1736.05  

B-06-U22(公厕、垃圾中转站) 655.1  282.08  
设置垃圾中转站及 130 ㎡公厕 

L-06-U22(公厕、垃圾中转站) 570.3  282.08  

H-02-A2（戏楼） 1408.8  768.00  
结合古街设置戏楼，由开发商二次深化设

计 

总计 
11430.7  10674.71  

指标明细详见各个地块图纸 
（合 17.1 亩） （合 16.0 亩） 

 

九、竖向规划设计 

1、规划原则 

1.1因地制宜，安全、方便、通畅的原则。 

1.2场地内尽量做到填挖方基本平衡，充分发挥土地潜力，节约用地原则。 

1.3合理利用地形、地质条件，满足场地的使用要求，并注重与周边道路的衔接，满足道路交通、

消防和安全等对标高的要求。 

1.4减少土石方及防护工程量，以有效方式节约工程量，降低工程造价； 

1.5保护城市生态环境，增强城市景观，提高地段的人文品质和景观环境。 

2、规划依据 

2.1《城市用地竖向规划规范>(CJJ83-99) 

2.2《城市道路交通规划设计规范》( GB50688-2011) 

2.3《城市道路工程设计规范>(CJJ37-2012) 

2.4《民用建筑设计通则》( GB50352-2005) 

2.6国家相关规范及规定。 

3、措施 

场地现状地势西高东低，南高北低。整体地块东西向尺度约 300米左右，南北向尺度为 900米

左右，南北高差场约 5米，东西高差约四米。地块内相对平整，坡度缓和，道路较大的坡度局部体

现在中大街上及中大街与南北两侧相邻地块。通过竖向设计，基本依据原有地形标高的基础上梳理

本地块，做到外部与城市道路衔接通畅，内部街道间以 2%以内的缓坡为主，提高地块与道路的通

达性和便利性，方便步行商业街的使用。 

 

十、地下空间规划设计 

因该片区处于城市中心区域，停车难一直是一个比较棘手的问题。鉴于西门小区的整体开发建

设，地块结合上位规划设计的要求，尽量合理地开发地下空间。 

总体新建区域地块综合容积率为 2.10，综合建筑密度为 40.6%，综合绿地率为 14.2%。总建筑

面积为 356973.0 ㎡，其中地上建筑面积 286593.0 ㎡（含商业 91665.4 ㎡、住宅 179061.8 ㎡、酒

店服务 5191.9 ㎡及城市配套公建 10674.7 ㎡），地下建筑面积为 70380 ㎡。总停车数为 2988 个，

其中地面停车位 188个，地下停车位 2800个，满足整体片区的停车需求。 

地块内功能复合型较高，包含住宅、商业、城市配套公建等功能，同时因街巷空间的恢复，各

自地块尺度相对较小，因此若在各自地块设置地下停车显然解决不了地下空间的停车问题。本次方

案提出选取几处地块，集中性设置地下空间，并整体满足片区停车要求。 

现方案总共设置 6 处地下停车场，并利用少量机械停车的方式，最大程度的增加停车数量。6

处地下停车场也结合地面交通的出入口，合理设置地下车库通行口，6处地下空间开发位置分别为：

1#地下停车空间位于地块北侧 A区，地下建筑面积为 16500㎡，设置机动车停车位 680个，地面设

置两个机动车出入口，一个设置在 A-03住宅地块内，供住宅使用，另一个设置在 A-05地块，对城

市开放；2#地下停车空间位于地块西侧 C 区靠环城西路一侧，地下建筑面积为 8600 ㎡，设置机动

车停车位 400个，地面设置两个地下车库出入口，分别位于环城西路和中大街一侧；3#地下停车空

间位于地块东侧 FJL 区，地下建筑面积为 13100 ㎡，设置机动车停车位 340 个，并与 4#地下停车

空间联通；4#地下停车空间位于地块东侧 EH区，地下建筑面积为 18000㎡，设置机动车停车位 890

个，3#4#两大地下室通过两个地下连通口联通，地面共设置三个地下车库出入口，两个位于信义街

一侧，另一个位于 L-01 地块内，整体符合地下停车的规范要求；5#地下停车空间位于地块南侧

L03-L05 区，地下建筑面积为 6800㎡，设置机动车停车位 250个，并与 6#地下空间联通；6#地下

停车空间位于地块南侧 J 区内，地下建筑面积为 7380 ㎡，设置机动车停车位 240 个，5#6#两大地

下室联通后，在地面共设置两个地下车库出入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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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地下停车空间通过错位式的布局，最为便捷地为城市交通提供停车服务，总地下建筑面积

70380㎡，共设置 2800个机动车停车位，兼顾了住宅、商业、配套公建等综合功能的停车需求。 

 

十一、基础设施工程规划 

1、水量计算：根据《城市给水工程规划规范》，该项目总用水量主要包括商业用水、绿化浇水

和消防及其他用水量；规划确定该区用水指标为：商业用水量按5升/㎡.日，绿化用水量按0.2

万m³/KM².日，住宅用水量按120L/人.d，消防及其他用水量按该区总用水量10%计算； 

/km2.日，消防及其他用水量按该区总用水量10%计算；该项目ABC地块商业总建筑面积约5万 m2 

2、绿化面积约0.5万 m2，则： 

◆ 日商业总用水量为：141136×5＝705.68立方米 

◆ 日绿化总用水量为：61341×2＝122.68立方米 

◆ 日住宅总用水量为：2607×120＝396.90立方米 

◆ 日消防及其他总用水量为：134.79立方米 

◆ 区块日最大总用水量约1347.79立方米 

②管网规划：水源由各地块周边市政道路管网接入, 接入干管为DN200mm、支管或入户管为DN75—

110mm, 覆土深度应大于1.0米，管材为钢丝网骨架PE塑料管。管网布置详见（给排水工程规划图）。 

3、排水工程 

排水采用雨水、生活污水分流制排放方式。污水系统：区内污水排水水量按总用水量的90%计。污

水量约为1213.01m3/d。污水经区内化粪池预处理后排入周边市政污水主干管网,雨水系统：雨水量

设计重现期：场地为P=3a；屋面为 p=5a。设计降雨历时：t=t1+t2，地面集水时间：t1=10min 

排水管沿区内道路下埋设,雨水管为DN300mm—DN600mm，污水管为DN200--400mm,排水管纵坡控制为

0.5%以上，并沿排水干管上设置雨水井或检查井，沿道路设置雨水口，排水管最高点管顶覆土深度

应大于0.7 米，管材为塑料排水管，排水管网布置见（给排水工程规划图）。 

3、供电工程 

（1）负荷等级 

一级负荷：室外消防用水量大于 25L/s 的公共建筑的消防负荷；大型车库用电； 

二级负荷：二类高层住宅的消防用电、主要通道及楼梯间照明用电、客梯、排污泵、生活水泵

用电；中型汽车库的用电；机械式停车设备的用电； 

其余负荷为三级负荷。 

一级负荷采用双路独立电源供电；二级负荷采用双回路市电电源供电；消防负荷电源末端切换。 

（2）负荷计算： 

根据《城市电力规划规范》GB／T 50293-2014 表 4.3.4，采用单位建筑面积负荷密度指标法算： 

住宅：50W/m2   配套公建：80W/m2  商业：100W/m2  幼儿园：50W/m2   

地下车库：15W/m2  绿地及广场：10W/m2  充电桩用电：慢充 7KW/个 快充 30KW/个  

总计算负荷为 32934kW。 

总变压器安装容量为 41520kVA。 

（3） 拟设置的变、配、发电站数量和位置： 

根据供电区域划分，拟设置 4 座 10kV 开闭所，均在地上设置。两路独立电源引自市政电网不

同的 110/10KV区域变电站。 

10/0.4kV变电所设置在区域内地下室，位置及数量详见强电规划图。 

变压器拟选用环氧树脂浇注带帘式风冷装置的 SCB13型干式变压器；低压开关柜拟选用组合式

开关柜。 

开闭所至变电所 10KV 线路选用 YJV-10KV 型交联聚乙烯绝缘电缆排管敷设或 YJV22-10KV 交联

聚乙烯绝缘铠装电缆直埋，埋深不小于 0.7m。进入地下室部分采用防火桥架敷设。 

（4）供电系统 

两路 10kV电源引入各变电所高压柜后，分别供电给两台不同的变压器，0.4kV侧采用单母线分

段，母联常断，变压器分列运行，中间设低压母联开关，电气联锁，先断后通，当一台变压器发生

故障或检修时，另一台变压器可供该变压器部分重要负荷用电。 

对需双路供电的消防等负荷用电设备，从两段低压母线段各引一路电源，在配电设备末端实现

自动切换。 

（5）功率因数补偿及谐波治理 

本工程采用变电所低压侧集中补偿的方式，电容补偿装置放在变电所低压侧，补偿容量应满足

当地电力部门对功率因数的要求。变频设备等容易产生谐波的设备，要求自带谐波治理设备。谐波

危害较大的场所，在变电所集中设置有源滤波装置。 

（6）电能计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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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KV电源进线处，设高压总计量，在低压侧根据电业的管理需求，住宅及有独立产权的商铺、

小学幼儿园等教育建筑采用电业规定的电表，由电力部门直接收费；园区内的商业、办公、公共用

电等采用内部计量，由物业代收电费。公共建筑照明插座用电、暖通空调用电、动力设备用电设置

分项计量系统的用电计量装置。 

（7）继电保护及信号装置 

继电保护及信号装置的设置：进线采用过流、速断、零序；出线采用过流、速断、零序；变压

器设高温报警，超温跳闸。10KV 继电保护选用微机综合保护装置，该装置集控制、保护、信号、

测量等一体，先进可靠。各种保护、测量、计量表计的型号、规格由当地供电部门确定。 

4、弱电工程 

本工程各区块地下室内设有电信、广电、无线通讯总机房各一个，所有通讯及电视信号均由总

机房提供。各区块弱电由市政弱电网接入。在道路下或覆土层敷设的弱电管线埋深不小于 0.7m。

详见弱电规划图。 

（1）通讯网络系统 

1）有线电话系统： 

住宅、商铺、办公等用户电话均采用直线电话。户内设电话终端装置（多媒体箱）。设总电信机

房，电信传输光缆采用多孔混凝土管道单元或 PVC半硬电信管埋地在本区内道路下敷设或沿弱电桥

架在地下室敷设。电信机房至各单体采用光缆布线。 

2）数据通信及计算机网络系统： 

通讯网络系统主要通过构建建筑综合布线系统来实现，用于传送数据、图像及通过代理服务器形

式上网。主干布线主要用光缆。中心机房以放射式向各单体敷设光缆。用户分支布线用单模皮线光

缆，由楼层以星形拓扑形式连接到每一用户终端（多媒体箱）。 

（2）数字电视系统  

 地下室设广电机房。住宅、商铺及需要的用户每户留有有线电视终端（多媒体箱内）。有线电视信

号引自有线电视台，干线采用光缆布线，系统前端，线路放大器及分配器设在单体内，采用同轴电

缆埋地至各户内。 

（3）安全保卫系统 

设置安保系统，能使管理人员及保卫人员及时掌握园区内各处实时动态。同时利用系统的防盗、

监控功能，使管理人员能快速处理各类突发事件，并为公安部门提供准确的资料供备案。 

（4）访客对讲系统 

按照住宅单元设置可视访客对讲系统，对来访客人和户主之间提供双向可视通话，并由户主遥控

防盗门的开启及向安防监控中心进行紧急报警。本设计预留机位和线管。  

（5）视频监控系统 

各出入口及重要场所设置监控摄像机，各地块设置监控机房，利用视频技术探测、监视设防区域

并实时显示、记录现场图像，视频监控记录要求存贮不少于 90天。 

（6）出入口控制系统：  

各园区出入口设置出入口控制系统，利用自定义符识别或/和模式识别技术对出入口目标进行识

别并控制出入口执行机构启闭。系统与消防报警系统联动，在火灾报警的同时应自动释放出入口控

制系统，疏散门在出入口控制系统释放后应能随时开启。 

（7）停车库（场）管理系统： 

对进、出停车库（场）的车辆进行自动登录、监控和管理。 

（8）火灾自动报警系统： 

火灾自动报警系统采用集中型或控制中心型报警系统。需要设置火灾自动报警系统的各地块

在地上一层设置消控室或消防控制中心，有直接对外的出口。 

包括以下子系统： 

1)、自动报警系统 

2)、消防联动控制系统 

3)、火灾应急广播与火灾警报系统 

4)、消防专用电话系统 

5)、火灾应急照明系统 

6)、电气火灾监控系统 

7)、消防电源监控系统 

8)、消防电源与系统接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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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二、建筑设计说明 

本项目位于楚雄市鹿城核心片区的西门小区片区内，交通便利，自然环境优美。地块东至信义

街，北靠西园路，西邻环城西路，南至环城西路，地形呈梭子型。 

规划范围总用地面积为 275288㎡（合 413.0亩），其中含市政道路面积为 56319.0㎡（合 84.6

亩），景观绿化广场 21372.0 ㎡（合 32.0 亩），建设用地为 197579.0 ㎡（合 296.4 亩）。建设用地

中含保留现状用地 42266.6㎡（合 63.4亩），军区用地 18610.6㎡（合 27.9亩），实际可建设用地

136719.8㎡（合 205亩）。 

总体新建区域地块综合容积率为 2.10，综合建筑密度为 40.6%，综合绿地率为 14.2%。总建筑

面积为 356973.0 ㎡，其中地上建筑面积 286593.0 ㎡（含商业 91665.4 ㎡、住宅 179061.8 ㎡、酒

店服务 5191.9㎡及城市配套公建 10674.7㎡），地下建筑面积为 70380㎡。 

本项目新建部分分为 2 栋三层的 9 班幼儿园、2 栋四层的社区居委会、2 栋二层的公厕及垃圾

中转站、若干栋一到四层的商店建筑、若干栋 18 层高层住宅楼、一栋两层仿古戏楼、一栋五层仿

古景观塔以及 6个一层地下停车库。立面改造部分为一处信义花园南北小区以及凤鸣花园住宅楼。 

 1、建筑类别 

地上建筑耐火等级为一级，地下室耐火等级为一级。 

 2、结构选型    

采用框架结构，楼屋盖采用现浇钢筋混凝土梁板结构。其中两处幼儿园工程根据“云南省人民

政府令第 202 号文《云南省隔震减震建筑工程促进规定》”采取隔震措施。使其钢筋混凝土框架结

构具有良好的变形能力，在水平地震作用下，通过结构在允许范围内的变形来吸收和耗散能量。在

设计中遵照墙柱弱梁的抗震设计原则，加强框架柱的抗震设计及构造处理，这样使得在地震作用下

塑性铰出现在梁端，保证了结构的抗震安全。在今后基础设计中，与地下室顶板之间设置隔震基础，

使得整个基础具有较强的整体刚度及变形协调能力，使基础除满足强度要求外，同时也较好的满足

了变形要求。两个幼儿园隔震层设在基础顶。 

 3、建筑平面及功能设计 

商铺建筑，一层层高为 4.2，二层层高为 3.6米，三层层高为 3米；商住楼住宅标准层层高为

2.9米。仿古戏楼和仿古景观塔层高详后期深化设计。 

  4、地震基本烈度： 

    按《建筑抗震设计规范》（GB50011—2010）划分，楚雄地区抗震设防烈度为 8度第三组，设计

基本地震加速度值为 0.2g。  

  5、架空层、屋顶防水等级： 

地下室防水等级为 I级，屋面顶防水等级 II级。 

6、立面材料、造型及与周围环境的关系 

   建筑立面墙面主要以青灰色面砖，深色涂料为主，配以深褐色木材、格栅，通透的玻璃橱窗等，

屋顶为灰瓦。通过现代建筑的设计手法，使用传统的建筑材料与现代的钢和玻璃进行碰撞和拼贴，

达到新旧对比，相得益彰的艺术效果。 

建筑以少数几种单体的模式出现，组合成院落的布局形式。根据不同地块的大小和轮廓，组成

不同的院落布局。系吸收了云南汉式传统民居院落布局，细胞生长的规划理念，整体则形成一系列

的组合模式，形成丰富多变的建筑效果，极具使用灵活性和有机性。核心区内整体肌理有疏有密，

是在原有棚户区无序的肌理上逐渐梳理、衍生出来，结合了传统民居布局的特色和现代商业活力的

空间需求，延续了城市文脉，整体形成具有当地汉式特色的低层高密度的商业片区。 

建筑立面上，传统风貌区采用汉式古建风格，风貌协调区和现代区域，我们提取和保留当地民

居建筑的风貌特色，通过屋檐、两坡屋顶、简洁的线脚、门窗肌理、穿斗式木架构成及其他细节的

现代演绎，形成古典与现代结合的民族特色建筑作品 

7、消防设计 

本地块在东面、西面和南面、北面设机动车出入口，分别与城市道路相连，消防道路通过不同

的道路到达各个建筑。 

防火间距：防火间距均满足消防要求。 

消防车道：本地块商业步行街处及商业广场处设置隐形车道，宽度 4米，与外围道路相连环通。 

8、节能设计 

在建筑中更多采用节能措施，引入生态建筑概念，不仅能提升建筑品质，还能收到很好的社

会效应。建筑形体设计简洁统一，减小体形系数；同样，在可再生能源的利用上，主要是利用太

阳能。通过节能光源和智能化控制也可以达到高效利用的目的。 

9、应急防灾规划 

本项目具体设 8处大型城市广场，满足城市的临时和固定避难场所要求。总避难场所面积为 8000

㎡，服务半径 2000米，避难人员人均有效用地面积 2-3平方米；可以提供 4000人左右临时和固定

避难需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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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设要求： 

（1）、场地应平坦，工程处理后地形坡度不宜大于 7 度，植被应以属疏林、草地为主，易于搭

建帐篷及临时建筑，宜根据承担功能划定应急蓬宿区、应急指挥区、救援队伍驻扎区、应急医疗区、

物资储备区等功能分区。 

（2）、主体建筑应满足相关部门规定的应急避难场所的建筑抗震设防标准。 

（3）、避难场所应配置应急供水、供电、厕所、住宿、消防、排污、垃圾搬运、医疗救护、物

资储备、洗浴、指挥管理、信息发布等设施。 

（4）、应急避难场所人员进出口与车辆进出口分开设置，最少有两个不同方向与外界相通的疏

散道路。场内主要道路宽度不小于 3.5米。 

（5）、场所内部应考虑残疾人、老年人、伤病员等弱势群体的需要，进行无障碍设计，如坡道

化设计、安排无障碍厕所等。 

 

十三、技术经济指标： 

用地平衡表 

用地平衡表 

用地性质 
面积（㎡） 比例（%） 

大类 分类 

居住用地（R） 
住宅（R2） 47513.9 

53705.3 
17.3% 19.5

% 服务设施用地（R22） 6191.4 2.2% 

居住用地兼容商业用地（R/B） 106780 106780 38.8% 
38.8

% 

公共管理与公共服务用地（A） 行政办公用地（A1） 2605.1 4013.9 0.9% 1.5% 

文化设施用地（A2） 1408.8 0.5% 

商业服务业设施用地（B） 
商业设施用地（B1） 13261.8 

13261.8 
4.8% 

4.8% 
商务设施用地（B2） 0 0 

绿地与广场用地（G） 

公园绿地（G1） 2400.7 

21372 

0.9% 

7.8% 

防护绿地（G2） 6307.3 2.3% 

广场用地（G3） 4991.4 1.8% 

公园绿地兼容广场用地

（G1/G3） 
6877.7 2.5% 

广场兼容交通站场用地

（G3/S4） 
794.9 0.3% 

道路与交通设施用地（S） 
城市道路用地（S1） 55264.8 

56319 
20.1% 20.5

% 社会停车场用地（S4） 1054.2 0.4% 

公用设施用地（U） 环卫设施用地（U22） 1225.4 1225.4 0.4% 0.4% 

特殊用地（H） 军事用地（H41） 18610.6 18610.6 6.8% 6.8% 

规划范围总用地 合计 275288 275288 100% 100% 

 

总经济技术指标 

总经济技术指标表 

项目 数量 单位 备注 

总规划用地面积 275288.0  ㎡ 413.0 亩 

其中 

市政道路 56319.0  ㎡ 84.6 亩 

景观绿化广场 21372.0  ㎡ 32.0 亩 

建设用地 197597.0  ㎡ 296.4 亩 

其中 保留现状用地 42266.6  ㎡ 63.40 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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军区用地 18610.6  ㎡ 27.9 亩（此地块数据单列） 

实际建设用地 136719.8  ㎡ 205 亩（其中含 17.1 亩的城市配套公建用地） 

容积率 2.10  /   

建筑密度 40.6% /   

绿地率 14.2% /   

总建筑面积 356973.0  ㎡ 

地块新建部分 

不含现状建筑 其中 

地上建筑面积 286593.0  ㎡ 

其中 

1、商业 91665.4  ㎡ 

2、住宅 179061.8  ㎡ 

3、酒店服务 5191.1  ㎡ 

4、城市配套公建 10674.7  ㎡ 

5、其他 / ㎡ 

地下建筑面积 70380.0  ㎡ 

停车数 2988.0  个   

其中 
地面停车 188.0  个 

应配建 2701个，实际配建 2988 个 
地下停车 2800.0  个 

备注：停车商业标准为每 100 ㎡ 1.2 辆；住宅为每 100 ㎡ 0.85 辆；酒店标准为每 100 ㎡ 0.5辆；配套公建

标准为每 100 ㎡ 0.5 辆。 

 

分区总经济技术指标 

1 区(ABCK)总图经济技术指标表 

项目 数量 单位 备注 

总规划用地面积 88341.8  ㎡ 132.5 亩 

其中 

市政道路 19077.6  ㎡ 28.6 亩 

景观绿化广场 7341.6  ㎡ 11.0 亩 

建设用地 61922.6  ㎡ 93.0 亩 

其中 
保留现状用地 9429.0  ㎡ 14.1 亩 

实际建设用地 52493.6  ㎡   

容积率 1.8  /   

建筑密度 39.1% /   

绿地率 12.6% /   

总建筑面积 117411.3  ㎡ 

地块新建部分 

不含现状建筑 其中 

地上建筑面积 92311.3  ㎡ 

其中 

1、商业 22113.6  ㎡ 

2、住宅 60105.0  ㎡ 

3、酒店服务 5191.1  ㎡ 

4、城市配套公建 4901.7  ㎡ 

5、其他 / ㎡ 

地下建筑面积 25100.0  ㎡ 

停车数 1172.0  个   

其中 
地面停车 92.0  个   

地下停车 1080.0  个   

备注：停车商业标准为每 100 ㎡ 1.2 辆；住宅为每 100 ㎡ 0.85 辆；酒店标准为每 100 ㎡ 0.5辆；配套公建

标准为每 100 ㎡ 0.5 辆。 

 

2 区(DEGHIJ)总图经济技术指标表 

项目 数量 单位 备注 

总规划用地面积 95617.3  ㎡ 143 亩 

其中 

市政道路 25189.7  ㎡ 37.8 亩 

景观绿化广场 10442.4  ㎡ 15.7 亩 

建设用地 59985.2  ㎡ 90.0 亩 

其中 
保留现状用地 6883.8  ㎡ 10.3 亩 

实际建设用地 53101.4  ㎡   

容积率 1.7  /   

建筑密度 40.8% /   

绿地率 10.0% /   

总建筑面积 117231.8  ㎡ 

地块新建部分 

不含现状建筑 其中 

地上建筑面积 91851.8  ㎡ 

其中 

1、商业 25176.9  ㎡ 

2、住宅 64170.9  ㎡ 

3、酒店服务 / ㎡ 

4、城市配套公建 2504.1  ㎡ 

5、其他 / ㎡ 

地下建筑面积 25380.0  ㎡ 

停车数 1217.0  个   

其中 
地面停车 87.0  个   

地下停车 1130.0  个   

备注：停车商业标准为每 100 ㎡ 1.2 辆；住宅为每 100 ㎡ 0.85 辆；酒店标准为每 100 ㎡ 0.5辆；配套公建

标准为每 100 ㎡ 0.5 辆。 

 

3 区(FL)总图经济技术指标表 

项目 数量 单位 备注 

总规划用地面积 91329.0  ㎡ 137 亩 

其中 

市政道路 12846.7  ㎡ 19.3 亩 

景观绿化广场 2793.1  ㎡ 4.2 亩 

建设用地 75689.2  ㎡ 113.5 亩 

其中 
保留现状用地 25953.8  ㎡ 38.9 亩 

军区用地 18610.6  ㎡ 27.9 亩（此地块数据单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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实际建设用地 31124.8  ㎡   

容积率 3.3 /   

建筑密度 44.4% /   

绿地率 15.3% /   

总建筑面积 122329.9  ㎡ 

地块新建部分 

不含现状建筑 其中 

地上建筑面积 102429.9  ㎡ 

其中 

1、商业 44375.0  ㎡ 

2、住宅 54786.0  ㎡ 

3、酒店服务 / ㎡ 

4、城市配套公建 3269.0  ㎡ 

5、其他 / ㎡ 

地下建筑面积 19900.0  ㎡ 

停车数 599.0  个   

其中 
地面停车 9.0  个   

地下停车 590.0  个   

备注：停车商业标准为每 100 ㎡ 1.2 辆；住宅为每 100 ㎡ 0.85 辆；酒店标准为每 100 ㎡ 0.5辆；配套公建

标准为每 100 ㎡ 0.5 辆。 

 

城市配套公建技术指标表 

城市配套公建技术指标表 

地块编号及名称 用地面积㎡ 建筑面积㎡ 功能备注 

A-04-R22(幼儿园) 3104.4  2771.43  班级规模设置为九班 

L-03-R22(幼儿园) 3087.0  2986.88  班级规模设置为九班 

A-06-A1(社区居委会) 1590.2  1848.19  功能含社区办公、青少年活动室、老年活 

动室、警务室、计生社保服务站等 I-02-A1(社区居委会) 1014.9  1736.05  

B-06-U22(公厕、垃圾中转站) 655.1  282.08  
设置垃圾中转站及 130 ㎡公厕 

L-06-U22(公厕、垃圾中转站) 570.3  282.08  

H-02-A2（戏楼） 1408.8  768.00  
结合古街设置戏楼，由开发商二次深化设

计 

总计 
11430.7  10674.71  

指标明细详见各个地块图纸 
（合 17.1 亩） （合 16.0 亩） 

 

 

 

 

分地块经济技术指标 1  

分地块经济技术指标 

地块 地块 用地 用地 用地面积 地上建筑 
容积

率 

建筑密

度 

绿地

率 

建筑限

高 

编号 
详细编

号 
性质 名称 ㎡ 面积（㎡）       m 

A 地

块 

A-01 R2 二类居住用地 631.4  2223.9  3.52  39% 8% 33 

A-02 R2 二类居住用地 2880.3  6210.6  2.16  35% 15% 33 

A-03 R2 二类居住用地 6380.1  27694.8  4.34  35% 15% 60 

A-04 R22 服务设施用地 3104.4  2771.4  0.89  30% 35% 24 

A-05 R2 二类居住用地 3004.7  7110.0  2.37  27% 18% 33 

A-06 A1 行政办公用地 1590.2  1848.2  1.16  30% 15% 24 

A-07 G1/G3 
公园绿地兼容广

场用地 
1251.3            

A-08 G1/G3 
公园绿地兼容广

场用地 
305.7            

A-09 G1/G3 
公园绿地兼容广

场用地 
147.4            

A-10 G1/G3 公园绿地兼容广 146.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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场用地 

B 地

块 

B-01 R/B 商住用地 3249.7  5218.4  1.61  46% 8% 24 

B-02 R/B 商住用地 2250.4  3590.3  1.60  44% 8% 24 

B-03 R/B 商住用地 2626.2  4042.9  1.54  46% 10% 24 

B-04 R/B 商住用地 3469.9  3757.7  1.08  44% 8% 24 

B-05 R/B 商住用地 2848.7  3025.2  1.06  44% 8% 24 

B-06 U22 环卫设施用地 655.1  282.1  0.43  22% 15% 24 

B-07 G1/G3 
公园绿地兼容广

场用地 
1058.2            

B-08 G1/G3 
公园绿地兼容广

场用地 
358.8            

C 地

块 

C-01 R/B 商住用地 3038.5  2595.5  0.85  44% 10% 24 

C-02 R/B 商住用地 3695.9  2595.5  0.70  44% 10% 24 

C-03 R/B 商住用地 3067.2  3959.7  1.29  45% 12% 24 

C-04 B1 商业设施用地 2608.2  3822.9  1.47  43% 10% 24 

C-05 R/B 商住用地 1906.4  3022.0  1.59  44% 10% 24 

C-06 B1 商业设施用地 1013.4  1194.5  1.18  45% 8% 24 

C-07 R/B 商住用地 1253.9  1744.3  1.39  44% 10% 24 

C-08 B1 商业设施用地 1358.0  2388.9  1.76  44% 10% 24 

C-09 B1 商业设施用地 604.0  1298.2  2.15  54% 5% 24 

C-10 G1/G3 
公园绿地兼容广

场用地 
233.2            

C-11 G1/G3 
公园绿地兼容广

场用地 
308.0            

C-12 G1/G3 
公园绿地兼容广

场用地 
844.2            

C-13 G2 防护绿地 910.8            

C-14 G2 防护绿地 456.7            

C-15 G2 防护绿地 202.3            

C-16 G1/G3 防护绿地 203.3            

D 地

块 

D-01 B1 商业设施用地 2689.8  3947.5  1.47  43% 10% 24 

D-02 R/B 商住用地 1629.8  3031.4  1.86  45% 8% 24 

D-03 R/B 商住用地 1850.6  2052.6  1.11  44% 10% 24 

D-04 R/B 商住用地 1477.7  1929.5  1.31  45% 10% 24 

D-05 G2 防护绿地 390.0            

D-06 G2 防护绿地 632.2            

D-07 G1 公园绿地 230.1            

D-08 G1/G3 
公园绿地兼容广

场用地 
217.0            

D-09 G3 广场用地 615.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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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10 G2 防护绿地 272.1            

D-11 G1/G3 
公园绿地兼容广

场用地 
311.6            

E 地

块 

E-01 B1 商业设施用地 1919.1  2956.1  1.54  46% 10% 24 

E-02 R/B 商住用地 2529.4  3479.4  1.38  45% 10% 24 

E-03 R/B 商住用地 4949.0  6850.3  1.38  45% 12% 24 

E-04 R/B 商住用地 1206.4  1791.7  1.49  50% 5% 24 

E-05 G1 公园绿地 481.6            

E-06 G1 公园绿地 96.1            

E-07 G2 防护绿地 253.0            

E-08 G2 防护绿地 187.0            

F 地

块 

F-01 B1 商业设施用地 5360.3  16000  2.98  60% 5% 24 

F-02 B1 商业设施用地 4218.9  12575  2.98  60% 5% 24 

F-03 G1 公园绿地 373.1            

F-04 G3 广场用地 900.5            

F-05 G3 公园绿地 535.4            

G 地

块 

G-01 R/B 商住用地 4272.8  5241.7  1.23  43% 10% 24 

G-02 R/B 商住用地 2774.6  3195.3  1.15  44% 8% 24 

G-03 R/B 商住用地 2222.9  3545.0  1.59  43% 8% 24 

G-04 R/B 商住用地 2877.4  4626.0  1.61  43% 9% 20 

G-05 G2 防护绿地 267.9            

G-06 G1/G3 
公园绿地兼容广

场用地 
677.1            

G-07 G1/G3 
公园绿地兼容广

场用地 
216.3            

G-08 G1/G3 
公园绿地兼容广

场用地 
115.6            

H 地

块 

H-01 R/B 商住用地 2286.6  3155.2  1.38  45% 10% 24 

H-02 A2 文化设施用地 1408.8  768.0  0.55  35% 15% 24 

H-03 R/B 商住用地 1806.0  2453.9  1.36  44% 8% 24 

H-04 R/B 商住用地 3172.4  3500.2  1.10  44% 10% 24 

H-05 G3 广场用地 1195.8            

H-06 G2 防护绿地 241.8            

H-07 G2 防护绿地 205.9            

I 地

块 

I-01 R/B 商住用地 1687.6  1598.3  0.95  43% 8% 24 

I-02 A1 行政办公用地 1014.9  1736.1  1.71  33% 21% 24 

I-03 R/B 现状 商住用地 6883.8  27600.0  4.01  55% 5% 24 

I-04 R/B 商住用地 2926.0            

I-05 G1/S4 
广场兼容交通站

场用地 
794.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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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06 G1 公园绿地 305.0            

I-07 G1/G3 
公园绿地兼容广

场用地 
221.1            

I-08 G1/G3 
公园绿地兼容广

场用地 
262.0            

J 地

块 

J-01 B1 商业设施用地 760.9  938.7  1.23  44% 10% 24 

J-02 B1 商业设施用地 1051.4  1388.4  1.32  38% 8% 24 

J-03 R/B 商住用地 3705.2  14761.0  3.98  40% 10% 60 

J-04 R/B 商住用地 2882.1  14812.8  5.14  41% 8% 60 

J-05 G3 广场用地 601.6            

J-06 G3 广场用地 402.7            

J-07 G2 防护绿地 745.1            

J-08 G2 防护绿地 558.4            

J-09 G3 广场用地 739.8            

K 地

块 

K-01 R2 现状 二类居住用地 9429.0  20146.0  2.1  34% 20% 24 

K-02 S4 社会停车场用地 1054.2            

K-03 G1 公园绿地 914.8            

K-04 B1 商业设施用地 1257.0  1914.4  1.52  38% 10% 24 

L 地

块 

L-01 R/B 商住用地 7856.8  44295.0  5.64  44% 8% 80 

L-02 H41(现状保 军区用地 18610.6  61946.2  3.33  25% 30% 60 

留) 

L-03 R22 服务设施用地 3087.0  2986.9  0.97  33% 35% 60 

L-04 R2 二类居住用地 2394.0  5151.0  2.15  35% 20% 60 

L-05 R2 二类居住用地 7637.5  21140.0  2.77  34% 25% 60 

L-06 U22 环卫设施用地 570.3  282.1  0.49  30% 35% 24 

L-07 G2 防护绿地 984.1            

L-08 R/B 现状 二类居住用地 12976.9  19814.5  1.53  31% 15% 54 

L-09 R/B 现状 二类居住用地 5676.8  22580.0  3.98  45% 15% 54 

L-10 R2 现状 二类居住用地 7300.1  21980.0  3.01  45% 15% 54 

 



前期理解篇2 Project  UnDerstanD





    本项目位于楚雄市鹿城核心片区的大西门片区内。项目位于靠近彝海公园东侧，交通便利，自然环境优美。地块东至信义街，北

靠西园路，西邻环城西路，南至环城西路；地形呈梭子型。

    本次设计片区位于城市总体规划的中心组团中的鹿城综合居住片区，周边分别被城北、城南及茶花谷组团包裹，同时紧靠城市综

合发展轴的商业服务中心，是楚雄市极为核心的中心片区。

城市区位分析  Location Analysis

云南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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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HUXIONGSHI  XIMENG  XIAOQU  XIUJIANXING  XIANGXI  GUIHUA  SHEJI （bAOSHEN  GAO）



上位规划解读    Planning interpretation

1. 从总体规划来看，大西门片区位于城市发展主

轴及沿主轴布局的商业服务中心的位置，同时该

片区位于城市景观轴中的鹿城南、北路景观轴的

交叉节点；片区无论是在空间结构和城市风貌景

观带来的角度来看，都处于极为关键的核心区域。

2. 在上位大西门片区的城市设计中，依据现状的

历史老街、地形地貌等重新梳理了该区位的道路

交通、功能布局、绿化景观及历史片段的复原展现。

打通了位于米市街、云泉街上西山公园至福塔的

视线景观通廊。对大西门片区进行了精心的策划

和研究。

3. 本次修建性详规充分贯彻上位规划和城市设计

的设计理念和设计措施，以提升城市片区风貌，

优化城市功能结构；改善片区居民生活，完善配

套服务措施；优化城市交通组织，增加地下停车

空间；挖掘历史遗存片段，展现片区文化底蕴为

目标进行从微观到宏观的精细规划设计。

上位规划解读：

CHUXIONGSHI  XIMENG  XIAOQU  XIUJIANXING  XIANGXI  GUIHUA  SHEJI （bAOSHEN  GAO）



基地现状图    Base status

1. 大西门片区位于楚雄中心组团的鹿城综合片区，由于历史原因

等问题，区域内棚户区大部分房屋建成较早，历史久远，存在“失

修老旧、布局不合理、功能不完善、安全隐患多”等问题。

2. 片区内基础配套设施缺失，环境卫生、消防安全等问题突出；

同时供水电力系统杂乱等现象严重、污水横流、垃圾成堆、极大

地降低了居民的生活质量，影响了城市的整体面貌，居民生活品

质亟待提升。

3. 老城区道路网不完善，穿越老城区的交通缺少有效分流，片区

内停车场所严重缺乏，交通拥堵、停车难等问题日益突出。

规划范围用地约 275288 平方米
(413 亩 )

CHUXIONGSHI  XIMENG  XIAOQU  XIUJIANXING  XIANGXI  GUIHUA  SHEJI （bAOSHEN  GAO）



现状历史风貌    Base status

以上现有历史建筑均为木结构，局部雕刻精致，均能很好的反映老市井文化的建筑风貌

设计目标：结合上位规划，本阶段将更深层次地刻画西门片区老楚雄市井文化和坊间文化！

观象街 28 号

怀象街 13 号

和平街 38 号

CHUXIONGSHI  XIMENG  XIAOQU  XIUJIANXING  XIANGXI  GUIHUA  SHEJI （bAOSHEN  GAO）



效果展示篇3 effect Diagram



用地平衡表    Land balance sheet

行政办公用地

文化设施用地

二类居住用地

服务设施用地

居住兼商业用地

商业设施用地

公园绿地

防护绿地

广场用地

公园绿地兼广场用地

广场兼交通站场用地

社会停车场用地

环卫设施用地

军区用地

CHUXIONGSHI  XIMENG  XIAOQU  XIUJIANXING  XIANGXI  GUIHUA  SHEJI （bAOSHEN  GAO）



总平面图    General plan



总平面图    General pla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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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地块指标    Sub block index



   从楚雄县志资料考证来看，大西门片区在明清的格局基本延续至今，其中米市街为横贯东西的主要街道，后街与铜店街（今环城西路）为联系古山街分别接化官桥和福仁门的主要街道，总体构成

十字交叉的肌理结构。同时米市街、古山街、观象街（官巷街）等街道名称一直沿用至今。另县志注明，原西城外有众多牌坊，包括里仁坊、比邻坊、德礼坊等牌楼，表明了片区原街巷道路极为丰富。

   规划在满足合理的城市交通的情况下，把历史街巷最大可能的做了保留，局部进行梳理调整，避免丁字路、工字路、五路口等容易造成交通拥挤甚至事故的道路方式。

   另外基地内现存的古井古树在规划中将保留下来，一些有价值的构建保存较好的建筑也可保留下来，或者作为构建保留下来运用到新建的建筑中去。

设计理念    Design concept

保留历史街巷，复原历史遗迹



设计理念    Design concept

历史街巷肌理复原

现状街巷
市井文化的传承

新建街巷



历史遗迹复原图    Restoration of historical relic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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东侧鸟瞰图  Aerial view of the East



南侧鸟瞰图  Aerial view of the South



老街 -风貌控制区透视图  Old Street Perspective



古树保护透视图  Perspective of Ancient tree



古井保护透视图  Perspective of Furui



商业广场 -风貌协调区透视图 1  Perspective of Street Perspective



商业广场 -风貌协调区透视图 2  Perspective of Street Perspective



商业广场 -风貌协调区透视图 3  Perspective of Street Perspective



商业广场 -风貌协调区透视图 4  Perspective of Street Perspective



中心戏台透视图  Perspective of central stage



牌坊透视图 1  Central Street gate Perspective



牌坊透视图 2  Central Street gate Perspective



牌坊透视图 3  Central Street gate Perspective



上位规划篇4Planning interPretation



上位规划 -设计范围衔接    Planning interpretation

鹿城西路

环城西路

灵
秀
路

鹿城西路

鹿
城
南
路八

一
路

鹿
城
南
路

上位规划设计范围 本轮规划设计范围

    本轮西门小区修建性详细规划的工作范围基于上一轮城市设计指定的重点核心区范围进行了扩大。具体范围：东至信义街，北靠

西园路，西邻环城西路，南至环城西路，总用地范围面积约 275288.0m2, 合 413 亩。其中包含市政道路用地面积 84.6 亩，景观绿化

广场面积 32.0 亩，建设用地面积 296.4 亩。

    建设用地中包含保留现状用地面积63.4亩，军区用地28.0亩，实际可建设用地为205亩。实际可建设范围中，具体内容涉及商业、

住宅、公建配套服务设施等，整体容积率做到了 2.06 左右。

CHUXIONGSHI  XIMENG  XIAOQU  XIUJIANXING  XIANGXI  GUIHUA  SHEJI （bAOSHEN  GAO）



上位规划 -规划用地衔接    Planning interpretation

上位规划用地 本轮规划用地

    上位城市设计通过提升片区功能结构，打通主要道路，提升整治原有混杂的居住空间，挖掘公共绿化空间，增加配套设施及停车

等市政设施，营造以旅游功能为主导的综合片区。

    本轮修建性详细规划基本延续上位城市设计的用地性质，但适当增加设计范围后，相应增加了居住用地，同时也更加明确了公共

服务设施用地。

CHUXIONGSHI  XIMENG  XIAOQU  XIUJIANXING  XIANGXI  GUIHUA  SHEJI （bAOSHEN  GAO）



上位规划 -产业业态衔接    Planning interpretation

上位产业业态 本轮产业业态

民
宿
坊

回
民
坊

宜人住宅

高尚住宅

商业商务中心

宜人住宅

宜人住宅

宜人住宅

美食工坊
创意坊

古玩市场

曲艺风俗坊

特
产
坊

    上位城市规划旨在商业业态多元融合，通过把旅游观光、历史文化展示、休闲娱乐、餐饮娱乐、创意展示、商贸和居住功能

进行多元融合，吸引本地居民、外来游客和周边商务办公人群，使得片区的有机更新充满活力。同时大西门片区周边景观资源丰富，

特别是西山公园景区，节假日吸引本地市民及外地游客前来，充分利用其特有的资源优势，以旅游商业为依托，从而形成互补。

    本阶段修建性详细规划工作按地块用地性质及功能组团的划分，以上位城市设计为依据，形成了民宿坊、曲艺风俗坊、回民坊、

美食工坊、创意坊、特产坊、宜人住宅等功能，同时结合古建商业步行区域植入古玩市场，提升整个片区的历史韵味。

宜人住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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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位规划 -动态交通衔接    Planning interpretation

    上位城市规划，对原有路网进行了一下调整：1. 局部调整信义街道路红线，宽度调整至 16 米，保持与怀象街道路宽度一致；2. 优化环城西路线型，道路红线宽度调整至 24 米 3. 将中大街打通

与环城西路相联，缓解交通压力。片区外围主要机动车流主要通过南北向环城西路、信义街—怀象街进行双向组织，东西向主要通过中大街、米市街 - 云泉街进行双向组织。片区内各个区块考虑分

街坊单向组织机动车车流，沿主要道路为接待对外客流交通，后巷为店铺货流交通，接城市主次干道通过右进右出形式进行组织。

    本轮修建性详细规划的动态交通体系以上位城市规划为基础，在此基础上对内部路网进行了优化设计，修复历史街巷肌理，增加支路路网密度。以中大街为界，中大街以北包括怀象街、小栅栏

巷、古山街、和平街、观象街等街巷，将街巷划分为 9 个街坊；南侧包括米市街、凤鸣街、信义街等街巷，将街区划分为 8 个街坊区块。其中南北向串联两大街区主要通过古山街 - 和平街 - 凤鸣街

进行串联，东西向街区主要通过米市街 -云泉街及规划支路进行串联，其他根据现有肌理进行街巷梳理打通。

城市次干道

城市支路（全天通行）

城市支路（10-21 点禁止机动车通行）

步行兼消防通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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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位规划 -静态交通衔接    Planning interpretation

上位静态交通 本轮静态交通

    上位城市规划外围主要道路为机动车通行路段，内部核心区块则以控制通行路段为主，早晚高峰外禁止机动车通行，其他时

段以步行为主。通过交通管控手段达到合理的人车分流。同时规划于北中南三处设置公共停车场，并尽量挖掘地下空间利用潜力，

提高社会停车场比重，规划共设置地下停车泊位约 981 个，其中沿米市街两侧为整体连片开发。

    本轮修建性详细规划的静态交通体系延续上位规划的道路通行按时段管控措施，有效实现合理区域的人车分流。同时因先阶

段开发强度的适当提升，停车数量需求增加明显，现方案以中大街为界限，根据地面车库出入口的合理位置选择，形成几个片区

的地下车库，停车数量达 2800 个，可最大程度的满足片区多层商业、居住及配套公建的停车需求。

1# 停车库
停车位 680 个

2# 停车库
停车位 400 个

4# 停车库
停车位 890 个

3# 停车库
停车位 340 个

6# 停车库
停车位 240 个 5# 停车库

停车位 250 个

82P

82P

6P

7P

3P

5P

3P

CHUXIONGSHI  XIMENG  XIAOQU  XIUJIANXING  XIANGXI  GUIHUA  SHEJI （bAOSHEN  GAO）



上位规划 -空间绿化景观衔接    Planning interpretation

上位空间绿化景观 本轮空间绿化景观

    上位规划总体空间结构形成“两轴四核多点”的空间格局，其中：“两轴”主要沿凤鸣街、古山街形成的贯穿南北街区的游

览空间，同时沿中部云泉街及米市街形成西山公园对景轴线，打造景观大道。“四核”分别为北区街区的入口广场节点及回民广

场节点，南部为沿中大街设置的民俗文化中心及南侧游客集散中心节点。

    本轮修建性详细规划延续上位规划的城市空间景观构架，并在此基础上对各个广场节点进行了景观细化。同时引入水系，打

造宜人的亲水空间。

    上位规划总体空间结构形成“两轴四核多点”的空间格局，其中：“两轴”主要沿凤鸣街、古山街形成的贯穿南北街区的游

览空间，同时沿中部云泉街及米市街形成西山公园对景轴线，打造景观大道。“四核”分别为北区街区的入口广场节点及回民广

场节点，南部为沿中大街设置的民俗文化中心及南侧游客集散中心节点。

    本轮修建性详细规划延续上位规划的城市空间景观构架，并在此基础上对各个广场节点进行了景观细化。同时引入水系，打

造宜人的亲水空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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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位规划 -公共服务配套设施衔接    Planning interpretation

上位公共服务配套设施 本轮公共服务配套设施

    上位规划在其设计范围内，根据整合提升保障性服务设施的原则，按规划方案约 4500 户进行测算。区域范围内共涉及行政服务、教育、医疗卫生、文体、农贸市场及市政设施等内容。

    本轮修建性详细规划在现在的核心区范围内，对上位规划的要求进行了优化布局。本轮除了上位规划要求设置的垃圾收集房及垃圾收集点，还增设了两处垃圾中转站，并与两个公厕合建使用；

同时还根据两个社区用房需要回迁的要求，增设了两处行政办公用地，建设两处社区居委会大楼，内容包含社区办公室、青少年活动室、老年活动室、警务室、党建活动室、社会保障服务站、社区

服务站等功能。此外在核心区范围内因居住功能的增加，结合幼儿园 500 米的服务半径，取消保留现状西城幼儿园，新增两所 9班幼儿园，满足需求。区域内中小学则主要依托外围周边区块解决。

    注意：在本轮设计范围之外，靠环城西路一侧上位规划相应设置了农贸市场、社区卫生服务中心、社区体育健身点及 12 班幼儿园等其他公共服务设施，与核心区范围共同形成完善的服务设施

配套系统，提升片区的保障性服务质量。

500m

500m

垃

垃

垃

垃

垃

垃

垃

垃

垃

垃

垃

厕

厕

厕

厕
厕

厕

厕

厕

厕

厕

居

居

戏

P

P

幼

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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规划设计篇5Planning anD Design



功能分区规划图    Functional zoning plan

民
宿
坊宜人住宅

高尚住宅

商业商务中心

宜人住宅

宜人住宅

宜人住宅

美食工坊
创意坊

古玩市场

曲艺风俗坊

特
产
坊

回
民
坊

宜人住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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退界控制图    Bounded control chart

建筑退道路红线距离：多层建（构）筑物临城市道路后退道路红线≥ 3 米；高层建筑后退道路

红线距离≥ 5米，东侧地块退怀象街、信义街≥ 5米。 

规划范围线

建设用地红线

绿化广场用地红线

建筑控制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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平面定位规划图    Plane location map

规划范围线

定位坐标

CHUXIONGSHI  XIMENG  XIAOQU  XIUJIANXING  XIANGXI  GUIHUA  SHEJI （bAOSHEN  GAO）



竖向规划图    Vertical plan

规划范围线

设计标高

坡度坡长

室内正负零标高

    场地现状地势西高东低，南

高北低。整体地块东西向尺度约

300 米左右，南北向尺度为 900

米左右，南北高差场约 5 米，东

西高差约四米。地块内相对平整，

坡度缓和，道路较大的坡度局部

体现在中大街上及中大街与南北

两侧相邻地块。

    通过竖向设计，基本依据原

有地形标高的基础上梳理本地块，

做到外部与城市道路衔接通畅，

内部街道间以 2% 以内的缓坡为

主，提高地块与道路的通达性和

便利性，方便步行商业街的使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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交通组织规划图    Traffic organization planning

城市次干道

城市支路（全天通行）

城市支路（10-21 点禁止机动车通行）

步行兼消防通道

机动车出入口

地下车库出入口

    本地块在东侧怀象街、信义街，西侧环城西路，以及中部中大街均有机动车出入口。地块

内主要的交通动线贯穿南北，从北侧广场旁的西园路驶入，经过古山街向南转入和平街以致凤

鸣街，向西从规划路到达环城西路南侧。商业步行动线则从凤鸣街进入南侧的广场节点向西南

进入步行段，商业街的收尾对景是汉代的牌坊。在东西向上设置北、中、南三条机动车道贯穿

东西，以保证城市车辆的通畅。地块内路网较密，路宽较小，适宜分时段进行交通控制，高峰

期进行车辆管制，白天可为尺度适宜的商业步行街区，晚上可允许车辆通行穿过。

城市次干道标准横断面图

城市支路横断面图

街巷横断面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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道路命名规划图    Traffic organization planni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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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大街

云泉街

道路的命名

本轮规划的道路是依据现状路肌理的道路名来命名，命名时按照就近原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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商业街区规划图    Bussning street planning

一级商业街

二级商业街

三级商业街

街道宽度 16m

街道宽度 12m

街道宽度 6m

城市道路

一级商业街 (16m)

二级商业街 (12m)

三级商业街 (6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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静态交通规划图    Static traffic planning

规划范围线

地下室轮廓线

地上停车位

机械停车库

地下车库出入口

    现方案总共设置6处地下停车场，并利用少量机械停车的方式，最大程度的增加停车数量。
6处地下停车场也结合地面交通的出入口，合理设置地下车库通行口。
    大地下停车空间通过错位式的布局，最为便捷地为城市交通提供停车服务，总地下建筑面
积70380m2，共设置2800个机动车停车位，兼顾了住宅、商业、配套公建等综合功能的停车需求。

1# 停车库

2# 停车库

42P

82P

6P

7P

3P

3P

5P

4# 停车库

6# 停车库 5# 停车库

3# 停车库

1# 停车库平面图
本层建筑面积 16500m2

机动车停车位 680 个

3# 停车库平面图
本层建筑面积 13100m2

机动车停车位 340 个

2# 停车库平面图
本层建筑面积 8600m2

机动车停车位 400 个

4# 停车库平面图
本层建筑面积 18000m2

机动车停车位 890 个

5# 停车库平面图
本层建筑面积 6800m2

机动车停车位 250 个

6# 停车库平面图
本层建筑面积 7380m2

机动车停车位 240 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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无障碍规划图    Static traffic planning

无障碍户型（一层为无障碍户型）

无障碍车位

无障碍坡道

无障碍户型

6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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综合防灾规划图    Integrated disaster prevention planning

城市道路

消防流线（4m）

消防登高面

高层建筑

消防出入口

大型城市广场 (满足城市的临时和固定避难场所要求 )

    新建高层住宅为 8-18 层，耐火等级为二级，抗震设防烈度为 8度；

    新建多层住宅为 4-7 层，耐火等级为二级，抗震设防烈度为 8度；

    新建多层商铺为 1-3 层，耐火等级为二级，抗震设防烈度为 8度。

    本地块在东面、西面和南面、北面设机动车出入口，分别与城市道路相连，消防道路通过

不同的道路到达各个建筑。

防火间距：防火间距均满足消防要求。

消防车道：本地块商业步行街处及商业广场处设置隐形车道，宽度4米，与外围道路相连环通。

    本项目具体设 8处大型城市广场，满足城市的临时和固定避难场所要求。总避难场所面积

为 8000 ㎡，服务半径 2000 米，避难人员人均有效用地面积 2-3 平方米；可以提供 4000 人左

右临时和固定避难需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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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共设施规划图    Public facilities planni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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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市政公用设施的设计满足《城市居住区规划设计规范》的要求，规划配套必要的给水、排水、电

力、电信等生活必需设施。设置消控室、消防水池、水泵房、配电间、弱电机房等设备用房，利用地

形高差设置在地下室，有通道直通室外。遵从上位城市设计的统一规划，地块内设置2处九班幼儿园、

2 处垃圾中转站、2 处社区居委会以及其他便民服务设施。此外在商业地块内按公厕服务半径，设置

多处小型公厕，规划限定设置 60 平方米的公厕，不计入该地块容积率。此外按 70 米半径设置垃圾收

集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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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共设施规划图 -社区居委会    Public facilities planning

居

居

一层平面图

二层平面图 一层平面图

三层平面图
四层平面图

三层平面图 二层平面图

四层平面图
五层平面图

A-06-A1( 居委会 )

项目 数量 单位

建设用地面积 1590.2 m2

容积率 1.16

建筑密度 30%

绿地率 15%

建筑限高 24 m

地上建筑面积 1848.19 m2

I-02-A1( 居委会 )

项目 数量 单位

建设用地面积 1014.9 m2

容积率 1.71

建筑密度 33%

绿地率 21%

建筑限高 24 m

地上建筑面积 1736.05 m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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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共设施规划图 -幼儿园    Public facilities planning

A-04-R22( 九班幼儿园 )
项目 数量 单位

建设用地面积 3104.4 m2

容积率 0.89
建筑密度 30%
绿地率 35%
建筑限高 24 m

地上建筑面积 2771.43 m2

一层平面图 一层平面图

二层平面图 二层平面图

三层平面图 三层平面图

500m

500m

幼

幼

L-03-R22( 九班幼儿园 )
项目 数量 单位

建设用地面积 3087.0 m2

容积率 0.97
建筑密度 33%
绿地率 35%
建筑限高 24 m

地上建筑面积 2986.88 m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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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共设施规划图 -垃圾中转站 / 公厕    Public facilities planning

垃

垃

一层平面图 二层平面图 屋顶层平面图

B-06-U22( 厕 + 垃圾 )
项目 数量 单位

建设用地面积 655.1 m2

容积率 0.43
建筑密度 22%
绿地率 15%
建筑限高 24 m

地上建筑面积 282.08 m2

L-06-U22( 厕 + 垃圾 )
项目 数量 单位

建设用地面积 570.3 m2

容积率 0.49
建筑密度 30%
绿地率 35%
建筑限高 24 m

地上建筑面积 282.08 m2

CHUXIONGSHI  XIMENG  XIAOQU  XIUJIANXING  XIANGXI  GUIHUA  SHEJI （bAOSHEN  GAO）



空间景观规划图    Green space system planning

规划总体形成“两轴双核，三点两片”

  两轴：指南北向贯穿整个历史风貌片区的历史人文轴和沿西山公园延伸至怀象街的生态景观

轴。其中历史人文轴为沿现有街巷及慢行系统进行布置，串联各个功能片区节点；生态景观轴

为通过云泉街延伸打通的景观视廊通道，是街区联系西山公园景区和西门小区片区的核心通廊。

  双核：指位于北片历史风貌区围绕观象街历史广场景观塔的人文核心节点和南侧位于双轴交

叉口节点形成的景观核心节点。

  三点：分布指位于街区南北两侧的旅游集散中心及进入西山公园的门户节点。

  两片：为分布与中大街南北两侧的历史风貌商业街区。

历史人文轴

生态景观轴

景观主核心节点

景观空间节点

次要空间节点

南北历史风貌商业街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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绿地系统规划图    Green space system planning

规划范围线

景观水体 (总计面积 3000m2)

绿化草坪

CHUXIONGSHI  XIMENG  XIAOQU  XIUJIANXING  XIANGXI  GUIHUA  SHEJI （bAOSHEN  GAO）



给排水设计规划图    Municipal Pipeline Planning

给水管

污水管

雨水管

景观水体

水处理设备

清水池（有效容积 300m3)

S

W

Y

景观水体工程技术说明

1. 本工程景观环境用水水源采用山顶水库水。采用 DN80 引水管对清水池进行补水。

2. 景观水体总体积约为 1200m3,，水损失总量按 3% 计，损失量为 36m3/d。

3. 景观环境用水采用循环处理利用的方式，循环周期采用 2.5d，循环水量为 20m3/h。水池充

水时间按不超过 48h 控制，充水流量不小于 25m3/h。故补水泵流量取 25m3/h。

4. 水处理设备自用水量按 1% 计，即自用水量为 48m3/d。景观用水总补充水量为 84m3/d。

5. 设清水池有效容积 300m3，水处理设备处理能力 25m3/h。景观水出水经水处理设备处理后水

质满足《城市污水再生利用景观环境用水水质标准》，进入清水池储存，回用于景观用水。流

程图如上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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强电设计规划图    Municipal Pipeline Planning

地上 10kV 开闭所

地下 10/0.4kV 变电所

10KV 路径 (排管埋地或直埋 )

10KV 路径 (地下室沿桥架敷设 )

负荷等级

一级负荷：室外消防用水量大于 25L/s 的公共建筑的消防负荷；大型车库用电；

二级负荷：二类高层住宅的消防用电、主要通道及楼梯间照明用电、客梯、排污泵、生活水泵

用电；中型汽车库的用电；机械式停车设备的用电；

其余负荷为三级负荷。

一级负荷采用双路独立电源供电；二级负荷采用双回路市电电源供电；消防负荷电源末端切换。

负荷计算：总计算负荷为 32934kW, 总变压器安装容量为 41520kVA。

CHUXIONGSHI  XIMENG  XIAOQU  XIUJIANXING  XIANGXI  GUIHUA  SHEJI （bAOSHEN  GAO）



弱电设计规划图    Municipal Pipeline Planning

弱电路径
沿道路采用弱电排管敷设，地块内埋地或在地下室弱电桥架敷设

    本工程各区块地下室内设有电信、广电、无线通讯总机房各一个，所有通讯及电视信号均

由总机房提供。各区块弱电由市政弱电网接入。在道路下或覆土层敷设的弱电管线埋深不小于

0.7m。

CHUXIONGSHI  XIMENG  XIAOQU  XIUJIANXING  XIANGXI  GUIHUA  SHEJI （bAOSHEN  GAO）



日照分析图    Sunshine analysis

一 :地理位置 :云南省楚雄市
二 :日照标准 :冬至日
三 :日照时间段 :9： 00-15: 00（真太阳时）
四 :太阳光相对水平测试面的有效入射角不加
以限制
五 :统计时间 :时间间隔 1分钟，按连续时间
计算
六 :软件为众智 9.0.1 日照分析软件，分析为
多点分析
七 :计算高度 :窗台高度 0.9m

经计算，新建住宅建筑满足日照规范连续一小
时日照要求。

0小时

1小时

2小时

3小时

4小时

5小时

6小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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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照分析图    Sunshine analysis

一 :地理位置 :云南省楚雄市
二 :日照标准 :冬至日
三 :日照时间段 :9： 00-15: 00（真太阳时）
四 :太阳光相对水平测试面的有效入射角不加以限制
五 :统计时间 :时间间隔 1分钟，按连续时间计算
六 :软件为众智 9.0.1 日照分析软件，分析为多点分析
七 :计算高度 :窗台高度 0.9m

经计算，新建幼儿园建筑满足日照规范连续三小时日照要求。

0小时

1小时

2小时

3小时

4小时

5小时

6小时

幼儿园

幼儿园

L-03-R22( 九班幼儿园 )

A-04-R22( 九班幼儿园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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规划导则篇
gUiDelines  Planning6



建筑风貌控制    GUIDELINES  PLANNING

传统风貌控制区

风貌协调过渡区

现代风貌展示区

传统风貌控制区

现代风貌展示区

风貌协调过渡区

传统风貌控制区

现代风貌展示区

现代风貌展示区

风貌协调过渡区

风貌协调过渡区

现代风貌展示区



立面材质控制    GUIDELINES  PLANNING

位置示意

花窗 鹰翅 木格门马头墙 花窗 白墙屋脊 青瓦

传统风貌控制区建筑立面图



立面材质控制    GUIDELINES  PLANNING

青瓦 木格门 花窗 屋脊青灰色面砖马头墙

位置示意

风貌协调过渡区建筑立面图



立面材质控制    GUIDELINES  PLANNING

大面积玻璃

深木色格栅

木色铝构件

青灰色面砖

白墙

青瓦

位置示意



立面材质控制    GUIDELINES  PLANNING

位置示意

青瓦 灰色铝板 灰色铝板青灰色面砖 木色铝构件木色铝构件 青灰色面砖大面积玻璃



立面材质控制    GUIDELINES  PLANNING

位置示意

白色涂料

青灰色面砖

玻璃门窗

青瓦

屋脊



地块现状 规划地块编号 位置索引

现状建筑指标 开发引导目标 其他指引

    A 区地块中 A-01、A-02、A-03 
、A-05 为二类居住用地，建筑宜采
用坡屋顶形式，立面色彩饱和度不
宜过高，应与整个片区的多层部分
协调，住宅地块内部按城市技术规
定设置相应的物业管理用房、垃圾
收集点等配套设施；A-04 及 A-06 地
块分别为幼儿园和社区居委会，结
合城市道路设置各自的广场空间。

    A 区地块中剩余几处用地为景观绿
化广场，其中 A-10 宜设置步行街巷广
场，作为街区连通道，A-08/A-09 为防
护绿地，宜结合住宅或幼儿园的围墙设
置历史文化展窗。
    A 区地块整体开发地下停车空间，
可采取机械停车方式，配置约 680 个停
车位，同时设置相应的消防水池、设备
用房等。

空间效果意向 空间引导意向 地块建议指标

规划导则    GUIDELINES  PLANNING

空

间

意

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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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块现状 规划地块编号 位置索引

现状建筑指标 开发引导目标 其他指引

    B 区地块中 B-01- 05 为商住用

地，功能上一层设置为商业功能，二

层及以上宜设置住宅功能，消防疏散

应满足规范要求。B-06 为环卫设施

用地，兼顾公厕和垃圾中转站功能，

外围墙采用绿植形式。

    B 区地块中 B-04/05 地块处于建筑
风貌控制区，建筑风格须严格执行汉式
建筑形式，展现汉式古建街巷韵味。与
此处地块相邻的控制区之外的地块界
面，应采用传统元素进行过渡。
    B-07 地块为城市广场，与 C-12 地
块整合，设置西门古城的牌坊，作为西
城门的最大节点空间。景观宜采用传统
元素，设置水景。

空间效果意向 空间引导意向 地块建议指标

规划导则    GUIDELINES  PLANNING

空

间

意

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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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块现状 规划地块编号 位置索引

现状建筑指标 开发引导目标 其他指引

    C 区地块中 C-01、C-02、C-03、

C-05、C-07 为商住用地，功能上一

层设置为商业功能，二层及以上宜

设置住宅功能，消防疏散应满足规

范要求。C-04、C-06、C-08、C-09

为商业功能。其中 C-04 地块中应设

置一处不小于 60 ㎡的公共厕所。

    C 区地块中 C-05-09 地块处于建筑
风貌控制区，建筑风格须严格执行汉式
建筑形式，展现汉式古建街巷韵味。与
此处地块相邻的控制区之外的地块界
面，应采用传统元素进行过渡。
    C-12 地块为城市广场，与 B-07 地
块整合，设置西门古城的牌坊，作为西
城门的最大节点空间。景观宜采用传统
元素，设置水景。此外，C-01-C-04 地
块整体设置地下停车空间，可采用机械
停车位，设置约 400 个停车位。

空间效果意向 空间引导意向 地块建议指标

规划导则    GUIDELINES  PLANNING

空

间

意

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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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块现状 规划地块编号 位置索引

现状建筑指标 开发引导目标 其他指引

    D 区地块中 D-02、D-03、D-04

为商住用地，功能上一层设置为商

业功能，二层及以上宜设置住宅功

能，消防疏散应满足规范要求。D-01

为商业功能。其中 D-02 地块中应设

置一处不小于 60 ㎡的公共厕所。

    D 区地块中 D-03、D-04 地块处于
建筑风貌控制区，建筑风格须严格执行
汉式建筑形式，展现汉式古建街巷韵味。
与此处地块相邻的控制区之外的地块界
面，应采用传统元素进行过渡。
    D-09 地块为城市广场，与 G-06 地
块整合，设置一处牌坊，作为与西山公
园相呼应的景观广场节点空间。景观宜
采用传统元素，设置休憩座椅。其余防
护绿地宜设置水景，美化城市界面。

空间效果意向 空间引导意向 地块建议指标

景

观

意

向

规划导则    GUIDELINES  PLANNI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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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块现状 规划地块编号 位置索引

现状建筑指标 开发引导目标 其他指引

    E 区地块中 E-02、E-03 为商住
用地，功能上一层设置为商业功能，
二层及以上宜设置住宅功能，消防疏
散应满足规范要求。E-01、E-01 为
商业功能。其中 E-03 地块中应设置
一处不小于 60㎡的公共厕所。此外，
E区和 H区整体开发地下空间，设置
约 890 个车位，并与对面地块地下
室联通。

    E 区地块中 E-02、E-04 地块处于
建筑风貌控制区，建筑风格须严格执行
汉式建筑形式，展现汉式古建街巷韵味。
与此处地块相邻的控制区之外的地块界
面，应采用传统元素进行过渡。
     E-05 地块为城市广场，与 F-03
地块景观形式呼应，作为与西入口的景
观广场节点空间。其余防护绿地宜设置
水景，美化城市界面。

空间效果意向 空间引导意向 地块建议指标

空

间

意

向

规划导则    GUIDELINES  PLANNI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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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块现状 规划地块编号 位置索引

现状建筑指标 开发引导目标 其他指引

    F 区地块中 F-01、E-01 为商业

功能，商业宜采用大商场形式。其中

F-01 地块中应设置一处不小于 60 ㎡

的公共厕所。地块东侧靠近现状军

区应设置一条不下于7米的双车道，

满足消防及商业货流要求。此地块

与 L-01 地块应整体设置地下空间，

设置约 340 个停车位。

    F 区地块处于现代风貌展示区，但

屋顶形式宜采用坡屋顶。F-03、F-04、

F-05 地块为城市广场，应兼顾商业功

能，与地块内部人流组织相结合。

空间效果意向 空间引导意向 地块建议指标

规划导则    GUIDELINES  PLANNING

空

间

意

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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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块现状 规划地块编号 位置索引

现状建筑指标 开发引导目标 其他指引

    G 区地块中 G-01、G-02、G-03、

G-04 为商住用地，功能上一层设置

为商业功能，二层及以上宜设置住

宅功能，消防疏散应满足规范要求。

其中 G-01 地块中应设置一处不小于

60 ㎡的公共厕所。

    G 区地块中 G-01、G-02 地块处于
建筑风貌控制区，建筑风格须严格执行
汉式建筑形式，展现汉式古建街巷韵味。
与此处地块相邻的控制区之外的地块界
面，应采用传统元素进行过渡。
    G-06 地块为城市广场，与 D-09 地
块整合，设置一处牌坊，作为与西山公
园相呼应的景观广场节点空间。景观宜
采用传统元素，设置休憩座椅。其余防
护绿地宜设置水景，美化城市界面。

空间效果意向 空间引导意向 地块建议指标

景

观

意

向

规划导则    GUIDELINES  PLANNI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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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块现状 规划地块编号 位置索引

现状建筑指标 开发引导目标 其他指引

    H 区地块中 H-01、H-03、H-04
为商住用地，功能上一层设置为商
业功能，二层及以上宜设置住宅功
能，消防疏散应满足规范要求。H-02
为文化设施，设置为戏楼建筑，建
筑形制应采用汉式古建风格。

    H 区地块中 H-02、H-04 地块处于
建筑风貌控制区，建筑风格须严格执行
汉式建筑形式，展现汉式古建街巷韵味。
与此处地块相邻的控制区之外的地块界
面，应采用传统元素进行过渡。H-05
宜设置街巷空间，建议设置水系景观。
    此外，H区和 E区整体开发地下空
间，设置约 890 个车位，并与对面地块
地下室联通。

空间效果意向 空间引导意向 地块建议指标

规划导则    GUIDELINES  PLANNING

空

间

意

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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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块现状 规划地块编号 位置索引

现状建筑指标 开发引导目标 其他指引

I区地块中I-01、I-04为商住用地，

功能上一层设置为商业功能，二层

及以上宜设置住宅功能，消防疏散

应满足规范要求。I-02 为行政办公

用地，设置社区居委会，I-05 为社

会机械停车场兼做商业广场，机械

设备采购成品，设备外围通过垂直

绿化美化处理，高度不宜大于 15米。

I区地块处于风貌协调区，应适当植入

传统元素，同时与控制区相邻界面，应

充分体现汉式建筑元素。I-03 地块为

保留凤鸣花园，建筑立面通过改造处理

与新建建筑相协调。

空间效果意向 空间引导意向 地块建议指标

规划导则    GUIDELINES  PLANNING

空

间

意

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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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块现状 规划地块编号 位置索引

现状建筑指标 开发引导目标 其他指引

J区地块中J-01、J-02为商住用地，
功能上一层设置为商业功能，二层
及以上宜设置住宅功能，消防疏散
应满足规范要求。J-03、J-04 地块
为二类居住用地，按城市技术管理
规定设置垃圾收集点、物业管理等
配套设施。J-05、 J-06 、J-09 三
地块景观应整体设计，形成景观水
系广场。同时在 J-05 地块设置一个
牌坊。

J区地块处于风貌协调区，高层住宅宜

采用坡屋顶形式，立面色彩饱和度不宜

过高，应传统古建部分相互融合。此处

整体设置地下空间，设置约 240 个停车

位，并与对面地块相连。

空间效果意向 空间引导意向 地块建议指标

规划导则    GUIDELINES  PLANNING

空

间

意

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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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块现状 规划地块编号 位置索引

现状建筑指标 开发引导目标 其他指引

K区地块中 K-04 为商住用地，功能

上一层设置为商业功能，二层及以上

宜设置住宅功能，消防疏散应满足

规范要求。K-02 地块为城市公共停

车场，设计机械停车和地面无障碍

停车位。K-01 地块为保留住宅，建

议后续立面改造设计，平改坡处理。

K区地块处于风貌协调区，住宅宜采用

坡屋顶形式，立面色彩饱和度不宜过高，

应传统古建部分相互融合。

空间效果意向 空间引导意向 地块建议指标

规划导则    GUIDELINES  PLANNING

空

间

意

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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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块现状 规划地块编号 位置索引

现状建筑指标 开发引导目标 其他指引

    L 区地块中 L-01 为商住用地，
建议设置 4层左右的商业空间，住宅
楼靠南侧布置。L-02 地块为现状军
区用地，考虑到搬迁难度较大，总体
指标将此块用地单列，今后独立开
发地下及地上空间。L-03为幼儿园，
设置 9班规模；L-04/05 地块为二类
居住功能，按城市技术管理规定设置
垃圾收集点、物业管理等配套设施。
L-06 为公厕及垃圾中转站。

    L 区地块处于现代风貌展示区，住

宅宜采用坡屋顶形式，立面色彩饱和度

不宜过高，应传统古建部分相互融合。

L-08/09/10 地块建筑质量较新，立面

可适当刷新处理即可。

空间效果意向 空间引导意向 地块建议指标

规划导则    GUIDELINES  PLANNING

空

间

意

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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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块现状 规划地块编号 位置索引

空间效果意向 地块详细指标

规划导则 -现状军区    GUIDELINES  PLANNI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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规划导则    GUIDELINES  PLANNI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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规划导则    GUIDELINES  PLANNI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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规划导则    GUIDELINES  PLANNI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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景观设计篇
lanDscaPe Design7



历史景观文脉    Historical landscape context 

地景文化元素

楚雄梯田景观 楚雄歌舞渊源 楚雄州锦绣江山

——将楚雄的地形地貌、特色地形等元素融会贯通到商业街的竖向设计与铺装设计当中；
——将古代生活的声乐歌舞情景再现，展示楚雄的多元民族文化、市井文化；
——结合楚雄的金沙江、元江、石寨山等自然元素，呈现高原江南，凸显山水特色。

历史文化元素
自然特色元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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景观设计理念    Landscape design concept 

西山护城，水脉融城，  
古树成荫，乐贯古今

建筑之间清溪

山——景观规划延续西山公园景观轴线，打造集生态消纳、景观游憩与文化特色于一体的视觉通廊横轴，
与场地中央水街纵轴相互交织，共同构成片区核心景观带。

水——在项目基地顺应地形，编织水脉成网，存储雨水，循环使用，贡献弹性海绵城市。水系沿主要历史
街巷一侧纵向布局及顺应场地西山地势延续横向布局。依据场地特征设计了清溪、水街、水池、水瀑等景
观模式。

树——规划保留了场地古树名木若干，结合水系、绿地、铺地、围合院子等特色方式，存储文化记忆。街
区行道树及花卉等均选用地域乡土植物，彰显地域特色的同时，也便于维护。

乐——在项目基地典型公园广场节点设置了以音乐歌舞之乐为主题的景观，勾勒楚雄汉文化及市井文化记
忆。

景观广场

建筑之前水街

建筑之中水池 广场之中水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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沿主要街巷布局连续的水景，旱喷广场、潺潺小溪、叠石水景、滨水茶座和喷泉跌水等，灵动的水景不仅丰富了
商业街的休闲体验空间，也赋予了商业街鲜活生动的文化氛围。

景观水系规划    Landscape water system planning 

涌泉旱喷

雕塑跌水

曲水流觞

静水池面

涉水清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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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案在雨水收集的设计构思中，遵照“收集、净化、利用”的原则，依托一条贯穿场地南北的水系，充分利用基地现状和建筑设计，通过坡度设计将雨水导入到中心溪流中，多余的雨水会随着
溪流导入中心雨水收集池中，通过净化处理，可以浇灌场地的绿化。同时结合块状绿地和透水铺地设计，增加雨水的下渗，促进地下水的循环。

景观水系规划    Landscape water system planning 

城市水道 集水绿地

减流绿地 城市道路雨水坑塘

城市溪流

径流方向

调蓄塘

景观水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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节点空间景观意向    Node space landscape intention 

在项目基地北侧，设置萧鼓广场，取鼓“环形界面”隐喻场地文脉，主要展示汉代奏乐特色。景观设置有
旱喷水景、下沉式广场、环形树阵等，也可作为户外观演剧院。雨季下沉式广场可做海绵存蓄水，并提供
亲水活动。树池、景观柱、铺装等均体现楚雄地域文化特色。

图例

景观广场

涌泉溪流

幼儿园

院落镜池

古树含姿

2

4

4

5

3

1

1

2

3

4

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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节点空间景观意向    Node space landscape intention 

在项目基地东侧，通过 4 块广场共同打造商业主题广场，结合连续性清溪水景、
喷泉跌水、图腾柱阵意向等，共同打造气势恢宏的基地主入口景观。寓意吉祥如意，
福寿延绵，安居乐业。

图例

商业广场

观景塔

古井岁月

涉水小溪

跌水景墙

景观牌坊

1

1
2

3

4

5

6

2

3

4

5

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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节点空间景观意向    Node space landscape intention 

在项目基地东侧设置商业广场，春风拂过，音乐响起，水声景与编钟声景结合，
相映成趣。樱花大道在此停留延续，绽放绚烂姿采。

图例

景观水池

雕塑置石

涉水小溪

街头绿地

1

1

2

3

4

2

3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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节点空间景观意向    Node space landscape intention 

在项目基地西山一侧设置景观广场，延续西山生态绿廊。设置有静水池
面、开放铺地广场、跌水池、树阵广场、街旁游园等，供游人观演集会、
休闲游憩。

图例

静水池面

开放铺地广场

跌水池

街旁游园

树阵广场

景观牌坊

1

1

2

3

5

6

4

2

3

4

5

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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节点空间景观意向    Node space landscape intention 

在项目基地南侧设置铜乐广场，入口牌坊气势恢宏，场地内微地形处理灵感
来源于云南梯田景观，景观水系拾阶而下，场地生动而富有变化，如同铜乐
散发出的节奏与韵律。

图例

静水池面

景观牌坊

跌水池

树阵游园

覆地构筑物

1

2

1

5

4

3

2

3

4

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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节点空间景观意向    Node space landscape intention 

基地西侧四个道路节点广场组团连成了一个景观广场，丰富的水景
观与植被特色围合成适合不同茶座规模的小场地，为商铺带来丰富
的活力。

图例

游戏园

跌水茶座

楚雄院子

街旁游园

溪流茶座

时尚茶座

1

2

4

3

5

6

1

2

3

4

5

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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牌坊立面控制    Archway Facede Control

牌坊一说明：

    《楚雄县志》中摘录“德里坊，在西城外象街房街金殿”，根据此描述，我们在现规划怀象街城市广场处，设置一处牌坊，

最大限度地还原古街场景，名为“德里坊”，作为西门古城的入口节点之一。

    此牌坊设计高约 10米，宽约 12米，在材质选择上使用了混凝土、石材贴面以及黑色琉璃瓦，借鉴滇汉文化风格，并与“西

门片区的老市井文化”相统一结合，设计本着融会贯通的基本原则，打造出既符合当地又蕴含楚雄西门古城历史内涵的牌坊。

3m

钢筋混凝土、石材贴面 彩绘贴面 黑色琉璃瓦

3m 4m

10m

10m

6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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牌坊立面控制    Archway Facede Control

牌坊二说明：

    《楚雄县志》中摘录“华祝坊，在西城外米市街上今重修”，根据此描述，我们在现规划米市街城市广场，迎合西山公园

上下山道处，设置一处牌坊，最大限度地还原古街场景，名为“华祝坊”。

    此牌坊设计高约15米，宽约 17米，在材质选择上使用了混凝土、石材贴面以及黑色琉璃瓦，借鉴滇汉文化风格，并与“西

门片区的老市井文化”相统一结合，设计本着融会贯通的基本原则，打造出既符合当地又蕴含楚雄西门古城历史内涵的牌坊。

钢筋混凝土、石材贴面 彩绘贴面 黑色琉璃瓦

4m 4m 4m9m

15m

15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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牌坊立面控制    Archway Facede Control

牌坊三说明：

    《楚雄县志》中摘录“里仁坊，在西城外铜店街今殿”，根据此描述，我们在现规划云泉街街城市广场，设置一处牌坊，

最大限度地还原古街场景，名为“里仁坊”。

    此牌坊设计高约 11 米，宽约 12 米，在材质选择上使用了混凝土、石材贴面，借鉴滇汉文化风格，并与“西门片区的老市

井文化”相统一结合，设计本着融会贯通的基本原则，打造出既符合当地又蕴含楚雄西门古城历史内涵的牌坊。

3m 3m

钢筋混凝土、石材贴面

3m

12m

12m

5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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街巷步行道做法    Road inten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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景观铺地意向    Landscape paving intention 

1. 强调主题：铺装选择深色调的石材、青砖等，旨在强调与整体环境相协调的氛围；

2. 主次分明：在主要出入口以石材进行铺地设计，结合地面浮雕、铺地材质变化，起到强调入口的作用；

3. 注重细节：地面铺装要平坦：地面铺装要平坦，尽量减少高差的变化，地面不得已有高差变化时，做有明显的标志，如铺装色彩等；

4. 生态原则：大量采用透水砖等生态材料；

5. 注重连续性和整体性：铺装色彩要注意与建筑相协调，由于各家店铺立面设计五花八门，因此采用灰色为主色调铺装强化街道景观的连续性和整体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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植被配置意向    Vegetation disposition intention 

植物设计原则 
 
生态性——因地制宜，优先选用乡土植物，但不排斥经长期驯化适生性强的外来              
树种。注意季节性变化。

多样性——多样性植物种类运用来提高生态价值，采取以植物群落为主，乔木、
灌木和草坪地被植物相结合的多种植物配置形式。

功能性——植物的选择和配置形式与绿地的功能相协调。

特色性——选择当地具有观赏价值的植物种类，建立区域环境特色树种。植物种
类的搭配和规格的选择要充分考虑场地的环境氛围和空间尺度。

造价合理性——低维护、易管理树种。

植物设计——以现代风格和古代风格为基础，结合当地的乡土树种，采用简洁的
植物配置手法，营造大气热烈的商业氛围。

植物设计主题——打造“以人为本”，简洁大气，尊贵舒适的商业活动环境。

楚雄自然条件特点

楚雄气候宜人，属亚热带季风气候，但由于山高谷深，气候垂直变化明显。全市
总的气候特征是冬夏季短、春秋季长；日温差大、年温差小；冬无严寒、夏无酷暑；
干湿分明、雨热同季；日照充足，霜期较短；降水偏少，春夏旱重。

树种选择

楚雄有丰富的生物资源，其中植物资源种类繁多，尤其是花卉资源优势比较明显。

主要树种：天竺桂、樟树、小叶榕、二球悬铃木、大叶女贞、滇朴等。

次要树种：黄槐、杜鹃、樱花、银杏、攀枝花、山茶花、梅花等。

CHUXIONGSHI  XIMENG  XIAOQU  XIUJIANXING  XIANGXI  GUIHUA  SHEJI （bAOSHEN  GA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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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火灾自动报警系统采用集中型或控制中心型报警系统。需要设置火灾自动报警系统的各地块在地上一层设置消控室或消防控制中心，有直接对外的出口。
	包括以下子系统：
	1)、自动报警系统
	2)、消防联动控制系统
	3)、火灾应急广播与火灾警报系统
	4)、消防专用电话系统
	5)、火灾应急照明系统
	6)、电气火灾监控系统
	7)、消防电源监控系统
	8)、消防电源与系统接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