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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华人民共和国住房和城乡建设部

公告

第 1099 号

住房城乡建设部关于发布国家标准

《城市工程管线综合规划规范》的公告

现批准《城市工程管线综合规划规范》为国家标准，编号为

GB 50289 - 2016 ，自 2016 年 12 月 1 日起实施。其中，第

4. 1. 8 、 5. O. 6 、 5. O. 8 、 5. 0.9 条为强制性条文，必须严格执行。

原国家标准《城市工程管线综合规划规范)) GB 50289 - 98 同时

废止。

本规范由我部标准定额研究所组织中国建筑工业出版社出版

发行。

中华人民共和国住房和城乡建设部

2016 年 4 月 15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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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

根据住房和城乡建设部《关于印发 (2009 年工程建设标准规

范制订、修订计划〉的通知 ìì (建标[2009J88 号)的要求，规范编

制组经广泛调查研究，认真总结实践经验，参考有关国际标准和

国外先进标准，并在广泛征求意见的基础上，修订了本规范。

本规范主要技术内容是:1.总则; 2. 术语; 3. 基本规定;

4. 地下敷设; 5. 架空敷设。

本规范修订的主要技术内容是:

1.在管线种类上，新增了再生水工程管线，"电信"工程管

线改为"通信"工程管线。

2. 增加了术语和基本规定章节。

3. 结合现行国家标准，对规范中部分工程管线的敷设方式

进行了修改，区分了保护管敷设和管沟敷设。

4. 结合实际调研及国家现行标准，对工程管线的最小覆土

深度、工程管线之间及其与建(构)筑物之间的最小水平净距、

工程管线交叉时的最小垂直净距、架空管线之间及其与建(构)

筑物之间的最小水平净距和交叉时的最小垂直净距局部进行了

修订。

本规范中以黑体字标志的条文为强制性条文，必须严格

执行。

本规范由住房和城乡建设部负责管理和对强制性条文的解

释，由沈阳市规划设计研究院负责具体技术内容的解释。执行过

程中如有意见或建议，请寄送沈阳市规划设计研究院《城市工程

管线综合规划规范》管理组(地址:辽宁省沈阳市南三好街 1

号，邮编 110004) 。

本规范主编单位:沈阳市规划设计研究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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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规范参编单位:昆明市规划设计研究院

本规范主要起草人员:檀星王建伟周易冰关增义

李少宇李亚张俊宝

本规范主要审查人员:郝天文徐承华李颜强王承东

张晓昕高斌王恒栋郑向阳

洪昌富全德良韩玉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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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总则

1. 0.1 为合理利用城市用地，统筹安排工程管线在地上和地下

的空间位置，协调工程管线之间以及工程管线与其他相关工程设

施之间的关系，并为工程管线综合规划编制和管理提供依据，制

定本规范。

1. O. 2 本规范适用于城市规划中的工程管线综合规划和工程管

线综合专项规划。

1. 0.3 城市工程管线综合规划应近远期结合，考虑远景发展的

需要，并应结合城市的发展合理布置，充分利用地上、地下空

间，与城市用地、城市交通、城市景观、综合防灾和城市地下空

间利用等规划相协调。

1. O. 4 城市工程管线综合规划除应符合本规范外，尚应符合国

家现行有关标准的规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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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术语

2.0.1 工程管线 engineering pipeline 

为满足生活、生产需要，地下或架空敷设的各种专业管道和

缆线的总称，但不包括工业工艺性管道。

2.0.2 区域工程管线 regional engineering pipeline 

在城市间或城市组团间主要承担输送功能的工程管线。

2.0.3 管线廊道 pipeline gallery 

在城市规划中，为敷设地下或架空工程管线而控制的用地。

2.0.4 覆土深度 earth depth 

工程管线顶部外壁到地表面的垂直距离。

2.0.5 水平净距 horizontal clearance 

工程管线外壁(含保护层)之间或管线外壁与建(构)筑物

外边缘之间的水平距离。

2.0.6 垂直净距 vertical clearance 

工程管线外壁(含保护层)之间或工程管线外壁与建(构)

筑物外边缘之间的垂直距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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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基本规定

3.0.1 城市工程管线综合规划的主要内容应包括:协调各工程

管线布局;确定工程管线的敷设方式;确定工程管线敷设的排列

顺序和位置，确定相邻工程管线的水平间距、交叉工程管线的垂

直间Ji!e; 确定地下敷设的工程管线控制高程和覆土深度等。

3.0.2 城市工程管线综合规划应能够指导各工程管线的工程设

计，并应满足工程管线的施工、运行和维护的要求。

3.0.3 城市工程管线宜地下敷设，当架空敷设可能危及人身财

产安全或对城市景观造成严重影响时应采取直埋、保护管、管沟

或综合管廊等方式地下敷设。

3.0.4 工程管线的平面位置和竖向位置均应采用城市统一的坐

标系统和高程系统。

3.0.5 工程管线综合规划应符合下列规定:

1 工程管线应按城市规划道路网布置;

2 各工程管线应结合用地规划优化布局;

3 工程管线综合规划应充分利用现状管线及线位;

4 工程管线应避开地震断裂带、沉陷区以及滑坡危险地带

等不良地质条件区。

3. O. 6 区域工程管线应避开城市建成区，且应与城市空间布局

和交通廊道相协调，在城市用地规划中控制管线廊道。

3. O. 7 编制工程管线综合规划时，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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宜按下列规定处理:

1 压力管线宜避让重力流管线;

2 易弯曲管线宜避让不易弯曲管线;

3 分支管线宜避让主干管线;

4 小管径管线宜避让大管径管线;

5 临时管线宜避让永久管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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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地下敷设

4.1 直埋、保护管及管沟敷设

4. 1. 1 严寒或寒冷地区给水、排水、再生水、直埋电力及温燃

气等工程管线应根据土壤冰冻深度确定管线覆土深度;非直埋电

力、通信、热力及干燃气等工程管线以及严寒或寒冷地区以外地

区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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覆士深度。

工程管线的最小覆士深度应符合表 4. 1. 1 的规定。当受条件

限制不能满足要求时，可采取安全措施减少其最小覆士深度。

表 4. 1. 1 工程管线的最小覆土深度 (m)

电力管线 通信管线

给水 排水
再生 直埋及 直埋

燃气
管线名称

管线 管线
水管 保护 塑料、 钢保 热力

管线
管沟

线
直埋

管 混凝土 护管 管线

保护管

最小 非机动车道
0.60 O. 60 0.60 O. 70 O. 50 0.60 O. 50 O. 70 0.60 

覆士 (含人行道)

深度

机动车道 O. 70 O. 70 O. 70 1. 00 O. 50 O. 90 0.60 1. 00 0.90 0.50 

注:聚乙烯给水管线机动车道下的覆士深度不宜小于1. OOm。

4. 1. 2 工程管线应根据道路的规划横断面布置在人行道或非

机动车道下面。位置受限制时，可布置在机动车道或绿化带

下面。

4. 1. 3 工程管线在道路下面的规划位置宜相对固定，分支线少、

埋深大、检修周期短和损坏时对建筑物基础安全有影响的工程管

4 



线应远离建筑物。工程管线从道路红线向道路中心线方向平行布

置的次序宜为:电力、通信、给水(配水)、燃气(配气)、热

力、燃气(输气)、给水(输水)、再生水、污水、雨水 0

4. 1. 4 工程管线在庭院内由建筑线向外方向平行布置的顺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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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信、污水、雨水、给水、燃气、热力、再生水。

4.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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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0m 的城市干道宜两侧布置配水、配气、

通信、电力和排水管线。

4. 1. 6 各种工程管线不应在垂直方向土重叠敷设。

4. 1. 7 沿铁路、公路敷设的工程管线应与铁路、公路线路平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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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限制时，其交叉角宜大于 600 0

4. 1. 8 河底敷设的工程管线应选择在稳定河段，管线高程应

按不妨碍河道的整治和管线安全的原则确定，并应符合下列

规定:

1 在 I 级-v级航道下面敷设，其顶部高程应在远期规划

航道底标高 2.0m 以下;

2 在M级、四级航道下面敷设，其顶部高程应在远期规划

航道底标高1. 0m 以下;

3 在其他河道下面敷设，其顶部高程应在河道底设计高程

。.5m 以下。

4. 1. 9 工程管线之间及其与建(构)筑物之间的最小水平净距

应符合本规范表 4.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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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应根据实际情况采取安

全措施后减少其最小水平净距。大于1. 6MPa 的燃气管线与其他

管线的水平净距应按现行国家标准《城镇燃气设计规范>> GB 

50028 执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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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表 4. 1. 9 工程管线之间及其与建{构)筑物之间的最小水平净距(m)

l 2 3 4 5 6 7 8 9 10 11 12 13 14 15 

给水管线 燃气管线 电力管线 通信管线 地上杆柱

铁钢轨路 1序 管线及建(构) 建 1可
再生

中压 次高压
直埋

通信 高压铁塔
道路 有轨

号 筑物名称 (构) d三三 d> 水、 水管 热力 直埋 保护
管 管沟 乔木 灌木

召明基础边
侧石 电车 (或

筑 2001 200 雨水 线 低压 管线 直埋道、 及<1 ~ 1 > 边缘 钢轨 坡
物 管线 管

通道口1口11 n立丑 B 1 A 1 B 1 A 10 I 35 I 35 脚)
kV I kV I kV 

l 建(构)筑物 1. 0 3.0 2. 5 1. 0 0.7 1. 0 1. 5 5.0 13.5 3.0 0.6 1. 0 1. 5 0.5 

z 给水管线 dζ、200口m 1. 0 
忙了; 1. 5 0.5 0.5 1. 0 1. 5 1. 5 0.5 1. 0 1. 5 1. 5 1. 0 0.5 3.0 2.0 5.0 

d>200rnrn 3.0 

3 污水、雨水管线 2.5 1. 01 1. 5 0.5 1. 0 1. 2 1. 5 2.0 1. 5 0.5 1. 0 1. 5 1. 5 1. 0 0.5 1. 5 1. 5 2.0 5.0 

4 再生水管线 1. 0 0.5 0.5 0.5 1. 0 1. 5 1. 0 0.5 1. 0 1. 5 1. 0 0.5 3.0 1. 5 2.0 5目。

低压
P< 0.7 1. 0 1. 0 

0.01MPa 

←一- ←一一
O. 01MPa~ 

B P三二 1. 0 
0.2MPa 0.5 0.5 1. 0 0.5 1. 0 0.5 1. 0 0.75 2.0 1. 5 

中 1. 2 1. 5 
压

燃 0.2MPa< 

5 气 A P三二 1. 5 DN~300mm O. 4 
管 0.4MPa DN>300mm O. 5 

1. 0 1. 0 2.0 5.0 

线
0.4MPa< 

B P~ 5.0 1. 0 1. 5 1. 0 1. 5 1. 0 1. 0 2.0 

次 0.8MPa 
高 1. 2 5.0 2.5 
压 0.8MPa< 

A P王二 13.5 1. 5 2.0 1. 5 2.0 1. 5 1. 5 4.0 
1. 6MPa 



续表 4. 1. 9 

1 2 3 4 5 6 7 8 9 10 11 12 13 14 15 

给水管线 燃气管线 电力管线 通信管线 地上杆柱

建 污 中压 次高压 通信
品!王铁塔 铁路

序 管线及建(构) 再生 直埋 基础边 道路有轨 钢轨
号 筑物名称 (构) d~ d> 水、 水管 热力 保护

管 管沟 乔木 灌木 照明 侧石 电车 (或
筑 200 200 雨水 线 低压 管线 直理 管

直埋 道、 及< 三三 > 边缘 钢轨 坡
物 盯江n π1口1 管线 B I A B I A 通道 ]j) 35 I 35 脚)

kV kV I kV 

(3.0 
6 直埋热力管线 3.0 1. 5 1. 5 1. 0 1. 0 1. 5 2.0 2.0 1. 0 1. 5 1. 5 1. 0 >330kV 1. 5 2.0 5.0 

5.0) 

直埋 0.5 0.25 O. 1 
<35kV 10.0 

7 电力管线 0.6 0.5 0.5 0.5 1. 0 1. 5 2.0 
0.5 1. 0 0.7 1. 0 2.0 1. 5 2.0 

(非电
二三35kV 气化

保护管 1. 0 。 l O. 1 
2.0 3.0) 

直理 1. 0 0.5 
<35kV 

8 通信管线 1. 0 1. 0 1. 0 1. 0 1. 5 1. 0 
0.5 

0.5 1. 0 1. 5 1. 0 0.5 。.5 2.5 1. 5 2.0 2.0 
二三35kV

管道、 1. 5 1. 0 
2.0 

通道

9 管沟 0.5 1.5 1. 5 1. 5 1. 0 1. 5 2.0 4.0 1. 5 1. 0 1. 0 1. 5 1. 0 1. 0 3.0 1. 5 2.0 5.0 

10 乔木 1. 5 1. 5 1. 5 1. 5 
1. 0 0.75 1. 2 1. 5 0.7 0.5 

11 灌木 1. 0 1. 0 1. 0 1. 0 
气、1

___.__ 幽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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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表 4. 1. 9

I 2 3 4 5 6 7 8 9 10 11 12 13 14 15 

给水管线 燃气管线 电力管线 通信管线 地上杆柱

建 污 中压 次高压 通信
高压铁塔 铁路

序 管线及建(构) 再生 直埋 基础边 道路有轨 钢轨
号 筑物名称 (构) d运二 d> 水、 水管 热力 保护

管 管沟 乔木 灌木 照明 侧石 电车 (或
筑 200 200 雨水 线 低压 管线 直埋 管

直埋 道、 及< 4二〉 边缘 钢轨 坡
物 mm πl盯1 管线 B A B I A 通道 10 35 I 35 脚)

kV kVI kV 

通信照明及 0.5 0.5 0.5 1. 0 1. 0 1. 0 0.5 1. 0 
<10kV 

地

12 上 三三35kV 1. 0 3.0 0.5 0.5 
杆 高压 <> 
柱 塔基 3.0 1. 5 3.0 330 2.0 3.0 

础边 kV 
>35kV 2.0 5.0 5.0) 2.5 

13 道路侧石边缘 1. 5 1. 5 1. 5 1. 5 2.5 1. 5 1. 5 1. 5 1. 5 0.5 0.5 

14 有轨电车钢轨 2.0 2.0 2.0 2.0 2.0 2.0 2.0 2.0 

10.0<非
15 铁路钢轨(或坡脚) 5.0 5.0 5.0 5目。 5.0 电气化 2.0 3.0 

3.0) 

注 1 地上杆柱与建(构)筑物最小水平净距应符合本规范表 5. O. 8 的规定，
2 管线距建筑物距离，除次高压燃气管道为其至外墙面外均为其至建筑物基础，当次高压燃气管道采取有效的安全防护措施或增加管壁厚度时，
管道距建筑物外墙面不应小于 3.0m;

3 地下燃气管线与铁塔基础边的水平净距，还应符合现行国家标准《城镇燃气设计规范)) GI:l 5∞28 地下燃气管线和交流电力线接地体净距的规定，
4 燃气管线采用聚乙烯管材时，燃气管线与热力管线的最小水平净距应按现行行业标准《聚乙烯燃气管道工程技术规程)) C]] 63 执行，
5 直埋蒸汽管道与乔木最小水平间距为 2.0m。



4. 1. 10 工程管线与综合管廊最小水平净距应按现行国家标准

《城市综合管廊工程技术规范>> GB 50838 执行。

4. 1. 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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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并折算成水平

净距后与表 4. 1. 9 的数值比较，采用较大值。

(H-h) I B 
L= 一←一-一十 τ (4. 1. 11) 

tanα 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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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B一-沟槽开挖宽度 (m) ; 

α-一一土壤内摩擦角 C) 。

4. 1. 12 当工程管线交叉敷设时，管线自地表面向下的排列顺序

宜为:通信、电力、燃气、热力、给水、再生水、雨水、污水。

给水、再生水和排水管线应按自上而下的顺序敷设。

4. 1. 13 工程管线交叉点高程应根据排水等重力流管线的高程

确定。

4. 1. 14 工程管线交叉时的最小垂直净距，应符合本规范表

4. 1. 14 的规定。当受现状工程管线等因素限制难以满足要求时，

应根据实际情况采取安全措施后减少其最小垂直净距。

表 4. 1. 14 工程管线交叉时的最小垂直净距 (m)

通信管线 电力管线

序 给水
污水、

热力 燃气
再生

管线名称 雨水
保护

水管
号 管线 管线 管线

保护

管线
直埋 管及 直埋

管 线
通道

l 给水管线 0.15 

2 污水、雨水管线 O. 40 O. 15 

3 热力管线 O. 15 O. 15 0.15 

4 燃气管线 O. 15 O. 15 O. 15 O. 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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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表 4. 1. 14 

通信管线 电力管线

序 给水
污水、

热力 燃气
再生

管线名称 雨水
保护

保护 水管
号 管线

管线
管线 管线 直埋 管及 直埋

线
通道

管

直埋 O. 50 O. 50 0.25 O. 50 0.25 0.25 
通信

5 保护管、
管线 O. 15 0.15 0.25 0.15 0.25 0.25 

通道

电力 直埋 0.50 铃 0.50 得 O. 50 特 O. 50 祷 O. 50 祷 O. 50 提 O. 50 铃 O. 25 
6 
管线 保护管 0.25 0.25 0.25 0.15 0.25 0.25 0.25 O. 25 

7 再生水管线 0.50 0.40 O. 15 O. 15 0.15 0.15 O. 50 娓 0.25 0.15 

8 管沟 0.15 0.15 O. 15 O. 15 0.25 0.25 0.50 眷 0.25 O. 15 

9 涵洞(基底〉 O. 15 O. 15 O. 15 0.15 0.25 0.25 O. 50 普 0.25 0.15 

10 电车(轨底) 1. 00 1. 00 1. 00 1. 00 1. 00 1. 00 1. 00 1. 00 1. 00 

11 铁路(轨底) 1. 00 1. 20 1. 20 1. 20 1. 50 1. 50 1. 00 1. 00 1. 00 

注: 1 持用隔板分隔时不得小于 0.25m;

2 燃气管线采用聚乙烯管材时，燃气管线与热力管线的最小垂直净距应按现

行行业标准《聚乙烯燃气管道工程技术规程)) CJJ 63 执行;

3 铁路为时速大于等于 200km/h 客运专线时，铁路(轨底)与其他管线最小垂

直净距为1. 50m o 

4.2 综合管廊敷设

4.2.1 当遇下列情况之一时，工程管线宜采用综合管廊敷设。

1 交通流量大或地下管线密集的城市道路以及配合地铁、

地下道路、城市地下综合体等工程建设地段;

2 高强度集中开发区域、重要的公共空间;

3 道路宽度难以满足直埋或架空敷设多种管线的路段;

4 道路与铁路或河流的交叉处或管线复杂的道路交叉口;

5 不宜开挖路面的地段。

4.2.2 综合管廊内可敷设电力、通信、给水、热力、再生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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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然气、污水、雨水管线等城市工程管线。

4.2.3 干线综合管廊宜设置在机动车道、道路绿化带下，支线

综合管廊宜设置在绿化带、人行道或非机动车道下。综合管廊覆

士深度应根据道路施工、行车荷载、其他地下管线、绿化种植以

及设计冰冻深度等因素综合确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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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架空敷设

5.0.1 沿城市道路架空敷设的工程管线，其线位应根据规划道

路的横断面确定，并不应影响道路交通、居民安全以及工程管线

的正常运行。

5.0.2 架空敷设的工程管线应与相关规划结合，节约用地并减

小对城市景观的影响。

5.0.3 架空线线杆宜设置在人行道上距路缘石不大于1. 0m 的

位置，有分隔带的道路，架空线线杆可布置在分隔带内，并应满

足道路建筑限界要求。

5.0.4 架空电力线与架空通信线宜分别架设在道路两侧。

5.0.5 架空电力线及通信线同杆架设应符合下列规定:

1 高压电力线可采用多回线间杆架设;

2 中、低压配电线可同杆架设;

3 高压与中、低压配电线同杆架设时，应进行绝缘配合的

论证;

4 中、低压电力线与通信线同杆架设应采取绝缘、屏蔽等

安全措施。

5.0.6 架空金属管线与架空输电线、电气化铁路的馈电线交叉

时，应采取接地保护措施。

5.0.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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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 利用交通桥梁跨越河流的燃气管线压力不应大于

0.4肌1Pa;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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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0.8 架空管线之间及其与建(构)筑物之间的最小水平净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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应符合表 5.0.8 的规定。

表 5.0.8 架空管线之间及其与建(构)筑物之间的最小水平净距 (m)

名 称
建(构)筑物

通信线 电力线 燃气管道 其他管道
(凸出部分)

3kV 以下边导线 1. 0 1. 0 2.5 1. 5 1. 5 

3kV-10kV 边导线 1. 5 2.0 2.5 2.0 2.0 

35kV-66kV 边导线 3.0 4.0 5.0 4.0 4.0 

电
110kV 边导线 4.0 4.0 5.0 4.0 4.0 

力

线
220kV 边导线 5.0 5.0 7.0 5.0 5.0 

330kV 边导线 6.0 6.0 9.0 6.0 6.0 

500kV 边导线 8.5 8.0 13.0 7.5 6.5 

750kV 边导线 11.0 10.0 16.0 9.5 9.5 

通信线 2.0 

注:架空电力线与其他管线及建(构)筑物的最小水平;争距为最大计算凤偏情况

下的;争距。

5.0.9 架空管线之间及其与建(构)筑物之间的最小垂直净距

应符合表 5.0.9 的规定。

表 5.0.9 架空管线之间及其与建(构)筑物之间的最小垂直净距 (m)

铁路
燃气

电车 (轨顶)

建(构) 道 通信
管道

其他
名 称 地面 公路 P三二

筑物 (路 标准电气 线
1. 6 

管道

面) 轨轨 MPa 

3kV 以下 3.0 6.0 6.0 9.0 7.5 11.5 1. 0 1. 5 1. 5 

3kV-10kV 3.0 6.5 7.0 9.0 7.5 11.5 2.0 3.0 2.0 

电 35kV 4.0 7.0 7.0 10.0 7.5 11. 5 3.0 4.0 3.0 
力

线 66kV 5.0 7.0 7.0 10.0 7.5 11.5 3.0 4.0 3.0 

110kV 5.0 7.0 7.0 10.0 7.5 11. 5 3.0 4.0 3.0 

220kV 6.0 7.5 8.0 11. 0 8.5 12.5 4.0 5.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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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表 5.0.9

铁路
燃气

电车 (轨顶)

建{构) 道 通信
管道

其他
名 称 地面 公路 P三二

筑物 (路 标准电气 线
1.6 

管道

面) 轨轨 MPa 

电
330kV 7.0 8.5 9.0 12.0 9.5 13.5 5.0 6.0 5.0 

力 500kV 9.0 14.0 14.0 16.0 14.0 16.0 8.5 7.5 6.5 
线

750kV 11.5 19.5 19.5 21. 5 19.5 21. 5 12.0 9.5 8.5 

通信线 1. 5 
(4.5) (3.0) 

9.0 7.5 11.5 0.6 1. 5 1. 0 5.5 5.5 

燃气管道
0.6 5.5 5.5 9.0 6.0 10.5 1. 5 0.3 0.3 

p"三1. 6MPa 

其他管道 。.6 4.5 4.5 9.0 6.0 10.5 1. 0 0.3 0.25 

注: 1 架空电力线及架空通信线与建{构)物及其他管线的最小垂直净距为最大计
算弧垂情况下的净距;

2 括号内为特指与道路平行，但不跨越道路时的高度。

5.0.10 高压架空电力线路规划走廊宽度可按表 5.0.10 确定。

表 5.0.10 高压架空电力线路规划走廊宽度

(单杆单回或单杆多回)

线路电ffi等级 (kV) 走廊宽度 (m)

1000 (750) 90~110 

500 60~75 

330 35~45 

220 30~40 

66 , 110 15~25 

35 15~20 

5.0.11 架空燃气管线敷设除应符合本规范外，还应符合现行国

家标准《城镇燃气设计规范)) GB 50028 的规定。

5.0.12 架空电力线敷设除应符合本规范外，还应符合现行国家

标准<< 66kV 及以下架空电力线路设计规范)) GB 50061 及

<<1l0kV~750kV 架空输电线路设计规范)) GB 50545 的规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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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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同的用词说明如下:

1) 表示很严格，非这样做不可的用词:

正面词采用"必须"，反面词采用"严禁";

2) 表示严格，在正常情况下均应这样做的用词:

正面词采用"应"，反面词采用"不应"或"不得";

3) 表示允许稍有选择，在条件许可时首先应这样做的

用词:

正面词采用"宜"，反面词采用"不宜";

4) 表示有选择，在一定条件下可以这样做的用词，采用

可

2 条文中指明应按其他有关标准执行的写法为"应符

合……的规定"或"应按……执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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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用标准名录

1 <<城镇燃气设计规范)) GB 5002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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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标准

城市工程管线综合规划规范

GB 50289 - 2016 

条文说明



制订说明

《城市工程管线综合规划规范)) GB 50289 - 2016 经住房和城

乡建设部 2016 年 4 月 15 日以第 1099 号公告批准、发布。

本规范是在《城市工程管线综合规划规范)) GB 50289 - 98 

的基础上修订而成，上一版的主编单位是沈阳市规划设计研究

院，参编单位是昆明市规划设计研究院。主要起草人员是:关增

义、刘绍治、王健、李美英、徐玉符。

本规范修订过程中，编制组参考了大量国内外已有的相关法

规、技术标准，征求了专家、相关部门和社会各界对于原规范以

及规范修订的意见，并与相关国家标准相衔接。

为便于广大规划编制、管理、科研、学校等有关单位人员在

使用本规范时能正确理解和执行条文规定. ((城市工程管线综合

规划规范》编制组按章、节、条顺序编制了本规范的条文说明，

对条文规定的目的、依据以及执行中需注意的有关事项进行了说

明，还着重对强制性条文的强制性理由做了解释。但是，本条文

说明不具备与规范正文同等的法律效力，仅供使用者作为理解和

把握规范规定的参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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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总则

1. O. 1 城市工程管线种类很多，其功能和施工时间也不统一，

在城市道路有限断面上需要综合安排、统筹规划，避免各种工程

管线在平面和竖向空间位置上的互相冲突和干扰，保证城市功能

的正常运转。编制本规范的目的就是在总结城市工程管线综合规

划建设经验的基础上，充分吸收和借鉴国内外先进技术，为工程

管线综合规划编制、管理制定统一技术标准，以提高城市工程管

线综合规划的科学性、先进性和可操作性，合理利用城市用地。

1. O. 2 本规范的编制以《中华人民共和国城乡规划法》为主要

依据，适用于城市规划各阶段的工程管线综合规划和单独编制的

工程管线综合专项规划，本规范也适用于镇规划的工程管线综合

规划。

调研中发现，对于总体规划阶段是否需要编制工程管线综合

规划各地存在不同的理解，本次修订去掉了原来提到的阶段，各

地可根据实际情况编制某个阶段的工程管线综合规划。

工厂内部工艺性管线种类多、专业性强、敷设要求复杂，大

多自成系统，较少涉及与城市工程管线交叉与衔接，不需要按本

规范执行。但与厂区以外城市工程管线相接部分要严格遵循本规

范有关规定执行。

1. O. 3 工程管线综合规划要按规划期限合理确定管线种类、规

模和位置，同时要考虑近期建设需要，并适度考虑远景规划以满

足城市可持续、健康发展的要求。同时，地下、地上空间也是有

限的，工程管线综合规划时应避免浪费空间。

另外，工程管线规划作为城市规划的重要组成部分，各规划

阶段都有相应的给水、排水、再生水、电力、通信、热力和燃气

等专业规划，工程管线综合规划是将这些专业规划中的线路工程

20 



在同一空间内进行综合。要满足各专业功能、容量等方面的要求

和城市空间综合布置的要求，使工程管线正常运行，管线综合规

划还要与城市用地、城市交通、城市景观、城市综合防灾和城市

地下空间利用等规划相协调，使得规划更趋科学合理。

1. O. 4 给水、排水、再生水、电力、通信、热力、燃气等工程，

目前已有各自的规划或设计规范，工程管线综合规划除执行本规

范外，还要遵循国家相关标准的规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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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术语

本章术语是对本规范条文所涉及的城市工程管线综合规划基

本技术术语给予统一定义和词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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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基本规定

3.0.1 本条是对工程管线综合规划主要内容做出说明，工程管

线规划既要满足城市建设与发展中工业生产与人民生活的需要，

又要结合城市特点因地制宜，合理规划。

3.0.2 本条是工程管线综合规划的基本原则，在特殊环境中的

工程管线综合规划，如旧城区改造、历史街区改造等，必须采取

可行的安全措施，才可以适当缩小最小水平净距和最小垂直净距

以及最小覆士深度等参数。

3.0.3 城市工程管线采用地下敷设安全性相对较高，而且不会

影响城市景观，但考虑经济因素和地区差异，地下敷设作为引导

性要求，只是对于架空敷设可能危及人身财产安全或对城市景观

要求高的地区，工程管线严格要求采用地下敷设。

3.0.4 采用城市统一的坐标系统和高程系统是为了避免工程管

线在平面位置和竖向高程上系统之间的1昆乱和互不衔接。某些工

厂厂区内或相对独立地区为了本身设计和施工的需要常自设坐标

系统，但要取得不同坐标系统换算关系，保证在与城市工程管线

系统连接处采用统一的坐标系统和高程系统，避免互不衔接

问题。

3.0.5 本条对工程管线综合规划提出了一般要求:

1 工程管线按规划道路网布置，避免规划道路网与现状道

路网不一致情况下工程管线的再次迁移或对用地的影响。

2 工程管线布局还要结合用地规划，综合优化各专业管线

需求，既便于用户使用又节省地下空间。

3 对于原有管线满足不了要求需要改造的工程管线，应通

过原线位抽换管线，充分利用地下空间。

4 工程管线在地震断裂带、沉陷区、滑坡危险地带等不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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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质条件地区敷设时，随着地段地质的变化，可能会引起工程管

线断裂等破坏事故，造成损失，引起危险事故发生。确实无法避

开的工程管线，应采取安全措施并制定应急预案。

3.0.6 输水管线、输气管线、输油管线、电力高压走廊等需要

规划专用管廊，对城市用地分隔较大，并且占用较多的城市建设

用地，应与铁路、高速公路等城市对外交通廊道结合，将这些管

线统一考虑规划管线廊道，与城市布局相协调。本条目的是为减

少工程管线对城市的影响，节约用地，同时又有利于对区域工程

管线用地的控制。输油、输气管线与其他管线间距应按现行国家

标准《输油管道工程设计规范)) GB 50253、《输气管道工程设计

规范)) GB 50251 等规定进行控制。

3.0.7 本条为工程管线交叉时的基本避让原则。

1 压力管线与重力流管线交叉发生冲突时，压力管线容易

调整管线高程，以解决交叉时的矛盾。

2 给水、热力、燃气等工程管线多使用易弯曲材质管道，

可以通过一些弯曲方法来调整管线高程和坐标，从而解决工程管

线交叉矛盾。

3 主干管径较大，调整主干管线的弯曲度较难，另外过多

地调整主干线的弯曲度将增加系统阻力，需提高输送压力，增加

运行费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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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地下敷设

4.1 直埋、保护管及管沟敷设

4. 1. 1 确定地下工程管线覆土深度一般考虑下列因素:

1 保证工程管线在荷载作用下不损坏，正常运行;

2 在严寒、寒冷地区，保证管道内介质不冻结;

3 满足竖向规划要求。

我国地域广阔，各地区气候差异较大，严寒、寒冷地区土壤

冰冻线较深，给水、排水、再生水、直埋电力、湿燃气等工程管

线属深埋一类。热力、干燃气、非直埋电力、通信等工程管线不

受冰冻影响，属浅埋一类。严寒、寒冷地区以外的地区冬季土壤

不冰冻或者冰冻深度只有几十厘米，覆士深度不受此影响。

表 4. 1. 1 中管沟包括电力、通信和热力管沟等，其在人行道

下最小覆土深度根据各地实际情况和相关标准要求确定。如盖板

上需要地面铺装时应为 O.20m，盖板上需要种植时应加大覆士深

度，在南方一些城市，也有盖板直接作为人行道路面的。

4. 1. 2 本条规定是为了减少工程管线在施工或日常维修时与城

市道路交通相互影响，节省工程投资和日常维修费用。我国大多

数城市在工程管线综合规划时，都考虑首先将工程管线敷设在人

行道或非机动车道下面。当受道路断面限制，没有位置时，可将

管线布置在车行道下面。在一些新规划区，由于绿化带较宽，可

以在绿化带下敷设工程管线，但应注意在管线埋设深度和位置上

与绿化相协调。

4. 1. 3、 4. 1. 4 规定工程管线在城市道路、居住区综合布置时的

排列次序所遵循的原则是为工程管线综合规划提供方便，为科学

规划管理提供依据。需要说明的是并不是所有的城市路段和小区

中都有这些种类的工程管线，如缺少某种管线时，在执行规范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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各工程管线要按规定的次序去掉缺少的管线后依次排列。在本规

范第 4. 1. 3 条中，将给水管道分为输水管道和配水管道，燃气管

道分为输气管道和配气管道，是因其城市工程管线中承担的功能

不同，管道有较大差别，在平面布置中的与其他管线的排列顺序

有差别。

4. 1. 5 主干线靠近分支管线多的一侧是为了节省管线，减少

交叉。

过去我国城市道路上的工程管线多为单侧敷设，随着城市道

路的加宽，道路两侧建筑量的增大，工程管线承担负荷的增多，

单侧敷设工程管线势必增加工程管线在道路横向上的破路次数，

随之带来支管线增加、支管线与主干线交叉增加。近几年各城市

在拓宽城市道路的同时，通常将配水、配气、通信、电力和排水

管线等沿道路两侧各规划建设→条，既使于连接用户和支管，也

利于分期建设。道路下同时有综合管廊的，可根据综合管廊内敷

设管线情况确定单侧还是双侧敷设直埋或保护管敷设的管线。

4. 1. 6 各专业工程管线权属单位不同，重叠敷设影响管线检修

及运行安全。调研中发现，历史文化街区、旧城区等由于道路狭

窄以及宽窄不一等特殊性，将工程管线引人这些地区，不能完全

避免管线的重叠敷设，但要尽可能减少重叠的长度，并采取加套

管、斜交等技术措施保证管线安全，利于维护。

4. 1. 7 工程管线与铁路、公路平行有利于高效利用士地，也便

于管线的定位，交叉角的规定是为减少管线交叉长度。

4. 1. 8 本条为强制性条文。本条规定要求工程管线敷设在稳定

的河道段，并提出了不同河道下敷设管线的高程要求，以保证河

道疏泼或整治河道时与工程管线不相互影响，保证工程管线施工

及运行安全。

4. 1. 9 本条是从城市建设中各工程管线综合规划统筹安排的角

度，在分析和研究大量专业规范数据的基础上并兼顾工程管线、

井、闸等构筑物尺寸来规定其合理的最小净距数据，对于受到各

种制约条件限制，无法满足最小净距要求的情况，应采取相应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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施，如增加管材强度、加设保护管、适当安装截断闸阀及增加管

理措施等。

根据现行行业标准《城市道路绿化规划与设计规范)) CJJ 75 

的规定，对于当遇到特殊情况，树木与管线净距不能达到本规范

表 4. 1. 9 规定的标准时，其绿化树木根茎中心至地下管线(除热

力、燃气外)外缘的最小距离可采用本规范表 4. 1. 9 的规定。

4. 1. 10 现行国家标准《城市综合管廊工程技术规范)) GB 

50838 规定了综合管廊与相邻地下构筑物和地下管线间的最小净

距应根据地质条件和相邻构筑物性质确定，且不得小于表 1 规定

的数值。管廊与地下管线水平最小净距的规定基于:明挖施工时

为防止泥土塌方对沟槽进行支护所需最小净距。暗挖施工时为防

止泥土挤压而影响相邻的管线或构筑物安全所需最小净距。

表 1 综合管廊与地下管线和地下构筑物的最小净距 (m)

ιJ\\flf 明挖施t 非开挖施工

综合管廊与地下构筑物水平 1. 0 综合管廊外径

综合管廊与地下管线平行 1. 0 综合管廊外径

综合管廊与地下管线交叉穿越 0.5 1. 0 

4. 1. 11 对于埋深大于建(构)筑物基础的工程管线，还应计算

其与建(构)筑物之间的最小水平距离。

土壤的内摩擦角应以地质勘测数据为准，正常密实度情况下

的土壤内摩擦角可参考以下数值:教性士 300 ;砂类土 300~350;

粗砂、卵砾石 350~400;碎石类土 400~450;碎石 450~500 。

4. 1. 12 本条所提出的顺序为一般的顺序，规划时还应根据具体

情况确定。但给水、再生水和排水管道交叉时，上下顺序应严格

按规定执行。

4. 1. 13 本条规定为管线竖向规划时确定各管线高程的基础。

4. 1. 14 本条规定在综合各专业设计规范基础上进行了修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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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2 综合管廊敷设

4.2.1 本条规定了适合规划建设综合管廊的几种情况。

4.2.2 从国内外工程建设实例看，各种城市工程管线均可敷设

在综合管廊内，但重力流管道是否进入综合管廊应根据经济技术

比较后确定。燃气为天然气时，燃气管线可敷设在综合管廊内，

但必须采取有效的安全保护措施。

4.2.3 综合管廊规划位置确定主要考虑对地下空间的集约利用

及综合管廊的施工运行维护要求。设置在绿化带下利于人员出入

口、吊装口和通风口等建设与使用，设置在机动车道下，可以在

其他断面下敷设直埋管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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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架空敷设

5.0.1 架空线路规划线位要避免对城市交通和居民安全的影响，

并满足工程管线的运行和维护需要，同时也要与道路分隔带、绿

化带、行道树等协调，避免造成相互影响。

5.0.2 架空敷设的工程管线与城市用地、交通、绿化和景观等

规划相协调，既能集约用地又尽可能减少对景观的影响。

5.0.3 本条规定是为了减少架空线线杆对道路通行的影响。

5.0.4 电力架空杆线与通信架空杆线分别架设在道路两侧可以

避免相互影响。

5.0.5 高压电力线指电压为 35kV 及以上，中压配电电压为

10kV 、 20kV，低压配电电压为 380j220V。一般情况下，高压

线路尽量不与中、低压配电线路同杆架设。在线路路径确有困难

不得不同杆架设时，应进行绝缘配合的计算，以充分考虑架设条

件及安全因素。

5.0.6 本条为强制性条文。金属管线易导电，一旦输电线及电

气化铁路的馈电线断线，触及金属管线上，会扩大事故范围，引

起更大的事故，所以要求架空金属管线与架空输电线、电气化铁

路的馈电线交叉时，架空金属管线应采取接地保护措施，保护人

身和财产安全。

5.0.7 本条是对工程管线跨越河流时，采用管道桥或利用交通

桥梁进行架设的要求。

5.0.8 本条为强制条文。本规范表 5.0.8 规定了架空管线之间

及其与建(构)筑物之间的最小水平净距，以保障架空管线施工

及运营安全。

5.0.9 本条为强制条文。本规范表 5.0.9 规定了架空管线之间

及其与建(构)筑物之间的最小垂直净距，以保障架空管线施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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及运营安全。

5. 0.10 各城市可结合本规范表 5.0.10 的规定和当地实际情况

确定。

5. 0.11 <<城镇燃气设计规范)) GB 50028 对于架空敷设的燃气

管线有相应规定。

5.0.12 <(66kV 及以下架空电力线路设计规范)> GB 50061 和

((1 10kV~750kV 架空输电线路设计规范>> GB 50545 对于架空电

力线有相应规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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