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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章 总则 

1 背景意义 

1.1 项目背景 

（1） 气候变化成为我国城市发展面临的问题和挑战 

中国环保局于 2009 年就指出气候变化和大气污染是中国目前最大的气候问

题与挑战，两者均直接影响着我国人民的身体健康。同年，中国气象局针对气候

可行性论证颁布《第 18 号令：气候可行性论证管理办法》，提出在城乡规划、重

点领域或者区域发展建设规划中应进行气候可行性论证。并于 2011 年颁布行业

标准《城市总体规划气候可行性论证技术导则》，导则以从气候为出发点，指导

城市空间布局的建设与实施。2013 年 12 月由国家发改委等多部门联合制定了

《国家适应气候变化战略》，提出要提升城市基础设施对气候变化的适应能力，

随后根据该规划，国家发改委和住建部编制了《城市适应气候变化行动方案》，

该方案强调要在城市相关规划中充分考虑气候变化因素，并指出在规划时“依托

现有城市绿地、道路、河流及其它公共空间，打通城市通风廊道，增加城市的空

气流动性，缓解城市“热岛效应”和“雾霾问题”。 

（2） 生态文明建设成为我国新的发展理念 

党的十八大以来，生态文明建设被纳入“五位一体”总体布局，在实践探索的

五年中，坚持“优、节、保、建”四大战略任务，树立保护生态环境就是保护生产

力、改善生态环境就是发展生产力的理念，着力补齐生态短板。生态文明建设成

为中华民族追求永续发展、绘制美丽中国宏伟蓝图的战略路径。 

2015 年 4 月，中共中央、国务院印发《关于加快推进生态文明建设的意见》，

明确了生态文明建设的总体要求、目标愿景、重点任务、制度体系。同年 9 月，

《生态文明体制改革总体方案》出台，提出健全自然资源资产产权制度、建立国

土空间开发保护制度、完善生态文明绩效评价考核和责任追究制度等制度，实施

大气、水、土壤污染防治行动计划，把发展观、执政观、自然观内在统一起来，

融入到执政理念、发展理念中。习近平总书记在十九大报告中指出“建设生态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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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是中华民族永续发展的千年大计”；“我们要建设的现代化是人与自然和谐共生

的现代化，既要创造更多物质财富和精神财富以满足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

要，也要提供更多优质生态产品以满足人民日益增长的优美生态环境需要。” 

城市舒适的气候条件同时成为美好生活的需要，城市通风廊道的规划与控制

是城市永续发展所必须考虑的内容，是人工的城市环境与自然环境联系的通道。 

（3） 未来国家发展对气候变化因素高度重视 

2010 年发布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二个五年规划纲

要》中明确提出“在生产力布局、基础设施、重大项目规划设计和建设中，充分

考虑气候变化因素”，随后在 2012 年的十八大报告中提出“美丽中国”，在凸显生

态文明重要性的同时，对适应气候变化工作提出了新的要求。随后在 2015 年 10

月召开的十八届五中全会上，“美丽中国”被纳入“十三五”规划，提出推进美丽中

国建设，为全球生态安全做出新贡献。同年 12 月，《巴黎协定》在巴黎气候变化

大会上通过，是全球各国应对气候变化，推动可持续发展的重要里程碑，习近平

总书记在会中致辞。2016 年 9 月，中国全国人大常委会批准中国加入《巴黎气

候变化协定》，中国明确将以负责人的大国姿态参与到应对全球气候变化的行动

中去。 

（4） 广东省首次提出通风廊道编制和管控要求 

2017 年 7 月，城市通风廊道首次在《广东省大气污染防治强化措施及分工》

文件中提出各地要在城市规划、城市基础设施建设和改造项目规划、设计、审批

时充分考虑气候变化中长期影响，禁止在城市通风廊道上新建高层建筑群。同年

12 月，在佛山市人民政府印发的《佛山市贯彻落实广东省大气污染防治强化措

施及分工实施方案》中明确由市国土规划局牵头，市气象局配合，共同开展城市

通风廊道的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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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 项目意义 

本次规划缘起于大气污染防治工作，但规划的实施将对未来城市发展产生深

远长期的影响，为高质量的城市发展带来积极的意义。另一方面，随着生态文明

建设进入新的阶段，保护自然资源也获得了各级认识的统一。本次城市通风廊道

规划的编制是将气候资源作为城市重要的自然资源之一来考虑，也是生态文明深

化的另一重要举措。 

（1） 构建服务城市可持续发展的城市通风廊道体系 

可持续发展的提出是为下一代留下足够的资源满足未来的需求，这当中也包

含气候与环境资源。城市现状的开发建设，将导致一系列不可逆的气候与城市环

境影响。例如在城市的补偿空间（氧源地）过度的开发建设，降低植被覆盖量，

将直接减少补偿空间产生清洁湿冷空气的能力。随着城市持续高密度和高强度的

开发，尤其是城市建设用地边界，紧邻非建设用地的高密度和高强度开发将直接

恶化城市核心区的风环境条件，导致热岛强度增强，风速降低，空气质量下降，

室外活动舒适度下降等一系列城市环境品质的不利影响。为了避免这样一系列不

利于城市可持续发展的情况，亟需搭建城市通风廊道体系，通过对关键空间的管

控，保障城市风环境的基底，预留未来城市发展可持续利用的气候资源。 

（2） 缓解气候变化的负面影响 

全球气候变化逐渐成为共识，全球平均温度持续升高。温度的升高会带来一

系列的危害，如气候灾害增多，疾病传播和发病率增加等。同时由于城市化的推

进，将进一步加剧气候变化带来的影响。例如由于热岛效应，城市风环境恶化等

影响，导致城市街道中污染物扩散减缓，城市废热扩散减慢，从而带来了城市空

气质量下降，温度提升等不利后果。因此本规划，通过城市通风廊道的预控，增

加了城市的透风度。从长期而言，可减少城市开发建设对城市风环境所带来的负

面影响，降低气候变化的影响，同时提升城市宜居性。通过提高城市的空气流动

性，加强城区与外围的空气流通，促进城市污染物扩散，从而缓解城市的热岛效

应与污染问题，也能降低疾病的传播。同时更好的空气流动性能给居民在夏季提

供更好的户外活动体验。 



佛山市城市通风廊道专项规划（2018-2035）   公示稿 

4 
 

（3） 提出应对湿热气候的城市形态建设要求 

佛山位于亚热带气候区，夏季多高温高湿气候状况。经历了 30 年城市化的

快速发展，目前城区已经形成了开发强度高，建设密度高的建设现状。这样的建

成环境不利于室外污染的扩散，城市微气候环境及空气质量品质的提升。因此需

要在未来的城市更新以及新区建设过程中，对城市开发建设提出更高的要求，加

强对城市建设的管控并逐步达到改善城市形态的目标。本次规划对补偿空间周边，

建筑形态等多方面提出通风廊道建设相应的管控要求。力求改善城市整体风环境

状况，促进形成更加具有地域气候特征的城市形态。 

2 规划范围及期限、依据 

2.1 规划范围 

规划范围为佛山市行政辖区，面积 3797.72 平方公里。 

2.2 规划期限 

规划期限为 2018-2035 年。 

3 概念定义 

3.1 城市通风廊道 

指以提升城市的空气流动性、缓解热岛效应，促进污染物扩散和改善人体舒

适度为目的；以大型空旷地带连成，如主要道路，城市绿地，开敞空间，非建设

用地，低矮楼宇群；贯穿城市高密度建设区域，沿主导风的方向延伸；在可行的

情况下，应同时保持引导其他天然气流，包括山谷风，河川风，和绿地风，吹向

已发展用地。 

3.2 补偿空间 

指产生清洁空气或冷空气的地区，包括区域性或地方性气候资源区域与气

候敏感区域。 

3.3 作用空间 

指存在热污染或空气污染难以扩散的建成区或待建区（城区为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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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4 入风口 

指为提高通风廊道的入风量，在补偿空间向作用空间或高等级通风廊道向低

等级通风廊道过渡的位置，所划定的需要控制开发建设的空间。 

3.5 城市风环境 

指自然风在城市地形地貌影响下形成的风场。  

4 现状及主要问题评估 

4.1 现状风环境 

（1） 宏观环境 

佛山位于亚热带季风性湿润气候区，处于热带季风带。气候类型：冬暖夏热

地区，冬季不需保暖，属于典型的湿热气候环境。廊道规划要求：夏季通风廊道

以引风降温为主；冬季以排污除霾为主。 

（2） 中观环境 

风向：市域范围内的全年风向主要为南北向，西部受局部高地影响，西南主

要为东北-西南的风向。 

风速：佛山市全年平均风速为 1.9-2.3m/s，整体风速低，为保障佛山夏季室

外的空间环境；通过规划后，风速不宜低于现状水平。 

4.2 现状作用空间与补偿空间 

4.2.1 现状作用空间 

（1） 热岛总体情况 

禅城、南海、顺德区热岛连绵成片，与广州、中山相连。（图 1-1） 

（2） 热岛的主要成因 

热岛分布规律：热岛强度与城市下垫面特性相关。 

产生热岛对应的各类建筑类型：由于佛山城市建设特点，工业园及城中村的

建筑建设以热量传导快，反射率小的铁皮，混凝土建设构成，同时建设密度高，

热量扩散慢，导致热岛效应明显。因此根据分析，工业园区热岛最强，村居次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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部分新开发建设的城市区由于容量提高，建筑密度降低，并且在其内部建设了大

型开敞绿地，热岛强度降低。（图 1-2） 

（3） 热岛问题节点评估 

部分区域由于建筑密集，引起了热岛出现以及风速降低的情况，风速降低又

导致无法减弱热岛的恶性循环，是本次规划重点疏解的区域。中等问题节点（主

要指风速小于 1m/s 的区域）主要有 5 处，分别为：大沥西部、里水南部、西樵

山北部、三山-陈村东部、云东海城区。严重问题节点（主要指风速小于 0.3m/s 的

区域），主要有 4 处，分别为：高明荷城街道城区、乐从北部至陈村西部、龙江-

勒流建成区、杏坛中部建成区。（图 1-3） 

4.2.2 现状补偿空间 

城市大型的生态空间即使城市产生新鲜冷空间的主要“补偿空间”，因此佛山

市西北与西南的大型生态用地是市域内优质的“补偿空间”。（图 1-4） 

4.3 通风潜力评估 

从全市的通风潜力评估结果而言，现状通风潜力好的区域难以直接贯穿全市，

但仍有控制高级通风廊道的可能。只余下部分生态空间及道路空间可综合利用形

成廊道在全市形成贯穿的风廊。（图 1-5） 

城市高密度区域情况较差，主通风廊道应沿着通风潜力较大的地区构建，部

分区域进行改造后的通风潜力变差，主要由于新开发楼盘高度一致，沿迎风面展

开，对风环境影响巨大。（图 1-6、1-7） 

中心城区范围内，整体通风潜力相对较差，高等级廊道需要通过规划手段进

行管控才可形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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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本章节插图及表格汇总 

 

图1-1 现状市域热岛分布情况图 

 
图1-2 现状市域热岛分布情况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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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1-3 现状市域热岛问题评估情况图 

 

 
图1-4 现状市域补偿空间评估情况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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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1-5 市域通风潜力评估结论图 

 

图1-6 中心城区通风潜力评估结论图 

 
图1-7 部分问题节点现状情况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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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章 技术路线与体系标准 

1 技术路线 

首先对佛山市的整体风环境进行评估，分析作用空间、补偿空间与空气引导

的通道。主要通过建立 3 个模型进行评估，包括地表反演模型、中观气象模型

WRF、通风潜力模型。 

其次，在对佛山市的风环境进行分析后，结合相关规划的控制内容，划定市

域一、二、三级通风廊道，并提出四级通风廊道的划定标准。 

最后，参考先进城市控制的相关指标类型，结合佛山市的实际情况，确定廊

道内外的用地控制指标。技术流程图见图 2-1。 

2 城市通风廊道体系构建与划定标准 

城市通风廊道分廊道（含入风口）、补偿空间、作用空间三类要素控制。廊

道以及补偿空间分级管控，作用空间分类管控。 

2.1 城市通风廊道分级 

按照通风廊道的影响力、功能分四级控制： 

一级廊道：是联系周边城市、贯穿城市的通风廊道。具有串联区域级或城市

级补偿空间、保障城市整体通风能力、缓解热岛效应及提升清洁空气的通风量的

功能。 

二级廊道：是联系组团的通风廊道。具有串联城市级或组团级补偿空间、衔

接一级通风廊道，保障片区的通风能力的功能；部分二级廊道承担污染物颗粒输

送的功能。 

三级廊道：是联接街坊的通风廊道。具有串联组团级补偿空间、衔接二级通

风廊道，改善街区风环境条件的功能。 

四级廊道：是联接地块的通风廊道。具有串联组团级补偿空间、衔接相邻地

块，改善地块内部风环境的功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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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 补偿空间分级 

补偿空间按照其影响力、功能分三级控制： 

（1）区域级补偿空间：与周边城市生态用地连绵成片的生态空间，为市域

范围提供新鲜冷空气的气候资源区。 

（2）城市级补偿空间：生态用地集中连片的生态空间，为城市片区提供新

鲜冷空气的地方性气候资源区。 

（3）组团级补偿空间：具有一定规模的生态空间，为城市组团提供新鲜冷

空气的微气候资源区。 

2.3 作用空间分级 

（1） 直接作用空间 

指位于廊道周边或补偿空间周边的、新鲜冷空气直接作用的空间。具有将新

鲜冷空气进行对外扩散传导的功能。 

（2） 一般作用空间 

指除直接作用空间外的其他作用空间。 

2.4 通风廊道划定标准 

（1） 一级廊道划定标准 

与主导风向平行或与其夹角小于 30°；廊道宽度一般大于等于 500 米，穿越

城市已建成区的可适当降低标准，但最低不得少于 200 米；长度大于 5000 米并

贯穿城市。 

（2） 二级廊道划定标准 

与主导风向或次主导风平行或与其夹角小于 30°；廊道宽度大于等于 80 米，

长度大于 1000 米并贯穿城市组团。 

（3） 三级廊道划定标准 

与主导风向或次主导风平行或与其夹角小于 30°；廊道宽度大于等于 50 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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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四级廊道划定标准 

1）2 公顷地块应划定一条或以上四级通风廊道；2）廊道应贯穿地块；3）入

风口应选取与主导风夹角较小的一侧临街界面，入风方向与该界面夹角应小于

15°。 

（5） 入风口划定标准 

1）位于城乡非建设区向建设密集区的过渡区域的入风口，其进深控制 300

米，入风口边线与廊道形成的夹角应小于等于 30 度。 

2）位于城乡建设密集区内的入风口，进深控制为低等级廊道控制宽度的 1.4

倍，入风口边线与廊道形成的夹角应小于等于 30 度。 

2.5 补偿空间划定标准 

（1） 区域级补偿空间 

区域内生态用地应大于 100 平方公里，区域内主要为连绵成片的大规模农用

地、林地、水体等生态用地。 

（2） 城市级补偿空间 

区域内生态用地应大于 20 平方公里，区域内应主要为连片的农用地、林地、

水体等生态用地。 

（3） 组团级补偿空间 

区域内生态用地规模应大于等于 2 公顷，主要为绿地等用地 

2.6 作用空间划定标准 

（1） 直接作用空间 

直接作用空间由一级通风廊道两侧 100 米范围内用地，二级廊道两侧 50 米

范围内用地，三级廊道两侧 20 米范围内用地。区域级、城市级补偿空间周边 300-

500 米范围内用地，组团级补偿空间周边 30 米范围内的用地组成。 

（2） 一般作用空间 

直接作用空间外的其他作用空间为一般作用空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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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本章节插图及表格汇总 

 

图2-1 佛山市城市通风廊道技术路线图 

 

图2-2 佛山城市通风廊道体系示意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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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章 城市通风廊道划定方案 

1 规划策略 

1.1 保护新鲜冷空气来源区域 

划定通风系统中的补偿空间，确定气候防护保护区与优先区域，保护与发展

具备适宜性气候功能的空间与功能。 

1.2 降低高密度区域热岛效应 

确定通风系统中的作用空间，促进高密度建设区域的空气流通，缓解热岛效

应并抑制其蔓延。 

1.3 保护并构建空气引导通道 

划定通风系统中的通风廊道，严格控制空气引导通道宽度及下垫面粗糙度，

降低对空气流通的阻碍作用，提高补偿气团效率。 

2 规划结构 

通过识别风环境与对城市通风潜力进行评估，研究确定市域形成“6 主 28 次

风道、37 处入风口、3 主 5 次补偿空间、作用空间”的通风系统框架。详见图 3-

1。 

3 划定方案 

3.1 通风廊道 

本次廊道空间的选择依据现状迎风面密度评价，道路走向评价，以大型空旷

地带连成的廊道，如主要道路，城市绿地，开敞空间，非建设用地，低矮建筑群

构成。 

（1） 一级通风廊道 

全市共划定 6 条一级通风廊道，其中南北向廊道 5 条，东西向廊道 1 条。具

体情况见表 3-2 及图 3-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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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二级通风廊道 

全市共划定 28 条二级通风廊道，其中南北向 17 条，东西向 11 条。具体情

况见见表 3-3 及图 3-4。 

（3） 三级通风廊道 

全市共划定 23 条三级廊道。其中，禅城区内共 3 条，南海区内共 10 条，顺

德区内共 6 条，高明区内共 2 条，三水区内共 2 条。具体情况见见表 3-4 及图 3-

5。 

（4） 入风口 

全市共划定 37 个入风口，其中禅城 2 个，南海 21 个，顺德 8 个，三水 3 个，

高明 3 个。位置及名称详见表 3-5 及图 3-7。 

3.2 补偿空间及作用空间 

由于佛山城市建设用地连绵，因此除补偿空间外，整体为一个作用空间，作

用空间根据位置的不同，分为一般作用空间和直接作用空间两类。 

本次方案主要划定区域为区域级和城市级补偿空间。划定区域主要为《佛山

市城市开发边界专项规划》（上报省厅版）、《佛山市城市生态控制线划定规划》、

土规永久基本农田、城市蓝线等相关规划中的非建设用地空间。 

本次规划的边界是指引性的，具体边界范围应在分区规划中进一步落实。本

次规划共划定区域级补偿空间 3 处，主要包括北部区域联系补偿空间、西部区域

联系补偿空间、南部区域联系补偿空间；城市级补偿空间 5 处，主要包括万顷园

艺世界补偿空间、展旗岗森林公园补偿空间、农业公园补偿空间、西樵山补偿空

间、都宁岗森林公园补偿空间。具体内容见表 3-1 及图 3-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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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本章节附图附表 

  

图3-1 佛山市城市通风廊道结构图 

 

图3-2 城市级补偿空间及作用空间分布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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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3-3 一级通风廊道管控范围图 

  

图3-4 二级通风廊道管控范围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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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3-5 三级通风廊道管控范围图 

 

图3-6 入风口分布图 



《佛山市城市通风廊道专项规划（2018-2035）》   说明书 

 

19 
 

 
 

 

表3-1 城市级补偿空间一览表 

序号 级别 名称 规模（公顷） 

1 
区域级补偿空间 

北部区域联系补偿空间 约 45600 
2 西部区域联系补偿空间 约 64400 
3 南部区域联系补偿空间 约 17200 
4 

城市级补偿空间 

万顷园艺世界补偿空间 约 4400 
5 展旗岗森林公园补偿空间 约 5900 
6 农业公园补偿空间 约 5800 
7 西樵山补偿空间 约 5700 
8 都宁岗森林公园补偿空间 约 3800 

表3-2 一级通风廊道管控信息一览表 

序
号 

廊道1 

编号 

廊道 

方向 
廊道沿线的主要地名 控制宽度 

1 A-1 

南北
向 

西海水道（东海水道）——西江 按堤脚线控制，廊道宽
度 500-1500 米 

2 A-2 
西樵山国家级湿地公园——翰林湖—
—金沙岛湿地公园——云东海湿地公

园——昆都山森林公园 
廊道宽度 500 米 

3 A-3 顺德桑基鱼塘——佛山一环——佛清
高速 

廊道宽度 500 米，中心
城区段廊道宽度 226 米 

4 A-4 东海水道（顺德支流）——佛山大道
——天竺郊野公园 

廊道宽度 500 米，中心
城区段宽度 200 米 

5 A-5 顺德支流（桂畔海河）——佛山一环
——贤鲁生态片区 

廊道宽度 500 米，中心
城区段廊道宽度 226 米 

6 A-6 东西
向 高明河 廊道宽度 500 米 

表3-3 二级通风廊道管控信息一览表 

序
号 

廊道 

编号 

廊道 

方向 
廊道沿线的主要地名 控制宽度 

1 B-1 

南北
向 

口岸大道——南北大桥 80 米 

2 B-3 云东海国家湿地公园——珠二环高
速——至西江 120 米 

3 B-4 沿兴业路——狮山中央森林公园—
—东平水道 120 米 

4 B-5 西南涌起——禅岗路——佛开高速
公路 80 米 

5 B-6 西南涌起——展旗岗森林公园——
禅西大道——顺德水道 90 米 

6 B-7 展旗岗森林公园——沥西路 80 米 

7 B-8 西南涌起——桂和路——佛山水道 80 米 

8 B-9 荷富路 100 米 

                                                       
1编号说明：第一个字母指代通风廊道级别，A，B，C 分别为一级通风廊道，二级通风廊道，三级通风廊

道。第二个数字指代廊道编码。三级通风廊道的第三个字母，为区名缩写，指该廊道位置所在区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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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
号 

廊道 

编号 

廊道 

方向 
廊道沿线的主要地名 控制宽度 

9 B-10 金樵路 120 米 

10 B-11 佛山水道——岭南大道——至顺德
水道 80 米 

11 B-12 佛山水道起——南海大道——阳南
路——顺德支流 80 米 

12 B-13 平九路——环镇西路 80 米 

13 B-14 广珠高速——西海路 180 米 

14 B-15 港口路——碧桂公路 200 米 

15 B-16 驹容路——奇容大桥 80 米 

16 B-27 广珠公路 80 米 

17 B-28 北江起——三水水轴——西南涌 
按控规的水面及周边生态
用地范围控制，约 120 米

-300 米 

18 B-2 

东西
向 

西江起——西樵山湿地公园——路
龙洲路 120 米 

19 B-17 东平水道——顺德水道 按堤脚线控制，约 450 米
-2000 米 

20 B-18 西南涌 按堤脚线控制，约 300 米
-700 米 

21 B-19 广三高速——广佛高速 180 米 

22 B-20 广明高速——佛山水道 

广明高速段廊道宽度控制
100 米；佛山水道段，沿
河道按堤脚线控制，约

200 米-550 米 
23 B-21 一环南线 226 米 

24 B-22 东平水道 按堤脚线控制，约 200 米
-600 米 

25 B-23 季华路 80 米 

26 B-24 吉利涌——潭州水道 按堤脚线控制，约 300 米
-700 米 

27 B-25 平洲水道 按堤脚线控制，约 200-
400 米 

28 B-26 顺德支流、容桂水道 按堤脚线控制，约 250-
1200 米 

表3-4 三级通风廊道管控信息一览表 

序
号 

廊道 

编号 
廊道方向 廊道沿线的主要地名 控制宽度 

1 C -1-CC 东西向 广明高速——魁奇路 
廊道控制宽度由道路红
线宽度、防护绿地宽度
及建筑退让距离组成，
最低控制宽度不低于
50 米，有条件地区宽
度控制 80 米以上。 

2 C -2-CC 南北向 槎弯路 
3 C -3-CC 南北向 汾江路 
4 C -1-NH 东西向 南九复线 
5 C -2-NH 东西向 汇景路 
6 C -3-NH 东西向 佛山一环 
7 C -4-NH 东西向 南盐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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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
号 

廊道 

编号 
廊道方向 廊道沿线的主要地名 控制宽度 

8 C -5-NH 南北向 华沙路-小塘科技路 
9 C -6-NH 东西向 樵高公路 

10 C -7-NH 东西向 高尔夫路——广佛新干线 
11 C -8-NH 南北向 平二路 
12 C -9-NH 东西向 五海路 
13 C -10-NH 南北向 桂澜路 
14 C -1-SD 东西向 工业大道 
15 C -2-SD 东西向 龙洲路——珠二环高速路 

16 C -3-SD 东西向 顺翔路——凤翔路——东乐
路 

17 C -4-SD 东西向 三乐路——乐从大道——三
乐公路 

18 C -5-SD 南北向 环镇西路——环镇南路 
19 C -6-SD 南北向 伦桂路 
20 C -1-GM 南北向 高明大道——怡乐路 
21 C -2-GM 东西向 海天大道 
22 C -1-SS 东西向 创业二路 
23 C -2-SS 南北向 三水二桥公路——碧云路 

表3-5 入风口划定方案表 

序号 区名 名称 编码 
规模 

（公顷） 
管控要求 

1 禅城区 东平水道 3 号一级廊道入风口 CC-1 8.76  

入风口不
宜建设建
筑或构筑
物。 

确无法避
免的，应
按一级通
风廊道要
求控制。 

2 禅城区 顺德水道 3 号主廊道链接入风口 CC-2 31.07  
3 南海区 佛山水道入风口 A NH-1 23.93  
4 南海区 佛山水道入风口 B NH-2 29.64  
5 南海区 4 号一级廊道扩散入风口 B NH-3 9.29  
6 南海区 农业公园二级廊道入风口 B NH-4 9.89  
7 南海区 东平水道 3 号一级廊道入风口 NH-5 9.62  
8 南海区 农业公园 2 号一级廊道入风口 NH-6 173.16  
9 南海区 农业公园二级廊道入风口 A NH-7 23.35  

10 南海区 西樵山二级廊道入风口 A NH-8 5.66  
11 南海区 1 号一级廊道扩散入风口 A NH-9 15.16  
12 南海区 3 号一级廊道扩散入风口 A NH-10 20.01  
13 南海区 顺德水道 3 号主廊道链接入风口 NH-11 102.98  

14 南海区 都宁岗森林公园 5 号一级廊道入风
口 B NH-12 17.66  

15 南海区 4 号一级廊道扩散入风口 A NH-13 25.38  
16 南海区 北部 2 号一级廊道入风口 NH-14 144.83  
17 南海区 5 号一级廊道扩散入风口 A NH-15 26.05  
18 南海区 南部 2 号一级廊道入风口 NH-16 66.89  
19 南海区 南部 3 号一级廊道入风口 NH-17 90.53  
20 南海区 南部 6 号一级廊道入风口 NH-18 16.94  
21 南海区 万顷园艺世界 5 号一级廊道入风口 NH-19 63.00  
22 南海区 万顷园艺世界 4 号一级廊道入风口 NH-20 114.45  
23 南海区 北部 3 号一级廊道入风口 NH-21 24.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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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号 区名 名称 编码 
规模 

（公顷） 
管控要求 

24 顺德区 4 号一级廊道扩散入风口 C SD-1 8.03  
25 顺德区 南部 5 号一级廊道入风口 SD-2 29.53  
26 顺德区 南部区域补偿空间二级入风口 B SD-3 3.97  

27 顺德区 都宁岗森林公园 5 号一级廊道入风
口 A SD-4 37.92  

28 顺德区 都宁岗森林公园二级廊道入风口 A SD-5 19.11  
29 顺德区 南部 4 号一级廊道入风口 SD-6 20.26  
30 顺德区 5 号一级廊道扩散入风口 B SD-7 7.58  
31 顺德区 4 号一级廊道扩散入风口 D SD-8 53.43  
32 三水区 1 号一级廊道扩散入风口 A SS-1 7.37  
33 三水区 北部补偿空间入风口 A SS-2 3.44  
34 三水区 北部 3 号一级廊道入风口 SS-3 88.60  
35 高明区 西部 6 号一级廊道入风口 GM-1 61.52  
36 高明区 6 号一级廊道扩散入风口 A GM-2 8.41  
37 高明区 南部 6 号一级廊道入风口 GM-3 17.5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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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章 管理要求 

本次城市通风廊道管理要求对要素管控要求和规划落实要求两个方面提出

了建议。建立符合佛山市现状条件特征的管控方法和管控路径。 

1 管控要求 

1.1 城市通风廊道的管控要求 

城市通风廊道内的用地须严格控制污染物排放，不得发展高污染产业，用地

开发符合一定的管控要求，具体如下表： 

表4-1 通风廊道内用地的管控要求列表 

序号 
廊道 

级别 
地块透风度2 建筑密度 建筑高度 建筑连续面宽 

1 一级 高层≥40% 
裙房层≥30% 建议≤30%，最大不

超过 50% 

廊道内禁止
建设高层建

筑群3 

最大连续面宽
不宜大于 80

米 2 二级 高层≥35% 
裙房层≥25% 

3 三级 不得建设建筑或构筑物 
4 四级 不得建设建筑或构筑物 

5 入风口 入风口不宜建设建筑或构筑物。 
确无法避免的，应按一级通风廊道要求控制。 

1.2 补偿空间的管控要求 

1.2.1 区域级及城市级补偿空间的管控要求 

（1）补偿空间范围内的生态控制线规模不得减少； 

（2）临水及临山的建筑以窄面为迎风面，形成渗透状； 

（3）提高补偿空间范围内用地的气体污染排放控制标准，严格控制污染物

排放，引导现状工业用地提升为一类工业用地，不得发展高污染产业。 

1.2.2 组团级补偿空间的管控要求 

（1）植被应松散种植，增强通透性、提高粉尘沉积效率； 

                                                       
2 定义、评估界面及范围：定义为开发地块，一个投影面中的中空部分（IS）或者透风设计构件（PE）总

和与评估层区总面积的百分比值。评估范围为地块位于通风廊道内的建设用地，界面选择为垂直于通风廊

道的断面。 
3 在通风廊道的范围内，每栋高层建筑（高度 H）的 10H 半径范围内禁止建设 3 座以上高层建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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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提高粗糙度较小的草坪与其他地被面积比例，有利于夜间冷空气生成

与空气流动； 

（3）绿地布局应按照主导风向或通风轴线（含夜间空气气流方向）构成网

络，加大内地绿地气候调节功能的有效半径，促进密集建设城区中的空气流动。

绿地设置应尽量集中，避免出现均质且分散的布局。 

（4）提高补偿空间范围内用地的气体污染排放控制标准，严格控制污染物

排放，引导现状工业用地提升为一类工业用地，不得发展高污染产业。 

1.3 作用空间的管控要求 

作用空间内的用地须符合一定的管控要求，具体如下表： 

表4-2 作用空间内用地的管控要求列表 

序
号 

作用空间级别 地块透风度
4
 建筑密度 建筑高度 建筑连续面宽 

1 一般作用空间 高层5≥30% 
裙房层≥20% —— 垂直于通风廊道和补

偿空间的方向上形成
高度梯度，避免建设
等高的建筑群。 

最大连续面宽
不宜大于 80
米，同时满足
四级风廊划定

要求 
2 直接作用空间 高层≥35% 

裙房层≥25% 
建议≤30%，最
大不超过 50% 

 

 

                                                       
4 评估界面及范围：评估范围为整个地块 
5 高层：指建筑高度大于 24 米的建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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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强制性要求 

本规划确定的一、二级通风廊道的条数、廊道（含入风口）边界范围、作用

空间边界范围及各级廊道的管控要求均为强制性要求。 

补偿空间的边界范围、一般作用空间内的用地控制指标为指引性要求。补偿

空间的范围应在城镇开发边界划定中纳入考虑。 

3 引导性要求 

3.1 单元及街坊尺度指引 

（1） 通风廊道构成指引 

通风廊应以大型空旷地带连成，例如主要道路、相连的城市绿地、非建筑用

地、建筑线后移地带及低矮建筑群；贯穿高楼大厦密集的城市结构。 

（2） 地块及街坊走向 

主要大街/大道应与盛行风的方向平行排列或最多成 30 度角，令盛行风得以

进透入区域 

（3） 街道布局模式 

与盛行风方向成直角的街段，应尽可能缩短，一方面可以减少空气滞留地带， 

另一方面亦可为市区增辟通风廊。 

（4） 直接作用空间 

直接作用空间特别考虑建筑物的规模、高度及布局；促进廊道通风的渗透。 

（5） 建筑高度梯度 

建筑群高度的分级有助改变风向，避免空气滞留不动。在适当的情况下， 区

内建筑群的高度应朝着盛行风的方向逐级降低， 以促进空气流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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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2 地块及建筑尺度指引 

（1） 裙房分割 

为促进空气流通， 以驱散热气和污染物， 从而提供更舒适和空气更清新的

行人环境， 提高城市结构在路面的透风度是非常重要的。应当避免裙房围合式

建设，降低内部通风。 

（2） 裙房设计 

在适当的情况下，应采用梯级式的平台设计，将气流从上空引导至地面的人

行道。并增加架空层。 

（3） 建筑物间留有空隙 

建筑物之间应尽可能保持足够的距离，以促进建筑群内的空气流通及减低对

周边通风环境的影响。 

（4） 阶梯式高度轮廓 

采用阶梯式高度布局，有助于改善建筑间的风环境，应考虑采用能产生小型

气流旋涡的建筑外形。尽量引入清凉空气贯通建筑物及其周边范围。 

（5） 人行道通风 

在面向与风向成直角的主要行人区/街道的一方，平台上的高楼应与平台边

缘贴齐，将风引导向下吹至路面。 

4 区域协调建议 

佛山市的周边城市需共同保护补偿区域、对接廊道入风口等相关要素。 

（1）周边城市仅有广州已有通风廊道规划。通风廊道能与广州的洪奇沥水

道的主风廊衔接，但广州白云片区缺少通风廊道控制。该项内容应在总规修编时

落实。 

（2）与中山，肇庆衔接通风廊道，保障佛山市的通风廊道贯通。 

（3）主要应保育广州白云区与里水连接地区，三水与肇庆和清远连接区，

维持我市南北向市级廊道的区域连贯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