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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随着全球气候变化加剧，作为影响城市防洪防涝安全的关键要素，城市竖向的重要性日益凸

显。郑州市借助国土空间规划开展契机，深刻汲取“7·20”特大暴雨灾害教训，于2023年2月发布

《郑州市竖向规划编制工作指引(试行)》(以下简称《工作指引》)，构建了与国土空间规划体系相协

调的“3个层级、5个类别”竖向规划编制体系，建立了因地制宜、刚弹相济的管控传导机制。结

合郑州市发展特征和既有规划体系，《工作指引》梳理传统竖向规划的症结问题，明确各层级竖向

规划内容和深度，从分层控制、统筹时空要素、规划协同、坚持安全底线、规划管理等层面探讨竖

向规划编制方法和规划策略。《工作指引》将促进竖向规划的有效管理，推动郑州市国土空间规划

体系完善，提升城市韧性承载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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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As global climate change intensifies, the importance of vertical planning, a key element impact-

ing urban flood prevention and drainage safety, has become increasingly prominent. Leveraging the territo-

rial spatial planning, Zhengzhou took substantial lessons from the July 20, 2021 torrential rainstorm and is-

sued the Guidelines for Vertical Planning Compilation in Zhengzhou (Trial Version) (hereinafter referred to

as the“Guidelines”) in February 2023. This document establishes a vertical planning compilation system

with“three levels, five categories”that aligns with the territorial spatial planning system. It also introduc-

es a management and control mechanism that is flexible and resilient and adaptive to local conditions.

Based on the developmental characteristics of Zhengzhou and its existing planning system, the Guidelines

identify critical issues in traditional vertical planning and clarify the scope and depth of vertical planning at

each level. The Guidelines explore methods and strategies for vertical planning compilation from various

perspectives, including layered control, coordination of spatial- temporal elements, planning coordination,

maintenance of safety baselines, and planning management. The Guidelines will promote the effective

management of vertical planning, advance the improvement of Zhengzhou's territorial spatial planning sys-

tem, and enhance the city's resilience and bearing capacit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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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0 引言引言

竖向规划是在城乡建设用地内，为满足

道路交通、排水防涝、建筑布置、城乡环境

景观、综合防灾以及经济效益等方面的综合

要求，对自然地形进行利用、改造，确定坡

度、控制高程和平衡土石方等而进行的规

划[1]。城市竖向直接决定规划用地及道路的

基于城市内涝防治的竖向规划体系探索基于城市内涝防治的竖向规划体系探索
————《《郑州市竖向规划编制工作指引郑州市竖向规划编制工作指引((试行试行))》》解读解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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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于城市内涝防治的竖向规划体系探索基于城市内涝防治的竖向规划体系探索
————《《郑州市竖向规划编制工作指引郑州市竖向规划编制工作指引((试行试行))》》解读解读

地面坡向、雨水汇集等条件，是城市排水系

统的重要承载基础。良好的竖向规划能够有

效提高城市防洪防涝能力，反之则会产生人

为的低洼点，削弱地表排水能力、加大排水

管网及泵站的运行压力，在降雨时引发内涝

和积水[2]。

近年来，气候异常加剧了城市空间安全

风险，内涝问题频发。2021年，《国务院办

公厅关于加强城市内涝治理的实施意见》

(国办发〔2021〕 11号)印发，要求统筹推进

城市内涝治理工作、优化城市布局加强竖向

管控[3]。同年，针对郑州市“7·20”特大暴

雨灾害中暴露的问题，河南省人民政府办公

厅印发《河南省城市内涝治理实施方案》，

提出“严格实施相关规划，在规划、建设、

管理等阶段，落实排水防涝设施、调蓄空

间、雨水径流和竖向管控”要求[4]。借助国

土空间规划体系逐步完善的契机，郑州市借

鉴先进城市经验，制定《郑州市竖向规划编

制工作指引 (试行)》 (以下简称 《工作指

引》 )，重点构建全市竖向规划框架体系，

统筹竖向规划编制工作，从源头上减少城市

内涝，提升城市韧性和安全水平。

11 既有竖向规划编制情况既有竖向规划编制情况

部分国内外城市结合自身需求开展了竖

向规划的编制及相关探索[2]。传统的竖向规

划多侧重于工程角度，以配合城市新区或集

中开发片区的建设为主。竖向规划的核心目

的是通过地形改造满足建设场地使用需求，

主要依据上位规划、控制性详细规划等的指

导，结合区域现状建设情况和路网布局制定

初步方案，通过多次反复验算以满足土石方

平衡和区域排水要求，确保规划方案合理性。

然而随着城市建设不断推进，平坦规

整、条件良好的用地已逐步开发饱和，未来

用地条件愈加复杂，传统竖向规划在新形势

下面临挑战。

1）缺乏体系性规划依据。现有的《城

市规划编制办法》 (建设部令第 146号)及细

则在竖向方面的指导和约束不足，不同的规

划成果之间难以衔接，导致城市规划的审

批、管理流程缺乏竖向控制依据[5]。

2）缺乏城市宏观指引。既有竖向规划

仅关注本规划范围内的区域，未能从宏观视

角系统地考虑城市建设用地竖向设计的合理

性，限制了城市竖向的有效性和连贯性[6]。

3）无法满足排水需求。竖向规划主要

依据单一区域有限的基础资料如现状地形和

河道高程，无法从流域的角度出发统筹协调

排水系统。

4）缺乏对建成区的有效指导。受历史

条件限制，竖向条件较差、存在内涝风险的

区域多集中在城市建成区，而既有竖向规划

主要关注尚未开发的城市新区，对建成区缺

乏有效指导。

5）重要节点控制不足。供水厂、变电

站、交通枢纽等重大市政基础设施的安全与

稳定对城市至关重要，而竖向规划未能针对

这些城市重要节点提出精准的竖向控制要求。

6）土石方难以平衡。随着城市地下空

间开发强度增加，产生的大量挖方难以消

纳，受限于环境政策和经济成本，目前多以

填方造景的方式堆放挖方，影响自然地形和

排水条件。

22 新形势下竖向规划的新要求新形势下竖向规划的新要求

22..11 国土空间规划体系完善要求国土空间规划体系完善要求

自 2019 年 5 月《中共中央 国务院关于

建立国土空间规划体系并监督实施的若干意

见》 (中发〔2019〕 18号)印发以来，国土空

间规划体系改革全面启动，专项规划需要在

国土空间规划引领下，健全规划实施传导机

制，推进空间规划顺利落实。

目前，《郑州市国土空间总体规划

(2021—2035年)》正在报批阶段。为贯彻落

实中共中央、国务院完善国土空间规划体系

的要求，强化“一盘棋”意识和系统观念，

郑州市需同步开展包括竖向规划在内的专项

规划编制工作，加强与国土空间规划的衔

接，实现各级各类规划“一张图”管理。

22..22 提高城市韧性安全要求提高城市韧性安全要求

全球气候变化导致极端天气频发，城市

内涝问题危及人民的生命财产安全。党的十

九大明确提出“气候变化是人类共同面临的

非传统安全威胁之一”。《中华人民共和国国

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四个五年规划和2035

年远景目标纲要》 (以下简称《十四五规

划》 )明确提出“加强全球气候变暖对我国

承受力脆弱地区影响的观测和评估，提升城

乡建设、农业生产、基础设施适应气候变化
6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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能力”[7]。

研究表明，地形与河道间不协调的竖向

关系是导致洪涝发生的重要因素之一[8]。系

统梳理城市内涝风险、建立竖向规划编制体

系、完善竖向管控要求，可以从源头改善城

市内涝问题，提升城市防灾减灾水平。

22..33 超超((特特))大城市发展转型要求大城市发展转型要求

郑州市作为特大城市正处于发展转型时

期，《十四五规划》要求加强特大城市治理

中的风险防控，促进城市发展方式由规模扩

张向内涵提升转变，推动高质量、可持续

发展[7]。

作为支撑全国战略布局的国家中心城

市、中原城市群与郑州大都市圈的核心引

擎，郑州市需要坚持以人为本的理念，全面

提升城市品质，推动形成内涵、集约、绿色

的发展模式，关注城市的韧性和安全，改善

竖向基础条件，呼应人民群众对安全、宜居

的需求。

33 竖向规划编制体系构建竖向规划编制体系构建

基于国土空间规划的“五级三类”框架

并结合郑州市现有规划管理体系，《工作指

引》建立了“专项规划层级 (竖向专项规

划)—分区规划层级(分区规划)—详细规划层

级(控制性详细规划、修建性详细规划、道

路管线综合规划)”3个层级、5个类别的竖

向规划编制体系(见图 1)；与国土空间规划

紧密衔接，纵向实施传导，系统性制定各层

级竖向规划编制方法和内容要求，以便于各

阶段规划管控。

33..11 专项规划层级专项规划层级

郑州市竖向专项规划的规划范围为郑州

市域，考虑区域地形地貌及水系流域划分并

顺应城市生长发展趋势，将中心城区与 4个

近郊组团(荥阳-上街组团、南龙湖组团、新

郑组团、中牟组团)作为重点研究区域，3个

远郊组团(新密组团、巩义组团、登封组团)

则编制各自的竖向专项规划(见图2)。

专项规划侧重于宏观战略和底线控制，

注重制定主要的技术标准和管控要求，明确

控制点高程，识别重要标志、景观、设施，

并提出有效保护和管控要求，探讨城市尺度

的土石方平衡策略。

33..22 分区规划层级分区规划层级

将竖向规划作为必要组成部分开展郑州

市国土空间分区规划编制工作。其中，城市

新开发区域、合作共建区等重点建设新区根

据建设要求开展区域竖向规划编制工作。

分区规划侧重于承接专项规划要求，指

导下一阶段的规划编制，明确区域所属流域

及竖向情况，划定竖向管控单元底线标高，

确定次干路以上等级道路交叉点控制标高，

强化范围内重要基础设施的控制要求，估算

土石方工程量，提出竖向管控策略和土石方

调配建议。

图1 郑州市竖向规划编制体系

Fig.1 The vertical planning compilation system in Zhengzhou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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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3..33 详细规划层级详细规划层级

1）控制性详细规划。将竖向规划纳入

单元和街坊控制性详细规划编制工作中。侧

重落实上位规划的要求、指引下阶段规划实

施，确定支路以上等级道路交叉点控制标

高，明确规划范围内重要资源的主要控制标

高，提出土石方管控要求。

2）修建性详细规划。结合规划地块修

建性详细规划，强化竖向设计内容，侧重微

观层面和实施性，指导下阶段的工程设计。

依据控制性详细规划的竖向内容，梳理竖向

影响要素和防洪防涝工程设施控制要求。加

强规划地块与周边区域衔接，落实内部道路

和对外联系道路控制标高，确定地块建筑室

外地坪控制标高，明确地块内配建的市政设

施、地下空间出入口等竖向控制标高，确定

排水管网标高，落实海绵城市建设要求，完

成土石方平衡方案。

3）道路管线综合规划。指导具体的市

政道路及管网设计施工，紧密衔接相关控制

性详细规划的竖向内容，细化优化道路走

向、坡度、主要控制点高程，确定市政管线

布置、高程等内容，落实海绵城市理念，使

主要控制标高协调一致、区域排水保持顺畅。

44 郑州市探索实践郑州市探索实践

44..11 贯彻分层控制理念贯彻分层控制理念

传统的竖向规划多是针对中观特定片区

或微观层面的建设项目进行竖向设计。在传

统竖向规划基础上，《工作指引》强调从宏

观到微观、从大到小、从上到下逐级深入的

竖向管控，在规划的不同层级中体现各自的

侧重点和站位优势，提高系统性和连贯性。

宏观层面，通过编制竖向专项规划，剖

析城市总体骨架格局，在大尺度上把握城市

特征。以地形地貌为例，利用全市地形数据

生成实体地面的数字高程模型 (Digital

Elevation Model, DEM)，使用ArcGIS软件分

析研判地形情况，充分考虑所属区域的地形

地貌特点，采取相应的规划策略。

郑州市横跨二、三级地貌台阶，具有山

地、丘陵、台地、平原复合地貌特征，整体

地势西南高、东北低，呈阶梯状下降且分界

明显(见图3和图4)。西南部远郊组团为低山

丘陵集中区，海拔高、坡度大、降雨径流易

汇集于城区，规划时应保持整体良好的竖向

条件，重点通过减缓道路坡度、合理选择排

水方向等措施降低洪水下泄对下游的影响。

中部丘陵、台地主要位于中低山前部，地面

巩义组团

荥阳-上街组团
中心城区 中牟组团

南龙湖组团

新郑组团

新密组团

登封组团

图2 郑州市竖向专项规划范围

Fig.2 Scope of Zhengzhou's specialized vertical planni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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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3 郑州市域高程分析

Fig.3 Elevation analysis of Zhengzhou's territor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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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ig.4 Slope analysis of Zhengzhou's territor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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沟壑纵横、地形支离破碎，规划时强调用地

高程的相互协调，尽量消除风险点，科学布

局行泄通道，以应对上游来水，引导涝水行

泄。东部平原因黄河冲积形成，地势平坦低

洼，内涝风险大，规划时应结合建设时序，

充分利用地下空间开发产生的土石方，合理

改造地形，构建“龟背式”的竖向结构，结

合排水防涝工程措施及应急管理手段，综合

解决内涝问题。

中观层面，梳理区域特色与规划重点，

注重与整体规划方案协调统一，深化细化专

项规划管控要求。以郑州南站片区为例，该

片区位于郑州市中心城区南部，以平原为

主，整体地势由西南向东北逐渐降低，区内

河流、铁路交错，现状建设用地分散，以规

划中的高铁南站为核心形成站城一体引领发

展的重要区域。该区域的竖向规划综合地形

水系特征、道路网络、轨道交通等情况，采

用驼峰式排水方式，逐级分散截流，降低内

涝风险；同时考虑郑州南站交通枢纽建设运

营需求，结合地下空间开发方案，优化场地

标高，减少土方外运，锚固铁路、站台等城

市安全基点，避免影响重要基础设施(见图5)。

微观层面，结合郑州市既有规划管理体

系，注重项目实际操作。在控制性详细规划

阶段，采取定性和定量的方式落实上位规划

要求，明确竖向管控指标，为后续规划实施

提供明确的方向和依据。在修建性详细规划

阶段，进一步强化竖向设计内容，注重与周

边用地、道路、市政管线的协调，避免衔接

不畅，保障项目建设顺利开展。在道路管线

综合规划阶段，明确道路和重力流管线的具

体标高、坡度等关键内容，指导施工图设

计，为后续的施工过程提供重要的参考依据。

44..22 统筹时空要素影响统筹时空要素影响

结合国土空间规划中不同功能主体的竖

向管控需求，《工作指引》贯彻落实全域、

全要素、全过程的管控理念，基于国土空间

规划确定的五类国土空间保护开发规划分

区，将市域范围划分为四类空间形态(见图6

和图 7)，适应和满足不同区域的竖向发展

需求。

生态区由生态保护区与生态控制区合并

而成，生态功能敏感且脆弱，竖向规划以生

态保护为主，严格限制除必要人为活动外的

开发建设。农田区主要涵盖农田保护区，在

竖向规划中以维持现状为主，重点巩固和提

高粮食生产能力，推进高标准基本农田建

设。建设区由乡村发展区与城镇发展区合并

而成，作为人口集聚和城乡开发建设的核心

区域，需要充分发挥土地潜力，满足城乡建

设的各项需求，是竖向规划的重点；在郑州

市划定的市域城市建成区基础上，结合卫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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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5 区域高程、水系和设施分析

Fig.5 Analysis of elevation, water system, and infrastructure in the reg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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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ig.6 Classification approach for vertical spaces in Zhengzhou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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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7 郑州市域竖向空间分类示意

Fig.7 Classification of vertical spaces in Zhengzhou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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遥感栅格数据，对开发建设成熟度进行评

估，进一步细分为发展区和建成区，根据各

自特点提出更为精准的竖向管控要求。不同

类型空间的竖向管控要求如下：

1）生态区。竖向规划强调避免山体破

坏，同时维护天然水塘、水系和低绿地等蓄

滞空间，最大限度保护现状生态要素。

2）农田区。以保留现状地形为主，结

合农业生产需求进行合理的竖向改造，确保

农田的完整性和稳定性，助力高标准农田建

设，同时依托临时蓄滞洪区建设强化洪涝蓄

滞功能。

3） 发展区。结合地形地势和开发需

求，识别竖向限制因素，在确保防洪和排水

防涝安全的前提下，利用土石方平衡优化竖

向条件，避免高填深挖和无序弃土，在低洼

区构建“龟背式”竖向结构，就近分散排放

涝水，同时利用复合空间提升城市功能，增

强城市风貌。

4） 建成区。对于无内涝风险的区域，

以保持现状竖向为主，在后续更新改造时注

重保护重要资源，避免形成洼地。对于存在

内涝风险的区域，借助城市更新、水系治理

等项目进行竖向改造优化，减少雨水汇入；

对于缺乏优化改造条件的区域，通过后续工

程措施减少内涝风险。

44..33 强化规划协同作用强化规划协同作用

《工作指引》加强了规划之间的协同作

用，通过与国土空间规划、防洪规划、排水

表1 相关规划对竖向规划编制的协同要求

Tab.1 Coordination requirements of related plans for vertical planning compilation

类别

国土空间规划

防洪规划

排水(雨水)
防涝规划

城市更新规划

韧性城市规划

综合交通规划

地下空间
专项规划

海绵城市规划

总体城市设计

生态景观和
绿地系统规划

防灾减灾规划

应急交通规划

历史文化名
城保护规划

分期建设计划

其他相关规划

主要协同要求

遵循国土空间规划确定的总体目标、空间布局、约束性指标、重大政策等强制性内容，在竖向规
划中落实相应专项规划和刚性管控要求以及明确的重大项目安排

符合防洪标准安全要求，严格保护流域防洪设施，维护自然生态河道，确保规划区域防洪安全；
利用蓝绿空间，蓄排结合，降低城区内涝风险，减轻下游排洪压力；结合流域边界划定竖向分
区，并将河道防洪标准及防洪除涝水位等水力要素作为分区现状竖向评估和底线标高划定的基础
条件

结合排水模式确定竖向规划策略；结合排水防涝分区及防涝策略划定竖向分区，对竖向条件进行
评估，总体坡向应朝向雨水出水口方向；充分考虑蓄滞空间管控提出的竖向控制要求，对建议优
化调整竖向的区域进行重点研究；行泄通道设计与区域排水防涝系统相衔接并满足相应要求

借力城市有机更新优化地区竖向结构；通过河湖库水系综合治理，管控原有坑塘低地形成低地系
统，提高城市内涝安全韧性

筛选对城市韧性安全较为重要的要素类型，通过竖向优化设计防范洪涝风险

确定路网结构和主干路网骨架，为竖向规划提供规划基础，重点研究重大交通设施用地竖向，提
高安全韧性；与轨道交通总体布局相结合，轨道交通场站用地竖向应与周边竖向规划统筹考虑，
确保防洪防涝安全

以河道水体设计洪(涝)水位为基础，结合区域排水模式确定地下空间竖向规划策略；合理设计地下
空间出入口高程，确定挡水高程，满足防汛要求，提升城市防灾减灾能力

使地块及道路径流有组织地汇入周边绿地系统和城市水系，发挥低影响开发设施的作用；加强蓝
绿空间的雨水调蓄功能，保障低地系统建设；保护现有的绿地和水面，逐步进行低地化改造；新
建绿地坚持低地化建设，增加超标雨水滞留空间

延续总体城市设计确定的城市空间结构和风貌特色，提高城市外部空间和形体环境的质量；落实
低地系统的竖向建设要求，针对不同地势形态分区分模式构建低地系统

分区域分类型制定保护策略，延续规划区生态格局，塑造丰富的城市景观

全面落实安全韧性城市理念，健全各项防灾减灾设施，加强生命线系统保障能力，强化城市对灾
害风险的系统应对能力

加强对防涝应急通道的竖向规划，重点关注高中风险区的应急通道，确保在不同降雨场景下防涝
应急通道的畅通，保障应急救援安全

满足历史文化的保护要求，以维持现状为主，同时不应增加洪涝风险

合理安排项目建设时序，避免重复投资造成工程浪费

可根据项目具体需求增加分析要素的种类与深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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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雨水)防涝规划、综合交通规划等各类相关

规划紧密衔接，综合考虑防灾减灾、场地使

用、排水需求、景观环境、海绵城市建设以

及规划管理等多方面要求进行协调反馈。采

用多因素叠加影响因子评价方式，对影响竖

向规划的各种因素及相关要求进行深入分

析，确保各项规划与竖向规划之间相互补充

和协调(见表1)。

以排水(雨水)防涝规划为例，基于《郑

州市排水(雨水)防涝综合规划(2021—2035

年)》确定的流域及排水防涝分区(见图 8)，

竖向规划遵循流域区域相协调、就近入河的

原则，实施高水高排、低水低排的策略，依

自然地形和河流走向划分竖向分区，为后续

竖向管控提供具体的规划对象。

依据排水(雨水)防涝规划确定的内涝防

治标准，结合郑州市降水资料及暴雨强度计

算方法，中心城区应有效应对 100年一遇级

别的极端暴雨 (达到 253.5 mm/24 h)。参照

《城镇内涝防治系统数学模型构建和应用规

程》 (T/CECS 647—2019)，利用 InfoWorks

ICM软件搭建河道与地表耦合模型，进一步

结合基于降雨数据数理分析构建的降雨模

型，得到极端降雨条件下二维地表漫流模

型，模拟地表积水风险(见图 9)。通过对比

某一时刻的地面积水情况判断不同区域竖向

条件，进而评估竖向地表排水能力，为竖向

规划提供重要的评判依据和数据支撑。

44..44 坚持安全底线思维坚持安全底线思维

为强化城市韧性安全，《工作指引》参

考《城乡建设用地竖向规划规范》 (CJJ 83—

2016)将建设用地划分为高区、中区和低区3

种类型并制定了竖向评估标准，提出了相应

的竖向规划策略和底线控制标高。

1）竖向评估标准。

竖向高区：区域竖向高于对应排向河道

设计条件下的“规划最高洪水位+安全超

高”。该类区域竖向条件较好，在降雨排涝

期间具备地表行泄条件，管渠排水条件较好。

竖向中区：区域竖向低于对应排向河道

设计条件下的“规划最高洪水位+安全超

高”，高于对应排向河道设计条件下的“规

划除涝水位+安全超高”。该类区域竖向条件

一般，在应对短历时设计降雨时能够采用重

力自排，但在排涝期间可能受到河道顶托影

响，排水能力受限。

竖向低区：区域竖向低于对应排向河道

设计条件下的“规划除涝水位+安全超高”。

该类区域竖向条件较差，排水不利，主要依

靠泵站强排入河，排水压力大。

竖向评估标准如图 10 所示。安全超高

高度视构筑物级别和筑堤材料而定，一般取

值0.4~1.0 m[1]。

2）竖向规划策略。

竖向高区：基本维持现状高程体系，同

图8 郑州市主城区规划排水防涝分区

Fig.8 Drainage and flood prevention zoning in the main urban area of Zhengzhou

资料来源：根据《郑州市排水(雨水)防涝综合规划(2021—2035年)》绘制。

0.15~<0.30
积水深度/m

0.30~<0.50≥0.50

荥阳荥阳--上街组团上街组团

图9 郑州市中心城区及近郊组团百年一遇降雨条件下地表积水风险模拟

Fig.9 Simulation of surface water accumulation risk in Zhengzhou's central

and suburban clusters under a 100-year precipitation event

新郑组团新郑组团

南龙湖组团南龙湖组团
航空港区航空港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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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结合其他建设计划，消除内部风险点。局

部项目建设时，注重与周边的协调，避免新

增低洼点，减少对下游产生的不利影响。

竖向中区：根据开发情况，统筹考虑工

程建设时序，科学分配挖填方量，因地制宜

优化区域竖向，利用行泄通道引导、优化排

水方向等措施有效应对上游来水，减少对下

游的行泄压力。

竖向低区：优先考虑通过开发建设实现

竖向设计优化，尽可能减小低区汇水面积。

对于改造困难的区域，通过设置临时蓄滞空

间应对极端天气条件下的排水压力，并提示

主要风险点。在用地规划和工程建设中对风

险予以充分考虑，以工程措施排水为主，加

强应急管理，确保在紧急情况下能够迅速

应对。

3）底线控制标高。

《工作指引》通过划定区域底线控制标

高实现刚性控制。新建项目的竖向设计必须

满足所在区域的底线控制标高要求，减少因

竖向设计不合理而形成的内涝风险，同时妥

善考虑土石方平衡需求。

竖向高区的底线控制标高与评估标准保

持一致，即对应排向河道设计条件下的“规

划最高水位+安全超高”，确保在面临极端天

气条件时仍能有效排水，防止内涝发生。竖

向中区的底线控制标高为对应排向河道设计

条件下的“规划除涝水位+安全超高”，使其

排水系统在应对常规降雨时能够正常运行，

降低内涝风险。为优化区域排水条件、尽可

能提高排水防涝安全，竖向低区底线控制标

高与竖向中区相同，即对应排向河道设计条

件下的“规划除涝水位+安全超高”。

4）重要资源管控。

针对交通枢纽、生命线工程等重大市政

基础设施，通过明确现状重要资源所处区域

的竖向条件评估其内涝风险，提出相应的竖

向规划策略。对已明确具体选址位置的规划

重要资源，依据周边道路标高推算底线控制

标高要求。

44..55 确保规划管理落实确保规划管理落实

通过建立刚弹结合的指标管控体系，

《工作指引》确保竖向规划得到有效实施和

管理(见图 11)。刚性管控要求包括区域底线

控制标高、重要资源底线控制标高等内容，

结合规划范围划定竖向分区 1~5 km23~10 km2

底线控制标高(刚性)
支路以上高程(刚性+弹性)

底线安全
底线控制标高(刚性)

次干路以上高程(弹性)
底线控制标高(刚性)

主干路以上高程(弹性)

区域内重要资源现状评估(弹性)，
规划控制(刚性+弹性)

重要资源
区级以上重要资源现状评估(弹性)，

规划控制(刚性+弹性)
市级以上重要资源现状评估(弹性)，

规划控制(刚性+弹性)

土石方平衡方案(弹性)土石方管控 分区土石方调配(弹性)市域土石方管控策略(弹性)

地块景观要素指引(弹性)景观塑造 片区景观要素指引(弹性)市域景观要素指引(弹性)

详细规划分区规划专项规划

图11 竖向规划指标管控体系

Fig.11 Control system for vertical planning indicators

判定标准：规划最
高洪水位+安全超
高≤区域竖向

判定标准：规划除
涝水位+安全超高
≤区域竖向<规划
最高洪水位+安全
超高

判定标准：区域竖
向 < 规划除涝水
位+安全超高

规划最高洪水位+安全超高

规划最高洪水位+安全超高

规划最高洪水位+安全超高

规划除涝水位规划除涝水位++安全超高安全超高

规划除涝水位规划除涝水位++安全超高安全超高

规划除涝水位规划除涝水位++安全超高安全超高地面

地面

地面

竖向高区

竖向中区

竖向低区

图10 郑州市竖向评估标准

Fig.10 Standards for vertical assessment in Zhengzhou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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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竖向规划的基本底线和标准，有助于保障

城市防洪防涝安全、减少内涝风险，为规划

管理提供清晰、具体的依据。土石方管控、

景观塑造等指导性要求为竖向规划提供了一

定的弹性空间，用于适应未来城市发展的

变化。

《工作指引》要求整合各层级竖向规划

成果数据、搭建竖向规划平台数据库，并统

一纳入国土空间规划“一张图”实施监督信

息系统(见图12)。通过与郑州市大数据管理

局、城乡建设局等相关部门的积极联动，确

保各层级竖向规划的调整和优化及时更新至

平台，从而实时掌握城市竖向的最新数据，

提高规划管理的效率和准确性，为后续建设

和维护提供重要的信息支撑。

55 结束语结束语

城市竖向规划仍处于探索阶段，郑州市

是中国第一批发布竖向规划编制工作指引的

城市。基于城市内涝防治需求，郑州市构建

了竖向规划编制体系，明确了各层级竖向规

划的编制要求及方法。这一探索解决了城市

竖向规划、管理、建设的全流程管控问题，

可以提升城市韧性承载能力，推动郑州市国

土空间规划体系的进一步完善。

本文对新形势下竖向规划的编制进行初

步探讨，随着郑州市各层级竖向规划的逐步

推进，未来应重点强化两个方面研究：一是

推进竖向规划与各层级国土空间规划充分衔

接，促进竖向规划体系的自我完善；二是深

入开展建成区竖向优化研究，探索与城市更

新、旧城改造等项目的深度融合，有效解决

城市建成区内涝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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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12 郑州市国土空间规划“一张图”实施监督信息系统

Fig.12 “One Map”supervision information system for the implementation

of Zhengzhou's territorial spatial planni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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