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00 项目概况 
基地位置：基地是穗莞深城际线站点，位

于东莞市长安镇西部，属厦边村范围。北

部为夏边村，南邻虎门镇，东西均为工业

区。 

基地规模：本次规划基地以厦边站800M

范围为主体，北以横村路为界，东、南以

自然河流为界，西以银城八路为界，规划

区总面积约172.9公顷。 
基地 
SITE 172.9ha 

农地 

工业 

虎门镇 

长安镇 

厦边村 

用地特征：基地以振安路为界，划分为南

北两部分，其中北部基本建成，主要以工

业为主，包括居民点1处，路网相对密集

完善；南面则以鱼塘为主，有居民点1处，

除沿路部分有一定建设外，并无其他建设，

道路尚未建成。 



00 项目概况 

工况用地：54.1ha 

未利用地：21.7ha 

农用水面：48.6ha 



01 定位研究 02 规划方案 
方案构思 

规划结构 

土地利用 

功能构成 

开发强度 

建筑高度 

交通组织 

公共设施 

绿地系统 

规划对比 

 

 

03 核心区设计 04 实施协调 
更新策略 

省市合作备选用地 

启动区 

土规调整建议 

线路特征分析 

发展趋势判研 

优势条件挖掘 

站点目标定位 

用地布局 

建筑功能 

路网体系 

公共空间 

步行组织 

空间设计 



01 

定位研究 
线路特征分析 

发展趋势判研 

优势条件挖掘 

站点目标定位 



    穗莞深城际轨道交通位于珠三角中东部，连通了珠三角区域的中心城市广州、深圳和地区性中心东莞。线

路起于广州广深铁路新塘站，止于深圳机场，共设15站。远期预留延伸至福田中心区的条件。 

    1. 广、深之间又一便捷交通走廊，经过前海、沙井-松岗、宝安、长安-虎门等东部都市圈主要节点，提升

广深城镇带的凝聚力度，促进广深城镇带与广州、深圳的合作。是珠三角聚合区域核心功能的区域发展“脊

梁”。 

    2. 主要强化东莞与广州、东莞与深圳，以及东莞境内沿线各城镇间的联系，承担广深间非直达和部分过境

（香港）交通功能。 

长安厦边站 

线路特征分析 
穗莞深线路特征：珠三角东岸城际客运主脊，强化东莞与广深港联系的动脉 

珠三角城际轨道交通主骨架网项目示意图 

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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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以公务商务出行、探亲访友、城际城内通勤为主； 

 2.从事工业企业、商务流通等行业的中青年人士，对舒适性要

求高的中高端客流； 

 3.主要为沿线城镇等中短途出行客流；非广深直达客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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穗莞、莞深中心城区点对点客流 
东莞西部组团间客流 
深圳机场集疏客流 
香港过境客流 

穗莞深客流特征 

1.1 线路特征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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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50岁年龄段的出行者占总出行者的绝大部分，共计为95.11% 

明确的行业划分中，在工业企业工作的出行者所占比例最高，为26.39%，其次占是
商贸流通，占11.19%，这与该地区加工制造、商贸流通产业发达这一特征相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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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行者在交通方式选择统计数据及分析可以看出，出行者主要对舒适性(36.39%)
、方便性（32.85%）等有较高要求，而对价格和时间显得不敏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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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务商务出行所占比例最高，达到30.63%，其次是探亲访友和上下班出行，分
别占23.59%与19.22% 



1.1 线路特征分析 
厦边站站点特征：虽是社区型站点，但对外服务属性强，且服务腹地较大 

     厦边站为高架站，位于长安镇西部，紧邻虎门。选址为振安西路上与银城三路、银城六路交界之间。 

    1. 《东莞轨道线网修编报告》、《珠三角城际轨道交通站点周边地区规划设计指引研究》、《轨道站点功

能定位与TOD规划设计指引研究》中均指出厦边站类型为“社区型”，功能主要以居住及配套服务为主，亦

可扩展至服务周边产业区。 

    2. 是穗莞深线在长安镇内设置的两个站点之一，将成为长安镇与广、深、港连接的重要节点。对长安中部

老城片区建设更新、长安镇产业提升转型有强大的带动作用 

东莞市轨道交通网络规划调整方案 

长安厦边站 

长安金沙站 



1.1 线路特征分析 
厦边站站点特征：对外服务功能属性强、在区域内能级处于第二层级 

虎门南站 

虎门站周边地区轨道线网方案一 

轨道3号线 

厦边站 

金沙站 

 1. 虎门-长安片区有深茂铁路、穗莞深城际线、城市轨道（东莞市轨道2、3号线；深圳市20号线）等五条轨

道线路穿越，各有特征——地铁轨道线负责城市内部公共服务结构的完善，城际线负责对外服务结构的完善。 

2. 小区域内轨道站点密集，其中虎门南站是一大型客运枢纽站点，其它换乘节点均为城际与城市轨道、城市

轨道之间的换乘枢纽站点，厦边站为城际线路站点，能级弱于虎门南站，强于城市轨道站点。 

与深圳之间的联系密切，具有很强的对外服务属性 



1.2 发展趋势判研 
东莞市层面：虎门-长安作为东莞未来发展的战略极点，参与湾区竞合 

东莞市城市总体规划（2016-2030） 
空间发展的总体思路与空间战略 

 1. 东莞市最新总体规划研究中确定东莞的空间发展

战略为“东进南下，扩心强极，分区统筹”。强化

虎门-长安地区，建设高水平的区域服务节点。与中

心城市组团共同构造东莞的中心都会区。 

    同时提升长安-虎门的综合服务职能，形成带动周

边地区发展的增长极。 

 2. 打造长安新区，联动深圳大空港地区，构建参与

珠三角大湾区格局的战略高地。 

    呼应区域服务向湾区集聚的趋势，对接深圳-香港

沿湾区的高端服务走廊，与深圳前海、宝安机场、

大空港连成一线，推动虎门-长安的服务化转型和升

级，成为东莞参与湾区高端竞争的载体。 



长安-虎门层面：虎门侧重特色产业，长安强调综合服务对接深圳空港 

1.2 发展趋势判研 

     1. 虎门镇产业发展目标：将努力提升产品附加值，

构建具有虎门特色的现代化产业体系。 

    在制造业方面将“做强电子信息产业（除产业引

进外，推进产学研对接，形成特色产业体系和产业

集群），做精服装产业（构建生产-设计-展销的圈套

产业链），发展战略性高新技术产业（精细化工、

生物制药、环保和数字信息等新兴高科技企业）”。 

    虎门港开发区将依托港口优势发展现代物流服务。 

     2. 长安新区是《珠三角地区改革发展规划纲要》

中突出支持的环珠江口地区“湾区”重点行动计划

的重要组成部分，定位为珠三角国际湾区海洋文化

名城、东莞滨海商务新城。 

    在产业发展中，将重点发展新兴文化产业、现代

物流商贸、商务休闲、战略产业研发与科技服务、

游艇产业等 

    并考虑与深圳前海融合，一起规划统筹发展。 

东莞市长安新区总体规划（2011-2020） 
用地规划图 

东莞市虎门镇城市总体规划修编（2012-2020） 
土地利用规划图 



长安-虎门层面：轨道站点周边地区成为提升城镇综合服务的关键 

1.2 发展趋势判研 

     1. 东莞市最新总体规划研究中对滨海城市组团提出的发展策略为：“依托轨道，优化节点，提升城镇综

合服务”。轨道周边地区都将成为重要的综合服务节点。 

    2. 根据各个站点所处区位、轨道性质、周边城市功能的不同，各节点服务功能定位各异。 

东莞市轨道交通网络规划调整方案 

长安厦边站 

展览中心站 

虎门火车站 

虎门商贸城站 

虎门南站 

长安新区站 

长安金沙站 

镇区级城市型站点 
镇区级商业就业中心 
片区接驳功能 

枢纽型站点 
城市次中心 
综合枢纽站，对外交通门户 

镇区级城市型站点 
产业服务：发展电商物流行业，强化区域商贸服务 
片区接驳功能 

社区型站点 
提升城市产业服务 

镇区级城市型站点 
城市客运、生活服务 
片区接驳功能 镇区级城市型站点 

城际客运服务、城市综合服务 
片区接驳功能 

片区及城市型站点 
片区级综合服务 
片区接驳站 

穗莞深城际线 



1.2 发展趋势判研 
长安层面：北城南业，产业立镇，功能分区明显，结构扁平，城乡风貌混杂 

厦边站 

长安镇中心区 



长安层面：面临产业结构转型，公共服务完善，空间环境提升三重压力 

1.2 发展趋势判研 

东莞市长安镇城市总体规划修编（2003-2020） 
远景用地布局示意图 

北部中心城片区 

中部老城片区 

南部沿海发展区 

滨海发展新区 
物流生产轴 

服务轴 

生活轴 

规划区 

产业发展——进一步“软化”与高级化 
1. 第一产业比重将下降，向观光型生态农业发展。 
2. 工业在未来长安的经济中仍应居于主体地位，总量规
模不断扩大但应控制其比重，推动科技型、环保型产业
的发展。形成新产业区。 
3. 推动第三产业规模和比重的上升，房地产、旅游、社
会中介服务等将形成产业规模。 

 

基础设施——完善服务、保障社会公平 
1. 加强城市服务功能，完善基础设施建设（交通、教育、
商业、商务等服务业）； 

2. 更多关注外来人口的各类需求。 

 

空间环境——提升建设品质 
1. 改善生态环境，保障可持续发展； 

2. 塑造良好的人居环境、关注城镇化质量的提高； 

3. 加大三旧改造力度。 



广深沿江高速 

厦边站 

金沙站 

滨海发展新区 

长安层面：从背离到面向，核心走廊完善，湾区地位提升，带动中南部发展 

1.2 发展趋势判研 

北部 
中心城片区 

北部老城片区 



1.2 发展趋势判研 

虎门南站 

深圳13号线 

深圳20号线 

厦边站 
金沙站 

长安新区站 

城际轨道两条城市轨道（轨道2、3号线）、穗莞深

城际轨道在长安镇域内设有多个站点。由于轨道属

性、所处区位、站点周边用地功能不同而定位各异。 

长安厦边站——城际产业服务型 
城际轨道在县域内两大站点之一，处于中部老城片
区西部，物流生产轴上。周边为产业功能。轨道站
点的引入为促进长安镇产业提升与转型、对外交流
的重要契机。 

 

金沙站——城际、城市生活服务型 
为城际轨道与城市轨道的枢纽站点，处于中部老城
片区核心地带，城市服务轴上。周边聚集城市服务
功能、少量产业功能。为外来客流迅速到达长安镇
中心、及向城市内集散的重要通道。 

 

长安新区站——城市交通、生活服务型 
城市轨道的换乘站点，为长安新区与长安镇中心、
及东莞市其它组团联系的重要站点。 

 
其它站点——城市生活服务型 

长安层面：厦边站周边地区承担着更为显著的产业发展特征 

发展的热点区域，显著的产业服务特征 



对外交通：对外交通便利，公路、轨道快速对接深、莞、广 

1.3 优势条件挖掘 

互通立交 

互通立交 

互通立交 

厦边站 

四环路 

358省道 

东莞市长安镇总体规划修编（2003-2020） 

基地与两条广深高速下道口近；“四横一纵”的城市路网使得基地可达性强。 



虎门站周边地区轨道线网方案一 

辐射叠加：位于长安新区、虎门商贸城、虎门南站三核辐射叠加区域 

1.3 优势条件挖掘 

虎门南站 

轨道3号线 

深圳13号线 

厦边站 

长安新区站 

虎门商贸城站 

6km
 

厦边站距离三大枢纽站点仅10分钟车程，与其功能联动、联系紧密。 



1.3 优势条件挖掘 

1. 基地位于沿振安路展开的横向产业发展轴上，是其中西部重要工业组团—上角、厦边工业区。 

2. 现长安县域内已在建、或拟建、或已经投入使用的四大工业园区，为产业转型升级契机；其中振安工业

园紧邻基地。产业基础好。 

  产业发展轴 

厦岗、上沙 
工业区 沙头、乌沙 

工业区 

规划范围 

锦厦 
工业区 

上角、厦边 
工业区 

产业基础：横向上位于长安镇产业发展轴上 

萧边 
工业区 



1.3 优势条件挖掘 
产业基础：纵向上位于长安镇物流生产轴上 
1. 长安镇在南北向有三条城市功能轴线，分别为物流生产轴、服务轴和生活轴。 

2. 基地位于沿福海路展开的纵向物流生产轴上，向北为居住组团，向南与长安新区的产业组团（含产业研发

区、文化产业区、现代物流区等功能组团）相联系。 

二
龙

路
 

  
规划范围 

物流生产轴 

服务轴 生活轴 
现代物流区 

文化产业区 

生态绿廊 

产业研发区 

居住区 

蛇山 



1.3 优势条件挖掘 
产业基础：毗邻高品质产业区，且周边产业有相当规模，影响腹地大  

 

 
 

 

 

 
 

 
 

 
 

  

 

 

 

 

1. 基地北面为居住片区；西面、东面为产业区，其中东南面毗邻振安工业园，是长安四大新产业园之一，产

业类型统一、环境品质较高；西南面为虎门南站TOD综合开发区的辐射片区。 

2. 场地内产业类型主要为塑胶、五金、模具生产加工；类型较统一，品质参差不齐。 

  
金沙站 

  

居住片区 

居住片区 

产业片区 

产业片区 产业片区 

虎门南站
商业片区 

污水处理厂 农地 

工业 

振安工业园 

  

厦边站 

虎门南站 



1.3 优势条件挖掘 

项目基地 

蛇山 
象山 铜鼓山 

大盖山 

狮子山 

横圳水库 
五点梅水库 

马尾水库 

珠江口 

1. 在城市市域生态格局中，基地北靠东莞市

城市绿心—大岭山，南连珠江口，通山连海，

拥有良好的生态基底。 

 

2. 基地南端为两条水系交汇处，北部可通过

城市绿地的串联，与自然山林、郊野公园等

融为一体。 

由于场地周边工业的影响，导致现状水
体污染严重，需经过治理，将其转化为
生态优势，形成积极的线性生态廊道。 

东莞市城市总体规划（2016-2030） 
生态发展策略 

生态格局：通山连海廊道，双河交汇节点 
大岭山 

自然保护区、森林公园 

厦边站 

具备建设专业服务中心的区位、交通、产业、生态的优势条件 



高效、活力、生态的产业新社区 
穗莞深沿线重要的莞深产业合作平台 

长安镇西部重要的产业服务中心 

岭南风貌的创智家园 

 

充分顺应地区与片区发展诉求，统筹考虑产业、生态、社会效应等多方诉求，基于TOD的核心理念，提出基地的规划目标： 

1.3 站点目标定位 

英国-布朗工业区 奇斯威克园区  London,Chiswick park 日本-大阪 难波公园  Namba parks 

  
   

  
   

  
   

中国-苏州金鸡湖 



1.3 站点目标定位 
功能构成 

300m 

以轨道站点为核心的交通枢纽，以生产、生活、生态为三大主体功能，形成圈层式功能布局。 

零售 
商业 

社区金融 
服务 

社区生活 
服务 

社区管理 
服务 

教育设施 
配套 

居住 
社区 

小区 
游园 

街心 
公园 生态 

设施 

生态 
网络 

滨河 
绿带 

创新 
服务 

减压 
休闲 

职业 
成长 

生产 
制造 

孵化 
加速 

科技 
研发 

创新 
平台 

    生产 
完善的产业链条 

    生活 
优质的生活服务 

    生态：优良的生态环境 

长安镇产业片区 800m 

停车场  

出 
租 
车 

公 
交 

车 



02 

规划方案 
方案构思 

规划结构 

土地利用 

功能构成 

开发强度 

建筑高度 

交通组织 

慢行系统 

公共设施 

绿地系统 

规划对比 

 

 



2.1 方案构思 

虎门南站 

对接南站 
1.  构建快速联系 

厦边站 

至虎门南站 

至虎门南站 

基地 
SITE 



虎门南站 

至虎门南站 

至虎门南站 

厦边站 

2.1 方案构思 
对接南站 
1.  构建快速联系 

2.  聚集功能轴线 

 



至虎门南站 

至虎门南站 

居住片区 
RESIDENTIAL 

自然风貌区 
NATURE 

居住片区 
RESIDENTIAL 工业片区 

INDUSTRY 

工业片区 
INDUSTRY 

专业服务中心 
SERVICE CENTER 

生活服务 / 制造业产业服务 

虎门南站综合服务中心 
SERVICE CENTER 

生活服务 / 物流商贸产业服务 

工业片区 
INDUSTRY 

对接南站 
1.  构建快速联系 

2.  聚集功能轴线 

3.  功能错位对接 

 

2.1 方案构思 



虎门南站 

安力科技园 
ANLI SCIENCE PARK 

 

厦岗、上沙工业区 
INDUSTRY 

振安科技工业园 
ZHENAN SCIENCE PARK 

工业片区 
INDUSTRY 

基地 
SITE 

厦边站 

2.1 方案构思 
助力产业 
1.  强化振安路服务功能，沿振安路建立服务设施带 



虎门南站 

安力科技园 
ANLI SCIENCE PARK 

 

厦岗、上沙工业区 
INDUSTRY 

振安科技工业园 
ZHENAN SCIENCE PARK 

工业片区 
INDUSTRY 

基地 
SITE 产业交流中心 

综合服务中心 

助力产业 
1.  强化振安路服务功能，沿振安路建立服务设施带 

2.  建立基地内部南北向服务设施廊 

 

2.1 方案构思 



虎门南站 

安力科技园 
ANLI SCIENCE PARK 

 

厦岗、上沙工业区 
INDUSTRY 

振安科技工业园 
ZHENAN SCIENCE PARK 

工业片区 
INDUSTRY 

基地 
SITE 

产业交流中心 

生活服务中心 

综合服务中心 

2.1 方案构思 
助力产业 
1.  强化振安路服务功能，沿振安路建立服务设施带 

2.  建立基地内部南北向服务设施廊 

3.  强化与周边产业区的空间联系 

 

 



基地 
SITE 

虎门南站 

厦边站 

厦边站TOD片区 

虎门南站TOD片区 

厦边村 

河流汇水生态区 

2.1 方案构思 
激活旧村 
1.  强化旧村与重要节点的便捷联系 



基地 
SITE 

虎门南站 

厦边村 

厦边站 

河流汇水生态区 

2.1 方案构思 
激活旧村 
1.  强化旧村与重要节点的便捷联系 

2.  强化旧村与厦边站的开放空间慢行路径 



基地 
SITE 

生活服务中心 

生活服务中心 

公共服务设施 

河流汇水生态区 

厦边村 

厦边站 

虎门南站 

2.1 方案构思 
激活旧村 
1.  强化旧村与重要节点的便捷联系 

2.  强化旧村与厦边站的开放空间慢行路径 

3.  补充完善旧村公共服务设施 



虎门南站 

通
山  

虎门南站综合服务片区 

振安科技工业园 

基地 
SITE 

 
  特征，延续区域大山海格局 

厦边站 

2.1 方案构思 
延续格局 
1.  强化一河两岸的生态特征，延续区域大山海格局 



虎门南站 

通
山  

虎门南站综合服务片区 

振安科技工业园 

基地 
SITE 

厦边站 

河口湿地公园  
WETLAND PARK 

2.1 方案构思 
延续格局 
1.  强化一河两岸的生态特征，延续区域大山海格局 

2. 河口交汇生态敏感处控制建设，形成湿地公园 

 



虎门南站 

通
山  

虎门南站综合服务片区 

振安科技工业园 

河口湿地公园  
WETLAND PARK 

基地 
SITE 

2.1 方案构思 
延续格局 
1.  强化一河两岸的生态特征，延续区域大山海格局 

2.  河口交汇生态敏感处控制建设，形成湿地公园 

3.  构建内部生态滤网，强化区域生态资源向内部空间的渗透 

 



虎门南站 

基地 
SITE 

厦边站 

价值较高旧村功能置换 
OLD VILLAGE 

桑基鱼塘肌理 
FISH PONDS 

核心区内旧村建筑总量不大 
拆除重建 
OLD VILLAGE 

核心区外旧村保留 
OLD VILLAGE 

2.1 方案构思 
传承记忆 
1.  对旧村空间针对性策略，多元化的空间使用策略以延续旧村空间格局。 

2.  对桑基鱼塘肌理进行提取，并作设计元素进行空间设计，形成具有浓郁地域特征的公共空间 



 
 

旧村的平面肌理、建筑空间 

北京三里屯—文化活力商业街区 

建筑群高4-6层 

北京三里屯 

连续的二层空间、建筑围合的小型商业广场 

· 功能置换：居住功能变更为商业功能 

· 灵活、渗透的建筑空间 

2.1 方案构思 
传承记忆 
1.  对保留部分旧村可鼓励功能置换，在既有空间肌理基础上进行

改造，以释放其价值。 



桑基鱼塘平面肌理 

水塘与亲水栈道 

水系设计中应用桑基鱼塘的肌理 

鱼塘肌理设计元素再创造 湿地公园景观设计 

2.1 方案构思 
传承记忆 
2.  对桑基鱼塘肌理进行提取，并作设计元素进行空间设计，形成

具有浓郁地域特征的公共空间 



基地 
SITE 

厦边站 

2.1 方案构思 
展示形象 
1.  甄别具有重要对外价值的区域，进行重点设计，形成规划区对外的窗口名片 



规划结构 

一核·两轴·两带·多片区 

一核：以轨道站点综合体为基础的

枢纽活力核 

 

十字两轴：依托七龙路联系虎门南

站、依托振安路联系长安产业区的

两轴功能联系轴 

 

“T”字两带：依托中央绿脉塑造

的产业服务带；依托两条水系形成

的滨水生态景观带 

 

多片区：一个商业服务区，一个都

市产业区，多个滨水生态社区 

2.2 规划结构 



功能构成 

滨水社区 
RESIDENTIAL 

都市产业 
INDUSTRY 

产业服务 
INDUSTRY SERVICE 

商业商务服务区 
 COMMERCIAL & BUSINESS SERVICE 

综合服务 
COMMUNITY SERVICE 

生态文化
WETLAND 

产业组团 
INDUSTRY 

产业服务 
INDUSTRY SERVICE 

公园绿地 
GREEN 

居住组团 
RESIDENTIAL 

商业组团 
COMMERCIAL 

社区服务 
COMMUNITY 

办公组团 
OFFICE 

总体混合 分区特色 

滨水社区 
RESIDENTIAL 滨水社区 

RESIDENTIAL 

2.3 功能构成 



总用地面积：172.91公顷，其中城市

建设用地166.39公顷，约占96.23%，

其中绿地与广场用地占比为25.14% 

用地代码 
用地性质 用地面积  

(公顷) 百分比 
大类 中类 

R 
居住用地 31.90 18.45% 

R2 二类居住用地 26.68  15.43% 

R+B 商住混合 5.22 3.02% 

A 

公共管理与公共服务用地 6.72 3.8+% 

A3 
教育科研用地 4.62  2.67% 

A33 中小学用地 4.62 2.67% 

A5 医疗卫生用地 2.10 1.21% 

B 

商业服务业设施用地 26.93 15.58% 

B1 商业设施用地 10.05 5.81% 

B1+B3 商业+娱乐用地 1.23 0.71% 

B1+B2+A2 商业商务文化混合用地 9.62  5.56% 

B1+B2+S4 商业商务交通枢纽混合用
地 0.82  0.47% 

B2+B1 商务商业混合用地 4.99 2.88% 

B4 公用设施营业网点用地 0.23 0.13% 

M 
工业用地 12.08 6.99% 

M1 新型产业用地 12.08 6.99% 

S 
交通设施用地 44.86  25.94% 

S1 城市道路用地 44.86 25.94% 

G 
绿地与广场用地 43.46  25.14% 

G1 公共绿地 42.41 24.53% 

G3 广场用地 1.05 0.61% 

U 
公用设施用地 0.44 0.25% 

U1 供应设施用地 0.44  0.25% 

E 
水域和其它用地 6.52 3.77% 

E1 水域 6.52 3.77% 

合计 
可建设用地 166.39  96.23% 

总用地面积 172.91  100.00% 

土地利用 

2.4 土地利用 



与周边规划协调 

2.4 土地利用 



至深圳 

至大岭山 

路名 等级 
红线宽

度（m） 

机动车道数 

（双向） 

振安一路 主干道 66 主双12辅双4 

七龙路 主干道 40 双6 

横村路 次干道 26 双4 

规划一路 次干道 24 双4 

银城一路 次干道 30 双4 

沿河路 次干道 30 双4 

银城三路 次干道 24 双4 

银城八路 次干道 26 双4 

高速路 

快速路 

城市主干道 

城市次干道 

支路 

图例 

“三横四纵”主次干道 

主干道：振安一路、七龙路为对外衔

接通道； 

次干道：横村路、银城一路、沿河路

、银城三路、银城八路、规划一路，

道路红线30m、26m、24m，双向四

车道； 

支路：道路红线20m、18m、15m，

双向2车道 

道路系统 

2.5 交通组织 



至深圳 

至长安东部 

四环路 

至深圳 

高速路 

快速路 

城市主干道 

城市次干道 

快速路立交桥 

高速路下道口 

图例 

广深高速 

厦边大道 

对外交通 

2.5 交通组织 



依托轨道站点，建立多层次网络状的

慢行系统。 

 

二层慢行系统以高架轨道站点站厅层

（二层）为起点，向北与产业片区公

共空间相连接，向南串联枢纽综合体

及银城五路两侧商业服务设施，至中

心湖公园。 

 

地面慢行系统以开敞空间为载体，构

建轨道站点与产业服务中心、生活服

务中心的联系；同时串联滨水空间及

邻里中心，形成“T字型主廊道骨架及

社区生活环”的休闲道系统。 

中央绿地廊道 

滨河绿地廊道 

社区慢行绿网 

二层连廊 

城市步道 

滨河步道 

片区级活动节点 

社区级活动节点 

图例 

邻里中心 

河口湿地公园 

邻里中心 

邻里中心 邻里中心 

岭南智园 

产业交流中心 

综合服务中心 

TOD综合体 

慢行系统 

2.5 交通组织 



 

 

自行车租赁点 

自行车主散道 

自行车集散道 

图例 

主干道：振安一路、七龙路为对外衔

接通道； 

次干道：横村路、银城一路、沿河路

、银城三路、银城八路、规划一路，

道路红线30m、26m、24m，双向四

车道； 

支路：道路红线20m、18m、15m，

双向2车道 

自行车系统 

2.5 交通组织 



整体开发强度以《轨道站点功能定位

与TOD规划设计指引研究》为参照，

同时也考虑到建设现状、实际项目对

相应片区的市场开发要求： 

 

枢纽核心区300m范围内，开发强度

最高，枢纽综合地混合用地容积率为

3.0-4.5，相邻商业容积率约为3.0。

协调区内地块不超过2.5。 

 

振安路两侧地块容积率略高于其他地

块，普遍控制在2.5以上。中心绿轴内

核心地块容积率最低，控制在1.0以内。 

0<FAR≤1.0 

1.0<FAR ≤1.5 

1.5<FAR ≤2.0 

2.0<FAR ≤2.5 

2.5<FAR ≤3.0 

3.0<FAR ≤3.5 

3.5<FAR ≤4.5 

 

图例 

用地功能指引 枢纽
型 

市域级
城市型 

片区级
城市型 

镇区级
城市型 社区型 

净地
块平
均容
积率 

商业 4-10 4.5-10 4-8 3-5 2.5-4.5 

居住 2.5-
3.5 2.5-3.5 2.5-3.5 2-3.5 2-3.5 

注：《轨道站点功能定位与TOD规划设计指引研究》 
对不同类型站点周边地块开发强度指引建议： 

开发强度 

2.6 开发强度 



规划区建筑沿振安路高，越往南北两

侧及水边越低，营造丰富的城市天际

线，并在核心地区设置地标性建筑，

展示城市形象。 

 

地标建筑设置在站点南侧，高度控制

为150m。 

 

建筑高度控制以容积率的指标控制为

基础，综合考虑片区空间形态等要素，

共形成7个梯度层级，实现对协调区范

围内建筑高度的指引性控制。 

H≤12m 

12m<H≤24m 

24m<H≤36m 

36m<H≤60m 

60m<H≤100m 

100m<H≤120m 

120m<H≤150m 

 

图例 

建筑高度 

2.7 建筑高度 



公共服务设施主要分为产业服务和生

活服务的两大部分，其中包括文化设

施、教育设施、体育设施、医疗卫生

设施、商业设施、娱乐设施等。 

500M 

A33_中小学用地 

A5_医疗卫生用地 

B1_商业设施用地 

B1+B3_商业康体娱乐混合用地 

B1+B2_商业商务设施混合用地 

B1+B2+A2_商业商务文化设施混合用地 

B1+B2+S4_商业商务交通场站混合用地 

B4_公用设施营业网点用地 

图例 

公共服务设施 

2.8 公共服务设施 



规划区内原居住人口0.5万人，本次规

划新增居住人口1.9万人，按照幼儿园

6%，小学11%，中学5%计算学位，

则需新增幼儿园48班，小学53班，中

学20班。 

本次规划适当超前配置，规划有： 

规划九年一贯制学校1处，占地2.4公

顷，其中小学12班，初中24班，位于

规划区北部，横村路南侧； 

规划小学1处，占地2.2公顷，42班，

位于规划区西南部； 

幼儿园四处，总计48班，占地1.3公顷，

结合居住用地布置； 

 

总计学位数：幼儿园48班，小学54班，

初中24班。 

 

500M 

A33_中小学用地 

图例 

教育设施 

2.8 公共服务设施 



包括片区级邻里中心和组团级邻里中

心两个层次，鼓励主要功能集中布局

于片区级邻里中心，片区级邻里中心

用地规模约2公顷，组团级邻里中心设

置使用频率高的日常服务功能，每个

占地规模约0.3公顷 

500M 

B1+B3_商业康体娱乐混合用地 

B1+B2+A2_商业商务文化设施混合用地 

图例 

邻里中心 

500M 

500M 

500M 

2.8 公共服务设施 



公共绿地分为片区-组团-邻里三级，

片区级公共绿地为河口湿地公园一处。

组团级公共绿地主要有三处，一处为

振安路以北产业组团的产业展示公园；

一处为振安路以南居住组团的社区康

体公园；一处为沿河的滨河休闲公园。

邻里级公共绿地则布局在四个邻里中

心旁，主要为居住人口提供服务。 

 

实现“300M见绿，500M见园” 

 

防护绿地主要为穿越场地北面的

220KV高压走廊，宽度为40米。 

 

广场绿地主要位于轨道站点站前区域。 

 

公园绿地 

防护绿地 

广场 

片区级公园 

组团级公园 

邻里级公园 

 

图例 

绿地系统 

  

  

河口湿地公园 

邻里公园 

邻里公园 

产业展示公园 

社区康体公园 

滨河休闲公园 

G1 

G1 

G1 

G1 

G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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G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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G1 

G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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邻里公园 500M 

500M 

500M 

500M 

2.9 绿地系统 



2.10 规划对比 

已编未批控规方案 本方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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核心区设计 
用地布局 

建筑功能 

路网体系 

公共空间 

步行组织 

空间设计 



核心区设计原则 3.0 

五项基本原则 

公共空间可达 
OPENSPACE ACCESSIBILITY 

换乘公交便捷 
PUBLIC TRAFFIC TRANSFER 

步行连续 
WALKABLE 

密路网小街区 
SMALL BLOCKS 

功能混合 
MIX-USE 



核心区用地注重功能混合 

 

总用地面积：37.49公顷，均为

城市建设用地 

其中混合用地9.38公顷，约占

总用地的25.04% 

道路用地12.61公顷，占总用地

的33.63% 

绿地与广场用地4.89公顷，占

总用地的13.04% 

核心区用地 

图例 

3.1 用地布局 

功能混合 
MIX-USE 



3.2 建筑功能 

商业 商务
办公 

公寓 公交
场站 

文化
创意 

酒店 居住 医院 

核心区内强调建筑功能的

混合，包括八种主要功能。 

 

总建筑面积约75万平方米

其中： 

办公建筑24.81万平米 

公寓建筑13.37万平米 

商业建筑11.84万平米 

居住建筑7.63万平米 

文化创意5.16万平米 

建筑功能 

功能混合 
MIX-USE 



3.3 路网体系 

轨道站点 

路网体系 

密支路网 小地块精细开发 

（延续现状肌理120-150m的路网间距） （1-2.5公顷的地块规模） 

2.27ha 
2.33ha 

2.41ha 
2.34ha 

1.13ha 
1.13ha 

1.14ha 
1.10ha 

1.27ha 
1.26ha 

1.28ha 
1.29ha 

1.45ha 
1.48ha 

1.52ha 
1.48ha 

密路网小街区 
SMALL BLOCKS 



3.3 公共空间 
公共空间 

通过立体化的开放空间，形成由核心区各

地块内部向均能连接到轨道站点的公共空

间网络。 

二层公共空间 

地面公共空间 

轨道站点 

街旁公共空间 

地块内部公共空间 

带型公园 

中心湖公园 公共空间可达 
OPENSPACE ACCESSIBILITY 



地标建筑（150米） 
 

酒店 
HOTEL 

办公 
OFFICE 

办公 
OFFICE 

办公 
OFFICE 

公寓 
APARTMENT 

公寓 
APARTMENT 

住宅 
RESIDENTIAL 

商业  COMMERCIAL 

商业 
COMMERCIAL 

商业 COMMERCIAL 

商业 COMMERCIAL 

文化展示 
CULTURE 

轨道站点 
RAILWAY STATION 

中央绿带 城际厦边站 大型商业 
支路 振安路 

大型商业 
支路 

中心湖公园 
次干道 

停车场 PARKING 停车场 PARKING 

二层连廊 
CORRIDOR 

主要换乘通道 
TRANSITION 

步行流线剖面 

出租车 公交站 公交站 出租车 公交首末站 

二层连廊 
CORRIDOR 

二层连廊 
CORRIDOR 

主要换乘通道 
TRANSITION 

3.4 步行组织 

步行连续 
WALKABLE 



分层步行组织 

P 
停车场 P 

停车场 P 
停车场 P 

停车场 

P 
停车场 

P 
停车场 

商业 
COMMERCIAL 

商业 
COMMERCIAL 

商业 
COMMERCIAL 

地下中庭 
ATRIUMS 

办公 
OFFICE 医疗 

HOSPITAL 

商业 
COMMERCIAL 

商业 
COMMERCIAL 

商业 
COMMERCIAL 居住 

RESIDENTIAL 

居住 
RESIDENTIAL 

商业 
COMMERCIAL 

商业 
COMMERCIAL 轨道站点 

RAILWAY STATION 

商业 
COMMERCIAL 

商业 
COMMERCIAL 

办公 
OFFICE 

医疗 
HOSPITAL 

公交车站 
BUS STOP 

公交首末站
PUBLIC TRANS 

出租车停靠点 
TAXI 

地下一层 地面层 二层 

3.4 步行组织 

步行连续 
WALKABLE 



3.5 空间设计 



3.5 空间设计 
由北向南半鸟瞰 



3.5 空间设计 
由南向北半鸟瞰 



3.5 空间设计 
中央绿带看枢纽体 



下阶段工作 

1、与业主单位沟通划定省市合作范围 

2、与业主单位沟通划定启动区范围 

3、根据省市合作范围与土规协调，形成土规调整建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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