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溧阳城市发展的纲领：打造宁杭生态经济发展带最美副中心城市！

溧阳总规（2016）提出打造：宁杭经济带重要副中心

城市、长三角生态休闲旅游城市、苏浙皖交界地区交通

枢纽城市。

溧阳市第十六届人民代表大会第一次会议五年工作总体

要求：在建设“宁杭生态经济发展带最美副中心城市”

征程上迈出坚实步伐。

规划背景



新形势：区域空间格局重构，如何构建区域交通体系，支撑宁杭轴带副中心城市？

提升南京首位度，打造一体化发展的南京都市圈。江苏省委书记娄勤俭：溧阳要大力推进“接轨南京”战略，提高南京城市首位度。

市委十二届六次全会明确提出要把接轨南京作为溧阳今后一个时期解放思想的最大着力点和高质量发展的战略支点，抢抓省委、省政府提升南京城市首位度契机，按

照“系统谋划、全面接轨、重点突破、平台先行、做强自身”的思路，全面实施接轨南京战略。

徐市长近期在市政府扩大会议上强调，南京作为南京都市圈的核心城市，承担着整个经济区域的辐射带动功能，要实现融入南京都市圈的目标，务必要把接轨南京作

为重要路径加以落实。

溧阳

长三角发展纳入国家战略，区域一体化进程加速。《长江三角洲城市群发展规划》、《长三角地区一体化发展三年行动计划（2018-2020年）》

等相继出台，以上海为龙头的长三角地区一体化进程不断加速，将促使溧阳进一步融入长三角经济圈并与中心城市加强联动发展。

规划背景



新格局：大溧阳空间格局凸显，如何优化战略性交通网络布局，引导城市空间结构？

山水入城的生态格局 多心多片的大溧阳城市空间结构

《溧阳城市南部区域空间发展规划》《溧阳市总体城市设计》等明确提出构建山水入城的生态格局和多心多片的城

市空间结构，支撑溧阳打造最美副中心城市。

规划背景



新挑战：机动化快速增长，交通形势愈发严峻，如何缓解交通拥堵，提升城市交通品质？

溧阳市小汽车拥有量历年变化情况

时间
小汽车拥有量
（辆/千人）

南京市 2016年 243

无锡市
2016年 243
2035年 340

昆山市 2016年 237

苏州园区
2016年 304
2030年 300~400

苏南主要市（区）小汽车拥有现状及预测

2017年溧阳小汽车拥有量13.7万辆，千人拥有率180辆，近5年小汽车年均增长率超过12%。

预计远期千人拥车率达到350~400辆，较现状还有将近1倍的增长空间。

起步阶段 膨胀阶段 饱和阶段

100辆/千人

350~400辆/千人

450~500辆/千人

溧阳

小汽车增长S曲线图

规划背景



工作历程

3月初，与规划局主管领导沟通工作方案。

3月~4月，开展基础资料搜集、调查调研工作。

同步开展城东大道北延专题研究，与规划局领导多次对接，稳定通道方案。

4月27日，向孙市长汇报项目工作大纲。

根据会议意见梳理项目思路，形成初期成果。

6月1日、6月21日两次向规划局领导汇报，7月12日向孙市长汇报。

启动阶段（2018.03~2018.04）：

初期成果阶段（2018.05~2018.07）：

中期成果阶段（2018.07~2019.01）：

7月18日沟通会（上海），与规划局、交通局领导就技术方案进行深入讨论。

进一步深化形成中期成果，8月23日向孙市长进行专题汇报。

根据意见完善成果，征求16个相关部门意见，并逐一进行研究处理。

9月29日，向规划局马局等汇报，并就路网方案进行深入讨论。

11月2日、11月29日，先后向孙市长、徐市长汇报中期成果。

12月20日，与规划局、交通局领导深入对接分流国省干道等方案。

12月26日、1月9日，先后向孙市长、徐市长汇报国省干道改线等专题深化方案。

大交通调查：开展5类交通调查，全面掌握对外、市域、城区及客货运交通状况；

全过程咨询：进行15次项目汇报，孙市长及规划局各领导对各阶段工作给予详细指导；

多部门协调：征求16个相关部门意见，协调规划成果。

中心城区内部及对外调查节点分布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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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状发展主要成就

 宁杭高铁建成通车，溧阳半小时到南京、1小时到杭州，已融入宁杭“快速交通圈”。

 全市等级公路2526公里，基本形成高速、国省道为骨架，县乡道为主体的公路网体系。

 一号公路成为溧阳旅游交通名片，围绕全域旅游初步形成全市一体的旅游交通网络。

 航道建设快速推进，形成“一纵两横”航道主骨架，溧阳水运迈入千吨级航道时代。

 城区主次干道规模达240公里，围绕主城区基本形成“三横四纵”的路网骨架。

 公共交通快速发展，初步形成由城乡公交、城市公交、出租车、公共自行车组成的多方式公共交通客运体系。

经济快速增长： 2017年全市GDP858亿元，近10年GDP平均增长率12.5%，高于全省平均水平（10.1%）。

产业持续优化：高新技术产业快速发展，旅游产业蓬勃发展，进入工业化后期调整阶段。

人口稳定增长：2017年常住人口76.25万人，城镇人口45.9万人，城镇化率60.2%。

支撑保障



1、边缘的区域位置

 溧阳发展长期偏离长江经济带、江苏沿海开发等

区域战略发展核心区;

 临近南京高淳、溧水、金坛、宜兴、广德、郎溪，

苏浙皖边界地区中心城市地位不突出。

长三角现状“之字形”点轴空间结构图

溧阳

2、松散的市域结构

 城区面积仅占市域总面积4%，城区人口占总人口

不足40%；

 市域高等级公路规模严重偏低，尚未形成快速交

通体系，城区与各城镇以及城镇之间联系不便。

3、局促的城市格局

 城区面积约60平方公里，建设用地仅40平方公里；

 围绕老城区呈现圈层外延发展，但交通基本需要

集中到老城进行转换，加重老城压力。

现状市域各乡镇联系时间矩阵（单位：分钟）

溧阳城市发展的“困境”



溧阳现状综合交通体系面临的关键问题

1、区域联系通道不足

 与上海、常州等长三角中心城市联系不便;

 与南京交通联系通道偏少，难以支撑全面“接轨南京”战略要求。

2、市域交通网络薄弱

 市域高等级公路规模严重偏低；

 尚未形成快速交通体系，市域城镇联系效率不高。

3、城区交通缺乏系统组织

 国省干道穿城而过，制约城市交通发展；

 城区道路总体规模不足，路网结构布局不合理，加重老城交通压力；

 交通需求快速增长，交通拥堵逐步凸显；

 货运交通未成体系，对城市活动干扰较大。

城区交通需集中到老城进行转换

区域枢纽 空间距离
（公里）

铁路时间
（分钟）

公路时间
（分钟）

上海虹桥枢纽 190 171 174

上海浦东机场 220 - 210

南京禄口机场 68 - 60

南京南站 95 26 77

杭州东站 150 53 161

常州市政府 60 - 80

常州奔牛机场 60 - 75

金坛站 30 - 45

现状溧阳与长三角主要城市、枢纽的时空联系



区域交通

高铁\城际

高速公路

图例

现状区域交通网络布局图

区域枢纽 空间距离
（公里）

铁路时间
（分钟）

公路时间
（分钟）

上海虹桥枢纽 190 171 174

上海浦东机场 220 - 210

南京禄口机场 68 - 60

南京南站 95 26 77

杭州东站 150 53 161

常州市政府 60 - 80

常州奔牛机场 60 - 75

金坛站 30 - 45

现状溧阳与长三角主要城市、枢纽的时空联系

溧阳尚未形成与上海之间的直接联系通道，通过现有高铁、高速公路等区域通道联系尚需3小时。

与常州的联系主要通过常溧高速，但至常州中心联系仍需80分钟，与奔牛机场联系也需要75分钟。

1、与上海、常州等长三角中心城市联系不便。



区域交通

与南京联系主要通过宁杭高铁、宁杭高速与G104；

与高淳、溧水等邻接地区均仅有1条联系通道，尚未形成一体化的路网衔接体系；

宁杭高铁已用能力接近80%，铁路运能日趋饱和，高峰时期“一票难求”问题逐步凸显。

2013-2017年溧阳市火车站旅客发送量发展趋势图

图例

高速公路

国/省道

区域高铁

都市圈城际

高铁站

机场

现状与南京交通联系主要通道示意图

2、与南京交通联系通道偏少，难以支撑全面“接轨南京”战略要求。



市域交通

现状市域高等级公路主要围绕中心城区向外形成放射状布局。

高等级公路占比偏低，二级以上公路占比仅22.5%，低于苏南同类县市水平。

现状溧阳市域公路网络结构图

现状苏南地区主要县市公路网密度（公里/百平方公里）

现状苏南各县市二级及以上公路比例

1、市域高等级公路规模严重偏低，尚未形成快速交通体系，市域城镇联系效率不高。



市域交通

中心城区与上兴、社渚等重点城镇联系尚需40分钟以上。

主要城镇之间的联系也不方便，上兴、社渚等重点镇与其他城镇联系基本需要45分钟以上。

现状市域各乡镇联系时间矩阵（单位：分钟）

中心城区至各乡镇的时间分布图

10min

20min

30min
40min

50min

1、市域高等级公路规模严重偏低，尚未形成快速交通体系，市域城镇联系效率不高。



城区交通

国省干道以快速过境交通为主，货运交通占比接近一半，影响城市功能发挥，加剧城市空间分割；

城区段通道交通功能混杂，也限制国省干道的通过性交通功能发挥。

关键
断面

高峰小时
交通量(PCU)

高峰小时
货运量(PCU)

货运交通
占比

过境货运
占货运比例

G104
东段 1446 786 54.4% 65.5%

G104
西段 2185 848 38.8% 65.5%

S239
东段 1276 350 27.4% 22.0%

S239
西段 525 282 53.7% 51.9%

S241
北段 931 172 18.5% 24.2%

S241
南段 801 332 41.5% 51.1%

现状关键通道货车比例以及过境货车比例

主要国省干道高峰小时交通构成

G104

S239
S241

中心
城区

图例
调查点
客运交通量
对外货运量
过境货运量

1、国省干道穿城而过，制约城市交通发展。



城区交通

主城内部路网相对完善，但外围路网密度偏低。城区现状道路300公里，路网密度仅2.5km/km2。

路网结构倒挂，主干路占比超过一半。主、次、支路道路密度分别为1.42、0.58、0.5km/km2。

主要通道贯通性较差，且需集中到老城进行交通转换，加重老城交通压力。

中心城区现状路网结构图

路网规模
长度

（km）
密度

（km/km2）
规范

（km/km2）

主干路 170 1.42 1.0-1.2

次干路 70 0.58 1.2-1.4

支路 60 0.50 3.0-4.0

合计 300 2.50 5.4-7.1

城区各级道路规模及密度统计表

2、城区道路总体规模不足，路网结构布局不合理，加重老城交通压力。



城区交通

3、交通需求快速增长，交通拥堵逐步凸显。

个体机动化快速增长。2017年溧阳小汽车拥有量13.7万辆，千人拥有率180辆，近5年小汽车年均增长率超过12%。

关键路段、节点持续拥堵。平陵东路（天目路-南大街）以及平陵东路-燕山路、平陵东路-清溪路、平陵东路-天目湖

大道、天目湖大道-泓口路等高峰时期出现持续拥堵。

中心城区现状晚高峰运行状况图

A级
B级
C级
D级
E级
F级

图例

老城区交通压力
逐步凸显

平陵路-天目湖大道节点
早高峰拥堵

平陵路（天目路-南大街段）
拥堵呈现常态化趋势

平陵西路工作日拥堵时空分布图

利用交通大数据，实时监测中心城区全部主干道路全时段运行情况，

并对关键地区进行拥堵时空特征分析：



城区交通

缺乏专业货运场站。货运停车以临时占地为主，设施功能简陋且对周边地区影响较大。

货运通道尚不完善。对外及过境货车集中在城区内少数干道，与客运交通干扰严重，既降低了城区道路通行效率

和环境品质，也制约货运交通效率。

现状限行区域分布图

三和停车场：
30个泊位

七里岗停车场：
120个泊位

城西停车场：
180个泊位

城东停车场：
50个泊位

东升路停车场：
50个泊位

鼎丰停车场

序
号

所属片区 名称
面积

（平方米）
泊位
（个）

1 主城片区 城东停车场 9545 50

2 主城片区 三和停车场 2750 30

3 城西片区 城西停车场 约20000 180

4 城西片区 七里岗停车场 约15000 120

5 城东片区 东升路停车场 约10000 50

6 城东片区 鼎丰停车场 约4000

现状货运停车场分布图

4、货运交通未成体系，对城市活动干扰较大。

[限制区域]
1、昆仑南路、罗庄路、104
国道(不含)、罗湾路、台港
路、天目湖大道(不含)、平
陵西路(不含)、清溪路、凤
凰路围成的区域。
2、城东大道、燕城大道、
241省道、104国道等道路围
成的区域(上述道路均不含)。
[限制通行时间]
7:00-22:00
核载3吨(含)以下的箱式货车
不限行。

[限制区域]
1、昆仑南路、罗庄路、104
国道(不含)、罗湾路、台港
路、天目湖大道(不含)、平
陵西路(不含)、清溪路、凤
凰路围成的区域。
2、城东大道、燕城大道、
241省道、104国道等道路围
成的区域(上述道路均不含)。
[限制通行时间]
7:00-22:00
核载3吨(含)以下的箱式货车
不限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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总体发展趋势

1、区域视角：运输模式转变，高铁、城际、航空成为溧阳融入区域发展的关键

新一轮区域联动更加强调人流的高效流动，区域交通模式由“公路、港口驱动”转向“高铁、航空驱动”。

长三角高速公路建成率80%，城际高铁建成率仅30%，新一轮城际网络建设成为影响城市可达性以及竞争力的关键。

区域交通网络化助推区域空间格局重塑，溧阳应紧抓区域交通发展机遇，强化与中心城市可达性。

宿迁市

溧阳

长三角城市群空间格局示意图

南
京

上
海

杭
州

溧
阳

湖
州

苏
州

无
锡

常
州

镇
江

通苏嘉

盐泰锡宜

泰常溧

长三角地区新一轮城际网络新增主要通道示意图



2、市域视角：市域一体化由空间向产业深化发展，全域快速交通联系愈发迫切

 资源要素向中心城区进一步集聚，市域城镇空间将围绕中心城15公里通勤圈连绵融合发展，外围城镇相对独立发展。

 旅游资源立足南部向全域发展，未来打造成为国内知名的旅游目的地，长三角城市群最具吸引力的休闲度假城市。

中心城区

埭头

上黄
别桥

上兴

南渡

戴
埠社渚

天
目
湖

竹箦

市级城镇圈层发展关系预测图

总体发展趋势

市域旅游规划图



3、城市视角：进入“大溧阳”时代，交通系统承载能力亟需提升
2035年大溧阳常住人口规模65万，集聚就业岗位规模46万，大溧阳空间承载能力达到现状2倍以上。

远景规划大溧阳空间范围

长荡湖片区

未来城片区

南渡片区

天目湖片区 戴埠片区

埭头片区

主城区

中关村

25km

18km

总体发展趋势

单位：万人

规划年溧阳城区人口\岗位变化趋势及分布图



城市交通出行需求显著增长，交通需求空间结构发生根本性转变。

 规划年溧阳城区居民平均日交通出行168万人次（现状2.3倍），

周转量633万人次/日（现状2.9倍）；

 预测远期居民平均出行距离将达到4.3公里，机动化出行距离6.2

公里，较现状增加超过50%；

 形成“一主四次”交通需求走廊，要求差异化配置交通设施，实

现设施布局与空间结构、交通需求的功能耦合。

单位：
万人次/日
万人公里/日

规划年溧阳城区蛛网图

未来城中心

主城区

现状居民出行期望线图规划期内城市交通需求总量预测结果



前景测试：优化出行结构，建立集约化的出行模式，是溧阳城市扩容发展的必然选择。

城市规模逐步扩大，机动化水平迅速提高，根据同类城市类比，预计规划年千人拥车率达350~400辆/千人。

按照现有公交发展路径，目标年道路资源存在106万车公里/日的供给缺口。

目标年公交至少需承担22%以上的出行需求，才能基本实现交通供需总体平衡。

溧阳市小汽车拥有量历年变化情况

时间
小汽车拥有量
（辆/千人）

南京市 2016年 243

无锡市
2016年 243
2035年 340

昆山市 2016年 237

苏州园区
2016年 304
2030年 300~400

苏南主要市（区）小汽车拥有量发展情况

交通发展前景测试



总体发展趋势

3、城市视角：交通发展将向民生交通转变，要求围绕全过程的出行体验提升交通品质

 预计到2025年，城市骨干道路规模将达到现状的2倍，城市交通骨架基本成型。

 预计到2025年，溧阳全市GDP达到1500亿人民币，人均GDP达到3万美元，交通发展进入民生交通阶段。

城市和经济处于不同发展阶段，对于交通发展诉求和对应策略侧重有所不同，

一般可分为产业交通、城市交通和民生交通三个阶段。

6000美元

12000美元

30000美元

产业交通

城市交通

民生交通

“人来货往”，关注：区域地位提升

溧阳（17800美元）

“人多地大”
关注：城市结构

“收入增长”
关注：公交优先、交通品质

深圳、苏州

南通、扬州

宿迁、淮安

人均GDP

交通发展阶段
0

50

100

150

200

250

300

350

现状 2025前

干
线
道
路
规
模

单位：公里



一、枢纽强市，实现区域高可达
打造宁杭经济带、苏浙皖三省交界功能耦合的区域性交通枢纽城市。

二、市域一体，实现市域高效率
打造满足“市域一体、全域旅游”发展要求的高效畅达的市域交通体系。

三、品质发展，实现体验高品质
打造契合“山水入城、最美溧阳”在地特征的绿色低碳、品质交通之城。

规划目标

围绕最美副中心城市建设，“转型升级”是未来交通发展的核心：



综合交通体系功能组织

枢
纽
强
市

市
域
一
体

品
质
发
展

基于综合交通总体发展目标，结合交通体系功能组织，形成三大战略十三项重点

发展策略：
策略1：共建区域轨道网络，构建多向开放格局

策略2：优化枢纽体系布局，引导城市空间发展

策略3：共享区域枢纽机场，发展旅游支线机场

策略4：加强内河港口建设，促进港城协调发展

策略5：完善高速公路网络，强化周边快速联系

策略6：重构干线公路网络，支撑市域一体发展

策略7：建立货运交通体系，促进产城协调发展

策略8：优化旅游交通组织，提升旅游服务品质

策略9：构建骨架道路网络，实现交通塑城

策略10：优化公交系统结构，加强公交服务

策略11：加强停车规划管控，缓解停车矛盾

策略12：打造特色慢行网络，提升交通品质

策略13：推进智慧交通管控，提高系统效率

重点依托区域轨道、高速公路强化与区域

主要城市快速交通联系；

全面加强公路、铁路、水运、航空等区域

重大基建布局，形成多层次、多方式协调

发展的对外交通体系。

以重构市域干线公路为抓手，强化中心城

区与各乡镇快速交通联系，促进市域城乡

一体融合及全域产业发展。

完善战略性交通骨架网络，优化公交系统

结构，建立集约化的交通出行模式，支撑

与引导城区空间拓展与人口导入；

构建特色慢行系统，推进智慧交通管控，

营造高水准的生态宜居环境。



ontents

二、现状问题

一、项目概况

三、目标策略

四、规划方案

五、行动计划



打造宁杭经济带、苏浙皖三省交界功能耦合的区域性交通枢纽城市！

枢纽强市：

重点依托区域轨道、高速公路实现与区

域主要城市快速交通联系，提升区域辐

射力；

全面加强公路、铁路、水运、航空等区

域重大基建建设，形成多层次、多方式

协调发展的对外交通体系。

宿迁市

溧阳



1、完善区域轨道网络层次关系及功能结构

区域轨道交通网络功能层次及技术指标

系统模式 主要功能
最高速度
（km/h）

旅行速度
（km/h）

平均站间距
（km）

高速铁路
/客专

通向全国的客运
铁路系统，对外
交通重要方式，
提供城市大点之
间高速交通服务。

300及以上 大于200 30以上

城际轨道

布设于主要城市
带，连接城市群
各中心城市，提
供跨市快速交通
服务。

200~300 120~200 10~15

市郊铁路

联接城市中心城
区与周边城镇组
团及其城镇组团，
提供通勤化、快
速化、大运量客
运交通服务。

100~160 60~100 ≥3

高速铁路：出行距离100km以上
站间距30--50km,点到点联系

中
心
城
区

上
海

杭
州

南
京

宜
兴

湖
州

城际轨道：出行距离70~100km以上（60分钟）
站间距10~15,点到点联系

中
心
城
区

宜
兴

镇
江
宣
城

常
州

市郊铁路：出行距离70km以内（60分钟）
站间距≥3,轴带联系

中
心
城
区

埭
头

常
州

上
黄

50km
70km

100km 200km

在高速铁路的基础上，补充城际轨道、市郊铁路服务，完善溧阳区域轨道交通联系网络层次结构。

已有服务 新增服务

共建区域轨道网络，构建多向开放格局



共建区域轨道网络，构建多向开放格局

高速铁路：

 承担国家级客运大通道内长距离快速化

交通需求

 覆盖溧阳主要对外客运廊道：宁杭、镇

宣、南沿江、沪苏湖

城际铁路：

 服务于城市群或相邻城市间快速、高密

度的城际客运联系

 促进区域协同、互联互通：宁溧（宜）、

苏锡常、常泰、常芜

市郊铁路/都市圈快线：

 提供市域或都市圈内的通勤、便捷、大

运量客运服务

 强化与南京、常州的同城化交通联系

溧阳



共建区域轨道网络，构建多向开放格局

2、规划形成“2高铁、4城际、1市郊铁路”的区域轨道网络。

与上海方向联系：
 南沿江、沪苏湖（既有规划）

 苏锡常城际

 沪宜城际

与南京方向联系：
 宁杭高铁（现状）

 宁杭二通道

 S7南延至上兴

与常锡方向联系：
 常泰城际南延

 市郊铁路S2

其他通道补充：
 镇宣铁路（既有规划）

 常芜城际（预留）

图例

高速铁路

区域/都市圈城际

高铁站

机场



上海上海

溧阳溧阳

南京南京

常州常州

杭州杭州

镇江镇江

无锡无锡

苏州苏州

宣城宣城

芜湖芜湖

宜兴宜兴

湖州湖州

广德广德

郎溪郎溪

金坛金坛

丹阳丹阳
江阴江阴

张家港张家港

常熟常熟

昆山昆山

句容句容

溧水溧水

高淳高淳

南通南通

泰州泰州扬州扬州

马鞍山马鞍山

与上海联系距离超过200km。

目前溧阳尚未形成与上海之间的直

接联系通道，通过现有高铁、高速

公路等区域通道联系尚需3小时。

重点谋划共建共享区域高铁实现

“点-点”快速联系。



1）共建共享区域交通设施，构建沪、溧快速联系南北双通道。

利用南沿江、沪苏湖南北双通道，实现溧阳与上海90分钟快速联系。

南沿江高铁西至南京南，向东近期接入上海虹桥，远期将接入上海站及上海东站，比沪苏湖通道更具服务优势。

规划上海与溧阳联系高铁通道示意图

上海
溧阳

金坛

湖州
沪苏湖高铁

宁杭高铁

南沿江高铁

由上海虹桥至湖州站，线路全长163.5公里，设计速度

350km/h,全线设上海虹桥、松江南、汾湖、吴江南、

南浔、湖州6站。

上海东

上海

上海虹桥

太
仓

常
熟

张家港

江
阴

武
进金

坛
句
容

江
宁

南
京
南

常
州
东

南沿江高铁线路示意图

由上海虹桥至南京南站，线路全长约300公里，设计速

度350km/h,未来将引入上海站及上海东站（浦东）。



南沿江高铁未在溧阳设站，要求强化与南沿江高铁快速联系，近期新建与金坛站双通道快速联系；

远期通过镇宣铁路与南沿江高铁互联互通。

上海东

上海

上海虹桥

太
仓

常
熟

张家港

江
阴

武
进金

坛
句
容

江
宁

南
京
南

常
州
东

南沿江高铁线路示意图

近期通过城东大道及泓盛路北延，构建与金坛站联系双通道，将溧阳与金坛集散时间压缩至30分钟；

远期通过联络线实现镇宣铁路与南沿江高铁互联互通，满足多样化的路径选择。

由上海虹桥至南京南站，线路全长约300公里，设计速

度350km/h,未来将引入上海站及上海东站（浦东）。

南沿江高铁即将开工，预计2022年建成通车。

规划镇宣铁路与南沿江互联互通方案图

金坛站南沿江高铁

镇宣铁路
规划联络线

镇江方向
南京方向

上海方向

溧阳方向

金坛方向

镇江、扬州
方向

南京方向

常州方向

湖州、杭州
方向

芜湖、合肥
方向

广德、宁国
方向

广德方向

宁杭高速

溧宁高速

扬溧高速

常溧高速

溧芜高速
城东大道

溧阳站

金坛站

天目湖机场

城东大道北延

泓盛路北延

主
城

规划与金坛站联系快速通道方案图



2）谋划引入苏锡常城际、沪宜城际，强化与上海及苏锡常都市圈沿线城市的城际联系

苏锡常城际常州段利用市郊铁路S2联系溧阳城区，通过铁路跨线运营，实现与无锡、苏州及上海的区域联系。

沪宜城际在宜兴设站后沿宁杭高铁通道设置复线西延接入溧阳站，设计速度按200km/h控制。

太仓市

太仓市

常熟市

宜兴市

苏锡常城际

沪宜城际

市郊S2



上海上海

溧阳溧阳

南京南京

常州常州

杭州杭州

镇江镇江

无锡无锡

苏州苏州

宣城宣城

芜湖芜湖

宜兴宜兴

湖州湖州

广德广德

郎溪郎溪

金坛金坛

丹阳丹阳
江阴江阴

张家港张家港

常熟常熟

昆山昆山

句容句容

溧水溧水

高淳高淳

南通南通

泰州泰州扬州扬州

马鞍山马鞍山

与南京联系距离95km，处于南京都

市圈100公里半径范围内。

除既有宁杭高铁外，还应谋划城际

轨道、都市圈快线构建多层次一体

化的宽带走廊联系。



3）谋划新增宁杭二通道，争取在溧阳设站，拓展溧阳区域辐射能力，支撑溧阳宁杭

轴带副中心城市发展。
在现有宁杭高铁基础上，增加1条城际线路服务，形成“一高+一快”功能互补的通道结构。

建议宁杭二通道近期接入宜兴，与沪宜城际互联互通，形成连接沪宁，服务宜兴、溧阳、溧水等的城际新通道。

建议引入溧阳站，现状溧阳站仅为2台4线规模，建议开展溧阳站扩容研究，提前预留二通道接入条件。

线位一：

南京南站-禄口机场-溧水-高淳-郎溪-广德-安吉

-杭州。

线位二：

南京南站-禄口机场-溧水-溧阳-广德-安吉-杭州。

线位三：

南京南站-禄口机场-溧水东-溧阳-宜兴（保留向

长兴、湖州、杭州延伸可能）。

郎溪



4）预留南京S7线东延至上兴镇的通道条件，推动上兴成为接轨南京第一城。

曹山食品园

白马上坊

东庐无想山

空港新城江宁

南京南站

溧水

上兴
高铁新城

定位为主要服务上兴与溧水、南京空港新城、禄口机

场，兼顾沿线旅游交通功能的轨道快线；

建议设计速度120km/h，运营速度50~60km/h，实

现上兴至溧水不超过30min，上兴至空港新城不超过

80min；

东延线路沿S341经溧水、白马至上兴，长度约25公

里，沿线设站8处，平均站间距3公里。

S7

S1

轨道 长度 时间

花桥-上海徐家汇 上海轨道11号线 44km 80min

南京南站-禄口机场 南京轨道S1 33km 45min

溧水-南京空港 南京轨道S7 30km 47min

溧水-上兴 南京轨道S7东延 25km 30min

主要区段轨道交通联系一览表



沿S341经曹山、上兴后，上跨宁杭高速公路后北延至瓦屋山站。溧阳境内设曹山站、上兴站、高铁新城站、瓦屋山

站共4站。

轨道快线串联曹山、上兴及高铁新城等关键节点，有效引导上兴新城发展。

曹山站

上兴站

瓦屋山站

高铁新城站

至溧水



宁句城际南延方案初步分析：

线路名称 起讫点
线路长度
（公里）

宁滁城际 林场-滁州 42
宁句城际 马群-句容 44
宁马城际 铜井-马鞍山 10
宁和城际 南京南站-和县 46.5
宁天城际 大桥北路-天长 47.6
宁高城际 南京南站-高淳 92
宁溧城际 禄口机场-溧水 36.4
宁镇杨城际 南京-镇江-扬中 80
宁杨城际 南京-仪征-扬州 60

无想山

空港新城江宁

南京南站

溧水

上兴
高铁新城

S7

S1

S6

溧阳北

马群站

句容站

方案一：由句容站引出，沿S266（茅山大

道）经茅山景区、社头镇（金坛）、别桥

镇（溧阳）至溧阳北站；（句容至溧阳北

70公里，马群至溧阳北115公里）

方案二：沿G104至上兴高铁新城，与宁溧

线接轨，预留远期至溧阳主城条件。（句

容至上兴50公里，马群至上兴95公里）

线 路 设 计 速 度 120km/h ， 运 营 速 度 为

50~60km/h。



上海上海

溧阳溧阳

南京南京

常州常州

杭州杭州

镇江镇江

无锡无锡

苏州苏州

宣城宣城

芜湖芜湖

宜兴宜兴

湖州湖州

广德广德

郎溪郎溪

金坛金坛

丹阳丹阳
江阴江阴

张家港张家港

常熟常熟

昆山昆山

句容句容

溧水溧水

高淳高淳

南通南通

泰州泰州扬州扬州

马鞍山马鞍山

与常州联系距离60km。

应积极谋划城际轨道、市域快线构

建多层次一体化的市域联系。

市域轨道快线应积极引入溧阳中心

城区，强化中心快速联系。



5）南延常泰城际，接入溧阳北站

常州机场站

溧阳站

溧阳北站

瓦屋山站

功能定位：

1）强化溧阳与常州、苏中苏北之间的城际联系，

助力溧阳融入常州；

2）引入常州机场，实现溧阳与常州机场之间的

快速联系；

3）在溧阳北站与镇宣高铁跨线运营，实现常州、

溧阳往皖江城市群的快速铁路联系。

设计标准：

按城际铁路设计标准，设计车速200km/h及以

上。实现溧阳北至奔牛机场时间约30min，至

泰兴不超过1小时。

线站位方案：

溧阳境内沿常溧高速公路南侧走线，接入溧阳

北站。

泰兴
方向

镇江方向

高淳、芜湖
方向



6）构建市郊铁路联系常州主城

常州机场站

溧阳站

溧阳北站

常州北站

常州市政府

泰兴方向

上海
方向

功能定位：

1）主要服务溧阳城区与常州主城快速通勤、商

务联系，促进常溧同城化发展；

2）与苏锡常城际互联互通，实现跨线运营，实

现溧阳与无锡、苏州及上海的区域联系。

设计标准：

设计速度160km/h，运营速度80~100km/h，

实现常、溧城市中心轨道联系时间不超过1小时。

线站位方案：

溧阳境内沿S239经天目湖大道上跨宁杭高速铁

路、宁杭高速后，接天目湖，预留进一步南延

接南山竹海条件。

设置上黄站、埭头站、繁昌大道站、泓口路站、

南环路站、溪缘路站和天目湖共7个站，平均站

间距5公里。



7）引入镇宣铁路，形成南北轴线区域联系通道

功能定位：北接连镇铁路，南接宣绩铁路，形成纵贯华东地区南北向的快速

铁路新通道，重点强化与苏中、皖南快速联系。

设计标准：客运专线，设计速度不小于250km/h。

线站位方案：建议采取长荡湖西侧线位，并接入溧阳北站；与宁杭高铁设置

联络线，实现镇江与杭州方向的互联互通。

溧阳站

溧阳北站

高淳站

瓦屋山站

铁路等级：客运专线
设计行车速度：250km/h
正线线间距：4.6m
最小曲线半径：3500m，困难3000m
最大坡度：20‰
到发线有效长度：650m

杭州
方向

宣城
方向

南京
方向

镇江
方向



8）西延常泰城际至芜湖，形成常芜城际

溧阳站

溧阳北站

高淳站

瓦屋山站

杭州
方向

宣城
方向

南京
方向

镇江
方向

芜湖
方向

功能定位：1）重点强化与皖江城市群（芜湖、合肥等）快速联系；2）联通沿江铁路，实现与沿江发展轴中部城市群

的快速联系。

设计标准：按城际铁路设计标准，设计车速200km/h及以上。实现溧阳北至芜湖不超过1小时。

线站位方案：规划引入溧阳北站，与镇宣铁路、常泰铁路共站，并实现跨线运营。

溧阳
芜湖

常州

盐城



、

1h

2h

3h

0.5h

1.5h

2.5h

南京

溧阳 宜兴

禄口
机场

杭州

上海 浦东
机场

常州

奔牛
机场

溧水

高淳芜湖

镇江

扬州

宣城

无锡

苏州

泰州

湖州

、

1h

2h

3h

0.5h

1.5h

2.5h

南京

溧阳 宜兴

禄口
机场

杭州

上海
浦东
机场

常州

奔牛
机场

溧水

高淳芜湖

镇江

扬州

宣城

无锡
苏州

泰州

湖州

依托新一轮的区域轨道网络布局，溧阳时空可达圈层大大收敛。

现状溧阳区域时空圈层 规划溧阳区域时空圈层

与南京、常州、杭州等核心城市60分钟可达、与上海基本实现90分钟可达。

与苏南、皖南、浙北主要城市基本在100分钟内可达。

与禄口机场、奔牛机场联系时间小于60分钟，与浦东机场2小时可达。



1、新增溧阳北站铁路主枢纽，形成“两主一辅”铁路客运枢纽体系。

名称 功能定位 实施情况

主
枢纽

溧阳站
服务于全市联系东西向宁杭
轴带城际客流的主枢纽。

现状已建

溧阳北站
服务于全市联系南北向镇宣、
常泰城际客流的主枢纽。

优化布局

辅
枢纽

瓦屋山站
主要服务于上兴、竹箦两镇
以及瓦屋山、曹山景区对外
旅游交通的客运枢纽。

现状已建

溧阳市“两主一辅”铁路客运枢纽功能定位及实施情况

预测远期铁路出行量超过1000万人次-双向，溧阳站仅承担总量约40%~50%。

在既有溧阳站基础上，在中心城区北侧布局溧阳北站，拓展主城南北发展框架。

城市 总人口
（万人）

规划铁路
主枢纽数量

单个枢纽服务人口
（万人）

北京 3000 5 600
上海 3400 5 680
广州 1780 4 445
深圳 1820 5 364
武汉 1230 4 308
南京 1000 4 250

主要城市单个铁路枢纽服务人口对比表

优化枢纽体系布局，引导城市空间发展

主枢纽

辅枢纽

图例

瓦屋山站

溧阳站

溧阳北站



溧阳站

溧阳北站

高淳站

瓦屋山站

杭州
方向

宣城
方向

南京
方向

镇江
方向

芜湖
方向

溧阳站不具备自东向西接入镇宣铁路及常泰城际的条件：

溧阳站平面布置示意图

溧阳站卫星影像图

现状溧阳站为2台4线车站，现状站台仅预留镇宣铁路由西侧接入的实施条件。

运营组织方面，常州镇江方向与杭州方向的联系需求较大，镇宣铁路及常泰城际均有自西向东接入宁杭高铁的需求，

若镇宣铁路及常泰城际自东向西接入溧阳站，则与宁杭高铁的转换功能无法实现。

预留接口



2、优化溧阳北站布局，引导与带动地区发展。

优化枢纽体系布局，引导城市空间发展

总规方案 优化方案（丹金溧漕河以东方案） 折中方案（推荐）

优点
选线条件较好，容易避开方里村及机
场等敏感地区；
站点靠近中关村大道，交通组织便利。

距离创新创意中心较近，与主次中心
耦合度最好；
周边可拓展空间多，对周边用地发展
带动力强。

周边可拓展空间较多，南侧联系中关村
创智园，枢纽带动作用较强；
铁路线形仍然可以采用长荡湖西侧线位，
对既有线位规划影响较小。

缺点

站点与规划主次中心衔接最差，与城
市空间功能耦合度不强；
周边用地已基本开发，可拓展空间较
少，枢纽TOD开发带动作用有限。

根据设计速度和线形要求，必须采用
长荡湖东侧线位，线路绕行过远，存
在较大的实施风险。

距离主城中心等仍然较远，与城市空间
功能耦合度一般。

总规方案

优化方案

折中方案

泓
盛
路

中
关
村
大
道

创新创意
中心

中关村创
智园



3、优化公路客运枢纽布局，形成“一主两辅”的公路客运枢纽布局。
现状客运枢纽设置在主城内部，对城市交通干扰较大，且与铁路等城市对外交通衔接较弱。

将溧阳站、溧阳北站打造成公铁衔接的综合客运枢纽，提供面向全市的城乡客运服务功能；补充溧阳站城际客运功能，

满足常州、金坛等联系杭州方向的公铁转换需求。

汽车总站

汽车东站

溧阳现状公路客运枢纽分布图

规划客运枢纽分布图

优化枢纽体系布局，引导城市空间发展

溧阳北站
综合客运枢纽

重点依托溧阳北站提供面
向全市的城乡客运服务。

溧阳汽车总站

面向全市提供服务于
城际的公路客运服务。

溧阳站
综合客运枢纽

公路主枢纽

公路辅枢纽

图例

重点提供面向全市的城
乡客运服务；补充城际
客运功能。



共享区域枢纽机场，发展旅游支线机场

1、强化机场功能，打造旅游支线机场。

机场分类 功能定位

综合型

具有综合服务功能，拥有固定运营基地，满足包括公务
航空、通勤飞行等在内的通用航空需求，可提供全套通
用航空服务。在现阶段不进行具体划分，根据各通用机
场在未来的实际发展情况确定。

特
色
型

公益
服务型

以应急救援、消防救灾、城市管理、环境保护等公益性
服务为主导功能的通用机场。

生产
服务型

以工、农、林、渔、建筑等生产作业类和商务飞行、旅
游飞行、驾照培训等消费服务类为主导功能的通用机场。

产业
支撑型

以支撑带动规模化、特色化通用航空产业集聚区（通航
产业园、通用航空小镇等）发展，构建通用航空产业为
主导功能的通用机场。

《江苏省中长期通用机场布局规划（2018-2035年）》提出的通用机场分类

南京禄
口机场

扬州泰
州机场

常州奔
牛机场

无锡硕
放机场

南通兴
东机场

上海虹
桥机场

上海浦
东机场

杭州萧
山机场

宁波栎
社机场

天目湖机场

枢纽机场

干线机场

支线机场

图例

综合考虑人口、GDP、高铁竞合关系，预测远期溧阳航空旅客吞吐量达到300万人次/年；

围绕区域机场群差异化发展，重点提供面向旅游、私人及公务飞行、驾驶培训等服务，

完善溧阳综合交通运输体系。

全球航空市场预测增长率

长三角区域机场群竞合关系分析图



2、完善机场集疏运，强化与天目湖机场及区域主要机场快速联系。
利用城东大道、天目湖大道、长山路等强化天目湖机场面向全市域的集疏运条件；

依托南沿江、宁杭二通道、常泰城际等实现与虹桥、浦东、禄口等机场快速联系，拓展国际、国内联系条件；

积极争取在旅游度假区设立机场候机楼，开通旅游度假区直达禄口、奔牛机场的空港快线。

共享区域枢纽机场，发展旅游支线机场

南京禄
口机场

南京南站 常州奔
牛机场

上海虹
桥枢纽

杭州东站

溧阳

上海浦东
国际机场

南沿江高铁

宁杭高铁
沪苏湖高铁

宁杭高铁

宁杭高速

沪宜高速
京沪高速

金坛站

宁杭二通道



加强内河港口建设，促进港城协调发展

1、优化内河港群体系，形成“3主、7辅” 作业区布局

溧阳港口作业区规划布置图

1. 主作业区

靠近市域内重要的经济中心、重要开发区、规模较大的乡镇，

具备良好的水、陆集疏运条件，对区域经济发展至关重要，功

能齐全，规模相对较大、辐射较强。

溧城西（中关村）作业区、社渚作业区、上沛作业区。

2. 辅作业区

靠近主要乡镇等一般性经济中心，服务于局部地区的经济发展，

以港口装卸功能为主，兼顾其它功能，规模相对较小的作业区。

东郊作业区、溧城北作业区、南渡作业区、上兴作业区、竹箦

作业区、埭头（上黄）作业区、别桥作业区。

溧阳港区现有货运港口码头170处，其中合法持证26家，仅占15.3%。现有内河港群分布散乱，不能满足产业

布局的要求，且对周边环境、交通影响严重。

东郊作业区

埭头作业区

溧城北
作业区

别桥作业区

竹箦作业区上兴作业区

溧城西
作业区

社渚作业区

上沛作业区
南渡作业区

图例

辅作业区

主作业区



完善高速公路网络，强化周边快速联系

1、构建“一环、七射”的高速公路网络，快速通达周边地区，提升溧阳“苏浙皖边界

地区中心城市”地位。

 推进建设溧芜高速，增加向西与南京、芜湖快速

联系通道。

 推进建设溧宁高速，增加向南与广德、宁国快速

联系通道。

 宜长高速北延接常溧高速，形成与杭州联系高速

二通道。

 常溧高速北延接镇泰高速，强化与苏北的联系，

同时通过长虹西快速路快速联系常州外环。

长虹西快速路



2、新增高速公路出入口，加强市域各地区的快速联系。

完善高速公路网络，强化周边快速联系

2016年7月国家发改委颁发《关于加强干线公路与城市

道路有效衔接的指导意见》：在高速公路临近城市主城

区路段和绕城公路上适当增加出入口数量，出入口平均

间距可按不超过4公里设置。

优化区域交通节点转换，新增2个出入口：

加强对城区交通的服务，新增1个出入口：

 宁杭高速与X001衔接（水西互通）；

 溧芜高速与S456衔接。

 常溧高速与天目湖大道衔接。

溧阳市

金坛方向
镇江、扬州

方向

南京方向 常州市区
方向

湖州、杭州
方向

芜湖、合肥
方向

广德、宁国方向

广德方向

宁杭高速

溧宁高速

扬溧高速

常溧高速

溧芜高速

图例
高速公路

快速路

枢纽立交

服务立交

水西互通

新增互通

新增互通



交通一体：

打造满足“市域一体、全域旅游”发展要求的高效畅达的市域交通体系！

以市域干线公路为抓手，强化中心城区

与各乡镇快速交通联系，促进市域城乡

一体融合；

大力发展城乡客运与旅游交通，建立货

运交通体系，促进全域产业发展。



1、总体思路

功能定位：干线公路主要承担中心城区与外围重点城镇

（景区），以及外围重点城镇（景区）之间的交通联系，

同时为高速公路集散交通。

市域城镇交通需求空间结构图

重构干线公路网络，支撑市域一体发展

结合市域城镇空间结构及市域交通需求，分层次优化市

域干线公路网络:

1）中心城区与重点镇应采用干线公路形成直达的交通

联系，实现未来中心城区与重点镇“30分钟交通圈”目

标；

2）重点镇与特色镇之间互联互通，提高干线公路网络

通达性和覆盖度，保障基本交通服务均等化；

3）干线公路线形选择需兼顾与重大基础设施、重点景

区、产业集聚区等经济节点的衔接。

中心组团

南部组团

东北组团

西北组团

别桥组团

社渚组团

南渡组团

特色镇

重点镇

城市中心

图例



2、构建“五横六纵” 干线公路网络。
规划干线公路网络总里程514公里，市域干线路网密度达到0.33公里/平方公里。

通道类别 交通功能 通道选线

横一
服务于上兴、竹箦、别桥之间的客货运交
通；作为溧阳北侧东西向过境交通的重要
通道。

S341

横二
溧阳城区北侧东西向过境交通的重要通道。X001-城北二通道

-S239

横三
服务于中心组团与西北、南渡、东北组团
之间的客货运交通。

原G104-城北大道

横四 服务于中心组团与南渡组团的客货运交通。 X302-永平大道

横五
服务于社渚、天目湖、戴埠之间的客货运
交通；作为溧阳南侧东西向过境交通的重
要通道。

S360

纵一
服务于上兴、社渚之间的客货运交通；作
为溧阳西侧南北向省道加密线。

S456

纵二
服务于社渚、南渡、别桥之间的客货运交
通；作为溧阳城区西侧南北向过境交通的
重要通道。

S239-S265

纵三
服务于中心组团与西北、南部组团的客货
运交通。

泓盛路-长山路

纵四
服务于中心组团与别桥、南部组团的客货
运交通。

天目湖大道

纵五
服务于中心组团与别桥、南部组团的客货
运交通；溧阳城区东侧南北向过境交通的
重要通道。

城东大道

纵六
服务于中心城区与南山竹海景区联系的第
二通道；溧阳城区东侧分流的重要通道。

城东第二通道

“五横六纵”干线公路的功能及选线

重构干线公路网络，支撑市域一体发展

南部组团

东北组团

西北组团

别桥组团

社渚组团

南渡组团



经测试，干线路网方案实施后，市域内各镇区联系满足规划目标服务要求。

规划年中心城区至各乡镇的时间分布图

规划年市域各乡镇联系时间矩阵（单位：分钟）

 中心城区与镇：30分钟内联系市、镇中心。

 城镇互联：相邻镇联系时间不超过15分钟，其他镇之间的联系不超过45分钟。

10min

30min

20min



1、构建“四主一辅”货运枢纽，完善货运场站布局。

建立货运交通体系，促进产城协调发展

结合货运交通需求，预测目标年货运场站用地需求108公顷，其中生产货运场站71公顷，生活货运场站37公顷。

货运主枢纽服务于溧阳及其周边地区的区域性货运需求；货运辅枢纽服务于生产、生活货物的对外运输和城市配送。

枢纽名称 位置及功能定位
面积

（公顷）

苏浙皖综合
物流园区

紧邻104 国道、戴埠河以及芜申运河。服务
钢材、废钢材等生产资料，提供交易、仓储、
流通加工、配送等物流服务。

50

中关村港口
物流园区

位于宁杭高速西侧、芜申运河北侧。为冶金、
输变电、机械制造、新能源、新材料、医药
等提供原材料、产成品的供应链物流服务。

36

南渡电商物
流园区

位于芜申运河以南，239省道以西。重点开
展化工新材料、日用消费品等的专业电商物
流服务。

36

上兴物流中
心

位于宁杭高速与104国道北侧。为工业、农
副产品、城乡消费品等提供运输、仓储、交
易、销售、配送、配载、信息等物流服务。

12

城北
物流中心

位于城北大道与天目湖大道西南侧，为中关
村地区提供原材料、产成品、生活资料等仓
储及配送服务。

10

货运枢纽规划情况表

货运主枢纽

货运辅枢纽

图例

苏浙皖
综合物流园区

中关村港口
物流园区

南渡电商
物流园区

上兴物流中心

城北
物流中心



思路一：客货分离，与城市空间格局、生态资源相协调

规划货运交通体系，促进产城协调发展

 分流国省干道，将过境交通从城区（含中关村、天目湖）外围通过，减少过境货运交通的不利影响。

2、优化布局穿城国省干道，协调与城市发展关系

天目湖-南山竹海

长荡湖

曹山

瓦屋山

溧阳主要旅游资源分布图远期规划大溧阳城区空间范围

溧城
主中心

未来城
中心

创新创意中心中关村
产业中心

燕湖中心

高校中心

长荡湖

25km

18km

南渡片区

中关村北区

天目湖片区

埭头片区



思路二：追本溯源，以分流过境货运需求为核心

规划货运交通体系，促进产城协调发展

主要过境交通需求走廊示意图

关键通道货运 2017年 2025年 2035年
宁杭轴线 466 590 685 
常宣轴线 221 280 325 

芜湖、高淳至宜兴、杭州 188 238 276 
金坛至广德 61 77 90 

主要轴线过境货运交通需求（单位：pcu/高峰小时-单向）

过境及对外货运OD空间分布图

溧阳

常州南京

杭州、宜兴方向宣城方向

金坛

广德

45％

芜湖、高淳
方向

25％

22％

7％

 根据货运需求调查，溧阳的过境需求走廊主要为宁杭、常宣、芜湖（高淳）-宜兴杭州以及金坛至广德4条。

 预测规划年溧阳过境货运交通需求达到2750Pcu/高峰小时-双向，约为现状1.5倍。



思路三：远近结合，寻找切实可行的分流路径

规划货运交通体系，促进产城协调发展

 溧阳市内近期可以选用高强度物流活动区内货运通道分流，远期外围路网完善后，进一步向外分流。

 分流路径与周边城市做好通道衔接，确保过境货运交通进的来，出的去。

现状主要过境通道示意图

中心
城区

南京方
向

常州方
向

杭州方向

宣城方向

芜湖、高
淳方向

溧阳高强度物流活动控制区示意图

货运枢纽

产业园区

图例
高强度物流活动区
高速公路



规划货运交通体系，促进产城协调发展

1）优化调整G104线位，分离宁杭轴线货运交通

G104通道过境货运交通主要为宁杭轴线货运交通，预测远

期过境货运交通需求达到700pcu/h-单向，约占过境货运

总量的45%。

方案一 方案二 方案三

方案
概况

近期改线城北大道
（横三）、城东大
道；远期进一步改
线城东二通道。

近期改线横二通道、
城东大道；远期进
一步改线城东二通
道。

近期利用S341、城
东大道分流；远期
进一步改线城东二
通道。

绕行
距离

近期绕行4公里；
远期绕行5公里。

近期绕行8公里；
远期绕行7公里。

近期绕行8公里；
远期绕行6公里。

优点
1）利用城北大道
等现状通道，利于
近期实施。

1）沿城区边缘，
对城市干扰小。
2）不需再对S341
进行拓宽改造。

1）沿城市外围，
对城市活动干扰小。
2）利于近期实施。

缺点

1）为满足G104分
流需求，城北大道
需按双向6车道拓
宽改造，近期投资
匡算约5亿；远期
建设城东二通道分
流段约6亿。
2）G104沿北侧城
区穿过。

1）新建横二通道，
近期投资匡算约9
亿；远期建设G104
至横二连接线、长
荡湖隧道及城东二
通道，另需20亿。
2）近期实施方案
受限于X001通道建
设进度。

1）G104与S341功
能复合，远期需
按双向6车道改扩
建，涉及多处桥
梁，难度较大。
2）G104改线距离
城区较远。

综合比选，建议近期选择方案一，并逐步引导至城东二通道分流；

预留远期选择方案二、方案三实施条件。

方案二

方案三

南京方向

宜兴、杭州
方向

城
东
大
道

永平大道

39km

横一（S341）

27km

方案一



规划货运交通体系，促进产城协调发展

2）优化调整S239线位，分离常宣轴线货运交通

S239通道过境货运交通主要为常宣轴线货运交通，预测

远期过境货运交通需求达到330pcu/h-单向，约占过境

货运总量的25%。

方案一 方案二

方案概况
改线横二通道，分流
段长23公里。

改线S265-S341线位。

绕行距离
分流段长23公里，绕
行距离仅1.2公里

分流段长33公里，绕
行增加距离约8公里。

优点

1）绕行增加距离短。
2）基本沿城区边缘
通过，对城市活动干
扰较小。

1)利用既有规划通道，
实施成本较小。

缺点
1）近期实施方案受
限于横二通道建设进
度。

1）绕行增加距离过
长。

城北大道

常州方向

宣城、芜湖
方向

S341

方案二

方案一

S265

综合比选，建议近期不做调整，远期选择横二

通道进行分流。



规划货运交通体系，促进产城协调发展

3）优化S360货运交通组织，分离高淳-杭州（宜兴）轴线货运交通

S360通道过境货运交通主要为芜湖高淳至宜兴、杭州

间 货 运 交 通 ， 预 测 远 期 过 境 货 运 交 通 需 求 约

300pcu/h-单向，约占过境货运总量的22%。

方案一 方案二

方案概况

双路径分流：高淳至
宜兴方向由S239-横
二通道-S341分流；
高淳至杭州方向由
S456-G233-G318分流。

S360天目湖段设置主
辅路断面，核心路段
主线下穿。

绕行距离
至宜兴绕行约12公里；
至湖州东绕行17公里。

--

优点
1）通过外围路径分
流，有效减少天目湖
景区货运交通。

1）保留S360货运功
能，且路径与区域交
通需求走向基本一致。

缺点
1）分流路径绕行增
加距离较长。
2）360限货难以实施。

1）工程投资较大，
仅核心段主线下穿需
新增约6亿投资。

芜湖、高淳
方向

方案一

方案一

方案二

杭州、宜兴
方向

S360

宜兴方向

G233

广德、湖州
方向



规划货运交通体系，促进产城协调发展

4）优化G233（S241）货运交通组织，分离金坛-广德轴线货运交通

G233通道过境货运交通主要为金坛-广德间货运交通，

预测远期过境货运交通需求约100pcu/h-单向，约占

过境货运总量的7%。

方案一 方案二 方案三

方案
概况

利用S341-
S265-S239-
S456

利用横二-
S239-S456

利用S341-S456

绕行
距离

分流段长56公
里，绕行增加9
公里。

分流段长49公
里，绕行增加7
公里。

分流段长67公
里，绕行增加
20公里。

优点

1）绕行距离短。
2）沿城市边缘
通过，对城市
活动干扰较小。

1）绕行距离短。
2）沿城区边缘
通过。

1)S239\S265压
力较小。

缺点

1）G233与S341、
S239部分路段
存在叠加，但
影响有限。

1）横二通道已
作为G104、
S239分流通道，
再引入G233，
分流压力过大。

1）绕行增加距
离过长。
2）S456段作为
联系瓦屋山、
曹山与天目湖
的快速旅游通
道。

推荐方案一，利用S341-S265-S239-S456分流。

金坛方向

广德方向

方案一

方案三

城北大道

天
目
湖
大
道

S341

S2
65

方案二



规划货运交通体系，促进产城协调发展

近期方案

G104改线：利用城北大道-城东大道，并逐步引导至

城东二通道分流。

G233改线：利用S341-S265-S239-S456。

S239改线：近期不做调整。

S360分流：高淳至宜兴方向由S239-城北大道分流；

高淳至杭州方向由S456-G233分流。

近期行动计划：

1）完善G104近期改线通道，建议加快推进城北大道按双

向6车道拓宽改造；同步推进城东二通道建设，逐步引导

G104向城东二通道分流。

2）完善G233改线通道，推进既有规划S265建设并衔接

S239。

3）考虑S360芜湖、高淳至湖州、杭州的货运由S456分

流，建议加快建设S456（S239至G233段）。

穿城国省干道近期改线方案

常州方向

宣城、芜湖
方向

S456

芜湖、高淳
方向

广德、湖州
方向

南京方向

宜兴、杭州
方向

城
东
大
道

宜兴方向

G233

G104

S341



远期方案

G104改线：利用横二通道-城东二通道。

G233改线：利用S341-S265-S239-S456。

S239改线：利用S239-横二通道。

S360分流：高淳至宜兴方向由S239-横二通道-

S341分流；高淳至杭州方向由S456-G233-G318

分流。预留S360立体分流条件。

规划货运交通体系，促进产城协调发展

穿城国省干道远期改线方案

常州方向

宣城、芜湖
方向

S456

芜湖、高淳
方向

广德、湖州
方向

南京方向

宜兴、杭州
方向

G233

S341

宜兴
方向

远期预留控制：

1）加快推进横二通道建设；同步完善城东大道北延

接横二通道。

2）沿宁杭高铁北侧新增G104至横二通道连接线，

减少过境交通对上兴新城的直接影响。



中心城区货运通道及货运交通组织。

货运限行区：

准许吨位在5吨以下的厢式货车在白天非高峰时间

通行，其他货车白天（每日7时至21时）禁止通行，

主要包括主城区、燕山新城、未来城、创新中心区

及长荡湖旅游区。

限时货运通道：

货运限行区内的干线道路，包括天目湖大道（腾飞

路至S360段）、永平大道（天目湖大道至城东大道

段）、清溪路。

全天货运通道：

高快速路、城区外围干线公路以及服务于中关村产

业园区的主要货运干道（中关村大道、腾飞路等）。

城区货运交通组织图

规划货运交通体系，促进产城协调发展



优化旅游交通组织，提升旅游服务品质

以提升旅游交通承载力及服务品质为核心，优化旅游交通组织模式

 2017年全市接待旅客1760万人次，其中高峰日游客接近20万人次，现状游客大多驱车直达景区，景区道路及停

车资源有限，高峰时期交通拥堵十分严峻，旅游交通品质难以得到保障。

总规提出目标年全市接待旅游5300万人次，随着旅游人口的进一步增长，旅游交通形势将更加严峻。

南山竹海，2018.5.27（周日）.09:47

天目湖，2018.5.26（周六）.12:14

① 高速铁路、城际轨道、旅游大巴、航空、自驾等；
② 旅游大巴、自驾等；
③ 城市公交、旅游公交专线、自驾等；
④ 登山步行、观光缆车、环湖自行车、水上巴士、水上游船等。

引入旅游交通集散中心，优化旅游交通结构，提升旅游交通承载能力：



1）构建两级集散中心
规划4个Ⅰ级集散中心，5个Ⅱ级集散中心，

有效接驳对外交通，高效集散各类客流。

Ⅰ级集散中心 Ⅱ级集散中心

位置 对外交通枢纽 主景区外围

规模 3-5公顷 3000-5000平方米

功能
实现对外交通与市域

景区交通的衔接换乘

实现景区外部交通与

内部交通方式的转换

设施

城际轨道、客运站、

大型停车场、旅游专

线公交场站、共享汽

车租赁点等

自行车租赁服务中心、

小型停车场、公交停

靠站、景区候机楼

服务
交通集散、旅游服务

等综合性服务

游客咨询、自行车租

赁维修、适当的餐饮、

零售和住宿服务

瓦屋山站

溧阳北站

溧阳站

南山竹海

曹山

天目湖

常州
方向

金坛
方向

扬州
方向

芜湖
方向

广德
方向

杭州、
宜兴
方向

长荡湖

瓦屋山

出租车候
客区

城际轨道

旅游公
交专线

Ⅰ级集散
中心
Ⅱ级集
散中心

自行车租赁
服务中心

景区候机楼

城际轨道

天目湖机场



南山

Ⅰ级集散中心

Ⅱ级集散中心

主客流通道

S341

天
目
湖
大
道

溧阳北站

天目湖

瓦屋山站

曹山

长荡湖

瓦屋山

天目湖
机场

溧阳站

城
东
大
道

城北大道

永平大道

2）完善旅游交通快速通道
在1号旅游公路基础上，围绕两级集散中心，构建旅游快速通道，实现中心城区、集散中心至组团内部旅游交通30分钟

可达，跨组团旅游交通60分钟可达。



3）构建多层次旅游公交服务体系

景区直达公交：从一级集散中心直接连通组团内主要景区二级集散中心。

旅游快线公交：从一级集散中心连接到跨组团旅游景区二级集散中心。

景区联络公交：以组团内主景区为核心，联络、带动二级景区，打造体

验式旅游路线。

天目湖-南山竹海组团

长荡湖组团

曹山-瓦屋山组团

南山

天目湖

溧阳站

瓦屋山站

曹山

长荡湖

瓦屋山

溧阳北站

Ⅰ级集散中心

Ⅱ级集散中心

中华曙猿地
质公园

吴楚农耕文
化园

青峰山

御水温泉

锦天苑
生态园 玉枝园

十里长山

大溪水库

翠谷庄园

太平军
锣鼓

前宋
水库

主要景点

Z1 Z2

Z3

Z4

Z5

Z6

天目铭汤孝
子温泉

天目湖
机场

中华族谱
博物馆

Z7

景区直达旅游公交线路图

近期重点完善一级集散中心与组团内各主要景区的直达公交

服务。

远期结合客流需求进一步研究完善旅游快线及景区联络公交。



南山竹海

曹山

瓦屋山

中华族谱
博物馆

吴楚农耕
文化园

青峰山

御水温泉

玉枝园

十里长山

蔡邕读
书台

神女湖宝藏禅寺

天目湖
山水园

凌峰
生态园

中华曙猿地
质公园紫竹林生态园

雪狼湖水库

仙山头

李家园

静思园

吕庄
水库

滨湖亲水绿道

登山绿道

白露山
生态园

永和
水库

景区特色绿道

①
③

④

⑥

⑤

②

西山烈
士陵园

⑦

芳芝林
生态园

4）打造湖滨、特色景区以及登山绿道

编号 定位 途径景点 长度

1
曹山景区特色

绿道

雪狼湖水库、紫竹林生园、
芳芝林生态园、白露山生态

园
27km

2
瓦屋山景区特

色绿道
吕庄水库、永和水库、神女

湖、塘马水库
23km

3
长荡湖滨水绿

道
中华曙猿地质公园、中华族

谱博物馆、长荡湖
15km

4
大溪水库滨水

绿道
前宋水库、蔡邕读书台、大

溪水库、十里长山
15km

5
天目湖滨水绿

道
凌峰生态园、天目湖

山水园、玉枝园
22km

6
南山景区特色

绿道
青峰山、仙山头、李家园
南山竹海、御水温泉、

25km

7 登山绿道 西山烈士陵园、十里长山 18km

滨湖亲水绿道：环绕水库、河流及特色湖荡。

景区特色绿道：串联景区特色资源。

登山绿道：连接山林景观。

溧阳市域旅游绿道规划图



打造契合“山水入城、最美溧阳”在地特征的低碳绿色、品质交通之城！

山

水

入

城

品质发展：

结合山水入城生态格局，以及多心多片

发展需求：

1）完善战略性交通骨架网络，优化公

交系统结构，支撑与引导城区空间拓展

与人口导入；

2）构建特色慢行系统，核心地区大力

发展绿色、智慧交通，营造高水准的生

态宜居环境。



1、完善道路功能分级体系

道路分级 主要功能

高速公路 承担过境交通、疏港交通及对外交通。

快速路
承担城市内部片区之间的长距离交通，以及为高速

公路系统集散交通的功能。

干线性主干路
承担城市内部片区之间特别是邻近片区之间的中长

距离交通。

普通主干路 承担片区内部各功能片区之间的客货运交通。

次干路
承担片区内部各功能片区之间以及功能片区内部的

交通，并对城市主干道交通进行集散。

集散性支路 进行城市干道系统与小区道路之间的交通集散。

出入性支路 解决通达各建筑物的交通。

新
增
等
级
结
构

 结合多中心、多组团的城市空间结构，新增快速路及干线性主干道，强化组团间快速交通联系。

城市化地区一体化的道路功能分级体系

现状道路功能分级体系

规划道路功能分级体系

构建骨架道路网络，实现交通塑城



2、完善干线性主干路网络方案

功能定位：主要承担城市内跨片区的中长距

离快速交通，连接城市中心、次中心、片区

中心、交通枢纽和重要的工业区。

构建骨架道路网络，实现交通塑城

功能片区

城市主中心 溧城主中心、未来城中心

城市次中心
燕湖中心、创新创意中心、中

关村产业中心

片区中心
高校中心、智慧小镇、文旅小

镇、长荡湖片区

工业区
中关村片区、昆仑片区、南渡

片区

交通枢纽 溧阳站、溧阳北站

溧城
主中心

未来城
中心

创新创意中心

中关村
产业中心

燕湖中心

高校中心

文旅小镇

长荡湖

智慧小镇

20km

18km

溧阳站

溧阳北站

城市主中心

城市次中心

片区中心

重大交通枢纽

图例



1）干线路网概念方案

需求预测：城区内部形成“两横两纵”的中长

距离机动化需求主走廊。

概念结构：纵横交错的L型干线路网结构。

远期中长距离（>5公里）机动化出行蛛网图 溧阳城区干线路网规划概念方案图

主城片区

昆仑片区

燕山片区

城西片区

长荡湖
片区

溧阳站

溧阳北站

城南片区

高速公路
快速路
干线性主干路



2）干线路网规划方案

“七横”干线道路方案一览表

规划 “七横五纵”干线道路网络，总里程129公里。

七横：繁昌大道、腾飞路、金港路-正昌路、码头西街-凤

凰路、平陵路、永平大道、溪缘东路。

道路名称 建设情况 功能分析

繁昌大道 部分已建
主要承担中关村北部与昆仑片区、南渡片

区间中长距离交通需求。

腾飞路 部分已建
主要承担中关村北部与昆仑片区、南渡片

区间中长距离交通需求。

金港路-正昌路 部分已建
主要承担中关村南部与昆仑、南渡片区间

中长距离交通需求。

码头西街-凤凰

路
部分已建

主要承担主城与中关村、南渡片区间中长

距离交通需求。

平陵路 已建
主要承担主城与中关村的中长距离交通需

求，并通过永平大道联系南渡。

永平大道 已建
主要承担主城、燕山片区、中关村及南渡

片区间中长距离交通需求。

溪缘路 部分已建
主要承担城南片区横向交通联系，并承担

片区与纵向交通的主要集散功能。

溧阳城区干线路网规划方案图

溪缘路



2）干线路网规划方案
规划 “七横五纵”干线道路网络，总里程129公里。

五纵：中关村大道、焦尾琴大道（泓盛路-长山路）、天目

湖大道、昆仑路、城东大道。

“五纵”干线道路方案一览表

道路名称 建设情况 功能分析

中关村大道 已建
主要承担中关村货运交通快速到发以及中
关村与未来北部片区的中长距离交通需求。

焦尾琴大道 部分已建
主要承担中关村、城南等片区的中长距离
交通需求。

天目湖大道 已建
主要承担中关村、主城、燕山、城南等片
区的中长距离交通需求。

昆仑路 已建
主要承担主城与昆仑、燕山、长荡湖等片
区的中长距离交通需求。

城东大道 已建
主要承担主城与昆仑、燕山、长荡湖、城
南等片区的中长距离交通需求。

溧阳城区干线路网规划方案图

溪缘路



横向通道新增方案：
 繁昌大道西延至南渡，强化中关村片区与南渡及上兴等西部乡镇的交通联系。

 增加金港路-正昌路、码头西街-凤凰路2条横向干道，强化主城、昆仑与中关村南部以及南渡片区的交通联系。

交通需求：

南渡-中关村-主城（昆仑）交通走廊中长距离

交通需求超过5000pcu/h，既有横向通道仅能承

担约60%，缺口超过2000pcu/h。

原规划情况：

1）繁昌大道止于扬溧高速东侧；

2）金港路与泓口路在泓叶路形成错位交叉；

3）码头西街穿越老城核心衔接南大街。

既有规划路网方案

金港路
正昌路

码头西街

南
大

街

城北大道

溪缘路



3）依托山水生态走廊打造旅游大道

以坪山大道为主轴，围绕人、车、道路绿化以及两侧山水生态、

城市活动空间进行统筹考虑，打造车行交通移步易景、慢行交

通舒适宜人的山水中轴城市客厅。

 促进山水生态资源引入中心城区，打破现有城、旅分离的困局；

 有利于通过道路改造带动沿线用地及景观资源整体开发。

沿河景观路段

城市活动密集路段

交通性路段长山路
（已建）

焦尾琴大道
（部分已建）

繁昌大道
（未建）

X001
（未建）

西山隧道
（未建）

案例借鉴：深圳坪山——打造山水中轴城市客厅



3、完善普通主、次干道布局

构建骨架道路网络，实现交通塑城

 规划主干路网总规模223km，密度为1.8km/km2，

其中干线性主干路129km，普通主干路94km。

 规划次干路总规模145km，密度为1.2km/km2 。

主、次干道优化方案

分类 具体措施

加强片区联

系

 康平路接润扬路并提升至主干路。

 永盛路接德盛路强化中关村与昆

仑片区联系。

 惠民路接夏庄路并提升至主干路。

 建业路接奥体大道提升至主干路。

完善片区内

部集散

 老城中心构建环状次干路，环内

路网均调整为支路。

主干路优化方案

次干路优化方案

图例

永盛路
德盛路

建
业
路

奥
体
大
道

惠
民
路

润扬路



围绕老城构建保护环路，内部打造慢行交通主导的活力街区
 保留老城区既有细密路网肌理，以行人优先的思路组织内部交通，支撑打造最美古韵团城。

 老城外围构建双层保护环路，内部车行交通限速（<20km/h）通行，避免引入通过性交通。

 建议开展街道精细设计，充分保障步行路权，增加公共活力空间，提升空间环境品质，重塑街道活力。

最美古韵团城效果图

共享街道示意图

平陵路

凤凰路

昆仑路

清溪路

花园路

和平路

平陵街



功能定位：作为公交系统的骨架，服务于主要客流走廊，实现各片区之间大中运量客流的快速联系，引导和支撑

“多心多片”城市空间结构形成。

需求预测：预测远期中运量公交出行约15.5万人次/日，确定规划期内溧阳中运量公交线网规模26~39公里。

1、完善中运量公交网络，预控中运量发展通道

指标 2035年

人口数（万人） 65

人均出行次数（人次/日） 2.58

出行总量（万人次） 167.7

公交比例 22%

公交出行量（万人次/日） 36.9

换乘系数 1.4

客运量（万人次/日） 51.7

占公交比例 30%

出行量（万人次） 15.5

客流强度（万人次/公里） 0.4~0.6

线网规模（公里） 26~39

中运量公交线网规模测算表

远期高峰小时公交蛛网图

未来城中心

溧城主中心

创新创意
中心

中关村片区

燕山新区

高铁科教区

溧阳北站

溧阳站

主要公交走廊

次要公交走廊

优化公交系统结构，加强公交服务



布局思路：

Z1线以昆仑北路—繁昌大道交叉口为起点，沿昆仑路、罗庄

路、迎宾路、燕城大道、南大街、溪缘路设置，全长17km；

 Z1线串联溧城主中心、未来城中心、创新创意中心、溧阳站等，是一条

沟通昆仑、主城、燕山和城南四大片区的南北向主通道，与主要公交客

流走廊基本吻合。

Z2线以溧阳北站枢纽为起点，沿繁昌大道、中关村大道、码

头西街、天目湖大道、南环路设置，全长11km；

 Z2线串联溧阳北站、中关村片区、市人民医院、溧阳中学与市政府等，

是一条强化中关村片区与溧阳北站、主城区联系的中运量通道。

Z3线以平陵中路—昆仑南路交叉口为起点，沿平陵路、燕山

路、永平大道、建业路设置，全长9km ；

 Z3线串联未来城中心、综合市场、主城核心商业区等，是一条强化城南

片区与主城区联系的中运量通道。

规划3条中运量线路，形成“一主两支”网络布局，总长度37km。

中运量通道布局方案（总规模37km）

S2

城南中心

溧城主中心

创新创意
中心

中关村片区

燕山新区

高铁科教区

溧阳北站

溧阳站

Z1

Z2

Z3

中
关
村
大
道

天
目
湖
大
道

17km

9km

昆
仑
北
路

溪缘路



2、规划公交专用道网络，提升主要客流走廊常规公交服务水平

 七横：凤凰路、码头西街、平陵路、南环路、永平大道、

燕城大道、溪缘路；

 七纵：昆仑路—罗庄路—迎宾路、南大街、燕山路、清溪

路、天目湖大道、建业路、中关村大道。

 结合中运量系统布局，兼顾片区间快速联系需求，构建“七横七纵”的公交专用道网络，总里程84km。

公交专用道方案（总规模84km）

公交专用道断面示意图

优化公交系统结构，加强公交服务

溪缘路

中
关
村
大
道

建
业
路

南
大
街

溧阳北站

溧阳站



经验借鉴：香港利用平行快速路开行快线巴士

 选择速度最快的通道，提供外围至中心区快速直达服务

沙田—中环快线走东部通道

沙田至中区码头
中部通道

（狮子山隧道+红磡
海底隧道）

东部通道
（大老山隧道+东区

海底隧道）
全程长度 19.2 km 24.5 km

早高峰全程旅行速度 22.9 km/h 33.6 km/h

早高峰全程旅行时间 50.2 min 43.7 min

优化公交系统结构，加强公交服务

以沙田至中环为例，利用大老山隧道+东区海底隧道等快速路
通道可实现早高峰公交全程旅行速度33.6km/h，由沙田至中环
出行时间控制在45min以内。

3、补充公交快线，强化快速公交服务



选择快速通道开行公交快线，实现公交系统在城区20分钟通达南北和东西。

长度（km） 运行速度
（km/h）

旅行时间
（min）

首端 1~2 20~25 2.4~6
中间段 8~10 30~40 16~17

末端 1~2 20~25 2.4~6
合计 20.8~29

南北向快速公交出行时间测算

长度（km） 运行速度
（km/h）

旅行时间
（min）

首端 1~2 20~25 2.4~6
中间段 6~8 30~40 12~13.7

末端 1~2 20~25 2.4~6
合计 16.8~25.7

东西向快速公交出行时间测算

功能定位：

 联系对外交通枢纽、城市中心及大型客流集散点
（含主要公交枢纽）。

 依托交通性主干路强化主要客流走廊平行通道快
速公交服务，强化城区快速联系。

主城区

未来城

中关村

创意中心

高教区

燕山片区

溧阳站

溧阳北站

汽车总站

公交快速通道
首末端集散道

图 例



 采用三级标准划分停车管理分区，基于分区细化分级停车配建指标，指导制定差异化的停车管理、收费措施。

1、强化规划引导，以停车管理分区指导落实停车设施规划及停车管理策略。

停车管理分区示意图

停车分区 一类区：严格限制区 二类区：一般限制区 三类区：适度发展区

土地利用

性质与强度

高密度开发的

城市主、次中心

非高密度开发的城市次
中心、城市集中建设地
区内除中心区以外地区

其他区域

交通设施

供应水平
公共交通供应充足 公共交通供应一般 公共交通供应较差

交通运行状况 交通运行状况较差 交通运行状况尚可 交通运行状况好

交通出行特征 公交分担率高 公交分担率较高 公交分担率低

停车管理分区划分标准

图 例

一类区

二类区

三类区

住宅停车配建指标建议

一级
分类

二级分类
计算
单位

配建指标(车位)

一类
地区

二类
地区

三类
地区

非机动车
停车泊位

住宅

平均每户建筑面积>= 
200m2或别墅

车位/户

1.5 2 2 0.5-1.0

144m2<=平均每户建筑面
积<200m2 1.2 1.5 2 1.0-1.5

90m2<=平均每户建筑面
积<144m2 1 1.2 1.5 1.5-3.0

平均每户建筑面积<90m2 0.8 1 1 1.5-2.0

廉租房、公租房 0.3 0.4 0.3 1.5-3.0

集体宿舍
车位

/100 m2建
筑面积

0.2 0.2 0.2 3.0-4.0

加强停车规划管控，缓解停车矛盾



2、加强停车管控，有效调控交通需求。

 合理优化路内停车、道板停车，对路内停车进行严格界定，实现统一管理、严格执法；

 完善收费机制，优化停车收费结构，体现核心区高于外围区，路内高于路外、白天高于夜间的收费原则；

 充分应用地磁、互联网等新技术，引导通过微信、支付宝、自在溧阳APP等进行停车付费。

一类
区域

二类区域

城区公共停车收费分区

智能停车支付方式

加强停车规划管控，缓解停车矛盾



1、打造城市绿道网络，满足城市居民日常休闲健身需求，并促进旅游业发展。

打造特色慢行网络，提升交通品质

滨水慢行道
登山慢行道
组团慢行绿道

图例

丁园

凤凰园

平陵广场
金鹰中心

八佰伴

文化公园

沧屿园

湾溪公园

东升公园

昆仑公园

人民广场

高静园

人民公园 连通性绿道
亲水性绿道
亲绿性绿道
公园、绿地

广场
河流

结合山水生态走廊，打造“一环、一廊”城市绿道骨架；补充十八条活力渗透经脉，强化各功能组团与绿道骨架衔接。

完善社区绿道，实现300米见绿、500米见园、1000米亲山近水，强化公园城市体验



2、开展街道精细设计，提供舒适、宜人的空间环境体验，提升街道活力。

激活退界空间：

统筹商业街道红线内外空间，利用开放式建筑前区设置休憩设施或商

业外摆，激发街道活力。

挖潜活动空间：

 充分挖掘道路剩余资源，丰富街头小品、公共艺术等，增加驻留空

间；

 非交通性街道沿街应设置公共座椅及休憩节点，形成交流空间，鼓

励行人驻留；

 鼓励用可进入绿地取代观赏性绿地，促进街道活动与城市活力。

激活退界空间 开放沿街绿地

丰富街头小品 增加休憩节点

由以往“关注单一交通功能”向“注重街道多样复合功能”转变。建议在老城区平陵路、燕山路（东大街）、南大街

以及新城溪缘路、云眉路等公共活动密集的区段开展街道设计试点。

老城核心区挖潜公
共活动空间

主要商业街道激
活退界空间

重点针对溪缘路、
云眉路打造公共
活动空间云

眉
路

溪缘路



推进智慧交通管控，提高系统效率

发展目标：利用互联网+、大数据等技术手段，充分挖掘现有数据资源，紧密结合部门行业主管职能，

构建智慧交通总体发展框架，系统推进智慧交通管控，深化提升交通设施使用效率与服务品质。

智慧交通决策支持平台

智慧交通大数据云平台

溧阳市智慧交通综合运营中心

智慧交运板块 智慧道路板块 智慧物流板块

智慧公交板块 智慧出行板块 安全应急板块

业务
板块

支撑
载体

1+1+N智慧交通系统总体发展概念框架



构建交通大数据云平台（示例）

 采集道路交通、公路运输、公共交通等行业基础、实时数据，整合智慧交通系统信息资源。

 为实现部门间信息共享、辅助决策和交通综合信息服务提供基础数据支撑。

（1）构建交通大数据云平台



拥堵时空分布常发拥堵路段识别 改善计划

识别拥堵 分析拥堵 治理对策 效果评估

实
施
前

实
施
后

建立交通动态运行分析评价及多层次交通模型系统，为战略政策制定、交通基建决策、交通综合治理、交通安全预警提

供多层次的科学决策支撑。

（2）构建交通决策支持平台，助力城市交通管理



 实时采集交通数据，利用动态交通仿真技术，还原整体路网实时交通流运行状况，预测短时交通流变化趋势。

 支撑信号实时管控与交通事故应急处置，引导用户实时优化出行路径，调控交通流，保障交通流均衡分布。

（3）重点地区建立实时在线交通仿真平台

数据采集布设点位图

新
洲
路

实时在线仿真平台（示例）



 打造 “智慧道路”、“智慧公交”、“智慧停车”、“智慧出行”等功能板块。

 实现出行全过程的管控与服务，提高交通安全、优化资源配置、缓解交通拥堵、提升服务品质。

提供/媒介

OBE

管控中心

交通路况 位置信息

对应/管理

影像收集

信息收集 信息提供

信息收集功能 信息加工功能 信息发布功能 交通信息综合功能

信息管理功能 交通管理功能 运营维护功能 信息连接功能

（4）打造N大智慧交通功能板块

公交运营全过程动态监测



ontents

二、现状问题

一、项目概况

三、目标策略

四、规划方案

五、行动计划



近期交通工作按照“交通发展满足近期需要并适度超前”的原则：

 以加强对外交通联系为突破，提升溧阳城市交通区位；

 以交通骨架设施建设为核心，引导空间结构逐步形成；

 以优化交通组织、强化交通管理为重点，提升城市交通品质。



分类 序号 项目名称 投资估算
（亿元） 实施年限 优先级

工程

建设

1 推进溧高、溧宁等高速公路建设 46 2018-2021 ☆☆☆☆☆

2 加快推进水西互通立交建设 1.5 2018-2020 ☆☆☆☆☆

3
推进城东大道北延（G233）、焦尾琴大道北延道路建设，强化

与金坛站快速联系
23.4* 2019-2022 ☆☆☆☆☆

4
推进S341、S265、S360等国省干道建设，完善溧阳市域干线公

路网络
45.2 2018-2021 ☆☆☆☆

5 推进天目湖通用机场建设 3.7 2017-2019 ☆☆☆☆

规划

研究

6 开展镇宣铁路、常泰城际、常芜城际等（溧阳段）详细规划研究 0.05 2018-2020 ☆☆☆☆

7 开展溧阳北站枢纽与周边地区详细规划研究 0.04 2019-2020 ☆☆☆

（一）区位提升：加强对外交通联系，提升溧阳交通区位

加快推进溧高、溧宁等高速公路及G233、S341、S265、S360等国省干道建设。

开展镇宣铁路、泰常溧城际、常芜城际以及溧阳北站枢纽地区详细规划研究。

• 城东大道北延接G233重点建设连接路段，造价约3.8亿元；焦尾琴大道北延，造价约19.6亿元。



（二）骨架提升：构建战略交通骨架，引导大溧阳空间发展

加快推进穿城国省干道改线以及焦尾琴大道等七横五纵干线路网工程。

推进城西片区、燕山片区、未来城地区路网建设，通过道路建设促进新区开发。

昆仑路、燕山路等主要客流通道划设公交专用道，积极培育客流走廊，引导公交优先发展。

分类 序号 项目名称 投资估算
（亿元） 实施年限 优先级

工程

建设

1 推进G104、S239改线工程及城区原线路市政化改造 * 2019-2020 ☆☆☆☆☆

2
加快推进金港路-正昌路、码头西街-凤凰路、焦尾琴大道等

七横五纵干线路网建设
16.6 2019-2021 ☆☆☆☆☆

3 推进建设城西片区、燕山片区、未来城地区路网建设 - 2019-2021 ☆☆☆☆

4 对规划中运量通道近期划设公交专用道，积极培育客流 0.2 2022-2025 ☆☆

规划

研究

5
开展金港路-正昌路、码头西街-凤凰路、焦尾琴大道等新增

干线道路详细规划
0.04 2019 ☆☆☆☆

6 开展城区中运量公交通道详细规划 0.02 2020 ☆☆☆

*G104、S239改线近期方案主要利用S341、城东大道及城北大道，投资估算不重复计算。



（三）品质提升：引导绿色智慧发展，提升交通出行品质

完善旅游通道、集散中心体系，补充旅游公交服务，引导旅游交通集约发展；

推进城市绿道及重点地区共享街道建设，提升城区慢行交通品质；

构建城市交通智慧大脑，推进重点地区智慧交通管控，持续提升交通系统运行效率。

序号 项目名称
投资估算
（亿元） 实施年限 优先级

1 完善旅游快速通道，推进建设南山旅游第二通道 10.5 2019-2021 ☆☆☆☆☆

2 推进建设旅游集散中心，优化旅游交通集散模式 2 2019-2021 ☆☆☆

3 围绕集散中心，完善多层次旅游公交服务 - 2019-2025 ☆☆☆

4 推进景区旅游绿道建设 - 2019-2021 ☆☆☆

5 推进“一环、一廊、十八脉”城市绿道建设 2.8 2019-2021 ☆☆☆☆

6 开展老城中心（宋团城）及未来城中心精细化街道设计 0.03 2019-2020 ☆☆☆☆

7 完善停车收费机制，加强停车收费宣传引导 - 2018-2019 ☆☆☆☆☆

8 构建交通大数据中心及交通决策支持平台 0.05 2019-2022 ☆☆☆☆

9 未来城地区建立实时在线交通仿真以及智慧交通综合管控平台 0.1 2019-2022 ☆☆☆☆



汇报结束，敬请指正！

www.sutpc.com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