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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规划概况

1.1 项目背景

按照省委、省政府要求，围绕建设“一名城两基地”目标，潮州市委、市政府出

台了《关于贯彻落实<中共广东省委、广东省人民政府关于促进粤东地区加快经济社

会发展的若干意见>的实施意见》。《意见》提出要加快培育港口经济，打造“广东

重要的能源石化基地”——强调要加快潮州港港口基础设施和服务设施建设；大力发

展以潮州港为龙头的重化基地和产业带；提升工业园区综合开发水平。

《潮州港经济区总体规划（2011-2030年）修改》中，确定了潮州港经济区应发

展成为区域级港口城市，港口与城市协调发展，相互促进，成为国内“港城互动”发

展的典范。潮州港成为广东省重要的能源、石化、新型临港产业基地；生态环境优美、

社会经济和谐、可持续发展的粤东现代化滨海新城。将潮州港经济区粤东地区重要的

临港经济增长极；辐射范围包括粤东、闽东南、赣西南乃至整个华南地区。

为落实《潮州市国民经济与社会发展“十二五”规划》，配合潮州港临港产业转

移园分期建设规划，潮州临港产业转移工业园柘林文胜围南片（一期 1337亩）土地

平整工程项目被列入市“十二五”政府投资建设项目、市“百团大战”重点建设项目。

1.2 规划片区位置

规划片区位于潮州港经济开发区柘林镇文胜围中堤南片区，规划总面积为

1337.509亩。

1.3 规划内容

本规划内容主要包括：

①场地平整工程，平整范围包括进港大道、大唐路、中堤和南堤围合场地,总回

填面积 1337亩,平均填土厚度为 4.978米，总填方量约 433.92万立方米,其中潮州亚太

码头物流有限公司回填平整临港产业园首期建设用地工程已回填 576.27亩，尚未回

填土地面积 761.239亩。

②道路及市政配套：建设片区内澳林路 0.62km，澳东路 1.07km，按双向四车道

设计，路面宽 24米，能源路 0.7km，按双向四车道设计，路面宽 40米;能源二路 0.82km，

按双向两车道设计，路面宽 12米。采用沥青砼路面；同时配套建设绿化、照明、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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排水、交通安全等市政设施。

2 现状概况

2.1 区域地位概况及分析

1)闽西南、赣东南、粤东地区重要的对外港口

潮州港地处广东和福建交界，面向台湾，背靠闽西南、赣东南、粤东地区，是广

大经济腹地走向世界的主要出海口之一。

2)广东沿海经济带和海峡西岸经济区交汇的重要节点

珠三角一直是整个广东省经济引擎，广东省为促使珠三角产业转移升级，寻求经

济发展新的增长动力。海西经济区建设上升为国家战略，粤东地区是海西城市群衔接

珠三角地区的纽带。

3)粤东港口群的重要组成部分

《全国沿海港口布局规划》中指出珠江三角洲地区港口群由粤东和珠江三角洲地

区港口组成，明确粤东港口群在广东沿海港口中的重要地位。

4)潮汕空港经济区的重要协作对象

潮汕机场位于潮汕三市的几何中心，距汕头、潮州、揭阳均为 20公里左右，主

要服务于潮汕三市包括总面积 3万多平方公里的粤东地区并辐射到闽南部分地区。

5)潮州市未来的经济发展龙头

进入新世纪以来，基于国内市场需求结构变化和国际产业转移等因素，我国工业

化悄然进入重化工业加速发展的新阶段。潮州市七大支柱行业，几乎全为轻工业。潮

州市顺应趋势发展重化工业，对潮州市经济可持续发展具有重大意义。

2.2 规划现状

1)现状发展概况

人口现状：潮州临港产业转移工业园现状人口主要是柘林镇范围内的人口。2013

年柘林镇常住人口 16467人，主要集中在柘林镇区。

用地现状：规划区范围周边包括大唐电厂、亚太码头以及一些零散工业用地，未

建设用地主要为水域、滩涂、耕地，菜地、鱼塘、林地等。

道路交通：规划区内现状道路状况普遍较差，交通不便。对外交通仅有进港公路

和进港公路延长线。

市政设施：1供水现状:规划区用水主要由饶平城市自来水厂统一供给，水源来

自饶平北部山区库容为 3.78亿 m3的汤溪水库、黄冈河和地下水。2排水现状:规划区

内无统一的排水管道，排水形式为雨污合流，排入柘林湾。3供电现状:规划区电源

由所城镇 110KV变电站供电。

2)发展条件分析

根据工业园的发展要求以及工业园的发展实际，潮州临港产业转移工业园具有较

大的区域比较优势。

区位优势:潮州市处于环珠三角经济区和海峡西岸经济区交汇点,是广东省的“东

大门”和离台最近的地区,区域优势十分突出。

土地资源:工业园的建设规模较大，且宜适当集中建设发展，集中发展则需要较

大的土地资源作保障。

能源条件:大唐电厂落户工业园内，强化潮州作为广东省能源基地的地位。电力

能源充足，为发展园区工业发展和相关配套产业提供了能源保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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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3 地形地貌及气候水文

1)地形地貌

潮州临港产业转移工业园地形地貌为分化剥蚀残丘及山前残坡积洪冲积平地和

港湾淤积，总的地势东高西低，背山面海，向海倾斜。

柘林文胜围南片（一期 1337亩）海域为柘林湾。柘林湾为弱谷型海湾，北岸为

围垦后的大片养殖场。湾内有黄冈河。西岸三百门海堤将海山岛与北岸相连。湾口正

南方向是南澳岛，南面大金门水道，是主要的出海口。小金门水道,是渔船的出海口。

2)气候水文

规划区属南亚热带海洋性气候，年平均气温 21.5ºC，月平均最高气温 28.3ºC，

月平均最低气温 13.4ºC。年平均相对湿度为 78%。历年平均降水量 1456.9mm。

根据 2015 年 8 月《广东省治涝规划报告》，该涝区面积 0.45 万亩，集雨面积

F=6.05km2，按 2003 年广东省水文局编制的《广东省暴雨参数等值线图》查算暴雨参

数，本工程位于韩江下游粤东沿海区，采用粤东沿海区雨型，十年一遇（P=10%）设

计暴雨为 271mm，设计净雨为 189.7mm。

3)地质构造及评价

地质构造:

依据《饶平县柘林镇文胜围土方回填工程岩土工程勘探报告书》，片区内土层形

成于第四纪全新纪，为三角洲相沉积层，主要为粉质粘土、砂土、淤泥。从上至下主

要有淤泥、中砂，粉质黏土、细砂、砂质黏性土（岗岩风化残积土）、强风化花岗岩

等。

地质评价：

1.规划片区内地质构造简单，无较大断裂和发震构造存在，建筑场地为可进行建

设的一般场地。根据《建筑抗震设计规范（GB50011-2010）》，规划区地震基本烈

度为Ⅷ度，设计地震分组为第二组，特征周期 0.40s，设计基本地震加速度值为 0.20g。

2.规划片区现处于东南沿海第二地震活动期的剩余能量释放阶段，其后接着的是

地震时间序列上还有 80年的平静期。

3.区域主应力场的主压应力方向是由南海北缘海床向西北挤压，而饶平、柘林、

南澳地块却是相对邻区地块突出，故其受区域应力场的主压应力应是比较强烈的，该

地块中的北东向断裂是应力的聚集部位，而北西向断裂则是受主压应力而易产生滑

动、错动部位。北东向断裂与北西向断裂的交会部位是经规划片区的不稳定地段。

4.北东向断裂形成年代较早，近期较平静，而北西向断裂形成年代较晚，切过北

东向断裂，近期活动性强。

5.规划片区内的西北区汫州一带为相对较稳定区，而东南部的南澳岛为区内的较

不稳定区。

2.4 规划场地分析

规划片区对外交通联系主要依靠南北向的进港大道，进港大道与 324国道相连，

为转移园区提供方便快捷的交通联系。园区新建道路尽量保持方格网状结构，使土地

的利用率达到最大化。在现状建成区尽量尊重原有的路网格局。柘林镇生活区路网尽

量以现有路网进行改造和扩建，减少拆迁量。规划区的道路网密度考虑了不同大小的

企业的用地批租，因此路网密度比较均匀。但同时降低了路网等级、路网的面密度，

即在投资上保持相当。

规划道路整体形成“四横三纵”的格局特点。通过道路将园区分划为 6个板块，



6

道路主导功能是承担长距离快速交通和其他片区的联系，满足片区内部生活区的服务

活动和与工业区的通勤联系。

2.5 场地现状竖向分析

场地现状为东面进港公路及西面南堤路标高较高，南面进港公路延长线较北面澳

林路平均高约 1米；即总体标高变化:项目地块东、西两缘向地块中线（澳东路）下

降，自南向北逐步降低。

3 规划原则与规划依据

3.1 规划原则

1 节约用地提高土地使用效率。合理规划道路线网密度及面积率，提高可达性及

利用率，加强交通联系功能。

2 经济性和可操作性,充分考虑道路造价，尽可能减少造价的原则。

3 保护生态环境，增强景观效果。少填少挖，就近合理平衡，节省土石方工程量。

4 近远期相结合的原则，与区域的规划路网相衔接，考虑园区路网的可拓展性。

5 合理确定道路等级，使道路网级配适中，保证区域交通性主干道的畅顺，限制

路段开口，增大路口通行能力，提高路段流量，保证工业园道路的快速和顺畅。

6 生产服务区和生活配套区以人的行为为重点规划道路系统，既要保证人车的适

当分流，减少相互干扰，又要为创造城市空间景观提供条件。

3.2 规划依据

(1)《城市道路交通规划与设计规范》 GB50220 - 95
(2)《城市道路设计规范》 CJJ37-2012

(3)《公路工程技术标准》 JTG B01-2014
(4)《公路路基设计规范》 JTG D30-2015
(5)《公路沥青路面设计规范》 JTG D50-2015
(6)《公路桥涵设计通用规范》 JTG D60-2015
(7)《公路桥涵地基与基础设计规范》 JTG D63-2007
(8)《公路工程抗震规范》 JTG B02-2013
(9)《公路软土地基路堤设计与施工技术规范》 JTJO17-96
(10)《城市工程管线综合规划规范》 GB50289-2016
(11)《室外排水设计规范》 GBJ50014-2006
(12)《城市排水工程规划规范》 GB50318-2000
(13)《城市防洪工程设计规范》 GB T 50805-2012
(14)《城市给水工程规划规范》 GB50282-2016
(15)《城市道路绿化规划与设计规范》 CJJ75-97
(16)《通信管道与通道工程设计规范》 GB50373-2006
(17)《城市道路和建筑物无障碍设计规范》 JGJ 50-2001
(18)《城市道路照明设计标准》 CJJ 45-2015
(19)《供配电系统设计规范》 GB 50052-2009
(20)《高杆照明设施技术条件》 CJ457T -2014
(21)《岩土工程勘察规范》 GB50021-2001
(22)广东省标准《建筑地基基础设计规范》 DBJ15 -31-2016
(23)《土工试验方法标准》 GB/T50123 -1999
(24)《市政公用工程设计文件编制深度规定(2016 年版）》 -
(25)《电力工程电缆设计规范》 GB50217-2007
(26)《城镇燃气设计规范》 GB50028-2006
(27)《潮州港经济区总体规划（2011-2030 年） 修改》 -
(28)《饶平县柘林镇总体规划（2010-2030）》 -
(29)《饶平县柘林镇土地利用总体规划（2010-2020 年）中期调整上报方案》

3.3 坐标系及高程系

坐标采用 80西安坐标系，高程采用 85黄海高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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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规划方案

4.1 场地平整规划方案

1)场地平整规划概述

潮州临港产业转移工业园柘林文胜围南片（一期 1337 亩）土地平整工程，规划

区地形地貌为分化剥蚀残丘及山前残坡积洪冲积平地和港湾淤积，现状为围垦后的大

片养殖场，施工面积较大，回填土石方量巨大。

依据《饶平县柘林镇文胜围土方回填工程岩土工程勘探报告书》场区内土层形成

于第四纪全新纪，为三角洲相沉积层，主要为粉质粘土、砂土、淤泥。

回填工程量的计算采用综合估算法，主要依据潮州港经济区产业转移工业园柘

林文胜围南片（1337亩）征地地形图，并对现场的地形和标高进行详细的勘查综合

确定土方回填的平均填土厚度按 4.978米计算，总土方回填工程量约为 433.92万立

方米。

2)场地平整规划目标

通过场地的平整，使场地的自然标髙达到设计要求的高度，在平整场地的过程中，

建立必要的、能够满足施工要求的供水、排水、供电、道路以及临时建筑等基础设施，

从而使施工中所要求的必要条件得到充分的满足。

本次场地平整涉及道路设计和场地周边的进港大道、大唐路的道路标高，采用斜

坡法进行设计。场地的控制标高按周边道路的路中标高进行设计，平整后的场地坡度

与道路坡度一致，标高高于道路的路中标高，方便场地内排水。

3)场地分析

通过路网分割地块，保证地块内设计标高较为平整，坡度平缓，排水良好；

场地现状为东面进港公路及西面南堤路标高较高，南面进港公路延长线较北面澳

林路平均高约 1米；即总体标高变化:项目地块东、西两缘向地块中线（澳东路）下

降，自南向北逐步降低；

同时考虑污水及雨水排放方向位置。

4)场地平整规划基本原则

场地设计标高的原则是：

1.在满足总平面设计的要求，并与场外工程设施的标高相协调的前提下，考虑挖

填平衡，以挖作填；

2.挖方少于填方，则要考虑土方的来源；

3.场地设计标高要高出区域最高洪水位。

5)场地平整规划

1.总体平整规划

以充分利用原地形为原则，在顺应自然地形坡向的前提下，通过适量调整地面

标高，达到满足区域填方、道路纵坡及地面排水的目的。另外，考虑减轻南部（靠近

大唐电厂）雨污收集压力，适当提高南部总体标高，使整个片区呈现自南向北排水的

格局。

2.各分地块平整规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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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场地详细勘察资料为基础，根据现场环境实际情况作出适当调整，使之与现场

条件相适应，整个场区分六个区，各小区域内标高变化较小，地块与路面有一定高差，

方便后期各场地内建设，整体排水方向自东、西两侧向中间澳东路排水的格局。

4.2 路网分析及规划

6)路网分析

园区新建道路尽量保持方格网状结构，使土地的利用率达到最大化。在现状建成

区尽量尊重原有的路网格局。规划片区对外交通联系主要依靠南北向的进港大道、西

澳大道以及柘东路，进港大道与 324国道相连，为转移园区提供方便快捷的交通联系。

柘林镇生活区路网尽量以现有路网进行改造和扩建，减少拆迁量。

7)路网规划

园区新建道路尽量保持方格网状结构，使土地的利用率达到最大化。在现状建成

区尽量尊重原有的路网格局。园区的对外交通联系主要依靠南北向的进港大道，进港

大道与 324国道相连，为转移园区提供方便快捷的交通联系。

规划区的道路网密度考虑了不同大小的企业的用地批租，因此路网密度比较均

匀。但同时降低了路网等级、路网的面密度，即在投资上保持相当。

道路用地面积占建设用地面积的比例为14.15％，主干道路间距控制在800－1000

米。

规划道路整体形成“四横三纵”的格局特点。道路主导功能是承担长距离快速交

通和其他片区的联系，满足片区内部生活区的服务活动和与工业区的通勤联系。

工业园区内道路整体形成“四横三纵”的格局特点：

四横（澳林路、能源路、能源二路、进港公路延长线），三纵（进港大道、澳东

路、南堤路）道路主导功能是承担长距离快速交通和其他片区的联系，满足片区内部

生活区的服务活动和与工业区的通勤联系。

主干道（能源路）：规划道路红线宽度为 40米道路，并规划为 3板式的双向 4

机动车道加两侧靠右行驶的非机动车道，机动车道与非机动车道用绿化带隔离。

次干道（澳林路、澳东路）：规划道路红线宽度为 24米道路，并规划为 1板式

的双向 4车道。干道主要以工业园区内部交通性联系为主。

支路（能源二路）：规划道路红线宽度为 12米道路，控制为双向 2车道。主要

为地块内部联系道路。

4.3 道路横断面

澳林路、能源路、能源二路及澳东路于工业区，需满足各道路的交通发展需求：

道路断面技术指标表

路名
道路

等级

红线宽度

（米）
断面布置形式 备注

能源路 主干道 40

5 米（人）+4.5（非机）+2.5 米（绿

化）+16 米（车）+2.5 米（绿化）

+4.5（非机）+5 米（人）

澳林路 次干道 24

2.5 米（人）+2.5 米（非机）+ 20

米（车）+2.5 米（非机）+2.5 米

（人）

澳东路 次干道 24

2.5 米（人）+2.5 米（非机）+ 20

米（车）+2.5 米（非机）+2.5 米

（人）

能源二路 支路 12 2 米（人）+ 8 米（车）+2 米（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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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4 路网交叉口

1)交通分析

平面交叉口转角部位平面规划应符合下列规定：

1 平面交叉口转角部位红线应作切角处理，常规丁字、十字交叉口的红线切

角长度按主、次干路 20m～25m、支路 15m～20m的方案进行控制。

2平面交叉口红线规划必须满足安全停车视距三角形限界的要求，安全停车视距

不得小于 40M。视距三角形限界内，不得规划布设任何高出道路平面标高 1．0m且

影响驾驶员视线的物体。

3平面交叉口转角处路缘石宜为圆曲线。交叉口转角路缘石转弯最小半径见表：

转弯计算行车速度（km/h） 30 25 20 15

路缘石转弯半径（m）
无非机动车道 25 20 15 10

有非机动车道 20 15 10 5

交叉口的车辆来自不同方向，又向不同方向行驶，车辆之间会产生不同的交错方

式，交通性质也不同。

分流点：同一行驶方向的车辆向不同方向分离行驶的地点。

合流点：不同方向行驶来的车辆以较小的角度向同一方向汇合行驶的地点。

冲突点：来自不同方向行驶的车辆以较大的角度相互交叉的地点。

这三种交错点的存在是影响交叉口通行能力和引发交通事故的主要因素。影响程

度的大小依次为：冲突点，合流点，分流点根据相交道路等级，对道路交叉口进行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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划。

各道路交叉口设计一览表

序号 相交道路名称 相交道路等级
建设

情况
备注

1
能源路

进港公路/主干道 规划 不穿越进港公路

澳东路/次干道 规划 平交

南堤路/支路 规划 平交

2
能源二路

进港公路/主干道 规划 不穿越进港公路

澳东路/次干道 规划 平交

南堤路/支路 规划 平交

3
澳东路

澳林路/次干道 规划 平交

进港公路延长线/主干道 规划 平交

4
澳林路 进港公路/主干道 规划 平交

南堤路/支路 规划 平交

注：能源路及能源二路接进港公路处使用合流方式，不穿越进港公路隔离带。

主干道尽量采用平面交叉交通方式,以道路中心线交点为圆心、半径 100米范围

内用地原则上作为提高交叉口通行能力的备用地，不允许进行其它建设。近期可建设

广场，远期根据交通流量增加的需求，进行渠化处理。工业园次干道及支路与进港大

道直接相交。主次干道平面交叉口采用信号灯管理方式。

4.5 道路工程路基、路面

1)设计原则

1.路基填土必须保证密实、均匀、稳定，达到设计规范要要求；

2.路基设计应因地制宜，合理利用当地材料与工业废料；

3.对特殊地质、水文条件的路基，应结合当地经验按有关规范设计。

2)路基处理

鉴于项目所在地现状以虾池等存在，且依据临近地质情况本区域存在 10米左右

淤泥，道路建成后，厂区内以重载车辆为主的实际交通状况，尤其是道路排水管道及

箱涵在地基不作处理情况下实施后将出现较大沉降，该道路的建设必须考虑软弱地基

的处理。

3)路面

沥青混凝土路面相比具有使用寿命长、整体强度高、耐磨性能好、且建设时特别

是在南方多雨地区雨季对路面施工影响较小等优点，但具有行车震动大、抗噪音水平

低、不易维修等缺点。而沥青混凝土路面具有路面行车平稳、舒适、抗震动噪音水平

高、适应路基变形能力较强、养护维修方便等优点，但其使用寿命较短、易受雨水侵

蚀、养护费用较高。

4.6 道路工程绿化和景观设计

1）城市道路园林绿化苗木主要功能是庇荫、滤尘、减噪、改善环境质量和美化

城市。以乔木为主，乔木、灌木、地被植物相结合，景观层次丰富，能更好地发挥其

功能作用。

2）统一规划，合理安排道路绿化与交通、市政设施等的空间位置，使其各得其

所，减少矛盾。

3）根据本地区气候、栽植地的小气候和地下环境条件选择适于在该地生长的树

木，以利于树木的正常生长发育，抗御自然灾害，保持较稳定的绿化成果。形成多层

次植物景观，但要符合植物伴生的生态习性要求。

4）本次设计道路主要由澳林路、能源路、能源二路、澳东路等四路组成，道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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绿化形式采用一板二带式。即在车行道两侧人行道分隔线上种植行道树。此法操作简

单、用地经济、管理方便。

4.7 道路工程照明

1)照明标准

本工程为城市次干道，道路照明标准参照《城市道路照明设计标准》CJJ

45--2006 。

2)照明灯具

根据节能要求采用发光效率高、损耗低、寿命长的节能 LED灯，并配以截光型

或半截光型灯具。灯具及灯杆应根据当地周围建筑风格和景观合理配置，与环境协调。

3)照明方式

道路照明从功能照明、交通诱导性以及环境景观等方面综合考虑：

1.本道路工程全路段采用双侧交错布灯方式，设置双臂高低路灯。

2.在大型交叉路口采用 18米高杆 LED灯，以提高路口照度。

3.在 T型交叉路口采用 13米高杆 LED灯，以提高路口照度。

4.灯具的配光类型、布置方式与灯具的安装高度、间距的关系符合下表：

配光类型 截 光 型 半截光型 非截光型

布置方式
安装高度

H(m)

间距

S(m)

安装高度

H(m)

间距

S(m)

安装高度

H(m)

间距

S(m)

单侧布置 H≥Weff S≤3H
H≥

1.2Weff

S≤

3.5H

H≥

1.4Weff
S≤4H

双侧交错布置
H≥

0.7Weff
S≤3H H≥0.8Weg

S≤

3.5H

H≥

0.9Weff
S≤4H

双侧对称布置
H≥

0.5Weff
S≤3H

H≥

0.6Weff

S≤

3.5H
H≥0.7We

注：Weff 为路面有效宽度(m)。

4)照明供配电

1.本道路全线在设进港大道与能源路交叉点置1座路灯箱变作为照明电源给路灯

供电。考虑到其中应包括交通监控及信号用出线回路、部分路段城市景观照明用出线

回路。

2.道路照明供电线路的人孔井盖及手孔井盖、照明灯杆的检修门及路灯户外配电

箱，均设置需使用专用工具开启的闭锁防盗装置。

5)节能标准

选择灯具时，在满足灯具相关标准以及光强分布和眩光限制要求的前提下，常规

道路照明灯具效率不得低于 70％；泛光灯效率不得低于 65％。采用能在深夜自动降

低光源功率的装置；关闭不超过半数的灯具，但不得关闭沿道路纵向相邻的两盏灯具；

采用发光效率高、损耗低、寿命长的节能 LED灯；变压器采取补偿无功功率措施。

4.8 土方回填及场地平整

1)地形地貌

地形地貌为分化剥蚀残丘及山前残坡积洪冲积平地和港湾淤积。柘林文胜围南片

海域为柘林湾。柘林湾为弱谷型海湾，湾内有 68平方公里水域，北岸现状为围垦后

的大片养殖场。

2)场地工程地质条件

依据《饶平县柘林镇文胜围土方回填工程岩土工程勘探报告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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场区内土层形成于第四纪全新纪，为三角洲相沉积层，主要为粉质粘土、砂土、

淤泥。

第一层为素填土，呈松散状，工程物理力学性质差，欠压实，未固结。

第二层淤泥、第四层淤泥质粉砂及第八层淤泥质粘土，呈流塑或松散状，工程物

理力学性质不好，承载力不高，层位较稳定，厚度大，为软弱土层。

第三层为中砂，呈中密状，工程物理力学性质好，承载力高，厚度中等，不液化。

第五、七、九层粉质粘土，呈可塑性，工程物理力学性质较好，承载力高，厚度

小。

第六层细砂，呈中密状，工程物理力学性质好，承载力高，厚度小。

第十层砂质粘性土，呈硬塑状，工程物理力学性质好，承载力高，厚度较大，层

位不稳定。为花岗岩风化残积土。

第十一层强风化花岗岩，工程物理力学性质好，承载力高，厚度较大，层位不稳

定。

3)土方回填及场地平整设计

结合场地周边的进港大道、大唐路的道路标高，采用斜坡法进行设计。场地的控

制标高按周边道路的路中标高进行设计，平整后的场地坡度与道路坡度一致，标高控

制比道路的路中标高高 0.3米。

5 市政工程规划

5.1 给排水、污水规划

1)现状概述

规划范围内除进港大道和大唐路相交路口外，其他路段均无现状管线。

2)用水量计算

依据《潮州港经济区总体规划（2011-2030年）修改》，采用多水源供水，由黄

冈河河水和韩江水作为经济区的淡水水源，在引韩入饶工程建成之前，由饶平县自来

水厂向该片区提供用水。项目的用水主要包括片区的工业用水和园区服务中心的生活

用水。

园区的工业用水分析：

规划片区主要拟出让为物流仓储用地，无重化工企业。单位工业用地用水量指标

取 0.5万 m3/(km*d),工业用水量为 0.45万 m3/d；园区服务中心的生活用水：单位公

共设施用地用水量取 1.0万 m3/(km*d),园区服务中心的生活用水量为 0.02万 m3/d；

消防用水量：室外消火栓用水量应按消防需水量最大的一座建筑物或一个防火分区计

算取 40l/s。

3)给水工程

结合规划现场调查现状管线资料，结合近远期用水的需求，澳林路设置给水干管

采用 DN400，并预留远期接口，其余道路给水管均采用 DN300，位于人行道下，除

路口根据规划预留外，每隔 200m左右预留 DN150支管。室外消防用水采用低压制

消火栓形式，消火栓沿规划道路布置，尽量靠近道路交叉路口布设，间距不超过 120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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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据《室外给水设计规范》，在管道高点设置排气阀，低点设置排泥阀。本工程

配水干管管道直径为 DN400～DN150，采用 PE给水管。

4)排水工程

排水工程应注重雨污水管道系统性分析，合理确定雨水管网的计算标准，优化排

水管网的总体布局。力求污水管道布置符合地形变化趋势，顺坡排水，线路短捷，减

少管道埋深和管道迂回往返，降低工程造价，确保良好的水力条件。

在设计充满度条件下，重力流污水管道最小设计流速不小于 0.6m/s。

确定的管道坡度，既能满足最小设计流速的要求，又防止管道的埋深过大。

确定管道埋深，原则上宜设置污水中途提升泵站，但泵站数量应尽可能减少。

5)雨水工程

本次工程范围内雨水系统的排放方式为重力自排，根据设计道路高程及沿线水

系，沿设计道路分段布置雨水管。

沿设计道路两侧预留雨水支管，沿道路两侧设置雨水口，接收路面雨水。

6)污水工程

分别有两路污水干管经过本规划区：

1.由进港大道和澳林路交叉口沿澳林路排至产业转移工业园污水处理厂。

2.沿规划建设的西澳大道由大唐路和西澳大道交叉口至西澳大道和澳林路交叉

口，再经澳林路排至产业转移工业园污水处理厂。

为配合整个潮州临港产业转移工业园的建设，本设计将以上两路污水干管纳入工

程建设的范围并同本期的道路和市政工程建设同步建设。污水干管沿设计道路布置，

收集片区的污水，将污水排往产业转移工业园污水处理厂。

沿设计道路两侧预留污水支管，接收规划区内的生产废水和生活污水。

7)管道参数

雨水及污水管道系统的设计参数以国家有关规范和标准为依据，考虑总变化系

数、设计充满度、设计流速、最小设计坡度。

8)检查井及跌水井

为了便于疏通和支管接入，本工程雨水及污水干管原则上沿线每隔 30～60m设

一座检查井。在管道内水流的跌水深度大于 2m时设置跌水井。

5.2 电力工程

1）规划区电源由现有所城镇 110KV变电站供电，在进港公路大唐电厂路口接入

片区。

2）本园区用电负荷需求规划：采用单位建设用地负荷密度法进行负荷预测。本

园区规划单位建设用地负荷指标：400kW/hm2。工程规划用地面积 1337.509亩约 89

万平方米。工业用电需求约 36000万千万瓦特小时。

3）本园区内高压电线敷设：采用电缆沟的敷设方式（过路时改为电力过路敷设）。

在规划道路人行道下方布线。埋设 1米。

5.3 电信工程

1）电话用户按城市用地分类的单位建筑面积电话用户预测指标。工程规划用地

面积即约 89万平方米。按城市用地分类的单位建筑面积电话用户：0.4线/百平方米。

本园区电话用户总需求约：3560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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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光缆铺设。采用套钢管埋地敷设。在规划道路人行道下方敷设。埋深 0.8米。

3）本次可研通信工程采用一次统一规划设计，在工程实施过程由通信运营商进

行配套施工，工程造价不计入本可研工程量。根据规划在道路北侧设置管孔数为

PVC-12Φ114 通信管道，通信管道设置于人行道上。通信管道每隔 300米左右根据

实际需要设置 PVC-6Φ114通信横过管，过道路时管道采用钢筋混凝土包封。

5.4 燃气工程

目前规划区没有大型用气工业，燃气使用以居民生活用气为主。近中期采用气源

为液化石油气（LPG），以槽车运至各液化石油气供应站；远期采用天然气。

根据上述有关规划并结合考虑周边地带的土地使用情况和开发功能，本工程近中

期供气以瓶装液化石油气为主，远期纳入粤东沿海 LNG供气系统，以进港公路与能

源路交点为接入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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