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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 言

综合管廊是指建于城市地下用于容纳两类及以上城市工程管线

的构筑物及附属设施。近年来国务院及国家相关部委密集出台相关政

策文件和规范标准，积极推进城市地下综合管廊建设。2020年 9月

14日，国务院安委会办公室关于印发《国家安全发展示范城市建设

指导手册》的通知（安委办函〔2020〕56号）提出：推进综合管廊

建设，城市新区新建道路综合管廊建设率不小于 30%，城市市政道路

综合管廊配建率不小于 2%。2022年 5月，李克强主持召开国务院常

务会议《稳住经济大盘电视电话会议》，提出要实施 6方面 33项措

施，其中第四点“促消费和有效投资”指出要新开工地下综合管廊等

项目，推动经济社会发展。2022年 5月，国务院印发《扎实稳住经

济的一揽子政策措施》提出加快推进一批论证成熟的水利工程项目，

加快推动交通基础设施投资，继续推进城市地下综合管廊建设。2022

年 6月，李克强主持召开国务院常务会议《部署支持民间投资和推进

一举多得项目的措施》，强调地下综合管廊是城市“里子”工程，投

资潜力大、带动能力强，是一举多得的代表性项目。

重庆市出台了《重庆市城市管线条例》（以下简称《条例》）、

《重庆市城市综合管廊管理办法》（以下简称《办法》）等纲领性文

件。《条例》中设“综合管廊”专章对我市综合管廊规划、建设、运

营等方面进行了规范。《办法》系全国首部专门针对综合管廊管理的

省级立法，结合我市实际情况，从综合管廊规划、建设、运营等各方

面进行了系统性的规范。《重庆市城市综合管廊建设“十四五”规划》



于 2022年编制完成，对重庆市综合管廊系统进行了整体规划，提出

全市“十四五”管廊建设目标：力争城市新区新建道路综合管廊配建

率不小于 30%，预计建成综合管廊廊体约 815公里，其中干线、支线

综合管廊约 160公里，缆线综合管廊约 655公里。并结合重庆市路幅

窄、地下空间普遍不足的山地城市典型特征，提出推广紧凑型管廊建

设，即是在保障综合管廊安全运行前提下，最大限度优化管廊设计，

最大幅度降低综合管廊建设成本，最大程度发挥综合管廊综合效益，

形成具有山地城市特点的综合管廊体系。荣昌区作为重庆市的重要组

成区域，将高质量规划建设综合管廊系统，以提升城市品质，美化城

市环境。为推动荣昌区经济社会平稳较快发展，提高发展质量和效益，

努力提升城市基础设施品质；有必要结合荣昌区城市发展定位、综合

管廊建设发展需求、城市布局特征，因地制宜编制《重庆市荣昌区综

合管廊规划（修编）》。

本规划由荣昌区住房和城乡建设委员会委托编制。项目组在荣昌

区住建委组织下，有条不紊地开展项目编制工作。2021年 7月启动，

先后进行基础资料收集、现场调研踏勘、部门对接讨论，于 2022年

5月底，完成了规划编制初稿；2022年 8月底，先后二次征求各部门

意见，并修改完善，并及时更新城区道路建设计划；2023年 04月通

过了区规委会办公会审议；至此形成本规划定稿。

项目组在《荣昌区城市综合管廊“十三五”建设规划》的基础上，

结合荣昌区未来发展定位及发展方向、国家及重庆市对综合管廊建设

提出的最新要求，深化了以下主要内容（不仅局限以下内容）：1）



对综合管廊建设总体指引进行了重新审视；2）对综合管廊建设区域

进行了重新分析和划定；3）结合紧凑型管廊发展要求，对干、支、

缆综合管廊规划规模及系统布局进行了重新研究；4）对管线入廊分

析进行重新研究；5）对综合管廊断面选型、三维竖向控制、配套设

施、附属设施以及安全防灾等相关技术要求进行了调整或优化；6）

结合国家新的政策背景，对综合管廊建设运营管理模式进行了深化研

究。

尽管项目组对本规划的内容作了反复推敲研究，对国家政策文件

以及国内外相关技术规范进行了详细研读，并多次咨询了相关技术专

家，但由于相关资料和经验不足，疏漏之处，有所难免。在此恳请希

望各位专家、领导及各相关职能部门不吝赐教，我们将虚心接受并择

优采纳，以完善《荣昌区综合管廊专项规划（修编）》，并使之成为

荣昌区未来综合管廊建设的一个指导性文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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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章 总 则

第一条 编制背景

荣昌区作为重庆市的重要组成区域，将高质量规划建设综合管廊

系统，以提升城市品质，美化城市环境。为推动荣昌区经济社会平稳

较快发展，提高发展质量和效益，努力提升城市基础设施品质，结合

荣昌区城市发展定位，与综合管廊建设发展需求，因地制宜地编制《重

庆市荣昌区综合管廊规划（修编）》。

第二条 规划原则

综合管廊工程建设应遵循“规划引领、因地制宜、建管并重、改

革创新”的原则，充分发挥综合管廊的综合效益。

第三条 规划范围

本次规划范围为荣昌区主城区，包括中心城区（昌元—昌州城区）、

黄金坡新区、高新区、广顺-安富组团、峰高组团的城市建设用地范

围。

第四条 规划年限

规划期限为 2021—2035年；其中近期为 2022—2025年，远期

2026—2035年。

第五条 规划依据

1.政策法规

（1）《国土空间规划法》（2019）

（2）《城市地下综合管廊建设规划技术导则》（建办城函〔2019〕

363号）

（3）《重庆市城市规划管理技术规定》（重庆市政府第 191次

常务会议修订通过）



2

（4）《重庆市城市管线条例》（重庆市四届人大常委会第二十

七次会议通过）

（5）《重庆市城市综合管廊管理办法》（重庆市人民政府令第

342号）

2.相关规范

（1）《城市综合管廊工程技术规范》（GB50838-2015）

（2）《城市地下综合管廊管线工程技术规程》（T/CECS 532-2018）

（3）《城市工程管线综合规划规范》（GB50289-2016）

（4）《城市给水工程规划规范》（GB50282-2016）

（5）《城市排水工程规划规范》（GB50318-2017）

（6）《室外给水设计标准》（GB50013-2018）

（7）《室外排水设计标准》（GB50014-2021）

（8）《城市电力规划规范》（GB/T50293-2014）

（9）《城市通信工程规划规范》（GB/T50853-2013）

（10）《给水排水工程构筑物结构设计规范》（GB50069-2002）

（11）《给水排水工程管道结构设计规范》（G50332-2002）

（12）《电力工程电缆设计标准》（GB50217-2018）

（13）《工业建筑供暖通风与空气调节设计规范》（GB50019-2015）

（14）《混凝土结构设计规范》（GB50010-2010）（2015年版）

（15）《建筑抗震设计规范》（GB50011-2010）（2016年版）

（16）《建筑设计防火规范》（GB50016-2014）（2018年版）

（17）《城市电力电缆线路设计技术规定》（DL/T5221-2016）

（18）《建筑给水排水设计标准》(GB 50015-2019)

（19）《气体灭火系统设计规范》（GB50370-20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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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细水雾灭火系统技术规范》（GB50898-2013）

（21）《建筑灭火器配置设计规范》(GBJ50014-2005)

（22）《火灾自动报警系统设计规范》（GB50116-2013）

（ 23）《城市地下综合管廊运行维护及安全技术标准》

（GB51354-2019）

（24）《城市地下综合管廊工程维护消耗量定额》（ZYA1-41（01）

-2018）

（25）《城市地下综合管廊工程投资估算指标》（ZYA1-12（11）

-2018）

（26）《城市管线和综合管廊数据标准》（DBJ50/T-308- 2018）

（27）《城市综合管廊建设技术标准》（DBJ50-T-302-2018）

（28）《装配式混凝土城市地下综合管廊结构技术标准》

（DBJ50/T-343-2019）

（29）《山地城市室外排水管渠设计标准》（DBJ50/T-296-2018）

（30）《低影响开发设施施工及验收标准》》（DBJ50/T-290-2018）

（31）《低影响开发雨水系统设计标准》（DBJ50/T-292-2018）

（32）《低影响开发设施运行维护技术标准》（DBJ50/T-276-2017）

（33）《重庆市城市地下综合管廊工程计价定额》（渝建〔2019〕

4号）

（34）《重庆市城市管线迁改工程计价定额》（渝建〔2019〕4

号）

（35）《重庆市综合管廊（现浇）结构设计图集》（DJBT50-120）

（36）《重庆市城市综合管廊（预制）标准图集》（DJBT-096）

（37）《重庆市综合管廊管线（给排水、电力、通信、燃气）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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准设计图集》（DJBT50-116）

（38）《重庆市城市综合管廊（总体及附属设施）标准图集》

（DJBT-101）

（39）其他现行规划设计规范

3.相关规划

（1）《重庆市城市综合管廊建设“十四五”规划（2021-2025

年）》

（2）《重庆市荣昌区国土空间总体规划（2020-2035年）》（中

间稿）

（3）《荣昌区主城区控规整合（2019年）》

（4）《荣昌区综合交通体系规划（2020-2030年）》

（5）《昌元—昌州城区电网规划（2020-2030年）》

（6）《重庆市荣昌区城区供水专项规划（2020-2035年）》

（7）《荣昌区十三五综合管廊规划（2016-2020年）》

第二章 规划可行性分析

第六条 综合管廊建设可行性

（1）国家政策支持推进综合管廊建设

国务院及相关部委，以及重庆市级层面均密集出台了一系列政策，

支持以综合管廊为代表的城市基础设施建设。同时市住房和城乡建委

发布《重庆市城市综合管廊建设“十四五”规划》指出综合管廊建设

思路由过去的“必须建设”转变为“因地制宜”，由提倡建设干线、

支线综合管廊转变为“综合管廊系统建设”和“重点加强布局紧凑、

经济合理的缆线管廊建设”。结合我市“十三五”综合管廊建设经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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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山地城市特点，“十四五”期间，重庆市将重点推进紧凑型综合管

廊建设，紧跟国家与市建委要求，荣昌区综合管廊建设规划项目应运

而生，项目的建设将结合荣昌区城市布局、道路建设典型特征，提出

紧凑型管廊建设布局方案，不仅有利于解决荣昌区城镇范围内市政设

施有关问题，还为其他区域综合管廊建设提供参考依据。

（2）综合管廊建设技术较为成熟

综合管廊经过多年的探索、研究，技术水平已日趋成熟，国内外

综合管廊工程、重庆市综合管廊试点区县等均为荣昌区综合管廊的建

设提供了有力的技术保障。目前中心城区西部、东部、北部干线管廊

建设前期工作也在推动进行中，中心城区西部片区陶家隧道西延线段

干线综合管廊、东部片区开成路段干线综合管廊已完成可研报告编制，

中心城区西部片区科学大道段干线综合管廊已实现开工建设。这些均

为荣昌区综合管廊的建设提供了有力的技术保障。

（3）创新投融资模式支持综合管廊建设

《国务院办公厅关于推进城市地下综合管廊建设的指导意见》

（国办发〔2015〕61号）文件中指出，鼓励由企业投资建设和运营

管理地下综合管廊。创新投融资模式，推广运用政府和社会资本合作

（PPP）模式，通过特许经营、投资补贴、贷款贴息等形式，鼓励社

会资本组建项目公司参与城市地下综合管廊建设和运营管理，优化合

同管理，确保项目合理稳定回报。

探索固定资产证券化融资。根据《关于推进基础设施领域不动产

投资信托基金（REITs）试点相关工作的通知》（证监发〔2020〕40

号）等文件要求，有效盘活市政基础设施存量资产，用已建成综合管

廊产权作为抵押，向相关金融机构申请发行商业证券或信托基金，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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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筹集资金用于新建综合管廊。

探索综合管廊地下空间确权。研究制定综合管廊产权设置方式，

依法办理地下空间的不动产登记，合理制定划分权利人之间的权、责、

利关系，有效保障综合管廊权利人权益，有利于引导各管线权属单位

投资综合管廊建设业务。

鼓励管线权属单位共同组建或与社会资本合作组建股份制公司，

或在城市人民政府指导下组成地下综合管廊业主委员会，公开招标选

择建设和运营管理单位。积极培育大型专业化地下综合管廊建设和运

营管理企业，支持企业跨地区开展业务，提供系统、规范的服务。

（4）与区级道路同步建设，节约成本

管廊建设初期投资比较高，但从其服务周期范围内看，与传统直

埋相比，总的经济成本还是节约的。但管廊建设初期投资高，往往与

道路同步建设能降低建设成本。

因此，结合荣昌区中心城区道路建设情况分析，虽然中心城区内

现状道路较多，但仍有部分规划道路为“十四五”期间或远期的待建

道路，管廊建设可考虑与道路建设同步实施，降低建设成本；另外对

于该部分区域还没有完善的市政配套设施，道路、管线等均处于建设

推进期，实施综合管廊时对现有管线的保护和搬迁工作量较小，有利

于节约市政建设成本。

第七条 综合管廊建设必要性

（1）贯彻落实国家政策和上位规划需要

近年来，为推进城市地下综合管廊的建设，国务院及相关部委，

以及重庆市级层面均密集出台了一系列政策。支持以综合管廊为代表

的城市基础设施建设。城市综合管廊是我国未来市政基础设施的重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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组成部分，综合管廊作为城市发展到一定阶段的必然产物，是贯彻落

实政府发展部署战略、提升我市城市品质的重要方式，也是落实城市

安全运行的重要保障。

（2）提升城市品质的需要

荣昌区综合管廊建设有利于城市开发建设和提高城市品质，努力

把成渝经济区建设成为西部地区重要的经济中心、全国重要的现代产

业基地、深化内陆开放的试验区、统筹城乡发展的示范区和长江上游

生态安全的保障区，在带动西部地区发展和促进全国区域协调发展中

发挥更重要的作用。荣昌区综合管廊作为成渝经济区下属行政区重要

的市政基础设施，对完善重庆核心城市功能起着支持作用。

（3）片区城市发展实际需求

地下综合管廊系统不仅解决城市交通拥堵问题，还极大方便了电

力、通信、燃气、供排水等市政设施的维护和检修。本次规划重点区

域为高新区和黄金坡新区。为减轻管线扩容及维修等对交通的影响，

保持物流线路畅通，在这些片区内建设综合管廊具有重要意义。

（4）集约利用地下空间的需要

综合管廊将城市市政管线紧凑合理地布置在综合管廊里，有效地

利用了地下空间，提高各种管线抵御台风、地震等自然灾害的能力，

避免了管线的腐蚀，延长了使用寿命。同时，管线入廊将改变传统马

路拉链式维修，提高管线维护管理效率，提升城市管线服务品质，进

而保障居民生活、生产及社会发展的稳定。

（5）先行示范带动作用

荣昌位于重庆西部，介于成都、重庆两大城市群之间，是成渝经

济圈的正中心城区，历来也是重庆西部和川东面地区重要的商业物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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集散地和政治、经济、文化中心。

荣昌区建设综合管廊不仅能为山地城市建设综合管廊提供宝贵

经验，还能够为道路改扩建段综合管廊建设、城市新区等紧凑型综合

管廊建设提供宝贵经验。

（6）综合管廊对战时防空起支持作用

重庆市人民防空办公室及重庆市住房和城乡建设委员会组织相

关单位编制的《重庆市城市综合管廊人民防空设计导则》已发布，并

于 2019年 4月 1日开始实施，未来的综合管廊将在战时防空中发挥

一定功能。积极发挥综合管廊在地下空间的功能，研究市政基础设施

与人防工程相结合的可能性，对于地下空间综合利用有着开创性的意

义。

第三章 规划目标和规模

第八条 规划目标

遵循重庆市管廊相关政策，结合荣昌区城市建设发展，依托未来

城市道路建设与现有综合管廊系统“骨架”，充分利用荣昌区地形地

貌特征，大力推进紧凑型综合管廊建设，建立“干-支-缆”级配合理、

功能完善、集中连片的管廊体系。

同时，老城区以需求为导向，新城区把握道路同步建设契机，依

托综合管廊系统的建设，因地制宜推进荣昌区综合管网改造，实现各

类管线统一入廊、统一管理，逐步形成与城市建设相适应的系统化、

网络化、经济适用且满足城市发展的综合管廊系统，促进荣昌区城市

的可持续发展。

第九条 规划规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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结合片区新区开发、道路建设、管线改造等，规划综合管廊建设

里程为 72.05 km，其中干支线管廊总长为 17.98 km，缆线管廊总长为

54.07 km。管廊分近远期建设，其中：近期建设（配合改扩建道路、

新建道路、高压电力下地等工程同步实施）里程为 25.23 km（含支、

缆线管廊），远期建设里程为 46.82 km（含干、支、缆线管廊），建

成后城市新区新建道路综合管廊配建率不小于 30%，远期城市市政道

路综合管廊配建率不小于 2%，装配式管廊配比不宜低于 30%。

第四章 适建区域

管廊布局按照“宜建则建、宜大则大、宜小则小、宜入尽入”的

原则，因地制宜进行系统布局。合理布局干线、支线和缆线管廊有机

衔接的管廊系统：在交通繁忙或管线密集的中央商务区、重要公共空

间、高强度开发区、主要道路（快速路或主干道）交叉口、道路与铁

路交叉处等重要区域和枢纽节点，以及与地下道路、轨道交通、地下

综合体等设施共用结构的地段宜规划干线或支线管廊；其他大部分区

域宜规划缆线管廊。布局级配合理、有机衔接、功能完善的综合管廊

系统。

将管廊建设区域划分为优建区、适建区。优建区为黄金坡新区、

高新区。其余片区均为适建区。

第五章 系统布局

第十条 综合管廊系统布局

荣昌区综合管廊系统布局，依托本次干、支线管廊的骨架，逐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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向四周城区发挥辐射功能，最终建成“一横五纵向周边”的干支线综

合管廊布局；即一横为昌州大道中段-广顺路，五纵为迎宾大道、海

棠路、高瓷大道、沿河大道、香国大道南延段；并通过缆线管廊服务

各地块，逐步形成与荣昌区城市建设相适应的系统化、经济适用且满

足城市发展的综合管廊系统，达到优化和集约利用地下空间资源，提

升市政基础设施水平，促进荣昌区城市的可持续发展。

经优化调整后，荣昌区综合管廊建设长度共计 72.05千米。其中：

干、支线管廊长度共计 17.98千米，缆线综合管廊长度共计 54.07千

米。近期：支线管廊 4.99 km，缆线管廊 20.24 km；远期：干、支线

管廊 12.99 km，缆线管廊 33.83 km。

第六章 管线入廊分析

第十一条 入廊管线种类及规模

综合管廊内纳入如下管线（不含自用管线）：给水管线、电力管

线、通信管线、中水管线（预留）。由于综合管廊的设计使用年限为

100年，而现阶段相关规划规模往往难以达到远期的需求规模，有必

要对入廊管线的未来容量进行合理预测。具体规模详见附表。

第十二条 燃气管道

本规划对燃气管线的入廊需求、入廊要求、维护管理及工程经济

性等分析，暂不考虑纳入燃气管线。具备条件时可经技术经济比较后

入廊。

第十三条 重力流管道（雨污水管）

为适应地形，雨、污水管线随道路工程蜿蜒曲折，雨、污水管线

受上下游标高限制，如考虑入廊，易增加管廊投资和建设复杂度，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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具备经济性。雨、污水管线为重力流，对纵向坡度要求较多，入廊条

件差。本规划暂不考虑纳入排水管线。具备条件时可经技术经济比较

后入廊。

第七章 综合管廊断面选型

第十四条 选型原则

1. 应根据入廊管线种类及规模、建设方式、预留空间以及地下空

间、周边地块、工程风险等，合理确定管廊分舱、断面形式及控

制尺寸。

2. 断面选型应遵循集约原则，并为未来发展适度预留空间。

3. 断面尺寸应满足《城市综合管廊工程技术规范》（GB50838）、

《电力工程电缆设计规范》（GB50217）等有关规定，并考虑以

下因素：

（1）应满足入廊管线安装、检修、维护作业及管线更新等所需

空间要求，以及照明、通风、排水等设施所需空间；

（2）各类口部的结构形式；

（3）道路及相邻的地下空间、轨道交通等现状或规划条件；

（4）现状地下建（构）筑物及周围建筑物等条件。

第十五条 舱室布置

荣昌区综合管廊为紧凑型管廊，可分为紧凑型干支线以及缆线管

廊，入廊管线为给水、电力、通信、中水四类管线。其余各类管线暂

不考虑入廊，以上管线均可同舱布置。

第十六条 断面形式

根据综合管廊布置要求，结合荣昌区实际情况，建议规划道路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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改扩建道路采用矩形综合管廊断面。本次规划干线尺寸为 3.00×3.50m，

支线管廊断面根据容纳的管线不同分为两种尺寸，分别为 2.70×3.20m、

2.50×3.20m，包含 10kv电力缆线、通信缆线、给水管道、预留中水

管道。

缆线管廊断面分为两种类型：第一类组合排管形式，仅电力、通

信入廊，不同入廊管线容量划分尺寸包括 0.782×1.71、0.782×1.84、

0.782×2.23、0.782×2.36、1.042×2.23、1.85×1.90等；第二类为沟槽盖

板形式，其中给水、中水、通信、电力入廊的缆线管廊尺寸为

1.90×1.85m。

第八章 三维控制线划定及重要节点控制

第十七条 三维控制线划定

1. 综合管廊原则上布置在规划道路红线范围内，平面中心线与

道路、轨道交通中心线平行。

2. 综合管廊宜设置在人行道下。缆线管廊优先布置于人行道宽

度≥4m的道路，采用形式宜优选纳入小管径给水的沟槽盖板形式的缆

线管廊，以体现综合管廊“宜入尽入”管线种类。人行道宽度为 3m

的道路，可布置缆线管廊，但采用形式受路幅限制，经研究论证，雨

污水管网需布置在非机动车道下。人行道宽度＜2m的道路，不推荐

布置缆线管廊。

3. 综合管廊最小转弯半径，应满足综合管廊内各种管线的转弯

半径要求。

4. 综合管廊的覆土深度应根据地下设施竖向规划、行车荷载、

绿化种植、设计冻深及施工开挖方式等因素综合确定。本次规划针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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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挖段，干支线管廊覆土一般按照不小于 3.0米确定，缆线管廊（组

合排管形式）不宜小于 0.7m；针对暗挖段，覆土一般按照不小于管

廊外径确定（具体以后续设计为准），在管廊穿越重力流管道、河流、

铁路等节点时，管廊覆土应满足相关规范要求。

第十八条 重要节点控制

1. 管廊与管廊

本次规划共 5处干支线综合管廊交叉节点、13处干/支-缆线管廊

交叉节点。在管廊交叉口处，各管线在平面及竖向发生交叉，管线交

叉时需保证管线间的最小垂直净距及管廊内人员通行要求，同时还需

满足各管线的最小转弯半径要求。建议管廊局部加宽加高，并采用分

层分舱对接的形式实现管廊管线的连通。

2. 管廊与河流

本次规划共有 14处管廊与河流交叉节点，为了保证管廊的连贯，

并便于管线安装及检修，结合荣昌区相应的设计规范及标准、区域与

管线实际情况，综合管廊推荐采用下穿河道的方式（其他方式可根据

实际情况使用），管顶距规划河底覆土满足以下规定：

（1）在Ⅰ~Ⅴ级航道下面敷设时，顶部高程应在远期规划航道底

高程 2.0m以下；

（2）在Ⅵ~Ⅶ级航道下面敷设时，顶部高程应在远期规划航道底

高程 1.0m以下；

（3）在其他河道下面敷设时，顶部高程应在远期规划航道底高

程 1.0m以下。

3. 管廊与地下空间

应充分考虑综合管廊和地下空间在功能上的区别，在满足综合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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廊工艺设计的基础上，确定地下空间规划方案，尽量避免在结合过程

中产生新的矛盾；根据地下空间的规划方案，同时考虑施工时序，在

确保技术合理、造价经济的前提下确定综合管廊与地下空间的结合方

式。

4. 管廊与铁路交通

本次综合管廊规划共有 7处与现状铁路交通存在线路上的重合。

管廊与铁路交通重合时，且铁路交通线路位于地上，所以管廊在铁路

下方修建。

第九章 配套设施

第十九条 监控中心

按照《城市综合管廊工程技术规范》（GB50838-2015）技术要

求，综合管廊为实现自动化监控，需建设区域级综合监控中心和项目

级监控站，与重庆市市级总监控中心联网，形成三级运维保障体系，

并与城市管理平台联动。监控中心集中实现对整个综合管廊设备状态

监视、运行操作、温度监控、消防报警及安防报警监视等功能。

本规划设置一座监控中心，在荣昌区 U2-2/02（拟定）地块（城

南大道西南侧公园绿地），用地性质为 G1，监控中心拟单独占地，

地块用地面积 0.2公顷。

第二十条 通风口

综合管廊各舱室的每个防火分区内应设置一个自然进风口，一至

两个机械排风口。所有通风口的设计，一是满足日常运行时的风量及

灾后排风量的需要，二是要满足城市规划需要，以尽量减少对城市景

观的影响，满足环境对噪声的要求，三是应满足防洪要求，并采取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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止地面水倒灌及小动物进入的措施。

第二十一条 投料口

综合管廊每个舱室均应设置投料口，投料口的最大间距不宜超过

400m，净尺寸应满足管线、设备、人员进出的最小允许界限要求。

同时，应满足城市规划需要，以尽量减少对城市景观的影响。露出地

面的部分应满足防洪要求，并采取防止地面水倒灌及小动物进入的措

施。

第二十二条 人员出入口

综合管廊人员出入口宜与逃生口、投料口等结合设置，且不应少

于两个。出入口布置于道路两侧人行道较宽处或绿化带内，并采取防

止地面水倒灌的措施。

第二十三条 逃生口

设置逃生口是为了保障人员的安全，综合管廊逃生口的设置应满

足《城市综合管廊工程技术规范》（GB50838-2015）及相关规范规

定。

第十章 附属设施

第二十四条 消防系统

1.当舱室内含有两类及以上管线时，舱室火灾危险危险性类别应

按照火灾危险性较大的管线确定；管廊的主体结构体及不同舱室间的

结构分隔，其耐火极限应满足《城市综合管廊工程技术规范》《山地

城市紧凑型综合管廊工程技术标准》等相关规定；除嵌缝材料外，综

合管廊内装修材料应采用不燃性材料；

2. 从荣昌区综合管廊系统特点，从整体管廊生命周期考虑，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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压细水雾自动灭火系统更为经济。干支综合管廊灭火推荐采用高压细

水雾系统。但后续具体设计时可结合实际情况、业主等因素综合考虑

消防系统；

3.综合管廊内应选用合适的消防方式，应按照规范要求设置防火

墙。当有管道穿过防火墙时，应按照防火封堵相关规范或技术规程执

行。

第二十五条 排水系统

1.综合管廊应设置自动排水系统；

2.综合管廊的排水区间长度不宜大于 200米，低点应设置集水坑

及坑内设两台潜污泵（一用一备）；

3.综合管廊底板宜设置排水沟，并通过排水沟将管廊内积水汇入

集水坑，排水沟坡度不应小于 2‰；

4.综合管廊内排水应就近接入城市排水系统，并应设置放倒灌措

施。

第二十六条 通风系统

1.综合管廊通风宜采用自然进风和机械排风相结合的通风方式，

并应满足《城市综合管廊工程技术规范》《山地城市紧凑型综合管廊

工程技术标准》等相关规定；

2.综合管廊通风口应加设防止小动物进入的金属网格；

3.综合管廊通风设备应符合节能环保要求；

4.在综合管廊进行线路检修时，应预先开启通风系统，保证管廊

内环境满足控制要求；

5.综合管廊舱室内发生火灾时，发生火灾的防火分区及相邻分区

通风设备应能自动关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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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综合管廊内应设置事故后机械排烟设施。

第二十七条 供电系统

1.综合管廊的消防设备、监控与报警设备、应急照明设备应按现

行国家标准《供配电系统设计规范》（GB 50052）规定的二级负荷供

电；

2.综合管廊按供电服务半径不超过 1km划分供电分区，并在负

荷中心设置变电所。

第二十八条 照明系统

1.综合管廊内应该设置正常照明和应急照明，管廊内及监控室照

明设备的平均照度和持续供电时间应满足规范要求；

2.因综合管廊的空间一般紧凑狭小、环境潮湿，管廊中的灯具应

采用防触电保护等级Ⅰ类设备，且有防水、防潮、防外力冲撞的防护

措施。

第二十九条 监控与报警系统

1.综合管廊监控与报警系统包含通信系统、环境和设备监测系统、

视频监控系统、入侵检测系统、电子巡查管理系统、火灾检测和报警

系统和报警系统、防火门监控系统、语音通信系统以及出入口控制系

统等；

2.监控和报警系统组成及其构架、系统配置应依据综合管廊建设

规模、纳入管线种类、运维管理模式等确定；

3.综合管廊应设置通信系统，监控、报警及联动反馈信号应传送

至监控中心。

第三十条 标识系统

1.综合管廊在出入口处应设置综合管廊介绍牌，并应标明管廊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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设时间、规模及容纳管线；

2.入廊管线应采用符合管线管理单位要求的标识进行区分，标明

管线属性、规格、产权单位名称及紧急联系电话。标识应设置在醒目

位置，间隔距离不应大于 100m；

3.设备旁应设置设备铭牌，标明设备的名称、基本数据、使用方

式及紧急联系电话。综合管廊内应设置常用的警示标识、里程标识及

方向标识等；

4.人员出入口、逃生口、管线分支口、灭火器材设置处等部位，

应设置带标号的标识。

第十一章 安全防灾

第三十一条 抗震要求

1.综合管廊工程应按照乙类建筑物进行抗震设计，并应满足国家

现行标准的有关规定；

2.综合管廊的结构安全等级应为一级，结构中各类构建的安全等

级宜与整个结构的安全等级相同；

3.所选用的材料应根据结构类型、受力条件、使用要求及所处环

境等选用，并满足耐久性、可靠性和经济性的要求。结构形式及构造

要求要满足规范要求的前提下根据实际情况确定。

第三十二条 消防要求

1.综 合 管 廊 消 防 应 以 《 城 市 综 合 管 廊 工 程 技 术 规 范 》

（GB50838-2015）、《建设设计防火规范》（GB50016-2014（2018

版））等相关规范为依据，确定管廊舱室火灾危险性分类，保证管廊

消防系统合理高效，满足火灾时的消防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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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综合管廊内设防火分区，管廊内不同舱室之间应采用不燃性

结构进行分隔；

3. 综合管廊当有人员通行需求时，防火分隔处的门应采用甲级

防火门，管线穿越防火隔断部位应采用阻火包等防火封堵措施进行严

密封堵；

4. 在沿线、人员出人口、逃生口等处应设置灭火器材，灭火器

材的设置间距不应大于 50m，灭火器的配置应符合现行国家标准的有

关规定；

5. 干支线管廊内应设火灾报警系统。

第三十三条 防洪要求

1.综合管廊工程应进行防水设计，根据气候条件、水文地质状况、

结构特点、施工方法和使用条件等因素进行，满足结构的安全、耐久

性和使用要求，防水等级标准应为二级。综合管廊的变形缝、施工缝

和预制构件接缝等细部构造应加强防水措施。

2.综合管廊的人员出入口、逃生口、吊装口、进风口、排风口、

管线分支口等露出地面的构筑物应满足城市防洪要求，并采取防止地

面水倒灌及小动物进入的措施。结构内通过设置排水坑等工程措施，

确保管廊内积水及时排出。

3. 建议参照《重庆市主城区防洪规划》（2016-2030年）要求，

防洪标准按 100年一遇设防。

第三十四条 防恐要求

1. 地下管廊的安全防恐应根据城市安全防恐风险评估体系与安

全规划，明确防恐设防对象、设防等级等技术标准；

2. 坚持“以人为本，预防为主；控制局面，平息事态；减少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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失，防止扩散；加强教育，普及知识”的原则，防止和避免恐怖事件

的发生，保证综合管廊的安全稳定运行。

第三十五条 防空要求

1. 综合管廊工程应按照甲类人民防空进行设计，防核武器抗力

级别为 6级，防常规武器抗力级别为 6级。

2. 城市综合管廊廊道部分可按舱室分别划分为一个防护单元；

相互交叉的多个城市综合管廊工程宜分线划分防护单元。

3. 当监控中心和变配电站设置于地下式，宜按人民防空要求进

行设防，并可参照人防物资库的设防要求，按现行《人民防空地下式

设计规范》（GB50038）的相关规定进行设计。

第十二章 建设时序

第三十六条 建设时序

1. 荣昌区综合管廊总建设长度共计 72.05千米。其中：干支线管

廊长度共计 17.98千米，缆线综合管廊长度共计 54.07千米。

2. 近期建设长度为 25.23 km，建设时间为 2021~2025年。其中

支线管廊建设长度为 4.99 km，缆线管廊建设长度为 20.24 km，主要

包含以下综合管廊建设：支线综合管廊（高瓷大道、沿河大道等）、

缆线管廊（高寺路、虹桥二路、虹桥三路、学院路、荣昌大道一支路

等）。建设监控中心 1座。

3. 远期建设长度为 46.82 km，建设时间为 2026~2035年。其中

干支线管廊建设长度为 12.99km，缆线管廊 33.83 km。主要包含以下

综合管廊建设：干线综合管廊（迎宾大道及其南延段）、支线综合管

廊（海棠路、灵方大道、昌州大道中段、广顺路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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具体投资、路段、长度、断面形式等详见附表。

第十三章 投资估算

第三十七条 工程量及投资

1.依据《市政工程投资估算编制办法》（建标〔2007〕164号）、

《城市综合管廊工程投资估算指标》（ZYA1-12（11）-2018）、《城

市地下综合管廊工程维护消耗量定额》（ZYA1-41（01）-2018）及《重

庆市城市地下综合管廊工程计价定额》（CQGLDE-2019）、《重庆

市城市管线迁改工程计价定额》（CQGXDE-2019）等，荣昌区综合

管廊总建设长度共计 72.05千米。其中：干支线管廊长度共计 17.98

千米，缆线综合管廊长度共计 54.07千米，投资为 22.50亿元。

2.近期（2021-2025年）建设总长度 25.23 km （支线管廊长度

4.99km，缆线管廊长度 20.24 km），监控中心 1座，投资约 7.13亿

元。

4.远期（2026-2035年）建设总长度约 46.821 km（干支线管廊长

度 12.99km，缆线管廊长度 33.836 km），建设总投资约 15.37亿元。

具体工程量及投资详见附表。

第十四章 保障措施

第三十八条 加强组织领导

荣昌区人民政府要落实主体责任，在总体规划部署的基础上，结

合自身特点，夯实建设发展基础，建立健全工作推进机制。加强对综

合管廊建设工作的领导和指导，建立和完善多部门组成的协调机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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加强规划实施的组织领导和统筹协调，明确任务分工，压实部门责任，

落实对综合管廊规划、建设、运维的监督管理，系统推进综合管廊建

设工作。加强与其他城市建设工作的衔接，联合相关领域、各主管部

门形成合力，建立任务清单与台账管理机制。

第三十九条 强化政策保障

以《办法》为纲领，完善配套政策制度，规范城市综合管廊规划、

建设和管理。

一是强化入廊管控，原则上已开工建设城市地下综合管廊的区域，

凡在管廊中预留管线位置的，该区域内的所有管线必须入廊，管线建

设单位不得在管廊以外的位置另行建设管线。发展改革、规划自然资

源、住房和城乡建设等有关部门不得另行审批管廊以外的同类管线工

程，城市管理部门不得另行审批管廊以外的同类管线工程道路挖掘申

请。管廊主体建成后，管线单位及时开展规划管线入廊工作，既有管

线规划入廊的，应按照实际需求及时有序迁改入廊。各行业主管部门

和有关央企、省属企业要积极配合做好各自管线入廊工作。

二是落实入廊收费政策，落实电力、通信、广播电视、给水、燃

气等市政公用管线企业入廊和有偿使用配套制度，以《关于城市综合

管廊有偿使用收费的指导意见》（渝建人居〔2022〕8号）、《城市

综合管廊管线入廊协议示范文本（试行）》（渝建人居〔2021〕23

号）为依据，细化明确综合管廊建设运维单位的服务内容、服务质量

和收费标准，探索在招标阶段明确综合管廊收费标准及制定综合管廊

管线入廊协议示范文本，稳定社会资本预期。

三是完善管廊审批政策。管廊规划纳入规划管控，管廊建设道路

做到有规可依；在施工及维护方面，要求建设单位需申请施工许可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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市住房和城乡建设行政主管部门需组织行业部门论证等。

第四十条 加强资金保障

按照《办法》提出的“政府主导、公益为主、规划统筹、因地制

宜、社会参与、有偿使用”的原则，鼓励企业参与综合管廊建设运营，

鼓励各地入廊管线单位入股或参与综合管廊建设运营，培育区域性、

专业化的地下综合管廊投资建设运营平台公司，形成政府主导、社会

参与的投资内生增长机制。

加大城市综合管廊建设资金投入，综合管廊建设资金可以按照国

家和本市有关规定，采取政府投资、银行贷款、国有土地有偿使用收

入、发行债券等多种渠道筹措。鼓励相关金融机构加大对综合管廊建

设的政策性资金和信贷支持力度，通过政府与社会资本合作（PPP）、

特许经营、参股控股等多种方式，吸引社会资本投资建设和运营综合

管廊。

第四十一条 加强运营管理

1. 建立综合管廊运行和维护管理制度，主要包括日常巡检、动

态监测、出入管理、作业管理、设施维护、检测试验。

2. 完善综合管廊安全生产管理责任制度，主要包括出入安全、

作业安全、信息安全、环境安全、廊体保护、隐患排查、应急处置等，

并明确相关单位和人员安全生产管理责任。

3. 做好运营安全日常管理。应包含制定综合管廊日常工作计划、

编制综合管廊安全保障应急处置预案、定期开展综合管廊运营安全评

估、做好安全控制区管理工作等方面。

4. 编制完善综合管廊入廊协议示范样本，明确管线施工和维护

管理制度，加强维护人员培训，明确相关职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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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推进区级综合管廊运营信息管理平台建设，随管廊主体工程

同步设计、同步施工、同步验收管廊智能监控与报警设备系统，实现

综合管廊智能监测、风险预警和应急处置，并接入市级综合管廊运营

信息管理平台。

第四十二条 加快人才培养

强化人才培养意识，营造良好的人才发展环境，加强综合管廊人

才队伍建设，构建完备的人才梯次结构。组建综合管廊专家库，充分

发挥重庆市城市管线协会对行业发展的促进作用，强化综合管廊行业

自律，推动新技术、新工艺发展，保障行业可持续发展。加快推进“政

用产学研”人才培养体系建设，鼓励相关院校开展管廊建设管理课程。

定期开展针对行业管理人员、勘察设计人员、施工管理人员、运营维

护人员等各类相关从业人员的专业培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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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表：

荣昌区综合管廊情况统计表
序号 道路名称 建设情况 道路起止点

节点编号

管廊类型 纳入管廊规模 长度（km） 推荐断面形式 时序 投资

（万元）

1 高瓷大道 规划道路 62-63 支线 给水：DN400；电力：

10kv-24k；通讯：24K；

2.268 矩形 近期 18144

2 沿河大道 规划道路 62'-63' 支线 给水：DN400；电力：

10kv-24k；通讯：24K；

1.895 矩形 近期 15160

3 高寺路 规划道路 10-11 缆线 电力：10kv-24k；通讯：30K； 0.845 组合排管 近期 845

4 杨家冲路 规划道路 12-14 缆线 电力：10kv-24k；通讯：18K； 0.420 组合排管 近期 420

5 黄金大道 规划道路 12'-13' 缆线 电力：10kv-18k；通讯：18K； 0.219 组合排管 近期 219

6 规划路 F 规划道路 13'-16' 缆线 电力：10kv-18k；通讯：18K； 0.437 组合排管 近期 437

7 古镇路 现状道路 1-2 缆线 电力：10kv-18k；通讯：24K； 0.680 组合排管 近期 680

8 黄金大道跨濑溪

河桥梁工程

规划道路 4-4' 缆线 电力：10kv-24k；通讯：18K； 1.000 组合排管 近期 1000

9 香国大道北延伸

段

规划道路 4'-4'' 缆线 电力：10kv-24k；通讯：18K； 1.000 组合排管 近期 1000

10 马鞍山路 规划道路 15-16 缆线 电力：10kv-18k；通讯：18K； 0.995 组合排管 近期 995

11 荣昌大道一支路 规划道路 11'-15 缆线 电力：10kv-24k；通讯：18K； 1.154 组合排管 近期 1154

12 迎宾大道南延段

（至双河）

规划道路 21-22 缆线 电力：10kv-18k；通讯：24K； 2.100 组合排管 近期 2100

13 城南五支路 规划道路 45-45' 缆线 电力：10kv-24k；通讯：24K； 0.257 组合排管 近期 257

14 红岩路 现状道路 47-47' 缆线 电力：10kv-12k；通讯：24K； 0.474 组合排管 近期 474

15 城南大道西延段 规划道路 47'-48 缆线 电力：10kv-18k；通讯：24K； 1.630 组合排管 近期 1630

16 学院路 规划道路 50-51 缆线 电力：10kv-18k；通讯：24K； 1.146 组合排管 近期 1146

17 学院路 现状道路 51-52 缆线 电力：10kv-18k；通讯：24K； 0.652 组合排管 近期 652

18 虹桥二路 规划道路 54-60 缆线 给水：DN300；通讯：18K； 0.677 沟槽盖板 近期 67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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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号 道路名称 建设情况 道路起止点

节点编号

管廊类型 纳入管廊规模 长度（km） 推荐断面形式 时序 投资

（万元）

19 虹桥三路 规划道路 55-59 缆线 给水：DN300；通讯：18K； 0.524 沟槽盖板 近期 524

20 香国大道南延段 规划道路 48-56 支线 电力：10kv-24k；通讯：24K；

给水管DN300;中水管DN300

0.830 矩形 近期 6640

21 香国大道南延段 规划道路 48-48' 缆线 电力：10kv-12k；通讯：16K；

给水管DN300;中水管DN400

1.018 沟槽盖板 近期 2036

22 香国大道南延段 规划道路 48'-49 缆线 电力：10kv-12k；通讯：16K；

给水管 DN300

1.170 沟槽盖板 近期 2340

23 高新大道 规划道路 48'-48'' 缆线 电力：10kv-12k；通讯：16K；

给水管 DN300；中水管

DN700

2.700 沟槽盖板 近期 5400

24 高新大道 规划道路 48''-21' 缆线 电力：10kv-12k；通讯：16K；

给水管 DN300；中水管

DN300

1.136 沟槽盖板 近期 2272

25 监控中心 近期 5100

26 合计 25.227 71302

27 迎宾大道 现状道路 1-20 干线 给水：DN800；电力：

10kv-18k；通讯：24K；

1.220 矩形 远期 12200

28 迎宾大道 现状道路 20-21 干线 给水：DN800；电力：

10kv-24k；通讯：24K；

3.394 矩形 远期 33940

29 灵方大道 现状道路 27-28 支线 给水：DN400、DN300；电力：

10kv-24k；通讯：24K；

0.328 矩形 远期 2624

30 广顺路 现状道路 53-56 支线 给水：DN600；电力：

10kv-18k；通讯：24K；

1.003 矩形 远期 8024

31 成渝公路 现状道路 56-62' 支线 给水：DN600；电力：

10kv-18k；通讯：24K；

3.220 矩形 远期 25760

32 海棠路 现状道路 35-37 支线 给水：DN400、DN300；电力：

10kv-24k；通讯：24K；

2.438 矩形 远期 19504

33 昌州大道中段 现状道路 28-45 支线 给水：DN300*2；电力：

10kv-18k；通讯：24K；

1.382 矩形 远期 11056

34 玉带路 现状道路 19-19' 缆线 电力：10kv-18k；通讯：18K； 0.796 组合排管 远期 955.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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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5 玉带路 现状道路 19'-9' 缆线 电力：10kv-24k；通讯：24K； 1.345 组合排管 远期 1614

36 玉带路 现状道路 9'-10' 缆线 电力：10kv-24k；通讯：30K； 0.766 组合排管 远期 919.2

37 玉带路 现状道路 10'-14' 缆线 电力：10kv-24k；通讯：36K； 0.408 组合排管 远期 489.6

38 玉带路 现状道路 14'-16 缆线 电力：10kv-24k；通讯：30K； 0.679 组合排管 远期 814.8

39 玉带路 现状道路 16'-16 缆线 电力：10kv-24k；通讯：30K； 0.396 组合排管 远期 475.2

40 规划路 A 规划道路 3-5 缆线 电力：10kv-18k；通讯：16K； 0.267 组合排管 远期 320.4

41 懒溪河路 规划道路 2-4 缆线 电力：10kv-18k；通讯：18K； 1.075 组合排管 远期 1290

42 坝金子坡路 规划道路 6-7 缆线 电力：10kv-18k；通讯：18K； 0.731 组合排管 远期 877.2

43 金果路 现状道路 8-8' 缆线 电力：10kv-18k；通讯：24K； 0.373 组合排管 远期 447.6

44 金果路 现状道路 8'-9 缆线 电力：10kv-24k；通讯：18K； 0.451 组合排管 远期 541.2

45 规划路 B 规划道路 17-18 缆线 电力：10kv-18k；通讯：24K； 1.127 组合排管 远期 1352.4

46 灵方大道 现状道路 27-30 缆线 电力：10kv-24k；通讯：24K； 3.674 组合排管 远期 4408.8

47 昌龙大道 现状道路 31-31' 缆线 电力：10kv-18k；通讯：24K； 0.875 组合排管 远期 1050

48 板桥路-华腾路 现状道路 31'-33 缆线 电力：10kv-18k；通讯：18K； 2.262 组合排管 远期 2714.4

49 东方大道 现状道路 29-32 缆线 电力：10kv-24k；通讯：24K； 0.295 组合排管 远期 354

50 灯饰大道 现状道路 32-34 缆线 电力：10kv-18k；通讯：24K； 0.739 组合排管 远期 886.8

51 天正路 现状道路 24-26 缆线 电力：10kv-18k；通讯：24K； 0.871 组合排管 远期 1045.2

52 城南大道 现状道路 23-25 缆线 电力：10kv-18k；通讯：24K； 1.323 组合排管 远期 1587.6

53 学府大道 现状道路 21-64 缆线 电力：10kv-12k；通讯：24K； 2.532 组合排管 远期 3038.4

54 城南五支路 现状道路 45'-46 缆线 电力：10kv-12k；通讯：24K； 0.220 组合排管 远期 264

55 规划路 G 规划道路 57-58 缆线 给水：DN300；通讯：18K； 0.612 沟槽盖板 远期 734.4

56 宝城路 现状道路 36-52 缆线 电力：10kv-18k；通讯：18K； 1.612 组合排管 远期 1934.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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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7 昌州大道中段 现状道路 45-47 缆线 电力：10kv-18k；通讯：24K； 0.894 组合排管 远期 1072.8

58 玉屏街 现状道路 44-44' 缆线 电力：10kv-12k；通讯：24K； 0.606 组合排管 远期 727.2

59 广场路 现状道路 44'-45 缆线 电力：10kv-18k；通讯：24K； 0.609 组合排管 远期 730.8

60 桂花园街-东大

街

现状道路 42-42' 缆线 电力：10kv-12k；通讯：18K； 0.610 组合排管 远期 732

61 海棠六支路 现状道路 38-38' 缆线 电力：10kv-24k；通讯：18K； 0.179 组合排管 远期 214.8

62 小康路-海棠三

支路

现状道路 38'-43 缆线 电力：10kv-18k；通讯：18K； 0.962 组合排管 远期 1154.4

63 宝城路-昌龙大

道

现状道路 36-38 缆线 电力：10kv-24k；通讯：18K； 0.552 组合排管 远期 662.4

64 昌龙大道 现状道路 38-40 缆线 电力：10kv-24k；通讯：18K； 1.323 组合排管 远期 1587.6

65 富安南路 现状道路 39-41 缆线 电力：10kv-18k；通讯：18K； 1.081 组合排管 远期 1297.2

66 规划路 C 规划道路 65-66 缆线 电力：10kv-18k；通讯：18K； 0.928 组合排管 远期 1113.6

67 规划路 D 规划道路 67-70 缆线 电力：10kv-18k；通讯：18K； 2.142 组合排管 远期 2570.4

68 规划路 E 规划道路 68-69 缆线 电力：10kv-18k；通讯：18K； 0.521 组合排管 远期 625.2

69 小计 46.821 153711.200

70 合计 72.048 225013.200

注：1.上表入廊管线在实施过程中应依据管线单位的意见及相关规划最终成果确定。2.近远期各条综合管廊投资估算详见规划说明书第十五章《投资估算》章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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