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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项目概况

1.1 项目背景

在国内石材产业竞争日益激烈的背景下，如何扭转石材产业“单

打独斗”的局面，从而走向集群式发展，已成为以石材加工为主要产

业的地区实现持续发展的重要课题。为此，云浮市出台《云浮市中心

城区石材企业搬迁实施方案》，计划分期分批把中心城区的石材企业

转移到安塘石材转移基地，实现集聚经营和集聚发展。

《云浮市中心城区思劳-腰古组团南片区控制性详细规划》（以

下简称《思劳腰古南片控规》）在编制过程中，结合当时社会发展条

件给出了最优规划方案。但随着近年来云城区的快速发展，现行规划

已不能满足当前开发建设需要，特别是一系列亟需落地的重点项目。

其中广东南方东海钢铁有限公司精品钢项目已被列入 2022 年广东省

重点项目清单，以推动产业的集聚经营和集聚发展。综上，为着力盘

活近期存量用地，保障广东东海钢铁项目落地、推动安塘石材基地发

展以及解决留用地等问题，特开展《思劳腰古南片控规》的规划修改。

为保证规划修改合法合规、科学可行，现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城乡

规划法》、《广东省城乡规划条例》等相关法律法规的有关规定，对

《思劳腰古南片控规》的相关地块、道路及管控范围进行局部调整。

1.2 项目位置

本规划区位于云浮市中心城区的东南部，东侧为肇庆市，紧邻云

城组团东片区和佛山（云浮）产业转移工业园腰古组团一期用地，国

道 G324、汕湛高速、广昆高速和三茂铁路从片区中部穿过，交通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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捷，区位条件优越。

罗定市

新兴县

郁南县
中心城 肇庆市

广西壮族自治

茂名市

阳江市

图 1-1 思劳-腰古南片区在云浮市的位置

图 1-2 思劳-腰古南片区在云浮市中心城区的位置

1.3 调整范围

本次涉及调整范围总面积约 818.74 公顷，修改的地块分别位于

云石大道两侧、县道 X824 西侧、安塘五横路北侧、汕湛高速东侧、

思劳-腰古组团南片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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省道 S276 两侧和国道 G324 南侧。主要涉及二类居住用地（R2）、二

类工业用地（M2）、三类工业用地（M3）、商住用地（RB）、防护绿

地（G2）、供电用地（U12）、排水用地（U21）、农林用地（E2）和

发展备用地等用地。（详见图 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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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3 涉及调整用地在《思劳腰古南片控规》的位置图

金属智造园项目

汕

湛

高

速

思劳镇

腰古镇

规划调整地块范围

图例

规划范围



《云浮市中心城区思劳-腰古组团南片区控制性详细规划（修改）》

5

1.4 调整原因

（1）响应云浮市出台的《云浮市中心城区石材企业搬迁实施方

案》，保障安塘石材转移基地四期用地需求，实现石材产业的集聚发

展。

（2）保障广东金属智造产业园重点项目用地及留用地的用地需

求，推动省重点项目建设。

（3）加强片区建设，完善片区道路交通组织。

（4）优化片区用地布局，落实民生基础设施项目，完善中心城

区公共服务配套，改善城市面貌，提升城市形象。

根据《广东省城市控制性详细规划管理条例》第二十一条，有下

列情形之一，需要对控制性详细规划作出调整的，由原组织编制控制

性详细规划的城市规划行政主管部门或镇人民政府提出建议，并经县

（市）城市规划委员会审议通过报原批准的人民政府同意后，按照本

条例第二章、第三章规定的编制、审批程序进行：

（一）城市总体规划或者分区规划发生重大变更，对控制性详细

规划控制区域的功能与布局产生重大影响的；

（二）设立重大建设项目，对控制性详细规划控制地块的功能与

布局产生重大影响的；

（三）在实施城市建设中发现控制性详细规划有明显缺陷的；

（四）对控制性详细规划确定的建设用地性质、建设用地使用强

度和公共配套设施的规划要求进行调整的。以及《广东省城乡规划条

例》第二十五条的相关规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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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十五条 经批准的城乡规划不得随意修改。依法需要修改城

乡规划的，组织编制机关应当向原审批机关提出申请，获得批准后，

依照规划编制和审批的程序执行。

仅涉及单条支路走向、宽度或者单个地块建筑高度、建筑密度等

内容的控制性详细规划修改，由组织编制机关提出调整方案，采取论

证会、听证会或者其他方式征求专家、利害关系人的意见，经原审批

机关同意后公布实施。

根据以上所述，须对现行控规进行局部调整，并对现行控规修改

编制修改必要性论证报告，经市政府同意后，方可编制修改方案；修

改后的控制性详细规划按程序报送规划委员会和市政府审批通过后，

建设单位再行申请办理相关规划许可手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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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原控规及调整地块现状分析

2.1《思劳腰古南片控规》分析

（1）片区发展功能定位

1. 安塘版块：以绿色石材（建材）加工、商贸为特色的产业小

镇。

2. 思劳版块：承接佛山（云浮）产业转移园南园及云表版块（佛

山“南园”腰古启动区）核心区产业外溢，发展新能源相关配套的产

业园区。

3. 腰古版块：以“岭南理学体验”和水乡生态游憩为特色的文

旅小镇。

（2）规划结构

形成“一廊三版块”的规划结构。

一廊：依托国道 G324 形成思劳-腰古产业经济发展带。串联各

产业片区，并沿路汇 聚产业配套服务设施。

安塘绿色建材产业版块：结合安塘街道汇聚以石材产业为代表的

绿色建材产业和相关配套服务设施，构建安塘绿色建材产业版块。

思劳新能源配套产业版块：依托国道 G324 和规划云石大道在佛

山（云浮）产业转移园南园南侧形成为佛山（云浮）产业转移园南园

及云表区域（佛山“南园”腰古启动区）新能源汽车等相关产业上下

游配套的产业版块。

腰古水乡文旅休闲版块（以下简称腰古版块）：结合水东村和新

兴江，将腰古镇打造成为以水乡文旅体验为特色的休闲旅游版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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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2-1 《思劳腰古南片控规》规划结构图

（3）本次调整地块

本次调整地块涉及原控规 SLYGN-01、SLYGN-02、SLYGN-03、

SLYGN-04、SLYGN-05、SLYGN-06和 SLYGN-08七个管理单元，SLYGN-01、

SLYGN-02、SLYGN-03 和 SLYGN-04 管理单元属于安塘绿色建材产业板

块，SLYGN-05 和 SLYGN-06 管理单元属于思劳新能源配套产业板块，

SLYGN-08 管理单元属于腰古岭南休闲文旅板块。

图 2-2 涉及调整的管理单元分布图

管理单元界线

图例

规划范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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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 调整地块现状分析

2.2.1 现状情况

本次《思劳腰古南片控规》范围内涉及调整的用地包括农林用地、

工业用地和闲置用地等，现状情况如下图所示：

图 2-3 安塘石材基地周边现状分析图

安塘石材基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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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2-4 110KV 变电站（石材站）周边现状分析图

图 2-5 广东金属智造产业园项目及金属智造园留用地周边现状分析图

110千伏变电站（石材站）

广东金属智造

产业园项目

金属智造园

留用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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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2-6 腰古镇五金街留用地周边现状分析图

图 2-7 腰古镇已收储地块周边现状分析图

2.2.2 现状小结

本次涉及调整的地块均位于云城区中心城区范围内，地块周边交

通条件较好，根据片区发展定位和重点项目的用地需求，需从片区层

面进行整体规划，合理增加建设用地，优化用地布局，提升土地利用

效率，进一步推动片区产业发展，提升中心城区首位度。

腰古镇

五金街留用地

腰古镇

已收储地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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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调整内容

3.1 用地调整

（1）落实安塘石材基地的用地需求

将《思劳腰古南片控规》中石材基地四期用地范围内且已划入最

新城镇开发边界内的发展备用地、农林用地（E2）等调整为二类工业

用地（M2），将原规划范围外已划入城镇开发边界的部分用地纳入本

次规划范围，用地性质为工业用地（M2）和防护绿地(G2)；落实一处

污水处理厂，用地性质为排水用地（U21），面积为 5203.35 ㎡，解

决园区内部污水处理问题，地块修改前后控制指标表详见附表一。

图 3-1 调整前（左）后（右）对比图

（2）落实 110 千伏变电站用地

将汕湛高速东侧、铁路南侧地块编码为 SLYGN-04-47 地块的用地

性质，由发展备用地调整为供电用地（U12），落实 110 千伏石材输

变电工程变电站用地。调整后地块编码为 SLYGN-04-47（1），面积

为 4611.07 ㎡。

调整后调整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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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3-2 调整前（左）后（右）对比图

表 3-1 地块修改前后控制指标表

用地编码 用地性质
地块面积

（㎡）

容积

率

建筑密

度(%)

绿地

率(%)

建筑限

高(m)

调

整

前

SLYGN-04-47 发展备用地 93935.49 —— —— —— ——

调

整

后

SLYGN-04-47 发展备用地 89324.42 —— —— —— ——

SLYGN-04-47(1) 供电用地 4611.07 —— —— —— ——

（3）保障广东金属智造产业园重点项目及南侧留用地的用地需求

将广东金属智造产业园范围内已划入最新城镇开发边界的发展

备用地、农林用地（E2）、防护绿地（G2）及原规划范围外部分用地

调整为三类工业用地（M3），面积共 248.76 公顷；将云石大道南侧

已划入城镇开发边界地块的用地性质确定为三类工业用地（M3），面

积共 105.24 公顷，用于安排广东金属智造科技产业园的征地留用地；

此外，为衔接《云浮市国土空间总体规划（2021-2035 年）》，在南

方东海钢铁项目西侧落实 500 千伏云城站（SLYGN-05-32,供电用地，

面积 7.26 公顷）及一宗已收储用地（SLYGN-05-33,留白用地，面积

调整前 调整后

SLYGN-4-47 SLYGN-4-47

SLYGN-4-47（1）

供电用地

图例

调整地块范围

发展备用地

发展备用地

图例

调整地块范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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约 59.71 公顷），地块修改前后控制指标表详见附表一。

图 3-3 调整前（左）后（右）对比图

（4）解决腰古镇五金街留用地历史问题

将腰古镇五金街留用地 SLYGN-08-37 地块的用地性质由发展备

用地调整为商住用地（RB），面积为 19125.94 ㎡，并确定规划管控

指标：容积率≤3.0、建筑密度≤40%、绿地率≥25%、建筑限高 45m。

图 3-4 调整前（左）后（右）对比图

调整后调整前

调整前 调整后

图例

规划范围

供电用地

留白用地

调整地块范围

三类工业用地

图例

规划范围

发展备用地

防护绿地

调整地块范围

二类工业用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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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3-2 地块修改前后控制指标表

用地编码 用地性质 地块面积（㎡）
容积

率

建筑密

度(%)

绿地

率(%)

建筑限

高(m)

调整

前
SLYGN-08-37

发展备用

地
19125.94 —— —— —— ——

调整

后
SLYGN-08-37 商住用地 19125.94 3.0 40 25 45

（5）解决腰古镇已收储用地的出让问题

将腰古镇已收储土地的用地性质由二类居住用地（R2）及防护绿

地（G2）调整为商住用地（RB），地块编码为 SLYGN-08-59，面积约

0.82 公顷，并适当提高定规划管控指标：容积率≤3.0、建筑密度≤

50%、绿地率≥25%、建筑限高 45m。

图 3-5 调整前（左）后（右）对比图

表 3-3 地块修改前后控制指标表

用地编码 用地性质
地块面

积（㎡）
容积率

建筑密

度(%)

绿地

率(%)

建筑限

高(m)

调

整

前

SLYGN-08-61 防护绿地 516.66 —— —— —— ——

SLYGN-08-59 二类居住用地 7775.68 2.0 35 25 40

调整前 调整后

SLYGN-08-59

SLYGN-08-60
SLYGN-08-59

SLYGN-08-60
SLYGN-08-61

商住用地

图例

调整地块范围

图例

调整地块范围

二类居住用地

公园绿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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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LYGN-08-60 二类居住用地 7728.60 2.0 35 25 40

调

整

后

SLYGN-08-60 二类居住用地 7866.12 2.0 35 25 40

SLYGN-08-59 商住用地 8154.82 3.0 50 25 45

3.2 道路调整

（1）衔接规划路网

根据《云浮市国土空间总体规划（2021-2035 年）》及《广东金

属智造科技产业园市政专项规划》的道路规划，对《思劳腰古南片控

规》中的路网进行调整优化，完善片区路网交通组织。

图 3-6 调整前（左）后（右）对比图

（2）根据安塘石材基地内现状已建路网优化完善规划路网

根据安塘石材基地内现状已建道路，结合石材基地罗茆四期项目

用地需求，优化石材基地内的规划路网，提高土地利用价值。

图 3-7 调整前（左）后（右）对比图

规划新增道路

图例

规划范围

拟取消道路

图例

规划范围

调整前 调整后

调整前 调整后

原控规道路

图例

规划范围

规划修改道路

图例

规划范围

现状道路

规划弹性道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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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3 控规范围边界调整

（1）与城镇开发边界衔接纳入控规管控

结合最新城镇开发边界与项目用地需求，将安塘石材基地西侧用

地、广东金属制造产业园项目南侧与西侧部分用地纳入《思劳腰古南

片控规》进行管控，以满足安塘石材基地与东海钢铁项目的用地需求。

图 3-8 《思劳腰古南片控规》规划范围与城镇开发边界衔接图

（2）与《佛山（云浮）产业转移工业园腰古组团一期用地控制性详

细规划》规划范围去重

《思劳腰古南片控规》于 2018 年批复，《佛山（云浮）产业转

移工业园腰古组团一期用地控制性详细规划》（以下简称《腰古一期

控规》）于 2020 年批复，两个片区控规管控范围存在重叠，本次规

划修改将两个片区规划范围重合的部分从《思劳腰古南片控规》中剔

除，重合部分按照《腰古一期控规》的用地规划进行管控。

安塘石材基地

东海钢铁项目

110 千伏变电站

思劳镇

腰古镇

汕

湛

高

速

调整地块范围

图例

规划范围

调整后纳入控规范围

500 千伏云城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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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3-9 “思劳-腰古组团南片区”与“腰古一期”规划范围去重示意图



《云浮市中心城区思劳-腰古组团南片区控制性详细规划（修改）》

19

四、调整必要性及依据

4.1 调整必要性分析

4.1.1 落实安塘石材基地的用地需求

为满足安塘石材基地近期用地需求，响应云浮市《云浮市中心城

区石材企业搬迁实施方案》。本次规划修改将位于城镇开发边界范围

内的用地纳入控规进行管控，并与《云浮市国土空间总体规划

（2021-2035 年）》路网进行衔接，加快石材基地的建设和石材产业

的集群发展。

图 4-1 《云浮市中心城区石材企业搬迁实施方案》

本次调整主要为满足安塘石材基地四期项目的用地需求，目前安

塘石材基地四期范围内已基本实现三通一平，并根据现状道路及《云

浮市国土空间总体规划》路网，结合石材基地周边的地形地势，对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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材基地内的路网进行优化，此外，在安塘石材基地内新增排水用地与

防护绿地，解决园区内部污水处理问题，保障园区安全生产的同时，

减少对周边村庄居民生活的影响。

图 4-2 安塘石材基地四期范围内污水处理厂用地方案

4.1.2 完善民生基础设施建设，提高片区供电能力。

云浮 110 千伏石材输变电工程已纳入广东省电网发展“十四五”

规划，为满足云浮市云城区电力负荷增长的需要，加强片区 110 千伏、

10 千伏电网结构，提高供电可靠性，该项目目前已完成选址与线路

路径的设计并已通过云城区人民政府批复；此外，与《云浮市国土空

间总体规划（2021-2035 年）》及《广东金属智造科技产业园市政专

项规划》衔接，在金属智造园西侧落实 500 千伏云城站，进一步提高

中心城区供电能力，用地性质为供电用地（U12），面积约 7.26 公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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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次规划落实的两个变电站将接入云城区电力工程管网，可以有

效为片区提供电力输送，满足云城区日益增长的的电力需求。

图 4-3 关于《关于云浮 110 千伏石材输变电工程变电站站址及线路路径方案》的批复

图 4-4 云浮 110 千伏石材输变电工程变电站线路路径方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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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4-5 500 千伏云城站线路路径方案规划图

4.1.3 解决广东金属制造产业园重点项目的用地需求

广东南方东海钢铁有限公司精品钢项目位于广东金属智造科技

产业园内，已被列入 2022 年省级重点项目，项目主要分三期建设，

建设时限为 2020-2024 年。东海钢铁项目二期三期主要为深加工产业

链与精品金属制造，将有效促进片区的产业发展与经济提升。因项目

用地范围大部分位于《思劳腰古南片控规》管控范围外，为满足东海

钢铁项目的用地需求，加强用地管控效率，将项目红线范围内的用地

纳入《思劳腰古南片控规》进行管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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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4-6 广东省 2022 年重点项目建设计划（涉及云浮项目）中东海钢铁项目

4.1.4 落实村民留用地，保障村民权益

（1）落实金属智造园留用地

金属智造产业园内云石大道南侧地块已划入城镇开发边界内，本

次规划为解决金属智造园项目征地留用地，将其纳入本次规划范围进

行管控，并明确该留用地的用地性质和用地指标。

（2）落实腰古镇五金街留用地，解决历史遗留问题

腰古镇五金街留用地土地权属为水东村委大塘村联队，已有土地

规模，为解决历史遗留问题，保障村民权益，本次规划修改将落实该

留用地用地性质及规划指标。

4.1.5 解决政府已收储地块的用地出让问题

为提高居民人居生活环境质量，腰古镇计划引进商业综合体项目，

以完善腰古镇商业服务配套，促进腰古镇经济发展。为完善项目用地

手续、满足项目建设需求的同时，进一步加强地方规划管控效率，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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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本次规划修改将调整项目用地性质和相关管控指标；

将 500 千伏云城站东侧已划入城镇开发边界的用地纳入本次规

划范围，该用地为政府收储用地，为最大化提高其土地利用效率，在

用地管控方面预留一定弹性，规划按留白用地（主要以工业用地为导

向）进行管控，进一步保障政府已收储土地的价值。

4.1.6 与《腰古一期控规》规划范围去重，解决历史遗留问题。

《思劳腰古南片控规》于 2018 年批复，《腰古一期控规》于 2020

年批复，两个片区控规管控范围存在重叠，为解决历史问题，便于今

后的规划管理，将从《思劳腰古南片控规》中剔除与《腰古一期控规》

范围重合的部分，重合部分的用地按照《腰古一期控规》的规划内容

进行管控。

4.2 调整依据

4.2.1 相关法律法规及规范标准

（1） 《中华人民共和国城乡规划法》（2019 修正）；

（2） 《中华人民共和国土地管理法》（2019 年修正）；

（3） 《城市规划编制办法》（2006）；

（4） 《城市用地分类与规划建设用地标准》（GB 50137–2011）；

（5） 《城市居住区规划设计标准》（GB 50180-2018）；

（6） 《城市综合交通体系规划标准》（GB/T 51328-2018）；

（7） 《城市公共设施规划规范》（GB 50442-2008）；

（8） 《广东省城乡规划条例》（2012）；

（9） 《广东省城市控制性详细规划管理条例》（20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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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 《广东省城市控制详性详细规划编制指引（试行）》（2005）；

（11） 广东省自然资源厅《关于加强和改进控制性详细规划管理若

干指导意见（暂行）》；

（12） 《云浮市城市绿线管理办法》（2019）；

（13） 《城市黄线管理办法》（2010）；

（14） 《云浮市城市规划技术管理规定》（2018）；

（15） 国家、省、市其他有关的法律、法规及规范性文件。

4.2.2 相关规划、政策文件

（1） 云浮市自然资源局《关于云浮市中心城区工业用地相关指标调

整有关事宜的通知》；

（2） 《云浮市土地利用总体规划（2006-2020）调整完整方案》；

（3） 《云浮市国土空间总体规划（2021-2035 年）》

（4） 《云浮市中心城区思劳-腰古组团南片区控制性详细规划》

（5） 《佛山（云浮）产业转移工业园腰古组团一期用地控制性详细

规划》；

（6） 《广东金属智造科技产业园市政专项规划》；

（7） 其他相关专项规划与政策文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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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调整原则

5.1 合法性原则

《思劳腰古南片控规》规划修改的相关程序符合《中华人民共和

国城乡规划法》《城市、镇控制性详细规划编制审批办法》《广东省

城市控制性详细规划管理条例》《云浮市城乡规划技术管理规定》等

相关法律法规规定的合法性原则。

5.2 维护公共利益原则

《思劳腰古南片控规》规划修改在实事求是、尊重历史权属、合

理调配、保障民生的基础上，应符合“绿线”管制要求，保障公共绿

地规模不减少，保障公共服务设施规模不减少的前提下，对地块进行

合理划分，为地块开发提供可靠指导的可行性原则。

5.3 多规合一、生态优先原则

《思劳腰古南片控规》调整在充分与相关规划衔接分析的基础上

结合实际进行调整，确保了多规合一，且本次调整以不占基本农田、

各级饮用水源保护区以及其他生态敏感区域为宗旨，落实了多规合一、

生态优先的原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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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相关规划衔接分析

6.1 与《云浮市国土空间总体规划（2021-2035 年）》的衔接

根据《云浮市国土空间总体规划（2021-2035 年）》对中心城区

城市空间结构的构建——“一体两翼、一江四片”。思劳-腰古组团

作为中心城区产业动力的两翼，重点发展金属智造、氢能及装备制造、

现代物流和新型建材产业，为中心城区的产业发展提供动力。

本次拟调整的建设用地，主要位于安塘石材基地与东海钢铁项目

内，符合云浮市国土空间总体规划对思劳-腰古组团的发展指引和功

能定位要求，同时有助于云浮市中心城区的产业与经济提升。

图 6-1 与《云浮市国土空间总体规划》中心城区空间格局规划衔接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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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2 与《云浮市土地利用总体规划（2006-2020 年）》的衔接

经与《云浮市土地利用总体规划（2006-2020 年）》（以下简称

《土规》）衔接，本次《思劳腰古南片控规》调整的地块已基本落实

建设用地规模，部分不符合土规的用地计划使用预留规模调整土规，

保障片区重点项目的用地需求。

图 6-2 与《土规调整完善方案》衔接图

6.3 与《腰古一期控规》衔接

《腰古一期控规》于 2020 年由云浮市人民政府批复实施，规划

通过发掘园区本身的发展、产业结构等特点，提出“两廊，三片”的

总体布局：

1、两廊：依托 G324 形成思劳-腰古组团内部的产业经济发展廊，

G324 改线段形成与云城组团的产业经济拓展廊，增强区内、外的产

业融合，并形成沿路聚集服务设施。

2、三片：加强提升片区：针对已出让开发的区域，对现状产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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加强管理，引导传统产业结构转型升级，逐步提升；综合服务区：依

托腰古镇区及 S276 沿线的商业服务设施配套，中心与产业区形成优

势互补，综合提升。

图 6-4 与《腰古一期控规》规划结构衔接图

通过叠加分析，《腰古一期控规》与《思劳-腰古组团南片区控

规》管控范围存在重叠，本次规划修改将两个片区规划范围重合的部

分从《思劳腰古南片控规》中剔除，重合部分的用地按照《腰古一期

控规》用地规划进行管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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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6-3 与《腰古一期控规》土地利用规划衔接图

本次调整去重部分在《腰古一期控规》中位于加强提升片区与综

合服务区，主要为工业用地、居住用地和发展备用地，本次规划调整

后可解决两个片区规划范围重叠、规划内容冲突的历史遗留问题，便

于行政管理部门对两个片区的用地管控。

6.4 与《广东金属智造科技产业园市政专项规划》衔接

《广东金属智造科技产业园市政专项规划》提出“一主两副多组

团”的城镇空间结构。

一主：在东部片区中心规划建设综合配套服务主中心。预留肇顺

南城际西延线车站空间，建设高等级公共服务设施、生产服务设施和

住房。

两副：依托腰古、安塘两个镇街中心的建设基础，打造东西两个

综合配套服务次中心。对次中心进行资源整合和改造提升，新建必要

《思劳腰古南片控规》管理范围

图例

《腰古一期控规》管理范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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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生产生活服务设施，扩大服务配套的覆盖范围。

多组团：指将金属智造、氢能、新型建材、现代物流等产业在空

间上划分为多个产业组团。组团由绿带分割，功能可根据实际发展需

要进行调整，各组团内部建设产业服务中心，并可进一步细化为若干

产业单元，用以集中发展各产业板块下的具体产业门类。

图 6-5 与《广东金属智造科技产业园市政专项规划》城镇空间结构衔接图

《广东金属智造科技产业园市政专项规划》对道路交通组织进行

完善，并疏解腰古镇区交通，优化高速公路的衔接，构建“四横四纵”

的金属园区干线路网。

安塘石材基地

东海钢铁项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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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6-6 与《广东金属智造科技产业园市政专项规划》道路系统规划衔接图

综上，本次规划与《广东金属智造科技产业园市政专项规划》进

行充分衔接，调整优化思劳腰古南片区的道路交通组织，保障重点项

目及公用基础设施的建设实施，提高中心城区供电可靠性。此外，结

合现状地形地势，合理优化片区部分道路，完善片区道路系统的同时，

可提高道路工程设施的可行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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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可行性分析

7.1 新增建设用地基本已落实建设用地规模

经核对《土规》，本次规划修改用地在土规中基本已落实建设用

地规模，部分不符合土规的用地计划使用预留规模调整土规，满足片

区项目的用地规模。

将本次规划修改用地与《云浮市城市总体规划（2012-2020）》

中心城区四区控制图进行叠加，本次规划修改未占用城市总体规划确

定的禁止建设区。

图 7-1 与中心城区四区控制图衔接

综上所述，本次调整的用地符合相关建设用地管控要求，具备可

行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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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2 符合国土空间规划“三线”相关管理规定

将本次规划修改用地与云浮市“三区三线”进行衔接，本次规划

修改范围不涉及永久基本农田及生态保护红线。

图 7-2 与云浮市永久基本农田衔接示意图

图 7-3 与云浮市生态保护红线衔接示意图

将本次规划修改用地与云浮市城镇开发边界进行叠加分析，本次

规划除 110 千伏变电站用地（公用性基础设施）未纳入城镇开发边界

外，其余调整用地已纳入城镇开发边界，符合相关管控要求及规划修

永久基本农田

图例

规划修改地块范围

生态保护红线

图例

规划修改地块范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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改要求。

图 7-4 与云浮市城镇开发边界衔接示意图

综上所述，本次调整的用地符合国土空间规划“三线”的相关管

理规定要求，具备可行性。

7.3 符合城市“四线”相关管理规定

本次规划修改不涉及紫线（文物保护）、蓝线（水域保护）和绿

线（城市绿地）的内容调整。

本次规划修改对涉及的公用设施用地（U）等城市市政基础设施

用地，以“规模不减”、“就近调整”为原则，调整后供应设施用地

（U1）规模不变，供电用地（U12）用地规模增加 7.72 公顷，环境设

施用地（U2）用地规模增加 0.52 公顷。调整后各类城市市政基础设

施用地均未减少，公用设施用地面积增加，可进一步加强中心城区供

电服务能力，因此本次调整符合城市“四线”相关管理规定。

7.4 各调整地块经济指标具备合理性

为优化完善中心城区居住配套设施，提升中心城区人口凝聚力，

城镇开发边界

图例

规划修改地块范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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预留相关用地的建设弹性，本次调整涉及部分商住用地、工业用地的

经济指标，其余用地指标按照《云浮市城市规划技术管理规定》（以

下简称《技术管理规定》）中各类用地的要求进行设定。

7.4.1 新增商住用地指标调整可行性

根据《城市居住区规划设计标准》（GB50180-2018），本次调整

涉及新增的商住用地（RB）为 SLYGN-08-37 地块、SLYGN-08-59 地块，

用地面积分别为 1.91 公顷和 0.82 公顷，属于居住街坊等级，其经济

技术指标参考表 7-1 落实：

表 7-1 居住街坊用地与建筑控制指标

建筑

气候

区划

住宅建筑平均层

数类别

住宅用

地容积

率

建筑密度

最大值

（%）

绿地率

最小值

（%）

住宅建筑

高度控制

最大值

（m）

人均住宅

用地面积

最大值

（m2/人）

Ⅲ、

Ⅳ、Ⅴ

低层（1 层-3 层） 1.0-1.2 43 25 18 36

多层Ⅰ类（4 层-6

层）
1.3-1.6 32 30 27 27

多层Ⅱ类（7 层-9

层）
1.7-2.1 30 30 36 20

高层Ⅰ类（10 层

-18 层）
2.2-2.8 22 35 54 16

高层Ⅱ类（19 层

-26 层）
2.9-3.1 22 35 80 12

另根据《云浮市城乡规划技术管理规定》中容积率的控制要求（表

7-2），考虑到商住用地建设弹性，为提高土地利用率，指导用地以

多层至高层布置，参考现行控规同类性质用地,适当提高调整用地的

控制指标，设置 SLYGN-08-37 地块的经济指标为：容积率≤3.0、建

筑密度≤40%、建筑高度≤45m、绿地率≥25%；SLYGN-08-59 地块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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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府已收储用地，为保障政府收储土地价值，设置地块经济指标为：

容积率≤3.0、建筑密度≤50%、建筑高度≤45m,绿地率≥25%。

表 7-2 建筑密度和容积率控制指标表

用地

类型

建筑

分类

新区 旧区（建成区）

容积率（FAR）
建筑密度

（D）
容积率（FAR）

建筑密度

（D）

居住用地

低层 1.0≤FAR≤1.5 ≤40% 1.0≤FAR≤1.5 ≤50%

多层 ≤1.8 ≤30% ≤2.0 ≤35%

中高层 ≤2.2 ≤27% ≤2.5 ≤30%

高层 ≤3.0 ≤25% ≤3.5 ≤28%

商业服务业设

施用地

低层 ≤1.5 ≤50% ≤1.8 ≤60%

多层 ≤2.8 ≤45% ≤3.0 ≤50%

高层 ≤4.0 ≤40% ≤4.5 ≤45%

工业用地（不

包括特殊工业

项目）物流仓

储用地

1.0≤
30%≤D≤

60%
1.0≤

35%≤D≤

60%

注：特殊工业项目可根据国土资源部发布的《工业项目建设用地控制指标》中具体门

类确定最低容积率。

7.4.2 工业用地指标调整可行性

根据《云浮市城乡规划技术管理规定》中对容积率、建筑密度和

绿地率的要求（表 7-2、图 7-4），考虑涉及调整的工业用地较多，

为促进工业用地的集约利用和优化配置，设置规划修改的工业用地指

标为：容积率≥1.0、建筑密度为 30%-60%、绿地率≤20%，建筑高度

不做控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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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7-4 《云浮市城乡规划技术管理规定》对工业用地绿地率指标的控制

7.5 对道路调整的可行性分析

本次规划修改，通过与《云浮市国土空间总体规划（2021-2035

年）》和《广东金属智造科技产业园市政专项规划》等规划进行衔接，

对《思劳腰古南片控规》的道路进行调整。部分规划道路根据现状已

经修建或在建道路进行调整，避免道路因地形地势问题，导致实施难

度过高或无法实施的情况，提高规划道路建设实施的可行性；部分规

划道路根据重点项目进行优化，梳理片区整体道路架构，有利于保障

片区重点项目的实施，更有利于片区道路交通组织和居民实际出行需

求。

7.5.1 东海钢铁项目周边道路调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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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次规划修改，将《思劳腰古南片控规》中的路网与《广东金属

智造科技产业园市政专项规划》路网进行衔接，主要调整部分均为东

海钢铁项目周边道路，《思劳腰古南片控规》中道路对东海钢铁项目

存在分割，根据东海钢铁项目的用地需求与片区整体道路交通组织来

考虑，与《广东金属智造科技产业园市政专项规划》路网衔接，有利

于东海钢铁项目的实施与发展，同时完善片区道路交通组织，提升居

民出行效率。

图 7-5 道路调整前（左）后（右）对比图

7.5.2 安塘石材基地道路调整

本次规划将安塘石材基地内《思劳腰古南片控规》路网结合现状

路网进行衔接与优化。根据安塘石材基地项目用地需求，结合现状地

形地势条件，取消《思劳腰古南片控规》中安塘石材基地西侧部分道

路。结合项目用地需求，增加部分支路，提高土地利用效率，可进一

步加速中心城区石材产业的集聚发展。

7.6 对公共服务设施调整的可行性分析

本次规划修改后居住用地减少 0.77 公顷，商住用地增加 2.73 公

规划新增道路

图例

规划范围

规划新增道路

图例

规划范围

调整前 调整后

东海钢铁项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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顷，按商住用地兼容 40%商业计算，调整后居住用地增加 1.64 公顷，

合计居住用地增加 0.87 公顷。本次调整人口估算方法与《思劳腰古

南片控规》保持一致，按人均居住用地 30m²计算，调整后增加人口规

模约 0.03 万人。按照《云浮市城市规划技术管理规定》，增加的人

口规模约为一个居住组团的规模，《思劳腰古南片控规》中公共服务

设施规模是以片区规划人口在3.2万人，腰古板块1.3万人进行配建，

本次规划调整增加后新增人口仅约 0.03 万人，对片区内公共服务设

施的需求影响较小，原规划中的公共服务设施仍可满足本次规划调整

后的服务需求，区域公共服务设施的服务能力不变。

7.7 市政基础设施调整可满足片区需求

7.7.1 承载人口分析

本次规划修改后居住用地与商住用地共计增加 1.96 公顷，人口

增加约 0.03 万人。本次市政各项指标以人口规模 3.2 万人为基础，

涉及与规划人口相关的指标预测时，均以此进行技术分析。

7.7.2 给水工程分析

1、调整前用水量预测

《思劳腰古南片控规》给水工程用水量预测采用单位人口综合用

水量指标法和不同性质用地用水量指标法对用水量进行综合预测并

取高值确定，规划期末最高日总用水量为 6.10 万 m
3
/d。

2、调整后用水量预测

根据原控规计算标准，取单位人口综合用水量指标 0.5 万 m³/(万

人·d))，则调整后，按单位人口综合用水法预测增加 0.02 万 m
3
/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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即规划期末最高日用水量 6.12 万 m
3
/d；

按不同性质用地用水量指标法预测最高日用水量增加约 4.25万

m
3
/d（详见表 7-4），调整后预测期末最高日总用水量为 10.35 万 m

3
/d。

表 7-3 涉及调整地块调整前后用水量变化情况预测表（用地指标法）

序

号

地类

类别
类别名称

调整前面积

(单位：hm2)

调整后面积

(单位 hm2)

增减情况

(单位：hm2)

不同用地性

质用水指标

（m³/hm2.d）

用水量变

化情况

（m³/d）

1 R2 二类居住用地 0.77 0.00 -0.77 100 -77.00

2 M2 二类工业用地 126.59 120.73 -5.86 120 -703.20

3 M3 三类工业用地 0.00 304.94 304.94 140 42691.60

4 RB 商住用地 0.00 2.76 2.76 100 276.00

5 G2 防护绿地 7.52 37.47 29.95 10 299.50

6 U1 供应设施用地 0.77 0.77 0.00 20 0.00

7 U12 供电用地 0.00 0.46 0.46 20 9.20

8 U2 环境设施用地 0.00 0.49 0.49 20 9.80

用水变化总量（m3/d） 42505.90

比较上述两种预测方法的用水量预测值，二者计算出来的给水量

相差较大，考虑本次规划调整主要以工业用地为主，因此采用不同性

质用地用水量指标法预测值作为规划期末的用水量更符合片区实际

情况，其中东海钢铁作为片区用水大户，其用水单独计算。

根据《广东金属智造科技产业园市政专项规划》中预测东海钢铁

最高日工业原水量为 8.5 万 m3/d，将在新兴江取水口设置泵房，沿

园区南大道规划两根 DN1000 的原水管，供给金晟兰后管径变为两根

DN700 管沿东部快线、金属园横七路、云石大道通至东海钢铁，解决

东海钢铁的原水需求。

根据表 7-3 计算调整后片区除东海钢铁外的最高日总用水量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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增约 0.49 万 m
3
/d,即调整后片区除东海钢铁厂外的最高日总用水量

为 6.59 万 m
3
/d。经复核，预测的用水量仍在规划给水管网的供给能

力范围内，规划给水管布局按《广东金属智造科技产业园市政专项规

划》中给水工程进行布置。

7.7.3 污水工程分析

1、调整前污水量预测

《思劳腰古南片控规》污水工程污水量预测按照用水量预测进行

计算，推算得出调整后最高日污水量为 4.1 万 m³/d。

2、调整后污水量预测

根据《城市排水工程规划规范》及《思劳腰古南片控规》采用的

技术指标计算方法，污水日变化系数取 1.3，污水渗透率取 1.1，污

水的排放系数为 80%，根据片区除东海钢铁厂外最高日给水量为 6.59

万 m³/d，推算得出除东海钢铁厂外最高日污水量为 4.46 万 m³/d。

本次规划在安塘石材基地内新增一处污水处理厂用于处理园区

内的工业污水，同时东海钢铁厂内部设有独立的废水处理站，用来处

理全厂生活污水和生产污水，生活污水处理后作为生产污水处理站的

水源，生产污水处理后的回用用水一部分作为预热锅炉、加热炉汽化

冷却补充水，一部分用作脱盐水站的水源，大量污水被回收利用。

因此片区最高日污水量约为 4.46 万 m³/d，调整后片区最高日污

水量仍在污水干管及污水处理设施的容纳能力范围内，因此本次调整

污水工程规划具备可行性。

7.7.4 雨水工程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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采用《思劳腰古南片控规》的暴雨强度公式的推算，雨水管道管

径为 600mm-2000mm。

为推进海绵城市建设的落实，积极推行低影响开发（LID），提

高雨水综合利用率，采取多项措施控制综合径流系数，使其尽量降低。

按照上述参数对规划区范围内雨水分区、管径进行复核，规划雨水管

布局按调整后道路走向同步进行布置，规划区调整后无改变雨水排水

分区，原规划雨水管径仍可满足调整后雨水流量。

7.7.5 电力工程分析

1、调整前用电量预测

《思劳腰古南片控规》以单位建设用地负荷指标法预测规划区用

电负荷约为 128MW，片区供电容量为 300MVA。

2、调整后用电量预测

调整后，对涉及调整的地块使用单位建设用地负荷指标法预测

（详见表7-4），最大增加约109MW用电负荷，调整后用电负荷为237MW，

因此调整后对片区供电容量需求为 474MVA。

本次规划调整新增一处 110KV 变电站及 500 千伏变电站，新增变

电站终期规划容量为 3×40MVA，因此片区调整后供电容量为 420MVA，

可承担最大用电负荷为 210MW。同时东海钢铁项目用电负荷由金晟兰

变电站承担，东海钢铁项目新增用电负荷为 83MW，因此调整后片区

用电负荷为 154W。经核算，调整后片区用电负荷在 210MW 范围内，

片区调整后供电容量可以满足片区用电需求，因此本次调整电力工程

具备可行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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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7-4 涉及调整地块调整前后用电负荷变化情况预测表

序

号

地类

类别
类别名称

调整前面积

(单位：hm2)

调整后面积

(单位 hm2)

增减情况

(单位：hm2)

负荷指标

（KW/ha）

用电负荷

变化情况

（KW）

1 R2 二类居住用地 0.77 0.00 -0.77 350 -161.7

2 M2 二类工业用地 126.59 120.73 -5.86 400 -1406.4

3 M3 三类工业用地 0.00 304.94 304.94 600 109778.4

4 RB 商住用地 0.00 2.76 2.76 600 993.6

5 G2 防护绿地 7.52 37.47 29.95 0 0

6 U1 供应设施用地 0.77 0.77 0.00 250 0

7 U12 供电用地 0.00 0.46 0.46 250 69.00

8 U2 环境设施用地 0.00 0.49 0.49 150 44.1

用电负荷变化总量（KW） 109317.00

7.7.6 通信工程分析

1、调整前通信负荷用量预测

《思劳腰古南片控规》通信负荷用量预测值具体如下：

（1）规划区市话主线容量为 4.4 万门；

（2）移动通信用户预测值为 2.9 万部；

（3）有线电视用户预测值为 0.34 万户；

2、调整后通信负荷用量预测

本次调整后通信负荷用量预测与《思劳腰古南片控规》的技术分

析保持一致，因此通信各业务容量预测具体如下：

（1）规划区固定电话容量预测值为 4.6 万门；

（2）移动通信用户预测值为 2.9 万部；

（3）有线电视用户预测值为 0.34 万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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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于本次调整分析使用的规划人口与《思劳腰古南片控规》相比，

增加 0.03 万人，而《思劳腰古南片控规》在通信负荷预测的过程中

也适当预留一定的发展空间，本次规划调整后区域通信设施负荷仍能

满足新增人口的通信需求。因此，本次规划调整无需新增通信负荷或

扩容需求，保持原规划通信负荷容量可满足调整后规划需求，仅按照

调整后道路走向同步布置通信管网，基本能保持规划拓扑结构不变，

具备可实施性。

7.7.7 燃气工程分析

燃气用气量预测基于规划人口，本次分析规划人口与《思劳腰古

南片控规》 相比，增加 0.03 万人，而《思劳腰古南片控规》在供气

需求量预测过程中进行适当预留一定发展空间的需求，本次调整在保

持《思劳腰古南片控规》确定的用气量不变的情况下也满足所增加的

人口的用气需求。

本次调整对用气量没有扩容需求，保持原规划供气量可满足调整

后规划需求，仅按照调整后道路走向同步布置燃气管网，基本能保持

规划拓扑结构不变，具备可实施性。

7.8 可行性小结

综上所述：

（1）拟调整的用地符合土地利用总体规划，未占用基本农田，

未占用城市总体规划确定的禁止建设区，同时不涉及生态保护红线；

（2）本次规划修改增加了公用设施用地，符合“四线”管制要

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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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本次规划修改新增人口、用地后，公共服务设施与市政设

施依然可以满足片区的服务需求；

因此，本次控制性详细规划规划修改具备可行性、合理性。

7.9 修改建议

建议下一步按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城乡规划法》《广东省城乡规

划条例》《土地管理法》等相关法律法规要求，对新增的建设用地部

分，必须完善《土规》相关程序，在明确规划设计条件后，应申请及

取得建设工程规划许可证、建设用地规划许可证等相关流程后方可进

行建设。

特殊工业项目在出具用地规划条件时可按照《工业项目建设用地

控制指标》中具体门类确定最低容积率；此外建议工业用地建筑密度

（系数）方面可结合实际用地使用情况按建筑系数不低于 30%出具用

地规划条件。

腰古镇已收储用地（调整后地块编号：SLYGN-08-59）在用地出

让时建议明确用地北侧与芙蓉河支流的安全防护要求及退建要求。

为提高 500 千伏云城站供电能力，规划预留部分高压线路出线路

线，其东侧已收储用地（地块编号：SLYGN-05-33）在用地出让时需

按照《城市电力规划规范》（GBT 50293-2014）明确用地周边高压走

廊宽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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八、总结

本次调整的内容符合相关法律法规的规定及相关规范要求，用地

布局合理，各项规划控制指标符合相关规定，规划调整后对整个片区

内的公共服务设施、道路交通等及周边建设的影响较小，更好地促进

片区产业发展，提升片区经济，完善城市功能，提升中心城区首位度，

打造符合城市发展需求的重点产业发展区，且经济技术指标设置科学

合理，具有较强的可操作性。



《云浮市中心城区思劳-腰古组团南片区控制性详细规划（修改）》

48

九、附图及附表

附图一：修改前土地利用规划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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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图二：修改后土地利用规划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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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表一：调整前后用地对比表

序

号

管理

单元

调整前 调整后 调整前

后面积

差值

（㎡）

地块

编号

用地性

质

地块面积

（㎡）

容积

率

建筑

密度

（%）

绿地

率

（%）

建筑

限高

（m）

地块

编号

用地性

质

地块面积

（㎡）

容积

率

建筑

密度

（%）

绿地

率（%）

建筑

限高

（m）

1

SLYG

N-01

SLYGN

-01-0

1

农林用

地
21719.00 —— —— —— ——

SLYGN-

01-01

二类工业

用地
72191.91 ≥1.0 30-60 ≤20 ——

29895.3

9

2

SLYGN

-01-0

2

发展备

用地
20577.52 —— —— —— ——

3

SLYGN

-01-4

0

农林用

地
1183.87 —— —— —— ——

SLYGN-

01-40
防护绿地 53194.04 —— —— —— ——

28049.2

4

4

SLYGN

-01-4

3

发展备

用地
23960.93 —— —— —— ——

5

SLYGN

-01-5

3

农林用

地
3640.07 —— —— —— ——

SLYGN-

01-53
农林用地 3640.07 —— —— —— —— 0.00

6 SLYGN

-01-3

9

发展备

用地
56242.11 —— —— —— ——

SLYGN-

01-39

二类工业

用地
43838.69 ≥1.0 30-60 ≤20 ——

14018.2

3
7

SLYGN-

01-39

二类工业

用地
23116.67 ≥1.0 30-60 ≤20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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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8

SLYGN-

01-39

（2）

防护绿地 3304.98 —— —— —— ——

9

SLYGN

-01-4

1

发展备

用地
41687.58 —— —— —— ——

SLYGN-

01-41

二类工业

用地
23180.48 ≥1.0 30-60 ≤20 ——

-52435.

79

10

SLYGN

-01-4

2

发展备

用地
33928.69 —— —— —— ——

11
SLYGN

-01-0

5

二类工

业用地
21119.54 ≥1.0 30-60 ≤20 ——

SLYGN-

01-05

二类工业

用地
21132.80 ≥1.0 30-60 ≤20 ——

19726.9

5
12

SLYGN-

01-05

（1）

二类工业

用地
19713.69 ≥1.0 30-60 ≤20 ——

13

SLYGN

-01-0

4

农林用

地
35719.24 —— —— —— ——

SLYGN-

01-04
防护绿地 29761.14 —— —— —— —— -5958.1

14

SLYGN

-01-0

6

二类工

业用地
19315.07 ≥1.0 30-60 ≤20 ——

SLYGN-

01-06
防护绿地 99876.60 —— —— —— ——

71509.6

4

15

SLYGN

-01-0

7

发展备

用地
9051.89 —— —— —— ——



《云浮市中心城区思劳-腰古组团南片区控制性详细规划（修改）》

52

16
SLYGN

-01-0

8

农林用

地
92619.11 —— —— —— ——

SLYGN-

01-08

二类工业

用地
53308.94 ≥1.0 30-60 ≤20 ——

848.47

17

SLYGN-

01-08

（1）

二类工业

用地
38461.70 ≥1.0 30-60 ≤20 ——

18

SLYGN

-01-2

6

发展备

用地
1295.41 —— —— —— ——

SLYGN-

01-27

二类工业

用地
31740.29 ≥1.0 30-60 ≤20 ——

-23846.

32

19

SLYGN

-01-2

7

二类工

业用地
54291.20 ≥1.0 30-60 ≤20 ——

20

SLYGN

-01-4

5

二类工

业用地
32014.18 ≥1.0 30-60 ≤20 ——

SLYGN-

01-49

二类工业

用地
74675.36 ≥1.0 30-60 ≤20 ——

-4796.7

0
21

SLYGN

-01-4

7

发展备

用地
1753.93 —— —— —— ——

22

SLYGN

-01-4

9

二类工

业用地
45703.95 ≥1.0 30-60 ≤20 ——

23

SLYGN

-01-5

0

防护绿

地
2640.42 —— —— —— ——

SLYGN-

01-50
防护绿地 2289.70 —— —— —— —— -350.7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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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4

SLYGN

-01-2

8

二类工

业用地
48980.69 ≥1.0 30-60 ≤20 ——

SLYGN-

01-28

二类工业

用地
87667.27 ≥1.0 30-60 ≤20 —— 3827.4225

SLYGN

-01-2

9

发展备

用地
42514.00 —— —— —— ——

26

27

SLYGN

-01-4

8

二类工

业用地
55764.48 ≥1.0 30-60 ≤20 ——

SLYGN-

01-48

二类工业

用地
54785.23 ≥1.0 30-60 ≤20 —— -979.25

28

SLYGN

-01-3

0

发展备

用地
25350.49 —— —— —— ——

SLYGN-

01-31

二类工业

用地
88337.11 ≥1.0 30-60 ≤20 —— 269.54

29

SLYGN

-01-3

1

二类工

业用地
62717.08 ≥1.0 30-60 ≤20 ——

30

SLYGN

-01-5

1

二类工

业用地
40186.97 ≥1.0 30-60 ≤20 ——

SLYGN-

01-51

二类工业

用地
40428.86 ≥1.0 30-60 ≤20 —— 241.89

31

SLYGN

-01-5

2

防护绿

地
3709.72 —— —— —— ——

SLYGN-

01-52
防护绿地 3748.02 —— —— —— —— 38.30

32
SLYGN

-01-1

发展备

用地
1604.07 —— —— —— ——

SLYGN-

01-17

二类工业

用地
77186.15 ≥1.0 30-60 ≤20 —— -3145.1



《云浮市中心城区思劳-腰古组团南片区控制性详细规划（修改）》

54

0

33

SLYGN

-01-1

1

二类工

业用地
9336.23 ≥1.0 30-60 ≤20 ——

34

SLYGN

-01-1

6

发展备

用地
34130.61 —— —— —— ——

35

SLYGN

-01-1

7

二类工

业用地
35260.34 ≥1.0 30-60 ≤20 ——

36

SLYGN

-01-5

5

防护绿

地
4570.24 —— —— —— ——

SLYGN-

01-57
防护绿地 11031.14 —— —— —— —— -803.75

37

SLYGN

-01-5

7

防护绿

地
7264.65 —— —— —— ——

38

SLYGN

-01-5

6

二类工

业用地
27474.83 ≥1.0 30-60 ≤20 ——

SLYGN-

01-56

环境设施

用地
5203.35 —— —— —— ——

-22271.

48

39

SLYGN

-01-5

8

二类工

业用地
93627.98 ≥1.0 30-60 ≤20 ——

SLYGN-

01-58

二类工业

用地
107688.30 ≥1.0 30-60 ≤20 ——

12893.8

6

40

SLYGN

-01-6

1

农林用

地
1166.46 ——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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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1

SLYGN

-01-3

2

二类工

业用地
9395.47 ≥1.0 30-60 ≤20 ——

SLYGN-

01-32

二类工业

用地
9077.06 ≥1.0 30-60 ≤20 —— -318.41

42

SLYGN

-01-3

3

二类工

业用地
25907.22 ≥1.0 30-60 ≤20 ——

SLYGN-

01-33

二类工业

用地
37881.18 ≥1.0 30-60 ≤20 ——

-1293.2

9

43

SLYGN

-01-3

5

发展备

用地
13267.25 —— —— —— ——

44

SLYGN

-01-3

4

防护绿

地
1363.16 —— —— —— ——

SLYGN-

01-34
防护绿地 2293.09 —— —— —— —— 929.93

45

SLYGN

-01-1

8

二类工

业用地
38367.79 ≥1.0 30-60 ≤20 ——

SLYGN-

01-18

二类工业

用地
49899.52 ≥1.0 30-60 ≤20 —— 1692.22

46

SLYGN

-01-1

9

发展备

用地
9839.51 —— —— —— ——

47

SLYGN

-01-2

0

二类工

业用地
19914.98 ≥1.0 30-60 ≤20 ——

SLYGN-

01-20

二类工业

用地
19500.59 ≥1.0 30-60 ≤20 —— -414.39

48

SLYGN

-01-1

4

防护绿

地
760.95 —— —— —— ——

SLYGN-

01-14
防护绿地 760.95 —— —— —— —— 0

49
SLYGN

-01-0

二类工

业用地
4675.06 ≥1.0 30-60 ≤20 ——

SLYGN-

01-09

二类工业

用地
54026.44 ≥1.0 30-60 ≤20 ——

-5502.0

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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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

50

SLYGN

-01-1

2

发展备

用地
5945.25 —— —— —— ——

51

SLYGN

-01-1

3

二类工

业用地
48908.22 ≥1.0 30-60 ≤20 ——

52

SLYGN

-01-1

5

二类工

业用地
24445.97 ≥1.0 30-60 ≤20 ——

SLYGN-

01-15

二类工业

用地
24230.11 ≥1.0 30-60 ≤20 —— -215.86

53

SLYGN

-01-2

2

防护绿

地
2514.85 —— —— —— ——

SLYGN-

01-22
防护绿地 4458.00 —— —— —— —— 1943.15

54

SLYGN

-01-2

3

二类工

业用地
27437.19 ≥1.0 30-60 ≤20 ——

SLYGN-

01-23

二类工业

用地
29309.43 ≥1.0 30-60 ≤20 ——

-1828.6

5

55

SLYGN

-01-2

5

发展备

用地
3700.89 —— —— —— ——

56

SLYGN

-01-2

4

供应设

施用地
7675.07 —— —— —— ——

SLYGN-

01-24

供应设施

用地
7675.07 —— —— —— —— 0

57
SLYG

N-02

SLYGN

-02-0

1

二类工

业用地
7920.61 ≥1.0 30-60 ≤20 ——

SLYGN-

02-01

二类工业

用地
7872.88 ≥1.0 30-60 ≤20 —— -47.7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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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8

SLYGN

-02-0

2

防护绿

地
3765.98 —— —— —— ——

SLYGN-

02-02
防护绿地 3765.98 —— —— —— —— 0

59

SLYGN

-02-0

3

二类工

业用地
15087.97 ≥1.0 30-60 ≤20 ——

SLYGN-

02-03

二类工业

用地
16200.07 ≥1.0 30-60 ≤20 —— 1112.1

60

SLYGN

-02-0

5

防护绿

地
545.15 —— —— —— ——

SLYGN-

02-05
防护绿地 542.26 —— —— —— —— -2.89

61

SLYGN

-02-0

6

二类工

业用地
8318.40 ≥1.0 30-60 ≤20 ——

SLYGN-

02-06

二类工业

用地
8328.14 ≥1.0 30-60 ≤20 —— 9.74

62

SLYGN

-02-0

7

防护绿

地
3442.98 —— —— —— ——

SLYGN-

02-07
防护绿地 3453.30 —— —— —— —— 10.32

63

SLYGN

-02-0

8

二类工

业用地
20821.05 ≥1.0 30-60 ≤20 ——

SLYGN-

02-08

二类工业

用地
20883.54 ≥1.0 30-60 ≤20 —— 62.49

64

SLYGN

-02-0

9

防护绿

地
1109.45 —— —— —— ——

SLYGN-

02-09
防护绿地 1112.29 —— —— —— —— 2.84

65
SLYG

N-03

SLYGN

-03-4

9

防护绿

地
4424.13 —— —— —— ——

SLYGN-

03-50

二类工业

用地
24195.81 ≥1.0 30-60 ≤20 ——

-8231.8

7

66
SLYGN

-03-5

二类工

业用地
29737.31 ≥1.0 30-60 ≤20 ——

SLYGN-

03-50(

二类工业

用地
1733.76 ≥1.0 30-60 ≤20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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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 1)

67

SLYG

N-04

SLYGN

-04-4

7

发展备

用地
93934.03 —— —— —— ——

SLYGN-

04-47

发展备用

地
89319.69 —— —— —— ——

0.00

68

SLYGN-

04-47(

1)

供电用地 4614.34 —— —— —— ——

69

SLYGN

-04-5

8

农林用

地
609562.12 —— —— —— ——

SLYGN-

04-58
农林用地

1043799.1

2
—— —— —— ——

49682.8

0

70

SLYGN

-04-6

6

农林用

地
384554.20 —— —— —— ——

71

SLYG

N-05

SLYGN

-05-2

1

农林用

地
503890.77 —— —— —— ——

SLYGN-

05-21
农林用地

1093904.9

1
—— —— —— ——

590014.

14

72 —— —— —— —— —— —— ——
SLYGN-

05-31
防护绿地 139763.97 —— —— —— ——

139763.

97

73 —— —— —— —— —— —— ——
SLYGN-

05-32
供电用地 72628.25 —— —— —— ——

72628.2

5

74 —— —— —— —— —— —— ——
SLYGN-

05-33
留白用地 597143.78 —— —— —— ——

597143.

78

75

SLYGN

-05-2

7

农林用

地
114694.64 —— —— —— ——

SLYGN-

06-04

三类工业

用地

2487634.5

2
≥0.8 30-60 ≤20 ——

1845917

.00

76
SLYGN

-05-2

发展备

用地
53512.88 —— —— —— ——



《云浮市中心城区思劳-腰古组团南片区控制性详细规划（修改）》

59

8

77

SLYGN

-05-2

9

二类工

业用地
9880.67 ≥1.0 30-60 ≤20 ——

78

SLYGN

-05-3

0

防护绿

地
578.01 —— —— —— ——

79

SLYG

N-06

SLYGN

-06-0

4

二类工

业用地
139705.04 ≥1.0 30-60 ≤20 ——

80

SLYGN

-06-0

5

二类工

业用地
44500.43 ≥1.0 30-60 ≤20 ——

81

SLYGN

-06-0

6

防护绿

地
2975.44 —— —— —— ——

82

SLYGN

-06-0

7

二类工

业用地
47451.73 ≥1.0 30-60 ≤20 ——

83

SLYGN

-06-0

8

二类工

业用地
2125.15 ≥1.0 30-60 ≤20 ——

84

SLYGN

-06-0

9

防护绿

地
10793.14 ——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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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5

SLYGN

-06-1

0

二类工

业用地
56908.84 ≥1.0 30-60 ≤20 ——

86

SLYGN

-06-1

1

防护绿

地
8299.49 —— —— —— ——

87

SLYGN

-06-1

2

二类工

业用地
11956.54 ≥1.0 30-60 ≤20 ——

88

SLYGN

-06-1

3

二类工

业用地
61199.68 ≥1.0 30-60 ≤20 ——

89

SLYGN

-06-1

4

农林用

地
8514.76 —— —— —— ——

90

SLYGN

-06-1

5

二类工

业用地
3213.17 ≥1.0 30-60 ≤20 ——

91

SLYGN

-06-1

6

农林用

地
8819.98 —— —— —— ——

92

SLYGN

-06-1

7

二类工

业用地
31998.49 ≥1.0 30-60 ≤20 ——

93
SLYGN

-06-1

农林用

地
1977.77 ——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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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

94

SLYGN

-06-1

9

农林用

地
11956.54 —— —— —— ——

95

SLYGN

-06-2

2

农林用

地
10655.13 —— —— —— ——

96 —— —— —— —— —— —— ——
SLYGN-

06-28

三类工业

用地
154270.28 ≥1.0 30-60 ≤20 ——

1052421

.19

97 —— —— —— —— —— —— ——
SLYGN-

06-29

三类工业

用地
472487.66 ≥1.0 30-60 ≤20 ——

98 —— —— —— —— —— —— ——
SLYGN-

06-30

三类工业

用地
332044.26 ≥1.0 30-60 ≤20 ——

99 —— —— —— —— —— —— ——
SLYGN-

06-31

三类工业

用地
93618.99 ≥1.0 30-60 ≤20 ——

10

0

SLYG

N-08

SLYGN

-08-3

7

发展备

用地
19125.94 —— —— —— ——

SLYGN-

08-37
商住用地 19125.94 3.0 40 25 45 0.00

10

1

SLYGN

-08-6

1

防护绿

地
516.66 —— —— —— ——

SLYGN-

08-59
商住用地 8154.82 3.0 50 25 45 -137.52

10

2

SLYGN

-08-5

9

二类居

住用地
7775.68 2.0 35 25 4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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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

3

SLYGN

-08-6

0

二类居

住用地
7728.60 2.0 35 25 40

SLYGN-

08-60

二类居住

用地
7866.12 2.0 35 25 40 137.5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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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表二：调整前后用地汇总表

用地性质
调整前面积

（公顷）

调整后面积

（公顷）
面积差值（公顷）

建设用地

二类工业用地(M2) 126.59 110.58 -16.01

三类工业用地(M3) 0.00 354.01 354.01

二类居住用地(R2) 1.55 0.79 -0.76

商住用地(RB) 0.00 2.73 2.73

防护绿地(G2) 7.48 35.94 28.46

城市道路用地 30.09 31.84 1.75

供应设施用地(U1) 0.77 0.77 0.00

环境设施用地(U2) 0.00 0.52 0.52

供电用地(U12) 0.00 7.72 7.72

留白用地 0.00 59.71 59.71

建设用地面积合计 166.48 604.61 438.13

非建设用

地

农林用地(E2) 183.36 214.13 30.77

发展备用地 36.74 0.00 -36.74

非建设用地面积合计 220.10 214.13 -5.97

合计 调整范围面积合计 386.58 818.74 432.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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