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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章 总则

第一条 规划目标

为加快推进构建既有别于普通学校教育又有别于司法监所的专门教育学校，

现对潮州市专门学校进行控制性详细规划编制工作，指导其科学合理开发建设。

第二条 规划依据

《中华人民共和国城乡规划法》（2019 年修正）；

《中华人民共和国土地管理法》（2019 年修正）；

《中华人民共和国环境保护法》（2015 年修订）；

《国土空间调查、规划、用途管制用地用海分类指南（试行）》（2020 年）；

《城市规划编制办法》（2006 年）；

《建设用地容积率管理办法》（2012 年）；

《城市公共设施规划规范》（GB50442-2008）；

《城市绿地规划标准》（GB/T51346-2019 年）；

《城市绿地分类标准（CJJ/T85—2017）》；

《城市综合交通体系规划标准》（GB/T51328-2018）；

《城市停车规划规范》（GB/T51149-2016 年）；

《广东省城乡规划条例》（2012 年）；

《广东省城市控制性详细规划管理条例》（2014 年修正）；

《广东省城镇开发边界内详细规划编制指南（试行）》（2020 年）；

《潮州市城乡规划管理技术规定（试行）》（2017 年）

国家、省、市其他有关的法律、法规、规划及规范性文件。

别让路空了
找国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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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上层次及相关规划

《潮州市国土空间总体规划（2021-2035 年）》（在编）；

《潮州市“三线一单”生态环境分区管控方案（2021-2025）》；

《潮安县凤凰镇总体规划（2010-2020）》；

其他相关专项规划及政策文件。

第三条 规划原则

（一）落实上层次及相关规划要求；

（二）与区域发展相协调；

（三）因地制宜，集约高效。

第四条 规划范围

本次规划范围位于潮安区凤凰镇凤新村，东侧为省道 231，规划面积约为

1.51 公顷。

第五条 规划生效日期

本规划经潮安区人民政府批准后，具有法律效力，在规划区内进行建设的任

何单位及个人都有遵守本规划的义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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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章 用地规模与布局

第六条 发展规模

规划区总用地面积 15173.48 平方米，其中规划建设用地规模 1.51 公顷，城

镇开发边界内建设用地规模 14536.64 平方米。

第七条 用地布局

规划区总建设用地面积 15173.48 平方米，其中建设用地面积为 15173.48 平

方米，占总用地的 100%，为其他教育用地。

表 2-1 规划建设用地统计表

用地代码 用地名称 用地面积（平方米） 占建设用地比例（%）

080405 其他教育用地 15173.48 1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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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章 地块划分与控制

第八条 地块划分

本次规划范围内包括 1个规划管理单元，管理单元编码为 FX。

地块编码采用二级编码方法，由“规划管理单元代码-地块代码”组成。地

块代码采用二位数的阿拉伯数字 01 表示.FX-01,表示 FX 管理单元 01 地块。本次

规划范围内共 1个地块。

第九条 地块界线管制

本规划所确定的地块界线，并不一定代表实际开发的用地红线范围，在获得

规划行政主管部门批准后，具体开发建设可根据实际情况对细分地块进行合并或

对地块进行细分，但应保持开发建设总量不变。对须预留公共开放空间、公共走

廊和景观视廊的地块，政府应保留细分的优先权。

第十条 用地性质管制

在规划实施管理过程中，土地使用性质、用地界线及用地规模必须符合本规

划的文本规定。因建设发展需要，土地使用性质可有条件地进行调整，其中用地

性质调整应符合以下规定：

（一）调整不得改变规划结构、用地构成比例。

（二）调整宜为与原用地性质的兼容性质。

（三）调整解释文件应附在本文件内（包括审批文件、变更说明及相应图纸）。

第十一条 用地兼容性规定

为提高地块开发建设的适应性，规划用地兼容性分为三类，分别为兼容用地、

有条件兼容用地和不兼容用地，具体按下表规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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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3-1 规划用地兼容性控制表

用地类型可相

容用地类型

07

居住

用地

0801

机关

团体

用地

0802/

0804/

0805

科研

用地

/教育

用地/

体育

用地

09

商业

服务

业用

地

1202

公路

用地

1207

城镇

道路

用地

1208

交通

场站

用地

13

公用

设施

用地

14

公园

绿地

080405

其他教育用地
× × △ × △ △ × × ●

注：●为兼容用地；△有条件兼容用地，即为规划管理部门根据具体条件和规划要求确定允

许或不允许设置；×为不兼容用地。

第十二条 土地混合使用的管制

其他教育用地原则上不得进行成套住宅和宿舍的建设。

第十三条 土地使用强度控制指标体系

本规划采用容积率、建筑密度、绿地率作为土地使用强度控制指标。

（一）容积率：即规划地块内各类建筑总面积与地块面积之比，控制其上限

值，本规划确定的容积率为地块净容积率。

（二）建筑密度：即规划地块内各类建筑基底占地面积与地块面积之比，控

制其上限值，本规划确定的建筑密度为地块净建筑密度 。

（三）绿地率：指地块内绿地面积与地块面积之比，控制其下限值。

在地块控制管理单元中，用地性质、建筑密度、容积率、建筑面积、绿地率、

配套设施的数量属强制性指标内容，建筑限高、人口规模、配套设施位置属指导

性指标内容。

第十四条 开发强度控制

根据《潮州市城乡规划管理技术规定》（2017）确定各类用地控制指标，具

体如下表。

别让路空了
直接改为居住用地

别让路空了
直接商业服务业用地

别让路空了
这个是兼容的，再加个公路用地

别让路空了
这里直接14大类

别让路空了
看技术规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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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3-2 各类用地指标控制表

土地使用性质 容积率 建筑密度（%） 绿地率（%）

其他教育用地 4.0 —— ——

别让路空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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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章 道路系统规划

第十五条 道路布局

本次规划范围内无道路系统规划。规划范围以东为省道 S231，往北接入凤

凰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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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章 市政基础设施规划

第十六条 给水工程规划

规划区近期由凤新村水站供给,远期由潮安区市政供水管网供给。

第十七条 污水工程规划

规划区内生活污水排水系统采用粪便污水和生活废水合流排放系统。规划区

内设一体化生活污水处理设备，处理后的达标水排至污水蓄水池内，不外排。

第十八条 雨水工程规划

降雨量计算采用邻近城市汕头市的暴雨强度公示进行设计。

雨水排水通过引入规划管道排入附近坑塘。

规划区内雨水排水包括建筑屋面、站区场地、电缆沟及阀门井雨水排水等内

容。其中雨水采用地面自然散排与雨水暗沟相结合的方式排至校外，道路纵向坡

度为 0.8%；建筑屋面雨水通过雨水斗收集经雨水立管引至地面；电缆沟的雨水

通过重力流动排水暗管排至站区雨水检查井，定期使用移动排污泵将雨水排出。

第十九条 道路竖向规划

竖向设计以顺应地形并考虑到与周边地块衔接为原则，通过设置合理的纵

坡，减少土方量，并做到近期减少边坡防护工程量，远期能与地块开发竖向能较

好的顺接进行设计。

第二十条 电力工程规划

规划范围内没有变电站址，规划区电源来自凤新村变电站，配电房应作为市

政配套工程，与楼群建设同步进行。

规划区通过10kV电缆排管接入周边电力管网，电缆排管距地面不少于0.7m。

规划电力管孔数为 L4~L6，其中预留配电网光纤通信通道。

第二十一条通信工程规划

规划区通过通信线路接入周边通信管网。应减少重复建设，提高通信传输线

路利用率，推动规划区内通信传输线路共建共享工作。

第二十二条燃气工程规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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规划区内能源需求以电力为主，电源来自凤新村变电站，规划区内无燃气工

程规划。

第二十三条管线综合规划

市政管线建设应与道路施工同步实施。市政管线平面布置必须具备独立的空

间与必要的平行间距，避免重叠敷设，以保证管线施工时不影响其它管线及现状

管线的安全。各种管线之间要有足够的垂直距离，确保地下管线走向的通畅。

第二十四条环卫工程规划

规划区内应使用凤新村内的环卫公共服务设施，校内无环卫工程规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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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六章 综合防灾规划

第二十五条规划原则

按照“平战结合、平灾结合、预防为主、措施有效”的原则，既考虑工程性

措施、非工程性对策，又充分考虑灾前防灾、灾时与灾后减灾措施。

第二十六条防震减灾规划

（1）设防标准

《建筑抗震设计规范》（GB50011-2010）把潮安区划为地震基本烈度Ⅷ度区，

设计基本地震加速度值为 0.20g。规划期内，本规划区按抗震设防烈度Ⅷ度设防。

（2）防震抗震措施

根据建筑的具体防震抗震要求，公共建筑、楼房住宅、工业厂房要采取有效

措施，尽量采用桩基础框架结构，以提高抗震能力；重要的建设工程要做好地震

预防评价工作。结合新建或改建建筑留出空旷疏散用地。

第二十七条防洪、排涝规划

（1）防洪与排涝标准

规划要求防患于未然，做好各种防范措施，尽量把自然灾害造成的损失减少

到最低限度。规划片区建设按 30 年一遇洪水标准设防。

排涝工程建设是基础设施建设的重要组成部分，主要设施是排水管网，因此

排水管网必须完善。治涝标准按省定的涝区 10 年一遇 24 小时暴雨所产生的径流

量 1—3天排干至设计水位，。

（2）规划措施

1）工程措施

规划期提高防洪排涝能力的重点放在以下三个方面：

①加强水土保持工作，严格制止破坏水土的行为，杜绝乱挖乱开采；

②充实排涝设施，提高防洪抗险能力。

2）非工程措施

① 禁止侵占河道的行为，严禁往河道倾倒垃圾；

② 落实水利建设资金，重视水利建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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③ 加强宣传教育，提高全民防险意识。

第二十八条消防规划

规划区内严格执行“预防为主、防消结合”的消防工作方针和“以人为本、

科学实用、技术先进、经济合理”原则，应从火灾预防、灭火救援等方面满足建

设发展的安全需要。

（1）消防供水

在供水规划中，应保证总用水量的 5％为消防用水。室外消防用水采用低压

制消火栓形式，消防给水管径不小于 100 毫米，。

（2）消防通道

建筑物开设的消防车道、净高与净宽均应大于或等于 4米；消防道路宽度应

大于 4 米，净空高度不应小于 4 米；尽端式消防道的回车场尺度应大于等于 18

米×18 米。

（3）消防安全布局

建筑防火间距应严格按《建筑设计防火规范》（GB 50016-2014）中的具体

要求来执行；建筑物、建筑构筑物以一、二级耐火等级为主，控制三级建筑，禁

止四级建筑，不准易燃简易搭盖；消防设施配备应与具体建设行为相同步，并同

时验收；新建大楼必须按规定设置消防箱，完善室内场所、附属设施的自防、自

救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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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七章 环保环卫规划

第二十九条规划原则

坚持社会经济发展和生态环境保护并重原则，坚持生态系统整体优化原则，

坚持分区控制，分类指导原则，坚持统筹兼顾、实事求是、因地制宜原则，坚持

环境容量、生态承载力有限原则。

第三十条 大气保护规划

规划区范围内整体为环境空气功能区二类区，按照环境空气功能区二类区进

行管理。根据《潮州市“三线一单”生态环境分区管控方案》，规划区位于凤凰

镇大气环境受体敏感重点管控区，严格限制新建钢铁、燃煤燃油火电、石化、储

油库等污染项目。

第三十一条水体环境保护规划

规划区内无水体环境保护规划。

第三十二条声环境控制规划

根据《声环境质量标准》（GB3096-2008），结合土地利用规划，划分以下

声环境功能区域：

表 8-1 声环境功能区划

类别 适用区域 噪声标准值（dB）

1类声环境功

能区

指以居民住宅、医疗卫生、文化教育、科研设计、行政

办公为主要功能区，需要保持安静的区域。
55/4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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