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112 | 市政规划

Planning and Construction of Utility Tunnels in Areas with Intensive 
Underground Space Development: A Study on the Westbund Media Port Area in 
Shanghai Xuhui District

黄  健   HUANG Jian   

因地制宜地规划建设综合管廊不仅可以提升城市地下空间的利用率，也可以有效解决地下空间集中开发地区管线敷设空

间受限的问题，已成为城市转型发展、实现精细化管理的一项重要措施。上海市徐汇区西岸传媒港地区综合管廊规划以地

区发展目标和功能定位为导向，采用创新的结建式整体分舱布置型式，满足地下空间对商业、市政和交通等功能的集约需

求，达到在地下空间和设施利用方面的高度共享，促进地下空间集中开发地区的功能集聚、设施统筹和品质提升。

The planning and construction of utility tunnels according to local underground conditions will increase utilization of urban 

underground space, serve as an ideal solution for areas with limited underground pipeline installation space, and facilitate 

transformative and well-managed urban development. This study showcases the utility tunnel planning and construction at the 

Westbund Media Port area at Shanghai Xuhui District that has satisfied the development objectives and local functional requirements. 

Specifically, the planning and construction adopted an innovative integrated subdivision construction layout approach to meet the 

intensive underground functional requirements for commerce, municipal service, and transportation purposes, and has achieved 

highly efficient space utilization. Overall, this approach allows functionality agglomeration, underground project coordination, and 

equipment quality control, thus greatly benefits areas with intensive underground development.

0　引言

根据中央城市工作会议精神，城市工作需

要贯彻创新、协调、绿色、开放、共享的发展理

念，要求在统筹上下功夫，在重点上求突破，着

力提高城市发展的持续性和宜居性。根据上海

市城市总体规划（2017—2035年），在“追求

卓越的全球城市”目标愿景引领下，上海面对

资源环境的空间约束，需要坚持“底线约束、内

涵发展、弹性适应”的原则，探索高密度超大城

市可持续发展的新模式[1]。

近年来，随着城市化水平的不断提高，在有

限的城市空间所需承载的城市功能越来越繁

综合管廊在地下空间集中开发地区的规划建设研究
——以上海市徐汇区西岸传媒港地区为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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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2]。开发和利用城市地下空间资源，已经逐步

成为特大城市实现科学、有序和可持续发展的

一项重要战略选择[3]。诸如北京中关村西区，上

海世博A、B片区，杭州钱江新城核心区等地区

均有大体量的地下空间集中开发利用。地下空

间的开发利用已从大型建筑物向地下的自然

延伸发展到复杂的“地下街”（地下综合体）再

到“地下城”（与地下快速轨道交通系统相结合

的地下街系统）[4]。一体化整体开发将是地下空

间集中开发的重要类型和发展趋势。

因地制宜地规划建设综合管廊不仅可以提

升城市地下空间的利用率，也可以有效解决地下

文章编号 1673-8985（2018）03-0112-04  中图分类号 TU981  文献标志码 B



市政规划 | 113 

空间集中开发地区管线敷设空间受限的问题，已

成为城市转型发展、实现精细化管理的一项重要

措施。根据住房和城乡建设部印发的《城市地下

综合管廊工程规划编制指引》，编制管廊工程规

划应以统筹地下管线建设、提高工程建设效益、

节约利用地下空间、防止道路反复开挖、增强地

下管线防灾能力为目的，遵循政府组织、部门合

作、科学决策、因地制宜、适度超前的原则。

上海市徐汇区西岸传媒港地区综合管廊

规划适应徐汇滨江重点地区发展定位，借由综

合管廊推进地下空间资源的合理利用和有序开

发，统筹商业、市政和交通等功能需求，实现集

中开发地区地下空间的合理布局和集约利用，

对地区规划建设实践具有指导作用。

1　地区概况

上海中心城新一轮发展将聚焦中心城内中

央活动区（CAZ）。在黄浦江滨水空间优化、历

史风貌紧邻地区空间品质提升，以及城市功能

提升等多重压力叠加下，中央商务区由原有的

单一功能逐渐演化成中央活动区，体现出功能

高度融合和使用者多元复合的特点。

徐汇滨江正是上海未来中央活动区的重要

组成部分。西岸传媒港位于徐汇滨江重点地区

（图1），规划范围东至龙腾大道，南至黄石路，

西至云锦路，北至规划七路，规划用地面积约

19.88 hm²（图2）。

西岸传媒港地区规划定位为以文化传媒和

信息通信产业为核心，形成具有活力的文化传

媒产业集聚区；以多种功能类型满足不同商务

人群的需求，形成资源共享、富有社区氛围的综

合商务区；以多样完善的商业、文化配套设施，形

成富有特色的滨水公共活动区。整个徐汇滨江将

围绕“西岸传媒港”定位，建设世界级文化滨江

区，未来将成为集产业发展、文化集聚、城市生态

景观于一体的上海城市中心新地标之一。

2　地下空间

西岸传媒港地区在各个小地块出让、各地块

权属独立的条件下，采用统一规划、统一设计、统

一建设、统一运营的“四个统一”新模式，实现

整体开发、集约整合和高度共享。地区建筑开发

总量为99.9万m²，其中计容建筑面积53.4万m²。

2.1   地下空间规模与功能

西岸传媒港地下空间开发模式为街区

（“九宫格”）整体开发（图3-图4），地下开发层数

为3层，地下总建筑面积约46.5万m²（其中地下

商业建筑面积约6.0万m²），设计停车位5 200个。

西岸传媒港共享一个整体3层地下室：地下

3层为汽车场及设备用房，地下2层为汽车场、设

备用房及车行环道、地下1层为商业用房及设备

用房，另外地下空间内配套设置能源中心、雨水

收集站及消防控制中心。

   

2.2   地下空间总体布局

地下空间总体布局方案中，通过统筹商业

空间、人行空间、车行空间、停车空间和市政空

间，确定最优化的地下空间各层层高及顶板标

高，在整体与局部、地上与地下的有机衔接中实

现多方协调统一。

在与地区总体设计形成互动衔接的基础

上，以中部轴线为核心，同时在南北各设置一

条平行的地下空间轴线，与西侧云锦路地铁站

及东侧滨江一线形成立体串联。通过核心筒

（Urban core）实现竖向交通联系，及地上地下

一体化空间设计，形成完整的立体空间步行体

系。地下步行流线在延续地上“三轴”空间的

前提下，增设两条东西向地下空间次要商业通

廊。地下一层商业中轴线通过平接的方式与龙

腾大道以东滨江地块连通，北、中轴与地铁接

驳，形成区域性步行商业及文化活动体系。

地下商业空间与地下道路空间、停车空间

紧密布局（图5）。设置公共快速出入口匝道通

向地下快速环路，地块内车库出入口统筹布置，

减少路段开口对道路交通的干扰；基于整体开

发理念的地下停车，节约了地面出入口占用的

空间资源，利于车位管理与周转。

2.3   地下空间竖向布局

地下1层综合了商业、文娱、观演、非机动

图1　西岸传媒港区位示意图
资料来源：《上海市城市总体规划（2017—2035年）

图集》，笔者添加图中标注。

图3　西岸传媒港效果图
资料来源：《西岸传媒港地下空间（停车场及配套）

项目总体设计》。

图2　西岸传媒港规划范围
资料来源：《徐汇区黄浦江南延伸段WS5单元控制性

详细规划西岸传媒港实施深化》。

图4　西岸传媒港鸟瞰效果图
资料来源：《西岸传媒港地下空间（停车场及配套）

项目总体设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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车停车、物流装卸、主要设备机房等诸多建筑功

能，同时受到地面道路、绿化、市政条件影响，需

考虑足够的建筑高度，设定层高为7.00 m，绝对

标高-1.70 m；地下1层设置对外开放的地下商

业空间，使地下商业拥有地上空间的采光、通风

和良好的通达性。地下2层、3层作为机动车停

车库及设备机房，设计层高分别为4.20 m、3.80 

m，局部大型机房考虑两层通高设计（图6）。

为了实现空间与功能的高度共享，西岸传

媒港地区地下空间需要集约设置商业、市政和

交通等功能，造成预留给市政管线的敷设空间

相当局促复杂。地区东西向道路下方地下空间

覆土厚度3.5 m，交叉口处2.5 m，南北向道路下

方地下空间覆土1.35 m。地区市政管线敷设面

临覆土小、管线交叉矛盾等问题，需要进行地下

空间资源整合和市政配套整体优化。

3　综合管廊

西岸传媒港地区是典型的高强度成片集中

开发地区，交通流量大且地下管线密集，道路反复

开挖对地区景观形象的影响较大，同时该地区集

中了轨道交通站点、地下环通道路、地下商业综合

体等建设工程，特别适合建设地下综合管廊。

3.1   规划理念

以综合管廊为载体，充分利用规划范围内

的地下空间资源，综合规划市政管线及地下各

层空间，优化地下空间资源利用效能，优化竖向

控制和空间效果，形成多层化的城市空间，满足

功能集约需求。

3.2   路由布局

在保障城市运行安全的前提下，以增强市

政管线适应性和保障性为目标，从管线实际需

求出发，统筹平衡各类专业的系统规划，进行

综合管廊系统布局。根据城市功能分区、空间布

局、土地使用、开发建设等，结合道路布局，确定

管廊的系统布局和类型等。

在管线路由方面，针对内部4条道路规划

管线和地块接口进行系统梳理，将服务地块的

主要市政管线集中于东西向的龙文路和规划九

路，南北向道路仅保留雨水管和给水管，满足地

下1层商业通道层高要求。统筹考虑地下空间净

空与市政道路覆土要求，选择东西向规划龙文

路及规划九路作为综合管廊通道。

3.3   舱室布置

为提高地下空间利用效率，降低综合管廊

建设成本，龙文路和规划九路道路下方与3层地

下空间结合建设综合管廊，采用创新的结建式

整体分舱布置型式。

根据综合管廊建设区域内有关道路、给水、

排水、电力、通信、燃气等工程规划和新（改、扩）

建计划，以及轨道交通、人防建设规划等，确定

入廊管线，分析项目同步实施的可行性，确定管

线入廊的时序①。建设综合管廊的沿线各类管线

除管廊和外部用户配线连接支管以及经专家论

证的管线外均应入廊②。

结建式综合管廊位于西岸传媒港地下室顶

板上方，龙文路和规划九路道路覆土下方，管廊

结构与地下室顶板结建，共设6个独立舱室，市

政管线全部入廊。管廊两侧为排水舱、中间分为

给水舱、通信舱、电力舱和燃气舱，其中排水舱

包含雨水箱涵和污水管，污水管用混凝土包封

在雨水箱涵素砼找坡层内。

龙文路管廊长约460 m，宽约13 m，高度2.5 

m（局部2.05 m），规划九路管廊长约420 m，宽

约13 m，高度2.5 m（局部2.05 m）。管廊部分机

房、变配电室、监控室布置在地下空间B1层，管

廊进排风口及部分管道结合地下空间风口统筹

布置。管廊单项工程包括管廊土建主体及配套

的电气、监控、给排水、消防、通风、监控室工程、

电力和通信舱支架等。

3.4   管廊结构

地下室顶板结构为纵向主梁结合横向纵梁

体系，纵梁根据建筑净高要求采用上翻设计，管

廊平面按照地下室顶板纵梁走向进行布置，隔

墙以纵梁和横向次梁为支点，在满足结构受力

的同时，避免上翻梁斜穿管舱空间的情况。通过

与地下空间、地上主体的有机结合，避免了对各

地块红线内用地的占用，也避免了道路空间出

现风口、楼梯口等附属设施突出物，保证了地面

景观空间的品质（图7）。

3.5   实施概况

目前，西岸传媒港地区各地块结构陆续出

地面，部分地块结构已经封顶。地下空间（含

综合管廊）陆续完成结构施工，下阶段将实施

图5　西岸传媒港地下空间功能布局图
资料来源：《西岸传媒港地下空间（停车场及配套）

项目总体设计》，笔者添加图中标注。

图6　西岸传媒港地下空间竖向布局图
资料来源：《徐汇滨江地区龙文路、规划九路综合管

廊工程施工图——标准断面图》。

图7　西岸传媒港综合管廊方案
资料来源：《徐汇滨江地区西岸传媒港综合管廊专项规划》。

①  《城市地下综合管廊工程规划编制指引》，中华人民共和国住房和城乡建设部，2015。

②《关于本市地下管线纳入地下综合管廊的若干意见》，沪建设施联[2017]267号。

注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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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布局方案；根据市政系统专项规划，分析建设

需求，将主要市政管线集中于可布置管廊的东

西向道路下，实现综合管廊的综合集约功能，同

时合理确定入廊的管线种类、断面形式、竖向控

制等；依据地区整体开发设计导则，有机衔接市

政系统、道路交通和设施配套等，研究确定地下

空间整体布局方案、建设方式和实施时序，既充

分满足各地块的市政保障需求，又使地下空间

得以一体化整体开发利用。

4.3   工程实施

西岸传媒港项目为多主体组团式整体开

发项目，通过水平方向结合垂直方向划分界

面，实行统一规划、设计、施工建造，并对地下

空间部分进行统一运营管理的“四统一”开

发模式，以产权界面为基础，合理演化出设计、

施工、运营等不同阶段的界面划分。各界面做

到区域划分清晰，范围覆盖全面。各相关单位

在设计、施工及管理过程中充分考虑与相邻单

位的合理衔接。由总控执行单位牵头，各地块

土地受让人及设计单位间加强沟通，协作推进

项目进程。

因地下地上建设主体不一致，建设进度计

划易有脱节现象。地下空间、地上各地块及市政

工程之间的建设进度不一致，地下空间的进度

限制着地上主体和市政工程的进度。同样，地上

主体的进度（例如主体结构后浇带封闭）也影

响着地下空间和市政工程的进度，再加上现场

施工作业、堆放、交通场地紧张，地下空间、地上

地块、市政工程之间彼此牵制影响。建议统筹衔

接地上、地下总体建设进度，进一步完善总体施

工组织计划，提升效率。

市政管线入廊，计划于2018年陆续建成投运

（图8-图9）。

4　经验总结

西岸传媒港地区综合管廊规划方案采用创

新的结建式整体分舱布置型式，综合管廊与地

下空间结合建设，因地制宜灵活布置，既满足了

地下空间集中开发地区的总体布局和功能设置

要求，提高了地下空间利用效率，又降低了综合

管廊建设成本。

通过综合管廊与地下空间结建，实现空间

集约利用且高度共享，缓解埋地管线与地下空

间开发之间的矛盾，减小了地下1层的埋深；与

地下室梁、板结构合建，管廊附属系统和设备用

房结合地下空间协调布置，节约空间及建设投

资，景观效果好；管线分舱布置，分需求设置附

属系统，各管线单位产权与工作界面明晰，便于

运营管理。

4.1   规划思路

以《上海市地下综合管廊专项规划》为指

导，针对地下空间集中开发地区的特点，西岸传

媒港地区综合管廊规划在市政专业规划设计基

础上，满足地上地下整体开发的需求，避免了传

统做法中各自为政与衔接不利的问题，实现了

三维空间的统筹平衡、集约利用和共享协调，使

规划方案具有较强的可操作性。

4.2   规划方法

西岸传媒港地区综合管廊规划结合道路交

通和设施配套等建设需求，研究管廊建设的必

要性和可行性，明确管廊的功能定位、规划规模

图8　西岸传媒港综合管廊项目现场
资料来源：现场实拍。

图9　西岸传媒港项目基地实拍
资料来源：西岸传媒港公众号实景航拍。

4.4   运行管理

西岸传媒港项目采用组团式整体开发模

式，成功引入多家开发企业，形成产业集聚和功

能丰富的业态布局；充分体现了开放共享和集

约利用的设计理念，打造了全贯通的地下空间

以及共享互动的2层平台，但这也造成了传媒

港物业权属多样、管理界面搭接、机电系统复杂

的特性。因此，在传媒港项目的运营管理上，将

突破产权、系统等界面限制，以区域统筹管理为

核心，遵循“分合有度、标准统一、责权对等、高

效有序”4大原则，将关系区域整体形象、运营

安全等重要的管理内容，以及具有开放共享、联

合贯通特点的公共区域及物业设施进行严格的

“统一”管理，并对所有管理内容和区域设置

“统一”的运营管理标准，将业主运营管理要求

高、管理需求个性化的区域和内容分别由各业

主自行委托运营管理，从而最大限度地实现区

域整体管理运营的高效和高品质诉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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