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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oughts and Practice on Urban Planning Methods of Blue Line: A Case Study 
of Blue Line Planning of River in Shanghai Central City

陈烨暐 CHEN Yewei

随着城市化速度的加快，河流水系作为城市中稀缺性资源之一，其生态、环境问题严重，与城市规划矛盾凸显。随着水环境

日益得到重视，现行蓝线规划编制体系存在编制内容过于刚性、缺少系统性编制方法的问题，导致对河道的规划、设计和

管理存在一定的局限性，蓝线与各类控制要素的矛盾不断增多。以编制上海市中心城河道蓝线专项规划为契机，对蓝线规

划在编制理念、规划方法、规划内容和规划管理及实施上的创新进行一次较为系统的总结和梳理，以指导城市河道蓝线规

划的编制。

River system is one of the scarce resources in the city. With the accelerated pace of urbanization, ecological and environmental 

problems of river are becoming serious. Too rigid contents compiling of the current blue line planning system and lack of systematic 

compilation methods lead to the limitation in planning, designing and managing the river. This paper takes blue line planning of river 

in Shanghai central city as an example, systematically reviews the innovation of the compiling idea, planning methods, planning 

contents, planning management & implementation, which provids guidance for the compiling of urban blue line planning.

0　引言

城市河流是城市生态平衡的重要因素，是

城市的绿色生命线，具有水资源调度、防洪排

涝、运输、旅游娱乐、美化环境、保持自然生态等

多项功能，对城市生态建设有重要意义。城市化

步伐的加快导致河流水面被人为侵占或缩窄，

尤其在城市建设中，许多城市盲目填河，将河道

排水改为管道排水，将软排水改为硬排水。排水

系统不协调，致使城市排水的矛盾十分突出[1]。

河道管理涉及规划、水务、航运（交通）等

多个部门。多家管理的模式导致条块分割的现

象，不同行业部门往往从各自利益诉求出发制

关于城市蓝线规划方法的思考与实践——以上海市中

心城河道蓝线专项规划为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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定蓝线方案，同时河道蓝线规划也缺乏统一技

术标准[2]。

目前河道水系的控制要素在控规编制范围

内以规划控制线的形式确定，而控规范围以外

区域的河道蓝线至今仍未形成法定成果，河道

蓝线管理缺乏区域统筹和系统性。

在具体项目管理中，由于缺乏理顺蓝线与

绿线、红线、黄线等其他控制线相互关系的技术

手段，致使蓝线与各类基础设施之间或与建设

用地发生冲突。

1　蓝线规划编制与管理的协调机制设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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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空间管制的角度来说，蓝线规划作为

“四线”的一部分，是生态规划的一种落实手段，

是城市生态系统的重要载体，河道蓝线的编制

具有改善水质、修复生态、保障防洪安全和水资

源调度等多重属性，对于城市生态平衡的实现

以及对水体保护、用地管理和生态建设等都具

有非常重要的意义[3]。河道蓝线将河流水系的空

间管制理念落实到城市规划阶段，将相关法规、

规范的要求落实到空间上，进而保障河流在纵

向与横向上的连续性、可实施性及其系统的完

整性。

河流水系是一种跨学科的研究，河流涉及

的安全性、生态性、经济性和水环境效应的复

杂性以及与沿线土地的关系决定了其多学科

交叉的背景，不同专业、规划与实践的理念、多

元构成要素之间的融合成为蓝线编制的主要

发展方向。

在趋于复杂化、多元化的编制过程中，河道

蓝线编制最大的难点在于协调各方关系，主要

包括蓝线划定和蓝线管理两方面的协调，相关

部门的协调制度建立有其必要性，协调制度设

计对河道蓝线顺利实施和有效保护起到了决定

性的保障作用。从蓝线的规划编制和管理角度

出发，规划和水务应作为主导部门，过程中需有

绿化、环保、交通、城建等部门进行配合（图1）。

2　蓝线规划方法

2.1   技术路线

河道蓝线规划纳入城市规划，应满足城市

总体规划和控制性详细规划（以下简称“详细

规划”）两个层面的内容。由于总体规划和详细

规划在编制的深度、内容和要求方面不同，对于

河道规模（河口宽度）、布局、水面率指标等控

制要求均有所差异，因此总体规划和详细规划

中的蓝线编制方法应有所区别。

从法定规划的层次设定来看，总体规划是

详细规划的上位依据。因此首先应在总体规划

层面将河道从水利、生态、航运等功能上进行分

级分类，确定河道的布局和规模，在此基础上提

出城市空间的水面率的控制指标，将骨干河道

布局方案纳入总体规划中。详细规划层面是对

总体规划的要求进行具体落实，以行政单位分

解水面率指标，再通过和其他控制线及相关控

制要素进行综合平衡后，划定精确控制线，形成

河道蓝线的专项规划（图2）。

2.2  河道分类

考虑到河道的复合功能，由水利、航道部门

从水文及河流学的角度，以现状水系为架构，以

水利规划为依托，同时考虑汇水范围、顾及航运

功能的需求为分级依据，对河道进行分级分类。

将承担调蓄水量、修复生态、改善环境等重要综

合功能的河道划为骨干河道，其余河道为支级

河道。

2.3  刚性与弹性结合的控制方式

刚性控制：在精确化规划管理的趋势下，蓝

线作为刚性控制的要素，有利于实现对河流的

有效管理和保护，也便于地块建设以及其他专

项规划编制和管理。刚性管控的河道包括骨干

河道、已批控详范围的支级河道。

弹性控制根据尺度不同，分为区域和地块

2类。

水面率指标法（区域）：由于河道分布范

围广，在涉及非城市建设用地、详细规划未覆

盖或者详细规划正在调整的区域时，对河道精

确落实并非最佳选择，由于新农村建设、郊野公

园、动拆迁、工程项目等限制情况，刚性控制会

导致后续建设过程中不断碎片化的修改，因此

面对不确定因素较多的区域，蓝线规划需“刚

柔相济”。弹性的内容主要是对预留的土地空间

区进行弹性引导，提出水面率指标控制及河道

布局连通性要求，使规划、水务等管理部门有据

可依，是蓝线功能得以发挥的保障[4]。区域水面

率指标对于详细规划而言具备实施性，但面对

线性工程项目（轨道交通、道路、管线等），区域

指标显得操作性不强，为使得蓝线管控具备操

作性，应划示蓝线的弹性方案，今后蓝线布局调

整需在弹性方案的基础上完成，既要保证水面

率达标，也要兼顾河道合理的布局构架。

水面积指标法（地块）：针对单个地块内

的现状水体，包括小区内部以及现状公园、集中

楔形绿地内人工开挖的景观和调蓄河道，在控

制方式上采用水面积指标控制，并要求尽可能

与外河沟通，但用地性质不做更改。今后若地块

重新开发建设或进行改造升级，其水面积指标

作为控制要素纳入规划管理范围。水面积指标

既保护了现状水体，也能够灵活应对城市更新

的发展方向。地块内水系不应以河道蓝线形式

划定，仅以统计指标纳入专项规划中。

图1　蓝线规划编制与管理的协调机制图
资料来源：笔者自绘。

图2　蓝线规划编制技术路线图
资料来源：笔者自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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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4  统筹协调、总量控制的指导思想

以有利于实施河道治理及监督管理为目

的，以节约集约用地为导向，以满足水面率指标

为依据，优先利用现状河道，减少河道治理动拆

迁，科学、合理地准确定线（图3）。

（1）处理现状河道与详细规划的矛盾

在总体规划层面提出河道布局、规模、水面

率指标等要求，最终要落实在详细规划，因此蓝

线规划编制的最大难点在于详细规划中的各个

要素协调。

详细规划中的河道控制线与现状河口边线

在线型和规模上相差较大，其原因较复杂，可能

是现状河道因用地布局调整确需进行改道；也

可能是早期实施阶段河道审批机制混乱所致；

或者为争取更多的建设用地指标从而减小了现

状河道规模。

若现状河道两侧基本为建成的区域，则在

不影响已出让地块的情况下，以尊重现状河道

走向和规模为原则划定蓝线，但后续应及时启

动详细规划调整程序。若现状河道与规划道路

红线、开发地块及其他设施有较大矛盾，确实需

要进行调整，则应服从详细规划要求。

（2）水面积指标总量控制

对总体规划的水面率指标进行落实，为操

作管理方便，可按行政区域进行分解。因地区建

设条件不同，在现状水系达不到规划水面率指

标的情况下，需通过新增水面落实指标，指标落

实情况也受制于两方面因素，一是集中建设区

内水系新增的协调难度大，二是非集中建设区

与基本农田的矛盾。

在非集中建设区可将水面率指标作为刚性

要求，河道蓝线作为弹性控制，在与基本农田无

矛盾的前提下，可新建河道或对现状河道进行

扩建。

在集中建设区内增加水系，除了详细规划

中已确定的新建河道外，优先考虑扩宽现状河

道。经对河道周边用地进行分析，若规划河口

宽度难以全部保证，可在一定幅度内作适当收

缩并通过断面和边坡型式的优化，最大限度地

保证河道的主体功能，且使之与两侧土地的使

用性质相协调[5]。其次还可在未开发地块中新

增水面积指标，考虑到河道的系统性和功能性

要求，所选择的地块应具备与周边河道连通的

要求。

3　上海市中心城河道蓝线专项规划

3.1   编制机制

为实现河道的多种属性功能，通过统筹协

调行业、部门，消除条块分离的矛盾，编制系统

性、完整性的河道管理体系，形成上海城乡一

体，江、河、湖、海合理衔接，生态功能相对稳定

的骨干河湖水系，有效保障城乡防汛安全和提

升水环境质量。因此组织编制体系中既要面对

专业技术部门的需求及跨越行政范围的矛盾，

也需完成对水务、控规、航道之间的平衡，在上

海市骨干河道蓝线规划中采用了下列具体组织

形式和编制机制。

（1）联合编制机制：全市规划部门和水务系

统联合编制，水务部门全程参与负责技术指导。

（2）分层落实机制：市管河道（中心城区

及大型骨干河道）由市规土局和市水务局组织

编制，各区规土局和水务局组织区级河道的蓝

线编制。

（3）分步推进机制：先行完成河道系统布

局规划，后续对蓝线进行落地。水务部门负责提

出技术方案，包括河面率指标、蓝线初步方案。

规划部门经过综合平衡后形成蓝线规划成果，

经水务行业审核，达成一致意见后联合上报。

（4）数据管理机制：市规土局负责将各级

蓝线规划成果转化为全市规划管控要素数据平

台规定的数据格式，在规划审批通过后，将其纳

入相应的数据平台。

3.2   总体规划层面

（1）河面率

除苏州河以南的老市区外，将市域范围划

分成嘉宝北片、薀南片、淀北片、淀南片、浦东

片、青松片、太北片、太南片、浦南东片、浦南西

片、商榻片、崇明岛片、长兴岛片和横沙岛片共

14个控制片区，进行水利分片综合治理。

在全市水利分片综合治理格局条件下，

通过水利模型计算，确定市域河面率不低于

10.5%，指标纳入上海市城市总体规划中。

（2）河网布局

河道分为骨干河道和支级河道，全市共计

226条骨干河道，其余河道均作为支河。

根据水利（系）等河道规划确定的河道功

图3　蓝线规划编制方法图
资料来源：笔者自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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能、规模及布局，统筹考虑水系的整体性、协调

性、安全性和功能性，将黄浦江、苏州河等市域

226条骨干河道以及淀山湖周边湖泊群为上海

市主要河网布局，同步确定了骨干河道的河口

宽度、陆域控制宽度等控制要素。

3.3   详细规划层面

根据总体规划中的河面率指标，兼顾骨干

河道的布局、规模要求，在下一级规划中落实蓝

线的控制要素。上海市中心城蓝线专项规划范

围包括黄浦区等7个行政区范围，成果深度要求

已达到详细规划要求。因此以中心城为案例，解

析河道蓝线在详细规划层面的编制方法、要求

及落实情况。

（1）协调机制

市水务局提出行业标准，明确各区水面积

需求（表1），作为专项规划的指标依据。通过多

次协商，对于逐条河道确认方案，统计整体水面

积，计算河面率指标（图4）。对于未达标的行政

区采用拓宽河道、新开河湖（指标控制）等方

法落实河面率。

3.3.1    刚性控制部分

在协调过程中，以尽可能少调整控规为基

本原则，对规划河道蓝线进行落地。若控规中河

道控制线与现状河口边线相差较大，则在不影

响已出让地块的基准，在与规划、水务部门充分

行政区 水面积指标（hm2） 河面率（%）
黄浦区 177.20 8.66
徐汇区 451.20 8.24
长宁区 108.00 2.82
静安区 67.10 1.82
普陀区 218.20 3.98
虹口区 97.90 4.17
杨浦区 604.90 9.96
合计 1 724.50 5.96

河道等级 河道名称 与已批控规比对 涉及控规单元

骨干河道
黄浦江 黄浦区段局部段蓝

线进行了调整

C010201、C010401、S010601、S020301、
S030301、S030502、N090603、C090102、

C090103
虬江

局部节点作了微调 C090102、N090802、 N090401、
N090502、C090101杨树浦港

支级河道

经三河 局部节点作了微调 N091104
沽西浜 本次新增 N080801

徐家宅河 规模扩大 N121001
江场河 本次新增 N070601
蚂蚁浜 本次新增 N070403

  行政区 编号 所在单元 地块编号 地块名称 水系面积
（m2 ）

小计
（m2 ）

杨浦区

1 N091301 现状绿地、控详未编 共青森林公园 138 430

399 714

2 N091002 H-06 民星公园 1 938
3 N090902 N090902 上海体育学院 1 868
4 N090902 096-15A 长海新村 4 436

5 N091104 D1-01 新江湾城生态
护园 15 697

6 N090901 054-03、054-04 江湾体育场 3 399
7 N090502 A4-01 肺科医院 8 753
8 N090801 G1-01 黄兴公园 79 392
9 N090701 H1-01 杨浦公园 27 226
10 C090202 Q1-01 江浦公园 3 832
11 N091102 E1-11、E1-12 清水河 24 518
12 N091001 A-05、A-30、A-08 中原河 12 349

13
N091001

A-02、A-05、A-23、
A-25、A-26、A-27、
A-28、K-01 随塘河 77 876

N091102 G-01、K-02

图4　机制协调示意图
资料来源：《中心城浦西黄浦、静安等7个行政区河道蓝

线专项规划》。

表1  水务局水面率指标一览表

表2  部分河道蓝线与已批控详规划比对一览表

表3  杨浦区弹性水系控制表

资料来源：《中心城浦西黄浦、静安等7个行政区河道蓝线专项规划》。

资料来源：《中心城浦西黄浦、静安等7个行政区河道蓝线专项规划》。

资料来源：《中心城浦西黄浦、静安等7个行政区河道蓝线专项规划》。

沟通的前提下，按现状岸线控制蓝线。对于修改

的部分进行图表对应，在今后控规调整中予以

落实（图5，表2）。

河道蓝线分幅图需包括规划河道蓝线、规

划陆域控制线、规划河道中心线、折点、转弯半

径、交叉套口弯曲半径、道路红线、其他控制线、

地形等内容。

3.3.2    弹性控制部分

（1）现状控制

在总体水面率平衡后，地块内未列入支级

及以上等级的现状河道（水系），确需保留的，

可以指标形式进行控制，计入全区弹性指标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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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政区名称 行政区面积（km2） 刚性面积（hm2） 弹性面积（hm2） 河道面积小计（hm2） 河面率（%） 达标情况
黄浦区 20.46 192.40 1.01 193.41 9.45 √
徐汇区 54.80 398.71 58.00 456.71 8.33 √
长宁区 37.20 123.81 8.05 131.86 3.54 √
静安区 36.80 59.44 12.49 71.93 1.95 √
普陀区 55.50 193.11 34.35 227.46 4.10 √
虹口区 23.48 98.39 7.71 106.10 4.52 √
杨浦区 60.56 603.36 39.97 643.33 10.62 √

合计 288.80 1 669.22 161.58 1 830.80 6.34 √

  

如杨浦区清水河、中原河、随塘河等河道均为现

状建成，且所处地块性质为绿地，规划维持用地

性质不变，但河道需纳入地块的控制要求，明确

需予以保留（表3）。

表4  中心城各行政区水面率指标表

资料来源：《中心城浦西黄浦、静安等7个行政区河道蓝线专项规划》。

图6　中央绿地控制要素图
资料来源：《中心城浦西黄浦、静安等7个行政区河道蓝

线专项规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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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规划新建

地块保持原用地性质，其中新增的水系可

以计入水面率指标。以普陀区桃浦智慧城为例，

新建中央绿地湖以指标形式控制在规划公园内

（图6）。通过和绿化部门协调，集中公共绿地内

水面积宜控制在30%以内，避免对公园整体布

局的影响。

3.3.3    河湖水面率

在落实刚性河道及弹性水系的基础上，通

过GIS软件按行政区范围对水面积进行统计，确

定各区的河面率指标（表4）。

4　结语

河道管理涉及规划、国土、水务、航道（交

通）环保、城建等多个部门，河道的多重属性导

致管理权限分散。同时，现行属地化管理模式也

存在条块分割的矛盾。因此，蓝线规划编制过程

中协调机制的建立尤为重要，蓝线不仅仅是控

制性的划定，也是部门利益协调的结果。

蓝线作为规划部门空间管制的工具之一，

应纳入统一的信息平台。蓝线划定完成后，对涉

及用地内的审批需遵循相关规定，不得擅自填

埋、改道和建设河道，水务和规划部门应联手进

行全流程、分环节的管控，同时对数据进行动态

维护。

图5　蓝线专项规划与已批控详规划比对示意图
资料来源：《中心城浦西黄浦、静安等7个行政区河道蓝

线专项规划》。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