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昆明市人民政府令（第 59 号） 

  昆明市人民政府令第 59 号《昆明市城市规划管理技术规定》已经 2005 年 10 月 17 日昆明市人民政府第 97 次常务会

讨论通过，现予公布，自 2006 年 1 月 1 日起施行。 

  市长：王文涛 二○○五年十一月十五日  

  昆明市城市规划管理技术规定  

  第一章总则 

  第一条为科学编制城市规划，严格城市规划管理，实现城市规划设计和规划管理的标准化、规范化和法制化，保障依

法实施城市规划，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城市规划法》、《云南省城市规划管理条例》、《昆明市城市规划管理条例》和

经批准的《昆明城市总体规划》，以及国家、省、市相关法律、法规、规范和标准，结合昆明市的实际情况，特制定本规

定。 

  第二条本规定适用于在昆明城市规划区内进行的城市规划、建设工程设计和规划管理的相关活动。 

  编制和审批分区规划、详细规划（含控制性详细规划和修建性详细规划）、各项专业规划以及有关建筑设计，应当符

合国家、省、市相关法律、法规、规范、标准和本规定。 

  各项规划应当采用国家统一的坐标系统。 

  昆明城市规划区内的土地利用和各项建设活动应当符合经批准的详细规划；尚无经批准的详细规划的，应当符合本规

定。 

  第三条昆明城市规划区根据经批准的昆明城市总体规划确定。在本市范围内非城市规划区的区域，参照本规定执行。

  第二章建设用地 

  第四条本市建设用地分类和建设标准，按照《城市用地分类与规划建设用地标准》（GBJ137—90）执行。 

  第五条各类建设用地的划分应当遵循土地使用相容性原则，按照经批准的详细规划执行；尚无经批准的详细规划的，

按分区规划和本规定表 2—1 的规定执行。凡表 2—1 中未列入的建设项目，由城市规划管理部门根据环境影响评价结论和

基础设施条件，具体核定适建范围。需改变规划用地性质的，应当按照规定程序和审批权限报有关机构批准后执行。 

  第六条主城规划区内的用地布局，应当遵循“成片开发，配套建设，增加绿地，降低密度，调整功能”的原则。 

  第七条主城二环路内用地性质以金融、生产性服务业、商务办公、商贸等为主，调整居住用地，严格控制大型仓储式

商业设施和以批发为主的市场建设，不得再新建、扩建工厂、仓库和综合性大型医疗机构等设施。在文物保护单位和建筑

保护单位的保护范围内，不得新建建筑物，确需新建建筑物的，应当符合相关保护法规、规范、标准和规划的要求；在其

周围建设控制地带内的新建、改建、扩建建筑物，应当与文物保护单位和保护建筑相协调，满足相关保护规划的要求。 

  第八条主城规划区内建设项目用地规模规定。 

  （一）主城二环路内的建设项目用地应当符合下列规定： 

  1　建设项目应当以规划道路红线宽 15m 或 15m 以上道路围合的街坊进行整体开发建设。 

  2　对无法成街坊整体改造的用地，应当在同一街坊内整合周边可开发用地。其用地规模原则上不得小于 10 亩，主要

商业街区非住宅项目除外。 

  3　用地规模小于 10 亩的，一般不得进行商品住宅项目开发，原则上用于环境绿化、道路和公益性公共设施、市政设

施等建设。 

  4　临规划道路红线宽 40m 及 40m 以上主干路两侧的建设项目用地，规划道路红线外用地进深不得小于 50m. 

  （二）主城二环路外区域的建设项目用地规模应当符合下列规定： 

  1　以居住为主的商品住宅项目用地规模原则上不得小于 50 亩；小于 50 亩的，应当尽量整合周边用地。 

  2　临规划道路红线宽 40m 及 40m 以上主干路两侧的建设项目用地，道路红线外用地进深不得小于 60m.第九条用地

规模未达到本规定第八条规定的经营性用地，应当交由市国土资源管理部门进行土地资源整合，达到用地规模要求后，由

市国土资源管理部门向市规划管理部门申请用地规划设计条件。 

  第十条在城市规划区范围内，因国家基本建设需征用农村集体土地按有关政策预留给农民的生活、生产用地，应当符

合城市规划要求，原则上相对集中布置。 

  第三章建筑容量控制指标 

  第十一条新建、改建、扩建建设工程的建筑容量控制指标（含容积率和建筑密度，下同）应当按本章规定执行。建筑



容量控制指标最大值不得超过表 3—1 的规定。 

  对整体改造“城中村”、危旧房的建设项目，在符合城市规划要求，并满足本规定的前提下，可在表 3—1 的基础上，适

当提高用地开发强度。 

  第十二条在一个街坊内现有建筑的建筑容量控制指标已超过表 3—1 规定的，不得进行扩建。 

  在主城规划区范围内，现有建筑不得加层。 

  第十三条建设单位在市城市规划行政主管部门核定的规划指标基础上，并符合消防、日照、交通等条件，在本项目地

块内临街增加或在二环路内市城市规划行政主管部门指定的其它地块进行公共绿地、公益性公建配套设施和市政配套设施

（如公共厕所、环卫设施等）建设，每增加 1m2 绿化或设施用地，并按规划要求建设，在其开发建设项目中可以允许增加

6m2 的建筑面积。 

  第十四条建筑物的架空层面积不得计入绿地或其它开放空间。 

  建筑物架空层没有任何形式的围合，用作停车、绿化、居民休闲等公共用途的，经市城市规划行政主管部门核准后，

建筑面积可不计入容积率。 

  临城市道路两侧的建筑物骑楼，宽度不小于 3 5m　 ，净空高度不小于 3 6m　 ，且不设置任何台阶或障碍物的，骑楼部

分底层的建筑面积可不计入容积率。 

  第十五条危旧房屋的修缮不得移动基础、不得增加建筑面积、层数、高度等。 

  第四章公共服务设施和停车泊位 

  第十六条在居住项目建设中，中小学、幼儿园的设置规定如下： 

  （一）中小学、幼儿园应当按照表 4—1 分级设置； 

  （二）中小学、幼儿园用地不得小于表 4—2 的规定； 

  （三）中小学、幼儿园建筑面积不得小于表 4—3 的规定； 

  （四）在中小学、幼儿园周边 50m 半径范围内，不得安排生产、经营、储存易燃易爆和排放有毒有害物质、产生噪声

污染的建设项目。在中小学、幼儿园正门两侧各 30m 范围内，不得设置垃圾中转站、机动车停车场、集贸市场。 

  第十七条新建学校、幼儿园教学楼、医院住院部等建筑应当距同侧公路边缘（或规划控制红线）和 30m 以上（含 30m）

城市规划道路控制红线在 30m 以上。 

  第十八条新建、改扩建医院，其周边应当设置一定防护带，并且应当符合环保、卫生等要求。 

  第十九条城市道路、居住区、建筑物的规划、设计和建设应当严格按照《城市道路和建筑物无障碍设计规范》

（JGJ50—2001）同步进行。 

  第二十条各类建设项目停车泊位的设置标准不得小于表 4—4 的规定。 

  第二十一条凡符合下列条件之一的新建、扩建、改建建设项目，应当由具备资质的设计单位进行交通影响评价： 

  （一）主城二环路内建筑面积大于 4000m2 的商业建设项目； 

  （二）建筑面积在二环路内大于 1000m2、二环路外大于 2000m2 含有餐饮、娱乐项目的建设项目； 

  （三）对外停车场（库）和各类市场、大型仓储式商业设施、影剧院、体育场馆、会展场馆、工业、宾馆、饭店等人

流、物流量较大的建设项目； 

  （四）主城二环路内总建筑面积大于 50000m2，二环路外总建筑面积大于 100000m2 的建设项目。 

  凡列入交通影响评价的建设项目，编制的规划设计方案应当符合交通影响评价提出的要求。 

  第二十二条凡符合下列条件之一，且日可回收水量在 45m3 以上，再生水需水量在 30m3 以上的新建、改建、扩建建

设项目，建设单位应当同步规划、设计、建设再生水设施： 

  （一）建筑面积大于 20000m2 的宾馆、饭店、商场、综合性服务楼和高层住宅； 

  （二）建筑面积大于 30000m2 的机关、科研单位、大专院校和综合性大型文化体育设施； 

  （三）建筑面积大于 50000m2 以上的居住区或集中建筑区等。 

  第二十三条每一个居住组团应当配置一座一定规模的公共厕所，公共厕所应当结合商业设施或其它服务设施布局。主、

次干路公共厕所之间的距离宜为 300～500m，商业人口高度密集的街道宜小于 300m，支路公厕之间的距离宜为 750～

1000m.第二十四条新建居住小区应当设置不少于一个以经营农副产品、小商品为主的超市。 

  小型垃圾中转站每 1km2 设置一座，大、中型垃圾中转站每 10～15km2 设置一座。 



  第五章绿化与景观 

  第二十五条在新建、扩建、改建建设项目的用地范围内，绿地率不得小于表 5—1 的规定。 

  绿化应当以乔木为主，适当配植灌木、地被、草地，就地保护古树名木，避免异地移栽。鼓励垂直、屋顶、平台等绿

化形式，如平台高度不大于地面基准标高 1m，且从地面有道路可进入，平均覆土厚度大于 1 2m　 ，其绿化面积可以参与绿

地率计算，否则绿化面积不得计入绿地率。 

  第二十六条在住宅建设中，集中绿地的设置应当至少一个边与相应居住区级别的道路相邻，并符合表 5—2 的规定。组

团绿地设置应当满足有不少于 1/3 的绿地面积在标准的建筑日照阴影线范围之外的要求，并便于设置儿童游戏设施和适于

成人休憩活动。其中院落式组团绿地的设置还应当同时满足表 5－3 的规定。 

  第二十七条景观道、林荫道、商业街、规划红线宽≥30m 的城市主次干路两侧、广场周边的新建、改建、扩建建筑物景

观规定如下： 

  （一）建筑物应当符合城市道路和广场的界面变化要求，临城市道路或广场的立面应当为主要立面，立面和屋顶造型

应当丰富，与城市街道和广场景观相协调。 

  （二）临城市道路或广场的建筑物连续面宽原则上应当符合下列规定： 

  1　高层建筑连续面宽小于 60m； 

  2　中高层建筑连续面宽小于 70m； 

  3　多层和低层建筑连续面宽小于 80m； 

  4　不同建筑高度组合的连续面宽小于最高建筑物的连续面宽； 

  5　标志性建筑、重要公共建筑的连续面宽由市城市规划行政主管部门根据景观需要核定。 

  （三）临城市道路或广场的建筑物立面设计和装饰应当与所处环境和景观相协调，不得设置空调器室外机及附属设施

等影响建筑立面的附着物，确需设置的应当结合立面造型，统一设计，隐蔽处理，并报城市规划行政主管部门审批。 

  （四）住宅建筑临城市道路或广场一面不得设置厨房和突出开敞式阳台，而且临城市道路或广场一面的阳台和窗户不

得安装任何形式的外挑式防盗笼；禁止在居民住宅楼内新办餐饮业，严格控制住宅建筑中设置娱乐等对环境有较大影响的

项目。 

  第二十八条体育场馆、影剧院、宾馆、饭店、图书馆、展览馆等对社会公众开放的公共建筑，临城市道路或广场一面

原则上不得修建围墙，集中绿地应当临城市道路或广场布置。 

  大中专院校、中小学、幼儿园、居住区、党政机关等确需修建围墙的，应当设计成透空型，且高度原则上不得大于 1 5m　 ，

集中绿地原则上临街布置。 

  油库、水厂等有特殊要求确须修建围墙的，围墙高度原则上不得超过 2 2m　 ，并应当对围墙进行绿化、美化。 

  第二十九条户外广告的设置应当符合户外广告设置专项规划和户外广告管理的有关规定。在建筑物上设置户外广告还

应当符合下列规定： 

  （一）不得破坏建筑物的立面形式、主要特征，应当与建筑物的风格、形式、色彩等协调； 

  （二）新建、改建、扩建的建筑物应当在方案设计时预留广告位置，没有预留的，不得在其建筑物上设置户外广告；

已经预留户外广告位置的，其设置的户外广告位置、尺度应当与预留的广告位置、尺度相符。 

  第三十条临城市主、次干路、商业街等的高层建筑、重要公共建筑应当同步进行外墙和屋顶的灯光亮化设计、施工。

  第三十一条城市主、次干路不得再布设任何架空线。凡新建、改扩建城市道路，各种管线应当埋入地下。 

  第六章建筑间距 

  第三十二条建筑间距除应当满足消防、交通、卫生、环保、抗震、工程管线、建筑保护和城市空间景观等方面的要求

外，还应当符合本章规定。 

  建筑间距应当保证受遮挡的居住建筑底层居室冬至日满窗日照有效时间不少于连续一小时。 

  有关建筑日照间距的计算标准，由市城市规划行政主管部门确定。 

  第三十三条多层住宅建筑、低层住宅建筑的间距不得小于表 6—1 的规定。 

  垂直布置的居住建筑山墙宽度应当不大于 14m；山墙宽度大于 14m 时，其间距按平行布置的居住建筑控制；点式住宅

不宜进行拼接，特殊情况确需拼接的，拼接不得超过二幢。 

  对按表 6—1 规定计算的建筑间距不能满足消防间距或通道要求的，应当按消防间距或通道的实际要求进行控制。 



  第三十四条居住建筑既非平行也非垂直布置时的间距，按照附录计算原则二进行控制。 

  第三十五条面宽不超过 25m 的高层居住建筑与其它居住建筑的间距，按照附录计算原则三进行控制，且应当符合本规

定第三十二条规定。 

  第三十六条面宽超过 25m 的高层居住建筑与其它居住建筑平行布置的间距，按照表 6—1 的规定执行。 

  第三十七条高层建筑与多、低层居住建筑的山墙间距，按照《高层民用建筑设计防火规范》（GB50045—95）规定控

制，但山墙有居住开窗的，间距不小于 13m.第三十八条非居住建筑与居住建筑的间距，应当符合下列规定： 

  （一）非居住建筑位于居住建筑南侧或东西侧的，其间距按照本规定第三十二条至第三十七条的规定控制；   

  （二）非居住建筑位于居住建筑北侧的，建筑间距按照本规定第四十条规定执行； 

  （三）非居住建筑与居住建筑的山墙间距按照建筑设计防火安全规范的规定控制。 

  第三十九条医院病房楼、休（疗）养院住宿楼、幼儿园、托儿所和大中小学教学楼与南侧相邻建筑的间距，应当保证

被遮挡的上述建筑冬至日满窗日照有效时间不少于 3 小时。同时，在二环路外，不小于相邻建筑高度的 1 3　 倍；在二环路

内，不小于相邻建筑高度的 1 2　 倍。 

  第四十条非居住建筑（本规定第三十九条所列的非居住建筑除外）的间距，应当符合下列规定： 

  （一）高层建筑平行布置时的间距 1　南北向的，不少于南侧建筑高度的 0 4　 倍，且其最小值为 20m；2　东西向的，

不小于较高建筑高度的 0 3　 倍，且其最小值为 13m. 

  （二）高层建筑与多、低层建筑平行布置时，高层在北侧的间距最小值为 13m；高层在南侧的间距最小值为 20m. 

  （三）多层建筑平行布置时的间距不少于南侧或较高建筑的 0 8　 倍，并满足消防安全间距要求。 

  （四）相邻建筑一侧为居住建筑时，应当按照本章有关居住建筑间距规定执行。 

  （五）城市规划行政主管部门可以根据消防、交通、卫生、环保等规定和工程管线布设、建筑保护和施工安全等特殊

要求，对非居住建筑的间距作出特别规定。 

  第七章建筑退让 

  第四十一条沿建设项目用地边界和城市道路、公路、河道、铁路两侧及电力线路保护区边界的建筑物，其退让距离除

应当满足消防、防汛、电力、绿化和交通安全等要求外，还应当符合本章的规定。 

  第四十二条建筑退让道路红线规定： 

  （一）建筑退让道路红线距离在满足日照间距的同时，不得小于表 7—1 的规定； 

  （二）大型商场、影剧院、宾馆、饭店、中小学、幼儿园等人流、车流聚集的公共建筑退让道路红线距离除符合表 7—1

的规定外，还应当同时满足人流、车流疏散的要求； 

  （三）建筑退让快速路后的用地应当种植高大乔木作为防护林带。建筑物与道路间距不能满足噪声污染防护要求的，

应当按照后建服从先建的原则，在建筑物或者道路上设置防噪声设施。 

  第四十三条在居住小区、居住组团内，建筑退让无规划道路红线控制的道路边缘距离不得小于表 7—2 的规定。 

  第四十四条建筑物退让无规划道路的建设项目用地边界距离在满足日照间距规定的同时，不得小于表 7—3 的规定。

  第四十五条当建设用地界线另一侧为空地时，建筑退让按另一侧为多层建筑退让；当应当退让建筑与另一侧建筑成≤30°

夹角时，建筑按平行布置退让；当应当退让建筑与另一侧建筑的夹角＞30°且≤75°时，建筑物离建设用地界线最近点退让距

离为平行布置时退让距离的 0 8　 倍；当应当退让建筑与另一侧建筑成＞75°夹角时，建筑按垂直布置退让。 

  第四十六条已有规划红线控制的公路，按照本规定第四十二条规定退让道路红线；已有绿线控制公路隔离带的，按照

规划绿线控制要求执行；没有规划控制红线和绿线控制的公路，其隔离带宽度规定如下： 

  （一）现状及规划确定为国道、高等级公路的两侧各 50m； 

  （二）主要公路两侧各 20m； 

  （三）次要公路及以下等级公路两侧各 10m.在公路规划控制红线和隔离带内，不得新建、扩建、改建任何建筑物，但

在公路隔离带内可以耕种或绿化造林，经城市规划行政主管部门和相关部门批准后，也可以进行开挖沟渠、埋设管道、架

设杆线或开辟服务性车道等活动。 

  第四十七条建筑退让立交桥和道路交叉口的规定： 

  （一）建筑退让立交桥和道路交叉口不得小于表 7—4 的规定； 

  （二）高层建筑的退让距离还应当同时满足日照间距和交通疏散的要求。 



  第四十八条建筑退让按照规划需长期保留使用的天然河道、人工河渠及其附属设施的距离，在符合有关规划和法律、

法规、规章的同时，还应当符合表 7—5 的规定。 

  第四十九条建筑退让铁路的规定： 

  （一）建筑退让与最近一侧的铁路边轨距离，准轨干线≥30m；准轨支线、专用线≥20m；米轨≥15m； 

  （二）围墙与铁路最近一侧边轨距离≥10m，围墙的高度≤2 5m　 ； 

  （三）高层建筑、高大构筑物（水塔、烟囱等）、危险品仓库和厂房与最近一侧的铁路边轨距离以及在铁路道口附近

进行建设活动应当符合铁路管理的有关规定；（四）特殊路段隔离带宽度由城市规划行政主管部门会同铁路部门确定。 

  第五十条建筑退让电力线路的规定： 

  （一）建筑退让架空电力线路的距离不小于表 7—6 的规定； 

  （二）建筑退让地下电力通道同侧边缘应当不小于 0 75m.　 第五十一条建筑退让无线电收发信台保护区等需特殊保护

区域的距离，按照批准的分区规划和详细规划执行。 

  第八章建筑物高度控制 

  第五十二条建筑物的高度除应当符合消防、安全、日照等要求外，还应当同时符合本章的规定。 

  第五十三条在有净空高度和信号通道限制的飞机场、气象台、电台和其他无线电通讯（含微波通讯）等特殊设施周围

和通道、景观视廊上，新建、扩建和改建建筑物的高度应当符合有关净空高度、通道限制和景观视廊的规定。 

  第五十四条在文物保护单位和保护建筑周围的建设控制地带内新建、改建、扩建建筑物，其高度应当按照文物保护和

历史街区保护的有关规定执行。无保护性规划的，应当编制保护性规划，经城市规划行政主管部门会同文化主管部门审核

批准后，按照规划执行。 

  在西山、滇池（含草海）、翠湖、圆通山、世博园等风景名胜区、城市公园周边新建、改建、扩建建筑物的，应当符

合片区规划、景观规划和有关规定的要求，其高度应当确保景观视廊的通视。 

  第五十五条沿城市道路两侧新建、扩建、改建建筑物的高度除符合本规定第五十二、五十三、五十四条的规定外，建

筑高度（H）不得超过道路规划红线宽度（W）与建筑退让距离（S）之和的 1 2　 倍，即：H≤1 2　 （W＋S）（见附图 1）。

  第五十六条建筑沿景观河道和盘龙江全线布置，建筑的高度（H），不得超过建筑退让河道距离（S），即：H≤S（见

附图 2）。 

  第九章城市道路及市政管线工程 

  第五十七条城市道路规划和建设应当以相应的城市规划为依据，与相关专业规划相衔接，按照全面规划、综合开发、

配套建设的原则，综合组织施工，避免重复开挖道路，并符合有关规范和本规定。 

  第五十八条本章所指市政管线为：埋（架）设于城市道路下（上）的给水管道、排水管（渠）道、再生水管道、电力

线路（包括电缆和架空电线）、电信线路（包括通信电缆和光缆、广播电视线路）、燃气管道等地上及地下管线及其附属

设施。 

  第五十九条各项市政管线工程的规划和建设，应当根据城市建设和改造的发展需要，在城市基础设施各专业系统规划

的指导下，根据全面规划、综合开发、配套建设的原则，做到与城市道路的规划和建设紧密结合，按照地区及道路沿线进

行综合平衡，统筹安排；应当遵循先地下后地上，先深埋后浅埋的科学建设程序，综合组织施工，避免重复开挖。 

  新建和有条件的现状城市道路，应当建设管线综合管沟或隧道，避免道路重复开挖。 

  第六十条新建、改建城市道路工程，应当符合相关规范及以下规定： 

  （一）应当符合城市规划确定的道路红线、竖向标高和横断面分配； 

  （二）应当设置方便残疾人使用的无障碍设施，并确保通畅； 

  （三）道路红线宽度≥40m，且属于公交主干线的城市道路，宜设置公交专用道；（四）道路红线宽度≥30m，且城市

道路与其它城市次干路及以上等级的道路平面交叉时，进口车道数宜大于该方向路段车道数，所增加的车道长度应当自交

叉口缘石半径的端点向前延伸不小于 50m.第六十一条建设用地内部道路与城市道路相接时，其变坡点不得进入城市规划道

路红线内。 

  第六十二条新建、改建城市桥梁应当符合桥梁设计规范要求，并遵循以下规定： 

  （一）新建、改建桥梁净宽度不得小于规划道路红线宽度； 

  （二）桥梁设计应当考虑市政管线布设和防洪要求，可燃、易燃、易爆工程管线不宜利用交通桥梁跨越河道； 



  （三）桥梁的横断面划分应当与规划道路横断面一致； 

  （四）跨越铁路、城市主次干路的桥梁净空高度≥5m. 

  第六十三条市政管线应当通过管线综合规划确定各种管线的平面和空间布置，并遵循以下原则： 

  （一）各类管线应当平行道路中心线敷设，并有各自独立的敷设带，尽量避免横穿道路。确需横穿道路的，应当尽量

与道路中心线垂直； 

  （二）给水管、电力线路宜在道路西侧或北侧敷设，电信线路（含广播电视线路）、燃气管宜在道路东侧或南侧敷设。

从道路边线向道路中心线方向平行布置的管线次序应当为：给水配水、电力电缆、电信电缆、再生水管道、污水管道、燃

气配气、燃气输气、给水输水、雨水管道； 

  （三）规划红线宽≥25m 的城市道路，应当双侧布置给水配水及排水管道，规划红线宽≥40m 的城市道路，除给水输水

管道、燃气输气管道外，其余管道宜在道路双侧布置； 

  （四）市政管线应当尽可能安排在人行道下，当人行道宽度不够时，可将排水管敷设在机动车道下，电信电缆、给水

输水、燃气输气等管线敷设在非机动车道下。在满足安全间距要求的前提下，也可将部分管线安排在道路红线与建筑之间；

  （五）市政管线之间应当尽量减少交叉，如交叉时，管线之间的避让原则如下：临时管线让永久性管线，压力管线让

自流管线，易弯曲管线让不易弯曲管线，小管径管线让大管径管线，拟建管线让已建管线； 

  （六）市政管线垂直交叉时，自地表向下的排列顺序宜为：电力管线、燃气管线、给水管线、再生水管线、电信管线、

雨水管线、污水管线； 

  （七）各类市政管线之间、各种管线与建筑物及构筑物之间的最小水平和垂直净距离，应当符合相关规范要求。因客

观因素限制无法满足规范要求时，由城市规划行政主管部门会同管线单位根据实际情况采取安全措施后，可适当减少其最

小净距离。 

  第六十四条在城市次干路及以上等级道路中埋设管道，应当按照城市规划要求的规模埋设，除临时施工管道和直埋电

力、通信电缆外，不得少于以下数量及规模：电力电缆 6 条，电信电缆 6 孔，供水管道直径 200mm，排水管道直径 500mm.

  第六十五条在城市规划区范围内 110 千伏（含 110 千伏）以下等级电力线及电信电缆原则上不得架空布置。 

  特殊情况或临时性安排，电力线路和电信电缆确需架空布置的，在不影响其它设施的情况下，同一性质的线路应当同

杆架设，电信线路与供电线路不应当同杆架设。 

  第六十六条在道路规划红线内建设人行地下通道、人防工程等地下构筑物，不得压缩管线通过的断面。如不能保证管

线通过断面时，地下构筑物应当降低标高，以确保管线可以从地下构筑物顶板上通过。 

  第六十七条埋（架）设各类管线与道路绿化树木交叉冲突时，按照先建设后种植的原则进行；如埋（架）设各类管线

时，道路绿化树木已经种植，各类管线埋（架）设应当采取让、绕或者高低、深浅错开等办法妥善解决。 

  第六十八条地下管线检查井的横向尺寸应当按行业标准和规范设置，不得建在其他管线之上。 

  第六十九条地方和部队各单位的电信电缆，按照规划要求统一布置。 

  第十章村镇规划 

  第七十条在城市规划区内的村镇建设，应当首先编制村镇规划，村镇规划应当符合城市总体规划、分区规划和控制性

详细规划，经批准后，按规划实施。 

  第七十一条农村建房以村民小组及以上组织为基本单位实行统一规划、统一审批、统一建设，新村建设与旧村改造应

当同步进行，以多层公寓式住宅为主，禁止新建单户独院式住宅。 

  第七十二条农村建房在符合村镇规划的前提下，还应当满足下列规定： 

  （一）用地符合城市规划、土地利用规划和有关法律、法规、规章规定； 

  （二）拟建位置不得占用道路、其他公共用地等； 

  （三）符合安全、卫生、消防等要求。 

  第十一章附则 

  第七十三条名词解释。 

  建筑间距：相邻建筑物外侧垂直投影之间的最小水平距离。 

  建筑高度：建筑物室外地坪至女儿墙顶的高度。对于坡屋顶建筑，当坡度小于 40？，建筑高度为室外地坪至檐口的高

度；当坡度大于 40°（含 40°）时，建筑高度为室外地坪至屋脊的高度。 



  道路红线：规划的城市道路路幅的边界线。 

  建筑后退：建筑物外侧垂直投影线距道路红线或用地边界的距离。 

  建筑用地：建筑基底占地及其四周合理间距内（含建筑间的绿地和小路）的总和。一般为规划城市道路红线（或用地

边界线）围合的用地。 

  建筑密度：一定地块内，所有建筑物的基底总面积占建筑用地面积的比例（用百分比表示）。 

  容积率：一定地块内，地上总建筑面积与建筑用地面积的比值。 

  绿地率：一定地块内，按规范和本规定计算的绿地面积与建筑用地面积的比例（用百分比表示）。 

  低层建筑：指高度≤10m 的建筑，低层居住建筑为一层至三层。 

  多层建筑：指高度>10m 且≤24m 的建筑；多层居住建筑为四层至六层建筑。 

  中高层建筑：指层数为七至九层的居住建筑。 

  高层建筑：指高度大于 24m 的建筑；高层居住建筑为十层以上建筑。 

  裙房：指与高层建筑紧密连接，组成一个整形的多、低层建筑。裙房的最大高度不超过 24m，超过 24m 的按高层建筑

处理。 

  二环路：指昆明主城区二环东、北、西路及南过境干道（石虎关至明波立交桥段）。 

  快速路：是为城市长距离快速机动车交通服务的道路，中间设有中央分隔带，布置有四条以上的车道，全部采用立体

交叉控制车辆出入，并对两侧建筑物的出口加以控制。 

  主干路：又称全市性干道，负担城市各区、组团以及对外交通枢纽之间的主要交通联系，在城市道路网中起主要交通

运输作用。 

  次干路：是与主干路结合组成道路网，起集散交通的作用，兼有服务功能的道路。 

  支路：是与街坊路的连接线，解决局部地区交通，以服务功能为主的道路。 

  居住区：泛指不同居住人口规模的居住生活聚居地和特指被城市干道或自然分界线所围合，并与居住人口规模

（30000—50000 人）相对应，配建有一整套较完善的、能满足该区居民物质与文化生活所需的公共服务设施的居住生活聚

居地。 

  居住小区：是指被城市道路或自然分界线所围合，并与居住人口规模（10000—15000 人）相对应，配建有一套能满足

该区居民基本的物质与文化生活所需的公共服务设施的居住生活聚居地。 

  居住组团：是指被小区道路分隔，并与居住人口规模（1000—3000 人）相对应，配建有居民所需的基层公共服务设施

的居住生活聚居地。 

  骑楼：指临城市道路的建筑将地面一层或一、二层两层临道路部分以柱廊形式用作人行通道的建筑形式。 

  第七十四条在本规定施行前已取得市城市规划行政主管部门核定规划设计条件、批准详细规划，或已取得《建设工程

规划许可证》的建设工程，仍按照原批准文件执行。 

  第七十五条本规定的表格、附录、附图与本规定正文具有同等的效力。 

  第七十六条本规定未涉及的内容按国家相关技术规范或相关规定执行。 

  第七十七条本规定自 2006 年 1 月 1 日起施行。1991 年 10 月昆明市城乡建设委员会以市建字（91）200 号文批准的

《昆明市城市规划管理技术规定》同时废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