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综合管廊关键节点地面构筑物设计问题探讨
□  李  静    庞赞龙

[摘  要] 综合管廊节点是综合管廊的重要组成部分，也是综合管廊设计中的难点。关键节点需要从管廊主体延伸至地面，当地面构

筑物过多时会对城市景观造成一定影响。本文结合南宁市综合管廊试点项目的设计情况，对综合管廊关键节点的总体设计思路进行

总结分析，提出集成化设计的理念，以减少地面构筑物的数量，为优化综合管廊关键节点设计提供参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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城市综合管廊是设置在地下，将电力、通讯、热

力、给排水等各种管线集于一体并预留供检修人员行走

通道的隧道结构。综合管廊节点主要有人员出入口、逃

生口、吊装口、进风口、排风口、管线分支口和端部井

等。节点是综合管廊的重要组成部分，也是综合管廊

设计中的难点。《城市综合管廊工程技术规范》（GB 

50838—2015）[1]（以下简称《规范》）只对上述节点

做出概括性的描述，因此，这些节点的形式、位置及具

体设计方法仍值得探讨[2]。特别是部分关键节点，如人

员出入口、进风口、排风口、吊装口、逃生口需要从管

廊主体延伸至地面，当地面构筑物过多会对城市景观造

成一定影响。

本文结合南宁市综合管廊试点项目的设计情况，对

综合管廊关键节点的总体设计思路进行总结分析，提出

集成化设计的理念，以减少地面构筑物的数量，为优化

综合管廊关键节点设计提供参考。

1  综合管廊关键节点相关设计要求
综合管廊的主体结构完全位于地面以下，管廊与外

界的空气、材料、人员的相互联系主要通过节点构筑物

来实现，由于其构造特殊、间隔距离短而对城市道路景

观有着重要的影响，如处理不当就会在城市道路中形成

一座座“碉堡”[3]。

在综合管廊总体设计中，需与地面连通、设置露

出地面构筑物的关键节点主要有人员出入口、进风口、

排风口、吊装口和逃生口。吊装口和逃生口一般采用低

平节点设计，其盖板一般高于地面10cm～50cm，当其

置于中央分隔带或绿化带时，则基本可隐藏于道路绿化

之中，对城市景观的影响可以忽略不计。另外，人员出

入口仅需满足日常检修的需求，设置间距较长。而进

（排）风口的地面构筑物高度可达1.5m～3m，过于密

集的地面构筑物割裂了道路风景的和谐。本文重点探讨

进风口和排风口的节点设计。

综合管廊进风口和排风口之间的距离称为通风区

间[4]，通风区间的长度与进（排）风口的数量密切相

关。根据《规范》要求，综合管廊逃生口的间距和防

火分区的长度均要求不大于200m，所以逃生口一般设

置于防火分区两端。《规范》虽未明确规定通风区间的

长度，通常情况下，一个防火分区即作为一个通风区

间，在每一通风区间一端设置进风口、一端设置排风

口。因此，综合管廊进（排）风口通常集成了进（排）

风、逃生和防火隔断的功能，有时考虑扩大进（排）风

口的尺寸，合并强电和弱电设备间至该节点。

对于天然气舱室，各类孔口不能与其他舱室连通，

因此纳入天然气管道的综合管廊需单独设置天然气舱进

（排）风口，通风区间通常也与天然气舱的防火分区长

度一致。则纳入天然气管道的管廊地面构筑物数量将成

倍增加。

2  南宁市综合管廊地面构筑物现状分析
南宁市是我国第二批地下综合管廊试点城市，试点

项目共12个，分布在南宁市主要5个城区。经调查得到

12个试点项目地面构筑物的设计情况。（见表1）

从表1可看出，综合管廊试点项目的进（排）风口地

面构筑物数量少则11个/km～13个/km，多则35个/km，

主要原因一是大部分项目的进（排）风口节点与防火分

隔合并设置，受防火分区不大于200m的长度限制，通风

区间的长度同样不大于200m。二是天然气舱的各类孔

口不得与其他舱室连通，因此天然气舱的地面构筑物需

独立布置，不得与其他舱室合并，这就造成了纳入天然

气管道的综合管廊的地面构筑物成倍增加。

3  关键节点的总体设计思路分析
南宁市综合管廊试点项目均严格执行规范对节点间

距、防火分区长度等相关要求，大部分采用进（排）风

口与逃生口、防火分隔合并设置、进风口与排风口之间

的通风区间与防火分区长度保持一致的总体设计思路，

如图1所示。该总体思路设计的进（排）风口节点整合了

规范中对不同节点设置间距的要求，可以尽量减少节点数

量和形式，减少综合管廊露出地面部分对景观的影响。

对进（排）风口上部风亭的细节设计，部分管廊

在保证通风量满足换气次数的要求下，采用不同舱室的

两个防火分区公用一个风亭（如振邦路、新邕路综合管

廊），如图2所示。另外一种形式为相邻两个防火分区单

独设置专用风亭（如蓉茉大道综合管廊），如图3所示。

  

另外，少部分管廊采用一个防火分区内设置了两个

通风区间的总体设计思路，如图4所示。防火分隔不与

进（排）风口合设，而是在标准段内每隔不大于200m

表1  南宁市综合管廊试点项目地面构筑物设计情况

图1  防火分区与通风区间长度一致的总体设计思路示意图

资金来源：广西海绵城市建设任南琪院士工作站能力建设项目、广西科技计划项目（AD17195058）

序号 项目名称 长度（公里） 舱数 入廊管线种类 位置
地面构筑物密度

（个/公里）
人员出入口密度

（个/公里）
1 高坡岭路 1.4 2 给水、中水、强电、弱电 人行道 / /

2 凤凰岭路 1.2 2 给水、中水、强电、弱电 人行道 / 1.67

3 凤岭北路 5.6 2 给水、中水、强电、弱电 人行道 /
0.71（含连接线
人员出入口）

4 平乐大道 4.6 2舱/3舱
给水、污水、强电、

弱电、天然气
红线外绿化带 24 0.71

5 龙岗片区1号路 2.7 3舱/4舱
给水、污水、强电、

弱电、天然气
红线外绿化带 12 0.74

6 金良路 3.9 3舱
给水、强电、
弱电、天然气

红线外绿化带 13 1.03

7 蓉茉大道北延长线 3.6 3舱/4舱
给水、强电、弱电、

污水、天然气
中央分隔带 24 0.56

8 振邦路 7.6 1舱/3舱
给水、强电、
弱电、天然气

红线外绿化带 13 0.7

9 新邕路 5.2 3舱/4舱
给水、强电、弱电、

污水、天然气
红线外绿化带 11 0.78

10 高棠路 2.2 3舱
给水、强电、弱电、

污水、天然气
中央分隔带 12 1.82

11 金华路 1.1 2舱/3舱
给水、强电、弱电、

污水、天然气
中央分隔带 35 1.82

12 玉洞大道 6.8 2舱 给水、强电、弱电 红线外绿化带 22 /

图2  公用风亭示意图          图3  专用风亭示意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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单独布置。该设计思路通风效果更佳，但节点数量和露

出地面构筑物也有所增加，如图5所示，且节点过多标

准段太少，此类总体设计思路无法适用于装配式综合管

廊的建设，应尽量避免采用该系统。

  

4  结论与建议
本文结合工程案例，从减少管廊地面构筑物数量的

角度出发，对关键节点的总体设计思路进行了总结，提

出如下设计原则与建议：

（1）在有条件情况下，应将综合管廊关键节点的

功能集约化设计，除了进（排）风口与逃生口、防火分

隔合并设置外，还可将投料口集成于该节点。以尽量增

加标准段的长度，方便施工和适应装配式技术的需要。

（2）宜采用通风区间与防火分区长度保持一致的

设计思路。建议对通风区间的长度进行进一步技术和经

济论证。

（3）对于进（排）风口的上部构造，建议在满足

通风设计需要的前提下，采用不同舱室的两个防火分区

公用一个风亭的设计。

（4）规划在选择综合管廊路由时，应与周边土地

性质和管线建设需求结合，尽量选择将综合管廊布置在

道路红线外的绿化带内。既可以减少管线安装和维护时

对正常行车的影响，又可通过植物绿化减少进（排）风

口对城市景观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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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4   一个防火分区内设置两个通风分区的总体设计思路示意图

图5  建设项目实景图

基于泰森多边形的那坡县农村居民点空间分布
特征研究
□  李月连   韦  严   黄  乐

[摘  要] 本文以广西那坡县为研究区域，通过构建以农村居民点为中心的泰森多边形，测算出多边形面积的变异系数Cv值。结果显

示，那坡县Cv值均大于64%，农村居民点空间分布均呈集群分布状态，无均匀分布和随机分布类型。那坡县农村居民点分布在小于

坡度5级的区域占比87%以上，且集中分布于道路距离500米以内，并随道路距离的增大而递减，说明地形坡度、道路交通便捷程度

是影响农村居民点空间分布的重要因素。研究结果可为乡村振兴背景下村庄规划中的农村居民点布局优化提供参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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农村地域空间基本单元——农村居民点，是农村居

民生产生活的聚居地，也是农村生态系统的重要空间载

体[1]。随着乡村振兴战略的开展实施，具有明显地域特

征的农村居民点空间布局成为土地资源管理、人文地理

等学科领域的研究热点。谭雪兰等借助GIS空间分析、

重心迁移模型和景观生态学方法对长沙市农村居民点景

观格局编号及地域分异进行研究[2]。彭金金等引入智能

体模型对武汉市黄陂区村镇农村居民点的空间优化决策

行为与优化模式进行了分析研究，结果显示该模型能有

效实现农村居民点自动式、智能化的优化配置[3]。叶艳

妹等利用加权集覆盖模型对江西省湖口县流泗镇农村居

民点的空间布局进行优化[4]。韦燕飞等提出云模型改进

的PSO优化算法，为实现空间规划背景下农村居民点集

约化过程中的定量空间布局优化提供科学依据[5]。刘善

开、许婷等运用Voronoi图分析研究农村居民点空间分

布特征[6、7]。本文以那坡县为研究对象，借助泰森多边

形分析农村居民点空间分布特征及影响因素，为科学编

制该县村庄规划及优化农村居民点布局提供参考。

1  研究区概况
那坡县属于国家级深度贫困山区县，位于广西壮族

自治区西南边陲，东南与靖西市相连，西北面与云南省

富宁县毗邻，南和西南面与越南接壤，地理位置偏远，

自然条件恶劣。全县辖9个乡镇，国土面积约为2231.11

平方千米。县内设有平孟口岸（国家二类口岸），另有

百南、那布、坡酬等9个边境互市点和贸易市场，是中

国—东盟贸易区重要前沿位置，也是云南省出海的主要

通道之一。

2  研究方法与数据来源

2.1  研究方法
以农村居民点为中心创建泰森多边形，分析那坡县

农村居民点的用地比例、平均面积、泰森多边形变异系

数Cv值，确定农村居民点分布特征，并研究那坡县交

通、地形坡度等条件对农村居民点分布的影响。

（1）泰森多边形。泰森多边形又叫冯洛诺伊图

（Voronoi Diagram），是对空间平面进行剖分的一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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