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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   言 

本规程是根据广西壮族自治区住房和城乡建设厅的要求，由南宁市城乡规划设计研究院

会同南宁市城乡建设委员会、广西市政工程集团有限公司、南宁市政工程集团有限公司成立

《广西城市道路人行道设计规程》编制组（以下简称编制组）共同编制完成。 

规程编制过程中，编制组结合当前自治区的建设要求，广泛调查研究，认真总结实践经

验，参考有关国内规范、标准和地方规程，并在广泛征求意见的基础上，形成本规程征求意

见稿。 

本规程共分为七章，包括：1.总则；2.术语；3.路侧带横断面布局；4.人行道；5.设施带；

6.绿化带；7.绿道。 

本规程中以黑体字标志的条文为强制性条文，必须严格执行。 

本规程由广西壮族自治区住房和城乡建设厅负责管理和对强制性条文的解释，由南宁市

城乡规划设计研究院负责具体技术内容的解释。执行过程中如有意见或建议，请寄送南宁市

城乡规划设计研究院《广西城市道路人行道设计规程》修订组（地址：南宁市兴宁区厢竹大

道 65 号，邮政编码：530002）。 

本规程主编单位：南宁市城乡规划设计研究院 

南宁市城乡建设委员会 

本规程参编单位：广西市政工程集团有限公司 

南宁市政工程集团有限公司 

本规程主要起草人员：王路生   杨涟   黄丹影   苏瑞坤   廖志宇   黄雁 

宋爱春   陆华   白文君   谢春盛   邱虹   黄全芳  

 

主要审查人：广西壮族自治区住房和城乡建设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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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总  则 
 

1. 1 编制目的 

为了落实广西壮族自治区工程质量的目标，统一和规范全区人行道建设标准，严控工程

质量，打造精品设施，建设宜居城市，编制本规程。 

1. 2 编制依据 

《城市道路工程设计规范》（CJJ37-2012）； 

《城镇道路工程施工及质量验收规范》（CJJ 1-2008）； 

《城镇道路养护技术规范》（CJJ 36-2006）； 

《无障碍设计规范》（GB50763-2012）； 

《城市道路绿化规划设计规范》（CJJ75-97）； 

《城市环境卫生设施规划规范》(GB50337-2003) 

《透水砖路面技术规程》（CJJ/T188-2012）； 

《透水沥青路面技术规程》（CJJ/T190）； 

《透水水泥混凝土路面技术规程》（CJJ/T135）； 

《透水路面砖和透水路面板》（GBT 25993-2010）； 

《透水砖》（JC/T945-2005）； 

《天然板石》（GB/T18600-2009）； 

《混凝土路面砖》（GB 28635-2012）； 

《广场用陶瓷砖》（GB/T23458-2009）； 

《海绵城市建设技术指南》（2014 年）。 

1. 3 适用范围 

本规程适用于广西壮族自治区范围内各城市新建、改扩建及提升类工程。 

1. 4 生效时限 

本规程自广西壮族自治区住房和城乡建设厅批准公布之日起执行。 

1. 5 与其他标准的一致性 

广西壮族自治区范围内人行道设计除应符合本规程外，尚应符合国家现行有关标准、规

范，以及广西壮族自治区相关规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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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术  语 

1.0.1 路侧带 

是指车行道外侧立缘石的内缘与道路红线之间的范围。路侧带一般由人行道、绿化带和

设施带等组成。 

1.0.2 人行道 

是指路侧带中专供行人通行的部分。 

1.0.3 绿化带 

是指路侧带中为行车及行人遮阳并美化环境、保证植物正常生长的条形场地。绿化带一

般有行道树绿带和路侧绿带两种。 

1.0.4 设施带 

是指路侧带中为护栏、灯柱、标志牌、座椅、公交站台、变电箱、报刊亭等附属公用提

供的条形场地。设施带与绿化带都是路侧带的重要组成部分，可根据实际情况将绿化带与设

施带结合设置。 

1.0.5 缘石坡道 

位于人行道口或人行横道两端，为了避免人行道路缘石带来的通行障碍，方便行人进入

人行道的坡道。 

1.0.6 人行道护栏 

防止行人跌落或为使行人与车辆隔离而设置的保障行人安全的设施。 

1.0.7 人行道桩 

是指限制机动车占用人行道的交通设施。 

1.0.8 环境基础设施 

是指设置在路侧带上的照明设施、排水设施、无障碍设施以及市政管线等基础设施。 

1.0.9 交通相关设施 

是指设置在路侧带上的交通标志牌、信号灯、人行道护栏、人行道桩、公交候车亭、公

交站牌、非机动车停车位、公共自行车站、出租车招停牌、道路停车场咪表以及交通信号控

制箱等交通类设施。 

1.0.10 公共服务设施 

是指设置在路侧带上的废物箱、座椅、邮筒、阅报栏、电话亭、报刊亭等服务类设施。 

1.0.11 公共标识设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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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指设置在路侧带上的为行车及行人提供区域内道路、建筑、设施分布示意图的设施，

包括导向标识、定位标识、安全标识和教育标识设施。 

1.0.12 绿化景观设施 

是指设置在路侧带上的用于美化环境的设施，包括绿化植被、景观小品以及公共艺术类

设施。 

1.0.13 管理维护设施 

是指设置在路侧带上用于道路及市政管线管理和维护需要的设施，包括检查井、消防设

施、电力设施以及通信设施。 

1.0.14 户外广告设施 

是指在路侧带上设置（安装、悬挂、张贴、绘制、放送、投映等）的各种形式的商业广

告、公益广告设施。 

1.0.15 绿道 

绿道是一种线形绿色开敞空间，通常沿着河滨、溪谷、山脊、风景道路等自然和人工廊

道建立，内设可供行人和骑车者进入的景观游憩线路，连接主要的公园、自然保护区、风景

名胜区、历史古迹和城乡居住区等。 

1.0.16 绿化隔离带 

是指双向慢行道之间，慢行道与机动车道、外围建筑之间的，发挥安全防护作用的绿带。 

1.0.17 综合慢行道 

是指兼具步行、自行车或其他慢行功能的混行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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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路侧带横断面布局 

3.1 快速路的路侧带一般布置在辅路两侧，主干路、次干路、支路的路侧带布置在道路的两

侧。路侧带的横断面组成包括人行道、绿化带和设施带，绿化带和设施带通常结合设置，如

图 3.1 所示。 

图 3.1 路侧带组成 

 

3.2 路侧带宽度应主要考虑其所在道路等级和沿线用地性质，并符合表 3.2 规定。 

表 3.2 各类路侧带宽度要求（单位：m） 

道路等级 用地分类 路侧带宽度 

快速路 
一般地段 4.0～4.5 

商业集中区、大型公共建筑、枢纽等人流聚集区 —— 

主干路 
一般地段 4.0～6.0 

商业集中区、大型公共建筑、枢纽等人流聚集区 6.0～7.0 

次干路 
一般地段 3.5～5.0 

商业集中区、大型公共建筑、枢纽等人流聚集区 5.0～7.0 

支路 
一般地段 2.0～4.0 

商业集中区、大型公共建筑、枢纽等人流聚集区 4.0～5.0 

3.3 路侧带设计应结合海绵城市——低影响开发雨水系统构建同步开展，路侧带断面形式、

竖向关系、排水方式等均应与海绵城市——低影响开发雨水系统设计相协调。  

3.4 人行道和车行道不宜在同一平面上，路缘石外露高度宜为 10~15cm。路缘石外露高度低

于 10cm 时，应设置人行道护栏、人行道桩或绿化带等隔离设施，使行人与机动车辆分离，

确保行人安全，同时避免机动车侵占人行道空间。 

3.5 人行道进行抬高、降低改扩建时，应充分考虑各类设施基础及检查井井盖高程的同步改

扩建，避免影响设施的使用，并消除安全隐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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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人行道 

4.1 一般规定 

4.1.1 人行道应布置在道路车行道两侧，其宽度应根据道路规划红线宽度、道路等级、行人

流量、公共设施布设要求，以及沿线建筑规划建设情况等因素综合确定。人行通道宽度必须

满足行人的安全和通畅要求，由下式计算：  

Wp = Nw/ Nw1 

式中： Wp—— 人行道宽度（m）； 

Nw—— 人行道高峰小时行人流量（P／h）；  

Nw1—— 1m 宽人行道的设计通行能力（P／h·m） 

4.1.2 人行道宽度应满足表 4.1.2 规定要求，改扩建、提升工程中如受条件限制达不到表 4.1.2

规定的要求时，其宽度可适当调整，但不得小于原有人行道宽度。 

表 4.1.2 各类人行道宽度要求（单位：m） 

道路等级 用地分类 人行道宽度 

快速路 
一般地段 2.5～3.0 

商业文化集中区、大型公共建筑、枢纽等人流聚集区 —— 

主干路 
一般地段 2.5～4.5 

商业文化集中区、大型公共建筑、枢纽等人流聚集区 4.0～5.0 

次干路 
一般地段 2.0～3.0 

商业文化集中区、大型公共建筑、枢纽等人流聚集区 3.0～5.0 

支路 
一般地段 2.0～2.5 

商业文化集中区、大型公共建筑、枢纽等人流聚集区 2.5～3.5 

4.1.3 人行道设计应结合海绵城市——低影响开发雨水系统构建同步开展，人行道面砖选择、

结构组合、排水方式、排水坡向等均应与海绵城市——低影响开发雨水系统设计相协调。 

4.1.4 机动车通行不得占用人行道，即有道路已经在路侧带内设置机动车停车泊位，而人行

道剩余宽度不符合本规程第 4.1.2 条规定的，应取消机动车停车泊位。 

4.1.5 人行天桥、人行地道、公交车站站台不应占用人行道空间。确因需要占用时，应对人

行道进行相应拓宽或另辟人行道。 

4.1.6 当人行道遇到文物和古树名木等不可挪移物体及设施，人行道采取绕行或环抱布置时，

其宽度应不小于前后的宽度。 

4.1.7 为满足排水要求和保障行人安全，人行道横坡宜采用单面坡，坡度宜为 1.0%～2.0%。 

4.1.8 人行道设计应充分考虑与道路红线外用地的竖向顺接，不应形成反坡，避免出现积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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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行道高于道路红线外用地的，应对道路红线外用地进行排水设计。 

4.1.9 人行道净空应不低于 2.5m，在净空范围内不设任何障碍物。 

4.2 结构组合 

4.2.1 人行道铺面结构一般由面层、整平层、基层、垫层组成，也可根据土基条件、面层和

基层材料特性采用面层、基层铺筑形式。人行道结构组合应满足整体强度、刚度和稳定性，

满足抗滑、平整的要求。 

4.2.2 面层直接承受行人（或车辆）荷载和自然因素的影响，要求坚实、平整、耐磨、抗滑。

面层可选用的材料有：混凝土路面砖、现浇混凝土、透水砖、石材、广场砖等。 

4.2.3 基层主要承受行人（或车辆）的竖向荷载，并把由面层传下来的应力扩散分布到垫层

或土基。基层应具有足够的强度和稳定性，以及良好的扩散应力性能，起主要承重作用。基

层可分为柔性基层、刚性基层及半刚性基层。 

4.2.4 垫层可调节和改善土基的水温状况，扩散由基层传来的荷载应力，同时还起到排水、

隔温、稳定土基、减少变形及防污等作用。 

4.2.5 整平层主要为方便面层铺筑，起到调平或粘结上下层的作用，可根据面层类型及施工

要求，有选择地设置整平层。 

4.2.6 人行道铺面结构组合可按照表 4.2.6 确定。 

表 4.2.6 人行道铺面结构组合 

结构层类型 
 铺面类型 

混凝土路面砖  现浇混凝土 石材、广场砖 透水砖 

面层 ☆ ☆ ☆ ☆ ☆ ☆ ☆ ☆ ☆ ☆ ☆ 

整平层 ☆ ☆ ☆ 
 

 
 

☆ ☆ ☆ ☆ ☆ 

柔性基层 ☆ 
  

☆  
  

 ☆ 
  

刚性 

基层 
水泥混凝土 

 
☆ 

  
☆  

 
☆ 

   

半刚性 

基层 
水泥稳定碎石 

  
☆ 

 
 

 
☆  

  
☆ 

垫层 
级配碎石 

（矿渣、路面旧料）  
☆ ☆ 

 
☆ ☆ ☆ ☆ 

 
☆ ☆ 

注：表中☆代表适用的结构组合。 

4.2.7 根据人行道功能要求（供行人或车辆出入），各结构层应满足最小结构厚度和最小施工

厚度的要求。人行道各类结构层的适宜厚度如表 4.2.7 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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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4.2.7 人行道各类结构层的适宜厚度 

项 目 结构层类型 适宜厚度（cm） 

面层 

混凝土路面砖 6～15 

现浇混凝土 
现浇水泥混凝土 6～15 

现浇沥青混凝土 4～16 

石材 3～12 

透水砖 4～12 

广场砖 1.2～1.8 

整平层 

干拌水泥砂或砂 3～6 

石屑 3～6 

水泥砂浆及水泥净浆 2～3 

柔性基层 级配碎石 10～20 

刚性基层 
水泥混凝土 10～20 

无砂大孔混凝土 15～20 

半刚性基层 
水泥稳定碎石 10～20 

透水水泥稳定碎石 10～20 

垫层 
级配碎石 10～15 

矿渣、路面旧料 10～15 

4.2.8 对于以小型车辆为主的出入口，可采用人行道铺面结构形式，人行道结构层应考虑机

动车荷载要求，各结构层厚度宜采用上表中的上限值。对于以大型载重车辆为主的出入口(如

工矿企业出入口)，不宜采用人行道铺面结构形式，出入口坡道宜采用机动车道的路面结构

形式，其结构层厚度应根据实际车辆荷载计算确定。 

4.2.9 改扩建、提升工程中，人行道设计应充分考虑现状人行道结构层的合理利用，避免造

成投资浪费。 

4.3 土基 

4.3.1 一般规定 

1、人行道土基应密实、均匀和稳定。 

2、对于不良土质路段，应结合道路路基处理采取相应改善措施。 

4.3.2 设计要求 

1、土基施工范围建（构）筑物的基础、障碍物、杂草、植物残根及垃圾等必须清除。填筑

土及填筑材料应符合工程质量要求。 

2、管线顶面覆土厚度不宜小于 70cm，覆土的压实度应不低于轻型击实标准的 95%或重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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击实标准的 93%；管线顶面覆土厚度小于 70cm 的，应对管线设施进行加固处理。 

4.4 垫层 

4.4.1 一般规定 

1、垫层应根据基层材料类型确定是否需要设置，柔性基层可不设垫层。 

2、垫层材料的选用应贯彻因地制宜、合理利用路面旧料及工业废渣的原则。 

3、地下水位较高，路基处于潮湿状态路段的人行道应设置垫层，以确保人行道铺面结构的

稳定、安全。 

4.4.2 设计要求 

1、垫层施工前，应处理好土基病害并完成地下管线设施的埋设。 

2、人行道垫层宜采用级配碎石，也可采用符合路用性能要求的矿渣和路面旧料。垫层应同

时具有反滤作用。 

3、采用级配碎石作垫层时，其压碎值应＜40%。 

4、垫层的干密度要求应符合《城镇道路工程施工与质量验收规范》（CJJ 1 -2008）相关规定。 

5、垫层的压实度应不低于轻型击实标准的 95%或重型击实标准的 93%。 

4.5 基层 

4.5.1 一般规定 

1、基层根据使用目的及结构组合形式，可采用柔性基层、刚性基层和半刚性基层。 

2、基层材料的选择应根据土基状况、面层要求、施工条件等因素综合确定。 

3、基层的压实度、平整度及材料质量应符合《城镇道路工程施工与质量验收规范》（CJJ 1 

-2008）的相关规定。 

4.5.2 沥青稳定碎石柔性基层 

1、 适用场合 

（1）柔性基层适用于土基状况较好，能充分进行碾压的路段或要求人行道结构透水的路段。 

（2）柔性基层不宜作为石材、广场砖面层的基层。 

2、 设计要求 

（1）人行道柔性基层材料可采用级配碎石或未筛分碎石。 

（2）基层应进行充分压实。在狭窄地段，可采用小型机具压实。 

（3）基层材料应避免或减少在运输、摊铺过程中的粗细粒料离析现象。 

（4）柔性基层压实度应不低于轻型击实标准的 98%或重型击实标准的 96%，CBR 值不应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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于 40%。 

4.5.3 贫混凝土刚性基层 

1、适用场合 

（1）刚性基层适用于土基软弱、地下管线多或埋深较浅、难以充分碾压的地段，以及对铺

面平整度、抗沉陷要求较高的地段。 

（2）选择石材或广场砖做铺面面层时，应采用刚性基层。 

2、设计要求 

（1）刚性基层材料为水泥混凝土。水泥混凝土标号不宜低于 C15，亦不宜高于 C25。 

（2）当日平均气温低于 5℃，现场气温高于 40  ℃ 及雨天均不宜施工。否则应采取措施，保

证工程质量。 

（3）刚性基层横向缩缝的间距一般为 4～6m；胀缝参考《城镇道路路面设计规范》（CJJ 

169-2012）第 6.7 条规定。 

（4）刚性基层 7d 龄期抗压强度应不小于 7Mpa，28d 龄期抗压强度应不小于 9Mpa，28d 龄

期抗弯拉强度应不小于 2Mpa。 

4.5.4 无砂大孔混凝土基层 

1、适用场合 

（1）无砂大孔混凝土基层适用于保持水土涵养、生态环保要求较高的地段，如步行道、游

览区道路、公共绿地内部道路人行道。 

（2）若采用无砂大孔混凝土作为基层时面层应相应选择透水性较好的材料，不应在石材和

广场砖面层下使用。 

2、设计要求 

（1）无砂大孔混凝土主要材料为水泥和碎石，由于无砂大孔混凝土不采用细料，因此水泥

用量要比普通混凝土少，一般为 70～150kg/m3。粗骨料最好选用中等粒径(10～20mm)，最

大粒径不应大于 31.5mm，且宜使用颗粒均匀的砾石或碎石。 

（2）配制无砂大孔混凝土，一般采用较高标号的普通水泥。 

（3）无砂大孔混凝土采用短时间振捣施工，避免水泥浆脱离骨料流失。 

（3）混凝土配合比应根据 28d 龄期的抗弯拉强度实验确定水泥剂量。 

（4）无砂大孔混凝土基层 7d 龄期抗压强度应不小于 7Mpa，28d 龄期抗压强度应不小于

9Mpa，28d 龄期抗弯拉强度应不小于 2Mpa。 

4.5.5 半刚性基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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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适用场合 

（1） 半刚性基层适宜各等级道路和各类土基状况的地段，但须保证充分碾压和有足够的养

生时间。 

（2）半刚性基层不应在石材和广场砖面层下使用。 

2、设计要求 

（1）半刚性基层系指石水泥稳定碎石基层和无砂大孔混凝土基层。 

（2）半刚性基层应具有足够的强度、适宜的板体刚度和一定的抗裂、防渗性。 

（3）当日平均气温低于 5℃时不宜进行半刚性基层施工，否则应采取措施，保证工程质量。 

（4）半刚性基层竣工后应采取养生措施，保证强度的形成。 

（5）半刚性基层压实度应小于 96%，7d 龄期抗压强度不小于 1.5Mpa。 

4.5.6 透水性水泥稳定碎石基层 

1、适用场合 

（1）透水性水泥稳定碎石基层适用于需要保持水土涵养、生态环保要求较高的地段，如步

行道、游览区道路、公共绿地内部道路人行道。 

（2）透水性水泥稳定碎石基层不宜在地下水位高、路基排水不良的土基状况下使用。 

2、 设计要求 

（1）透水性水泥稳定碎石基层空隙率应不小于 20%，具有良好的透水性和足够的强度及刚

度，满足结构使用的要求。 

（2）透水基层宜与透水面层组合使用，必须做好内部结构排水设计。避免因排水不良而影

响人行道、车行道以及其它构筑物基础的强度和稳定性。 

（3）当日平均气温低于 5℃时不宜进行透水性水泥稳定碎石基层施工，否则应采取措施，

保证工程质量。 

（4）透水性水泥稳定碎石基层 7d 龄期抗压强度不小于 1.5Mpa。 

4.6 整平层 

4.6.1 一般规定 

1、混凝土路面砖、透水砖、石材及广场砖等铺面下应设置的整平层。 

2、整平层材料主要有水泥砂浆、干拌水泥砂、水泥净浆、砂、石屑等。应根据面层材料、

基层类型选择使用。 

4.6.2 设计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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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整平层材料应质地均匀，水泥无硬结块，砂须过筛，拌制砂浆用水应洁净。 

2、石材、广场砖铺面应采用水泥净浆或水泥砂浆，根据施工季节及铺筑条件，可添入缓凝

剂等外加剂，以便施工。 

3、采用砂或干拌水泥砂作整平层，其上的面层应在当天完工；采用水泥砂浆作整平层，铺

面层与整平层同步进行，砂浆超过初凝时间不得继续使用。 

4、整平层用中砂，其细度模数宜为 2.3～3.0，含泥量应小于 5%。 

5、整平层用石屑，粒径为 3～6mm，含泥量宜小于 5%。 

6、整平层采用干拌水泥砂或水泥砂浆。砂宜采用细度模数为 2.3～3.0 的中砂。 

4.7 面层 

4.7.1 一般规定 

1、人行道面层应具有平整、抗滑、美观、耐久等特性，同时满足与周边景观环境协调的要

求。宜结合海绵城市建设要求优先选用透水性材料，其规格尺寸、力学物理性能、防滑和渗

透性能等指标应满足材料的技术标准。 

2、人行道面层铺筑设计可选用的材料包括混凝土路面砖、现浇混凝土、石材、透水砖及广

场砖等。 

3、人行道应与相邻地坪或建（构）筑物妥善衔接。在沿线建筑靠路边区域，人行道应铺设

至建（构）筑物墙角；在建筑退界和未建成区域，应按设计宽度铺设，外侧边缘应采取护边

措施。 

4、现浇混凝土、石材及广场砖应设置胀缝，并与基层的胀缝应对齐。 

4.7.2 设计要求 

1、混凝土路面砖铺面 

（1）混凝土路面砖按其结构受力形式可分为连锁型、非连锁型；按其成品颜色可分为本色

预制块、彩色预制块；按其制作工艺可分为压制砖、烧制砖。 

（2）混凝土路面砖表面应质地致密、色泽均匀，无掉色、起皮、分层、裂缝等缺陷。 

（3）混凝土路面砖厚度应不小于 6cm；有小型机动车辆通行的出入口混凝土路面砖厚度应

不小于 8cm。 

（4）相邻混凝土路面砖之间的接缝宽度宜为 3mm（—0，+2mm）；整平层宜采用干拌水泥

砂、石屑或砂；嵌缝砂应采用细砂。 

（5）混凝土路面砖人行道的边界必须有护固措施，以保持铺面的稳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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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现浇混凝土铺面 

（1）现浇混凝土主要有现浇水泥混凝土和现浇沥青混凝土两种，并分别有不透水和透水两

种类型。 

（2）现浇水泥混凝土人行道表面应制作线格或花纹，提高抗滑性能，其抗折强度应不低于

4.0MPa。 

（3）现浇水泥混凝土人行道表面耐磨层的厚度不得小于 2mm，且与下层的混凝土相互渗透，

可靠粘接。 

（4）现浇仿石水泥混凝土人行道面层应涂刷渗透性的透明密封光亮剂。 

（5）彩面水泥混凝土所用彩色强化料由高标号水泥、细集料和无机化合物及外加剂调配而

成；封面保护剂对树脂和表面活性剂等组成。彩面层厚度为 2～3mm。 

（6）彩色强化料用量应符合设计要求，一般为 2～2.5kg/m2，并按用量的 2/3 和 1/3 比例分

二次撒布。撒布脱模粉应均匀、无堆积、无漏撒，用量一般为 0.2kg/m2。彩色强化料应铺

匀抹平，表面无裂纹及气泡等。 

（7）彩面水泥混凝土强度达到 70%后，应采用压力水枪或清洗工具清洗面层；待完全干燥

后，分二次涂刷或喷洒封面保护剂，用量应符合设计要求，一般约为 0.2kg/m2。 

（8）现浇水泥混凝土人行道须设置变形缝。缩缝间距 4～6m，胀缝参考《公路水泥混凝土

路面设计规范》（JTG D40—2002）第 5.2.4 条规定。 

（9）填缝料可选用常温施工和加热施工方式，应具有与混凝土板壁粘结牢固、抗嵌入能力

强、耐久性好等性能。 

（10）日平均气温低于 5℃或高于 40℃以及雨天均不宜施工，否则应采取措施，保证工程质

量。 

3、石材铺面 

（1）石材采用天然的、经过加工的半成品石材。石材表面应平整、抗滑，不宜采用光面砖。 

（2）石材的品种、规格应符合设计要求及行业标准《天然花岗岩建筑板材》（GB/T18601）

和《天然大理石建筑板材》（JC/T79）有关规定。 

（3）石材厚度不得小于 30mm（青石板厚度不得小于 40mm），板块边长越长、面积越大，

厚度应越厚。 

（4）石材铺面铺设完成后，应围栏封闭做好保护，至少养护 24 小时后操作人员方可入内行

走。 

4、透水砖铺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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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市政道路人行道土基为膨胀土的区域不宜采用透水砖作为面层。 

（2）透水砖的有效孔隙率应≥15%，渗透系数应≥1.0×10-2cm/s。铺装所用的各结构层应

有不低于透水砖的透水能力。 

（3）透水砖铺设过程中，不得在新铺设的路面上拌和砂浆或堆放材料。铺设完成经检查合

格后，用中砂进行灌缝，不得采用干拌砂浆扫缝。 

5、广场砖铺面 

（1）广场砖系指经过加工烧结而成的半成品，具有强度高、抗冻性、耐久性好的特点。广

场砖应选用表面平整、抗滑，具有自洁能力和容易清洗的品种。 

（2）铺面图案与道路沿线建筑物风格协调一致，图案中应避免出现小于 1/4 边长的砖块。

面砖应与基层牢固结合，不得出现空鼓缺陷，边缘应有稳固措施。 

（3）广场砖整平层厚度一般为 20mm~30mm，砖块拼缝宽度一般为 10mm。整平层和砖块

间缝隙采用水泥净浆填充，勾缝下凹 3mm~5mm。 

（4）广场砖铺面层铺设后，表面应洒水、湿治养护，养护时间应不少于 7 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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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设施带 

5.1 环境基础设施 

5.1.1 人行道边雨水口设置应满足人行道排水需求，低洼和易积水地段应根据需要增加适当

雨水口，避免影响行人通行。 

5.1.2 无障碍设施 

1、各级道路人行道设计均应根据《无障碍设计规范》（GB 50763-2012）要求同步进行无障

碍设计，并与过街设施、公交车站、桥梁、地下通道及周边建筑等建构筑物的无障碍设施衔

接。 

2、盲道铺设应连续，应避开树木（穴）、电线杆、拉线等障碍物，其他设施不得占用盲道；

在盲道系统的完善过程中，为减少对现状保留段人行道的破坏，可采取后贴式盲道。 

3、人行道断口、各种出入口及人行横道两端应设置缘石坡道，缘石坡道形式应满足《无障

碍设计规范》（GB 50763-2012）要求。 

4、无障碍坡道处缘石与路面高差不应大于 10mm，并不得积水。 

5、对于较宽的单面坡和三面坡，应设置人行道桩，避免机动车侵占人行道。 

6、人行天桥桥下的三角区净空高度小于 2m 时，应安装防护设施。防护设施宜采用分隔栏

形式，并应在防护设施外设置提示盲道。 

5.1.3 市政管线 

1、市政管线设置于人行道下的，埋深应满足规范要求，并遵循“先地下后地上”的原则同

步实施，避免避免后期再破坏开挖人行道。改扩建、提升工程中，人行道下的管线增容改扩

建建设应与人行道的改扩建建设同步进行，避免后期再破坏开挖人行道。 

2、人行道改扩建时，因管线埋深较浅影响铺装结构层铺设的，应协调管线权属单位将管线

降至满足铺装结构层施工的深度以下；如不能降到满足规范最小覆土要求的，应对管线进行

加固保护处理。 

5.2 交通相关设施 

5.2.1 距人行天桥、人行地道梯道起点处及地铁站点出入口处 10m 范围内的人行道上不得设

置公交候车亭、公交站牌、非机动车停车位、公共自行车站、出租车招停牌等设施。 

5.2.2 交通标志、电子监控设施等宜共杆设置。 

5.2.3 消防站出警通道，可按消防部门要求在人行道上靠路缘石的位置设置可控制信号灯杆。 

5.2.4 车站、码头、人行天桥和地道的出入口、商业中心等人流汇聚区的车行道边，应设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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连续绿化带或人行道护栏进行分隔。 

5.2.5 交叉口、车辆出入口处应沿机动车行驶轨迹外侧路侧带设置人行道桩。 

5.2.6 路侧带上设置公交候车亭，应保证至少 2m 的人行道。条件有限但确需设置公交站点

的，应设置前后通透的候车亭，候车亭立柱应设置在绿化带/设施带内，不得占用人行道。

公交候车亭的落地宽度不宜大于 1.2m，亭顶边线应与侧石外边线至少保持 0.3m 的距离。 

5.2.7 公交候车亭应选择具有耐损坏特性的材料，颜色应鲜明，让使用者清楚其所在位置。 

5.2.8 公交候车亭与公交站牌宜配套设置，城市外围区建议新增公交候车亭设施。 

5.2.9 牌面与车行道成垂直角度的公交站牌，其侧边距路缘石距离应大于 0.3 m；牌面与车行

道平行的公交站牌，牌面距路缘石距离应大于 0.6m。 

5.2.10 人流量较大的交通枢纽或商业中心附近的公交车站宜设置人行道护栏，以方便维护人

行秩序。 

5.2.11 道路沿线没有停车配建指标的小型公共服务设施，可利用绿化带空间就近、灵活设置

自行车停车位，设置非机动车停车位后的人行道有效宽度不应小于 2m。 

5.3 公共服务设施 

5.3.1 距人行天桥、人行地道梯道起点处及地铁站点出入口处 10m 范围内的人行道上不得设

置阅报栏、电话亭、报刊亭等设施。 

5.3.2 人行道设计应根据《城市环境卫生设施规划规范》(GB50337-2003)要求设置环境卫生

设施。改扩建、提升工程中，对于密度不足区域应新增废物箱，公交车站、人行天桥、地下

通道出入口至少设置一个废物箱。 

5.4 公共标识设施 

5.4.1 公共标识应为行人和骑车人提供连续、有效、充足的信息，宜通过与其他设施的整合

设计，构建统一、完整的系统。中心区、商业街等重要地区人行道的公共标识体系应进行专

门设计。历史城区、历史地段内的标识设计可采用传统元素符号，体现历史环境特色。 

5.4.2 公共标识设施应对道路、地名、重要设施、景点等信息和功能进行集中设置，也可结

合公共空间中的车站、广告牌等要素进行一体化设计。使用统一的标识方式，合理确定标识

的位置、内容和形式。 

5.4.3 公共标识设置应符合《道路交通标志和标线》（GB5768-2009）的相应规定，其中地名

设置应符合《地名标志》（GB17733-2008）的规定。 

5.4.4 市区道路红线范围内未经行政主管部门颁发审批手续及其它证明材料的，严禁随意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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置指路或地点识别类标志标牌。 

5.4.5 多个安全标识牌在一起设置时，应按警告、禁止、指令、提示类型的顺序，先左后右、

先上后下地排列。 

5.5 绿化景观设施 

5.5.1 结合景观节点与道路交叉口处可设置雕塑、景墙、小品等公共艺术设施，宜设置于路

侧绿带中，周边应留出合适的空间以供行人停留与观赏。 

5.5.2 公共艺术设施的材质、色彩、体量、尺度、题材应与周围环境协调，体现一定的文化

内涵。 

5.6 管理维护设施 

5.6.1 检查井  

1、设置在人行道上的各类检查井必须符合相关技术标准，井盖使用标准规范的专业标识，

并保持完好，井盖顶面应与人行道铺装面平，高差不得大于 3mm，井口按规范要求设置防

坠落设施。 

2、景观等级高的市政道路人行道井盖应设置成景观隐形井盖，景观隐形井盖顶面铺设与所

在人行道面砖应统一协调，以保证人行道铺装图案的完整和延续，并在顶面设置井盖标识铭

牌。 

3、未设置景观隐形井盖的方形检查井方向应与铺装线形平行，圆形检查井周边应做好铺装

衔接或美化装饰。 

4、检查井井盖的设置位置应尽量避开盲道，无法避免时，应改扩建盲道绕开井盖前后接顺，

或采取后贴式盲道接顺，不能将盲道隔断。 

5.6.2 电力和通讯设施 

1、小型配电、变电设施及通讯控制箱不宜设置在宽度小于或等于 3.5m 的人行道上。在条件

允许的情况下，应迁移至道路红线外侧，或迁移至绿化带或设施带内；若无绿化控制带或设

施带，宜将设施沿路缘石边线整齐布设，尽可能减少对人行道空间的占用。 

2、具备改扩建条件的电力及通信等架空线，应结合人行道改扩建同步考虑下地改扩建，改

善城市空间环境。 

5.6.3 市政消火栓 

1、市政消火栓应布置在明显容易发现，方便出水操作，消防车易于接近的人行道上，距路

边不宜小于 0.5m，并不应大于 2.0m；距建筑外墙或外墙边缘不宜小于 5.0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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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绿化带植物不应遮挡原有的消火栓，也不能使消火栓位于绿化带的种植土范围内。 

5.7 户外广告设施 

5.7.1 户外广告设施严禁设置在下列位置：交通信号设施、交通指路牌、交通标志牌、交通

执勤岗设施、道路隔离栏、人行天桥护栏、高架轨道隔声窗(隔声墙)、道路及桥梁防撞墙与

隔声窗(隔声墙)。 

5.7.2 主要商业街人行道上各类广告纵向净距不得小于 25m，其他道路人行道上纵向净距不

得小于 50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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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绿化带 

6.1 人行道设计应结合海绵城市——低影响开发雨水设施设计对绿化带设计同步考虑，并应

充分考虑现状优质绿化资源的保护、利用、恢复。 

6.2 树带式行道树绿带应充分预留树带开口，沿单位人行出入口、公交停靠站（点）、出租

车停靠点和雨水口等应位置设置开口，并应满足行人通行及排水等要求。 

6.3 宽度较窄的人行道宜采用树池式行道树绿带，行道树宜采用池箅子、透水铺装等设施覆

盖。 

6.4 对于遮挡照明及设施的行道树，应及时对枝叶进行修剪。 

6.5 改扩建、提升类工程中应同步迁移占用人行道的行道树，并充分考虑移植回用；移植回

用可行性低或性价比差的，应更换合适树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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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绿道 

7.1 人行道设计中需设置绿道的，应注重相邻绿道之间的衔接，形成贯通连续的网络系统；

道路两侧无用地可进行绿道设置时，可接入非机动车道或公共自行车交通系统，并接受公共

交通法规管制。 

7.2 城市绿道的建设应结合具体路段的特点，采用不同的横断面形式进行建设。 

7.3 改扩建、提升工程中，城市道路路侧带需增设绿道的，优先选择设置在路侧绿带中，并

与人行道之间设置绿化隔离带进行隔离。 

7.4 中心城区的绿道绿化隔离带宽度宜不小于 3m，组团区域的绿道绿化隔离带宽度宜不小

于 1.5m，对于改扩建难度大的地区绿化隔离带宽度不小于 1m。 

7.5 绿道绿化隔离带应满足遮荫需求，紧邻游径区域宜种植遮阴乔木，同时兼顾景观视线控

制，重要节点需确保视线通廊，确保视野可达性。 

7.6 紧邻游径的绿道绿化隔离带植物选用：乔木宜选用高大荫浓的种类，枝下净空应大于

2.5m。 当净高低于 2.5 米处，应设置相应的标识与缓冲设施。 严禁选用危及游人生命安

全的有毒植物；不能选用枝叶有硬刺或枝叶形状呈尖硬剑状、刺状的种类。 

7.7 绿道游径可分为步行道、自行车道和综合慢行道（即步行道、自行车道的综合体）三种

类型。  

7.8 绿道游径改扩建时，宜尽量保留现状绿化植被，因地制宜根据路侧绿地的乔木位置或绿

化分布情况灵活调整游径的路线，使施工破坏度达到最小。同时，绿道改扩建后必须对施工

中破坏的场地和绿化植被进行恢复。 

7.9 根据不同的道路路侧宽度应适当调整绿道游径的宽度，其最小宽度标准为：自行车道 1.5

米（单向），综合慢行道 3.5 米。 

7.10 绿道游径铺装材料选择主要取决于其功能与类型，在满足使用强度的基础上，宜采用

环保生态自然材料、透水材料铺装游径路面，确保所选材料与其周边自然环境相协调。 

7.11 绿道标识系统应根据相关建设指引进行统一设计制作，以便形成区域范围内统一的绿

道标识系统。 

7.12 绿道标识系统应选用生态环保型材料制作，并考虑长期使用的要求。 

7.13 绿道自行车道和路面应进行标识，标识的颜色和形式应明显和有别于其他道路标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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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规程用词说明 

1 为便于在执行本规程条文时区别对待，对要求严格程度不同的用词说明如下：  

1）表示很严格，非这样做不可的用词：  

正面词采用“必须”，反面词采用“严禁”；  

2）表示严格，在正常情况均应这样做的用词：  

正面词采用“应”，反面词采用“不应”或“不得”；  

3）表示允许稍有选择，在条件许可时首先应这样做的用词：  

正面词采用“宜”，反面词采用“不宜”；  

4）表示有选择，在一定条件下可以这样做的用词，采用“可”。  

2 条文中指明应按其它有关标准、规范执行的写法为：“应符合……的规定”或“应按……

执行”。 



23 
 

广西壮族自治区地方标准 
                                     DBXX/XX - 2016 

 

 

 

 

   广西城市道路人行道设计规程 

      Design Rules for Urban Road Sidewalk  in Guangxi 

 

 

征求意见稿 

 

 

 

条文说明 

 

 

  



24 
 

1 总  则 
 

1. 1 本条款明确了制定本规程的目的和指导思想。随着城市建设不断推进，城市规模不断扩

大，城市人口不断增加，对城市基础设施的配套建设需求和要求也不断提升。作为城市基础

设施建设和城市形象的重要组成部分，人行道建设不仅应满足城市发展的功能需求，还应该

系统化、规范化、美观化。为利于广西各城市在人行道建设过程中严控工程质量，打造精品

设施，建设宜居城市，编制本规程，为人行道设计提供依据，同时为施工、养护、管理提供

依据。 

1. 2 目前我国尚未有专项的人行道设计国家规范，因此本规程编制主要根据实际建设需求，

结合其他地区类似地方规范、规程和标准进行条文编制，各条文均参照相关国家规范制定。 

1. 3 本条款是对本规程适用范围的界定。本规程结合了广西各城市人行道建设经验，适用于

广西地区城市道路新建、改扩建及提升类工程。 

1. 4 本条款明确本规程生效时限。 
1. 5 人行道设计中涵盖内容需遵循的规范、规程和标准较多，本规程只是其中之一。本规程

与相关的规范、规程和标准进行了合理的分工和衔接，执行时尙应符合相关规范、规程和标

准的规定。 
 



25 
 

2 术  语 

 

2.1 路侧带的定义沿用了《城市道路工程设计规范》（CJJ 37）对其的定义。人行道、绿化带、

设施带并列为路侧带的主要组成部分。 

2.2~2.4 本规程对人行道、绿化带和设施带的定义是在《城市道路工程设计规范》（CJJ 37）

对其定义的基础上进行了延伸。 

2.5 本规程对路缘坡道设计提高了要求，对路缘坡道的定义是在《无障碍设计规范》（GB 

50763）对其定义的基础上进行了延伸，使其设计更加凸显人性化设计要求。 

2.8~2.14 本规程对路侧带上附属设施的分类。其中： 

环境基础设施是人行道功能得以正常发挥的前提，一般随人行道同步建设的基础设施，

包括照明设施、排水设施、无障碍设施、市政管线，把无障碍设施也纳入环境基础设施以强

调无障碍设施重要性。 

交通相关设施是辅助交通管理而配套的相关设施，包括交通标志系统、信号灯、人行道

护栏、公交候车亭、公交站牌、非机动车停车位、公共自行车站、出租车招停牌、道路停车

场咪表等。 

公共服务设施是为行人提供公共服务的各种公共性、服务性设施，包括废物箱、座椅、

邮筒、阅报栏、电话亭等。 

公共标识设施是指在公共空间（人行道）结合建筑、场地、空间等设置给人行为指示的

公共设施。 

绿化景观设施是指种路侧带上种植的绿化植物，及为行人提供观赏、休憩需要而设立的

各式景观小品，公共艺术等。 

管理维护设施是为道路环境基础设施管理维护需要配套的设施，如检查井、消防设施（消

火栓）、电力设施（电杆、拉线、箱变、分支箱、环网柜、开闭所等）、通信箱等。 

户外广告设施在《城市户外广告设施技术规范》（CJJ 149）的定义的基础上进行了细化，

明确了该广告设施特指在路侧带上设置的户外广告设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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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路侧带横断面布局 

3.1 鉴于人行道与路侧带中的设施带、绿化带关系密切，人行道设计应同步考虑设施带、绿

化带设计的影响。本规程结合《城市道路工程设计规范》（CJJ 37-2012）中对路侧带的定义

及区内道路现状，对路侧带位置及结构组成予以明确。 

3.2 路侧带宽度的设定对人行道宽度有直接影响，本规程结合《城市道路工程设计规范》（CJJ 

37-2012）中对人行道宽度的要求和道路沿线用地性质的差异，对路侧带宽度予以明确。 

3.3 海绵城市——低影响开发雨水系统构建是城市发展建设的需要，路侧带设计应结合海绵

城市——低影响开发雨水系统设计开展。  

3.4 为确保行人及人行道安全，人行道和车行道高差宜为 10-15cm，改扩建、提升项目中无

法满足条件的，应采取必要的防护措施。 

3.5 该条款主要针对改扩建、提升类工程，人行道高程变化应充分考虑现状各类设施基础和

井盖高程的同步调整，避免影响相关设施功能的发挥并消除安全隐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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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人行道 

4.1 一般规定 

4.1.1 该条款为人行道宽度计算公式，与《城市道路工程设计规范》（CJJ37-2012）一致。 

4.1.2 本规程结合《城市道路工程设计规范》（CJJ 37-2012）中对人行道宽度的要求和道路沿

线用地性质的差异，对人行道宽度予以明确，同时对改扩建、提升工程人行道宽度提出控制

原则。 

4.1.3 海绵城市——低影响开发雨水系统构建是城市发展建设的需要，人行道设计应结合海

绵城市——低影响开发雨水系统设计开展。 

4.1.4 为确保行人和人行道安全，机动车通行不得占用人行道。 

4.1.5 人行道应连续贯通，交通设施不应占用人行道空间。 

4.1.6 人行道因避让建构筑物而绕行或环抱布置时，其宽度应与前后的宽度衔接，确保人流

通畅。 

4.1.7 该条款与《城市道路工程设计规范》（CJJ37-2012）一致。 

4.1.8 人行道设计应处理好与道路红线外用地的竖向关系，并做好排水措施。 

4.1.9 该条款与《城市道路工程设计规范》（CJJ37-2012）一致，为强制性条文。 

 

4.2 结构组合 

4.2.1 该条款明确人行道结构组合形式，并提出基本要求。 

4.2.2 该条款明确面层功能、基本要求及推荐选用材料类型。其中材料类型为目前中在广西

运用较广泛或正在积极推广的材料，不排除其他新型材料的运用。 

4.2.3 该条款明确基层功能、基本要求及类型。 

4.2.4 该条款明确垫层功能。 

4.2.5 该条款明确整平层功能。 

4.2.6 该条款提供人行道不同铺面类型的结构组合参照。 

4.2.7 该条款提供人行道各结构层的适宜厚度参考。 

4.2.8 该条款对各种类型出入口人行道铺面结构形式提出控制要求。 

4.2.9 该条款对改扩建、提升工程中现状人行道结构层的合理利用提出强制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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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3 土基 

通过人行道结构传到路床顶面的荷载应力很小，因而，对路基承载能力的要求并不高。

但路基出现不均匀变形时，人行道面层与基层之间会出现局部脱空，从而影响人行道的使用

功能。因此，对路基的基本要求是提供均匀的支承，即路基在环境和荷载作用下产生的不均

匀变形小。为控制路基的不均匀变形，须在地基、填料、压实等方面采取相应的措施。 

4.4 垫层 

垫层主要设置在温度和湿度状况不良的路段上，以改善结构的使用性能。考虑到广西地

区雨水相对较多，设置垫层可有效的改善人行道结构的使用性能。 

4.5 基层 

4.5.1 基层按照组成材料分为无机结合料类（包括水泥稳定碎石、透水水泥稳定碎石、无砂

大孔混凝土）、沥青结合料类（沥青稳定碎石、开级配沥青稳定碎石）和粒料类（包括级配

碎石、级配砾石、未筛分碎石等）三大类型。基层按照材料力学分为柔性基层、刚性基层和

半刚性基层。 

4.5.2 人行道基层作为主要荷载承重层，对结构的稳定性至关重要。因此本规范中对人行道

基层压实标准和 CBR 值采用城市支路标注中的要求。 

4.5.3 贫混凝土基层会产生收缩裂缝，导致人行道面层出现开裂。因而，对这种基层规定了

设置接缝的要求。 

4.5.4 无砂混凝土基本上不用振实，只能短时间振捣。否则，水泥浆就会脱离骨料而流失。

所以，无砂混凝土没有和易性这一提法，只要水灰比合适，所有颗粒能形成平滑的包层即可。

无砂混凝土的抗压强度，主要与密度有关，决定于水泥用量。水灰比并不像普通混凝土那样

起控制作用，但由于水灰比控制了密度，因此也有一定的最佳水灰比范围。水灰比高于最佳

值，水泥浆易于流淌;水灰比过低，水泥浆过稠，则不容易达到一定的密实度。 

4.5.5 本规程列出两种半刚性基层材料，若人行道不考虑车载建议采用透水性较好的半刚性

基层。 

4.5.6 对于透水水泥稳定碎石基层应做好材料的选择和配合比实验，水泥应优选普通硅酸盐

水泥 P.O32.5，初凝时间大于 3h，终凝时间小于 6h，其它指标符合国家现行水泥标准；碎石

应选用洁净、坚硬的碎石，压碎值不应大于 30%，最大粒径为 20cm，且不得超过层厚的 2/3， 

4.75mm 以下粒径含量不应大于 10%。组分配合比应根据设计透水系数（一般可按照

k=1200m/d），选择相应的级配碎石，碎石的技术指标应符合现行国标。 



29 
 

4.6 整平层 

4.6.1 该条款明确整平层适用范围、适用材料。 

4.6.2 该条款为整平层各类型材料基本要求。 

4.7 面层 

4.7.1 一般规定 

1、该条款为人行道面层基本要求并结合海绵城市建设要求提出优先选用透水性材料。 

2、该条款明确面层推荐选用材料类型。 

3、该条款明确人行道铺设边界界定原则。 

4、人行道各结构层胀缝应对齐。 

4.7.2 设计要求 

1、该条款明确了混凝土路面砖类型，并提出外观、厚度、接缝及护固措施等方面要求。 

2、该条款明确现浇混凝土铺面类型、材料要求、施工要求。 

3、该条款明确石材铺面材料要求及施工养护要求。 

4、该条款明确透水砖铺面适用范围、材料要求及施工要求。 

5、该条款明确广场砖铺面材料要求及施工养护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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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设施带 

5.1 环境基础设施 

5.1.1 人行道应排水通畅，避免积水。 

5.1.2 无障碍设施 

1、人行道设计应同步落实无障碍设计内容。 

2、为确保盲道的连续贯通设置该条款。 

3、人为满足无障碍通行要求提出缘石坡道设置原则。 

4、在《无障碍设计规范》（GB 50763-2012）中关于无障碍坡道设置要求的基础上，结合工

程实践经验提出坡道底不得积水的要求。 

5、为确保行人及人行道安全设置该条款。 

6、该条款为《无障碍设计规范》（GB 50763-2012）强条。 

5.1.3 市政管线 

1、该条款为市政管线设计基本要求。 

2、该条款为改扩建、提升类项目中，对设置于人行道下地下管线的处理原则。 

5.2 交通相关设施 

5.2.1 在人流量大的建构筑物出入口附近，交通设施设置不得影响行人通行、疏散。 

5.2.2 交通设施设置宜优化整合，节省投资的同时避免产生安全隐患。 

5.2.3 为便于消防站出警设置该条款。 

5.2.4 为达到人车分流目的，确保行人安全，人流汇聚区的车行道边应采取防护措施。 

5.2.5 为确保行人安全，同时加强行车导向，设置该条款。 

5.2.6 公交候车亭设置应确保人行道最小通行要求，同时对公交候车亭规格进行设定。 

5.2.7 该条款为公交候车亭材料选择基本要求。 

5.2.8 公交候车亭与公交站牌设置宜优化整合，同时结合城市发展趋势增加城市外围区公交

候车亭设施设置。 

5.2.9 该条款为公交站牌设置基本要求。 

5.2.10 在人流量较大的区域的公交车站宜设置人行道护栏进行人流组织并确保安全。 

5.2.11 随着城镇化发展不断推进，城镇人口不断增加，自行车停车位的需求也随之迫切，应

充分利用有利条件建设小型公共服务设施，但不得占用人行道通行空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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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3 公共服务设施 

5.3.1 在人流量大的建构筑物出入口附近，公共服务设施设置不得影响行人通行、疏散。 

5.3.2 该条款为对人行道设计中环境卫生设施设置的基本要求。 

5.4 公共标识设施 

5.4.1 该条款为公共标识设置基本原则及风格控制要求。 

5.4.2 该条款为公共标识设施设置内容、方式等的基本要求。 

5.4.3 公共标识设置应符合相关规范的要求。 

5.4.4 该条款为指路或地点识别类标志标牌设置的行政管理原则。 

5.4.5 安全标识牌设置宜优化整合，节省投资的同时避免产生安全隐患。 

5.5 绿化景观设施 

5.5.1 为提升城市景观品质设置该条款。 

5.5.2 该条款为公共艺术设施设置的基本要求。 

5.6 管理维护设施 

5.6.1 检查井  

1、该条为井盖设置的基本要求。 

2、为提升城市形象同时兼顾经济性，城市道路人行道井盖设计应考虑道路景观等级、标准。 

3、对未设置景观隐形井盖的方形检查井、圆形检查井提出相应设置要求。 

4、该条规定井盖的设置不能隔断盲道，应保持盲道的连续性。 

5.6.2 电力和通讯设施 

1、该条款为小型配电、变电设施及通讯控制箱设置基本要求。 

2、该条款为人行道改扩建中对架空线处理建议。 

5.6.3 市政消火栓 

1、该条为市政消火栓的基本设置要求，与消防规范一致。 

2、该条为对上一条的具体细化，该问题的人行道改扩建时容易被忽略。当消火栓位于种植

土范围内时，由于现在海绵城市建设要求做下凹式绿地，消火栓外表面容易被干湿交替腐蚀

及植物生长遮挡。 

5.7 户外广告设施 

5.7.1 户外广告设施设置不得影响其他设施的使用，不得造成安全隐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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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7.2 人行道上广告设置不得过密、过大，应根据道路沿线用地性质控制设置间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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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绿化带 

6.1 人行道设计与结合海绵城市——低影响开发雨水设施设计、绿化带设计紧密相关，应同

步开展。 

6.2 行道树绿带设置应充分预留断口，不得影响行人通行及排水等要求。 

6.3 宽度较窄的人行道宜采用树池式行道树绿带，行道树宜采用池箅子、透水铺装等设施覆

盖。 

6.4 行道树应定期检查养护，以免影响相关设施的使用，造成安全隐患。 

6.5 改扩建、提升类工程中，既要满足人行道空间的要求，又要充分考虑现状绿化的利用，

避免投资浪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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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绿 道 

7.1 借鉴《南宁市绿道规划设计导则》及广西区内城市道路复杂的用地条件，为确保绿道网

的贯通、连续与统一，在用地条件有限的区域，遵守公共交通法规管制的前提下，绿道可接

入非机动车道或公共自行车交通系统。 

7.2 广西区内现状道路条件复杂，路侧带的宽度不一，绿道系统建设时应根据其不同的用地

条件进行多样的绿道断面设置。 

7.3 为能充分体现绿道的生态、环境效益，路侧需增设绿道的，优先选择设置在路侧绿带内，

为确保绿道游径骑行安全，与人行道之间应设置绿化隔离带进行隔离。 

7.4 借鉴《南宁市绿道规划设计导则》中绿化隔离带建设条文确定其最小宽度。 

7.5 绿化隔离带的植物种植在注重生态效益的同时还需兼顾景观视线的控制，在重要节点区

域打开视线通廊。 

7.6 借鉴《南宁市绿道规划设计导则》中绿廊建设条文，绿化植物的种植应遵守安全原则。 

7.7 借鉴《南宁市绿道规划设计导则》对绿道游径进行分类。 

7.8 绿道游径的建设应做到低影响开发，尽可能利用现状植被，灵活设置路线，避免大挖大

建，资源浪费，注重生态恢复。 

7.9 借鉴《南宁市绿道规划设计导则》确定绿道游径的最小宽度。 

7.10 绿道游径推广使用生态环保的材料、透水材料，并与周边自然环境相协调。 

7.11-7.13 标识系统的条文强调了标识系统的统一性，并提出材料与颜色的要求，其具体式样

宜编制专项导则进行控制与指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