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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水乡功能区城市设计管控通则》

（公示稿）

一、总则

（一）编制目的

第 1.1.1 条 为塑造具有水乡特色的城乡风貌，打造宜居宜业的

优质人居环境、提升市民公共活动空间的品质，保障城市建设发展过

程中的公共利益，实现水乡功能区的高质量统筹发展，根据相关法律、

法规的规定，以及相关政策要求，基于《东莞市城市规划管理技术规

定》《东莞市自然资源局关于进一步加强我市城市设计管理工作的通

知》《东莞水乡特色经济发展区城乡风貌管理规定》，参考《东莞市

线性空间（沿路、滨水、临山）城市设计导则》《水乡功能区城市设

计管控通则研究》《水乡特色风貌塑造与历史文化保护研究》制定本

管控通则。

（二）适用范围

第 1.2.1 条 水乡功能区范围内的地块城市设计（地块包装、TID

规划）研究成果、城市更新项目的前期研究报告成果、规划设计条件

的拟定、建设工程设计方案的成果，应符合本通则要求。

第 1.2.2 条 本通则管控内容为水乡功能区城市设计的底线性管

控要求，各规划设计编制与审查单位的相关工作人员应熟悉全部内容，

并在设计与管理过程中严格执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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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管控方式

第 1.3.1 条 根据区位、交通及景观特点，水乡功能区全域分为

一般地区和重点滨水片区、重点沿路片区、城镇核心片区三个重点管

控区域。

第 1.3.2 条 管控内容分为基础管控和重点管控两类。位于一般

地区的项目应符合基础管控要求；位于重点管控区域的项目应同时满

足基础管控要求和重点管控要求；同时位于两个或以上重点管控区域

的，相关管控要求应叠加满足。

（四）执行要求

第 1.4.1 条 地段城市设计可参考本通则开展地块控制图则的编

制。已有地段城市设计覆盖的区域，其管控要求以经市政府审批的地

段城市设计地块控制图则管控要求为准。

第 1.4.2 条 地块城市设计（地块包装、TID 规划、城市更新项

目前期研究）应在研究成果中设专章对本通则相关管控条文的落实情

况进行专项说明，审查单位应对成果进行符合性审查。

上述环节根据实际情况提出更优管控建议或新增其他管控要求，

应进行专项论证，并征求专家意见，最终管控要求以通过法定部门审

批的地块控制图则成果为准。

第 1.4.3 条 《建设用地规划条件》应在设计要点中明确宗地所

属管控区域以及必须遵循的管控要求。

宗地位于经法定部门审批通过的地段城市设计、地块城市设计

（地块包装、TID 规划）、和城市更新项目前期研究范围内时，《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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设用地规划条件》应同步落实相应的地块控制图则成果。

第 1.4.4 条 建设工程设计方案应在资料图册中对项目成果是否

符合本通则相关管控条文的要求进行专项说明，审查单位应对成果进

行符合性审查。

项目因客观条件不允许或存在更优方案时，应编制专项论证报告，

并报送业务审查会集体讨论审议后按审查意见执行。调整诉求涉及刚

性控制条文的，专项论证报告报送业务审查会前应征求专家意见，涉

及调整《建设用地规划条件》的，应按《东莞市建设用地规划条件管

理暂行规定》要求执行。

（五）用词说明

第 1.5.1 条 表示严格要求，非这样做不可的条文，采用“应”

“禁止”“不得”表达，属于刚性控制条文。

第 1.5.2 条 表示允许稍有选择，在条件许可时首先应这样做的

条文，采用“宜”“不宜”表达，属于弹性控制条文。

第 1.5.3 条 条文中指明应按其他有关标准、规范执行的写法为

“应按……执行”或“应符合……要求或规定”，非必须按所指定的

标准和规范执行的写法为“可参照……执行”。

二、基础管控

（一）建筑布局

第 2.1.1 条 鼓励延续和发展水乡传统布局形式，疏密有序、错

落有致，以利于采光通风，并形成丰富多样的城市建筑组合形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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居住项目禁止沿用地红线以连续板式高层建筑形成围合式布局

（图 2.1.1a），不应连续 5 栋以上高层建筑同一高度或同一朝向行

列式整齐排列（图 2.1.1b）。

图 2.1.1a 建筑布局示意图

图 2.1.1b 建筑排列布局示意图

第 2.1.2 条 居住项目宜采用点式建筑与板式建筑相结合的建筑

组合方式进行布局。当居住项目的用地面积超过 4万平方米时，应采

用上述建筑组合方式进行布局，且每种形式的住宅建筑数量不得少于

两栋。（图 2.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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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2.1.2 建筑组合布局示意图

第 2.1.3 条 低层或多层住宅建筑之间的间距不得小于 6 米，低

层或多层住宅建筑与高层住宅建筑之间的间距不得小于 9 米，高层住

宅建筑之间的间距不得小于 13米。

（二）建筑高度：

第 2.2.1 条 严格控制新增建筑的高度，除水乡新城核心区外，

其它区域不应新建超高层建筑，各类型建筑高度按以下标准控制：

(1) 住宅建筑高度不宜大于 80米，不应大于 100 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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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商业、办公、科研、公共设施建筑高度不宜大于 100 米。

(3) 工业、仓储建筑高度不应大于 60米。

第 2.2.2 条 居住项目的高层建筑组群应避免在高度上整齐划一，

应通过建筑物高度变化勾勒出起伏的天际线和丰富的城市形态，不同

规模的居住项目的建筑高度组合按以下标准控制：

(1) 计容建筑面积不大于 5 万平方米的居住项目，其高层建筑

宜采用 2 个高度层级。

(2) 计容建筑面积大于 5 万平方米的居住项目，其高层建筑应

至少采用 2个高度层级。

(3) 计容建筑面积大于 10万平方米的居住项目，其高层建筑应

至少采用 3个高度层级。

(4) 相邻两个高度层级高层建筑之间高差不应小于 3 个自然层

且不宜大于 6 个自然层，每个高度层级的高层住宅建筑数量不应少于

2栋。

(5) 相邻的多个地块同步开发，统一申报规划总平面图，可申

请按总计容建筑面积统筹划定建筑高度组合控制标准。

第 2.2.3 条 多栋高层建筑形成的群组，建筑物的高度变化应遵

循一定的规律，形成有秩序的高度阶梯变化。项目周边为已建成区域

的，应统筹考虑周边建筑高度，适当协调。

（三）建筑体量：

第 2.3.1 条 水乡地区的建筑物体量宜小巧而精致，应尊重所在

区域的城市肌理，且与周边主要建筑的体量相协调，营造通透而开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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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城市界面，避免出现与建筑功能不相符的巨大、突兀、夸张、封闭

的建筑形体。

第 2.3.2 条 高层建筑的最大连续面宽应按以下规定控制：

(1) 工业、仓储项目，高层生产性建筑的最大连续面宽不宜大

于 100 米，高层配套设施建筑的最大连续面宽不得大于 70米。

(2) 居住项目，高度不大于 60米的高层住宅，最大连续面宽不

得大于 60 米，高度大于 60 米的高层住宅，最大连续面宽不得大于

45米。

(3) 居住项目容积率达到 3.5 或以上时，高度不大于 80 米的高

层住宅，最大连续面宽不得大于 60米，高度大于 80米的高层住宅，

最大连续面宽不得大于 45米。

(4) 其他类型项目，高层商业、办公、科研、公共设施建筑的

最大连续面宽不得大于 70米。

(5) 混合用地项目，各类型高层建筑的最大连续面宽参考该类

型项目的面宽控制要求。

第 2.3.3 条 因使用功能、生产工艺需要，无法拆解体量的大面

宽建筑，立面设计宜采用分段式设计，通过建筑形体的凹凸组合、材

质或色彩变化、局部镂空等设计手法，避免出现连续、单调的实体立

面，尽可能消解建筑的体量感。

（四）建筑立面：

第 2.4.1 条 立面风格宜采用简约、现代风格，并与周边的自然

环境相适应。立面设计的生成应与建筑结构、建筑功能相关，避免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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碎、散乱的设计，避免过度装饰。

第 2.4.2 条 立面细部不得大量使用西方古典或异域建筑风格装

饰元素，鼓励在抽象和发展的基础上适当采用岭南传统的建筑元素，

创造性的继承和发展岭南传统建筑特色。

第 2.4.3 条 立面材质宜采用安全、耐久、节能的材料，如石材、

铝板等。鼓励使用新材料、新工艺。高层建筑不应大面积使用镜面反

射玻璃或抛光金属板等材料。

第 2.4.4 条 立面附属设施（如空调、管道等）应采用整体式、

隐蔽式设计，统一安装位置与遮挡形式。

（五）建筑色彩：

第 2.5.1 条 水乡地区的建筑色彩应符合“浅色底、点缀红”的

总体原则。

第 2.5.2 条所有类型项目的主体色彩均应采用明度较高的白、米

白、浅米黄等颜色，不得大面积使用深蓝、藏青、灰、黑等深冷颜色。

第 2.5.3 条 居住、公共设施建筑的辅助色彩应采用类似传统红

砂岩的、饱和度较低的棕红、红褐等暖色调颜色。其他类型建筑的辅

助色彩宜采用饱和度较低的棕红、红褐等暖色调颜色，可少量采用深

灰、藏青等深冷色调颜色。

第 2.5.4 条 建筑物的底部或者裙房可适当使用较深色调，符合

“高浅低深”的原则，以显大气稳重。

（六）建筑屋顶：

第 2.6.1 条 建筑屋顶鼓励进行多样化的顶部设计。高层建筑屋



9

顶宜采用收分或退台的处理方式。低层或多层建筑宜设置坡屋顶或采

取平坡结合的方式。

第 2.6.2 条 坡屋顶的坡度不得大于 45度，屋顶形式宜参考岭南

民居传统屋顶样式，提取传统文化元素进行设计，屋顶色彩饱和度宜

低不宜高；平屋顶宜结合海绵城市相关要求，开展屋顶绿化景观设计。

第 2.6.3 条 建筑屋顶设置的附属设施（如空调外机、水箱、分

布式光伏等）应结合屋顶形式及女儿墙进行一体化设计，采用统一的

遮挡设施，遮挡设施的材质、色彩和造型应与主体建筑保持协调。

第 2.6.4 条 位于高架交通线路周边 200 米范围内的所有建筑屋

顶不得设置屋顶停车场。

（七）建筑街墙

第 2.7.1 条 建筑街墙的设计应有助于形成空间连续，风貌协调，

尺度怡人，活力开放的街道界面。

居住项目沿城市次干道以下等级市政道路不宜设置围墙，宜优先

考虑以配套公共服务设施和商业裙楼等功能用房对居住街坊进行围

合。公共设施、商业、办公、科研项目宜采用开放式设计，增强沿街

建筑底层通透性，共享首层架空空间和中庭空间，作为公共开放空间。

第 2.7.2 条 街墙高度不宜超过 18米，应按 6 米、10 米、15 米、

18 米的模数取值。街墙上部塔楼建筑应作后退处理，其外轮廓后退

街墙顶部外边缘距离不宜小于 2米。（图 2.7.2）

第 2.7.3 条 街墙首层鼓励采用骑楼或檐廊的形式，为行人提供

连续的遮蔽空间。骑楼和檐廊的设计应符合《东莞市城市规划管理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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术规定》第二部分第 1.1.7 条要求，且底部净高不得小于 4 米。符合

要求的骑楼和檐廊架空公共开放空间无需计算容积率。（图 2.7.3）

图 2.7.2 街墙高度示意图 图 2.7.3 骑楼、檐廊设计示意图

第 2.7.4 条 街墙首层立面不得设置连续实体封闭墙面，鼓励采

用橱窗或玻璃门窗等通透开放的立面形式。

街墙建筑为商业、文化、娱乐功能时，橱窗或玻璃门窗占街墙首

层立面长度的比例不应小于 60%。街墙建筑为其他功能时，橱窗或玻

璃门窗占街墙首层立面的长度不应小于 40%。（图 2.7.4）

图 2.7.4 街墙首层立面示意图

（八）建筑退缩

第 2.8.1 条 建筑退缩道路、水域、用地红线的距离应符合《东

莞市城市规划管理技术规定》要求，建筑红线外的场地应优先用于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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化景观和公共活动用途。

除工业、仓储项目外，其他项目的内部道路不宜超出建筑红线设

置，退缩距离较大或场地紧张确需利用建筑红线外场地布置道路时，

重点沿市政路一侧的内部道路边线与用地红线之间宜保留宽度不小

于 3米的绿化用地。

项目周边市政道路须设置港湾式公交停靠站或进行交叉口拓宽

时，建筑退缩空间应配合相关设计，无偿贡献。

第 2.8.2 条 鼓励居住、商业、办公、公共设施项目结合人行出

入口、沿街商铺、交叉路口等位置，局部加大建筑退缩，形成口袋公

园。（图 2.8.2）

口袋公园的设计应符合以下要求：

（1）至少有一个边面向市政道路或公共绿地开放。

（2）四周建筑界面的围合率不宜小于其周长的 40%。

（3）长度和宽度的比值不宜大于 3。

（4）面积不宜小于 400 平方米。

（5）场地设计标高应与市政道路人行道标高一致。

（6）绿地面积占总面积比例不应小于 50%，宜种植树冠面积较

大、遮阳效果较好的高大乔木。

（7）位于空中连廊下方时，其净高不应小于 4 米。

符合上述条件的口袋公园可视作集中绿地，整体纳入项目的绿地

率计算。



12

图 2.8.2 口袋公园示意图

第 2.8.3 条 道路、河流两侧控制的建筑退缩距离大于 5 米时，

在不影响市政管线的敷设并征得交通主管部门与属地镇人民政府同

意的前提下，经审批部门同意，地下建筑可突出建筑红线建设，突出

的地下建筑外边缘后退用地红线距离不得小于 5 米。

地下建筑退缩距离与地面建筑不一致时，应在规划条件中明确单

独的地下建筑红线。

第 2.8.4 条 鼓励不同项目、不同地块之间建设空中连廊强化交

通联系，丰富过街方式。经审批部门同意，空中连廊可突出建筑红线

建设。

空中连廊突出建筑红线的部分应符合以下要求：

（1）宽度不应小于 4 米，且不应大于 9 米。

（2）跨支路的空中连廊底部净高不应小于 4.5 米，跨支路以上

等级道路的空中连廊底部净高不应小于 5 米。

（3）跨城市干道的空中连廊应提供联系市政道路人行道的楼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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坡道或者电梯，开放给公众使用。

符合上述条件的空中连廊，突出建筑红线的部分无需计算容积率

和建筑密度。（图 2.8.4）

图 2.8.4 建筑连廊示意图

三、重点滨水片区管控

第 3.0.1 条 重点滨水片区的管控范围为《东莞市城市规划管理

技术规定》划定的重点海岸、河岸两侧以及华阳湖岸线向外扩展 300

米范围内的第一排建设用地。（图 3.0.1）

当沿河第一排建设用地为绿地（G）、道路广场用地（S)、对外

交通用地（T）、市政公用设施用地（U）时，管控范围延伸至第二排，

以此类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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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3.0.1 重点滨水片区管控范围示意图

（一）建筑布局

第 3.1.1 条 居住项目，滨水一侧应优先布置商业（公共配套设

施)建筑。工业、仓储项目，滨水一侧宜优先布置办公、科研、展示

等公共属性较强的建筑。（图 3.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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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3.1.1 滨水公共、工业、仓储项目建筑布局示意图

第 3.1.2 条 居住项目，滨水高层建筑应以点式建筑为主，不得

沿水岸连续布置板式建筑。（图 3.1.2a）

图 3.1.2a 滨水高层居住建筑布局示意图

工业、仓储项目，布置高层厂房、仓库、宿舍等建筑时，宜以建

筑的短边朝向水面。（图 3.1.2b）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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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3.1.2b 滨水工业、仓储项目建筑朝向示意图

第 3.1.3 条 滨水高层住宅建筑长边宜与水岸成一定角度布置，

角度宜在 15度至 45 度之间，以增加视线通廊的宽度，塑造丰富的滨

水建筑形态。（图 3.1.3）

图 3.1.3 滨水高层居住建筑布局示意图

第 3.1.4 条 滨水高层建筑的布局应留出视线通廊，避免形成封

闭、压抑的滨水建筑界面。（图 3.1.4）视线通廊的预留应符合以下

要求：

（1）沿水岸长度大于 100 米但不大于 200 米的用地，高层建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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之间应留出不少于一条基本垂直于水岸的视线通廊，视线通廊的最窄

处不应小于 15米。

（2）沿水岸长度大于 200 米的用地，高层建筑之间应留出不少

于一条基本垂直于水岸的视线通廊，视线通廊的最窄处不应小于 25

米。

图 3.1.4 滨水视线通廊管控示意图

（3）沿水岸长度大于 200 米的用地，用地长度每增加 100 米，

应相应增加一条视线通廊；两条视线通廊之间的距离宜控制在 80 米

至 120 米之间。

（二）建筑高度

第 3.2.1 条 滨水项目的建筑高度控制在纵深方向应符合“前低

后高，逐级跌落”的原则，鼓励滨水第一排布置低层或多层建筑，第

一排高层住宅建筑高度不宜大于 60米，第一排工业、仓储建筑高度

不宜大于 24米。

第 3.2.2 条 滨水项目平行于水岸方向的建筑高度控制应符合

“高低错落，平缓变化”的原则，并充分考虑与周边已建成项目在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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筑高度上的协调与融合，共同营造舒缓起伏的滨水城市天际线，不得

出现变化巨大的高度落差。

（三）建筑体量

第 3.3.1 条 滨水第一排高层住宅建筑，体量宜小不宜大，建筑

高度大于 45米的，其建筑投影面宽不应大于 45米。

第 3.3.2 条 除工业、仓储项目以外，其他各类型项目滨水第一

排高层建筑，建筑投影面宽率不应大于 0.6。（图 3.3.2）相邻的多

个地块同步开发，统一申报规划总平面图，可整体平衡计算建筑投影

面宽率，但单个地块的建筑投影面宽率仍不应大于 0.8。

图 3.3.2 滨水建筑体量管控示意图

（四）建筑退缩

第 3.4.1 条 桥头堡区域应设置视觉缓冲区，以桥梁中心线与水

域边界线交点为圆心，控制半径为 100 米的视觉缓冲区。视觉缓冲区

内的建设应符合以下要求。

（1）居住、商业、办公、科研、公共设施项目，狮子洋、一级

和二级河道的视觉缓冲区范围内不得布置建筑物，三级和四级河道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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视觉缓冲区范围内不得布置高层建筑物。（图 3.4.1）

（2）工业、仓储项目的视觉缓冲区范围内不宜布置高层建筑物。

图 3.4.1 滨水建筑退距（桥头堡区域）管控示意图

第 3.4.2 条 建设项目滨水一侧的建筑退缩空间应作为滨水公共

空间的组成部分完整对外开放，鼓励退缩空间与滨水绿地统筹考虑，

统一设计，为市民提供休闲活动场所。鼓励局部后退，形成口袋公园，

活跃公共空间，避免出现单调“一层皮”形态。

建设项目滨水一侧不宜设置机动车出入口，其建筑退缩空间禁止

布置停车场地和内部车行道。

四、重点沿路片区管控

第 4.0.1 条 重点沿路片区的管控范围为水乡功能区范围内重点

交通线路的中心线向两侧扩展 300 米范围内的第一排建设用地。（图

4.0.2）

当第一排建设用地为绿地（G）、道路广场用地（S)、对外交通

用地（T）、市政公用设施用地（U）时，管控范围延伸至第二排，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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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类推。

第 4.0.2 条 重点交通线路包括轨道线路的地面或架空段（穗莞

深城际线、佛莞惠城际线、地铁 R1线），高、快速路（广深高速、

广深沿江高速、莲花山通道、广园快速路），公路交通干道（水乡大

道-西部干道、望洪路-洪梅大道、G107 莞穗路、S120 麻涌大道-中麻

路-北王路、进园大道-中洪路-望万路、疏港大道、高埗大道北延线）。

图 4.0.2 重点沿路片区管控范围示意图



21

（一）建筑布局

第 4.1.1 条 重点交通线路两侧作为重要的城市形象展示面，各

类型项目的建筑布局应强化城市形象的公共性。各类型项目沿重点交

通线路均应优先布置商业、办公、科研、公建等公共属性较强的建筑；

第 4.1.2 条 各类型项目的配套宿舍、学校项目的教学用房、幼

儿园等对噪音较为敏感的建筑宜远离重点交通线路布置。

第 4.1.3 条 高层住宅建筑，宜以山墙面朝向重点交通线路，或

者建筑的长边与重点交通线路走向形成的角度宜大于 45 度，保障相

对舒朗的建筑界面，降低噪音对居住品质的影响。（图 4.1.3） 其

他类型的高层建筑，其塔楼沿重点交通线路一侧的界面宜平行于重点

交通线路。

图 4.1.3 沿路高层居住建筑布局示意图

（二）建筑高度

第 4.2.1 条 各类型项目沿重点交通线路的建筑高度控制在纵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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方向应符合“前低后高，逐级跌落”的原则。鼓励沿重点交通线路第

一排布置低层或多层建筑。沿重点交通线路第一排高层住宅建筑，建

筑高度不宜大于 60米。

第 4.2.2 条 各类型项目平行于重点交通线路的建筑高度控制应

符合“高低错落，平缓变化”的原则，并充分考虑与周边已建成项目

在建筑高度上的协调与融合，共同营造舒缓起伏的沿路城市天际线，

不得出现变化巨大的高度落差。

（三）建筑体量

第 4.3.1 条 沿重点交通线路第一排高层住宅建筑，体量宜小不

宜大，建筑高度大于 45米的，其建筑投影长度不应大于 45米。

第 4.3.2 条 除工业、仓储项目以外，其他各类型项目沿重点交

通线路第一排高层建筑，建筑投影面宽率不应大于 0.6。（图 4.3.2）

相邻的多个地块同步开发，统一申报规划总平面图，可整体平衡计算

建筑投影面宽率，但其中单个地块的建筑投影面宽率仍不应大于0.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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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4.3.2 沿路建筑面宽比示意图

（四）建筑立面

第 4.4.1 条 沿重点交通线路第一排高层住宅建筑（包括各类宿

舍）应具备公共建筑的外立面形式和特点,建筑外轮廓应尽量规整,

凸（飘）窗和阳台应采用整体性强的设计，不得设置开放式阳台，允

许设置封闭式阳台。

第 4.4.2 条 封闭式阳台的设计应符合以下要求：

（1）应与客厅或餐厅相连；

（2）面宽不得超出客厅或餐厅的面宽；

（3）进深不得大于 1.8 米；

（4）结构板底水平投影面积占该栋住宅建筑面积的比例不得大

于 10%。

符合上述条件的封闭式阳台，可按其结构板底水平投影面积的一

半计算容积率，否则应按全面积计算容积率。

五、城镇核心片区管控

第 5.0.1 条 城镇核心片区的管控范围为水乡五镇的传统生活片

区及其适当外延的居住发展片区，以各镇主要河流和道路作为边界。

（图 5.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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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5.0.1 城镇核心片区管控范围图

洪梅镇核心片区的范围包括北至梅沙大道，东至赤窖口河，南至

厚洪路，西至沙望路围合而成的区域。

望牛墩镇核心片区范围包括北至北环路-东兴路，东至蕉利河，

南至广深高速，西至寮厦水道围合而成的区域。

麻涌镇核心片区范围包括北至华阳湖（不包括）-新华学院南路-

麻涌水道-北环路，东至东环路，南至水乡大道，西至规划纵一路围

合而成的区域。



25

中堂镇核心片区范围包括北至东江北干流，东至莞穗路（G107），

南至中堂水道，西至倒运海水道围合而成的区域。

道滘镇核心片区范围包括北至北海水道，东至广深高速，南至东

莞水道，西至水乡大道围合而成的区域。

（一）建筑街墙

第 5.1.1 条 城镇核心片区应延续并强化生活服务功能，沿低等

级生活性道路的建筑功能应以商业和公共服务设施为主，居住项目沿

市政道路的街墙建筑功能按以下标准控制：

（1）道路红线宽度不大于 24米时，商业（公共配套设施)建筑

界面长度占项目用地沿路总长度的比例不应小于 60%。

（2）道路红线宽度大于 24米但小于 36 米时，商业（公共配套

设施)建筑界面长度占项目用地沿路总长度的比例不应小于 40%。

（3）居住项目沿多条道路均应布置商业（公共配套设施)建筑时，

可结合周边现状建成区商业布置和后勤出口等实际情况，在总量不变

的基础上适当平衡各条道路的商业（公共配套设施)建筑界面长度占

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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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5.1.1 沿路建筑布局示意图

第5.1.2条 居住项目商业功能街墙界面的贴线率不应小于80%。

项目沿路设置符合本通则第 2.8.2 条要求的口袋公园时，该部分视为

符合贴线要求。（图 5.1.3）

（二）建筑退缩

第 5.2.1 条 城镇核心片区的新建、改建项目应在适当的位置局

部加大建筑退缩形成口袋公园或者开放内部庭院的方式，增加公共活

动空间的供给。不同类型项目应供给的公共活动空间面积按以下标准

控制：

（1）居住项目，用地面积大于 2 万平方米时，应提供不小于 2%

的用地面积作为公共活动空间对外开放；

（2）商业、办公、公共设施项目，用地面积大于 1 万平方米时，

应提供不小于 4%的用地面积作为公共活动空间对外开放。

第 5.2.2 条 各类型项目公共活动空间的设计应符合本通则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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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8.2 条口袋公园的设计要求，作为集中绿地，整体纳入项目的绿地

率计算。

六、附则

第 6.0.1 条 本通则作为《东莞水乡特色经济发展区城乡风貌管

理规定》的补充与拓展，相关管控要求不完全一致的，以本通则要求

为准。

第 6.0.2 条 本通则自颁布之日起实施，由东莞市水乡特色发展

经济区管理委员会负责解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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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基本术语

1. 建筑布局

地块内建筑物在总平面中进行组合的方式，典型的建筑布局形式

包括围合式、行列式、点群式等。

2. 居住项目

居住项目指包含居住建筑的所有项目，其用地性质可以是纯居住

用地或者包含多种用地性质的混合用地。

3. 建筑高度

建筑高度是指建筑物室外地平面至外墙顶部的总高度，本通则所

指建筑高度均为规划高度，具体计算方式以《东莞市城市规划管理技

术规定》为准。

4. 建筑体量

建筑体量指建筑物在空间上的体积，包括建筑的长度（面宽）、

宽度（进深）和高度。

5. 建筑面宽

建筑面宽指建筑采光、横向一面的建筑外立面宽度，一般是建筑

物的长边。与其相对的是建筑进深，是指建筑避光、纵向一面的建筑

外立面宽度，一般是建筑物的短边。

6. 最大连续面宽

最大连续面宽指连续拼接的建筑物面宽之和。

7. 建筑立面

建筑立面是指在建筑设计过程中对于立面形式的处理，重点强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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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筑临街道、广场等公共空间一侧的建筑立面，一般来说是建筑的主

立面。

8. 建筑色彩

建筑色彩指由建筑材料和光线共同形成的建筑色彩感受。一般来

说，建筑色彩包括主体色彩和辅助色彩。

9. 主体色彩

主体色彩指建筑普遍使用的主要色彩。

10. 辅助色彩

辅助色彩包括强调色和点缀色。其中强调色是指区域内部标志性

建筑物和主要节点建筑等少数建筑所使用的色彩，或者区域内一般建

筑所使用的强调性色彩；点缀色是指建筑局部所使用的装饰性色彩。

11. 建筑屋顶

建筑屋顶是建筑顶部的承重和围护构件，一般由屋面、保温（隔

热）层和承重结构三部分组成，建筑屋顶通常包括平屋顶和坡屋顶两

种形式。

12. 收分

建筑的顶部造型在垂直方向由下至上收束的处理方式。根据其顶

部呈现出的空间造型表现样式的不同，常见的收分处理方式包括退台

式屋顶、坡屋顶等。

13. 建筑街墙

建筑街墙指构成街道空间的两侧建筑物集合成的界面。

14. 建筑退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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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筑退缩指项目内部建筑物外墙勒脚以上外墙表面与项目用地

红线之间的距离，通常地方城市规划管理技术规定会明确各类型项目

建筑退缩的最小距离，作为项目的建筑红线。

15. 口袋公园

指依城市道路、商业街区或居住区等建设的，规模很小的城市开

放空间，常呈斑块状散落或隐藏在城市结构中，为当地居民服务，具

有观赏、游憩和文化展示等功能。

16. 空中连廊

空中连廊指建筑物与建筑物之间，在二层或二层以上专门为水平

交通设置的走廊。

17. 建筑界面

建筑界面指建筑临开敞空间或展示方向一侧的建筑立面所形成

的空间界面。

18. 点式建筑

点式建筑是指建筑长边与短边之比小于 2，以楼梯与电梯组成的

交通中心为核心的建筑。

19. 板式建筑

板式建筑是指建筑长边与短边之比大于等于 2，并且短边长度小

于等于 16米的建筑。两幢点式建筑连体布置的，按板式建筑计。

20. 视线通廊

视线通廊指为使得视点与景点之间建立良好的对视关系，在城市

中控制的视线可视景点的通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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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1. 建筑投影面宽

建筑物垂直于控制面（重点交通线路、重点水域岸线）的正投影

的宽度。

22. 建筑投影面宽率

建筑物垂直于控制面的正投影的宽度之和占项目该侧用地红线

垂直于同一控制面的正投影宽度的比值。

23. 贴线率

贴线率指紧贴建筑界面控制线的建筑物长度与建筑界面控制线

长度的比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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