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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章 概 述

1. 项目基本情况

（1） 项目名称

潮阳区金浦街道梅花工业园区场地平整工程

（2） 参建单位

建设单位：潮阳区金浦街道办事处

设计单位：安徽省城建设计研究总院股份有限公司

2. 项目建设背景

梅花工业园区的规划建设是落实潮阳区第四次党代会精神。2016 年 9 月，中共潮阳区第四次

党代会指出，今后五年潮阳区要加快壮大实体经济，做实潮阳发展基础支撑，推动产业转型升级，

培育发展高新技术产业，升级发展临港经济，鼓励扶持企业上市融资，推动产业园扩能增效。为此，

推动金浦梅花工业园区建设是落实区第四次党代会的一项重要举措。潮阳区第三次党代会提出要构

筑好产业园区、自主创新、企业融资和基础设施四大平台，以保障产业升级提速工程的顺利实借助

特区扩围的东风，利用汕头得省产业转移示范园区的政策，争取潮阳成为“一园多区”的落脚地，

或让潮阳企业直接进入园，以解决制造业总量扩张和本土发展得用地指标紧缺问题。

梅花工业园区的规划建设是潮阳打造汕头重要增长极的重要支撑。一是优化潮阳城区工业空间

布局，基础设施完备、管理体制良好的工业园区有助于城区工业集聚和治理工业污染，进而提升潮

阳城市形象；二是通过园区共同的基础设施（如给排水、供电、污水处理等）建设，产生集聚经济，

促进经济发展；三是化解企业融资难的有效载体，通过园区超前基础设施建设、提供土地优惠和组

建企业担保有限责任公司等政策，大大降低企业的投资成本，有效化解企业难问题；四是城区功能、

产业升级的必然要求，工业园区通过对企业的集聚和生产要素的重组，实现了资源和要素的有效配

置，在改善园区基础设施、优化投资环境的同时，带动城区公用设施、商业贸易等第三产业的迅速

发展，也促进了教育、文体、卫生、服务、等社会事业的蓬勃发展、促进城市得产业升级。

梅花工业园区的规划建设落实《汕头市城市发展战略规划》和《汕头市潮阳区城区分区规划

（2010--2020）》等上一层次规划。《汕头市城市发展战略规划》在金浦街道规划了金浦科技产业

园，面积约 2.5km2，定位为科技研发与制造综合园区；《汕头市潮阳区城区分区规划（2010--2020）》

也规划了梅花工业园区。

3. 项目地理位置

项目位于汕头市潮阳区金浦街道，潮阳位于广东省东南部，濒临南海，气候温和，无严寒酷暑。

全区地貌以丘陵、平原为主，有农田耕地面积 28 万多亩，山地面积 30 多万亩；有矿泉水、花岗岩、

石矿场等资源矿种；海岸线长 84.6 公里，其中外海岸线 21.3 公里，内海岸线 63.3 公里；海淡水

养殖面积 2848 公顷，年产量达 3.7 万吨。潮阳文化积淀丰厚，素有“海滨邹鲁”之称，旅外华侨

和港澳台同胞 120 多万人，是全国著名侨乡。全区有旅游景点 100 多处，莲花峰风景区、大峰风景

区、灵山寺、文光塔等名胜古迹远近闻名，其中莲花峰风景区属国家 AAA 级风景区。英歌舞、剪纸、

笛套音乐是潮阳文化艺术的“三瑰宝”，列入首批国家级、省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项目，先

后被国家、省命名为“中国民间艺术（英歌舞）之乡”、“广东省民间艺术（剪纸、笛套音乐）之

乡”。 潮剧、木雕、石雕等传统工艺和贵屿彩街路棚等民俗文化活动,在海内外享有盛誉。

金浦街道是潮阳区下辖的一个街道办事处，位于潮阳市区西南部，东起文光街道办事处，西接

和平镇，南临练江，北连河溪镇，南与潮南区井都镇隔江相望。地理位置优越，国道 324 线贯穿全

境约 7公里，辖区内各主干道基本实现水泥化，分布有序，四通八达，主要路段全部架设路灯，交

通方便通畅。街道面积 44.14 平方公里，辖居委会和南门、寨外、梅西、梅东、大沟 5 村委会。辖

区属半丘陵平原地带，建有 12.3 公里堤围和 3 座水库，主要农作物为水稻、甘薯、花生、甘蔗、

大豆及香蕉等。金浦街道有鱼塘 52 公顷，是淡水鱼主产地，工副业以甘薯加工业著名，所产“白

雪薯粉”远销国内外。

改革开放以来，金浦工业发展迅猛，年产值 158300 万元，其中广东省金叶科技发展有限公司、

广东金科再造烟叶有限公司落户街道，是全区纳税大户，街道梅花片区是粤东的确纸制品生产、加

工和销售的主要基地，拥有纸类制品企业一百多家，其中规模以上企业 11 家。

梅花工业园位于潮阳区金浦街道西部，北至吊蓝山，东至百公岭，西界新世纪中英文学校，南

至 324 国道。梅花工业园规划面积为 247.71 公顷（约 3715.65 亩），受现状房屋厂房等用地影响

本次场地平整总面积为 1574.85 亩（一期）。

https://baike.baidu.com/item/%E5%92%8C%E5%B9%B3%E9%95%8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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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设计依据

（1）汕头市潮阳区土地利用总体规划（2010-2020）调整完善方案；

（2）潮阳区金浦街道梅花工业园区控制详细规划(修编）汕头市潮阳区规划设计研究院

2013.05；

（3）相关部门意见；

（4）项目相关的法律法规和技术规范；

（5）本工程范围内的地形修测图（1：500）电子版及岩土勘察报告；

（6）《市政公用工程设计文件编制深度规定》2013 年版。

图 1-1 项目地理位置图

项目位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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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章 规划分析

1. 规划目标

规划目标的确定以土地的集中使用控制、统一管理为基础，将近期启动区的土地使用化整为零，

按照集聚效益原理，滚动开发，达到经济效益最大化。其次，近远期目标可以按照土地开发的条件

先易后难，逐步推进，加以建设标准的严格控制，使局部建设服从整体规划。

近期目标：配套完善基础设施，充分利用各项政策，鼓励企业入园，加快产业向园区聚集发展；

利用园区的集聚效应和规模效应培育产业集群，提高产业运行效率和园区用地产出效益，促进产业

结构优化升级；推动经济增长方式的根本性转变，实现规模与质量速度与效益的统一。

远期目标：以可持续发展和区域产业服务为目标，建成适应工业经济发展需要，产业结构合理、

功能齐全、配套完善、环境优美的现代化工业园区。

2. 园区定位

现代化工业综合示范区；潮阳区域未来重要的产业基地；潮阳区经济增长点。

3. 产业定位

从整个潮阳区来看，作为区级工业园，应以发展现代化的主导产业和先导产业为主，应代表

潮阳区乃至汕头市产业的优化发展方向，即以现代制造业为主。从产业选择方向来看，应以现状主

导产业为主，重点引进科技含量高、经济效益好的大型现代化知名企业。由此，将潮阳区金浦街道

梅花园工业园区产业定位为：先进设备制造、电子信息、新型金属制造、新能源、新材料等高新技

术新产业，形成潮阳区城区工业的主要载体。

4. 规划原则

a. 高起点、整体性原则——紧密结合潮阳城区的区域发展目标，打造潮阳城区产业新城；

b. 生态优化的原则——尽量保护和适应利用自然元素；

c. 可持续发展的原则——尽量做到社会、经济、环境效益的结合统一；

d. 滚动发展原则——“总体规划，分期实施，带动区域”；

e. 经济高速原则——“完善市场运行机制”；

f. 可操作性原则——“依法管理，高效规范”。

5. 用地规划

梅花工业园区用地分为区域交通设施用地（H2）、居住用地（R）、公共管理与公共服务设施

用地（A）、工业用地（M）、物流仓储用地（W）、道路与交通设施用地（S）、公用设施用地（U）、

绿地与广场用地（G）等 8类用地

表2-3 梅花园工业园区用地规划平衡表

用地类别 面积（公顷） 百分百（%）

梅花工业园区总用地 247.71 100

1 区域交通设施用地（H2）

其中：公路用地（H22）

5.43 2.19

2

综合用地（R2/A2、R2/B1） 13.38 5.40

其中 二类居住用地/文化设施

用地（R2/A2）

3.10

二类居住用地/商业用地

（R2/B1）

10.28

3 公共管理与公共服务设施用地（A）

其中：文物古迹用地（A7）

0.28 0.11

4 工业用地（M）

其中：一类工业用地 M1

148.79 60.07

5 物流仓储用地（W）

其中：一类物流仓储用地（W1）

24.22 9.78

6 道路与交通设施用地（S） 32.56 13.14

其中 城市道路用地（S1） 29.72

交通场站用地（S2） 2.84

7 公用设施用地（U） 3.92 1.58

其中 供应设施用地（U1） 0.49

供应设施用地（U2） 3.43

8 绿地与广场用地（G） 19.38 6.73

公园绿地（G1） 13.41

防护绿地（G2） 5.7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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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2-1 梅花工业园控规土地利用规划图

6. 功能结构

根据梅花园区的用地形态和梅花工业园区所承担的主要职能，依据用地形态特点，结合空间发

展方向，以资源共享、组团发展、刚性与弹性相结合为原则，采用方格网结构形式，把梅花园分为：

生活居住区、工业生产区、物流仓储等职能区。

7. 道路交通规划

道路交通规划原则：尽量与《汕头市潮阳区城市分区规划（2010-2020）》所确定的 324 国道、

新过境公路及城市主干道的选线相衔接；道路的建设应尽量减少环境破坏，保护现状地形地貌特征，

力争塑造步移景异的道路景观效果；考虑梅花园工业园区内现状地形地貌，节约建设成本。

根据《汕头市潮阳区城市分区规划（2015-2030）》（评审稿），园区内道路分别为快速路、

主干路、次干路和支路四个道路等级。快速路为 324 国道，其道路红线宽度为 60m；园区内主干路

为中部路，道路红线宽为 60m（前段）和 30m（后段）；园区内次干路道路红线宽为 24m，支路为

16m。

园区内配建有公共汽车停靠站，以倡导优先发展公共交通，满足园区人们的出行需求。

园区内各类建筑均应按要求配建停车泊位以满足停车基本需求，同时为满足社会车辆的停车需

求，本次规划共设置有 2处社会停车场用地。

8. 竖向规划

根据《城市用地竖向规划规范》（CJJ83—99），依据 324 国道大修的设计高程，现状厂房高

程和周边已修编过的控制性详细规划，同时紧密结合梅花工业园区现状地形，以减少土方量、节约

成本和保护环境为原则，在满足园区用地地面排水、道路建设等方面的需求来确定园区的设计高程，

规划控制道路最大纵坡一般不大于8%，地块标高至少应该比周边的道路的设计高程高程0.2m以上，

以避免地块形成水上洼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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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章 场地建设条件

1. 位置

金浦街道位于北纬 23°03′一 23°31′，东经 116°14′—116°40’。处广东省东南部，濒

临南海，东北连汕头，西接普宁，南邻惠来，北界揭东。总面积 647.67 平方公里。区境属沿海丘

陵、平原地区，地形特征为“两山两江两平原”，地势自西北向东南倾斜。南为大南山，属大南山

系余脉，北为小北山，系普宁市境内铁山余脉。沿海是带状沙滩地，分布于海门、井都和田心等镇

的沿岸，经过营造防护林，已成为固定或半固定沙土。潮阳区平原面积 690 平方公里，占总面积的

52.7%；丘陵面积 578 平方公里，占 44.2%；沙滩面积 40.4 平方公里，占 3.1%。区境有优越的自然

条件和丰富的资源。境内丘陵、平原相间，河渠纵横交错。全区有耕地 20 多万亩，山地 30 多万亩。

2. 气象

金浦街道地处广东省东南沿海，紧靠北回归线，属亚热带海洋性气候。区内年平均温度 21.5℃，

年平均日照时间 1000—3000 小时，日照率为 48%，年平均降雨量为 1721mm，年平均相对湿度 80%。

潮阳区夏无酷暑，冬无严寒，日照充分，雨量充沛，气候温和。

3. 水文

汕头市水资源主要由大气降水、江河径流和地下水所构成。地表径流主要源于大气降水，多年

平均径流深 790 毫米。境内主要河流有韩江、榕江、练江、濠江和雷岭河等。

韩江，流域面积 30112 平方千米，全长 470 千米，上游梅江和汀江在三河坝汇流为韩江，过潮

州市流入汕头市区和澄海市，从五个口门出海。潮安站多年平均径流量 254 亿立方米，最大年径流

量 478 亿立方米 (1983 年)，最小年径流量 112 亿立方米(1963 年)，下游五个出口均筑有拦河桥闸

御咸蓄淡，韩江丰富的过境水量，为我市的主要供水水源。

榕江，流域面积 4408 平方千米。主流南河和支流北河在揭阳市双溪咀汇合为榕江，向南流经

我市潮阳区，在关埠注入牛田洋海域。全长 175 千米 （潮阳区境段长 60 千米，面积 334.21 平方

千米，属潮感河段）。榕江多年平均年径流量 35.6 亿立方米。三洲南岸引榕和潮水溪（引榕）为

潮阳区榕江片农业和乡镇供水的重要水源。

濠江，流域面积 137 平方千米，长 16 千米。位于汕头市区，乃是港湾潮汐通道。

雷岭河，发源于潮阳市雷岭镇，流域面积 444 平方千米，潮阳区境内面积 61 平方千米，下游

流经惠来县出海。

练江，流域面积 1353 平方千米，长 72 千米。发源于普宁市境内，流经潮阳区、过海门湾桥闸

出海。潮阳区境内面积 838.5 平方千米。练江多年平均年径流量 10.4 亿立方米潮阳区境内已建有

中型水库 7宗、小一型水库 18 宗及一批小型塘库，总库容 2.56 亿立方米它在防洪、排涝、灌溉、

供水、发电等方面发挥了显著的除害兴利效益。

4. 交通

潮阳有较完善的基础设施。经过潮阳区境内的主要公路有 324 国道、沈海高速公路（G15），

揭海公路（S234）、灰田公路（S237）、广葵公路（S337）；汕湛高公速公路（S14）自东向西穿

境而过，揭惠高速公路（S13）自北向南贯穿境内，设有贵屿服务区，潮莞高速公路（S20）从西北

部穿过。区主干道、镇道全部混凝土化，全区 295 个行政村实现通机动车，基本形成以城区为中心，

区通镇二级路，镇通镇三级路标准的四通八达的公路网络；厦深铁路从西北部穿过，设有潮阳站；

拥有国家一类口岸的潮阳港和内河良港关埠港，潮阳港已建成 5000 吨级集装箱码头，3000 吨级油

码头和 5000 吨级小船泊位。

5. 现状分析

（1）现状特征

梅花工业园区为石场迹地，中部偏南地形基本上为采石后留下的深坑和极小山堆（梅花工园区

内约有 6个规模大小不等的山堆），中部偏北地形基本上采石留下的大坑，现作为养殖脚鱼的池塘。

梅花工业园区南部靠 324 国道，北部临规划建设中的汕湛高速和平出入口，外部交通十分便利。

梅花工业园区基础设施非常落后，地形凹凸不平，高差极大，建筑地基处理难度大，回填土方量大，

开发建设成本巨大。

（2）现状建设概况

a.居住建设情况：梅花工业园区内的居住建筑集中在 324 国道北侧，道路指向性明显，基本是

临路“一层皮”，规模偏少。

b.公共设施建设：梅花工业园区内的公共设施建设主要是农业局农科所。

工业建设情况：梅花工业园区内的工业建设稀疏布置在园区内现状两条土路基的边缘，主要工

业企业有金创盛纸厂、万丰纸厂、建筑材料砖厂等。

https://baike.baidu.com/item/%E5%8D%97%E6%B5%B7/27429
https://baike.baidu.com/item/%E6%99%AE%E5%AE%81/978
https://baike.baidu.com/item/%E6%83%A0%E6%9D%A5
https://baike.baidu.com/item/%E6%8F%AD%E4%B8%9C
https://baike.baidu.com/item/%E5%A4%A7%E5%8D%97%E5%B1%B1
https://baike.baidu.com/item/%E6%99%AE%E5%AE%81%E5%B8%82
https://baike.baidu.com/item/%E7%94%B0%E5%BF%83
https://baike.baidu.com/item/%E5%8C%97%E5%9B%9E%E5%BD%92%E7%BA%BF
https://baike.baidu.com/item/%E6%97%A5%E7%85%A7
https://baike.baidu.com/item/%E6%8F%AD%E6%83%A0%E9%AB%98%E9%80%9F%E5%85%AC%E8%B7%AF
https://baike.baidu.com/item/%E6%BD%AE%E8%8E%9E%E9%AB%98%E9%80%9F%E5%85%AC%E8%B7%AF
https://baike.baidu.com/item/%E5%8E%A6%E6%B7%B1%E9%93%81%E8%B7%A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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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市政设施

道路建设情况

梅花工业园区内的道路主要为 324 国道和两条未命名的土路（部分硬化），路网远未形

成，工业园区内交通未能贯通，道路建设任重而道远。

给水工程设施

梅花工业园区内临 324 国道的建筑物由潮阳自来水总公司供，园区内的工业用水部分引

乌石水库水源，供水可靠性不高。

排水工程设施

梅花工业园区内排水设施主要是乌石水库的排洪沟----太和坑

电力、电信工程设施

梅花工业园区内电力、电信线路敷设方式以架空沿路布设为主，电力、电信网络未尽完

善。

燃气设施

梅花工业园区内未有燃气管道等设施，用户采用瓶装燃气。

电力高压走廊

梅花工业园区内现有两回 220KV 和两回 110KV 电力高压走廊，分别从园区北部和东北部

穿过。

d.文物保护:梅花工业园内现有汕头市市级文物保护单位----马平田墓。

图 3-3 内部现状企业 图 3-4、3-5 现状国道沿线

图 3-6 内部混凝土道路 图 3-7 内部砂石道路

图 3-8 现状高压塔 图 3-9 马平田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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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章 工程设计

1. 技术标准

本项目按地震裂度Ⅵ度设防，设计基本地震加速度为 0.05g。

图纸采用坐标系及高程系统为 80 坐标系和高程系统。

2. 设计规范

《城市用地竖向规划规范》(CJJ 83-99)；

《建筑地基基础工程施工质量验收规范》（GB50202-2013）；

《建筑地基处理技术规范》（GJG79-2012）；

《建筑边坡工程技术规范》（GB50330-2013）;

《土方与爆破工程施工及验收规范》GB50201-2012 版

《公路路基设计规范》（JTG D30-2004）

《城市道路路基工程施工及验收规范》（GB50092-96）

《室外排水设计规范》（GB50014-2006）

国家现行相关规范和标准。

3. 设计原则

1.以现状及规划道路、现状非拆除建筑标高为依据，合理确定场地坡度，使场地平整总工程量

优化到最小且方便使用。

2.在确保地块建筑与相邻道路相衔接的前提下，合理调整地形复杂地块的竖向设计。

在满足地块用地性质的前提下，尽量结合原始地貌，减少场地土石方工程量，使之既经济又合

理，又保持景观优美效果。

4、竖向设计应从高程上应解决用地地形的利用和整治，使之适合城市建设并满足城市交通的

需求，用地地形也应解决地表排水地面排水，并满足防洪排涝的要求。

4. 场平高程设计

本建设场地的地形起伏较大，竖向设计参照《潮阳区金浦街道梅花工业园区控制详细规划

(修编）》中地块控制以及道路控制标高进行设计，道路与场地高差通过自由放坡调整。

5. 场地平整设计方案

场地高差起伏较大，并分布有道路、山地、建筑、农田、鱼塘等不同区域，需针对不同土方形

式进行设计施工。

（一）场地填、挖工程

（1）场地清表

填方段一般清表厚为 30cm，在过水地段，由于水地腐质土厚度较厚，清表厚度一般控制在 50cm

左右，对于个别段耕植土、腐质土厚度较厚，需要加深清表厚度，清表原则为彻底清除填土范围内

的耕植土和腐质土。

挖树根采用挖掘面挖除，挖树根要求彻底挖除其根系范围内的所有枝节。并集中堆放经监理工

程师确认挖除数量后，挖掘机装自卸车，运至弃土场。

拆除构造物采用挖掘机彻底拆除包括其地下基础。拆除后装自卸车运至弃土场。

挖方段清表厚度为彻底清除山体坡面的草皮、耕植土、腐质土和垃圾等，再对原地面进行整平

及碾压，压实度（重型）不小于 90%。当原地表松散土层度大于 30cm 时，应翻挖再分层回填、压

实。当回填土高度 H≤80cm 时，应先反挖原地面土至路堤填深 80cm 位置再回填碾压。

路堑段清表在测量放样洒出的白灰线范围内，采用挖掘机自上而下挖除清表。如山体坡面较陡，

在清表前应先修筑施工机械上山便道。在半填半挖段，清表至山脚处，由推土机横向推土集堆。在

全断面挖方段，可视实际地形，自上而下用挖掘机清表，在通往便道的地段，堆集土堆。如山体坡

面较陡，修筑施工便道困难，清表在路堑开挖过程中，边开挖边清表。

在场地边缘范围内，为了避免推土机清表土流入红线外，路基边缘清表采用挖掘机开挖横向清

表，开挖至保证推土机施工不致使清表土外流入红线外为止，然后再用推土机将清表土推至集土堆

处。

如填筑段水位较高，在清表前，应采取充分的降排水措施，必要时设置临时性的纵、横向排水

沟，并保证排水沟不积水，以使场地保持干燥状态。

2）一般填方路堤

本项目挖方边坡高度 H≤10m，边坡坡率为 1：1.5。

路堤填筑前先清除路表的树根、草皮、耕植土、腐殖土和垃圾等，再对原地面进行整平及碾压，

压实度（重型）不小于 90%。当原地表松散土层度大于 30cm 时，应翻挖再分层回填、压实。当回

填土高度 H≤80cm 时，应先反挖原地面土至路堤填深 80cm 位置，再回填碾压。

如填筑段水位较高，在清表前，应采取充分的降排水措施，必要时设置临时性的纵、横向排水

沟，并保证排水沟不积水，以使路床保持干燥状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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填方应分层铺筑、均匀压实，分层厚度不大于 30cm。

填方施工时应在路堤坡脚外侧 1m 处设置临时的矩形土质排水沟，底部宽度及深度均不小于

80cm。

3）挖方

挖方边坡坡率应根据工程地质与水文地质条件、边坡高度、排水措施及施工方法等情况综合确

定。本项目挖方边坡高度 H≤10m，边坡坡率为 1：1。

在地块周边设置临时的矩形土质排水沟，底部宽度及深度均不小于 80cm。

4）半填半挖

对于填挖交界处，为减小不均匀沉降，挖方部分在路床面以下超挖 80~100 厘米后再以土方回

填。纵向填挖交界处超挖处理渐变长度不得小于 10 米。对于填方部分，当地面坡度陡于 1：5时，

其基底采取挖台阶措施，台阶宽度 2米，并在台阶底部挖成向内倾斜 4%的反坡。

5）石方爆破

如挖方现场遇到孤石，可采用土方爆破的施工方法。爆破施工方案需经过当地有关部分审核与

批准。

（二）场地填料要求及其压实度标准

场地填料应优先选用级配较好的砾类土、砂类土等粗粒土作为填料，填料最大粒径应小于

15cm。

液限大于 50%、塑性指数大于 26 的细粒土，不得直接作为场地填料。

场地压实采用重型压实标准，分层压实。地基压实度≥93；填料强度填料最小强度（CBR）3%。

①压实度数值系指按《公路土工试验规程》（JTG E40-2007）重型击实试验法求得的最大干密

度的压实度。

②粗粒土填料的最大粒径，不应超过压实层厚度的 2/3。

边坡防护工程

为节省工程投资，边坡仅采用简单的喷播植草作临时性防护。

（三）边坡防护工程

本工程边坡为临时边坡且高度较小，故采用植草防护。

1)喷播植草防护

喷播植草一般由草种、木纤维、保水剂、粘合剂、肥料、染色剂等与水组成的混和物。

草种应结合气候、土质、施工季节、周边环境等因素选用，宜采用易成活、生成快、根系发达、

叶茎矮或有匍匐茎的多年生草种。必须选用两种或以上的草种进行混播，并掺加 20%的灌木种。

对于不利于草类生长的土质，应在坡面先铺一层厚度不小于 10cm 的种植土再栽植或播种。

雨季施工时，应用无纺布覆盖，以防止草种流失。

施工顺序：平整坡面→回填种植土→播草施工→盖无纺布→前期养护。

2)坡顶、平台、碎落台防护

路堑坡顶（开口线）采用圆弧线与自然山体过渡衔接。坡顶、平台、碎落台均采用植草防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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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章 附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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