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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言 

金山•银山•白山——白山市总体城市设计导则 

         城市设计，已被列为城市规划的法定成果，是对总体规划和控制性规划的形象

表达。城市设计导则是城市运营、管理的重要抓手，是塑造城市特色、保护历史文

化的重要保障，是具体落实城市高质量发展新思想、新战略的主要载体。白山市总

体城市设计导则将为白山的城市建设与发展提供原则性指引，对建设人民满意的文

明白山、幸福白山有重要意义。 

 

         白山市正在经历由“工矿城市”向“生态旅游城市”的绿色转型，正在扎实践行着

“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的新理念，正在向着打造长白山·鸭绿江旅游目的地，建设

宜居宜业宜游的国际旅游名城的宏伟目标努力奋进。白山市总体城市设计导则的编

制立足于白山市特有的自然资源和历史文化，基于城市现状，着眼于城市可持续发

展，以人民为中心，通过科学的设计、精准的管理，打造特色鲜明的城市风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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区位 

位于吉林长白山西侧，南与朝鲜隔江相望。距离长

春市经辉白高速仅2.5小时车程、距沈阳市4小时车

程。长白山飞至北京需1小时40分钟。 

 
历史 

白山早在新石器时代就有人类活动，是古文化发源

地。秦汉属辽东，汉至隋唐时属高丽，宋并入辽。

明属奴儿干都司建州卫，为努尔哈赤所并，为满族

文化发源地。 

经济 

2017年，白山市实现地区生产总值705.33亿元，

比上年增长4.1%。其中，第一产业增加值60.36亿

元，增长3.6%；第二产业增加值355.20亿元，下

降0.8%；第三产业增加值289.77亿元，增长12.0%。

其中国内旅游收入157.0亿元，同比增长25.8%，

旅游业已成为全市重要的支柱产业之一。 

名片 

立体资源宝库，长白林海，中国十大生态旅游城市。 

1.资源状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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区域发展联系 

    白山地处我国东北东部，在对朝边

境地区，背依长白山风景旅游区。 

    在东北振兴“十三五”规划中，白

山处在东北东部经济带上，是东北地区

东部重要的节点城市。 

    白山紧邻沈阳经济发展圈和长春经

济发展圈，受沈阳和长春两个大都市的

辐射，但是辐射作用较弱。 

    东南面毗邻边境，对经济旅游发展

有限制作用。 

东北东部经济发展带 

区域发展联系轴线 

中心城市 

主要城市 

白山 

中心城市经济发展圈 

1.资源状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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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从吉林省整体情况

看，白山处在吉林省东

部生态带上，是吉林省

东南部重要的地区性中

心城市。 

    白山市与通化市形

成了吉林省东南部重要

的城镇组团，是吉林省

重要的区域经济发展支

撑点。 

现状总结及评价 

1.资源状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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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The overall design of Baishan City——the final atlas 

区域发展联系 

（引自吉林省总体规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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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特色自然资源—市域鸭绿江边境风光 

头道沟 二道沟 

三道沟 

四道沟 

七道沟 

六道沟 

八道沟 

十二道沟 

十五道沟 

十四
道沟 

十
八
道
沟 

三道沟 

白山市 

临江市 

鸭绿江 

望天鹅风景区 

长白山天池 

十九道沟 

长白县 

九道沟 
十道沟 

十一道沟 

十三
道沟 

十
六
道
沟 

十
七
道
沟 

二十道沟 
二十一道沟 

二十二道沟 

二十三道沟 

五道沟 

    自长白山南坡鸭绿江大峡谷附近的双叉口开始，一直到鸭绿江中游的临江、集安附近共有二十四道沟汇入鸭绿江，从地图上可见

的最后一道沟则为二十三道沟。自然生态环境保持完好，天蓝、水碧、山险、树绿，景色宜人，与朝鲜隔江相望，可一览异国风情。 

1.资源状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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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图为鸭绿江（左）与浑江（右）交汇处，向远处眺望，鸭绿江两岸的河谷已被世代开垦为农田。沿江公路在中国一侧的大山上开

辟出来，把鸭绿江中上游流域与外界沟通起来。 

1.1.特色自然资源—市域鸭绿江边境风光 

1.资源状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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白山中心城区范围内山体资源丰富，尤其是中心城区由南山和北山裹挟而成，为南北短，东西长的梭形。城市发展与山脉

紧密相连，山体成为主要的自然资源之一。 

1.2.特色自然资源—中心城区山体 

1.资源状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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山体道沟 

水体 

秃尾巴沟 

道路 

太平湖景区 

黑沟 

不大远沟 

满天星 

青山湖水库 

青沟子河 

黑沃子沟河 

板石沟 

小板石沟 

板石沟河 

通天沟 

朝阳沟 

红土崖河 

碱厂沟河 

大通沟河 

大通沟 

浑江 

2 

1 

3 

4 

5 
6 

7 

8 

9 

10 

11 

库仓沟河 

库仓沟 

金坑河 

1.3.1.道沟分布索引图 

1.3.特色自然资源—中心城区道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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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11乡道 

村 1F 

厂房3F  

香磨村 1F 

变电站 

变电站 

村 1F 

水体 

道路 

白山市总体城市设计导则 

村庄  厂房 

村庄 变电站 

1.3.2.道沟现状—1.秃尾巴沟 

1.3.特色自然资源—中心城区道沟 

白山市总体城市设计导则——成果图册 
                                     The overall design of Baishan City——the final atlas 

1.资源状况 

景观资源一般，有较多基础设施，发展优先级较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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水乡人家垂钓园 太平湖水库 

太安乡 村庄 

水体 

078县道 

工厂 1F 

太平湖景
区 

工厂 4F 

水乡人家垂钓园  1F 

工厂 4F 

太安乡 

1.3.2.道沟现状—2.黑沟 

1.3.特色自然资源—中心城区道沟 

白山市总体城市设计导则——成果图册 
                                     The overall design of Baishan City——the final atlas 

1.资源状况 

有良好的景观资源和旅游休闲发展潜力，需处理好与工业的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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采矿区 

彩钢房工厂  1F 

村庄 1F 

村庄 1F 

村庄 1F 

工厂 2F 

采矿区 彩钢房工厂 

村落 

垃圾填埋厂 

1.3.2.道沟现状—3.满天星 

1.3.特色自然资源—中心城区道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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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资源状况 

景观资源一般，有矿区和工业区，宜发展工业产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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垃圾填埋厂 

水体 

道路 



017乡道 

青山湖水库 

村 1F 

彩钢房商业 2-3F 

水库游玩设施 

零散彩钢房 

零散彩钢房 沿路村庄 

彩钢房商业 水库游玩设施 

青山湖 

零散彩钢房 

1.3.2.道沟现状—4.青沟 

1.3.特色自然资源—中心城区道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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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资源状况 

有良好的景观资源和旅游休闲发展潜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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村落 1F 

村落 1F 

村落 1F 

村落 1F 

村落 1F 

村落 1F 

黑沃子沟河 

北山公园 

村落 

黑沃子沟河 

1.3.2.道沟现状—5.黑沃子沟 

1.3.特色自然资源—中心城区道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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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资源状况 

居住村落为主，临近北山公园，宜增强城市生活服务功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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道路 



特色建筑  

岳桦路 

敬老院 

库仓沟河 

朝鲜族人家 1F 

敬老院 8F 

学校  4F 

二医院  4F 

工厂 1F 

村落 1F 

北山公园 

岳桦路 

库仓沟河 

1.3.2.道沟现状—6.库仓沟 

1.3.特色自然资源—中心城区道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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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资源状况 

居住村落为主，临近北山公园，宜增强城市生活服务功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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板石沟河 

村庄与彩钢房 

103省道 

026乡道 

村庄 1F 

村庄 1F 

村庄 1F 

村庄 1F 

彩钢房工厂 1F 

村庄 1F 

零散村落 1F 

板石沟河 

1.3.2.道沟现状—7.板石沟 

1.3.特色自然资源—中心城区道沟 

白山市总体城市设计导则——成果图册 
                                     The overall design of Baishan City——the final atlas 

1.资源状况 

居住村落为主，为市区入口之一，需着重打造城市门户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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道路 



303省道 

长岗村  1F 

村落  1F 

南环路 

红土崖河 

红土崖河 村庄 

村落  1F 

红土崖河 长岗村 

村落 

1.3.2.道沟现状—8.朝阳沟 

1.3.特色自然资源—中心城区道沟 

白山市总体城市设计导则——成果图册 
                                     The overall design of Baishan City——the final atlas 

1.资源状况 

景观资源一般，设施与产业较少，有待开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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水体 

道路 



018乡道 

金坑河 

村落  1F 

工厂 3F 

水泥工厂 3F 

村落 1-3F 

矿坑 

村落  1F 

彩钢房工厂1F 

英才路 

南环路 

工厂 3-4F 

矿坑 村落 

水泥工厂 

工厂 

金坑河 

1.3.2.道沟现状—9.金坑河 

1.3.特色自然资源—中心城区道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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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资源状况 

景观资源一般，设施与产业较少，有待开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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水体 

道路 



村落 

彩钢房工厂 

育文路 

南环路 

村落 1F 

工厂 1F 

村落 1F 

变电站 

1.3.2.道沟现状—10.碱厂沟 

1.3.特色自然资源—中心城区道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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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资源状况 

居住村落为主，宜增强城市生活服务功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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水体 

道路 



003乡道 

居住小区 6F 

村庄 1F 

工厂 1F 

工厂 1F 

零散村落 1F 

零散村落 1F 

居住小区 工厂 村落 村落 

1.3.2.道沟现状—11.大通沟 

1.3.特色自然资源—中心城区道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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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资源状况 

景观资源一般，设施与产业较少，有待开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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利用水库资源优势：  

黑沟 太平湖水库 

青沟 青山湖水库 

青山湖水库 

太平湖水库 

1.3.3.特色道沟发展—景观型特色道沟 

1.3.特色自然资源—中心城区道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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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资源状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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水体 

道路 

水体 

道路 



利用景观区位优势：  

板石沟  

城市门户 代表城市形象 

1.3.3.特色道沟发展—景观型特色道沟 

1.3.特色自然资源—中心城区道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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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资源状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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水体 

道路 



利用河道资源优势： 

朝阳沟  

红土崖河 河道宽 景观好 

1.3.3.特色道沟发展—景观型特色道沟 

1.3.特色自然资源—中心城区道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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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资源状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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水体 

道路 



利用朝鲜族文化优势：  

库仓沟 现有朝鲜族聚居区  

      

1.3.3.特色道沟发展—文化型特色道沟 

1.3.特色自然资源—中心城区道沟 

白山市总体城市设计导则——成果图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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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资源状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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水体 

道路 



白山中心城区枕山带河，山体景观作为城市底景； 

中心城区周边道沟依山势发展，渗入城区，形成城区与山脉联系通廊； 

水体 

道沟 

山体空间联系 

道路 

1.3.4.中心城区与周边山水格局 

1.3.特色自然资源—中心城区道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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满族旗袍 满族剪纸文化 满语 

满族八旗 满族课堂 满族打绳结 

    白山拥有丰厚的满族文化底蕴，长白山满族文化博物馆是全国首家以长白山满族文化为主题的专题博物馆，具有鲜明的

地域特色和民族文化。满族的各种文化习俗更是白山市重要的非物质文化遗产。 

1.4.特色文化资源—满族文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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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杲沿边作乱，被击斩
后，其子阿台继续和明
军对抗，战败后，觉昌
安和塔克世（努尔哈赤
祖父和父亲）在混战中
去世，“建州三卫”瓦
解，努尔哈赤任建州部
首领。 

从1583年以遗甲13副兴
师起，努尔哈赤取图伦、
斩尼堪外兰，败九部联
军，10年内统一了建州
女真部落。接着，灭哈
达，并辉发，亡乌拉，
降叶赫，取东海女真，
36年内统一了建州五部、
海西四部和东海大部分。 

女真族一直居住在满洲（今东北），
后分为三部，其中一部最为强大，
该部明代时称为建州女真，即今中
朝边境长白山一带。 
努尔哈赤12岁时流落到白山市江源
“佟佳老营”，成为佟氏赘婿。 

 万历十一年，努尔哈赤
为报父、祖之仇为名，
以遗甲13副和部众30人，
向尼堪外兰的驻地——
图伦城进攻，凯旋而归。 

女真 努尔哈赤
流落白山 

王杲作乱 
阿台对抗
李成梁 

觉昌安、塔
克世去世 

努尔哈赤
任首领 

十三副遗甲起兵 

统一女真各部 

创制满文、建
立八旗制度 

万历二十七年，努尔哈赤命人
用蒙古字母拼写满语，创制满
文，颁行全国。万历二十九年，
并以黄、白、红、蓝四种颜色
的旗帜编制“四固山”，后发
展为八旗，‘以旗统军，以旗
统民’。 

万历四十四年正月，努尔哈赤
在赫图阿拉城举行登基大典，
定国号为后金，建元天命，自
称“承奉天命覆育列国英明
汗”。万历四十六年，努尔哈
赤在兴京“告天”誓师，宣读
与明朝结有七大恨的讨明檄文。 

即位、七大恨告天 

天命四年，后金与
明朝第一场关键战
役萨尔浒战役爆发，
后金以少胜多。天
命六年，努尔哈赤
攻克沈阳，后取辽
阳，天命十年，后
金迁都沈阳，改沈
阳为盛京。 

连夺辽沈 

满族
皇族
起源 

迁都 

仙女在长白
山的布勒瑚
里湖吞食喜
鹊留下的红
果，诞下爱
新觉罗祖
先——布库
里雍顺 

传说
阶段 

太祖
反明 

后金
建立 

迁都
沈阳 

龙兴之地 

清代对长白山崇拜到
了极大程度，1677年，
康熙踏查长白山，定
长白山为祀山，誉为
“龙兴之地”。 

1.4.1.满族历史沿革——建州女真 

1.4.特色文化资源—满族文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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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2.满族神话传说 

    努尔哈赤遭李成梁追捕时，偷骑了一匹大
青马，带着平时豢养的老黄狗，向长白山驰去。 
    大青马载着努尔哈赤奔驰，因力竭而死 

    李成梁放火烧草甸，黄狗来回于水洼之中，
将睡熟的努尔哈赤弄湿以保全性命，最终被火烧

死     

    努尔哈赤被李成梁追上时，一群乌鸦复盖
其身，让李成梁误以为努尔哈赤已死，被乌鸦

啄食     

努尔哈赤死后，皇太极继位，按嘱咐
改国号“大清” 

满族后人不吃狗肉，不杀且善待犬类 

满族后人善待乌鸦 

    海东青是满族人用于狩猎的猎鹰，在满族萨满教神谕中，唱赞鹰神有"遮雪盖地的金翅膀，怀抱两
个银爪子，白天背着日头来，晚上驭着日头走"，是人世间光明与黑暗的支配者。同时鹰神与雕神又是
力量与威武的象征，雕神为最凶猛的宇宙大神。 

1.4.特色文化资源—满族文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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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3.白山满族文化遗迹 

    1400年，建州女真佟佳部族在浑江源头繁衍生息，

留下的佟佳古城文化（今江源区城墙砬子遗址） 

 

    明末清初，建州女真修建“佟佳老营”基地 

 

    1668年，清廷对长白山实行封禁政策，浑江流域

成为人迹罕至的深山老林，“佟佳老营”成为荒城废

堡，被茂密的森林所覆盖。 

江源小溪 

江源老营沟城墙遗址 佟佳老营水井 

白山市 

江源区 

佟佳老城遗址 

满族文化博物馆 

浑江区 

1.4.特色文化资源—满族文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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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3.白山满族文化遗迹 

    努尔哈赤12岁流落到白山市江源“佟佳老营”，

在“佟佳老营”的全力资助下，统一东北，创建八旗，

奠定满清王朝基业的序幕。 

 

    白山市江源“佟佳老营”既是努尔哈赤的崛起之

地，也是满清文化的发祥之地。 

    佟佳江俗名浑江。建国后，白山市借佟佳江俗名，

称“浑江市”，直至1994年正式更名为白山市。 

1.4.特色文化资源—满族文化 

白山市总体城市设计导则——成果图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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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狩猎] 

•满族自古以狩猎著称。在长期

狩猎活动中，形成富有民族特色

与北方地域特色的狩猎文化。 

[捕鱼] 

•长白山作为松花江、图们江、鸭绿江发源地，渔产资源

丰富。捕鱼活动广泛，凿冰捕鱼最具历史传统。 

•冬捕已列入吉林省非物质文化遗产。 

[采集] 

•满族将采集业作为渔、猎、

农、牧业的辅助生产方式延续

到今，形成独特的采集风俗。 

1.4.4.满族文化习俗 

1.4.特色文化资源—满族文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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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筑] 

•木屋作为长白山区特色满族民

居； 

•白山市抚松县留有长白山最后

的满族木屋村落。 

[歌舞] 

•满族音乐以反映生产生活为主要内容，是东北古代

音乐主体。 

•长白山满族传统歌舞形式逐渐演变为民间群众歌舞，

现已发展为最受欢迎的群众性健身娱乐活动。 

[婚俗] 

•满族婚俗融入汉族婚俗成分，又保留

本民族传统，形成固定和繁琐的礼仪。 

1.4.4.满族文化习俗 

1.4.特色文化资源—满族文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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卫星图 

现状图 

北山公园 库仓沟东山 青山湖公园 

规划图 

郊野公园 北山公园 青山湖公园 

城北山体现状优势 城北山体现状不足 针对策略 

1、山体绿化覆盖率高，视觉效果好。 

2、山体伸入城区，市民方便利用，例如

北山公园.青山湖景区的修建。 

1、树木茂密遮挡视线，北山公园一览城市全

貌的眺望点较少。 

2、山体不够高耸，山前建筑天际线对山体景

观影响较大。 

3、东侧紧邻工业用地的山体被开垦为农用。 

1、在北山公园增加眺望点，做到眺望点视

线无遮挡。 

2、尽快落实导则控制山前区域建筑高度。 

3、东侧山体修复植被。 

现状总结及评价 

2.1.中心城区山体现状--城北山体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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浑江 

林苑路 

卫星图 

农用地 

视线方向1 城南背景山体 

朝鲜惠山办公 

城南背景山体 

卫星图 

丘陵 

山体 

规划图 

现状图 

视线方向3 

城南山体现状优势 城南山体现状不足 针对策略 

1、山体绿化覆盖率高，

视觉效果好。 

2、山体与城市中间为

丘陵地带。 

1、山体植被被破坏。 

2、丘陵地区开垦为农

田。 

1、丘陵地带退耕还林。 

2、城南山体修复植被。 

现状总结及评价 

2.1.中心城区山体现状--城南山体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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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沟河 黑沃子沟河 

库仓河 板石沟河 

金坑河 大通沟河 

浑江 

青山湖水库 

水体有污染 
黑沃子沟河  

水体有污染  
    库仓河  

水体有污染  
  板石沟河  

景观较好 水体水质较好 主河道 

金坑河 

 景观较好 水质水质较好 河道较宽 

浑江 

水体有污染 
清沟河 

暗沟 

明河 

碱厂沟河 

月牙河（暗沟） 

单位河道长度
（km/km2） 

白山 0.66 

辽源 0.27 

延吉 0.39 

北 

河道现状图 

水体现状优势 水体现状不足 针对策略 

1、河道较多，水

资源丰富。 

1、部分水体污染。 1、整治河道治污

清淤。 

现状总结及评价 

2.2.中心城区水体现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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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山公园 

儿童公园 

滨江公园 

青山湖水库 

青山湖水库 滨江公园 北山公园 文化广场 

文化广场 

南岭广场 站前广场 图书馆前广场 

现状农林用地 

现状公园用地 

现状水域 

现状广场用地 

绿化现状图 

北 

绿化系统现状优势 绿化系统现状不足 

1、现状主要公园有青山湖水库.滨江公园.北山公园.儿童公园。 

2、现状主要广场有南岭广场.站前广场.图书馆前广场。 

3、绿化景观资源丰富。 

1、城市绿地主要集中在江北与浑江两岸，老城区与铁南片区的公共绿

地面积明显偏少。 

2、绿地系统不成网络。 

3、背景山体植被被破坏。 

现状总结及评价 

2.3.中心城区绿化系统现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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空间结构现状特点 空间结构现状优势 

1、现状城市格局为一轴五片区。 

2、浑江与铁路将城市生活区分为三个片区，江北新区，中部老城

区与铁南新区，但之间联系较弱。铁南新区的发展刚起步。 

3、长白山大街、浑江大街、浑江景观带为城市重要轴线。 

1、城市分区与轴线明显、结构独具特色。 

铁南现代服务中心 
站前综合服务中心 
   城市门户节点 

城市文化中心 

长白山大街发展带 

浑江大街商贸区 

北山公园 

青山湖水库 

江北新区 老城区 铁南新区 工业片区 

空间结构现状图 

城市商业轴 

城市发展轴 

城市行政轴 

城市门户 

城市景观节点 

城市分区服务中心 

城市商业中心 

城市文化中心 

北 

现状总结及评价 

2.4.中心城区空间结构现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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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状优势 现状不足 针对策略 

1、城市各特色分区明显，类型与内容丰富。 1、分区环境需要整治，内容需要充实。 

2、分区之间联系不足。 

1、分区整治，特色鲜明。 

2、特色分区加强联系。 

白山市总体城市设计导则 

北山公园 青山湖水库 

浑江景观带 

浑江大街商圈 

文体教育片区 

满族文化展示片区 

现代居住建筑片区 

火车站前片区 

儿童公园 

火车站前片区 满族博物馆 青山湖水库 

特色空间分布示意图 

商业片区 

特色街道 

现状总结及评价 

居住片区 

行政片区 

2.5.中心城区分区现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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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筑高度现状优势 建筑高度现状不足 针对策略 

1.高层建筑总体分布较松散。 

2.高层数量尚较少，有很大控制余地。 

1.景观节点周围建筑高度缺乏控制。 1.落实总规对高度控制的引导。 

2.加强重点地段的高度控制。 

低层居住 1-3层 
多层居住 4-6层 
中高层居住 7-9层 
高层居住 10层及以上 
多层公共建筑 24米以下 

通江路高层引导区 

铁南南平街高度引导区 

浑江大街高层引导区 

文良街 
卫国路 

铁南街 

北安大街 长白山大街 

翠柏路 

江北高层引导区 

总规规划高层引导区 

总规规划高度控制街道片区 

滨江高层影响景观 山前高层影响景观 

高层公共建筑 24米以上 

河道景观控制示意 

高度现状与总规高度控制意向图 

街区高层影响景观 

现状总结及评价 

2.6.建筑高度现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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立足国际水准和地方特色 

          打造顶级旅游城市 

 传承满清女真文化 

 打造边境旅游城市 

 创建生态宜居家园 

落
实 

管
理 

定
位 

3.1.技术路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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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里青山渐入城·龙兴福地伴江岸 

满清女真文化 

边境旅游城市 

生态宜居家园 

立足国际水准和地方特色，打造顶级旅游城市 

    以文化为载体，生态为脉络，产业为依托，建设集文化、旅游、休闲为一体的特色白山。立足国际水准，打造边境旅游城市；立足

地方特色，创建文明白山。 

3.2.市域与中心城区定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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优
质
水
资
源 



十里青山渐入城 龙兴福地伴江岸 

    市域的二十四道沟，长白山等

山体资源丰富。 

    中心城区也在南山与北山的

裹挟下形成。 

    建州女真的兴盛之地，八旗

之都，龙兴之地。 

    鸭绿江为中朝两国交界，适于

发展异国风光游。 

道沟
文化 

梭形
城区 

女真 
鸭绿
江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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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城市定位 
3.3.定位支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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青山 

文化 道沟 

江岸 

一江入城：浑江自东向西穿过城市，将整个白山市分为江南、江北两个片区，为城市注入活力。 

两岸青山：整个城市位于夹江的两岸青山之间，浑江两岸城市风格、功能各不相同，构成和谐的、具有本土特色的白山风貌。 

景观廊道：横穿城市中心区，将江南、江北两个不同风格的片区串联起来，形成独特的景观廊道。 

文化节点：注入满族文化元素及当地文化特色的不同节点，潜移默化地影响当地居民的生活，激活白山悠久的传说及历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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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城市定位 
3.4.空间落实 

一江入城 
两岸青山 
景观廊道 
文化节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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浑江以北：本区域主要包括滨江行政区、江北居住风貌区、科研教育区、产业发展区。本区域作为城市形象展示，承载

城市门户功能，新旧建筑融合，既注重对历史文化的延续又承载对未来发展的希冀。 

 

浑江以南：本区域主要包括商业片区、文化体育片区、工业仓储及发展片区和江南居住风貌区。江南作为城市发展主体

区域，功能多样，本区域多以新建建筑为主，生活气息浓厚。 

北 

行政区 

江北居住区 
产业区 江南居住区 商业区 

文化体育区 

科研教育区 

高铁新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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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城市定位 
3.4.空间落实 

白山市总体城市设计导则 42 



01.江北居住综合风貌区：以新中式建筑风貌为主的居住片区。 

02.滨江行政风貌区：集中中心城区主要的行政单位。 

03.都市商业综合风貌区：以浑江大街为主的商业街区。 

04.文化体育风貌区：以文化体育功能为主的市民休闲片区。 

05.科研教育风貌区：以科研教育功能为主的大学城片区。 

06.门户发展先导区：与未来总体规划相呼应的产业集中区。 

07.江南居住综合风貌区：以新中式建筑风貌为主的居住片区。 

08.郊野公园风貌区：位于江北郊野的城市公园。 

滨江行政风貌区 

江北居住综合风貌区 

高铁新区 

江南居住综合风貌区 

文化体育风貌区 

都市商业综合风貌区 

科研教育风貌区 
郊野公园风貌区 

北 

白山市总体城市设计导则——成果图册 
                                     The overall design of Baishan City——the final atlas 

4.专项城市设计 
4.1. 城市特色分区专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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产业区 



近期建设（2017-2025）：集中完善浑江绿化发展带、浑江大街商业发展带，对库仓沟特色沟谷发展带进行初步建设，并完 

                       成市级北山公园节点，浑江大街商业发展节点以及高铁片区发展节点的建设。 

远期建设（2025-2030）：完成库仓沟特色沟谷发展带的建设，并完善过江大桥发展带，对入市口发展节点以及火车站片区 

                       发展节点进行改造。 

北 

市级商业中心发展节点 

市级公园发展节点 

高速/高铁片区发展节点 

浑江绿化发展带 
浑江大街商业发展带 

特色沟谷发展带 

入市口发展节点 

过江大桥发展带 

火车站片区发展节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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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专项城市设计 
4.2.中心城区空间结构引导专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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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
号 

公园名称 
编
号 

公园名称 
编
号 

公园名称 
编
号 

公园名称 

1 矿山公园 12 气象山公园 23 南矿公园 34 建设街街角公园 

2 通济公园 13 长白山公园 24 轴承路滨河公园 35 浑江大街公园 

3 西浑江大桥公园 14 文化广场公园 25 民华路公园 36 滨江公园 

4 
黑沃子沟河带状

公园 
15 板石沟带状公园 26 永丰路公园 37 白山路街角绿地 

5 江北公园 16 国安路街角公园 27 向江路公园 38 站北公园 

6 锦江街公园 17 青山湖公园 28 南福大街公园 39 河口路公园 

7 团结湖街角公园 18 北山公园 29 明月公园 40 郊野公园 

8 文新路公园 19 儿童公园 30 碱厂沟带型公园 

9 铁北街角公园 20 七道江桥公园 31 育文公园 

10 达山路公园 21 陶瓷河公园 32 青沟河带状公园 

11 卫国路公园 22 浴民街公园 33 向阳桥公园 

概念界定 

    以自然景观为主的

开敞空间，为市民提供

集中运动游憩的室外空

间，主要包括城市公园、

较大型绿地、开阔水面

等。 

市级绿地 街头绿地 区级绿地 

规划策略 

1.增加沿河带状绿地 

2.根据服务半径、提高

现有公园的等级和水平 

3.构建市级-区级-街头

绿地三级城市公园绿地

体系 

4.3.1. 中心城区公园绿地控制 

公园绿地一览表 

绿地增减 

现状保留-16处 

改造提升-3处 

新建-----21处 

北 

1 
2 

3 

5 

6 
7 

8 9 

10 11 
12 

13 14 

15 

17 18 

19 

20 

22 

21 

23 

24 

16 

25 

26 
27 

28 29 

30 

31 

32 

33 

34 

36 

37 

38 

39 

36 

40 

35 
现状公园绿地及编号 

改造公园绿地及编号 

规划公园绿地及编号 

市级公园 

区级公园 

水系 

郊野公园及编号 

20-39 

17-19 

40 

1-16 

采矿用地 

采空区 

煤矿用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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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专项城市设计 
4.3.中心城区公共开敞空间专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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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00米见“绿”-500米见“园”-1000米见“泉” 



4.3.2 中心城区绿地系统规划 

北 

采矿用地 

采空区 

绿地模块 

绿色廊道 

主要廊道 

煤矿用地 

生态绿楔 

规划结合现状自然资源分布，在中心城区规划构建“一带多廊、模块楔入”的绿地系统结构。通过引入外围生态绿楔，构建特

色突出的带状滨江绿地、打通城区内部生态景观廊道，从而达到构建城市绿地景观骨架，优化内部绿地布局，保育重要的生态绿楔的

目的。最终以蓝绿交织，纵横廊道的结构，打造城市绿地景观。 

其中，“一带”指浑江两岸的绿地公园形成的主要绿地廊道；“多廊”指以城市内河流或铁路为主形成的绿色廊道；“模块”

指各个等级的公园绿地；“楔入”则是引入外围生态环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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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专项城市设计 
4.3.中心城区公共开敞空间专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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概念界定 

    以人工景观为主，为

市民提供娱乐休闲或起到

集散作用的开敞空间,可分

为公共游憩广场、交通集

散广场两类。 

游憩广场 集散广场 游憩广场 

规划策略 

1.滨水区增加活动广场，增加沿河活力点 

2.沿浑江大街增设广场，形成城市级商业

娱乐开敞空间 

3.兼顾各功能组团使用方便，中心城区每

个组团至少设 1 处游憩集会广场。 

4.3.3 中心城区广场用地控制 

编
号 

公园位置或名称 
基本
功能 

编
号 

公园位置或名称 
基本
功能 

1 
矿源路与铁路交

口东南侧 
游憩 10 

浑江大街与惠民
路交口东南侧 

游憩 

2 喜丰广场 游憩 11 碱厂沟广场 游憩 

3 
北安大街与向阳

路交口西侧 
游憩 12 

民安路与民中街
交口东南侧 

游憩 

4 
向江路与建设街

交口东北侧 
游憩 13 

通江路与红旗街
交口西北侧 

游憩 

5 
北安大街向阳路

三角 
游憩 14 

民中街与新华路
交口西南侧 

游憩 

6 
民中街与锦江街

交口西北侧 
游憩 15 站前广场 集散 

7 彩虹广场 游憩 16 
北安大街与通江
路交口东南侧 

游憩 

8 郊野公园西南角 游憩 17 
长白山大街与凯
旋路交口西北侧 

游憩 

9 
浑江大街与惠民
西二胡同交口西

北侧 
游憩 18 南岭广场 游憩 

广场一览表 

广场增减 

现状保留-10处 

改造提升-3处 

新建-----5处 

北 

改造提升广场及编号 

规划广场及编号 

水系 

现状广场及编号 

采矿用地 

采空区 

煤矿用地 

1-10 

1 

2 

3 

4 

5 

6 

7 

8 

9 

10 

11 

12 13 

14 

15 

16 

17 

18 

喜丰广场 

碱厂沟广场 

南岭广场 
站前广场 

彩虹广场 

11-15 

16-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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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专项城市设计 
4.3.中心城区公共开敞空间专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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浑江 

碱厂沟河 

大通沟河 

金坑河 

库仓河 

板石沟河 

青沟河 

4.3.4 中心城区步行空间控制 

设计手法 

    自然景观与人工景观交替出现，同时存在，为市民提供综合性活动休闲的空间，

主要包括连续的沿河空间、沿街空间，有多个地块组成的开敞空间集中区等。 

沿河连续开敞空间 沿街连续开敞空间 居住区步行单元 

沿浑江南北及各河道设有滨江步道形成步

行系统，局部设立公园作为景观节点 

以城市商业中心浑江大街为主形成步行系

统，局部设立广场作为景观节点 

以各居住区所在地块为单元，设置步行路，

结合居住区绿地景观丰富步行系统 

北 

北 
北 

103省道 

浑江大街 

沿河连续开敞空间 

沿街连续开敞空间 

居住区步行单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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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专项城市设计 
4.3.中心城区公共开敞空间专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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浑江大街商业街 

浑江及其两岸 

向江路 向阳路 团结路 

惠民路 启明路 

    根据现状和城区山水优势资源，分别依

托河道优势、主要商业大街优势以及通江大

桥等优势共规划八条视线通廊，对所在区域

建筑高度及环境进行整治塑造良好城市视觉

景观。 

水系视线通廊 商业街道视线通廊 通江大桥及重点街道视线通廊 

浑江及其两岸 浑江大街 向江路 

库仓沟及其两侧 向阳路 

团结路 

惠民路 

启明路 

北 
北 

水系视线通廊 

商业街道视线通廊 

通江大桥及重点街道视线通廊 

自然景观吸引点 

文化景观吸引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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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专项城市设计 
4.4.中心城区视线通廊设计专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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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依托沿河开放空间，形成沿河的

主要疏散通道，并且将沿河节点和滨

河公园作为紧急避难场所。市区内依

托步行体系，形成次要疏散通道，构

成疏散通道网络。 

主要疏散通道 次要疏散通道 主要紧急避难场所 

长白山大街 北安大街 青山湖水库 
107乡道 浑江大街 北山公园 
凯旋路 南福大街 郊野公园 
103省道 向江路 气象山公园 
大通沟河 通江路 明月公园 
碱厂沟河 靖宇路 育文公园 
金坑河 各滨河公园 

北山公园 
郊野公园 

气象山公园 
育文公园 

明月公园 

青山湖水库 

主要疏散通道 

次要疏散通道 

紧急避难场所 

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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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专项城市设计 
4.5.中心城区防灾减灾专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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