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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制说明 

 

1.背景与意义 

进入 21 世纪以来，城市发展也迈入历史性新阶段，突出强调

“创新、协调、绿色、开放、共享”的发展理念，要求不断提升

城市环境品质、人民生活质量、城市竞争力。在新一轮国土空间

规划编制过程中，我市积极谋划未来城市发展，着力转变城市发

展方式，实现城市内涵式增长。 

加强城市设计工作是实现以上发展目标和工作要求的重要途

径。城市家具是城市环境优化的着力点，更是提升我市城市公共

空间品位的重要切入点，以进一步改进城市服务供给、激发城市

活力、提升城市文化内涵和塑造城市精神。 

2.导则的应用 

加强城市公共空间设计与建设是一项从观念到实践的系统性

工作，《广元市中心城区城市家具设置导则》旨在明确城市家具

的概念和基本设置要求，统筹协调各类相关要素，促进所有相关

者的通力合作，对城市家具的规划、设计与管理进行指导。 

本导则的应用对象包括与城市家具相关的管理者、设计者、

和业主。相关管理部门应主动参考本导则对管理范围内城市家具

设置进行规范化审批，规划师、建筑师、道路工程师、景观设计

师等技术人员应遵守本导则制定的规则进行城市家具设置、设计

活动，相关业主单位应严格按本导则执行城市家具设置实施活动。 



 

 
 
 
 

3.与相关规范的关系 

对于城市家具的规划、设计、建设与管理，已有规划管理、

道路工程、城市绿化、市容管理等行业与部门规范对其进行约束。

本导则是对这些相关规范的协调、补充和完善。 

本导则解释权归广元市国土空间规划编制研究中心所有。 

本导自 2021 年   月   日起施行，有效期为 1 年。 

 

主编单位：广元市国土空间规划编制研究中心 

参编单位：广元市住房和城乡建设局 

          广元市城市管理行政执法局 

          广元市公安局 

 

 

主要起草人：陈士林   杨  儒 

参与起草人：佘海元   宋  苹   吴  斐   刘  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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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总则 

第1条  主要目的 

为规范城市家具设置，彰显城市特色，便于城市管理，提升

生活品质，制定本导则。 

第2条  适用范围 

本导则适用于市中心城区范围内道路、广场等公共场所城市

家具的规划、设计、建设、安装和管理。 

第3条  基本原则 

设置城市家具应坚持以下原则： 

1. 人性化。城市家具形状、尺寸、材质及其设置位置、方式、

数量应符合人体工程学和行为科学，符合人的心理需求，充分考

虑伤、残、老、幼等弱势人群的特殊需求。 

2. 系统性。将城市家具设置纳入到城市规划和管理系统，建

立城市家具间有序、有节的关联，达到适用和美观兼顾、增益，

改善环境效应，提高景观水平的目的。 

3. 延展性。将城市家具作为城市景观的组成部分，突出其自

身创意与视觉意象，提升城市整体空间品质。 

4. 文化性。城市家具的形态设计应结合周边空间特点、充分

考虑该区域的地域特色，延续、发扬特有的文化属性。 

5. 生态性。城市家具鼓励采用新型环保、本土材料，充分体

现生态保护理念，达到绿色、吸尘、隔热等功能。 

6. 安全性。城市家具的形态设计、用材用料及空间设置等不

得对行车、行人安全造成不利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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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4条  主要依据 

设置城市家具主要依据以下法规、标准： 

1.《中华人民共和国城乡规划法》 

2.《四川省城乡规划条例》（2010） 

3.《环境卫生设施设置标准》（CJJ 27-2012） 

4.《城市道路照明设计标准》（CJJ 45-2015） 

5.《标志用公共信息图形符号 第 1 部分：通用符号》(GBT 

10001.1) 

6.《城市道路交通标志标线设置规范》（GB51038--2015） 

7.《道路交通信号灯设置与安装规范》（GB1488--2016） 

8.《城市道路绿化规划与设计规范》（CJJ 75-97） 

9.《城市容貌标准》（GB 50449-200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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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通则指导 

 

第5条  城市家具分类 

城市家具是指城市道路、广场等公共空间中的各种户外环境

设施。按形体分为矮桩型、立杆型、栅栏型、座椅型、箱柜型、

牌匾型、棚亭型。 

1.矮桩型家具：消防栓、人行道桩； 

2.立杆型家具：行道树、电杆、路灯、红绿灯、交通提示警

示牌、监控、单杆导向牌、车次牌、旅游标牌、立杆式户外广告

等； 

3.栅栏型家具：交通隔离栏、自行车围栏、花架、无障碍设

施护栏等； 

4.座椅型家具：座椅、可坐花台、可坐树池等； 

5.箱柜型家具：变电箱、接线箱、环网柜、交换箱、废物箱

等； 

6.牌匾型家具：导视系统、阅报栏、宣传栏等； 

7.棚亭型家具：公交站棚（亭）、报刊亭、售货亭、活动厕

所、岗亭等。 

 

第6条  设置空间及要求 

本导则常用以下术语（附图 1 术语示意图）： 

1. 道路设施带：简称“设施带”，是城市道路上供设置城市

家具的条带区域，一般指人行道上路沿石侧宽 1.5 米(最大 2 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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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区域，设施带也即道路绿化带；设施带地下尽量避免埋设地下

管线，确有需要的，可以埋设与设施带走向垂直的地下管线，但

设施带上或附近需有明显的标志标识。 

2. 人行通行带：简称“通行带”，是指城市道路人行道上专

供行人通行的区域，一般指与设施带邻近且走向一致的条带区域；

通行带宽度不小于 2.5 米，桥梁、隧道、涵洞等特殊路段可以减

小至 1.5 米；通行带地面及上部空间不得有妨碍通行和影响通行

安全的设施，其地下空间是市政管线的重要通道，不得设置与市

政管线无关的隐蔽构筑物。 

3. 人行驻行带：简称“驻行带”，是指城市道路人行道上通

行带与建筑之间，供行人驻留、通行的区域；驻行带地下空间是

市政管线和建筑专用管线的通道，不得随意设置与管线无关的隐

蔽构筑物。 

4. 路口人行区：简称“路口区”，是指道路交叉口圆角范围

内的人行道及距圆角弧线与切线围合区域；路口区地面及上部空

间是道路交通的视线安全区，不得设置阻挡交通视线，妨碍交通

安全的设施和绿植，地下空间是地下交通、管线的节点区，不得

设置非市政地下构筑物。 

 

第7条  城市家具设置一般要求 

1. 设置城市家具不得占用车道、非机动车道和人行通行带，

不得占用盲道及两侧各 0.4 米区域，不得影响交通行驶安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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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设置城市家具不应阻挡行车安全视线要求，不应影响城市

环境景观。 

3. 设置城市家具不应压占市政管线检查井，并留出管线维修

的合理空间，不应压占设施带内绿化树池，不影响行道树的生长

环境。 

4. 路口区除直径小于 0.3 米的杆状必要交通管理设施、路灯

外，不应设置其它城市家具。 

5. 设施带内的小型配电、变电设施的外框装饰要满足安全性

要求，应有醒目的警示标识。 

6. 设施带内非杆状的城市家具，高度不应高于 3 米，宽度一

般不超过 1.0 米，最宽不超过 1.2 米。 

7. 设施带内城市家具的中线一般距路缘石外沿 0.75-0.8 米；

高度 0.3米以上的家具，外廓距路缘石外沿的最小距离为 0.3米。 

8. 设施带内的城市家具，离地高 2.5 米以下的外缘投影不应

超出设施带的范围。 

9. 设施带内不得设置活动厕所、报刊亭、售货亭、岗亭。 

10. 安装城市家具应牢固，安装后地面应平整。 

11. 含有灯光的城市家具，如带拍照功能的监控设施、LED

广告屏等，应控制其光线强度，防止产生眩光等影响，不得影响

交通安全。 

12. 需设基座的城市家具，基座高度不得高于人行道 0.35

米，基座宽度一般不超过 1.1 米，且基座必须置于设施带内，基

座不被城市家具覆盖的区域，其表面必须平整，棱角圆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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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 城市家具的位置和密度应与所在道路功能相适应，根据

使用人数量、使用频次、使用方式、服务半径确定合理间距。人

流密度大的区域，如交通枢纽、商业区、景区景点、大型文化体

育设施等场所，周边人行道上的城市家具设施密度可适当加大。 

14. 在符合安全、适用、美观的条件下，城市家具应相互组

合设置，并做到协调统一。如棚亭型家具可以相互组合；路牌、

交通指示牌可组合；户外广告可以与箱柜型、棚亭型、立杆型家

具组合；无障碍设施可以与人行道桩组合。 

15. 城市家具组合有安全隐患、有碍观瞻的，禁止组合。如

电力设施与其它城市家具，栅栏家具与广告。 

16. 城市家具设施的标识应符合《标志用公共信息图形符号 

第 1 部分：通用符号》GB/T10001.1 及相关标准的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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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分类引导 

 

第8条  矮桩型家具 

 

矮桩型家具示例 

1. 一般要求：满足功能要求，不妨碍行人通行，不妨碍无障

碍通行，不得对道路景观产生不良影响；有明显的色彩、光影提

示；有其功能标识。 

2. 限制尺寸：高度不高于 0.5 米，人行道桩桩间距应控制在

0.6 米～1.2 米。 

3. 设置位置：消防栓应设置在设施带内，并与道路绿化结合

设置，中心距路沿石外缘 0.75-0.9 米；人行道桩应与路沿石平

行或垂直设置，距路沿石外缘 0.3 米（或 0.3 米的倍数）； 

4. 设置密度：根据规范和需要设置。 

 

第9条 立杆型家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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立杆型家具示例 

1. 一般要求：立杆型家具及其地表设施不得妨碍行人、车辆

通行，其结构必须牢实可靠，确保使用安全；大、中型立杆式户

外广告，禁止在路口区内设置，限制在设施带内设置。 

2. 限制尺寸：设置于道路外和驻行带的立杆家具，大小、高

度按实际情况和需要确定；设置于设施带的立杆家具，除行道树

外，立杆型家具单杆外轮廓垂直投影面积一般不大于 0.2平方米，

特殊情况最大不超过 0.6 平方米且最大边长不超过 0.9 平方米；

必须设置于路口区的立杆型家具，长、宽（直径）均不得大于 0.3

米；人行道红绿灯、单杆导向牌、车次牌等高度不大于 2.2 米；

立杆型家具上部悬挑物最低离地高度，机动车道上空不低于 5.5

米，非机动车道上空不低于 3.5 米，人行道上空不低于 2.5 米；

行道树树池边框边长不得大于 1.5 米，且不得占用通行带，边框

与地面同高，树池内需铺设与地面同高的木板、卵石、植草等生

态化材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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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设置位置：设置于设施带内的立杆型家具，其中心距路沿

石外缘 0.75-0.8米，边缘距路沿石外缘不小于 0.3 米;不得在过

街斑马线尽头设置立杆型家具，不得在路口区设置交通管理、路

灯外的立杆型家具。 

4. 设置间距：设施带内行道树间距应相对一致，不小于 6

米，宜为 8 米；路灯、电杆、小型立杆式户外广告一般不小于 40

米,以 50 米及以上为宜；大中型立杆式户外广告单独审批；其他

按需要设置，一般在 500 米左右。 

 

第10条  栅栏型家具 

 

栅栏型家具示例 

1. 一般要求：栅栏型家需有明显的色彩提示，不得妨碍车辆、

行人通行，不得占用无障碍设施，不得对道路景观产生不良影响；

快速路（时速大于 40 公里）机动车道中分带栅栏需有防眩光功

能；路口区不得设置自行车围栏、高度 0.7 米以上的花架（含植

物）。 

2. 限制尺寸：机动车道中分带栅栏高度 0.7-1.2 米，机动车

道与非机动车道之间的栅栏高度不大于 0.4米，人行道与机动车、



 

—10— 
 

非机动车之间的栅栏高度 0.7-1.2 米，设施带上的非机动车围栏

高度 0.2-0.3 米，驻行带非机动车围栏高度不大于 0.7 米。 

3. 设置位置：机动车道中分带栅栏设置于交通标线双实线之

间；机动车道与非机动车道之间的栅栏设置于交通标线单实线非

机动车道侧；人行道与机动车、非机动车之间的栅栏设置于人行

道上，栅栏中心距路沿石 0.3 米；设施带上非机动车围栏距路沿

石外缘 0.0-0.3 米，有其他栅栏的不再单独设置非机动车围栏。 

4. 设置密度：根据需求和市容市貌管理要求设置。 

 

第11条  座椅型家具 

 

座椅型家具示例 

1. 一般要求：座椅应便于人们日常使用，布置方向应考虑朝

向与景观；座椅宜优先考虑和建筑组合在驻行带内设置；设置座

椅、花台不得妨碍行人通行，占用通行带。 

2. 限制尺寸：座面高度 38 厘米～40 厘米，座面宽 40 厘米～

45 厘米，外轮廓宽度不大于 0.6 米，座椅长度：0.7-2.0 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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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设置位置：设置在驻行带内的座椅，其位置应符合市容市

貌要求，距通行带边缘不小于 0.5 米；设置于设施带内的座椅外

轮廓投影距路沿石边缘不小于 0.3 米。 

4. 设置密度：根据需要设置，相邻座椅间距不小于 3.0 米。

设施带内的座椅应平行或垂直路沿石设置。 

 

第12条  箱柜型家具 

 

箱柜型家具示例 

1. 一般要求：原则上，箱柜型家具在满足防洪要求、排水顺

畅的条件下，应以地埋为主；地上箱柜型家具应优先与建筑组合，

在建筑用地内部或驻行带内设置，以建筑为背景确定位置、风貌、

形状、色彩，并与建筑匹配；在设施带设置的箱柜型家具和其基

座均不得占用通行带，不得影响车道安全空间；家具基座超出设

施尺寸不大于 0.05 米，高度不大于 0.35 米；基座表面需平整，

棱角光滑。 

2. 限制尺寸：设置在建筑用地内部或驻行带内的家具，尺寸

根据实际情况确定；设置于设施带内的家具，单个家具长度不大

于 2.5 米；成组家具长度不大于 6 米，宽度一般不大于 1.0 米（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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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 1.2 米），落地家具最大高度 2.5 米，架空家具其下净空 2.5

米；箱柜型家具距行道树、交通管理设施不小于 0.6 米。 

3. 设置位置：设施带内的箱柜型家具应平行路沿石设置，家

具中心距路沿石外缘 0.75-0.9 米，家具外缘距路沿石外缘 0.3

米；驻行带内的箱柜型家具，按审定位置设置。 

4. 设置密度：按相关行业标准进行布置。 

 

第13条  牌匾型家具 

 

牌匾型家具示例 

1. 一般要求：牌匾型家具应优先与建筑组合，在驻行带内设

置；需要在设施带内设置的牌匾型家具，版面一般和设施带走向

平行或垂直，不得占用通行、安全空间，不得设置在过街斑马线

端部。 

2. 限制尺寸：街名牌规格尺寸应符合《地名·标志》（GB 17733

—2008）的规定，阅报栏、宣传栏高度 1.7-2.0米；牌匾式户外

广告高度：中小型不高于 3.0 米，大型按实际情况、市容市貌要

求、实际需要确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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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设置位置：设置于设施带内的街名牌，中心距路沿石外缘

0.75 米；设置于驻行带内（通行带侧）的街名牌，结合建筑和行

人流线确定；应减少宣传栏、阅报栏设置；阅报栏、宣传栏、户

外广告，应与路沿石平行或垂直设置；设置于设施带内的家具外

缘距路沿石外缘 0.3 米，设置于驻行带内的家具，版面中线距通

行带边缘不得小于 2.0 米；路口区不得设置牌匾型家具。 

4. 设置密度：间距不得小于 40 米，设施带内平行路沿石设

置。 

 

第14条  棚亭型家具 

 

棚亭型家具示例 

1. 一般要求：棚亭型家具应优先与建筑组合或以建筑物为背

景，在驻行带内设置；禁止在路口区设置；原则上不再新设报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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亭、售货亭；活动厕所不得在设施带、通行带设置；公交站棚应

满足安全、通透、美观要求。 

2. 限制尺寸：公交站棚长度不得大于 20 米，落地宽度不得

大于 1.2 米，棚檐高度 3.0 米；设置于人行道的公交站棚，附属

构件距地面不得小于 2.5米；其他棚亭家具，长度不得大于 4米，

棚檐高度 2.5 米，占地面积不得大于 6 平方米。 

3. 设置位置：人行道上的候车棚必须设置于设施带内,与路

沿石平行，车棚边缘垂直投影不超过路沿石；路口附近的公交站

棚，设置于路口出口方向，距路口弧形切点、主干道不小于 60

米，次干道不小于 50 米，支路不小于 40 米；其他棚亭家具，距

离通行带边缘不小于 2 米。 

4. 设置密度：同侧设置间距不应小于 400 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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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形象引导 

 

第15条  总体要求 

城市家具通过质地选择、色彩设置、形体塑造、附着图案和

纹理等体现设置街区城市风貌和文化。 

市中心城区城市风貌分区划分为：历史复兴、现代活力、未

来都市、工业复合、古城民风五个主要风貌片区，分布位置见下

图。 

 

各区空间范围示意图 

 

第16条  历史复兴风貌区 

1. 分布区域：皇泽寺、千佛崖景区连线周边，北抵瓷窑铺(含），

南至两江（嘉陵江-南河交汇）口，东以凤凰山—云盘梁为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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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至宝成—兰渝铁路，含上西、嘉陵、河西街道办事处的嘉陵江

河谷区。 

2. 风格：仿古（唐）风格。 

3. 文化特征：体现女皇故里为特色的盛唐文化。 

4. 材质：以石材、竹、木等天然材料或仿天然质地、纹理、

色彩材料为主。 

5. 形体：敦实、宽大、浑圆、厚重，构件线条流畅，适用中

蕰含高超艺术造诣。 

6. 表面：处理精致。图案饰面的，图案以（国画）线条描述

内容，散点透视；浮雕饰面的，以细密的阴刻线条勾勒内容。 

7. 色彩：沉稳的天然材料本色，或有矿物、植物配制传统颜

料特征的色彩。 

 

第17条  现代活力风貌区 

1. 分布区域：历史复兴风貌区以东的城市区，含东坝、南河、

雪峰、万源办事处，大石、荣山、元坝镇全部城市区、宝轮现状

建成区，以及嘉陵办事处部分城市区。 

2. 风格：现代风格。 

3. 文化特征：红色文化、现代创新。 

4. 材质：金属、天然材料、新型复合材料。 

5. 形体：几何形体、抽象形体及其组合体。 

6. 表面：现代先进工艺处理表面。图案、浮雕饰面的，其内

容应为贯穿传统文化的时代生活场景和本地风光为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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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色彩引导：时代流行色，同一版面，色彩不宜超过 3 种。 

 

第18条  未来都市风貌区 

1.分布区域：三江新区非工业用地区域，上西、河西街道办

事处西成铁路以西区域。 

2.风格：富有科技感、生态感的现代风格。 

3.文化特征：传统与现代融合文化。 

4.材质：金属、天然材料、新型复合材料。 

5.形体：几何形体、抽象形体及其组合体。 

6.表面：材质本质和现代先进工艺处理表面。图案、浮雕饰

面的，其内容应以生态为主。 

7.色彩引导：以深绿，和环境相融的自然色为基调。 

 

第19条  工业复合风貌区 

1.分布区域：经开区全部、利州区工业用地区域。 

2.风格：现代工业风格。 

3.文化特征：现代创新。 

4.材质：金属、天然材料、新型复合材料。 

5.形体：简洁的几何形体、抽象形体及其组合体。 

6.表面：现代先进工艺处理表面。图案、浮雕饰面的，其内

容应为以工业生产场景为主调。 

7.色彩引导：以材料本色为特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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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20条  古城民风风貌区 

1.分布区域：昭化古城内及其周边。 

2.风格：仿古（汉）风。 

3.文化特征：蜀道传统文化。 

4.材质：陶料、瓷料、天然材料、新型复合材料。 

5.形体：仿古的几何形体。 

6.表面：仿古工艺处理表面。图案饰面的，图案以以雕刻线

条描述内容，散点透视；浮雕饰面的，以细密的阴刻线条勾勒内

容。 

7.色彩引导：矿物、植物配制传统颜料特征的色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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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  录 

 

名词解释 

1. 公共设施带：人行道上可设置公共设施的区域。 

2. 通行带：人行道上供行人通行的区域。 

3. 路口区：道路交叉口圆角范围内的人行道及距圆角弧线切

点外 15 米的人行道。 

4. 信息设施：为满足人们对城市公共空间和环境的认知，引

导人们快速到达目的地而设置的“城市家具”。 

5. 交通设施：城市户外环境中主要用于交通指示、组织的城

市家具。 

6. 照明设施：为保证能见度低时交通正常运行，正确地识别

路况及各种交通标志，设置于道路上的灯光照明及变配电设施。 

7. 公共服务休闲设施：城市公共空间中为满足人们休息、娱

乐等要求而设置的公共设施。 

8. 公共卫生服务设施：城市公共空间中为满足人们公共卫生

需求而设置的公共设施。 

9. 步行者导向牌：为行人提供区域内道路、建筑、设施分布

示意图的设施。 

10. 独立式户外广告：在户外独立设置的广告设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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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 候车亭：与公交站牌相配套的，为方便公交乘客候车时

遮阳、避雨等，在车站、道路两旁或绿化带的港湾式公交停靠站

上建设的交通设施。 

12. 车次标牌：由文字、图形、符号组成，安置在公交站，

用以向乘客提供服务信息的设施。 

13. 街牌：标示较宽街道（明确划分机动车道和人行便道）

名称的地名标牌。 

14. 非机动车围栏：限制停放非机动车的围挡设施。 

15. 灯具：固定照明灯（光源）并影响光源光线分布的器具。 

16. 小型配电变电设施：10KV 及以下电压等级用于传输分配

电能、改变电压的电力设备。 

17. 座椅：是一种有靠背、有的还有扶手的坐具。 

18. 报刊亭：指在户外公共场合售卖报刊杂志的小型活动房

屋。 

19. 废物箱：存放垃圾的容器。 

20. 活动厕所：是指公厕建筑可以重复且较为方便地整体移

动到需要设置的地点，为公众提供如厕服务的设施。 

21. 人行道桩：限制机动车占用人行道的交通设施。 

22. 无障碍设施：为方便残疾人或行动不便者设计的，使之

能参与正常活动的设施。 

23. 信息亭：通过网络向公众提供城市信息服务的设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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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图 1 街道术语对应区域示意图 

 

街道术语对应区域示意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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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道路设施带：简称“设施带”，城市道路设置城市家具

等公共设施的条带区域，一般指人行道上路沿石侧宽 1.5 米(最

大 2 米)的区域，设施带也即道路绿化带。 

2. 人行道通行带：简称“通行带”，城市道路人行道上专

供行人通行的区域，通行带一般邻设施带设置，宽度不小于 2.5

米，桥梁、隧道、涵 洞等特殊路段可以减小至 1.5 米；通行带

与设施带之间以宽 0.15-0.3 米醒目彩色（或材质、纹理，下同）

带铺地分隔。 

3. 人行道驻行带：简称“驻行带”，人行道上通行带与建

筑之间，供行人驻留、通行的区域；驻行带与设施带之间以宽

0.15-0.3 米醒目彩色带铺地分隔。 

4. 路口人行区：简称“路口区”，是指道路交叉口圆角范

围内的人行道及距圆角弧线与切线围合区域；路口区可以用宽

0.15-0.3 米彩色带围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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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图 2 行道树池设置示意图 

 

行道树池设置示意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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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行道树一般栽植于设施带中，树中心距路沿石外缘 0.75—

0.9 米。 

2. 行道树标准间距 6.0 米（树冠较大的行道树，标准间距可

大于 6.0 米，但同一条路应一致）。 

3. 因路口、出入口、设置等导致行道树间断，间断距离应为

标准树间距的整倍数。 

4. 道路栽植双排或多排行道树，排间距不小于 4.0 米。 

5. 行道树池边框外缘尺寸一般 1.2 米 x1.2 米，以路沿石代替

边框的，最大也可为 1.5 米 x1.5 米。 

6. 树池边框顶高应略低于地面（0.01 米为宜）；树池表面以

花格砖、木板、塑料网格等防扬尘材料铺地，高度与边框相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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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图 3 路口红绿灯设施范围示意图 

 

路口红绿灯设施范围示意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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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图中红线范围为路口红绿灯设置范围。 

2. 红绿灯立杆中心距路沿石外缘 0.8±0.1 米；立杆外缘距路

沿石外缘不小于 0.3 米。 

3. 红绿灯立杆不得占用人行横道线端部人行道。 

4. 路口右侧行车红绿灯和行人红绿灯首选同杆设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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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图 4 地上箱柜家具设置示意图 

 

地上箱柜家具设置示意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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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图中蓝色虚线为地上箱柜型家具首选设置区，宜以建筑为

背景设置，位置、风貌、形状、色彩与建筑匹配。 

2. 确需在设施带设置的，设施和基座均不得占用通行带及车

道安全空间；设施基座超出设施尺寸不大于 0.05 米，高度不大于

0.35 米；基座表面需平整，棱角光滑。 

3. 设置在建筑用地内部或驻行带内的家具，尺寸根据实际情

况确定。 

4. 设置在设施带内的家具，单个家具长度不大于 2.5 米；成

组家具长度不大于 6 米，宽度一般不大于 1.0 米（最大 1.2 米），

落地家具最大高度 2.5 米，架空家具其下净空 2.5 米；箱柜型家

具距行道树、交通管理设施不小于 0.6 米。 

5. 设施带内的箱柜型家具应平行路沿石设置，家具中心距路

沿石外缘 0.75-0.9 米，家具中心距路沿石外缘不小于 0.3 米。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