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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兴西红门镇东区 1 号地 DX04-0102-6005、

6007 地块市政交通规划综合方案 

1. 概况 

1.1 基本情况 

大兴西红门镇东区 1 号地 DX04-0102-6005、6007 地块市政交通

规划综合方案项目（以下简称“本项目”）位于大兴区西红门镇京开

高速东侧，南五环路北侧。本项目规划用地范围为北至宏福东路、南

至宏旭东路、西至欣顺街、东至欣星巷东侧。 

 

图 1 本项目规划范围示意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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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 规划依据 

（1）《北京城市总体规划（2016 年-2035 年）》； 

（2）《大兴分区规划（国土空间规划）（2017 年-2035 年）》； 

（3）《北京市大兴区西红门镇国土空间规划（2020 年-2035 年）

（在编）》； 

（4）《北京市大兴区西红门镇控制性详细规划（在编）》； 

（ 5 ）《北京大兴区西红门镇 DX04-0101-6001 等地块及

DX04-0102-6001 等地块规合实施方案》（已备案）； 

（5）《城市综合交通体系规划标准》（GB/T51328-2018）； 

（6）《城市道路工程设计规范》（2016 年版）（CJJ 37-2012）； 

（7）《步行和自行车交通环境规划设计标准》（DB11/1761-2020）； 

（8）《城市道路空间规划设计规范》（DB11/1116-2014）； 

（9）《城市道路平面交叉口红线展宽和切角规划设计规范》

（DB11/T 1814-2020）； 

（ 10 ）《 市 政 基 础 设 施 专 业 规 划 负 荷 计 算 标 准 》

（DB11/T1440-2017）； 

（11）《民用建筑通信及有线广播电视基础设施设计规范》；

（DB11/804-2015） 

（12）其他相关设计规划、标准及文件。 

本次规划是在《大兴西红门镇东区项目市政工程规划方案综合》

的基础上，结合项目周边近期取得的多规合一意见，对 1 号地

DX04-0102-6005、6007 两个地块的市政交通条件进行梳理研究，形

成了“大兴区西红门镇东区 1 号地 DX04-0102-6005、6007 地块市政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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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规划综合方案。 

2. 交通规划方案 

2.1 现状情况 

2.1.1 现状道路及立交 

（1）现状道路 

项目地块周边干线道路主要有京开高速公路及南西路等干线道

路等，地块周边的道路主要有宏福东路及同华北大街等。 

（2）现状道路相交节点情况 

现状范围内有 1 处立体交叉外，其余路口均为平面相交。1 处立

交即现状西红门桥。西红门桥为分离式立交，京开高速主路上跨南西

路，桥下净空约 4 米，两侧辅路与南西路形成平交灯控路口。 

2.1.2 现状公交及停车设施 

（1）公交设施及线路 

项目周边共有现状公交站点 3 处，分别为西红门公交站、西红门

政府站、西红门南站公交站；周边公交线路共计 16 条，主要沿外围

南西路和京开高速辅路布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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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2 现状公交站情况示意图 

（2）停车设施 

项目范围内及周边无现状公共停车场，主要通过居住小区配建以

及路内停车解决。 

2.1.3 现状非机动车及人行设施 

现状干线道路（京开高速公路辅路、南西路等）均设置有非机动

车道和人行道；非机动车与机动车间未设置隔离设施。 

同华北大街及宏福东路，现状采用机非混行方式，非机动车无独

立路权，非机动车出行环境较差。 

2.1.4 现状主要问题 

项目及周边交通问题主要包括以下方面： 

（1）周边大部分地方道路尚未实施建设，道路系统性较差，亟

需加快推进道路实施建设。 

（2）公交场站建设滞后，影响公交线路布设；道路建设滞后影

响公交线路布置，造成公交站点覆盖率较低，公交服务水平不高。 

（3）部分道路采用机非混行模式、部分道路缺少人行步道，慢



 

7 

 

行交通通行环境较差。 

2.2 交通需求分析 

DX04-0102 街区位于大兴区西红门镇，6005、6007 地块主要用

地性质为二类居住用地、托幼用地，工作日早高峰为早 7:00-8:00，根

据区域同类项目交通出行特征，结合《交通出行率手册》，预计本街

区早高峰时间的出行率和出行人次如下表所示。 

表1项目出行率表 

序号 用地分类 产生率 吸引率 生成率 

1 居住用地 91 27 118 

2 托幼用地 10 273 283 

结合当前综合实施方案用地性质及规模，预测项目建成早高峰出

行总人次为 1175 人次，其中，产生量约 819 人次，吸引量约 356 人

次。 

表2    各地块出行量预测表（单位：人次/h） 

序号 用地分类 产生量 吸引量 生成量 

1 居住用地 814  242  1056  

2 托幼用地 4  115  119  

合计 819  356  1175 

根据西红门镇各用地性质规划功能定位，考虑区内出行、对外出

行两种交通活动特征及其可能的交通方式，并结合现状交通方式结构

和未来的交通趋势和导向，项目公共交通设施较现状提升较大，规划

范围内的交通方式划分较现状增加轨道出行部分，预测街区 2035 年

的交通方式结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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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3  规划区内外部出行方式划分  

交通方式 地铁 公交 小汽车 出租车 慢行 

出行比例 28% 29% 16% 4% 23% 

根据出行量、出行比例和出行方式划分，得到各种交通方式出行

量，如下表。 

表4 项目各种交通方式出行量预测（人次/h） 

类型 方向 地铁 公交 小汽车 出租车 慢行 

出行 
产生量 229  237  131  33  188  

吸引量 100  103  57  14  82  

2.3 道路网规划 

2.3.1 对外道路系统规划 

项目周边有京开高速、五环路、南西路、宏康路、欣合街、马家

堡西路等干路系统，对外联系较为便利。 

向北与中心城、丰台核心区联系主要通过京开高速、欣合街、马

家堡西路等实现；向西与西红门商圈、大兴新城联系主要通过南西路、

宏康路等实现；向东与亦庄联系主要通过黄亦路、五环路等实现。 

2.3.2 周边道路网规划 

（1）道路网布局及规划指标 

依据《北京大兴区西红门镇 DX04-0101-6001 等地块及

DX04-0102-6001 等地块规划综合实施方案》，片区规划道路网呈方格

网状，道路总长约 9.1 公里，路网密度（含街坊路）约 8.9 公里/平方

公里。规划有道路 11 条，包括主干路 2 条、次干路 2 条、支路 3 条、

街坊路 4 条。 

本次规划研究范围东至欣合街，南到宏旭东路，西邻欣伟街，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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靠南西路，共涉及 8 条规划道路，道路总里程约 4.13 公里。其中，

城市主干路 2 条，总长约 1.41 公里；城市次干路 2 条，总长约 1.16

公里。规划范围内道路网密度（含街坊路）为 8.8 公里/平方公里。 

（2）道路规划方案 

规划范围内涉及 8 条规划道路，道路规划情况按技术等级详述如

下： 

1）城市主干路（2 条） 

——南西路 

南西路规划为城市主干路，设计速度为 50 公里/小时，道路红线

宽 40 米，已定线，该道路是西红门镇与丰台南苑地区联系的一条主

要通道，本次给出两个横断面布置方案： 

方案一：规划道路横断面与现状基本一致，采用一幅路型式，中

间路面宽 21 米，安排两上两下 4 条机动车道及非机动车道，两侧人

行道各宽 4.5 米，两侧绿带各宽 5 米。 

方案二：规划横断面采用三幅路形式，中间路面宽 16 米，安排

两上两下 4 条机动车道；两侧机非隔离带各宽 4.5 米，两侧非机动车

道各宽 3.5 米，两侧人行道各宽 4 米。 

——欣合街 

欣合街规划为城市主干路，设计速度为 50 公里/小时，道路红线

宽 60 米，已定线，为区域南北向主要对外通道之一，南部与五环路

连通，北部联系丰台，本次横断面布置方案如下： 

欣合街（南西路-宏福东路）段因道路红线进入现状西侧居住小

区，本次规划避让现状住宅，采用三幅路型式，标准横断面布置为，

中间机动车道宽 23 米，安排三上三下 6 条机动车道，两侧机非分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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带各宽 2.5 米，两侧非机动车道各宽 3.5 米，两侧人行道各宽 4.5 米，

外侧设置绿化带。 

欣合街（宏福东路-宏旭东路）规划道路横断面采用四幅路型式，

标准横断面布置为中央分隔带宽度为 3 米，两侧机动车道各宽 11.5

米，安排三上三下 6 条机动车道，两侧机非分隔带各宽 3 米，两侧非

机动车道各宽 3.5 米，两侧人行道各宽 4.5 米，两侧设置绿化带。 

2）城市次干路（2 条） 

——宏旭东路 

宏旭东路规划为城市次干路，设计速度 40 公里/小时，道路红线

宽 30 米，已定线。本次按照《关于大兴区西红门镇规划二路（宏旭

东路）、规划十四路（欣伟街）道路及市政管线工程“多规合一”协

同意见的函》横断面布置方案： 

规划路横断面采用两幅路型式，中央隔离带宽 2 米，两侧路面各

宽 10 米，安排两上两下 4 条机动车道及非机动车道，外侧人行道各

宽 4 米。 

——欣伟街 

欣伟街规划为城市次干路，设计速度 40 公里/小时，道路红线宽

30 米，已定线。本次按照《关于大兴区西红门镇规划二路（宏旭东

路）、规划十四路（欣伟街）道路及市政管线工程“多规合一”协同

意见的函》横断面布置方案： 

规划路横断面采用两幅路型式，中央隔离带宽 2 米，两侧路面各

宽 10 米，安排两上两下 4 条机动车道及非机动车道，外侧人行道各

宽 4 米。 

3）城市支路（2 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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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宏福东路 

宏福东路规划为城市支路，设计速度为 30 公里/小时，道路红线

宽 30 米，已定线。本次按照相关批复断面布置方案： 

欣伟街-欣顺街段：规划路横断面采用一幅路型式，中间路面宽

21 米，安排两上两下 4 条机动车道及非机动车道，外侧人行道各宽

4.5 米。 

欣顺街-欣合街段：规划路横断面采用三幅路型式，中间路面宽 8

米，安排一上一下 2 条机动车道，两侧机非隔离带各宽 3 米，两侧非

机动车道各宽 3.5 米，外侧人行道各宽 4.5 米。  

——欣顺街 

欣顺街规划为城市支路，设计速度为 30 公里/小时，道路红线宽

30 米，已定线。本次按照《关于大兴区西红门镇 1 号地土地一级开

发项目规划三路、规划四路两条市政支路道路及管线工程“多规合一”

协同意见的函》布置方案： 

规划路横断面采用一幅路型式，中间路面宽 16 米，安排一上一

下 2 条机动车道及非机动车道，两侧人行道各宽 4.5 米，两侧绿化带

各宽 2.5 米。 

4）街坊路（2 条） 

——欣业巷 

欣业巷规划为街坊路，设计速度为 20 公里/小时，道路红线宽 15

米。本次规划横断面《关于大兴区西红门镇 1 号地土地一级开发项

目宏文巷（欣顺街～欣合街）、宏学巷（欣伟街～欣业巷东侧）、欣星

巷（宏业东路～宏福东路）、欣业巷（宏康东路～宏福东路）四条街

坊路道路及管线工程“多规合一”协同意见的函》保持一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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规划道路横断面采用一幅路型式，中间机动路面宽 9 米，安排 1

条机动车道及两侧非机动车道，两侧人行道各宽 3 米。 

——欣星巷 

欣星巷规划为街坊路，设计速度为 20 公里/小时，道路红线宽 15

米。本次规划横断面与《关于大兴区西红门镇 1 号地土地一级开发

项目宏文巷（欣顺街～欣合街）、宏学巷（欣伟街～欣业巷东侧）、欣

星巷（宏业东路～宏福东路）、欣业巷（宏康东路～宏福东路）四条

街坊路道路及管线工程“多规合一”协同意见的函》保持一致： 

规划道路横断面采用一幅路型式，中间机动路面宽 9 米，安排 1

条机动车道及两侧非机动车道，两侧人行道各宽 3 米。 

2.3.3 交叉口及交通组织规划 

规划范围内道路相交均采用平面交叉型式。 

在道路设计阶段，需要根据相交道路的性质、等级和相关规范，

在平面交叉口设置右进右出或信号控制设施，并根据交叉口的形状、

交通量、流向和用地条件，完成路口拓宽及渠化。建议南西路与宏福

东路交叉口、欣顺街与宏福东路交叉口、欣合街与宏福东路交叉口、

欣伟街与宏旭东路交叉口、欣顺街与宏旭东路交叉口、欣合街与宏旭

东路交叉口、南西路与欣顺街交叉口、南西路与欣合街交叉口采用信

号灯控制。 

项目周边主、次、支路系统均采用双向交通组织，欣业巷及欣星

巷采用单向交通组织，欣业巷为从北向南单行、欣星巷为从南向北的

单行。 

2.3.4 项目出入口规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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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据《城市道路交叉口设计规程 CJJ152-2010》，地块出入口设在

次干路上，距平面交叉口停止线不应小于 80 米，且应右进右出；设

在支路上，距离与干路相交的平面交叉口停止线不应小于 50 米，距

离同支路相交的平面交叉口不应小于 30 米。 

本次 6005 地块建议在欣星巷、宏福东路上设置出入口，并距离

支路相交的平面交叉口不小于 30 米；6007 地块出入宜设置在欣星巷

上，且出入距离干路相交的平面交叉口不小于 50 米。 

2.4 地面公交规划 

（1）公交线路 

建议沿宏康东路、宏旭东路、欣伟街、欣顺街、宏业东路、欣合

街布设公交线路。 

考虑近期项目对外出行，结合交通需求预测的地铁客流 329 人次

/h、常规公交客流 341 人次/h，需要新增一条普线公交，同时建议开

通一条接驳专线接驳轨道交通。 

（2）公交站点 

沿线公交站点应随前述公交线路同期开通，并宜结合主要道路交

叉口的出口道进行布设。当公交站点设在干路上时，其距对向进口车

道停止线不应小于 50 米，当设在支路上时，其距对向进口车道停止

线不应小于 30 米。 

（3）公交场站 

建议尽快推动宏康东路与欣合街交叉口东北角占地 1.8 公项的公

交首末站建设，并协调交通主管部门开设公交线路,加强项目与轨道

交通站点的接驳换乘，引导市民乘坐公共交通出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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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5 停车规划 

根据《北京市居住公共服务设施配置指标》和《北京市居住公共

服务设施配置指标实施意见》中的规定，本项目位于大兴区西红门镇

东，属于二类区，销售类、租赁类保障性住房、商品房分别按照 1.0、

0.6、1.2 辆/户的标准配建。本项目机动车停车泊位应按照居住 1.2 辆

/户、幼儿园 2 辆/100 师生的指标进行配建。 

参照《城市停车规划规范》(GB/T 51149-2016)标准配建非机动车

停车位，并应为电动自行车充电提供集中场所。非机动车停车泊位应

按照居住 2 车位/户、幼儿园 10 车位/100 师生的指标进行配建。 

2.6 步行和自行车规划 

2.6.1 规划要求 

人行过街设施均为平面型式。 

在规划研究区域内，道路沿线应按照《城市道路交通规划设计规

范》（CJJ37-2012）、《步行和自行车交通环境规划设计标准》

（DB11/1761-2020）等相关要求，安排行人过街设施。 

2.6.2 步行过街设施规划 

根据《步行和自行车交通环境规划设计标准》（DB11/1761-2020），

建议次干路人行道不低于 2.5 米，非机动车道不低于 3 米的宽度建设，

支路人行道不低于 2 米，非机动车道不低于 2.5 米的宽度建设均。路

口设行人过街灯并施划人行横道线过街。 

项目各地块内部应形成环路,双向组织交通路面宽度应不小于 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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米，单向组织交通路面宽度应不小于 5 米。内部道路应按照人车分离

原则组织交通，确保机动车和行人交通组织安全顺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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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市政规划方案 

3.1 河道治理工程规划 

本项目属于老凤河的排水流域。 

本项目南侧的现状老凤河已按规划治理，治理标准为 50 年一遇

设计，南五环路南侧段老凤河横断面为梯形土渠断面，河道上口宽约

为 44 米，河深约为 3.5 米。 

3.2 雨水排除规划 

3.2.1 现状情况 

本项目周边现状用地已完成拆迁，基本为空地，其雨水主要以地

表径流的形式排入现状老凤河。 

沿南西路（京开高速公路～欣合街）有一条Φ1000～□2000×1600

毫米的现状雨水管道，下游暂无出路。 

3.2.2 规划标准 

3.2.2.1 设计重现期标准 

本项目为一般地区，其雨水管道规划设计重现期采用 3 年一遇，

周边城市主干路或城市高速公路雨水管道规划设计重现期采用 5 年

一遇，城市次干路和城市支路雨水管道规划设计重现期采用 3 年一遇，

下游雨水管道设计重现期不应低于上游雨水管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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规划主要雨水管道入河处管内顶高程基本不低于规划河道 20 年

一遇洪水位。 

3.2.2.2 暴雨强度公式 

本项目位于第Ⅱ暴雨分区，应采用下式计算设计暴雨强度： 

681.0)593.11(

)037.11(1602





t

gP
q  

式中：q——设计暴雨强度［L/（s·hm2）］； 

t——降雨历时（min）； 

P——设计重现期（年）。 

适用范围：5< t≤1440min，P=2～100 年。 

3.2.2.3 径流系数 

本项目周边规划建设区雨水综合径流系数采用下表。 

表 5   规划雨水综合径流系数表 

用地类型 规划建设区综合径流系数 现状已建成区综合径流系数 

公园绿地区 0.30 0.35 

居住区 0.60 0.65 

公建区 0.65 0.70 

校园区 0.60 0.65 

3.2.3 雨水排除出路 

本项目规划采用雨污分流的排水体制。 

参考《大兴区西红门镇东区河道治理工程规划及雨污水排除规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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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兴区西红门镇东区 1 号地、2 号地项目雨水排除调整规划》等以

往规划，根据地形情况、下游河道情况，本项目及周边地区雨水下游

排入老凤河。 

3.2.4 雨水排除规划方案 

规划沿宏福东路、欣顺街、规划五路、宏旭东路、欣星巷，分别

新建雨水管道，管径为Φ800～3□4200×2000 毫米雨水管道，最终

排入老凤河。 

3.2.5 海绵城市雨水控制与利用规划 

本项目为新建项目，应严格执行《海绵城市雨水控制与利用工程

设计规范》（DB11/685-2021），通过渗透、调蓄和净化等措施，在其

雨水排入市政雨水管渠之前，控制径流产生量、减少径流污染、削减

峰值流量和收集利用雨水，实现本项目雨水年径流总量控制率不低于

85%。 

3.3 污水排除规划 

3.3.1 现状情况 

现状西红门镇中心区再生水厂位于西红门镇东区，宏康东路北侧，

欣合街以东，一期工程现状设计处理规模为 4 万立方米/日，用地面

积约 8.3 公顷。 

沿宏康东路有一条Φ1600～Φ1800 毫米的现状污水管道，下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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接入现状西红门镇中心区再生水厂。 

3.3.2 规划标准 

参考《大兴区西红门镇东区河道治理工程规划及雨污水排除规

划》，结合本项目周边规划用地条件及用水指标核算，本项目及周边

地区污水管道规划设计标准采用： 

规划居住区：200 立方米/日•公顷； 

规划公建区：250 立方米/日•公顷； 

规划绿地区：20 立方米/日•公顷。 

3.3.3 污水排除出路 

根据《大兴区市政基础设施专项规划（2017 年-2035 年）》《西红

门镇再生水厂选址规划》及地形情况等因素考虑，本项目及周边地区

属于西红门镇中心区再生水厂的流域范围。 

3.3.4 污水管道规划方案 

规划沿宏福东路、欣顺街、宏旭东路，分别新建污水管道，管径

为Φ400～Φ800 毫米污水管道，下游通过宏康东路现状污水干线排

入西红门镇中心区再生水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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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4 再生水规划方案 

3.4.1 现状情况 

沿南西路（京开高速公路西侧～欣合街以东）有一条 DN400 毫

米的现状再生水管道。 

3.4.2 再生水水源 

根据《大兴区市政基础设施专项规划（2017 年-2035 年）》《大兴

西红门镇东区项目市政工程规划方案综合》等相关规划，西红门镇东

区及本项目再生水水源由西红门镇中心区再生水厂提供。 

3.4.3 再生水利用对象 

本项目再生水利用对象主要为建筑冲厕、绿化灌溉用水。 

3.4.4 规划再生水量 

依据《市政基础设施专业规划负荷计算标准》（DB11/T1440-2017），

确定建筑冲厕、附属绿化灌溉用水量标准。 

3.5.3.1 建筑冲厕用水量标准 

本项目范围内二类居住用地建筑冲厕使用再生水，其建筑冲厕用

水量标准为 0.8 升/平方米·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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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5.3.2 绿化灌溉用水量标准 

单位绿地面积灌溉再生水规划高日用水量指标宜根据绿地类型，

按下表选用。 

表 6 单位绿地面积灌溉再生水规划高日用水量指标 

绿地类型 
用水量指标 

立方米/（公顷ꞏ日） 

居住区附属绿地 20 

3.4.5 再生水管道规划方案 

规划沿欣顺街、宏福东路、宏旭东路、宏康东路，新建 DN150～

DN800 毫米再生水管道。 

3.5 供水规划方案 

3.5.1 现状情况 

沿南西路有一条 DN600～DN800 毫米现状供水管道，引自中心

城现状供水管网，水源主要为郭公庄水厂。 

3.5.2 规划需水量预测 

根据用地性质及建筑规模，参照《市政基础设施专业规划负荷计

算标准》（DB11/T 1440-2017），确定本项目各类建筑单位面积用水指

标，用水量标准如下表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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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7 用水量标准表 

用地类别 平均日用水量标准 

二类居住用地 3.2 升/平方米ꞏ日 

基础教育用地 4.5 升/平方米ꞏ日 

3.5.3 供水规划方案 

3.5.3.1 供水水源 

根据《大兴区市政基础设施专项规划（2017 年-2035 年）》，西红

门镇东区及本项目供水水源由大兴新城供水管网提供。 

3.5.3.2 供水管网规划 

规划分别沿欣顺街、宏旭东路、宏福东路、欣星巷，各新建一条

供水管道，管径为 DN300～DN400 毫米，与南西路现状供水管道连

通，形成环状供水管网。 

3.6 供热规划方案 

3.6.1 现状情况 

现状项目周边无现状集中供热设施及供热管道。 

3.6.2 负荷预测 

根据《市政基础设施专业规划负荷计算标准》（DB11/T1440-2017），

考虑本项目规划范围内建筑性质，确定本项目的建筑热负荷，详见下

表。根据相应建筑指标计算，本项目新增热负荷约为 3.32 兆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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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6.3 规划方案 

根据“双碳”发展要求及上位规划，原则上不再新建燃气独立供

暖系统，构建可再生能源优先、常规能源保障的绿色低碳供热保障体

系。规划设计过程中，应结合项目所在区域各种资源禀赋，采用多种

新能源、可再生能源供热技术，利用浅层地热、空气能、太阳能、再

生水能等新能源、可再生能源供热。 

本项目规划新建 2 座分布式能源站，规划能源站应优先采用可再

生能源承担基础热负荷，常规能源调峰保障。规划新建能源站若采用

地源热泵形式，按 60%热负荷计算所需地源热泵打孔面积如下表所示。

规划地源热泵系统可利用地块内绿地、地块内建筑基底或周边相邻绿

地进行打孔。能源站具体位置下一阶段结合建筑平面进行确定，也可

结合项目实施时序拆分建设。 

表 8 规划能源站规模及占地面积汇总表 

区域能源中心编号 
建筑面积 热负荷 

（万平方米） （兆瓦） 

NY1 8.9 3.13 

NY2 0.42 0.19 

根据北京市城市管理委员会、北京市发展和改革委员会联合印发

的《<北京市新增产业的禁止和限制目录（2022 年版）>热力生产和

供应业管理措施实施意见》，后续设计阶段应根据项目所在地块资源

情况，进一步确定可再生能源供热装机比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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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7 燃气规划方案 

3.7.1 现状情况 

本项目北侧有现状西红门次高压 A 调压站，规模为 3 万立方米/

小时，用地面积约 0.1 公顷。 

沿马家堡西路、南西路有一条现状 DN400~DN500 毫米中压燃气

管道，气源引自西红门次高压 A 调压站。 

3.7.2 负荷预测 

本项目用气种类主要包括公建及居住生活用气、采暖用气和不可

预见用气。 

根据《市政基础设施专业规划负荷计算标准》（DB/T 1440-2017）

及用地性质，公建采暖用气指标取 9.01 立方米/（平方米ꞏ年），公建

生活用气指标取 2.52 立方米/（平方米·年），居住采暖用气指标 8.81

立方米/（平方米·年），居住生活用气指标 1.9 立方米/（平方米·年），

不可预见用气按总用气量的 5%考虑。经计算，本项目天然气用气量

为 106 万立方米/年，高峰小时用气量约为 604 立方米/小时。 

3.7.3 规划方案 

本项目气源可引自现状西红门次高压 A 调压站，同时结合西红

门镇镇东区燃气规划，规划在马家堡西路西侧、宏业东路南侧新建一

座次高压 A 调压站，并沿马家堡西路、宏业东路、欣顺街新建中压

燃气管线，与本次规划燃气管道连通，共同为周边地块供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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规划沿欣顺街、宏福东路、宏旭东路新建管径为 DN200~DN300

毫米燃气管道。 

本项目范围内新建 1 座中低压调压箱。 

3.8 供电规划方案 

3.8.1 现状情况 

本项目东南部有现状寿宝庄 110 千伏变电站，现状安装 2 台 50

兆伏安变压器。 

沿宏康东路自京开高速公路西侧至规划五路东侧有现状□2000

×2100 毫米电力隧道。 

3.8.2 负荷预测 

根据用地性质及建筑规模，参照《市政城市基础设施专业规划负

荷计算标准》（DB/T 1140-2017），居住用地用电指标取 15 瓦/平方米，

基础教育用地用电指标取 42 瓦/平方米；经计算，本项目用电负荷为

2.1 兆瓦。 

3.8.3 规划方案 

本项目电源引自现状寿宝庄 110 千伏变电站。 

规划沿欣顺街、宏福东路、宏旭东路，新建管径为 12Φ150+2D162

毫米电力管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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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9 电信规划方案 

3.9.1 现状情况 

京开高速公路西侧有一座现状西红门电信局。 

沿南西路自京开高速公路西侧至欣合街以东有现状 24 孔电信管

道。 

3.9.2 用户量预测 

根据用地性质及建筑规模，参照《市政基础设施专业规划负荷计

算标准》（DB/T 1440-2017），居住用地信息点指标取 100 个/万平方米，

托幼用地信息点指标取 20 个/万平方米。经计算，本项目新增电信信

息点约 903 个。 

3.9.3 规划方案 

本项目电信需求可通过南西路现状电信管道，由现状西红门电信

局提供。 

规划沿欣顺街、宏福东路、宏旭东路新建 9~12 孔电信管道。 

依据《北京市 5G 及未来基础设施专项规划（2019 年-2035 年）》，

本次规划设置 1 座 5G 基站（宏站），可依托项目建筑，基站机柜应

小型化、美观化设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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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10 有线广播电视网络规划方案 

3.10.1 现状情况 

京开高速西侧有一座现状兴海园二级基站。 

沿南西路自京开高速公路西侧至欣合街以东有现状 4 孔有线电

视管道。 

3.10.2 用户量预测 

根据用地性质及建筑规模，参照《市政基础设施专业规划负荷计

算标准》（DB/T 1440-2017），居住用地及托幼用地信息点指标取 200

个/万平方米。经计算，本项目有线电视信息点约 1874 个。 

3.10.3 规划方案 

根据相关规划，本项目规划有线电视信号源引自现状兴海园二级

基站。 

规划沿欣顺街、宏福东路、宏旭东路，新建 2 孔有线电视管道。 

3.11 综合管廊建设要求 

《北京城市总体规划（2016 年-2035 年）》提出：“以重点功能区

为先导规划建设综合管廊”、“统筹以综合管廊为代表的各类地下市政

设施，构建多维、安全、高效、便捷、可持续发展的立体式宜居城市”。 

2018 年 4 月市政府发布《关于加强城市地下综合管廊建设管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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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实施意见》，意见要求在城市新区、各类园区、成片开发区域要根

据功能需要，同步建设地下综合管廊；土地一级开发、棚户区改造、

保障性住房建设、老城更新等项目，要因地制宜、统筹安排地下综合

管廊建设。在交通流量大、地下管线密集的城市道路、轨道交通等地

段，主要道路交叉口、道路与铁路或河流的交叉处，要优先建设地下

综合管廊。结合架空线入地等项目同步推动缆线管廊建设。 

根据《大兴分区规划（国土空间规划）（2017 年-2035 年）》，本

项目不属于综合管廊重点发展区，规划不安排干线综合管廊，可结合

本项目强弱电缆及其沟道需求，在规划区内研究建设缆线管廊的可能

性。 

4. 规划综合方案 

4.1 近期实施建议 

为保障项目交通出行需求，解决项目及周边地区雨水排除、污水

排除、再生水水源及供电电源需求，建议尽快推进以下交通、市政工

程实施，保障项目使用需求。具体如下： 

（1）为保障项目建成后交通出行需求，建议同期实施欣顺街、

宏康东路（公交场站-欣顺街）、宏旭东路、宏福东路、欣星巷（宏福

东路-宏旭东路）等周边道路。 

（2）为满足规划轨道建成前地块轨道交通出行需求，建议近期

布设一条公交专线接驳轨道交通 4 号线西红门站。 

（3）建议商交通主管部门，尽快确定宏康东路与欣合街交叉口

东北角占地 1.8 公项公交首末站实施主体，并加快推进项目实施相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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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作。 

（4）为解决本项目及周边地区雨水排除安全，建议尽快推进规

划五路新建管径为 3□4200×2000 毫米的雨水管道工程。 

（5）建议各建设主体结合附表 9，尽快推进各项市政、交通工

程建设，满足项目市政接引和交通出行需求，确保市政交通基础设施

与项目同步投用。 

4.2 本项目内部及外部市政交通工程 

本项目内工程包含道路（含配套管线工程）和场站设施工程。道

路工程：宏福东路、欣星巷、欣顺街道路及部分管线建设主体均为北

京欣业城镇建设投资管理有限公司，其燃气管线建设主体均为北京市

燃气集团有限责任公司，电信和有线电视管线建设主体均为通信运营

商。目前，欣顺街已开工建设，宏福东路、欣星巷已取得道路及管线

工程“多规合一”协同意见的函。场站设施工程：项目地块内分布式

能源站、中低压调压箱、电信基站（宏站）等设施建设主体均与地块

内开发建设主体一致，并应与地块建设同步实施。经测算，本项目内

工程投资约 9142.53 万元（以主管部门批复为准）。 

本项目外部工程包含道路（含配套管线工程）和场站设施工程。

道路工程：宏旭东路、宏康东路及部分管线建设主体均为西红门镇政

府，其燃气管线建设主体均为北京市燃气集团有限责任公司，电信和

有线电视管线建设主体均为通信运营商。目前，宏旭东路已取得道路

及管线工程“多规合一”协同意见的函，宏康东路管线工程已开工建

设。西红门镇政府正在推进规划五路雨水管线选线工作；场站设施工

程：密闭式垃圾收集站建设主体为北京环卫集团，公交场站设施主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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尚未明确。建议尽快推进规划五路雨水管道、密闭式垃圾收集站、公

交场站的建设工作。经测算，本项目外工程投资约 14816.65 万元（以

主管部门批复为准）。 

本项目内部及外部市政交通工程总投资约 23959.18 万元，（以主

管部门批复为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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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9 本项目近期市政交通保障工程建设项目清单 

类型 道路名称 道路等级 类型 管径(毫米) 长度（米） 投资（万元） 资金来源 建设主体 建设时序 

项目

内部 

宏福东路（30 米） 城市支路 

道路工程 / 713 1212.1 企业自筹 
北京欣业城镇建设投资管理有限公

司 

  

预计 2023 年底开工 

  

雨水管道 φ1400 165 56.43 企业自筹 
北京欣业城镇建设投资管理有限公

司 

污水管道 φ400 165 23.1 企业自筹 
北京欣业城镇建设投资管理有限公

司 

供水管道 DN400 165 27.72 企业自筹 
北京欣业城镇建设投资管理有限公

司 

再生水管道 DN200 165 15.35 企业自筹 
北京欣业城镇建设投资管理有限公

司 

中压燃气管道 DN200 165 14.85 企业自筹 燃气公司 

电力管道 12φ150+2D162 165 132 企业自筹 
北京欣业城镇建设投资管理有限公

司 

电信管道 12 孔 165 27.72 企业自筹 电信运营商 

有线电视管道 2 孔 165 8.25 企业自筹 歌华运营商 

欣星巷（15 米） 城市支路 

道路工程 / 290 261 企业自筹 
北京欣业城镇建设投资管理有限公

司 

雨水管道 φ800-φ1000 240 45.78 企业自筹 
北京欣业城镇建设投资管理有限公

司 

供水管道 DN300 290 32.19 企业自筹 
北京欣业城镇建设投资管理有限公

司 

欣顺街（30 米） 城市支路 

道路工程   1350 2295 企业自筹 
北京欣业城镇建设投资管理有限公

司 

  

已开工 

雨水管道 □2600×2000-□4400×2000 1075 1183.8 企业自筹 
北京欣业城镇建设投资管理有限公

司 

污水管道 φ600-φ800 1075 220 企业自筹 
北京欣业城镇建设投资管理有限公

司 

供水管道 DN400 565 94.92 企业自筹 
北京欣业城镇建设投资管理有限公

司 

再生水管道 DN150 1075 64.5 企业自筹 北京欣业城镇建设投资管理有限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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类型 道路名称 道路等级 类型 管径(毫米) 长度（米） 投资（万元） 资金来源 建设主体 建设时序 

司 

中压燃气管道 DN300 565 62.15 企业自筹 燃气公司 

电力管道 12φ150+2D162 1075 860 企业自筹 
北京欣业城镇建设投资管理有限公

司 

电信管道 12 孔 565 94.92 企业自筹 电信运营商 

有线电视管道 2 孔 565 28.25 企业自筹 歌华运营商 

场站设施 

/ 分布式能源站 / 2 座 2342.5 企业自筹 地块建设主体 

与建设项目同步实施 / 中低压调压箱 / 1 座  20 企业自筹 地块建设主体 

/ 电信基站（宏站） / 1 座  20 企业自筹 地块建设主体 

合计 / / / 10763 9142.53 / / / 

项目

外部 

宏旭东路（30 米） 城市次干路 

道路工程 / 817 1388.9 区级资金 西红门镇政府 

预计 2023 年底开工 

雨水管道 Φ1000-Φ1200 260 68.22 区级资金 西红门镇政府 

污水管道 φ400 260 36.4 区级资金 西红门镇政府 

供水管道 DN400 260 43.68 区级资金 西红门镇政府 

再生水管道 DN300 260 28.86 区级资金 西红门镇政府 

燃气管道 DN200 260 23.4 企业自筹 燃气集团 

电力管道 12φ150+2D162 260 208 区级资金 西红门镇政府 

电信管道 9 孔 260 32.76 企业自筹 电信运营商 

有线电视管道 2 孔 260 13 企业自筹 歌华运营商 

宏康东路（40 米） 城市主干路 

道路工程 / 950 2280 区级资金 西红门镇政府 
西段道路已完成征地，管线工程已开工，预计 2023 年

年底完成 
雨水管道 2□2800×2000-2□4200×2000 1380 2582.5 区级资金 西红门镇政府 

再生水管道 DN600-DN800 1240 411.93 区级资金 西红门镇政府 

规划五路（30 米） 城市次干路 雨水管道 3□4200×2000 550 1289 企业自筹 西红门镇政府 正在开展相关工作，开工时间待定 

场站设施 
/ 

密闭式垃圾分类收

集站 
/ 1 座  400 区级资金 环卫集团 待定 

/ 公交场站 / 1 座 （5483 ㎡） 6010 财政资金 待定 待定 

合计 / / / 7017 14816.65 / /   

总计 / / / / 17780 23959.18 / / / 

上述近期市政交通保障工程建设项目清单所列内容最终以相关主管部门批复意见为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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