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湟源县城市总体规划（2011-2030）



       湟源县于2012年启动现版总规修编，委托上海同济大学城市规划设计研究院负责总体规

划编制工作，2012年10月16日《湟源县城总体规划（2011—2030）》纲要通过专家认证，经

过完善修改后形成《湟源县城总体规划（2011—2030）》修编成果。2012年10月18日通过湟

源县人大常委会审查。2012年12月11日，青海省住房和城乡建设厅组织《湟源县城总体规划

（2011—2030）》技术审查会，并顺利通过。

       现版总规实施以来，湟源县在四区划定、城镇建设、城乡协调发展、各类用地布局、产业

园区布局和基础设施配套等方面，对湟源县的经济社会发展和城乡规划建设起到了积极的引导

和促进作用，明显提高了城乡建设水平和城市发展质量，为湟源县的发展打下了良好的基础。

绪



空间层次：

现版总规分为三个空间层次，分别为县域、城市规划

区和中心城区。

县域即为湟源县行政管辖范围，陆域土地面积1509

平方公里。

城市规划区范围包括1镇17村，即城关镇的全境，大

华镇的池汉、拉拉口、拉卓奈、莫布拉、阿家图、大华、

何家庄村，申中乡的立达、窑庄、星泉、韭菜沟、卡路、

口子、庙沟、申中村，以及东峡乡的新民村，波航乡的纳

隆村。城市规划区总面积为109.85平方公里。

中心城区范围：西至申中乡卡路村，北至申中乡韭菜

沟村，东至城关镇万丰村，南至城关镇董家庄村。总面积

约为31.58平方公里。

空间层次



城市性质及规模

城市规模：

1、人口规模：

近期（2015年）6.1万人，

远期（2030年）8万人。

2、城市建设用地规模：

规划2030年城市建设用

地10.40平方公里，人均建设

用地面积130.0平方米。

城市性质：
湟水源头文化古城，唐蕃古道商贸重镇，高原河谷旅游休闲城镇。



1、县域空间结构

形成“一核三副，两轴四区”的县域空间结构。 

一核：县域城镇发展核，包括湟源中心城区（城关镇、大华镇区）

和申中乡集镇。 

三副：三个县域重点镇，分别为巴燕镇、和平镇、日月藏族镇，

带动县域发展。 

两轴：湟水河城镇发展轴和西倒线城镇发展轴。 

四区：四个发展分区，分别为湟水河谷综合发展区、北部生态保

护发展区、东南部高原牧旅发展区、西南部农牧发展区。

2、县域城镇体系

规划形成“中心城区——重点镇——一般镇”三级城镇等级结构

体系，包括一座中心城区、3座重点镇、4个一般镇。

县域城镇体系

城镇等级 规模等级 城镇名称
城市人口规模
（万人）

城镇个数
（个）

中心城区 8万人 湟源县城（城关镇、大华镇区） 8 1

重点镇 0.5—1.0万人
巴燕镇 0.8

3和平镇 1.0
日月藏族镇 0.5

一般镇 0.1—2.0万人

东峡乡 0.15

4波航乡 0.15
申中乡 0.2
寺寨乡 0.1

合计 10.9 8

注：中心城区人口包括城关镇人口和大华镇区人口；乡集镇人口不计入城镇人口及城镇化率统计。

县域城镇规模等级规划表



中心城区空间布局

湟源县中心城区发展方向以向西和向南跨河发展为主，概括为“东调、南进、西拓、北控、中优”。 

东调：通过兴华村等城中村改造和磨林湿地旅游服务中心的建设，带动城市东部的更新和提升。 

南进：南跨湟水河与青藏铁路发展，依托铁路客货运站规划以物流、产业和居住为主的池汉片区，沿药水

河谷规划以旅游服务、体育、居住为主的尕庄片区。 

西拓：把西部大华产业园区纳入城区范围，与城关组团之间以生态绿地分隔。 

北控：控制城市向北的发展，以山脚为发展边界。北极山之间的谷地结合老城更新，以低密度的文化旅游、

休闲农庄建设为主。 

中优：加强旧城改造与更新，整体保护丹噶尔古城，优化老城布局结构，完善服务职能，提升环境品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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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发展方向



湟源中心城区形成“双城滨水、一带六区、

多点”的城市空间结构。

“双城滨水”：中心城区沿湟水河组团式布局，

由城关和大华两大组团构成，体现滨水城镇特色。

“一带六区”：以湟水河为城市发展带，沿河

布局六大片区，分别是老城区、尕庄片区、池汉

片区、大华片区、星泉片区和申中片区。

“多点”： 指中心城区的公共服务体系。分

别为老城公共设施带、池汉滨河商业带、尕庄旅

游设施带、丹噶尔古城旅游服务中心、磨林湿地

旅游服务中心、大华湿地休闲服务中心、大华园

区管理中心、池汉物流商贸中心，以及若干个社

区公共服务中心。

中心城区空间布局

2、空间结构



形成“三带五点”城市级公共服务

体系，承担城市级特色服务功能，并为

城市提供旅游服务、商业、文化、医疗、

体育、娱乐等配套服务设施。 

三带：指三条公共服务带，即老城

公共设施带、池汉滨河商业带、尕庄旅

游设施带。

五点：丹噶尔古城旅游服务中心、

磨林湿地旅游服务中心、大华湿地休闲

服务中心、大华园区管理中心、池汉物

流商贸中心。

中心城区空间布局

3、城市公共服务中心体系



综合交通

1、县域交通

（1）铁路交通

老青藏铁路近期保留，远期关停使用；

新青藏铁路：原线保留；

青藏滇铁路：预留青藏滇铁路选线用地。

（2）公路交通

规划新建G6京藏高速公路，在现状西倒一级路的基础

上升级改造。 

规划新建S2011湟西高速公路，自湟源县城至西海镇，

为G6与S20的联络线。

完善县域公路系统网络，形成“主轴+网络”主骨架公

路。



综合交通

2、中心城区交通

（1）对外交通

规划保留新修青藏铁路复线和铁路客运站，新

建铁路货运站。

规划高速公路2条：改线原有西倒一级公路城

区段和新建湟源—西海高速公路。

规划中心城区内共设高速公路出入口3处。

公路系统规划：规划将国道315与国道109改

线从城区南侧外围通过，其他公路保留现状走向并

适当改造拓宽。

公路场站规划：现有公路客运站搬迁并提升为

一级客运站；设置公路货运站2处。

（2）道路网络

主干路：规划城区道路形成“四横九纵”的主

干路。

（3）公共交通

主干公交线路为“四横、八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