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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ractical Exploration of Comprehensive Overhead Line Renovation under the 
Background of Urban Fine Management

徐文杰    XU Wenjie

随着城市建设的快速发展，架空线已成为影响城市形象及运行安全的突出问题。实施架空线整治是城市精细化管理的具

体体现，也是实现城市发展目标的一项重要举措。梳理分析城市架空线整治的内涵和主要任务，从系统化综合治理的角度

探讨具体操作层面上城市架空线整治的关键问题，提出架空线整治需要全面贯彻“做减法、全要素、一体化”的精细化管

理要求，系统性地提升道路景观环境，集约利用地下空间资源，确保城市运行安全。

In the current rapid-developing urban environment, overhead lines have become a prominent problem impacting both the landscape and 

the safety of the city. Renovating overhead lines is a concrete manifestation of urban fine management and is also an important measure 

for achieving urban development goals. This paper outlines the main tasks for such renovation, discusses the key issues of the renovation 

at operational levels from the systematic comprehensive management’s perspective. We also put forward the requirements for urban fine 

management to achieve systematic landscape improvement, effective underground space utilization, and safe city operation.

0　引言

随着城市建设的快速发展，架空线已成

为影响城市形象及运行安全的突出问题，全

国各大城市纷纷出台管理办法、工作方案、推

进机制等。

早在2001年，上海市政府就颁布了国内

第一个且是当时国内唯一针对架空线问题的

政府令——《上海市城市道路架空线管理办

法》，其后经过3次修订后发布。自2018年起，

为实现与全球卓越城市相匹配的架空线精细

化管理目标，全市全面启动架空线入地整治

工作，并计划用两个三年行动计划，完成内环

内所有道路以及内环外重点区域的架空线入

地整治工作。

近年来，国内不少城市积极推进架空线

整治工作，取得一定的经验。北京市出台的

《首都核心区架空线入地及规范梳理工作方

案（2017—2019）》，计划在3年内完成首都

城市精细化管理背景下的架空线综合整治实践探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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核心区主次干路通信架空线入地，118 km主

次干路电力、路灯、电车馈线架空线入地，以

及 523 km支路胡同架空线入地及规范梳理。

杭州市提出“打造国内最清洁城市”的

发展目标，自 2002 年起开展 “上改下”综合

管理工程，将“上改下”作为杭州市的“市

策”，贯彻落实到全市各项基础设施改造和整

治工程中，形成长效的推进机制。目前杭州市

已开展了两轮架空线“上改下”工程，主城

区已基本完成空中线杆“地下化”工作。

1　城市架空线的发展沿革

城市架空线是指由各类固定支架支撑架

设在城市道路上空，用来进行电力或信息传

输的线缆，包括高（低）压输配电线路、信息

传输线路、电车供电馈线等。架空线曾经是文

明进步的象征，是一座城市由传统社会向现

代社会演变，进入工业化、信息化时代的形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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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江西中路广东路路口 b）江西中路福州路路口

图1　城市现状架空线示例
资料来源：笔者自摄。

标志。在许多城市的基础设施发展进程中，架

空线作为一种简便、可靠且建设和维护费用

相对低廉的线缆敷设方式，曾被普遍采用[1]。

但是，在架空线不断发挥正面作用的同

时，其负面影响也逐渐显现。特别是近几年

随着城市建设与信息化的快速发展，架空线

的数量呈爆炸式增加，城市上空的“黑色污

染”“蜘蛛网”成为影响城市形象和市民满意

度的一个突出问题，其中的架空线掉落、垂坠

等问题更是成为城市安全运行的隐患（图1）。

从城市景观与城市形象角度来看，由于

架空线大多在低于15 m的城市低层空间经

过，平行或穿越市政道路，乱接乱拉、跨街架

线等现象严重，线杆林立、线缆交错等情况复

杂，很难与城市整体风貌相融。尤其是通信、

弱电线路权属分类繁多，涉及电信、移动、联

通、东方有线、铁通、电通、信通、公安等部门，

常常借助或攀附于电力线杆同杆架设。且为

了控制光纤光衰耗，通信架空线线圈往往冗

余盘绕，线缆容易松散坠落，甚至有飞线上墙

上树等情况，在一些路段形成杂乱不堪的“空

中视觉污染”。

从安全角度来看，架空线还有与行道树

的矛盾突出、元件数量繁多、易受天气影响、

运行可靠率低等缺点。各类杆件密布于有限

的道路人行道，人行空间被大量阻断、蚕食和

挤占，大大降低了行走安全感。在电力架空线

下进行工程施工，一旦施工不慎或保护措施

不足，架空线易遭受破坏，引起线路跳闸停电

及人身触电事故，甚至造成社会公共事件。同

时，电力架空线长期暴露在自然之中，在台

风、雷击、暴雨等不可抗力的破坏下，会降低

线路的供电可靠性[2]。

2　从城市精细化管理要求看架空线整

      治所需关注的重点问题

按照“上海2035”总体规划确定的发

展目标，上海要建设卓越的全球城市。增强吸

引力、创造力和竞争力，必须对标国际最高标

准、最好水平，不断提升城市精细化管理能

力，持续改善空间资源环境和基础设施，不断

提升城市的适应能力和韧性发展能力，让城

市更有序、更安全、更干净。

“上海2035”总体规划中所提及的城市

精细化管理是指综合运用市场、法律、行政和

社会自治等手段，通过城市管理目标量化、管

理标准细化、职责分工明晰化等，形成以“精

致、细致、深入、规范”为内涵的城市管理模

式。从而体现其对于城市空间安排的有序化，

以及城市运行的安全可靠性，其中就包含对道

路上空架空线（缆）及沿路杆件设施的布置

方式的重新思考和对此类既有设施的整治。

随着城市发展对于空间环境和景观品质

的要求不断提高，那些原本“掩映”在树梢

之间，已成为市民视线中习惯的沿路景观组

成部分的架空线（缆），却在空间治理的理念

上，与建设“精品城区、活力城区、绿色城区”

的要求相去甚远，冲突尖锐。精品城区是城市

转型背景下的科学发展之路，活力城区是有

序、稳定、智慧、安全的韧性发展之路，绿色城

区是以人为本、安全为先、管理为重的和谐发

展之路。呼应时代要求和群众需求，架空线综

合整治作为提升城市品位、改善城市景观、构

建宜居环境的一个重要方面，必须坚持民生

导向、问题导向、效果导向，在规范化、精细化

和个性化3个维度上予以重点关注。

规范化是架空线综合整治工作的重要原

则和必要条件，要在城市规划、系统建设指导

下实现经济性、合理性和安全性；精细化是架

空线综合整治工作的关键环节和内涵彰显，

具体而言就是对与入地整治相关的城市精细

化管理工作内容进行深入的分析比照，全面

结合街道空间、地下空间、风貌特征、城市管

理等方面内容，全要素融合推进整治工作；而

个性化则是架空线综合整治工作的品质体现

和实施保障，需要分析不同整治对象及规划

条件、建设条件等，针对不同的情况制定相应

的整治方案，才能保证工作的整体效益。

3　架空线综合整治工作的主要特点及

     实施途径

3.1   主要特点

（1）建设费用大

拔掉线杆，撤去头顶上繁杂的线缆，并且

把线缆埋进地下。这项工作常常会被误认为

简单易行，但事实并非如此。有统计表明，一般

架空线与地下电缆的建设费用之比是1：4；而

在美国是1：（4—27），澳大利亚是1：（3—5），

欧洲大多是1：（2—10），上海约1：4[3]。根据相

关数据，2018年上海电力架空线入地平均费

用已达3 000万—5 000万元/km。简言之，架

空线路的地下化需要付出巨大的经济代价。

（2）系统性社会工程

架空线入地是一项涉及面极广的系统性

社会工程。以上海市中心城区为例，迫切需要

实施架空线综合整治的道路路段大多位于城

市中心，交通繁忙，地下管线错综复杂，市政

需求集中，新排和搬迁管线的空间十分狭小，

是真正在“螺丝壳里做道场”。入地管线的敷

排只能“见缝插针”，需要统筹协调城市规划、

工程设计、施工管理和运行维护等环节，贯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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管线工程的全生命周期各环节，平衡安全性、

合理性和经济性等方面的诉求。

3.2   实施途径

对于提高架空线整治经济性和可实施性

的问题，应区分不同地区对架空线综合整治

的需求和必要性，按照聚焦重点、效益突出和

统筹实施的原则设定整治重点地区。

对市容景观影响较大、空中视觉污染较

严重的地区和路段，在城区功能转型和城市

更新为架空线整治提供契机时，应聚焦这些

城市中的近期重点发展地区和示范区域，集

中连片地开展架空线综合整治工作。风貌保

护区、旅游风景区、重要场馆、交通枢纽等应

优先考虑实施架空线入地，突出整治效益，提

高整体显示度。对此，邹静等提出，“与重大项

目、道路工程、旧区改造等相结合，统筹结合

实施，与道路建设、环境建设、绿地建设、地下

空间开发利用等相协调，与城市发展目标相

协调，充分发挥项目实施的综合效益”[4]。

在最新发布的《上海市架空线入地和

合杆整治实施细则》中提出明确要求：架空

线综合整治工作要以改善市容市貌为目标，

以保障城市运行安全为底线，要积极采用新

技术、新材料、新工艺、新设备，鼓励推广使用

BIM技术、预制装配技术、缆线型管廊等，要通

过“一路一方案”做实统筹协调，优化施工

流程、缩短施工工期，集约节约利用地上地下

空间资源[5]。所以，要实现架空线综合整治的

目标，发挥工程的综合效益，其前提需要达成

前瞻性和可实施性、专业系统诉求和社会整

体效益的平衡，具体途径则是：以综合施策作

为整治工程的基本原则，以统筹协调作为处

理设施与空间之间冲突的唯一出路，以新技

术、新材料、新设备应用作为最终有效的保障

手段。

4　整治过程关键节点管控对策

架空线综合整治作为集约地下空间资

源、改善城市市容环境、保障城市生命线安全

运行、提升城市运行效率和管理服务水平的重

要工作，首先应从城市发展的全局角度出发，

以严控增量、整治存量为基本要求，基于城市

规划空间布局提出整体控制要求、设定控制范

围。其次需要排摸调研电力和通信架空线现状

设施情况，具体包括规格、数量、方向、位置、等

级、长度、建设方式、所属企业等，并在此基础

上梳理线路繁多的现状架空线，分析确定入地

管线的排管需求，在空间资源紧缺的情况下，

研究与城市精细化管理相契合的架空线综合

整治方案。空间集约和景观提升是架空线综合

整治的两大工作目标，主要涉及地下管线综

合、地上杆件归并、地上地下空间统筹、附属设

施落地等方面内容（图2）。

4.1   地下管线综合

地下管线敷设缺乏管位统筹，见缝插针

的建设模式使得目前架空线路的入地改造面

临难题。已入地的管线也存在运行时相互干

扰、维护时相互破坏的问题[6]。为确保集约、

高效、有序地利用有限的地下空间资源，科学

合理编制架空线综合整治市政管线综合规划

是关键环节。通过管线综合规划的编制和反

复的回馈与协调，使不同专业、不同环节在所

有节点上都能够有效衔接，提前解决“隐形”

冲突，优化管线系统整体方案，提高入地整治

的可实施性。

现状道路架空线入地敷设时，应满足入

地路段及沿线地块用户的用电和通信需求，

确保设施运行安全。在满足管线埋设要求的前

提下，尽量考虑减少入地管线实施对现状道

路、交通和管线的影响。核算入地管道及设施

需求，分析筛选合理的入地通道。以整合资源

为方向，充分利用现有管道资源，若有已建排

管且排管内有足够的富余管孔，则架空线应入

地利用排管富余管孔敷设。同时遵循“集约设

置、合缆并线”的原则，即将性质类同、埋深相

近的管线，统一协调共用一个通道，借由敷设

信息管统一安排电信、移动、联通、东方有线、

铁通、电通、信通等通信单位线路。从运行、安

全、景观、规模等方面提出架空线入地方案、新

建开关站及配电站布点方案（图3）。

城市道路下方的浅层地下空间资源紧

张，架空线入地管位往往布置艰难。因地制宜

地规划建设综合管廊，不仅可以提升城市地

下空间的利用率，还可以有效解决地下空间

集中开发地区管线敷设空间受限的问题。这

已成为城市转型发展、实现精细化管理的一

项重要措施[7]。将综合管廊方式应用于架空

线综合整治中，可以充分利用地下空间资源，

综合入地管线、现状管线及地下建构筑物，提

高地下空间资源的利用效能，优化竖向控制，

图3　架空线综合整治实施前后对比图（徐汇区武康大楼周边）
资料来源：笔者自摄。

图2　整治工作关键内容
资料来源：笔者自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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综合杆的布设必须满足点位控制、整体

布局、功能齐全、景观协调的总体原则，以设

置要求严格的市政设施点位（如交通信号灯

和电子警察等）为控制点，将要求整合的其

他杆件设施移至控制点进行合杆，同时调整

上下游杆件间距，整体布局。综合杆可“分层

设计、身兼多职”（图5-图6）。

城市道路合杆整治，用“绣花”和“穿

针引线”的方式，为城市道路空间全要素协

同设计提供简洁明快的视觉体验。综合杆、综

合机箱及城市家具应统筹布设，在布设于人

行道时应设置在公共设施带内，环境监测、扬

尘监测、通信设备以及公厕指示牌等设施应

利用综合杆设置。更进一步，合杆整治可以物

联网为技术手段，为城市物理空间的全要素

集成和数字信息化城市空间的全要素、全过

程管理，搭建信息—物理融合的桥梁。

具体实施时，应在满足荷载基础要求的

前提下，尽可能优化合杆杆件基础和管道工

井的尺寸，并结合用户位置布置接线井的井

图5　合杆设施分层示意图
资料来源：《上海市道路合杆整治技术导则》。

图6　合杆系统共享示意图
资料来源：《上海市道路合杆整治技术导则》。

满足空间集约需求。结合道路新改扩工程、新

城、新区建设以及旧区改造、城市更新等实施

架空线入地，应当因地制宜，采取综合管廊方

式实施。中心城区、老城区电力和通信架空线

同时入地，管线排管应优先采用组合排管式

缆线型管廊形式，鼓励同沟槽敷设，以减少开

挖面，集约利用地下空间（图4）。

4.2   地上杆件归并

目前市政道路上的立杆设置一般各自

为政，缺乏统筹，严重占用有限的人行道空间

资源，影响市容景观和行人通行安全。根据对

现状道路立杆量的统计，上海市中心城范围

内一般为100—300根/km。个别路口立杆量

超多已成顽疾，如黄浦区的武胜路、黄陂北路

口，共有各类立杆60根。

为推进道路杆件及相关设施的集约化

建设和规范化设置，构建和谐有序的道路空

间，塑造城市景观风貌，架空线综合整治的一

项重大任务是合杆整治。根据相关资料所述，

2020年上海市中心城完成470 km道路架空

线综合整治后，道路立杆减量将不低于50%。

在满足业务功能要求和结构安全的前提

下，按照“杆件共享、机箱共享、管道共享和

系统共享”的要求，实现各类杆件的归并整

合，对各类杆件、机箱、配套管线、电力和监控

设施等进行集约化设置，实现共建共享，互联

互通。
图4　管廊方式实施架空线入地示意图

资料来源：笔者自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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位，尽量集约利用地下空间，减少对现状管

线的影响。进一步创新缆线通道新技术新工

艺，采用小型化、半预制或预制式工井，以减

少工井占用的地下空间，缩短施工的工期。

另外，为利于浅层管线敷设，建议合杆基础

的覆土H≥2.5 m。

4.3   地上、地下空间统筹

根据《上海市街道设计导则》，街道空间

应突破既有的工程设计思维，突出街道的人文

特征，对市政设施、景观环境、沿街建筑、历史

风貌等要素进行有机整合，通过整体空间景观

环境设计来塑造特色街道。城市街道相关要素

主要包括机动车道、非机动车道、人行道、市政

管线、道路绿化、交通设施、附属设施、城市家

具、服务设施，以及道路红线外侧的建筑前区

场地、街边绿化、沿街立面等各项设施。

针对架空线综合整治，其空间统筹的目

的是协调与之相关的空间规划和建设需求，

主要包括3个方面：各类市政管线对地下空间

需求的规划统筹；地下管线与地下空间（轨

道交通、连通道、地道、隧道等）的规划统筹；

地下管线与市政道路及相关地上街道空间的

规划统筹。架空线综合整治“一路一方案”

是一个可以统筹协调街道各类相关要素的综

合性统筹方案，结合电力信息架空线入地、杆

件归并、掘路修复、美丽街区等分项工程，进

行方案设计统筹（管线设计、机箱设置、景观

协调、立面整治等）和施工组织统筹（工作

流程、工序衔接、割接方案、文明施工、交通组

织等）。“一路一方案”要体现“统筹性、协调

性、指导性”，避免技术方案中的各种冲突、脱

节问题，突破不同分项在同一个空间进行工

程设计时的局限性，提高协调性、兼容性和可

实施性，杜绝由于分项工作衔接不到位而导

致的生产或安全事故。

4.4   附属设施落地

道路设施带要素配置应统筹考虑，综合

协调，适当整合，实现“集约化、减量化、隐蔽

化、规范化”，并在外观、体量、材质、色彩4个

层面上与城市风貌保持协调。在满足需求的

基础上尽可能减少杆件、机箱、工井的数量，

统一箱体规格、放置位置和外观设计等，实现

道路空间和街道立面整体景观的提升。

各类设施设置的位置和密度应与所在街

道功能相适应，根据人流密度、使用频次、使

用方式、服务半径确定合理间距，并需满足视

距和通透性要求，不影响通行视线及城市环

境景观。各类设施优先选择进场所、进绿化，

同时尽可能地借用街道隐蔽空间、道路公共

设施带按规范有序设置，其造型与风格应与

周围环境相协调。道路交叉口转弯半径及两

侧20 m范围内，不应设置除交通设施、慢行导

向设施、垃圾箱外的其他设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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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共服务

设施的密度可适当加大。

结合地块建设或电力通道建设计划落实

变配电设施用地。根据供电范围，寻找合适的

电站位置，优先使用城市“边角料”，同时充

分考虑对现状电力设施进行改扩建，或与轨

道交通、公共厕所、垃圾箱房等公用设施合建

等方式减少用地，鼓励地块整体开发时落实

电站位置。

5　建议

架空线入地工程要聚焦“做减法、全要

素、一体化”的精细化管理要求，结合道路改

扩建及大修工程、合杆整治、管道风险点排

除、全要素道路景观提升等综合改造同步进

行，使道路环境更加整洁、空间视觉更加靓

丽，为人民群众提供有序、安全、干净、美观的

高品质城市环境，并进一步集约节约利用土

地资源，改善城市空间环境状况，消除城市空

中污染，提高人民生活质量。

结合架空线综合整治实践，笔者提出以

下建议：（1）结合精细化管理要求，建议加快

推进架空线及杆架标识制度，完善架空线路

及杆架标识标准，建立信息通信架空线数据

动态更新机制。（2）开展详细勘测工作，明确

现状地下管线情况和临路建筑基础情况，着

重对现状管线的保护、搬迁、修复及对现状建

筑保护开展深入论证，细化优化入地管位方

案。（3）管位条件好、管线搬迁少的路段，优

先实施架空线入地。作为主要“视觉污染源”

的通信架空线路，受到土地开发方案制约较

小，入地工作的总体实施条件相对较好。因

此，建议在土地开发方案尚未确定期间，先行

开展信息架空线入地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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