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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潮水机场周边区域概念规划》

专家会诊提出八条“金点子”

本报烟台12月14日讯 (记者 苗

华茂 通讯员 王汝峰 曹诚为) 14

日，《烟台潮水机场周边区域概念性规
划》(以下简称《规划》)专家咨询会在烟台
市凤凰山宾馆召开，来自北京、上海的专
家听取了编制单位对《规划》的全面汇
报，并听取了当地有关单位发表的意见。

专家组对《规划》展开了广泛的讨论和交

流，最后提出了八条意见。

在关于潮水机场周边区域建设规
模等问题上，专家组表示《规划》中机场
的规模与地区经济相辅相成，建议审慎
考虑机场的客运量及规模。此外，还要
综合考虑莱山机场与潮水机场的关
系，莱山机场作为支线机场，应进一
步研究原有功能的保留以及部分功

能搬迁的运作；潮水作为干线机场，

也需要进一步研究其定位与发展。

专家们认为，在修改规划方案时，

应加强城乡一体化的研究，使空港与海
港的规划与建设能对潮水镇的村庄规
划进行有效指导。并且要加强用地的
紧凑布局，加强空港与海港服务区的
联系，深化机场路周边商服用地的布

局。空港核心服务区的规模建议控制
在20平方公里以内。

最后，专家组建议进一步考虑空
港区核心区的各种功能布局，以轨道
交通的串联实现各种功能的联动效
应。建议远期考虑疏港高速对机场服
务区的影响，将其布局于机场西侧，

避免港区货运对服务区交通的干扰。

正在新建的烟台潮水

机场在《山东半岛城市群总

体规划》中，被定位为山东

半岛城市群中仅次于青岛

流亭机场、济南遥墙机场的

区域干线机场。近期规划为
国内民用航空中型机场，青

岛、济南及周边机场的备降

机场。飞行区技术等级指标

为4D。远期规划为国内民航

大型机场。

根据《新建烟台潮水机

场工程可行性研究报告》的

航空业务量预测，潮水机场

2015年客运量为400万人次、

货运5 . 5万吨，2020年客运

650万人次、货运9万吨，至
2025年客运量将达到1000万
人次、货运能力为14万吨。

在全国范围95个地市

级民用机场中，烟台机场旅

客流量排第7位，货邮流量

排第4位。烟台潮水机场建

成后，将作为胶东半岛主要

机场，以烟台市域为主体，

辐射周边胶东半岛的部分

地市，而国际腹地则主要是

东亚的日韩两国。

根据烟台市总体规划，

烟台市区规划六条高速、快

速路、九条交通性主干道组

成组团间的快速交通，辅以

城市主、次干道疏解组团内

部交通；规划两条疏港路解

决八角港区的货运交通。

六条快速路构成“两轴

四联”的快速交通结构。原

绕城高速——— 荣乌高速和

206国道——— 北京路——— 红

旗路——— 观海路——— 莱山

快速路，分别从潮水机场核

心区南北侧通过，快速连接

蓬莱—烟台市区—威海，形
成东西向两条快速交通轴

线。四联为南北向联系的快

速路：福环路、化工南路、山

海路、牟平东环路。

九条交通性干道中，拉

萨大街为规划区内东西向

交通性干道、八角十七路南

北向与绕城高速并行，东侧
经规划区。长江路—幸福南

路—芝罘屯路、港城大街、

北关大街西延段—北关大

街为东西向交通性干道。化

工路、大海阳路—机场路、

迎春大街—澳柯玛大街—

源盛路、东关路为南北向交

通性干道。城市的九条交通

性主干道均可与城市高快

速路连接，进入空港核心
区，形成高效、便捷的道路

运输网络，方便机场人流快

速集散。

两条疏港路为纵六路

和纵十五路—港区十路为疏

港路，与拉萨大街垂直连接，

作为八角港区的货运通道。

未来的潮水机场周边

区域除规划有快速路外，

还将设有以铁路、轨道交

通、城市公共交通三位一

体的机场综合交通枢纽。

其中铁路交通根据德龙烟

铁路客货双线的远期建设

目标，在机场核心区将结

合工业组团和综合研发组

团分别设置潮水货运站点

和大季家客运站点，最终

形成德龙烟铁路客运中

心。

轨道交通：轻轨1号线

作为烟台市规划的机场
线，是实现烟台市区客流

集散最为直接和高效的方

式。在轻轨1号线远期建设

中，其延长线将至蓬莱市
区，提高蓬莱地区客运效
率。在烟台南站将实现轻

轨 1号线与青烟威荣城际

铁路的一体化衔接。

城市公共交通：将建

设公交枢纽站，本次规划

公交枢纽站将结合人流集

散量最大的机场航站楼和

大季家铁路客运站设置，

共两处，分别与轻轨一号

线和德龙烟客运站接驳，

构成城市轨道—公交和铁

路—公交综合换乘系统。

潮水机场将成为省内第三大机场

六条快速路将为新机场运输提速

德龙烟铁路在大季家设客运站

根据对烟台空港经济

区腹地产业分析及其重点

产业的选择，并结合现有产
业情况，参考国际空港新城
的开发经验及烟台空港的

现实条件及需求，在核心区

范围内，以空港为核心，划

分六个产业片区。

机场核心区：以潮水机

场为核心，依托其东西两边

相关用地。主要由临空保税

物流业和航空维修服务业

等航空紧密相关产业组成，

具体包括各类机场管理及

相关部分的办公、航空运

输、维修、航空食品、航空教

育和商务办公等。

空港都会区：处于大季家

火车站与机场航站楼之间的

区域，主要以现代服务业以及

科技研发为主要产业，承接空

港区的核心产业。其中含有餐
饮酒店、总部经济、会议展览、

研发培训。

临空产业区：依托206

国道及德龙烟铁路潮水站，其

主导产业为临空高新科技产
业和现代制造业，承接日韩及

开发区产业转移，形成集研

发、制造加工、出口为一体的

高新技术产业格局。

现代农业区：处于空港

紧邻区的外围，依托栖霞的

深厚的第一产业基础，发展

葡萄酒相关产业、现代种植

业、农产品深加工和农业观

光等主要产业。

海港及其配套产业区：

以西港区为核心，并包括其

外围相关用地。主要发展海

港运输业，并拓展其各类海

港相关工业，如现代造船

业；另外结合开发区强劲的

制造业现状，发展现代制造

业以及高新科技产业。

潮水片区：依托潮水镇，

结合核心区村庄安置，将潮水

镇作为机场镇服务组团。

六大产业片区助推机场奔“高端”

噪音75分贝以上

村庄有可能搬迁

机场保护隔离区范围内的
现状村建设用地不得继续扩大
用地规模，关于机场涉及安置区
方案(待报批)，应基本按照以下
搬留原则：如果附近村庄噪音达
75分贝以上，原则性将搬迁；75

分贝以下，原则保留使用，采取
隔离措施。

搬迁安置应与镇总体规划、

村庄布点规划以及相关的村庄
规划紧密结合，在各镇总体规划
中统筹解决，搬迁安置人口应纳
入镇总人口规模。住宅、医院、学
校等噪音敏感建筑的安置区选
址应位于机场跑道的预测飞行
噪声75分贝范围以外，避免今后
再次搬迁。

潮水片区现有行政村53个，

规模在800人以上的村庄9个，占
17%，规模在500-800人的村庄12

个，占23%，规模在300-500人的
村庄18个，占34%，规模在300人
以下的14个，占26%，平均每个
村庄538人。其中，机场场址内涉
及的村庄主要包括7个。

对村庄安置，概念规划中建
议，根据核心区功能发展需求，

结合潮水片区总体规划，规划村
庄居民点由53个调整为13个。其
中5个并入入机场服务区，其余
村庄并入镇区发展范围内。

周边区域概念规划出炉

潮水机场
“孵”出六大产业区

本报记者 苗华茂 本报通讯员 王汝峰 曹诚为

14日，记者从《烟台
潮水机场周边区域概念
性规划》专家咨询会上获
悉，根据本次概念性规
划，未来的潮水机场周边
区域将划分六大产业片区，附近村庄噪音超
过75分贝将原则性搬迁。会上，专家们还对于

机场周边区域的交通格局、临港产业布局等
问题提出了诸多意见，据了解，该规划还将做
进一步修改。

专家咨询会现场。

本报记者 郭建政 赵金阳 摄

●现代服务业集聚区

●科研产业集聚区

●制造集聚区

●旅游业集聚区

以潮水机场为核心的

烟台空港产业布局规划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