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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国历史轴线为今中山北路—中
山路—中山东路，西起中山码头，东至中
山门。

保护民国历史轴线沿线的民国建筑，
保持沿线以公共建筑为主体的功能特
色。中山北路重点保护热河路广场至盐
仓桥广场段、原国民政府行政院和交通部
段、原国民政府立法院至外交部段等;中
山东路重点保护新街口广场至原国民政
府中央通讯社段北侧、中央饭店至中山门
段北侧等。

南京打造历史文化名城
重视历代都城格局的保护

保护六朝建康城遗址，划定六朝宫
城及御道区地下文物重点保护区，加强
对六朝建康城都城以及东府城、西州城
的考古勘探，进一步勘定六朝建康城的
范围。

南唐都城城墙的现存部分与明代
都城城墙南部的汉西门—通济门段重
叠，北半段城墙已毁，将重点保护城墙
遗址及护城河，结合绿地、文化小品建
设和公共空间的整合予以展示。

洪武北路至通济门有护城河段将
保护现有河道(内秦淮河北支和东支)
的走向和宽度。中山路以西段结合广
州路的环境整治和公共空间组织，加
强对南唐都城轮廓的展示。重点保护
南唐宫城遗址，划定南唐宫城及御道
遗址区地下文物重点保护区，加强考
古勘探，保护地下文物。

六朝都城格局

南唐都城格局

明故宫遗址采取“控制性”建设保
护

重点保护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明故
宫遗址，保护皇城内现存的西华门、西安
门、东华门、午朝门、内外五龙桥等遗迹，保
护明御河、玉带河等水系。明故宫宫城范
围划为明故宫遗址的保护范围，由于规划
区内有部队和机关院校等，所以规划采取

“控制性”建设，保证周边一百米范围内，不
得新建建筑，为将来明故宫遗址作为大遗
址保护、整体展示留有余地。划定明代宫
城及御道遗址区地下文物重点保护区，加
强考古勘探，保护地下文物。

保护明代御道(今御道街)现有宽
度和线型

明代御道为今御道街，北起午朝门，经
外五龙桥至正阳门遗址(护城河岸)。保持
御道街现有宽度、线型和断面形式；加强御
道街两侧绿带建设，控制沿街建筑高度、体

量和形式。道路两侧各保留10米绿化带，
午朝门至外五龙桥段，道路两侧不得进行
新的建设;外五龙桥至光华门段，新建建筑
退让绿线不小于10米。道路红线以外20
米~40米范围内新建建筑高度不得高于
18米。

明代城墙遗址段现有建筑物将逐
步被拆除

按照“城墙、城河一体”的保护原则整
体保护明代都城城墙与城河。现存城墙及
遗迹的保护范围为城墙内侧不少于15米
(依附山体的段落到山体坡脚线);城墙外侧
到护城河对岸15米(无护城河的段落不少
于15米)。建设控制地带为城墙内侧不少
于100米，其中30米为绿地或道路，30米
~50米范围内新建建筑高度不得超过12
米，50米以外地区的新建建筑高度不得高
于18米。城墙遗址段上现有建(构)筑物应
当逐步拆除，结合道路、河道建设明城墙绿
带，宽度不得小于30米。

明代都城格局

民国期间格局

从整体格局和风貌对名城山水环境、
历代都城格局、老城整体实施保护，在新
的形势下通过“多学科合作、多角色参加、
全社会参与”的方法，科学组织历史文化
名城保护规划的修编工作。

据悉，本次规划采用开放式的组织形
式，由多家单位合作，多种学科参加，部门
和专家以及公众都参与进来。视角上也
较以往更加广阔，从国际的视角审视南京
名城的价值和特色。保护对象也从文保
单位拓展到非文保单位，将
近现代优秀建筑、工业遗产、
古镇村和历史街巷等纳入保
护对象，并从时间、空间纳入
不同的保护体系。（旺居）

规划特点：
国际化 全方位

据悉，南京市先后完成了
三版历史文化名城保护规划，
其中在历史文化保护规划中
提出重点保护六朝、南唐、明
代及民国四个重要历史时期
的历史遗存和重要遗址。整
体的规划也将从老城、主城、
市城三个层面组织文化景观
系统，形成历史文化的空间网
络格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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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料图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