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市政道路设计的若干问题和解决措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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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市政道路设计是城市建设中的重要环节，涉及到交通畅通、居民生活、商业活动和城市景观等多方面。然而，随着城

市化进程的加快和人们生活水平的提高，市政道路设计面临着越来越多的挑战。文中将从市政道路设计的分类、应遵循的原

则、存在的问题以及解决对策等方面展开讨论，以提升市政道路设计水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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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Municipal road design is an important part of urban construction, involving various aspects such as smooth traffic, 

residential life, commercial activities, and urban landscape. However, with the acceleration of urbanization and the improvement of 

people's living standards, municipal road design is facing more and more challenges. This article will discuss the classification, 

principles to be followed, existing problems, and solutions of municipal road design to improve the level of municipal road desig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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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言 

市政道路设计涉及诸多问题，如交通流量管理、安全

性、环境保护和城市规划等。随着城市化进程的加快，交

通拥堵、交通事故和环境污染等问题日益突出，迫切需要

解决。合理的城市规划可以有效利用有限的土地资源，提

升城市整体形象和品质。因此，在进行市政道路设计时，

应充分考虑城市的整体规划布局，遵循可持续发展的原则，

实现城市交通系统的优化和城市空间的合理利用。 

1 市政道路设计的分类 

1.1 交通性道路 

交通性道路是城市道路网络中的重要组成部分，其主

要功能是为城市内部和城市之间的交通提供通畅的通行

条件，以满足人们日常出行和货物运输的需求。交通性道

路的设计需要综合考虑交通流量、安全性、通行效率和环

境保护等因素，以实现道路系统的高效运行和城市交通的

畅通无阻。 

交通性道路根据其所处位置和功能可以分为城市主

干道和支路。城市主干道通常贯穿城市主要区域，承担着

大量交通流量的运输任务，是城市交通网络的骨架。其设

计要求考虑通行能力、快速性和安全性，通常采用分隔式

道路、立交桥等方式来提高通行效率和安全性。支路则连

接主干道和城市内部各个区域，起到衔接和分流的作用，

其设计要考虑到道路宽度、交叉口设置、停车设施等因素，

以保障城市内部的交通畅通
[1]
。 

1.2 生活性道路 

生活性道路与人们的日常生活密切相关，主要为居民

提供出行便利和生活服务。生活性道路的设计旨在满足人

们的日常活动需求，包括步行、骑行、交通连接和社区服

务等方面。 

生活性道路包括居民区内的小区道路和社区连接道

路。小区道路通常位于住宅区内部，连接各个住宅单元和

公共设施，其设计要求考虑到居民的步行和骑行需求，通

常采用缓行道、人行道和自行车道等设施，以确保居民的

安全和便利出行。社区连接道路则连接不同的居民区域和

公共服务设施，其设计要考虑到交通流量、交叉口设置和

停车设施等因素，以促进社区内部的交通畅通和服务互联。 

1.3 商业性道路 

商业性道路的设计旨在促进商业活动、吸引客流和提

升商业区的发展水平。这些道路通常位于城市的商业中心

或商业区域，为商家和消费者提供便利的交通和出行条件。 

商业性道路包括主要的商业街和购物中心周边道路。

主要的商业街是商业区域内的主干道路，集中了大量的商

店、餐厅和娱乐场所，是城市商业活动的重要场所。这些

道路的设计考虑到大量的行人和车辆流量，通常采用宽敞

的人行道、多样化的交通标志和停车设施，以满足不同消

费者的需求，并提升商业区的吸引力和竞争力。购物中心

周边道路则连接各个购物中心和商业设施，其设计要考虑

到交通流量和停车需求，通常采用交通信号灯、停车场和

便捷的步行街，以确保购物中心的交通畅通和顾客的便利

出行。 

1.4 景观性道路 

景观性道路设计旨在营造美丽的环境和提升城市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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象，为居民和游客提供宜人的行驶和休闲体验。这些道路

通常位于城市的风景区、公园、湖畔或景点周边，以其独

特的景观设计和绿化环境吸引着人们的目光和参观。 

景观性道路注重的是其独特的景观设计和美化效果。

这些道路的设计不仅考虑到通行的功能需求，还注重通过

植物、雕塑、灯光和艺术装饰等景观元素来打造独特的环

境氛围。例如，在城市的主要道路和广场上，设置雕塑、

喷泉和景观绿化带，增添道路的艺术气息和生活氛围；在

河岸和湖畔的道路上，可以种植花草树木，打造湿地生态

景观和水岸休闲区，为居民和游客提供愉悦的休闲场所。 

2 道路设计应遵循的原则 

2.1 环保原则 

环保原则指的是在道路规划、建设和运营过程中，最

大限度地减少对环境的负面影响，保护生态系统的完整性

和稳定性，促进可持续发展。在道路规划和建设中，应尽

量利用现有的道路基础设施和土地资源，减少对原有生态

系统的破坏和占用。采用合理的线路设计和地形利用，最

大限度地减少土地开发的面积，保护农田、森林和湿地等

自然生态系统，确保生态环境的可持续利用。同时，应采

取有效的措施，防止道路排水对水质和水生态系统造成污

染和破坏。通过合理设计排水系统、建设雨水收集设施和

植被过滤带等措施，最大限度地减少道路排水对周边水体

的污染，保护水资源的供应和生态功能。另外，应采取措

施降低车辆的能源消耗和减少排放物的排放，减少对大气

环境和生态系统的污染和破坏。通过推广绿色交通方式、

优化交通流量管理和建设智能交通系统等措施，提高道路

交通系统的能源利用效率和环境友好性，促进低碳出行和

城市可持续发展。 

2.2 经济原则 

道路设计应遵循经济原则，以确保资金的有效利用和

经济效益的最大化。在道路建设项目中，应根据实际情况

和需求，合理分配资金，并确保资金的有效利用。这包括

选择合适的建设材料、采用高效的施工技术、优化项目管

理和控制成本，以最大程度地降低建设投资，提高资金利

用效率。另外，应评估投资回报率，并优先考虑那些具有

较高投资回报率的项目。这意味着要进行综合评估和风险

分析，选择那些投资回报率较高、风险较低的道路建设项

目，以最大化经济效益和社会效益。 

2.3 安全原则 

安全原则旨在确保道路的安全性和交通参与者的生

命财产安全。首先，在道路设计中，需要根据预期的交通

流量和路段特点，采取相应的设计措施，确保道路能够承

载预期的交通负荷，并保证交通参与者的安全。这包括确

定合适的车道数量、车道宽度和交叉口布局，以及设置合

适的交通标志、信号灯和安全设施，提高道路的通行能力

和交通安全性。其次，充分考虑不同交通参与者的需求和

行为特点，包括行人、自行车、汽车和公共交通等。针对

不同交通参与者的特点，采取相应的设计措施，提供安全

的通行环境和便利的交通服务，减少交通事故和交通拥堵。

最后，在道路建设和运营过程中，需要确保道路设施和设

备的质量和安全性，包括路面、桥梁、隧道、护栏、标志、

信号灯等。定期检查和维护道路设施和设备，及时修复和

更新损坏或老化的设施，保证道路的安全性和通行畅顺
[2]
。 

3 市政道路设计存在的问题 

3.1 道路规划仍存在随意性 

在市政道路规划过程中，缺乏系统性和科学性，导致

道路布局和设计不够合理和高效。首先，道路规划过程中

受到政府部门的不同利益和观点影响，或者受到地方居民

的压力和意见影响，导致道路布局不够科学和统一，导致

道路拥堵、交通不畅和交通事故频发，影响城市的整体交

通运行效率和居民的生活质量。其次，在道路规划过程中，

缺乏科学的综合考虑和规划，导致道路的功能不够明确，

例如将主干道和支路混淆，或者未能合理规划非机动车道

和人行道，影响交通安全和交通秩序。如果道路规划缺乏

科学依据和全面考虑，会造成不必要的土地占用和环境破

坏。最后，城市发展是一个动态过程，如果道路规划缺乏

前瞻性和灵活性，会导致规划与城市实际发展不相适应，

无法满足城市居民的交通需求和城市发展的需要。 

3.2 道路设计忽视以人为本 

市政道路设计忽视以人为本的问题在许多城市中较

为普遍，这种设计理念的缺失会对交通参与者特别是行人

的安全和出行体验产生负面影响。 

在许多市政道路设计中，往往重视车辆通行能力而忽

视行人的安全需求。例如，行人过街设施不足、路面不平

整、缺少人行横道和信号灯等，这些问题容易导致行人过

马路时面临危险，增加交通事故的风险。同时，公共交通

基础设施不完善。市政道路设计中忽视公共交通设施的配

套和便利性，导致乘客出行不便。例如，公交站点位置不

合理、缺乏遮阳避雨设施、交通换乘不便等，这不仅会降

低市民使用公共交通的意愿，还可能加剧道路交通压力。

此外，缺乏对多样化交通方式的支持。以人为本的道路设

计应考虑多样化的交通方式，如步行、自行车、公共交通

和汽车等。然而，在部分市政道路设计中，只重视汽车交

通，忽视其他交通方式，这种单一的设计理念可能导致交

通拥堵、环境污染和市民出行不便等问题。 

4 道路设计问题解决对策 

4.1 坚持以人为本 

解决道路设计中忽视以人为本的问题需要坚持以人

为本的设计理念，重视行人、非机动车和公共交通等交通

参与者的需求，创造安全、便利、舒适的交通环境。以下

是解决这一问题的对策： 

首先，加强行人安全保障。应在道路设计中增设人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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横道、行人过街设施和人行天桥等，提高行人的通行安全

性。同时，提高路面平整度、修复路面坑洼和减少交通障

碍物，为行人提供更加安全和舒适的行走环境。其次，完

善非机动车道设施。应划分独立的自行车道和电动车道，

确保非机动车与机动车分道行驶，减少交通事故的发生，

在非机动车道上设置合适的交通标识和信号灯，提高非机

动车的通行效率和安全性。另外，加强公共交通设施建设。

应优化公交线路布局，增设公交站点和换乘枢纽，提高公

共交通的服务水平和便利性，在公交站点设置遮阳、避雨

设施，并提供舒适的候车环境，吸引更多市民选择公共交

通出行，减少私家车的使用
[3]
。最后，增加绿色空间和公

共活动空间。在道路设计中应充分考虑绿化和景观设计，

增加绿地、花园和行道树等绿色空间，提升城市环境的美

观性和舒适度，设置公共广场、休闲座椅和文化艺术装置

等公共活动空间，丰富市民的休闲娱乐选择，促进社区活

动和交流。 

4.2 彰显城市特征 

通过在道路设计中体现城市的独特文化、历史和地理

特点，可以提升城市形象，增强市民和游客的归属感和认

同感。以下是实现这一目标的对策： 

第一，注重历史文化遗产保护。在道路设计中应充分

考虑城市的历史文化遗产，保护和修复历史建筑、文化景

点和传统街区等。通过保留历史街区的建筑风貌、传统街

道布局和文化符号，展现城市的历史沿革和文化底蕴，吸

引游客参观和体验，促进城市旅游业的发展。第二，强调

地域特色和自然环境。在道路设计中应根据城市的地理环

境和自然景观，采用合适的设计手法和材料，突出地域特

色和自然美景。例如，在山水城市可以设计景观大道、湖

畔步道和观景平台，体现山水相依的自然美景；在海滨城

市可以设计海滨大道、沙滩步行道和海滨公园，展现海洋

风情和休闲度假氛围。第三，注重城市标识和文化符号。

在道路设计中应设置城市标志性建筑、雕塑和地标性景点，

成为城市的文化符号和地标性景点，提升城市形象和知名

度。通过设计具有代表性的城市标识和文化符号，展示城

市的特色和魅力，吸引游客参观和拍照留念，促进城市的

品牌建设和营销推广
[4]
。第四，城市设计的整体性和协调

性。在道路设计中应注重与周边环境和城市规划的协调，

保持设计风格的连贯性和一致性，充分考虑道路与周边建

筑、公共设施和绿化空间的关系，打造宜居、宜游、宜商

的城市环境，提升城市的整体形象和品质。 

4.3 打造低碳环保型道路 

打造低碳环保型道路需要采取多种措施，包括利用可

再生能源、推广电动交通工具、选择绿色路面材料、推进

绿色交通管理和加强道路绿化和生态修复等，从而实现减

少碳排放、改善空气质量、保护生态环境的目标。其一，

在道路旁边或覆盖在路面上安装太阳能板，利用太阳能发

电，为路灯、交通信号灯等设施提供电力，减少对传统能

源的依赖，降低碳排放。其二，推广电动交通工具。鼓励

使用电动汽车、电动自行车等低碳交通工具，减少尾气排

放，改善空气质量，在道路设计中增设电动车充电桩和停

车位，方便电动交通工具的充电和停放。其三，提倡绿色

路面材料。选择环保、可再生的路面材料，如再生沥青、

橡胶路面等，减少对石油等非可再生资源的开采和消耗。

这些材料具有良好的减震、降噪效果，同时能够有效延长

道路使用寿命。其四，推进绿色交通管理。通过智能交通

信号灯、交通流量监测系统等技术手段，优化交通流动，

减少交通拥堵和排放，鼓励实施交通限行、拼车制度等措

施，减少私家车出行，降低交通碳排放。其五，加强道路

绿化和生态修复。在道路两侧或中央设置绿化带、生态护

栏等，增加植被覆盖面积，改善城市生态环境，吸收空气

中的有害气体，减少空气污染，进行湿地、河道等生态修

复，保护生物多样性，促进生态平衡。 

5 结束语 

市政道路设计在城市建设中具有重要意义，但也面临

着诸多挑战和问题。只有通过坚持科学规划、人本设计和

可持续发展的理念，才能更好地满足城市发展的需求，提

升居民的生活质量和城市的整体形象。 

[参考文献] 

[1]李军.当前市政道路设计的若干问题和解决措施[J].

城市建设理论研究(电子版),2023(35):150-152. 

[2]董绍源.当下市政道路设计的若干问题及解决措施[J].

城市建设理论研究(电子版),2023(13):158-160. 

[3]鄢泽南,王云波.市政道路桥梁设计存在的问题及解决

措施[J].工程技术研究,2022,7(8):193-195. 

[4]崔修名.市政道路工程设计与施工常见问题及解决措

施[J].住宅与房地产,2021(34):101-102. 

作者简介：陈建辉（1988.10—），男，汉族，毕业学校：

西华大学，现工作单位：河北兴阳建筑安装工程有限公司。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