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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在道路桥梁工程设计过程中，路线设计是非重要，对工程建设质量及效益有直接影响。文章将结合具体工程案例，分

析道路桥梁路线设计基本流程，探讨其中容易出现的设计隐患。在此基础上，提出几点道路桥梁工程线路设计隐患防范措施，

以期为相关工程设计活动提供参考，促进工程路线设计水平的提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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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In the process of road and bridge engineering design, route design is very important, which impact on the quality and 

efficiency of engineering construction directly. This paper will analyze the basic process of road and bridge route design and discuss 

the design hidden dangers appear easily. On this basis, the paper puts forward some preventive measures for hidden dangers in road 

and bridge engineering line design, in order to provide reference for engineering design activities and promote the improvement level 

of engineering route desig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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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言 
在社会经济发展需求下，道路桥梁工程建设活动广泛开展。在制定路线规划时，要充分考虑工程实际情况以及服

务功能需求，通过合理制定路线设计方案，节约建设成本，为道路桥梁的交通运行安全提供保障。因此，有必要对道

路桥梁工程路线设计容易出现的问题进行深入分析，探索有效的解决措施。 

1 工程案例分析 
1.1 工程概况 

某公路工程项目全长为 13km，包含一座立交桥梁，并与现有公路连接。在工程范围内地形较为复杂，存在河谷阶

地区和沟壑区，受地形限制较为严重。在路线设计过程中，需要充分了解周围区域情况，避开沿线油井等设施，并尽

可能避开湿陷性黄土等不良地质区域。以往在道路桥梁工程中主要采用直线定位法完成路线设计，但在该工程的限制

条件下，只能采用曲线定位法。工程设计人员经过共同研究探讨，确定了缓和曲线设计思路，按照地形地貌条件灵活

布置线路走向，从而使其尽可能避开地质脆弱区域，降低施工难度
[1]
。 

1.2 路线设计技术流程 

在该工程线路设计过程中，设计人员根据 GPS 勘测资料，了解到周围地形有较大起伏，存在滑坡密集区域。部分

路段的大型滑坡连续交替，会对工程施工造成负面影响。据统计，该工程路线范围内共存在 21 处滑坡，且其中多数为

治理难度较大的大型滑坡。针对这种情况，需要采用早进洞隧道方式进行规避。为了保证路线设计的合理性，设计人

员共提出三种路线方案，通过对其进行综合分析论证，选择最佳的路线方案。其中，方案一是在河流与河谷交接部位

横穿，并从西侧山坡进入隧道。该方案能够充分利用现有地形，在缓坡和两侧台地处设计路线，桥隧里程数较短。方

案二主要为了避开连续交替的滑坡区域，从北侧面展线，并从南侧山坡进入隧道。该方案虽然能够避开多数不良地质

区域，但隧道长度明显增加，而且会产生额外的高边坡施工任务，施工成本较高。方案三主要采取桥梁跨越沟道设计

措施，在河谷南岸设计路线，避开北侧滑坡，并采用跨沟换岸方法，在河湾平稳处设置路线，并于河湾处进入隧道。

该方案同样能够避开多数不良地质，且对施工技术要求较低，但成本偏高。工程设计人员通过进一步分析论证，最终

选择方案一为本工程路线设计方案，该方案能够兼顾技术与成本方面的要求，且有利于提高施工效率
[2]
。 

2 道路桥梁工程路线设计隐患 
2.1 缓和曲线长度不足 

从上述工程的实践情况来看，在道路桥梁工程中，应遵循安全性、高效性、经济性等基本原则，合理制定路线设

计方案，确保工程施工活动的顺利进行。在此基础上，应结合以往工程经验，注意在道路桥梁工程线路设计中容易出

现的问题，采取有效的设计优化措施。目前道路桥梁路线设计主要采用两种方式，即直线型和曲线型。上述工程采用

的是缓和曲线设计思路，即通过设计温和曲线形式，为汽车驾驶人员提供缓冲，提高道路行驶的安全性。在直线型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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曲线型路段的连接部分，这种缓冲设计可以让驾驶人员提高警觉，意识到自己将进入不同路线行驶。但在以往的设计

过程中，容易因缓和曲线长度不足，导致其作用无法发挥。还有部分工程是出于压缩成本的考虑，故意缩短缓冲曲线

长度，容易为道路交通安全留下隐患。 

2.2 变坡点选择不当 

变坡点是路线纵断面两个相邻坡度线的交点，在交叉路口要设计为凸曲线，而不能设计成凹曲线。且凸曲线半径

应尽可能大，坡度应在 2%以内。由于上述工程地形条件较为复杂，需要设计较多的纵坡，多数以交叉口作为凸曲线的

边坡控制点。若两个变坡点间距离较短，无法设置凸曲线，则忽略该交叉口，设计为变坡。这种情况会增加土方填挖

量，但必须采取这种措施满足道路行驶要求。如果变坡点为两破断连接点，在汽车行驶时，其手里情况会发生改变，

产生附加应力、加速度，如果附加应力过大，可能因司机操作不当引发驾驶安全问题。此外，在汽车行驶到凹曲线变

坡点时，还会产生冲击和颠簸，需要设置竖曲线进行缓和。如果设计不当，也会增加交通安全隐患。 

2.3 线位调整不合理 

在道路桥梁路线设计过程中，受外界因素的限制，原先制定的设计思路可能无法实现，因此需要多次对路线设计

进行调整。在此过程中，设计人员需要到项目现场进行勘察，尽可能全面的掌握现场资料。但是在工程实践中，由于

设计任务紧迫，信息共享度较低，设计人员容易因掌握的资料不全面，导致在路线调整时出现错误。在此情况下，不

仅会影响工程建设工期，还会影响项目成本及施工质量，严重时可能导致工程无法顺利通过验收
[3]
。 

3 道路桥梁工程路线设计隐患的防范措施 
3.1 合理设定行车视距 

为保证道路桥梁的行车安全性，在路线设计过程中，应根据行车视距的要求，分析周围环境可能产生的影响，采

取合理的设计调整措施。行车视距具体包括会车视距、超车视距、错车视觉和停车视觉等。在公路行驶过程中，驾驶

员从看到前方障碍物开始，需要有足够的行车视距作保障，才能采取安全避障措施。对于具体公路而言，需要根据路

面状况、设计行驶速度等，合理确定行车视距。根据《公路工程技术标准》，一级公路的停车视距具体应满足：（1）设

计速度 120km/h，停车视距 210m。（2）设计速度 100km/h，停车视距 160m。（3）设计速度 80km/h，停车视距 110m。（4）

设计速度 60km/h，停车视距 75m。此外还有关于超车视距等方面的设计要求，如果在路线设计过程中采用曲线型设计

方式，需要注意检验行车视距是否满足要求，否则应合理设计缓冲区域，避免留下行驶安全隐患。比如在上述工程中，

由于地形条件较为复杂，需要多次变换路线方向，应重视行车视距检验工作，并对不合理之处进行调整，确保工程能

够顺利通过验收。 

3.2 优化平面线形与纵断面线形设计 

在道路桥梁设计过程中，平面线形设计的重点是直线长度及曲线半径，需要保证驾驶人员具有足够的视野空间。

特别是在平面直线与曲线衔接部分的设计过程中，需要确保缓和曲线长度符合要求。设计人员不仅要明确相关技术规

范的内容，还要结合实地条件进行考察和调整，从而让缓和曲线能够正常发挥作用。在路线纵断面线形设计方面，主

要考虑道路排水能力需求，如果高程设计较低，容易影响其排水效果。特别是在降水量较大的地区，可能导致路面积

水无法正常排出，从而影响行车安全。比如在上述工程中，方案二路线多分布在曲折沟道内，需要设置路基高边坡，

最大边坡达到 97m，不仅导致施工成本增加，还会影响道路使用性能。通过采取平面线形与纵断面线形设计优化措施，

可以让道路桥梁工程更加容易实施，而且有利于提升工程施工质量。在对已选定的路线方案进行调整时，应积极运用

平面线形和纵断面线形优化措施。 

3.3 采取道路桥梁平面组合设计措施 

道路桥梁工程平面组合设计措施主要是为了解决坡面、弯度不合理等方面的问题，在特殊地形条件下的路线设计

过程中，平面组合设计方法应用较多。在平面组合设计方式下，应先合理选择竖向曲线程度，并在设计过程中充分考

虑凹凸曲线极限问题，防止出现较陡峭的线性或陡坡。由于汽车在行驶到凹曲线变坡点时会产生颠簸，如果其极限值

过大，容易发生意外事故。此外，平面组合设计也需要与纵断面设计联系起来，综合考虑安全行驶视距、缓冲时间等

方面的设计要求，确定最佳的路线设计方案。在上述工程中，通过比较预先制定的三种设计方案的优缺点，首先排除

了方案二。这主要是由于方案二缺点突出，而且受地形因素限制，无法通过平面组合设计，有效避开滑坡。在方案一

和方案三的比较选择过程中，主要考虑到线路呈东西走向，其纵面逐渐抬高，通过以 710m 的小半径沿路线向西北方向

前进，然后跨越沟渠进入隧道，可以避开南侧陡立面及不良地质区域，方便施工。而且从成本角度来看，方案一也具

有明显优势，因此最终将方案一作为工程路线设计方案。 

4 结束语 
综上所述，在道路桥梁路线设计过程中，需要考虑的因素众多，包括地形地质因素、技术因素和成本因素等。同

时应针对路线设计容易出现的问题，提前做好防范措施，通过对设计方法进行创新，确保最终设计方案的合理性。在

此情况下，有利于降低施工难度及工程建设成本，为道路桥梁的正常使用提供保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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