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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    言

本文件按照GB/T    1.1—2020《标准化工作导则 第1部分：标准化文件的结构和起草规则》的规定

起草。

本文件代替 DB34/T  3267-2018《公路养护工程设计文件编制规范》,与 DB34/T  3267-2018 相比，

除结构调整和编辑性改动外，主要技术变化如下：

a)   更改了术语和定义，更改了“预防养护”“修复养护”“专项养护”“应急养护”内容(见第3 

章，2018版的第3.1、3.2、3.3、3.4);

b) 删除了“技术复杂的养护工程”“技术简单的养护工程”(见2018版的第3.5、3.6);

c) 增加了“新型养护模式”“动态设计”(见第3章);

d)   更改了总体要求，增加了“养护工程规划项目库”“新型养护模式”“专项设计”“涉及危险性 

较大工程”的有关内容(见第4章，2018年版的第4章);

e)   更改了各类养护工程方案设计内容分类和桥梁病害设计图内容(见附录A,2018 年版的附录A);

f)   更改了各类养护工程施工图设计内容分类和桥梁、隧道病害设计图内容，增加了施工图设计方 

案一览表和必要的结构验算、计算验证(见附录B,2018    年版的附录B)。

请注意本文件的某些内容可能涉及专利。本文件的发布机构不承担识别专利的责任。 

本文件由安徽省交通运输厅提出并归口。

本文件起草单位：安徽省公路管理服务中心、合肥市公路管理服务中心、六安市公路管理处。

本文件主要起草人：汪波、徐继欣、曾保军、叶代青、蔡翔、金科、齐磊、武东超、吴宇、马文平、 

王琼、傅宜嘉、吴嫡、于浩然、吉鹏飞。

本文件及其所代替文件的历次版本发布情况为：

——2018年首次发布为 DB34/T       3267-2018,2024年第一次修订；

——本次为第一次修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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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路养护工程设计文件编制规范

1 范围

本文件规定了公路养护工程总体要求、方案设计、施工图设计、设计成果的提交等内容。

本文件适用于安徽省等级公路养护工程设计文件的编制。拆除重建的桥梁、隧道设计文件可按照《公 

路工程基本建设项目设计文件编制办法》编制，管理服务设施养护设计文件按有关行业标准要求编制。

2 规范性引用文件

下列文件中的内容通过文中的规范性引用而构成本文件必不可少的条款。其中，注日期的引用文件， 

仅该日期对应的版本适用于本文件；不注日期的引用文件，其最新版本(包括所有的修改单)适用于本 

文件。

JTG 5110    公路养护技术标准 

JTG 5120    公路桥涵养护规范

JTG 5210    公路技术状况评定标准

JTG  5610   公路养护预算编制导则

JTG F90   公路工程施工安全技术规范

JTG H12   公路隧道养护技术规范 

JTG H30   公路养护安全作业规程

3 术语和定义

下列术语和定义适用于本文件。

3.1

预防养护 preventive maintenance

公路整体性能良好但有轻微病害，为延缓性能过快衰减、延长使用寿命而预先采取的主动防护工程。

3.2

修复养护 corrective maintenance

公路出现明显病害或部分丧失服务功能，为恢复技术状况而进行的功能性、结构性修复或定期更换， 

包括大修、中修、小修。



3.3

专项养护 special maintenance

为提升或恢复公路基础设施服务功能而集中实施的完善增设、加固改造、拆除重建或灾后恢复等工 

程。

3.4

应急养护 emergency maintenance

在突发情况下造成公路损毁、中断、产生重大安全隐患等，为较快恢复公路安全通行能力而实施 

的应急性抢通、保通、抢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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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5

综合养护 comprehensive maintenance

同时包含两项或两项以上内容的养护工程。

3.6

新型养护模式 new modes of highway maintenance

区别于传统养护模式之外的养护工程，如设计施工总承包(EPC)、基于产出和性能的公路合同(OPRC 
合同)等养护模式。

3.7

动态设计 dynamic design

公路养护工程实施过程中，根据地质水文条件、病害发展及交通组织变化等情况进行的设计。

4 总体要求

4.1  养护工程规划项目库作为养护工程立项依据，养护工程设计应综合考虑养护历史，结合近、远期 

改扩建计划需求，通过路况调查检测，根据公路技术状况评定开展养护需求分析和科学决策。

4.2 在公路技术状况评定、养护需求分析和科学决策等前期工作确定的前提下，技术简单的养护工程 

一般采用一阶段施工图设计。其他养护工程一般应采用方案设计和施工图设计两阶段设计。技术复杂的 

养护工程还应开展专项方案设计。

4.3    设计原则应遵循以下要求：

a)  因地制宜、就地取材、循环利用、绿色环保；

b)    针对不同病害的分布特点进行分类、分段设计；

c)    做好交通组织设计，降低养护工程施工对交通的影响，保障运行安全；

d)    完善配套附属设施的设计。

4.4    采用新型养护模式时，设计还应遵循以下要求：

a)    应提出有效的养护评价指标和绩效考核指；

b)    采用 EPC 养护模式时，应以及时的道路检测数据与科学的数据处理分析为基础，动态调整设 

计方案，确保公路病害处治的针对性；

c)    采 用OPRC合同养护模式时，应围绕科学合理的养护绩效目标，通过精细化设计和精准化施工 

的有效联动，形成性能可靠、适用耐久、经济合理的养护方案。

4.5 设计应当以有效期内的专项调查、检测或评定为依据，加强结构物和既有公路技术状况评价，强 

化对显性、隐性病害的诊断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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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6   设计文件应当对交通组织方案、工程材料技术指标、施工工艺、技术措施及验收标准进行明确规 

定。

4.7    涉及危险性较大的养护工程，设计文件应符合 JTG  F90  的要求。

4.8   设计单位应做好技术交底，及时解决施工中出现的问题。

4.9 设计单位应加强动态设计，及时跟踪公路病害发展状况，进行设计变更或优化设计。

4.10   设计文件应当通过审查或审批后方可使用。

5 方案设计

5.1  目的与要求

5.1.1  在养护决策的基础上，根据公路技术状况、病害情况、发展趋势，综合考虑安全、环保、技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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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济等因素，拟定两个及以上的总体或分项设计方案，综合比选后确定推荐方案。

5.1.2    方案设计应：

a) 对修复养护及专项养护工程的结构修复设计，应结合必要的结构验算确定设计方案；

b)    应充分利用既有检测资料，必要时补充桥隧构造物的几何构造数据、地质及水文等勘察及调 

查；

c)    应确定设计方案，提供文字说明及图表资料，计算工程数量，拟定施王设计技术方案及交通 

组织方案，编制设计概算。

5.2 文件的组成与内容

一般包括总说明书、既有公路调查检测与评定、路线、路基路面工程、桥涵工程、隧道工程、交通 

工程及沿线设施、环境工程等内容，具体内容应按照附录A的有关规定执行。

6 施工图设计

6.1  目的与要求

6.1.1  根据方案设计的审查或批复意见及相关资料，进行施工图设计，编制施工图预算，满足审查及 

施工需要。

6.1.2    施工图设计应包括以下内容：

a)    说明方案设计审查、批复意见的执行情况；

b)    在方案设计的基础上补充必要的调查、检测及评定资料：

c)    优化养护路段、内容及设计方案；

d)    路基标准横断面；

e)    路基路面排水系统和支挡、防护工程的结构类型及尺寸，绘制相应布置图和结构设计图；

f)    路面结构类型、路面混合料类型，绘制路面结构图及路面病害处置图；

g) 桥梁维修加固内容及结构设计图；

h)    维修或拆除重建涵洞的位置、孔数及孔径、结构类型及布置图；

i)     隧道及其附属设施维修加固内容及设计图；

j)    路线交叉形式及设计图；

k)    沿线设施和机电工程设计内容及图纸、交通安全设施的各项工程位置、类型及设计图；

1) 监测系统测点总体布置图及监测项布置图等，监测内容、测点和设备布置、数据管理、结构 

监测预警值及预警方案等；

m) 养护工程施工期间的交通组织设计及保通方案；

n)    环境保护、循环利用等相关内容及设计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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o)    其它工程及相关设计；

p)    施工组织设计；

q)    各项工程数量；

r)    施工图预算。

6.1.3 一阶段施工图设计除满足上述要求外，还应增加补充必要的比选方案及图表资料。

6.2 文件的组成与内容

一般包括总说明书、调查检测与评定、路线、路基路面工程、桥涵工程、隧道工程、交通工程及沿 

线设施、环境工程等内容，具体内容应按照附录B的有关规定执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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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设计成果的提交

7.1     各阶段的设计文件幅面尺寸采用297 mm×420 mm ( 横 式 ) 。

7.2    设计文件封面、扉页及图表要求如下：

a)    每册封面上一般应列出养护项目名称及里程全长、设计阶段及设计文件名称、册数(第×× 

册共××册)、测设单位名称；

b)  每册扉页的内容应包括养护项目名称及里程全长、设计阶段及设计文件名称、册篇组成、主 

办单位、证书等级及编号、各级负责人签署、设计文件编制时间；

c)     图表均应由相应资格的设计、复核、审核人员签署；

d)     封面颜色为：方案设计采用绿色，施工图设计采用白色。

7.3 为便于公路养护技术档案管理，建设单位可与设计单位协商，在提交纸质文件的同时，提交对应 

的电子文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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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  录 A  
(规范性) 

方案设计

A.1 方案设计内容与组成

第一篇 总说明书

第二篇调查、检测与评定 

第三篇路线

第四篇路基、路面 

第五篇桥梁、涵洞 

第六篇 隧道

第七篇路线交叉

第八篇交通工程及沿线设施 

第九篇环境保护及循环利用

第十篇施工组织方案 

第十一篇 设计概算

附 件 基 础 资 料

除特别注明外，各章节图表的格式和内容均按交公路发(2007)358号及引用的各项规范规定编制。

A.2 第一篇总说明书

1 项目地理位置图

示出养护项目在路网中的位置，以及沿线主要城镇。

2  说明书

1)概述。

(1)项目概况。

(2)设计依据。

(3)设计标准与范围。

(4)养护需求分析执行情况。

(5)有关部门对重大问题的意见。

(6)其他需要说明的事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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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调查、检测与评定

(1)测设简介。

(2)公路现状调查与检测评定。

①公路现状总体评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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②路线平、纵面调查及评价；

③路基、防护及排水现状调查；地质灾害、水毁、雪灾、不良地质地段资料收集及分析；

④路面现状、路面结构类型及厚度、病害情况及交通状况调查；公路建设、养护历史调查；路面使 

用性能评价 PQI (包括路面损坏PCI、结构强度PSSI 等);

⑤桥、涵、隧现状及建设养护历史调查；桥梁卡片信息、桥梁定检报告(如有);分析桥(隧)基 

本病害，补充桥梁专项检测；根据需要对特大桥梁或技术复杂桥梁进行桥梁荷载试验；根据调查资料及 

检测结果，对桥、隧进行综合评定。

⑥公路安全设施精细化提升现状调查，安全隐患排查及风险评估。

(3)病害成因分析、发展趋势预测及结论。 

3 ) 路 线

路线平纵技术指标采用情况说明。

交通工程及沿线设施的现状分析及处置措施。

4)路基、路面

(1)路基、路面技术标准采用情况。

(2)路基、路面病害情况分析及处治方案说明。

(3)不稳定边坡分析及方案比选论证结果。

(4)老路面利用状况说明，加铺路面结构形式、方案比选及论证。

(5)排水设施利用及完善情况说明。

5)桥梁、涵洞

(1)技术标准采用情况。

(2)桥涵病害分析，维修加固或改造方案比选及论证。 

6 ) 隧 道

(1)技术标准采用情况。

(2)隧道病害分析，维修加固或改造方案比选及论证。

7)路线交叉

(1)对现状路线交叉和搭接道口进行分析。

(2)分级提出处治方案。

8)交通工程及沿线设施

(1)对现状交通工程(电子警察系统、照明系统、信号系统等)进行分析。

(2)交通工程及沿线设施改造方案比选及论证。

9)环境保护与循环利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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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环境保护措施。

(2)老路面废旧材料循环利用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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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施工方案

(1)新技术、新材料、新设备、新工艺等的采用情况。

(2)施工组织计划及保通设计方案。

11)投资概算

3 设计方案一览表

路面修复、公路安全设施精细化提升工程一般分段列出，桥隧加固改造、公路灾害防治等项目可以 

按处分别列出。

4 附 件

1)测设合同(或委托函)。

2)有关部门的意见及协议、纪要等。

A.3  第二篇调查、检测与评定

1)交通量调查表

2)路基、路面及沿线设施调查表

3)公路技术状况指数评定表

4)路面技术状况评定表

5)桥隧技术状况评定表

6)公路安全隐患排查表

检测评定内容应符合JTG   5210规定。

A.4    第 三 篇 路 线

1  养护工程路线平面图(示意图)

示出路中心线位置、边线位置、公里桩、大型构造物的位置以及县以上境界等。标出指北图式、互 

通式立体交叉平面布置形式，跨线桥(包括分离式立体交叉桥)位置及交叉方式，复杂平面交叉位置及形 

式。比例尺为1:1000-1:10000。根据实际情况也可以采用卫星地图上绘制的平面图或平面示意图。

2  养护工程路线纵断面图

纵断面线形有优化调整的路段应提供路线纵断面图，示出地面线、设计线，桥涵和立体交叉(含通 

道、人行天桥)的位置及其结构类型、孔数及跨径，隧道位置等。图的下部各栏示出填挖高度、地面高 

程、设计高程、坡度及坡长(包括变坡点桩号、高程)、桩号等。水平比例尺与平面图一致，垂直比例尺 

视地形起伏情况可采用1:200-1:2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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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平曲线要素一览表

4 竖曲线要素一览表

5 交通安全设施工程数量汇总表。

6 平面布置示意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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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重要工点方案设计图表

A.5     第四篇路基、路面

1)路基标准横断面图。

2)路基、路面病害及处治图表。

3)重要工点方案设计图表。

4)路基防护工程设计图表。

5)路基边坡监测方案设计图表。

6)路面工程设计方案比选图表。

7)路面工程设计图表。

8)排水工程设计图表。

A.6     第五篇桥梁、涵洞

1  桥梁一览表

2  桥梁维修加固或改造工程数量表

3  桥梁维修加固或改造方案设计

1)桥型总体布置图

2)桥梁一般构造图

3)主要结构构造图

4. 桥梁结构监测方案设计

5  涵洞一览表

6  涵洞维修工程数量表

编制内容应符合JTG  5120规定。

A.7  第 六 篇 隧 道

1)隧道 一 览表

2)  隧道维修加固或改造工程数量表

3)  隧道维修加固或改造方案设计图

4 )隧道监测方案设计

编制内容应符合JTG H12规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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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8    第七篇 路线交叉

1)路线交叉 一 览表

2)  路线交叉工程数量表

3)  重要工点设计图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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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9   第八篇交通工程及沿线设施

1)交通工程及沿线设施工程数量汇总表。

2)交通工程及沿线设施设计图。

A.10 第九篇环境保护及循环利用

1)环境保护工程设计图表。

2) 原有建筑材料的废弃与利用情况表。

A.11    第十篇施工组织方案

1) 施工临时设施工程数量表。

2) 施工期间道路保通设计示意图。 

编制内容应符合JTG H30的要求。

A.12   第十一篇设计概算

A.13  各类养护工程设计内容的选择

以上均以修复养护的大修工程为例，设计时根据具体养护内容按表A.1 选择使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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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A.1 各类养护工程方案设计内容的选择

第1页共3页

修复养护 专项养护

内容 图号

公路 桥梁 隧道
集中 

养护
公路安全设施精 

细化提升

危旧桥隧 

改造

公路灾 

害防治

交通量调

查站点建

设

结构 

监测

数字化转型 

升级

备注

第一篇总说明书

1.项目地理位置图 F1-1 √ √ √ √ √ √ √ √ √

2.说明书 F1-2 √ √ √ √ √ √ √ √

3.设计方案一览表 F1-3 √ √ √ √ √ √

4.附件 F1-4 √ √ √ √ √ √ √ √ √

第二篇 检测与评定

1.交通量调查表 F2-1 √ √ √ √ √

2.路基、路面及沿线设施调查表 F2-2 √ √ √

3.公路技术状况指数评定表 F2-2 √ √

4.路面技术状况评定表 F2-2 √ √

5.桥隧技术状况评定表 F2-2 √ √ √ √

6.公路安全隐患排查表 F2-2 √ √ √

第三篇路线

1.养护工程路线平面图(示意图) F3-1 √ √ √

2.养护工程路线纵断面图 F3-2 √ √

3.平曲线要素一览表 F3-3 √

0834/T  3267-2024



4.竖曲线要素一览表 F3-4 √

5.交通安全设施工程数量汇总表 F3-5 √ √ √ √ √

6.平面布置示意图 F3-6 √ √ √ √ √ √ √ √

7.重要工点方案设计图表 F3-7 √ √

注：未涉及的内容设计时可以省略；本标准未提及的其它类型养护工程根据养护内容取舍。

以上内容仅为本文档的试下载部分，为可阅读页数的一半内容。如要下载或阅

读全文，请访问：https://d.book118.com/066001225224010240

https://d.book118.com/066001225224010240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