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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 概述 

1。1.1 道路地理位置图 

示出道路在地区交通网络中的关系及沿线主要建筑物的概略位置。 

1.1.2 设计依据 

设计委托书、工程可行性研究报告（方案设计）的批复意见、相关评审报告、

规划、地形等相关资料。 

1。1.3 对可行性研究报告（方案设计）批复意见的执行情况。 

如技术标准、规模有重大变化,应予以论证并履行报批手续。 

1.1。4 采用的规范和标准 

1.1.5 测设经过及设计过程简述 

1。1。6 需要说明的其它事项 

1。2 现状评价及沿线自然地理情况 

1.1.1 道路现状评价 

1.2。2 现状交通量及技术评价 

交通量、车辆组成、路口交通流量与流向特征及路口、路段饱和度等. 

1.2。3 沿线基本情况 

沿线（控制性)建筑、河流、铁路及地上、地下管线情况。 

1。2。4 水文地质、气象等自然条件 

如河流设计水位、流速、地下水位、气温、降雨、日照、蒸发量、主导风向、

风速等。 

1.2。5 工程场地自然条件 

1。3 工程概况 

1.2.1 工程地点、范围及规模 

1。3。2 建设期限、分期修建计划 

1.3。3 规划简况 

着重阐述设计道路、立交在规划路网中的性质、功能、位置、走向，相交道

路的性质、功能。 

1.3.4 远期交通流量流向的分析，设计小时交通量的确定 ,荷载等级的确定。 

1。3.5 主要交叉路口渠化处理方式 

如选用立交,需阐明其必要性及选型依据. 

1.3.6 工程修建的意义 

对道路路网的影响，缓减干扰提高车速和服务水平的程度.根据以上内容,阐

明工程修建的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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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1 方案设计思路 

1 对规划思路及各项指标进行说明，阐述对规划的理解，分析项目实施的意

义。 

2 提出主要技术难点与关键技术问题。 

3 结合规划提出优化或更改思路，阐述合理性。 

1.4。2 技术标准与设计技术指标 

1 列表说明各方案主要技术指标,包括道路等级、设计年限、设计车速、标

准路幅宽度、最小平曲线半径、最大纵坡、最大坡长、最小坡长、凹曲线凸曲线

半径、停车视距、最小净空、交织段长度、设计荷载、抗震设防标准等。对以上

指标与规范要求进行对比分析。 

2 对设计年限、设计荷载、最小净空、抗震等级结合规范进行说明 . 

3 对因条件限制不满足规范要求的所有非强制性技术指标需特别说明。  

1.4.3 道路平面设计 

1 提出平面布置控制因素，包括用地、道路、管线、轨道、隧道、桥梁、文

物、其它构筑物、以及工程费用控制等,分析主要控制因素。 

2 阐述各方案平面布置情况,结合以上控制因素进行分析，论证各方案设计

合理性。 

1。4。4 道路纵断面设计 

1 提出纵断面布置控制因素，包括坡度、控制标高、坡长、挖填土方、排水、

等，分析主要控制因素. 

2 阐述各方案纵断面布置情况，结合以上控制因素进行分析，论证各方案设

计合理性。 

1。4.5 方案比选 

列表对方案的交通功能、占地、工程费用、景观效果、近远期结合情况、技

术要求、工期、拆迁与施工组织等进行综合分析 ,提出推荐方案。 

1。4.6 道路路幅分配 

说明道路总宽度以及车行道、人行道、非机动车道、路缘带、中央分隔(绿

化）、人行道绿化带宽度分配。结合规划及交通分析论证路幅分配合理性。（结合

综合管网布置确定路幅分配） 

1。4.7 道路路基、路面设计 

1 说明道路边坡坡率以及支挡构筑物、桥梁、隧道的确定情况，结合现状地

形与地勘分段说明其设计合理性。 

2 提出特殊路基处理措施。 

3 对边坡景观与防护进行说明，并阐明合理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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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结合交通分析与道路等级进行道路路面、人行道结构设计。 

6 说明路缘石、路边石、花带石、植树圈、花池等安装砌块尺寸. 

1。4。8 交叉口设计 

结合交叉口交通流量流向分析,进行车辆人流组织、渠化设计,安全设计，信

号灯相位分析。 

1.4。9 公交、人行系统设计 

1 说明工程范围内公交停车港、出租车停靠站平面位置、类型、长度、宽度

以及其范围内坡度,阐述其合理性。 

2 结合周边步行交通需求，包括商场、住宅、学校、广场、写字楼、各类车

站等对步行交通组织进行说明，重点为斑马线、天桥、地下人行通道的设置情况。 

3 对重要的交通枢纽站步行交通，应对人流需求进行定性分析，论证步行交

通组织合理性。 

1.4。10 交通安全设计 

1 具体应包括防撞设施、行车视线诱导措施、减速装置、信号控制、标志标

线设计等。 

2 以上项目中需要另行委托相关单位进行专项设计的应说明情况并提出合

理的建议。 

1。4。11 道路景观设计及评价  

1 包括工程范围内的边坡、人行道、中央分隔带绿化处理措施。  

2 结合分析周边建筑、地形 ,分析项目景观效果 ,提出具体优化处理方法 . 

3 对如转盘中央、立交匝道内部等大面积需要景观处理的区域,需要进行详

细的景观设计说明.若该部分已单独委托设计，则应进行相应说明。 

1。4。12 存在的问题与建议 

1 提出工程设计中未解决或解决的不理想的问题。 

2 提出项目实施中可能遇到的影响项目实施的因素。 

3 对相关单位提出有助于项目完善和顺利实施的建议. 

工程概算 

3 主要材料及设备表 

4 主要技术经济指标 

5 附件 

5。1 勘测设计合同或委托书 

5。2 可行性研究报告批复文件 

5.3 方案设计审批文件 

5。4 相关专业部门的批复以及协议、纪要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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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5 (如果有） 

5.6 专题研究成果资料(如果有） 

设计图纸 

6。1 路网图 

比例尺 1:2000~1:100000,包括片区规划路网，突出设计道路（或立交）在城

市道路网中的位置,简要说明设计道路（或立交）规模。 

6.2 平面总体设计图 

比例尺 1：2000～1:10000，示出地形、地物、沿线规划布局、现状重要建筑

物、单位、文物古迹、道路位置、桩号、桥涵、隧道、相交道路和附近道路系统、

排水系统、取（弃)土场、路（渠）改移等的布设位置。道路位置应标出中心线、

起终点及相交节点位置、高程、路幅边线、停车港、示坡线、曲线要素。对环境

敏感区（点）（景区、学校、自然保护区等)及重要设施的范围必要时应示出。 

对分期修建的道路,应根据总体设计及分期实施计划，参照上述平面总体设

计的要求,绘出前期及后期工程的平面总体设计及其横断面图,包括各种构造物、

交通工程及沿线设施的分期实施总体设计方案. 

比较方案（同深度比较）应按上述要求绘制。 

6。3 平面设计图 

比例尺 1:500～1：2000（立交 1:200~1：500),示出地形、地物、指北图式、

道路中线位置、桩号，断链位置及前后桩号、平曲线交点、要素、红线宽度、规

划道路宽度、停车港及路口拓宽的平面布置和尺寸、桥梁、隧道、立交平面布置、

跨线桥(包括分离式立体交叉桥）位置及交叉方式、平面交叉渠化方式、绿化布

置，相交道路规划中线、红线宽度、道路宽度、节点高程、过街设施(含天桥和

地道）等，主要杆管线和附属构筑物的位置等。标明路幅宽度渐变长度、方式,

示坡线、边坡排水系统、占地线等。 

互通式立体交叉还应绘制交通量分布图、变速车道及渐变段长度、匝道编号、

跨线桥位置及交角，并绘出主线、被交叉道路、匝道的代表性横断面等。 

比较方案如远离推荐方案时，可单独绘制（注明上承下接关系、对应桩号）. 

6.4 直线、曲线及转角表 

列出交点号、交点桩号、交点坐标、偏角、曲线各要素值、平曲线主要桩位、

直线长、计算方位角、备注路线起讫点桩号、断链桩号、坐标系统等.  

6.5 纵断面设计图 

比例尺尺纵向 1：100～1：500，横向 1：500~1：2000，示出网格线、地面

线、设计线、断链、地质图式、竖曲线及其要素,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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立交主要部位的高程、重要交叉管

线及高程、设计水位、隧道位置、交叉口位置及高程、停车港位置等。图的下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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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面高程、设计高程、坡度及坡长（包括变坡点桩号、高程)、

桩号、直线及平曲线参数。 

立交应包括相交道路和匝道初步确定的纵断面图，如设有辅路或非机动车道

应一并考虑。 

比较方案(同深度比较)的纵断面图单独绘制。 

。6 纵坡、竖曲线表 

列出变坡点桩号和高程、变坡点间距离、纵坡值、竖曲线要素值、直坡段长

等。  

6。7 标准横断面图 

比例尺用 1：100～1:200,示出一般路段的标准横断面尺寸、设计高程位置、

路拱横坡、路面结构形式以及路灯、绿化带及行道树、盲道等的设置，注明各路

面组成部分名称、路缘石、花带石、路边石的尺寸及材料要求。  

6.8 典型横断面设计图 

比例尺 1：100～1：200，绘出一般路堤、低填路堤(路基高度较小且需特殊

处理）、路堑、半填半挖路基，陡坡路基、填石路基、半路半桥路基、悬出路台

或半山洞路基（如果有）、水田内路堤及沿河（江）或水塘（库）等不同形式的

代表性路基设计图,并应分别示出路基、边沟、碎落台、截水沟、护坡道、排水

沟、边坡坡率、护脚墙、护肩、护坡、挡土墙等结构类型及防护加固结构形式且

标注主要尺寸。 

6。9 特殊路基设计图 

绘制软土、膨胀土、湿陷性黄土、盐渍土、多年冻土、岩溶等不良岩土以及

滑坡、崩塌、泥石流、采空区、病害地段或受水、气候等自然因素影响强烈的路

基段的路基处理一般设计图，标注地质资料，比例尺用 1:100~1：400。 

滑坡等病害地段需绘制平面图、地质断面图、主滑断面设计图、支挡工程结

构设计图等，平面图比例一般 1：200~1:2000。 

逐段绘制高填方路堤、深挖方路堑段控制横断面的地面线及断面布设、立面,

地基或边坡地质情况、填料种类及要求,地基处理、原地面处理及边坡处理或加

固措施、其他路基稳定措施、边坡排水防护措施等，并应示列比较方案.  

逐段绘制低填路基填筑中,清表和填前夯实的厚度，并且按不同路基高度分

别说明路基各层采用的填料种类、强度、是否改性及掺改性剂类型、剂量等.  

逐段绘制桥头路基处理措施、具体尺寸及材料要求等。  

逐段绘制陡坡路堤或填挖交界处路基处理措施、具体尺寸及压实度要求等。 

6.10 特殊路基工程数量表 

分别列出软土、膨胀土、湿陷性黄土、盐渍土、多年冻土、岩溶等不良岩土

以及滑坡、崩塌、泥石流、采空区、病害地段或受水、气候等自然因素影响强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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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软土地基处理，列出处理段落起讫桩号、路基高度、预压期、总沉降值、

预压期沉降值、工后沉降值、超载高度、桩间距、桩长、处理宽度及稳定系数等

内容.其他不良地段应列出处理方案的控制指标。 

高填深挖路基分别列出高填方路堤、深挖方路堑段起讫桩号、长度,路基中

心最大填挖高度及最大边坡高度,地基、路基及边坡处理加固措施,工程数量等.  

低填浅挖路基列出特殊处理工程数量及低填路堤开挖、回填土方等数量. 

桥头路基列出桥头路堤处理措施及工程数量等.  

陡坡路堤或填挖交界处理列出陡坡路堤或填挖交界处设计处理措施、工程数

量等. 

路基防护工程设计图 

比例尺 1:50~1：200,绘出主要防护工程、加固、支挡工程一般设计图，按不

同高度、坡率等列出每延米工程、材料数量表。 

重要路基防护工程应对采用不同的防护方案进行比较,绘制比较方案图，比

较路基防护、支挡或加固工程各方案的优缺点、工程造价等，并提出推荐意见. 

6.12 路基防护工程数量表 

列出起讫桩号、防护工程名称、主要尺寸及说明、单位、工程数量（左、右)。  

6。13 路面结构设计图 

示出设计标准、使用年限、控制指标等,并分别示出行车道、人行道的路面

结构与厚度，绘出路缘石、路边石、花带石等构造大样图和路拱曲线大样图。  

6。14 路面工程数量表 

列出起讫桩号、长度、宽度、结构类型、各结构层名称、厚度、数量等.  

6.15 广场或重要交叉口设计图 

比例尺 1:200～1：500，包括主要尺寸、形式布置、公交车站、过街设施、

渠化设计、局部部位的竖向等高线设计图。 

6。16 工程特殊部位技术处理的图纸 

6.17 交通工程图表 

绘制典型路段和重要节点交通标志、标线布置图,主要交叉路口信号控制布

置,路段或节点监控布置。统计道路沿线工程数量和设备数量。 

6.18 景观设计图 

绘出典型路基段断面、互通式立体交叉、隧道洞口等典型区段的景观设计图。

重要区段景观应绘制效果图. 

统计植物配置表、景观工程数量表。 

7 改（扩)建道路工程 

改（扩）建道路的初步设计除按第 6 条的规定编制外，应增加下列内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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示出原有和改建后的路基宽度、车道划分、边坡坡率及新旧路基衔接情况。  

7.2 新旧路基衔接工程数量表 

列出起讫桩号、长度、简要说明、工程数量等.  

7。3 新旧路基衔接工程设计图 

示出原有路基及加宽路基、原有路基边坡开挖方式及衔接方式.  

7。4 原有路基、路面构造物利用、维修、拆除工程数量表 

7。5 原有交通工程设施调查表 

列出原有主要交通工程设施的品牌、材质、建设时间、结构现状、利用方案

比较表。  

7。6 施工期交通组织设计图 

包括路网分流、绕行设计方案和交通管制措施等设计图；为保持原有道路畅

通而设置的临时工程设计图。  

7.7 临时交通工程一览表 

列出序号、名称、单位及数量、备注等。 

 

1 设计文件组成 

一般应包括设计说明书、设计图纸、主要工程量表、概算书、计算书等。 

设计图纸主要包括总图、管（渠)道平面图、纵断面图、主要构筑物工艺图、

典型横断面管道布置图等。 

说明书和概算书可与其余专业合并编制.计算书主要供设计单位内部使用,并

存档备查. 

2 设计说明书 

2.1 设计依据 

2。1。1 主要批准文件; 

2.1。2 设计采用的主要标准、规范； 

2。1。3 勘察测量资料、管线探测资料、规划资料; 

2。1。4 其他利用资料。 

2.2 工程概况 

2。2。1 道路主体工程概况. 

2.2。2 现状排水系统概况。 

2。2。3 规划排水系统概况（若结合区域排水系统建设，应阐述与上下游排水系

统的衔接关系)。 

2。2。4 设计排水工程概况（设计内容、服务范围、流域特点、工程主要特点等）. 

2.2.5 必要时对可供选择的排水系统方案进行论证和技术经济比较，择优推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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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主要设计标准和参数 

2.3。1 排水体制； 

2。3.2 污水定额、人口密度、分期建设年限、设计和校核年限； 

2。3。3 雨量公式、暴雨重现期、径流系数、地面集水时间、折减系数等； 

2。3.4 合流管道的截流倍数、截流溢流设施的形式。 

2。4 设计简介 

2。4。1 主要排水管线的定线、走向、预留支管、转输、排出口等。 

2。4。2 临时涵洞、永久涵洞、边沟、截水沟、绿化带渗水排放设施等. 

2。4。3 主要管段水力计算结果：包括服务面积、设计流量、管渠断面尺寸、充

满度、坡度、流速等。(该部分内容也可以反映在设计图纸中） 

2。4.4 桥面、隧道、地通道局部排水设施。 

2.4.5 管（渠）顶覆土控制。 

2。4。6 倒虹吸、架空排水、排水泵站等特殊设施. 

2.5 管材及附属设施 

2。5。1 排水管渠断面形式、材料、接口形式和基本技术要求。 

2。5。2 检查井、跌水井、雨水口等构筑物的主要形式、材料和基本技术要求. 

2。5。3 管道和构筑物地基基础处理. 

2。6 存在的问题 

    设计基础资料、建设条件等方面存在的主要问题。必要时提出建议。 

3 总图 

3。1 排水总平面图 

3。1.1 应示意指北针或风玫瑰，可采用与主体工程相同的绘图比例，表示出地

形、地物、河流、冲沟和现有排水管渠等。 

3。1.2 应示意主要设计排水管渠的敷设线路、走向、主要的断面尺寸、排水出口

等，有条件时示意各设计管段服务的流域范围 . 

3。2 流域分析图和区位示意图 

排水情况较复杂时宜绘制流域分析图。必要时绘制项目区域位置示意图. 

4 排水管渠平面图 

4.1 应绘制排水管渠平面图.图中应有指北针或风玫瑰,可采用与主体工程相同的

绘图比例。 

4.2 图中应反映现有地形、地物和现有排水设施，应示意设计道路主体工程及其

主要附属工程. 

4.3 直线和折线设计管（渠）段应注明各段管径(渠断面）、长度、坡向、坡度,

检查井应编号. 

4。4 弧形管(渠)段应注明半径,检查井应编号，弧线特征点应有节点编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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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5 应反映干管与上、下游管道的衔接情况和支管接入情况；应示意干管与边

沟、截水沟和涵洞的衔接情况;有排出口时应示意。 

4.6 分平面图中宜采用缩图形式示意所有分图的整体拼接情况和本图所在位置,

分图拼接处应示意拼接线. 

排水管渠纵断面图 

5。1 主要排水管段应绘制纵断面图。应采用合适的横向和纵向比例(横向 1:500～
1:1000，纵向 1:100～1:200)。 

5。2 应表示出设计地面标高、管渠底标高、埋深、坡度、检查井（或节点）编

号及之间距离、管渠断面尺寸、基础形式等.高填方路段的排水涵洞应示意原地

面标高. 

5.3 现状排水管接入处应表示接入上游的现状排水管渠的断面及底标高，设计排

水管出口处应表示排入下游管渠的断面及底标高. 

5。4 应表示出主要交叉管线的种类、位置和标高。 

5。5 应示意管道穿越或跨过的构筑物. 

5。6 检查井内液面有跌落时应注明跌落高度,有支管接入时应示意其管径和管底

标高。 

6 主要构筑物工艺图 

6。1 主要采用的检查井、跌水井、雨水口等工艺图; 

6。2 涵洞进出水口、涵洞断面等工艺图； 

6。3 其他特殊构筑物工艺图。 

7 典型横断面管道布置图 

应绘制典型横断面管道布置图,反映排水管线及各类综合管线的管廊位置,以

及相互之间的关系. 

8 主要工程量表 

8。1 应反映主要管材的规格和数量； 

8。2 应反映主要构筑物的数量（有工艺图)或主要建筑材料数量(无工艺图）； 

8.3 应反映主要挖填方工程数量； 

8.4 必要时反映拆迁补偿、拆除修复工程数量。 

9 概算书 

见本规定相关章节。 

10 计算书（内部使用） 

10。1 设计流量计算; 

10。2 管渠水力计算； 

10.3 设备选型和构筑物尺寸计算. 

［注：城市专项排水工程结合道路工程建设时，设计文件编制深度除应符合本规定外，还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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设计说明书 

1.1 设计依据 

1.1。1 主要批准文件； 

1。1。2 设计采用的主要标准、规范； 

1。1。3 其他利用资料。 

1。2 工程概况 

道路主体工程概况。（道路等级、长度、路幅分配等) 

1。3 主要设计标准和参数 

    道路照明亮度（或照度）、均匀度、照明功率密度; 

1。4 设计简介 

1.4.1 供配电方式；（负荷等级、变压器容量、供电电源、配电方式等） 

1。4。2 灯具布置方式; 

1。4。3 负荷计算情况； 

1。4。4 配电线路电压降计算情况； 

1。4.5 主要的节能措施及照明控制方式； 

1。4.6 防雷及安全接地； 

2 设计图纸 

2。1 供配电总图（1：1000～1：2000） 

较大型项目应有供配电总图（包括变压器布置及供配电范围等） 

2。2 供配电系统图 

2.3 照明平面布置图(1：500～1：2000） 

2.4 照明标准横断面图（1：500～1:2000） 

3 工程量表 

主要设备及材料表. 

市政道路综合管网工程初步设计文件编制深度规定 

1 设计说明书 

1。1 设计依据 

1。1。1 主要批准文件; 

1。1。2 设计采用的主要标准、规范; 

1.1。3 现状管线勘测资料； 

1.1。4 各管线产权单位反馈的资料和意见; 

1.1。5 其他利用资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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