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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章  市政道路工程概述 

  学习目标  

通过本章学习：  

1. 能描述城市道路工程的特点。  

2. 能确定城市道路的类别。  

3. 能描述对城市道路路基与路面的性能要求。  

工作任务  

1. 按照班级为单位，成立工程项目部，项目部下设工作组（5～7 人为 

一组），选出项目部成员和组长，并进行岗位分工，一周后提交名单。  

2. 收集市政道路工程相关规范标准，不同类型标准规范 10 项以上。  

3. 观察校园及周边道路，收集相关资料。  

第一节  城市道路工程的定义和特点 

一、城市道路工程概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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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城市道路的定义  

城市道路是指通达城市的各地区，供城市

内交通运输及行人使用，便于居民生活、工作

及文化娱乐活动，并与市外道路连接负担着对

外交通的道路，参见图 1-1-1。  

2. 城市道路发展简史  

中国古代营建都城，对道路布置极为重视。

当时都城有纵向、横向和环形道路以及郊区道路，并各有不同的宽度。中国唐代（618

—907 年）都城长安，明、清两代（1368—1911 年）都城北京的道路系统皆为棋盘式，

纵横井井有条，主干道宽广，中间以支路连接便利居民交通。  

巴基斯坦信德省印度河右岸著名古城遗址摩亨朱达罗城（Mohenjo Daro，公元

前 15 世纪前）有排列整齐的街道，主要道路为南北向，宽约 10 米，次要道路为东

西向。古罗马城（公元前 15—前 6 世纪）贯穿全城的南北大道宽 15 米左右，大部

分街道为东西向，路面分成三部分，两侧行人中间行车马，路侧有排水边沟。公元

1 世纪末的罗马城，城内干道宽 25～30 米，有些宽达 35 米，人行道与车行道用列

柱分隔，路面用平整的大石板铺砌，城市中心设有广场。  

随着历史的演进，世界各大城市的道路都有不同程度的发展，自发明汽车以后，

为保证汽车快速安全行驶，城市道路建设起了新的变化。除了道路布置有了多种形

 

图 1-1-1  城市道路示意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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式外，路面也由土路改变为石板、块石、碎石以至沥青混凝土路面和水泥混凝土路

面，以承担繁重的车辆交通，并设置了各种控制交通的设施。  

3. 城市道路的要求  

现代的城市道路是城市总体规划的主要组成部分，它关系到整个城市的有机活

动。为了适应城市的人流、车流顺利运行，城市道路要具备以下要求：①  适当的路

幅以容纳繁重的交通；②  坚固耐久、平整抗滑的路面以利车辆安全、舒适、迅捷地

行驶；③  少扬尘、少噪声以利于环境卫生；④  便利的排水设施以便将雨雪水及时

排除；⑤  充分的照明设施以利居民晚间活动和车辆运行；⑥  道路两侧要设置足够

宽的人行道、绿化带、地上杆线、地下管线。  

此外，城市道路还为城市地震、火灾等灾害提供隔离地带、避难处所和抢救通

道（地下部分并可作人防之用）；为城市绿化、美化提供场地，配合城市重要公共建

筑物前庭布置，为城市环境需要的光照通风提供空间；为市民散步、休息和体育锻

炼提供方便。  

4. 城市道路发展的展望  

随着汽车工业的发展，各国汽车保有量飞速增加，各国城市道路为适应汽车交

通的需要在数量上有大幅度增长，在质量上有大幅度提高，如世界大都市伦敦、巴

黎、柏林、莫斯科、纽约、东京等，均建有完善的道路网为汽车交通运输服务，其

他各国的城市道路也均有不同程度的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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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是由于城市的发展、人口的集中，各种交通工具大量增加，城市交通日益拥

挤，公共汽车行驶速度缓慢，道路堵塞，交通事故频繁，人民生活环境遭到废气、

噪声的严重污染。解决日益严重的城市交通问题已成为当前重要课题。已开始实施

或正在研究的措施有：①  改建地面现有道路系统，增辟城市高速干道、干路、环路

以疏导、分散过境交通及市内交通，减轻城市中心区交通压力，以改善地面交通状

况；②  发展地上高架道路与路堑式地下道路，供高速车辆行驶，减少地面交通的互

相干扰；③  研制新型交通工具，如气垫车、电动汽车、太阳能汽车等速度高、运量

大的车辆，以加大运输速度和运量；④  加强交通组织管理，如利用电子计算机建立

控制中心，研制自动调度公共交通的电子调度系统、广泛采用绿波交通（汽车按规

定的速度行驶至每个平交路口时，均遇绿灯，不需停车而连续通过）、实行公共交通

优先等；⑤  开展交通流理论研究，采用新交通观测仪器以研究解决日益严重的交通

问题。  

二、城市道路工程的特点  

1. 准备期短，开工急  

城市道路工程通常由政府出资建设，出于减少工程建设对城市日常生活的干扰

这一目的，对施工周期的要求又十分严格，工程只能提前，不准推后，施工单位往

往根据工期，倒排进度计划，难免缺乏周密性。  

2. 施工场地狭窄，动迁量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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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于城市道路工程一般是在市内的大街小巷进行施工，旧房拆迁量大，场地狭

窄，常常影响施工路段的环境和交通，给市民的生活和生产带来了不便，也增加了

对道路工程进行进度控制、质量控制的难度。  

3. 地下管线复杂  

城市道路工程建设实施当中，经常遇到与供热、给水、煤气、电力、电信等管

线位置不明的情况，若盲目施工极有可能挖断管线，造成重大的经济损失和严重的

社会影响。同时也对道路工程进度带来负面影响，增加额外的投资费用。  

4. 原材料投资大  

城市道路工程材料使用量极大，在工程造价中，所占比例达到 50%左右，如何

合理选材，是工程监理工作质量控制的重要环节。施工现场的分布，运距的远近都

是材料选择的重要依据。  

5. 质量控制难度大  

在城市道路的施工过程中，往往会出现片面追求施工进度，不求质量，只讲施

工方效益的情况，给施工监理工作带来了很大困难。  

6. 地质条件影响大  

城市道路工程中雨水、污水排水工程，往往受施工现场地质条件的影响，如遇

现场地下水位高，土质差，就需要采取井点或深井降水措施，待水位降至符合施工

条件，才能组织沟槽的开挖，如管道埋设深、土质差，还需要沟槽边坡支护，方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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保证正常施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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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节  城市道路的功能、组成和特点 

一、城市道路的功能  

道路是供各种车辆和行人等通行的工程设施。按其所处位置、交通性质、使用

特点分为公路、城市道路、厂矿道路、林区道路及乡村道路等。它主要承受车辆荷

载的重复作用和经受各种自然因素的长期影响。根据道路的不同组成和功能特点，

道路分为两大类：公路与城市道路。位于城市郊区及城市以外、连接城市与乡村，

主要供汽车行驶的具备一定技术条件和设施的道路，称为公路。而在城市范围内，

供车辆及行人通行的具备一定技术条件和设施的道路，称为城市道路。  

作为文化、政治和经济中心的城市，是在与它周围地区（空间）进行密切不断

的联系中存在的。因此，一个城市对外交通的运输是促使这个城市产生、发展的重

要条件，也是构成城市的主要物质要素。城市对外交通的方式是多种多样的。例如，

航空、水运、铁路、道路等交通运输。而道路是“面”的交通运输，它比“点”和“线”的

交通运输方式具有更大的机动灵活性，能够深入到各个领域。  

在城市里，道路交通的运输功能更加明显。以汽车为主要工具的道路运输，无

论在时间上或地区上都能随意运行。一方面，在货物品种、运输地段、运距以及包

装形式等方面有较高的机动、迅速、准确、直接到位的机能；另一方面，随着人们

生活方式的变化，有快捷、舒适、直达家门、机动评价高、尊重私人生活等优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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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见图 1-2-1、图 1-2-2。  

 

图 1-2-1  北京市南中轴快速公交工程       图 1-2-2  北京市安平大街  

道路按空间论，有四种功能：一是把城市的各个不同功能组成部分，例如，市

中心区、工业区、居住区、机场、码头、车站、货物、公园、体育场（馆）等，通

过城市道路加以连接起来的联系功能；二是把不同的区域，按用地分区，使其形成

具有不同使用要求区域的区划功能；三是敷设各种设施的容纳功能；四是由城市道

路网构成的美化城市功能。把这些功能有机地组成，道路空间便有种种作用。按道

路空间的作用可分为四种空间：交通空间、环境空间、服务设施的容纳空间和防灾

空间。参见图 1-2-3、图 1-2-4。  

 

图 1-2-3  北京市三环路                图 1-2-4  北京市学院路  

城市的各个功能组成部分，通过道路的连接，形成城市道路网（包括快速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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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干路、次干路和支路），构成统一的有机体。表现城市建筑各个方位的立面，以及

建筑群体之间组合的艺术。把建筑这种“凝固的诗”通过在道路上律动的视点，变为

“有节奏的乐章”，可以使人获得丰富而生动的环境感受。因此，城市道路在承担最基

本的交通运输任务以外，同时还成为反映城市面貌与建筑风格的手段之一。  

二、城市道路分类  

城市道路的功能是综合性的，为发挥其不同功能，保证城市中的生产、生活正

常进行，交通运输经济合理，应对道路进行科学的分类。  

分类方法有多种形式：根据道路在城市规划道路系统中所处的地位划分为主干

路、次干路及支路；根据道路对交通运输所起的作用分为全市性道路、区域性道路、

环路、放射路、过境道路等；根据承担的主要运输性质分为客运道路、货运道路、

客货运道路等；根据道路所处环境划分为中心区道路、工业区道路、仓库区道路、

文教区道路、行政区道路、住宅区道路、风景游览区道路、文化娱乐性道路、科技

卫生性道路、生活性道路、火车站道路、游览性道路、林荫路等。在以上各种分类

方法中，主要是满足道路在交通运输方面的功能。《城市道路设计规范》（CJJ37—90）

中以道路在城市道路网中的地位和交通功能为基础，同时也考虑对沿线的服务功能，

将城市道路分为四类，即快速路、主干路、次干路与支路。  

1. 快速路  

快速路完全为交通功能服务，是解决城市大容量、长距离、快速交通的主要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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路。快速路要有平顺的线型，与一般道路分开，使汽车交通安全、通畅和舒适。与

交通量大的干路相交时应采用立体交叉，与交通量小的支路相交时可采用平面交叉，

但要有控制交通的措施。两侧有非机动车时，必须设完整的分隔带。横过车行道时，

需经由控制的交叉路口或地道、天桥。参见图 1-2-5。  

2. 主干路  

主干路为连接城市各主要分区的干路，是城市道路网的主要骨架，以交通功能

为主。主干路上的交通要保证一定的行车速度，故应根据交通量的大小设置相应宽

度的车行道，以供车辆通畅地行驶。线形应顺捷，交叉口宜尽可能少，以减少相交

道路上车辆进出的干扰，平面交叉要有控制交通的措施，交通量超过平面交叉口的

通行能力时，可根据规划采用立体交叉。机动车道与非机动车道应用隔离带分开。

交通量大的主干路上快速机动车如小客车等也应与速度较慢的卡车、公共汽车等分

道行驶。主干路两侧应有适当宽度的人行道。应严格控制行人横穿主干路。主干路

两侧不宜建筑吸引大量人流、车流的公共建筑物，如剧院、体育馆、大商场等。参

见图 1-2-6。  

   

图 1-2-5  国内首条城市快速路（北京市二环路）        图 1-2-6  主干路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