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谈城市道路设计与公路设计的区别与联系

陈  朋

商洛市交通设计院　陕西  商洛　726000

摘  要：城市道路根据交通功能、服务功能以及技术标准等条件可分为快速路、主干路、次干路以及支路。而公路则可分为

高速公路、一级公路、二级公路、三级公路、四级公路与等外路。城市道路随着等级的降低，交通功能越来越弱，而服务功

能则越来越强，不同等级的城市道路根据自身定位的不同、走向、交叉方式等形成路网，将城市分割出不同的空间布局，而

公路则主要是为了满足城市之间的交通需求。本文对城市道路设计与公路设计的区别与联系进行探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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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城市道路与公路功能设计及构造设计的区别

1.1 城市道路与公路在功能设计上的区别

公路的主要服务对象为机动车，对非机动车与行人的服

务功能较弱，主要用于满足城市之间的客运及货运需求。城

市道路除了满足机动车行驶的需求之外，还要满足非机动车

以及行人的需求。同时，作为市政公用设施，城市道路还需

要作为载体，满足其他公用设施如燃气、通信、给排水管道

及电力设施的布设需求。公路的主要功能是满足交通运输需

求，城市道路主要是满足服务需求。

1.2 城市道路与公路在构造设计上的区别

城市道路会专门设置中央分隔带、非机动车道、人行道

等，在中央分隔带以及人行道上设置绿化以及照明装置，道

路下边埋设雨污水管道满足排水需求，布设给水管道、通信

管线、电力管线等满足周围居民的需求。而公路在设计时会

设置桥涵、边沟、排水沟等满足排水需求，设置通道满足通

行需求[1]。可根据非机动车、行人密集路段的交通要求，根

据交通组成情况设置非机动车道和人行道。

2  城市道路与公路设计的方法及联系

2.1 城市道路与公路的设计理念

简而言之，公路的设计理念的出发点是“以车为本”，

而城市道路的设计的出发点则是“以人为本”。公路设计中

交通量是一项重要的参考指标，在设计中公路的服务水平以

及通行能力均是以机动车为对象的。城市道路在设计时要综

合考虑到机动车、非机动车、行人的出行需求，设计的出发

点是满足出行需求，确保出行的安全性及舒适性，以提高道

路的服务功能为目标。

2.2 城市道路与公路的设计思想

城市道路与公路的设计理念不同，导致了两者在设计思

想上有一定的区别。在提供运输服务这一点上两者的设计思

想是一致的，但是侧重点不同：公路设计中更加注重安全性

与经济性；城市道路更加强调舒适性。公路在总体设计中考

虑的是提高行车的安全性，在这个基础上通过优化设计降低

造价，公路在设计时最大的影响因素是沿线的自然环境。城

市道路在设计思想上以满足人的出行舒适性以及道路与周围

环境的协调性为出发点，城市道路在设计时最大的影响因素

是沿线的现有建筑及地下管线[2]。

2.3 城市道路与公路的规划设计

城市道路的规划设计是在城市总体规划的框架下进行

的，为道路沿线土地的开发提供服务是其规划设计宗旨，要

与市政公用管线设施的规划紧密结合。而公路的规划设计是

以社会经济的发展为规划宗旨，公路路网的规划是以公路功

能结合交通量的分布为基础的。以四阶段法为依据对交通量

进行分析预测及分配，以功能和交通量的大小确定公路的建

设规模及等级。

2.4 城市道路与公路的专业设计

2.4.1 路线设计

地形是影响公路选线的一个重要因素，公路在选线的时

候为满足平纵指标，路线的摆动范围与幅度均会非常大，尤

其是在山区，路线增长系数会比较大。在公路设计中进行选

线时会选择不同的方案，最后根据实际情况选择一条最经济

合理的线路。城市道路位于市区范围内，道路的红线范围在

城市总体规划时就已经确定，路线没有可供选择的余地。平

面线形大部分为直线，很少有小半径平曲线，纵断面设计要

与道路周围的建筑物相适配[3]。

2.4.2 横断面设计

公路的横断面设计中，从道路中线往道路边线依次为

中央分隔带、行车道、路肩、边沟或排水沟、边坡，中央分

隔带下一般会设置有渗沟，并与横向排水管连接。而城市道

路从中线往道路边线依次为中央分隔带、行车道、非机动车

道、人行道、绿化带等，给排水管道则埋在道路路基中，在

某些情况下可不设置专门的非机动车道，而是设置机非混合

车道，与机动车道共用车道。

2.4.3 路基路面及排水、防护设计

依据地形与地质条件，公路的路基形式有多种选择；城

市道路的路基工程量小，且普遍为填方路基。针对路基范围

内的不良地质的处置方法是一样的，路面结构的选择与设计

方法也一致，但是在排水方式上是不同的。公路通过路面横

坡的散排，将路面范围内的水引至边沟中，通过与边沟相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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接的排水沟或者涵洞排放至路基范围以外，在特殊情况下可

设置蒸发池，将水引入其中，在某些无法设置边沟的路段，

可在路面边缘设置拦水带，通过与拦水带相接的急流槽排至

路基范围以外；而边坡上的水则通过截水沟、急流槽等引导

至边沟或者排水沟中，再排放至路基范围以外。

城市道路的排水系统分为雨水系统与污水系统，采用

雨污分流排放。雨水系统主要是排除路面的水，通过设置在

路面边缘的雨水口进行收集，通过雨水支管流入雨水井中，

进入雨水管道内；而污水系统主要是收集道路附近的建筑物

内排放出的污水，将其引导至污水处理站内进行集中处理。

城市道路的路基防护基本很少，而公路的路基防护是路基设

计中一项很重要的内容。公路的路基防护主要是对路基边坡

进行防护，针对边坡类型的不同，在进行设计时要选择不

同的防护类型。针对填方边坡，一般采用路肩墙、护肩、

护脚、护坡等，如图1所示；针对挖方边坡，一般采用护面

墙、路堑墙、框架格构梁、被动防护网以及主动防护网，如

图2所示[4]。

图1 护坡

图2 主动防护网

2.4.4 交叉设计

公路的交叉形式选择是以道路等级及交通量为依据，分

为平面交叉与立体交叉两大类，常采用的平面交叉类型主要

有十字交叉、T型交叉、Y型交叉等；而立体交叉主要采用互

通式立体交叉、分离式立体交叉。城市道路平面交叉通常采

用信号灯、标志标线等设施进行车辆分流，在平交路口设置

斑马线、人行天桥、地下通道等满足行人的过街需求；立体

交叉的选择则与公路立体交叉形式一样[5]。

2.4.5 交通安全设施设计

公路的交通安全设施主要有标志牌、标线以及其他安全

设施。公路的标志牌主要有指示牌、警示牌等，在纵坡大的

下坡路段通常还会设置减速震荡标线，路基填方高度较大的

路段还会设置波形梁护栏或者城垛式混凝土护栏，中央分隔

带中通常还会设置防眩板以减少对向行驶的车辆行车灯光之

间的相互干扰。城市道路的标志牌的面板文字设计内容与公

路的是不同的，城市道路上通常设置的是减速带，机动车道

与非机动车道之间采用机非隔离护栏进行分离。

2.4.6 绿化设计

公路设计中，在挖方边坡坡面上会喷洒草籽或者种植攀

爬植物，不仅能起到绿化的效果，同时可以对坡面进行生态

防护，防止雨水冲刷，挖方边坡平台上也会设计种植苗木，

在填方边坡坡面上也会采取同样的措施，目前公路绿化设计

中，美观及生态环保要求越来越高。而在城市道路绿化设计

中，景观需求是首要考虑因素，绿化主要起到美观的作用，

功能性方面则考虑较少。

2.4.7 附属物设计

公路设计中，附属构筑物较多，如涵洞、养护工区、停

车休息区，在高速公路上还需要设置服务区。城市道路的附

属物主要有燃气管道、给水管道、通信管线、电力管线等大

量的市政配套管线[6]。

结束语

随着国民经济的发展，城市规划区范围的扩容，城市道

路不断向城镇郊区延伸，城际之间越来越倾向采用城市快速

路或者一级公路兼市政功能的交通形式来连接相邻城镇、相

邻城市组团，公路与城市道路的功能定义时有交叉，尤其是

近些年，部分公路项目要求兼市政功能，即在满足公路规范

的基础上，又要为满足相应城市功能需求而增设市政管网、

路灯等附属设施。虽然公路设计与城市道路设计面对的对象

不同，需求与出发点也不同，尽管两者之间有不少的区别，

但是他们之间的联系也很多。笔者同时从事公路、城市道路

设计多年，本文通过对公路设计与城市道路设计在功能上及

构造上的区别进行研究分析，分析两者的设计方法，并针对

具体专业设计进行论述与对比分析，能够对城市道路设计与

公路设计提供一些参考及意见。

参考文献：

[1]雍飞.城市道路与公路在设计上的区别及联系[J].技术

与市场,2014,(6):366．

[2]林清岩.城市道路与公路设计区别的分析[J].中国新技

术新产品,2011,(17):51．

[3]梁越.浅谈城市道路设计与公路设计的一些区别[J].林

业科技情报,2016,(2):110-111．

[4]南化勇.城市道路工程总体设计要点分析[J].交通世

界,2019,(8):71-72.

[5]郭高洁.公路改建城市道路设计与施工技术要点[J].城

市建筑,2016,(18):335-335.

[6]梁越.浅谈城市道路设计与公路设计的一些区别[J].林

业科技情报,2016,(2):110-111.

作者介绍：陈朋，男，汉族，1987.1.2，陕西商洛，本

科，中级工程师，研究方向：公路工程及市政工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