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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路小角度 Y 型交叉口交通渠化改善研究

——以罗横线－东升路路口为例

邵俊豪 于建磊 赵乾文 赵瑞松 刘青意

中冶南方城市建设工程技术有限公司 湖北 武汉 430077

【摘 要】：针对公路项目中常见的小角度 Y 型交叉口存在的相关问题，以武汉市黄陂区罗横线－东升路路口为例，从相交

道路功能定位、等级规模和交通流量等角度综合分析，确定其主要交通流向。针对此路口，提出了三种不同的路口交通平面

设计方案，对其交通功能、安全性、慢行过街便利性、路口景观等方面进行比较研究，最终推荐采用通过设置硬质渠化岛将

斜交路口优化为正交路口的交通渠化方案，希望为今后类似小角度 Y型交叉口交通平面设计提供参考和借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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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言

在公路项目建设中，受地形地势、路网规划、已建道路

或其他社会历史原因影响，形成了一定数量的畸形交叉口，

包括 Y型、X 型、双 T型、多路相交等。其中，Y型交叉口

根据相交角大小分为大角度和小角度 Y型交叉口。大角度 Y

型交叉口特性与常规十字交叉口相似，路口交通条件较好，

交通运行顺适。而小角度 Y 型交叉口存在转向交通转弯角度

大、舒适性差、交叉口面积大、通行能力小、交通安全性较

低等问题，是制约公路通行能力的关键节点。因此，如何优

化小角度 Y型交叉口的交通渠化方案，对充分发挥公路运力、

提高交通效率具有重要意义。

1 项目概况

罗汉街至横山道路工程（以下简称“罗横线”）属于黄

陂区“五纵八横五射三环”主干线公路网络中八横中的第三

横，本项目的建设对完善黄陂区主干公路网络具有重要意

义，建成后的项目将能更好地服务于黄陂区及武汉市社会经

济发展大局，提高黄陂区道路交通发展水平，促进城乡一体

化发展。

2 相交路口概况及分析

2.1 路口概况

根据地区公路网规划，罗横线采用一级公路标准，设计

速度为 60km/h，路基宽度 24.5 米，双向 4 车道。罗横线起

于罗研线，与罗研线平交，顺接李家集街至罗汉街道路工程，

向东途经罗汉寺街道、胡七湾、大山独湾、詹家岗、张杨湾、

邱皮村等地，止于黄土公路（S108），与黄土公路呈十字交

叉，顺接横山至王家河公路，道路全长约 4.18 公里。

东升路西起罗汉街罗研线，地处罗汉街中心，向东延伸，

经罗汉寺工业园区后与横花线 Y型交叉。本段东升路为二级

公路，设计时速 30km/h，道路红线宽 10m，双向两车道。

根据规划道路线位，罗横线和东升路相交形成 Y型路口，

相交角度较小，约 15°，具体情况如下。

图 1 罗横线－东升路路口平面图

2.2主要交通流向分析

为合理确定交叉口平面布置图，对相交道路进行功能定

位、等级规模和交通流量三方面分析，以确定主要交通流向。

（1）功能定位

罗横线是黄陂区的主干公路，是连接规划李罗线及荷土

公路的重要通道，对于完善区域路网、强化沿线片区联系、

服务区域经济和旅游发展有着重要意义。而东升路地处罗汉

街中心，沿线主要为居民住宅、商铺、企业、基本农田，是

罗汉寺街道进出黄土公路的主要通道，但交通量不大，属于

片区内道路。

（2）等级规模

罗横线为一级公路，设计速度为 60km/h，双向 4车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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东升路为二级公路，设计时速为 30km/h，双向 2 车道。

（3）交通流量

根据项目相关交通预测结果，罗横线 2025年交通量为

18492pcu/d，2030 年达 23067pcu/d，之后交通量增长趋于稳

定。东升路 2025年交通量为 5086pcu/d，2030 年为

6343pcu/d。

根据以上结果分析，该相交路口选择罗横线作为主要交

通流向。

2.3 交通组成分析

根据罗横线项目交通组成预测结果，罗横线大车比例较

高，大型货车、拖挂车和大客车合计占比超过 15%。因此在

交叉口平面设计时，应考虑大型车辆的运行特性和需求。

3 路口平面方案设计

3.1 方案一

方案一采用无信号灯控制方案，主要通过路口范围内大

面积三角形渠化岛组织交通。其中，罗横线双向按照路段标

准设计，通行能力大。罗横线西向东可右转直接驶入东升路，

罗横线东向西方向驶入东升路，则需要在前方中分带开口处

掉头，再右转驶入东升路。东升路斜向汇入罗横线，前往罗

横线东方向可直接汇入，前往罗横线西方向则需在前方中分

带开口处掉头。在三角形渠化岛各边中点附近设置行人、非

机动车过街横道，满足路口过街需求。

图 2 方案一路口交通平面图

3.2 方案二

方案二采用信号灯管控，路口全部打开，不设置硬质渠

化岛，交叉口车行空间充裕。其中，罗横线中分带断开，在

车辆停止线前设置过街横道。东升路进口道在交叉口范围内

拓宽为双车道，车道布置为一个左转专用车道加一个直行专

用车道，在东升路直行汇入罗横线处设置三角状交通标线

岛，引导车辆有序合流。另外，为规范路口内车辆行驶轨迹，

设置罗横线右转导流线和东升路直行、左转导流线。

图 3方案二路口交通平面图

3.3方案三

方案三采用信号灯管控，路口设置硬质渠化岛隔离，并

利用硬质渠化岛将原斜交路口优化为正交路口，形成 T字路

口。其中，罗横线西向东右转车辆可提前通过右转专用道驶

入东升路。罗横线西向东直行车辆、罗横线东向西直行及左

转车辆均经由 T字路口通行。东升路前往罗横线东方向斜向

汇入罗横线，前往罗横线西方向则经由 T字路口通过信号灯

实现左转。另外，在 T字路口和渠化岛合适位置设置过街横

道，满足路口过街需求。

图 4 方案三路口交通平面图

4 方案比选

方案一的优点在于，路口未设置信号灯，主线直行车流

通行不受干扰，通行能力较大，且各方向交通流线明确，交

通组织以交织为主，冲突点较少。另外，人行过街距离较短，

且较为集中，路口渠化岛面积大，可设置大面积绿化，景观

效果好。缺点在于罗横线东向西需前往东升路、东升路需前

往罗横线西方向车辆，均要在前方中分带断开处掉头，绕行

距离较远，且大型车辆在路段中掉头较为困难。东升路进口

道仅有一个车道，通行能力偏小。且行人过街处未设置行人

过街信号灯，存在一定安全隐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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方案二的优点在于，路口采用信号灯控制，在时间和空

间上分离各方向车流及人流，避免交叉口范围内车辆冲突和

人车冲突，提高了车辆和慢行过街的安全性。另外由于整个

交叉口范围内未设置硬质渠化岛，行车空间充足，有利于大

型车在路口完成转向。且在东升路进口道设置渠化拓宽车

道，分离左转交通和直行交通，提升路口通行能力。缺点在

于整个路口过大，驾驶员观察路口情况较困难，且车辆行驶

路径不固定，容易在路口引起多股车流加塞或交织。此外还

存在路口无绿化，景观效果较差，行人过街距离长等问题。

方案三的优点在于，利用路口渠化岛将原斜交路口改为

正交路口，减小了路口范围，改善了交叉口范围内通视条件，

提高车行交通安全。利用渠化岛提前分流罗横线西向东右转

车流和东升路直行车流，预留排队空间，提高交叉口的通行

能力，并规范车辆行驶轨迹，避免多股车流交织问题。此外，

在交叉口范围内加宽东升路车道宽度和渠化岛转角半径，确

保大型车可顺利通行和转向。且非机动车和行人过街穿越机

动车道距离较短，过街主要在渠化岛内行走，安全系数高。

路口渠化岛面积较大，可布置大面积绿化，景观效果较好。

缺点在于罗横线东向西前往东升路绕行距离较长，且行人过

街总距离较长。

综合考虑罗横线区域主干公路定位和东升路进出罗汉

街的交通需求，交叉口平面设计时应考虑减少交通冲突、提

高交通安全、强化路口交通秩序，故交叉口采取信号灯控制

较为合适。此外，为了合理组织路口交通和行人、规范车辆

行驶轨迹、满足大型车在路口通行和转向的需求，并考虑景

观效果，推荐采用方案三作为最终方案。该方案已经向各相

关方汇报，并得到黄陂区交管大队的认可和批准。

5 结语

随着区域协调发展和新型城镇化战略逐步推进，城市远

城区和郊区交通需求迅速增长，各省市均在持续推动公路交

通建设。而公路建设项目中，受路网规划和已建道路等限制，

存在不少道路之间相交成小角度 Y型交叉口的情况。本文通

过对武汉市黄陂区罗横线与东升路路口交通平面设计方案

进行研究和比选，提出了一种利用交叉口硬质渠化岛将斜交

路口优化为正交路口的渠化改善方案，希望为今后类似小角

度 Y型交叉口交通平面设计提供参考和借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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