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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路线形设计的研究与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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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公路线形设计是城市公路总体设计、总体布局的关键。公路是以立体形式存在的，公路一旦建成线形将要无法改变或者将会带来

重大的经济损失，同时线形的优劣也是公路总体设计及效果的主要评价之一。线形设计将对汽车的行驶的安全、舒适、经济和车辆的通行

能力起着决定性的作用，如何根据地形等条件合理的确定各种线形要素指标以及合理的线形组合是平面线形设计的主要任务。因此，线形

作为城市公路的骨架，其设计合理与否，不仅直接关系到公路建设项目的质量好坏、里程长短、投资多少、效益高低，更直接影响到城市

公路运行安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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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公路线形设计的概念及重要性 

公路线形设计其针对的是公路的平面和纵面进行线形规划，公

路的平面线形就是线路的平面投影，纵断面的设计则是对立面上的

投影设计。对于公路线形设计而言其在设计时需要考虑很多因素其

中包括了公路所在地的水文、地质、地形等诸多条件，并且其还需

要结合公路行车的条件和气候等因素。这种设计我们就称之为公路

线形设计。公路线形设计对于公路而言它可以对车速、行驶的安全

性及舒适性等等造成较大的影响，因此对于公路设计规划而言公路

线形设计是一项较为重要的工作[1]。 

二、公路线形设计适应原则 

公路线形设计本身就是一个综合性问题，其所需要考虑的因素

是相对较多的，因此我们在对公路线形设计时也必须从多角度进行

考虑。首先就是需要对土地利用类型进行考虑，这里包括了对于经

过地区的生活和居住状况进行考虑，尽量不要因为公路而造成附近

生活区被分割的现行，其必须考虑安全性和便利性，且必须对公路

的功能性进行突出。除此之外还必须从宏观角度着眼于公路设计的

整体，对于公路的设计应当对公路与整体交通网络的关系，在 大

程度上控制不出现多交叉或者是变形较大的线形，从而使得公路上

尽量少出现较差道口等现象，这可以在一定程度上保证了公路的交

通能力。 后也是 重要的我们必须在公路线形设计上保证在公路

上行驶汽车的安全性和舒适性，在线形设计时需要考虑到线形设计

可能会对车速、驾驶、视野不同方面的不良影响，从而在 大程度

上对公路的设计合理性进行保障，并且合理的线形设计还可以减少

安全隐患，减少事故发生率[2]。 

三、公路路线设计系统分析 

通过分析路线设计流程，可将其分为宏观设计与微观设计两个

阶段。从前期的对路网交通评价、需求分析到路廊设计，这属于路

线宏观设计阶段。而之后的平纵横线形要素设计，则属于路线微观

设计阶段。这两个阶段都是综合考虑多方面因素来进行设计的。 

四、公路路线平面线形设计 

（一）关于 大圆曲线半径的取值 

现代高速公路设计基本上是以蓝线为主的线形设计，这是因为

蓝线线形不仅美观圆顺 . 而且蓝线比直线更易适应地形。一般来说

圆蓝线半径越大越好，但当半径大到让司机感到与直线没有区别

时，不仅达不到上述优点，而且容易引起司机疲劳，并造成司机急

于驶出该路段而超速，诱发交通事故。特别是在较长的平原区路段，

能够提供给司机的视觉信息本身较少，车速越高司机视角越小，若

在这样的路段采用超大半径圆蓝线，极易造成驾驶员判断错误，引

起驾驶失误。因此，我们在设计中应严格控制 大圆曲线半径的取

值。 

（二）关于不设超高圆曲线半径的取值 

当一条高速公路的计算行车速度 V 确定以后，圆蓝线半径 R 

的取值与（i+μ）成反比。而（i+μ）的大小直接关系到车辆在蓝

线上行使的安全舒适度。若 R 值增大，相应的（i+）就该相应减

小。（i+μ）值越小，汽车行驶越安全，旅客感觉越舒适。当 R 值

逐渐增大时，汽车行驶离心力作用的影响将逐渐很小，当 R 值增

大到可允许设置路拱形式的反超高时，为保证汽车行驶的舒适性 . 

应将横向摩阻系数控制到 小。现行《标准》中规定，当值取 0.035，

i 取 -0.015 时，计算得出的 R 值可做为不设超高的圆蓝线半径。

实际上在高速公路设计中，由于路面较宽，路基占地范围较大，为

及时排除路表水，路拱横坡一般取值为 2％，有时甚至更大，因此

不设超高的圆曲线半径应相应增大。显然加大圆曲线半径对于平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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设计组合及适应汽车动力学的发展具有积极意义，这一点对于平原

区路线设计值得注意，当然半径的加大还应该通过通车实践的检验

[3]。 

（三）关于缓和曲线的合理运用 

在高速公路线形设计中，缓和蓝线运用的合理不仅可使线形平

顺圆滑、连续均匀。而且能够较好地适应地形、减小工程规模，节

约投资。特别是在山区高速公路线形设计中，缓和蓝线对避免短直

线的出现及平面线形指标的突变起着举足轻重的作用 . 是一种不

可或缺的蓝线要素。但是我们往往只注重缓和蓝线满足超高设置或

是加宽缓和段设置的要求，而容易忽略对缓和蓝线长度的要求。实

际上，对于在高速公路上行驶的汽车，尤其是大型车辆，随着车速

的增加，空气阻力及其它动力作用会影响车辆在蓝线上行驶的轨

迹。 

（四）避免不利的曲线组合 

通常我们认为长直线接急弯小半径蓝线或是几个大半径蓝线

中夹小半径蓝线，以及两同向蓝线间夹短直线即所谓的“断背蓝线”

均是不利的线形组合。但是在山区高速公路的设计中，我们为顺应

地形 . 避免环境破坏 . 或是在平原微丘区为让开矿区和避免较大

拆迁时，往往在技术指标及工程造价的比选中左右为难。本人认为

以牺牲部分工程量换取车辆行驶的安全 . 从长远来看是值得的。另

外，在“卵型”蓝线中，大小半径比例过大时，缓和蓝线将会掩盖

小半径弯道的真相，从而引发车辆减速不及时而冲出路外的交通事

故。因此，缓和蓝线长度不要小于两圆蓝线对应设计车速之间要求

的减速长度。 

五、公路线形设计中的问题分析 

（一）平面线形 

（1）小偏角 

特指道路上偏角≤7°的情形。道路出现小偏角时，平曲线的

长度将被看成比实际的短，驾驶员容易产生急转弯的错觉而急忙操

作方向盘，造成行车事故，偏角愈小愈明显。实际上，采用小偏角

是设计中平面定线 常采用的方法，因为小偏角可以解决定线中遇

到的困难。 

（2）超高 

对城市道路的超高问题，多年来在城市道路设计中颇有争论。

我们从实践中认识到，在城市道路设计时，千万不要用设置小半径

加超高段手法来满足设计行车速度的要求，特别是在靠近交叉口附

近路段上更不能这样做。 

（3）缓和曲线 

缓和曲线符合汽车行驶轨迹，能够保证车辆行驶的安全和乘车

人员舒适程度，而且可以诱导驾驶人员的视线，调整平面线形与沿

线环境以及周围景观相协调，保证道路线形的均衡和连续性。为了

保证曲率缓和、行车缓和、超高和加宽缓和，缓和曲线必须具有足

够的长度。 

（二）纵断面线形 

（1） 小纵坡 

小于 0.3%的纵坡，将造成路面排水不良，雨天行车溅水成雾，

影响行车安全。同时，在路面上积水到一定厚度后，高速行车时，

在车轮与路面间产生“水膜”现象，使轮胎与路面间的摩擦阻力大

大降低，这时如果有情况需要刹车减速，往往会酿成行车事故。所

以，道路纵坡不得小于 0. 3%。这不仅是为了满足 小排水要求，

也是车辆安全行驶的需要。 

（2）纵面线形的设计 

纵面线形是构成道路三维形象的重要组成部分。纵面线形设计

是适应地形起伏条件的设计。它对工程投资、车辆行驶的舒适与安

全性有直接影响。在纵面线形设计时应根据地形实际起伏和其它控

制因素，合理采用坡度、 小坡长等符合设计规范的要求。要均匀

升降坡度，城市道路要防止接长坡或平坡，尽量利用老路面，并考

虑便于排水，同时考虑横向土方平衡，避免大填大挖，并在全线上

配合平面线形获得连续光滑无大起大落的道路线形。 

结束语 

综上所述，城市公路线形设计时，设计者必须对城市公路具有

的性能与作用进行充分而慎重的分析研究，以免留下后患。道路设

计中公路线形设计至关重要，直线、曲线及回旋线设计指标在满足

规范基础上要灵活运用，做到线形连续、均衡，掌握平纵指标配合

方法，结合线形各个指标优化线形设计， 终使驾驶者 终能获得

线形连续、流畅的视觉环境。对于提高我国城市公路勘测学科的整

体学术水平，提高我国道路设计水平和设计能力，加速我国的城市

公路建设有积极的促进作用，其成果的应用亦将产生巨大的社会效

益和经济效益，并有着十分广阔的推广应用前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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