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商丘市黄河路与中州路互通方案研究体会

吴海刚

中设设计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江苏 南京 210000

【摘要】本文以商丘市黄河路与中州路互通方案研究为实例,在分析互通节点现状及规划情况的基础上,进

行交通量预测,结合建设条件、规划条件、转向交通需求提出互通节点改造方案,进行详尽的论述比较,最

终得出推荐方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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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 言

随着中国经济的快速发展,小汽车越来越多地进

入家庭,催生了越来越多的城市快速路建设。快速路

与快速路相交节点的交通转换需求,催生出一座座枢

纽互通式立交。这些位于城区的枢纽互通式立交,其

周边用地条件、建设条件、交通需求往往存在各种限

制因素,与转向需求一同成为立交形式选取的重要考

虑因素。本文以商丘市黄河路与中州路枢纽互通式

立交的方案设想为例,介绍互通立交方案的设计比较

过程及考虑因素,抛砖引玉,供各位读者参考。

1 概况

商丘市黄河路与中州路交汇处位于商丘市中心

城区的东北部,黄河路(310国道)现为过境交通,周边

有大型的农贸批发市场、光彩大市场、物流园区等,车

流量和人流量较大。现为黄河路、中州路、建设路、睢

阳路等四条道路在该位置交汇,形成六路交叉。为提

高道路交通的通行能力,商丘市城乡规划局依市政府

的工作安排,于2016年9月对黄河路与中州路交汇

处立交设计进行方案征集。笔者所在公司应邀对此

予以方案研究。

1.1 立交节点处现状及规划分析

1)现状分析

▶道路现状

310国道转盘周边的六条干道,包括国道G310、

国道G105、黄河东路、建设路、中州北路、睢阳北路。

黄河东路为双向四车道,路面宽22米。中州路,

是商丘南北向的主干道,宽54.5m,规划道路红线

59m。建设路现状为双向6车道城市主干路,道路宽

度42.5m,规划道路红线宽64.5m。

▶沿线用地情况

由于国道G310转盘周边特殊的地理布局,六条

干道将国道G310转盘周边的布局划分六个区位呈放

射状散开,各区位现状用地情况如下图所示。

节点周边道路现状

▶铁路

目前京九铁路跨越G105(中州路)和G310(黄河路)。

2)规划分析

中州路与黄河路是“双环、两横、三纵”高快速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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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中州路为快速路网体系中的

南北中轴线;黄河路是陇海铁路以北片区重要东西向

通道。黄河路与中州路在高快速路体系中与高速环

相衔接,也是对外出行的便捷通道。

中心城区快速路网优化结构图

1.2 交通量预测

通过对现状交通分析后,预测节点远景年转向交

通量情况如下。

远景年交通量预测

通过交通量分析可见,西南、东南两个象限交通

转换需求大,须优先保证其转换效率。

2 节点问题剖析与对策

2.1 节点问题剖析

该节点现状拥堵现象严重,从路网及地块性质来

看,主要有以下几点。

1)交叉路网复杂

本节点现状为黄河路、中州路、建设路、睢阳路

(光彩路)形成的六路环形平交口。

2)铁路分割、东西向联系通道较少

节点东侧为京九铁路,东西向地块沟通通道仅为

中山路与黄河路。

3)用地性质复杂、交通需求复杂

从现状用地调查来看,该节点不仅承担过境交通

的出行转换,也是城市交通、组团交通的重要沟通节

点,从功能上来讲,是公路交通与城市交通的重叠点。

2.2 对策措施

针对该节点附近路网结构及交通组成,节点改造

从“面”、“线”、“点”三个层次予以统筹考虑。

1)“面”:完善骨架路网体系

中州路、黄河路节点拥堵,根本原因来自于既有

路网不够完善。

因此,“点”的问题还需从“面”上根治,考虑措施

如下。

①通过完善路网,实现交通出行多样化选择,避

免通行压力集中于一“点”。

②通过完善区域路网,增加东西向沟通通道,分

流该节点交通,缓解“点”交通压力。

③通过优化处理节点处局部路网,有效归并交叉

道路,避免“点”交通无序运行。

2)“线”:道路提升、扩容

该节点现状交通拥堵,除了因为路网不够完善,

京九高铁以北广大地块只能从该处出行外,另一个重

要原因是现状中州路、黄河路本身通行能力有限。考

虑措施如下:

①提升老路等级,节点处设置立交剥离交通、缓

解交叉口交通压力

②老路拓宽改造,提升通行能力

3)“点”:平交改立交

本节点现状为黄河路、中州路、建设路、睢阳路

(光彩路)形成的六路环形平交口。黄河路兼具国道

功能,存在大量过境交通。

而节点附近用地复杂,导致过境交通与地块出行

交通混杂,互相干扰。节点处的环形平交口,通行能力

有限,将其改造为立体交叉,可极大提升其通行效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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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节点改造方案

本次节点立交改造考虑如下四个方案。

1)方案一:蝶形立交

节点处设置枢纽式全互通,互通总层次为四层

(地面为第一层)。

方案一 蝶形立交效果图

黄河路主路位于第二层,以高架上跨地面平交

口,中州路快速主路位于第四层,以高架连续上跨京

九铁路、东转南匝道桥、南转西匝道桥、黄河路主路高

架桥,各转向交通以匝道桥衔接。

2)方案二:半定向匝道+西南象限单环

针对方案一占地规模大、拆迁量大的特点,提出

方案二。

节点处设置枢纽式全互通,互通总层次为四层半

(地面为第一层)。

方案二 半定向匝道+西南象限单环 立交效果图

黄河路主路位于第二层,以高架上跨地面平交

口,中州路快速主路位于第三层半,以高架连续上跨

京九铁路、黄河路高架,各转向交通以匝道桥衔接。

  3)方案三:涡轮

针对方案一占地规模大、拆迁量大的特点,提出

方案三。

节点处设置枢纽式全互通,互通总层次为四层

(地面为第一层)。

方案三 涡轮立交效果图

中州路快速主路位于第二层,以高架连续上跨京

九铁路、地面平交口;黄河路主路位于第四层,以高架

上跨各转向匝道及中州快速路高架,各转向交通以匝

道桥衔接。

  4)方案四:半定向匝道+东南象限单环

该方案与方案二类似,将环形匝道设置于东南象

限,其余各象限设置半定向匝道。

节点处设置枢纽式全互通,互通总层次为四层半

(地面为第一层)。

方案四 半定向匝道+东南象限单环 立交效果图

黄河路主路位于第二层,以高架上跨地面平交

口,中州路快速主路位于第三层半,以高架连续上跨

京九铁路、黄河路高架,各转向交通以匝道桥衔接。

5)综合评价

对以上4个方案进行综合比选,如下表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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互通方案综合比选一览表

比选项目 方案一 方案二 方案三 方案四

立交

造型

蝶形立交
半定向匝道+

西南象限单环
涡轮

半定向匝道+

东南象限单环

交通功能
较强,与实际交通需求

相吻合

强于方案一,与实际交

通需求较吻合

强,但 主、次 交 通 流 对

应的匝道 通 行 能 力 一

样,与交通量匹配程度

较差

强于方案一,与实际交

通需求较吻合

立交层次 四层 四层半 四层 四层半

景观效果 好 较好 好 较差

与铁路的关系
主线、匝道与铁路

多次交叉

主线、匝道与铁路

多次交叉

主线、匝道与铁路

多次交叉

东北象限匝道避免

与铁路交叉

占地(亩) 267.2 250.1 231.1 302.7

拆迁(m2) 46000 47200 33100 58770

建安费(亿元) 5.49 5.67 5.66 6.93

结论 推荐

经立交造型、交通功能、立交层次、景观效果、与

铁路关系、占地、拆迁量、建安费等多因素综合比较

后,推荐采用方案一。

4 结束语

本文以商丘市黄河路与中州路互通方案设计为

例,介绍了从“面、线、点”不同维度解决单点交通拥

堵问题的办法,对节点互通形式,从多方面考虑,提

出4个方面,并进行了多方面比选。本文的方案设

计过程,可供读者作为后续类似项目的参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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