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号） 各省（区、市）交通厅（局、委）： 为实施党中央、国

务院作出的加快西部地区大开发战略决策，认真落实我部“

加快西部地区公路发展总体规划”，根据西部地区建设条件

，针对西部地区公路规划、设计、施工中存在的共性问题，

经过部组织专题研究，从技术的角度提出了《西部地区公路

建设主要技术政策建议》，现印发给你们，请参照执行，并

将执行中的问题及时报部。 附件：西部地区公路建设主要技

术政策建议 中华人民共和国交通部（章） 二○○四年一月八

日 附件： 西部地区公路建设主要技术政策建议 第一条 为实

施党中央、国务院做出的加快西部地区大开发战略决策，落

实交通部“加快西部地区公路发展总体规划”，根据西部地

区的建设条件，并针对西部地区公路规划、设计、施工中存

在的共性和特性问题，从技术角度提出指导性的政策建议，

促进西部地区公路建设实现跨越式和可持续发展。 第二条 西

部地区公路建设方针是以发展为主题，以国道主干线、西部

省际通道与农村公路为重点，全面推进各层次公路的建设，

实现西部地区公路交通面貌明显改善的第一阶段战略目标。 

第三条 西部公路建设宜“量力而行，适度超前”，以资金可

能为基础，以需求为依据，以效益为目标，抓住西部开发的

机遇，提高公路网的通行能力和通达深度，对于具有通道功

能的重点路段，在建设规模和技术标准选用上应有前瞻性。 

第四条 应提倡全寿命分析的思想，统筹考虑建设与养护管理



全过程，在建设中坚持速度、质量、安全、成本、环境相协

调，以求得预期的投资效益与使用效果，推进西部地区公路

建设快速、健康的发展。 第五条 坚持“以人为本”的指导思

想，重视公路交通安全问题。加强公路交通安全设计与运营

管理，适时推进公路交通安全性评价，提高公路的交通安全

水平。 第六条 公路建设中应考虑国土资源综合利用，通过对

设计与施工方案的比选，合理利用土地资源；并贯彻“保护

优先，预防为主、防治结合”的环境保护方针，防止出现先

污染再治理的情况，促进公路建设的可持续发展。 第七条 应

在统筹考虑综合运输体系的基础上，结合本地区特点，做好

公路网规划，保证规划的科学性、连续性、严肃性。应重视

跨省区通道技术标准的衔接，干线公路过城镇的方式以及农

村公路的通达深度和晴雨通车水平。 第八条 应按照基本建设

程序的要求，论证确定公路工程项目的功能、标准与规模以

及老路利用；加强基础资料的收集，重点做好工程地质勘察

与环境影响评价等项工作；保证前期工作的周期和经费，确

保前期工作的深度与质量。 第九条 根据公路基本建设程序各

阶段深度的要求，应高度重视工程地质勘察工作，加强对基

础资料的分析审查，加强对不良地质路段治理的预研，以满

足工程设计的需要。 第十条 应开展对公路沿线自然灾害和地

质灾害的调查和监测，根据公路的使用功能、灾害的影响程

度，采用全寿命成本估算，确定设防目标，有针对性地提出

综合防治预案。 第十一条 应认真执行国家与行业相关的公路

工程标准与规范，鼓励研究制定地方性标准。在标准的使用

中，应克服片面追求高标准或教条化采用指标的倾向，应综

合考虑安全、质量、环境与投资等因素，合理选用技术标准



和技术指标。 第十二条 在线位选择中，应重视地质、生态因

素，既要注重对地质不良路段的避绕，又要减少对周边环境

的影响，还要考虑路线对沿线经济的促进和拉动作用；应把

走廊带作为不可再生的资源，统筹规划、合理布局、近远结

合、综合利用。 第十三条 总体设计应明确指导方针、设计原

则、指标体系以及各专业间设计界面与衔接方式；提出运营

期工程结构的耐久性、车辆行驶的安全性、养护维修的可行

性、防灾减灾的有效性等问题的解决方案；优先采用有利于

生态保护的建设方案。 第十四条 规划建设的高速公路和一级

公路近期交通量不大时，可以按照一次设计、分期实施的原

则，合理安排建设计划。整体式路基不得采用分幅分期修建

方案，分离式路基的分幅分期修建应在一次设计的基础上，

提出便于与二期工程衔接的配套措施，保证项目一期工程的

有效利用和整体功能的实现。 第十五条 在有条件的地区，应

尽量利用原地形，避免深挖高填；高填方或土石混填路堤，

应切实做好压实度控制；冻土、黄土、盐渍土、沙漠、湿地

等特殊土质，应采用有效措施保证路基强度与稳定性。 第十

六条 提倡因地制宜选用路面材料和结构形式。应重视基层与

面层压实度控制和层间粘接。在水泥资源丰富的地区鼓励采

用水泥砼路面，但应加强基层与面板的施工质量控制。对于

农村公路可采用简易路面。 第十七条 应合理控制边坡高度。

高边坡应针对不同地质情况进行专项设计。高边坡施工应按

照自上而下、防挖结合、严格控制爆破强度的原则，重视坡

顶的卸载、坡体的加固、坡脚的支护，并加强施工监控。边

坡防护形式应与水土保持、生态保护相结合，尽可能与自然

环境相协调。 第十八条 应高度重视公路防、排水系统的设计



与施工，应根据当地降水强度和地形地貌的实际情况进行综

合设计，使其具有足够的汇水、导水、排水功能，保证路基

及边坡的稳定性，提高公路的防灾能力。 第十九条 鼓励在试

验并取得经验的基础上采用地方性材料和工业废料。重点工

程的材料应考虑西部地区的特殊气候环境下的耐久性问题。

在特殊土质路基处理与路面工程中宜有针对性地采用土工合

成材料、土壤稳定固化材料、改性材料等新型材料。 第二十

条 倡导选用成熟的桥型；推荐采用钢筋混凝土或预应力钢筋

混凝土桥梁；桥梁结构计算应采用成熟的理论和方法，确保

结构的可靠性与耐久性。采用大跨、高墩和异型桥梁方案时

，应重视对关键结构、关键部位的细部设计，应做多方案比

较；桥梁设计，特别是山区深谷高墩、高架桥设计宜采用便

于养护和少养护的结构体系；对于一般桥梁，鼓励采用标准

化设计。 第二十一条 桥梁施工应做出详细的施工组织设计，

推荐采用标准化、装配化施工等桥梁施工技术；加强现场检

测，特别是关键部位的质量控制；大跨径桥梁或特殊重要桥

梁应进行施工阶段的施工监控和运营阶段的结构安全监控。 

第二十二条 山区公路应重视隧道方案的选用；通过对隧道标

高、平面位置以及长隧道和隧道群方案的比较，控制隧道建

设规模；隧道设计应考虑地质、地形、排水、通风、施工及

运营安全等因素；隧道设施可根据实际情况，分期实施，逐

步完善；隧道洞口设计应以保证行车安全为重点。 第二十三

条 隧道施工应强化地质超前预报、围岩变形监测及信息反馈

工作；在高海拨、寒冷地区，应重视隧道结构与路面的防冻

与保温；重视改善隧道内施工环境，加强施工通风、防尘、

降噪；应制定确保隧道施工安全和工程质量的制度、措施和



预案。 第二十四条 交通工程及沿线设施的建设应服务于车辆

安全运行及管理需求。收费系统设置应统筹考虑并以节约、

高效为原则，高速公路应实施联网收费；通信中心宜集中设

置；在交通量不大的地区，服务区设施宜适当简化，间距可

适当加大；在特殊气象环境、长隧道等区段应设置监控系统

；山区公路应加强安全防护设施。 第二十五条 工程设计中应

重视土石方平衡，取弃土场应有设计并与水土保持措施统筹

考虑；公路绿化要注重实效，鼓励采用乡土树草；路侧绿化

应注意与绿色通道建设、边坡防护和环境保护相结合。 第二

十六条 在建设全过程中，应贯彻质量第一的方针。突出抓好

工程总体设计、关键部位设计、材料控制及设计与施工工序

控制，保证工程的内在品质和结构的可靠性、耐久性。 第二

十七条 应在重点工程中有针对性地开展专题研究，切实解决

工程中的实际问题，形成具有西部特点的公路交通成套技术

。 第二十八条 应贯彻“稳定、培养、引进相结合”的人才发

展战略，根据本地、区的情况制定相关政策和具体措施，建

立激励机制，培养适应公路发展需求的人才队伍。 100Test 下

载频道开通，各类考试题目直接下载。详细请访问

www.100test.com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