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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5_B8_82_E8_A7_84_E5_c61_525379.htm 若桥面低于引道，则

采取措施，不让引道上水流到桥面上。 桥面排水的细部布置

，应保证桥梁结构的任何部分不受排水系统及其泄漏水流的

侵蚀。 7.0.6 桥面伸缩缝，应能适应桥端自由伸缩和受荷载后

的角变，使车辆平稳通过。 伸缩缝应采用经久、耐用、防滑

，易于维修和更换的材料和构造形式。 在多跨简支梁间，可

采用连续桥面，以减少伸缩缝。 7.0.7 梁式桥可按其跨径、温

度变形长|考试|大|度和支点反力大小，选取不同的支座： 跨

径或温度影响变形长度在10m以内者，可用多层卷材（如沥

青油毡）铺垫或以1cm左右厚的橡胶板代替支座；10～15m可

采用弧形切线钢支座或板式橡胶支座；15～30m时铰支座可采

用弧形钢支座，活动支座可用摇座，或两者都用板式橡胶支

座。当跨径或温度影响变形长度更大时，按反力大小用板式

橡胶支座、盆式支座或球形支座。 各类支座应考虑：易于检

查和养护（包括防锈、涂油、清除杂物垃圾），必要时更换

，要方便，减少对交通影响。钢支座应免受从伸缩缝中流下

的雨水侵蚀。 各类支座，特别是板式橡胶支座不论上部构造

坡度如何，支座均须水平放置（梁底、墩、台与支座的接触

面须呈水平）。 7.0.8 桥上设置照明灯杆或电车架空线杆时：

若人行道净宽小于1.5m，宜将灯杆或线杆置于人行道外侧栏

杆处；人行道净宽大于1.5m时，可将灯杆或线杆置于人行道

靠缘石处；也可置于分隔带中。杆座边缘距车行道路面（路

缘石口）的净距不小于0.25m。 7.0.9 桥上照明标准应高于两



端道路照明标准。道路照明标准应符合现行的《城市道路设

计规范》有关条文的规定。 7.0.10 符合本准则第2.0.8条规定而

设置的各项管线，应按下列要求布置。 （1）避免在桥梁立

面上外露，以免有碍观瞻。 （2）不宜设置在机动车道下。 

（3）妥善安排各类管线，要求在敷设、养护、检修时不得损

坏桥梁。 （4）各项设施和管线，不得侵入桥面净空限界和

桥下通航净空。 8 立体交叉跨线桥和地道 8.1 一般规定 8.1.1 

城市立交工程应按城市规划中的总体要求并根据《城市道路

设计规范》中的规定而设置。 8.1.2 在决定兴建立体交叉后，

立交的平面布置，选用立交结构（上跨或下穿），应按以下

各条综合分析： （1）立体交叉宜按规划一次兴建，特殊情

况下，其次要部分或近期不需要的部分可分期建设； （2）

要减少工程占用的土地及房屋拆迁； （3）妥善处理街区间

交通相互关系解决好附近街区因建立交而带来的交通问题； 

（4）注意立交结构的建筑造型，街景处理。桥下空间利用时

要防止可能产生的对交通的干扰。注意对墩、台位置的特别

要求； （5）在决定立体交叉采用上跨或下穿结构时，要密

切结合地形、地物、地质、地下水情况及地下工程设施等； 

（6）对原有地上、地下管线的搬迁安排应妥善解决； （7）

要考虑设计中采用的施工工艺对周围建筑及现有交通的影响

； （8）要考虑规划中的新建筑对本立交工程的影响。 8.1.3 

立体交叉的平面、纵、横断面设计，应符合下列要求： （1

）平面布置应与其相衔接道路的技术标准相适应，以满足立

交区域道路行车需要； （2）纵断面设计，应与其相衔接的

道路技术标准相适应，并结合当地气候条件、车辆|考试|大|

类型及爬坡能力等因素，选用恰当的纵坡值。竖曲线最低点



不宜设在地道（有顶盖段）内； （3）横断面设计，应与其

衔接的道路技术标准相适应。机动车道与非机动车道之间，

可设置分隔带，以疏导交通； （4）立体交叉区段的各种杆

、柱、架空线网的布置，要注意保持该区段的整洁、开阔。

跨线桥同第7.0.8条。地道引道的杆、柱以设置在分隔带上或

路幅以外为宜。立交区段的杆、柱横向间距应与相连道路的

杆、柱的横向间距大致相同； （5）立交桥、地道的上、下

层之间一般应设置人行扶梯，可根据立交区段交通组织的需

要确定位置、数量、用途（供一般行人用抑供管理、养护人

员用），形式和造型应纳入总体设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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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