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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 言

根据重庆市交通运输委员会下达任务要求，由重庆交大交通安全科技研究院

有限公司作为主编单位承担《高速公路涉路工程交通组织技术指南》（以下简称

“本指南”）制定工作。

本指南根据高速公路不同形式涉路工程的施工特点，遵循安全、畅通原则，

并兼顾社会影响，对高速公路涉路施工中涉及的保通方案、施工路段交通组织设

计以及交通组织管理作了必要的规定。

本指南包括 8章和 3个附录，分别是：1 总则、2 规范性引用文件、3 术语

和定义、4 基本规定、5 交通组织总体设计、6 涉路工程交通组织、7 临时交通

安全设施、8 交通组织管理、附录 A涉路工程交通组织方案编制要求、附录 B涉

路施工占道服务水平及通行能力计算方法、附录 C常见涉路工程交通组织方式。

本指南由重庆市交通运输委员会负责管理，由重庆交大交通安全科技研究院

有限公司负责具体技术内容的解释。执行过程中如有意见或建议，请寄送重庆交

大交通安全科技研究院有限公司（地址：重庆市南岸区学府大道 73 号 D 区培训

大楼；邮编：400074；电话：023-61752759；电子邮箱：cjaky_gcb@163.com），

以便修订时参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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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总则

1.0.1 为指导、规范重庆市高速公路涉路工程施工期间的交通组织，遵循安全、

畅通原则，并兼顾社会影响，特制定本指南。

1.0.2 指南适用于重庆市双向八车道及以下高速公路涉路工程施工路段的交通

组织设计、保通方案与交通组织管理，主要包括拼宽式涉路工程、穿越式涉路工

程、跨越式涉路工程。

1.0.3 高速公路涉路工程交通组织应充分考虑涉路工程施工特点、被涉高速及

周边路网情况等，处理好运营与施工的关系。

1.0.4 高速公路涉路工程交通组织鼓励吸收应用国内外成熟的技术和经验，积

极稳妥地应用新技术、新工艺、新材料、新产品等。

1.0.5 高速公路涉路工程交通组织应充分利用既有道路设施，根据实际情况变

化动态调整交通组织方案。

1.0.6 高速公路涉路工程交通组织除应符合本指南外，尚应符合国家、地方现

行其他有关标准、规范的规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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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规范性引用文件

下列文件中的内容通过文中的规范性引用而构成本文件必不可少的条款。其

中，不注日期的引用文件，其最新版本（包括所有修改单）适用于本文件。

GB 5768.2 道路交通标志和标线 第 2部分：道路交通标志

GB 5768.2 道路交通标志和标线 第 3部分：道路交通标线

GB 5768.4 道路交通标志和标线 第 4部分：施工区

GB/T 16311 道路交通标线质量要求和检测方法

GB/T 18833 道路交通反光膜

GB/T 24717 道路预成形标线带

JTG B01 公路工程技术标准

JTG D20 公路路线设计规范

JTG B05-01 公路护栏安全性能评价标准

JTG H30 公路养护安全作业规程

JTG/T L80 高速公路改扩建交通工程及沿线设施设计细则

JTG/T 3392 高速公路改扩建交通组织设计规范

JTG/T 3650 公路桥涵施工技术规范

DB 50/T 959 营运高速公路施工管理规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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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术语和定义

下列术语和定义适用于本文件。

3.0.1 涉路工程

在公路、公路用地范围或公路建筑控制区内进行的建设工程。

3.0.2 涉路工程交通组织

为保障涉路工程施工期间项目路段及区域路网维持一定的通行条件和服务

水平而采取的综合性交通管理措施。

3.0.3 拼宽式涉路工程

路基、桥梁新建加宽部分与既有部分通过横向物理联系组合成整体的涉路工

程。

3.0.4 穿越式涉路工程

从公路路面（含桥面）以下通过的涉路工程。

3.0.5 跨越式涉路工程

从公路路面（含桥面）以上架空通过的涉路工程。

3.0.6 占道

不改变原道路交通流方向，占用部分车道或硬路肩的交通组织方式。

3.0.7 单幅双通

封闭单幅道路，不中断交通流，借用对向车道实现双向通行的交通组织方式。

3.0.8 封闭交通

封闭单向或双向全部车道，中断单向或双向交通流，改变交通流向的交通组

织方式。

3.0.9 辅道通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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局部点段封闭单向或双向全部车道，不中断单向或双向交通流，利用辅道通

行的交通组织方式。

3.0.10 间断放行

封闭单向或双向车道，不改变交通流向，间续中断单向或双向交通流并有序

放行的交通组织方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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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基本规定

4.0.1 交通组织设计应与主体工程设计同步进行，并根据实际情况进行动态设

计。

条文说明：

交通组织作为高速公路涉路工程必要的工作，贯穿整个工程建设的前期方案、

设计、实施各个阶段，需与主体工程设计阶段相配合，进行同步设计，并根据涉

路工程实际动态调整，因此做出该规定。

4.0.2 在涉路工程设计阶段，应编制交通组织设计专篇。

4.0.3 交通组织与施工组织应协调统一、相辅相成，施工组织需服从于交通组

织的要求，交通组织服务于施工组织的需求。

条文说明：

施工组织应依托于交通组织设计，根据交通组织方案进行施工作业，确保施

工进度和质量不受交通影响。交通组织应充分考虑施工组织的要求，合理设置施

工区域，安排施工作业时间，尽量减少对车辆通行的影响，以保证施工进度和质

量。

4.0.4 交通组织设计应考虑保通路段的安全问题，保障作业人员、设备、车辆

运行安全，降低施工作业对交通的影响，确保运营安全。

4.0.5 交通组织方案应包括：概述、调查与分析、保通路段交通组织、应急管

理、交通恢复措施、交通组织配套设施。

4.0.6 保通路段的服务水平不宜低于原道路服务水平一个等级，低于两个等级

及以上时应进行专项论证，服务水平的计算宜遵照附录 B的规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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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交通组织总体设计

5.1 一般规定

5.1.1 高速公路涉路工程的交通组织方式可分为边通车边施工、封闭交通两种。

可结合涉路施工组织、路段实际条件、交通量等择优选择交通组织方式，也可根

据不同阶段采取不同方式，合理组合。

条文说明：

边通车边施工主要分为占硬路肩、占行车道、单幅双通、辅道通行、间断放

行等；封闭交通施工主要分为利用周边路网绕行，应对项目实际调查与分析之后

根据施工需要选择合理的交通组织方式。

5.1.2 涉路施工宜采取边通车边施工的交通组织方式，边通车边施工主要包括

占道、单幅双通、辅道通行、间断放行等。

5.1.3 涉路施工保通路段设计速度应根据既有道路设计速度、交通量及交通组

成、保通车道数及宽度等因素来确定。

条文说明：

高速公路涉路施工期间，具体可根据既有道路设计速度、交通量及交通组成、

保通车道数及宽度、侧向余宽及交通组织配套设施等因素，综合确定保通路段设

计速度，可采用 80km/h、60km/h、40km/h 等，应根据《道路交通标志和标线》

（GB 5768.4）、《公路养护安全作业规程》(JTG H30)、《营运高速公路施工管

理规范》(DB50/T 959)较高要求执行。

5.2 调查与分析

5.2.1 在项目设计阶段和编制交通组织专篇前应开展调查与分析工作。

5.2.2 交通调查宜采用大数据手段，宜包括下列内容：

1 涉路施工路段的道路条件、周边环境；

2 涉路施工路段的技术标准、前后结构物分布、通车年限、公路改扩建计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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等；

3 涉路施工路段的交通量和交通组成，宜包括周内、周末、法定节假日和其

他特殊时期的交通量、流向及交通组成；

4 涉路施工路段周边路网、事故多发点段、交通条件调查。

条文说明：

1 路段道路条件主要包含路段道路路面状况、线形指标、荷载限制、净空限

制、速度限制、交通事故等路段运行状况。

3 尤其应考虑对小型车免收通行费的节假日，此类假日小型车交通量增加较

多，对涉路施工的交通组织有较大影响。其他特殊时期包括恶劣天气，主要有台

风、大雾、暴雨、冰雪等，恶劣天气下交通量、流向及交通组成资料是决定恶劣

天气情况下交通组织应急预案的重要参考依据。

5.2.3 应根据调查内容分析其对施工路段的影响类型、范围、程度、时间等，

并开展施工区通行能力及服务水平分析。

5.3 交通组织方式

5.3.1 占道

5.3.1.1 占道时不宜侵占车道标线，并预留侧向余宽。

5.3.1.2 当需要在单向三车道及以上道路的中间车道进行作业时，宜与相邻一

侧车道同时封闭。

条文说明：

当涉路施工需要封闭中间车道作为施工区时，考虑到通行车辆、施工作业人

员的安全和保证项目工程的质量，宜与相邻一侧车道同时封闭，封闭车道数应根

据实际工程需求而定。

5.3.2 单幅双通

5.3.2.1 单幅双通时交通流转换开口宜利用现有中央分隔带开口，开口长度应

满足施工期间保通速度要求。

5.3.2.2 新建中央分隔带开口位置应选择在通视良好、平曲线半径较大的路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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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宜在通视不足或纵坡超过 3%的陡坡路段内设置开口，不宜在桥梁上新增开口。

5.3.2.3 单幅双通路段，保通速度大于等于 60km/h 时，宜设置用以分隔对向

交通的临时护栏，且临时护栏的防护等级不宜低于二（B）级。

5.3.2.4 单幅双通路段宜设置防眩设施。

5.3.3 辅道通行

5.3.3.1 辅道宜由设计单位设计，并设置完善的交通组织配套设施。

5.3.3.2 应加强辅道与既有高速的衔接过渡，满足视距及交通转换需要。

5.3.4 间断放行

5.3.4.1 单幅双通或绕行、辅道修建条件不具备时，可采取间断放行的交通组

织方式。

5.3.4.2 间断放行间隔应结合施工工艺、车流量合理确定。

5.3.5 封闭交通

5.3.5.1 若施工路段保通困难、路网具备分流条件时，可采取封闭交通利用周

边路网绕行的交通组织方式。

条文说明：

近年来随着我国高速公路网的日益加密，部分高速公路有了平行的高速公路，

承担分流的能力大大提高；周边地方道路也日益增多，技术标准也在逐渐提高。

因此有利于控制涉路工程施工安全与质量的封闭交通组织方式也成为重点选择

之一。

5.3.5.2 封闭交通前应对周边路网及地方道路的通行条件、绕行度和服务水平

等进行调查分析。

5.3.5.3 需利用周边路网进行分流时，应从技术、管理多方面进行论证。

5.3.5.4 可能存在下列情况之一时，应进行分流方案设计，并适时启动分流：

1 保通路段服务水平低于四级；

2 保通路段对车辆有荷载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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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关键工点施工对车辆有限高要求；

4 关键工点施工需单向或双向中断交通。

5.4 作业区布控

5.4.1 常见涉路施工路段限速、临时交通安全设施布置及作业区布控应按照

《道路交通标志和标线》(GB 5768.4)、《公路养护安全作业规程》(JTG H30)、

《营运高速公路施工管理规范》(DB 50/T 959)较高要求执行。

5.4.2 既有中央分隔带开口可作为短时（24h内）或临时开口使用，长时交通

转换段中央分隔带保通开口长度宜满足《高速公路改扩建交通组织设计规范》

（JTG/T 3392）的要求。

5.4.3 保通路段车道宽度宜维持原车道宽度 3.75m，应不小于 3.5m，当条件受

限且仅限小客车通行时，经论证后可为 3.25m。

条文说明：

保通车道的宽度直接决定了保通车道数，是保通设计的重要参数。现在的国

家及行业标准对保通车道的宽度未做相应具体规定，本指南主要参考了《公路工

程技术标准》（JTG B01）等资料，同时结合文献《基于实车数据的高速公路行

驶轨迹偏移和车道侧向余宽》。

经分析，高速公路行车道宽度的主要控制要素为车身尺寸、轨迹偏移行为和

侧向安全余宽。根据数据和观察研究发现，车辆在行车道内行进时行驶轨迹总是

偏离车道中心线，并有周期性的横向摆动行为，其中在直线路段中车辆的平均轨

迹摆幅更高，为 0.844m。由于车身宽度明显小于高速公路行车道宽度，车辆的

左右侧还应留有一定的安全余宽，根据数据分析取两侧余宽的 15 分位值，分别

为 0.190m 和 0.353m，二者之和为 0.543m。同时以 1.9m 作为代表性车型的车身

宽度，综上所述适用于小客车行驶的行车道宽度为0.844m+0.543m+1.9m=3.287m，

进行取整并考虑中国公路设计行业的设计习惯，确定为设计速度为80～120km/h，

单幅车道数为 3条和 3条以上时，车道宽度可取当 3.25m。

http://libvpn.cqjtu.edu.cn/rwt/CNKI/https/NNYHGLUDN3WXTLUPMW4A/kns8/Detail?sfield=fn&QueryID=3&CurRec=1&recid=&FileName=ZGGL202305017&DbName=CJFDAUTO&DbCode=CJFD&yx=&pr=&URLID=
http://libvpn.cqjtu.edu.cn/rwt/CNKI/https/NNYHGLUDN3WXTLUPMW4A/kns8/Detail?sfield=fn&QueryID=3&CurRec=1&recid=&FileName=ZGGL202305017&DbName=CJFDAUTO&DbCode=CJFD&yx=&pr=&URLI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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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涉路工程交通组织

6.1 一般规定

6.1.1 涉路工程主要包括拼宽式涉路工程、穿越式涉路工程、跨越式涉路工程。

条文说明：

本指南主要考虑对交通影响程度较大的涉路工程项目，未涉及的涉路工程可

参照执行。

6.1.2 双向 4车道、双向 6车道以及双向 8车道既有高速公路不同涉路施工形

式下的交通组织方式宜参考附录 C。

6.2 拼宽式涉路工程

6.2.1 路基、路面拼宽

6.2.1.1 在路基、路面拼宽施工时宜采取占道的交通组织方式，宜维持通行车

道数不变。

条文说明：

在一般路段拼宽施工时，通常采取占用硬路肩的交通组织方式，维持通行车

道数不变。

6.2.1.2 护栏拆除时，应设置临时防护设施，防护设施防护等级应符合施工路

段保通速度的要求，并加强与原护栏的衔接过渡。

6.2.1.3 高速公路填方路段施工区宜加强车辆速度控制管理和提高临时防护

设施防护等级。

条文说明：

在填方路段的拼宽路堤施工时，需将土路肩和原护栏挖除和拆除，车辆容易

冲出临时护栏导致事故发生，尤其是在高填方路段，事故后果往往会更加严重。

因此为了保障车辆通行安全，宜对施工作业路段内进行限速调整，比如原限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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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0km/h 应调整为 80km/h 或 60km/h，具体限速值应根据实际情况而定，同时提

高路侧临时防护设施防护等级。

6.2.1.4 高速公路挖方路段施工区根据需要设置必要的防边坡坍塌、防落石等

措施。

条文说明：

路堑加宽边坡开挖与防护，常采用机械开挖的作业方式，为了提供机械工作

面，机械开挖时需拆除既有高速公路隔离栅内移至波形护栏上，并搭设防护排架

以防碎石落到路面上，同时在临近施工区的通行区域内应设置临时警示标志和防

落石设施。

6.2.2 桥梁拼宽

6.2.2.1 在桥梁拼宽施工时宜根据施工工艺采取占道的交通组织方式，并符合

6.2.1节规定。采取其他交通组织方式时需专项论证。

条文说明：

桥梁横向拼接缝施工前，宜保留既有桥梁护栏，维持既有桥梁双向通行状态。

在桥梁上部结构拼接施工过程中，拼接加宽部分桥梁与既有桥梁进行拼接施工时

的交通组织和速度限制等要充分考虑既有桥梁上大货车行车震动对接缝现浇混

凝土的影响，不同保通车道数可根据拼接工艺合理选择不同的交通组织方式。

6.2.2.2 既有桥梁护栏拆除前，应设置临时防护设施，防护设施防护等级应符

合桥梁施工路段保通速度的要求，并加强与原护栏的衔接过渡。

条文说明：

为了防止车辆驶出车行道并越过施工区掉入桥下，在既有桥梁路侧护栏拆除

前，要求先施工拼宽部分的临时防护设施，防护等级应与保通路段设计速度相适

应。

6.3 穿越式涉路工程

6.3.1 管道、电缆穿越

6.3.1.1 管道、电缆穿越施工时宜采取不占道的交通组织方式，应维持既有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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速公路通行能力及服务水平，宜在施工区来车方向安全距离处设置施工标志。

6.3.1.2 管道、电缆穿越施工时机械设备等不得侵入高速公路建筑限界。

6.3.1.3 当管道、电缆穿越施工存在危及公路、公路附属设施安全时，交通组

织方式应单独论证。

6.3.2 道路、轨道交通穿越

6.3.2.1 道路、轨道交通下穿既有高速公路需改变原结构时，交通组织方式应

进行专项论证。

6.3.2.2 下穿施工时，应采取有效措施保护既有结构。

条文说明：

1 当涉路工程下穿既有高速公路，需将路基结构改造为桥涵结构或改变原桥

梁结构形式时，目前通常采取封闭交通、单幅双通或辅道通行的交通组织方式。

2 无论下穿施工是否需改变既有高速公路结构，均应采取有效措施保护既有

结构，并加强监控量测，防止因施工导致的既有结构破坏。

6.4 跨越式涉路工程

6.4.1 桥梁跨越

6.4.1.1 顶推

1 顶推施工时宜采取不占道的交通组织方式，维持既有高速公路通行能力及

服务水平。

2 顶推施工需在高速公路上设置临时支墩时，应加强临时支墩的防护，宜将

临时支墩设在中央分隔带或硬路肩，条件受限需将临时支墩设在行车道时，服水

平应符合 4.1.6节规定。

条文说明：

顶推施工对既有高速的交通影响较小，当车道数较多时一般会设置临时支墩，

因此交通组织方式应根据临时支墩的设置位置来设计，当临时支墩设置在高速公

路外时，应使用临时防护设施封闭右侧硬路肩；当临时支墩设置在高速公路内时，

应对临时支墩进行防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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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4.1.2 吊装

1 吊装施工时宜采取单幅双通的交通组织方式。

2 当被涉高速车流量较少且存在分流条件时，可选择在路段车流量低峰时段

进行封闭交通施工。

条文说明：

吊装施工对既有高速的交通影响较大，在道路条件允许的情况下宜采取半幅

施工、半幅通车的施工方式，在条件受限、或被涉高速车流量较少且存在分流条

件时，可选择在路段车流量低峰时段进行单向或双向封闭交通集中施工。

6.4.1.3 架桥机

1 架桥机架设安装梁体时宜采取间断放行的交通组织方式。

2 架桥机架设安装梁体前应设置防护棚，搭设和拆除防护棚时应考虑对交通

流的影响。

条文说明：

使用架桥机进行施工对既有高速的交通影响一般较小，通常无需占用车道，

但搭设、拆除防护棚立柱时需占用车道，搭设、拆除防护棚顶板和架设安装梁体

时可能需临时封闭道路，宜采取间断放行的交通组织方式。

6.4.1.4 支架现浇

1 支架现浇施工时宜采取占道的交通组织方式。

2 应选择门式支架，净空、宽度等应满足大型车通行要求，应采取防碰撞的

安全措施，设置必要的交通导流标志、照明设施和轮廓灯带。

3 搭设和拆除支架时应考虑对交通流的影响。

6.4.1.5 挂篮

1 挂篮施工时宜采取不占道的交通组织方式，维持既有高速公路通行能力及

服务水平。

2 采用全封闭挂篮施工且能保证运营安全时，可不搭设防护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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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4.1.6 转体

1 转体至高速公路区域时需临时封闭交通，应选择在路段车流量低峰时段进

行。

2 合龙段施工时，应采取有效的防护措施保证运营安全。

6.4.2 电线、通讯线跨越

6.4.2.1 涉路工程电线、通讯线上跨宜采取不占道、不封闭交通的交通组织方

式，维持通行车道数不变。

6.4.2.2 需临时封闭交通时，应选择在路段车流量低峰时段进行。

6.4.2.3 架线前应搭设封顶网，宜采取飞行器展放，跨越架与高速公路应保持

安全距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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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临时交通安全设施

7.1 临时交通标志

7.1.1 临时交通标志的设置应符合《道路交通标志和标线 第 2部分：道路交

通标志》（GB 5768.2）、《道路交通标志和标线 第 4部分：施工区》（GB 5768.4）、

《公路养护安全作业规程》（JTG H30）、《营运高速公路施工管理规范》(DB 50/T

959)等规范要求。

7.1.2 临时交通标志应保证版面整洁，摆放顺畅，不得侵入保通路段通车所必

需的侧向宽度和净空范围。

7.1.3 既有高速公路的重要指路、禁令等标志因涉路施工需要拆除时，应设置

替代原路主线功能的临时交通标志。若原有标志未拆除，并且与临时交通标志冲

突时，应对其进行遮挡，施工完成后及时恢复。

7.1.4 在施工区附近存在隧道、急弯、陡坡、视线不良等危险路段时，应根据

实际情况增设相应的标志，并考虑采取增加作业区长度等措施，保证车辆通行安

全。

7.2 临时交通标线

7.2.1 临时交通标线的设置应符合《道路交通标志和标线 第 3部分：道路交

通标线》（GB5768.2）、《道路交通标志和标线 第 4部分：作业区》（GB5768.4）

等规范要求。

7.2.2 当涉路施工区内临时交通标线与路段交通组织方式冲突时，应及时清除

不合理的临时交通标线。

条文说明：

在对交通组织总体方案动态调整时，应及时清除此前设置的与现方案有冲突

的临时交通标线。

7.2.3 当涉路施工区处于危险路段或事故多发点段时，宜在上游过渡区设置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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速标线或超速抓拍设施。

条文说明：

减速标线一般分为横向减速标线和纵向减速标线，当项目施工区处在极端线

形条件的路段时，可设置组合式减速标线，并考虑永临结合，以保证行驶车辆和

施工作业人员的安全，若车辆减速效果不明显，宜设置超速抓拍设施。

7.3 临时隔离、防护设施

7.3.1 临时隔离、防护设施的设置应符合《道路交通标志和标线 第 4部分：

施工区》（GB 5768.4）、《公路养护安全作业规程》（JTG H30）、《公路交通

安全设施设计规范》（JTG D81）、《高速公路改扩建交通工程及沿线设施设计

细则》（JTG/T L80）等规范要求。

7.3.2 占道期间可设置交通锥、塑料隔离墩、混凝土隔离墩、弹性交通柱等临

时隔离设施。

7.3.3 作业区位于事故多发点段时，作业区隔离设施应具有防撞功能，防护等

级应达到 A级及以上。

7.3.4 临时护栏应加强与原护栏的衔接过渡。

条文说明：

高速公路施工作业的实践证明，同向分离起点等位置设置防撞设施，有利于

减少交通事故、降低碰撞严重程度。

7.3.5 临时隔离防护设施连续设置时，应合理摆放以利于路面排水。

7.3.6 对于临时支架、门洞支架、防护棚等临时性重要设施应设置具有足够防

护能力的临时护栏。

7.4 其他临时设施

7.4.1 其他临时设施主要包括视线诱导设施、防眩设施、临时照明设施、临时

监控设施、减速设施等。

7.4.2 涉路施工区宜设置临时监控设施，并考虑永临结合设置方案。

7.4.3 涉路施工区应设置视线诱导设施，配合临时交通标志、标线使用，主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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包括轮廓标和线形诱导标。

7.4.4 涉路施工区单幅双通时，宜设置防眩板和有效的减速设施。

7.4.5 夜间施工时，宜设置照明设施和施工警告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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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 交通组织管理

8.1 涉路工程实施单位应按规定设置交通组织管理机构，配备与交通组织方式

相适应的现场人员和设施设备。现场人员按照工作职责分为施工作业人员、标志

维护（交通引导）人员、管理人员等三类。

8.2 现场人员应接受上岗前安全教育和作业规程培训，并按规定办理保险。

8.3 所有进、出场车辆应根据规划路线行驶，并接受交通引导人员指挥，进场

后应在施工区内指定地点停放，不应侵占施工作业控制区外的空间和危及桥涵、

隧道等结构物的安全。

8.4 涉路工程实施单位应制定处置施工险情和意外事故的应急方案，定期进行

应急演练，并按规定建立应急救援组织，配备应急救援器材、设备和物资。

8.5 涉路施工前及施工期间应利用交通主管部门户网站、中国公路信息服务网、

市级交通广播电台、微博、导航、情报板、收费车道语音播报、收费亭入口提示

语等信息发布媒介及时发布施工信息、突发路况信息。

8.6 涉路工程实施单位应定期检查交通组织措施的有效性，根据现场实际及时

动态调整方案，确保交通畅通和施工安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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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录 A 涉路工程交通组织方案编制要求

A.0.1 涉路工程交通组织方案应包含但不限于以下内容：

1 第一章 概述；

2 第二章 调查与分析；

3 第三章 保通路段交通组织；

4 第四章 应急管理；

5 第五章 交通恢复措施；

6 第六章 交通组织配套设施。

A.0.2 第一章 概述。主要介绍涉路工程涉路情况，简述施工工艺等。

A.0.3 第二章 调查与分析。主要介绍被涉高速的主要技术标准、交通量等，

需要进行分流的还应介绍受流路的基本情况。调查与分析应符合 5.2 节规定。

A.0.4 第三章 保通路段交通组织。

结合涉路施工方案、占道情况、被涉高速通行能力及服务水平要求等，合理

制定交通组织计划和选择交通组织方式，绘制各个阶段的作业区布控图，涉及封

闭交通的还应附绕行图。

A.0.5 第四章 应急管理。主要介绍交通组织应急组织机构及职责、应急物

资与装备保障、应急救援路线等，以及紧急情况下（因涉路工程导致的意外施工

事故、交通事故、交通拥堵等）的应急处置措施。

A.0.6 第五章 交通恢复措施。主要介绍涉路工程实施完成后对高速公路及

其附属设施的恢复措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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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0.7 第六章 交通组织配套设施。主要介绍与保通路段交通组织相适应的

交通组织配套设施（安全设施、管理设施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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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录 B 涉路施工占道服务水平及通行能力计算方法

B.1 涉路施工路段服务水平计算方法

施工路段服务水平是指施工路段车流量与容量（施工路段通行能力）之比值，

反应施工段服务水平，描述出施工路段交通容量对施工路段交通需求的适应程度。

（B.1）

式中：

S－－施工路段服务水平；

V－－施工路段车流量（pcu/h/ln）；

－－施工路段通行能力（pcu/h/ln）。

表 B.1 高速公路路段服务水平分级

服务

水平

等级

V/C 值

设计速度（km/h）

120 100 80

最大服务交通量

（pcu/(h·ln)）
最大服务交通量

（pcu/(h·ln)）
最大服务交通量

（pcu/(h·ln)）

一 V/C≤0.35 750 730 700

二 0.35<V/C≤0.55 1200 1150 1100

三 0.55<V/C≤0.75 1650 1600 1500

四 0.75<V/C≤0.90 1980 1850 1800

五 0.90<V/C≤1.00 2200 2100 2000

六 V/C＞1.00 0~2200 0~2100 0~2000

B.2 涉路施工占道通行能力计算方法

涉路施工占道通行能力的计算应根据施工区的项目路基本条件，结合交通组

成等进行计算，可采用基本通行能力修正的方法确定。基本通行能力的修正分析

法主要考虑保通速度、保通车道数、交通组成、侧向余宽、驾驶人总体特性、施

工作业强度、气候条件等几个因素，涉路施工占道通行能力可按式 B.2计算。

（B.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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式中：

C－－涉路施工占道通行能力；

Cb－－高速公路基本路段每车道的通行能力（pcu/h）；

－－交通组成修正系数；

－－驾驶人总体特性修正系数；

－－侧向宽度修正系数；

－－施工作业强度修正系数；

－－气候条件修正系数；

N－－行车道数，取自然数 1、2、3……。

B.3 高速公路每车道基本通行能力

高速公路基本路段每车道的通行能力 Cb在理想条件下可按表 B.2取值。

表 B.2 高速公路每车道基本通行能力 Cb 取值

限制车速（km/h） 120 100 80 60

通行能力（pcu/h/ln） 2200 2100 2000 1800

B.4 交通组成修正系数

B.4.1 交通组成是影响通行能力的重要因素。交通组成修正系数 fHV可按式 B.3

计算。

（B.3）

式中：

fHV－－表示交通组成对通行能力的修正系数；

Pi－－i类型车辆交通量占总交通量的比例；

Ei－－i类型车辆的小客车当量值。

B.5 车辆换算系数

B.5.1 车辆换算系数可按式（B.4和 B.5）计算。

（B.4）

（B.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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式中：

－－货车换算系数；

－－客车换算系数；

Vi－－第 i种车型在高速公路上坡路段时的稳定速度；

VC－－一类客车在高速公路上坡路段时的稳定速度；

Li－－第 i种车型的车身长度；

LC－－一类客车车身长度（取值为 5m）。

B.5.2 基于高速公路不同收费车型的换算系数可按表 B.3和表 B.4取值。

表 B.3 货车车辆换算系数表

车型 一型货车 二型货车 三型货车 四型货车 五型货车 六型货车

换算系数 1.9 3.1 3.3 3.5 4.0 4.4

表 B.4 客车车辆换算系数表

车型 一类客车 二类客车 三类客车 四类客车

换算系数 1 1.4 1.8 3.1

B.6 驾驶人总体特性修正系数

驾驶人总体特征修正系数 fp根据驾驶员对道路的熟悉程度、驾驶经验和身体

状况等决定，系数可在 0.90-1.00之间取值。

B.7 侧向宽度修正系数

侧向宽度修正系数 fic可按表 B.5取值。

表 B.5 侧向宽度修正系数

侧向宽度
左侧 右侧

≥0.75 ≤0.25 ≥1.5 ≤0.25

修正系数 1 0.97 1 0.95

注：其他值可采用线性内插法计算侧向宽度修正系数。

B.8 施工作业强度修正系数

施工作业的强度是指工地上工人的数量、施工车辆的数量和大小以及作业靠

近正常使用的行车道的情况。施工区的通行能力随着施工强度的增加而降低，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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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作业强度修正系数 fwi一般保持在 0.88～0.98之间。

B.9 气候条件修正系数

涉路施工区不同气候条件会对驾驶人的驾驶行为产生干扰，从而影响到道路

通行能力。气候条件修正系数 fcc可按表 B.6取值。

表 B.6 气候条件修正系数

气候条件 修正系数

气候条件良好，基本不影响通行 1.00

气候环境一般，可能影响通行能力，但不显著 0.95

极端气候多发区域（强风、强暴雨雪、大雾等） 0.9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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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录 C 常见涉路工程交通组织方式

C.1 双向 4车道高速公路常见涉路工程交通组织方式可按表 C.1选择

表 C.1 双向 4 车道高速公路交通组织方式推荐表

涉路工程类

别
项目类别/施工工艺

设计速度（km/h）
120 100 ≤80

交通量（pcu/h）
≤1100 1100～2400 2400～4000 >4000 ≤1100 1100~2300 2300～3800 >3800 ≤1000 1000~2200 2200～3600 >3600

跨越式涉路

工程

桥梁跨越

顶推

①占硬路肩

②占硬路肩+第 2车道

③占硬路肩+第 1车道

④不占道

①占硬路肩

②不占道
不占道 不占道

①占硬路肩

②占硬路肩+第 2车道

③占硬路肩+第 1车道

④不占道

①占硬路肩

②不占道
不占道 不占道

①占硬路肩

②占硬路肩+第 2车道

③占硬路肩+第 1车道

④不占道

①占硬路肩

②不占道
不占道 不占道

吊装
①单幅双通

②封闭交通（临时）
— — —

①单幅双通

②封闭交通（临时）
— — —

①单幅双通

②封闭交通（临时）
— — —

架桥机 间断放行 间断放行 — — 间断放行 间断放行 — — 间断放行 间断放行 — —

挂篮 不占道 不占道 不占道 不占道 不占道 不占道 不占道 不占道 不占道 不占道 不占道 不占道

支架现浇

①占硬路肩

②占硬路肩+第 2车道

③占硬路肩+第 1车道

占硬路肩 — —

①占硬路肩

②占硬路肩+第 2车道

③占硬路肩+第 1车道

占硬路肩 — —

①占硬路肩

②占硬路肩+第 2车道

③占硬路肩+第 1车道

占硬路肩 — —

转体
①封闭交通（临时）

②不占道

①封闭交通（临

时）

②不占道

— —
①封闭交通（临时）

②不占道

①封闭交通（临时）

②不占道
— —

①封闭交通（临时）

②不占道

①封闭交通（临时）

②不占道
— —

电力、通讯管线跨越
①封闭交通（临时）

②不占道
不占道 不占道 不占道

①封闭交通（临时）

②不占道
不占道 不占道 不占道

①封闭交通（临时）

②不占道
不占道 不占道 不占道

穿越式涉路

工程

管道、电缆

穿越

桥梁段 不占道 不占道 不占道 不占道 不占道 不占道 不占道 不占道 不占道 不占道 不占道 不占道

路基段 不占道 不占道 不占道 不占道 不占道 不占道 不占道 不占道 不占道 不占道 不占道 不占道

道路、轨道

交通穿越

桥梁段 不占道 不占道 不占道 不占道 不占道 不占道 不占道 不占道 不占道 不占道 不占道 不占道

路基段
①单幅双通

②辅道通行
辅道通行 辅道通行 辅道通行

①单幅双通

②辅道通行
辅道通行 辅道通行 辅道通行

①单幅双通

②辅道通行
辅道通行 辅道通行 辅道通行

拼宽式涉路

工程

路基、路面拼宽
①占硬路肩

②占硬路肩+第 2车道
占硬路肩 — — ①占硬路肩 占硬路肩 — —

①占硬路肩

②占硬路肩+第 2车道
占硬路肩 — —

桥梁拼宽

①占硬路肩

②占硬路肩+第 2车道

③单幅双通

占硬路肩 — —
①占硬路肩

②单幅双通
占硬路肩 — —

①占硬路肩

②占硬路肩+第 2车道

③单幅双通

占硬路肩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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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2 双向 6车道高速公路常见涉路工程交通组织方式可按表 C.2选择

表 C.2 双向 6 车道高速公路交通组织方式推荐表

涉路工程类

别
项目类别/施工工艺

设计速度（km/h）
120 100 ≤80

交通量（pcu/h）
≤2300 2400～3600 3600～6000 >6000 ≤2200 2200～3500 3500～5700 >5700 ≤2100 2100～3300 3300～5400 >5400

跨越式涉路

工程

桥梁跨越

顶推

①占硬路肩

②占硬路肩+第 1 车道

③占硬路肩+第 2 车道

④占硬路肩+第 3 车道

⑤不占道

①占硬路肩

②不占道
不占道 不占道

①占硬路肩

②占硬路肩+第 1车道

③占硬路肩+第 2车道

④占硬路肩+第 3车道

⑤不占道

①占硬路肩

②不占道
不占道 不占道

①占硬路肩

②占硬路肩+第 1 车道

③占硬路肩+第 2 车道

④占硬路肩+第 3 车道

⑤不占道

①占硬路肩

②不占道
不占道 不占道

吊装
①单幅双通

②封闭交通（临时）
— — —

①单幅双通

②封闭交通（临时）
— — —

①单幅双通

②封闭交通（临时）
— — —

架桥机 间断放行 间断放行 — — 间断放行 间断放行 — — 间断放行 间断放行 — —

挂篮 不占道 不占道 不占道 不占道 不占道 不占道 不占道 不占道 不占道 不占道 不占道 不占道

支架现浇

①占硬路肩

②占硬路肩+第 1 车道

③占硬路肩+第 2 车道

④占硬路肩+第 3 车道

占硬路肩 — —

①占硬路肩

②占硬路肩+第 1车道

③占硬路肩+第 2车道

④占硬路肩+第 3车道

占硬路肩 — —

①占硬路肩

②占硬路肩+第 1 车道

③占硬路肩+第 2 车道

④占硬路肩+第 3 车道

占硬路肩 — —

转体
①封闭交通（临时）

②不占道

①封闭交通（临

时）

②不占道

— —
①封闭交通（临时）

②不占道

①封闭交通（临时）

②不占道
— —

①封闭交通（临时）

②不占道

①封闭交通（临时）

②不占道
— —

电力、通讯管线跨越
①封闭交通（临时）

②不占道
不占道 不占道 不占道

①封闭交通（临时）

②不占道
不占道 不占道 不占道

①封闭交通（临时）

②不占道
不占道 不占道 不占道

穿越式涉路

工程

管道、电缆

穿越

桥梁段 不占道 不占道 不占道 不占道 不占道 不占道 不占道 不占道 不占道 不占道 不占道 不占道

路基段 不占道 不占道 不占道 不占道 不占道 不占道 不占道 不占道 不占道 不占道 不占道 不占道

道路、轨道

交通穿越

桥梁段 不占道 不占道 不占道 不占道 不占道 不占道 不占道 不占道 不占道 不占道 不占道 不占道

路基段
①单幅双通

②辅道通行
辅道通行 辅道通行 辅道通行

①单幅双通

②辅道通行
辅道通行 辅道通行 辅道通行

①单幅双通

②辅道通行
辅道通行 辅道通行 辅道通行

拼宽式涉路

工程

路基、路面拼宽
①占硬路肩

②占硬路肩+第 3 车道
占硬路肩 — —

①占硬路肩

②占硬路肩+第 3车道
占硬路肩 — —

①占硬路肩

②占硬路肩+第 3 车道
占硬路肩 — —

桥梁拼宽

①占硬路肩

②占硬路肩+第 3 车道

③单幅双通

占硬路肩 — —

①占硬路肩

②占硬路肩+第 3车道

③单幅双通

占硬路肩 — —

①占硬路肩

②占硬路肩+第 3 车道

③单幅双通

占硬路肩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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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3 双向 8车道高速公路常见涉路工程交通组织方式可按表 C.3选择

表 C.3 双向 8 车道高速公路交通组织方式推荐表

涉路工程类

别
项目类别/施工工艺

设计速度（km/h）
120 100 ≤80

交通量（pcu/h）
≤3100 3100~4800 4800～7900 >7900 ≤2900 2900~4600 4600～7600 >7600 ≤2800 2800~4400 4400～7200 >7200

跨越式涉路

工程

桥梁跨越

顶推

①占硬路肩

②占硬路肩+第 4车道

③占硬路肩+第 3车道

④占硬路肩+第 2车道

⑤占硬路肩+第 1车道

⑥不占道

①占硬路肩

②不占道
不占道 不占道

①占硬路肩

②占硬路肩+第 4车道

③占硬路肩+第 3车道

④占硬路肩+第 2车道

⑤占硬路肩+第 1车道

⑥不占道

①占硬路肩

②不占道
不占道 不占道

①占硬路肩

②占硬路肩+第 4 车道

③占硬路肩+第 3 车道

④占硬路肩+第 2 车道

⑤占硬路肩+第 1 车道

⑥不占道

①占硬路肩

②不占道
不占道 不占道

吊装 封闭交通（临时） — — — 封闭交通（临时） — — — 封闭交通（临时） — — —

架桥机 间断放行 间断放行 — — 间断放行 间断放行 — — 间断放行 间断放行 — —

挂篮 不占道 不占道 不占道 不占道 不占道 不占道 不占道 不占道 不占道 不占道 不占道 不占道

支架现浇

①占硬路肩

②占硬路肩+第 4车道

③占硬路肩+第 3车道

④占硬路肩+第 2车道

⑤占硬路肩+第 1车道

占硬路肩 — —

①占硬路肩

②占硬路肩+第 4车道

③占硬路肩+第 3车道

④占硬路肩+第 2车道

⑤占硬路肩+第 1车道

占硬路肩 — —

①占硬路肩

②占硬路肩+第 4 车道

③占硬路肩+第 3 车道

④占硬路肩+第 2 车道

⑤占硬路肩+第 1 车道

占硬路肩 — —

转体
①封闭交通（临时）

②不占道

①封闭交通（临时）

②不占道
— —

①封闭交通（临时）

②不占道

①封闭交通（临时）

②不占道
— —

①封闭交通（临时）

②不占道

①封闭交通（临时）

②不占道
— —

电力、通讯管线跨越
①封闭交通（临时）

②不占道
不占道 不占道 不占道

①封闭交通（临时）

②不占道
不占道 不占道 不占道

①封闭交通（临时）

②不占道
不占道 不占道 不占道

穿越式涉路

工程

管道、电缆穿

越

桥梁段 不占道 不占道 不占道 不占道 不占道 不占道 不占道 不占道 不占道 不占道 不占道 不占道

路基段 不占道 不占道 不占道 不占道 不占道 不占道 不占道 不占道 不占道 不占道 不占道 不占道

道路、轨道交

通穿越

桥梁段 不占道 不占道 不占道 不占道 不占道 不占道 不占道 不占道 不占道 不占道 不占道 不占道

路基段 辅道通行 辅道通行 辅道通行 辅道通行 辅道通行 辅道通行 辅道通行 辅道通行 辅道通行 辅道通行 辅道通行 辅道通行

拼宽式涉路

工程

路基、路面拼宽
①占硬路肩

②占硬路肩+第 4车道
占硬路肩 — —

①占硬路肩

②占硬路肩+第 4车道
占硬路肩 — —

①占硬路肩

②占硬路肩+第 4 车道
占硬路肩 — —

桥梁拼宽
①占硬路肩

②占硬路肩+第 4车道
占硬路肩 — —

①占硬路肩

②占硬路肩+第 4车道
占硬路肩 — —

①占硬路肩

②占硬路肩+第 4 车道
占硬路肩 — —

注：1.表中设计速度及交通量均指所涉高速公路，交通量指单向交通量；

2.从中央分隔带至硬路肩分别为第1 车道、第 2车道……第n 车道、硬路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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