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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言
车道交叉口是城市中交通最为密集的地方，是城市交通

中最为关键的组成部分，同时也是城市中发生交通事故最多

的位置。因此，车道交叉口设计就显得极为关键，对城市中

交通系统的平稳运转产生着极为关键的影响。所以，在针对

城市交叉口车道进行设计的时候，一定要针对实际的地形以

及空间的特点进行详细分析，针对其中容易发生交通事故的

位置制定出相应的处理措施，从而使城市交通更为顺畅，进

而使人们日常出行的安全性得到充分保障。

2 交叉口车道数的确定
道路交叉口是出现交通问题最为集中地方。所以，针对

交叉口路段的设计就显得极为重要，它关系到整个交通系统

的正常运转。在交叉口路段的设计过程中，我们可以分析现

有空间和地形特点，针对交通路段的地理特征和交通流向特

征，做出相应改善计划，使车和人流更加安全，保证交通运

行的顺畅。另外，我们还要注意满足道路景观要求，符合整

个景观设计的标准，为城市增添亮点。

在对城市交叉口车道进行设计之前，我们要对交叉口的用

地面积、附近建筑的实际情况、实际的车流量、交通性质、交

通组织以及和交叉口相交车道的数量、角度等进行详细分析。

现阶段，最为常用的交叉口设计主要有十字形、X字形、T字形、

Y 字形、错位交叉以及复合交叉等形式。除此之外，在已经明

确交叉口车道数量以及宽的同时，还需要将自行车群体以及步

行群体思考在内，若是条件允许的话，可以设计出人车分流的

交叉车道，这样可以使城市交通更为顺畅，保障其安全性。

确定交叉口车道数量的方式如下：第一，需要将交叉口

的形式确定，通过该路口在车流高峰时期的车流量以及车辆

行驶的各个方向，初步确定出车道的数量。根据已经确定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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交通组织设计计划，针对初步确定的车道数量实施通行性能

计算，若是在计算的过程中发现其实际的通行性能无法满足

车流高峰时期的需求，那么就一定要增加车道的数量，之后

再重新进行计算，直至可以满足车流高峰时期的需求为止。

第二，为了有效激发车道的通行性能，在交叉口位置的车道

数量不能比主干道的车道数量少，一般情况下车道数要多一

条到两条左右，交叉口的通行性能需要比正常路段的通行性

能高。这样的话，不但可以使车道的交通更为顺畅，还能为

以后的车道改造打下基础 [1]。

3 交叉口的拓宽设计
在城市交叉口车道设计中，车道宽度不足的问题时常发

生，因此，在实际进行设计的时候，为了使交叉口车道的交

通更加顺畅，可以运用将车道一侧或者是两侧进行拓宽的方

式提升其通行性能。拓宽过程主要运用以下几种方式进行施

工：第一，在实际对车道进行拓宽的过程中，需要针对车道

中的车流量、交通组织形式以及车道的通行性能进行分析，

正常情况下都是在原车道中开出一条新车道供以方便通行。

第二，在向车道的左侧进行拓宽的时候，可以运用车道中心

部分的中心带，同时还可以占据另一侧车道进行拓宽。在向

车道的右侧进行车道拓宽的过程中，可以占用非机动车道、

绿化带或者周围的房屋进行车道的拓宽工作 [2]。

4 交叉口的立面设计
4.1 交叉口的设计原则

在进行交叉口立面设计的过程中，关键是根据相交车道

的技术级别、车流量、车道纵度、横断面和实际的地理情况、

水流向以及周围车道工程等信息进行设计，从而达到车道通

行顺畅、排水顺畅以及便于行人通过的目的。与此同时，还

需要使其他车道的纵面以及横面的断面更具有科学合理性。

实际进行交叉口车道立面设计时需要遵守以下原则：

第一，在关键车道通过轿车口的过程中，其纵坡不能出

现变化。

第二，级别一致的车道相交，且车流量差距较小、各自

的坡度具有差异，那么就需要在交叉口控制各自的坡度，更

改横坡，使交叉口位置出现一个平整的共同面；级别具有差

异的车道相交，级别较高车道的纵面以及横面的断面不变，

级别较低车道的纵坡、纵横断面需要随其进行改变，并且，

级别较低车道的双向倾斜横断面需要和高级别的单向倾斜

横断面的纵坡一致，从而保障高级别车道的通行顺畅。

第三，为了使交叉口的排水性能更好，需要保障最少一

条车道的纵坡在交叉口往外进行倾斜，从而保障其排水性能。

第四，在交叉口区域内的横坡需要尽量保持平整，正常

情况下需要小于车道的横断面坡度。平整地面要设计为中心

高两边低的形式，保障其排水性能以及通行性能。在交叉口

区域内，不能让一条车道的地表水进入到另一条车道中，同

时也不能让地表水流入人行道中，需要运用截水的方式，多

在交叉口人行横道前或路缘口转角曲线的切点上布置雨水口。

第五，交叉口设计高程要与周围建筑物及相邻车道设计

高程相协调 [3]。

4.2 交叉口立面设计方法及步骤
交叉口立面设计主要运用方格网法、设计等高线法和方

格网设计等高线法三种方式。

①方格网法。

方格网法其实就是将交叉口区域内相交车道的中心线作

为中心点，用 5×5m 或者是 10×10m 的平行线制作方格网。

倾斜相交的车道需要选用方便施工放线测量的方向，测出方

格点上的地面高程并求出其设计高程，这样就可以精准算出

施工的实际高度

②设计等高线法。

设计等高线法是在交叉口区域内，确定路脊线以及划分

工程计算网线，计算出路脊线以及工程计算线之上各点的设

计标高，最终描绘出设计等高线，与此同时计算出各个点位

之间的施工高度。

③方格网设计等高线法。

方格网设计等高线法就是将方格网线以及设计等高线充

分结合在一起，主要用于部分大型关键交叉口以及广场的立

面设计工程中。该方式在实际设计过程中的具体流程为：收

集数据信息，然后绘制平面交叉图纸。图纸中需要含有以相

交车道中心线为坐标基线的方格网，方格尺寸一般为 5×5m

或 10×10m，视车道等级、地形条件和设计精度要求选择，

测出方格点上的地面高程 [4]。

5 结语
综上所述，伴随着现阶段中国城市化建设进程加快，城

市交通车道建设的重要性也逐渐彰显出来，成为现阶段城市

化建设至关重要的组成部分。因此，在城市交口道路设计过

程中，一定要保障其精确性，这对城市交通系统规划设计来讲，

是一个极为关键的任务。科学合理的交叉口道路不但可以使

城市交通更为顺畅，还可以充分保障人们的出行安全，因此，

我们应学会将交叉口设计成果运用到交叉口渠化设计工作中，

使两者互相配合，发挥其最高效应，将工作做到最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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