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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发布国家标准 城市道路交通

规划设计规范 的通知

建标 号

根据国家计委计综 号文的要求 由建设部会同有

关部门共同制订的 城市道路交通规划设计规范 已经有关部门会

审 现批准 城市道路交通规划设计规范 为强制

性国家标准 自一九九五年九月一日起施行

本标准由建设部负责管理 具体解释等工作由上海同济大学

负责 出版发行由建设部标准定额研究所负责组织

中华人民共和国建设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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总 则

为了科学 合理地进行城市道路交通规划设计 优化城市

用地布局 提高城市的运转效能 提供安全 高效 经济 舒适和低

公害的交通条件 制定本规范

本规范适用于全国各类城市的城市道路交通规划设计

城市道路交通规划应以市区内的交通规划为主 处理好市

际交通与市内交通的衔接 市域范围内的城镇与中心城市的交通

联系

城市道路交通规划必须以城市总体规划为基础 满足土地

使用对交通运输的需求 发挥城市道路交通对土地开发强度的促

进和制约作用

城市道路交通规划应包括城市道路交通发展战略规划和

城市道路交通综合网络规划两个组成部分

城市道路交通发展战略规划应包括下列内容

确定交通发展目标和水平

确定城市交通方式和交通结构

确定城市道路交通综合网络布局 城市对外交通和市

内的客货运设施的选址和用地规模

提出实施城市道路交通规划过程中的重要技术经济

对策

提出有关交通发展政策和交通需求管理政策的建议

城市道路交通综合网络规划应包括下列内容

确定城市公共交通系统 各种交通的衔接方式 大型

公共换乘枢纽和公共交通场站设施的分布和用地范围

确定各级城市道路红线宽度 横断面形式 主要交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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口的形式和用地范围 以及广场 公共停车场 桥梁 渡口的位置和

用地范围

平衡各种交通方式的运输能力和运量

对网络规划方案作技术经济评估

提出分期建设与交通建设项目排序的建议

城市客运交通应按照市场经济的规律 结合城市社会经济

发展水平 优先发展公共交通 组成公共交通 个体交通优势互补

的多种方式客运网络 减少市民出行时耗

城市货运交通宜向社会化 专业化 集装化的联合运输方

式发展

城市道路交通规划设计除应执行本规范的规定外 尚应

符合国家现行的有关标准 规范的规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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术 语

标准货车

以载重量 的汽车为标准车 其它型号的载重汽车 按其

车型的大小分别乘以相应的换算系数 折算成标准货车 其换算系

数宜按本规范附录 的规定取值

乘客平均换乘系数

衡量乘客直达程度的指标 其值为乘车出行人次与换乘人次

之和除以乘车出行人次

存车换乘

将自备车辆存放后 改乘公共交通工具而到达目的地的交通

方式

出行时耗

居民从甲地到乙地在交通行为中所耗费的时间

当量小汽车

以 座的小客车为标准车 作为各种型号车辆换算道路交

通量的当量车种 其换算系数宜按本规范附录 取值

道路红线

规划道路的路幅边界线

港湾式停靠站

在道路车行道外侧 采取局部拓宽路面的公共交通停靠站

公共交通线路网密度

每平方公里城市用地面积上有公共交通线路经过的道路中心

线长度 单位为

公共交通线路重复系数

公共交通线路总长度与线路网长度之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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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共交通标准车

以车身长度 的 型单节公共汽车为标准车 其它

各种型号的车辆 按其不同的车身长度 分别乘以相应的换算系

数 折算成标准车数 换算系数宜按附录 取值

公共停车场

为社会公众存放车辆而设置的免费或收费的停车场地 也称

社会停车场

货物流通中心

将城市货物的储存 批发 运输组合在一起的机构

货物周转量

在某一时间 年或日 内 各种货物重量与该货物从出发地到

目的地的距离乘积之和 单位为

交通方式

从甲地到乙地完成出行目的所采用的交通手段

交通结构

居民出行采用步行 骑车 乘公共交通 出租汽车等交通方式

由这些方式分别承担出行量在总量中所占的百分比

交通需求管理

抑制城市交通总量的政策性措施

客运能力

公共交通工具在单位时间 内所能运送的客位数 单位为

人次

快速轨道交通

以电能为动力 在轨道上行驶的快速交通工具的总称 通常可

按每小时运送能力是否超过 万人次 分为大运量快速轨道交通

和中运量快速轨道交通

路抛制

出租汽车不设固定的营业站 而在道路上流动 招揽乘客 采

取招手即停的服务方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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线路非直线系数

公共交通线路首末站之间实地距离与空间直线距离之比 环

行线的非直线系数按主要集散点之间的实地距离与空间直线距离

之比

运送速度

衡量公共交通服务质量的指标 公共交通车辆在线路首末站

之间的行程时间 包括各站间的行驶时间与各站停站时间 除行程

长度所得的平均速度 单位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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城市公共交通

一 般 规 定

城市公共交通规划 应根据城市发展规模 用地布局和道

路网规划 在客流预测的基础上 确定公共交通方式 车辆数 线路

网 换乘枢纽和场站设施用地等 并应使公共交通的客运能力满足

高峰客流的需求

大 中城市应优先发展公共交通 逐步取代远距离出行的

自行车 小城市应完善市区至郊区的公共交通线路网

城市公共交通规划应在客运高峰时 使 的居民乘用

下列主要公共交通方式时 单程 大出行时耗应符合表 的

规定

不同规模城市的最大出行时耗和主要公共交通方式 表

城市规模 大出行时耗 主要公共交通方式

大

万人
大 中运量快速轨道交通

公共汽车 电车

万人
中运量快速轨道交通

公共汽车 电车

万人 公共汽车 电车

中 公共汽车

小 公共汽车

城市公共汽车和电车的规划拥有量 大城市应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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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一辆标准车 中 小城市应每 人一辆标准车

城市出租汽车规划拥有量根据实际情况确定 大城市每千

人不宜少于 辆 小城市每千人不宜少于 辆 中等城市可在其

间取值

规划城市人口超过 万人的城市 应控制预留设置快速

轨道交通的用地

选择公共交通方式时 应使其客运能力与线路上的客流量

相适应 常用的公共交通方式单向客运能力宜符合表 的规

定

公共交通方式单向客运能力 表

公共交通方式
运送速度 发车频率

车次

单向客运能力

千人次

公共汽车

无轨电车

有轨电车

中运量快速轨道交通

大运量快速轨道交通

公共交通线路网

城市公共交通线路网应综合规划 市区线 近郊线和远郊

线应紧密衔接 各线的客运能力应与客流量相协调 线路的走向

应与客流的主流向一致 主要客流的集散点应设置不同交通方式

的换乘枢纽 方便乘客停车与换乘

在市中心区规划的公共交通线路网的密度 应达到

在城市边缘地区应达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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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城市乘客平均换乘系数不应大于 中 小城市不应

大于

公共交通线路非直线系数不应大于

市区公共汽车与电车主要线路的长度宜为 快

速轨道交通的线路长度不宜大于 的行程

公共交通车站

公共交通的站距应符合表 的规定

公共交通站距 表

公共交通方式 市区线 郊区线

公共汽车与电车

公共汽车大站快车

中运量快速轨道交通

大运量快速轨道交通

公共交通车站服务面积 以 半径计算 不得小于城

市用地面积的 以 半径计算 不得小于

无轨电车终点站与快速轨道交通折返站的折返能力 应同

线路的通过能力相匹配 两条及两条线路以上无轨电车共用一对

架空触线的路段 应使其发车频率与车站通过能力 交叉口架空触

线的通过能力相协调

公共交通车站的设置应符合下列规定

在路段上 同向换乘距离不应大于 异向换乘距

离不应大于 对置设站 应在车辆前进方向迎面错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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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道路平面交叉口和立体交叉口上设置的车站 换乘

距离不宜大于 并不得大于

长途客运汽车站 火车站 客运码头主要出入口

范围内应设公共交通车站

公共交通车站应与快速轨道交通车站换乘

快速轨道交通车站和轮渡站应设自行车存车换乘停车场

库

快速路和主干路及郊区的双车道公路 公共交通停靠站不

应占用车行道 停靠站应采用港湾式布置 市区的港湾式停靠站长

度 应至少有两个停车位

公共汽车和电车的首末站应设置在城市道路以外的用地

上 每处用地面积可按 计算 有自行车存车换乘

的 应另外附加面积

城市出租汽车采用营业站定点服务时 营业站的服务半径

不宜大于 其用地面积为

城市出租汽车采用路抛制服务时 在商业繁华地区 对外

交通枢纽和人流活动频繁的集散地附近 应在道路上设出租汽车

停车道

公共交通场站设施

公共交通停车场 车辆保养场 整流站 公共交通车辆调度

中心等的场站设施应与公共交通发展规模相匹配 用地有保证

公共交通场站布局 应根据公共交通的车种车辆数 服务

半径和所在地区的用地条件设置 公共交通停车场宜大 中 小相

结合 分散布置 车辆保养场布局应使高级保养集中 低级保养分

散 并与公共交通停车场相结合

公共交通车辆保养场用地面积指标宜符合表 的规

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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保养场用地面积指标 表

保养场规模

辆

每辆车的保养场用地面积 辆

单节公共汽车和电车 铰接式公共汽车和电车 出租小汽车

无轨电车和有轨电车整流站的规模应根据其所服务的车

辆型号和车数确定 整流站的服务半径宜为 一座整流

站的用地面积不应大于

大运量快速轨道交通车辆段的用地面积 应按每节车厢

计算 并不得大于每双线千米

公共交通车辆调度中心的工作半径不应大于 每处

用地面积可按 计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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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行车交通

一 般 规 定

计算自行车交通出行时耗时 自行车行程速度宜按

计算 交通拥挤地区和路况较差的地区 其行程速度宜取

低限值

自行车 远的出行距离 在大 中城市应按 计算 小

城市应按 计算

在城市居民出行总量中 使用自行车与公共交通的比值

应控制在表 规定的范围内

不同规模城市的居民使用自行车与

公共交通出行量的比值 表

城市规模 自行车出行量 公共交通出行量

大城市

万人

万人

中等城市

小城市 不控制

自行车道路

自行车道路网规划应由单独设置的自行车专用路 城市干

路两侧的自行车道 城市支路和居住区内的道路共同组成一个能

保证自行车连续交通的网络

大 中城市干路网规划设计时 应使自行车与机动车分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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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驶

自行车单向流量超过 辆 时的路段 应设平行道

路分流 在交叉口 当每个路口进入的自行车流量超过 辆

时 应在道路网规划中采取自行车的分流措施

自行车道路网密度与道路间距 宜按表 的规定采

用

自行车道路网密度与道路间距 表

自行车道路与机动车道

的分隔方式

道路网密度 道路间距

自行车专用路

与机动车道间用设施隔离

路面划线

自行车道路与铁路相交遇下列三种情况之一时 应设分离

式立体交叉

与 级铁路正线相交 高峰小时自行车双向流量超过

辆

与 级铁路正线相交 高峰小时自行车双向流量超过

辆

火车调车作业中断自行车专用路的交通 日均累计

以上 且在交通高峰时中断交通 以上

自行车专用路应按设计速度 的要求进行线型设

计

自行车道路的交通环境设计 应设置安全 照明 遮荫等设

施

自行车道路的宽度和通行能力

自行车道路路面宽度应按车道数的倍数计算 车道数应按

自行车高峰小时交通量确定 自行车道路每条车道宽度宜为

靠路边的和靠分隔带的一条车道侧向净空宽度应加 自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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车道路双向行驶的 小宽度宜为 混有其它非机动车的 单

向行驶的 小宽度应为

自行车道路的规划通行能力的计算应符合下列规定

路段每条车道的规划通行能力应按 辆 计算

平面交叉口每条车道的规划通行能力应按 辆 计算

自行车专用路每条车道的规划通行能力应按第

条的规定乘以

在自行车道内混有人力三轮车 板车等 应按本规范

附录 的规定乘非机动车的换算系数 当这部分的车流量与

总体车流量之比大于 时 每条车道的规划通行能力应乘折减

系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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步 行 交 通

一 般 规 定

城市中规划步行交通系统应以步行人流的流量和流向为

基本依据 并应因地制宜地采用各种有效措施 满足行人活动的要

求 保障行人的交通安全和交通连续性 避免无故中断和任意缩减

人行道

人行道 人行天桥 人行地道 商业步行街 城市滨河步道

或林荫道的规划 应与居住区的步行系统 与城市中车站 码头集

散广场 城市游憩集会广场等的步行系统紧密结合 构成一个完整

的城市步行系统

步行交通设施应符合无障碍交通的要求

人行道 人行横道 人行天桥 人行地道

沿人行道设置行道树 公共交通停靠站和候车亭 公用电

话亭等设施时 不得妨碍行人的正常通行

确定人行道通行能力 应按其可通行的人行步道实际净宽

度计算

人行道宽度应按人行带的倍数计算 小宽度不得小于

人行带的宽度和通行能力应符合表 的规定

人行带宽度和最大通行能力 表

所在地点
宽度 大通行能力

人

城市道路上

车站码头 人行天桥和地道

在城市的主干路和次干路的路段上 人行横道或过街通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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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间距宜为

当道路宽度超过四条机动车道时 人行横道应在车行道的

中央分隔带或机动车道与非机动车道之间的分隔带上设置行人安

全岛

属于下列情况之一时 宜设置人行天桥或地道

横过交叉口的一个路口的步行人流量大于 人次

且同时进入该路口的当量小汽车交通量大于 辆 时

通过环形交叉口的步行人流总量达 人次 且

同时进入环形交叉的当量小汽车交通量达到 辆 时

行人横过城市快速路时

铁路与城市道路相交道口 因列车通过一次阻塞步行

人流超过 人次或道口关闭的时间超过 时

人行天桥或地道设计应符合城市景观的要求 并与附近地

上或地下建筑物密切结合 人行天桥或地道的出入口处应规划人

流集散用地 其面积不宜小于

地震多发地区的城市 人行立体过街设施宜采用地道

商业步行区

商业步行区的紧急安全疏散出口间隔距离不得大于

区内道路网密度可采用

商业步行区的道路应满足送货车 清扫车和消防车通行的

要求 道路的宽度可采用 其间可配置小型广场

商业步行区内步行道路和广场的面积 可按每平方米容纳

人计算

商业步行区距城市次干路的距离不宜大于 步行区

进出口距公共交通停靠站的距离不宜大于

商业步行区附近应有相应规模的机动车和非机动车停车

场或多层停车库 其距步行区进出口的距离不宜大于 并不

得大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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城市货运交通

一 般 规 定

城市货运交通量预测应以城市经济 社会发展规划和城市

总体规划为依据

城市货运交通应包括过境货运交通 出入市货运交通与市

内货运交通三个部分

货运车辆场站的规模与布局宜采用大 中 小相结合的原

则 大城市宜采用分散布点 中 小城市宜采用集中布点 场站选

址应靠近主要货源点 并与货物流通中心相结合

货 运 方 式

城市货运方式的选择应符合节约用地 方便用户 保护环

境的要求 并应结合城市自然地理和环境特征 合理选择道路 铁

路 水运和管道等运输方式

企业运量大于 万 年的大宗散装货物运输 宜采用铁路

或水运方式

运输线路固定的气体 液化燃料和液化化工制品 运量大

于 万 年时 宜采用管道运输方式

当城市对外货物运输距离小于 时 宜采用公路运

输方式

大 中城市的零担货物 宜采用专用货车或厢式货车运输

适当发展集装箱运输

城市货运汽车的需求量应根据规划的年货物周转量计算

确定 或按规划城市人口每 人配置一辆标准货车估算

大 中城市货运车辆的车型比例应结合货物特征 经过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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选确定 大 中 小车型的比例 大城市可采用

中 小城市可根据实际情况确定

货物流通中心

货运交通规划应组织储 运 销为一体的社会化运输网络

发展货物流通中心

货物流通中心应根据其业务性质及服务范围划分为地区

性 生产性和生活性三种类型 并应合理确定规模与布局

货物流通中心用地总面积不宜大于城市规划用地总面积

的

大城市的地区性货物流通中心应布置在城市边缘地区 其

数量不宜少于两处 每处用地面积宜为 万 万 中 小城

市货物流通中心的数量和规模宜根据实际货运需要确定

生产性货物流通中心 应与工业区结合 服务半径宜为

其用地规模应根据储运货物的工作量计算确定 或宜按每

处 万 万 估算

生活性货物流通中心的用地规模 应根据其服务的人口数

量计算确定 但每处用地面积不宜大于 万 服务半径宜为

货 运 道 路

货运道路应能满足城市货运交通的要求 以及特殊运输

救灾和环境保护的要求 并与货运流向相结合

当城市道路上高峰小时货运交通量大于 辆标准货车

或每天货运交通量大于 辆标准货车时 应设置货运专用车

道

货运专用车道 应满足特大货物运输的要求

大 中城市的重要货源点与集散点之间应有便捷的货运道

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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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型工业区的货运道路 不宜少于两条

当昼夜过境货运车辆大于 辆标准货车时 应在市区

边缘设置过境货运专用车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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城市道路系统

一 般 规 定

城市道路系统规划应满足客 货车流和人流的安全与畅

通 反映城市风貌 城市历史和文化传统 为地上地下工程管线和

其它市政公用设施提供空间 满足城市救灾避难和日照通风的要

求

城市道路交通规划应符合人与车交通分行 机动车与非机

动交通分道的要求

城市道路应分为快速路 主干路 次干路和支路四类

城市道路用地面积应占城市建设用地面积的

对规划人口在 万以上的大城市 宜为

规划城市人口人均占有道路用地面积宜为 其

中 道路用地面积宜为 人 广场面积宜为

人 公共停车场面积宜为 人

城市道路中各类道路的规划指标应符合表 和表

的规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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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 中城市道路网规划指标 表

项 目
城市规模

与人口 万人
快速路 主干路 次干路 支路

机动车设计速度 大

城

市

中等城市

道路网密度 大

城

市

中等城市

道路中机动车

车道条数

条

大

城

市

中等城市

道路宽度 大

城

市

中等城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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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城市道路网规划指标 表

项 目
城市

人口 万人
干路 支路

机动车设计速度

道路网密度

道路中机动车

车道条数 条

道路宽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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城市道路网布局

城市道路网规划应适应城市用地扩展 并有利于向机动化

和快速交通的方向发展

城市道路网的形式和布局 应根据土地使用 客货交通源

和集散点的分布 交通流量流向 并结合地形 地物 河流走向 铁

路布局和原有道路系统 因地制宜地确定

各类城市道路网的平均密度应符合表 和

中规定的指标要求 土地开发的容积率应与交通网的运输能

力和道路网的通行能力相协调

分片区开发的城市 各相邻片区之间至少应有两条道路相

贯通

城市主要出入口每个方向应有两条对外放射的道路 七度

地震设防的城市每个方向应有不少于两条对外放射的道路

城市环路应符合以下规定

内环路应设置在老城区或市中心区的外围

外环路宜设置在城市用地的边界内 处 当城

市放射的干路与外环路相交时 应规划好交叉口上的左转交通

大城市的外环路应是汽车专用道路 其它车辆应在环

路外的道路上行驶

环路设置 应根据城市地形 交通的流量流向确定 可

采用半环或全环

环路的等级不宜低于主干路

河网地区城市道路网应符合下列规定

道路宜平行或垂直于河道布置

对跨越通航河道的桥梁 应满足桥下通航净空要求

并应与滨河路的交叉口相协调

城市桥梁的车行道和人行道宽度应与道路的车行道

和人行道等宽 在有条件的地方 城市桥梁可建双层桥 将非机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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车道 人行道和管线设置在桥的下层通过

客货流集散码头和渡口应与城市道路统一规划 码头

附近的民船停泊和岸上农贸市场的人流集散和公共停车场车辆出

入 均不得干扰城市主干路的交通

山区城市道路网规划应符合下列规定

道路网应平行等高线设置 并应考虑防洪要求 主干

路宜设在谷地或坡面上 双向交通的道路宜分别设置在不同的标

高上

地形高差特别大的地区 宜设置人 车分开的两套道路

系统

山区城市道路网的密度宜大于平原城市 并应采用表

表 中规定的上限值

当旧城道路网改造时 在满足道路交通的情况下 应兼顾

旧城的历史文化 地方特色和原有道路网形成的历史 对有历史文

化价值的街道应适当加以保护

市中心区的建筑容积率达到 时 支路网密度宜为

一般商业集中地区的支路网密度宜为

次干路和支路网宜划成 的长方格 沿交通主

流方向应加大交叉口的间距

道路网节点上相交道路的条数宜为 条 并不得超过

条 道路宜垂直相交 小夹角不得小于

应避免设置错位的 字型路口 已有的错位 字型路

口 在规划时应改造

大 中 小城市道路交叉口的形式应符合表 和

表 的规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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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 中城市道路交叉口的形式 表

相交道路 快速路 主干路 次干路 支 路

快速路

主干路

次干路

支 路

注 为立体交叉口 为展宽式信号灯管理平面交叉口 为平面环形交叉口

为信号灯管理平面交叉口 为不设信号灯的平面交叉口

小城市的道路交叉口的形式 表

规划人口

万人

相交道路 干 路 支 路

干 路

支 路

干 路

支 路

干 路

支 路

注 同表

城 市 道 路

快速路规划应符合下列要求

规划人口在 万以上的大城市和长度超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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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带形城市应设置快速路 快速路应与其它干路构成系统 与城市

对外公路有便捷的联系

快速路上的机动车道两侧不应设置非机动车道 机动

车道应设置中央隔离带

与快速路交汇的道路数量应严格控制 相交道路的交

叉口形式应符合表 的规定

快速路两侧不应设置公共建筑出入口 快速路穿过人

流集中的地区 应设置人行天桥或地道

主干路规划应符合下列要求

主干路上的机动车与非机动车应分道行驶 交叉口之

间分隔机动车与非机动车的分隔带宜连续

主干路两侧不宜设置公共建筑物出入口

次干路两侧可设置公共建筑物 并可设置机动车和非机动

车的停车场 公共交通站点和出租汽车服务站

支路规划应符合下列要求

支路应与次干路和居住区 工业区 市中心区 市政公

用设施用地 交通设施用地等内部道路相连接

支路可与平行快速路的道路相接 但不得与快速路直

接相接 在快速路两侧的支路需要联接时 应采用分离式立体交叉

跨过或穿过快速路

支路应满足公共交通线路行驶的要求

在市区建筑容积率大于 的地区 支路网的密度应为

表 和表 中所规定数值的一倍

城市道路规划 应与城市防灾规划相结合 并应符合下列

规定

地震设防的城市 应保证震后城市道路和对外公路的

交通畅通 并应符合下列要求

干路两侧的高层建筑应由道路红线向后退

新规划的压力主干管不宜设在快速路和主干路的车行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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下面

路面宜采用柔性路面

道路立体交叉口宜采用下穿式

道路网中宜设置小广场和空地 并应结合道路两侧的绿

地 划定疏散避难用地

山区或湖区定期受洪水侵害的城市 应设置通向高地的

防灾疏散道路 并适当增加疏散方向的道路网密度

城市道路交叉口

城市道路交叉口 应根据相交道路的等级 分向流量 公共

交通站点的设置 交叉口周围用地的性质 确定交叉口的形式及其

用地范围

无信号灯和有信号灯管理的 字型和十字型平面交叉口

的规划通行能力 可按表 的规定采用

平面交叉口的规划通行能力 千辆 表

相交道

路等级

交叉口形式

字 型 十 字 型

无信号灯管理 有信号灯管理 无信号灯管理 有信号灯管理

主干路与主干路

主干路与次干路

次干路与次干路

次干路与支路

支路与支路

注 表中相交道路的进口道车道条数 主干路为 条 次干路为 条 支路

为 条

通行能力按当量小汽车计算

道路交叉口的通行能力应与路段的通行能力相协调

平面交叉口的进出口应设展宽段 并增加车道条数 每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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车道宽度宜为 并应符合下列规定

进口道展宽段的宽度 应根据规划的交通量和车辆在

交叉口进口停车排队的长度确定 在缺乏交通量的情况下 可采用

下列规定 预留展宽段的用地

当路段单向三车道时 进口道至少四车道

当路段单向两车道或双向三车道时 进口道至少三车道

当路段单向一车道时 进口道至少两车道

展宽段的长度 在交叉口进口道外侧自缘石半径的端

点向后展宽

出口道展宽段的宽度 根据交通量和公共交通设站的

需要确定 或与进口道展宽段的宽度相同 其展宽的长度在交叉口

出口道外侧自缘石半径的端点向前延伸 当出口道车道

条数达 条时 可不展宽

经展宽的交叉口应设置交通标志 标线和交通岛

当城市道路网中整条道路实行联动的信号灯管理时 其间

不应夹设环形交叉口

中 小城市的干路与干路相交的平面交叉口 可采用环形

交叉口

平面环形交叉口设计应符合下列规定

相交于环形交叉口的两相邻道路之间的交织段长度

其上行驶货运拖挂车和铰接式机动车的交织段长度不应小于

只行驶非机动车的交织段长度不应小于

环形交叉口的中心岛直径小于 时 环道的外侧

缘石不应做成与中心岛相同的同心圆

在交通繁忙的环形交叉口的中心岛 不宜建造小公

园 中心岛的绿化不得遮挡交通的视线

环形交叉口进出口道路中间应设置交通导向岛 并延

伸到道路中央分隔带

机动车与非机动车混行的环形交叉口 环道总宽度宜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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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心岛直径宜取 其规划通行能力宜按表

的规定采用

环形交叉口的规划通行能力 表

机动车的通行能力 千辆

同时通过的自行车数 千辆

注 机动车换算成当量小汽车数 非机动车换算成当量自行车数 换算系数应符合

本规范附录 的规定

规划交通量超过 辆 当量小汽车数的交叉口不宜

采用环形交叉口 环形交叉口上的任一交织段上 规划的交通量超

过 辆 当量小汽车数时 应改建交叉口

城市道路平面交叉口的规划用地面积宜符合表

的规定

平面交叉口规划用地面积 万 表

城市人口
万人

相交
道 路 等 级

字形交叉口 十字形交叉口 环形交叉口

中心岛

直径

环道

宽度

用地面积

万

主干路与主干路

主干路与次干路

次干路与次干路

次干路与支路

支路与支路

在原有道路网改造规划中 当交叉口的交通量达到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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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通行能力的 时 应首先改善道路网 调低其交通量 然后在

该处设置立体交叉口

城市中建造的道路立体交叉口 应与相邻交叉口的通行

能力和车速相协调

在城市立体交叉口和跨河桥梁的坡道两端 以及隧道进

出口外 的范围内 不宜设置平面交叉口和非港湾式公共交通

停靠站

城市道路立体交叉口形式的选择 应符合下列规定

在整个道路网中 立体交叉口的形式应力求统一 其

结构形式应简单 占地面积少

交通主流方向应走捷径 少爬坡和少绕行 非机动车

应行驶在地面层上或路堑内

当机动车与非机动车分开行驶时 不同的交通层面

应相互套叠组合在一起 减少立体交叉口的层数和用地

各种形式立体交叉口的用地面积和规划通行能力宜符合

表 的规定

立体交叉口规划用地面积和通行能力 表

立体交
叉口层
数

立体交叉口中
匝道的基本形
式

机动车与非机
动车交通有无
冲突点

用地面积

万

通行能力 千辆

当量小汽车 当量自行车

二

菱形 有

苜蓿叶形 有

环形
有

无

三

十字路口形 有

环形
有

无

苜蓿叶形与环
形

无

环形与苜蓿叶
形

无

四 环形 无

注 三层立体交叉口中的苜蓿叶形为机动车匝道 环形为非机动车匝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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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层立体交叉口中的环形为机动车匝道 苜蓿叶形为非机动车匝道

当道路与铁路平面交叉时 应将道路的上下行交通分开

道口的铺面宽度应与路段铺面 包括车行道 人行道 不包括绿带

等宽

城 市 广 场

全市车站 码头的交通集散广场用地总面积 可按规划城

市人口每人 计算

车站 码头前的交通集散广场的规模由聚集人流量决定

集散广场的人流密度宜为 人

车站 码头前的交通集散广场上供旅客上下车的停车点

距离进出口不宜大于 允许车辆短暂停留 但不得长时间存

放 机动车和非机动车的停车场应设置在集散广场外围

城市游憩集会广场用地的总面积 可按规划城市人口每人

计算

城市游憩集会广场不宜太大 市级广场每处宜为 万

万 区级广场每处宜为 万 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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城市道路交通设施

城市公共停车场

城市公共停车场应分为外来机动车公共停车场 市内机动

车公共停车场和自行车公共停车场三类 其用地总面积可按规划

城市人口每人 计算 其中 机动车停车场的用地宜为

自行车停车场的用地宜为 市区宜建停

车楼或地下停车库

外来机动车公共停车场 应设置在城市的外环路和城市出

入口道路附近 主要停放货运车辆 市内公共停车场应靠近主要服

务对象设置 其场址选择应符合城市环境和车辆出入又不妨碍道

路畅通的要求

市内机动车公共停车场停车位数的分布 在市中心和分区

中心地区 应为全部停车位数的 在城市对外道路的

出入口地区应为全部停车位数的 在城市其它地区应

为全部停车位数的

机动车公共停车场的服务半径 在市中心地区不应大于

一般地区不应大于 自行车公共停车场的服务半径宜

为 并不得大于

当计算市中心区公共停车场的停车位数时 机动车与自行

车都应乘以高峰日系数

机动车每个停车位的存车量以一天周转 次计算 自

行车每个停车位的存车量以一天周转 次计算

机动车公共停车场用地面积 宜按当量小汽车停车位数计

算 地面停车场用地面积 每个停车位宜为 停车楼和地

下停车库的建筑面积 每个停车位宜为 摩托车停车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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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地面积 每个停车位宜为 自行车公共停车场用地

面积 每个停车位宜为

机动车公共停车场出入口的设置应符合下列规定

出入口应符合行车视距的要求 并应右转出入车道

出入口应距离交叉口 桥隧坡道起止线 以远

少于 个停车位的停车场 可设一个出入口 其宽度

宜采用双车道 个停车位的停车场 应设两个出入口 大

于 个停车位的停车场 出口和入口应分开设置 两个出入口之

间的距离应大于

自行车公共停车场应符合下列规定

长条形停车场宜分成 长的段 每段应设一

个出入口 其宽度不得小于

个车位以上的停车场 出入口数不得少于两个

个车位以上的停车场 应分组设置 每组应设

个停车位 并应各设有一对出入口

大型体育设施和大型文娱设施的机动车停车场和自

行车停车场应分组布置 其停车场出口的机动车和自行车的流线

不应交叉 并应与城市道路顺向衔接

分场次活动的娱乐场所的自行车公共停车场 宜分成

甲乙两个场地 交替使用 各有自己的出入口

公共加油站

城市公共加油站的服务半径宜为

城市公共加油站应大 中 小相结合 以小型站为主 其用

地面积应符合表 的规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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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共加油站的用地面积 万 表

昼夜加油的车次数

用地面积 万

城市公共加油站的选址 应符合现行国家标准 小型石油

库及汽车加油站设计规范 的有关规定

城市公共加油站的进出口宜设在次干路上 并附设车辆等

候加油的停车道

附设机械化洗车的加油站 应增加用地面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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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录 车型换算系数

标准货车换算系数宜符合表 的规定

货运车型换算系数 表

车型大小 载重量 换算系数

小

中
标准货车

大
拖挂车

当量小汽车换算系数宜符合表 的规定

当量小汽车换算系数 表

车 种 换算系数

自行车

二轮摩托

三轮摩托或微型汽车

小客车或小于 的货车

旅行车

大客车或小于 的货车

货车

铰接客车或大平板拖挂货车

公共交通标准汽车换算系数宜符合表 的规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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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共交通标准汽车换算系数 表

车 种 车长范围 换算系数

微型汽车

出租小汽车

小公共汽车

型单节公共汽车 标准车

型单节公共汽车

型铰接公共汽车

双层公共汽车

注 无轨电车的换算系数与等长的公共汽车相同

非机动车换算系数宜符合表 的规定

非机动车换算系数 表

车 种 换算系数

自行车

三轮车

人力板车或畜力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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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录 本规范用词说明

为便于在执行本规范条文时区别对待 对要求严格程度

不同的用词说明如下

表示很严格 非这样做不可的

正面词采用 必须

反面词采用 严禁

表示严格 在正常情况均应这样做的

正面词采用 应

反面词采用 不应 或 不得

表示允许稍有选择 在条件许可时首先应这样做的

正面词采用 宜 或 可

反面词采用 不宜

条文中指定应按其它有关标准 规范执行时 写法为 应

符合 的规定 或 应按 执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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