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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 言前 言

为指导全市施工图审查工作，引导审查人员抓住重点、规范操作，保证审查质量，受深圳市住房和建

设局委托，深圳市勘察设计行业协会会同有关单位成立了“施工图设计文件审查要点编纂委员会”（以

下简称“编委会”），共同编写了《深圳市房屋建筑工程施工图设计文件审查要点》、《深圳市市政基

础设施工程施工图设计文件审查要点》、《深圳市轨道交通工程施工图设计文件审查要点》和《深圳市

房屋建筑和市政基础设施工程勘察文件审查要点》。

在编制过程中，编委会进行了大量收集、整理和撰写工作，开展专题讨论，以多种方式征求市内外有

关单位、专家的意见，参考了其他省市的做法。该要点顺利通过了专家评审。

该要点主要整理收录了：（1）适宜本地工程实际的工程建设标准强制性条文；（2）涉及质量、安

全、节能、环保及公众利益等重要方面且勘察设计中容易违反的部分一般性条文（非强条）；（3）勘察

设计文件编制深度总体要求；（4）涉及质量管理、市场管理、资质管理和节能减排等方面的相关建设法

规内容。

同时，该要点针对所收录的标准、法规，总结提炼出相对应的“勘察设计通病”。这部分内容主要是

根据编委以往工作经验，尤其是结合我市审查机构多年来的审查实践，将勘察设计中容易出现的问题情

形进行了归纳、总结提炼，以引起读者重点关注。

该要点所摘录条款内容凡与原标准不一致的，均以标准单行本条款内容为准；要点所收录工程建设标

准，凡日后有修订、换版、更新的，均以其最新有效版本执行。

该要点供各勘察设计单位、审查机构及有关方面参考使用。请各单位在使用中注意积累资料，总结经

验，如有修改和补充意见，请书面反馈至深圳市勘察设计行业协会，以供今后修订时完善。

该要点在编制过程中得到了深圳市住房和建设局、广大勘察设计企业和审查机构等单位的大力支持和

协助，在此一并表示衷心感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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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 制 说 明编 制 说 明

一、编制目的一、编制目的

为加强工程建设标准（主要指强制性条文）在我市实施的监督管理工作，规范我市市政基础设施工程施工

图设计文件审查工作，提升勘察设计及审图水平，建立及完善勘察、设计、审图信息化及监管体系，特编制本

《深圳市市政基础设施工程施工图设计文件审查要点》（以下简称《要点》）。

二、编制依据二、编制依据

（1）建设部《实施工程建设强制性标准监督规定》（2000年）

（2）建设部《施工图设计文件审查要点（试行）》（2003年）

（3）建设部《房屋建筑和市政基础设施工程施工图设计文件审查管理办法》（2004年）

（4）深圳市住房和建设局《深圳市房屋建筑和市政基础设施工程施工图设计文件审查管理办法》（2011

年）

三、编制内容三、编制内容

《要点》主要整理并收录了：（1）适宜于本地实际的市政基础设施工程（轨道交通工程除外）设计标准

中的强制性条文（以下或称“强条”）；（2）部分涉及质量、安全、节能、环保及公众利益等重要方面，且

设计易违反的一般性条文（非强条）；（3）涉及质量管理、市场管理、资质管理和节能减排等方面的相关建

设法规。与此同时，《要点》重点总结、提炼了与上述所摘录标准、法规条款相对应的各类“设计通病”。

《要点》共收录100本工程设计规范的强条887条、一般性条文613条，提炼、总结“设计通病”2447条。

其中：道路工程规范12本，强条97条，一般性条文42条，设计通病285条；桥涵规范12本，强条66条，一般性

条文113条，设计通病278条；隧道规范9本，强条27条，一般性条文87条，设计通病179条；给排水规范12本，

强条112条，一般性条文160条，设计通病418条；电气规范25本，强条137条，一般性条文37条，设计通病299

条；燃气规范17本，强条238条，一般性条文14条，设计通病380条；环卫规范9本，强条45条，一般性条文110

条，设计通病231条；水工结构规范13本，强条89条，一般性条文7条，设计通病182条；园林景观规范10本，

强条76条，一般性条文43条，设计通病195条。

此外，《要点》共收录17本（部）相关建设法规的52条条款内容，总结、提炼“设计通病”102条。

上述建设标准、法规的收录截止时间，为2011年12月31日（按其实施时间计）。

四、编制体例四、编制体例

4.1编排顺序4.1编排顺序

《要点》各专业内容按道路、桥涵、隧道、给排水、电气、燃气、环卫、水工结构、园林景观（编号分别

为S1~S9）等9个板块顺序编排。每个专业板块中，均按标准的代号——GB（GB/T）、JGJ（JGJ/T）、CJJ(CJJ/

T)、JTGD和CECS等为序，再分别按发布标准的顺序号、标准的条款内容顺序号，从小到大，顺次编排。

建设法规编号为S10，其编排顺序为国家、国务院、建设部、省级和市级。每级法规板块均按法规发布时

间为序。

条款内容所对应的设计通病，亦按其检索编号依次编排。

对于每个专业的每本规范，其强条条款和一般性条文均分别集中描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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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2编排方式4.2编排方式

《要点》为“表格式”编排，其内容分为五列：（1）条款编号，为所摘录“条款内容”的原本编号；

（2）条款内容，是对建设标准、法规内容的原文摘录；（3）条款类别，是对“条款内容”属性的简明分类；

（4）设计通病，是设计所易犯错漏碰缺的具体表现形式；（5）检索编号，是用于“设计通病”查阅及检索的

唯一编号。

同一“条款内容”中，若强条内容与非强条内容并存，则略去后者，所略内容以……表达；若强条内容涉

及多个专业，则略去与本专业无关的强条内容，所略内容亦以……表达。

一般性条文“条款内容”中，对于不作重点审查的内容予以删节。所删内容以……表达。

“条款内容”中不易表示的表格、公式或个别较长段的文字，以（略）表达。“条款内容”中的“注”字

内容，均以小一号字体表达。

4.3条款来源4.3条款来源

《要点》强条“条款内容”摘录于：（1）工程建设标准单行本（主要指2002年后实施的）；（2）《工程

建设标准强制性条文》（工业建筑部分，2000年版）、《工程建设标准强制性条文》（城市建设部分，2002年

版）、《工程建设标准强制性条文》（公路工程部分，2002年版）、《工程建设标准强制性条文》（房屋建筑

部分，2009年版）；（3）《国家工程建设标准化信息网》（住房和城乡建设部标准定额司网站）所列强条内

容。

《要点》一般性条文的“条款内容”，直接摘录于工程建设标准单行本。

《要点》条款内容收录时，综合考虑了地域性因素影响，对于不适宜本地实际的条款未予收录。此外，条

款收录及定义“设计通病”时，也充分顾及到不同标准的适用和衔接问题。同一性质条款内容若出现明显矛盾

的，通常以标准级别较高、发布时间较晚的为准。

五、重要术语五、重要术语

5.1强制性标准5.1强制性标准

住房和城乡建设部《工程建设标准编写规定》（建标[2008]182号）第九条规定：“标准编号由标准代

号、发布标准的顺序号、发布标准的年号组成。同一类或同一领域标准的代号应统一。当标准中无强制性条

文时，标准代号后应加“/T”表示。例如：某项有强制性条文的国家标准编号采用“GB50×××-20××”表

示，某项无强制性条文的国家标准编号采用“GB/T 50×××-20××”表示”。

5.2强制性条文5.2强制性条文

住房和城乡建设部《工程建设标准编写规定》（建标[2008]182号）第二十七条规定：“强制性条文应

为直接涉及人民生命财产安全、人身健康、环境保护、能源资源节约和其他公共利益，且必须严格执行的条

文”。

此外，建设部《实施工程建设强制性标准监督规定》（2000年）第三条规定：“本规定所称工程建设强制

性标准，是指直接涉及工程质量、安全、卫生及环境保护等方面的工程建设标准强制性条文”。“强条”是施

工图审查主要及重点内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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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1.1《城市道路交通规划设计规范》GB50220-95强制性条文S1.1《城市道路交通规划设计规范》GB50220-95强制性条文

条款   条款   
编号编号

条款内容条款内容
条款条款
类别类别

设计通病设计通病
检索检索
编号编号

7.2.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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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道路
设计

旧城道路网改造，未兼顾
旧城地方特色及既有路网
历史文化。

S1.1.1

7.2.12
道路网节点上相交道路的条数宜为4条，并不得超过5条。道路宜垂
直相交，最小夹角不得小于45°。

立交
平交

道路网节点上相交道路的
条数过多。

S1.1.2

7.3.1

1 规划人口在200万以上的大城市和长度超过30km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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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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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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2.14-1的规定；
注：A为立体交叉口；B为展宽式信号灯管理平面交叉口；C为平面
环形交叉口；D为信号灯管理平面交叉口；E为不设信号灯的平面交
叉口。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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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道路
设计

错在快速路上的机动车道
两侧设置非机动车道。

S1.1.3.1

快速路上的机动车道未设
置中央隔离带。

S1.1.3.2

与快速路交汇的道路数量
未严格控制。

S1.1.3.3

错在快速路两侧设置公共
建筑出入口。

S1.1.3.4

快速路穿过人流集中的地
区，未设置人行天桥或地
道。

S1.1.3.5

S1.1《城市道路交通规划设计规范》GB50220-95一般性条文S1.1《城市道路交通规划设计规范》GB50220-95一般性条文

条款   条款   
编号编号

条款内容条款内容
条款条款
类别类别

设计通病设计通病
检索检索
编号编号

3.3.4

公共交通车站的设置应符合下列规定：
1 在路段上，同向换乘距离不应大于50m，异向换乘距离不应大于
100m；对置设站，应在车辆前进方向迎面错开30m；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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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50m，并不得大于200m；
3 长途客运汽车站、火车站、客运码头主要出入口50m范围内应设
公共交通车站；
4 公共交通车站应与快速轨道交通车站换乘。

交通
站场

公交车站换乘距离过远。 S1.1.4.1

公交车站设置位置不当。 S1.1.4.2

3.3.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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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交通
站场

快速路和主干路公交停靠
站未采用港湾式布置。

S1.1.5

5.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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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步行
系统

人行道宽度缺乏流量计算
支撑，宽度变化随意性较
大。

S1.1.6

5.1.2

人行道、人行天桥、人行地道、商业步行道、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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系统

步行交通设计零散、凌
乱，系统性不足。

S1.1.7

5.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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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带或机动道与非机动车道之间的分隔带上设置行人安全岛。

步行
系统

道路宽度超过四条机动车
道时，其人行横道未设置
行人二次过街安全设施。

S1.1.8

7.2.13
应避免设置错位的T字型路口。已有的错位T字型路口，在规划时应
改造。

道路
设计

未能避免设置错位的T字型
路口。

S1.1.9

7.2.14
大、中、小城市道路交叉口的形式应符合表7.2.14-1（略）和表
7.2.14-2（略）的规定。

道路
设计

道路交叉口形式选择与相
交道路等级不匹配。

S1.1.10.1

道路交叉口车道数量不匹
配。

S1.1.10.2

展宽车道设置数量不足。 S1.1.10.3

遗漏信号灯控制系统设
计。

S1.1.10.4

S1 道路工程审查要点S1 道路工程审查要点

试读结束：需要全本请在线购买： www.ertongbook.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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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12.1

柱式
1.柱式一般有单柱式、多柱式。柱式标志内边缘不应侵入道路建筑
限界，一般距车行道或人行道的外侧边缘或土路肩不小于25cm。
2.标志板下缘距路面的高度一般为150cm～250cm。设置在小型车比
例较大的城市道路时，下缘距地面的高度可根据实际情况减小，但
不宜小于120cm。设置在有行人、非机动车的路侧时，设置高度应
大于180cm。
3.单柱式是标志板安装在一根立柱上，如图7a)（略）所示。适用
于中、小型尺寸的警告、禁令、指示标志和小型指路标志。
4.多柱式是标志板安装在两根及两根以上立柱上，如图7b)（略）
所示。适用于长方形的指示或指路标志。

标志
标线

柱式标志内边缘侵入道
路建筑限界。

S1.2.4.1

标志板下缘距路面的高度
偏低。

S1.2.4.2

单柱式标志板设置不当。 S1.2.4.3

多柱式标志板设置不当。 S1.2.4.4

3.12.2

悬臂式
1.悬臂式是标志板安装于悬臂上，如图8（略）所示。标志下缘离
地面的高度应大于该道路规定的净空高度。
2.悬臂式适用于以下情况（略）：

标志
标线

悬臂式标志下缘离地面
的高度不足。

S1.2.5

3.12.3

门架式
1.门架式是标志安装在门架上，如图9（略）所示。标志下缘离地
面的高度应大于该道路规定的净空高度。
2.门架式标志适用于以下情况（略）：

标志
标线

门架式标志下缘离地面
的高度不足。

S1.2.6

3.12.4

附着式
1.标志附着安装在上跨桥和附近构造物上，如图10（略）所示。按
附着板面所处位置不同分车行道上方附着式、路侧附着式两种。
2.附着式标志的安装高度应符合3.12.1和3.12.3的规定。

标志
标线

附着式标志设置不当。 S1.2.7.1

附着式标志的安装高度不
足。

S1.2.7.2

3.12.5
如果标志支撑结构位于路侧净区内应确保其不对驶离道路的车辆构
成危害，否则宜采用解体消能结构或设置相应的防护、警告设施。

标志
标线

标志支撑结构设置不当，
可能对驶离道路的车辆构
成危害。

S1.2.8

3.15.4
标志结构设计基本风速应采用当地空旷平坦地面上离地10m高，重
现期为50年10min平均最大风速值，并不得小于22m/s。

标志
标线

标志结构设计基本风速
采用不当。

S1.2.9

3.15.5

标志立柱可选用H型钢、槽钢、钢管、木材、合成材料及钢筋混凝
土管等制作。标志立柱也可选用钢桁架。各种标志立柱的断面尺
寸、连接方式、基础大小等，应根据设置地点的风力、板面大小及
支撑方式计算确定。标志立柱应考虑与基础的连接方式。

标志
标线

各种标志立柱的断面尺
寸、连接方式、基础大小
等，未能根据设置地点的
风力、板面大小及支撑方
式计算确定。

S1.2.10.1

标志立柱未充分考虑与基
础的连接方式。

S1.2.10.2

3.15.6
标志板和立柱的连接应根据板面大小、连接方式选用多种方式。在
设计连接部件时，应保证安装方便、连接牢固、板面平整。

标志
标线

在设计标志板和立柱的连
接部件时，未能保证安装
方便、连接牢固、板面平
整。

S1.2.11

3.15.7
各种标志立柱的埋设深度，根据板面承受外力的大小及地基的承载
力计算确定。

标志
标线

各种标志立柱的埋设深
度，未根据板面承受外力
的大小及地基的承载力计
算确定。

S1.2.12

S1.2《道路交通标志和标线》GB5768-2009强制性条文S1.2《道路交通标志和标线》GB5768-2009强制性条文

条款   条款   
编号编号

条款内容条款内容
条款条款
类别类别

设计通病设计通病
检索检索
编号编号

3.10.2

禁令、指示标志应设置在禁止、限制或遵循路段开始的位置。部分禁
令、指示标志开始路段的路口前适当位置应设置相应的指路标志提
示，使被限制车辆能够提前绕道行驶。

标志
标线

禁令、指示标志设置部位
不当。

S1.2.1

3.10.3 指路标志设置位置应符合每一指路标志的具体规定。
标志
标线

指路标志设置位置不当。 S1.2.2

3.10.4
除另有规定外，标志安装应使标志面垂直于行车方向，视实际情况
调整其水平或俯仰角度（略）：

标志
标线

标志设计、安装不当。 S1.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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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1.3《城市道路和建筑物无障碍设计规范》JGJ50-2001强制性条文S1.3《城市道路和建筑物无障碍设计规范》JGJ50-2001强制性条文

条款 条款 
编号编号

条款内容条款内容
条款 条款 
类别类别

设计通病设计通病
检索检索
编号编号

3.2.1 人行道路的无障碍设施与设计要求应符合表3.2.1（略）的规定。
道路
设计

人行道路未考虑无障碍
设施与设计。

S1.3.1.1

人行道路无障碍设施设计
不当。

S1.3.1.2

4.1.2 单面坡缘石坡道设计应符合下列规定（略）：
道路
设计

单面坡缘石坡道设计不
当。

S1.3.2

4.2.1 盲道设计应符合下列规定（略）：
道路
设计

盲道设计不当。 S1.3.3

4.3.1 城市主要道路和居住区的公交车站，应设提示盲道和盲文站牌。
交通
设施

城市主要道路和居住区的
公交车站，未设提示盲道
和盲文站牌。

S1.3.4.1

城市主要道路和居住区的
公交车站，提示盲道和盲
文站牌设置不当。

S1.3.4.2

4.4.10

人行天桥下面的三角空间区，在2m高度以下应安装防护栅栏，并应
在结构边缘外设宽0.30~0.60m提示盲道（图4.4.10/1（略）、图
4.4.10/2（略））。

步行
系统

人行天桥下面的三角空间
区，未在2m高度以下安装
防护栅栏。

S1.3.5.1

人行天桥下面的三角空间
区，未在结构边缘外设宽
0.30~0.60m提示盲道。

S1.3.5.2

S1.4《城市道路设计规范》CJJ37-90强制性条文S1.4《城市道路设计规范》CJJ37-90强制性条文

条款   条款   
编号编号

条款内容条款内容
条款条款
类别类别

设计通病设计通病
检索检索
编号编号

1.0.3 在道路设计中应考虑残疾人的使用要求。
道路
设计

遗漏残疾人无障碍设计。 S1.4.1.1

无障碍设施设计深度不
足。

S1.4.1.2

盲道设置不连续，常被管
井盖等阻隔。

S1.4.1.3

2.1.2

除快速路外，每类道路按照所占城市的规模、设计交通量、地形等
分为I、II、III级。大城市应采用各类道路中的I级标准；中等城
市应采用II级标准；小城市应采用III级标准。有特殊情况需变更
级别时，应做技术经济论证，报规划审批部门批准。

道路
设计

未进行道路等级划分。 S1.4.2.1

道路等级定位失当。 S1.4.2.2

有特殊情况需变更道路级
别时，未做技术经济论证
并报审批部门批准。

S1.4.2.3

2.2.1

计算行车速度的规定见表2.2.1（略）。当旧路改建有特殊困
难，如商业街、文化街等，经技术经济比较认为合理时，可适当
降低计算行车速度，但应考虑夜间行车安全。

道路
设计

计算行车速度采用不当。 S1.4.3.1

所计算行车速度与道路功
能需求不匹配。

S1.4.3.2

2.4.1

城市道路建筑限界见图2.4.1（略）。顶角抹角宽度应与机动车道
侧向净宽一致。最小净高见表2.4.1（略）。建筑限界内不得有任
何物体侵入。

道路
设计

高压线塔柱、行道树、标
志牌及路灯等附属设施侵
入道路建筑限界。

S1.4.4

2.5.1

道路交通量达到饱和状态时的设计年限规定如下：
快速路、主干路为20ａ①；次干路为15ａ；支路为10~15ａ。（ａ
代表年）

道路
设计

未明确道路交通量达到饱
和状态时的设计年限。

S1.4.5.1

道路交通量达到饱和状态
时的设计年限采用不当。

S1.4.5.2

“道路交通量达到饱和状
态时的设计年限”，错与
“路面结构达到临界状态
的设计年限”混淆。

S1.4.5.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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条款   条款   
编号编号

条款内容条款内容
条款条款
类别类别

设计通病设计通病
检索检索
编号编号

2.5.2

路面结构达到临界状态的设计年限规定如下：
……
二、沥青混凝土路面、沥青碎石路面与沥青贯入式碎（砾）石路面
为15ａ，支路修筑沥青混凝土等高级路面时，可采用10ａ。 
三、沥青表面处治路面为8ａ。 
四、粒料路面为5ａ。

道路
设计

“路面结构达到临界状态
的设计年限”，错与“道
路交通量达到饱和状态时
的设计年限”混淆。

S1.4.6.1

未明确路面结构达到临界
状态的设计年限。

S1.4.6.2

2.6.1
地震区的道路工程及重要的附属构筑物应按国家规定工程所在地区
的设防烈度，进行抗震设防。

道路
设计

道路工程及重要的附属构
筑物，未进行抗震设防论
证或设计。

S1.4.7.1

对道路工程及重要的附属
构筑物，抗震设防论证不
充分。

S1.4.7.2

4.3.2 快速路应设中间分车带，不得采用双黄线。
道路
设计

快速路中间分车带宽度过
小。

S1.4.8.1

错以双黄线作为快速路作
为中间分车带。

S1.4.8.2

4.5.2
路侧带各组成部分的宽度确定如下：
一、人行道宽度必须满足行人通行的安全和顺畅。

道路
设计

人行道宽度缺乏足够的计算
支撑。

S1.4.9.1

渠化时随意侵占人行道。 S1.4.9.2

5.1.3
道路的圆曲线半径应采用大于或等于表5.1.3（略）规定的不设超
高最小半径值。

道路
设计

圆曲线最小半径低于车速
要求。

S1.4.10

5.1.6
圆曲线半径小于表5.1.3（略）中不设超高最小半径时，在圆曲线
范围内应设超高。

道路
设计

遗漏超高设计。 S1.4.11.1

超高值与半径及车速不匹
配。

S1.4.11.2

超高过渡方式遗漏或者
设置不恰当。

S1.4.11.3

5.1.9
圆曲线半径小于或等于250m时，应在圆曲线内侧按表5.1.9（略）
的规定加宽。

道路
设计

圆曲线半径≤２５０ｍ时，
未在圆曲线内侧加宽。

S1.4.12.1

加宽值与车辆类型及车道
数量不匹配。

S1.4.12.2

缓和段设置不恰当。 S1.4.12.3

5.1.11

视距的规定如下： 
一、道路平面、纵断面上的停车视距应大于或等于表5.1.11-1(略)
规定值。寒冷积雪地区应另行计算。                                       
二、车行道上对向行驶的车辆有会车可能时，应采用会车视距。其
值为表5.1.11-1（略）中停车视距的两倍。 
三、对于凸形竖曲线和立交桥下凹形竖曲线等可能影响行车视距，
危及行车安全的地方，均需验算行车视距。验算时，物高为0.1m；
目高在凸形竖曲线时为1.2m，在桥下凹形竖曲线时为1.9m。 
四、平曲线内侧的边坡、建筑物、树木等均不应妨碍视线。

道路
设计

停车视距采用不当。 S1.4.13.1

会车视距采用不当。 S1.4.13.2

行车视距采用不当。 S1.4.13.3

平纵线形差的地段，未重
视视距指标。

S1.4.13.4

5.1.13

设置分隔带及缘石断口应符合下列规定：
一、快速路上无信号灯管制交叉口的中间分隔带不应设断口。快速
路上两侧分隔带的断口间距应大于或等于400m。
二、应严格控制快速路、主干路的路侧带缘石断口。缘石断口位置
应离开交叉口，间距应大于60m。

道路
设计

快速路上两侧分隔带的断
口间距小于400m。

S1.4.14.1

主干路临街建筑物缘石断
口设置随意性较大。

S1.4.14.2

5.1.14
计算行车速度大于或等于50km/h的路段需加速合流或减速分流时，
应设变速车道。

道路
设计

遗漏变速车道设计。 S1.4.15.1

变速车道长度设计不当。 S1.4.15.2

5.1.15

路段内人行横道应布设在人流集中处。人行横道应设在通视良好的
地点，并应设醒目标志。快速路上行人过街应采用人行天桥或人行
地道。

道路
设计

人行横道位置设置不合
理。

S1.4.16.1

快速路上行人过街未采用
立交过街方式。

S1.4.16.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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条款   条款   
编号编号

条款内容条款内容
条款条款
类别类别

设计通病设计通病
检索检索
编号编号

5.2.2 机动车车行道最大纵坡度限制值应符合表5.2.2（略）的规定。
道路
设计

机动车车行道最大纵坡度
推荐值与限制值采用不
当。

S1.4.17.1

机动车车行道最大纵坡度
设计值超过限制值。

S1.4.17.2

5.2.3

坡长限制规定如下：
一、设计纵坡度大于表5.2.2（略）所列推荐值时，可按表5.2.3-1
的规定值时，设纵坡缓和段。缓和段的坡度为3%，长度应符合本条
第二款规定。
二、各级道路纵坡最小长度应大于或等于表5.2.3-2的数值，并大
于相邻两个竖曲线切线长度之和。

道路
设计

设计纵坡度超过5%，而坡
长超标时，未设纵坡缓和
段。

S1.4.18.1

采用了较大纵坡而相应坡
长超过限制值。

S1.4.18.2

道路纵坡最小长度不足。 S1.4.18.3

路口段竖向处理欠妥，导
致坡段最小长度不足。

S1.4.18.4

与旧有道路衔接设计时，
忽略坡长限制指标。

S1.4.18.5

5.2.4
在设有超高的平曲线上，超高横坡度与道路纵坡度的合成坡度应小
于或等于表5.2.4规定值。

道路
设计

在设有超高的平曲线上，
超高横坡度与道路纵坡度
的合成坡度设置超标。

S1.4.19.1

地势陡峻地段设计，未进
行合成坡度校核。

S1.4.19.2

5.2.6

各级道路纵坡变更处应设置竖曲线。竖曲线采用圆曲线。竖曲线
半径及最小长度应符合表5.2.6（略）的规定。设计中应采用大
于或等于表5.2.6规定的一般最小半径值；特殊困难时，应大于
或等于极限最小半径值。非机动车车行道的竖曲线的最小半径为
500m。

道路
设计

个别道路纵坡变更处，
未设竖曲线。

S1.4.20.1

竖曲线半径设计不当。 S1.4.20.2

5.2.7

桥梁引道设竖曲线时，竖曲线切点距桥端应保持适当距离，大、中
桥为10~15m，工程困难地段可减为5m。隧道洞口外应保持一段与隧
道内相同的纵坡。

道路
设计

与桥梁隧道衔接路段的竖
曲线设计处理不当。

S1.4.21

5.3.3

平曲线与竖曲线应避免下列几种组合： 
一、在凸形竖曲线的顶部或凹形竖曲线的底部插入急转的平曲线或
反向曲线。
……
三、在长直线段内，插入小于一般最小半径的凹形竖曲线。

道路
设计

在凸形竖曲线的顶部（或
凹形竖曲线的底部），错
将急转的平曲线（或反向
曲线）插入。

S1.4.22.1

在长直线段内，错将小于
一般最小半径的凹形竖曲
线插入。

S1.4.22.2

6.1.8

立体交叉的设置条件如下：
……                                                             
二、高速公路与城市各级道路交叉时，必须采用立体交叉。                             
三、快速路与快速路交叉，必须采用立体交叉；快速路与主干路交
叉，应采用立体交叉。

立交
平交

高速公路与城市各级道路
交叉时，未能采用立体交
叉。

S1.4.23.1

快速路与快速路交叉，未
采用立体交叉。

S1.4.23.2

快速路与主干路交叉，未
采用立体交叉。

S1.4.23.3

6.2.5 平面交叉口视距三角形范围内妨碍驾驶员视线的障碍物应清除。
立交
平交

平面交叉口视距三角形范
围内障碍物未予以清除。

S1.4.24.1

设计未体现交叉口视距三
角形。

S1.4.24.2

6.2.10  快速路或交通量大的主干路上均不应采用环形平面交叉。 
立交
平交

快速路上采用环形平面交
叉。

S1.4.25.1

交通量大的主干路上采用
环形平面交叉。

S1.4.25.2

6.3.7

立体交叉范围内的视距除应符合第5.1.11条的规定外，尚应对不设
集散车道的立体交叉匝道出入口处平面及竖向视距进行验算，并应
避免立体交叉桥的栏板遮挡驾驶员视线。

立交
平交

未对立体交叉范围内的视
距进行验算。

S1.4.2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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条款   条款   
编号编号

条款内容条款内容
条款条款
类别类别

设计通病设计通病
检索检索
编号编号

7.1.2

道路与铁路立体交叉的设置条件如下： 
一、快速路与铁路交叉，必须设置立体交叉。 
二、主干路、次干路、支路与铁路交叉，当道口交通量大或铁路调
车作业繁忙而封闭道口累计时间较长时，应设置立体交叉。
三、主干路、次干路与铁路交叉，在道路交通高峰时间内经常发生
一次封闭时间较长时，应设置立体交叉。
四、行驶有轨电车或无轨电车的道路与铁路交叉，应设置立体交
叉。 

立交
平交

快速路与铁路交叉，未设
置立体交叉。

S1.4.27.1

主干路、次干路、支路与
铁路交叉，当道口交通量
大或铁路调车作业繁忙而
封闭道口累计时间较长
时，未设置立体交叉。

S1.4.27.2

主干路、次干路与铁路交
叉，在道路交通高峰时间
内经常发生一次封闭时间
较长时，未设置立体交
叉。

S1.4.27.3

7.2.1

道路与铁路平面交叉时，道路线形应为直线。直线段从最外侧钢轨
外缘算起应大于或等于30m。道路平面交叉口的缘石转弯曲线切点距
最外侧钢轨外缘应大于或等于30m。无栏木设施的铁路道口，停止线
位置距最外侧钢轨外缘应大于或等于5m。

立交
平交

道路与铁路平交设计处理
失当。

S1.4.28

7.2.3

道口两侧应设置平台。自最外侧钢轨外缘到最近竖曲线切点间的平
台长度规定如下：通行铰接车和拖挂车的道口应大于或等于20m；
通行普通汽车的道口应大于或等于16m。平台纵坡度应小于或等于
0.5%。连接道口平台两端的道路纵坡度，对于汽车与自行车混合交
通的道路应小于或等于2.5%，困难地段应小于或等于3.5%；机动车
车行道应小于或等于5%。

立交
平交

道路与铁路平交设计处理
失当。

S1.4.29

7.2.7

无人看守或未设置自动信号的道口，在距道口停止线相当于该路的
停车视距，并不小于50m处，应能看到两侧各不小于表7.2.7（略）
规定道口侧向视距Sc处的火车。

立交
平交

道路与铁路平交时，道口
设计失当。

S1.4.30

7.3.5
道路上跨铁路时，桥下净空应符合现行的《标准轨距铁路建筑限
界》(GB146.2)的规定。道路下穿铁路时，桥下净空见第2.4.1条。

立交
平交

道路上跨铁路时，桥下
净空不足。

S1.4.31.1

道路下穿铁路时，相距垂
直净空不足。

S1.4.31.2

8.1.2
路槽底面土基设计回弹模量值宜大于或等于20MPa。特殊情况不得小
于15MPa。不能满足上述要求时应采取措施提高土基强度。

路基
设计

路槽底面土基设计回弹模
量值小于15MPa。

S1.4.32.1

未体现路槽底面回弹模
量控制值。

S1.4.32.2

8.4.1
土质路基压实应采用重型击实标准控制。确有困难时，可采用轻型
击实标准控制。土质路基的压实度不应低于表8.4.1（略）的规定。

路基
设计

未明确土质路基压实时的
击实标准类型。

S1.4.33.1

土质路基的压实度指标与
道路等级不匹配。

S1.4.33.2

8.4.2
由于土质湿度等条件限制，路基压实度达不到表8.4.1（略）的要求
时，应采取加固与稳定处理措施。

路基
设计

未结合地质勘察报告，提出
合理的路基压实加固与稳定
处理措施。

S1.4.34

8.4.3

路基范围内管道沟槽回填土的压实度不应低于表8.4.1所列填方要
求。沟槽回填土的压实度达不到上述要求，近期铺筑路面时，必须
采取防止沉陷的措施。 

路基
设计

未统计管道沟槽基础回填
土防止沉陷所涉及的工程
量。

S1.4.35

9.3.3

基层的要求与基层材料
…… 
（3）石灰土 石灰土适用于各种路面的基层，特别是底基层。石灰
土不能在低温季节施工，并不能在水文不良地段采用。

路基
设计

错将石灰土用作水文不良
地段的道路基层材料。

S1.4.36

9.6.1 路面抗滑标准不得低于表9.6.1（略）规定值。
道路
设计

未体现抗滑指标要求。 S1.4.37.1

抗滑指标与纵坡及安全行
车要求不够匹配。

S1.4.37.2

10.2.6
水泥混凝土的设计强度以龄期28d的弯拉强度为准，其值不得低于表
10.2.6-1（略）的规定值。

道路
设计

未体现水泥混凝土的设计
强度。

S1.4.38.1

水泥混凝土的设计强度
采用不当。

S1.4.38.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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条款   条款   
编号编号

条款内容条款内容
条款条款
类别类别

设计通病设计通病
检索检索
编号编号

10.3.1

混凝土路面下的土基的回弹模量值应符合8.1.2规定。埋设地下公
用设施沟槽的回填土应与周围土的性质相同，并分层压实到符合
8.4.3规定的压实度。

道路
设计

未体现土基回弹模量控制
指标。

S1.4.39

10.3.4
 混凝土板表面应平整、耐磨，并且有一定粗糙度。抗滑标准见第
9.6.1条。混凝土板的最小厚度为18cm。

道路
设计

遗漏混凝土板抗滑标准。 S1.4.40.1

混凝土板抗滑标准采用不
当。

S1.4.40.2

混凝土板最小厚度低于
18cm。

S1.4.40.3

10.5.2

混凝土板长度应通过验算混凝土板的温度翘曲应力后确定，最大应
不超过6m。 

道路
设计

混凝土板长度大于6m。 S1.4.41.1

未验算混凝土板温度翘曲
应力。

S1.4.41.2

10.5.4
混凝土板的纵缝必须与道路中线平行。纵缝间距按车道宽度选用，
最大为4.0m。

道路
设计

混凝土板纵缝设计不当。 S1.4.42

10.6.2

混凝土路面中的雨水口及各种市政公用设施的检查井，应设置胀缝
与混凝土板完全隔开，并在其周围加设防裂钢筋。防裂钢筋采用4
根直径10或12mm的钢筋。

道路
设计

未在雨水口及检查井周围
加设防裂钢筋。

S1.4.43.1

混凝土路面接缝距雨水口
或检查井的最近边缘偏
近，不足1.5m。

S1.4.43.2

10.6.4 混凝土路面与桥台相接时，应设桥头搭板。
道路
设计

混凝土路面与桥台相接
时，漏设桥头搭板。

S1.4.44.1

混凝土路面与桥台相接
时，桥头搭板设置失当。

S1.4.44.2

11.1.4 在广场通道与道路衔接的出入口处，应满足行车视距要求。
交通
站场

广场通道与道路衔接的出
入口处设计，未作行车视
距核算。

S1.4.45

11.2.5
停车场平面设计应有效地利用场地，合理安排停车区及通道，便于
车辆进出，满足防火安全要求，并留出布设附属设施的位置。

交通
站场

停车场平面布局设计失
当。

S1.4.46.1

停车场平面布局不符合防
火安全要求。

S1.4.46.2

11.2.9

停车场内车位布置可按纵向或横向排列分组安排，每组停车不应超
过50veh。各组之间无通道时，亦应留出大于或等于6ｍ的防火道。
停车场出入口不应少于两个，停车场出入口应有良好的通视条件。

交通
站场

每组停车位超过50veh。 S1.4.47.1

各组停车位之间未留防火
通道。

S1.4.47.2

停车场出入口少于2个。 S1.4.47.3

未校核停车场出入口的通视
条件。

S1.4.47.4

11.3.2
专用回车场应设在客流集散的主流方向同侧，共出入口不得直接
与快速路、主干路相连。

交通
站场

专用回车场未能设在客流
集散的主流方向同侧。

S1.4.48.1

专用回车场出入口错与快
速路直接相连。

S1.4.48.2

专用回车场出入口错与主
干路直接相连。

S1.4.48.3

12.1.1

设计范围及原则如下：                                       
……
五、快速路的路面水应排泄迅速，以防止路面形成水膜影响行车安
全。

道路
排水

快速路路面排水系统设计
不当。

S1.4.49

12.1.2

道路排水设计标准如下：                                                                      
一、城区道路排水设计重现期见表12.1.2（略），重现期高于地区
排水标准时，应增设必要的排水设施。                                    
二、当郊区道路所在地区有城市排水管网设施或排水规划时，应按
表12.1.2规定选用适当的重现期。                                       

道路
排水

道路排水设计重现期采用
不当。

S1.4.50.1

道路排水设计标准采用不
当。

S1.4.50.2

试读结束：需要全本请在线购买： www.ertongbook.com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