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总 序

李道辅

十年笔耕，一朝成书。北京公路志丛书的出版，是北京公

路建设历程中_件有意义的事情，是值得从事北京公路建设、设

计、科研、养护和管理的同志们高兴的事情。

北京历史悠久，文化灿烂，是世界有名的文化城市，从秦

修驰道始，北京就有道路建设的记载。其后，驿站道路不断发

展，至辽、金以来，北京成为五朝古都，官马大道通往全国各

地。历代帝王为通达政令，运输粮饷，对道路建设甚为重视，各

种史书都设专章以记述。然尚无一部专门记载北京历代道路建

没的专业志书。本丛书按照贯通古今、古为今用的原则，集历

代北京道路建设的主要史实于一册。为关心和研究北京公路建

设历史的人士提供阅读之便。此其一。

中华人民共和国建都北京后，北京成为全国政治、文化中

心，公路建设就更为重要。1949年国民政府遗留下来的几百公

里公路，就像苦难的中国大地一样，疮痍满目，几乎没有一条

完好通畅的道路。公路职工就是在这样的基础上，艰苦奋斗，恢

复交通，保证了首都人民的生活物资供应和南下大军解放全中

国，以后公路建设飞速发展。特别是在中国共产党十一届三中

全会以后，在改革开放的步伐下，公路建设的数量和质量都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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较大的飞跃。如果以同等区划相比，1958年公路里程为1328公

里，至1990年为9647．71公里，增加了6．26倍；高级、次高

级路面1961年144公里，1990年5057公里，增加了34倍。桥

梁全部永久化；高速公路从无到有；管理法规日臻完善。四十

余年，为公路建设积累了丰富经验，是我们建设中的宝贵财富。

今加以编纂，避免资料流失。此其二。

本丛书以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为指导，运用辩证唯物主义

和历史唯物主义的立场、观点和方法，实事求是地进行记述。对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历史的记述，以中国共产党十一届三中

全会以来的路线、方针和政策为准绳。上限追溯事业之发端，下

限断至1990年12月31日。按照公路事业的性质横分门类，再

按时序纵述史实，述而不论，寓褒贬于资料的记述之中。为各

方人士了解研究北京公路建设的历史提供基础资料，为各级领

导决策提供借鉴和依据。此其三。

中国古代道路的建设，凝结着无数劳动人民的才智和血汗。

如朝宗桥“c”字形防浪堤；琉璃河桥联结桥石的“银锭扣”；

《马可·波罗游记》中称之为“世界上最好的独一无二的桥”的

卢沟桥，都反映古代桥梁建筑技艺之高超。唐代大诗人李白在

《蜀道难》中有这样诗句，“地崩山摧壮士死，然后天梯石栈相

钩连”。诗人借用一个神话传说，说明古栈道的修通，蕴含着许

多悲壮的故事。司马迁在亲自视察了秦北方直道之后，对这项

巨大工程耗费的人力财力，愤慨指出，“蒙恬之罪宜诛”。可见

我们的祖先，为了古代道路的修建，作出巨大牺牲和贡献。在

日本侵华期间，更有无数劳动人民被迫修建“警备路”、“封锁

沟”：惨死于敌人的刺刀和棍棒之下。延庆岔道有一个白骨累累

的“万人坑”，就是敌人罪行的铁证。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北京公路建设职工成为国家主人，

以极大热情，在国家人力财力都极其艰苦的条件下，同广大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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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一起恢复旧路，建设新路，取得了辉煌成就。有的同志任劳

任怨，奋斗终生；有的同志鞠躬尽瘁，死而后已；有的在施工

中不幸牺牲。本丛书的出版，对死者是个安慰，对生者是个策

励，也为人民群众和青年提供社会主义、爱国主义、革命传统

教育的基础教材。此其四。

本丛书共十一册，一百多万字。是在交通部和市交通局领

导的关怀下完成的，得到有关史志部门的帮助和指导。早在

1982年交通部组织编写公路史开始，原市公路管理处就抽调专

人参加资料收集和编写工作。1987年公路管理处成立史志办公

室。各县、区也在1982年后相继成立史志编写小组或办公室．

编写整理了大量资料。房山、怀柔、密云、门头沟、延庆等县、

区先后出版了公路史。这些工作都为本丛书的编写创造了条件。

1991年北京市组织地方志编写工作，我们在完成地方志的公路

交通志的有关章节编写后，以专业志的形式编写了这套丛书。许

多编写人员为收集资料跑图书馆、档案馆，一连数月，收集数

十万字的宝贵资料，有的同志为核对史实，踏勘了许多路线和

桥梁，订正了许多错误资料。有的同志在工作中积劳成疾而去

世。特别是业务部门和许多热心公路事业的各界人士，为本书

的编写作出很大贡献。因此，本丛书的出版，是公路战线全体

职工、科技人员、离退休老同志和各界热心人士共同劳动的成

果，是一项艰巨的系统工程。此其五。

为了研究北京公路建设历史的总体面貌和便于了解某一地

域公路建设历史的详细情况，本丛书设总卷和按区域划分的分

卷。总卷以记述主要干线公路历史和全市性的公路建设的举措

为主，分卷则较详细地记述该区域内的公路建设的历史。虽各

有侧重，但不可避免其中多有重复之处。由于编写人员水平不

一，汇集资料详略有异，故疏漏谬误在所难免，尚希读者赐教。

但编者以实事求是的精神，在重视史实的基础上，文风尚称严

3



谨、朴实、力戒浮词、套话，仍不失为一部反映北京公路建设

历史的可读的资料著述。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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凡 例

一、本丛书是一部综合古今的公路专业志书，以“详今略

古、古为今用”为原则，着重记述现代公路发展的史实。上限

据实上溯，下限断于1990年12月31日，个别事项记载可涉及

至1991年。

二、本丛书记述的地域，无论古今均以1990年北京行政区

域为准，在记述中也交代了当时的归属。

三、本丛书设总卷和分卷。总卷以国家干线公路、市级干

线公路和全市性的重大事项为主，分卷以各县(区)区域内的

公路和事项为主，各有侧重并独立成书。

四、本丛书各卷按公路业务横分门类，纵向记述。分章、节、

目、子目四个档次编排。

五、本丛书各卷以述、记、志、图、表、照、录七体编纂。

图表及黑白照片插入有关章节，彩照置于各卷之首。

六、历史纪年：

(一)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前，先写朝代年号，再在其后括

以换算的公元纪年。公元前的只书“前××年”。1949年10月

1日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只记公元纪年。

(二)不用交代不清的时间概念，如“最近”、“不久以前”、

“后来”等。

(三)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前(后)，不写为“建国前

(后)”，应写作“新中国成立前(后)”。
1



七、记事：

(一)大事记采用编年体与纪事本末体相结合的方法记述。

(二)古代一般记年不记月，一年之中每事自为起迄。

(三)在一定时间(年、月、E1)内有几件事平行发展，彼

此无交叉或交叉不多者，则按一事一记原则，分别记述，自为

起迄。第一事记时(年、月)，其后则记“是年”、“是月”。

(四)各历史朝代的地名均书当时名称，并括注今名。

(五)度、量均按当时历史习惯名称及书写方式，并括注换

算成现今的数字和单位。表示近代、现代道路桥梁等的度、量，

均采用公制，用汉语表示，如公里、米、厘米等。

(六)桥梁设计荷载标准简写为“汽一××，挂一×××或

拖一×××”。记载路线地段使用地名，如用公路里程表示，写

为“桩号××+×××——××+×××”。

(七)公路工程专用术语，应用规范术语，不用俗称。但书

中出现较多者可用简称，如“多蜡沥青表面处治”，可称“渣油

表处”等。

八、机构名称在各卷第一次出现时用全称，并括注以后使

用的简称。如北京市公路管理处(以下简称市公路处)。

九、路线名称按交通部和北京市的命名，不自立名目。标

题及各卷第一次出现时，写全称并括注以后使用的简称。如国

家干线公路(以下简称国道)，京沈(阳)公路北京段不称京密

公路。但在记述中用当时习惯称谓。

十、本丛书各卷注释均采用章后注。

2

试读结束，需要全本PDF请购买 www.ertongbook.com



目 录

序⋯⋯⋯⋯⋯⋯⋯⋯⋯⋯⋯⋯⋯⋯⋯⋯⋯⋯⋯⋯赵玉和(1)

概述⋯⋯⋯⋯⋯⋯⋯⋯⋯⋯⋯⋯⋯⋯⋯⋯⋯⋯⋯⋯⋯⋯(1)

第一章 管理机构⋯⋯⋯⋯⋯⋯⋯⋯⋯⋯⋯⋯⋯⋯⋯(8)

第二章 路线⋯⋯⋯⋯⋯⋯⋯⋯⋯⋯⋯⋯⋯⋯⋯⋯⋯(12)

第一节 国家干线公路⋯⋯⋯⋯⋯⋯⋯⋯⋯⋯⋯(12)

第二节 市级干线公路⋯⋯⋯⋯⋯⋯⋯⋯⋯⋯⋯(25)

第三节 县公路⋯⋯⋯⋯⋯⋯⋯⋯⋯⋯⋯⋯⋯⋯(36)

第四节 乡公路⋯⋯⋯⋯⋯⋯⋯⋯⋯⋯⋯⋯⋯⋯(59)

第五节 专用公路⋯⋯⋯⋯⋯⋯⋯⋯⋯⋯⋯⋯⋯(74)

第三章 桥梁⋯⋯⋯⋯⋯⋯⋯⋯⋯⋯⋯⋯⋯⋯⋯⋯⋯(78)

第一节 跨河桥⋯⋯⋯⋯⋯⋯⋯⋯⋯⋯⋯⋯⋯⋯(78)

第二节 栈桥⋯⋯⋯⋯⋯⋯⋯⋯⋯⋯⋯⋯⋯⋯(134)

第三节 立交桥⋯⋯⋯⋯⋯⋯⋯⋯⋯⋯⋯⋯⋯⋯(134)

附记一 钢缆桥⋯⋯⋯⋯⋯⋯⋯⋯⋯⋯⋯⋯⋯⋯(137)

附记二 铁路与公路立体交叉⋯⋯⋯⋯⋯⋯⋯⋯(139)

第四章 隧道 环岛⋯⋯⋯⋯⋯⋯⋯⋯⋯⋯⋯⋯⋯(141)

第一节 隧道⋯⋯⋯⋯⋯⋯⋯⋯⋯⋯⋯⋯⋯⋯⋯(141)

第二节 环岛⋯⋯⋯⋯⋯⋯⋯⋯⋯⋯⋯⋯⋯⋯⋯(144)

第五章 工程技术⋯⋯⋯⋯⋯⋯⋯⋯⋯⋯⋯⋯⋯⋯⋯(145)

第一节 测设⋯．．．⋯⋯⋯⋯⋯⋯⋯⋯⋯⋯⋯⋯⋯(145)

第二节 施工工艺⋯⋯⋯⋯⋯⋯⋯⋯⋯⋯⋯⋯⋯(146)

第三节 材料加工⋯⋯⋯⋯⋯⋯⋯⋯⋯⋯⋯⋯⋯(155)．



第四节 技术力量·。⋯⋯⋯⋯⋯⋯⋯⋯⋯⋯⋯⋯·

第五节 施工队伍⋯⋯⋯⋯⋯⋯⋯⋯⋯⋯⋯⋯⋯

第六节 施工机具⋯⋯⋯⋯⋯⋯⋯⋯⋯⋯⋯⋯⋯

第七节 质量控制⋯⋯⋯⋯⋯⋯⋯⋯⋯⋯⋯⋯⋯

第六章 养护管理⋯⋯⋯⋯⋯⋯⋯⋯⋯⋯⋯⋯⋯⋯⋯

第一节 养护方式⋯⋯⋯⋯⋯⋯⋯⋯⋯⋯⋯⋯⋯

第二节 养护方法⋯⋯⋯⋯⋯⋯⋯⋯⋯·⋯⋯⋯”

第三节 养护工具⋯·⋯⋯⋯⋯⋯⋯⋯⋯⋯⋯⋯”

第四节 管理办法⋯⋯⋯⋯·⋯⋯⋯⋯⋯⋯⋯⋯”

第五节 民工建勤⋯⋯⋯⋯⋯⋯⋯⋯⋯⋯⋯⋯⋯

第六节 水毁修复⋯⋯··⋯⋯⋯⋯⋯⋯⋯⋯⋯⋯·

第七节 交通量调查⋯⋯⋯⋯⋯⋯⋯⋯⋯⋯⋯⋯

第七章 路政管理⋯⋯⋯⋯⋯⋯⋯⋯⋯⋯⋯”⋯⋯⋯·

第一节 路政法规⋯⋯⋯⋯⋯⋯⋯⋯⋯⋯⋯⋯⋯

第二节 管理组织⋯⋯⋯⋯⋯⋯⋯⋯⋯⋯⋯⋯⋯

第三节 交通标志⋯⋯⋯⋯⋯⋯⋯⋯⋯⋯⋯⋯⋯

第八章 绿化⋯⋯⋯⋯⋯⋯⋯⋯⋯⋯⋯⋯⋯⋯⋯⋯一

第一节 路树 绿地⋯⋯⋯⋯⋯⋯⋯⋯⋯⋯⋯

第二节 管理⋯⋯⋯⋯⋯⋯⋯⋯⋯⋯⋯⋯⋯⋯⋯

第三节 育苗⋯⋯⋯⋯⋯⋯⋯⋯⋯⋯⋯⋯⋯⋯⋯

第九章 养路费征收⋯⋯⋯⋯⋯⋯⋯⋯⋯⋯⋯⋯⋯⋯

第一节

第二节

第三节

第四节

第十章 职工教育及后勤⋯⋯⋯⋯⋯⋯⋯⋯⋯⋯⋯⋯

第一节 文化补课⋯⋯⋯⋯⋯⋯⋯⋯⋯⋯⋯⋯⋯

第二节 技术培训⋯⋯⋯⋯⋯⋯⋯⋯⋯⋯⋯⋯⋯

2

))))))))))、))))))))))))))))))

6

7

8

9

2

2

7

8

O

2

4

6

1

1

3

4

6

6

9

1

3

3

4

6

6

8

8

9

5

5

5

5

6

6

6

6

7

7

7

7

8

8

8

8

8

8

8

9

9

9

9

9

9

9

9

9

l

1

1

1

1

1^

1

l

1上11

1

1i

1

1

1i

11

1

1

11

1

1

1

1

1

1

1

1

1((((((((((((((((((((((((((((

●

●

●

●

●

●

●

●

●

●

●

■

●

●

●

●构准围法机标范办收收收收征征征征



第三节 政治学习⋯⋯⋯⋯⋯⋯⋯⋯⋯⋯⋯⋯⋯

第四节 房建⋯⋯⋯⋯⋯⋯⋯⋯⋯⋯⋯⋯⋯⋯⋯

第五节 职工福利设施⋯⋯⋯⋯⋯⋯⋯⋯⋯⋯⋯

大事记⋯⋯⋯⋯⋯⋯⋯⋯⋯⋯⋯⋯⋯⋯⋯⋯⋯⋯⋯⋯⋯

附录：县外施工工程⋯⋯⋯⋯⋯⋯⋯⋯⋯⋯⋯⋯⋯⋯⋯·

编后⋯⋯⋯⋯⋯⋯⋯⋯⋯⋯⋯⋯⋯⋯⋯⋯⋯⋯⋯⋯⋯⋯

(200)

(201)

(202)

(204)

(229)

(230)

3



序
赵玉和

《怀柔公路志》问世了。这是我县史志编修工作中的又一成

果。

“要想富，先修路”，这已经成为人们的共识。怀柔是个首都

的远郊县，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后，全县的公路建设事业取得

了巨大的成就，推动了全县经济和社会事业的快速发展，为进一

步对外开放，促进经济腾飞创造了条件。

怀柔公路建设的发展史，凝聚着广大筑路工人和工程技术

人员的心血和汗水，《怀柔公路志》就是一本浓缩地再现本县公

路历史发展的史书，她以志为主，略古详今，点、线、面相结合，集

文字、照片、示意图、统计表于一体，可谓内容全面、资料翔实、体

例得当、图文并茂。对研究怀柔公路发展历史，推动全县公路事

业的进一步发展，必将产生积极的影响。尤其对激励筑路工人乃

至怀柔人民爱家乡、建家乡、再接再厉，把怀柔公路建设推向新

阶段的热情和信心将起到积极的作用。 ．

《怀柔公路志》的编写者们不辞辛苦，查阅档案，博览史籍，

调查访问，筛选资料，谋篇立目，为我们编写了这本“前有所稽，

后有所鉴”的史书。

怀柔县境内1000多公里公路已经成为历史，借回首历史之

机，诚挚地感谢故人。未来怀柔县的公路建设会创造更辉煌的业

绩。我们欢迎国内外、海内外朋友共造美好的未来，谨致谢意。

1994年8月



概 述

怀柔县位于北京市北部，县城距市区约50公里。周围与七

个县为邻：南连顺义，北靠丰宁，东和东北邻密云、滦平，西和西

北界延庆、赤城，西南接昌平。面积2557．3平方公里①。县城南

北狭长，地势北高南低。中部、北部山岭重重，山区面积占全县面

积的88．7％，蕴藏着一定数量的金、银、铁、铜、钼、萤石、石灰石

等矿产资源，也是发展果林、畜牧业的场地。举世闻名的长城，蜿

蜒于中部峰峦之巅，为旅游业的开发提供了得天独厚的条件。南

部为华北平原北缘，占全县面积的11．3％，是产粮区。

怀柔县域在战国和秦汉时期为渔阳郡地，郡治在今怀柔县

梨园庄附近。隋、唐至元末先后为檀州(今密云)、归顺州(后称顺

州，今顺义)、昌平等州县地。明洪武元年(1368年)分昌平、密云

二县地立怀柔(一说为洪武十三年)。明、清两代和中华民国时

期，怀柔县先后隶属于顺天府、昌平州、河北省(先称直隶)。中华

人民共和国成立后属河北省，1958年10月划入北京市。

怀柔县建制虽晚，但这个地区远在秦代即通驰道：一为沿长

城所建的“北方大道”②，经过渔阳；一为自咸阳沿渭河东进，再

渡黄河北行通广阳郡(今北京)，继由广阳郡向东北延伸的驰道，

通渔阳。

汉代自蓟(今北京)通渔阳的驰道延伸至自檀(今河北滦平

北)，其走向与今京承公路基本一致。

汉之后，历经魏、晋、北朝魏、隋、唐、辽、宋、金至元末，这条

自北京经古北口通兴州(今承德西)乃至松辽平原的路，其走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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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本未变，始终经今怀柔现辖区。

明代怀柔县建制之后，县域内的道路有了比较大的发展：

(1)有了县城，出现了商市，以县城为中心向所属村镇的辐射状

道路逐步形成；(2)与顺天府、昌平州以及毗邻的密云、顺义等县

联系增多，驿道成为联系的纽带；(3)明朝大修长城，在怀柔县域

(今县域)建成大小口隘近20处，关隘道路相应出现。因此，这一

时期除过境的京师～古北日～兴州驿道(北通辽沈)保持畅通

外，诸如昌平通怀柔的驿道，怀柔通、r髻山的道路(、r髻山，明、

清两代和中华民国时期属怀柔)，怀柔北行出长城大水峪口(或

河防口)经琉璃庙、汤河口通大阁(今丰宁)的道路，怀柔西北行

经黄花城出头道关、二道关通延庆四海的道路，怀柔北行出亓

(qi)连口通崎峰茶的道路，西北行经渤海所出南冶口通四海的

道路均逐渐形成或发展。

清代，承德建成避暑山庄，定为陪都。过怀柔境的原京师～

古北口～兴州驿道扩建为京热御道。清政府卜分重视此路，有一

套比较完整的管理制度。怀柔境内的其他道路也有所发展。

民国初年，随着新式交通运输工具——汽车的出现，旧的道

路已不能适应新的运输工具的需要。因此，以工赈、商办、军工等

多种方式修建和改建公路的热潮在全国兴起。通过怀柔境的通

古公路和京热公路(两路在怀柔城西重合)则以工赈方式分别于

1920和1921年建成。这两条路成为后来怀柔县公路发展的基

础。
‘

日本侵华时期，为镇压人民的抗日活动，掠夺中国资源，在

怀柔境内大修“警备路”，1938至1943年间先后新建和改建京

古、怀昌、怀四、怀丰、怀沙、琉四等10余条公路。这些公路均系

弯急、坡陡、宽4至6米的土路。过河无桥。加之中国共产党领

导下的爱国军民，为遏制日本侵略，不断进行“破交活动”，因此，

这些公路的交通大部处于时续时断的状态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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