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收稿日期:2020-09-18
作者简介:王赤心,男,大学本科,高级工程师.E-mail:457162554@qq.com

　DOI:10.14048/j.issn.1671-2579.2021.03.076

中法公路互通立交设计规范的差异

王赤心

(中国公路工程咨询集团有限公司,北京市　100195)

摘要:中国与法国公路设计规范体系有较大的差别,常对设计人员造成困扰。该文通过

对公路互通立交专业涉及的两国规范进行对比,分析在设计指标、设计参数、设计方法等方面

的优缺点,得出两国规范在互通立交设计方面的差异并给出建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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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西非地区很多国家的道路设计采用法国标准及规

范,但中国的公路设计体系源自德国、日本和美国,差
异较大。该文从互通立交专业的设计指标、设计参数、
设计方法等方面,全面对比分析中法公路设计指标之

间的差异。

1　现行的中法设计规范

该文使用最新的中法两国规范作为对比研究,其
他规范作为参考。法国规范有:

(1)ICTAAL《城际高速公路技术条件指南》,

2015年7月13日法国公路和高速公路研究所发行。
(2)《高速公路互通式立体交叉指南》,2013年8

月法国运营、道路及其整治研究所发行。
(3)ARP《道路通用与几何设计技术指南———

干线公路(高速公路及双行车道快速路除外)》,1994
年8月道路技术安全中心、道路与高速公路研究院

发行。
(4)ICTAVRU《城市快速路设计规范》,2009年3

月管线、运输、城市规划和公共建筑研究中心发行。
(5)《城市之间道路交叉口布置-平面交叉》,

1998年12月公路及高速公路技术研究局发行。
中国有关互通立交工程设计的现行规范:
(1)JTGD20—2017《公路路线设计规范》。
(2)JTG/TD21—2014《公路立体交叉设计细则》。
(3)CJJ129—2009《城市快速路设计规范》。
法国公路设计多是指南的形式,推荐性做法居多;

中国则是规范和细则的形式,执行更加严格。

2　互通立交通行能力对比

2.1　法国规范对于互通匝道通行能力的规定

高速公路交叉或枢纽匝道称作“支线”,服务型出

入口匝道称作“连接线”。
(1)支线通车时交通量超过1200pcu/h或者20

年预测交通量超过1550pcu/h,应建双车道。如果通

车时交通量超过800pcu/h,但未达到1200pcu/h,则
应分析其远景发展,评估经济效益,确定是否立刻修建

双车道或预留到日后修建。
(2)连接线通常设单车道连接线。当通车时交通

量超过1200pcu/h或20年预测交通量期超过1550
pcu/h,应设双车道。

2.2　中国规范对于互通匝道通行能力的规定

匝道基本路段单车道和双车道的设计通行能力根

据匝道设计速度逐渐减小。

2.3　中法规范的差别及建议

法国规范的单车道匝道通行能力与中国规范的设

计速度80km/h匝道的数值相当,建议匝道条件较差

时,匝道通行能力参考中国规范适当折减。

3　互通立交形式选择对比

中法两国规范都将互通立交分为枢纽型和服务型

两类,枢纽型互通立交连接道路为高速公路,服务型互

通立交连接道路为普通公路。
法国规范针对的公路大多不收费,倾向于较多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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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菱形立体交叉、苜蓿叶形(包括部分苜蓿叶)。
中国公路多使用便于收费的喇叭形。
两国枢纽型互通形式都是根据具体情况确定,中

国规范更详尽。

4　互通立交技术指标对比

4.1　视距

(1)中法规范都对互通出入口的视距分别做了规

定,但内容有所不同。
(2)法国规范在互通出口处,对出口及分流鼻端

的标志标线识别视距、无干扰距离等做出规定。中国

规范对视距有规定,但对于标志的要求另有规范。
(3)法国规范在互通入口处,对停车视距做出要

求。中国规范也有类似规定,数值略有不同。
(4)法国规范对于小半径匝道(R<5V)提高了视

距要求。
(5)中国规范提高了对主线互通区及出口区的视

距要求。
(6)中国规范将互通区的视距要求直接转化为对

平纵设计指标的规定。法国规范只规定了视距检验

要求。
(7)中法规范对于视高及物高的规定不一样。法

国规范规定视高为1m,物高为0.6m;中国规范规定

视高为1.2m,物高为0.1m(分流鼻端为0m)。中国

对大货车还另有规定。

4.2　匝道分类及设计速度

4.2.1　法国规范

法国规范匝道按照互通形式分为两类,其中,支线

为枢纽互通匝道、连接线为服务型互通匝道。
支线分为:行驶速度为110km/h的双车道支线;

行驶速度为90km/h的双车道或单车道支线;行驶速

度为70km/h的单车道支线。
连接线分为:行驶速度为90km/h的双车道或单

车道连接线;行驶速度为70km/h的单车道连接线;
行驶速度为70km/h或更低的单车道连接线。

4.2.2　中国规范

匝道按照交通量划分为单车道及双车道,分为

30、35、40、50、60、70、80km/h共7个档次。

4.2.3　中法规范的差别

(1)法国规范匝道按照互通形式(连接高速公路

或普通公路)分为两类。
(2)法国规范匝道设计速度主要有4档,70km/h

以下划为一档,根据半径推算速度。
(3)中国规范匝道只按照设计速度分类,共7个

设计速度。
(4)法国规范匝道设计速度可达110km/h;中国

规范匝道只有小于等于80km/h的设计速度。
中国规范的划分方法更明确,法国规范划分为枢

纽及服务型,宜分别细化。但中国规范对于速度大于

80km/h的互通,按照分幅的主线处理,往往指标难以

较好选取,造成互通规模较大,建议参考法国规范增加

对高速匝道的规定,明确技术指标,避免争议。

4.3　平面

4.3.1　法国规范

(1)平面指标

按照4级设计速度,分别规定了正常超高最小半

径及7%超高最小半径。设计指标如表1所示。

表1　平曲线指标

支线分类 正常超高最小半径(Rdn)/m 7%超高最小半径(Rm )/m

行驶速度为110km/h的双车道支线 650 400

行驶速度为90km/h的双车道或单车道支线/连接线 370 240

行驶速度为70km/h的单车道支线/连接线 300 125

行驶速度为70km/h或更低的单车道连接线 300 40(环形出口外的第1条连接线至少为100m)

　　(2)线形连续性

支线应满足的连贯性要求如下:① 两条连续曲线

应满足R1<1.5R2[R2<1.5Rdn(Rdn 为正常超高最

小半径)];R1 和R2 分别为行车方向出现的第一条和

第二条曲线的半径;② 两条半径小于1.5Rdn 的连续

曲线应用一条不小于100m 的直线段隔开,但两条方

向相反的曲线可用缓和曲线直接连接。
连接线应满足的连贯性要求如下:① 两条连续曲

线应满足R1<2R2(R2<1.5Rdn);R1 和R2 分别为行

车方向出现的第一条和第二条曲线的半径;② 半径小

于1.5Rdn 的两条同向连续曲线应在回旋曲线外用一

条不小于60m 的直线段隔开,R1<R2 时除外;③ 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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车道高速公路连接线出口出现的第一个半径不得小于

100m,环形匝道除外。
(3)缓和曲线

半径小于等于1.5Rdn 的圆曲线设置回旋线。如

果条件过于苛刻,连接线可在曲线半径小于或等于

Rdn 时使用。
回旋线的长度等于:① 对于单车道的连接线或支

线,取下面两个数值中的较大值:6R0.4 和7|Δd|(超
高);其中R 指曲线半径(单位:m),|Δd|指线路的相

连元件的横坡差(单位:%);② 对于双车道的连接线

或支线,取下面两个数值中的较大值:R/9和14|Δd|
(超高);其中R 指曲线半径(单位:m),|Δd|指线路的

相连元件的横坡差(单位:%)。
以上都是最小长度,但是不建议追求较高的数值,

因为可能使道路使用者更难判断最终的曲线。
(4)减速区和加速区

① 减速区域应能够使道路使用者从在S.1.00m
(两条车道的边线的距离到达1m 的位置)处以70
km/h的常规速度在遇到的第一个曲线后以1.5m/s2

的减速度降至适当速度。
该区域由从S.1.00m 的点到曲线的圆形部分起

点之间的几何要素构成。

② 加速区应该使道路使用者能够从驶过的最后

一个曲线的半径适当速度,以 1 m/s2 的加速度在

E.1.00m 的点加速到55km/h的常规速度。
该区域由最后一个曲线的圆形部分的终点到

E.1.00m 点之间的要素构成。

4.3.2　中国规范

平面设计指标如表2所示。

表2　匝道圆曲线最小半径

匝道设计速度/

(km·h-1)

圆曲线最小半径/m

一般值 极限值

80 280 230

70 210 175

60 150 120

50 100 80

40 60 50

35 40 35

30 30 25

4.3.3　中法规范的差别

(1)法国规范的平曲线指标偏大。
(2)法国规范对于设计速度小于70km/h的没有

明确规定。中国规范按照设计速度划分,比较详细。
(3)法国规范对缓和曲线的用法,建议在满足超

高及线形要求下尽量取短。
(4)法国规范对于匝道线形设计要求更加严格,

不建议使用复杂的线形(包括卵形曲线)。

4.4　纵断面

4.4.1　法国规范

纵断面参数的极限值,如表3所示。

表3　纵断面指标

支线分类
最小凸形

竖曲线/m

最小凹形

竖曲线/m

最大纵

坡/%

可以110km/h速度行驶

的双车道支线
6000 3000 6

可以90km/h速度行驶

的双车道或单车道支线/

连接线

2700 1900 6

可以70km/h速度行驶

的单车道支线/连接线
1500 1200 6

可以70km/h速度行驶 1500 800 6

4.4.2　中国规范

纵断面设计指标如表4、5所示。

表4　匝道最大纵坡

匝道设计

速度/

(km·h-1)

最大纵坡/%

出口匝道

上坡 下坡

入口匝道

上坡 下坡

80、70 3 3 3 3

60、50 4 3 3 4

40、35、30 5 4 4 5

表5　匝道竖曲线最小半径

匝道设计

速度/

(km·h-1)

竖曲线最小半径/m

凸形

一般值 极限值

凹形

一般值 极限值

80 4500 3000 3000 2000

70 3500 2000 2000 1500

60 2000 1400 1500 1000

50 1600 800 1400 700

40 900 450 900 450

35 700 350 700 350

30 500 250 400 3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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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4.3　中法规范的差别

(1)法国规范匝道最大纵坡都是6%,中国规范最

大纵坡根据匝道设计速度取值不同。
(2)法国规范对匝道最小竖曲线取值相对偏小。

4.5　横断面及超高加宽

4.5.1　法国规范

(1)横断面

行车道宽度为3.5m,路肩宽度按照支线、连接

线、辅道分类,并根据交通量确定。
(2)超高

普通路段采用单向2.5%向右的横坡。
最大超高为7%(易结冰地区为5%)。在超高曲

线中,横坡朝向曲线内侧。数值在2.5%(对应半径

Rdn)和7%[对应半径Rm(Rm 为最小平曲线半径)]之
间,根据1/R 进行线性计算。

(3)加宽

在平曲线半径小于100m 的曲线段,曲线内侧每

条车道加宽50/R,加宽沿回旋曲线线性过渡。

4.5.2　中国规范

(1)匝道横断面基本类型的划分应符合下列规

定:① Ⅰ型为单向单车道匝道;② Ⅱ型为无紧急停车

带的单向双车道匝道,可用作对向非分隔双车道匝道;

③ Ⅲ型为有紧急停车带的单向双车道匝道;④ Ⅳ型

为对向分隔式双车道匝道;⑤ 当匝道按高速公路延续

路段设计时,应采用高速公路分离式断面。
(2)超高:当匝道圆曲线半径小于细则表8.2.2

的规定值时,圆曲线路段应设置超高,并应向曲线内侧

倾斜。匝道圆曲线路段的最大超高宜采用6%,在积

雪冰冻地区,最大超高不得大于6%。在非积雪冰冻

地区,当交通组成以小客车为主时,匝道最大超高可适

当增大,但不应大于8%。
匝道圆曲线路段的超高值可根据匝道设计速度、

最大超高和圆曲线半径由表9.2.5选取。
细则还规定了匝道在不同设计速度下的最大超高

渐变率,并以表格形式列出。
(3)加宽:匝道圆曲线路段路面加宽值应根据匝

道类型、路面标准宽度、通行条件所需宽度和圆曲线半

径确定。当采用表9.4.1中一般通行条件时,匝道圆

曲线路段的路面加宽值可由表9.4.2查取。
当匝道路面加宽渐变率小于1/25时,加宽可采用

线性过渡;当匝道路面加宽渐变率大于或等于1/25
时,加宽可采用三次抛物线或四次抛物线过渡。

4.5.3　中法规范的差别

(1)法国规范匝道横断面根据匝道类型划分为支

线及连接线。支线设置了紧急停车带,连接线只设置

路肩无停车带。
(2)中法规范都根据交通量确定匝道横断面

参数。
(3)法国规范匝道最大超高为7%(易结冰地区为

5%),中国规范一般最大超高为8%(冰雪地区使用

6%)。
(4)中法规范对超高渐变的规定不同。法国规范

中超高渐变率是定值,中国规范中超高渐变率随着超

高旋转轴及匝道设计速度而改变。
(5)中法规范对小半径曲线的加宽规定的数值不

同。法国规范计算得到的加宽值为0.5~2m;中国规

范的加宽值为0.25~3.5m,变化幅度更大。

4.6　连接部

4.6.1　法国规范

此部分内容较多,规定比较详细,基本分为以下几

部分:
(1)出入口类型

根据主线及出入口的交通量选择出入口车道数量

及出入口形式。
出口:包括直接式、平行式及专用式。其中,专用

式类似于主线缩减车道的形式。
入口:采用平行式。
(2)合流段和分流段几何特性

对出入口处具体构造的规定,包括鼻端、物理分隔

点、流出流入角度、渐变率等。
(3)各类出入口形式

出口形式:包括单车道直接式、单车道平行式、单
车道专用式、双车道平行式、双车道专用式、左侧出口、
主线出口车道减少、出口接匝道分叉等。

入口形式:包括单车道入口、双车道入口、左侧入

口、入口后主线车道减少、匝道分叉接入口等。
连续出入口:包括连续出口、连续入口、出口接入

口等。
(4)分合流点

以主线外车道与匝道车道边线相距1 m 的点

(S.1.00m),做为分合流点。
(5)变速车道起始点

变速车道长度按照枢纽型及服务型互通分类。
减速车道终点:枢纽型互通为分流鼻端设置标志

的位置,一般为主线外车道与匝道车道边线相距5.20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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处;服务型互通为上述S.1.00m 分流点。
加速车道起点:枢纽型互通为合流鼻端布置设施

或路基交汇的位置;服务型互通为上述S.1.00m 合

流点。
(6)加减速段

减速车道长150m,包含了三角段;极速车道长

200m,三角渐变段长75m。

4.6.2　中国规范

中国规范这一部分的内容也比较多,详见JTG/T
D21—2014《公路立体交叉设计细则》。

4.6.3　中法规范的差别

(1)法国规范主要侧重于各种情况下的连接部形

式的描述,中国规范还对连接部细节做了详细的规定。
(2)法国规范将出入口分为直接式、平行式及平

行专用式3种,与中国规范中的直接式、平行式有些类

似,但概念不同,法国规范主要根据交通量选择出入口

类型,交通量较小时采用直接式,交通量较大时选择平

行式及平行专用式,需要更长的长度。
(3)法国规范对枢纽型和服务型互通分别做了不

同的规定,中国规范没有类似的划分。
(4)法国规范与中国规范对匝道的起始点、分合

流点及加减速段的规定不同。
(5)中国规范对于加减速车道的长度根据主线设

计速度的不同相应调整。法国规范是定值。
(6)法国规范对于主线车道数的减少及增加,都

来自最左侧车道,中国规范减少及增加的一般是最右

侧车道。

4.7　平面交叉

法国规范与普通公路的连接多采用普通平交或环

形交叉。
中国较少使用环形交叉。
环形交叉经过欧美的研究改进以及大量的实用经

验,效果良好,值得学习和借鉴,可按照法国规范的具

体规定做设计。

5　结语

中法两国关于公路互通立交设计的规范有比较大

的差异,研究根据对比分析,列出了两国规范的主要差

别,实际工程设计中一般需考虑当地的设计习惯,尊重

地方习俗,对于中国规范中比较实用的做法可以进一

步与当地相关技术人员协商,以期设计出更好的方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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