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广陵枢纽互通改扩建方案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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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江苏泰州广陵枢纽是 G2京沪高速、G40沪陕高速和 G1515盐靖高速公路之间交通转换的复杂多肢枢纽。该文以

广陵枢纽为依托,通过对枢纽的现状、远期适应性分析,制定改扩建原则,提出多个改扩建方案,并从服务功能、技术指

标、经济效益、施工保通等方面进行综合比选研究,确定适合的推荐方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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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江苏泰州广陵枢纽衔接 G2京沪高速、G40沪陕

高速和 G1515盐靖高速公路,是实现3条高速公路交

通转换、发挥沿线过江通道功能的重要节点(图1),3
条高速公路先后建设和接入,形成了现状复杂的“K”
字枢纽。随着交通量的持续增长和规划[1-2]相继落

地,区域路网进入了重构期,枢纽衔接的高速公路均已

完成扩容改造或开展改扩建的前期研究工作,因此,广
陵枢纽的改建方案研究也应适时开展。广陵枢纽功能

定位高,交通流量大,形式复杂,各控制因素相互影响

和制约,改扩建方案选择难度大,该文结合区域路网,
综合考虑枢纽功能、工程经济和保通方案等因素,对广

陵枢纽的改扩建方案展开研究。

1　广陵枢纽现状

现状广陵枢纽为半直连组合型枢纽互通[3](图2),
枢纽范围内,G2京沪高速为主线,采用双向六车道高速

公路标准,路基宽度34.5 m,设计速度120km/h;

G1515盐靖高速、G40沪陕高速公路均采用单向双车

道的匝道标准与主线衔接,设计速度80km/h。
在枢纽范围以外,根据路网中各道路采用的技术标

准和建设历史,可分为4个路段,分别是G2京沪高速江

都至广陵段(路段Ⅰ),G2京沪高速广陵至靖江段(路段

Ⅲ),G40沪陕高速平潮至广陵段(路段Ⅴ)和G1515盐靖

高速(路段Ⅳ),4个路段的技术标准[4]见表1。
枢纽附近有广陵互通和广陵服务区两座大型工

点,其中广陵互通(设于 G40沪陕高速公路平潮至广

陵段)为A形单喇叭互通,位于枢纽东侧约1.5k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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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1　广陵枢纽互通位置示意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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平广高速一般路段
现状:
设计速度:100 km/h
横断面:双向四车道
扩建后:
设计速度:120 km/h
横断面:双向八车道
扩建时序:2023 年

盐靖高速一般路段
现状:
设计速度:100 km/h
横断面:双向四车道
扩建后:
设计速度:120 km/h
横断面:双向八车道
扩建时序:2025 年

图2　广陵枢纽互通现状示意图

处,与广陵枢纽净距不满足规范要求,因此在 G40沪

陕高速公路平潮至广陵段扩建工程的施工图设计[5]

362
第42卷　第5期

2022年10月 中　外　公　路　　　　 　



表1　衔接高速公路技术标准

路段

名称

现状技术标准

车道

数

设计速度/

(km·h-1)

拟扩建的技术标准

车道

数

设计速度/

(km·h-1)

建设

时段/

年

路段Ⅰ 双八 120 - - 2015—2018

路段Ⅲ 双六 120 双十 120 2023—2026

路段Ⅴ 双四 100 双八 120 2020—2023

路段Ⅳ 双四 100 双八 120 2026—2029

中,将广陵互通向东侧移动约1.1km,进行移位新建;
广陵服务区(设于 G2京沪高速公路)位于广陵枢纽南

侧约2.1km 处,与枢纽的最小净距仅有551m,净距

不满足规范要求,在此次广陵枢纽扩建方案中需要考

虑一并解决。

2　交通量预测

广陵枢纽交通量方法采用“四阶段法”,远景年交

通量预测结果见图3。广陵枢纽平均日交通总量高达

226809pcu/d,京 沪 高 速 公 路 的 平 均 日 交 通 量 为

77729pcu/d,沪陕高速公路平均日交通量为41549
pcu/d,盐靖高速公路平均日交通量为64894pcu/d,
盐城往返南通方向为主要转向交通流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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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3　广陵枢纽交通量分布图(单位:pcu/d)

3　广陵枢纽适应性分析

3.1　枢纽功能适应性分析

G2京沪、G40沪陕、G1515盐靖高速是国家高速

公路网的重要组成部分,也是组成江苏省高速公路大

通道骨架的重要支撑;对保障国家级高速通道的畅通,
实施长江经济带战略、促进沿线区域经济社会发展具

有重要意义。广陵枢纽作为江苏省高速路网南北通道

衔接的交叉节点,地理位置十分重要,然而枢纽范围内

G40沪陕、G1515盐靖高速公路主线仅采用80km/h
的匝道设计标准,导致主通道功能不连续,无法发挥广

陵枢纽的功能,并且在交通量快速增长的背景下,远景

年仅可满足匝道的四级服务水平,将形成“瓶颈路段”,
严重影响主通道的畅通。

3.2　枢纽交通适应性分析

结合交通量预测成果(图4),对广陵枢纽主线和

匝道基本路段、分合流的连接部进行服务水平计算和

通行能力分析[6],结论如下:H 匝道单向设计交通量

大于400pcu/h,且匝道长度大于350m,现状采用单

车道断面不满足规范要求;D、G 匝道连接部、环形匝

道E在远景年不满足通行能力需求[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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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4　广陵枢纽交通适应性分析结论示意图

3.3　枢纽行车安全分析

(1)出口行车方向与目标地理位置不一致

现状枢纽 G2京沪与 G40沪陕高速的连接部,采
用以京沪高速作为主线、沪陕高速作为匝道的出入口

方式,往南通方向的车辆需先右转往南通过出口后,再
折向东直行,这与南通的地理位置 (行车的直行方向)
不符,在已设置减速标线、提前出口预告等措施的情况

下,驾驶人员仍会出现误判而错过出口的情况,存在一

定安全隐患。
(2)枢纽与服务区的间距问题

现状枢纽与服务区间距较近,净距不满足JTG
D20—2017《公路路线设计规范》中相邻设施间最小距

离的要求,且未设置贯通的辅助车道,车辆交织段对通

行能力影响较大,易出现拥堵现象。

4　枢纽改扩建设计原则

(1)从充分认识广陵枢纽功能定位,满足交通转

换需求的角度,提出枢纽改造方案[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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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枢纽改造应坚持问题导向[9],方案制定应消

除现状枢纽存在的问题,对通行能力不足的匝道及出

入口进行优化改造,对净距不满足要求的段落采取改

造措施,提高安全性及舒适性。
(3)枢纽改扩建是既有工程改造,应最大程度利

用原有工程和减少新增用地。
(4)枢纽附近有大型构造物,改造方案应保证各

自使用功能,并尽量减少对邻近工点的影响[10-11]。
(5)此处枢纽是3个通道的重要交叉节点,实施

期间的保通非常重要,分析施工期间交通组织,确保方

案可行性。

5　枢纽改扩建方案

5.1　方案设计

基于以上各节的论证分析,从进一步发挥广陵枢

纽功能出发,针对枢纽的不适应问题,贯彻灵活的指导

思想进行设计,拟定了多个改扩建方案,从其中选择5
个有价值的方案,做进一步探讨。

(1)方案1
采用原位改建方案(图5),提升枢纽内 G40沪陕

高速和 G1515盐靖高速的技术标准,将原 A、B、D、G
单向双车道匝道,按照设计速度120km/h、单向三车

道的高速公路分离式路基设计标准改建。以京沪为主

通道,京沪与沪陕、京沪与盐靖的连接部均采用主线

分、合流方式,京沪高速和沪陕高速的分流由匝道右出

改为主线左侧直接分流。在服务区无法移位的情况

下,为解决与服务区净距不足的问题,将 G2京沪主线

改造成分离式路基,沪京方向原位利用,京沪方向拆除

新建R线,与盐靖 D线合流后设置贯通的辅助车道。

E匝道由环形匝道改为外转弯式双车道的半直连匝

道,其他匝道需结合调整后的主线进行重建。改造完

成后,枢纽与广陵互通、广陵服务区出入口间距均可满

足规范的要求。
优点:枢纽范围内各通道主线技术指标高且连续,

主交通流向清晰,服务水平高,远期京沪、盐靖、沪陕主

线均能满足三级以上服务水平;枢纽整体布局紧凑,新
增占地、拆迁少;加大了枢纽与服务区间距,并设置贯

通的辅助车道,运营期交通组织简单,安全性高。缺

点:原枢纽拆除重建,废弃工程较多;改造方案与现状

枢纽重叠较多,实施过程中保通方案复杂。
(2)方案2
采用移位新建方案(图6),结合现状枢纽匝道基

本无法利用的情况,从提高盐靖、沪陕通道技术指标出

发,将枢纽的主体往东侧移动,与现状枢纽拉开,扭正

盐靖、沪陕高速的交叉角度,重建正十字枢纽。在枢纽

范围内,沪陕、盐靖按照设计速度120km/h双向六车

道高速公路分离式路基标准进行改造,京沪与沪陕的

连接部处理与方案1相同;盐靖高速的线形更为顺直,
向南连续跨越沪陕高速和京沪高速后,因与服务区距

离较近,故选择与京沪高速分离并行,跨越服务区贯穿

匝道后再与京沪高速合流;京沪、盐靖分别设置服务区

出入匝道,与服务区贯穿车道进行沟通,避免主线分合

流与服务区出入的交织。改造完成后,广陵枢纽与移

位新建的广陵互通净距不足,需设置辅助车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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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5　广陵枢纽改扩建方案1平面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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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6　广陵枢纽改扩建方案2平面图

优点:枢纽内盐靖高速指标较高;移位改扩建方案

避开现状枢纽,施工期间对枢纽运行影响较小;京沪、
盐靖主线在服务区之前采用分离式断面,缩短了京沪

改造为分离式路基的长度,避免了主线分合流与服务

区出入的交织,提高了京沪、盐靖的通行能力,远期京

沪、盐靖、沪陕主线均能满足三级以上服务水平,京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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盐靖采用分离式路基避免交织,有利于提高枢纽至服

务区路段行车安全性。缺点:工程规模大,新增占地

多,废弃工程多;广陵服务区的出口需进行方向识别,
易造成拥堵;移位后枢纽与广陵互通净距不足,需设置

辅助车道。
(3)方案3
方案3(图7)在结合前述两个方案的基础上提出,

仅将盐靖主线拉开,枢纽主体仍进行原位改建。在枢

纽范围内,以京沪为主通道,沪陕、盐靖主线按照设计

速度120km/h双向六车道高速公路分离式路基标准

进行改造;在现状枢纽东侧,将盐靖主线拉出跨越枢纽

后与京沪高速并行;对服务区的处理思路同方案2,在
京沪、盐靖上分别设置服务区出入匝道,避免主线分合

流与服务区出入的交织。改造完成后,枢纽与广陵互

通的净距满足规范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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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7　广陵枢纽改扩建方案3平面图

优点:将交通大的盐靖主线进行局部改线,减小了

施工对现状枢纽运营的影响;枢纽主体布置在原位,新
增用地较方案2少;枢纽与广陵互通净距大,对广陵互

通影响较小,与方案2一致,远期京沪、盐靖、沪陕主线

均能满足三级以上服务水平,京沪、盐靖采用分离式路

基避免交织,有利于提高枢纽至服务区路段行车安全

性。缺点:盐靖与京沪的主线并行路段长,工程规模较

大;广陵服务区的出口需进行方向识别,易造成拥堵。
(4)方案4
方案4(图8)在方案1的基础上提出,广陵枢纽是

复杂的多肢枢纽,内部出入口较多,驾驶人员由于判断

择道进行降速,在满足通道功能前提下,应适当降低设

计速度,合理控制工程规模。枢纽范围内各高速公路

均按主线标准设计,设计速度采用降一档处理,京沪主

通道采用设计速度100km/h进行改造,原 A、B、D、G

匝道按照设计速度100km/h单向三车道高速公路标

准进行改造,其他的处理方式与方案1类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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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8　广陵枢纽改扩建方案4平面图

优点:枢纽范围内各通道主线设计标准适中,远期

京沪、盐靖、沪陕主线也能满足三级服务水平,并且枢

纽内主线适当降低运行速度,也有利于提高出入口的

行车安全性,同时枢纽形式紧凑,工程规模、新增用地

较方案1小。缺点:主线设计指标较方案1低;原枢纽

拆除重建,废弃工程较多;改造方案与现状枢纽重叠较

多,实施过程中保通方案较为复杂。
(4)方案5
方案5(图9)在方案1的基础上提出,在满足通道

功能前提下,尽量利用现状匝道,减少废弃工程。枢纽

范围内各高速公路均按主线设计,设计速度采用降两档

处理,京沪主通道采用设计速度80km/h进行改造,沪
陕、盐靖按主线80km/h双向六车道高速公路标准进行

改造,其他的处理方式与方案1类似。改造完成后,沪
陕、盐靖主线服务水平由四级下限可提升至三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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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9　广陵枢纽改扩建方案5平面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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优点:枢纽形式更紧凑,工程规模、新增用地更小,
并且C、L、M 匝道可以部分利用。缺点:枢纽范围内

主线设计指标低,与一般段落衔接需进行分段降速,使
得整体路网上的通行能力和服务水平相对较弱;原枢

纽拆除量仍然较大,废弃工程较多;改造方案与现状枢

纽重叠较多,实施过程中保通方案较复杂。

5.2　方案比选

5个方案的比选见表2。

表2　广陵枢纽互通改扩建方案比较

比较项目 单位 方案1 方案2 方案3 方案4 方案5

枢纽功能 强 强 强 较强 弱

枢纽区主线

设计速度
km/h

京沪120
沪陕120
盐靖120

京沪120
沪陕120
盐靖120

京沪120
沪陕120
盐靖120

京沪100
沪陕100
盐靖100

京沪80
沪陕80
盐靖80

通行能力及

服务水平

3个通道均采用120km/h设计速度,技术指标高,线形流

畅,远景年服务水平始终保持在三级以上服务水平

通 行 能 力 得 到 较

好的提升,远景年

均 能 满 足 三 级 服

务水平

通 行 能 力 及 服 务

水平提升较少,扩
建 后 可 满 足 三 级

服务水平

对京沪的影响

(京沪下行线改造) km 3.5 2.1 2.1 2.8 2.5

与广陵互通之

间的总体方案
无需特殊处理 设置辅助车道 无需特殊处理 无需特殊处理 无需特殊处理

与广陵服务区之

间的总体方案

京沪、盐靖合流

后,设置贯通的

辅助车道,进出

服务区

京沪、盐靖分别设

置 服 务 区 专 用 匝

道 对 服 务 区 出 入

交 通 量 进 行 分 合

流

京沪、盐靖分别设

置 服 务 区 专 用 匝

道 对 服 务 区 出 入

交 通 量 进 行 分 合

流

京 沪、盐 靖 合 流

后,设置贯通的辅

助车道,进出服务

区

京 沪、盐 靖 合 流

后,设置贯通的辅

助车道,进出服务

区

交通安

全性

分析

主线分流

行车安

全问题

对现状枢纽存在的京沪、沪陕分流点行车方向与目标地理位置不一致的问题均

进行了改造,改造后均采用主线分合流形式,提高其分流线形指标,使其行车方

向与目标地理位置一致,线形指标较高,行车流畅,安全性高

对 目 前 存 在 的 分

流 点 安 全 性 问 题

有 一 定 的 改 善 作

用,但采用的技术

指标较低

与服务区

交织问题

间 距 需 满 足 计

算要求,仍存在

一定的交织

京沪、盐靖采用分离式路基避免交织问

题,安全性较高

同方案 1,但间距

较长,安全性较高

同方案 1,间距更

长,安全性高

施工期保

通方案

与 现 状 枢 纽 匝

道重叠较多,施
工 期 间 保 通 方

案复杂,保通费

用较高

新 建 枢 纽 位 置 东

移,与现状枢纽几

乎无交叉,施工期

间 可 利 用 现 状 枢

纽,保通方案简单

且费用较少,通行

安全性高

新 建 盐 靖 高 速 采

用高架,对现状枢

纽影响较小,其余

转 向 匝 道 可 避 开

现状匝道,施工对

现 状 枢 纽 影 响 较

小,保通较简单

基本 与 方 案 1 相

当

与 现 状 枢 纽 匝 道

有一定重叠,但部

分匝道可利用

新增用地 亩 703 1252 744 515 468

工程估算 亿元 11.993 17.104 14.040 9.919 7.922

　　5个方案均能满足广陵枢纽互通的交通转换功

能,解决现状枢纽存在的问题。方案2和方案3为了

实现保通方案简单的目标,对盐靖的线位做了较大调

整,工程规模和新增用地都增加较多,故对这两个方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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进行了舍弃;在枢纽原位改建的“高中低”3个方案中,
综合考虑造价、行车安全以及与服务区之间交织距离

等因素,推荐采用100km/h设计速度的方案4。

6　保通方案

广陵枢纽是路网中重要通道的转换节点,交通量

较大,改扩建施工保通是枢纽方案可行的重要前提。
针对拟推荐方案,进行施工期间的交通组织方案设计,
在结合路网分流的情况下,通过分阶段施工、设置临时

保通道路等措施,保障交通正常通行(图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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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10　广陵枢纽改扩建保通道路示意图

第1阶段:按推荐方案拼宽4个方向高速,同时实

施不影响现状枢纽的 H 匝道,新建 H 匝道投入运营

后,拆除现状 H 匝道,形成工作面后新建F匝道环形

部和沪陕南侧的新 G线。
第2 阶段:在现状 M 匝道外侧建设保通道路

BM,新建盐靖的右幅保通道路BD,BD在沪陕高速北

侧接入现状 C匝道,在 BD上分流出保通道路 BE和

BL,其中BL顺接现状L匝道,BE通过便桥跨过沪陕

高速,接入现状 E 匝道的环形部。封闭盐靖的左半

幅,建设新 G线的剩余部分和新的 M 匝道。
第3阶段:利用新建的新 G 线、M 匝道和F匝道

保通原匝道,利用 BD、BL、BE 保通盐靖3个方向交

通,拆除现状 D、G 匝道和保通道路 BM,新建盐靖 D
线、C匝道、E匝道和L匝道,完成后拆除现状E匝道、

C匝道及保通道路BD、BL、BE。
第4阶段:将现状 B匝道拼宽改造成沪陕 B线,

并对不受影响的京沪R线和沪陕 A线部分进行施工,
在现状 A 匝道的外侧修建保通道路BA,利用BA 实

现南京至南通方向的保通,将 A匝道剩余部分改造成

A线,完成拆除现状 A匝道及保通道路BA,然后新建

剩余的京沪R线,在沪陕 A线右侧进行接入。

7　结语

阐述了广陵枢纽互通的现状和改扩建的必要性,
采用“四阶段法”进行交通量预测,并对现状枢纽的适

应性进行了分析。从工程的实际出发,制定改扩建设

计原则,综合考虑枢纽的功能定位、通行能力及服务水

平、交通组织方案及运行安全分析、既有工程利用和衔

接路网及邻近设施的影响多个因素,布设了原位改建

和移位新建5个方案,经比选后推荐路网功能完善、设
计指标和工程规模适中的原位改建方案。

随着社会的发展、路网规划的调整和交通量的快

速增长,早期建设的高速公路之间交通转换的枢纽互

通,往往会出现功能调整、交通量不适应等问题,需进

行改扩建,广陵枢纽改扩建方案研究作为典型案例,可
为复杂枢纽互通的改扩建工程提供参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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