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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浙江省 “四沿” 美丽富裕干线路创建导则及 6 条国省道示范项目总体规划方案的发布, 对推动全省

“四沿” 美丽富裕干线路起到巨大的指导和推动作用。 为了评价一条国省道是否达到 “四沿” 美丽富裕干线路标准,
及评价国省道是否满足要求, 文章建立了一套针对 “四沿” 美丽富裕干线路的评价体系。 该体系结合推进普通干线公

路建管养运高质量发展方向, 将 “四沿” 美丽富裕干线路
 

“路况更好、 服务更优、 安保更强、 科技更新、 带动更广”
五大目标贯穿公路规划、 建设、 管理、 养护、 运营等各个环节, 最终形成走在全国前列、 浙江特色鲜明的干线公路高

品质建设管理体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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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　 引言
  

“四沿” 美丽富裕干线路主力是国省道公

路, 重在突出浙江地形地貌特征, 强调联通带

动区域经济发展, 是实现浙江省共同富裕示范

区建设的重要载体和工具, 与美丽公路既理念

相通, 又极大拓展延伸了内涵。 在 “双碳” 政

策、 运输结构调整、 数字化转型、 全面加强基

础设施建设等多重要素的叠加影响下, 国省干

线美丽公路的建设管理在发展模式、 技术升级、
质量管控、 流程优化、 体制机制等方面与高质

量发展的新要求仍有差距。 因此, 需要对浙江

省 “四沿” 美丽富裕干线路建设管理全过程进

行系统性研究, 围绕高品质这个关键词提出针

对性解决方案, 发挥好 “四沿” 公路的品牌效

应、 打造浙江样板, 为浙江高质量建设共同富

裕示范区提供有力支撑。
1　 发展现状

   

美丽公路建设是 “四沿” 美丽富裕干线路

的建设基础, 目前 “美丽公路+” 发展模式初具

雏形, 已初步形成具备浙江特色的自然风景线、
科创产业线、 生态富民线和历史人文线。 “十三

五” 期间, 浙江省以创建万里美丽经济交通走

廊为重点, 创建完成约 27000 公里美丽经济交

通走廊、 20 个示范县、 63 个达标县, 高质量完

成美丽经济交通走廊发展任务与目标, 基本实

现省级产业集聚区、 特色小镇、 4A 级以上景区

通达二级以上公路; 历史文化名村、 农家乐示

范村、 美丽乡村精品村、 旅游风情小镇通达等

级公路, 有效推动产业融合发展, 助力乡村振

兴。
  

“十四五” 期间, 为贯彻落实省委省政府

《浙江高质量发展建设共同富裕示范区实施方案

(2021-2025 年) 》 及省强省办 《关于推进 “四

沿” 美丽富裕干线路建设助推山海协作的指导

意见》 (浙交强省办 〔2021〕 25 号) 等要求,
创建工作以普通国省道路网为基础, 并结合我

省独特的海江湖山自然景观和人文脉络, 统筹

国省道公路建设和养护工程,
 

融合数字公路发展

要求, 打造一批 “四沿” 标志性工程———G228
沿海产业路、 G235 沿山共富路、 G330 沿江人文

路、 G351 山海协作路、 S221 和 S309 环千岛湖

智慧路、 G526 蓝色海岛路, 覆盖 11 个地市, 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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里程 2050 公里, 总投资约 846 亿元, 其中建设

投资 794 亿元, 养护投资 51 亿元。
   

2　 指标体系
  

结合浙江省交通发展现状, 通过理论指标

体系构建、 对标规划文件和先进地区、 多轮指

标筛选优化后, 最终选取 4 个逆向指标和 44 个

正向评价指标, 包括设计、 施工、 养护、 服务、
设施等 14 个方面。
2. 1　 设置理论指标体系

  

从以下几个方面梳理指标体系: 一是公路

行业标准规范, 如 《公路工程技术标准 ( JTG
 

B01-2014) 》; 二是国家、 省级规划等有明确指

标体系的政策文件, 如 《交通运输部办公厅关

于印发公路水运品质工程评价标准 (试行) 的

通知》 (交办安监 〔2017〕 199 号), 《浙江省公

路发展 “十四五” 规划》; 三是国家、 省级提出

的实施方案、 意见等, 如 《浙江省公路水运工

程质量提升三年专项行动方案 (2021-2023) 》
(浙交 〔 2021〕 110 号); 四是浙江省 “ 四沿”

美丽富裕干线路的创建方案和导则、 《美丽公路

技术指南》。
2. 2　 指标体系内容

  

首先应该确定必须要满足的指标体系, 确

定 4 个基本要求作逆向指标, 共有以下 4 项基本

内容

表 1　 “四沿” 美丽富裕干线路高品质基本要求表

序号 评价内容

1 交工验收没有不合格的

2
工程未发生质量事故或较大及以上生产安全责任

事故或其他在社会上造成严重影响事件的。

3
工程建设期间未发生重大环境污染或生态破坏等

在社会上造成严重影响事件的。

4
工程建成 3 年内, 未发生过因设计或施工质量造成

的交通事故及其他在社会上造成严重影响事件的。

　 　 从指标体系的可获取性、 可分解性对指标进

行分析, 并将同类指标合并、 筛除难落地项, 再

根据 “四沿” 美丽富裕干线路总体布局方案的总

体要求将指标分为五类, 指标体系结构如下图。

图 1　 评价指标体系

　 　 一是路况更好。 通过高品质公路设计、 施

工、 养护, 打通瓶颈路段, 提升技术标准, 提高

管理养护水平, 全面提高行驶质量和舒适度。 内

容包括设计质量、 施工质量和养护质量三方面。
  

二是服务更优。 通过完善沿线附属设施、

提升沿线景观风貌, 全面提升公路运行效率,
增强驾乘体验感。 内容包括公路服务、 设施服

务、 环境服务三方面。
  

三是安保更强。 通过开展公路灾害防治,
完善公路安保设施, 保证公路施工安全, 提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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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路突发事件、 异常情况的发现能力和异常运

行车辆的管控能力。 内容包括施工安全、 设施

安全、 应急安全三方面。
  

四是科技更新。 通过加快干线公路数字化

管理, 实现各类静态数据及巡检养护数据自动

化获取; 推广应用节能减排、 低碳环保的新材

料、 新工艺, 实现全过程绿色生态环保。 内容

包括设计创新、 施工创新、 绿色环保三方面。
  

五是带动更广。 通过激发区域生态旅游,
特色产业, 乡镇经济、 历史文化的新活力, 推

动山区县与东部沿海地域协调发展。 内容包括

服务带动、 四沿融合两方面。
  

最终形成 44 项指标评价体系, 如下表。

表 2　 “四沿” 美丽富裕干线路高品质指标表

目标
指　 　 标

类别 序号 指标内容

路况

更好

设计

质量

施工

质量

养护

质量

1 平纵横设计满足排水要求

2 平纵极限设计指标运用情况

3 相邻路段设计运行速度差

4 普通国省道平面交叉布置

5 平面交叉口最小间距

6 桥头跳车指数

7 高边坡专项设计率

8 不良地质路段专项设计

9 交工验收工程质量评分

10 路面技术状况指数 PQI

11 路面行驶质量指数 RQI

12 路况优良率

13 路基技术状况指数 SCI

服务

更优

公路

服务

设施

服务

环境

服务

14 公路技术等级

15 干线公路平均运行速度

16 普通国省道实际服务水平

17 服务站 (驿站) 设置情况

18 公路交通情报板设置

19 普通国省道出行信息服务指数

20 可绿化路段绿化率

21 公路整体美观度

目标
指　 　 标

类别 序号 指标内容

安保

更强

施工

安全

设施

安全

应急

安全

22 平安工地创建评分

23
普通国省道公路一、 二类桥梁 ( 隧

道) 比

24
治超非现场执法处罚量占治超总处罚

量比例

25 隧道视觉疲劳缓解带设置情况

26 隧道防火涂料使用情况

27 隧道应急逃生设施情况

28 标志标线设置率和完好率

29
普通国省道临水临崖、 落差 2. 5 米以

上路段安保设施覆盖率

30 交通事故隐患整治率

31 一般灾害下干线公路抢通平均时间

32 公路应急救援到达时间

科技

更新

设计

创新

施工

创新

绿色

环保

33 设计文件 BIM 应用率

34 普通国省道干线公路监控设施等级

35 施工标准化覆盖率

36 工程智慧建设管理系统使用率

37
数控钢筋加工设备、 智能预应力张拉

压浆设备配备率

38 工程四新技术应用情况

39 路面旧料回收率 (包含回收利用率)

带动

更广

服务

带动

四沿

融创

40 主要干线公路服务区 (站) 覆盖率

41 公路出行使用率

42 公交站、 港湾式停靠站点标准化

43
公路附属设施 “四沿” 主题融入创建

率

44
公路沿线服务设施 “四沿” 主题融入

创建率

2. 3　 指标说明
  

本文章从 “四沿” 美丽富裕干线路的理论

逻辑、 内涵特征等方面入手, 分析 “四沿” 对

交通的内在要求, 结合公路工程施工和设计的

需求, 构建高品质建设管理体系, 部分本文涉

及的指标内容及其相关说明如下。
  

(1) 普通国省道平面交叉布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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取自 《公路路线设计规范》 ( JTG
 

D20 -

2017): 要求普通国省道平面交叉角应大于 70°,
同一位置平面交叉岔数不宜多于 4 条, 且纵坡

应在 0. 15%-3%的范围内。
  

《美丽公路技术指南》: 国省道平面交叉宜

为直角, 必须斜交时, 交叉角应大于 60°, 同一

位置平面交叉岔数不宜多于 4 条, 并应进行科

学合理渠化。
  

(2) 平面交叉口最小间距
  

取自 《 公路路线设计规范》 ( JTG
 

D20 -

2017): 最小平交间距一级干线公路大于 1km,
一级集散公路大于 500m; 二级干线公路大于

500m, 二级集散公路大于 300m。
  

取自 《浙江省普通国省道公路平面交叉控

制管理办法 (试行) 》 (浙交 〔2021〕 11 号):
设计速度 100km / h 一级公路平交间距不得小于

2km, 平均不得小于 5km; 设计速度 80km / h 的

一级公路平交间距不得小于 1km, 平均不得小

于 3km; 设计速度 60km / h 的一级公路平交间距

不得小于 500m, 平均不得小于 1km。
  

(3) 桥头跳车指数
  

取自 《浙江省公路水运工程质量提升三年

专项行动方案 (2021-2023) 》 (浙交 〔2021〕
110 号): 一是填方高度大于 5m 的深厚软基段,
是否按要求采用桥梁设计方案或与桥梁方案比

选; 二是软土层厚大于 5m 的路段, 是否按要求

选用桩式复合地基或轻质填料处治; 三是软基

堆载预压时间应不低于 6 个月且不小于设计值;
四是软土路段台背、 高填路基应优先采用轻质

填料, 同时需明确材料参数和施工工艺要求。
  

(4) 高边坡专项设计率
  

取自 《浙江省公路水运工程质量提升三年

专项行动方案 (2021-2023) 》 (浙交 〔2021〕
110 号): 要求高边坡应严格执行一坡一设计,
对稳定性和排水作专项设计。

  

(5) 不良地质路段专项设计
  

取自 《浙江省公路水运品质工程建设设计

标准化和精细化专项行动成果汇编》: 对于软土

地区的沿河、 傍山、 桥头、 海湾滩涂等路段,
以及山区的谷间洼地路段, 重点加强加密地质

勘察工作, 查明软土层、 暗河暗浜、 泥浆池等

不良地质的纵、 横向分布 (变化) 与属性, 为

公路选线和桥梁布设、 地基处理、 路堤设计提

供地质依据; 深厚软基的高填路段, 对路堤与

桥梁方案进行技术经济综合比选, 当二者投资

额相差较小时优先选用桥梁方案。
  

(6) 路况优良率
  

取自 《浙江省普通国省道路况检测路面技

术状况及养护管理工作分析评定报告》: 具体为

优、 良等级里程占公路总里程的百分比。
  

《关于开展浙江省公路水运 “品质工程” 建

设活动的指导意见》 (浙交 〔2016〕 112 号):
普通国省道路况优良率达 92%以上。

  

《浙江省公路水运工程质量提升三年专项行

动方案 (2021-2023) 》(浙交 〔2021〕 110 号):
普通国省道优良率达到 95%以上。

  

(7) 服务站 (驿站) 设置情况
  

项目所在公路范围内的服务站、 驿站等区

域, 是否包含厕所、 充电桩、 补气、 换电设备

等。
  

(8) 路面技术状况指数 PQI
  

项目工程为城镇路段, 在重要路口可设置

交通情报板。 重要路口包括: ①普通国省道的

交叉口②普通国省道进城口③交通流量较大的

路口④路口为立交、 环岛的。
  

(9) 普通国省道出行信息服务指数
  

参照 《江苏省绿色公路建设实施意见》 (苏

交公 〔2017〕 5 号): 表征公路出行公路相关服

务信息获取渠道便利性、 内容丰富性和获取及

时性程度。 该指标计算方式为实际按规定时效

发布信息数量与按规定应发布公路出行信息数

量比值, 该实施意见要求该指数达到 8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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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 可绿化路段绿化率
  

取自 《浙江省公路 “十四五” 规划》: 公路

可绿化路段绿化率达到 100%。
  

《全省公路路域环境专项整治行动实施方

案》: 整治公路沿线绿化, 其中包括公路沿线可

绿化未绿化路段, 路边裸露边坡、 互通区未种

植绿化和未及时管养路段。
  

(11) 公路整体美观度
  

取自 《全省公路路域环境专项整治行动实

施方案》 及公路两侧 “三化一平” (即洁化、 美

化、 绿化和平整度) 专项整治行动: 整治公路

用地及建筑控制区环境, 包括公路用地及公路

建筑控制区内违法修建的建筑物、 构筑物, 公

路。
  

(12) 平安工地创建评分
  

取自 《浙江省交通建设工程平安工地建设

管理实施办法 (浙交 〔2019〕 197 号) 》: 评分

70 分及以上的工程为合格, 达到 90 分及以上的

工程为示范工程。
  

(13) 隧道应急逃生设施情况
  

公路隧道应配有应急逃生管道, 布设不得

少于 60m。 管道可结合材质及现场实际情况进

行加工, 要求连接简单、 牢固、 紧密可靠, 且

在地面做好临时固定措施, 确保逃生管道平整、
干燥、 顺畅, 不得作应急逃生以外用途。 隧道

壁上张贴应急逃生操作指南和二维码, 便于司

乘人员在突发事件发生后, 第一时间掌握现场

信息及时报警。
  

(14) 标志标线设置率和完好率
  

取自 《美丽公路技术指南》: 标志标线应综

合考虑道路交通情况进行合理布设, 标志标线

设置率和完好率均达 100%。
  

(15) 普通国省道临水临崖、 落差 2. 5m 以

上路段安保设施覆盖率
  

取自 《浙江省公路 “十四五” 规划》: 提出

安全应急保障更有力的目标, 明确 “十四五”

时期, 通国省道临水临崖、 落差 2. 5m 以上路段

安保设施覆盖率达 100%。
  

(16) 一般灾害下干线公路抢通平均时间
  

取自 《浙江省公路 “十四五” 规划》: 文件

提出安全应急保障更有力的目标, 明确 “十四

五” 时期, 一般灾害下干线公路平均 10 小时内

完成抢通。
  

(17) 公路应急救援到达时间
  

取自 《美丽公路技术指南》: 普通国省道应

急救援应在 2h 内到达。
  

(18) 设计文件 BIM 应用率
  

取自 《交通运输部办公厅关于推进公路水

运工程 BIM 技术应用的指导意见》: 为提升公路

水运工程建设品质, 落实全生命期管理理念,
大力推进 BIM 技术在公路水运工程中的应用。
利用数字技术存储和传递建筑结构和构造特征,
并以 3D 模式直观表述, 实现工程设计、 施工、
养护、 运营管理信息传递共享和工作协同, 促

进工程建设项目全程信息化。
  

(19) 工程四新技术应用情况
  

在工程建设管养的过程中是否采取新技术、
新工艺、 新材料、 新设备。

  

(20) 路面旧料回收率 (包含回收利用率)
  

取自 《关于开展浙江省公路水运 “品质工

程” 建设活动的指导意见》 (浙交 〔2016〕 112
号): 要求路面旧料回收率 (含回收和就地利

用) 达 95%以上, 循环利用率 (含回收后再利

用和就地利用) 达 70%以上。
  

《浙江省公路 “十四五” 规划》: 明确提出

普通国省道废旧路面材料回收率达到 100%, 循

环利用率达到 90%以上。
  

(21) 主要干线公路服务区 (站) 覆盖率
  

取自 《浙江省旅游与交通运输融合高质量

发展规划》: 明确提出在 2025 年达到 100%, 反

应公路与旅游融合程度。
  

(22) 公交站、 港湾式停靠站点标准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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取自 《城市道路公共交通站、 场、 厂工程

设计规范
 

CJJ / 15-2011》: 停靠站候车站台的高

度宜为 0. 15m ~ 0. 20m; 站台宽度不应小于

2. 0m, 条件受限制时, 不得小于 1. 5m。 停靠站

车道宽度应为 3. 00m, 条件限制时, 不应小于

2. 75m; 公交车道与相邻车道之间应设置专用标

线。
  

《 城 市 道 路 交 叉 口 设 计 规 程
 

CJJ
 

152—
2010》: 普通国省道公交停靠站 (港湾式停靠

站) 的布设应符合:
  

①干路交叉口应采用港湾式停靠站, 支路

交叉口宜采用港湾式停靠站, 条件受限时可采

用直线式停靠站。
  

②有机动车与非机动车分隔带的道路宜沿

分隔带设置港湾式停靠站
  

(23) 公路附属设施 “四沿” 主题融入创建

率
  

该指标为 “四沿” 特性指标: 表征公路范

围内附属设施 “四沿” 主题工作融入程度, “四

沿” 美丽富裕干线路总体布局方案明确提出公

路范围内附属设施与当地文化、 旅游、 产业等

相结合, 促进公路融合发展。 公路附属设施主

要包括路面、 路口、 桥梁主体、 隧道洞口、 隧

道顶部、 公路护栏、 边坡、 挡墙、 指路标识等。
  

(24) 公路沿线服务设施 “四沿” 主题融入

创建率
  

该指标为 “四沿” 特性指标: 表征公路沿

线服务设施 “四沿” 主题工作融入程度, “四

沿” 美丽富裕干线路总体布局方案明确提出公

路沿线服务设施与当地文化、 旅游、 产业等相

结合, 促进公路融合发展。 公路服务设施主要

包括包括服务站 (驿站)、 公交站 (港湾式停靠

站)、 停车场、 观景平台、 导视系统等。
3　 实施重点

  

在指标体系基础上, 对 “四沿” 美丽富裕

干线路高品质建设管理实施重点进一步梳理,
要求设计阶段应统筹资源利用, 加强生态保护,
着眼全寿命周期成本, 推行精细化设计, 合理

确定建设标准; 施工运营阶段应大力推行标准

化施工, 提升运营环境, 完善服务设施; 建设

市场管理应进一步优化制度设计, 加强数字化

管理手段应用。
4　 结语

  

本文针对浙江省 “四沿” 美丽富裕干线路

主要根据公路行业标准规范, 国家、 省级规划

等有明确指标体系, 国家、 省级提出的实施方

案、 意见以及美丽公路相关文件等提出了一系

列指标体系。 并且建立了一套方案实施重点要

求, 能够更好的推行 “四沿” 美丽富裕干线路

标准化建设, 同时也提出了相应的评价依据,
在建设世界一流的交通基础设施全过程中更好

地落实好安全、 便捷、 高效、 绿色、 经济的高

品质发展思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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