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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1

338 国道碛塄隧道暨府谷县城过境公路

两阶段初步设计审查意见

恒万达设计咨询有限公司编制的《338 国道碛塄隧道暨府谷

县城过境公路两阶段初步设计》，符合《公路工程基本建设项目

设计文件编制办法》（交公路发〔2007〕358 号），执行了工可

批复（陕发改发〔2022〕1521 号），内容和深度满足初步设计

要求，经修改完善后可作为批复及指导下阶段工作的依据。具体

审查意见如下：

一、总体

（一）路线路线起于府谷县碛塄村，接黄河特大桥（远期），

设交叉与沿黄公路相接，设隧道穿越山梁后沿沟道向北，经碛塄

村、狮子城村、三和村、杨家沟村，止于孤山镇徐家峁村，与既

有 338 国道相接，路线全长约 13.13km。

（二）全线采用双向四车道一级公路技术标准，设计速度

60km/h，整体式路基宽度 23.5m，分离式路基宽度 12m，新建桥

梁与路基同宽，隧道净宽 9.75m、净高 5.0m，桥涵汽车荷载等级

采用公路-I 级，桥涵及路基设计洪水频率 1/100，地震动峰值加

速度 0.05g，其余技术指标按《公路工程技术标准》（JT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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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01-2014）的有关规定执行。

设计标准与工可批复（陕发改发[2022]1521 号）一致。

（三）主 要 工 程 量 ： 路 基 土 方 2657.079km
3
、 石 方

2583.138km
3
,排水工程 8.394km

3
（C25 混凝土），路面工程

253.237km
2
；桥梁 990.25m/8 座，其中大桥 712.75m/4 座、中桥

277.5m/4 座，涵洞 46 道；隧道 1003.5m/1 座；天桥 581m/5 座，

平面交叉 8 处;施工便道 18.26km，改沟渠 5549m；沿线设施建筑

面积 4753.84m
2
；新增占地 1219.218 亩，拆迁建筑物 4833m

2
。

经比较，主要工程量较工可土方增加 653.85km
3
、石方减少

490.6km
3
,桥梁减少 533.75m，沿线设施建筑面积减少 634.22m

2
，

拆迁建筑物增加 1266m
2
，设计对变化原因进行了说明。

（四）地质

1.勘察工作方法正确，完成工作量基本满足设计要求，提交

资料内容基本齐全，主要评价结论及地质参数选取基本合理。

2.进一步核查马兰黄土分布范围、补充局部沟谷填方段勘探

点，完善滑坡评价结论。

（五）路线

1.起终点及中间控制点与工可批复一致，原则同意推荐贯通

的 K 方案。

2.建议结合项目特点，进一步完善高填深挖、连续下坡等路

线优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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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进一步优化调整挖方高边坡的防护型式。

（七）补充隧道洞口平面设计图和施工场地布置图。

二、工程地质

（一）地质概况

拟建项目位于陕北黄土高原府谷境黄河西侧黄土梁峁沟壑

区，大部分路段布设于低山基岩峡谷区，局部穿越黄土沟壑区，

出露岩性以老黄土及中生界砂泥岩为主，沟谷及终点孤山川河谷

分布第四系冲洪积、崩坡积、滑坡堆积及人工弃渣等松散堆积物。

低山峡谷段河流下切强烈，崩塌、危岩、滑坡及湿软地基较发育，

对路线影响较大，同时，路线起点段大量分布高速公路碎块土石、

巨石弃渣，对隧道及路基稳定有一定影响，属地形复杂，地质条

件相对复杂项目。

（二）勘察评价

本次对推荐线（K）及比较线（A）进行了同深度地质勘察，

合计勘察里程 17.4km，包括桥梁 14 座、隧道 2 座、高边坡 36

处、高填方 10 段、滑坡 2 处、崩塌 10 处，共计完成 1:2000 工

程地质调绘 6.44（km）
2
，钻孔 2201.2m/48 个，探井 266.5m/38

个，平均勘探点 6 个/km，采取原状样 165 件、扰动样 18 件、岩

芯样 106 件、水样 5 组，原位测试标贯 65 次、动探 18.3m，孔

内波速测试 225.6m/6 孔及相关室内试验。

勘察工作方法正确，完成工作量基本满足设计要求，提交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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料内容基本齐全，主要评价结论及地质参数选取基本合理。存在

马兰黄土分布范围过大，局部沟谷填方段勘探点偏少及滑坡评价

结论与工程结合不紧密，需进一步核查完善。

（三）问题与建议

1.拟建项目位于黄河西侧黄土高原区，上覆马兰黄土多已剥

蚀，路线所处峡谷段出露黄土应以离石老黄土为主，仅薛家墕隧

道黄土梁峁区上部少量分布，应补充调查，大幅核减马兰黄土分

布范围、厚度。

2.K10+000-+200 挖方段补充钻孔，核查基岩埋深；

K10+200-K11+000 黄土沟谷段多为填方，应补充探井（钎探），

核查是否存在湿弱地基；右幅 YK13+700-K14+000 段路基补充钻

孔，明确地层结构及地下水水位埋深。

3.全线分布 8 处岩质崩塌及 10 处高位危岩体，均采用路堑

墙+锚杆框架梁或清理危岩+挂网防护，应补充现场调查彩照及地

质断面图，进一步明确其对路线影响，核查完善防护措施。

4.路线以填方路基从滑坡 HP1 前缘通过，填方后可保证滑坡

稳定，不需卸载+专项治理。滑坡评价结果仅为现状评价，应补

充工况条件下稳定性验算，修正评价结论。如：K6+585-+735 段，

应根据下滑力专项设计填方断面，增加河岸防护及加宽河道设

计。

5.比较线以隧道形式从滑坡 HP2 左侧边缘上部平行主滑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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向穿越滑坡，只要将滑坡前缘沟谷反压 6-7m 即可稳定滑坡，不

需特殊治理，应进一步核查完善评价结论，修正处治措施建议内

容。

6.高边坡

（1）K2+320-+505 右侧填筑土（弃渣）厚 20m，采用挖方通

过，单级坡率 1:0.75 偏陡，宜不陡于 1:1；K2+710-+825 右侧填

筑土单级坡率为 1:1.5、1:0.75，建议统一为 1:1。

（2）个别高边坡中间夹含砂卵石层，开挖易坍塌，应增加

（封闭）防护相关内容。

7.桥梁勘察较充分，主要问题是基岩承载力取值偏保守，应

核查修正。

孤山川大桥：地质纵断面图缺少地下水位线，应核查修正。

8.碛塄隧道

双连拱隧道围岩为三叠系铜川组厚层砂岩夹薄层泥岩，围岩

级别以Ⅳ级为主，少量 V 级，单洞涌水量 281.3m
3
/d。

（1）围岩级别划分及预测涌水量基本合理。

（2）左右洞进口段为中风化砂岩，划分为 V 级欠合理，应

调整为Ⅳ级。

（3）隧道出口分布厚层原高速弃渣，以碎块石、巨石为主，

稳定性极差，建议清除后进洞评价结论合理。

9.薛家墕隧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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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离式黄土短隧道，围岩为离石黄土 Q2

eol
，最大埋深 56.2m，

围岩级别为 V 级，预测左右洞涌水量 79.2m
3
/d、61.7m

3
/d 合理。

（1）隧道出口分布滑坡 HP2，建议回填反压滑坡前缘沟谷

后再进行隧道管棚施工。

（2）建议下阶段进口 K8+440 附近补充钻孔，核查基岩埋深。

（3）应进一步核查洞顶马兰黄土厚度（偏大）。

10.其他

（1）补充项目区地质构造图及吴起-碛塄断裂。

（2）路线、桥梁地质纵断面图、高边坡地质断面图中缺少

产状信息，填充图例未反映岩层倾角。

（3）路线地质纵断面图中未显示部分重要钻孔或探井，地

层结构划分依据不充分，应补充。

（4）核查 K6+900-K7+080 左侧圈椅地形是否为古滑坡。

（5）土质高边坡稳定性验算参数 c、φ取值远小于试验数

据，过于保守，导致正常设计坡体计算的稳定系数偏低，应核查

修正。

三、路线

（一）路线方案

初步设计在工可路线走廊带内，综合沿线地形地质条件、城

镇规划、建设规模以及工程造价等因素，对路线方案进行了优化，

仅拟定 1 处同深度比较线 1.75 公里，占路线总长 13.3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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初步设计路线方案布设基本结合地形条件，路线方案研究和

比选稍显不足，建议补充说明。

张家畔至蒿子圪垯段（AK7+858—ZK9+607）

初步设计针对越岭段拟订了深挖方K方案和隧道A方案进行

方案比较；经综合比较推荐了工造价省、后期运营养护费较低的

K 方案。原则同意初步设计推荐的 K 方案，建议结合高边坡稳定

性分析计算，进一步优化深挖路堑设计，减少挖方量。

（二）路线平纵面设计

路线平纵面设计平纵技术指标满足现行技术标准、规范要

求。结合地形、地质条件，进一步优化平面线位，细化纵坡设计，

加强连续下坡路段纵坡组合设计，合理确定路基填挖高度，减少

填挖方和占地，保护环境。

1.项目起点平纵面设计与相邻黄河大桥接线协议中平纵面

指标不符，应进一步核实完善。

2.K1+760—K1+900 段隧道左线距离沧榆高速互通立交左线

较近，应结合隧址地质条件和施工方案，评估对沧榆高速互通立

交的影响，完善相关措施，保障安全。

3.从地形图上看，碛塄隧道进出口位于弃场范围，应结合现

场调查和地质勘察资料，核实弃土范围和深度，评估对工程影响

程度，优化设计，保障安全。

4.全线纵断面以 K8+130 为界，前后路段均为连续单向坡路



- 10 -

段，其中 K6+070—K8+725、K8+475—K13+315 段平均纵坡分别为

4.2%，3.1%，综合项目货车比例高、重车多的特点，结合安评结

论，进一步完善交通安全和管理措施，提高安全。

5.K6+461 大桥位于 3.9%纵坡范围，宜优化纵坡设计，合理

控制桥梁纵坡。

6.统筹前后路段纵坡设计，建议适当抬高 K8—K8+725 段纵

坡，减少挖方。

（三）其它

1.补充 1:1 万路线方案图。

2.起点应补充与相邻项目工程衔接，以及近远期工程实施界

面划分等情况；终点补充与既有路网衔接以及交通组织管理方案

及措施。

3.黄河特大桥与碛塄隧道之间设置交叉口距离黄河大桥和隧

道进出口距离过近，存在安全隐患，应进行安全评估；完善设计

方案和安全措施，提高行车安全。

4.平面总体图中建议标注滑坡、崩塌、危岩等不良地质位置

和范围以及处治措施；完善平面交叉主要设计参数等内容。

四、路基路面

（一）路基

1.路基标准横断面

车道划分：0.75m土路肩+3.0m硬路肩+2×3.5m行车道+0.5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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路缘带+1.0m 中央分隔带+0.5m 路缘带+2×3.5m 行车道+3.0m 硬

路肩+0.75m 土路肩，总宽 23.5m。

横断面车道划分符合《公路路线设计规范》（JTGD20-2017）

一级路划分标准。

2.路基标准横断面图中挖方路段临坡面一侧坡脚宜设置纵

向排水渗沟。

3.高填路基：全线计 5611m/44 处，最大填高 31m。

地基清表后换填 30cm 开山石渣。地基土为土质时（基岩深

度大于4m时）强夯处理，强夯段夯击能1200KN.m（点夯）、800KN.m

（满夯），路基回填土分层压实，填土高度大于 8m 时，填高分

级强夯补压。

设计原则合理。

（1）K2+550-+670 段高填方，中心填高 21.9m，地基土为

1.7mQ4 粉土，以下为 8.3m 卵石层，下伏强风化砂泥岩，路基回

填填筑，分级重夯补压，分级厚度 9.45m、5.0m、6.0m。

处治设计基本合理。应清除地基土粉土层，填筑土分级补压

厚度宜采用 3.5-4.0m。

（2）K6+575-+735 段高填方，边坡最大填高 20.9m，高填方

位于斜坡段，左侧地基土为 8.6m 厚的 Q3 粉土，以下为 Q3 粉质

粘土，下伏强-中风化泥岩。右侧坡脚地表土为卵石层，下伏强-

中风化泥岩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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处理设计：右侧路基分 3 级填筑，下边坡分级高度 6.4m、

8m、6.5m。右侧回填土压实，按边坡分级高度重夯补压。

左侧路基下伏地基土层较厚 8.6m，中线部位为原状土陡坎，

左幅地基土下伏基层为顺层倾斜面（同路基方向），建议对原状

边坡进行稳定性验算后确定处理设计方案。建议对左幅地基土坎

部分宽台阶挖除后处理，土石分界设置横向排水渗沟。重夯补压

分级厚度 3.5-4.0m。

（3） K6+875-K7+060、 K8+780-+875、 K8+926-K9+010、

K9+440-+530 等五处斜坡上的高填方，右侧边坡下含粉土层，以

下为砂砾或 Q2 黄土，粉土层厚度小于 3.0m 时，应消除至原状土，

粉土层厚度大于 3.0m 时，应清除 1/2 厚度，清理后强夯处理。

以上高填方路段，填筑土分级重夯补强厚度建议 3.5-4.0m。

4.深挖路堑高边坡：全线计 3408m/30 处，边坡最大高度

77.10m。

（1）K1+130-+265 段深路堑段，左侧边坡最大高度 77.10m，

边坡岩性为强-中风化砂岩+泥岩。边坡 8m 分级，坡率 1:0.75,3

级边坡设 4m 宽平台，其余平台宽 2m，坡面锚杆框架梁防护，赤

平投影分析，边坡开挖后较稳定。

1 级边坡采用拱形骨架防护，取消 2-3 级边坡防护，3 级以

上边坡坡面破碎段宜采用拱形骨架防护；左侧（最上一级）边坡

取消柔性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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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K2+320-+505 右侧边坡，边坡最大高度 57.5m，边坡岩

性，上部为厚 21m 的填筑土及素填土，以下为强-中风化砂岩，

边坡 8m 分级，1-3 级坡率 1:0.75，以上土质边坡坡率 1:1.50,3

级边坡平台宽度 5m，并设置护脚挡墙，6 级边坡 4m 宽平台，余

平台宽度 2m。1-3 级边坡窗孔式护面墙防护，以上边坡打穴植草。

赤平投影分析，边坡较稳定。

应对土石分界线以上 Q4 黄土层进行稳定性验算，土石界面

处护脚墙通过验算后确定断面尺寸。除宽平台外，余平台宽度宜

采用 3m，土质边坡宜采用拱形骨架防护，利于排水。

（3）K2+710-+820 段右侧边坡，最大高度 43.7m，边坡上部

为厚 26m 的 Q4 素填土，以下为 7.5m 的 Q2 黄土卵石层，下伏强

风化砂泥岩互层，中风化砂岩，边坡 8m 分级，1 级边坡坡率

1:0.75，以上边坡坡率 1:1.5,3 级边坡设 4m 宽平台，余平台宽

2m，1 级边坡窗孔式护面墙防护，2-3 级边坡拱形骨架防护，以

上植草防护，赤平投影分析，边坡较稳定。

设计基本合理。2 级边坡为卵石土层，宜采用窗孔式护面墙

防护。

（4）K3+240-+330 段右侧边坡，最大高度 36.6m，边坡上部

约 17m 厚 Q3 黄土，以下为强风化砂泥岩互层，边坡 1-3 级 8m 分

级，坡率 1:0.75,4 级边坡高度 6m，以上 5m 分级，坡率 1:0.75,3、

5 边坡平台宽度 4m，余平台宽 2m，1-3 级边坡窗孔式护面墙防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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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级边坡无防护，5 级边坡坡脚设护脚墙，以上边坡植草防护，

赤平投影分析，边坡较稳定。

核查 4 级边坡土石分界面以上边坡稳定性，4 级边坡应采用

窗孔式护面墙防护，5 级边坡上建议设置仰斜排水孔。

（5）K3+950-K4+005 右侧边坡，最大高度 44.7m，边坡上部

20m 厚 Q3 黄土，下部为强风化砂泥岩互层，1-2 级边坡 8m 分级，

以上边坡 5m 分级，坡率 1:0.75,3 级、6 级边坡平台宽 4m，余平

台宽 2m，1-2 级边坡窗孔式护面墙防护，3 级边坡拱形骨架防护，

以上边坡植草防护，赤平投影稳定分析，边坡较稳定。

边坡土石分界面为路基方向斜面，应核查土质边坡稳定性，

2 级边坡上宜设护脚墙，土石界面增加仰斜排水孔。

（6）K4+220-+430 右侧边坡，最大高度 70.4m，边坡岩性为

强-中风化砂岩，砂岩水平产状，边坡 8m 分级，坡率 1:0.75,3

级、6 级边坡设计 4m 宽平台，其余平台宽度 2m，1-6 级边坡锚

杆框架梁防护，以上边坡主动柔性网防护。赤平投影分析，边坡

较稳定。

设计方案基本合理，锚杆框架梁防护宜采用窗孔式护面墙型

式，修改立面图设计。

（7）K5+310-+372 左侧边坡，最大高度 67.8m，边坡为 Q3

黄土，边坡 5m 分级，坡率 1:0.75,3 级边坡 4m 宽平台，6 级边

坡 5m 宽平台，9 级边坡 4m 宽平台，余平台宽 2m。1-6 级边坡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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形骨架防护，以上边坡植草绿化，计算非正常工况下安全系数

1.15，边坡较稳定。

路基处于土石分界面上，应进一步核查边坡稳定性。一级边

坡宜设路堑墙防护，基础置于砂泥岩内，1-3 级边坡应设置仰斜

排水孔。

（8）K8+190-+295 段右侧边坡，最大高度 52.5m，边坡上部

7-20mQ3 黄土，下部为强风化砂泥岩互层，边坡 5m 分级，坡率

1:0.75,3 级 4m 宽平台，6 级边坡 6m 宽平台，余平台宽度 2m。

1-3 级边坡拱形骨架防护，以上边坡植草防护。赤平投影分析，

边坡较稳定。

核查土石界面以上边坡稳定性。1-2 级边坡宜采用窗孔式护

面墙防护，1-3 级边坡增设仰斜排水孔。

（9）K8+343-+740 段边坡，最大坡高 61m，边坡上部为 20m

厚 Q3 黄土，以下为 Q2 黄土，边坡 5m 分级，坡率 1:0.75,3 级边

坡 4m 平台，6 级边坡 6m 平台，余平台宽度 2m。1-6 级边坡拱形

骨架防护，以上边坡植草绿化，边坡稳定性分析结论为较稳定。

建议调整纵坡，减小挖方高度。

（10）K13+210-+280 段边坡，最大高度 33m，边坡上部 14m

厚 Q3 黄土，以下为 12m 厚卵石层，下伏强风化-中风化砂岩，一

级边坡高 8m，以上边坡 5m 分级，坡率 1:0.75,3 级边坡设 4m 宽

平台，余平台宽 2m，一级边坡窗孔式护面墙防护，2-3 级拱形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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架防护，以上植草防护。稳定性分析，边坡较稳定。2-3 级边坡

位于卵石层上，建议采用窗孔式护面墙防护。

4.路床处理

填方及土质挖方路段路床均换填 0.8m 开山碎石，石质挖方

路段超挖 40cm，换填 40cm 开山石渣，路床压实度≥96%，设计

合理。

5.桥头路基处理

台后路基台阶开挖，回填开山碎石压实，压实度≥96%，设

计合理。桥头高度大于 5m 的土质路段，基底采用碎石挤密桩处

理。核查若不是湿陷性黄土时，建议取消，地基采用 60cm 开山

石渣垫层处理。

6 陡坡及填挖交界处理

填挖交界处斜坡挖台阶处理，填方段清表后设 30cm 石渣垫

层，以上回填压实，上下路堤压实度较规范值提高 1%，设计合

理。

7.新旧路基衔接处理

旧路堤路肩处向下台阶开挖，地表处换表 30cm 开山石渣，

以上回填土压实，压实度比规范值提高 1%，设计合理。

8.特殊路基处理

特殊路基为两种类型，一为路线经过沟底，地基土含淤泥层，

厚度 2-4m，设计采用挖除淤泥质土后抛填块片石，换填开山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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渣处理。第二种类型为淤积坝路段，冲填土厚度 5-7m，含水量

25%-35%，设计采用碎石挤密桩处理。

处理设计方案原则合理，下阶段依据地质钻探资料确定换填

深度以及设计桩长。

9.取、弃土场设计

全段设弃土场 5 处，总弃方量 91.4 万 m
3
，弃方运距

0.8-3.1km。弃土场利用沿线自然沟谷地堆置，原则合理。

K9+100 弃土场与路基填方连体式设计，下阶段应单独设计，

补充弃土场与地方相关部门弃土协议。

10.路基防护

路基防护型式为仰斜式、衡重式路肩墙、路堤墙，边坡防护

型式为拱形骨架、窗孔式护面墙、护面墙、主动柔性网防护、锚

杆框架梁防护。防护型式基本合理。

11.路基路面排水

路基边沟为矩形加盖板型式，边坡平台设 U 型截水沟，坡面

设急流槽。一般路段路肩处设沥青砂拦水带，分段排出路面水，

设计基本合理。

（二）路面

1.公路等级：一级，自然区划：Ⅲ2，土基回弹模量：50MPa，

路面设计使用年限：15 年，设计使用年限内设计车道累计大客

车及大货车交通量：8059745 辆，重交通荷载等级（山西方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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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路面结构：

I 型（山西方向）：

4cmAC-13（改性）沥青混凝土上面层；

6cmAC-20 沥青混凝土中面层；

10cmATB-30（25）沥青碎石下面层；

36cm 水泥粉煤灰稳定碎石基层；

18cm 水泥粉煤灰稳定碎石底基层，

总厚度 74cm。

Ⅱ型（陕西方向）：

4cmAC-13（改性）沥青混凝土上面层；

8cmATB-30（25）沥青碎石下面层；

36cm 水泥粉煤灰稳定碎石基层；

18cm 水泥粉煤灰稳定碎石底基层，

总厚度 66cm。

Ⅲ型（隧道路段）：

4cmAC-13（改性）沥青混凝土上面层；

6cmAC-20 沥青混凝土下面层；

26cm 水泥混凝土基层；

20cm 水泥稳定碎石底基层，

总厚度 56cm。

收费站路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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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8cm 聚丙烯纤维混凝土；

20cm 水泥混凝土基层；

20cm 水泥粉煤灰稳定碎石底基层，

厚度 68cm。

3.桥面铺装：4cmAC-13（改性）沥青混凝土+6cmAC-20 沥青

混凝土。

4.被交线 4 级公路：

4cmAC-13（改性）沥青混凝土上面层；

20cm 水泥粉煤灰稳定碎石基层；

18cm 水泥粉煤灰稳定碎石底基层，

厚度 42cm。

路面结构基本合理。

（三）筑路材料

面层碎石采自内蒙包头大青山石料场，运距 257km；基层碎

石取自山西保德尧圪台乡石料场，运距 37.3km。块片石为沿线

自采料，平均运距 2.0km，工程用砂为碛塄砂石厂，运距 11.6km。

粉煤灰为府谷县黄河热电场储灰场，运距 20.3km。

料场调查满足设计要求，建议补充路面面层碎石备用料场。

（四）其他工程

沿线改沟、改移河道计 5470m/16 处。

改移河道底宽 12-16m，路基一侧 30cm 片石混凝土防护，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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侧为中风化基岩，建议核查设计水位，风化基岩段增加护岸工程。

改路工程 4612m/13 处，改路路基宽 4.5-6.5m，路面宽

4.0-6.0m。

改路段存在深挖方高边坡，下阶段应补充设计。

五、桥涵工程

（一）概况

全线设桥梁 990.25m/9 座，其中大桥 712.75m/4 座、中桥

277.5m/4 座，涵洞 46 道；桥梁均为常规梁板结构，布设总体合

理。

（二）意见及建议

1.K6+461 大壕沟 2 号大桥采用 8×25 米预应力混凝土先简

支后连续箱梁。桥墩桩柱径φ1.5/1.4、φ1.6/1.5、φ1.7/1.6

米三种，可归并为两种。

2.ZK13+601 左线孤山川大桥布跨为 3×40+（30+2×40）+6

×25 米，YK13+526 右线孤山川大桥布跨为（2×40+35）+（35+2

×40）米，均采用预应力混凝土先简支后连续箱梁。最大墩高

25 米，应补充说明采用 40m 跨径的原因。下阶段应进一步采取

措施，避免与桥下 DN800 给水管干扰。

3.部分桥台采用 U 台+桩基形式，建议下阶段在与路基设计

做好衔接的基础上进一步优化桥台设计，如 K5+864 大壕沟 1 号

大桥、K6+461 大壕沟 2 号大桥 0 号台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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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部分桥梁采用先简支后连续箱梁，但桥位平面图标示为简

支箱梁，应核查修改，如 K3+517 大壕沟 1 号中桥、K4+683 大壕

沟 3 号中桥。

六、隧道工程

（一）工程概况

项目为双向四车道一级公路工程，设计速度 60km/h。拟建

长隧道 1004m/1 座（双洞计）。隧道建筑限界：宽 9.75m，高 5.0m。

隧址地貌单元属低山峡谷区，月平均最低气温-8.4℃，极端最低

气温-24℃，最大冻土深度 1.48m；区域地震烈度Ⅵ度。隧道主

要通过强、中风化的砂质泥岩、砂岩地层，岩石久置易崩解。隧

址域内未发现区域性断层、褶皱，及不良地质现象。地下水主要

为岩石裂隙水，预测涌水量 Q=281m
3
/d。围岩分为Ⅳ、Ⅴ级。

（二）具体意见

1.补充 CXF5a 形衬砌设计图。

2.补充隧道洞口平面设计图和施工场地布置图。

3.隧道的纵断面图与平面图进口段不一致，应核查地形与桩

号差异。

4.近水平产状岩层、Ⅳ级围岩的车行横洞采用直墙拱形断

面。

5、隧道出口清除弃土，应明确清除范围、和弃土场地。

七、交叉工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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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沿线 4 处平面交叉均与通道或天桥配合，中央分隔带

不开口，形成简易互通，设计合理。

（二）路线交叉分类及次序与常规不符，应按互通式立交、

分离式立交（与等级公路交叉）、通道及天桥（与非等级公路交

叉）、平面交叉（可分为与等级公路平面交叉、与非等级公路平

面交叉）图表分类。

（三）对于新建天桥，因等外被交路为通村或农耕路，可以

适当改移，保持天桥正交或接近正交。

（四）K2+761 天桥设有改路与主线左、右两侧分别连接，

与主线连接的被交路应设平行式加、减速车道，左端主线为分离

式路基，若有隧道，应严格控制净距规定。

（五）K2+261、K8+550 等天桥设于深挖路堑顶部，桥梁长，

连接主线支线长，规模大；建议结合挖方高度合理确定天桥位置，

减短桥梁和连接支线长度。

（六）K9+300 等平面交叉位于挖方路段，应核查视距，保证

安全。

八、安全设施及环境保护

（一）安全设施

1.总体

（1）K1+034 平面交叉为本项目与沧榆高速连接线及 S201

的交通转换，由多个平交口及匝道组成，型式复杂，应做好交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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流组织。

（3）下行 K1+185～K9+130、上行 K9+475～K13+910 为连续

下坡并设有避险车道，建议增设连续下坡标志，避险车道前适当

增设减速振动标线。

2.标志

（1）本项目在 K1+034 与沿黄公路相交，建议：

①隧道出口距右转车道间距近（距渐变段起点 50m），建议

在隧道入口前增设“驶出车辆 提前变道”告示标志，提醒驾驶

人注意，必要时可在隧道紧急停车带端墙增设预告标志或增设地

面文字标记。

②主线交叉路口告知标志中无沿黄公路信息，采用附着式标

志提示驶出为沿黄公路的设置方式有误，被交路信息应包含在交

叉路口告知标志中，并在箭杆中补充沿黄公路编号。被交路交叉

路口告知标志中补充本项目编号。

（2）终点平面交叉，掉头车道预告标志，建议增设直行信

息，并在出口三角端增设地点方向标志，加强提示。掉头车道曲

线外侧建议增设线形诱导标，核查限速标志，增设减速标线。

（3）本项目为府谷县城过境，交叉路口告知、预告标志中

“府谷”建议调整为“府谷县城”。

（4）隧道入口前应增设限速标志；隧道内补充紧急停车带

位置提示标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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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收费站车道指示标志满足（GB5768.2-2022）的要求，

但该标志仅提示 ETC 专用车道的数量及位置，无混合车道及称重

的相关信息，不满足货车及 MTC 车辆的使用需求，建议按照《取

消高速公路省界收费站工程收费站标志标线实施指南（交路网函

2019 年 335 号）》调整。

（6）本项目采用车道治超，称重车道位于收费广场右侧，

建议结合超限检测站标志设置货车称重靠右标志，加强提示及引

导，规范广场秩序。

（7）上行 YK12+800～YK13+380 在曲线外侧设置线形诱导

标，下行中央分隔带建议增设，线行诱导反光膜。

（9）核查标志一般构造图，悬臂式标志的设置位置应结合

护栏变形量确定；立柱上的附着式标志，标志板內缘距土路肩外

边缘线应≥25cm。

3.标线

（1）K1+034 平交及终点平面交叉，加减速车道范围内建议

采用禁止跨越同向车道分界线。

（2）避险车道分流三角端前采用互通立交出口标线的设置

方式，易使驾驶人误解，建议 3-3 线调整为车道边缘线，实 2 空

4。

（3）隧道入口满铺的黄色防滑标线前设置白色横向振动标

线有误，该标线为防滑标线的组成部分，应为黄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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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隧道内紧急停车带端墙建议设置立面标记。

（5）本项目未设置人行横道线，核查平交口等区域行人过

街需求，需要时补充。

（6）隧道内标线均为振动型，建议取消突起路标。

4.护栏及其他

（2）路侧有桥墩时，应根据桥墩的位置合理选取护栏形式，

需满足防护等级及护栏变形量的要求。个别路侧大型标志无防护

设施，应核查增设，如下行 K13+250 等。

（3）补充隧道洞口护栏设计说明；隧道入、出口均设置混

凝土翼墙有误，出口应取消混凝土翼墙，波形梁护栏与隧道侧壁

搭接。隧道洞口变电所处路侧护栏建议采用活动护栏，便于维修

人员进出。

（4）填方路段波形梁护栏上游端头外展至土路肩外为最低

要求，有条件时建议加大外展宽度，上游端头的前 5 根立柱不应

采用防阻块连接；填挖交界处波形梁护栏上游端头每处 12m 有

误，应根据渐变率外展至不构成障碍物的土体内。

（5）SA 级波形梁护栏，上部横梁中心距路面高度 1410mm，

高于规范的 1300mm，应调整。

（7）补充中央分隔带开口活动护栏设计说明，补充活动护

栏与波形梁护栏连接图。隧道洞口回转车道采用防撞桶隔离有

误，应采用两道活动护栏，分别与左侧波形梁护栏相接。收费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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场中心线采用新泽西护栏不具有防护等级，应调整。

（9）补充轮廓标、防落物网、防眩设施设计说明。一级公

路中央分隔带采用防眩网既可满足防眩功能，又可阻挡行人横穿

公路，适用于风沙较大的地区，建议增加防眩网比选方案。

（10）分离式路基段防眩板建议独立设置，避免与波形梁护

栏共设时影响护栏的稳定性。

（二）环境保护

1.补充环境保护设计采用的标准、规范。

2.补充取、弃土场环保设计，应优先复耕，坡面可绿化。

3.补充隧道洞门边仰坡绿化设计及终点互通区域绿化设计。

4.核查刺槐适应的生长环境，建议选用当地树种。

5.根据设计说明，全线有 1 处声环境敏感点，需设声屏障降

噪，未见相关设计，建议结合环境评价报告核查补充。

九、机电工程

（一）总体

1.补充收费站、隧道监控中心、养护中心人员编制；补充机

电工程对收费、监控机房的需求。

2.补充养护中心功能，补充养护机具、隧道救援设备等相关

设计。

（二）收费系统

收费站车道数设置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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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号 收费站名称 车道数
入口车道数 出口车道数

ETC车道 MTC车道 混合车道 ETC车道 MTC车道 混合车道

1 碛塄收费站 7+7 2 1 4 2 1 4

1.设计采用的标准规范中，《公路工程质量检验评定标准 第

二册 机电工程》（JTG F80/2—2004）、《公路收费车道控制机》

（JT/T 602-2004）、《电子收费专用短程通信》（GB/T 20851-2007）

等已废止，应采用现行规范。

2.总体设计中，主线收费站位于 K4+320，收费系统中位于

K2+870，应核查一致并补充该收费站距相邻主线收费站的间距。

3.补充收费车道数计算。建议根据交通运输部的要求，采用

ETC 专用车道及 ETC/MTC 混合车道相结合的方式，MTC 专用车道

可调整为客车专用混合车道；本项目货车比例高，建议设置货车

ETC 车道。

4.收费站未接入 ETC 门架系统，收费中心计算机系统图中，

收费站采用虚拟化+分布式存储有误，应为单机服务器。

5.本项目为开放式收费，收费车道无入、出口之分，核查调

整车道功能、处理流程等。

6.数量汇总表中，核减收费车道非接触 IC 卡读写器；收费

数据流程图中，非接触 IC 卡、CPC 卡通行记录等均有误。

7.称重车道建议补充车尾、车侧全景摄像机，用于采集货车

正面照、尾部照、侧面照及长度不少于 5 秒的视频记录，可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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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一体化摄像机。

8.收费广场较宽，广场摄像机高度 8m 偏低，建议适当加高。

9.建议 ETC 专用车道采用普通收费亭，与智慧收费亭外形一

致。

10.收费系统网络构成图中收费站设置接入网、通过相邻路

段干线网上传省收费中心，建议根据项目管理模式核查。

11.核查补充绿色通道及预约服务设计。

（三）隧道监控

1.隧道监控采用监控中心-监控设备的管理模式，监控中心

与收费站同址建设，收费、隧道监控、道路监控共用监控大厅，

合用存储设备、电视墙显示设备，未见道路监控设计，核查调整

设计。

2.补充长隧道应急处置预案。

3.洞口及洞内、变电所、泵房摄像机技术要求，数量汇总表

应与设计说明核查一致。

4.根据设计说明，各子系统在隧道内各设 1 根光缆，出洞后

合为 1 根 36 芯光缆传至监控中心，缆芯分配图应核查一致，并

补充 36 芯光缆数量。

5.核查工程数量表中定焦、遥控摄像机参数，应与设计说明

前后一致。

6.洞内消火栓为 42 套，消防设备电光标志为 40 套，应核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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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致。电光标志白底绿字应调整为白底蓝字。

7.补充隧道洞口至监控中心的管道规格、数量；补充人孔设

计图、隧道洞口管道敷设图。

（四）隧道通风

1.核查隧道内是否有行人通行需求，并核查 CO 设计浓度取

值。

2.一级公路交通阻滞平均车速不大于 10km/h 有误，应为不

大于 20km/h。

3.各工况下射流风机设置表中补充换气工况下所需的风机

数量。

4.该隧道为单向隧道，射流风机建议由双向可逆调整为单向

风机。

5.隧道通风系统工程数量表中补充风机配电箱箱体接地线、

风机安装前风机吊挂预埋件拉拔试验、风机供电支线穿线管等数

量。

6.补充风机结构承载力不应小于实际静荷载 15 倍的要求，

7.隧道通风系统工程数量表中风机供电主干电缆规格及长

度与隧道风机接线方案图中不一致；核查隧道风机接线方案图中

主要设备材料数量。

（五）隧道照明

1.隧道照明设计中灯具利用系数取 0.85 偏高，建议取值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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超过 0.8。

2.隧道照明设计说明中远期设计小时交通量为 292veh/

（h·ln），中间段设计亮度取值 2.0cd/m2 偏大，建议按《公路

隧道照明设计细则》取值。

3.照明与通风采用的混合车型设计小时交通量不一致，应核

查，并核查入口段亮度折减系数。

4.人、车行横洞及紧急停车带设计亮度值偏高，建议核查调

整。

5.核查隧道照明控制方式，除采用时序控制与手动控制相结

合方式外，应实现无级调光控制功能，最大程度节约电能。

6.隧道照明工程数量表中接灯线保护管建议采用可挠金属

管。

7.紧急停车带内照明灯具平面布置不尽合理，两端第一盏灯

具距离紧急停车带端头均过远，核查亮度能否满足规范要求。

8.核查车行横洞照明配电箱套数，图纸与工程数量表应一

致。

9.完善隧道照明控制系统图，照明调光控制器是否需接入洞

外亮度仪、车流量检测器信号，建议监控专业与照明专业加强沟

通，确保无级调光控制功能得以实现。

10.优化隧道左右线照明平面布置图，灯具数量表及附注内

容与前页图纸编排在一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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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隧道消防

1.补充调查隧道洞口水源情况。隧道供水方式图图名建议修

改为隧道消防高低位水池平面布置图；图中洞内供水管、高位水

池供水管管径应为 DN200；地形图标高内容反映不清楚，缺必要

的附注说明，需核查。

2.隧道消防用水量建议考虑室外消火栓用水量。高位水池容

量，设计说明为 300m
3
，数量表为 200m

3
，该隧道长度超过 1km，

建议统一为 300m
3
。高位水池设置位置应位于隧道大桩号端。

3.隧道消防设计说明中火灾自动报警系统建议增加方案比

选内容。补充火灾自动报警设施主要技术指标。

4.消防设备的位置，平面图为行车方向的右侧，图纸备注为

交错设置，应统一为行车方向右侧。

5.明确隧道消防救援系统构成图 C5-JK-12 中哪些内容为远

期实施。

6.设计说明中洞口消火栓为地上式，数量表为地下式，隧址

冬季温度较低，建议统一为地下式。

7.洞内消火栓为 42 套，报警综合盘为 40 套，建议同址设置。

消火栓洞室设备布置图中消火栓箱尺寸偏小。

8.消火栓洞室设备布置图中消火栓栓头、横向 DN25 连接管

以及连接泡沫液箱管道均需反映电伴热保温，此处为防冻保温施

工薄弱环节，需特别注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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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补充人、车行横洞防火门设计。

10.隧道电伴热系统图中未反映下山管道保温，核查是否采

用直埋方式保温。

11.设计说明中消防主干管为内外壁热镀锌钢管，工程数量

表中为内外涂塑无缝钢管，图纸中为内外壁热镀锌钢管，应明确

管道材质。

12.隧道消防管网压力计算图设备材料表中水泵、深井泵功

率需进一步核查。

13.隧道消防工程数量表变电所至水泵房供电电缆选型过

大，建议核减，核查控制柜电气设计图中该电缆型号规格。

14.隧道火灾报警工程数量表中双波长火焰探测器与消火栓

箱应同址设置，数量应相同。

（七）隧道供配电

1.为确保隧道供电的连续性和可靠性，建议对隧道外接电源

进行调查，统筹考虑永临结合，为外供电概算提供较为准确的依

据。

2.隧道供电方式中，应增加 UPS 不间断电源，由 UPS 为监控

设施供电，EPS 为隧道应急照明供电。

3.变电所低压配电系统图中应考虑设置 UPS，房建专业预留

UPS 设置空间。

4.变电所低压配电系统图中路灯负荷需核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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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隧道供配电系统图纸中建议增加电力监控系统相关内容。

十、房建工程

（一）项目概况

1.本项目各站点建筑概况如下表：
序
号

站点名称 位置 人员编制
用地面积
(亩)

建筑面积
(m

2
)

备 注

1 碛塄收费站 K4+320 86 10.22 3320.49 7 入 7 出

2 碛塄养护中心 K4+170 16 8.08 1147.11

3 变电所 K1+100 - 1.68 286.24

合计 102 19.98 4753.84

2.各站点用地面积基本控制在规定范围内，但养护中心用地

面积偏小，应充分考虑后期扩建的可能性，做好相关用地预留。

3.收费站人员编制偏多，应与业主沟通，进一步核查人员编

制，并调整综合楼建筑规模。

5.补充说明该项目的养护管理模式。

6.补充主要单体立面方案比选设计。

（二）建筑

1.碛塄收费站

（1）总图

①综合楼东西向布置，朝向较差，建议优化。

②收费广场与场区间人行通道走向不合理，建议人行通道直

接连入收费站场区，并设人行道路与场区道路连接，调整充电车

位布置。



- 34 -

③补充完善主要建构筑物一览表，增加收费棚、地下人行通

道、消防水池、污水处理、篮球场、健身场等编号，明确收费棚

投影面积。

（2）综合楼

①一层平面图，餐厅、操作间面积偏大，应根据人员编制计

算确定建筑面积，与操作间相连的门应为乙级防火门；主副食库

应分设。

②一层平面图，男、女卫生间正对门厅，应调整布设位置。

③通讯机房、UPS 室地面标高不必降低 0.60 米，地面完成

面标高定为±0.000 即可。

④建议执法大厅出入口处增设无障碍坡道；室外地坪标高

-0.300 有误，应为-0.450。

⑤核查二层平面图中监控室地面标高 3.6m 设计能否满足下

层房间正常使用；监控室面积偏大，应缩减；监控室出入门应为

甲级防火门。

⑥二层平面图操作间北侧防火挑檐偏长，应优化，操作间东

侧窗上方应增设防火挑檐。

⑦《宿舍、旅馆建筑项目规范》（GB55025-2022）于 2022

年 10 月 1 日起实施，根据《宿舍、旅馆建筑项目规范》

（GB55025-2022）第 3.3.1 条规定，“宿舍的居室最高入口层露

面距室外设计地面的高差大于 9 米时，应设置电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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⑧监控室、活动室应设两个出入门。

⑨屋面采用单向找坡做法不合理，应优化。

⑩建议增加监控室、活动室单设的比选方案。

（3）设备房

建议落水管径改为 100。

（4）收费大棚

①A 轴-B 轴柱距偏小，建议按 14.00 米设计。

②完善屋面排水设计，应标注排水坡度，图示落水口位置。

③核查收费岛高是否为 0.30 米，红绿灯架底标高建议按

6.00 米设计。

④补充地下通道设计，核查收费棚柱间距是否地下通道上岛

要求。

2.碛塄养护中心

（1）总图

①建议工程车库与机械设备停放棚相邻布设，布置位置应充

分考虑机械设备进出的便捷、顺畅，优化。

②建议养护中心增加室外大车停车位。

（2）综合楼

①建议主出入口处增加门斗设计。

②资料室门应为甲级防火门。

③屋顶排水坡度均按 2%设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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④补充楼梯间剖面图。

（3）工程车库及应急物资库

①工程车库增加第二疏散出口。

②停车处与修车库应独立分隔。

③屋顶排水坡度均按 2%设计。

（4）机械设备停放棚

①建议机械设备停放棚开间按 4.800 米设计，核查养护机械

长度确定机械设备停放棚进深。

②屋顶排水坡度均按 2%设计。

3.碛塄隧道变电所

（1）总图

出入口设在匝道弯道处不合理，应调整出入口位置并考虑车

辆转弯半径。

（2）隧道变电所

①柴油发电机房进风口、排风口为格栅窗，根据相关规定，

完善柴油发电机房进风口、排风口设计。

②根据《全国民用建筑工程设计技术》（规划 建筑 景观

2009 年版），第,3.2.1.3.3 条规定，面向下沉空间的地下室，

其防水设计的设防高度应高出相应室外地坪 500mm 以上。

（三）结构

1.共性意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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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基础混凝土强度等级改为 C20；建议梁柱混凝土强度

等级统一采用 C30。

（2）±0.00 以上砌体建议除有水房间外采用加气混凝土砌

块。

（3）主要单体应给出结构计算结果指标。

（4）各单体地基持力层描述 51-2 承载力不统一。

2.碛塄收费站

（1）综合楼

①设计采用天然地基、独立基础，按照总图地貌最高挖方

37 米、最高填方 18 米，应进行核查。建议优化场区布置，尽可

能将综合楼放在挖方场地。

②根据实际地貌地质情况修改基础形式。

③轴 3 交轴 D、E 轴框柱编号改为 KZ4。

④小屋面梁柱（LZ）截面尺寸加大；拖柱梁宽度加宽。

（2）设备房

挖方场地采用天然地基即可。

（3）门房

该处填方 14 米，建议改为框架结构、筏板基础。

（四）给排水

1.共性意见

（1）补充绿建及海绵专篇设计，本项目宜设置中水系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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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鉴于场地处于严寒低区，补充管道及设备防冻技术措

施。

（3）建议一层公共卫生间设置砖砌检修管沟，便于检修和

维护。

2.收费站

（1）依据消防规范，本项目消防宜采用室内外合一系统。

（2）应明确消防补充水应满足消防用水水质要求，并保证

补水时间不宜大于 48 小时，且补水管径不应小于 DN100。

（3）补充一体化消防泵房、变频供水设备、一体化污水处

理设备等主要设备型号及参数。

（4）室外污水管径要考虑自清流速，适当放大坡度，根据

排水量管径不宜大于 DN200。

3.养护中心

（1）明确与收费站系统共用（消防、生活及污水等）, 收

费站所设系统是否满足本单体各项要求。

（2）室外污水管径要考虑自清流速，适当放大坡度，根据

排水量管径不宜大于 DN200。

4.变电所

（1）明确消防系统供水方式。

（2）文本中要明确消防补充水应满足消防用水水质要求，

并保证补水时间不宜大于 48 小时，且补水管径不应小于 DN1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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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一体化消防泵房要明确主要设备参数。

（4）补充泵房排水去向。

（五）暖通

1.说明中应补充面积大于 100 平方米的地上房间设有排烟

装置，柴油发电机房储油间设置事故通风系统并在室内外均设有

开关。

2.补充餐厅、操作间、监控室、活动室、大会议室的机械通

风内容。

3.走廊排烟口及挡烟垂壁高度应根据吊顶的高度确定且储

烟仓高度不应小于 500mm。

4.屋面楼梯间应注明可开启外窗的面积。

5.更衣室的换气次数 10 次/小时偏小。

6.分体空调应给出数量及规格，便于预算及招标。

7.储油间应采取防冻措施。

（六）电气

1.共性问题

（1）电气专业设计依据应执行陕西省住房和城乡建设厅《关

于贯彻执行新版建设工程勘察设计规范的通知》（（陕建发〔2022〕

3 号）即 22 本全文强制性规范）的要求。

（2）应核查各系统、设施用电负荷等级设置是否满足规范

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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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根据《建筑工程设计文件编制深度规定》（2016 版）

中 3.6 节要求：设计说明应补充变、配、发电系统；设计图纸应

补充变、配电系统（室外箱变系统图）；计算书应补充用电设备

负荷计算、变压器及柴油发电机组选型计算、防雷类别的选取或

计算。

（4）电气总平面图应补充设计依据；补充说明室外智能化

线路的敷设方式，当采用排管敷设时，尚应示意人（手）孔设置

的位置及设置原则。

（5）根据建筑物是否设置火灾自动报警系统，补充消防应

急照明和疏散指示系统的说明，明确系统形式。

（6）复核有线电视系统的系统形式，满足当地广电部门的

技术要求（PON 系统）。

（7）建议按《绿色建筑评价标准》（GB/T50378-2019）复

核完善绿色建筑设计内容。

2.碛塄收费站、养护工区

（1）综合楼：设计依据中应补充《办公建筑设计标准》

（JGJ67-2019、）《宿舍建筑设计规范》（JGJ36-2016）、《饮

食建筑设计规范》（JGJ64-2017）；根据食堂服务人数确定建设

规模（150 人应为中型），补充食堂用电负荷分级；宿舍及餐厅

均属于人员密集场所，采用 3W 的消防应急照明灯具及其布置间

距无法满足疏散走道、餐厅等处地面最低水平照度 3lx 及楼梯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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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lx 要求。

（2）消防控制室等发生火灾时仍需工作、值班的区域根据

（GB51309-2018）中 3.8.1 条应同时设置备用照明、疏散照明

和疏散指示标志；宿舍及餐厅均属于人员密集场所，室内线缆的

选择应满足（GB51348-2019）中 13.9.1 条第 3 款的要求。

3.碛塄变电所

电气设计依据应补充《20kV 及以下变电所设计规范》

（GB50053-2013），照明灯具布置应结合设备布置满足上述规范

6.4.3 条要求。

十一、概算

（一）总体评价

338 国道府谷县城过境公路路线全长 13.13 公里，初步设计

概算总金额 112977.3866 万元，平均每公里造价 8604.523 万元。

工可批复为 11.2 亿元，初步设计概算比工可批复高 977.3866 万

元，超工可批复 0.87%。

（二）审查依据

1.交通部《公路工程建设项目概算预算编制办法》（JTG

3830-2018）。

2.《公路工程概算定额》（JTG/T 3832—2018）、《公路工

程预算定额》（JTG/T 3831—2018）、《公路工程机械台班费用

定额》（JTG/T 3833-20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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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关于印发<公路工程建设项目投资估算编制办法、公路

工程建设项目概算预算编制办法补充规定>的通知》（陕交发

〔2019〕93 号）。

4. 交通运输部办公厅《关于印发<公路工程营业税改征增值

税计价依据调整方案>的通知》(交办公路〔2016〕66 号)，以下

简称《调整方案》。

5.交通运输部《关于公布调整<公路工程建设项目投资估算

编制办法>（JTG3820-2018）和<公路工程建设项目概算预算编制

办法>（JTG3830-2018）》(2019 年第 26 号)中“税金”有关规

定的公告。

6.陕西省人民政府办公室《陕西省人民政府办公厅关于印发

全省征地统一年产值标准及区片综合地价的通知》(陕政办发

〔2020〕12 号)计算征地费用。

7.《陕西省自然资源厅关于进一步规范耕地占补平衡管理工

作有关问题的通知》(陕自然资耕发〔2020〕11 号)。

8.《关于调整房屋建筑和市政基础设施工程工程量清单计价

综合人工单价的通知》（陕建发〔2021〕1097 号）。

9.恒万达设计咨询有限公司 2022 年 11 月编制的《338 国道

碛塄隧道暨府谷县城过境公路两阶段初步设计》文件。

（三）审查意见

1.单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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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材料单价：主要材料按照陕西省交通运输工程造价事

务中心 2022 年 10 月《公路工程主要材料价格信息》，钢丝绳、

铁丝、电焊条、钢管立柱、波形钢板、聚丙烯纤维、热熔涂料、

桥面防水涂料等单价偏高，审查进行调整。

（2）概算粉煤灰、中粗砂、砂、砂砾与设计图纸沿线筑路

材料供应示意图不一致，审查按设计图纸进行调整，碎石采用县

城到工地运距计算。

2.临时工程

临时便道混凝土路面漏计混凝土拌和及运输费用，审查进行

调整。

3.路基、路面

（1）清除表土应用于绿化种植土，审查取消远运费用。

（2）重锤夯实补偿方（开山石渣）采用 1-2-8-3 地基石渣

垫层定额不合适，审查进行调整。

（3）陡坡路堤及填挖交界处理开挖石方采用人工开炸定额

不合适，审查调整为机械打眼开炸软石定额。

（4）特殊路基工程漏计翻挖回填数量，审查按设计图纸进

行调整。

（5）锚杆框架梁 D=130mm 钻孔概算采用预应力锚索成孔孔

径 150mm 以内定额未进行孔径系数调整，审查进行调整。

（6）收费站路面下封层设计为热沥青封层，概算按乳化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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青封层计算与设计不一致，审查进行调整。

（7）横向渗沟 C25 混凝土采用 4-1-1-7 钢筋混凝土圆管涵

基础混凝土定额漏计混凝土拌和及运输费用，审查予以核增。

4.桥梁工程

（1）K3+517 大壕沟 1#中桥桥台盖梁挖石方 3614.4 立方米，

概算按挖基坑定额计算的数量偏大，四氟板式橡胶设计图纸厚度

为 76mm，概算按 74cm 计算与设计不一致，审查进行调整。

（2）K3+716 大壕沟 2#中桥、K5+864 大壕沟 1#大桥、K6+461

大壕沟 2#大桥、ZK13+575/YK13+526 孤山川大桥将概算承台设计

图纸中的 I 级钢筋按冷扎带肋钢筋计算与设计不一致，审查按设

计图纸进行调整。

（3）部分桥梁挖方数量偏大，概算全部采用挖基坑定额不

合适，审查部分采用路基挖方定额。

5.隧道工程

（1）隧道右幅洞身开挖长度 989 米，左幅洞身开挖长度 993

米，洞身开挖采用正洞机械开挖隧长 2000m 以内定额不合适，审

查调整为正洞机械开挖隧长 1000m 以内定额。

（2）左幅纵向管检查井安放铸铁篦子和乳化沥青水泥混凝

土黏层未进行洞内用洞外定额调整，审查进行调整。

（3）漏计逃生管道Φ950mm 壁厚 10mm 费用，审查进行调整。

6.交叉工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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K8+548.23 天桥 2、3、4 号墩桩径为Φ180cm，概算采用陆

地上回旋钻机钻孔桩径 200cm 以内定额未按设计进行桩径调整，

审查进行调整。

7.交通工程及沿线设施

（1）聚乙烯树脂柱式轮廓标单价偏高，审查进行调整。

（2）桥梁防护网定额 5-1-5-6 防落(物)网(钢管立柱)为安

装防落物网的全部工序，概算另外采用定额计算接地费用属于重

复计算，审查进行核减。

（3）波形护栏 Gr-SA-3E 和 Gr-SA-1.5C 安装波型钢板护栏

单面面板波型钢板定额数量与设计图纸不一致，上段横梁立柱未

按设计进行材料消耗量调整，审查按设计图纸进行调整。

（4）端头 AT2(SA 级)漏计 AT 端头数量，审查进行调整。

（5）端头 BT-1(SA 级)防阻块数量与设计图纸不一致，审查

按设计图纸进行调整。

（6）防眩板（Ⅳ型）钢支架 B 数量与设计不一致，审查按

设计图纸进行调整。‘

（7）隧道机电交通监控视频系统设计为 400 万像素摄像机，

概算采用 300 万像素摄像机计算与设计不一致，审查进行调整。

（8）EPS（20KW）136370 元/台单价偏高、UPS（3KVA）524.5

元/台单价偏低，审查进行调整。

8.房建工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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审查将房建单价与主线材料单价调整统一。

9.其他工程

（1）改移沟道设计 M10 浆砌片石，概算按 M7.5 浆砌片石计

算与设计不符，审查按设计进行调整。

（2）20cm 片石混凝土基层拌合及运输数量有误，审查进行

调整。

（3）改路波形梁护栏 AT2 端头设计为 14 个，概算按 15 个

计算与设计不一致，审查按设计图纸进行调整。

（4）避险车道 100cm 豆砾石单价偏高，审查进行调整。

10.土地使用及拆迁补偿费

（1）临时占地数量概算与设计图纸不一致，审查按设计图

纸进行调整。

（2）建设环境保障协调费无依据，审查核消。

（3）设计图纸拆迁建筑物表中拆迁 9 户，概算按 10 户计算

搬迁及过渡费和拆迁房屋可迁移设施迁移费与设计不一致，审查

按设计图纸进行调整。

11.工程建设其他费

建设项目前期工作费按编办规定计算。

（四）审查结论

338国道府谷县城过境公路上报概算总金额112977.3866万

元，审定概算 111939.6405 万元，核减 1037.7461 万元。工可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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复 11.2 亿元，审定概算比工可批复低 60.3595 万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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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2

338 国道碛塄隧道暨府谷县城过境公路两阶段初步设计概算审查表

分项编号 工程或费用名称 单位 数量 原报(元) 增减(元) 审核(元)

1 第一部分 建筑安装工程费 公路公里 13.13 939800370 -8235877 931564493

101 临时工程 公路公里 13.13 6474025 -120385 6353640

10101 临时道路 km 19.9 3974187 -111901 3862285

10102 临时便桥、便涵 m/座 52 / 2 135593 -130 135463

10104 临时供电设施 总额 376464 -804 375660

10106 拌和站安拆 总额 1987781 -7549 1980231

102 路基工程 km 11.1383 357284400 -3281762 354002638

LJ01 场地清理 km 11.1383 1422164 -93453 1328711

LJ02 路基挖方 m
3 4762814.1 106621504 106621504

LJ03 路基填方 m
3 3830726.04 42390543 -679530 41711014

LJ04 结构物台背回填 m
3 126191.39 4670592 4670592

LJ05 特殊路基处理 km 8.958 33332813 117539 3345035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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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J06 排水工程 km 11.1383 14680013 -103881 14576132

LJ07 路基防护与加固工程 km 11.1383 153107244 -2522438 150584806

LJ08 路基其他工程 km 11.1383 1059528 1059528

103 路面工程 km 11.1383 102801028 -836886 101964141

LM01 沥青混凝土路面（含中央分隔带开口处） m
2 260469.74 95613514 -7694 95605820

LM02 水泥混凝土路面（收费站） m
2 11850 5368128 -801714 4566414

LM04 路槽、路肩及中央分隔带 km 11.1383 1696670 -27237 1669433

LM05 路面排水 km 11.1383 122717 -242 122475

104 桥梁涵洞工程 km 0.9883 92875317 -737329 92137988

10401 涵洞工程 m/道 1342.56 / 46 9431780 -26578 9405202

10403 中桥工程 m/座 276.25 / 5 21530175 -243068 21287107

10404 大桥工程 m/座 712 / 6 61913362 -467683 61445679

105 隧道工程 km/座 1.0035 / 1 141571682 -1608958 139962724

10503 分离式隧道 km/座 1.0035 / 1 141571682 -1608958 139962724

106 交叉工程 处 11 62946131 -322573 62623558

10601 平面交叉 处 6 31249848 -190117 310597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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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602 通道 m/处 34.57 / 1 1679143 -5367 1673776

10603 天桥 m/座 581 / 4 30017141 -127089 29890052

107 交通工程及沿线设施 公路公里 13.13 87210426 -485203 86725223

10701 交通安全设施 公路公里 13.13 24479699 -304428 24175271

10702 收费系统 车道/处 14 / 1 12020327 -4709 12015618

10703 监控系统 公路公里 13.13 1271102 -139 1270963

10705 隧道机电工程 km/座 1.0035 / 1 17616285 -153709 17462576

10707 管理、养护、服务房建工程 m
2 4753.84 31823013 -22217 31800795

108 绿化及环境保护工程 公路公里 13.13 10743371 -456318 10287053

10801 主线绿化及环境保护 公路公里 13.13 9245470 -437672 8807798

10806 景观节点绿化 处 1 1497901 -18646 1479255

109 其他工程 公路公里 13.13 49089814 -215703 48874110

10904 改路工程 km/处 2.5746 / 8 9596029 -25196 9570833

10905 改河、改沟、改渠 m/处 5434 / 16 23188480 37524 23226004

10908 取、弃土场排水防护 m
3 12780.7 9246097 -116591 9129506

10909 避险车道 km 0.535 5088238 -105048 498319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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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910 给水管迁移 m 1351 1970970 -6392 1964577

110 专项费用 元 28804176 -170759 28633417

11001 施工场地建设费 元 14915501 -49047 14866454

11002 安全生产费 元 13888675 -121712 13766963

2 第二部分 土地使用及拆迁补偿费 公路公里 13.13 42467517 -1421436 41046081

3 第三部分 工程建设其他费 公路公里 13.13 63714154 -225983 63488171

301 建设项目管理费 公路公里 13.13 34409489 -110072 34299417

30101 建设单位（业主）管理费 公路公里 13.13 15513689 -42993 15470696

30102 建设项目信息化费 公路公里 13.13 2025990 -6619 2019371

30103 工程监理费 公路公里 13.13 15969863 -58329 15911533

30104 设计文件审查费 公路公里 13.13 581489 -2130 579359

30105 竣（交）工验收试验检测费 公路公里 13.13 318457 318457

303 建设项目前期工作费用 公路公里 13.13 20279167 -82155 20197012

304 专项评价(估)费 公路公里 13.13 4664135 4664135

305 联合试运转费 公路公里 13.13 345840 -1311 344529

306 生产准备费 公路公里 13.13 323698 32369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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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0602 办公和生活用家具购置费 公路公里 13.13 191698 191698

30603 生产人员培训费 公路公里 13.13 132000 132000

308 工程保险费 公路公里 13.13 3691825 -32445 3659381

4 第四部分 预备费 公路公里 13.13 52299102 -494165 51804937

401 基本预备费 元 52299102 -494165 51804937

402 价差预备费 元

5 第一至四部分合计 公路公里 13.13 1098281143 -10377461 1087903682

6 建设期贷款利息 公路公里 13.13 31492723 31492723

7 公路基本造价 公路公里 13.13 1129773866 -10377461 11193964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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审查总负责：李满囤 王晓建

专家组负责：边世斌

审 查 专 家：王赞文 陈 峰 潘鹏飞 王明贤 叶征伟

李宁军 杨少伟 王 斌 刘玉侠 程兴新

武 彦 郭 钊 贤德安 王晓东 徐 霞

方 蓁 李广华 李海珠 屈希峰

审 查 助 理：石 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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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项目概况
	1.本项目各站点建筑概况如下表：
	2.各站点用地面积基本控制在规定范围内，但养护中心用地面积偏小，应充分考虑后期扩建的可能性，做好相关
	3.收费站人员编制偏多，应与业主沟通，进一步核查人员编制，并调整综合楼建筑规模。
	5.补充说明该项目的养护管理模式。
	6.补充主要单体立面方案比选设计。
	（二）建筑
	1.碛塄收费站
	（1）总图
	①综合楼东西向布置，朝向较差，建议优化。
	②收费广场与场区间人行通道走向不合理，建议人行通道直接连入收费站场区，并设人行道路与场区道路连接，调
	③补充完善主要建构筑物一览表，增加收费棚、地下人行通道、消防水池、污水处理、篮球场、健身场等编号，明
	（2）综合楼
	①一层平面图，餐厅、操作间面积偏大，应根据人员编制计算确定建筑面积，与操作间相连的门应为乙级防火门；
	②一层平面图，男、女卫生间正对门厅，应调整布设位置。
	③通讯机房、UPS室地面标高不必降低0.60米，地面完成面标高定为±0.000即可。
	④建议执法大厅出入口处增设无障碍坡道；室外地坪标高-0.300有误，应为-0.450。
	⑤核查二层平面图中监控室地面标高3.6m设计能否满足下层房间正常使用；监控室面积偏大，应缩减；监控室
	⑥二层平面图操作间北侧防火挑檐偏长，应优化，操作间东侧窗上方应增设防火挑檐。
	⑦《宿舍、旅馆建筑项目规范》（GB55025-2022）于2022年10月1日起实施，根据《宿舍、旅
	⑧监控室、活动室应设两个出入门。
	⑨屋面采用单向找坡做法不合理，应优化。
	⑩建议增加监控室、活动室单设的比选方案。
	（3）设备房
	建议落水管径改为100。
	（4）收费大棚
	①A轴-B轴柱距偏小，建议按14.00米设计。
	②完善屋面排水设计，应标注排水坡度，图示落水口位置。
	③核查收费岛高是否为0.30米，红绿灯架底标高建议按6.00米设计。
	④补充地下通道设计，核查收费棚柱间距是否地下通道上岛要求。
	2.碛塄养护中心
	（1）总图
	①建议工程车库与机械设备停放棚相邻布设，布置位置应充分考虑机械设备进出的便捷、顺畅，优化。
	②建议养护中心增加室外大车停车位。
	（2）综合楼
	①建议主出入口处增加门斗设计。
	②资料室门应为甲级防火门。
	③屋顶排水坡度均按2%设计。
	④补充楼梯间剖面图。
	（3）工程车库及应急物资库
	①工程车库增加第二疏散出口。
	②停车处与修车库应独立分隔。
	③屋顶排水坡度均按2%设计。
	（4）机械设备停放棚
	①建议机械设备停放棚开间按4.800米设计，核查养护机械长度确定机械设备停放棚进深。
	②屋顶排水坡度均按2%设计。
	3.碛塄隧道变电所
	（1）总图
	出入口设在匝道弯道处不合理，应调整出入口位置并考虑车辆转弯半径。
	（2）隧道变电所
	①柴油发电机房进风口、排风口为格栅窗，根据相关规定，完善柴油发电机房进风口、排风口设计。
	②根据《全国民用建筑工程设计技术》（规划 建筑 景观2009年版），第,3.2.1.3.3条规定，面
	（三）结构
	1.共性意见
	（1）基础混凝土强度等级改为C20；建议梁柱混凝土强度等级统一采用C30。
	（2）±0.00以上砌体建议除有水房间外采用加气混凝土砌块。
	（3）主要单体应给出结构计算结果指标。
	（4）各单体地基持力层描述51-2承载力不统一。
	2.碛塄收费站
	（1）综合楼
	①设计采用天然地基、独立基础，按照总图地貌最高挖方37米、最高填方18米，应进行核查。建议优化场区布
	②根据实际地貌地质情况修改基础形式。
	③轴3交轴D、E轴框柱编号改为KZ4。
	④小屋面梁柱（LZ）截面尺寸加大；拖柱梁宽度加宽。
	（2）设备房
	挖方场地采用天然地基即可。
	（3）门房
	该处填方14米，建议改为框架结构、筏板基础。
	（四）给排水
	1.共性意见
	（1）补充绿建及海绵专篇设计，本项目宜设置中水系统。
	（2）鉴于场地处于严寒低区，补充管道及设备防冻技术措施。
	（3）建议一层公共卫生间设置砖砌检修管沟，便于检修和维护。
	2.收费站
	（1）依据消防规范，本项目消防宜采用室内外合一系统。
	（2）应明确消防补充水应满足消防用水水质要求，并保证补水时间不宜大于48小时，且补水管径不应小于DN
	（3）补充一体化消防泵房、变频供水设备、一体化污水处理设备等主要设备型号及参数。
	（4）室外污水管径要考虑自清流速，适当放大坡度，根据排水量管径不宜大于DN200。
	3.养护中心
	（1）明确与收费站系统共用（消防、生活及污水等）, 收费站所设系统是否满足本单体各项要求。
	（2）室外污水管径要考虑自清流速，适当放大坡度，根据排水量管径不宜大于DN200。
	4.变电所
	（1）明确消防系统供水方式。
	（2）文本中要明确消防补充水应满足消防用水水质要求，并保证补水时间不宜大于48小时，且补水管径不应小
	（3）一体化消防泵房要明确主要设备参数。
	（4）补充泵房排水去向。
	（五）暖通
	1.说明中应补充面积大于100平方米的地上房间设有排烟装置，柴油发电机房储油间设置事故通风系统并在室
	2.补充餐厅、操作间、监控室、活动室、大会议室的机械通风内容。
	3.走廊排烟口及挡烟垂壁高度应根据吊顶的高度确定且储烟仓高度不应小于500mm。
	4.屋面楼梯间应注明可开启外窗的面积。
	5.更衣室的换气次数10次/小时偏小。
	6.分体空调应给出数量及规格，便于预算及招标。
	7.储油间应采取防冻措施。
	（六）电气
	1.共性问题
	（1）电气专业设计依据应执行陕西省住房和城乡建设厅《关于贯彻执行新版建设工程勘察设计规范的通知》（（
	（2）应核查各系统、设施用电负荷等级设置是否满足规范要求。
	（3）根据《建筑工程设计文件编制深度规定》（2016版）中3.6节要求：设计说明应补充变、配、发电系
	（4）电气总平面图应补充设计依据；补充说明室外智能化线路的敷设方式，当采用排管敷设时，尚应示意人（手
	（5）根据建筑物是否设置火灾自动报警系统，补充消防应急照明和疏散指示系统的说明，明确系统形式。
	（6）复核有线电视系统的系统形式，满足当地广电部门的技术要求（PON系统）。
	（7）建议按《绿色建筑评价标准》（GB/T50378-2019）复核完善绿色建筑设计内容。
	2.碛塄收费站、养护工区
	（1）综合楼：设计依据中应补充《办公建筑设计标准》（JGJ67-2019、）《宿舍建筑设计规范》（J
	（2）消防控制室等发生火灾时仍需工作、值班的区域根据（GB51309-2018）中 3.8.1条应同
	3.碛塄变电所
	电气设计依据应补充《20kV及以下变电所设计规范》（GB50053-2013），照明灯具布置应结合设
	十一、概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