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适用于不同地区特征的日本道路规划设计

孙宝芸１ꎬ董　 雷２

(１. 沈阳建筑大学交通工程学院ꎬ辽宁 沈阳 １１０１６８ꎻ２. 沈阳建筑大学建筑与规划学院ꎬ辽宁 沈阳 １１０１６８)

摘　 要:日本在道路规划设计中充分考虑了道路所在地区的特征及实际情况ꎮ 阐

述了道路的作用与功能及日本道路的分类分级ꎬ在此基础上详细解析了适合城市

居住区、中心区及商业区、山区、观光区与自然风景区及积雪严寒地区的道路规划

设计ꎬ总结出日本道路规划设计的三大特点ꎬ对我国的道路规划设计有一定的启

示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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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图分类号:ＴＵ９８４ １９１　 　 　 文献标志码:Ａ

　 　 日本国土面积 ３７ ８ 万 ｋｍ２ꎬ约为中国的

１ / ２６ꎬ人口众多ꎬ城市化率于 ２０１２ 年达到了

９１％ ꎮ 但其在道路的交通效率方面却很少发

生交通拥堵现象ꎬ年延误率仅为 ５ 小时ꎻ交通

安全方面ꎬ交通事故率呈现逐年下降的趋势ꎬ
由于交通事故造成的死亡人数从 ２００５ 年的

６ ８７１ 人下降至 ２０１１ 年的 ４ ６１１ 人ꎬ减少了

３２ ９％ [１￣４]ꎮ 这些都离不开科学的道路规划

与设计、交通管理与引导ꎮ 日本为了发展旅

游观光业ꎬ建设可持续发展的道路ꎬ在道路景

观方面提出了 “风景街道” 的道路建设计

划[５]ꎮ 同时ꎬ自 ２０ 世纪 ９０ 年代开始ꎬ日本积

极推进公共基础设施规划的公众参与化ꎬ在
交通基础设施相关的法律法规中强调公众参

与的重要性[６]ꎮ 日本的道路构造在设计过

程中有很多细节上的考虑ꎬ如通过调查当地

的平均气温和降雪量ꎬ得到堆雪宽度的经验

公式ꎬ以指导积雪严寒地区的横断面空间组

成及尺寸的设计等[７]ꎬ这些对我国道路的规

划设计有一定的启示作用ꎮ «道路构造法»
是日本规定道路构造的一般技术标准ꎬ充分

考虑道路的多种作用与功能及区域状况ꎬ并
重视道路的灵活设计ꎮ 笔者结合«道路构造

法»的相关内容ꎬ对适应不同地区特征的日

本道路规划设计内容加以阐述ꎮ

一、道路的作用与功能

道路承载着多种功能ꎬ在进行道路规划

与设计时ꎬ 必须充分理解它的功能与作

用[８]ꎮ
(１)促进社会经济发展ꎬ提高国民生活

水平ꎮ 道路是交通网的主要组成部分ꎬ也是

人车移动、物资运输不可缺少的社会基础设

施ꎮ 在促进社会和经济发展、国民生活水平

提高方面发挥了巨大作用ꎮ
(２)形成公共空间ꎮ 道路形成城市框架

的同时也提供了防灾空间和各种公共、公益

设施的容纳空间ꎮ

二、道路的分类分级

道路的分类分级是道路规划设计的基

础ꎬ根据不同地区的交通情况和地形情况ꎬ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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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的道路有如下分类分级体系[９](见表 １)ꎮ
表 １　 日本道路分类分级

道路类别 地域 类别 级别
设计速度 / (ｋｍｈ － １)

正常 特殊
出入限制

国有高速公路

郊区部分 第 １ 类

第 １ 级 １２０ １００ 完全控制出入

第 ２ 级 １００ ８０ 完全或部分控制出入

第 ３ 级 ８０ ６０ 完全或部分控制出入

第 ４ 级 ６０ ５０ 完全或部分控制出入城市部分

城市部分 第 ２ 类
第 １ 级 ８０ ６０ 完全控制出入

第 ２ 级 ６０ ５０ꎬ４０ 完全控制出入

其他道路

郊区部分 第 ３ 类

第 １ 级 ８０ ６０ 部分或不控制出入

第 ２ 级 ６０ ５０ꎬ４０ 部分或不控制出入

第 ３ 级 ６０ꎬ５０ꎬ４０ ３０ 不控制出入

第 ４ 级 ５０ꎬ４０ꎬ３０ ２０ 不控制出入

第 ５ 级 ４０ꎬ３０ꎬ２０ — 不控制出入城市部分

城市部分 第 ４ 类

第 １ 级 ６０ꎬ４０ ５０ 不控制出入

第 ２ 级 ６０ꎬ５０ꎬ４０ ３０ 不控制出入

第 ３ 级 ５０ꎬ４０ꎬ３０ ２０ 不控制出入

第 ４ 级 ４０ꎬ３０ꎬ２０ — 不控制出入

　 　 注:①设计速度中特殊值适用于由于地形等原因迫不得已采取的情况ꎻ②由于地形等原因迫不得已时可以考虑适当降

一个等级ꎮ

三、适用于不同地区特征的道路规划与

设计

　 　 地区特征包括沿线土地利用、天气条件、
地形地势、风土人情、当地的历史文化、灾害

情况、公共交通、生命线设施(信息通信设施

及上下水等)、景观、城市建设的现状与规划

等ꎮ

１.城市地区的道路规划

城市中ꎬ由于住宅区和商业区的存在ꎬ沿
线道路的交通特征差异很大ꎮ 为了适应地区

景观、行人通行、沿线进出、早晚交通高峰等

多种情况需要采取相应的应对措施ꎮ
道路设计不仅要考虑通行功能ꎬ还要考

虑停留与景观等功能ꎮ 在车站、市中心等代

表城市形象的地区ꎬ城市与地区的标志性道

路要能够体现城市的个性与魅力ꎮ 从城市景

观角度出发ꎬ应考虑道路沿线景观与道路的

一体化设计ꎬ形成舒适的城市空间ꎮ 根据需

求ꎬ采用比设计规定的最低值或标准值宽的

人行道、绿化带和中央分离带ꎬ并对公园、广
场或辅助道路等进行一体化建设(见图 １)ꎮ
　 　 (１)城市中心区与商业区的道路规划

从拉动地区经济、增加地区特色的角度

看ꎬ城市中心区与商业区的道路需要在道路规

划阶段就考虑顾客购物的方便性、舒适性等ꎮ

图 １　 城市标志性道路(仙台市定禅寺路)

　 　 ①设置人行道ꎮ 人行道的设计过程中ꎬ根
据行人散步、逛街等使用形态ꎬ道路宽度在保

证必要通行、进出等功能的同时ꎬ还要根据需

求设置行人停留的空间以及座椅等休憩设施ꎮ
②路宽较窄的道路设计ꎮ 在路宽较窄的

道路中ꎬ特别需要重视行人与自行车骑行者

的交通功能ꎮ 为保证行人的通行安全与舒适

性ꎬ可设置机动车与行人混合使用道路、具有

停留空间的人车混行道路或社区道路ꎮ 在商

业区人车混行道路中还应考虑机动车停车与

景观等功能ꎮ
③特殊化的步行空间ꎮ 为保证行人能安

全与舒适地在商业街购物ꎬ应扩宽步行道路

空间ꎮ 在中心街区不仅要保证行人方便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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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ꎬ还要保证行人所需的环境空间设施ꎬ如设

置花草树木等(见图 ２)ꎮ 当道路需要设置比

较特殊的步行空间时ꎬ应根据地区特征建设

良好的景观ꎮ

图 ２　 设置树木的道路步行空间

　 　 (２)居住区的道路规划

　 　 在居住区ꎬ道路应满足人们日常生活所

需的空间ꎮ 因此ꎬ居住区道路需重视步行的

交通功能ꎮ 当居民对交流场所有需求时ꎬ宜
在道路中建设具有停留功能的空间ꎮ 可根据

需要设置人车混合道路或社区道路ꎬ让机动

车根据道路情况以适当的速度通过ꎬ为行人

及自行车使用者提供安全、舒适的通行空间ꎮ
从构建城市格局的角度出发ꎬ还宜考虑保证

景观环境等所需的环境空间功能ꎮ 居住区道

路构造如图 ３ 所示ꎮ

图 ３　 居住区的道路构造

　 　 ①控制机动车速度ꎮ 在居住区ꎬ为控制

机动车的行驶速度ꎬ应根据需要设置减速带、
弯曲部分、狭窄部分等道路设施ꎮ

②保护停留空间ꎮ 为保护行人的停留空

间ꎬ应根据需要设置行人停留所需要的道路

宽度以及座椅等休憩设施ꎮ
　 　 ③无障碍化ꎮ保证各类行人有安全、高
效、便捷的通行空间ꎬ需要采用连续的道路宽

度、坡度、路面平整等无障碍化的道路构造ꎮ
④保证生活环境空间ꎮ 为形成道路的环

境空间ꎬ营造良好居住环境与景观ꎬ根据需

要ꎬ应考虑采用景观铺装、种植绿化带和树

木、设置地下管线等方式ꎮ 同时ꎬ应让当地居

民参与合作ꎬ共同创建社区ꎬ构建与沿线设施

一体化的道路构造ꎮ
⑤保证防灾空间ꎮ 居住区的道路构造还

要保证有防灾的空间功能ꎬ在地震等紧急情

况时道路能作为避难场所ꎬ并能进行救助与

消防等活动ꎮ
(３)根据不同情况采取防止城市地区交

通堵塞的措施

缓解交通堵塞的方法有扩大交通容量和

进行交通管理ꎮ 其中ꎬ通过建设道路缓解交

通堵塞的方法主要有建设地下通道以及扩宽

道路等ꎮ 为缓解交通堵塞而进行道路建设

时ꎬ可以采用适用于地区实际情况的道路构

造ꎬ如根据交通特征采用可变车道等ꎮ 由于

空间限制不能采用这些方法时ꎬ可以根据地

区情况采用如下道路设计ꎬ以保证机动车的

通行功能ꎮ
①根据交通特征设置车道数ꎮ 根据交通

早晚高峰时间段的高峰小时交通量与方向不

均匀系数等道路交通特征ꎬ可以考虑采用可

变车道即双向 ３ 车道的道路构造ꎮ
②建设小型道路ꎮ 在大型车辆可以绕行

时ꎬ道路可以设计为只容许小汽车与小型货

车等一定尺寸以下的机动车通行的小型道路

(也称为小汽车专用道路) (见图 ４)ꎮ 为限

制大型车辆的通行ꎬ可以在道路沿线设置限

制大型车辆的设施ꎮ 在采用小型道路时ꎬ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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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注意大型车辆绕行道路的顺畅及其对环境 的影响ꎮ

图 ４　 小型道路构造类型

２.山区的道路规划

在山区ꎬ交通量小ꎬ道路宽度窄ꎬ为使道

路沿线两侧居民生活便利ꎬ应根据交通特征

(如交通量、大型车辆混合率等)尽早建设道

路设施ꎮ
山区道路宽度狭窄ꎬ建设时应尽量利用

现有道路ꎮ 同时ꎬ为保证交通安全和一定的

行驶速度以及大型车辆错车等交通功能ꎬ根
据地区情况可以采取设置错车道、改善不良

线形、保证视距等局部改善措施ꎬ也可以采用

１ 车道和 ２ 车道组合的形式进行道路建设

(见图 ５)ꎮ

图 ５　 １ 车道和 ２ 车道组合形式的道路建设

　 　 山区道路交通量少ꎬ但在日常生活中又

不可或缺ꎬ需要尽早建设时ꎬ可以采用保证最

低通行功能的道路构造ꎮ

３.观光区与自然风景区的道路规划

(１)反映历史文化的道路规划

在自然风景优美、历史文化悠久的旅游

观光地区ꎬ考虑建设具有当地特色的区域道

路ꎬ根据地区特征ꎬ保证行人通行、停留和环境

保护等功能ꎬ道路构造应考虑下列几个方面:
①形成当地民俗习惯所需的空间ꎮ 考虑

当地民俗习惯的要求ꎬ保证在庙会等活动情

况下大量行人通行、停留所需要的道路宽度ꎬ
道路应设置宽阔的人行道、中央带和路肩ꎮ
另外ꎬ可以考虑采用暂时撤去分离带、防护

栏、缘石等设施ꎬ使人行道与车道部分一体化

的设计方法ꎮ
②反映地区历史文化的景观设计ꎮ 道路

沿线采用能反映当地历史文化与风土人情等

地区特色的树种、铺装和道路附属设施等景

观设计ꎬ强调地域特色(见图 ６)ꎬ但要注意不

要形成奇异的道路景观ꎮ

图 ６　 反映地区历史文化的道路景观(富山县高岗

市八丁道)

　 　 ③景观元素的借景ꎮ 为形成良好的景

观ꎬ具有历史名胜古迹或自然景观等著名景

观元素时ꎬ道路应该设置成能够瞭望这些名

胜古迹或自然景观的线形(见图 ７)ꎮ
　 　 ④与道路沿线建筑形成一体化的景观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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计ꎮ 在名胜古迹、自然风景区及富含历史文

化等地区进行景观设计时ꎬ不但要考虑道路

图 ７　 借景的道路设计(富士山和东名高速)

构造ꎬ还要考虑户外的广告牌、引导标志及沿

线建筑物等ꎬ应使它们与道路形成一体化的

景观ꎮ
在有丰富观光资源和历史文化的地区及

自然风景区ꎬ为保证采用的道路构造具有地

区特色的交通功能与空间功能ꎬ应考虑适合

该地区的道路景观设计ꎮ
(２)与自然环境相协调的道路规划

在自然风景区ꎬ道路的建设与使用应降

低对自然环境的影响ꎬ同时ꎬ采用亲近自然、
与自然环境相协调的道路构造ꎮ

①与周围环境融为一体、亲近自然的道

路设计ꎮ 在自然环境优美的地区ꎬ为保证机

动车通行的舒适性以及对自然环境的保护ꎬ
道路应尽量采用亲近自然、与周围环境融为

一体的道路构造(见图 ８)ꎮ 在这样的道路

中ꎬ要保证美观的植被护坡、宽阔的路肩和中

央带ꎬ使道路用地内的空间与自然环境相协

调ꎻ在桥梁与隧道等构造物的建设中应尽量

运用当地的石材ꎮ 在需要保护自然环境时ꎬ
可采取限制一般车辆进入、设置停车场、实施

换乘专用机动车等措施ꎮ

图 ８　 与周围环境融为一体的道路

　 　 ②亲近自然的行人及自行车专用道路ꎮ
为使行人及自行车使用者能够亲近自然ꎬ并
保证行人及自行车通行空间的连续ꎬ应建设

连接聚集地和风景名胜地区周边休息设施的

人行道及自行车道以及专门的步行道路和自

行车道路ꎮ
为保证行人通行和停留的安全与舒适ꎬ

组成这些交通网的道路构造要考虑行人及自

行车道路不能有落石、倒下的树木等隐患ꎬ以
免造成通行困难ꎮ 道路要与自然环境相协

调ꎬ优先进行景观设计ꎮ 道路建设宜就地取

材ꎬ并应设置休息及照明设施ꎮ
在自然风景优美的地区ꎬ要考虑机动车

通行的舒适及对自然环境的保护ꎬ应采用融

入周围环境的道路构造ꎮ 为使行人及自行车

使用者能够亲近自然ꎬ应保证行人及自行车

的通行空间ꎮ
(３)考虑生态环境的道路规划

在自然环境优美的地区ꎬ道路建设对自

然环境有影响时ꎬ要吸取先进经验ꎬ避免对生

态环境产生破坏ꎬ尽量降低对环境的影响ꎮ
在道路规划前就进行自然环境的调查ꎬ在此

基础上ꎬ再详细考虑对生态环境的影响ꎮ 道

路建设具体应考虑如下几点:
①在道路路线规划阶段ꎬ选择能够保护

重要动植物生息、生育地区的道路路线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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②为了减少道路对环境的影响ꎬ在需要

时ꎬ采用桥梁、隧道及设置动物专用通道(见
图 ９)ꎬ保护表土及生态环境ꎮ

图 ９　 野生动物专用通道

　 　 ③道路需要通过重要动植物栖息地时ꎬ
根据需要建设替代的动物栖息空间ꎮ 要做好

道路护坡与中央带等空间的绿化ꎬ并恢复施

工用临时道路的绿化ꎮ
在自然风景区对道路进行规划及设计

时ꎬ应根据地区的实际情况ꎬ考虑动植物保护

等生态环境的要求ꎮ
４.积雪严寒地区的道路规划

(１)机动车通行空间的道路规划

在积雪严寒地区ꎬ由于下雪、除雪和堆雪

过程造成了路面结冰、车道宽度变窄等情况ꎬ
为保证冬季机动车通行的安全与顺畅ꎬ应根

据需要采用以下道路规划措施:
①保证有效车道宽度ꎮ 为保证冬季道路

的有效车道宽度ꎬ以便于除雪、排雪ꎬ应根据

该地区积雪的深度ꎬ使道路横断面保证堆雪

空间ꎬ并根据需要设置流雪沟和融雪设施等ꎮ
②路面结冰的应对措施ꎮ 路面结冰会降

低通行的安全性和顺畅性ꎬ考虑冬季的路面

状况ꎬ道路应采用合适的坡度和线形ꎬ必要时

设置融雪设施ꎮ
　 　 ③雪崩、飞雪、沉雪的应对措施ꎮ 局部的

雪崩、飞雪和沉雪会威胁通行的安全性和顺

畅性ꎮ 有这类安全隐患的地区ꎬ应根据需要

设置防止雪崩的防护栏以及防止飞雪和沉雪

的防雪栏杆ꎮ
④其他注意事项ꎮ 天气变化快的垭口等

位置ꎬ应根据需要设置防滑链装卸场地、道路

信息提供装置、气象观测装置以及交通隔断

设施等ꎮ
在机动车通行的安全性和顺畅性都有所

降低的积雪严寒地区ꎬ为保证机动车具有一

定的通行功能ꎬ应该采用应对积雪结冰情况

的道路构造ꎮ
(２)行人通行空间的道路规划

由于积雪会缩减人行道的宽度ꎬ路面结

冰会导致行人跌倒ꎬ在冬季应该对道路进行

特殊的通行限制ꎬ保证行人安全顺畅通行ꎮ
①保证人行道的有效宽度ꎮ 在冬季为保

证行人通行的有效宽度ꎬ根据需要ꎬ应在人行

道增加用于堆雪的道路宽度(见图 １０)ꎮ 在

保证堆雪宽度有困难时ꎬ应根据需要设置融

雪设施ꎮ
②路面结冰的应对措施ꎮ 人行道的设置

要考虑路面结冰的情况ꎬ根据需要设置融雪

设施ꎮ 鉴于积雪严寒地区人行道的路面铺

装、冻结情况下融雪设施的性能降低ꎬ应该采

用相对于鞋底和轮椅防滑能力强且平坦的道

路构造ꎮ 在横穿马路的人行道连接部分也需

要采用防滑能力强的道路构造ꎮ

图 １０　 考虑堆雪的人行道宽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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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结论及启示

日本在道路规划设计中ꎬ充分分析道路

的功能与作用ꎬ对道路功能性的思考指导了

道路的横断面、线形、自行车道及人行道、道
路构造物和附属设施设置等各个方面ꎬ这是

日本道路规划设计的第一个特点ꎮ 我国«公
路工程技术标准( ＪＴＧ Ｂ０１—２０１４)» [１０] 明确

了将功能作为确定公路技术等级和主要技术

指标的依据ꎻ«城市道路工程设计规范»(ＣＪＪ
３７—２０１２)也考虑了城市道路的功能性要求ꎮ
但对此部分的介绍十分笼统ꎬ在具体设计中

鲜少涉及功能性的设计要求ꎮ
考虑每位道路使用者(包括老人、孩子)

的需求ꎬ重视行人与自行车的交通功能ꎬ设置

多功能的道路交通体系ꎬ这种细致和人性化是

日本道路规划设计的第二个特点ꎮ 我国在道

路规划设计中实质上仍然是“车本位”的设计

思想为主ꎬ对道路中的弱势群体考虑不够ꎮ
综合考虑不同地区居民和道路使用者的

各种需求ꎬ考虑山区地形、自然环境、积雪寒

冷天气等条件限制ꎬ灵活运用道路构造法令

及创新设计ꎬ这是日本道路规划设计的第三

个特点ꎮ 我国在道路的规划设计中ꎬ缺少对

不同地区、不同自然气候条件下的细节设计ꎮ
目前ꎬ我国道路的规划设计理念和方法

虽已积累了一定的实践经验ꎬ但还没有充分

从道路的功能性角度出发ꎬ所设计的道路还

不能达到最优化ꎮ 日本道路规划设计中的人

性化、因地制宜和细致的措施值得我国学习

和借鉴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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