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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  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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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丽农村路建设规范

1 范围

本文件规定了美丽农村路的总体要求、主体工程、服务设施、绿化景观、路域环境、低碳环保、管

理养护、农村公路+、地域文化、评价指标。

本文件适用于威海市美丽农村路的建设，其他农村公路建设可参照执行。

2 规范性引用文件

下列文件中的内容通过文中的规范性引用而构成本文件必不可少的条款。其中，注日期的引用文件，

仅该日期对应的版本适用于本文件；不注日期的引用文件，其最新版本（包括所有的修改单）适用于本

文件。

GB 5768（所有部分） 道路交通标志和标线

JTG 2111 小交通量农村公路工程技术标准

JTG/T 3311 小交通量农村公路工程设计规范

JTG/T 3360-03 公路桥梁景观设计规范

JTG 3370.1 公路隧道设计规范 第一册 土建工程

JTG 5110 公路养护技术标准

JTG 5120 公路桥涵养护规范

JTG 5150 公路路基养护技术规范

JTG/T 5190 农村公路养护技术规范

JTG 5210 公路技术状况评定标准

JTG B01 公路工程技术标准

JTG B04 公路环境保护设计规范

JTG D20 公路路线设计规范

JTG D30 公路路基设计规范

JTG/T D33 公路排水设计规范

JTG D40 公路水泥混凝土路面设计规范

JTG D50 公路沥青路面设计规范

JTG D60 公路桥涵设计通用规范

JTG D81 公路交通安全设施设计规范

JTG/T D81 公路交通安全设施设计细则

JTG D82 公路交通标志和标线设置规范

JTG H12 公路隧道养护技术规范

JTG/T H21 公路桥梁技术状况评定标准

JTG H30 公路养护安全作业规程

DB3710/T 125 威海市旅游公路设计规范

DB3710/T 183 千里山海自驾旅游公路驿站设置及服务规范

http://www.baidu.com/link?url=xj6MtutB4OXKhD37mNSTdryRF5c3UDX2N46WF-hdoFGbqf8lyBwUmGp5lArb7Ix8TveZNp9E54bhfK3u-A4rja
http://www.baidu.com/link?url=T_6v8R5HKzmW-a4LumSs5cEogDB11EPgYid-kx1TQ-SzOrotSEC5n2HKYToP-IPib2BxmD0itWxyugxLjugb_a
http://www.baidu.com/link?url=6oRrUFIEwO4usBRMt7vkIYqKKH-9xdOHMMn5d7i6Mn5ME33K3ra6lKU5lgwtTkN1aFQ7yM3KM8Xna-ui7vJM_5oNdwkB862wHaNx3J80zTm
http://www.baidu.com/link?url=WZHynooWo0NPtdH4PNIojG3sy0MBJS_pG9jU7icUEEyxiu5l-hOW1HZ50A58S2Y5y8Xwq84LGqzWhrkX-0Y3j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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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术语和定义

DB 3710/T 125界定的以及下列术语和定义适用于本文件。

3.1

美丽农村路 beautiful rural road

主体工程优质、附属设施完善、路域环境优良、绿色生态优先、乡土文化鲜明、管护机制健全、服

务乡村振兴成效明显，助力宜居宜业宜游的威海“精美乡村”建设的农村公路。

3.2

服务设施 service facility

布设于农村公路沿线，为公路使用者及沿线居民提供停车、休息、观景、候车等服务的附属设施，

包括公交站（点）、公路驿站、观景台（停车点）等。

3.3

公路驿站 rural-road rest station

提供停车、休息、加水、如厕等基本服务的设施。

3.4

观景台 scenic viewpoint

提供临时停车、景观观赏及相关信息获取和休憩服务的设施和场所。

3.5

路域环境 road environment

公路路侧视线可及范围内各类自然及人工要素构成的行车环境。

3.6

路田分家 road field separation

采取绿化、边沟、防护网、隔离墙、栅栏等将农村公路与沿线田地予以有效隔离的措施。

3.7

路宅分家 road residence separation

采取绿篱、花池、栅栏等将农村公路与沿线村庄房屋建筑物予以有效隔离的措施。

3.8

农村公路+ rural road +

农村公路与区域特色产业、生态旅游、文体等紧密结合，充分发挥农村公路服务效能，实现农村公

路由交通运输功能向多元功能转变的发展模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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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总体要求

4.1 应遵循“安全、创新、绿色、集约、共享”的发展理念，与威海市总体规划、发展规划以及交通、

乡村振兴、旅游、海洋等相关专项规划相协调。

4.2 应以达到主体工程优质、附属设施完善、路域环境优良、绿色生态优先、乡土特色鲜明、管护机

制健全、服务乡村振兴成效明显为目标。

4.3 应充分考虑地区经济发展水平，因地制宜，就地取材，利用既有道路，节约集约使用土地资源，

考虑全寿命周期成本及资源循环利用。

4.4 应具备一定长度规模，其中县道长度不宜低于 5km，乡道、村道长度不宜低于 3km，且主线及支

线的功能应保持整体性、一致性。

4.5 应满足安全、畅通基本功能，公路技术状况达到良及以上等级标准。

4.6 宜与当地产业融合发展，采用“公路+特色产业”“公路+乡村旅游”“公路+文体”等模式，构

建产业路、特色旅游路、生态富民路、文化路等，助推区域经济社会发展和乡村振兴。

4.7 旅游功能突出的美丽农村路应符合 DB3710/T 125 和 DB3710/T 183 的有关要求。

4.8 应具备健全完善的管养体制，全面实施农村公路“路长制”。

4.9 应合理应用新技术、新材料、新工艺、新设备。

5 主体工程

5.1 技术等级

5.1.1 应为等级公路，县道、乡道宜为三级公路及以上等级，地形、地质及环境条件受限时可为四级

公路等级。

5.1.2 通往省级及以上特色乡村产业园、特色小镇、乡村旅游重点村、4A 级及以上景区的美丽农村路

宜为三级及以上等级。

5.1.3 通往市级特色乡村产业资源、旅游资源、3A 级及以下景区的美丽农村路宜为双车道四级及以上

等级。

5.2 路线

5.2.1 新建、改建公路应符合 JTG B01、JTG D20、JTG 2111、JTG/T 3311 的有关规定。

5.2.2 选线应符合 JTG B04 的相关规定，保护生态环境及重要文物、古迹等，与周围环境、景观相协

调。

5.2.3 受地质地形限制的特殊路段可适当降低设计速度，参照 JTG 2111 的技术要求，确定平、纵技术

指标。

5.2.4 线形设计应灵活运用设计技术指标，避让地质灾害点、充分利用老路和周边自然资源，结合沿

线山地、平原、丘陵等不同地形特征，保持线形自然流畅、视线连续、行车安全舒适。

5.3 路基

5.3.1 应符合 JTG D30、JTG 2111、JTG/T 3311 的有关规定，选择合理的断面形式和边坡坡度，做到

路基稳定、防护适宜、节约土地。

5.3.2 路基技术状况指数（SCI）应不小于 80。

5.3.3 路肩应密实平整、横坡适度、排水顺畅，宽度应结合占地条件合理设置，土路肩应采用植草绿

化，具备条件地区宜采用卵石等乡土材料硬化处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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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3.4 路基边坡应选择适当的坡率，与原地形相协调，具备条件路段可采用缓边坡。

5.3.5 路基边坡防护应以植物防护为主，并与适当的工程防护相结合。

5.3.6 四级公路采用单车道时，应按照 JTG 2111 的要求设置错车道。

5.4 路面

5.4.1 应符合 JTG D40、JTG D50、JTG 2111、JTG/T 3311 的有关规定，保证路面有足够的强度、稳定

性和耐久性，面层应满足平整度及抗滑性能要求。

5.4.2 应采用沥青混凝土路面或水泥混凝土路面，旅游功能突出的路段宜采用彩色沥青路面结构形式。

5.4.3 路面结构层厚度应根据交通量及荷载等级予以确定，最低厚度不应低于 JTG 2111 的相关要求。

5.4.4 应按照 JTG/T 5190 的相关规定进行养护，路面技术状况指数（PQI）应不小于 80。

5.5 排水设施

5.5.1 应符合 JTG/T D33、JTG 2111、JTG/T 3311 的有关规定，与沿线构造物通畅衔接，并与自然沟渠、

农田排灌设施相协调。

5.5.2 排水设施宜选择宽、浅形式，与边坡防护、沿线环境相结合，达到线形优美、自然协调的视觉

效果。

5.5.3 路面宽度受限路段，宜采用盖板边沟形式。

5.5.4 穿越有排水管网收集系统的路段，公路排水宜接入其排水系统，宜采用盖板边沟、暗埋式边沟

等形式，具备条件的公路，宜采用雨污分离。

5.6 桥梁、涵洞、隧道

5.6.1 应符合 JTG D60、JTG 2111、JTG 3370.1、JTG/T 3311 的有关规定，保证结构物使用安全、可靠，

技术状况评定等级应不低于 2 类。

5.6.2 桥梁应与路基同宽，路桥不同宽的应设置过渡段，并完善路侧护栏、标志、视线诱导等安全设

施。

5.6.3 规范设置桥（隧）信息公示牌及桥梁限载标志。

5.6.4 沿线桥梁宜考虑景观设计，融入当地传统建筑、民俗风情、历史文化等元素，桥梁的景观设计

可参照 JTG/T 3360-03。

5.6.5 涵洞进出口应与排水设施相衔接，保持排水通畅。

5.6.6 有条件时隧道应设置照明，并选择经济、合理的照明及供电方式。无条件设置照明的隧道应设

置视线诱导设施。

5.6.7 隧道洞口应保持安全、稳定、整洁，洞内无渗漏水。

5.7 安全设施

5.7.1 应符合 GB 5768（所有部分）、JTG D81、JTG D82、JTG 2111、JTG/T D81、 JTG/T 3311 的有

关规定。

5.7.2 交通标志的设置应遵循标准规范、系统布局、突出重点、合理设置的原则。

5.7.3 交通标志和标线应根据实际需求配合使用，其含义应相互协调，并利于公路使用者的视认。

5.7.4 交通标线应采用反光标线，并具有良好的耐久性、抗滑性和夜间可视性。

5.7.5 护栏应按行业现行有关标准的规定设置，在满足防护等级要求的前提下，宜采用通透、外观简

洁的护栏形式，与沿线环境相协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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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7.6 与其他公路或机耕道、人行便道相交叉出入口，应在主路路侧设置示警桩或示警墩、道口标柱

等设施；在支路上应设置警告标志、停车或减速让行标志，在事故多发路段或穿村镇路段宜设置减速带

或减速振荡标线；小半径弯道外侧应设凸面镜。

5.7.7 交通量较大的平面交叉口，宜设置信号灯、振荡标线等交通安全设施，信号灯等不得被遮挡，

信号灯立柱等应设置相应的防护设施。

5.7.8 过水路面或漫水桥路段应设置过水路面标志。

5.7.9 积雪影响公路行车安全的路段，应设置积雪标杆。

5.8 平面交叉

5.8.1 平面交叉应符合 JTG B01、JTG D20、JTG 2111、JTG/T 3311 的有关要求，合理选择相交位置及

形式。

5.8.2 平面交叉宜为直角。斜交时，其锐角宜不小于 70°，受地形条件或其他特殊情况限制时，应不

小于 45°。

5.8.3 与等级公路相交时，交叉范围应进行加铺转角或渠化设计。

5.8.4 平面交叉口应满足通视三角区视距，通视三角区内不得存有任何有碍通视的物体，必要时应进

行通视三角区停车视距检验。

5.8.5 与机耕道等未铺装路面道路平面交叉时，未铺装路面道路距交叉口 10m～20m 范围内应硬化路

面。

6 服务设施

6.1 服务设施设置应符合 JTG B01、JTG 2111、JTG/T 3311、DB3710/T 183 的有关规定。

6.2 服务设施应根据乡村振兴、乡村旅游、农村客运和物流等实际需求，结合“四好农村路”建设，

进行总体规划和科学设置，可根据实际情况分期分步实施。

6.3 宜结合城乡交通运输一体化、区域公路客运规划、村镇及旅游点分布以及农村路的主要功能、交

通流量、地域特点等因素，因地制宜设置公交站（点）、公路驿站、观景台（含停车点）等设施，并设

置相关提示标识。

6.4 公交站（点）宜根据实际需求设置候车亭、站牌、线路导引图、座椅、垃圾桶等乘客候车设施，

且应在客运停靠点设置线路运行图，详细标出线路途经地及重要产业、旅游资源点。

6.5 公路驿站宜充分利用沿线现有的公路站场（含养护站、超限运输检测站、管理站等）、旅游集散

中心或沿线村镇商贸点、集体管理机构等统筹设置。

6.6 观景台（停车点）应设置在风景优美地段，并有相应的停车场地和安全防护设施。

6.7 在公路驿站、公交站点、观景台、主要公路平面交叉口或有特殊需求路段可设置监控设施。

6.8 在公路驿站广场应设置照明设施，道路沿线可设置照明设施。。

7 绿化景观

7.1 公路绿化

7.1.1 应符合 JTG B04、JTG 2111、JTG/T 3311 的有关要求，做到因地制宜、安全美观，充分利用沿线

自然和人文景观，突出威海地方特色和风格，与沿线景观协调统一。

7.1.2 应突出自然景观，优先采用乡土植物材料，避免人工化和过度化栽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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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1.3 应考虑绿化功能与视觉效果，做到层次分明、错落有致，采用“露”“透”“诱”“封”等设

计手段，结合近景、远景，营造和谐多变的自然景观。

7.1.4 公路沿线绿化应覆盖公路用地范围的可绿化用地，公路两侧的路肩宜采用低矮草本植物绿化，

边坡宜采用花草或灌木等进行绿化和防护，与周围景观相协调，宜做到四季有绿，两季或三季有花。

7.1.5 平面交叉的通视三角区范围内，不得种植乔木，在不影响行车视线的前提下，可栽植灌木和草

坪地被；小半径平曲线内侧不得栽植影响视线的植物。

7.1.6 苗木保存率和成活率应达到 90%以上，并定期进行养护，确保绿植不阻碍行车视线、不影响路

面排水和交通安全。

7.2 公路景观

7.2.1 应与周边环境和景观相协调，做到线形分明、疏密有致。

7.2.2 公路沿线的重要节点应进行景观处理，在不影响通行安全的前提下，宜在交叉口、沿线空闲场

地、村镇出口处、公路驿站和观景台等处设置景观石、微地形景观、景观小品等。

7.2.3 路侧有水体、山体、沙滩、农田、果园、村落等自然、人文景观地段，形成路侧透景线。

7.2.4 临河、临湖、滨海等滨水路段，应结合水体、远景、岸线等进行景观设计。

8 路域环境

8.1 路域环境应符合交通安全要求，公路用地范围内无违法建筑物或构筑物、无堆积物、无打谷晒粮、

无摆摊设点等影响车辆正常通行的障碍物，无影响公路景观的露天垃圾、垃圾桶、垃圾房等。

8.2 应采取遮蔽、栽植等方式改善沿线影响视觉环境的建筑物、墓地、采石场等。

8.3 应规范公路沿线的非公路标志、标牌，宜在村镇段设置爱护保护路域环境的宣传牌等。

8.4 村镇路段应采用绿篱、花池、栅栏等形式实现路宅分家。郊野路段应采用绿化、边沟、防护网、

隔离墙、栅栏等形式实现路田分家。

8.5 村镇段的房屋外观应尽量风格统一，建筑立面宜进行美化，与沿线村镇风貌相协调。

9 低碳环保

9.1 应遵循预防为主、保护优先、防治结合、综合治理的原则，降低美丽农村路建设对沿线水、土壤、

大气、声环境的污染。

9.2 尽量保护和修复公路及周边地区的原有生态功能，对基本农田、水利设施、生态环境和文物古迹

提出保护方案，落实保护措施。

9.3 项目建设应在保证质量的前提下，整合旧路资源，节约、集约利用土地。

9.4 具备条件的公路驿站可设置电动汽车充电设施。

10 管理养护

10.1 应按照 JTG H30、JTG/T 5190 的有关规定，加强日常巡查和养护，及时修补各种破损。

10.2 建立完善有效的农村公路管理养护体制机制，明确养护工作机构和养护人员，落实管理养护资金，

保证美丽农村路列养率达到 100%，技术状况达到良及以上。

10.3 应落实路长制，明确管护责任单位、责任人，将养护、监管、路域环境监督责任落实到位，在适

宜的位置设置路长制公示牌，明确路线名称、编码、里程、监督电话等信息。

10.4 按照分类管理的原则，定期开展养护培训，针对性制定养护手册，进行分类指导，提高养护水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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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5 应制定相应的扬尘防治方案，采取有效的扬尘污染防治措施，设置清扫保洁路段责任人告示牌。

10.6 冬季积雪行驶条件较差路段应及时清雪。雨季漫水桥、漫水路基路段做好应急救援、安全保障措

施。

11 农村公路+

11.1 农村公路+产业

11.1.1 宜根据需要和条件，建设集客运、货运、邮政、快递、电商等多种服务功能于一体的乡镇客货

运综合服务站，实现“资源共享、多站合一、功能集约、便利高效”。

11.1.2 宜将物流站点和物流体系建设纳入美丽农村路的规划设计，统筹考虑县、乡、村三级物流网点

布设，做好规划布局、预留场站、预备设施。

11.1.3 应改善重要农村经济产业节点运输条件，降低企业运输成本，引导农业农产品规模化生产经营。

11.1.4 可结合沿线产业发展需求，因地制宜完善农产品展销设施，实现美丽农村路通达田间地头、进

厂入企。

11.1.5 宜针对林果产业、资源产业配套装卸场站、售卖点、物流中转站等。

11.2 农村公路+旅游

11.2.1 宜将旅游功能突出的美丽农村路打造成精品乡村旅游公路，串联乡村特色产业、旅游资源，完

善配套服务设施和旅游交通标志。

11.2.2 宜将美丽农村路的规划建设与沿线的旅游资源联动开发，形成美丽农村路与沿线旅游资源、设

施及服务等一体化发展的综合模式。

11.3 农村公路+文体

11.3.1 宜利用路侧有效空间，因地制宜建设绿道、健身步道和非机动车道等慢行交通设施。

11.3.2 宜结合公路驿站、停车区等合理设置健身器材。

12 地域文化

12.1 宜充分利用沿线公路驿站、公交站（点）、观景平台、景观节点等，布设体现公路行业特色的宣

传墙（板）、雕塑等，用于展示当地乡土文化、红色文化、党建文化等内容。

12.2 应利用沿线公路附属及服务设施等，按照“一市（区）一特色、一路一风景”原则，结合各区市

不同的地域文化，打造具有地方特色的农村公路美丽风景廊道。

12.3 可结合需要增设美丽农村路特色标识。

13 评价指标

13.1 美丽农村路评价指标分为约束性指标和一般性指标两类。

13.2 约束性指标是美丽农村路必须满足的基本指标，包括下列内容：

a) 项目已通过竣（交）工验收；

b) 项目建设及运营期间未发生一般及以上质量安全事故；

c) 路面技术状况指数(PQI)不小于 80（见 5.4.4）；

d) 桥梁、隧道技术状况应不低于 2 类（见 5.6.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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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 项目未发生因安全防护设施缺少而引发的交通伤亡事故；

f) 项目建设期间不存在违法违纪行为。

13.3 一般性评价指标按照层级分为一级指标、二级指标和三级指标 3 个层级，详见附录 A。

13.4 一般性评价指标按照评价要求分为基础性和鼓励性两类，其中基础性为应评价的指标，鼓励性指

标为鼓励实现的指标，详见附录 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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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A

附 录 A

（规范性）

美丽农村路一般性评价指标

A.1 美丽农村路一般性评价指标

美丽农村路一般性评价指标如表 A.1 所示。

表 A.1 美丽农村路一般性评价指标

评价项目

具体评价内容
一级指标 二级指标 三级指标

主体工程

路线 —— 线形连续均衡、随形就势，技术指标符合标准要求

路基
路肩

路肩规范整洁，无垃圾、无洒落物，宽度符合标准要求，且植物选择合

适，及时进行养护管理，无高路肩或脱肩现象

边坡防护 边坡防护无冲刷、坍塌、亏坡等病害，防护工程符合标准要求

路面

使用性能 使用性能优良，行车舒适

整洁度 路面干净整洁，无杂物，排水顺畅

路桥衔接 路桥（涵）衔接平顺，无明显桥头跳车，行车舒适

排水设施 ——
排水设施完善通畅，无淤塞，并与自然沟渠农田排灌设施相协调，尺寸

等符合标准要求

桥梁、涵

洞、隧道

技术状况 桥涵结构安全可靠

整洁度 桥涵整洁，桥面无撒落物，桥下及涵洞洞口、洞内无淤塞现象

设施设备 桥涵做到护栏、标志、视线诱导等设施完备、工作正常，符合标准要求

标牌标识 桥梁限载标志、桥隧信息牌规范、醒目

安全设施

交通标志 交通标志设置合理、齐全、规范、符合标准要求

交通标线 交通标线完整齐全，标线划设颜色、宽度、间距等符合标准要求

护栏 护栏设置完善、完整，临崖、临水、高路堤等危险路段设置齐全护栏

视线诱导

设施

视线诱导设施规范清晰；视距不良、车道数或车道宽度有变化的路段及

急弯陡坡路段设置轮廓标，小半径弯道外侧设置线形诱导标

其他设施

其他交通安全设施包括信号灯、减速带、凸面镜、过水路面标志、积雪

标杆等规范设置。小半径弯道外侧设凸面镜，交叉口设减速带，较大交

通量交叉口设信号灯，过水路面或漫水桥路段应设置过水路面标志。

积雪影响公路行车安全的路段，应设置积雪标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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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A.1 美丽农村路一般性评价指标（续）

评价项目

具体评价内容
一级指标 二级指标 三级指标

主体工程 平面交叉

视距
视距通透，通视三角区内不得存在任何有障碍通视的物体；条件受限时，

应满足 JTG/T 3311-2021 规范的有关规定

交通渠化 交叉口设计符合交通量需求，交通渠化合理

被交道路

衔接
被交道路距交叉口 10m～20m 范围内应硬化路面

服务设施*

公交站

（点）

——

沿线应合理设置候车亭、站牌、线路导引图、座椅、垃圾桶等乘客候车设

施，可在公交停靠点设置路线运行图，鼓励详细标出线路途经地及重要资

源点

公路驿站

根据需求在沿线设置驿站、自驾房车基地等，服务设施配置齐全。可结合

沿线现有的公路站场（含养护站、超限运输检测站、管理站等）、旅游集

散中心或沿线村镇商贸点、集体管理机构等统筹设置

路侧

停车区

根据停车需求，路侧用地设置临时停车区，可结合公交港湾、错车道等合

并设置

观景台
在沿线风景优美及位置合适地段设置观景台，并配置停车场地和必要的安

全防护设施

慢行系统 路侧设置农村公路绿道、非机动车道、游憩步道等慢行交通系统

监控
在公路驿站、公交站点、观景台、主要公路平面交叉口或有特殊需求路段

设置有监控设施

照明 公路驿站广场应设置照明设施，道路沿线设置有照明设施

环境景观

绿化景观

沿线绿化
道路沿线行道树已成行或基本成行，规格协调一致，行株距布局合理，修

剪补植及时，无枯树、干枯植物，无缺失

沿线美化*
因地制宜、适地适树，做到乔灌草相结合、高低错落有致、色彩搭配丰富，

保持四季常青、两季或三季有花，绿化效果好、美化品质高

路肩处理 路肩采用低矮草本植物绿化

边坡处理 边坡采用花草、灌木等植物防护，并与周围环境景观协调一致

视域景观* 视域环境和谐、美丽、整洁、有序

路域环境

交通管理
沿线无违法建筑物或构筑物、无堆积物、无打谷晒粮、无摆摊设点等影响

车辆正常通行的障碍物，无违法设置的非公路标志、标牌

路宅分家 采用绿篱、花池、栅栏等措施

路田分界
路田分界清晰，采取绿化、边沟、防护网、隔离墙、栅栏等形式将公路与

沿线田地有效隔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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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A.1 美丽农村路一般性评价指标（续）

评价项目

具体评价内容
一级指标 二级指标 三级指标

环境景观 路域环境

村镇路段 房屋外立面保持美观、整洁，绿化带苗木修剪整齐

视域环境 视域环境整洁，无影响公路景观的露天垃圾、垃圾桶、垃圾房等

低碳环保*

绿色理念
建设符合威海地方特点、因地制宜、公路建设与沿线产业发展和生态环境保护

平衡的关系

生态修复
对基本农田、水利设施、生态环境和文物古迹优先提出保护方案，落实保护措

施

资源循环

充分整合旧路资源，对于符合标准回收的设施（交通标志、护栏、路缘石、路

面材料）循环利用；道路新改建充分节约、集约利用土地，加强对老路土地的

利用

管理养护

日常管养

——

日常巡查和养护，及时修补各种破损，按照JTG 5110、JTG 5120、JTG 5150、

JTG/T 5190、JTG H30等规范的有关规定开展养护工作

路长制 设置路长制公示牌，明确路线名称、编码、里程、监督电话等信息

管理培训 分类管理，定期开展养护培训，针对性制定养护手册，分类指导

扬尘防治 采取有效的扬尘污染防治措施，设置清扫保洁路段责任单位或责任人告示牌

应急抢修
冬季积雪行驶条件较差路段及时清雪，雨季漫水桥、漫水路基路段做好应急救

援、安全保障措施

农村公路

+*

农村公路

+产业

——

沿线形成公路串接产业链，完善产业配套服务设施

农村公路

+旅游

串联乡村特色产业、旅游等资源，开发乡村多元价值，聚力打造集生态、观光、

休闲娱乐、采摘为一体的观光旅游，实现农村公路与沿线旅游资源、设施及服

务等一体化发展的综合模式

农村公路

+文体

充分利用路侧有效空间，因地制宜建设绿道、健身步道和非机动车道等慢行交

通设施，充分结合公路驿站、停车区等合理设置健身器材

地域文化*

乡土文化

宣传

——

充分利用沿线公路驿站、公交站（点）、观景平台、景观节点等，通过设置宣

传墙（板）、雕塑等方式，讲述当地乡土文化、红色文化、党建文化等内容

农路文化

宣传

充分利用沿线公路附属及服务设施等，按照“一市（区）一特色、一路一风景”

原则，结合各区市不同的地域文化，打造具有地方特色的农村公路美丽风景廊

道

特色标识

展示
充分结合路域环境，布设美丽农村路特色标识

注：带*为鼓励性指标，其他为基础性指标。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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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2　路线
	5.2.1　新建、改建公路应符合JTG B01、JTG D20、JTG 2111、JTG/T 3311的有关规定
	5.2.2　选线应符合JTG B04的相关规定，保护生态环境及重要文物、古迹等，与周围环境、景观相协调。
	5.2.3　受地质地形限制的特殊路段可适当降低设计速度，参照JTG 2111的技术要求，确定平、纵技术指标。
	5.2.4　线形设计应灵活运用设计技术指标，避让地质灾害点、充分利用老路和周边自然资源，结合沿线山地、平原、丘陵

	5.3　路基
	5.3.1　应符合JTG D30、JTG 2111、JTG/T 3311的有关规定，选择合理的断面形式和边坡坡度
	5.3.2　路基技术状况指数（SCI）应不小于80。
	5.3.3　路肩应密实平整、横坡适度、排水顺畅，宽度应结合占地条件合理设置，土路肩应采用植草绿化，具备条件地区宜
	5.3.4　路基边坡应选择适当的坡率，与原地形相协调，具备条件路段可采用缓边坡。
	5.3.5　路基边坡防护应以植物防护为主，并与适当的工程防护相结合。
	5.3.6　四级公路采用单车道时，应按照JTG 2111的要求设置错车道。

	5.4　路面
	5.4.1　应符合JTG D40、JTG D50、JTG 2111、JTG/T 3311的有关规定，保证路面有足
	5.4.2　应采用沥青混凝土路面或水泥混凝土路面，旅游功能突出的路段宜采用彩色沥青路面结构形式。
	5.4.3　路面结构层厚度应根据交通量及荷载等级予以确定，最低厚度不应低于JTG 2111的相关要求。
	5.4.4　应按照JTG/T 5190的相关规定进行养护，路面技术状况指数（PQI）应不小于80。

	5.5　排水设施
	5.5.1　应符合JTG/T D33、JTG 2111、JTG/T 3311的有关规定，与沿线构造物通畅衔接，并
	5.5.2　排水设施宜选择宽、浅形式，与边坡防护、沿线环境相结合，达到线形优美、自然协调的视觉效果。
	5.5.3　路面宽度受限路段，宜采用盖板边沟形式。
	5.5.4　穿越有排水管网收集系统的路段，公路排水宜接入其排水系统，宜采用盖板边沟、暗埋式边沟等形式，具备条件的

	5.6　桥梁、涵洞、隧道
	5.6.1　应符合JTG D60、JTG 2111、JTG 3370.1、JTG/T 3311的有关规定，保证结
	5.6.2　桥梁应与路基同宽，路桥不同宽的应设置过渡段，并完善路侧护栏、标志、视线诱导等安全设施。
	5.6.3　规范设置桥（隧）信息公示牌及桥梁限载标志。
	5.6.4　沿线桥梁宜考虑景观设计，融入当地传统建筑、民俗风情、历史文化等元素，桥梁的景观设计可参照JTG/T 
	5.6.5　涵洞进出口应与排水设施相衔接，保持排水通畅。
	5.6.6　有条件时隧道应设置照明，并选择经济、合理的照明及供电方式。无条件设置照明的隧道应设置视线诱导设施。
	5.6.7　隧道洞口应保持安全、稳定、整洁，洞内无渗漏水。

	5.7　安全设施
	5.7.1　应符合 GB 5768（所有部分）、JTG D81、JTG D82、JTG 2111、JTG/T D
	5.7.2　交通标志的设置应遵循标准规范、系统布局、突出重点、合理设置的原则。
	5.7.3　交通标志和标线应根据实际需求配合使用，其含义应相互协调，并利于公路使用者的视认。
	5.7.4　交通标线应采用反光标线，并具有良好的耐久性、抗滑性和夜间可视性。
	5.7.5　护栏应按行业现行有关标准的规定设置，在满足防护等级要求的前提下，宜采用通透、外观简洁的护栏形式，与沿
	5.7.6　与其他公路或机耕道、人行便道相交叉出入口，应在主路路侧设置示警桩或示警墩、道口标柱等设施；在支路上应
	5.7.7　交通量较大的平面交叉口，宜设置信号灯、振荡标线等交通安全设施，信号灯等不得被遮挡，信号灯立柱等应设置
	5.7.8　过水路面或漫水桥路段应设置过水路面标志。
	5.7.9　积雪影响公路行车安全的路段，应设置积雪标杆。

	5.8　平面交叉
	5.8.1　平面交叉应符合JTG B01、JTG D20、JTG 2111、JTG/T 3311的有关要求，合理
	5.8.2　平面交叉宜为直角。斜交时，其锐角宜不小于70°，受地形条件或其他特殊情况限制时，应不小于45°。
	5.8.3　与等级公路相交时，交叉范围应进行加铺转角或渠化设计。
	5.8.4　平面交叉口应满足通视三角区视距，通视三角区内不得存有任何有碍通视的物体，必要时应进行通视三角区停车视
	5.8.5　与机耕道等未铺装路面道路平面交叉时，未铺装路面道路距交叉口10m～20m范围内应硬化路面。


	6　服务设施
	6.1　服务设施设置应符合JTG B01、JTG 2111、JTG/T 3311、DB3710/T 183的
	6.2　服务设施应根据乡村振兴、乡村旅游、农村客运和物流等实际需求，结合“四好农村路”建设，进行总体规划和科
	6.3　宜结合城乡交通运输一体化、区域公路客运规划、村镇及旅游点分布以及农村路的主要功能、交通流量、地域特点
	6.4　公交站（点）宜根据实际需求设置候车亭、站牌、线路导引图、座椅、垃圾桶等乘客候车设施，且应在客运停靠点
	6.5　公路驿站宜充分利用沿线现有的公路站场（含养护站、超限运输检测站、管理站等）、旅游集散中心或沿线村镇商
	6.6　观景台（停车点）应设置在风景优美地段，并有相应的停车场地和安全防护设施。
	6.7　在公路驿站、公交站点、观景台、主要公路平面交叉口或有特殊需求路段可设置监控设施。
	6.8　在公路驿站广场应设置照明设施，道路沿线可设置照明设施。。

	7　绿化景观
	7.1　公路绿化
	7.1.1　应符合JTG B04、JTG 2111、JTG/T 3311的有关要求，做到因地制宜、安全美观，充分
	7.1.2　应突出自然景观，优先采用乡土植物材料，避免人工化和过度化栽植。
	7.1.3　应考虑绿化功能与视觉效果，做到层次分明、错落有致，采用“露”“透”“诱”“封”等设计手段，结合近景、
	7.1.4　公路沿线绿化应覆盖公路用地范围的可绿化用地，公路两侧的路肩宜采用低矮草本植物绿化，边坡宜采用花草或灌
	7.1.5　平面交叉的通视三角区范围内，不得种植乔木，在不影响行车视线的前提下，可栽植灌木和草坪地被；小半径平曲
	7.1.6　苗木保存率和成活率应达到90%以上，并定期进行养护，确保绿植不阻碍行车视线、不影响路面排水和交通安全

	7.2　公路景观
	7.2.1　应与周边环境和景观相协调，做到线形分明、疏密有致。
	7.2.2　公路沿线的重要节点应进行景观处理，在不影响通行安全的前提下，宜在交叉口、沿线空闲场地、村镇出口处、公
	7.2.3　路侧有水体、山体、沙滩、农田、果园、村落等自然、人文景观地段，形成路侧透景线。
	7.2.4　临河、临湖、滨海等滨水路段，应结合水体、远景、岸线等进行景观设计。


	8　路域环境
	8.1　路域环境应符合交通安全要求，公路用地范围内无违法建筑物或构筑物、无堆积物、无打谷晒粮、无摆摊设点等影
	8.2　应采取遮蔽、栽植等方式改善沿线影响视觉环境的建筑物、墓地、采石场等。
	8.3　应规范公路沿线的非公路标志、标牌，宜在村镇段设置爱护保护路域环境的宣传牌等。
	8.4　村镇路段应采用绿篱、花池、栅栏等形式实现路宅分家。郊野路段应采用绿化、边沟、防护网、隔离墙、栅栏等形
	8.5　村镇段的房屋外观应尽量风格统一，建筑立面宜进行美化，与沿线村镇风貌相协调。

	9　低碳环保
	9.1　应遵循预防为主、保护优先、防治结合、综合治理的原则，降低美丽农村路建设对沿线水、土壤、大气、声环境的
	9.2　尽量保护和修复公路及周边地区的原有生态功能，对基本农田、水利设施、生态环境和文物古迹提出保护方案，落
	9.3　项目建设应在保证质量的前提下，整合旧路资源，节约、集约利用土地。
	9.4　具备条件的公路驿站可设置电动汽车充电设施。

	10　管理养护
	10.1　应按照JTG H30、JTG/T 5190的有关规定，加强日常巡查和养护，及时修补各种破损。
	10.2　建立完善有效的农村公路管理养护体制机制，明确养护工作机构和养护人员，落实管理养护资金，保证美丽农村路
	10.3　应落实路长制，明确管护责任单位、责任人，将养护、监管、路域环境监督责任落实到位，在适宜的位置设置路长
	10.4　按照分类管理的原则，定期开展养护培训，针对性制定养护手册，进行分类指导，提高养护水平。
	10.5　应制定相应的扬尘防治方案，采取有效的扬尘污染防治措施，设置清扫保洁路段责任人告示牌。
	10.6　冬季积雪行驶条件较差路段应及时清雪。雨季漫水桥、漫水路基路段做好应急救援、安全保障措施。

	11　农村公路+
	11.1　农村公路+产业
	11.1.1　宜根据需要和条件，建设集客运、货运、邮政、快递、电商等多种服务功能于一体的乡镇客货运综合服务站，实现
	11.1.2　宜将物流站点和物流体系建设纳入美丽农村路的规划设计，统筹考虑县、乡、村三级物流网点布设，做好规划布局
	11.1.3　应改善重要农村经济产业节点运输条件，降低企业运输成本，引导农业农产品规模化生产经营。
	11.1.4　可结合沿线产业发展需求，因地制宜完善农产品展销设施，实现美丽农村路通达田间地头、进厂入企。
	11.1.5　宜针对林果产业、资源产业配套装卸场站、售卖点、物流中转站等。

	11.2　农村公路+旅游
	11.2.1　宜将旅游功能突出的美丽农村路打造成精品乡村旅游公路，串联乡村特色产业、旅游资源，完善配套服务设施和旅
	11.2.2　宜将美丽农村路的规划建设与沿线的旅游资源联动开发，形成美丽农村路与沿线旅游资源、设施及服务等一体化发

	11.3　农村公路+文体
	11.3.1　宜利用路侧有效空间，因地制宜建设绿道、健身步道和非机动车道等慢行交通设施。
	11.3.2　宜结合公路驿站、停车区等合理设置健身器材。


	12　地域文化
	12.1　宜充分利用沿线公路驿站、公交站（点）、观景平台、景观节点等，布设体现公路行业特色的宣传墙（板）、雕塑
	12.2　应利用沿线公路附属及服务设施等，按照“一市（区）一特色、一路一风景”原则，结合各区市不同的地域文化，
	12.3　可结合需要增设美丽农村路特色标识。

	13　评价指标
	13.1　美丽农村路评价指标分为约束性指标和一般性指标两类。
	13.2　约束性指标是美丽农村路必须满足的基本指标，包括下列内容：
	13.3　一般性评价指标按照层级分为一级指标、二级指标和三级指标3个层级，详见附录A。
	13.4　一般性评价指标按照评价要求分为基础性和鼓励性两类，其中基础性为应评价的指标，鼓励性指标为鼓励实现的指


	附　录　A（规范性）美丽农村路一般性评价指标
	A.1　美丽农村路一般性评价指标
	其他交通安全设施包括信号灯、减速带、凸面镜、过水路面标志、积雪标杆等规范设置。小半径弯道外侧设凸面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