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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 言

本文件按照GB/T 1.1—2020《标准化工作导则 第1部分：标准化文件的结构和起草规则》的规定

起草。

请注意本文件的某些内容可能涉及专利。本文件的发布机构不承担识别专利的责任。

本文件由南通市公路事业发展中心提出。

本文件由南通市交通运输局归口。

本文件起草单位：南通市公路事业发展中心、华设设计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华设检测科技有限公司。

本文件主要起草人：胡伟、陈志明、方海东、马志华、胡洪龙、陈冲、刘亚楼、董锦俊、高群花、

李敏、钱光耀、曹鹏飞、唐烨、李文凯、刘发国、曹阳、谭佳、张屹、姚向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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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 言

为指导建设、设计、施工等单位开展普通国省道绿色公路建设，加快推进交通运输行业向绿色化、

高质量发展方式转变，切实提高普通国省道绿色化发展水平，尽快在全市范围内形成协调统一、有据可

依的绿色公路建设标准，特制定《普通国省道绿色公路建设指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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普通国省道绿色公路建设指南

1 范围

本文件提供了普通国省道绿色公路建设的绿色设计、绿色施工、绿色养护指导。

本文件适用于新建、改扩建的普通国省道路绿色公路建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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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8978 污水综合排放标准

GB 12523 建筑施工场界环境噪声排放标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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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D30-2015 公路路基设计规范

JTG F40 公路沥青路面施工技术规范

JTG/T F50 公路桥涵施工技术规范

JTG F60 公路隧道施工技术规范

JTG H10 公路养护技术规范

JTG H11 公路桥涵养护规范

JTG H12 公路隧道养护技术规范

JTG H30 公路养护安全作业规程

DB32/T 3949 普通国省干线公路绿色公路建设技术规程

3 术语和定义

下列术语和定义适用于本文件。

绿色公路 green highway

在公路的全寿命周期内，以创新、协调、绿色、开放、共享为发展理念，最大限度地节能减排降碳、

控制资源占用、减少污染物排放、保护生态环境，注重建设品质提升与运行效率提高，为人们提供安全、

舒适、便捷、美观的行车环境，并且与自然和谐共生的公路。

[来源：JTG/T 1199.1-2018，有修改]

绿色设计 green design

https://www.baidu.com/link?url=9Btr1mELZ1Ot8ORVlhit3OdlVVSt56Q_4w1xCH6vMl3IvydfWiWSe7HsOEju6d7UuABnO_ix2YmCCfn_YDo7tR4m0l4OopAEo4pb45Y0aQOC5SY_sDerEIYTFv2rSM1ADm-c3pcTczKEnRd3UZyNQ1JtNciKBzkJPl33kTMSNSG1QrMMtRYM9NDNMz-a20rgc4Ak-kzQwp2B-bKOrIADXK&wd=&eqid=81c6d49b001029030000000467d5237c
https://www.baidu.com/link?url=9Btr1mELZ1Ot8ORVlhit3OdlVVSt56Q_4w1xCH6vMl3IvydfWiWSe7HsOEju6d7UuABnO_ix2YmCCfn_YDo7tR4m0l4OopAEo4pb45Y0aQOC5SY_sDerEIYTFv2rSM1ADm-c3pcTczKEnRd3UZyNQ1JtNciKBzkJPl33kTMSNSG1QrMMtRYM9NDNMz-a20rgc4Ak-kzQwp2B-bKOrIADXK&wd=&eqid=81c6d49b001029030000000467d5237c
https://www.baidu.com/link?url=sKlU0cq8fAV0-EwLHgRs3Ans66eV63UjLaQz7-_ktNMPNdSjKHaIQiOnugHpazBs5C39_yo2NIg_eUXL-f7ioOgehhyPWgCPjF6zIaMeGNSlaK7gL1FhAH6hOEQyUNlrLzpnrVYmlNM_qmxET4i7_5d2E0a2UA5RBBKM5vW658Wf2ZXN25zHy5mLYvhqy1psBa5RwTG0OSNC6kONEBSbVq&wd=&eqid=c5d36709002a73d10000000467d523a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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将可持续发展理念融入到公路的设计阶段，开展全寿命周期技术经济论证及环境影响分析，在满足

公路使用功能要求的基础上，充分考虑公路在施工建设、运营养护阶段可能对环境、资源造成的影响，

采取科学、合理、灵活的设计措施，促进公路向更节能、更环保、更安全、更舒适的方向发展。

[来源：JTG/T 1199.1-2018]

绿色施工 green construction

在保证公路施工质量、安全等基本要求的前提下，通过新材料、新工艺、新技术、新设备的应用和

管理创新，最大程度地保护生态环境、提高资源利用效率、降低能源消耗和减排降碳的施工活动。

[来源：JTG/T 1199.1-2018，有修改]

绿色养护 green maintenance

运用科学管理手段和先进检测、维修技术，在保证公路养护质量和安全的同时，显著降低资源占用、

减少环境污染、能源消耗和二氧化碳排放，实现公路长期高水平服役。

[来源：JTG/T 1199.1-2018，有修改]

4 总体要求

绿色设计符合 JTG B01、JTG B04、JTG D20 等标准规范的规定，绿色施工符合 JTGF40、JTG/T F50、

JTG F60 等标准规范的规定，绿色养护符合 JTG H10、JTG H11、JTG H12、JTG H30 等标准规范的规定。

绿色公路建设以资源节约、生态环保、节能高效、服务提升为主要特征。建设过程中统筹资源利

用，实现集约节约；加强生态保护，注重自然和谐；着眼周期成本，强化建养并重；实施创新驱动，实

现科学高效。

在保证安全、质量、功能的前提下，兼顾经济、环保、耐久、简洁与周边环境相协调等因素。

5 绿色设计

基本要求

绿色设计符合DB32/T 3949规划选线的要求。

路线

5.2.1 新建公路选线结合土地利用现状和总体规划，尽量利用建设用地和未利用地，最大程度地减少

占用耕地和基本农田保护区的数量。依法依规避让各类生态保护区、环境敏感区，难以避让的以地下或

空中穿（跨）越等方式通过。注重野生动植物保护、湿地连通、创面生态修复和动物通道建设。避免穿

越城镇、声环境敏感区、文物保护区等区域。

5.2.2 新建公路充分利用现有通道资源，包括公路与铁路、公路与干线航道、普通公路与高速公路的

相邻线位；位于城镇化地区的公路可兼顾城市道路功能，采用“地面+高架（或隧道）”、“主路+辅路”
复合横断面形式，实现公路与城市道路共用线路。

5.2.3 改扩建工程既有路线老路穿越城镇的，比选局部路段改线绕越人口分布稠密区的方案；位于文

物保护范围或建设控制地带内的，比选局部路段绕越文物保护范围或建设控制地带的方案。

5.2.4 充分利用现代先进的勘察设计技术。灵活应用平面、纵断面指标，考虑平面、纵横断面的相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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组合与合理配置。

路基

5.3.1 新建工程路基设计结合路线方案优化，与采用桥梁方案、半桥半路等方案充分比选。改扩建工

程充分利用现有路基，减少老路路基填料的废弃量。

5.3.2 在不影响路基承载力的前提下，降低路基填土高度。合理设置平面、纵横断面，尽量达到土石

方填挖平衡。

5.3.3 软土地区路基符合 JTG D30 7.7 节相关规定要求，盐渍土地区路基符合 JTG D30 7.11 节相关规

定要求。

5.3.4 合理选用生态防护、工程防护等路基防护方式。生态防护宜采用乔灌花草结合，植物品种选用

当地优势群落，采用直接喷播、三维网喷播、客土喷播、植生袋、土工格室等绿色防护技术。沿河路基

防护与河道护岸统筹考虑，尽量保持原有河道水陆交接界面的形态。

5.3.5 水环境敏感地段路基排水沟出口宜设置油水分离池，排出的水质符合 GB 8978 的有关规定。位于

城镇规划区的路段充分利用公路自身及周边绿地空间落实低影响开发设计理念，通过渗透、调蓄、净化

等方式，建设下沉式绿地、植草沟、雨水湿地、透水铺装等低影响开发设施。

路面

5.4.1 采用低碳环保的耐久性路面，如温拌沥青混合料、低剂量水稳、聚合物水泥混凝土、轻质混凝

土等。

5.4.2 利用区域内粉煤灰、高炉矿渣、废旧轮胎、碱渣等可用于路面结构的工业废渣资源。改扩建工

程充分利用老路路面材料。

5.4.3 穿越城镇区域或沿线声环境要求较高的路段，宜采用降噪排水沥青路面。

5.4.4 桥面铺装结构需与主路的路面结构相协调，综合考虑桥梁结构类型、交通荷载、区域气候等因

素。隧道铺装可采用温拌沥青混合料，抑烟、阻燃材料等绿色技术。隧道口、收费站等区域可采用彩色

沥青路面。

桥涵

5.5.1 桥型方案关注技术合理性、设计标准化、施工装配化、养护便利性等因素。

5.5.2 优化桥梁总体设计，减少对环境的破坏。合理设置动物通道，穿越湿地路段利用桥梁保持湿地

的水力联系。

5.5.3 利用模块化设计等手段，采用钢结构、装配式混凝土、高性能混凝土结构等适宜标准化建造的

结构形式。

5.5.4 提高桥梁耐久性，尽量选用耐候钢、防腐涂层等材料。加强钢结构桥梁构造设计，提高钢结构

纵、横向受力的连接性和均衡性。

5.5.5 涉及跨越饮用水源保护区、清水通道等水环境敏感区的开展桥梁环保专项设计。

5.5.6 上跨饮用水源保护区、航道、公路、铁路等的桥梁排水系统可将水引离桥面，进行疏导直至地

面。排水管道可使用轻质、节能、抗腐蚀特点的 PVC 管。

5.5.7 融入工程美学和景观设计。

隧道

5.6.1 隧道选址满足公路设计的线形要求，避免不良地质、核心保护区等区域。隧道平面线形尽量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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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直线或较大半径的曲线。隧道纵断面线形以行车安全、排水、通风、防灾为基础，考虑施工期间的排

水、出渣、材料运输等条件确定。

5.6.2 隧道洞门宜采用削竹式等利于充分利用自然光的设计，洞口减光宜采取绿化带、阳棚、遮光棚

及通透式棚洞等方式。推广应用节能照明灯具、照明调光控制、光纤传导、导光管采光系统等技术。照

明用能可开发利用风光互补、风电、光电、水电等可再生能源。

5.6.3 隧道通风首先考虑自然通风，当不具备自然通风的环境条件时，优先采用纵向机械通风方案。

隧道通风能耗作为隧道位置布设、线形、断面设计的一项重要比选因素。

互通交叉

5.7.1 充分利用现有地形、规模适当、布局紧凑，选用合理的形式，减少占地。

5.7.2 占用耕地数量较大的互通交叉宜进行土地综合利用论证，可将管理设施布设在用地范围内或通

过设置匝道桥梁等方式为在互通区内耕地提供条件。

5.7.3 上跨天桥各部分构造宜简洁、流畅、明快。风景区、路堑及城镇路段，可采用拱桥；路堑段可

采用斜腿刚构桥型；一般路段，可采用简支梁桥、连续梁桥、T 型刚构等。

交安设施

5.8.1 交安设施的布设重点考虑引导控制和降低伤害两个方面。

5.8.2 交通标志宜采用主动发光技术、可循环利用的环保型材料。

5.8.3 交通标线宜采用低 VOC（Volatile Organic Compounds，挥发性有机化合物）排放量的耐久性

标线。

5.8.4 防护隔离设施宜采用各种高强、高韧、轻质、耐腐蚀、可循环利用的复合材料。

5.8.5 视线诱导设施宜采用抗冲撞、反光性能强、夜间视认性好的突起路标技术。

5.8.6 监控设施宜采用多源智能感知等新一代信息技术；监控系统供配电、照明等活动电机系统开展

节能设计，采用超节能板、LED、风光互补等节能照明设备。

5.8.7 积极利用智能交通新技术。

服务设施

5.9.1 推广清洁能源，开展光伏建筑一体化设计，使用高效节能建筑设备和智能照明控制技术。

5.9.2 服务区建立雨污分流排水体系，宜开展透水路面、绿色屋顶、下凹式景观绿地等雨水资源化利

用系统。

5.9.3 服务与管理设施区建设生活垃圾分类收集设施，有条件的可建设堆肥处理设施对厨余垃圾进行

处置。

5.9.4 沿线服务设施宜以书画、文学、雕塑、碑刻等形式展现民族、历史、地域和自然生态文化等。

5.9.5 充分利用公路养护工区、场站等用地，开展观景点、房车营地及旅游服务站等旅游服务设施设

计，推广服务区、停车区加气站和新能源汽车充电桩等设施。

环保景观

5.10.1 公路用地界内宜绿地的绿化率应达到 100%。绿化植物品种以抗台风能力较强的当地乡土品种

为主，优先采用高碳汇能力的植物。穿越生态环境敏感区的路段，以路线两侧现有品种为主。营造乔灌

花草多层次复合结构生态系统，优先选择少维护、耐候性强的植物。

5.10.2 穿越声环境敏感区的路段，研究采用绿化林带、声屏障、拆迁建筑物或调整使用功能、限速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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降噪措施。单一降噪措施无法达到设计降噪要求时，采取多种降噪措施的组合。

6 绿色施工

施工管理

6.1.1 参建单位建立绿色公路建设组织管理体系，明确人员和职责，落实责任。

6.1.2 参建单位制定绿色公路建设制度体系，做好绿色施工的宣传、教育工作。

6.1.3 结合智慧公路建设系统，探索建设期能耗监测及碳评估信息管理平台、基于无人机遥感应用的

施工环保监管技术等，创新施工环保管理手段。

6.1.4 推广附属工程与主体工程一体化施工管理、公路建设期绿色环保中心、环保计量等管理新模式。

6.1.5 建立公路施工期环境监测制度，明确监测因子、监测点位、监测频次等内容。

资源节约

6.2.1 节地措施

6.2.1.1 预制场、钢筋加工中心、混凝土拌和中心等大型临时设施，优先考虑租用项目所在地周边符

合条件的场地。大型临时设施场地按最低面积指标设计，尽量减少占地面积。尽量利用地方建设用地、

路基永久用地、取弃土场地，使用荒地、废地，少占用农田、耕地和林地。

6.2.1.2 路基施工取土统筹利用区域内工程土方资源。

6.2.1.3 施工便道优先利用既有道路，新建施工便道结合当地道路规划，永临结合。

6.2.1.4 项目驻地优先租用项目所在地区的既有房屋。不具备租用条件的，可与大型临时设施合建。

6.2.1.5 施工所需材料根据进度安排分批进入现场，减少材料堆放临时占地量。

6.2.1.6 集约化布设桥梁桩基施工泥浆池，减少施工占地。

6.2.2 节能措施

6.2.2.1 采用国家、行业推荐的节能、高效、环保的施工设备、机具、材料等。

6.2.2.2 推广实施施工期集中供电措施。

6.2.2.3 合理安排工序及机械设备使用，选择功率与负载相匹配的施工机械设备，避免大功率施工机

械设备低负载长时间运行。

6.2.2.4 建立施工机械设备管理制度、机械设备档案，定期定人进行维修保养工作。

6.2.2.5 充分利用场地自然条件，合理设计生产、生活及办公等临时设施的采光、通风等。

6.2.2.6 生产、生活、办公的主要耗能设备宜制定节能目标和措施，分项计量、定期核算、动态监管。

污染防治

6.3.1 扬尘污染控制

6.3.1.1 施工便道与其他主要道路交叉口等采用硬化措施，并洒水抑尘。预制厂、储料区、砂石加工

区实施围挡，并建立喷淋系统。

6.3.1.2 非施工作业面裸露地面、长期存放土堆可采用防尘网进行覆盖，或采取绿化、固化措施。易

产生扬尘的施工材料密闭存放或覆盖。拌和站全封闭式建设、并设置烟气收集系统和除尘设施，储料区、

砂石加工区搭建大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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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3.1.3 土石方、拆除、路面破碎、生石灰消解等作业，石灰土拌和站大棚出入口、靠近城镇段落等

敏感区域设置喷淋、雾炮等降尘设施。

6.3.1.4 运输车辆加装蓬盖防止抛撒，工地车辆出口处设置洗车台和洗轮机。

6.3.1.5 结合施工现场附近水系情况，设置临时取水点。

6.3.1.6 采用扬尘污染防治新技术和信息化监测监控等措施。

6.3.2 水污染控制

6.3.2.1 拌和站、预制厂宜设置沉淀池进行处理后循环利用。

6.3.2.2 桥梁水域桩基施工合理设置泥浆循环系统。水上施工的泥浆采用管道或船舶运送上岸处理，

船舶安装卫星定位系统并按固定线路密闭运输。

6.3.2.3 有可能造成水污染的施工机械集中停放或维修区域采取隔油措施。

6.3.2.4 项目驻地生活污水优先接入当地管网，不具备条件的采用二级生化处理工艺达标排放。

6.3.3 固体废弃物处理

6.3.3.1 危险废弃物委托具备相应资质的单位处理。

6.3.3.2 工程钻渣采用泥沙分离工艺，合理利用。

6.3.3.3 其他废弃物分类收集贮存，符合相关标准的尽量回收利用。

6.3.4 施工噪声防护

6.3.4.1 合理安排施工作业时段，环境噪声排放符合 GB 12523 的相关规定。

6.3.4.2 优先选用低噪声施工机械、设备和工艺，振动较大的固定机械设备尽量远离敏感建筑物或加

装减振机座、采用隔离挡护等措施。

6.3.5 光污染防护

6.3.5.1 电弧焊接集中安排并设置遮光棚，制定合理作业时间限制，尽量减少夜间作业。

6.3.5.2 施工照明灯具设置灯罩，避免光线直接照射对非作业区域产生干扰。

6.3.5.3 施工现场设置提示牌和反光牌，尽量避免使用远光灯，必要时配备专人对夜间施工车辆进行

灯光指挥。

生态环保

6.4.1.1 路基清表土集中堆存于公路永久用地范围内，施工结束后用作绿化用土、复垦土等。

6.4.1.2 采取工程或生态措施对路基边坡加以防护，雨季来不及实施永久防护工程的，采取临时排水、

苫盖拦挡等措施。

6.4.1.3 生态敏感区制定生态环保专项方案，严格落实环保措施。

6.4.1.4 施工便道、大型临时工程修筑时，保留或增设涵洞等连通水系的设施作为野生动物的通道。

6.4.1.5 加强对施工人员的生态环保教育，不得随意破坏植被、猎捕野生动物。

7 绿色养护

应用无人机、雷达等先进监测检测、数字化管理等技术，实施道路状况调查。

推广路面预防养护、路面再生利用等“四新”技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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优先使用节能、高效、成套化、智能化的养护机械。

养护作业规范化管理，建立检查监督机制。

施工过程兼顾大气、水、固废、噪声等污染防治，减少对周边环境的污染。

制订合理的分段施工计划和交通组织方案，减少扰民和对车道的占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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