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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肖敏敏、苗聪编写的《道路交通安全工程》是高等学校土木工程专业(
交通土建方向)和交通工程专业本科生教材，是在吸收了国内外交通安全最新研究成果的基础上编写而
成的。
《道路交通安全工程》围绕道路、车辆、环境、交通参与者等因素，探讨其与交通安全的关系，并在
对道路交通安全进行评价的基础上，提出有效的道路交通安全的管理措施。
另外，当代科技在道路交通安全中应用在本书中也得以介绍和阐述。

《道路交通安全工程》共有8章，包括绪论、道路因素与交通安全、道路安全设施与交通安全、车辆
因素与交通安全、人为因素与交通安全、道路交通安全评价、道路交通安全管理、现代科技在道路交
通安全中的运用。

《道路交通安全工程》除作为交通工程、土木工程、交通运输工程、安全工程等专业本科生教材外，
也可供从事道路交通安全设计、安全管理等工作的相关人员作为参考用书，还可供公安、交通、城建
等部门的技术人员参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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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2.5.1 隧道选址对道路安全的影响分析　　对隧道的选址，应该全方位地考虑路线的功能和规划的
要求，隧道只是路线中的构造物，原则是：　　（1）必须与公路总体设计相协调适应（交通量、公
路等级等）；　　（2）隧道位置应选择在稳定的地层中；　　（3）越岭隧道应进行较大范围的方案
选择，进行全面的技术、经济比较，选择在地质条件较好的地段穿越；　　（4）沿河傍山隧道，其
位置宜向山侧内移，避免一侧洞壁过薄产生偏压；　　（5）选择隧道位置时，应注意洞口位置和有
关工程的处理，一般宜采取“早进洞，晚出洞”原则。
　　在地形图上比选时，为了明确路线是否经济（如绕道太远或地质条件很差导致投资太大）、技术
上是否可行（如避开滑坡或其他不良地质地段）、是否符合实际需要（如远离基本走向），需要作比
选方案的经济分析。
　　由于隧道的进出口位置对环境保护、施工现场布置及废弃材料的堆放有较大的影响，洞口位置选
择好坏，将直接影响隧道施工、造价、工期和运营安全，因此选择时要结合洞口的地形，地质条件、
施工、运营条件以及洞口的相关工程（桥涵、通风设施等），多方位地论证隧道进出口的具体位置。
应注意以下几点。
　　（1）隧道的洞口部分在地质上通常是不稳定的，设计时应考虑避开滑坡，崩塌、泥石流等不良
地质地段。
确定洞门位置时，应着重考虑以确保边、仰坡的稳定性，以免造成难以整治的病害。
隧道一般应设在山体稳定、地质条件好、排水有利的地方；应“宜长不宜短”，应“早进洞、晚出洞
”，尽量避免“大挖大刷”，破坏山体稳定。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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