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道路、桥梁立项申请报告  

概述  

工程概况及编制依据  

工程概况  

本报告所研究的XX渡改桥工程“XX桥”，位于XX南阳乡排沙

村XX水库尾端，是排沙村通往XX村民小组的必经之路，横跨X

X水库。如今，水库两岸村民依靠人渡来往，区域人口1500余

人。拟建桥梁长109米，引道长300米。  

编制依据  

根据交通部有关农村公路渡口改造建设的精神要求和建设计划

，参照XX2000年~2020年农村公路建设规划和XX公路网建

设总体规划，遵照公路基本建设程序，并按交通部颁《水运、

公路工程可行性研究编制办法》、《公路工程技术标准》和交

通部公路规划设计院编制的《公路建设项目可行性研究指南》

以及国家计划委员会、建设部发布的《建设项目经济评价方法

与参数》编制本报告。  

研究过程及内容  

研究过程  

为加快XX地方经济的发展和交通设施建设，实现中央有关渡口

改桥、解决水上交通隐患的目标。我院于2005年3月组织有经

验的工程技术、经济人员承担此项工作，并进入现场做了全面

现场踏勘，



调查了路线、地质、水文、气候情况，并收集了工程所在县和

相关地方的社会经济发展情况、交通运输状况等有关资料，并

在广泛征求当地交通部门意见的基础上遵照交通部和国家计委

有关规定、办法，通过调查、分析，编写了工程可行性研究报

告。  

研究的主要内容  

1、研究项目建设的重要性和必要性 ;  

2、调查研究桥梁位置和桥型方案，推荐桥位及桥型方案 ;  

3、调查研究项目所在地区的社会经济、交通运输现状和发展

趋势，并预测未来拟建桥梁断面的交通量 ;  

4、研究拟建项目的地形、地貌、水文地质、地震、筑路材料

等建设条件对工程的影响程度，结合交通量预测结果，确定桥

梁建设规模和标准 ;  

5、预测项目建设后对自然环境、生态环境的影响程度，并提

出环保措施 ;  

6、计算主要工程数量，估算工程造价 ;  

7、对拟建项目进行经济评价，研究项目的社会经济效益 ;  

8、根据工程规模研究工程实施方案及工期安排 ;  

9、提出存在的问题和建议。  

研究的主要结论  



建设理由  

一  、是确保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和地方经济发展的要求  

拟建桥梁位于XX南阳乡排沙村XX水库尾端，是排沙村通往XX

村民小组的必经之路，横跨XX水库。如今，水库两岸村民依靠

人渡来往，区域人口约1500余人，当地群众与外界的交往和

物资的运输只能依靠人渡，不但受外界环境的影响大，而且潜

伏着极大的水上交通隐患。为确保人民群众的生命财产安全，

促进交往，发展地方经济，急需修建该桥。  

(二 )、是XX农村公路网建设的需要  

XX地处江西省北部，九江市的西侧。XX现有公路网布局主体

以瑞码公路、瑞南公路和316国道为主骨架，其他省道和主要

县道为干道，部分县道和乡道为支干，形成"网状"主干公路骨

架。该市由于地域大，乡镇多，农村公路数量也较多。截至20

05年3月，该市已大部份实现乡乡通油 (水泥 )路，但不少乡镇

尽管已通了水泥路，在跨越河流时却还必须借助人渡，严重制

约着汽车的畅通行驶，降低公路网的辐射作用。该桥新建后，

可使XX公路网更臻完善，通行能力和行车舒适度得到较大改善

，充分发挥干线公路的覆盖辐射作用。  

(三 )、是XX实现“十一五”计划发展工农业生产的需要  



2000年XX国内生产总值11 .57亿元，规划到2008年国内生产

总值将达到18亿。“十五”期间XX的农业结构将进一步优化

。乡镇企业和民营经济将得到空前的发展。随着工农业生产的

发展，市场经济的繁荣，人流、物流将成倍的增长。只有尽早

的完成农村公路网的建设，将干线公路上的渡口改渡建桥，才

能使公路畅通无阻，促进工农业的快速发展，早日实现“十一

五”计划工农业生产指标。  

(四 )、是全市人民奔小康的需要  

2003年XX农业人口年均纯收入仅1821元，距离小康生活水平

差距还较大。只有大力发展工业、特色农业和加快特色农产品

的流通，将大量的剩余劳动力转移到第三产业中去，才会发展

县域经济，改善农民的生活水平，逐步解决“三农”问题。要

达到这个目的，就必须加快农村公路网建设，改善公路交通状

况，完善投资环境，使各项开发事业蓬勃发展，百业兴旺，人

民生活日益提高。  

(五 )、是交通量增长的需要  

社会经济的发展必然导致交通量的增加，据交通量调查资料显

示，在目前该桥还未建成仍依靠人渡的情况下，周边地区交通

量已有70辆/日。随着经济发展，交通量将有更大的增长。据

预测，到2025年日交通量将达到675辆/日。如仍借助于人渡

，将很难满足交通量的发展要求。  

交通量发展预测  



本项目的交通量预测采用“直接法”，预测基年2003年，未

来特征年2010年、2015年、2020年、2025年。特征交通量

如下表 :  

交通量预测表  



建设规模和技术标准  

根据交通量分析预测结果，该桥建成后当地交通量加上吸引交

通量，规划年内即可达675辆。参照交通部 JTG 

B01―2003《公路工程技术标准》，拟采用的主要技术指标如

下 :  

桥梁汽车荷载等级 :公路—II级，人群荷载 :3KN/m2;  

桥面宽度 :净4 .5，2×0.25m安全带 ;  

设计洪水频率 : 1/50 ;  

引道公路等级 :四级 ;  

通航等级 :不通航。  

桥位和桥型方案  

根据沿线地形和综合考虑路线与水库关系，拟定两个桥位，桥

位?位于原人渡处，北岸引道开阔，南岸紧邻房屋地形狭窄。

桥位?位于原人渡上游100米处，北岸靠山引道地形狭窄，南

岸引道开阔。该桥拟采用两个方案，方案?上部构造拟采用钢

筋砼空心板结构，下部构造拟采用独柱式墩台配扩大基础，桥

长109米，方案?上部构造拟采用钢筋混凝土简支T梁，下部拟

采用桩基接盖梁桥台、桩柱接盖梁桥墩，桥长105米。  

工程环境影响  



本报告研究了项目建设沿线环境特征，对生态环境、社会环境

、土地利用等可能产生的影响，以及减缓工程环境影响所采取

的措施。  

投资估算及资金筹措  

1、投资估算  

本项目投资估算按照交通部交工发 (1996)611号文发布的《公

路基本建设工程投资估算编制办法》和《公路工程估算指标》

，交通部交工发 (1996)612号文发布的《公路基本建设工程概

算、预算编制办法》及江西省交通厅赣交计发 (1996)146号文

关于《江西省〈公路建设工程概、预算编制办法〉的补充规定

的通知》等规定进行编制。其估算主要成果如下表所示 :  

投资估算汇总表方案?  比较方案  

项  目  节  工程或费用名称  单  位  数  量  估算金额 (元 )  

各项费用比例  ,  备  注  第

一部分  建筑安装工程  桥长米  105 1132094 75 .28 一

引道工程  米  300 186425 12 .4  1  路

基  km 0 .3  11728 1  土方  m3 1100 11728 

2  路面  m2 1500 153352 3  

桥梁涵洞  道  1  21345 1  涵洞  道  1  21345

二  桥梁工程  桥长米  105 809802 53 .85



1 主桥  m,m2 105/577 .5  809802 

三  施工技术装备费  桥长米  105 34578 2 .3  

四  计划利润  桥长米  105 43222 2 .87  五  

税金  桥长米  105 58067 3 .86  第二

部分  设备及工具、器具购置费  桥长米  105 0  0  

第三部分  工程建设其他费用  桥长米  105 247510

16 .46 二  建设单位管理费  桥长米  105

123310 8 .2  1  建设单位管理费  桥长米

105 67578 2  工程质量监督费  桥长米

105 2913 3  工程监理费  桥长米  105

48547 4  定额编制管理费  桥长米  105

2330 5  设计文件审查费  桥长米  105

1942 四  勘察设计费  桥长米  105

124200 8 .26  第一、二、三部分费用合计

桥长米  105 1379604 91 .74  预留费用  桥

长米  105 124164 8 .26  预备费  桥长米

105 124164 8 .26  投资估算总金额  桥长

米  105 1503768 100 平均每桥长米造价  元



14322 平均每m2桥面造价  元  2604

投资估算汇总表方案?  推荐方案  

项  目  节  工程或费用名称  单  位  数  量  估算金额 (元 )  

各项费用比例  ,  备  注  第

一部分  建筑安装工程  桥长米  109 1105274 78 .02 一

引道工程  米  300 194651 13 .74 1  路

基  km 0 .3  22064 1  土方  m3 1100 22064 

2  路面  m2 1500 151500 3  

桥梁涵洞  道  1  21087 1  涵洞  道  1  21087

二  桥梁工程  桥长米  109 830501 58 .63

1 主桥  m,m2 109/599 .5  830501 

三  施工技术装备费  桥长米  109 19700 1 .39  

四  计划利润  桥长米  109 24625 1 .74  五  

税金  桥长米  109 35797 2 .53  第二

部分  设备及工具、器具购置费  桥长米  109 0  0  

第三部分  工程建设其他费用  桥长米  109 194385

13 .72 二  建设单位管理费  桥长米  109 70185

4 .95 1  建设单位管理费  桥长米  109 38464



2 工程质量监督费  桥长米  109 1658 

3  工程监理费  桥长米  109 27632 

4  定额编制管理费  桥长米  109 1326 

5  设计文件审查费  桥长米  109 1105 四  

勘察设计费  桥长米  109 124200 8 .77  

第一、二、三部分费用合计  桥长米  109 1299659

91 .74 预留费用  桥长米  109 116969

8 .26 预备费  桥长米  109 116969

8 .26 投资估算总金额  桥长米  109

1416628 100 平均每桥长米造价  元  

12997 平均每m2桥面造价  元  2363 

2、资金筹措  

本项目建设资金由中央车购税和地方自筹资金组成。项目估算

总投资141 .6628万元，其中计划中央车购税48 .0万元，地方

自筹剩余部份。  

建设安排及实施方案  

1、建设安排  

本项目计划1年完成。初步拟定为2005年10月开工建设，200

6年9月建成通车，建设工期12个月。  



2、实施方案  

该桥应采用公开招标方式确定施工单位，地方政府负责完成建

桥

所需的征地拆迁工作，引道土方工程根据投资可由地方政府完

成，但

必须达到技术标准要求。根据初拟桥型，桥梁施工应采用预制

安装方

式。具体实施方案和进度计划应在施工图设计完成后编制详细

的施工

组织设计。工程质量、施工工艺、施工机械和检测试验设备的

要求应

严格按照各相关标准及规范的规定。  

项目经济评价结果  

根据投资估算及远景交通量，本项目的国民经济评价如下表所

示 :  

国民经济效益费用流量表  推荐方案  

上表可知 :当社会折现率为10%时，内部收益率EIRR均大于10

%，

效益费用比大于1，在使用期内能回收投资，说明本项目经济

上可行。  



国民经济评价敏感性分析表  

E IRR 投  资  变  化  0 .8  0 .9  1 .0  1 .1

1 .2  交通量变化  0 .8  14 .56  14 .01  13 .52 12 .97 12 .25

0 .9  15 .58  15 .02 14 .23  13 .81 12 .89 1 .0

16 .67 16 .11  15 .02 14 .23  13 .41  1 .1  17 .83  17 .12

16 .03 15 .27  14 .02 1 .2  19 .08  17 .86 17 .03  16 .21

14 .56 以上分析结果表明 :本项目在最不利的情况下即建设费

用增加20%,同时效益减少20%时 ,其内部收益率仍大于社会折

现率  

10% ,说明本项目在国民经济方面具有较强的抗风险能力。  

问题与建议  

1、从目前资金渠道上来看，资金筹措尚有一定的难度，建议

省地有关部门给予相关优惠政策。  

2、本桥方案?采用钢筋混凝土简支空心板，方案?采用钢筋混

凝土T梁，为确保工程质量，必须采用公开招投标办法选择技

术和设备较好的桥梁专业施工企业施工，并按交通部相关规定

选择有相应资质的监理单位对施工全过程进行监理。  

3、由于水库蓄水位季节性变化较大，建议下部结构施工应安

排在枯水季节进行。  

现状及发展  



研究区域概况  

(一 )江西省  

社会发展概况  

江西省现辖11个地级市、15个县级市、71个县、13个市辖区

。2000年末，全省总人口4148 .54万元，比1990年增长10%

，人口密度为每平方公里254人，全省面积为16 .69万平方公

里。江西省位于长江中下游交接处南岸，东邻浙江、福建，南

靠广东，西接湖南、北毗湖北、安徽。是东南沿海经济带的腹

地，中部经济带的前沿地区，起着“承东启西”的作用，是二

个经济带联系的通道、运输走廊。  

江西省地下矿藏丰富，是我国有色金属、稀有金属、稀土资源

丰富的省份之一，也是我国矿产资源配套程度较高的的省份之

一。在全国已探明储量的220多种矿产中，江西省就有146种

，其中37种居全国前6位，21种居全国前3位，铜、银、铀、

钽等11种居全国第

一位。钨、金等8种居全国第二位，有色金属、贵重金属、稀

有金属和放射性矿产具有突出优势，尤其是铜、钨、钽铌、稀

土、铀以储量多、品位高、开采条件好，被誉为江西的“五朵

金花”。  



江西省属亚热带季风湿润气候，全省年平均气温为16 .2 ,19 .7

度，全省生物资源分布广泛，珍稀种类较多，森林储量2 .53亿

立方米，在华东地区仅次于福建省居第二位，毛竹蓄量居全国

第二位，油茶林面积居全第二位。本省水面辽阔，渔业发达，

是全国淡水鱼重点省份之一。  

江西省历史悠久、山川锦绣、人文荟萃、蕴藏丰富的风景名胜

资源和灿烂的历史文物，且分布广泛，各有特色。现有庐山、

井岗山、三清山、龙虎山等4个国家级风景名胜浏览区和24个

省级重点胜区。名山寺庙众多、佛教寺庙有九江“能仁寺”、

吉安“净居寺”、云山“真如寺”、庐山“东林寺”;道教有贵

溪市“天师府”国家重点寺道观 ;江西书院以“白鹿书院”、“

鹅湖书院”、“白鹭洲书院”为代表。南昌市和景德镇市是国

家级历史文化名城，鄱阳湖为国家级自然保护区。  

经济发展状况  

改革开放二十处来，江西省国民经济发生了显著的变化，经济

结构已转向以工业为主导，农业为基础，全面发展第三产业的

产业结构，生产力布局更趋合理，形成了相当规模的工业体系

。  

主要经济指标及产业构成  

江西省的经济在“八五”计划期间增长较快，国民生产总值年

平均增长14 .6%，国民收入年平均增长13 .7%，工业总产值年

平均增长



33 .6%，农业总产值年平均增长7 .5%。2000年国内生产总值

(当年价 )达2000亿元，工农业总产值 (90年不变价 )达2311 .3

9亿元。1995年至2000年国内生产总值、农业总产值、工业

总产值平均增长分别为9 .9%，13 .7%，12 .8%，“七五”计

划以来，江西省国民经  

济主要指标完成情况见下表。  

江  西  省  主  要  指  标  表  

年份  

指标  1986年  1990年  1995年  2000年  年平均增长率 (%)  

1986-  

1990 1991-  

1995 1996-  

1998 人口 (万人 )  3576 3811 4063 4148 1 .60

1 .29 0 .4  工业总产值 (亿元 )  276 .16 443 .03

859 .38  1551 .12 12 .54 14 .2  12 .5  农业总产值 (亿元 )

226 .52  284 .38  399 .99 760 .27 5 .85  7 .1  13 .7  

工农业总产值 (亿元 )  502 .68  717 .41  1259 .37  2311 .39

9 .68 11 .6  12 .9  国内生产总值 (亿元 )  230 .82

428 .62  1245 .11 2000 16 .73 13 .6  9 .9  

注 : 1 .资料来源《江西统计年鉴》  2000年  



2 .国内生产总值为当年价，工业、农业总产值均为90年不变价

。  



2、产业构成  

江西省产业构成近几年有明显变化。2000年产业构成按国内

生

产总值计，第一产业占24 .3%，第二产业占40%，第三产业占

35 .7%，与1985年相比，第一产业降低15 .7个百分比，第二

产业提高3 .4百分点，第三产业提高12 .7个百分点。这显示江

西省工业和服务业快速发展的趋势，详见下表。  

江西省产业构成表  

产  业  构  成  1985年  1990年  2000年  按社会从业人数计  

第一产业  65 .80% 65 .70% 46 .6% 第二产业

20 .40% 20 .30% 26 .2% 第三产业  13 .80% 14 .00%

27.2% 按国内生产总值计  第一产业  40 .40% 41 .40%

24.3% 第二产业  36 .60% 31 .20% 40 .0% 第三产业  

23 .00% 27 .80% 35 .7% 注 :  

资料来源见《江西省统计年鉴》。  

(2 )工业  



改革开放以来，特别是1988年至1996年期间，江西省工业得

到了很大的发展，月度工业总产值增长率平均值达到16 .23%

，在全国位居第八，2000年工业总产值为1551 .12亿元 (90年

不变价 )。比1997年增长10 .2%，为1978年27 .9倍，年平均

增长18 .1%，在工业总产值中，重工业产值占55 .2%，轻工业

产值为44 .8%，主要工业有冶金、机械、食品、纺织、化工、

钢铁、煤炭、电子等。至今已建立起了一批在全国有较大影响

的大型企业，如江西铜业公司、江西光学仪器集团、南昌柴油

机厂、九江化纤厂、赣南稀土集团、南飞制造公司、景德镇瓷

厂、东风制药厂、华意家电公司、江铃汽车集团等。  

(3 )农业  

江西省是农业大省，现有耕地面积3447 .21万亩。改革开放以

来，农业综合开发能力大为增强，商品性生产占主导地位，农

村经济有序地向广度和深度发展，科技含量不断提高，向“高

效、高产、优质”方面迈进。2000年农业总产值为760 .27亿

元 (90年不变价 )，按可比价计算，比1978年增长3 .1倍，年平

均增长5 .8%，2000年全省粮食总产量达1732 .7万吨，比199

9年1614 .60万吨增加了118 .1万吨，比1978年增长1 .4倍，

棉花、油料、芝麻、蔬菜、烟叶、水果等主要农产品比往年均

有不同程度地增产。  

(4 )人民生活  

“八五”以来，人民生活有了显著的提高，农民人均纯收入、  

近年来，城乡人民生活水平显著提高。目前，大部分居民解决

了温饱，迈进小康之路，一部分居民已过上“宽裕型”、“富



裕型”生活。1999年全省城镇居民可支配性收入5103元，扣

除物价因素，比1978年增长1 .9倍。农民人均纯收入2135元

，扣除物价因素，比1978年增长3 .7倍，居民的实际消费水平

普遍提高。  

(5 )旅游  



江西省旅游资源十分丰富，风景名胜区28个，自然保护区39

个，森林公园50个。2000年，全省接待海外游客11 .49万人

次，全年旅游外汇收入4282万美元。  

(二 )九江市  

一、社会发展概况  

(1 )地理位置  

九江位于江西省北部，长江中下游交接处南岸。东起波阳县与

安徽省东至县毗邻，南接新建、安义、靖安、奉新和铜鼓五县

相连，西与湖南省平江县和湖北省崇阳、通城、通山、阳新四

县搭界、北至长江与湖北武穴市、黄梅县及安徽省宿松、望江

两县隔江相望，是长江黄金水道沿岸十大港口城市之一。  

九江地理坐标为东径113?57? ,116?53?，北纬28?47? ,30?0

6?，全境东西长270公里，南北宽140公里，总面积18823平

方公里，占江西省总面积的11 .3%。  

九江地貌较为复杂，地形变化大，地势东西高，中间低，南部

“六山二水分半田，半分道路和庄园”。中部为鄱阳湖平原，

水网交错 ;西部为丘陵、山区，层峦起伏 ;九岭、幕阜两大山脉

，分立西部南北两侧，延绵耸翠。九岭山九岭尖海拔1794米

，为九江之巅。长江自西向东流经北沿，流域面积3940平方

公里，在本境长度143公里。  

(2 )气候  



九江地处中亚热带向北亚热带的过渡区，气候温和，四季分明

，年平均气温19 ,17?。本市雨量充沛，年降雨量为1300 ,160

0毫米，雨量分配不均匀，年降水量的40 ,50%集中在第二季度

。全年日照充足，太阳贴身的年总量均在102 .3 ,114 .1千卡/

平方厘米。年日照时数均在1650 ,2100小时之间。年平均日照

百分率为38 ,47%。年无霜期为239 ,266天。年平均雾日在16

天以下。年平均温度达75 ,80%。区域分布明显，垂直差异较

大。  

二、区域资源  

九江矿产资源品种繁多，目前全市共发现九大类矿产101种，

探明储量的矿产66种，目前列入矿产储量表中的矿产有51种

，矿产地671处。铜、钨、锡、锑、黄金、萤石等储量丰富，

其中锑、钨储量全省第一位，钨储量在全国保有储量中居第二

位 ;黄金、铜居第二位 ;石灰石、砂、石英砂、大理石、花岗岩

、瓷土等建筑材料更是得天独厚，开发潜力很大。九江森林资

源主要分布在西部九岭、幕阜山脉的修水和武宁两县。全市活

立木总蓄积量1679万立方米，竹林总株数14166万株，列为

国家重点保护的珍稀树种37种。  

九江水力资源丰富。全年河川年径流深度777毫米、地表水资

源136 .5亿立方米，水资源总量141 .8亿立方米，可开发的水

力资源32 .9万千瓦。九江素有“江南鱼乡”之称。境内水域辽

阔，水产资源十分丰富，鱼类有109种，主要经济鱼尖有鲤、

鲫、青、草、鲢、鳙、编类、银鱼、鲤类等三十余种。  



九江动物资源丰富。现有留鸟类115种，两西类11种，哺乳类

20种。在永修县吴城镇和星子县的鄱阳湖滨沿湖多为草洲湖滩

沼泽地带，是候鸟良好的栖息场所，这里越冬的候鸟有126种

，其中属国家保护的珍禽有白鹤840只，天鹅3000多只，占世

界首位，还有丹顶鹤、黑鹤、大鸨、白头鹤、水禽雁、野鹤等

。彭泽县境内的桃红岭是稀有野生动物梅花鹿栖息之地，现存

梅花鹿120只以上。江西省人民政府于1982年、1983年先后

决定建立了彭泽县桃红岭梅花鹿和鄱阳湖候鸟保护区。  

三、区域产业结构  

2000年国内生产总值213 .07亿元，按可比价格计算，比199

9年增长10%。其中第一产业增加值40 .45亿元，增长2 .5%;

第二产业增加值97 .76亿元，增长12 .3%;第三产增加值74 .66

亿元，增长10 .2%。  

(1 )农业 :是九江地区赖以发展的基础产业，在国民经济中居主

导地位。改革开放以来，随着农业科技的不断推广普及，特色

农业、水产养殖稳步发展，逐步形成以农产品为主，农副产品

加工为辅的新农业格局。2000的，全市农业总产值62亿元，

粮食播种面积占整个农作物播种面积的50 .6%。主要经济作物

棉花的总产量达到3193万吨，2000年水产品产量达到19 .68

万吨。  

(2 )工业 :在发展生产的同时，在深化改革、抓大放活上取得了

新进展。以重工业为主，带动食品工业、乡镇工业的发展，改

善了大、中型企业的负债状况。2000年完成全部工业总产值2

89 .34亿元。  



(3 )随着改革的深入和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发展，投资结构及

产业结构得到优化，国家经济结构由95年的31 :40 .7 :28 .3调

整到2000年的20 .2 :45 :34 .8。具体详见表01，02。  

2000年全市国内生产总值213 .12亿元，按可比价格计算，比

上年增长10%。  

从宏观经济整体结构来看，经济结构得到进一步调整。2000

年第一产业完成增加值43 .09亿元，占20 .2%，比重由1999

年下降0 .2个百分点 ;第二产业95 .94亿元，占45%，比重上长

1 .3个百分点 ;

第三产业74 .09亿元 ,占43 .8%，比重下降1 .1个百分点。  

从国内生产总值的构成要素来看，全年劳动者报酬114 .44亿

元，

占国内生产总值的53 .7%;生产税净额34 .4%亿元，占16 .1%;

固定

资产折旧35 .19亿元，占16 .5%;营业盈余29 .09亿元，占13 .7

%。  

从国内生产总值的使用情况来看，2000年总消费125 .81亿元

，

按可比价格计算，比上年增长10 .6%，其中居民消费104 .27

亿元，

增长10 .8%，政府消费21 .55亿元，增长9 .1%;资本形成总额8

5 .82



亿元，按可比价格计算，增长9 .3%。  

从三大产业的协调发展情况来看，全年第一产业增长3 .3%;第

二产业受建筑业的拉动也保持快增长，比上年增长12 .3%，其

中工业

保持稳定增长，比上年增长10 .6%，建筑业增长17 .9%;第三

产业保

持稳定增加，增长10%。  

九  江  地  区  产  业  构  成  01  

产业类别  1995年  2000年  第一产业 (万元 )

443598 430901 第二产业 (万元 )  582093 959387

第三产业  万元 )  405072 740949 

九  江  市  主  要  经  济  指  标  表  

单位 :  万元  02  

指标  国内生产总值  现价  工业生产总值  90价  农业生产

总值  90价  1991 502507 610859 308175 1992

609409 760020 329552 1993 787720 1069089

346499 1994 1107116 1501583 397145 1995

1430763 1004352 396034 1996 1700533 1043566



422640 1997 1929646 1166830 461679 1998

1701469 1149582 314115 1999 1919500 1323285

363407 2000 2131200 1537695 375888 平均增长

率  % 1991 -  2000 18 .29  13 .11 3 .28  

从人均看，2000年，

全年人均国内生产总值4762元，按可比  

价格计算，比1999年增长11 .2%。  

(三 )XX 

一、社会发展概况  

瑞昌 ,地处长江中游南岸 ,北倚长江与湖北武穴隔江相望，南与

德

安，武宁两县毗邻，东沿赤、赛两湖与九江县为邻，西与湖北

阳新接

壤，土地面积1423平方公里，人口41 .7万人，现辖2个街道办

事处，

8个镇，14个乡，共203个村委会。  

二、主要经济指标  

2000年，XX国内生产总值达115730万元，比1995年增长3

8%，



年均递增12 .9%。2000年财政总收入达到105 .2万元，比199

9年增

长4 .54%，1994年以来，主要经济指标如表  

瑞  昌  市  主  要  经  济  指  标  表  

单位 :万元  

指标  国内生产总值  现价  工农业生产总值 (90价 )  工业

生产总值  90价  农业生产总值  90价  1994 59018 105235

29011 134281 1995 83832 60786 30644 91430 1996

96204 69673 32517 99490 1997 104721 78775 

34745

113520 1998 93895 76752 25293 102045 1999

10770 92079 29469 121548 2000 115730 98102 

30392

128494 平均增长率 (%)  1994 -  2000 12 .9  1 .57

1 .84 0 .95  三、产业结构  

XX历年来以工、农业为主导，随着改革的深入和社会主义市场

经济的发展，产业构成得到优化，第二、三产业比重迅速增加

，产业



结构得到新的调整。国民经济三次产业结构由1995年的40 :38

:22

调整至2000年的24 :41 :35。具体情况详见表  

瑞  昌  市  产  业  构  成  

产业类别  1995年  2000年  第一产业 (万元 )  33907

27960 第二产业 (万元 )  31451 47620 第三产业  万元  

18474 40150 四、农业  

2000年，农业总产值48636万元，比上年下降5 .2%，粮食总

产

量61086吨，比上年下降24 .9%。农业产业结构不断调整，取

得了可

喜的成绩，发展了一大批特色农业，横立山、和平等地利用地

理优势，

开发高山反季节蔬菜，远稍九江、南昌等地 ;南阳、夏畈等乡镇

扩大

瑞昌特产山药的种植基地，峨眉的紫长匣种植，武蛟的螃蟹养

殖，都

形成了规模，市场前景广阔，农民收入不断增加。  

五、工业  



2000年，工业总产值98102万元，比上年增长6 .5%。乡及乡

以

上工业企业完成产值56302万元，比1999年增长9 .5%。工业

产品产

量中，软饮料、机制纸及纸板等产量比上年增长较多，原煤、

水泥、服装、纱等产品的生产继续低速增长或下降。工业产品

销售率96 .5%，比1999年下降0 .9个百分点。  

区域交通运输现状及发展  

一、XX的交通运输现状  

XX位于江西省北部，交通运输主要以公路、铁路、水运为主，

交通运输四通八达、航空只能借助公路网到九江和南昌成行。  

公路运输网现状 :XX现有公路网布局主体以瑞码公路、瑞南公

路和316国道为主骨架，其他省道和主要县道为干道，部分县

道和乡道为支干，形成"网状"主干公路骨架，实现以瑞昌为经

济中心枢纽，东联九江市、九江县 ;西联湖北阳新 ;南达德安、

武宁至方便快捷的公路交通骨架网。  

水路、铁路运输网现状 :XX的水路运输依托位于其北部的黄金

水道长江而通往长江流域各地。武九铁路穿城而过，东达九江

，西联武汉，交通运输极为方便。  

二、XX桥工程在公路运输网中的作用  



拟建桥位于排沙村通往XX村民小组的必经之路，横跨XX水库

尾端，水库的存在严重阻碍了乡村公路与县乡公路之间的联系

。现如今，河两岸人民与外界的交往和物资的运输只能依靠人

渡，不但受外界环境的影响大，而且潜伏着极大的水上交通隐

患。为确保人民群众的生命财产安全，促进交往，发展地方经

济，急需修建该桥。  

截至2003年底，该市已大部份实现乡乡通油 (水泥 )路，但不

少乡镇尽管已通了水泥路，在跨越河流时却还必须借助人渡，

严重制约着汽车的通行网络，降低公路网的辐射作用。该桥新

建后，可使XX公路网更臻完善，通行能力和行车舒适度得到较

大改善，充分发挥干线公路的覆盖辐射作用。  

第三节  存在的主要问题  

XX桥工程，基本存在如下几个问题 :  

一、桥址位于水库区内，防止桥头引道过多侵占库容 ;  

二、水库丰水季节与枯水季节水位落差较大，应合理安排施工

季节与工期进度。  

交通量分析与发展预测  

公路交通量调查  

为了全面了解项目所在地区的公路交通特性和构成以及交通增

长规律，本报告收集了相关公路历年的交通量观测资料并于20

05年3月1日~2005年3月1日对附近公路来往的车辆进行交通

量调查。  



调查的内容 :调查的范围除军车、警车、消防车、救护车、工程

抢险车等特种车外在调查期间通过调查点的一切汽车交通量。

调查的内容为车型额定吨位、实载率、装载货类等到四项。  

调查如果如下表所示 :  

交通量观测资料  单位 :辆/日  

路线名称  混合交通量 (折算为标准中型车 )  汽车

拖拉机、摩托车 (含农用车 )  非机动车  合计  附近公路  34

22 14 70 通过对本次交通量的调查，并结合相关公路的历年

交通量的资料数据分析，计算得区域内公路年平均汽车车辆构

成比例及分车型交通增长率，如表3-1及表3-2所示 :  

表3-1 年区域内公路汽车平均车辆构成  单位 :% 

车  型  小货  中货  大货  小客  大客  拖挂车  拖拉机  混合车比例  

% 18 .5  20 .5  11 .06  35 .52 10 .86  2 .56

1 .0  注 :车辆构成比例，按折算为中型载重汽车车型计算。  

表3-2 近三年分车型交通量增长率  单位 :% 

车型  小货  中货  大货  小客  大客  拖挂车  拖拉机  客车合计  

货车合计  汽车  合计  增长率 (%)  17  .5  3  .5

8  .3  17  .1  7  .8  6  .  5  -2  .5  16  .9  10  .3  12  .9



 

经以上分析，汽车交通所占比重逐年增加，拖拉机逐年减少，

非机动车所占比重基本稳定。拖拉机所占比重逐年减少，说明

在市场经济的影响下，慢速机动车若干年后将会被快速机动车

取代。  

交通量发展预测  

1、交通量预测的总体思路  

交通量增长与经济发展密切相关的。经济发展的快慢将决定交

通量增长的速度，同时交通条件的改善又将促进经济的发展。

通过区域内历年的交通量资料和历年的国民经济主要指标情况

计算分析，依据区域经济发展规划，预测经济增长速度后，拟

定与公路运输的弹性系数，测算交通量增长速度。从而预测未

来交通量。  

2、交通量预测方法  

本次交通量预测采用直接法预测，分二步进行，即正常交通量

的预测和诱增交通量预测。正常交通量预测采用相关分析法建

立预测模型进行预测，诱增交通量预测通过综合分析新路的建

设，区域内路网功能进一步改善，促进区域经济发展，从而诱

发新的交通量在拟建公路上运行。  

3、预测年限和特征年  

根据《公路工程技术标准》 JTG00-

97规定四级路远景设计年限为10年，但考虑到水泥砼路面的

设计年限三四级公路为20年，故预测年拟定为桥梁建成通车后



20年，预测基年为2005年，预测特征年取2010、2015年、

2020年、2025年。  



4、预测远景交通量组成  

由于该桥梁为在原有公路上新建桥梁，交通量由正常交通量和

诱增交通量组成。  

(一 )、正常交通量 :通过对2003年交通量调查资料的分析，联

接桥头引道县乡公路的交通量为本公路的正常交通量。  

(二 )诱增交通量 :由于本项目的建设，改善了该区域的运输条件

和投资环境，刺激经济加速发展而诱发的交通量。项目建成后

对区域的经济影响，难以用趋势说明。通过对相关的公路建成

的诱增交通量与正常交通量之间的关系，即诱增交通量是正常

交通量的6%。  

5、交通量预测模型  

根据回归分析得出的断面交通与国民经济及年序列相关方程，

如表3-8。  

表3-8 交通量预测模型表  

名称  交通量模型  相关系数  客车  VK 13 .256GDP-21 .598

0 .985 货车  VH 16 .081GR0.825 0 .996 拖拉机  VT  

3 .258T+30.226 0 .978 非机动车  VF  0 .4469T+52.368 

0 .992 

注 :VK―客车交通量  

VH―货车交通量  

VT―拖拉机交通量  



VF―非机动车交通  

VJ―简易机动车交通量  

GDP―国民生产总值  

GR―工农业生产总值  

T―与85年时间序列差  

经济发展过程中，经济发展速度和交通运输发展速度并不同步

，不同的经济阶段，有着不同的交通弹性系数。根据历年交通

及经济资料分析得出交通量增长速度与国民经济发展速度之间

的弹性系数，见表3-9。  

表3-9 弹  性  系  数  

发展阶段  1980-1985 1985-1990 1990-1998 

客车弹性系数  1 .338 1 .701 1 .516 货车弹性系数  0 .83  0 .66

0 .734 

根据国民经济预测结果及弹性系数，确定未来交通量增长速度

如下表3-10所示 :  

表3-10 交通量增长率  单位% 

年份  2005-20015 2015-2025 交通量  12  10  6、  交

通量预测结果  

根据交通量增长速度和基年  2005 

年交通量观测资料考虑6%的



诱增交通量 ,预测结果见表表3-11。  

表3-11 交通量预测表  预测年份  预测交通量 (辆/

日 )  2005 2006 78 2007 88 2008 98 2009

110 2010 123 2011 138 2012 155 

7>2013 173 2014 194 2015 217 2016

243 2017 273 2018 305 2019 342 

2020 383 2021 429 2022 481 2023 538

2024 603 2025 675 

第四章  公路建设规模与标准  

建设规模论证  

根据XX政府关于全市经济发展的总体战略构想，经分析研究，

XX桥工程，在区域社会经济发展上具有必要性，工程技术上具

有可

行性。  

根据交通量分析预测结果，该桥梁建成后当地交通量加上吸引

交

通量，在设计年限内可达675辆。根据《公路工程技术标准》

( JTGB01-

2003)中规定，已达到四级公路技术标准规定的交通量。



无论从近期还是远景发展来看，采用四级公路技术标准指标是

恰当

的，也是经济合理的。  

主要经济技术指标  

主要技术指标为 :  

1、桥梁汽车荷载等级 :公路—II级，人群荷载 : 3KN/m2;  

2、桥面宽度 :净4 .5，2×0.25m安全带 ;  

3、设计洪水频率 : 1/50 ;  

4、引道工程 :四级公路 ;  

5、通航等级 :不通航 ;  

工程建设条件与方案选择  

沿线的自然条件  

水文条件 :区域内属山区水库水系，水库水位上、下半年落差较

大，水库两岸基本为山丘。  

气候条件 :年平均气温16 .9?，四季分明，气候温和。年平均降

水量1765毫米 ,雨量充沛，无霜期261天。  



工程地质条件 :桥梁所处区域为水库山岭区，地层结构简单，主

要为沉积和冲积盘地及低丘岗地地形为主，地势平坦开阔，区

内无大型不良地质构造通过，局部水塘塘底及低洼地带发育软

土。地质结构一般由第四系覆盖以及下覆的白垩系田群的红色

泥质砂岩、泥质细粉砂岩、泥岩以及粗砂岩等组成。地下水无

侵蚀。因此，区域内工程地质条件属简单类型。  

根据《中国地震烈度区划图》 (江西部分 ) (1990)沿线地区地震

烈度均小于VI度区，桥涵及其他构造物设计时可不考虑抗震设

防。  

材料来源及运输条件  

一、材料来源及质量 :  

砂、砂砾及砾石 :长江河畔砂石材料丰富，质量优良 ;  

片、块石 :周边地区石场较多，质量较好 ;  

水泥 :根据桥梁质量要求可选用江西万年青或九江庐山水泥 ;  

钢材 :XX外购，亦可通过高速公路从南昌等大城市购得，质量

凭产品质量证书。  

木材 :沿线乡镇均可提供。  

二、数量 :  

均可满足路线施工要求。  

三、平均运距 :  



砂石 : 35公里 ;  

水泥 : 40公里 ;  

钢材 : 40公里。  



第三节  方案选择  

一、桥位方案  

根据沿线地形和综合考虑路线与水库关系，拟定两个桥位，桥

位?位于原人渡处，北岸引道开阔，南岸紧邻房屋地形狭窄。

桥位?位于原人渡上游100米处，北岸靠山引道地形狭窄，南

岸引道开阔。  

二、桥型方案  

根据本桥的地形地貌特点、地质构造条件和河流的排洪要求等

综合因素。该桥拟采用两个方案，方案?上部构造拟采用钢筋

砼空心板结构，下部构造拟采用独柱式墩台配扩大基础，桥长

109米，方案?上部构造拟采用钢筋混凝土简支T梁，下部拟采

用桩基接盖梁桥台、

桩柱接盖梁桥墩，桥长105米。  

具体桥型应在施工图设计时在根据地质、造价及施工条件综合

选定。  

三、引道方案  

1、引道路基  



公路路基按四级公路路基考虑，路基顶宽6 .5m，路肩每边各0

.75m。路基边坡按路线所经过的不同情况采用 :一般土方填方

路段按1 :1 .5的坡度设计，填石路段按1 :1考虑。浸水路基边坡

仍按1 :1 .5设计，但高于设计水位0 .5m以下部分采用砌石边坡

，砌体采用7 .5#浆砌片石，具体尺寸参见标准横断面图。经水

田路段有条件的可考虑设置田路分隔墙，用浆砌片石砌筑。  

挖方路基土方段边坡采用1 :1，石方按级别考虑1 :0 .75、1 :0 .5

、1 :0 .3及直立，因无详细地质勘探资料，标准横断面图中只

划出1 :0 .75边坡式样。低填方 (填土高度小于0 .3m)和不填不

挖路段，建议采用挖松0 .5m再回填压实。  

公路路基施工前应进行路床处理，如清除草皮、淤泥、杂草、

树木等。填土时应保持路床干燥，按压路机吨位和土质采用松

铺厚度。如因条件限制无此设备时，应考虑提前施工，采用行

车碾压和雨季土体自然沉实，以达到规范要求的压实度。取土

坑和弃土堆应综合分析后设置，尽量少占和不占农田。  

路基边坡根据地质情况进行防护设计，根据实际情况可采用种

植草皮、水泥砂浆抹面、护面墙和浆砌片石挡土墙等。  

挖方路基及低填方路基边沟一般按土边沟考虑。经村镇路段如

需采用砌石边沟的，应按标准进行设计。  

设计时应考虑老路改造的具体情况，在满足技术标准的前提下

，尽可能利用原有路基，少填少挖，减少工程量和占用土地面

积，减轻当地农民负担和保护耕地。  



路基施工应尽可能错开雨季，以免增加施工难度，影响工程质

量。  

2、引道路面  



根据公路交通量及其组成情况和公路等级、使用任务、当地的

自然条件以及中央有关县乡公路方面的建设要求，综合选定路

面结构。  

经过实地调查分析和参照该市历年县乡公路建设情况、施工企

业的施工熟练程度以及拟建项目沿线的工程材料供应情况，决

定采用三层式路面结构 :  

面层 : 20cm厚水泥混凝土，抗折强度4 .5Mpa 

基层 : 15cm厚水泥稳定砂砾  

垫层 : 15cm厚级配砂砾  

面层宽5 .0m，中央设置带拉杆纵向施工缝，横向缩缝和横向

施工缝间距4 .0m，按规定设置传力杆，并根据技术规范要求

设置胀缝。  

基层结构应根据工程当地材料的供应情况因地制宜的选用。施

工时应做好各项试验，达到要求的压实度和平整度。  

环境评价  

第一节  概述  

环境是人类生存、繁衍、发展的基础。我国社会主义建设中坚

持



环境保护可持续发展的战略，注意环境保护。公路建设在促进

经济和社会发展的同时，将给环境带来一定的破坏和不利影响

。本章就社会环境、生态环境、空气影响、噪声影响四个方面

，对本工程建设项目进行评价。  

依据  

交通部 JTG005-96《公路建设项目环境评价规范》  (试行 )  

国家及地方有关环保的法律法规  

评价范围  

以建设项目可能的影响区域为主。根据公路项目环境影响特点

，评价范围确定为 :生态环境评价为拟建公路中心两侧各200米

以内 ;社会经济环境评价为其直接影响区域 ;大气环境为沿线路

中心两侧各200米 ;噪声评价为沿线路中心两侧各200米。  

三、  评价标准  

1、《食品中铅限量卫生标准》 (GB―14935―94)  

2、《地面水环境质量标准》 (GB―3838―88)，《农田灌溉水

质标准》 (GB5084―92)，《渔业水质标准》 (GB11607―89)

，《污水综合排放标准》 (GB8978―88)  

3、 (环境空气质量标准 ) (GB3095―96)及地方规定  

4、《城市区域环境噪声》  

四、评价年限  



根据项目建设及交通量增长情况，确定评价所限为 :  

1、建设期 : 2005 ,2006年  



2、运营期 : 2007---2026年  

第二节  社会环境影响评价  

一、社区发展影响  

本桥梁工程项目完工后，将使影响区内交通条件得到极大改善

，从而对当地对外开放，吸引资金、发展贸易具有重要的意义

，能催化、带动、促进区域科技、文化教育和卫生保健等事业

的发展，引起生产力的变化和人中分布的变化，从而引起地区

社会经济巨变，有助于改善山区发展的不平衡性。  

基础设施的影响  

本项目建设不会破坏现有基础设施。但是，施工期间会有部分

电力、通讯线及民用建筑需拆迁，这给沿线企业、居民带来一

些影响。在施工前应妥善临时组建或重建，保证周围居民生活

和乡镇企业生产不受影响。  

源利用的影响  

1、文物古迹及旅游资源的影响  

本项目建成，可促成当地的人文旅游资源得以开发和充分利用

。  

2、土地资源利用的影响  



本桥梁工程占用林地约10亩。设计阶段的选线工作应尽可能避

让林地 ,尽可能地利用荒山地 ;内业设计中 ,在必经基本农田保护

区时 ,应注意收缩公路路基边坡的设计 ,尽可能少占良田 ,保护耕

地。  

第三节  生态环境影响评价  

一、野生植物、动物及栖息地的影响  

本项目在设计阶段，在满足相应等级标准要求的前提下，应尽

量顺应地形的变化，减少填、挖方量，以减少对原地表植被的

破坏，维护其自然景观。  

在施工期间，要教育施工人员不要伤害野生保护动物，不乱砍

树木、果树，如遇国家保护的植物，应予移植它处。  

在营运期，本项目对影响区物种的数量、分布及生存环境只产

生一般变化，影响区内的物种仍能正常生存。  

二、水土流失的影响  

公路在施工期间水土流失现象较为严重，所以应切实采取措施

防止水土流失。如合理规划施工工序，尽量减少临时用地面积

，缩短使用时间，及时恢复土地原貌。  

1、施工时，应先做好坡脚挡土墙，然后进行填土护砌。在弃

土堆和取土坑上及时栽种植物恢复植被，减少水土流失，改善

路线两侧景观。雨季来临时，有条件的应在新填路基边缘、取

土坑、弃土堆等设置土工布围栏，拦截雨水冲刷引起的水土流

失，并应尽可能避免雨季开挖、填筑路基。  



做好路基排水  



沿线气候温和，雨量充沛。为保证路基排水通畅，路基经过过

湿地段，应采取设置纵横碎石排水沟等措施，将水排到路基外

。  

3、公路选线及纵断面设计时应注意填挖平衡，避免大量弃土

。公路边坡应及时种植草皮，有条件的应预留绿化带栽种树木

。  

水环境的影响  

1、施工期水环境的影响  

(1 )施工人员集中居住点的生活污水，不得随地倾倒以防流入

取水地点，生活垃圾特别是粪便要集中处理，防止污染水源。  

(2 )含有害物质的建筑材料堆放点要远离水源地，并用防雨材

料遮盖，沥青材料不得倾到于地面，沥青搅拌站地面要做硬复

盖，施工结束后，工程废料要及时运走。  

施工机械，运输车辆的清洗水，应经隔油沉砂处理后排放。  

路基施工时，应注意及时分层压实，并注意洒水降尘，以减少

灰尘及雨水径流对路侧水质的影响。  

桥基与沿河路段施工时，所产生的弃土及其废弃物不允许向河

中倾倒，以保护水质。  

2、营运期间水环境的影响  



营运期间水污染主要是冲洗汽车的废水，本工程为山区四级公

路，不考虑沿线设置洗车场所，故营运期间可不考虑其对水环

境的影响。  

第四节  环境空气影响评价  

一、施工期间大气环境影响分析  

本桥梁工程所在地，人口分布较稀。施工期对空气的主要影响

是粉尘污染，故仅以TSP作为评价因子。粉尘污染主要产生与

工程运输过程中的扬尘和水泥砼搅拌时水泥的扬尘。  

公路施工中，灰土拌合有两种形式 :路拌和站拌。路拌尘污染随

施工路段推进而移动，影响范围窄 ;站拌尘污染集中在拌和站周

围，

但影响范围比路拌大，尤其是拌和站下风向影响区。站拌设备

，因其可以采用除尘装置，从而具备了把尘排放控制在最低限

度的可能性。  

施工材料及土石方运输的尘染有材料及土石方的遗漏，风吹刮

散和车辆在便道上行驶产生的扬尘等。材料及土石方的撒落、

刮吹起尘可通过遮盖加以解决。车辆行驶扬尘可用洒水解决。  

施工期大气污染防治措施  

施工期大气污染主要是扬尘。  

搅拌站应设置在居民区200米以外地方，且应该设在下风向。  



尽量争取集中拌和方式，集中搅合的搅拌机应有二级除尘装置

。采取路拌方式时必须选用带有密闭的路搅机。  

料场应设于距居民区150米以外，同时应加以遮盖，避免扬撒

。在材料运输途中，应采取封闭或遮盖措施，避免抛撒。  

运输材料道路及施工现场应配合洒水设备，定时洒水，减少起

尘量，并及时清扫路面，防止二次扬尘。  

公路汽车尾气预测模型  

公路车辆尾气污染物排放源强度按以下计算 :  

Q ?3600-1AiE i j处  I  1  

式中 :Q― j类气态污染物排放后强度，mg/(s .m)  

A i― I型车预测年的小时交通量，辆/h  

E i j―公路运行情况下 I型车 J类排放物在预测年的单车排放因子

，mg(辆 .m)。  

第五节  环境噪声影响评价  

公路建设期的噪声主要是施工机械声、风钻及人工凿石声，对

环境的影响是暂时的，公路营运期主要是机动车辆的行驶噪声

，其对环境的影响是长期的。  

一、公路建设期间噪声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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