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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海市沿江通道工程浦东段选线思路简介

虞振清

上海市市政规划设计研究院 , 上海

摘要 上海市沿江通道工程对于构建浦东对外联系通道 、优化公路集疏运体系 、支撑国际航运中心建设有着积极的战略意

义 ,是 “十二五 ”期间上海市公路建设重点项目之一 。沿江通道浦东段衔接了外高桥地区大量港区 、保税区 、物流堆场等重要设施 ,

是实现通道整体功能的关键路段之一 ,而其沿线复杂的建设条件与敏感因素 ,又使之成为全线工程最大的难点之一 。为此 ,浦东段

方案从用地 、交通功能 、工程可实施性 、敏感点处理 、环境影响 、社会稳定风险等多角度 ,先后对多条路线走向方案开展比选研究 ,并

最终形成了沪通铁路线位 、 外环南侧线位两大重点研究方案 ,为全线工程的推进奠定了基础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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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言

上海市沿江通道规划为高速公路 ,北起

郊环 北环 江杨北路节点 ,经宝山吴淞圈围区域 、炮

台湾公园 、浦东外高桥地区 ,南止于 长江隧道五

好沟立交 ,全长约 ,其两端分别与规划 沪

宜高速公路 、 郊环 东环 衔接 ,构成上海的沿

江沿海大通道 。沿江通道工程对于构建浦东与长三

角间便捷的联系通道 、优化上海国际航运中心集疏

运通道有着重要的战略意义 。同时 ,沿江通道工程

可使郊环 、外环在外高桥及吴淞地区实现彻底分离 ,

能够极大改善外环隧道交通状况 ,并为其创造封闭

大修条件 。目前 ,上海市沿江通道工程已纳人 《上海

市城市道路 、公路 “十二五 ”规划 》,其工程前期研究

正处于加速推进的过程中 。

沿江通道工程在预可阶段分为浦西段 、越江段 、

浦东段 。其中 ,浦西段总体采用既有 郊环线

位新建沿江通道主线高架 ,越江段则采用盾构形式

从吴淞圈围区域外穿越国际邮轮码头 ,并下穿炮台

湾公园 、黄浦江后于浦东滨江森林公园接地 ,与浦东

段工程相接 。

沿江通道工程浦东段主要位于外高桥地区 ,全长

约 ,是本工程难度最大的路 段之一 。浦东段沿

线基本为建成区 ,制约因素众多 ,主要有外高桥各港

区 、外高桥发电厂及沿线高压走廊 目前外高桥地区

环内布设有 路 、 路 高压走廊 ,

接人外高桥发电厂 、二厂 、三厂 、合流污水箱涵及竹园

污水处理厂 、外高桥保税区 、规划沪通铁路及其车站货

场等 。如何协调 、处理好这些控制因素与沿江通道的

关系 ,并使工程方案具备可行性 ,是确保沿江通道工程

实现整体功能 、发挥最大效益的关键和难点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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选线思路

服务上海国际航运中心建设 、进一步强化构建外

高桥港区的集疏运通道是沿江通道的重要功能之一 。

因此 ,如何将浦东段工程与港区紧密衔接是本次选线

的关键 。其次 ,外高桥地区现状已属高度城市化 、高密

度开发区域 ,如何协调建成区与高速公路选线之间诸

如用地 、交通 、环境等方面的关系亦是难点 。为此 ,结

合区域现状与规划 ,从用地 、交通功能 、沿线敏感点 、工

程可实施性及投资等多角度 ,开展浦东段选线方案的

比选研究 。

用地

沿江通道工程浦东段基本位于外高挑地区 ,沿线

码头 、堆场密布 ,是上海最为重要的港口区域之一 。由

于沿江通道为新规划高速公路 ,原规划并未预留专用

道路用地及红线 ,给选线工作制造了较大难度 。因此 ,

必须在结合现状及规划用地的基础上 ,本着集约化的

思想 ,尽量减少线位对周边地块的影响 ,同时又能使沿

江通道工程对区域产生较好的服务功能 ,做到双赢 。

交通功能

沿江通道工程是外高桥港区对外集疏运体系中又

一条重要的通道 ,其线位与 日后功能的发挥息息相关 。

因此 ,其线位应能适应港区内外部交通衔接的需求 ,并

为分流 外环及外环隧道 ,有效整合区域集疏运通

道资源发挥积极作用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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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程可实施性

沿江通道浦东段长约 ,所经区域限制条件

众多 ,工程可实施性势必成为选线工作的一大重点因

素 。此外 ,可实施性对该工程交通功能的发挥同样起

着互相牵制的作用。所以 ,在进行选线的同时 ,结合一

定深度的可实施性研究是非常必要的。

沿线敏感点

外高桥区域内有外高桥电厂 、竹园污水处理厂 、保

税物流园区 、外高桥烈士陵园等重要设施及建筑 ,另有

河流污水箱涵 、高压电力走廊 、航油管道等重要管线 、

电缆等 ,亦是需要在选线时进行重点考虑的因素 。其

中 ,对部分重要设施及管线的搬迁或保护 ,应结合一定

深度的可行性研究予以初步明确 ,以便研判选线方案

的可实施性 。

环境影响 、社会稳定风险

外高桥地区主要分布有高桥镇 、高东镇等生活社

区 ,为避免日后环境影响 、社会稳定风险等方面的矛

盾 ,在选线阶段应当先期开展社会稳定风险评估的初

步工作 ,结合风险源的识别 ,优化线路走向 ,尽量避免

周边矛盾对日后工程实施的影响 。

总体上看 ,采用 外环线位具有服务港区便利

的优势 ,但与电力 、合流污水等控制因素存在大量的协

调工作 采用与沪通铁路并线的线位具有通道资源集

约的特点 ,但由于距港区相对较远 ,服务功能较弱 ,并

且存在与铁路部门协调建设周期 、运营管理等方面的

问题 。为此 ,在以上方案的基础上 ,选线工作进一步拓

宽思路 ,对华东路 、杨高北路线位亦做了比选研究 。通

过多方案比选 ,以期形成一个能够兼顾满足沿江通道

功能 、沿线控制条件 、区域协调发展的线位 。 各比选

方案路线走向参见图

图 上海市沿江通道工程浦东段总体选线方案比选图

选线方案

方案一 沪通铁路线位方案 、方案二 线位

南侧 方案

规划沪通铁路在浦东外高桥地区主要沿 南侧

一高桥港西侧一五洲大道北侧一 东环东侧走

线。为避让 沿线外高桥发电厂 、高压走廊 、合流污

水箱涵等众多制约因素 ,本工程方案一采用部分与沪

通铁路并线的线位方案 。越江段隧道一欧高路走线于

。外环南侧 ,自欧高路向南与沪通铁路并线 。公铁

并线段中的铁路敷设形式自北向南为 桥梁

地面 桥梁 ,沿江通道则以均以高架

形式叠合于铁路上方 ,桥梁下部结构为公铁共用 。公

铁并线段至华东路西侧分离 ,沿江通道向南与五号沟

立交顺接 。

方案二则为了使沿江通道与外高桥地区各重要港

区的紧密衔接 ,同时发挥沿江通道与 的集疏运作

用 ,选择采用 线位 。从交通功能角度看 ,该线位方

案是较为理想的选择之一 。该方案沿现状 外环线

南侧敷设高架或地面高速 。为避让外高桥电厂出厂

线 ,杨高北路一航津路段平行于现状 南侧采用地

面敷设形式 。线位至五洲大道后转向东 ,同样与五号

沟立交衔接 。

方案比选

方案一虽能避让 沿线众多控制因素 ,但存在

高架投影面局部侵人高桥保税区 、高架主线距高东镇

居住社区较近等问题 ,存在一定的社会稳定风险 。且

由于线位距离港区较远 约 ,因此其对港区的集

疏运功能相对较弱 。同时 ,方案一与沪通铁路并线虽

能节省部分通道资源 ,但由于其路面标高较高 ,立交匝

道放坡需占用相对较多的用地 ,因此其用地上的优势

并不十分明显 。方案二由于更靠近港区 ,因此其在立

交出人口设置方面相对较优 ,但主要存在与沿线高压

走廊间距过近的问题 ,局部路段平均间距仅 一 ,

后经征询电力部门 ,该方案不具备可行性 。

方案三 华东路线位方案 、方案四 杨高北路线位

方案

鉴于方案一 、方案二均存在一定的不足之处 ,同时

结合浦东新区相关部门的设想 ,又针对华东路线位 、杨

高北路线位方案展开了论证 。

方案三主要沿 外侧敷设线位 ,其中江东路

浦东北一路沿 北侧新建主线高架 ,至张杨北路线

位转入港华路走行并进人 盾构 隧道段 ,并 向南依次下

止吟么味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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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一⑧穿高桥港 、合流污水箱涵 、高压走廊 、竹园污水处理厂

后转人华东路隧道接地 ,此后以高架形式走线于华东

路并转接人五号沟立交 。

方案四考虑利用杨高北路一五洲大道 。为避让轨

交 号线高架区间及其车站 ,该方案利用杨高北路东

侧与保税区围墙间绿带敷设沿江通道主线高架 ,后向

东转人五洲大道线位 ,并最终接人五号沟立交 。

方案比选

方案三为避让外高桥电厂 、高压走廊 、竹园污水厂

等 ,需新建一段总长约 的盾构隧道 ,投资相对较

大 。其次 ,该线位为了避让外高桥发电厂 、竹园污水处

理厂 ,需两次往返于 、港华路 、华东路线位间 ,形成

段小半径 形曲线 ,对地块形成切割的同时 ,也造成了

总体线形指标较差 ,不利于大型货运车辆的行驶安全 。

方案四沿杨高北路基本穿越现有建成区 ,沿线东

侧为外高桥保税区 ,其保税区域具有严格的封关要求

西侧为高桥镇区 ,沿路分布有大量居民住宅 、酒店等建

筑 ,对噪声环境的要求较高 杨高北路 港华路 洲海

路 路中则敷设有轨道交通六号线高架及外高桥保税

区北站 、航津路站 、外高桥保税区南站 个车站 。该方

案高架投影面已进人保税区封关区域 ,不能满足保税

区方 面 的要 求 。同 时 , 该 线位 距 外 高桥 港 区约

,无法设置直接服务港区 ,尤其是外高桥四一

六期码头的出人口 ,这将制约沿江通道对港区及外环

线货运压力的分流功能 。此外 ,该线位距西侧居民区

较近 ,相对其它选线方案将产生更为不利的环境 、社会

稳定等方面的影响 ,协调难度较大 。

方案三 、方案四为沿江通道工程外高桥地区的线

位比选提供了更多参考 ,但受到功能发挥 、工程可实施

性 、环境 、社会稳定及用地等方面的制约 ,较 外环

线位 、沪通铁路线位而言不具优势 ,现阶段尚不足以作

为沿江通道工程浦东段理想的线位方案 。

方案五 线位 中央 方案

经过前期大量的方案 比选 ,以及进一步深人 了解

高压电力走廊 、外高桥发电厂 、合流污水箱涵等方面的

详细控制条件后 ,我们又将浦东段方案深化聚焦于

线位 。

根据电力部门意见 ,高压线缆 、铁塔包括出厂线均

具备抬升的可行性 。同时 ,根据上海市排水有限公司

意见 ,新建结构物需与合流污水箱涵边缘保持 以

上的净距 ,另据合流污水箱涵原设计单位意见 ,在技术

上具备对现状合流污水透气井进行改建的可能 。因

此 ,结合 中央分隔带布置沿江通道主线高架 ,形成

“高架 地面 ”复合型道路 ,在技术上具有可行性 。

方案五总体线位为 自越江隧道接地点向南 ,沿江

通道浦东段道路采用于 中央分隔带及南侧辅道分

幅布置高架的形式 ,其中外高桥发电厂 竹园污水处

理厂段 沿 方向长约 ,沿江通道采用高架

形式敷设于 宽约 的中央分隔带中 ,本区段桥

梁标准桥宽 ,高架承台及桩基避让合流污水箱

涵并与之保持 以上的净距 ,并对合流污水透气井

进行改建或保护 。外高桥发电厂 条 高压出

厂线 、外高桥第二发电厂 条 高压出厂线 、外

高桥第三发电厂 条 高压出厂线及所涉及的

高压铁塔需做升高 ,高架道路与高压走廊的间距能够

满足相关电力规范的要求 。经征询排水 、电力相关部

门的专业意见 ,该方案具备技术可行性 。

此外 ,根据电力部门意见 ,为配合出厂高压线升

高 ,建议涉及外高桥电厂段的主线高架采用节段桥梁

技术 ,即采用架桥机施工 ,以准确控制施工高度 。结合

我国大陆 、港台地区及国外大量的工程经验 ,以及节段

桥梁技术的进一步大力推广应用 ,该方案的可行性能

够得到进一步巩固 。

综合集约用地 、工程可实施性 、交通功能保障 、敏

感点保护等多方面因素 ,方案一和方案五在总体上相

对较优 ,具备在下阶段进行进一步深化比选的条件 ,应

在可行性研究阶段重点聚焦 。

结语

目前 ,上海市沿江通道工程已由市发改委批复立

项 ,其浦东段工程中的公铁合建方案仍有待上海市与

铁道部明确意见 。受此因素制约 ,浦东段工程暂未形

成推荐方案 。但鉴于沪通铁路线位方案与 线位方

案在技术上均可行 ,且不影响浦西段 、越江段的实施与

衔接 ,可作为主要 比选方案在工可编制阶段进一步深

化研究 。

随着城市经济及交通的进一步发展 ,现有路网设

施逐渐不能满足需求 ,对现有路网进行立体化改善的

需求将 日益强烈 。同时 ,伴随着城市化地区用地稀缺

的加剧以及桥梁节段等工程技术的逐渐成熟 ,使 “高架

十地面 ”这类复合型 、集约型道路受到越来越多的关

注 ,具有广泛的应用前景 。沿江通道工程浦东段 的选

线思路及方案 ,能够为其它相似工程 的研究提供有价

值的参考 。

, `上吟么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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