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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3 项目概况
附件 3 项目概况

1 项目位置

1.1 项目名称：湖南省沅陵至辰溪高速公路项目（以下简称“沅辰高速公路”）

1.2 概述

起于沅陵县盘古乡舒溪口、距常吉高速筲箕湾互通 5.8km 处，设枢纽互通

与常吉高速公路相接，路线往南至鹿村坳附近设互通衔接 G319，然后经上溪至

黄洞水库附近进入辰溪县，再经长坡、船溪至田湾设互通与 S250 衔接，然后继

续往南经双溪、竹桥、小田湾至万谷平后，沿辰溪县城规划区东侧边缘布线，

设互通与 S250 和先锋路衔接，再往南在杨溪口附近跨沅水至马溪口，再往南经

唐家人、瓦子溪、牛耳冲、锦滨至火马冲西侧设互通与 S250 衔接，最后往南至

木桥江到达项目终点，设枢纽互通与溆怀高速公路相接，全长 50.490 公里。全

线设置舒溪口（枢纽）、泸溪东（银华山）、孝坪、辰溪、火马冲、辰溪南（枢

纽）6 处互通式立交。全线采用双向四车道高速公路标准，设计速度 100km/h，

路基宽度 26.0 米，桥涵设计汽车荷载等级采用公路－Ⅰ级。全线设置服务区 1

处、匝道收费站 4 处，桥隧监控站 1 处，监控分中心 1 处、养护工区 1 处，路

政中队 1 处。项目建成后，对改善怀化北部沅陵、辰溪县等地区的交通条件，

促进沿线经济社会发展具有重要的意义，同时也是区域内连接常吉高速公路与

娄怀高速公路的便捷通道。

1.3 项目建设

路线走向：本项目起于沅陵县盘古乡舒溪口，与已建的常吉高速公路相接，

经盘古乡、筲箕湾、船溪，辰阳镇、锦滨镇，止于辰溪县火马冲镇，接已建的

溆怀高速公路。

主要控制点：盘古乡、筲箕湾镇、船溪乡、辰阳镇、锦滨镇、火马冲镇等。

沿线主要城镇：路线途经沅陵县和辰溪县，沿线从北向南经过的主要乡镇有

筲其湾镇、船溪乡、田湾镇、辰阳镇、锦滨镇、火马冲镇。其中路线在沅陵县

境内长度约 7km，在辰溪县境内长度约 43.5km。

沿线主要河流：沅水及其支流。

沿线主要公路： 常吉高速、溆怀高速、G319、S250

2 技术标准

主线：本项目路线全长 50.490km，主线按双向 4 车道高速公路标准建设，

设计速度采用 100km/h，路基宽度采用 26.0m。

有关技术指标执行《公路工程技术标准》JTG B01-2014 及相关技术标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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规范、规程的规定。

主线主要技术标准表

指 标 名 称 单位 技术指标

公 路 等 级 高速公路

设 计 速 度 km/h 100
路 基 宽 度 m 26.0

设 计 荷 载 公路—Ⅰ级

设 计 洪 水 频 率 1/100(特大桥 1/300)

平曲线半

径

极 限 最 小 m 700

一 般 最 小 m

不设超高最小 m 4800

最 大 纵 坡 % 4

最 短 坡 长 m 250

车 道 数 量 道 4

竖曲线半

径

凸

型

极限最小 m 6517
一般最小 m 10000

凹

型

极限最小 m 4800
一般最小 m

最小竖曲线长度 m 200
路面等级 BZZ-100
桥面宽度 m 2×净 11.5

3 气象与水文简况

本项目区为亚热带季风湿润性气候。雨水充沛、四季分明。年降水量

1328mm，四月至六月为雨季，十二月至翌年一月降水最少，冬末春初霜雪普降。

沿线水系发育，雨季多集中于 4～6 月，此期间为汛期，河水受降水影响明显，

一般 10 月至翌年 3 月为枯水期，为桥梁基础工程的良好施工期。

路线走廊带主要河流为沅江，沿线水库、池塘较多，路线走廊带水系较发

达。路线走廊带主要河流为沅江，沿线水库、池塘较多，路线走廊带水系较发

达。

4 地形与地质简况

4.1地形

本项目位于湖南省西部地区，路线所经地带主要为剥蚀丘陵地貌，地形起

伏较大，地面高程一般 130-280m，最高 450m，相对高差 60～150m。山丘多呈

自然坡度一般 20～40°，局部 50-60°。植被发育，主要为灌木。丘间冲沟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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育，沟底较窄，冲沟多呈“V”字型。

4.2工程地质

4.2.1地层岩性及地质构造

地层岩性

项目所沿线走廊带内分布的地层主要有第四系覆盖层、白垩系、侏罗系、

三叠系、二叠系、石炭系、寒武系。

现按由新至老的地层顺序描述如下：

（1）第四系全新统的填筑土、种植土、粉质黏土。

（2）第四系更新统的粉土、粘土、卵石、碎石土。

（3）白垩系（K）主要岩性钙、泥质粉砂岩，主要分布于主要分布在 K0+000～

K4+300)段。

（4）侏罗系（J）主要岩性有泥质粉砂岩、砂岩、砾岩、砂质页岩透镜体的煤，

主要分布于 K24+900～ 26+600 零星分布、K29+200～K30+000、K37+300～

K48+050 段。

（5）三迭系（T）：主要揭露岩性为灰岩、泥质灰岩。主要分布于 K48+050～

K48+500 段。

（6）二迭系（P）:主要揭露岩性为泥质灰岩、泥灰岩、灰岩、石英砂岩、砂质

页岩、炭质页岩、煤、泥岩，主要分布在 K4+300～K6+100、K11+700～K15+900、

K28+000～K29+200、K31+900～K37+300、K48+500～终点段。

（7）石炭系（C）：主要岩性灰岩、白云质灰岩，主要在 K30+000～31+900 段

分布。

（8）寒武系（∈）：主要岩性泥质灰岩、灰岩、白云质灰岩，主要在 K6+100～

K11+700、K15+900～K28+000 段分布。

地质构造

断裂

F1 断层：该断层走向约 30-40°，断层走向与线路走向呈大角度相交于

K9+050～K9+200 处，断层影响范围约 20-40m，断层两侧均为寒武系泥质灰岩。

该段路线主要以浅填形式通过，断层对线路影响较小。

F2 断层：该断层走向为 30-45°左右，断层走向与线路走向呈大角度相交

于 K11+150 处，断层影响范围约 10-15m，断层两侧均为寒武系泥质灰岩，断层

对线路影响较小。

F3 断层：该断层走向约 30-40°，断层的走向与线路走向呈大角度相交于

K11+650 处，断层影响范围约 25-50m，断层北侧为寒武系灰岩，南侧为二叠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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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砂质页岩夹炭质页岩，受构造影响断层范围内岩体较破碎，风化层较厚，对

K11+720 僻家坪大桥部分墩台的桩基长度有一定影响。

F4 断层：该断层走向约 40-50°，断层的走向与线路走向呈大角度相交于

K16+650 处，断层影响范围约 10-20m，该段路线主要以浅填形式通过，断层对

线路影响较小。

F5 断层：该断层走向为 0-28°左右，断层的走向与线路走向呈大角度相交

于 K29+180 处，断层影响范围约 20-40m，断层北侧为二叠系的砂质页岩，南侧

为侏罗系的泥质粉砂岩，受构造影响断层范围内岩体较破碎，风化层较厚，对

K19+580 万谷平大桥部分墩台的桩基长度有一定影响。

F6 断层：该断层走向为 40-50°左右，断层走向于线路走向呈大角度相交

于 K29+940 处，断层影响范围约 20-30m，断层北侧为侏罗系的泥质粉砂岩，南

侧为二叠系的砂质页岩、灰岩，受构造影响断层范围内岩体较破碎，风化层较

厚，对 K19+580 万谷平大桥部分墩台的桩基长度有一定影响。

F7 断层：该断层走向为 340-17°左右，断层以东为寒武系灰岩地层，断层

以西为侏罗系泥质粉砂岩地层，断层与线路交于 K36+200 处相交，断层对 K 线

影响较小。

新构造运动：根据路线穿越地区的地质、地貌和水系等调查，认为该路线

走廊带新构造运动主要表现为差异抬升为主，对路线工程影响较小。

4.2.2 主要工程地质问题

不良地质及特殊性岩土：本路线段由于受地形、地层岩性、构造及地下水

等因素的影响，沿线不良地质及特殊性岩土主要有：岩溶、顺向坡、软土、潜

在不稳定边坡、采空区、高液限土。现分述如下：

1、岩溶：线路范围内部分路段出露灰岩、白云质灰岩，岩溶发育地段为

K4+300～K6+100 段、K11+700～K15+900、K28+000～31+900 段，岩溶形态主

要为溶洞、溶沟溶槽为主。

2、软弱土层：沿线软弱土层均呈零星分布，主要为丘间冲沟、水塘中淤积

的淤泥、软～可塑状黏性土，揭露厚度一般 1-3m。

3、顺向坡：路线穿行于丘岗之间，局部场地岩性为泥质粉砂岩、砂质页岩、

石英砂岩，岩体稳定性较差，局部存在顺向坡或近顺向坡，边坡稳定性较差，

路堑边坡开挖易造成工程滑坡，其潜在的边坡稳定性问题易诱发牵引式滑坡产

生

4、潜在不稳定边坡：

①K34+000～K36+050 段：该段路线左侧为连续挖方，该段路堑基岩主要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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石英砂岩夹页岩、砂质页岩夹炭质页岩为主，岩体破碎，多呈碎裂结构、镶嵌

结构，岩体自稳能力差，且该段边坡岩层产状约 290-310°∠15-25°，线路左

侧为顺向坡，对边坡稳定性不利，线路范围为内多处自然边坡已出现不同程度

的垮塌，该段路堑边坡为潜在不稳定边坡。

②K48+900～K49+150 段深路堑坡体上部为石英砂岩，下部为泥岩、砂岩并

夹多条层间错动带，具“上硬下软”的地质结构，地质条件差，为不稳定边坡。

5、采空区（压矿区）：

①K12+700～K13+900 根据收集的矿区资料及调查及勘察情况表明该段已

避开煤矿主要开采区，但局部任然位于煤系地层中，线路附近零散见私人开采

痕迹，洞口已封闭，开采规律性不强，现已停止开采。

②线路 K28+000～K28+350 段压覆 P1q 栖霞组煤系地层，线路走向与煤系

地层走向呈大角度相交，线路位于庙坨湾煤矿范围，该矿区于 2016 年关闭并注

销，通过地质调绘、矿区资料收集、物探成果综合判断，线路范围内并未进行

大规模开采，未发现开采痕迹。但根据现场走访调查得知，该段部分存在老百

姓私人开采为，规模较小，因历史久远，未发现明显的矿洞及巷道。

③线路 K32+050～K33+500 段在湖南省怀化市辰溪县一带压覆了辰溪县杨

溪湾耐火粘土矿部分矿产资源。该矿山属于私营企业。于 20 世纪 90 年代开始

开采，主要为私营企业及老百姓自发开采，于 2009 年 6 月 24 日经怀化市国土

资源局批准，依法取得了采矿许可证，于 2011 年 1 月 2 日经怀化市国土资源局

《划定（辰溪县杨溪湾耐火矿）矿区范围批复》确定了资源整合后的辰溪杨溪

湾耐火矿合法性。于 2015 年以后逐步停止开采。其中 K32+050～K32+900m 开

采方式主要以露天开采为主，巷道开采为辅；K32+900～K33+500 开采方式主要

以巷道为主。

④线路 K47+850～K48+500 段在湖南省怀化市辰溪县一带处于湖南省辰溪

寺前铺煤矿矿区范围内，根据资料收集、调查及初步设计勘察成果综合分析，

线路 K47+850～K48+050 位于煤系地层范围内，多为透镜体的鸡窝煤，储量小，

煤层品质较差，线路范围内并未处于煤矿开采范围内，未进行规模化开采，但

根据调查走访得知线路范围周围见老百姓自发开采，以露天浅部开采为主，局

部见老百姓私挖小型巷道，开采规模小，开采规律性不强，现均已停止开采。

6、高液限土：

高液限黏土主要在 K14、K17、K27 公里段，分布于沿线山坡顶部，揭露厚

度为 1.00-6.0m，根据根据实验资料液限为 45.0%～69.0%左右，其遇水则极易软

化，土体抗剪强度降低，易导致边坡产生浅层滑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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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3 地震

根据《中国地震动参数区划图》(GB18306-2015)，沿线地震动峰值加速度为 0.05g，

地震动反应谱特征周期为 0.35s，对应于原基本烈度Ⅵ度。

5 交通、电力、通讯及其他条件

5.1 沿线筑路材料

本项目途经沅陵县、辰溪县，筑路工程材料采购运输条件较为便利，沿线

各县市皆有石料场、砂场、水泥厂、石灰厂，可就近购买。其他外购材料则可

从怀化市、辰溪县或者沅陵县购买。

1.砂料

拟建项目区域内沅水及其支流舞水均匀分布着（辰溪、溆浦）比较多的砂、

砾、卵石。

砂料场，路线走廊带中部穿越沅水，其砂、砾、卵石储量较丰富、规格品

种齐全、材质优良，砂质颗料均匀，含泥量少，部分大型砂厂备有筛分设备，

及其装载机，可按不同的工程需要供料。初勘阶段共调查砂石场 2 处，均现有

公路直接通往料场，交通运输方便。其主要试验项目有含泥量、有机物含量、

天然密度、颗粒分析。主要有辰溪县锦星砂场、火马冲镇（沅水段）砂场等。

2.石料

初勘阶段根据调查本项目石料较为丰富，主要有沅陵县筲箕湾砍木坪采石

场、火马冲镇九子村采石场等，其组成以石灰岩较普遍，整体性好、抗压温度

高，材质良好，可加工成为各种规格的碎石、块石。路线 K0~K3 段主要为砂岩，

砂岩抗风化能力和侵蚀能力较弱，K3~终点灰岩，岩石坚硬，岩层裸露，运输方

便为良好块、片石料场。可供开采场地较多，有各种开采、加工设备，采购方

便。初勘阶段共调查石场 2 处，并做相关试验，其主要试验项目为颗粒分析、

单轴抗压强度、吸水率、坚固性、磨光值、冲击值、洛杉矶磨耗损失、压碎值、

沥青粘附性、针片状颗粒含量、含泥量、有机物含量、松散密度、与沥青粘结

力。

3.工程用水以及工程用电

沿线自然河流不多而且河宽较窄、但沟渠较多，分布较均匀，水质纯净，

无污染，工程用水可就近解决；生活用水可与当地水管部门联系，接通自来水

管道。工程用电可直接与当地供电部门协商解决。

5.2 运输条件

本项目区域公路、铁路运输条件较为便利，在常吉高速、娄怀高速、S250(原

S223)、G354(原 S308)和湘黔铁路的影响区内，工程材料采购运输条件较为便利，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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够利用现有道路及较短的施工便道运至工地，运输方式采用汽车，部分采用铁路

方式。

6 工程规模

本项目主线长 50.483km。主线共设特大、大中桥 9064m/31座，隧道 2857.5m/3

座，互通式立交 6处，分离式立交 1处，涵洞、通道、天桥 150处。沿线设完善的安

全设施、服务设施和交通管理设施。其中包括匝道收费站 4处、服务区 1处、桥隧监

控站 1处、监控分中心 1处、养护工区 1处、路政中队 1处，其中辰溪收费站含养护

工区、路政基地、桥隧监控站及管理分中心，并在此另设一处交警基地。每个点含总

图工程(含总图工程、区内给排水及消防工程、区内供电招标工程)、房屋建筑工程等

内容。其中管理、服务设施建筑面积 28594.2平方米，收费大棚建筑面积 1981.6平

方米，共计 29576.8平方米。

7 工程描述

全线共划分为 3个土建标段，第 3标段工程内容为：路基、路面、桥梁（不含辰

溪沅水特大桥，含沅水特大桥桥面沥青混凝土铺装）、涵洞、交叉、交通安全设施（不

含管线预埋）、绿化及其他工程（包括房建场地平整、场坪道路工程及改河、改路、

改沟、临时设施、环保、水保、取弃土场防护等线外工程，不含机电、房建及房建区

绿化工程、永久性供电工程）。

7.1 桥梁

见附表 2《湖南省沅陵至辰溪高速公路大中桥一览表》

7.2 各标段划分及其主要工程数量

见附表 1《湖南省沅陵至辰溪高速公路土建第 3标段主要工程数量一览表》

8.计划工期

本项目工程计划工期 30个月，缺陷责任期 24个月。

暂定： 2021 年 9 月 10 日开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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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表 1 湖南省沅陵至辰溪高速公路第 3标段主要工程数量一览表

标

段
起讫桩号

长度
路基长

度

路基土石方

特大、大中桥

（含分离式）

隧道

(双洞)

路面

互通、服务区、停车区位置

备注

挖方 填方 底基层 基层 面层

（km） （km） (万 m3) (万 m3) (m/座) (m/座) (万 m2)

3
K33+300～

K50+490
17.19 14.995 265.529 229.534 2159/10 / 35.804 35.267 34.429

火马冲互通：K46+260~47+330

辰溪南枢纽互通：K49+500~K50+490

注:以上数量仅供参考。

附表 2
湖南省沅陵至辰溪高速公路特大、大中桥一览表

标

段
序

号
桥梁名称 中心桩号

孔数及跨径

（m)
桥梁全长

（m）
桥面净宽（m）

结构类型
备注

上部构造 下部构造墩及基础

3

1 马溪大桥 K34+642 6×30 186 2×11.75 预应力砼小箱梁 柱式、桩基础

2 婴子塘大桥 K36+864/ZK69+849 4×30 / 5×30 126 / 156 2×11.75 预应力砼小箱梁 柱式、桩基础

3 牛儿冲高架桥 K38+497 6×30 186 2×11.75 预应力砼小箱梁 柱式、桩基础

4 猪耳冲分离式 K41+846 5×30 156 2×11.75 预应力砼小箱梁 柱式、桩基础

5 岩脚坪大桥 K45+472 6×30 186 2×11.75 预应力砼小箱梁 柱式、桩基础

6 火马冲互通主线桥 K46+886.3 3×20 66 2×11.75 预应力砼小箱梁 柱式、桩基础

7 洞湾分离式 K47+178/ZK47+193 5×30 / 6×30 156 / 186 2×11.75 预应力砼小箱梁 柱式、桩基础

8 淡家坪高架桥 K48+758 7×30 2×11.75 预应力砼小箱梁

注:以上数量仅供参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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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表 3

湖南省沅陵至辰溪高速公路沿线管理设施规模表

序号 项目名称 单体（平方米） 合计
总图面积

(公顷)

征地面

积(公

顷)

1
泸溪东匝

道收费站

收费综合楼 1575.4

1785.4 0.7845 0.9656
门卫 25

发电机房 52

水泵房 133

2

辰溪匝道

收费站（含

管理分中

心、桥遂监

控站、养护

工区、路政

中队）

管理分中心综合楼 4954

11451 6.2893 7.3296

收费监控综合楼 3815

成品垃圾站 0

养护综合楼 673

养护机械库 188

门卫 46

路政综合楼 1590

发电机房 52

水泵房 133

3
孝坪匝道

收费站

收费综合楼 1575.4

1785.4 0.7249 0.7764
门卫 25

发电机房 52

水泵房 133

4
火马冲匝

道收费站

收费综合楼 1575.4

1785.4 0.8184 0.9236
门卫 25

发电机房 52

水泵房 133

5
辰溪交警基

地

交警综合楼 1628

2110 1.4561 1.8556
对外窗口 297

水泵房 133

发电机房 52

合计
18784.2 10.0732 11.8509

注：该数量表仅供参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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