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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规划道路红线是规划&布局整个城市的基本骨架’是规划部门非常重要的数据信息’但
目前规划道路红线还停留在传统手工设计和管理上’已经跟不上城市的快速发展’只有将规

划道路数字化’才能解决这种矛盾’分析了规划道路红线在城市规划行业中的重要性’以及

=E0技术在规划道路红线中的地位’并针对规划道路红线的特点’设计出规划道路红线地理

信息数据并对红线的录入操作’比如说道路中线&边线&拐角处理’交叉口处理’以及喇叭口处

理都做了详细的介绍’旨在能够利用计算机技术和=E0技术实现规划道路红线的数字化’以
满足城市规划领域的需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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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图分类号!FG#??’*!!!!!文献标识码!H
文章编号!?)))@!#I#$!))!%)#@)#??@)D
作者简介!扈震$?B"A@%’男’硕士研究生’?BBI年毕业于中国地质大学信息工程学院计算机

应用专业’获学士学位’一直从事=E0开发与应用工作’+JK,2&)/6L/34;.,-!!A#’43.

!!随着城市规模的扩大和设施的现代化’城市规

划越来越受到人们的重视’如何规划好一个城市直

接关系到这个城市的总体发展’而在城市规划中’道
路规划又显得至关重要’因为城市的交通发达程度

也直接影响到这个城市的经济发展速度’但由于目

前受到我国城市道路交通的制约’例如车多路少’道
路网稀疏(交通拥挤’车速低’交通事故频繁(交通公

害严重等*?+’因此交通规划人员和工程师必须对现

有设施的资料进行大量的分析’才能快速有效地进

行决策’
随着=E0技术的快速发展’利用=E0技术解决

目前城市规划道路中的实际问题已经被许多城市所

认可’目前’=E0技术被公认为是城市数字化建设最

为理想的技术之一*!+’

?!规划道路红线数据的总体设计

道路红线是指道路用地与城市其他用地的分界

线’道路红线的宽度即为道路的规划路幅宽’它为道

路及市政管线设施用地提供了法定依据’正确定位&

描述规划城市道路和路面特征$道路坐标&道路宽

度&横断面等%对于规划部门尤为重要’城市道路有

如下几个特点)$?%功能多样’组成复杂($!%行人&非
机动车交通量大($#%道路交叉口多($D%沿路两侧建

筑物密集($*%景观艺术要求高($A%城市道路规划&
设计的影响因素多($"%政策性强*#+’根据规划道路

红线的特点’可将道路规划红线分为空间数据库和

属性数据库$图?%’

图?!规划道路红线数据组成

M2N’? 8%4;.2.6.2%4%7&,<%6.24N-%,O-3OJ&243O,.,

!!空间数据库是将道路规划红线的空间位置分为

点&线!种空间实体’点表示道路红线的桩点’即每

一条道路的拐角点或交叉点’线表示道路红线’而道

路红线又可分为道路中线&道路边线’它们用来精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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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示规划道路的坐标和空间位置"D#’
属性数据库是用来描述道路路面特征信息的’

比如道路名称$道路长度$道路宽度等%利用这些道

路的属性数据就能表示道路的所有信息%并且可以

利用这些属性进行相应的查询$统计$分析$设计等’
设计时将道路的属性内容存放在道路中线上%这样

用户只需寻找道路中线就能查询道路的各个属性内

容’表?列出了规划道路应该具有的基本属性字段%
当然这些属性字段可以根据用户的需要进行扩充’
其中道路横断面信息的表现形式比较特殊%是以图

形形式来表示的%而不是单纯的文本%所以%在设计$
实现横断面数据时%采用了结合空间数据显示的索

引技术’首先用=E0中的点$线$面做出每一种横断

面类型的图形%然后利用=E0数据库将这些图形文

件按索引存放&表!’%并且给每一种横断面类型定

义一个名称’这样%通过其名称就可以找到相应的横

断面的图形文件%并将其显示出来供规划部门在规

划管理与设计时参考’图!为道路横断面类型设置%
用户可以任意添加$删除横断面类型%满足不同城市

道路设计的需要’
设计好规划道路红线数据%就可以对规划道路

进行各种功能操作与数据处理%以满足规划审批与

规划设计的要求’下面将几大功能模块罗列如下(
&?’设计’因为空间数据库是采用大地坐标系精确建

立起来的%所以每一条道路红线都能精确地表示实

际的道路位置%包括道路拐角$交叉口$立交桥等复

杂的路况都可以参照空间数据来定位’在规划辅助

设计中%也可以参照规划道路红线来定位%设计出规

表$!道路红线属性数据库设计

F,P&3? H..-2P6.3O,.,P,;3O3;2N4%7&,<%6.24N-%,O-3OJ&243

字段名称 类型 长度

道路名称 字符串型 A)
道路类型 字符串型 ?)
道路长度 双精度型 I
道路宽度 双精度型 I
道路横断面 字符串型 ?)

表%!道路横断面数据索引

F,P&3! E4O3Q%7-%,O.-,4;31.O,.,

字段名称 类型 长度

横断面名称 字符串型 D)
点文件名 字符串型 D)
线文件名 字符串型 D)
区文件名 字符串型 D)

图!!道路横断面类型设置

M2N’! 03..24N%7-%,O.-,4;31..<R3

划审批中的用地红线$建筑红线$市政红线等’并且

还可以利用=E0的空间实体模型进行相应的规划

设计%主要是利用相应的道路指标&如(道路车流量$
车速$道路类别等’设计出道路的具体宽度$拐角转

弯弧的半径$道路横断面等%并利用这些道路规划指

标设计出复杂$漂亮的立交桥等具有景观艺术性的

公有建筑’这样通过科学的规划$设计出来的道路必

然会对城市的总体规划以及控制规划都起着非常重

要的作用"*#’&!’输出’可以将设计好的道路红线数

据按照任意比例尺打印输出%给规划部门野外实地

测量$监察工作提供客观的科学依据’&#’查询’通过

对道路中线属性的查询$快速定位%可以非常方便地

列出道路的具体信息%以供城市规划部门参考与决

策’如通过道路名称查询可以非常迅速地查找出每

一条道路所在城市电子地图的具体位置%同时还可

查出这条道路的宽度$横断面类型$道路类型等’&D’
统计’根据规划道路红线的数据进行相应的统计%也
可以反映城市的发展规模以及整个城市的规划情

况’例如统计道路宽度在D)K以上的所有道路的位

置$具体的道路数目等都能反映整个城市的发展及

规划情况’

!!规划道路红线数据的具体实现

基于道路规划红线数据的设计%笔者采用了

>HG=E0软件作为道路规划录入系统的地理信息

系统平台%完成了>HG=E0城市规划道路录入子系

统的开发’设计模块在规划道路红线中技术含量最

高%同时也是规划道路红线最基本的操作’
&?’道路红线精确录入’通过鼠标和键盘实现规

划道路中线和边线的录入’同时也可以按照一定的

文本格式进行批量录入’如(每一行依次表示一个道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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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平曲线处理

M2N’# S,4O&24N%716-:3

图D!直线切角处理

M2N’D S,4O&24N%716..24N1%-43-

路桩点的!坐标""坐标"道路宽度#通过计算机系

统自动读入文本数据#转换成为规划道路红线’
$!%道路拐角处理&&&平曲线处理’选择两条道

路边线#再输入这个拐角的转弯半径#系统自动计算

出与这两条直线位置相切的一段劣弧作为此拐角平

曲线的空间位置#并且与边线自动连接’删除尾线之

后#平曲线处理完毕$图#%’
$#%道路拐角处理&&&直线切角处理’同样选择

!条道路边线#求出这两条边线的交点#再依次输入

距交点的距离#系统地计算出切角的位置#自动切

开#并且自动剪断多余线段形成切角拐角$图D%’
$D%道路交叉口处理’在规划道路设计中#除了

一些基本的拐角外#还有大量的交叉口的情况#比如

十字路口#甚至还有一些多路口的交叉口#如果仍用

拐角处理就会增加用户的工作量#而利用计算机系

统则能精确"快速"方便地解决道路拐角的转弯问

题’当用户拉一个多边形框时#本系统自动索引出此

范围内道路边线的个数及位置#然后自动匹配需要

在哪一位置画出转弯红线#依次输入转弯半径之后#
就可以将转弯红线画出#并且能自动与道路边线相

衔接#删掉多余的线#就形成如图*所示的一幅漂亮

的交叉口道路图’
$*%道路扩大口处理$喇叭口%’当一般交叉口候

驶车道不足时#为了提高交叉口的通行能力#需要将

图*!交叉口处理

M2N’* S,4O&24N%724.3-;31.2%4

图A!扩大口参数设置

M2N’A G,-,K3.3-;3..24N%7.-6KR3.

图"!扩大口处理

M2N’" S,4O&24N%7.-6KR3.

候驶车道的一侧或两侧拓宽#以增加车道数来提高

交叉口的通行能力’本系统可让用户输入相应的参

数值!拓宽道路长度"缓和线长度及拓宽宽度$图

A%#就可将道路红线拓宽到所需要的位置$图"%’
在设计"录入完成规划道路红线数据后#还可以

给道路红线加上各种类型的标注#标出道路桩点的

坐标"道路红线宽度"角度等#使道路红线的数据信

息一目了然地显示在计算机上’通过以上道路规划

红线设计功能#就能够将目前城市规划行业中规划

道路的各种表现形式用=E0技术来实现’A(’

#!=E0在城市道路规划中的应用前景

利用计算机技术"=E0技术模拟整个城市道路

的状况成为道路规划设计的一种非常精确"方便的

手段’通过=E0技术能精确定位出道路的实际坐标#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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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学计算出最佳道路设计方案"同时还能利用三维虚

拟技术显示整个道路网的三维效果’可以说"=E0技

术是城市道路规划红线设计中的支撑技术#"$’
总之"利用=E0技术建立起城市规划道路数据

库"就能够为城市规划管理部门的规划辅助设计%辅
助决策%辅助审批提供规范%精确的法律根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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