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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东南大学是教育部直属重点高等学校，在20世纪90年代后期，作为主持单位开展了国家级“20世
纪土建类专业人才培养方案及教学内容体系改革的研究与实践”课题的研究，提出了由土木工程专业
指导委员会采纳的“土木工程专业人才培养的知识结构和能力结构”的建议。
在此基础上，根据土木工程专业指导委员会提出的“土木工程专业本科（四年制）培养方案”，修订
了土木工程专业教学计划，确立了新的课程体系，明确了教学内容，开展了教学实践，组织了教材编
写。
这一改革成果，获得了2000年教学成果国家级二等奖。
　　这套新世纪土木工程专业系列教材的编写和出版是教学改革的继续和深化，编写的宗旨是：根据
土木工程专业知识结构中关于学科和专业基础知识、专业知识以及相邻学科知识的要求，实现课程体
系的整体优化；拓宽专业口径，实现学科和专业基础课程的通用化；将专业课程作为一种载体，使学
生获得工程训练和能力的培养。
　　新世纪土木工程专业系列教材具有下列特色：　　1.符合新世纪对土木工程专业的要求　　土木
工程专业毕业生应能在房屋建筑、隧道与地下建筑、公路与城市道路、铁道工程、交通工程、桥梁、
矿山建筑等的设计、施工、管理、研究、教育、投资和开发部门从事技术或管理工作，这是新世纪对
土木工程专业的要求。
面对如此宽广的领域，只能从终身教育观念出发，把对学生未来发展起重要作用的基础知识作为优先
选择的内容。
因此，本系列的专业基础课教材，既打通了工程类各学科基础，又打通了力学、土木工程、交通运输
工程、水利工程等大类学科基础，以基本原理为主，实现了通用化、综合化。
例如工程结构设计原理教材，既整合了建筑结构和桥梁结构等内容，又将混凝土、钢、砌体等不同材
料结构有机地综合在一起。
　　2.专业课程教材分为建筑工程类、交通土建类、地下工程类三个系列　　由于各校原有基础和条
件的不同，按土木工程要求开设专业课程的困难较大。
本系列专业课教材从实际出发，与设课群组相结合，将专业课程教材分为建筑工程类、交通土建类、
地下工程类三个系列。
每一系列包括有工程项目的规划、选型或选线设计、结构设计、施工、检测或试验等专业课系列，使
自然科学、工程技术、管理、人文学科乃至艺术交叉综合，并强调了工程综合训练。
不同课群组可以交叉选课。
专业系列课程十分强调贯彻理论联系实际的教学原则，融知识和能力为一体，避免成为职业的界定，
而主要成为能力培养的载体。
　　3.教材内容具有现代性。
用整合方法大力精减　　对本系列教材的内容，本编委会特别要求不仅具有原理性、基础性，还要求
具有现代性，纳入最新知识及发展趋向。
　　例如，现代施工技术教材包括了当代最先进的施工技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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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互通式立体交叉计算机辅助设计》是为适应我国当前大规模建设互通式立体交叉的需要，并配
合高等院校道路工程专业及相关专业有关互通式立体交叉设计课程的教学而编写。
全书共分为两部分，第一篇理论部分深入浅出地阐述了互通式立体交叉设计的主要原理和方法，重点
论述了立交的横断面组成、变速车道设计、线形设计等几个方面；第二篇应用互通立交专业设计软
件DlCAD PRO详细讲解立交实例的平面、纵断面、横断面、端部及三维建模的具体操作方法，具有较
强的实用性和参考价值。
　　《互通式立体交叉计算机辅助设计》适合用作高等院校道路工程专业及相关专业的本科生、研究
生教材，也可作为从事道路工程的技术人员和研究人员的参考资料（为使读者对书中运用DICAD PRO
软件设计立交能有进一步的了解，《互通式立体交叉计算机辅助设计》配有互通立交设计电子教材光
盘及DICAD PRO专业软件的学习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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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第一篇　互通式立体交叉设计要领　　1　绪论　　1.1　国内外立体交叉现状　　立交工程是高
等级公路和交通繁重的城市道路不可缺少的组成部分。
　　世界上的许多经济发达国家，公路运输在国民经济以及人民生活中居于十分重要的地位，公路运
输业占整个运输量的比重很大。
人们已经修建了成千上万公里的高速公路，同时也相应的修建了为数众多的立体交叉工程。
公路立体交叉最早于1925年出现在德国。
在此之后，立体交叉发展最快、应用最广的是美国。
如1928年美国新泽西州修建的第一座全苜蓿叶型立体交叉，不仅利用跨线桥将两条主线从空间上分离
开来，而且利用四条小环道巧妙地将两条主线连成一个整体，实现主线之间车流的转换，可谓巧夺天
工，这一划时代的创造为人们所赞叹。
德国在战前和战后也修建了大量等级较高的立体交叉。
另外，随着经济和交通的快速发展，以及高速公路的大量兴建，战后的日本也相应的建造了许多功能
较好、经济实用的互通式立体交叉，这不仅对形式多样化的立体交叉设计提供了丰富经验，而且也为
立体交叉设计的标准和规范提供了大量的可鉴之材。
　　近年来，随着我国经济的快速发展，高等级公路和城市道路的大力建设与发展，以及汽车保有量
急剧的增加，交通拥挤阻塞的问题也愈发严重。
为了缓解堵塞，提高道路的通行能力与服务水平，同时为了确保行车安全，道路立体交叉的建设在我
国得到迅速发展。
　　高速公路互通式立体交叉，既为相交道路转向车流的疏导和接纳提供了交通设施，同时，又可确
保主线的高速、安全、大交通容量等功能无衰减。
高速公路互通式立体交叉设计是一项综合性强、难度大、涉及面广、影响因素多的复杂工作。
近年来，我国在城市道路和高等级公路上已经修建了大量的立体交叉，有些立交无论规模、造型还是
设计和施工水平、绿化美化等方面都堪称惊世之作，而且集中体现了我国互通式立体交叉设计的特色
和创新。
　　在路网中，立体交叉起着交通枢纽的作用，具有通行大量交通流和车辆转道行驶的功能。
同时，也是高速公路和汽车专用道路控制车辆出入、收费的重要设施。
通常立体交叉的建设对于发展地区经济，促进周围土地的开发和利用，绿化美化环境等都起着举足轻
重的作用。
在公路网建设中，互通式立体交叉设计的好坏，关系到整个路网布局的合理性，而且直接影响着整条
公路的设计质量，对交叉道路交通的分流、合流、承上启下起着不可替代的作用。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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