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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础资料和设计任务书

一、项目概况

1.1 工程名称

临江大道-阅江路过江隧道

1.2 项目背景

临江大道-阅江路过江隧道地处“琶洲互联网创新集聚区、国际金融城、

珠江新城”黄金三角地区的中心位置，连接琶洲互联网创新集聚区及广州

CBD，是联系珠江两岸的重要通道。项目建设是加快建设集聚区、推进黄

金三角区协同发展的迫切需要，为核心区路网系统提供过江交通服务。

1.3 相交道路、轨道、河涌

相交道路：临江大道、阅江路、海洲路、琶洲北大街、琶洲大街西等；

相关轨道：现状地铁 18 号线、现状有轨电车、规划地铁 19 号线、25

号线等；

相交河涌：珠江、规划园艺场涌等。

（以上为初步资料，设计应根据现场及规划情况进一步核实）

1.4 本项目已完成初步设计。

二、设计范围及主要内容

2.1 本项目位于广州市中心城区，北起临江大道，向南下穿珠江前航道、

阅江路，南与海洲路相接。道路等级为城市次干路，主线设计速度为 40km/h，

主线双向四车道标准，过江采用沉管隧道。项目全长约 1.3km，隧道全长

1.16km（其中江中沉管段 390m）。

主要建设内容包含了道路、隧道、交通、排水、照明、电力、绿化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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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程。上述为暂定工作内容，实际可能按规划及现场情况增加或减少而作

出调整，设计人按招标人要求开展施工图设计、绿化迁改设计、施工配合

及竣工图编制等工作，具体以设计合同约定为准。

2.2 工程设计起止点以下达计划、立项批复、初步设计批复、设计合同

为原则，且包括起止点路口及拟征拆范围（另有说明或纳入其它工程的除

外）。

2.3 工程衔接设计。应结合项目起止点、路口衔接等情况对设计范围进

行适当拓展，需包含衔接路段的设计，如周边区域道路标志标牌等既有交

通设施的设计衔接。

三、设计目标

1．严格执行现行的设计规范及有关行政主管部门的批复意见开展设计

工作，并对现场做详细踏勘，掌握现场实际情况，做到设计具有可实施性。

2．设计方案应合理、可行、造价指标合理。

3．应充分考虑方案与周边规划路网的衔接及相关节点设计。

四、总体要求

4.1 设计规范

4.1.1 设计必须符合国家、省、市相关技术规范、标准。须考虑广州市

市政工程特色，相关元素（如排水、绿化、井盖、路灯、交通设施等）须

按照广州市有关文件要求执行，包括但不限于本任务书提及的规范、标准。

4.1.2 设计成果深度必须符合国家现行市政公用工程设计文件编制深度

相关规定的要求。

4.1.3 设计必须符合广州市现行房屋建筑和市政基础设施工程质量管理

相关规定的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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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2 审批流程

4.2.1 项目基本审批流程为：设计方案—可行性研究报告—初勘—初步

设计—概算—详勘—施工图设计—预算—竣工图。建设范围、投资规模均

需控制在上一环节批复或许可范围内。超出范围或规模的必须有充分依据，

并提供对比分析报告报我中心审查同意，并按广州市现行的相关规定办理

重新报批或调整手续。

a.施工图设计：设计单位应当根据经施工图审查机构审查合格的工程勘

察成果进行设计。以下情况设计单位应组织专家进行评审并进行完善，评

审专家由我中心确定:○1 影响邻近建（构）筑物结构安全的设计方案。○2 基

坑开挖深度大于等于 5 米或使用锚杆、土钉的基坑设计方案（经专家审查

组认定需作重大修改的方案或基坑开挖深度超过原设计开挖深度时，设计

单位需重新进行基坑工程方案设计；基坑开挖深度大于等于 5 米还需重新

组织专家评审）。○3 使用新技术、新工艺、新材料的。具体设计要求见 4.4。

管线迁改设计。设计单位应提供满足工程实施要求的管线临迁方案，

并根据管线综合规划设计管线永迁方案。临迁和永迁方案均应满足迁改报

建要求和迁改实施要求。

b.预算：提交的预算成果需经我中心审核，由我中心申请预算评审。评

审过程中设计单位需配合财评工作及时补充资料，并对评审初步意见进行

核对。具体要求见第六部分概预算编制要求。

4.2.2 规划国土审批流程为：设计方案—管线综合规划—选址意见书—

用地预审—建设工程规划许可证。工程边线、征拆边线必须严格控制在上

阶段审批的坐标、边线范围内。超出范围须从方案设计阶段开始重新办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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各环节报批手续。设计单位在各审批环节需及时提供满足国土规划报批要

求的相关资料，包括但不限于以下内容：

a.建设用地规划许可证：按规划部门报建要求提交总平面图及 CAD 版，

核对现状地形上描绘的红线范围需与用地预审批复范围一致。

b.建设工程规划许可证：按规划部门报建要求提交施工报建图及电子文

件等报建资料。报建图需为蓝图并逐页盖出图章，电子版图纸须符合市国

规委技术要求并办理电子报批。

4.2.3 需配合开展建设工程规划放线、建设用地批准书、建设工程规划

验收合格证、外电报装、路名申报、考古调查勘探、环境影响评价、水土

保持、防洪影响评价、通航论证、地铁及有轨电车安全评估、管线迁改等

其它前期申报手续，配合开展设计征询意见工作，配合造价咨询、设计咨

询等工作，及时提交所需设计资料。

4.3 设计管理要求

4.3.1 设计工作开展前应开展详实的现场踏勘和资料收集工作。需对沿

线构筑物、河道河涌、水利电力通信设施、道路桥梁衔接状况、与地铁地

铁路关系等现场情况进行详细的文字及照片记录，同时应收集与项目有关

的工程的图纸资料，利用已完工工程的资料时，必须采用工程的竣工图并

进行现场核实。现场踏勘照片记录资料及收集的图纸资料清单台账需报我

中心备案。

4.3.2 设计管理工作须严格遵循我中心制定的现行相关管理规定，包括

工程前期勘察设计质量控制管理、勘察设计单位现场技术服务管理、建设

工程图纸管理、工程变更管理、市政工程项目建设期后评价管理等各方面

的相关管理文件及规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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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3.3 设计单位对设计过程中的审查、审批及专家评审意见均需在 3 个

工作日内以书面方式进行逐条回应，并加盖公章报我中心备案、核查，同

时需将回应及落实情况以表格形式纳入设计说明中。意见有重大分歧的应

及时报我中心协调。

4.3.4 鼓励在设计过程中使用新技术、新工艺、新材料。需开展科研课

题研究的项目，应在设计方案阶段提出申请，经我中心同意后开展。

4.3.5 在勘察设计招标范围外，因设计需要开展的其它检测、监测、测

量等工作，需及时向我中心提出书面申请，同意后由我中心组织开展。

4.3.6 根据我中心的职能分工，设计管理以施工设计交底为界，交底前、

后管理分别由我中心技术部、工程部牵头。

4.3.7 项目负责人应对设计全过程进行质量与进度控制以及各专业协

调，与发包人保持顺畅沟通。

4.3.8 施工图阶段需结合前期通航论证、防洪评价、环境影响报告、地

铁安全评估等结论，优化设计方案，并配合协调与相关部门的报批工作。

4.4 施工图设计

4.4.1 应严格根据批复的初步设计、结合前期专项论证的成果开展施工

图设计，如有不同意见或需进行优化设计的，需书面向我中心申请。

4.4.2 设计图纸需准确、不漏项，应有细部设计图纸。

4.4.3 施工图设计应包括施工阶段采取相关施工措施等所需的详细图

纸。

4.4.4 设计单位内部应严格执行专业间会签制度。

4.4.5 工程量清单应准确，并满足预算编制要求。

4.4.6 设计单位完成施工图后报施工图审查单位开展施工图审查，根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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审查意见进行修改完善，并配合办理施工图审查备案。

4.4.7 设计单位应将该阶段专业审查意见、设计征询意见、评审意见、

施工图审查意见以及逐条落实情况列入施工图纸说明。

4.5 设计变更

4.5.1 经设计咨询单位审核且通过施工图审查、并与项目主管部门审定

的施工图预算完全对应的施工图即为正式施工图，凡与该版本设计图不一

致的，均视为补充设计图或设计变更图。

4.5.2 工程变更需遵循发包人和相关政府部门制定的变更管理办法、及

设计施工总承包合同规定。

五、专业工程设计任务要求

5.1 严格执行基本建设程序，遵循落实先勘察后设计的原则，根据详细

勘察成果资料开展施工图设计。

5.2 道路隧道工程

5.2.1 项目路线走向、建设内容原则上需与批复的项目建议书和可行性

研究报告一致。

5.2.2 旧路维修改造的项目需先行开展旧路检测和测量，并根据检测、

测量结果开展设计。

5.2.3 需取得供电或规划部门的电缆管沟设计条件，并根据管综批复开

展电缆管沟设计。

5.2.4 根据广州市现行市政道路工程建设管理文件及广州市现行房屋建

筑和市政基础设施工程质量管理文件的要求，沥青路面面层推荐采用 SMA

沥青混凝土，骨料宜采用玄武岩；墩柱、防撞墙宜使用清水混凝土墙；不

得使用影响安全的挂板作为装饰面板；市政工程天然石材的使用应符合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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州市政府投资项目天然石材应用现行的相关文件要求。

5.2.5 沿线车辆出入路口需尽量合理整合，防撞墙与地面道路需进行良

好顺接。

5.2.6 隧道工程在设计阶段应高度重视防渗漏问题，充分采取防渗漏措

施。为避免局部渗水影响外观，隧道装饰墙宜采用干挂法施工装饰板。

5.2.7 应结合项目防洪影响评价报告等成果资料，在设计工作中予以落

实，并开展防洪补救措施设计。

5.2.8 隧道暗挖及基坑施工应做好周边邻近现有建（构）筑物的安全保

护。

5.3 管线综合规划

5.3.1 应符合现行城市工程管线综合规划规范要求，管线敷设范围用地

应与城市规划相符，并取得供水、燃气、通信等管线单位的书面意见。

5.3.2 规划路宽 26m 以上的协助我中心报国土规划部门审批。

5.4 排水工程

5.4.1 应取得水务部门提供的排水设施设计条件，并据此开展排水设计

工作。排水工程应符合管线综合规划要求。

5.4.2排水方案设计应包含雨水径流控制的内容,并满足广州市现行建设

项目雨水径流控制相关文件要求。排水方案设计完成后需报水务部门进行

方案审查。

5.4.3 井盖设施设置应符合广州市现行地方技术规范。井盖应优先设置

在绿化带或人行道上，必须设置在车行道上的，需尽量避免设置在车轮轨

迹线上，杜绝跳车现象。

5.5 交通工程



8

5.5.1 交通工程设计需符合广州市现行关于城市道路交通管理设施设计

及道路交通指路标志系统设计的相关文件规定的要求。

5.5.2 新建改建道路应同步完善相交现状道路的交通指示。

5.5.3 交通指示设施尽量与照明等设施共杆，以节约空间，提高美观性。

5.5.4 参照《广州市道路交通指路标志系统设计指引（修订）》要求，

交通信号灯控制宜采用 SCATS 系统。

5.5.5 新建道路、桥梁、隧道、立交等项目，需配合我中心进行路名申

报工作，并根据民政局批复的路名开展交通工程设计。

5.5.6 交通工程施工图设计阶段需征询交警意见。

5.6 施工期交通组织设计（施工期间交通疏解方案）

5.6.1 建设项目若涉及旧路改造或对现状交通有明显影响的，应同时提

交施工期间交通疏解方案，报我中心审核并征询交警等部门意见。根据意

见完善方案和费用修改工作，确保方案基本可行，费用合理。交通疏解方

案需考虑受影响的周边道路，合理扩大研究及疏解范围，充分利用路网能

力，加强交通诱导指引。

5.6.2 涉及航道的项目，应开展施工期间航标设计。

5.7 照明及外电工程

5.7.1 照明及外电工程设计应充分考虑节能和环保需要，外电工程需符

合广州市现行供电与用地管理规定的要求。

5.7.2 根据《广东省推广使用 LED 照明产品实施方案》，照明工程应优

先考虑采用 LED 照明产品。

5.7.3 旧路改造、局部节点新改建工程应与周边道路灯具、灯光设计相

协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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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7.4 新建照明设施应设置独立计费装置，并具备电表远程抄表和“三

遥”控制功能，能实现与现有路灯的照明管理系统顺利对接。

5.7.5 照明工程需征询并取得照明管理中心的书面意见。

5.7.6 需根据外电报装确定的取电点进行外电工程设计，并报供电部门

审查。

5.8 绿化及外水工程

5.8.1 对工程实施范围内的边角地带（如征拆边角地块）及视线可及的

隧道顶等范围应进行绿化景观设计，不能存在设计盲点。

5.8.2 在地铁等既有隧道结构上方不得种植大型乔木类植物。

5.8.3 需根据外水报装确定的外水接入点进行外水设计，并根据需求同

步进行绿化喷淋系统设计。根据绿化管养单位不同，分别设置水表。

5.8.4 绿化工程需征询林业园林部门的意见。

5.9 环保设施工程

5.9.1 环保设施设计应与批复的环评报告要求一致，并满足环保验收的

要求。

5.9.2 如需调整实施内容或范围，应提出充分理由并经我中心同意。

5.10 管线迁改工程

5.10.1 应结合工程已批复的的总体方案、管线综合规划，以及地下管线

探测资料开展管线迁改设计。

5.10.2 管线迁改设计需取得各管线权属单位的书面意见，设计成果应

符合管线综合规划及行业规范标准。

5.10.3 设计过程中应依据准确的管线探测资料，做好科学合理细致的工

作计划，加强管理与协调，确保交通疏解与管线改迁、征地拆迁、施工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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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报建等前期工作顺利开展，为主体工程施工创造良好条件。

5.10.4 管线迁改施工图设计成果，需在施工前取得规划部门的批复。

5.10.5 管线及其附属设施施工敷设时应注意对现状或其他预留管线的

影响。当受现场实际条件限制不能按照管线综合管位进行敷设时，应及时

向管线综合编制单位征询意见，确保管线综合所列管线均能够有效实施。

5.10.6 综合考虑由于主体及桥隧附属工程布局、施工过程以及交通疏解

工程引起的市政管线改迁和恢复现状管线迁改时，应做好重要管线的保通

工作。当需保通的迁改管线受相关现状管线管位限制时，应根据现场实际

情况做好该类管线的临时迁改工作。

5.10.7 需迁改的相关管线应根据管线综合线位合理确定施工工序，尽量

减少相关管线的二次迁改。

5.10.8 不影响工程施工的管道尽量采用原位支托、悬吊保护或包封加固

等原位处理设计，减少工程投资。

5.11 轨道交通工程

5.11.1 根据工程实际需求，对工程范围内的有轨电车改道或复建进行设

计。

5.11.2 设计方案需考虑施工期间有轨电车的安全保护及交通组织。

5.11.3 施工图阶段需征询轨道交通部门的意见。

六、预算编制要求

6.1 提交工程预算成果时应同步提交综合单价分析表等造价分析材料，

确保造价指标控制在合理的范围内。

6.2 预算必须结合现场实际情况进行编制，充分考虑各项措施费。例如

航道或铁路部门的配合费、管沟和基坑的支护方式、施工围栏、便道、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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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钢平台及探桩等费用。必须时须补充航道或铁路部门的征询回复意见、

设计简图、施工方案等资料作为费用计算依据。

6.3 编制送审的预算不得超过已批复概算的建安费。

6.4 须积极配合相关部门完成对数等评审工作。

6.5预算编制造价偏低或财评核减率较高的相关处罚规定见合同相关条

款。

七、施工期间管理要求

7.1 主要负责施工期间设计理念的贯彻、现场技术支持。参与施工图会

审交底，现场施工问题的协调、现场工程变更、工程验收等相关工作。具

体工作可与我中心工程部项目负责人沟通联系，相关规定参照我中心现行

关于勘察设计单位现场技术服务管理、工程变更管理等方面的相关文件内

容。

八、其他

8.1 完成施工图预算编制、竣工图编制、检测监测等其它前期咨询工作

的清单和预算编制，配合设计咨询和造价咨询单位及其他咨询单位开展相

关咨询工作。

8.2 开展各类管线迁改设计工作。

8.3 开展绿化迁改设计工作。

8.3.1 需充分论证设计、施工方案，加强对项目范围内既有古树大树的

避让保护，减少树木的迁移管养，并尽量减少施工便道等临时设施造成的

树木迁移。

8.3.2 经论证必须要迁移的树木，尽量选择在项目红线范围内的用地进

行就近移植或再利用，优先考虑一次迁移到位，尽量减少二次迁移，按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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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迁移安置原则，优先考虑把公园绿地、附属绿地、生产绿地等作为移植

地或中转苗圃。

8.3.3 根据广州市现行园林绿化相关规定要求，组织完成绿化迁改方案

的专家论证、公众参与等工作。

8.3.4 绿化迁改需征询林业园林部门的意见。

8.4 需配合发包人开展基于 BIM 技术的工程精细化设计与施工研究等

的配合工作，具体要求如下：

总体要求

总承包单位应遵守建设单位发布的 BIM相关管理规定，配合建设单位和 BIM实施单位开展设计

阶段、施工阶段、运维阶段 BIM技术的应用工作。

设计阶段配合要求

1) 提供供图计划、技术方案，设计成果稳定即交付 BIM实施单位进行模型绘制；

2) 参与 BIM审核和 BIM优化，对于模型阶段发现的问题和达成共识的优化意见，设计单位依据确

定的意见调整设计成果；

3) 设计成果的交付时间以该阶段 BIM模型最终确定时间为准，设计工作作为该阶段 BIM工作的紧

前工作，需要提供充足资料并积极沟通保证模型的编制；

4) 设计成果和 BIM模型按照相同路径归档，两者互为解释；

5) 提供具有BIM能力的技术人员与BIM实施单位进行对接，响应其提出的提资以及其他协助工作。

施工阶段配合要求

1) 总承包方应组织设计方、施工方、建设方、BIM实施方，确定项目建造过程中需要应用 BIM

技术进行专项模拟的重难点部位，交由 BIM实施方进行深化模拟；

2) 总承包方有义务提供 BIM工作开展所需的施工深化设计图纸、施工组织设计、专项施工方案、

施工进度计划、施工质量保证体系、施工安全保证体系及措施、竣工资料、现场施工视频、照

片等影音资料等内容和资料；

3) 提供可进行 BIM可视化技术交底的基础资料；

4) 总包方应按照 BIM深化施工模型进行施工，保证实物与 BIM模型的一致性，现场进度管理，工

程量计算，进度款批复等均需依据模型确定；

5) 总包方应联合 BIM实施方使用 BIM模型进行设计交底和图纸会审等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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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总包方应接受 BIM实施方对施工过程的管理跟踪，施工方案及施工措施的审核；

总包方应提供预制构件模型，供 BIM实施方进行审核；

7) 发生变更时，总承包方应及时提供涉及变更的资料交由 BIM实施方进行 BIM模型更新，施工方

应根据更新后的模型进行施工；

8) 总承包方应提供具有 BIM能力的技术人员与 BIM实施单位进行对接，响应其提出的提资以及其

他协助工作。

9) 总承包方应配合 BIM实施单位进行竣工移交阶段的工程数字化资产的移交工作。

运维阶段要求

1) 总承包方应提供维保协议及维保方案，确定各专业维保联系人，协助 BIM实施单位，将维保信

息编制进 BIM模型中；

2) 总承包方应配 BIM实施单位对运维阶段的 BIM模型的维护及更新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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