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山东省综合立体交通网规划纲要

(２０２３－２０３５年)

为贯彻落实 «交通强国建设纲要» «国家综合立体交通网规

划纲要»«山东省贯彻 ‹交通强国建设纲要›的实施意见»«关于

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 “三个走在前”重要指示精神加快建设交

通强国山东示范区的实施意见»等文件精神,统筹交通基础设施

一体化建设,编制本规划纲要.规划期至２０３５年,远期展望至

本世纪中叶,涵盖铁路、公路、水路、航空等交通方式,兼顾邮

政与管道设施.

一、总体要求

(一)规划思路.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

指导,深入贯彻党的二十大精神,认真落实习近平总书记 “加快

基础设施互联互通,为高质量发展提供强力支撑”的重要指示要

求和关于黄河流域生态保护和高质量发展的重要讲话精神,完

整、准确、全面贯彻新发展理念,主动服务和融入新发展格局,

按照省委、省政府决策部署,以推动高质量发展为主题,以深化

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为主线,加快推进交通基础设施通道集约、线

网优化、枢纽互联,构建能力充分、覆盖广泛、结构合理、便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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顺畅、衔接高效、绿色集约、智能先进、安全可靠的现代化高质

量综合立体交通网,加快推进交通强国山东示范区和绿色低碳高

质量发展先行区建设,为 “走在前、开新局”、推进中国式现代

化山东实践、全面建成新时代社会主义现代化强省当好开路先

锋.
(二)规划原则.

１¤服务大局,人民满意.立足全面建成新时代社会主义现

代化强省大局,统筹考虑人口分布、国土空间、产业布局、对外

开放等发展要求,有效支撑黄河流域生态保护和高质量发展等区

域重大发展战略实施.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建设人民

满意的综合立体交通网,有效支撑个性化、多样化出行和新业

态、新模式发展需求,不断增强人民群众幸福感、安全感、获得

感.

２¤统筹发展,适度超前.统筹区域协同发展、城乡融合发

展、陆海联动发展,统筹全省城镇化建设、客货运输服务等需求

侧要求和国土空间、资源禀赋等供给侧条件,统筹各运输方式发

展规模、结构和建设节奏,适度超前谋划交通基础设施建设,适

度扩大有效投资,兼顾优质增量供给和存量资源优化,提升综合

交通运输整体效率.

３¤互联互通,衔接一体.提高交通网覆盖范围和区域连通

水平,深度融入 “一带一路”,加强与京津冀地区、长三角地区、

长江经济带、粤港澳大湾区、雄安新区、黄河流域中上游地区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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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基础设施网络互联互通.强化枢纽节点衔接效能,推动各种运

输方式集约整合,加快城市内外交通系统协调融合,提升设施网

络化和运输服务一体化水平.

４¤创新发展,绿色安全.坚持创新核心地位,推动交通基

础设施数字化、网联化发展,提升交通运输智慧发展水平.强化

土地、水域、岸线、空域等资源节约集约利用,加快推进交通绿

色低碳发展.统筹发展和安全,兼顾经济发展、风险防控和国防

需求,全面提升交通基础设施本质安全水平.
(三)规划目标.到２０３５年,建成能力充分、覆盖广泛、结

构合理、便捷顺畅、衔接高效、绿色集约、智能先进、安全可靠

的现代化高质量综合立体交通网,形成高效率的 “一轴两廊十通

道”交通网主骨架,建成以轨道网、公路网为主干,内河水运网

为补充,沿海港口群、机场群比较优势充分发挥,综合交通枢纽

高效衔接的 “三网两群一体系”,有力支撑 “１２３”客运通达网

(省会、胶东、鲁南三大经济圈内１小时通达、省内各地２小时

通达、全国主要城市３小时通达)和 “１２３”物流网 (省内１天

送达、国内２天送达、国际主要城市３天送达),山东省作为东

北亚乃至 “一带一路”的综合交通枢纽作用更加显著.

１¤能力充分.全省综合立体交通网实体线网布局总规模达

到５¤０６万公里以上.铁路网１２５００公里以上,其中高速 (城际)

铁路６５００公里以上,普速铁路６０００公里以上;干线公路网

３５０００公里以上,其中高速公路１５０００公里以上 (含研究线位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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３０００公里),普通国省道２００００公里以上;内河航道３１００公里

以上;沿海主要港口３个,地区性重要港口４个,沿海港口万吨

级以上泊位４００个;内河主要港口１个,地区性重要港口４个;

运输机场１６个,通用机场１００个.

２¤覆盖广泛.建成立体畅达的轨道网、公路网、内河水运

网,广域辐射的沿海港口群、机场群.实现市市有机场、通高

铁,县县双高速.高铁站服务范围覆盖全部县 (市、区).二级

及以上公路覆盖全部乡镇节点.铁路覆盖全部沿海主要港口重要

港区、重点物流企业及物流园区.沿黄两岸所有县 (市、区)拥

有一条及以上过黄高等级公路.农村公路覆盖全部自然村.

３¤结构合理.综合立体交通网等级结构进一步优化,普速

干线铁路复线率和电气化率分别达到７０％和１００％,高速公路六

车道及以上占比达到５０％以上,内河三级及以上航道占比达到

３９％以上,４F级机场达到３个;运输结构进一步优化,各运输

方式的比较优势得到充分发挥.

４¤便捷顺畅.省域交通节点连接更加便捷顺畅,基本实现

乡镇及以上行政中心３０分钟上高速,县级行政中心４５分钟上高

铁、６０分钟到机场,设区市行政中心３０分钟上高铁、５０分钟到

机场.省会、胶东、鲁南经济圈建成 “济南、青岛两心辐射,临

枣济菏一带相连”的一体化交通网.对外与京津冀、长三角、黄

河流域地区及周边省份之间的快速通道布局更加完善,高速 (城
际)铁路、高速公路省际出入口分别达到１５、３９个,全部省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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相邻县均有高速公路连接.

５¤衔接高效.加快建设枢纽城市、枢纽港站,构建多层级、

一体化的综合交通枢纽体系,国际性综合交通枢纽城市数量达到

２个,全国性综合交通枢纽城市数量达到４个.多式联运换装１
小时完成率达到９０％以上.

６¤绿色集约.综合运输通道资源利用的集约化、综合化水

平大幅提高.基本实现交通基础设施建设全过程、全周期绿色

化.单位运输周转量能耗不断降低,交通污染防治达到全国先进

水平.主要通道新增交通基础设施多方式国土空间综合利用率提

高８０％,交通基础设施绿色化建设比例达到９５％.

７¤智能先进.基本实现综合立体交通网基础设施全要素全

周期数字化.基本建成泛在先进的交通信息基础设施,实现北斗

时空信息服务、交通运输感知全覆盖.交通基础设施数字化率达

到９０％.

８¤安全可靠.交通基础设施耐久性和有效性显著增强,设

施安全隐患防治能力大幅提升.交通网络韧性和应对各类重大风

险能力显著提升,重要物资运输高效可靠.重点区域多路径连接

比率达到９５％以上,综合立体交通网安全设施完好率达到９５％
以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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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一　全省综合立体交通网２０３５年主要指标

序号 指　　　　标 单位 目标值

１

２

３

４

５

６

能力
充分

高速 (城际)铁路里程 公里 ６５００

高速公路里程 公里 １５０００

沿海港口万吨级以上泊位 个 ４００

内河航道通航里程 公里 ３１００

运输机场数量 个 １６

通用机场数量 个 １００

７

８

９

１０

１１

覆盖
广泛

高铁站点县级行政中心覆盖率 ％ １００

二级及以上公路乡镇覆盖率 ％ １００

沿海主要港口重要港区、重点物流企业及物流园区铁
路覆盖率

％ １００

沿黄县 (市、区)过黄高等级公路覆盖率 ％ １００

农村公路自然村覆盖率 ％ １００

１２

１３

１４

１５

１６

结构
合理

高速公路六车道及以上占比 ％ ５０

普速干线铁路复线率 ％ ７０

普速干线铁路电气化率 ％ １００

内河航道三级及以上占比 ％ ３９

４F级机场数量 个 ３

１７

１８

１９

２０

２１

便捷
顺畅

乡镇及以上行政中心驶入高速公路时长 分钟 ３０

县级行政中心到达高速铁路站点时长 分钟 ４５

县级行政中心到达运输机场时长 分钟 ６０

设区市行政中心到达高速铁路站点时长 分钟 ３０

设区市行政中心到达运输机场时长 分钟 ５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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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号 指　　　　标 单位 目标值

２２

２３

２４

便捷
顺畅

高速 (城际)铁路省际出入口数量 个 １５

高速公路省际出入口数量 个 ３９

省际相邻县高速公路连通率 ％ １００

２５

２６

２７

衔接
高效

国际性综合交通枢纽城市数量 个 ２

全国性综合交通枢纽城市数量 个 ４

多式联运换装１小时完成率 ％ ９０

２８

２９

绿色
集约

主要通道新增交通基础设施多方式国土空间综合利用
率提高比例

％ ８０

交通基础设施绿色化建设比例 ％ ９５

３０
智能
先进

交通基础设施数字化率 ％ ９０

３１

３２

安全
可靠

重点区域多路径连接比率 ％ ９５

综合立体交通网安全设施完好率 ％ ９５

到本世纪中叶,全面建成现代化高质量综合立体交通网,交

通基础设施总体水平达到全国领先、世界一流,设施更先进,保

障更有力,服务更优质,人民更满意,实现 “人享其行、物优其

流”,为山东省全面建成新时代社会主义现代化强省做好开路先

锋.

二、建设 “一轴两廊十通道”综合立体交通网主骨架

(一)建成 “四横五纵沿黄达海”十通道.遵循 «国家综合

立体交通网规划纲要»“一轴两廊”(京津冀－长三角主轴、京哈

走廊、京藏走廊)和 «黄河流域生态保护和高质量发展规划纲

要»“一字型”沿黄通道山东布局,在巩固提升既有 “四横五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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综合运输通道基础上,规划建设全省 “四横五纵沿黄达海十通

道”综合立体交通网主骨架,作为各种运输方式资源配置效率最

高、运输强度最大的骨干网络,形成连通省际、城际运输的主动

脉和支撑国土空间开发的主轴线.

１¤形成四条横向综合运输通道.积极融入国家京藏走廊,

强化全省东西部区域协调一体化发展,充分发挥沿海港口陆海联

动作用,在基本形成鲁北、济青、鲁南三个横向通道基础上,加

快完善鲁中通道,提升沿海港口辐射能力和西向铁水联运效能,

积极融入 “一带一路”建设.

２¤形成五条纵向综合运输通道.积极融入国家京津冀－长

三角主轴,积极对接京哈走廊,在基本形成沿海、京沪二、京

沪、京九四个纵向通道基础上,加快完善滨临通道,强化与京津

冀、长三角、粤港澳区域连接.

３¤形成沿黄达海综合运输通道.积极融入黄河流域 “一字

型”大通道,加快构建对接日韩、覆盖山东、辐射黄河流域的沿

黄达海国际陆海联运大通道,提升黄河流域交通网覆盖范围和枢

纽节点衔接效能,充分发挥全省东部沿海对外开放区位优势,支

撑和带动黄河流域深度融入 “一带一路”.

４¤开展沿黄陆海大通道战略研究,推动形成陆海统筹、内

外联动、东西互济的对外开放新格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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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１　山东省综合交通立体交通网主骨架示意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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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畅通 “５＋５＋５”国际综合运输通道.发挥沿海港口、

航空枢纽辐射能力,提升海铁联运、中欧班列国际运能,增强陆

海空域的全方位国际连通度,形成 “５＋５＋５”国际综合运输通

道.积极融入新亚欧大陆桥、中蒙俄、中尼印、中国－中南半

岛、孟中印缅等５条陆路国际运输通道;完善日韩、跨太平洋至

美洲、经东南亚至大洋洲、经东南亚和南亚跨印度洋至欧洲和非

洲、跨北冰洋的冰上丝绸之路等５条海上国际运输通道;加密日

韩、拓展欧美国际民航直航航线,探索开通至 “一带一路”沿线

国家直达航线,打造日韩、东南亚、欧洲、美洲、大洋洲５条航

空国际运输通道.

三、构建 “三网两群一体系”综合立体交通网

(一)打造便捷高效的轨道网.加速推进高速 (城际)铁路、

普速铁路、市域 (郊)铁路、城市轨道交通规划建设,加快形成

干线铁路、城际铁路、市域 (郊)铁路、城市轨道交通 “四网融

合”的客运轨道交通网络,完善干支相连、专线延伸的货运铁路

网络,打造 “轨道上的山东半岛城市群”.

１¤高速 (城际)铁路.加快贯通高速 (城际)铁路主通道,

规划布局 “八纵六横”高速 (城际)铁路网,总里程约６５００公

里.积极配合国家有序推动渤海海峡跨海通道和高速磁悬浮试验

线路规划建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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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三　 “八纵六横”高速 (城际)铁路网布局方案

　　八纵:东部沿海高铁、东部沿海城际、京沪高铁二通道、滨临高铁、旅游高铁、京沪高

铁、济济城际、京港 (台)高铁

六横:鲁北高铁、青济郑高铁、济青城际、鲁中高铁、鲁南高铁、临枣菏城际

２¤市域 (郊)铁路.充分利用高速 (城际)铁路和普速铁

路等提供市域 (郊)列车服务,有序推动市域 (郊)铁路建设,
支持对既有普速铁路进行适应性改造,围绕都市圈建设,打造轨

道上的１小时通勤圈.

３¤普速铁路.提升重点区域、重点线路货运能力,规划建

设资源富集区、货物主要集散地、重要港口和无水港、物流园

区、大型工矿企业的铁路专用线,强化干支高效衔接,畅通铁路

运输 “前后一公里”,规划形成以 “四纵四横”为主骨架的普速

铁路网,总里程约６０００公里.

专栏四　 “四纵四横”普速铁路网布局方案

　　四纵:蓝烟－胶新铁路、黄大－淄东－滨博－辛泰磁莱铁路、京沪铁路、京九铁路

四横:德龙烟－桃威铁路、胶济－邯济铁路、瓦日铁路、菏兖日铁路

４¤城市轨道交通.重点加快济南、青岛城市轨道交通建设,

积极推进具备条件的城市开展轨道交通规划建设.
(二)完善四通八达的公路网.

１¤高速公路.按照 “加密、扩容、强连接”的原则,加快

繁忙路段扩容改造,有序推进并行线、联络线建设,规划建设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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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二纵八横十一射”为主骨架的高速公路网,规划线位约

１２０００公里,研究线位约３０００公里.

专栏五　 “十二纵八横十一射”高速公路网布局方案

　　十二纵:烟台－青岛、烟台－日照、新河－董家口、潍坊－日照、无棣－临沭、沾化－临

沂、无棣－台儿庄、庆云－枣庄、乐陵－临沂、德州－枣庄、德州－单县、德州－曹县

八横:威海－德州、青岛－武城、青岛－夏津、威海－曹县、青岛－聊城、董家口－梁

山、日照－兰考、日照－东明

十一射:济南－东营、济南－高青、济南－潍坊、济南－泰安、济南－微山、济南－鱼

台、济南－曹县、济南－阳谷、济南－冠县、济南－临清、济南－宁津

联络线:牟平－莱州、烟台－海阳、蓬莱－海阳、龙口－青岛、莱州－青岛、滨州－东营

－潍坊、济南都市圈环线、高唐－临清、临清－莘县、沂源－莱芜、平邑－鄄城、蒙阴－邳

州、泰安－新泰、濮阳－阳新、单县－曹县、菏泽－宝鸡、微山联络线、台儿庄联络线¤¤
机场连接线:青岛等运输机场连接线

港口连接线:滨州港、东营港、潍坊港、烟台港、青岛港、日照港等港口连接线

２¤普通国省道.在国家布局２６条普通国道基础上,规划布

局１０５条普通省道,形成以５条省会放射线、５２条纵线、２９条

横线及若干条联络线组成的普通省道网,普通国省道总里程约

２００００公里.

专栏六　普通省道网布局方案

　　省会放射线:济南至德州、济南至青岛、济南至枣庄、济南至微山、济南至聊城

纵线:威海至东山、威海至青岛、蒲湾至石岛、初村至张家埠、上庄至泽头、牟平至徐

家、莱山至乳山口、烟台至海阳所、蓬莱至黄岛、烟台至凤城、店集至沙子口、王哥庄至南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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口、龙口至青岛、南墅至城阳、黄岛至大场、黄岛至渔池、朱桥至诸城、三山岛至城阳、灰埠

至里岔、平度至日照、下营至小关、央子至赣榆、滨海至九山、大家洼至沂山、莒县至阿湖、
羊口至青州、河口至辛店、黄河口至临朐、沂源至邳州、汤庄至东海、张店至台儿庄、张店至

鲁村、东风港至大高、惠民至沂水、高青至淄川、辛集至滨城、章丘至新泰、店子至韩庄、乐

陵至滨城、盐山至济南、临邑至徐州、临邑至商丘、泰安至梁山、汶上至金乡、临清至博平、
临清至邹城、临清至大名、临清至观城、魏庄至阳谷、曹县至商丘、东明至民权、东明至兰考

横线:成山至初村、成山头至威海、俚岛至李格庄、烟台至招远、石岛至泽头、海阳至莱

州、小纪至莱州、烟台至栖霞、田横至高青、躬家庄至崔家集、黄岛至张家屯、张家楼至海

青、日照至滕州、涛雒至汤头、孤岛至阳信、寿光至高青、临朐至历城、郯城至兰考、临沂至

鄄城、山亭至留庄、枣庄至梁山、枣庄至欢城、乐陵至馆陶、宁津至武城、齐河至聊城、泰安

至商老庄、巨野至鄄城、丰县至长垣、青固集至庄寨

联络线:北长山至南长山、南墅至武备、鳌山卫至东大洋、薛家岛环岛路、夏邱至土山、
陶家至大莲、东营至利津、田庄至广北农场、青州至周村、泉头至王村、大口河至车镇、泗水

至尼山、滕州至薛城、枣庄至薛城、陵城至衡水、单县至虞城、砀山至单县、无棣至阳信、高

唐至临清

３¤农村公路.深入推进 “四好农村路”建设,因地制宜推进

通建制村双车道公路建设和过窄农村公路拓宽改造,提升通建制

村公路的质量和水平,打造 “四好农村路”乡村振兴齐鲁样板.

(三)构建通江达海的内河水运网.

１¤内河航道.提升干线航道能力,扩大航道通达范围,规

划形成以京杭运河、小清河、新万福河为骨干,其他支线为补充

的 “一纵两横、三干多支”内河航道网总体布局,总里程约

３１００公里.京杭运河与小清河连通等航道远期展望为国家高等

级航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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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七　内河航道网布局方案

１¤ 国家高等级航道

一纵:京杭运河航道 (含与小清河连通航道)
两横:小清河航道、新万福河航道

２¤ 地区性重要航道

徒骇河航道、黄河航道、漳卫新河航道、大清河航道、梁济运河航道、郓城新河航道、泉

河航道、洙水河航道、老万福河航道、白马河航道

３¤ 一般航道

四新河航道、东平湖银山航道、东平湖老湖航道、郓巨河航道、北大溜河航道、蔡河航

道、湖西白马河航道、西支河航道、复兴河航道、王苏白航道、刘楼河航道、西单－南阳航

道、滕微航道、城郭河航道、薛微航道、微山岛航道、伊家河航道、陶沟河航道、侯楼－济铁

物流园航道、安济河航道、东鱼河北支航道、东鱼河航道、胜利河航道、团结河航道、秦口河

航道、挑河航道、绣针河航道、鱼清河航道、惠河航道、赵庙－夏镇航道、洸府河航道、西泇

河航道、沂河航道

２¤内河港口.提高内河港口专业化、规模化水平,规划形

成以济宁港为核心,枣庄港、菏泽港、泰安港、济南港为辅助,

其他港口为补充的内河港口体系.

专栏八　内河港口布局方案

１¤ 全国内河主要港口

济宁港:主城港区为重要港区,微山港区、梁山港区、嘉祥港区为一般港区,邹城港区、
金乡港区、鱼台港区、汶上港区为补充的 “一港八区”总体布局

２¤ 地区性重要港口

枣庄港:薛城港区、滕州港区、峄城港区、台儿庄港区 “一港四区”总体布局

菏泽港:巨野港区为重要港区,郓城港区、成武港区、定陶港区、单县港区、曹县港区为

一般港区的 “一港六区”总体布局

泰安港:东平港区为重要港区

济南港:主城港区为重要港区,章丘港区为一般港区的 “一港二区”总体布局

３¤ 一般港口

淄博港、聊城港、德州港、临沂港、滨州内河港、东营内河港、潍坊内河港、日照内河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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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四)建设现代化世界级沿海港口群.推动环渤海世界级港

口群建设,加快打造东北亚国际航运枢纽和世界一流海港,进一

步突出和强化青岛港国际枢纽港的地位和作用,规划形成以青岛

港为龙头,烟台港、日照港为两翼,威海港、滨州港、东营港、

潍坊港为补充的 “三主四辅”沿海港口布局,强化与天津、河

北、江苏等沿海省份港口合作互动,共同打造现代化世界级沿海

港口群.

专栏九　沿海港口布局方案

１¤ 全国沿海主要港口

青岛港:黄岛港区、前湾港区、董家口港区为重要港区,鳌山湾港区为预留,老港区、海

西湾港区为一般港区

烟台港:龙口港区、西港区、芝罘湾港区、蓬莱港区 (蓬莱东港区、蓬莱西港区、栾家口

港区研究合并为蓬莱港区)为重要港区,莱州港区、海阳港区、长岛港区为一般港区.牟平港

区逐步退出货运功能

日照港:石臼港区、岚山港区为重要港区

２¤ 地区性重要港口

威海港:威海湾港区、石岛港区、南海港区为重要港区,龙眼湾港区为一般港区,乳山口

港区、蜊江港区和其它港点为补充

滨州港:海港港区为重要港区,套尔河港区为一般港区,大口河港区、马颊河港区为补充

东营港:东营港区为重要港区,广利港区为一般港区

潍坊港:中港区为重要港区,西港区和东港区为一般港区

合理布局沿海港口集装箱、煤炭、原油、散粮、进口铁矿

石、邮轮、液化天然气 (LNG)、商品汽车、滚装、铝矾土等主

要货类运输系统重要港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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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十　沿海港口货物运输系统港址布局方案

１¤ 集装箱运输系统

青岛港为干线港,烟台港、日照港、潍坊港为支线港,其他港口为喂给港

２¤ 煤炭运输系统

青岛港为中通道主要装船港、日照港为南通道主要装船港、烟台港为北方煤炭装船港备选

港址.东营港、潍坊港、滨州港、威海港为补充煤炭装卸港

３¤ 原油运输系统

青岛港、日照港、烟台港为主要接卸、储备、转运基地,东营港为重要港口,潍坊港、滨

州港为补充

４¤ 散粮运输系统

日照港为主要接卸港,青岛港为补充

５¤ 进口铁矿石运输系统

青岛港和日照港为主要港口,烟台港为补充

６¤ 邮轮运输系统

青岛港和烟台港为始发港,威海港、日照港为访问港

７¤LNG运输系统

布局执行相关规划

８¤ 商品汽车运输系统

烟台港和青岛港为主要港口,日照港和潍坊港为补充

９¤ 滚装系统

青岛港、烟台港、威海港为主要港口,日照港、东营港、潍坊港为补充

１０¤ 铝矾土运输系统

烟台港为主要港口,日照港、青岛港、滨州港、潍坊港、东营港为补充

(五)打造功能完备的现代化机场群.

１¤运输机场.加快枢纽机场建设,完善非枢纽机场布局.

支持济南机场和青岛机场打造国际枢纽机场、烟台机场打造区域

枢纽机场,积极培育临沂机场打造区域枢纽机场,稳步推进支线

机场建设,形成层次清晰、功能完善的 “四枢十二支”运输机场

群,覆盖所有设区市行政中心.适时启动济南、青岛第二机场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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期研究.

专栏十一　运输机场布局方案

　　四枢:青岛机场、济南机场、烟台机场、临沂机场

　　十二支:威海机场、东营机场、日照机场、潍坊机场、济宁机场、菏泽机场、枣庄机场、
聊城机场、泰安机场、淄博机场、滨州机场、德州机场

２¤通用机场.拓展多元的通用航空网,规划布局１００个以

上通用机场,通用航空服务覆盖所有县级行政区、４A 级及以上

景区、农产品主产区和主要林区.
(六)建设多层级一体化综合交通枢纽体系.加快枢纽城市、

枢纽港站建设,构建多层级、一体化的综合交通枢纽体系,打造

东北亚乃至 “一带一路”的综合交通枢纽.加快推进青岛国际性

综合交通枢纽城市建设,努力培育济南国际性综合交通枢纽城

市,加快建设和培育烟台、潍坊、临沂、菏泽等全国性综合交通

枢纽城市,建设１０个地区性综合交通枢纽城市.强化不同层次

枢纽城市之间功能互补、设施互通、运行协同.同步推进济南、

青岛、临沂、日照、烟台、潍坊等国家物流枢纽承载城市建设和

济南、青岛西海岸新区、威海等国家骨干冷链物流基地建设.扎

实做好国家综合货运枢纽补链强链工作,加快济南、临沂国家综

合货运枢纽补链强链城市建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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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十二　综合交通枢纽城市布局方案

１¤ 国际性综合交通枢纽城市

位于国家综合立体交通网主骨架及国际运输通道的核心节点,依托全球中心城市,具有支

撑国际人员交往、物流中转集散、全球资源配置等服务功能.
青岛:依托引领型现代海洋城市、 “一带一路”国际合作新平台、东北亚国际航运中心、

太平洋西岸国际枢纽空港、国际航运贸易金融创新中心建设,打造山东省对外开放的门户枢

纽.
济南:依托黄河流域中心城市、重要国际陆海枢纽港、欧亚班列集结中心建设,打造黄河

流域联接京津冀、长三角地区的重要枢纽节点,形成内陆辐射型国际物流中心.
２¤ 全国性综合交通枢纽城市

位于国家综合立体交通网关键节点,依托区域经济、文化和政治中心城市,具有跨区域人

员交流和国家战略物质中转集散的运输组织功能.
烟台:依托连通山东半岛和辽东半岛、辐射东北亚的区位优势,打造骨干型全国性综合交

通枢纽.
潍坊:依托连接山东半岛和内陆地区的区位优势,打造区域型全国性综合交通枢纽.
临沂:依托全国现代工贸城市和商贸物流中心建设,打造鲁南地区对外交流的区域型全国

性综合交通枢纽.
菏泽:依托鲁苏豫皖四省交界的区域性中心城市和商贸物流中心建设,打造山东与中原城

市群连接的重要交通枢纽.
３¤ 地区性综合交通枢纽城市

位于全省综合运输通道上的重要节点,承担区域对外交流和运输集散中心功能.
淄博、枣庄、东营、济宁、泰安、威海、日照、德州、聊城、滨州.

按照 “站城一体、产城融合、开放共享”原则,做好枢纽发

展空间预留、用地功能管控、开发时序协调,打造客运枢纽换乘

便捷、货运枢纽联运高效的综合交通枢纽港站及集疏运体系.加

快推进青岛港国际性枢纽港站建设,积极推进７个全国性枢纽港

站建设,打造一批地区性综合交通枢纽港站.依托多层次综合交

通枢纽城市,以铁路客货运场站、公路客货运场站、主要港口、

民航机场等为主体,建设一批综合交通枢纽港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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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十三　综合交通枢纽港站布局方案

１¤ 国际性枢纽港站

国际枢纽海港:青岛港

２¤ 全国性枢纽港站

全国航空枢纽:青岛机场、济南机场、烟台机场、临沂机场

全国港口枢纽:烟台港、日照港、济宁港

全国铁路枢纽:建设一批具有较强综合运输服务功能的铁路枢纽场站

(七)协同优化邮政和管道网络.

１¤邮政.优化邮政业网络布局,构建海陆空铁邮综合寄递

物流通道,打造层次明晰、各具特色、功能互补、差异发展的寄

递物流枢纽体系,形成 “双通道、三区域、多节点”的邮政业空

间发展总体布局.推动在铁路、机场、城市轨道等交通场站建设

邮政快递专用处理场所、运输通道、装卸设施,加快乡村邮政快

递网点、综合服务站、汽车站等设施资源整合共享.以寄递物流

网络建设,带动周边地区协同发展,将山东打造成为中国北方邮

政业国际开放重要门户、东北亚邮政业协同发展先行区、国际区

域性邮政快递物流中心.

２¤管道.统筹推进油气管道和储运设施建设,改造提升老

旧管道,形成布局合理、安全高效的油气运输体系.加快输气干

线、支线、联络线建设,规划建设中俄东线山东段、山东天然气

环网、沿海LNG接收站输管道等输气干线,构建 “一网双环”

输气格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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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加强山东半岛城市群交通网一体化建设

(一)推动各层级交通网一体化建设.加强山东半岛城市群

与其他地区交通一体化建设.积极融入国家交通运输主通道规划

建设,强化与京津冀地区、长三角地区、长江经济带、粤港澳大

湾区、雄安新区、黄河流域及相邻省份的立体互联.提升山东半

岛城市群经济圈之间互联互通水平.着力加快高速 (城际)铁路

和高速公路建设,快速连通三大经济圈,推动经济圈之间高效衔

接.推进经济圈交通网高质量优化升级.加强城际和市域 (郊)

铁路、高速公路、普通国省道等交通基础设施一体化布局,构建

“济南、青岛两心辐射,临枣济菏一带相连”的经济圈一体化交

通网,打造１小时通勤圈,支撑沿黄河、胶东半岛、鲁南三个城

市片区联动发展.推动城市内外交通有效衔接.推进干线铁路、

城际铁路、市域 (郊)铁路、城市轨道交通融合发展,实现设施

互联、票制互通、安检互认、信息共享、支付兼容.加强城市道

路与干线公路有效衔接,加快推动高速公路与快速路一体化建

设,推进国省干线穿城路段改造.推进城乡交通运输一体化发

展.加快推动乡村交通基础设施提档升级,全面推进城乡交通网

络有机衔接,实现城乡交通基础设施一体化规划、建设、管护.
(二)构建沿黄河城市片区交通网主骨架.沿黄河城市片区

包括省会经济圈的济南、淄博、东营、泰安、德州、聊城、滨州

７市及鲁南经济圈的济宁、菏泽２市.重点以济南为中心,完善

济南－德州、济南－滨州 (东营)、济南－淄博、济南－莱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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济南－泰安、济南－聊城６条放射状通道和德州－滨州－淄博－
济南 (莱芜)－泰安－聊城－德州环形通道,加快构建 “环米字

形”综合交通运输主骨架.规划以济南为核心的 “一环十一射”

高速铁路、 “两环十六射”高速公路布局,济南与周边市实现

“高铁双通道”,高速公路实现 “县县连省会”,打造省会半小时

交通圈.强化省会经济圈与济宁、菏泽地区交通连接,以济南为

引领,推动形成以沿黄高铁、沿黄两岸双高速为骨架的沿黄达海

综合运输通道,提升与京津冀、中原城市群省际通道能力,支撑

沿黄河城市片区高质量发展,打造黄河流域生态保护和高质量发

展引领区、全国区域一体化发展示范区.

专栏十四　沿黄河城市片区交通网主骨架布局方案

１¤ 省会经济圈 “一环十一射”高速铁路布局

一环:德州至商河铁路－济滨高铁商河至滨州段－滨州至淄博至济南 (莱芜)铁路－济南

(莱芜)至泰安至聊城铁路－聊城至德州铁路

十一射:京沪高铁济南以北段、石济客专、济滨高铁济南至商河段、胶济客专、济青高

铁、济莱高铁、济枣高铁、京沪高铁济南以南段、济南至济宁铁路、济郑高铁山东段、济南至

邢台铁路

２¤ 省会经济圈 “两环十六射”高速公路布局

两环:济南市绕城高速、济南都市圈环线

十六射:京沪高速济南以北段、东吕高速济南以东段、济高高速、青银高速济南以东段、
济南至潍坊、京沪高速济南以南段、济泰高速、京台高速济南以南段、济微高速、济广高速、
济南至阳谷、济聊高速、济南至临清、青银高速济南以西段、京台高速济南以北段、济南至宁

津

３¤ 沿黄高铁:济滨高铁、济郑高铁山东段

４¤ 沿黄双高速:东吕高速、济聊高速、济高高速、济广高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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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构建胶东半岛城市片区交通网主骨架.胶东半岛城市

片区包括胶东经济圈的青岛、烟台、潍坊、威海、日照５市.重

点以青岛为中心,完善青岛－日照、青岛－潍坊、青岛－烟台、

青岛－威海４条放射状通道和日照－潍坊－烟台－威海半环形通

道,加快构建 “扇形”综合交通运输主骨架.规划以青岛为核心

的 “一环七射”高速铁路、 “三环十射”高速公路布局,打造胶

东１小时交通圈.以青岛为引领,充分发挥对外开放桥头堡作

用,支撑胶东半岛城市片区高质量发展,打造国际海洋创新发展

高地、高水平改革开放引领区、海洋生态文明示范区.

专栏十五　胶东半岛城市片区主骨架布局方案

１¤ “一环七射”高速铁路布局

一环:青荣城际铁路荣成至烟台段－潍烟高铁－京沪高铁二通道潍坊至日照段－日照至京

沪高铁二通道联络线

七射:莱西至荣成铁路、青荣城际铁路青岛至烟台段、青岛至平度至莱州铁路、胶济客

专、济青高铁、青盐铁路、青岛至日照高铁

２¤ “三环十射”高速公路布局

三环:青岛城市外环 (青银高速、沈海高速)、胶东内环 (荣潍高速、明村至董家口)、胶

东外环 (荣乌高速、潍日高速)
十射:威青高速、烟台至青岛、龙青高速、莱州至青岛、沈海高速青岛以北段、青新高

速、青银高速、潍坊至青岛、青兰高速、沈海高速青岛以南段

(四)构建鲁南城市片区交通网主骨架.鲁南城市片区包括

鲁南经济圈的临沂、济宁、枣庄、菏泽４市.重点强化临沂－枣

庄－济宁－菏泽带状连接通道,加快构建 “三字形”综合交通运

输主骨架.规划 “七纵两横”高速铁路、 “三横十四纵”高速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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路、“一纵一横”内河高等级航道布局,打造鲁南１小时交通圈.

加强鲁南经济圈各市与长三角城市群通道衔接,支撑鲁南城市片

区高质量发展,聚力打造全国乡村振兴先行区、全国转型发展新

高地、淮河流域经济隆起带.

专栏十六　鲁南城市片区交通网主骨架布局方案

１¤ “七纵两横”高速铁路布局

七纵:京沪高铁二通道日照至宿迁段、济南 (莱芜)至临沂铁路－临沂至连云港铁路、济

枣高铁、京沪高铁、济南至济宁铁路－济宁至徐州铁路、梁山至济宁至商丘 (徐州)铁路、京

雄商高铁山东段

两横:鲁南高铁、临沂至枣庄铁路－太原至徐州铁路菏泽段

２¤ “三横十四纵”高速公路布局

三横:董梁高速、日兰高速、日照至滕州－岚菏高速枣庄至菏泽段

十四纵:沈海高速、长深高速、沾临高速、京沪高速、蒙阴至邳州、滨台高速新泰至台儿

庄段、泰安至枣庄、京台高速、济微高速、济徐高速、德郓高速－德上高速、济广高速、濮新

高速、鄄城至兰考

３¤ “一纵一横”内河高等级航道布局

京杭运河 (含湖西航道)、新万福河

五、推进综合交通统筹融合发展

(一)推进各种运输方式统筹融合发展.

１¤ 强化路网一体衔接.推进干线铁路、城际铁路、市域

(郊)铁路、城市轨道交通 “四网融合”.强化城市周边公路与城

市道路有效衔接,加快普通干线公路、铁路城区过境段、入口段

升级改造.推进港区、园区、厂区、规模化农产品基地等集疏运

设施建设.

２¤强化枢纽一体互联.推进综合交通枢纽统一规划、统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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设计、统一建设、协同管理,推动综合客运枢纽各种运输方式集

中布局,实现空间共享、立体或同台换乘.加快综合货运枢纽多

式联运换装设施与集疏运体系建设,统筹转运、口岸、保税、邮

政快递等功能,提升多式联运效率与物流综合服务水平.

３¤统筹通道集约化建设.集约节约利用通道线位、岸线、

土地、空域、水域等资源,推动通道内各种运输方式资源配置和

有机衔接,实现陆水空多种运输方式相互协同、深度融合.强化

跨黄、跨海等重要通道资源统筹规划和集约利用.推动铁路、公

路与综合管廊、通信、能源等线性基础设施统筹和空间整合,提

高通道资源利用效率.
(二)推进交通基础设施网与运输服务网、信息网、能源网

融合发展.

１¤推进交通基础设施网与运输服务网融合发展.推进基础

设施、装备、标准、信息与管理的有机衔接,打造跨运输方式、

跨区域全程电子化客运服务体系,提升多式联运公共信息服务水

平,加快货运枢纽智能化升级.

２¤推进交通基础设施网与信息网融合发展.加强交通基础

设施与信息基础设施统筹布局、协同建设,逐步在重点路段、枢

纽等实现固移结合、宽窄结合、公专结合的网络覆盖,积极拓展

北斗卫星定位系统在交通运输方面的应用.

３¤推进交通基础设施网与能源网融合发展.强化交通与能

源基础设施共建共享,加快充电桩、加氢站、加气站等新能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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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洁能源配套设施在交通运输场所的建设布局.促进交通基础设

施网与智能电网融合,适应新能源发展要求.
(三)推进交通与相关产业融合发展.

１¤推动交通与邮政快递融合发展.做好交通运输与邮政有

机衔接,支持在铁路、机场、城市轨道等交通站场建设邮政快递

专用处理场所、运输通道、装卸设施.支持发展航空寄递,以济

南、青岛枢纽机场为核心,优化国际快递航空网络布局.在潍坊

等城市建设高铁快运基地,发展整列高铁快运业务,鼓励企业提

升高铁快递运输比例.推进乡村邮政快递网点、综合服务站、汽

车站等设施资源整合共享,支持农村客运班车代运邮件快件.

２¤推动交通与旅游融合发展.深化交通运输与旅游高效融

合,充分发挥交通促进全域旅游发展的基础性作用,加快长城、

大运河、黄河三大国家文化公园 (山东段)和沿黄渤海、沂蒙革

命老区等旅游交通网主骨架规划建设.打造青岛、烟台邮轮始发

港及日照、威海停靠港.因地制宜推动旅游专列、自驾车房车营

地建设.打造运游融合精品站点,推动在汽车站、机场、火车

站、高速公路服务区等建设旅游集散中心.

３¤推动交通与物流融合发展.推动交通运输与生产制造、

流通环节资源整合,支持建设与产业布局、消费格局相适应的大

宗物资、集装箱物流网络,重点强化大容量、低成本、高效率物

流骨干通道建设.构建多元化融合发展的农村物流三级网络体

系,打造 “一点多能、一网多用、深度融合”的综合运输服务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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点,实现农村物流服务全覆盖.鼓励物流企业参与全球供应链重

构与升级,依托综合交通枢纽城市建设全球供应链服务中心.

六、推动综合立体交通网高质量发展

(一)提升本质安全水平.

１¤提升安全保障能力.加快推进重要口岸、主要产业及能

源基地、自然灾害多发地区多通道、多方式、多路径建设,完善

紧急交通疏散、救援和避难通道系统,提升交通网络系统韧性和

安全性.

２¤提升基础设施安全水平.推广使用新材料新技术新工艺,

增强设施耐久性和可靠性.加快危桥危隧、碍航桥梁、老旧码

头、渡口、航道等改造力度,完善安全警示标志、设施,强化交

通基础设施预防性养护维护、安全评估,加强长期性能观测,及

时消除安全隐患.

３¤完善应急保障体系.构建快速通达、衔接有力、功能适

配、安全可靠的综合交通应急运输网络.完善应急协调机制和应

急预案体系.加强重要通道在疫情防控、减灾救灾、污染应急处

置等方面的配套设施建设,建设多层级的综合运输应急装备物资

和运力储备体系.加强水上安全监管、航海保障和救助打捞,完

善沿海和内河溢油应急设施.
(二)推进智慧化升级.

１¤提升智慧化建造水平.加快提升交通运输科技创新能力,

依托数字孪生、建筑信息模型 (BIM)、智能建造等技术,推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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智慧公路、智慧港口、智慧航道、智慧机场、智慧枢纽建设,推

进综合交通基础设施全要素、全周期数字化和网联化.加强传统

基础设施智能化改造,完善交通网监控设备及配套网络,推进船

岸协同、自动化码头和堆场发展.

２¤加快智能技术应用.推动卫星通信技术、新一代通信技

术、高分遥感卫星技术、人工智能等行业应用,打造行业北斗高

精度定位服务网络,构建高精度交通地理信息平台,全方位布局

交通感知系统.鼓励物流园区、港口、机场、货运场站广泛应用

物联网、自动化等技术,推进智能网联汽车 (智能汽车、自动驾

驶、车路协同)、智能化通用航空器应用.

３¤推进智慧出行服务.推进既有设施数字化改造升级和综

合交通运输信息平台整合优化,提升基础设施的感知、分析、管

理和服务能力.培育 “出行即服务 (MaaS)”新模式,打造全

程电子化服务,推动实现 “一次购票、一次支付、一证 (码)通

行”.
(三)加快绿色低碳转型.

１¤强化节能降碳和污染防治.加强可再生能源、新能源、

清洁能源装备设施更新利用,促进交通能源动力系统清洁化、低

碳化、高效化发展.规划建设便利高效、适度超前的充换电和加

氢站网络,推进交通枢纽、停车场、公路服务区等充电设施建

设,鼓励公路沿线合理布局风光发电储电设施.加快推动船舶受

电设施改造,推进机场设施 “油改电”建设,完善干散货码头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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场防风抑尘设施.开展港区船舶水污染物及沉积物接收处理设施

建设,实现与城市公共转运处置设施有效衔接.

２¤加强生态保护和资源集约利用.推进交通基础设施与生

态空间协调布局,强化生态选线选址和生态保护设计,合理避让

生态环境敏感区、生态保护红线,最大限度保护永久基本农田和

重要生态功能区,依法依规开展相关环境影响评价工作.项目实

施过程中严格落实 “三线一单”生态环境分区管控相关要求,切

实进行 “三线一单”相符性、协调性分析,确保符合相关法律、

法规及有关政策要求.统筹集约利用综合运输通道线位、桥位、

土地、岸线等资源,打造复合型基础设施走廊.加强老旧设施更

新利用,推广施工材料、废旧建材再生利用和综合利用.

３¤优化调整运输结构.完善多式联运体系,推进大宗货物

运输 “公转铁” “公转水”.加强内河航道、码头等基础设施建

设,加快构建现代化内河航运体系.推进多式联运型物流园区、

铁路专用线建设,支持青岛港扩大氢能利用、日照港建设大宗干

散货智慧绿色示范港口,构建以电气化铁路、节能环保船舶为主

的中长途绿色货运系统.吸引中短距离城际出行更多转向公共客

运,稳步提高铁路客运比重.构建以城市轨道交通为骨干、常规

公交为主体的城市公共交通体系.
(四)提升行业治理效能.

１¤深化综合交通运输体制机制改革.推进综合交通运输管

理体制、运行机制、支撑保障一体化,优化完善机构职能.整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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交通运输资源,鼓励交通运输骨干企业做大做强,打造交通投融

资和建设运营大平台.

２¤健全完善法治型、服务型管理体系.进一步优化营商环

境,打造市场开放、灵活高效的多元化交通运输建设运营体系.

构建以 “双随机、一公开”监管和 “互联网＋监管”为基本手

段、以重点监管为补充、以信息化监管为支撑、以信用监管为基

础的新型监管体系.

３¤打造 “山东交通标准”品牌.围绕综合运输枢纽、新基

建、智慧高速、智慧港口、碳达峰、安全应急等重点领域,完善

综合交通领域地方标准体系,积极争取上升为行业或国家标准.

建立标准数据库,加强标准开放共享,全面提升标准公共服务能

力.

七、环境影响评价

(一)环境影响分析.本规划纲要坚持绿色发展理念,集约

节约利用资源,充分考虑交通基础设施建设对环境的影响,尽量

避免穿越生态红线环境敏感区,土地资源承载力具有较强韧性,

污染排放可以控制在达标水平范围内,与相关规划总体协调,路

网规模和布局总体合理,符合国家能源结构调整以及节能降耗要

求.

限于铁路、公路等线性工程的特点,以及全省环境敏感区数

量较多、分布较广的客观实际,受地形、地质和路网功能目标等

因素制约,部分路段难以避免涉及环境敏感区,可能对局部地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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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然生态环境产生影响.为最大限度减少对环境的影响和破坏,

在专项规划编制中,严格执行规划和建设项目环境影响评价制

度,并将有关环评结论作为后续规划实施的依据,采取有效措施

减缓对大气环境、水环境、土壤影响,规划实施产生的不利环境

影响总体可控.
(二)预防和减轻不良环境影响的措施.规划实施过程中,

严格遵循各项环境生态保护要求,预防和减轻交通基础设施建

设、管理、养护、营运等活动产生的不良环境影响.

１¤遵守环境保护政策法规.严格执行 «中华人民共和国环

境保护法»«中华人民共和国环境影响评价法»«中华人民共和国

水污染防治法»«规划环境影响评价条例»«中华人民共和国自然

保护区条例»«建设项目环境保护管理条例»等法律法规和标准

规范.

２¤强化环境保护制度.规划实施中,严格执行 “三线一单”

制度和环境影响评价制度,严格落实生态保护和水土保持措施,

加强多方案比选研究,合理避让永久基本农田、自然保护地、林

地、湿地等具有重要生态功能的国土空间.

３¤做好污染物排放控制.积极采用综合措施,对交通建设

及运营产生的污染进行有效防治,改善沿线声环境和振动环境质

量,严格控制气体和固体污染物排放.

４¤完善监管保障体系.各职能部门应提前介入,为项目选

址选线等前期工作提供政策咨询和实施保障,建立完善绿色交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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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展战略规划体系、标准规范体系、监督管理体系和组织保障体

系,提升服务与管理能力.

５¤重视环境风险防范.完善环境风险事故预防和应急处置

机制,构建更加安全、环保的综合交通网.

八、保障措施

(一)坚持党的领导.坚持党的全面领导,始终把党的领导

贯穿到加快综合立体交通网建设全过程,充分发挥各级党组织在

推进综合立体交通网建设发展中的作用,全面调动各级干部的积

极性、主动性和创造性,为实现本规划纲要目标任务提供根本保

证.
(二)强化组织协调.建立健全规划纲要实施协调推进机制,

发挥综合交通运输工作领导小组及重点工程、铁路、民航建设工

作专项小组等各议事协调机构作用,强化部门协同和上下联动,

推动各类交通基础设施统筹规划、协同建设.加强与周边省、市

对接协同.加强与国家有关部委和国家铁路集团等央企的协调,

积极争取国家相关政策支持.
(三)强化要素保障.深化交通投融资体制改革,坚持要素

市场化配置,积极采用多元化市场融资方式拓宽融资渠道,盘活

存量资产资源,进一步完善政府与社会资本合作 (PPP)模式,

引导社会资本积极参与交通基础设施建设.严格落实交通运输领

域事权划分和支出责任,科学合理安排普惠性基础设施政府投入

规模,加强资金监管,防范化解债务风险,强化各级各类规划在

—３３—



项目建设资金与效益平衡和建设时序安排等方面的统筹衔接.优

化交通设计理念,做好项目用地节地评价,合理控制建设项目用

地 (用海)规模,提高交通用地复合程度.优化重大基础设施项

目划拨供地程序,强化建设用地供给,加强耕地占补平衡保障.
(四)强化实施管理.本规划纲要作为基础设施布局规划,

需通过五年规划等发展规划或行动方案等落实建设任务、牵头单

位、参与单位.实施过程中,要加强与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国

土空间、区域发展、流域发展等相关规划衔接,与城乡建设发展

相统筹.交通运输部门要会同有关部门加强本规划纲要实施动态

监测与评估,强化实施进展与统计监测工作,定期开展规划评

估,适时进行调整或修订.

附件:１¤山东省综合立体交通骨干网线路方案

２¤山东省高速铁路网路线布局方案

３¤山东省普速铁路网路线布局方案

４¤山东省高速公路网路线布局方案

５¤山东省普通国省道路线布局方案

６¤山东省沿海港口货物运输系统布局方案

７¤山东省内河航道布局方案

８¤山东省综合立体交通网主骨架布局示意图

９¤山东省高速铁路网布局规划示意图

１０¤山东省普速铁路网布局规划示意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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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１¤山东省高速公路网布局规划示意图

１２¤山东省高速公路网行政等级规划示意图

１３¤山东省普通国省道布局规划示意图

１４¤山东省沿海港口和内河水运布局规划示意图

１５¤山东省民用运输机场布局规划示意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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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临

沂
、

济
宁

、
菏

泽

—６３—



名
　
称

横
一

横
二

横
三

横
四

鲁
北
通
道

济
青
通
道

鲁
中
通
道

鲁
南
通
道

规
划

设
施

高
速

铁
路

德
州

至
商

河
铁

路
济

南
( 长

清
)

至
邢

台
铁

路
青

岛
西

至
京

沪
高

铁
二

通
道

至
泰

安
至

聊
城

铁
路

、
聊

城
至

邯
郸

铁
路

临
沂

至
枣

庄
铁

路
、

太
原

至
徐

州
铁

路

普
速

铁
路

董
家

口
至

瓦
日

铁
路

联
络

线
、

聊
泰

铁
路

菏
泽

至
徐

州
铁

路

高
速

公
路

高
青

至
武

城
寒

亭
至

章
丘

、
济

南
至

临
清

董
梁

高
速

沈
海

高
速

至
新

泰
段

临
沂

至
滕

州
、

日
照

至
临

沂
、

单
县

至
曹

县

水
运

漳
卫

新
河

航
道

新
万

福
河

二
期

航
道

、
郓

城
新

河
航

道
、

大
清

河
航

道

机
场

滨
州

、
德

州
聊

城
、

淄
博

泰
安

枣
庄

—７３—



名
　
称

纵
一

纵
二

纵
三

纵
四

纵
五

沿
黄
达
海

沿
海
通
道

京
沪
二
通
道

滨
临
通
道

京
沪
通
道

京
九
通
道

沿
黄
达
海
通
道

起
讫

点
滨

州
－

日
照

滨
州

－
临

沂
滨

州
－

临
沂

德
州

－
枣

庄
德

州
－

菏
泽

东
营

－
菏

泽

主
要

控
制

点
滨

州
、

东
营

、
潍

坊
、

烟
台

、
威

海
、

青
岛

、
日

照

滨
州

、
东

营
、

潍
坊

、
日

照
、

临
沂

滨
州

、
淄

博
、

济
南

( 莱
芜

)、
临

沂
德

州
、

济
南

、
泰

安
、

济
宁

、
枣

庄
德

州
、

聊
城

、
济

宁
、

菏
泽

东
营

、
滨

州
、

淄
博

、
济

南
、

德
州

、
聊

城
、

泰
安

、
济

宁
、

菏
泽

既
有

设
施

高
速

铁
路

青
盐

铁
路

、
青

荣
城

际
京

沪
高

铁
、

石
济

客
专

普
速

铁
路

大
莱

龙
铁

路
、

龙
烟

铁
路

、
蓝

烟
铁

路
黄

大
铁

路
、

胶
新

铁
路

滨
港

铁
路

、
张

东
铁

路
、

辛
泰

铁
路

、
东

莱
铁

路
、

东
平

铁
路

京
沪

铁
路

京
九

铁
路

高
速

公
路

荣
乌

高
速

、
沈

海
高

速
、

威
青

高
速

长
深

高
速

、
潍

日
高

速

沾
临

高
速

沾
化

至
临

淄
段

、
京

沪
高

速
莱

芜
至

郯
城

段
、

秦
滨

高
速

京
台

高
速

、
济

泰
高

速
、

济
微

高
速

济
宁

新
机

场
至

枣
菏

高
速

段

德
上

高
速

、
济

广
高

速
菏

泽
至

曹
县

段
、

濮
新

高
速

东
吕

高
速

、
济

广
高

速
济

南
至

菏
泽

段
、

济
聊

高
速

、
济

高
高

速

普
通

国
省

道
G２

０ ４
烟

海
线

、
G２

２ ８
丹

东
线

、
S２

０ ２
威

青
线

S２
３ ６

辛
滨

线
、

G ５
１ ６

沾
青

线
、

G２
３３

克
黄

线

G２
０ ５

山
深

线
、

S２
３ １

张
台

线
G１

０ ４
北

平
线

、
S１

０３
济

枣
线

G１
０ ５

北
澳

线
、

S２
４２

临
商

线
、

G２
４０

保
台

线

G２
２０

东
深

线
、

S３
１ ５

孤
阳

线
、

S３
２ ５

齐
聊

线

水
运

京
杭

运
河

航
道

机
场

东
营

、
潍

坊
、

威
海

、
烟

台
、

青
岛

、
日

照
东

营
、

潍
坊

、
临

沂
临

沂
济

南
、

济
宁

菏
泽

东
营

、
济

南
、

菏
泽

—８３—



名
　
称

纵
一

纵
二

纵
三

纵
四

纵
五

沿
黄
达
海

沿
海
通
道

京
沪
二
通
道

滨
临
通
道

京
沪
通
道

京
九
通
道

沿
黄
达
海
通
道

规
划

设
施

高
速

铁
路

莱
西

至
荣

成
高

铁
、

青
日

高
铁

、
潍

坊
至

烟
台

高
铁

京
沪

高
铁

二
通

道
滨

州
至

淄
博

至
莱

芜
至

临
沂

铁
路

、
临

沂
至

连
云

港
铁

路

济
枣

高
铁

、
京

沪
新

技
术

展
望

铁
路

京
雄

商
高

铁
山

东
段

济
滨

高
铁

、
济

郑
高

铁
山

东
段

普
速

铁
路

潍
坊

至
董

家
口

港
铁

路
、

临
朐

至
沂

水
铁

路

胶
济

铁
路

与
瓦

日
铁

路
联

络
线

京
九

铁
路

与
新

兖
铁

路
联

络
线

高
速

公
路

牟
平

至
莱

州
、

烟
台

至
青

岛
明

村
至

董
家

口
、

滨
州

至
东

营
至

潍
坊

沾
临

高
速

临
淄

至
临

沂
段

、
临

沂
至

东
海

、
章

丘
至

庆
云

济
南

至
宁

津
、

济
微

高
速

济
南

至
济

宁
新

机
场

段
、

泰
安

至
枣

庄

德
郓

高
速

德
州

至
高

唐
段

、
德

郓
高

速
梁

山
至

郓
城

段
、

鄄
城

至
兰

考

东
阿

至
阳

谷
、

济
南

至
东

阿

普
通

国
省

道

水
运

京
杭

运
河

航
道

京
杭

运
河

航
道

小
清

河
航

道
、

黄
河

航
道

、
徒

骇
河

航
道

机
场

滨
州

滨
州

滨
州

、
淄

博
、

泰
安

德
州

、
枣

庄
聊

城
滨

州
、

淄
博

、
聊

城

—９３—



附
件

２

山
东

省
高

速
铁

路
网

路
线

布
局

方
案

序
号

名
称

类
型

路
线
组
成

主
要
控
制
点

一
、

纵
线

纵
一

东
部

沿
海

高
铁

干
线

支
线

青
荣

城
际

铁
路

青
岛

、
烟

台
、

威
海

青
岛

至
日

照
高

铁
青

岛
、

日
照

渤
海

海
峡

跨
海

通
道

烟
台

莱
阳

至
蓬

莱
铁

路
烟

台

纵
二

东
部

沿
海

城
际

干
线

青
岛

至
平

度
至

莱
州

铁
路

青
岛

、
烟

台

青
盐

铁
路

青
岛

、
日

照

纵
三

京
沪

高
铁

二
通

道
干

线

支
线

京
沪

高
铁

二
通

道
天

津
至

潍
坊

段
滨

州
、

东
营

、
潍

坊

京
沪

高
铁

二
通

道
潍

坊
至

宿
迁

段
潍

坊
、

临
沂

日
照

至
京

沪
高

铁
二

通
道

日
照

纵
四

滨
临

高
铁

干
线

支
线

支
线

滨
州

( 东
营

)
至

淄
博

铁
路

滨
州

、
淄

博

淄
博

至
莱

芜
铁

路
淄

博
、

济
南

莱
芜

至
临

沂
铁

路
济

南
、

临
沂

临
沂

至
连

云
港

铁
路

临
沂

淄
博

至
东

营
铁

路
淄

博
、

东
营

济
莱

高
铁

济
南

—０４—



序
号

名
称

类
型

路
线
组
成

主
要
控
制
点

纵
五

旅
游

高
铁

干
线

支
线

石
济

客
专

德
州

、
济

南

济
枣

高
铁

济
南

、
泰

安
、

济
宁

、
枣

庄

枣
庄

至
新

沂
( 徐

州
)

铁
路

枣
庄

济
滨

高
铁

济
南

至
商

河
段

济
南

纵
六

京
沪

高
铁

干
线

并
行

线

支
线

京
沪

高
铁

德
州

、
济

南
、

泰
安

、
济

宁
、

枣
庄

京
沪

新
技

术
展

望
铁

路
济

南

德
州

至
沧

州
铁

路
德

州

纵
七

济
济

城
际

干
线

支
线

济
南

至
济

宁
铁

路
济

南
、

济
宁

济
宁

至
徐

州
铁

路
济

宁

梁
山

至
济

宁
至

商
丘

( 徐
州

)
铁

路
梁

山
、

济
宁

、
菏

泽

纵
八

京
港

( 台
)

高
铁

干
线

支
线

京
雄

商
高

铁
山

东
段

德
州

、
聊

城
、

济
宁

、
菏

泽

德
州

至
聊

城
铁

路
德

州
、

聊
城

二
、

横
线

横
一

鲁
北

高
铁

干
线

潍
烟

高
铁

烟
台

、
潍

坊

德
州

至
商

河
铁

路
济

南
、

德
州

济
滨

高
铁

商
河

至
滨

州
段

滨
州

、
济

南

横
二

青
济

郑
高

铁
干

线

支
线

济
青

高
铁

青
岛

、
潍

坊
、

淄
博

、
济

南

济
郑

高
铁

山
东

段
济

南
、

聊
城

潍
莱

高
铁

青
岛

、
潍

坊

—１４—



序
号

名
称

类
型

路
线
组
成

主
要
控
制
点

横
二

青
济

郑
高

铁

支
线

支
线

支
线

莱
西

至
荣

成
铁

路
威

海
、

烟
台

、
青

岛

莱
荣

高
铁

海
阳

－
烟

台
方

向
联

络
线

烟
台

黄
台

联
络

线
济

南

横
三

济
青

城
际

干
线

支
线

胶
济

客
专

青
岛

、
潍

坊
、

淄
博

、
济

南

济
南

( 长
清

)
至

邢
台

铁
路

济
南

、
聊

城

横
四

鲁
中

高
铁

干
线

青
岛

至
京

沪
高

铁
二

通
道

联
络

线
青

岛
、

潍
坊

、
日

照

京
沪

高
铁

二
通

道
至

泰
安

至
聊

城
铁

路
日

照
、

临
沂

、
淄

博
、

济
南

、
泰

安
、

聊
城

聊
城

至
邯

郸
铁

路
聊

城

横
五

济
青

城
际

干
线

支
线

鲁
南

高
铁

日
照

至
临

沂
至

曲
阜

段
日

照
、

临
沂

、
济

宁

鲁
南

高
铁

曲
阜

至
菏

泽
至

兰
考

段
济

宁
、

菏
泽

菏
泽

至
新

乡
铁

路
菏

泽

横
六

临
枣

菏
城

际
干

线
临

沂
至

枣
庄

铁
路

临
沂

、
枣

庄

太
原

至
徐

州
铁

路
菏

泽

—２４—



附
件

３

山
东

省
普

速
铁

路
网

路
线

布
局

方
案

序
号

名
称

路
线
类
别

路
线
组
成

主
要
控
制
点

一
、

纵
线

纵
一

蓝
烟

－
胶

新
铁

路

干
线

支
线

支
线

蓝
烟

铁
路

烟
台

、
青

岛

胶
新

铁
路

青
岛

、
潍

坊
、

日
照

、
临

沂

胶
黄

铁
路

青
岛

海
凤

铁
路

烟
台

纵
二

黄
大

－
淄

东
－

滨
博

－
辛

泰
磁

莱
铁

路

干
线

支
线

支
线

支
线

黄
大

铁
路

滨
州

、
东

营

张
东

铁
路

东
营

、
滨

州
、

淄
博

辛
泰

铁
路

淄
博

、
济

南
、

泰
安

东
莱

铁
路

济
南

、
泰

安

东
平

铁
路

泰
安

、
临

沂

张
博

铁
路

淄
博

博
小

铁
路

滨
州

滨
港

铁
路

滨
州

纵
三

京
沪

铁
路

干
线

支
线

支
线

京
沪

铁
路

德
州

、
济

南
、

泰
安

、
济

宁
、

枣
庄

胶
济

铁
路

与
瓦

日
铁

路
联

络
线

济
南

十
二

里
阁

至
济

西
联

络
线

济
南

—３４—



序
号

名
称

路
线
类
别

路
线
组
成

主
要
控
制
点

纵
四

京
九

铁
路

干
线

支
线

京
九

铁
路

聊
城

、
济

宁
、

菏
泽

菏
泽

至
徐

州
铁

路
菏

泽

二
、

横
线

横
一

德
龙

烟
－

桃
威

铁
路

干
线

支
线

石
德

铁
路

德
州

德
大

铁
路

德
州

、
济

南
、

滨
州

、
东

营
、

潍
坊

大
莱

龙
铁

路
潍

坊
、

烟
台

龙
烟

铁
路

烟
台

桃
威

铁
路

烟
台

、
威

海

龙
烟

铁
路

复
线

烟
台

横
二

胶
济

－
邯

济
铁

路

干
线

干
线

支
线

胶
济

铁
路

青
岛

、
潍

坊
、

淄
博

、
济

南

邯
济

铁
路

济
南

、
聊

城

胶
济

邯
济

联
络

线
济

南

横
三

瓦
日

铁
路

干
线

支
线

支
线

瓦
日

铁
路

济
宁

、
泰

安
、

济
南

、
淄

博
、

临
沂

、
日

照

泰
肥

铁
路

泰
安

磁
东

铁
路

泰
安

横
四

菏
兖

日
铁

路

干
线

支
线

支
线

支
线

支
线

菏
兖

日
铁

路
菏

泽
、

济
宁

、
临

沂
、

日
照

坪
岚

铁
路

日
照

沂
沭

铁
路

临
沂

白
陶

铁
路

济
宁

临
沭

至
连

云
港

铁
路

临
沂

—４４—



序
号

名
称

路
线
类
别

路
线
组
成

主
要
控
制
点

三
、

其
他

支
线

铁
路

１
支

线
枣

临
铁

路
枣

庄
、

临
沂

２
支

线
海

青
铁

路
青

岛
、

潍
坊

３
支

线
聊

泰
铁

路
聊

城
、

泰
安

４
支

线
青

临
铁

路
潍

坊

５
支

线
益

羊
铁

路
潍

坊

６
支

线
寿

平
铁

路
潍

坊
、

淄
博

、
东

营
、

滨
州

７
支

线
临

朐
至

沂
水

铁
路

潍
坊

、
临

沂

８
支

线
潍

坊
至

董
家

口
港

铁
路

潍
坊

、
青

岛

９
支

线
董

家
口

至
瓦

日
铁

路
联

络
线

青
岛

、
日

照
、

临
沂

１０
支

线
济

宁
湖

西
铁

路
济

宁

１１
支

线
京

九
铁

路
与

新
兖

铁
路

联
络

线
菏

泽

四
、

市
域

铁
路

１
市

域
铁

路
青

岛
胶

州
至

潍
坊

高
密

市
域

铁
路

青
岛

、
潍

坊

２
市

域
铁

路
青

岛
即

墨
至

烟
台

海
阳

市
域

铁
路

青
岛

、
烟

台

３
市

域
铁

路
淄

博
至

博
山

市
域

铁
路

淄
博

４
市

域
铁

路
济

南
市

域
铁

路
S１

线
济

南

５
市

域
铁

路
烟

台
至

大
季

家
市

域
铁

路
烟

台

６
市

域
铁

路
烟

台
栖

霞
至

福
山

市
域

铁
路

烟
台

—５４—



序
号

名
称

路
线
类
别

路
线
组
成

主
要
控
制
点

７
市

域
铁

路
潍

坊
经

临
朐

至
沂

源
市

域
铁

路
潍

坊
、

淄
博

８
市

域
铁

路
招

远
至

栖
霞

至
桃

村
铁

路
招

远
、

栖
霞

( 桃
村

)

五
、

疏
港

铁
路

１
联

络
线

东
营

港
疏

港
铁

路
¤

¤

六
、

铁
路

专
用

线

１
联

络
线

物
流

园
、

产
业

园
等

铁
路

专
用

线

—６４—



附
件

４

山
东

省
高

速
公

路
网

路
线

布
局

方
案

序
号

编
号

名
称

主
要
控
制
点

备
注

一
、

国
家

高
速

１
G ０

１１
１

秦
皇

岛
－

滨
州

滨
州

( 沾
化

)

２
G２

北
京

－
上

海
济

南
、

莱
芜

、
临

沂

３
G ３

北
京

－
台

北
德

州
、

济
南

、
泰

安
、

曲
阜

４
G ０

３１
１

济
南

－
聊

城
济

南
、

茌
平

、
聊

城

５
G０

３２
１

德
州

－
上

饶
德

州
、

聊
城

、
菏

泽
、

巨
野

６
G ０

３２
２

北
京

－
德

州
德

州

７
G０

３ ２
３

济
宁

－
合

肥
济

宁
、

鱼
台

８
G１

５
沈

阳
－

海
口

烟
台

、
青

岛
、

日
照

９
G１

５１
１

日
照

－
兰

考
日

照
、

曲
阜

、
济

宁
、

菏
泽

１０
G２

５
长

春
－

深
圳

滨
州

、
青

州

１１
G２

５１
６

东
营

－
吕

梁
东

营
( 垦

利
)、

滨
州

、
济

南
、

高
唐

１２
G３

５
济

南
－

广
州

济
南

、
菏

泽

１３
G３

５１
１

菏
泽

－
宝

鸡
菏

泽

１４
G１

８
荣

成
－

乌
海

荣
成

、
文

登
、

威
海

、
烟

台
、

东
营

１ ５
G１

８１
３

威
海

－
青

岛
威

海
、

文
登

、
海

阳
、

青
岛

( 即
墨

)

—７４—



序
号

编
号

名
称

主
要
控
制
点

备
注

１ ６
G１

８１
５

潍
坊

－
日

照
潍

坊
、

安
丘

、
诸

城
、

日
照

１ ７
G１

８ １
８

滨
州

－
德

州
滨

州
、

庆
云

、
乐

陵
、

德
州

１８
G２

０
青

岛
－

银
川

青
岛

、
潍

坊
、

淄
博

、
济

南

１９
G２

０ １
１

青
岛

－
新

河
青

岛
、

新
河

２ ０
G２

２
青

岛
－

兰
州

青
岛

、
莱

芜
、

泰
安

、
聊

城

２１
G ９

９１
１

济
南

都
市

圈
环

线
长

清
、

齐
河

、
禹

城
、

临
邑

、
济

阳
、

章
丘

、
长

清

２２
G２

００
１

济
南

市
绕

城
高

速
历

城
、

市
中

、
槐

荫
、

齐
河

、
天

桥
、

济
阳

二
、

省
级

高
速

１
S１

济
南

－
聊

城
济

南
、

聊
城

２
S２

济
南

－
临

清
济

南
、

临
清

３
S０

２１
１

高
唐

－
台

前
高

唐
、

茌
平

、
东

昌
府

区
、

东
阿

、
阳

谷

４
S３

济
南

－
宁

津
济

南
、

齐
河

、
临

邑
、

宁
津

５
S０

３１
１

济
阳

－
齐

河
济

阳
、

齐
河

６
S ５

济
南

－
高

青
济

南
、

邹
平

、
高

青

７
S６

济
南

－
潍

坊
济

南
、

淄
博

、
潍

坊

８
S ７

济
南

－
泰

安
济

南
、

泰
安

９
S８

济
南

－
微

山
济

南
、

泰
安

、
兖

州
、

微
山

１０
S９

济
南

－
阳

谷
济

南
、

齐
河

、
东

阿
、

阳
谷

１１
S１

１
烟

台
－

海
阳

烟
台

、
乳

山
、

海
阳

—８４—



序
号

编
号

名
称

主
要
控
制
点

备
注

１２
S１

１１
１

烟
海

高
速

乳
山

联
络

线
乳

山

１ ３
S１

３
烟

台
－

青
岛

烟
台

、
青

岛

１ ４
S１

５
潍

坊
－

临
沂

潍
坊

、
青

岛
、

日
照

、
临

沂

１ ５
S１

５１
１

胶
州

－
高

密
胶

州
、

高
密

１６
S１

７
蓬

莱
－

海
阳

蓬
莱

、
栖

霞
、

海
阳

１ ７
S１

９
龙

口
－

青
岛

龙
口

、
莱

西
、

青
岛

１ ８
S２

１
新

河
－

董
家

口
平

度
、

潍
坊

、
黄

岛
( 董

家
口

)

１９
S２

７
沾

化
－

临
沂

沾
化

、
滨

州
、

淄
博

、
临

沂
、

临
沭

２０
S２

７１
２

蒙
阴

－
邳

州
蒙

阴
、

兰
陵

２１
S２

９
滨

州
－

台
儿

庄
滨

州
、

淄
博

、
莱

芜
、

新
泰

、
临

沂
、

台
儿

庄

２２
S２

９１
１

沂
源

－
莱

芜
沂

源
、

莱
芜

２３
S２

９１
２

滨
台

高
速

台
儿

庄
联

络
线

台
儿

庄

２ ４
S３

１
泰

安
－

新
泰

泰
安

、
新

泰

２ ５
S３

３
济

南
－

徐
州

东
平

、
济

宁

２ ６
S３

５
庆

云
－

枣
庄

庆
云

、
滨

州
、

章
丘

、
泰

安
、

枣
庄

２ ７
S３

７
德

州
－

郓
城

德
州

、
聊

城
、

郓
城

２ ８
S３

７１
１

东
阿

－
聊

城
东

阿
、

聊
城

２９
S３

９
临

清
－

莘
县

临
清

、
莘

县

３ ０
S４

１
濮

阳
－

阳
新

鄄
城

、
曹

县

—９４—



序
号

编
号

名
称

主
要
控
制
点

备
注

３１
S１

０
威

海
－

莱
州

威
海

、
牟

平
、

栖
霞

、
莱

州

３２
S１

２
寿

光
－

无
棣

潍
坊

、
东

营
、

滨
州

３３
S１

４
高

青
－

武
城

高
青

、
商

河
、

武
城

３ ４
S１

６
荣

成
－

潍
坊

荣
成

、
烟

台
、

青
岛

、
潍

坊

３ ５
S１

６ １
２

莱
州

－
青

岛
莱

州
、

青
岛

３ ６
S１

８
寒

亭
－

章
丘

潍
坊

、
东

营
、

淄
博

、
滨

州
、

济
南

３ ７
S２

２
黄

岛
－

诸
城

黄
岛

、
诸

城

３ ８
S２

４
青

岛
－

商
丘

青
岛

、
潍

坊
、

淄
博

、
临

沂
、

济
宁

、
菏

泽

３９
S２

４１
１

昌
乐

－
临

朐
昌

乐
、

临
朐

４ ０
S２

６
莱

芜
－

泰
安

莱
芜

、
泰

安

４１
S２

８
莘

县
－

南
乐

莘
县

４ ２
S３

０
董

家
口

－
梁

山
黄

岛
( 董

家
口

)、
日

照
、

泰
安

、
济

宁
、

梁
山

４３
S３

２
菏

泽
－

东
明

东
明

４４
S３

４
平

邑
－

鄄
城

平
邑

、
济

宁
、

鄄
城

４５
S３

６
日

照
－

滕
州

日
照

、
临

沂
、

滕
州

４６
S３

８
岚

山
－

菏
泽

岚
山

、
临

沂
、

枣
庄

、
济

宁
、

菏
泽

４７
S３

８１
２

岚
菏

高
速

微
山

联
络

线
薛

城
、

微
山

４８
S３

８ １
３

鄄
城

－
兰

考
鄄

城
、

东
明

、
兰

考

４９
S４

０
单

县
－

曹
县

单
县

、
曹

县

—０５—



序
号

编
号

名
称

主
要
控
制
点

备
注

５０
S ４

０ １
１

金
乡

－
永

城
金

乡
、

永
城

５１
S６

１
青

岛
流

亭
机

场
高

速
青

岛

５２
S ６

２
青

岛
新

机
场

高
速

胶
州

５３
S ６

２１
１

青
岛

新
机

场
高

速
连

接
线

胶
州

５４
S７

１０
１

滨
州

港
疏

港
高

速
滨

州

５５
S ７

２ ０
１

东
营

港
疏

港
高

速
东

营

５６
S７

３ ０
１

潍
坊

港
疏

港
高

速
潍

坊

５７
S ７

４ ０
１

烟
台

莱
州

港
区

疏
港

高
速

莱
州

５８
S ７

４０
２

烟
台

西
港

区
疏

港
高

速
烟

台

５９
S ７

６ ０
１

青
岛

前
湾

港
区

１
号

疏
港

高
速

黄
岛

６０
S ７

６０
２

青
岛

前
湾

港
区

２
号

疏
港

高
速

黄
岛

６ １
S７

６ ０
３

青
岛

前
湾

港
区

３
号

疏
港

高
速

黄
岛

６２
S ７

８０
１

日
照

石
臼

港
区

疏
港

高
速

日
照

６３
S７

８ ０
２

日
照

岚
山

港
区

疏
港

高
速

岚
山

６４
S ８

１０
５

济
南

市
华

山
连

接
线

高
速

济
阳

６５
S８

２
济

南
顺

河
高

架
连

接
线

高
速

济
南

适
时

调
整

为
S８

１０
１

６６
S ８

３
枣

庄
连

接
线

高
速

枣
庄

适
时

调
整

为
S ８

４０
１

６７
S８

４
德

州
连

接
线

高
速

德
州

适
时

调
整

为
S９

３０
１

６ ８
S８

５
胶

州
湾

大
桥

青
岛

适
时

调
整

为
S８

２ ０
１

—１５—



序
号

编
号

名
称

主
要
控
制
点

备
注

６９
S ８

５０
１

东
营

市
河

口
连

接
线

东
营

７ ０
S８

５１
１

胶
州

湾
大

桥
红

岛
连

接
线

青
岛

适
时

调
整

为
S８

２ ０
２

７１
S ８

５１
２

胶
州

湾
大

桥
胶

州
连

接
线

青
岛

适
时

调
整

为
S ８

２０
３

７２
S ８

６
济

广
高

速
济

南
连

接
线

济
南

适
时

调
整

为
S ８

１ ０
２

７３
S８

８
济

南
绕

城
高

速
济

南
连

接
线

济
南

适
时

调
整

为
S８

１０
３

７４
S ８

９
京

沪
高

速
济

南
连

接
线

济
南

适
时

调
整

为
S ８

１ ０
４

７５
S８

９ ０
１

泰
安

－
东

平
肥

城
、

东
平

７６
S９

００
１

威
海

连
接

线
威

海

７７
S９

２０
１

临
沂

－
徐

州
临

沂

７ ８
S９

３０
２

德
上

高
速

连
接

线
德

州

７９
S９

３０
３

德
州

市
故

城
连

接
线

德
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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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
件

５

山
东

省
普

通
国

省
道

路
线

布
局

方
案

序
号

编
号

名
称

主
要
控
制
点

一
、

普
通

国
道

１
G１

０４
北

京
－

平
潭

宁
津

、
临

邑
、

济
南

、
泰

安
、

曲
阜

、
邹

城
、

滕
州

、
微

山

２
G１

０５
北

京
－

澳
门

德
州

、
高

唐
、

茌
平

、
东

阿
、

平
阴

、
汶

上
、

济
宁

、
金

乡
、

单
县

３
G１

０ ６
北

京
－

广
州

东
明

４
G２

０４
烟

台
－

上
海

烟
台

、
莱

阳
、

莱
西

、
即

墨
、

城
阳

、
胶

州
、

黄
岛

、
日

照

５
G２

０ ５
山

海
关

－
深

圳
庆

云
、

无
棣

、
滨

州
、

博
兴

、
桓

台
、

淄
博

、
莱

芜
、

新
泰

、
蒙

阴
、

临
沂

、
郯

城

６
G２

０６
威

海
－

汕
头

威
海

、
文

登
、

栖
霞

、
招

远
、

莱
州

、
昌

邑
、

潍
坊

、
安

丘
、

诸
城

、
莒

县
、

临
沂

、
兰

陵

７
G２

２０
东

营
－

深
圳

东
营

、
利

津
、

滨
州

、
济

阳
、

济
南

、
平

阴
、

梁
山

、
郓

城
、

菏
泽

、
定

陶
、

曹
县

８
G２

２８
丹

东
－

东
兴

滨
州

、
东

营
、

莱
州

、
龙

口
、

蓬
莱

、
烟

台
、

威
海

、
荣

成
、

文
登

、
乳

山
、

海
阳

、
即

墨
、

城
阳

、
胶

州
、

黄
岛

、
日

照

９
G２

３３
克

什
克

腾
－

黄
山

庆
云

、
惠

民
、

高
青

、
淄

博
、

青
州

、
临

朐
、

沂
水

、
沂

南
、

临
沂

、
临

沭

１０
G２

３ ７
济

宁
－

宁
德

济
宁

、
鱼

台

１１
G２

４０
保

定
－

台
山

武
城

、
夏

津
、

聊
城

、
莘

县
、

范
县

、
鄄

城
、

菏
泽

１２
G３

０８
文

登
－

石
家

庄
文

登
、

莱
阳

、
莱

西
、

平
度

、
潍

坊
、

寿
光

、
桓

台
、

邹
平

、
济

南
、

齐
河

、
高

唐
、

夏
津

１３
G３

０ ９
青

岛
－

兰
州

青
岛

、
即

墨
、

高
密

、
潍

坊
、

昌
乐

、
青

州
、

淄
博

、
章

丘
、

济
南

、
茌

平
、

聊
城

、
冠

县

１４
G３

１０
连

云
港

－
共

和
郯

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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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
号

编
号

名
称

主
要
控
制
点

１ ５
G３

２ ７
连

云
港

－
固

原
临

沭
、

临
沂

、
费

县
、

平
邑

、
泗

水
、

曲
阜

、
兖

州
、

济
宁

、
嘉

祥
、

巨
野

、
菏

泽
、

东
明

１ ６
G３

３９
滨

州
港

－
榆

林
滨

州
港

、
无

棣
、

庆
云

、
乐

陵
、

宁
津

１ ７
G３

４０
东

营
港

－
子

长
东

营
港

、
沾

化
、

无
棣

、
阳

信
、

惠
民

、
商

河
、

临
邑

、
平

原
、

武
城

１ ８
G３

４１
黄

岛
－

海
晏

黄
岛

、
诸

城
、

沂
源

、
莱

芜
、

泰
安

、
肥

城
、

平
阴

、
东

阿
、

阳
谷

１ ９
G３

４ ２
日

照
－

凤
县

日
照

( 日
照

港
)、

五
莲

、
莒

县
、

沂
水

、
蒙

阴
、

新
泰

、
宁

阳
、

汶
上

、
梁

山
、

台
前

２ ０
G ５

１ ３
临

邑
－

德
州

临
邑

、
陵

城
、

德
州

２１
G５

１ ４
齐

河
－

邯
郸

齐
河

、
禹

城
、

高
唐

、
夏

津
、

临
清

２２
G ５

１ ６
沾

化
－

青
州

沾
化

、
垦

利
、

东
营

、
广

饶
、

青
州

２ ３
G ５

１ ７
蓬

莱
－

莱
西

蓬
莱

、
莱

西

２ ４
G ５

１ ８
日

照
－

定
陶

日
照

( 岚
山

港
)、

莒
南

、
临

沂
、

山
亭

、
枣

庄
、

微
山

、
单

县
、

成
武

、
定

陶

２ ５
G ６

１ ８
德

州
－

石
家

庄
德

州

２ ６
G ６

１９
德

州
－

晋
中

德
州

二
、

普
通

省
道

１
S１

０ １
济

南
－

德
州

济
南

、
齐

河
、

禹
城

、
平

原
、

德
州

２
S１

０２
济

南
－

青
岛

济
南

、
章

丘
、

邹
平

、
淄

博
、

临
淄

、
青

州
、

昌
乐

、
安

丘
、

高
密

、
胶

州
、

青
岛

３
S１

０ ３
济

南
－

枣
庄

济
南

、
泰

安
、

泗
水

、
邹

城
、

平
邑

、
山

亭
、

枣
庄

４
S１

０ ４
济

南
－

微
山

长
清

、
肥

城
、

宁
阳

、
兖

州
、

济
宁

、
邹

城
、

滕
州

、
微

山

５
S１

０ ５
济

南
－

聊
城

长
清

、
齐

河
、

东
阿

、
茌

平
、

聊
城

６
S２

０ １
威

海
－

东
山

威
海

、
文

登
、

荣
成

东
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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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
号

编
号

名
称

主
要
控
制
点

７
S２

０ ２
威

海
－

青
岛

威
海

、
文

登
、

乳
山

、
海

阳
、

莱
阳

、
即

墨
、

青
岛

８
S２

０ ３
蒲

湾
－

石
岛

环
翠

蒲
湾

、
荣

成
石

岛

９
S２

０ ４
初

村
－

张
家

埠
环

翠
初

村
、

文
登

张
家

埠

１ ０
S２

０５
上

庄
－

泽
头

牟
平

上
庄

、
文

登
泽

头

１１
S２

０ ６
牟

平
－

徐
家

牟
平

、
乳

山
徐

家

１２
S２

０７
莱

山
－

乳
山

口
莱

山
、

牟
平

、
乳

山
乳

山
口

１ ３
S２

０ ８
烟

台
－

海
阳

所
烟

台
、

牟
平

、
乳

山
海

阳
所

１ ４
S２

０ ９
蓬

莱
－

黄
岛

蓬
莱

、
栖

霞
、

莱
阳

、
即

墨
、

青
岛

、
黄

岛

１ ５
S２

１０
烟

台
－

凤
城

烟
台

、
栖

霞
、

海
阳

凤
城

１ ６
S２

１１
店

集
－

沙
子

口
即

墨
店

集
、

崂
山

沙
子

口

１ ７
S２

１２
王

哥
庄

－
南

龙
口

崂
山

王
哥

庄
、

崂
山

南
龙

口

１８
S２

１ ３
龙

口
－

青
岛

龙
口

、
招

远
、

莱
西

、
即

墨
、

青
岛

１９
S２

１ ４
南

墅
－

城
阳

莱
西

南
墅

、
即

墨
、

城
阳

２０
S２

１ ５
黄

岛
－

大
场

黄
岛

、
黄

岛
大

场

２１
S２

１ ６
黄

岛
－

渔
池

黄
岛

、
黄

岛
渔

池

２２
S２

１ ７
朱

桥
－

诸
城

莱
州

朱
桥

、
平

度
、

胶
州

、
诸

城

２３
S２

１ ８
三

山
岛

－
城

阳
莱

州
三

山
岛

、
平

度
、

即
墨

、
城

阳

２４
S２

１９
灰

埠
－

里
岔

平
度

灰
埠

、
高

密
、

胶
州

里
岔

２５
S２

２０
平

度
－

日
照

平
度

、
高

密
、

诸
城

、
黄

岛
、

日
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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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
号

编
号

名
称

主
要
控
制
点

２ ６
S２

２１
下

营
－

小
关

昌
邑

下
营

、
安

丘
、

临
朐

小
关

２ ７
S２

２２
央

子
－

赣
榆

寒
亭

央
子

、
潍

坊
、

安
丘

、
诸

城
、

五
莲

、
日

照
、

岚
山

２ ８
S２

２ ３
滨

海
－

九
山

潍
坊

滨
海

、
昌

乐
、

临
朐

九
山

２９
S２

２ ４
大

家
洼

－
沂

山
寿

光
大

家
洼

、
昌

乐
、

临
朐

沂
山

３ ０
S２

２５
莒

县
－

阿
湖

莒
县

、
莒

南
、

临
沭

阿
湖

３１
S２

２ ６
羊

口
－

青
州

寿
光

羊
口

、
青

州

３２
S２

２ ７
河

口
－

辛
店

河
口

、
利

津
、

东
营

、
广

饶
、

临
淄

辛
店

３３
S２

２ ８
黄

河
口

－
临

朐
垦

利
黄

河
口

、
东

营
、

博
兴

、
临

淄
、

青
州

、
临

朐

３ ４
S２

２９
沂

源
－

邳
州

沂
源

、
沂

水
、

沂
南

、
临

沂
、

费
县

、
兰

陵

３ ５
S２

３ ０
汤

庄
－

东
海

临
沂

汤
庄

、
兰

陵
、

郯
城

３ ６
S２

３１
张

店
－

台
儿

庄
张

店
、

博
山

、
沂

源
、

蒙
阴

、
费

县
、

兰
陵

、
枣

庄
、

台
儿

庄

３ ７
S２

３ ２
张

店
－

鲁
村

张
店

、
博

山
、

沂
源

鲁
村

３ ８
S２

３３
东

风
港

－
大

高
无

棣
东

风
港

、
沾

化
大

高

３９
S２

３ ４
惠

民
－

沂
水

惠
民

、
邹

平
、

章
丘

、
莱

芜
、

钢
城

、
沂

源
、

蒙
阴

、
沂

水

４０
S２

３ ５
高

青
－

淄
川

高
青

、
邹

平
、

淄
川

４１
S２

３ ６
辛

集
－

滨
城

无
棣

辛
集

、
沾

化
、

滨
城

４２
S２

３ ７
章

丘
－

新
泰

章
丘

、
莱

芜
、

泰
安

、
新

泰

４３
S２

３８
店

子
－

韩
庄

山
亭

店
子

、
微

山
韩

庄

４４
S２

３９
乐

陵
－

滨
城

乐
陵

、
阳

信
、

惠
民

、
滨

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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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
号

编
号

名
称

主
要
控
制
点

４５
S２

４０
盐

山
－

济
南

乐
陵

盐
山

、
商

河
、

济
阳

、
章

丘
、

济
南

４６
S２

４１
临

邑
－

徐
州

临
邑

、
济

阳
、

章
丘

、
莱

芜
、

泰
安

、
新

泰
、

平
邑

、
费

县
、

山
亭

、
枣

庄
、

台
儿

庄

４７
S２

４２
临

邑
－

商
丘

临
邑

、
齐

河
、

禹
城

、
高

唐
、

茌
平

、
聊

城
、

阳
谷

、
梁

山
、

郓
城

、
巨

野
、

成
武

、
曹

县

４ ８
S２

４３
泰

安
－

梁
山

泰
安

、
肥

城
、

东
平

、
梁

山

４ ９
S２

４４
汶

上
－

金
乡

汶
上

、
嘉

祥
、

金
乡

５ ０
S２

４５
临

清
－

博
平

临
清

、
茌

平
博

平

５１
S２

４６
临

清
－

邹
城

临
清

、
聊

城
、

阳
谷

、
东

阿
、

东
平

、
汶

上
、

兖
州

、
邹

城

５２
S２

４７
临

清
－

大
名

临
清

、
冠

县
、

莘
县

５３
S２

４８
临

清
－

观
城

临
清

、
冠

县
、

莘
县

观
城

５４
S２

４９
魏

庄
－

阳
谷

莘
县

魏
庄

、
阳

谷

５５
S２

５０
曹

县
－

商
丘

曹
县

５６
S２

５ １
东

明
－

民
权

东
明

、
菏

泽
、

定
陶

、
曹

县

５７
S２

５２
东

明
－

兰
考

东
明

５８
S３

０ １
成

山
－

初
村

荣
成

成
山

、
环

翠
初

村

５９
S３

０ ２
成

山
头

－
威

海
荣

成
成

山
头

、
威

海

６０
S３

０ ３
俚

岛
－

李
格

庄
荣

成
俚

岛
、

威
海

、
文

登
、

牟
平

李
格

庄

６１
S３

０ ４
烟

台
－

招
远

烟
台

、
蓬

莱
、

龙
口

、
招

远

６２
S３

０ ５
石

岛
－

泽
头

荣
成

石
岛

、
文

登
泽

头

６３
S３

０６
海

阳
－

莱
州

海
阳

、
栖

霞
、

招
远

、
莱

州

—７５—



序
号

编
号

名
称

主
要
控
制
点

６４
S３

０ ７
小

纪
－

莱
州

海
阳

小
纪

、
莱

阳
、

莱
西

、
莱

州

６５
S３

０８
烟

台
－

栖
霞

烟
台

、
栖

霞

６６
S３

０ ９
田

横
－

高
青

即
墨

田
横

、
平

度
、

昌
邑

、
寒

亭
、

寿
光

、
广

饶
、

博
兴

、
滨

州
、

高
青

６７
S３

１ ０
躬

家
庄

－
崔

家
集

莱
西

躬
家

庄
、

平
度

崔
家

集

６ ８
S３

１１
黄

岛
－

张
家

屯
黄

岛
、

胶
州

张
家

屯

６９
S３

１２
张

家
楼

－
海

青
黄

岛
张

家
楼

、
黄

岛
海

青

７ ０
S３

１ ３
日

照
－

滕
州

日
照

、
莒

县
、

沂
南

、
蒙

阴
、

平
邑

、
邹

城
、

山
亭

、
滕

州

７１
S３

１ ４
涛

雒
－

汤
头

东
港

涛
雒

、
岚

山
、

莒
南

、
河

东
汤

头

７２
S ３

１ ５
孤

岛
－

阳
信

河
口

孤
岛

、
利

津
、

滨
州

、
惠

民
、

阳
信

７３
S３

１ ６
寿

光
－

高
青

寿
光

、
广

饶
、

博
兴

、
高

青

７４
S３

１ ７
临

朐
－

历
城

临
朐

、
沂

源
、

博
山

、
莱

芜
、

章
丘

、
历

城

７５
S３

１８
郯

城
－

兰
考

郯
城

、
兰

陵
、

枣
庄

、
薛

城
、

微
山

、
鱼

台
、

金
乡

、
成

武
、

曹
县

７６
S３

１９
临

沂
－

鄄
城

平
邑

、
邹

城
、

济
宁

、
嘉

祥
、

郓
城

、
鄄

城

７７
S３

２０
山

亭
－

留
庄

山
亭

、
滕

州
留

庄

７ ８
S３

２１
枣

庄
－

梁
山

枣
庄

、
山

亭
、

滕
州

、
邹

城
、

济
宁

、
汶

上
、

梁
山

７９
S３

２２
枣

庄
－

欢
城

枣
庄

、
滕

州
、

微
山

欢
城

８０
S３

２３
乐

陵
－

馆
陶

乐
陵

、
临

邑
、

陵
城

、
平

原
、

夏
津

、
临

清
、

冠
县

８ １
S３

２ ４
宁

津
－

武
城

宁
津

、
陵

城
、

德
州

、
武

城

８２
S３

２ ５
齐

河
－

聊
城

齐
河

、
东

阿
、

聊
城

—８５—



序
号

编
号

名
称

主
要
控
制
点

８３
S３

２ ６
泰

安
－

商
老

庄
泰

安
、

肥
城

、
东

平
商

老
庄

８４
S３

２ ７
巨

野
－

鄄
城

巨
野

、
郓

城
、

鄄
城

８５
S３

２ ８
丰

县
－

长
垣

鱼
台

、
金

乡
、

成
武

、
定

陶
、

菏
泽

、
东

明

８６
S３

２９
青

固
集

－
庄

寨
曹

县
青

固
集

、
曹

县
庄

寨

８７
S５

０ １
北

长
山

－
南

长
山

蓬
莱

北
长

山
、

蓬
莱

南
长

山

８８
S ５

０２
南

墅
－

武
备

莱
西

南
墅

、
莱

西
武

备

８ ９
S５

０ ３
鳌

山
卫

－
东

大
洋

即
墨

鳌
山

卫
、

城
阳

东
大

洋

９０
S ５

０ ４
薛

家
岛

环
岛

路
黄

岛
薛

家
岛

９１
S ５

０ ５
夏

邱
－

土
山

莱
州

夏
邱

、
莱

州
土

山

９２
S ５

０ ６
陶

家
－

大
莲

东
港

陶
家

、
东

港
大

莲

９ ３
S ５

０ ７
东

营
－

利
津

东
营

、
垦

利
、

利
津

９ ４
S ５

０８
田

庄
－

广
北

农
场

东
营

田
庄

、
广

饶
广

北
农

场

９ ５
S ５

０ ９
青

州
－

周
村

青
州

、
临

淄
、

淄
川

、
周

村

９ ６
S ５

１ ０
泉

头
－

王
村

淄
川

龙
泉

、
周

村
王

村

９ ７
S ５

１１
大

口
河

－
车

镇
无

棣
大

口
河

、
无

棣
车

王

９８
S ５

１２
泗

水
－

尼
山

泗
水

、
曲

阜
尼

山

９９
S５

１３
滕

州
－

薛
城

滕
州

、
薛

城

１０
０

S５
１５

枣
庄

－
薛

城
枣

庄
、

薛
城

１０
１

S ５
１ ６

陵
城

－
衡

水
陵

城
、

德
州

—９５—



序
号

编
号

名
称

主
要
控
制
点

１０
２

S ５
１ ７

单
县

－
虞

城
单

县

１ ０
３

S５
１ ８

砀
山

－
单

县
单

县

１０
４

S ５
１ ９

无
棣

－
阳

信
无

棣
、

阳
信

１ ０
５

S ５
２ ０

高
唐

－
临

清
高

唐
、

临
清

—０６—



附
件

６

山
东

省
沿

海
港

口
货

物
运

输
系

统
布

局
方

案

名
称

集
装
箱

系
统
重
点

港
址

煤
炭
系
统

重
点
港
址

原
油
系
统

重
点
港
址

散
粮
系
统

重
点
港
址

进
口
铁
矿
石

系
统
重
点

港
址

邮
轮
系
统

重
点
港
址

商
品
汽
车

系
统
重
点

港
址

滚
装
系
统

重
点
港
址

铝
矾
土

重
点
港
址

青
岛

港
前

湾
港

区
前

湾
港

区
、

董
家

口
港

区
黄

岛
港

区
、

董
家

口
港

区
董

家
口

港
区

前
湾

港
区

、
董

家
口

港
区

老
港

区
前

湾
港

区

烟
台

港
蓬

莱
港

区
龙

口
港

区
、

西
港

区
、

莱
州

港
区

西
港

区
芝

罘
湾

港
区

、
长

岛
港

区
蓬

莱
港

区
蓬

莱
港

区
、

龙
口

港
区

西
港

区
、

龙
口

港
区

日
照

港
石

臼
港

区
石

臼
港

区
岚

山
港

区
石

臼
港

区
石

臼
港

区
、

岚
山

港
区

石
臼

港
区

威
海

港
威

海
湾

港
区

威
海

湾
港

区
威

海
湾

港
区

威
海

湾
港

区
、

石
岛

港
区

潍
坊

港
中

港
区

中
港

区

东
营

港
东

营
港

区
东

营
港

区

滨
州

港
海

港
港

区

—１６—



附
件

７

山
东

省
内

河
航

道
布

局
方

案

航
道
名
称

起
讫
点

里
程

( 公
里

)
现
状
等
级

规
划
等
级

( 含
展
望

)

合
计

３ １
３ ９

¤ ０

一
、

国
家

高
等

级
航

道
１１

７６
¤ ６

纵
一

:
京

杭
运

河
航

道
８５

８¤
１

黄
河

以
北

２ ６
５

/
II

黄
河

以
南

３９
３¤

１

东
平

湖
湖

区
黄

河
－

八
里

湾
船

闸
３０

－
/ I
II

II

柳
长

河
八

里
湾

船
闸

－
邓

楼
船

闸
２１

III
II

梁
济

运
河

( 邓
楼

以
南

)
邓

楼
船

闸
－

醋
刘

庄
６ ２

¤ ３
III

/ I
I

II

南
四

湖
湖

东
线

醋
刘

庄
－

韩
庄

船
闸

１２
３

II
II

韩
庄

船
闸

－
陶

沟
河

口
３ ８

¤ ５
III

II

南
四

湖
湖

西
线

醋
刘

庄
－

微
山

一
线

船
闸

６３
¤ ７

V I
II

微
山

一
线

船
闸

－
苏

鲁
交

界
５４

¤ ６
II

II

京
杭

运
河

与
小

清
河

连
通

航
道

京
杭

运
河

( 阿
城

镇
)

－
小

清
河

济
南

港
２０

０
/

II

横
一

:
小

清
河

航
道

２０
５¤

２

小
清

河
航

道
柴

庄
闸

－
潍

坊
港

西
港

区
１８

１¤
２

/
II

支
脉

河
航

道
广

北
港

区
－

支
脉

河
－

广
利

港
区

２ ４
/

II

—２６—



航
道
名
称

起
讫
点

里
程

( 公
里

)
现
状
等
级

规
划
等
级

( 含
展
望

)

横
二

:
新

万
福

河
航

道
１１

３¤
３

新
万

福
河

航
道

日
兰

高
速

定
陶

连
接

线
桥

－
新

万
福

河
河

口
９５

¤ ８
－
/ I
II

II

南
靳

庄
－

侯
楼

航
道

南
靳

庄
－

新
万

福
河

侯
楼

闸
下

１ ７
¤ ５

/
II

二
、

地
区

性
重

要
航

道
１ ３

７３
¤ ８

横
向

地
区

性
重

要
航

道
１１

６ １
¤ ５

徒
骇

河
航

道
四

新
河

与
徒

骇
河

交
叉

口
－

东
风

港
３０

５¤
５

－
/ I
II

级
单

线
III

黄
河

航
道

斜
辛

庄
－

黄
河

河
口

６４
１

/
IV

漳
卫

新
河

航
道

四
女

寺
－

减
河

与
漳

卫
新

河
交

汇
口

５４
/

V

减
河

与
漳

卫
新

河
交

汇
口

－
大

口
河

口
１ ６

１
－
/ V

I
V

京
杭

运
河

重
要

支
线

航
道

２１
２¤

３

大
清

河
航

道
戴

村
坝

－
东

平
湖

主
航

道
３２

¤ ９
/

II

梁
济

运
河

航
道

( 邓
楼

以
北

)
寿

张
集

作
业

区
－

京
杭

运
河

主
航

道
１９

¤ ５
III

II

郓
城

新
河

航
道

G２
２０

郓
城

新
河

大
桥

－
梁

济
运

河
２ ４

¤ ５
/

III

泉
河

航
道

汶
上

环
城

北
路

桥
－

梁
济

运
河

２ ５
¤ ３

/
III

洙
水

河
航

道
巨

野
孙

庄
桥

－
嘉

祥
船

闸
１９

III
级

单
线

III

嘉
祥

船
闸

－
京

杭
运

河
３２

¤ ９
III

级
单

线
II

老
万

福
河

航
道

金
乡

港
金

桥
作

业
区

－
上

级
湖

湖
西

航
道

３１
¤ ８

I V
III

白
马

河
航

道
荣

信
港

－
京

杭
运

河
主

航
道

２ ６
¤ ４

III
II

三
、

一
般

航
道

５ ８
８¤

６

—３６—



航
道
名
称

起
讫
点

里
程

( 公
里

)
现
状
等
级

规
划
等
级

( 含
展
望

)

四
新

河
航

道
位

山
西

沉
沙

池
－

四
新

河
与

徒
骇

河
交

叉
口

３３
/

III

东
平

湖
银

山
航

道
银

山
作

业
区

－
京

杭
运

河
东

平
湖

区
主

航
道

４
III

II

东
平

湖
老

湖
航

道
老

湖
作

业
区

－
京

杭
运

河
东

平
湖

区
主

航
道

３¤
７

III
II

郓
巨

河
航

道
唐

店
节

制
闸

－
巨

野
港

３２
/

I V

北
大

溜
河

航
道

金
乡

港
胡

集
作

业
区

－
河

湾
村

１５
I V

III

蔡
河

航
道

满
硐

－
河

湾
村

２２
¤ ９

/
I V

河
湾

村
－

蔡
河

河
口

４¤
６

IV
III

蔡
河

河
口

－
京

杭
运

河
主

航
道

( 湖
东

线
)

６¤
１

VI
III

湖
西

白
马

河
航

道
肖

云
镇

－
老

万
福

河
２９

/
III

西
支

河
航

道
鱼

台
北

外
环

桥
－

上
级

湖
湖

西
航

道
３¤

４
VI

III

复
兴

河
航

道
济

徐
分

界
－

京
杭

运
河

主
航

道
１ ６

Ⅶ
/ V

III

王
苏

白
航

道
上

级
湖

湖
西

航
道

－
京

杭
运

河
( 湖

东
)

４
V

III

刘
楼

河
航

道
爱

湖
－

高
楼

７¤
６

III
III

西
单

－
南

阳
航

道
西

单
－

独
山

－
南

阳
９

VI
III

滕
微

航
道

滨
湖

作
业

区
－

京
杭

运
河

主
航

道
７¤

４
III

级
单

线
II

城
郭

河
航

道
西

岗
作

业
区

－
京

杭
运

河
主

航
道

４
VI

II

薛
微

航
道

薛
城

港
区

－
京

杭
运

河
主

航
道

５¤
３

III
级

单
线

II

微
山

岛
航

道
微

山
岛

－
塘

湖
码

头
４

V I
III

伊
家

河
航

道
韩

庄
运

河
口

－
台

儿
庄

闸
上

游
３７

¤ ２
/

III

—４６—



航
道
名
称

起
讫
点

里
程

( 公
里

)
现
状
等
级

规
划
等
级

( 含
展
望

)

陶
沟

河
航

道
后

丘
后

村
桥

－
陶

沟
河

河
口

３２
¤ ７

/
III

安
济

河
航

道
新

万
福

河
交

汇
口

－
东

鱼
河

交
汇

口
２ ５

¤ １
/

III

东
鱼

河
北

支
航

道
新

万
福

河
交

汇
口

－
东

鱼
河

交
汇

口
２ ４

/
III

东
鱼

河
航

道
G３

５
下

游
１¤

５
公

里
－

安
济

河
、

东
鱼

河
交

汇
口

１ ４
/

III

东
鱼

河
北

支
、

东
鱼

河
交

汇
口

－
胜

利
河

２２
¤ ４

/
III

胜
利

河
航

道
单

县
小

高
村

－
东

鱼
河

交
汇

口
８¤

４
/

III

团
结

河
航

道
曹

县
王

集
镇

－
东

鱼
河

交
汇

口
２０

/
III

秦
口

河
航

道
秦

口
河

港
区

上
界

( 仝
家

河
河

口
)

－
东

风
港

６
/

III

挑
河

航
道

金
河

一
路

桥
－

挑
河

河
口

１ ３
¤ ５

/
III

绣
针

河
航

道
南

马
家

岭
村

桥
－

绣
针

河
出

海
口

２４
¤ ３

/
III

鱼
清

河
航

道
清

河
崖

－
后

双
集

１ ５
/

V

惠
河

航
道

惠
河

口
－

鱼
城

２２
¤ ５

/
V

赵
庙

－
夏

镇
航

道
赵

庙
港

－
夏

镇
９¤

８
VI

V

洸
府

河
航

道
南

阳
湖

农
场

－
屯

头
２２

¤ ５
/

V

西
泇

河
航

道
苍

山
陈

桥
闸

－
董

塘
村

２４
¤ ２

/
V

沂
河

航
道

刘
家

道
口

－
郯

城
渡

口
５６

/
V

注
:
１¤

V
级

以
下

航
道

由
市

级
规

划
确

定
.

　
　
２¤

进
港

航
道

由
港

口
总

体
规

划
确

定
.

—５６—



附
件

８

山
东

省
综

合
立

体
交

通
网

主
骨

架
布

局
示

意
图

—６６—



附
件

９

山
东

省
高

速
铁

路
网

布
局

规
划

示
意

图

—７６—



附
件

１０

山
东

省
普

速
铁

路
网

布
局

规
划

示
意

图

—８６—



附
件

１１

山
东

省
高

速
公

路
网

布
局

规
划

示
意

图

—９６—



附
件

１２

山
东

省
高

速
公

路
网

行
政

等
级

规
划

示
意

图

—０７—



附
件

１ ３

山
东

省
普

通
国

省
道

布
局

规
划

示
意

图

—１７—



附
件

１４

山
东

省
沿

海
港

口
和

内
河

水
运

布
局

规
划

示
意

图

—２７—



附
件

１５

山
东

省
民

用
运

输
机

场
布

局
规

划
示

意
图

—３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