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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华人民共和国住房和城乡建设部公告

2019 年第 221 号

住房和城乡建设部关于发布国家标准

《城市道路交通设施设计规范》局部修订的公告

现批准国家标准《城市道路交通设施设计规范 )) (Gß 50688-

20 11 )局部修订的条文，自 2019 年 9 月 1 日起实施 。 经此次修改

的原条文同时废止 。

局部修订条文及具体内容在住房和城乡 建设部门户网站

(www. mohurd . gov . cn) 公开，并将在近期出版的《工程建设标准

化》杂志刊登 。

中华人民共和国住房和城乡建设部

2019 年 8 月 20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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局部修订说明

本规范此次局部修订是根据住房和城乡建设部《关于印发

2019 年工程建设规范和标准编制及相关工作计划的通知 )) ( 建标

函 ( 20 19 ) 8 号)的要求，由上海市政工程设计研究总院(集团)

有限公司会同有关单位对 《城市道路交通设施设计规范 )) GB

50688-2011 进行修订而成 。

本次局部修订的主要技术内容是，1.提高了城市道路防撞护

栏防护等级; 2 . 补充和完善了城市道路防撞护栏选用原则与设置

条件; 3 . 调整和补充了城市桥梁防撞护栏设置规定 。

本次局部修订合计 8 条，分别为第 7.2. 1 条、 7 . 2 . 2 条 、 7 . 2 . 3

条、 7 . 2.3A 条、 7.2 . 4 条、 7 .2 . 7 条、 7.2. 9 条、 7. 5 . 2 条 。

本规范中下划线部分表示修改的内容;以黑体字标识的条文

为强制性条文，必须严格执行 。

本规范由住房和城乡建设部负责管理和对强制性条文的解

释，上海市政工程设计研究总院(集团)有限公司负责具体技术内

容的解释 。 执行过程中如有意见或建议，请寄送上海市政工程设

计研究总院(集团)有限公司(地址 : 上海市中山北二路 90 1 号 ;邮

编， 200092) 。

本次局部修订主编单位 : 上海市政工程设计研究总院(集团)

有限公司

本次局部修订参编单位 :北京市市政工程设计研究总院有限

公司

同济大学

上海市政交通设计研究院有限公百

江苏科创交通安全产业研究院有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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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华人民共和国住房和城乡建设部公告

第 1034 号

关于发布国家标准

《城市道路交通设施设计规范 》的公告

现批准《城市道路交通设施设计规范 》为国家标准，编号为

GB 50688-2011 ，自 20 1 2 年 5 月 1 日起实施。 其中，第 5 . 1. 5 、

7. 1. 2 、 7 . 1. 3 ， 8.2.8 、 10 . 3 . 2(3) 、 1 1. 1. 1 条(款)为强制性条文，

必须严格执行 。

本规范由我部标准定额研究所组织中国计划出版社出版

发行 。

中华人民共和国住房和城乡建设部

二0一一年五月十二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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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本规范是根据住房和城乡建设部《关于印发 ( 2008 年工程建

设标准规范制订、修订计划(第一批) ) 的通知 )) (建标 (2008 J 102 

号)的要求，由上海市政工程设计研究总院(集团)有限公司会同有

关单位编制完成的 。

本规范在编制过程中，编制组经广泛调查研究，认真总结国内

外科研成果和大量实践经验，并在广泛征求意见的基础上 . 最后经

审查定稿 。

本规范共分 12 章，主要技术内容包括:总则、术语和符号、交

通调查、总体设计、交通标志、交通标线、防护设施、交通信号灯、交

通监控系统、服务设施、道路照明及变配电、管理处所及设备 。

本规范中以黑体字标志的条文为强制性条文，必须严格执行 。

本规范由住房和城乡建设部负责管理和对强制性条文的解

释，由上海市城乡建设和交通委员会负责日常管理，由上海市政工

程设计研究总 |吭(集团)有限公司负责具体技术内容的解释 。 本规

范在实施过程中，如发现有需要修改和补充之处，请将意见和有 关

资料寄送上海市政工程设计研究总院(集团)有限公司(地址:_I二海

市中山北二路 901 号;邮政编码 :200092) ，以供今后修订时 参考 。

本规范主编单位、参编单位、主要起草人和主要审查人:

主编单位: 上海市政工程设计研究总院(集团)有限公司

参编单位: 北京市市政工程设计研究总院

上海市城市建设设计研究总院

北京中路安交通科技有限公司

哈尔滨市市政工程设计院

同济大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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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总 则

1. 0.1 为维护城市道路交通运行有序、安全、畅通及低公害.统一

城市道路交通设施设计的技术标准，指导工程建设，达到城市道路

交通设施功能全面、技术先进、安全实用、经济合理等目的，制定本

规范 。

1. O. 2 本规范适用于城市新建、改建、扩建道路的交通设施设计 。

城市道路交通设施应包括交通标志、交通标线、防护设施、交通信

号灯、交通监控系统、服务设施、道路照明及变配电和管理处所及

设备等 。

J. O. 3 城市道路交通设施设计应依据道路性质、沿线环境以及交

通流特性等进行，符合项目所在地区相关规划、道路总体设计和节

能环保的要求 。

1. O. 4 城市道路交通设施设计中所采用的设计车辆外廊尺寸、汽

车荷载等应符合现行国家标准《道路车辆外廓尺寸、轴荷及质量限

值 >>GB 1 589 的有关规定 。

1. O. 5 城市道路交通设施应与道路主体工程同步设计，按总体设

计、分期实施的原则进行设计 。 与主体工程相关的基础工程、管道

等应在主体工程实施时一井预留或预埋 。

1. O. 6 城市道路交通设施设计除应符合本规范外，尚应符合国家

现行有关标准的规定 。

• 1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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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术语和符号

2. 1 术语

2. 1. 1 路权 r ight of way 

道路使用者根据交通法规的规定，-定空间和时间内在道路

上进行交通活动的权利 。

2. 1. 2 警告标志 warnlng slgn 

警告车辆、行人注意道路交通的标志 。

2. 1. 3 禁令标志 prohi bitio n s ign 

禁止或限制车辆 、行人交通行为的标志 。

2.1.4 指示标志 ma ndato ry s ign 

指示车辆、行人应遵循的标志 。

2. 1. 5 指路标志 g uide sign 

传递道路方向 、地点、距离信息的标志 。

2. 1. 6 可变信息标志 changeable message sign 

可变信息标志是一种依交通、道路、气候等状况的变化，可以

随之改变显示内容的标志 。

2. 1. 7 主动发光标志 act ive luminous s ig n 

在光线较暗时能够被清楚辨认的，带有图形、符号的，通过电

能或其他能源使其自身内部发光的标志 。

2. 1. 8 逆反射 ret ro- refl ect io n 

反射光线从靠近入射光线的反方向向光源返回的反射 。

2. 1. 9 轮廓标 deli neator 

用以指示道路前进方向和边缘轮廓、具有逆反射性能或主动

发光形式的交通安全设施 。

2. 1. 10 路侧安全净区 roads ide clear zon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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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城市道路机动车道两侧、相对平坦、无非机动车道、无人行

道、无任何障碍物、可供失控车辆重新返回正常行驶路线的带状

区域 。

2. 1. 11 防撞垫 crash cushio n 

独立的防护结构，在受到车辆碰撞时，通过自身的结构变形吸

收碰撞能量，减轻对乘员的伤害程度 。

2. 1. 12 可导向防撞垫 redi rec tive crash cus hi on 

具有侧面碰撞导向功能的防撞垫 。

2. 1. 13 非导向防撞垫 non- redirective crash cushion 

不具有侧面碰撞导向功能的防撞垫。

2. 1. 14 相位 phase 

同时获得通行权的一个或多个交通流的信号显示状态 。

2. 1. 15 信号周期 s igna l circle 

信号灯相位按设定的顺序显示一周所需的时间 。

2. 1. 16 协调控制 coordinated co ntro l 

把多个交叉口的交通信号控制参数进行关联控制的一 种

方式 。

2. 1. 17 人行护栏 pedestri a n g uardra il 

防止行人跌落或为使行人与车辆隔离而设置的保障行人安全

的设施 。

2. 1. 18 分隔设施 separa te f acil i ties 

道路范围内，机动车和非机动车之间、车辆和行人之间以及逆

向交通之间，为规范通行空间设置的构造物 。

2. 1. 19 防眩设施 anti-glare fa ciliti es 

为夜间行车的驾驶人员免受对向来车前灯眩光干扰而设置的

构造物 。

2. 1. 20 限界结构 delimita tion s tructure 

车行道净空周边的主体结构物 。

2. 1. 21 主体结构防撞设施 collision protection faciliti es fo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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口13m s tructure 

在容易被撞击的主体结构上增加的抗撞击构件 。

2. 1. 22 附属保护防撞设施 co lli s ion protection facilities for 

s ubsidiary s t r ucture 

在容易被撞击的主体结构前方，单独设置的保护主体结构的

防撞设施 。

2. 1. 23 隔离栅 guard fence 

为防止行人、非机动车辆等进入快速路 、 臣道或其他禁入区域

而设置的栅栏 。

2. 1. 24 声屏障 acoustic barrier 

一种专门设计的立于噪声源和受声点之间的声学障板 。

2. 1. 25 交通监控 traffic s urv巳il l a nce and co ntro l 

通过采集、处理和发布道路交通信息，为交通管理者提供一种

用于道路交通运行和管理的技术措施 。

2.2 符 口
t
d

E.，，-一平均照度

Emín一一最小照度

Evmin一一最小垂直照度

SR 一一环境比

TI 一一眩光限制阐值增量

UE一一照度均匀度

UL一一亮度纵向均匀度

Uo←→←亮度总均匀度

2.3 代
Etd 

LPD 一一功率密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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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交通调查

3. 0.1 城市道路交通设施设计应进行交通调查 。

3.0.2 交通调查内容应包括所在地区的路网现状、沿线土地利用

现状、沿线环境、道路及交通状况、城市规划、路网规划等 。 调查范

围除了设计道路自身外，还应包含对设计道路有影响的周边范围 。

3.0.3 新建道路交通设施设计应在调查和资料收集的基础上分

析以下情况:

1 项目所在区域社会经济、交通发展、地形、气候气象及项目

沿线土地开发利用情况;

2 周边相关道路等级、线形、横断面布置、交通设施配置

情况;

3 项目周边主要道路交通特性、交通组织与管理情况;

4 项目在规划道路网中的地位、功能及道路等级 ;

5 项目预测交通量、交通组织及交通特性 。

3.0.4 对改建、扩建道路工程交通设施设计调查内容，除新建工

程要求的资料外，还应根据需要补充以下内容:

1 既有道路交通设施情况;

2 既有道路交通状况 。

3. O. 5 道路交通设施改造工程设计应对既有道路几何条件、交通

量、交通组成、交通流特性、交通事故等资料进行综合分析，并对预

测交通资料进行分析和判断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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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总体设计

4.1 一般规定

4. 1. 1 城市道路交通设施总体设计应符合安全、畅通、环保、可持

续发展的总体目标要求 。

4. 1. 2 城市道路交通设施总体设计应与道路主体工程设计相协

调，根据道路功能及其在城市路网中的作用，综合考虑设计、施工、

维修、营运、管理以及近期与远期等各种因素，准确体现道路工程

主体设计的意图 。

4. 1. 3 城市道路交通设施除应保持其各自特性和相对独立外，还

应相互匹配、相互协调 ，使之成为统一、协调、完整的系统工程 。

4.2 交通设施分级

4.2. 1 城市道路交通设施设计应按等级进行统筹规划、总体

设计 。

4.2.2 城市道路交通设施等级应分为 A 、 B 、 C 、 D 四级，并应符合

下列规定 :

1 A 级应设置系统完善的标志、标线、隔离和防护设施;中

间带必须连续设置中央分隔防撞护栏和必需的防眩设施;桥梁、高

路堤路段以及旁侧有辅路、人行道等撞击后将危及生命和结构物

安全的路段必须设置路侧防撞护栏;立体交叉及其周边路网应连

续设置指路、禁令等标志;主路及臣道车行道两侧，应连续设置轮

廓标;出口分流三角端应有醒目的提示和防撞设施;实施控制的阻

道，应设置臣道控制信号灯;交通监控系统应按 H 级设置，中、长、

特长隧道应按 I 级设置;

2 B 级应设置完善的标志、标线和必要的隔离和防护设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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路段上应设置中间分隔设施和机动车与非机动车分隔设施;桥梁

与高路堤路段有坠落危险时必须设置路侧防撞护栏;立体交叉及

其周边地区路网应设置指路、禁令等标志 ;平面交叉口必须进行交

通渠化并设置交通信号灯;交通ilE控系统应按 田级设置，特大型桥

梁应按 E 级设置 ， 中、长 、特妖隧道应按 I 级设置;

3 C 级应设置完善的标志、标线和必要的隔离和防护设施;

平交路 口 进口段宜设置中间分隔设施 ;桥梁与高路堤段有坠落危

险时应设置路侧防撞护栏;平面交叉口应进行交通渠化并设置交

通信号灯;交通监控系统应按 皿 级设置 ， 特大型桥梁应按 E 级设

置，中、长、特长隧道应按 I 级设置;

4 D 级应设置较完善的标志、标线 ; 桥梁与高路堤段有坠落

危险时应设置路侧防撞护栏 ;平面交叉 口 宜进行交通渠化并设置

交通信号灯;交通监控系统应按凹级设置。

4.2.3 城市道路交通设施各等级适用范围应按表 4 . 2. 3 执行。
表 4.2.3 备等级城市道路交通设施适用范围

交通设施等级 适用范 |也|

A 快速路 . 中、长、特 l是隧道及特大型桥梁

8 主干路

C 次干路

D 支路

4.3 总体设计要求

4.3.1 总体设计应按照主体工程的技术标准、建设规模及项目交

通特性，确定交通设施的技术标准、建设规模与主要技术指标，经

协调并确认后执行 。

4.3.2 总体设计应划定与主体工程设计之间 的界面 、接口等，并

协调城市道路交通设施各专业的设计界面、接口等 ， 防止设施之间

发生冲突。

4.3.3 总体设计应组织各交通设施专业制定交通设施设计方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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并协调各设施间的衔接与配合。

4.3.4 总体设计应根据主体工程设计的道路服务水平和安全性

评价结论，优化、完善道路交通设施设计方案 。

4.3.5 总体设计应提出发生特殊交通安全或紧急事件情况下的

疏散、撤离、抢险、救援等的功能要求 。

4.4 设计界面

4.4.1 交通标志、轮廓标、防护设施、交通信号和监控系统外场设

备、照明及变配电等设施设置于道路构造物或桥梁、隧道结构上

时，交通设施设计方应提供设置桩号、预留孔尺寸、结构重力、受力

条件等;主体工程设计方进行构造物或桥梁、隧道结构设计时应进

行预留、预埋设计 。 交通设施的设置及其安装由交通设施设计方

设计 。

4.4.2 有防撞要求的防护设施设于道路构造物或桥梁、隧道结构

上时，交通设施设计方应提供防撞等级、防撞设施几何尺寸与结构

设计，以及结构端部刚柔防撞过搜段设计等;主体工程设计方应进

行道路构造物或桥梁、隧道结构设计 。

4.4.3 埋设在道路路基横断面内的通信及信号系统管道，应由交

通设施设计方与主体工程设计方商定，并确定管道设置位置，由交

通设施设计方设计;主体工程设计方应在相关设计图中标示预留

管迫、人井、管箱的尺寸、位置等，并列入主体工程方设计文件 。

4.4.4 出租车 、公交停靠站站台 、人行过街设施等服务设施需列

入主体工程设计的内容，应由交通设施设计方提出位置、规模及尺

寸等要求，经与主体工程设计方协调确认后，由主体工程设计方随

主体工程一并设计;其他需主体工程预留位置或预埋基础、预留穿

线管的服务设施由交通设施设计方设计，其中涉及预留 、预埋部分

的设计成果应在主体工程施工图设计时提供并同步施工 。

4.4.5 港湾式公交停靠站出人口的加、减速车道及机动车停车场

出入口，应由主体工程设计方随主体工程一并设计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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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4.6 机动车公共停车场、管理处所的房屋建筑及场坪等对场地

与高程有特殊要求时，应事先同主体工程设计方协商 ，并提供相应

的交通设施功能设计和建筑设计图纸，由主体工程设计方进行场

坪设计和衔接工程设计。

4. 4.7 斜拉桥、悬索桥等特殊大桥设置的结构监测系统以及隧道

监控、通风、消防报警系统，应集成纳入交通监控中心，由交通监控

中心系统集成设计方实行系统集成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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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交 通标 志

5. 1 一般规定

5. 1. 1 交通标志设计应以道路交通管理的相关法律、法规和交通

组织管理方案为依据，简明、准确地向道路使用者提供交通路权、

行驶规则以及路径指示等信息，保障交通畅达和行车安全。

5. 1. 2 交通标志与交通标线等其他管理设施传递的信息应一致，

互为补充 。

5. 1. 3 交通标志不应传递与道路交通元关的信息 。

5. 1. 4 隧道内的应急、消防、避险等指示标志，应采用主动发光标

志或照明式标志 。

5. 1. 5 交通标志不得僵入道路建筑限界。

5.2 分类及设置

5.2.1 交通标志按其作用应分为主标志和辅助标志两类，其中主

标志包括警告标志、禁令标志、指示标志、指路标志、旅游区标志、

作业区标志、告示标志 ;辅助标志附设在主标志下，对主标志进行

辅助说明 。

5. 2.2 交通标志按版面内容显示方式应分为静态标志和可变信

息标志 。

5.2.3 交通标志的设置应符合下列规定:

1 应综合考虑城市规模和特点、路网设施布局、道路等级、几

何条件、交通状况、道路使用者需求、环境及气候等因素;

2 标志的设置应优先考虑交通法规和安全要求;

3 标志信息发布应明确、连续、系统，防止出现信息不足或过

载的现象;重要的信息应重复发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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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充分考虑道路使用者在动态条件下的视认性，即考虑在动

态条件下发现、判读标志及采取行动所需的时间和前置距离;

5 标志应设置在道路行进方向右侧或车行道上方，也可根据

具体情况设置在左侧，或左右两侧同时设置 ;

6 标志的设置不得被桥墩、柱 、树木等物体遮挡 。

5.3 版面设计

5.3.1 标志版面形状应符合表 5 . 3. 1 的规定 。

表 5.3.1 标志版面形状

版商J~状 适用范围

矩形(含 iE方形)
指路标志、旅游区标志、辅助标志、作业 !芙标志、作示标志、

警告标志(部分)、禁令标志(部分)、指示标志(部分)

if.等边三角)~ 警告标志〈部分)

因 j巴 禁令标志(部分) 、指示标志(部分)

倒等边三角形 i成速让行标志

叉 ]在 多}段铁路边门叉}[;标志

八角形 停车让行标志

5.3.2 警告标志、禁令标志、指示标志的版面尺寸应符合表 5 . 3. 2 

的规定 i 指路标志的版面尺寸应根据数字 、文字高度及其间隔等要

素计算确定 。

表 5.3.2 标志版面尺寸

设计i主皮 ( km/ h ) 100 80 60 、 50 、 40 30 、 20

警告 三角形边长 (cm) 130 11 0 90 70 

标志 叉形标志宽度 (cm ) 120 90 

圆形标志外径 (cm) 120 100 80 60 

三 1f1 %标志边长(以.ìili ìl:行 )(cm) 90 70 

在~4-
八 fñ l~标志外径(停车让行 )(cm ) 80 60 

标志

K:方 j~标志边长(区域限制 、解除)
120 X 170 90 X J :10 

(cm X cm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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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表 5.3.2

设计速度 ( km/ h ) 100 80 60 、 50 、 4 0 30 、 20

圆形标志外径 (cm) 120 100 80 60 

正方形标志边氏 (cm ) 120 100 80 60 
指示

长为形标志边长 (cm X cm) 190 X 140 160 X L20 140 X 100 
标志

正在(i 线标志边长 (cm X cm) 120 X 60 100 X 50 80 X 40 60X30 

会宇先行标志边妖 (cm X cm) 80 X 80 60 X 60 
」 一一一

5.3. 3 标志版面颜色应符合表 5 . 3. 3 的规定 。

表 5 . 3 . 3 标志版面颜色

颜色 含义 适用范围

红色 禁止 、停止 、危险
禁令标志的边框 、底色、斜杠 .叉形符号、斜杠

符号和警告性线形诱导标的底色等

黄色(荧光
警告 在李告标志的底色

黄色 )

蓝色 指刀亏、指路 指ïJ\标志的底色、一般道路指路标志的底色

绿色 快速路指 lìrr 城市快座路指路标志底色

棕色 旅游区指引 旅游区指引和旅游项目标志的底色

黑色 警告、禁令等 标志的文字、阁形符号和1部分标志的边框

I~I 色 警告、禁令等
标志的j虎色、文字和1 图形符号

以及部分标志的边框
橙色(荧光

警告、指示 边路作~II'. 区的鲁告、指i路标志
橙色)

荧光 !I~绿色 警告 注意行人、注意儿宽的事?告标志

5. 3.4 指路标志的版面文字应符合下列规定 :

1 应简洁、清晰地反映道路名称、地点、路线、方向和距离等

内容;

2 应使用规范汉字或并用其他文字对照形式 ，若并用汉字和

其他文字 ，汉字应排在其他文字上方;

3 标志版面文字尺寸应符合表 5 . 3 . 4 的规定 。

表 5 . 3 . 4 标志版面文字尺寸

设计述度 ( km/ h ) 100 80 60 、 50 、 4 0 I 30 、 20

汉字高度 h(cm) 70 、 65 、 60 I 60 、 55 、 50 I 50 、 45 、 40 、 3 5 I 30 、 25

拼音与英文、拉丁文、
1/ 3h-1 / 2h 

少数民族文字高

阿拉伯数字 字高 h;字宽 1 /2h -4 / 5h 

12 • 

库七七 www.kqqw.com 标准下载



5. 3.5 可变信息标志版面应符合下列规定 :

1 可变信息标志分为全可变信息标志和部分可变信息标志，版面

可根据交通管理要求采用文字版、图形版、文字加图形等版面形式;

2 显示的警告、禁令、指示标志的图形，以及字符 、形状等要

求应与静态标志一致 。 文字的字体、宇高、间距等应保证视认性，

可按本规范表 5 . 3 . 4 执行;

3 可变信息标志的颜色应符合表 5 . 3. 5 的规定 。

表 5 . 3 . 5 可变信息标志的颜色

类5JIJ 显示内容 底色 边框 阁 J~ 、符号、文字

一般信息 绿色

文字
警告信息 黑色 货色

标忐

禁令信息 组包

警告标志 黄色 黄色

禁令标志 红色 黄色

指示标忐 蓝色 绿色

指路标志 J黑色 绿色 绿色

图形 作业 区标志 随类型 黄色

标志 辅助标志 绿色

i*月 rý 1在道标志 红色× 、绿色 ↓

可变导向车道 监色 长 绿色或黄色

交通状况 蓝色或绿色 警 红、黄、绿等色

其他信息 视需要

n二椅 "为不可变部分的颜色 。

5.4 材料

5 . 4.1 标志板版面应采用逆反射材料制作 。

5.4.2 城市快速路、城市主干路的标志应采用一级~三级反光

膜，在曲线段或其他危险路段应采用二级以上反光膜 。 城市次干

路及以下等级道路的标志应采用四级以上的反光膜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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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4.3 标志底板及支撑结构宜选用轻型材料与结构制作，并应满

足强度、刚度、耐久性和抗腐蚀要求 。

5.4.4 可变信息标志板应根据标志的类型、显示内容、控制方式、

环保节能、经济性等要求，选择显示方式及材料 。

5.5 支撑方式与结构设计

5.5.1 根据标志传递的信息重要程度、版面尺寸、交通量、车道

数、设计风速、路侧条件及悬挂位置等要求 ，标志板可采用柱式、悬

臂式、门架式或附着式等支撑方式 。

5.5.2 标志支撑结构设计应按标志支撑方式、板面尺寸分类归

井 ，对其上部结构、立柱、横梁及其连接等进行设计，并分别验算其

强度和变形 。 对其下部结构进行强度、抗倾覆和l抗滑动等设计验

算，并进行基底应力验算 。

5.5.3 风荷载计算中设计风速应符合下列规定:

1 应采用标志所在地区距离平坦空旷地面 10m 高， 5 0 年一

遇 10min 的计算平均最大风速 ;

2 缺乏风速观测资料时，设计风速可按《全国基本风速值和l

基本风速分布图 )) ，经实地调查核实后采用，但不得小于 22m/ s 。

5.5.~ 标志板与支撑结构的连接应牢固可靠、安装方便、板面平

整 、维护简便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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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交通标线

6.1 一般规定

6. 1. 1 标线应符合道路使用的功能要求，向道路使用者传递有关

道路交通的规则、警告、指引等信息 。

6. 1. 2 标线可与标志配合使用，也可单独使用 。

6. 1. 3 标线应能清晰地识别与辨认，并符合白天、雨天、夜间视认

性规定的要求 。 城市快速路、主干路应设置反光交通标线 。

6.2 标线设置

6.2.1 一般路段的交通标线应符合下列规定 :

1 城市道路双向行驶机动车时，对向行驶的车道间应划黄色

对向车行道分界线，同向行驶的车道间应划白色车行道分界线;

2 城市快速路应在机动车道的外舰1]边缘(路缘带内侧)划车

行道边缘线，其他等级道路在机动车道的外侧边缘(路缘带内侧)

宜划车行道边缘线;

3 机非分离行驶的路段当无实物隔离时，机动车道与非机动

车道的分界应划车行道边缘线(机非分界线) ; 

4 人行横道线的设置应根据道路等级、行人横穿需求、交通

安全等因素确定;

5 标线宽度应根据道路等级、设计速度和路面宽度确定，并

应符合表 6. 2. 1 的规定。

表 6.2 . 1 析、线宽度

设计速度 (km/ h )
!f行 j且边缘线 | 车行迫分界线 | 路面中心线

(cm) (cm) (cm ) 

1 00 、 80 、 60(快速路〉 20 l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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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表 6.2 . 1

设计速度 (km/ h )
车行i盖边缘线 车行迫分界线 路面中心线

(cm) (cm) (cm ) 

60 、 50(主 、 次干路〉 15 1 5 或 1 0 15 

40 、 30( 主、次干路及文路} 15 1 5 或 1 0 15 

20( 次干路 双车道 15 

及支胳〉 单车道

6.2.2 特殊路段的交通标线应符合下列规定 :

1 视距受竖 曲线或平曲线 、桥梁、隧道等限制的路段，应设禁

止跨越车行道分界线，线宽应为 1 5cm;

2 在车道数缩减或增加的路段应设置车行道宽度渐变段标

线 。 在靠车道变化一侧的渐变段起点前，可配合设置窄路标志或

车道变化标志;

3 在需要指示车辆行驶限制要求的车道内，可设置路面文字

标记 。 文字标记尺寸和纵向间距应按表 6 . 2 . 2 选取，文字书写顺

序应按行车方向由近至远 。

表 6.2.2 文字标记尺寸和纵向间 llê:

设计速度( km/ h ) 100 80 、 60 、 50 4 0 、 30 、 2 0

字高 (cm ) 450-650 300-400 150-200 

字宽(口的 J 50-200 100- 150 50-70 

纵向间距(cm) 300-400 200-300 100- 150 

6.2.3 平面及立体交叉交通标线应符合下列规定 :

1 平面交叉口标线(包括车行道中心线、人行横道线、停止

线、导向箭头、禁止跨越车行道分界线等)应根据交叉口形状、交通

量、车行道宽度、转弯车辆的比率及交通组织等情况合理设置;

2 左弯待转区线应在设有左转弯专用信号及辟有左转专用

车道时使用，左弯待转区不得妨碍对向直行车辆的正常行驶 ;

3 在平面交叉口过大、不规则以及交通组织复杂等情况下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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车辆寻找出口车道困难时，应设置路口导向线，辅助车辆行驶和

转向;

4 过宽、不规则或行驶条件比较复杂的交叉路口，立体交叉

的臣道口或其他特殊地点，应设置导流线，导流线应根据交叉路口

的地形和交通流量、流向情况进行设计;

5 立体交叉的分、合流段应设置出人口标线及导向箭头 。 出

入口导向箭头的设置尺寸和重复设置次数应按表 6.2 . 3 选取 。 进

口车道转向排序不规则的路口，宜增加导向箭头的重复设置次数 。

表 6.2.3 出入口导向箭头的设置尺寸和重复设置次数

设计速度 C km/ h )

导向箭头长度 (m)

重复设置次荣立

100 80 、 60 、 50

6 

二"3 3 

6.3 材料

40 、 30 、 20

3 

二，， 2

6. 3.1 材料应耐久、耐磨耗，耐腐蚀，与路面勃结力强，并具有良

好的辨别性和防滑性。

6. 3. 2 城市快速路、主干路应采用反光标线 。 白色反光标线涂料

的亮度因数应大于或等于 O . 35 ， 初始逆反射系数应大于或等于

150mcd . lx- I 
• m- 2 ; 黄色反光标线涂料的亮度因数应大于或等

于 0 . 27 ，初始逆反射系数应大于或等于 100mcd . lx- I 
• m- 2 。

6.3.3 标线应采用环保材料，不应对周围环境及施工人员产生污

染与危害 。

6. 4 轮廓标

6. 4.1 轮廓标的设置应符合下列规定 :

1 在城市快速路主路，以及立交出入口臣道等车行道两侧，

应连续设置轮廓标;

2 在小半径弯道、连续转弯、视距不良等事故易发地段，应设

置轮廓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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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设中央物理隔离的道路，按行车方向，配置白色反射体的

轮廓标应安装在道路右侧，配置黄色反射体的轮廓标应安装在道

路左侧;无中央物理隔离的道路，按行车方向左右两侧的轮廓标均

为白色;

4 轮廓标不得侵入道路建筑限界 。

6.4.2 轮廓标的设置应符合下列规定:

1 轮廓标在直线，段的设置间隔应为 50m;

2 曲线段轮廓标的设置间隔可按表 6.4 . 2 的规定选取 。 道

路宽度发生变化的路段及其他危险路段，可适当加密轮廓标的

间距 。

表 6.4.2 曲线段轮廓标的设置闽隔

注锋"一般指互通立交应道曲线半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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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防护设施

7.1 一般规定

7. 1. 1 防护设施应采用环保材料，便于安装，易于维修 。

7. 1. 2 防护设施不得僵入道路建筑限界，且不应侵入停车视距范

围内。

7. 1. 3 不能提供足够路侧安全净距的快速路路侧，必须设置防撞

护栏;当路基整体式断面中间带宽度小子或等于 12m 肘，快速路

的中央分隔带必须连续设置防撞护栏。

7. 1. 4 防护设施宜简洁大方，与道路、桥梁和周围建筑的设计风

格统一协调 。

7.2 防撞护栏

7.2.1 防撞护栏防护等级分为六级，各等级的碰撞条件与设计防

护能量应符合表 7 . 2 . 1 的规定 。

表 7 . 2 . 1 防撞护栏的碰撞条件与设计防护能量

防护等级代码 碰撞条件 设计防护

E在侧护栏
中央分隔

碰撞车型
车辆质量 碰撞速度 碰撞角度 能量

带护栏 ( 1) ( km/ h) ( ' ) ( kJ ) 

小客车 1. 5 60 20 
B 13m 70 

大客车 10 40 20 

小客车 1. 5 100 20 
八 Am 160 

大客车 10 60 20 

小客车 1. 5 100 20 
SB SBm 280 

大客车 10 80 20 

小有: !F 1. 5 100 20 
SA SAm 400 

大客年 14 80 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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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表 7.2 . 1

防护等级代码 碰撞条件 设计防护

路侧护栏
中央分隔

碰撞车型
车辆质量 碰撞速度 碰撞角度 能盘

带护栏 ( t ) ( km / h) n ( kJ ) 

小客车 1. 5 100 20 
SS SSm 520 

大客车 18 80 20 

小客车 1. 5 100 20 
HB HBm 64 0 

大客车 25 80 20 

注:设计交通盘中，大型货车(总质量大干或等于 25 t) 自然数所占比例大于 20 %

时，防撞护栏应符合公路相关技术规范的要求 。

7.2.2 在综合分析城市道路线形、设计速度、运行速度、交通量和

车辆构成等因素的基础上，当防撞护栏的设计防护能量低于 70kJ

时，护栏可确定特殊的碰撞条件; 当防撞护栏的设计防护能量高于

640kJ 时二，护栏应确定特殊的碰撞条件。

7.2.3 城市道路应根据环境、气候 、城市景观及对视距的影响等

因素，采用不同防护等级的棍凝土护栏、波形梁护栏、金属梁柱式

护栏或组合式护栏，并宜符合下列规定:

1 大型车辆所占比例较大的路段，中央分隔带护栏宜采用混

凝土护栏;

2 对景观有特殊要求的桥梁或城市道路宜选用金属梁柱式

护栏或组合式护栏;

3 钢结构桥梁及需减小桥梁恒载时，宜采用金属梁柱式护栏 ;

4 当道路弯道、交叉口、出人口等处的防撞护栏影响驾驶员

视距时，宜采用通透性较好的金属梁柱式护栏、组合式护栏或波形

梁护栏;

5 冬季风雪较大地区，可选用少阻雪的护栏形式 。

7.2. 3A 防撞护栏的构造形式应采用实车足尺碰撞试验确定，并

应满足安全性能要求。

7.2.4 路侧防撞护栏的设置应符合下列规定:
• 20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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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快速路路侧防撞护栏防护等级的确定应符合表 7 . 2.4- 1

的规定;

表 7.2.4-1 快速路路侧防撞护栏防护等级

设计速度 < km/h )
使用条件

1 00 、 8 0 60 50 、 4 0 30 、 2 0

一般路段、 IfJl道、通道、涵洞 A 日 B B 

桥头引道、隧道洞口连接线;车辆

越出路外可能发生重大事故的路段 SB A 日 B 

和1 1E道

高挡地i 、 1陷水 l|市空路段;车辆越出

路外可能发生二次事故的路段和 SA SB A B 

臣道

邻近其他快速路、高速公路、人流

密集区域的路段;车辆越出路外可 SS SA SB A 

能发生重大二次事故的路段和l llli.道

注表中 50km/ h 、 40km/ h 、 30km/ h 和 20km/ h 为臣道设计速度 。

2 主干路、次干路与支路特殊路段路侧防撞护栏防护等级的

确定应符合表 7 . 2 . 4-2 的规定 ;

表 7.2.4-2 主干路、次干路及支路特殊路段路侧防撞护栏防护等级

设计速度 (km/ h )
使用条件

60 50 、 40 30 、 20

不设人行道的涵洞、通道 B B 

桥头引道、隧道洞口连接线 s车辆

越出路外可能发生重大事故的路段 A B B 

和应道

高挡墙 、 l阳水 1 1而 空路段: 车辆跑出路
SB A B 

外可能发生二次事故的路段和阻道

邻近快速路、高速公路、人流密集

区域的路段;车辆越出路外可能发 SA SB A 

生重大二次事故的路段和应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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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邻近饮用水水源保护区、铁路、轨道交通 、危险 品仓储、

高压输电线塔及电站等需要特殊防护的路段，经综合论证应在

表 7 . 2.4- 1 或表 7.2.4-2 规定的防护等级基础上提高 1 个及 以

上等级 。

7.2. 5 中央分隔带护栏的设置应符合下列规定:

1 快速路中央分隔带护栏的防撞等级应符合表 7 . 2.5- 1 的

规定;

表 7 . 2 . 5-1 快速路中央分隔带护栏防撞等级的适用条件

设计速度 Ckm/ h )
使用条件

100 80 60 

一般路段 SBm Am 13m 

小半径弯道、中央分隔带有桥墩及
SAm S13m Am 

其他构造物等特殊防护路段

2 设计速度大于或等于 50km/h 的主干路中央分隔带直设

置防撞护栏。主干路中央分隔带护栏的防撞等级应符合表 7 . 2 . 5-2 的

规定 。

表 7. 2 . 5-2 主子路中央分隔带护栏防撞等级的适用条件

设计速度 C km/ h )
使用条件

60 、 50

一般阶段 13m 

小半径弯道 、 中央分隔带有桥墩及其他构造物等特殊防护路段 Am 

7.2.6 活动护栏的设置应伺合下列规定:

1 快速路的中央分隔带开口处，应设置活动护栏 ;

2 活动护栏的防撞等级宜与其所在路段中央分隔带护栏的

防撞等级一致;

3 活动护栏应与中央分隔带护栏衔接，并在衔接处做安全性

处理 。

7.2. 7 桥梁防撞护栏的设置应符合下列规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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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快速路桥梁车行道外侧应设置防撞护栏 ，其他等级道路桥

梁车行道外侧应采用防撞护栏或高路缘石进行防护，高路缘石的

设置要求应符合现行行业标准《城市桥梁设计规范 )) CJJ 11 的相

关规定 。

2 快速路桥梁应设置中央分隔带防撞护栏 。 设计速度为

6O km/ h 的城市主干路上的桥梁应设置中央分隔带防撞护栏或

25cm 以上高路缘石，设置高路缘石时，中央分隔带宽度不得小于

2.Om ，路缘石高度宜为 25cm~35cm 。

3 设置防撞护栏时，桥梁防撞护栏防护等级的确定应符合表

7.2.7 的规定 。

表 7. 2.7 桥梁防撞护栏防护等级

设计军速 (km/ h )
使用条件

100 、 80 60 50 、 '1. 0 30 、 2 0

一般桥梁 SA 、 SAm S!j、 S !jm A 、八m 日

跨越高速公路、快速路、轨道交通

或饮用水源保护区等路段的桥梁
SS 、 SSm 5八、 SAm S8 、 SBm A 

4 因桥梁线形、桥梁高度、桥下水深、车辆构成、交通量或其

他不利现场条件等因素易造成更严重碰撞后果的路段应设置桥梁

防撞护栏，且 经综合论证，可在表 7 . 2.7 的基础上提高 1 个及以上

等级，其中跨越大型饮用水水源一级保护区桥梁、特大悬索桥、斜

拉桥等缆索承重桥梁，防护等级直采用 HB 级别，跨越铁路的桥梁

应按照相关铁路行业标准要求设置防撞护栏 。

5 快速路的小桥、涵洞、通道应设置与路基段形式相同的防

撞护栏 。

7. 2 . 8 防撞护栏的起、迄点端部应做安全性处理 。

7. 2. 9 不同防护等级或不同结构形式的防撞护栏之间连接时，应

进行过渡段设计，防撞护栏过疲段的防护等级不应低于所连接防

撞护栏中较低的防护等级 ，并应符合下列规定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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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当桥梁防撞护栏与路基防撞护栏的结构形式不同时，应进

行过渡段设计。相邻路基未设护栏时，桥梁防撞护栏应进行端部

处理 。

2 与隧道洞口位置衔接的路基段或桥梁段防撞护栏应进行

过渡段设计 。

7.3 防撞垫

7.3.1 防撞垫防撞等级应分为三级 ，各级主要技术指标应符合表

7 . 3. 1 的规定 。

表 7 . 3 . 1 防撞垫防撞等级

碰撞条件
防撞垫

防饱等级 碰撞质量 碰撞速度 碰撞角度类型 碰撞类型 碰撞车型
(1) ( km/ h) n 

正碰 。
l主50 小客车 1. 5 50 

15 斜碰

正碰 。~I'. 导向
1365 小客车 1. 5 65 

15 防j渲垫 斜耐t

正碰 。
1380 小客车 1. 5 80 

15 斜碰

正碰 。

A50 斜碰 小客车 1. 5 50 15 

似11 碰 20 

正碰 。
可导向

15 A6 5 斜碰 小客车 1. 5 65 
防j童垫

似11 碰 20 

正碰 。

A80 斜碰 小客车 1. 5 80 15 

似11碰 20 

7.3.2 快速路主线分流端、臣道出口的护栏端部应设置防撞垫 。

主干路主线分流端、中央分隔带护栏端部、阻道出口的护栏端部直

设置防撞垫 。

7. 3.3 快速路与主干路的路侧构造物前端、收费岛前端宜设置防

撞垫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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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3.4 防撞垫的防撞等级应符合表 7 .3 . 4 的规定。

表 7.3. 4 防撞垫防撞等级的适用条件

i豆 E各 类型 快速路 快速路、主干路

设计速度 (km/ h ) 100 80 60 

主线分流段 、 Irff.道 出 口 、收费岛前端 A80 A65 A50 

跨线桥桥墩前部、混凝土护栏上游端头、
A80 、 B80 A 65 、1:\65 八 50 、 B50

隧道口等阶侧固定障碍物前端

7. 4 限界结构防撞设施

7. 4.1 在行驶中的车辆容易越出行驶限界，撞击到桥梁墩柱结

构、主梁结构、隧道洞口的入口两侧和顶部结构、交通标志支撑结

构等 ，这些限界结构处应设置限界结构防撞设施 。

7.4.2 道路的正面限界结构防撞可在路前方设置防撞垫、防撞

岛、防撞墩及加强墩柱结构抗撞等防撞设施;如iW丽限界结构防撞可

在路侧设置并加强防撞护栏;顶面限界结构防撞可采取设置|坊撞

结构和警告、限界标志措施等 。

7.4.3 路侧设置组合式或混凝土墙式防撞护栏与限界结构位置

重叠时，若限界结构自身能够满足防撞要求，可以采取与限界结构

组合形成整体限界结构防撞 .且迎撞面的截丽形状与原防撞护栏

一致 。

7. 4.4 路侧设置波形梁防撞护栏的，当其变形不能够达到保护两

侧限界结构的要求时，应加密护栏立柱的柱间距或采用不低于公

路 SB 级防撞护栏设施 。

7.4.5 道路侧面没有设置防撞护栏的限界结构，正迎撞而宜设置

防撞垫、防撞岛、防撞墩等结构防撞型式 。

7.4.6 顶面限界防撞可采取主体结构防撞设施、附属保护防撞设

施和设置警告标志、限界标志等措施 。

7.4.7 限界结构防撞设施设计应按照安全 、经济、耐用、便于维修

的原则 ，并做到外观简洁，同时设置警示标记，且与道路 、桥梁和周

围城市景观 、建筑的设计风格统一协调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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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5 人行护栏

7.5.1 下列位置应设置人行护栏 :

1 人行道与一侧地面存在高差，有行人跌落危险的，应设人

行护栏;

2 桥梁的人行道外侧，应设置人行护栏 ;

3 车站、码头、人行天桥和地道的出入口、商业中心等人流汇

聚区的车道边，应设置人行护栏;

4 交叉口人行道边及其他需要防止行人穿越机动车道的路

边，宜设置人行护栏，但在人行横道处应断开;

5 在非全封闭路段天桥和地道的梯道口附近元公共交通停

靠站时宜在道路两侧设人行护栏，护栏的长度宜大于 200m 。 天桥

和地道的梯道口附近有公共交通停靠站时，宜在路中设分隔栏杆，

分隔栏杆的净高不直低于1. 10m o 

7.5.2 人行护栏的设计应符合下列规定:

1 道路人行护栏的净高不宜低于l. 10m，并不得低于 O . 90m。

2 桥梁临空侧的人行护栏净高不应低于1. 10m，当桥梁临空

侧为人非混行道或非机动车道时，护栏的净高不应低于1. 40m 。

兼具桥梁防撞护栏与人行护栏功能的护栏，应同时满足两者技术

要求 。

3 人行护栏不宜采用有蹬踏面的结构 。 有跌落危险处栏杆

的垂直杆件间净距不应大于 O.llm; 当栏杆结合花盆设置时，必须

有防止花盆坠落的措施。

4 人行护栏应以坚固、耐久的材料制作。有跌落危险或一侧

有快速机动车通行的人行护栏的结构验算竖向荷载应为 l. 2kN/ m , 

水平向外荷载应为 1. OkN/m ，两者不同时作用;桥梁、人行天桥上

的人行护栏的结构验算竖向荷载应为 1. 2kN/m，水平向外荷载应

为 2 . 5 kN /m ，两者应分别计算，不同时作用，且不与其他可变作用

叠加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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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行护栏的样式应与桥梁、道路、周围建筑风格协调一致 。

人行护栏的结构形式应便于安装，易于维修，材料应环保 。

机动车道两侧的人行护栏上不应安装广告 。

E
J
-
r
o
-
『
，

-

7.6.1 下列位置应设置分隔设施:

1 双向六车道'及以上的道路，当无中央分隔带且不设防撞护

栏时，应在中间带设分隔栏杆，栏杆净高不宜低于1. 10m; 在有行

人穿行的断口处，应逐渐降低护栏高度，且不高于 O.70m ，降低后

的长度不应小于停车视距 ; 断口处应设置分隔柱;

2 双向四车道及以上的道路 ，机动车道和非机动车道为一幅

路设计，应在机动车道和非机动车道之间设置分隔栏杆;

3 非机动车流量达到饱和或机动车有随意在路边停车现象

时，机动车道和非机动车道为一幅路断面，宜在机动车道和非机动

车道之间设置分隔栏杆;

4 机动车道和非机动车道为共板断面，路口功能区范围宜设

非机动车和机动车分隔栏杆;在路口设置时，应避免设置分隔栏杆

后妨碍转弯和掉头车辆的行驶 ;

5 非机动车道和人行道为共板断面，宜在非机动车道和人行

道之间设置分隔栏杆;

6 非机动车渲高于边侧地面有跌落危险时，应在非机动车道

边侧设置分隔栏杆;

7 人行道和绿地之间可根据情况设置分隔栏杆;

8 人行道和停车场、设施带之间，需要进行功能分区的位置

可设置分隔栏杆;

9 交叉路口人行道边缘、行人汇聚点的边缘可设置分隔柱 。

分隔设施的设计应符合下列规定:

分隔设施的高度应根据需要确定;分隔柱的间距 宜

为1. 3m~ 1. 5 m;

分隔设施7.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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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分隔设施的结构应坚固耐用、便于安装、易于维修，宜为组

装式 ;

3 分隔设施的颜色宜醒目;没有照明设施的地方，分隔设施

表面应能反光 ;

4 分隔栏杆在符合设置的路段应连续设置，不应留有断口 。

7.7 隔离栅和防落物网

7.7.1 城市快速路主路及设计速度大于或等于 60km/ h 的 臣道

两侧应设置隔离栅，但下列情况可不设置隔离栅 :

1 路侧有7Jc渠、池塘、河湖、山体等天然屏障时;

2 路基边坡或挡土墙直立坡度大于 2 : 1 的路段且道路与相

邻地面高度差大于1. 8m 的 。

7.7.2 行人通行的桥梁跨越轨道交通线、铁路干线、设计速度大

于或等于 60km/ h 的道路时，人行道外侧应设置防落物网，设置范

围应为被跨越道路或轨道交通线、铁路干线的宽度并向两侧各延

长 10m 。

7.7.3 隔离栅和防落物网的设计应符合下列规定 :

1 隔离栅的高度不应低于1. 8m; 

2 防落物网的高度不应低于 2 . 0m;

3 隔离栅和防落物网的网眼不应大于 50mm X I OO mm;

4 隔离栅应与桥梁结构、挡土墙构筑物或山体等连接形成闭

合系统;出人 口等位置不能形成围合的，应在隔离栅端头处设置禁

止行人通行的禁令标志，且应在相对应的中央隔离带设置隔离棚，

连续长度宜大于 100m 。

7.8 防眩设施

7.8.1 城市快速路中央分隔带应设防眩设施，但分隔带宽度大于

9m ，或双向路面高差大于 2m 的可不设 。

7.8.2 防眩设施的设计应符合下列规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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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防眩设施可按道路的气候条件、景观条件、遮光要求选用

植物防眩、防眩板、防眩网等形式;

2 防眩板的设计应按部分遮光原理进行，直线路段遮光角不

应小于 8
0

，平、竖曲线路段遮光角应为 80~ 1 50 ，宽度宜为 8cm ~

1 5cm ，离地高度直为 1 20cm~ 180cm o 

7.8.3 防眩设施的结构设计应符合下列规定 :

1 防眩板和防眩网的结构应方便安装和维护;

2 防眩设施的高度 、结构形式、设置位置变化时应设置过渡

段，过渡段的长度宜为 50m;

3 应避免在防眩设施之间留有断口 。

7.9 声屏障

7. 9. 1 根据现行国家标准《声环境质量标准 )) GB 3096 进行声环

境评价的结果不符合标准的路段，采取其他降噪措施仍达不到要

求的，应设置声屏障 。

7.9.2 声屏障的最佳位置应根据道路与防护对象之间的相对位

置、周 围的地形地貌进行设置 。

7.9.3 声屏障的结构设计除应符合国家现行标准《声屏障声学设

计和测量规范 )) HJ /T 90 的规定外，还应满足结构自重及风荷载

的要求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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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 交通信号灯

8. 1 一般规定

8. 1. 1 交通信号灯应能被道路使用者清晰、准确地识别，应能保

障车辆和行人安全通行 。

8. 1. 2 交通信号灯的配置应与道路交通组织相匹配，应有利于行

人和非机动车的安全通行，有利于大容量公共交通车辆的通行，有

利于提高道路通行效率 。

8. 1. 3 交通信号灯设备应安全可靠，能够长期连续运行。 当交通信

号灯设备出现故障时，任何情况下均不得出现相互冲突的交通信号。

8.2 信号灯设置

8.2. 1 城市道路的平面交叉口设置交通信号灯的条件，应根据路

口情况、交通流量以及交通事故率等因素确定 。

8.2.2 交通信号灯的视认范围应根据车速和车道布置情况确定 。

交通信号灯的视认范围内不应存在盲区，不能满足时，应在适当位

置增设同类信号灯 。

8.2.3 城市道路的特大桥、长大隧道等路段，可根据交通组织要

求或设施养护要求设置车道信号灯 。 可变车道、收费口和检查通

道应设置车道信号灯 。

8.2. 4 全封闭道路中实施控制的臣道，应设置臣道控制信号灯 。

8.2.5 行人信号灯应有倒计时显示或者闪烁提示 。 倒计时或闪

烁提示时间应保证行人能安全通过路口 。

8.2.6 道路交叉口的交通信号周期不宜大于 1805 0

8.2.7 交通信号灯设置倒计时显示时，其颜色应与被计时的信号

灯一致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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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2.8 交通信号灯及其安装支架均不得僵入道路建筑限界。

8.3 交通信号控制系统

8.3.1 交通信号控制系统的建设，应根据城市道路交通流的分布

由点控、线控逐步过渡到系统协调控制 。

8.3.2 城市主干路交通信号灯宜实施绿波协调控制 。

8.3.3 协调控制范围内的各路口交通信号配时参数 ，应根据交通

流量和流向确定，并满足区域协调控制的要求。

8.3.4 交通信号控制系统应设置监控中心 。 交通信号控制系统

应具有下列功能 :

1 对各信号灯进行远程监视和控制;

2 对各信号灯配时参数进行远程配置;

3 对各信号灯设备进行故障监测和报警 ;

4 实施协调控制 。

8.3.5 交通信号控制系统宜具备交通信息采集与传输功能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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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 交通监控系统

9. 1 一般规定

9. 1. 1 为提高城市道路交通管理和服务水平，宜设立交通监控系统。

9. 1. 2 交通监控系统应由监控中心、外场监控设施和l信息传输网

络等组成，应具备信息采集、分析处理、信息发布和交通控制管理，

以及与其他信息系统的信息交换和资源共享等全部或部分功能。

9. 1. 3 交通监控系统的建设应根据道路等级和城市规模 .并结合

城市经济发展阶段以及交通量和交通管理需求等因素综合考虑，

并应按表 9 . 1. 3 的要求确定 。

表 9. 1. 3 交通监控系统建设要求

逅路等级

城市规悦 城市中、长、 城市将大桥梁和

特长隧道 城市快速路
主干路和次千路 支路

特大城市 应建民 应建设 J\nt 设 应预留建设条件

大城市 应建设 应建设 宜 ill 设 宣预留建设条件

" 1' 等城巾 应建设 宜建设 1î 顶阳建设条件 宜I:íHli 建设条件

小城rl:i 应建设 '自I:B;j 即建设条件 官预留 i主设条件

9. 1.-' 交通监控系统应根据城市路网的现状 、规划和l交通管理需

求进行统一规划，可根据城市交通状况和建设条件分步分期实施 。

9. 1. 5 交通监控系统配置按道路或路网的性质和l监控系统特性

划分不同等级，等级分类应符合表 9 . 1. 5 的规定 。

交通监控系统等级

远fF1范|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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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9. l. 5 交通监控系统等级分类

I 级

城市中、

长、特长隧道

n 级

城市构'大桥梁

和城市快速路

III 级

主干路和1

次下路

N级

支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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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2 管理模式

9.2.1 一座城市宜设一处道路交通监控中心 .对全市道路网络的

交通运行实施集中监控和管理 。

9.2.2 当城市道路网络规模较大且路网形态和交通状态具有明

显的分区域分散布置特征时，可根据管理需求设置区域交通监控

中心 。 区域交通监控中心直作为交通监控中心下属的交通监控分

中心 。

9.2.3 城市特大桥梁和中、长、特长隧道宜设置独立的监控中心 .

对于地理位置分布较近又便于统一管理的，宜设置联合的监控中

心 。 该监控中心宜作为交通监控中心下属的交通监控分中心 。

9.3 交通监控中心

9.3.1 交通监控中心直配置监控信息存储和处理计算机系统 、 闭

路电视系统、信息发布和服务系统、应急指挥和处置系统以及信息

通信网络系统 。

9.3.2 交通监控软件系统宜具备对各类交通相关信息的综合分

析处理功能，以及对多种交通状态和交通异常事件的自动检测判

断功能，能针对常发性和偶发性交通拥挤或阻塞自动生成交通控

制对策方案和应急处置预案，以及相应的信息发布诱导方案 。

9.4 信息采集设施

9.4.1 信息采集设施主要应由交通参数检测器、摄像机、气象检

测仪等构成 。

9.4.2 1 级交通监控系统的设备配置应全路段连续设置交通参

数检测器、摄像机等设施，实行全路段全覆盖监控 。 在城市中、长、

特长隧道等特殊路段应设置完善的紧急报警设施 。

9.4. 3 II 级交通监控系统的设备配置应全路段设置交通参数检

测器、摄像机等设施，实行全路段监控 。 在交通量大的互通立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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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入臣道宜全覆盖设置。

9.4.4 田级交通监控系统的设备配置应在道路主要交叉口、互通

式立交等重点区段 ，设置交通参数检测器 、摄像机等监控设施 。

9.4.5 lV级交通监控系统的设备配置可根据需求，在道路主要交

叉口设置摄像机等监控设施 。

9.4.6 在城市特大桥梁等特殊区段，以及恶劣的气象条件可能对

交通安全构成威胁的路段宜根据各地的气候特征、管理需求和l 交

通气象服务系统的总体建设要求，设置气象信息检测设备 。

9.5 信息发布和控制设施

9.5.1 信息、发布和控制设施主要应由可变信息标志、可变限速标

志、交通信号控制设施等构成 。

9.5.2 1 级交通监控系统的设备配置应在道路沿线及相关路段

设置能够及时发布诱导信息、，以疏解常发性交通拥挤所必需的可

变信息标志、可变限速标志等信息发布设施 。 在道路沿线、人口匣

道等特妹路段应布设满足交通控制管理需求的交通信号灯、车道

信号灯、臣道开放/关闭可变信息标志等设施 。 有特别需要可增设

交通违法事件检测记录设备 。

9. 5. 3 [1 级交通监控系统的设备配置应在道路沿线及相关路段

设置能够及时发布诱导信息并疏解常发性交通拥挤所必需的可变

信息标志、可变限速标志等信息发布设施 。 在常发性拥挤路段周

边的人口臣道和需要实行交通控制的入口臣道应布设满足交通控

制管理需求的阻道开放/关闭可变信息标志等交通控制设施，同时

辅以设置臣道周围道路的可变信息标志 。 有特别需要时，可增设

交通违法事件检测记录设备 。

9.5 . .t 田 级交通监控系统的设备配置应在连接快速路人口处前

方的道路沿线设置可变信息标志 。 在其他易发生交通拥堵路段可

设置能够及时发布诱导信息的可变信息标志 。

9.5.5 且「 级交通监控系统的设备配置可根据总体交通信息发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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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控制规划要求布设信息发布和控制设施 。

9.6 信息传输网络

9.6 . 1 交通监控系统宜设置独立的信息传输网络 。 不具备条件

时，可利用社会资源组建信息传输网络 。

9.6.2 信息传输网络宜采用光纤通信方式。

9.7 系统互联和安全

9.7.1 系统互联应包括监控中心与监控分中心、监控中心与上级

管理机构信息系统以及各中心与其他相关信息系统之间的互联 。

通过互联实现交通信息的交换和共享，并建立交通信息系统之间

的运管协调和交通事件的协同处置等。

9.7.2 系统五联应制盯符合信息及应用安全需求的安全策略，并

建立统一的安全管理平台 。

9.8 监控系统主要性能指标

9.8.1 交通信息采集主要技术性能指标宜包括交通数据检测精

度、数据采集周期、视频图像质量等，并应符合下列规定:

1 交通数据检测精度应大于 85 % ; 

2 数据采集周期应为 105~605 可调;

3 视频图像质量不应低于五级损伤制评定的四级 。

9.8.2 信息处理主要技术性能指标宜包括交通状态判别处理!响

应时间、交通状态判别准确度、交通事件检测误报率和漏检率等，

并应符合下列规定:

1 交通状态判别处理响应时间不宜大于 25;

2 交通状态判别准确度应大于 90% ; 

3 交通事件检测误报率应小于 20% ，漏检率应小于 20 % 。

9.8.3 交通信息传输技术性能指标宜包括传输时延和传输误码

率，并应符合下列规定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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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 外场设备与监控中心之间传输时延不应大于 1 5;

2 光纤传输误码率不应大于 10→ 9 ; 元线传输误码率不应大

于 10- 5 0

9.9 外场设备基础、管道、供电与防雷、接地

9.9.1 外场设备基础、管道的设计应符合下列规定:

1 横穿道路管道、结构物上的监控外场设备基础和管道应与

土建工程同步实施;

2 外场设备光、电缆宜采用穿管敷设 。

9.9.2 外场设备供电与防雷、接地应符合下列规定 :

1 外场设备宜按三级负荷设计，对重要道路可采用高于三级

负荷设计;

2 外场设备宜采用联合接地方式，对于特别强雷区设有独立

避雷针的地方应将安全接地与防雷接地分别设置;

3 应根据 l监控系统所处地区年均雷暴天数及设备所处地形

地貌特点，对监控系统设备及光、电缆等进行系统的防雷、接地

设计 。

9.10 服务信息设施

9. 10. 1 服务信息设施主要应包括应急求助呼叫中心、紧急报警

电话、紧急报警标志等 。

9.10.2 紧急报警标志直采用固定标志型式，应满足相关标志的

规范要求，应至少包含报警电话号码和地理位置信息 。

9.11 可变信息标志

9.1 1. 1 可变信息标志主要应显示道路交通状态、交通事件等交

通信息 。

9.1 1. 2 可变信息标志型式可根据地方使用习惯和发展规划、技

术要求等，采用文字板、图形板、文字力u图形板等多种型式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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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1 1. 3 在不影响其使用功能的条件下，可充分利用周围建筑物 、

门架等设施联合设置可变信息标志 。

9. 11. 4 可变信息标志字模型式不宜低于表 9 . 11. 4 的要求 。

表 9. 11. 4 可变信息标志字模型式

类别 字模规格 (cm) 字模点 |咋 字筷数(个)

高度 32 ( 设计东速小于 60 km/ h ) 16 X l (i 
文字 单行不大于 8

高度 18( 设计 车速不小于 60 km/ h ) 24 X 2,1 

光flf l'(:!.元 宽j支 1 3- 1 5 宽度不小于 6 随 j且胳形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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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 服务设施

10.1 一般规定

10. 1. 1 人行导向设施、人行过街设施、非机动车停车设施、机动

车停车设施和公交停靠站等服务设施，应根据规划条件、道路布置

情况统一设置 。 服务设施设置应与景观、环境相协调 。

10. 1. 2 服务设施应与其他交通设施协调布置，避免相互干扰，影

响使用 。

10. 1. 3 服务设施的布置应符合元障碍环境设计要求 。

10.2 人行导向设施

10.2.1 人行导向设施设置应符合下列规定:

1 人行导向设施和路名牌等应设置在设施带内，并不应占用

行人的有效行走空间;

2 人行导向设施和路名牌应统一规划、布置，方便使用 。

10.2.2 人行导向设施的设置应符合下列规定 :

1 步行街、商业区、比赛场馆、车站、交通枢纽等人流密集区

域，以及在道路交叉口和|公共交通换乘地点附近，直设置人行导向

设施;路段导向设施的设置间距应为 300m~500m;

2 导向设施应内容明确、易懂，具有良好的可视性、避免遮

挡，保持标识面的清晰、整洁;

3 枢纽、广场、比赛场馆和大型建筑物周边道路的人行导向

设施，应结合其内部人行系统进行设置;

4 导向设施的设置可结合周边环境艺术化设置，但要易于辨

认，清晰、易懂 ;

5 人行导向设施布置应保证行人通行的连续性和安全性，构



成完整的人行导向标识系统;人行导向设施可有路线指示设施和

地图导向设施等;

6 路线导 向设施应反映 lOOOm 范围内的人行过街设施、公

共设施、大型办公和居住区的行进方向 。 地图导向设施应反映附

近人行过街设施、公共设施、大型办公和居住区的位置 。

10.2.3 路名牌的设置应符合下列规定:

1 城市道路交叉口位置应设置路名牌，两个交叉口间的距离

大于 300m 的路段应在路段范围内设置路名牌;

2 路名牌应设置在道路交叉口或路段的明显位置 ， 不得被

遮挡;

3 路名牌应平行于道路方向，版面应含有道路名称、方向，并

应有门牌号码。

10.3 人行过街设施

10.3.1 人行过街设施的设置应符合下列规定 :

1 道路交叉 口均应设置人行过街设施，道路路段应结合道路

等级、路段氏度及行人过街需求设置人行过街设施;

2 快速路和主干路上人行过街设施的问距宜 为 300m ~

500m，次干路上人行过街设施的问距宜为 150m ~300m;

3 交通枢纽、商业区、大型体育场馆等人流量密集地点，应设

置相应的过街设施;

4 城市快速路过街设施应采用立体过街方式 。 其他城市道

路以平面过街方式为主 . 立体方式为辅，且应优先考虑人行地面

过街 ;

5 人行天桥和地道应与路侧人行系统相连接 .形成连续的人

行通道 ;其通行能力须满足该地点行人过街需求;

6 在商业区、交通枢纽等人车密集地点，宜结合建筑物内部

人行通谨设置连续的立体过街设施，形成地下或空中人行连廊 。

10.3.2 平面过街设施的设置应符合下列规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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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人行横道应设置在车辆驾驶员容易看清的位置，宜与车行

道垂直 ;

2 信号灯管制路 口 . 应施划人行横道标线，设置相应人行信

号灯 。 无信号管制及让行管制交叉口应施划人行横道标线并设置

注意行人的警告标志，并应在人行横道上游机动车道上施划人行

横道预告标识线;

3 道路交叉口采用对角过街时，必须设置人行全绿灯相位;

4 人行横道的宽度与过街行人数及信号显示时间相关，顺延

主干路的人行横道宽度不直小于 5m; }1阪延其他等级道路的人行横

道宽度不宜小于 3m ，以 1m 为单位增减 ;

5 当路段或路口进出口机动车道大于或等于 6 条或人行横

道长度大于 30m 时应设安全岛，安全岛的宽度不宜小于 2m ，困难

情况不应小于J. 5m; 

6 人行安全岛在有中央分隔带时宜采用栏杆诱导式，无分隔

带时直采用斜开式 ;

7 居民区道路设计宜采用交通宁静措施保障行人安全;可通

过设置减速角、减速陇、弯曲路段和环岛等降低车速 ;

8 与公交站相邻的人行横道，应设置在公交站进车端 ， 并设

在公交车停靠范围之外 。

10.3.3 道路路段人行横道信号灯根据下歹IJ 条件设置 :

1 双向机动车车道数达到或多于 3 条，或双向机动车高峰小

时流量超过 750pc u 及 1 2 h 流量超过 8000 pcu 的路段上，当通过人

行横道的行人高峰小时流量超过 500 人 次时，应设置人行横道信

号灯 ;

2 不具备上述条件但路段设计车速超过 50km/ h 时 ，应设置

按钮式行人信号灯;

3 学校、幼儿园、医院、养老院等特妹人群聚集地点及行人事

故多发区域等有特妹要求且无人行过街设施的，应设置人行横道

线，并设置人行信号灯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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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4 非机动车停车设施

10.4.1 非机动车停车设施要与人行系统连接，井设置指示标识 。

10. 4.2 大型公共交通枢纽和重要公共交通车站，应根据非机动

车驻车换乘需求，结合自身设计设置非机动车停车场 。 大型建筑

应根据需求设置适当容量的非机动车停车场 。

10.4.3 =11二 机动车停车场的规模应根据所服务的公共建筑性质 、

平均高峰日 l吸引车次总量，平均停放时间、每日场地有效周转次数

以及停车不均衡系数等确定 。

10. 4.4 非机动车停车需求较小的公交停靠站，可布设路侧停车

设施，设置非机动车车架和固栏 。 若非机动车停车需求大于 30 辆

自行车，应设置专门停车场 。

10.4.5 非机动车存车架和围栏的设置应与道路、交通组织和市

容管理要求相适应，与交通护栏结合设置，方便使用、经济美观 。

10.4.6 非机动车存车架和固栏应设置在道路的设施带内，且不

应压缩人行道的有效人行通行宽度 。 存车架的设置应保证非机动

车车身放置不超过路缘石外沿 。 围栏高度不应超过1. 3m 。

10.5 机动车停车设施

10.5.1 机动车停车场的设置应符合下列规定:

1 机动车公共停车场的位置和规模要符合城市规划的要求，

结合交通组织、区域停车需求、用地条件和道路交通条件等组织;

2 商业区、大型体育场馆、大型建筑等停车需求较大的地点

可根据其交通组织设置一定规模的停车场 ;

3 停车场人口与城市道路连接通道的长度，应满足高峰时段

进场车辆排队长度的要求;

4 进出车辆多的停车场宜设置多个收费口，收费口服务能力

应满足车辆进出需求;

5 应合理设置停车场内车流线和人行流线，避免交叉，人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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量大的停车场人行出入口应分散布置;

6 停车场的内部交通组织应与场地周边交通条件相符合，出

入口及停车场内应设置交通标志、标线以指明场内通道和停车

车位;

7 停车场内部步行系统应与周边人行通道连接，人行流线宜

用标线标识，与机动车流线交叉时，应设交通标志、标线;

8 停车场出入口应有良好的通视条件，并设置交通标志 。

10.5.2 路侧停车位的设置应符合下列规定:

1 路侧停车位作为停车场的补充，应合理设置;

2 路侧停车位的设置应避免影响非机动车的正常通行，不应

{雯'占非机动车通行空 间;

3 道路交叉口、建筑物出入口及公交站台附近不得设置路侧

停车设施;

4 路侧停车应规定车种类型、停放时间，通过标志给予告示;

5 路侧停车位的设置应避免对机动车道内车辆行驶的影响 。

10.5.3 出租车停靠站的设置应符合下列规定:

1 交通繁忙、行人流量大、禁止随意停车的地段，应设置出租

车停靠站，并根据需求合理确定停靠站规模和形式;

2 应结合人行系统设置，方便乘客 ;

3 出租车停靠站要自己有标识系统;

4 停靠站布置根据道路交通条件可采取直接式或港湾式;

5 需求量大的停靠站 ， 宜预留乘客排队空间，并根据需要设

置排队设施 。

10.6 公交停靠站

10.6.1 公交停靠站的设置应符合下列规定 :

1 公交停靠站应结合城市规划、公交线路组织、沿线公交需

求及边'路条件等规划设置;

2 设置于道路立交的公交停靠站，停靠站间换乘宜为立体换乘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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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交停靠站位于交通枢纽和地铁站附近，应统一设置，方便换乘;

3 道路交叉口 附近公交停靠站设置，应方便换乘，并减少对

其他交通的影响 ;

4 快速公交专用车站应满足快速公交运营要求 。

10. 6. 2 公交停靠站台的设置应符合下列规定 :

1 站台长度不宜小于 2 个停车位 。 当多条公交线路停靠时 ，

车站通行能力应与各条线路最大发车频率的总和相适应。当停车

位大于 6 辆车长或停靠线路多于 6 条，可分组分区段设置;

2 城市主干路应采用港湾式公交停靠站，车流量大的次干路

宜采用港湾式公交停靠站 ;快速路上设置的公交停靠站应满足现

行行业标准《城市快速路设计规程 ))CJJ 129 的规定 ;

3 常规公交车停靠站站台铺装宽度根据候车人流量确定，

般不应小于 2m ，条件受限时，不得小于1. 5m ; 快速公交专用站台，

双侧停靠的站台宽度不应小于 5m ，单侧停靠的站台宽度不应小于

3m ; 

4 设置在主路的公交站台应在辅路设置人行过街设施，并根

据需要设置主路的人行过街设施;

5 机动车与非机动车?昆行路段，公交站台处宜在站台外侧设

置非机动车道;

6 两条以上公交线路停靠的车站，站台宜设置排队用的人行

护栏 。

10. 6.3 公交停靠站候车亭的设置应符合下列规定 :

1 候车亭的设计应安全、实用、经济 、美观，便于乘客遮阳、避

雨雪，与周围景观相协调。亭内宜设置座椅、靠架 ，方便乘客使用 i

2 候车亭进车端应有良好视线，候车亭，尺寸应根据需求设计

并与站台相协调;

3 站牌设置要便于公交司乘人员及乘客的观察和寻找，根据

是否设置候车亭进行布置;

4 站台分组分区段设置时 ，站牌应设在相应区段内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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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 道路照明及变配电

11. J 道路照明

11. 1. 1 城市道路应设置人工照明设施。

11. 1. 2 城市道路照明标准可分为机动车道路、非机动车与人行

道路照明两类 。 机 ï5}J车道路照明应按快速路与主干路、次干路 、支

路分为三级 。

11.1. 3 机动车道路照明应以路面平均亮度 (或路面平均照度)、

路面亮度总均匀度和纵向均匀度(或路面照度均匀度)、眩光限制、

环境比和资导性为评价指标 。

11. 1. 4 城市道路照明应根据道路功能及等级确定其设计标准 。

照明标准值应符合表 1 1.1. 4 的规定，表中高档值和低恼值应根据城

市的性质和|规模以及交通控制系统和道路分隔设施完善性来选择 。

级

另IJ

11 

11[ 

表 1 1.1. 4 机动车道路照明标准值

1iIT丽 .f~J支 路 l (ij !! ft皮 眩光

平均 !照 j立
限制

平均亮度 A总 I王J 纵向 阀值 环境比

ill 1ilT类型 Lav 匀 l支 均匀度
)!(!J.支 均匀度

增hl SI? 

(ccl/ m' ) U" U , 
ε8、 < Ix ) U;; T J( % ) 段小{直

E性 NH自 I1~小值 i或小值
t1t. j斗 [自 1f，，:小值 展大

初始{且

快速路、
l. 5/ 2. 0 o. '1 o. 7 20 / 30 o. <1 10 0. 5 

主干路

次干路 。. 75/ L 0 o. 4 o. 5 10/ 15 O. 35 10 0. 5 

支路 0. 5/ 0. 75 o. " 8/ 10 O. 3 15 

注 ， 1 表中所列的平均 !m度仅适用于沥青路面 。 若系水泥混凝土路而 .其平 均p.!l

度假可相应降低约 30 % ; 

2 表 rl-' 对每一级道路的平均亮度和l平均!限度 给 出了两挡标准值 ， '; /"的左由!II

为低档值 . 右侧为高档值 。 对同一级道路选定!!自明标准值时.中小城市百

选择低档值;交通控制l系统和l道路分隔设施完善的道路白'选择低档值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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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 . 1. 5 人行道路照明应以路面平均照度、路面最小照度和l垂直

照度为评价指标 。

11.1. 6 人行道路照明标准值应符合表 1 1. 1. 6 的规定 。

表 1 1. 1. 6 人行道路照明标准值

路面平均 fff.t度 路面最小照皮 段小垂直照度

夜间行人流盘 区域 E " Clx) EminC lx) E ,"'m (I x) 
维持值 维持值 维持值

商业区 20 7. 5 4 
流盘大的道路

居住区 10 2 

商业区 15 5 3 
流盘中的道路

居住区 7. 5 1. 5 1. 5 

商业区 10 3 2 
流11小的i直盼

居住区 5 
L一 L一一

注 :位小垂直照度为道路中心线上距路面1. 5m 高度处 .垂毡'于路前h平Túi (fJ fV.í 个方

向仁的最小H~度 。

11 . 1. 7 道路与道路的平而交汇区应提高其照度，交汇区照明标

准值应科合表 1 1. 1. 7 的规定 。

表 1 1.1. 7 交汇区照明标准值

路丽平均照度 照度均匀度

交汇区类型J E.v Cl x) UE ni: 光限制

维持值 最小值

主干路与主干路

主干路与次干路 30/ 50 Z正驾驶员观看灯具的

主干路与支路
方位角J二 · 灯 J'.!在 80 '和

0. 4 
90't，~ JJr ffJ 方向上的

次二f~各与次干路 光强分别不得超过

20 / 30 30cd/ l 000 101 平白
次下路与支路 lOcd/ l OOO lrn 

文路与支路 15/20 

注 : 1 灯具的高度角是在现场安装使用姿态下度盎;

2 表中对每一类道路交汇区的路面平均照皮绘出了两铛标准值， ;4 / " 的左侧

为低档照度值 ，右侧为高档照度值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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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1. 8 道路照明应选择光效高、寿命长的光源，在要求较高的区

域可采用显色指数较高的光源 。

11. 1. 9 道路照明应根据不同等级的道路对眩光限制的要求，选

用截光型或半截光型灯具 。

11.1. 10 道路照明灯具可根据道路横断面形式、宽度、照明要求

及环境等设计为单侧布置、双侧交错布置 、 双侧对称布置 、中心对

称布置等，大中型立交、交通枢纽可采用高杆照明形式 。

11.1. 11 城市道路中的隧道，应设置隧道照明 。 隧道照明可分为

人口段、过渡段、中间段和出口段 。

11.1. 12 隧道照明应根据行车速度和交通量确定其设计标准，隧

道照明 中间段标准值应符合表 1 1. 1. 1 2 的规定 。

表 1 1.1. 12 隧道照明中间段标准值

双车I茧单向交通 N>2 4 00 辆/ h 双车道单 |句 交迦 N，ç，_ 700 辆 / h

t才算行 !f':
双车道双向交通 N> 1 300 辆/ h 双车道双向交通 N，ç，_ 360 辆 / h

速度 平均亮度 总均匀皮
纵向

平均亮度 总均匀!支
纵向

( km/ h) Lav u叶
均匀度

LIt.\, U" 
均匀皮

(cd/ m') 最小值
U1 (cd/ m2 ) 最小值

U1 

最小值 最小值

1.00 9 4 

80 4. 5 2 
O. '1 。 . 6-0 . 7 0. 3 O. 5 

60 2. 5 1. 5 

40 1. 5 1. 5 

注 ， 当交通盘在Ä'j.1 问 值 u才 . 亮度指标按表中高值的 80% 1仅值;均匀皮指标校内插

法~值 。

11. 1. 13 隧道人口段、出口段应进行加强照明，人 口段其亮度值

应根据洞外亮度确定 ，并通过过渡段过渡至中间段亮度 ;出口段亮

度值应根据中间段亮度确定 。

11. 2 照明控制

11. 2. 1 道路照明应采用自动控制 。

11. 2. 2 道路照明控制宜采用时控为主、光控为辅的控制模式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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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 2.3 采用时间控制的道路照明宜按所在地理位置和季节变化

分时段确定开关灯时间 。

11. 3 变配电系统

11. 3.1 一般道路的照明应为三级负荷 ，重要道路 、交通枢纽及人

流集中的广场等区段照明应为二级负荷 。

11. 3. 2 正常运行情况下，照明灯具端电压应维持在额定电压的

90 %~ 105% 。

11. 3.3 城市道路照明的配电系统宜预留道路监控等设施的用

电量。

11. 4 节能

11 . 4.1 道路照明设计应合理选定照明标准值，宜通过利用监控

系统和完善道路分隔设施等方法，使道路适应照明标准低档值 。

11 . 4.2 道路照明应使用高光效光源和高效率灯具 。

11. 4.3 道路照明设计应提高配电线路的功率因数，气体放电灯

线路的功率因数不应小于 0 . 85 。

J 1. 4. 4 道路照明设计宜根据具体情况 ，选择合理和灵活的照明

控制方式 。

11. 4. 5 道路照明宜推广使用自清洁灯具 。

11. 4. 6 道路照明应以 H有明功率密度 ( LPO )作为照明节能的评

价指标.除特殊区域外 ，功率密度值不应大于表 1 1. 4. 6 的规定 。

表 1 1. ~ .6 道路照明功率密度值

迫阶级别
年 ill数 )1({1归功率密度也 对应的 1\白皮m
(条} LPO( W/ m' ) (l x) 

二注6 1. 05 
30 

'tk .Ì!liI#t 
< 6 1. 25 

主 「路 二注6 O. 70 
20 

〈日 O. 8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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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表 1 1. 4. 6 

道路级 ~)rJ
车边数 照明功率密度值 对应的照 j交值
(条) LPD( W / m') (!x) 

二呈 4 。 70

15 
< 4 0. 85 

次+附
二"， 4 0. 45 

10 
< 4 0. 55 

二"， 2 0. 55 
10 

< 2 o. 60 
支路

二~2 0.45 
8 

< 2 0. 50 

注 1 本表仅适用于高压制~灯， 当采用金属卤化物灯时 ，应将表中对应的 LPD 值

乘以系数 1. 3 ; 

2 本表仅适用于设置连续 !!自圳的常规路段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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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 管理处所及设备

12. 1 一般规定

12. l. 1 为适应不同类型和等级的城市道路交通管理要求，应设

置相应的交通管理处所和管理设备 。

12. l. 2 管理处所应遵循布局合理、用地节约、环保节能的设置

原则 。

12. l. 3 管理设备的配备应遵循经济、实用、方便的原则 。

12.2 管理处所

12.2.1 对于重要的城市快速路、桥梁、隧道等工程应根据规模、

功能、重要性、地理位置需要设置道路管理处所 。

12.2.2 道路管理处所的设置应符合下列规定:

1 道路管理处所建设位置应与城市规划相结合，邻近所管理

的道路交通设施，并与周围环境协调一致 ;

2 道路管理处所的建设规模应根据道路设计交通量、交通组

成、自然条件等因素，结合工程具体情况确定;

3 道路管理处所可根据需要设置执法人员的办公和生活

设施 ;

4 道路管理处所应满足各种设备和必要物资存放的需求;

5 谨路管理处所根据需要设置方便执法检查的设施;

6 道路管理处所应考虑污水、垃圾等废弃物的无害'排放 。

12.3 管理设备

12.3.1 管理设备配置应保证日常管理工作的正常运行 。

12.3.2 管理设备配置宜考虑满足突发事件下的应急管理需求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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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规范用词说明

1 为便于在执行本规范条文时区别对待，对要求严格程度不

同的用词说明如下 :

1) 表示很严格，非这样做不可的:

正面词采用"必须"，反面词采用"严禁";

2 )表示严格，在正常情况下均应这样做的:

正面词采用"应"，反面词采用"不应"或"不得";

3 )表示允许稍有选择，在条件许可时首先应这样做的 :

正面词采用"宜"，反面词采用"不宜'气

4)表示有选择，在一定条件下可以这样做的，采用"可" 。

2 条文中指明应按其他有关标准执行的写法为"应符合……

的规定"或"应按……执行"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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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标准

城市道路交通设施设计规范

GB 50688 - 2011 

(2019 年版)

条文说明



制定说明

根据住房和城乡建设部《关于印发 ( 2008 年工程建设标准规

范制订、修订计划(第一批 ) > 的通知 )) (建标 (2008 J 102 号)要求，

《城市道路交通设施设计规范 》由上海市政工程设计研究总院(集

团)有限公司负责主编，并会同北京市市政工程设计研究总院、上

海市城市建设设计研究总院等单位共同编制而成 。 经住房和城乡

建设部 2011 年 5 月 1 2 日以第 1034 号公告批准发布 。

为便于广大设计、施工、科研、学校等单位有关人员在使用本

规范时能正确理解和执行条文规定， ((城市道路交通设施设计规

范》编制组按章、节、条顺序编制了本规范的条文说明，供使用者

参考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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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总 则

1. 0.1 国家现行标准《城市道路设计规范))CJJ 37 是 1991 年编制

的，其中关于安全设施设计的内容极少，也己显落后，难以适应城

市道路建设的要求，实际设计中常常参照与之相关的公路行业规

范 。 虽然城市道路与公路有其相同的地方，但是更有着交通特性、

交通组成、服务对象等方面的差别 。 公路行业规范缺少对城市交

通特点的考虑 。 为适应城市道路建设发展的需要，提高城市道路

交通运行质量和安全水平，总结近 10 年来城市道路交通设施设计

和建设的经验，编制本规范 。

1. O. 2 为满足城市道路使用者、管理者以及利害关系人的需要，

城市道路交通设施应具有包括交通引导、安全防护、交通监控及服

务与管理等功能。

1. O. 3 道路交通各项设施的设计应结合项目所在地区规划、环境

和道路总体设计的要求，按照各设施的特点，遵照"以人为本、确保

安全、保障畅通、节能环保"的原则进行设计 。

1. O. 5 交通监控、服务设施和管理设施等的设置与交通量发展及

路网发展状况有关 。 当交通量较小时，交通监控设施的需求较少，

可以缓建 。 考虑到交通监控设施中相关的基础工程、管道敷设等

在道路主体工程完成建设并投入运营后再实施会影响交通，同时，

对已建工程开挖会造成浪费 。 所以 ，当规划设置交通监控设施时，

相关的基础工程一般应同主体工程实施时一并预留或预埋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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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术语和符号

本章给出的术语和符号，是本规范有关章节中所引用的 。

在编写本章术语时，参考了现行国家标准《道路工程术语标

准 ))GBJ 1 24 、 《道路交通标志和标线 ))GB 57 68 等的相关术语 。

本规范的术语是从本规范的角度赋予其含义的，但含义并不

一定是术语的定义，同时还分别给出相应的推荐性英文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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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交通调查

3. 0.1 、 3.0.2 道路路网现状、沿线土地利用性质、沿线环境、道路

状况、交通量、交通组成、交通特性、自然环境和人文环境、城市规

划、路网规划等是道路交通设施设计的基础资料和依据 。 本规范

总则第 1. O. 3 条规定"城市道路交通设施设计应依据道路性质、

沿线环境以及交通流特性等进行" 。 交通调查是交通设施设计的

基础工作 。 交通设施的设计不仅与设置处道路的路网现状、路网

规划、沿线土地利用性质、沿线环境、道路状况、交通量、交通组成、

交通特性、自然环境和人文环境等有关，相邻的周边道路的综合状

况也影响着设计项目的交通设施设计 。 为此，规定调查范围除了

设计道路外，还应包含对设计道路有影响的周边范围 。

3.0.3 道路交通设施设计与道路所在区域的特点、土地使用等情

况密切相关，同时更要研究设计道路的性质、特点及交通特性，进

行综合分析，合理确定道路交通设施设计的技术标准及设施规模，

并据以指导道路交通设施设计' 。

3. O. 4 改、扩建道路交通设施设计的重要参考依据是既有道路的

状况，新设计的交通设施除了要满足改、扩建道路的交通需求外，

还要着力避免既有道路交通设施设置的不足 。

• 63 • 



4 总 体 设计

4.1 -般规定

4. 1. 2 由于城市道路交通设施设计涉及的专业类别多，各城市对

应的城市道路管理部门也多，而在实际设计任务中，城市道路交通

设施的设计工作往往被附属于城市道路主体工程设计任务中，一

方面忽视城市道路交通设施总体设计工作，会造成主体工程设计

的总体目标出现偏差，导致道路交通设施安全等级及服务水平不

能满足实际要求;另一方面为避免道路交通设施各专业和类别之

间的设计冲突和衔接矛盾，应在总体设计统筹布局的指导下系统

地进行各类交通设施的设计，使各类设施设计相互协调、布设合

理、功能充分发挥 。

在道路工程主体设计的基础上，应根据服务水平、车道数以及

路段、交叉、桥梁、隧道等所处的地理位置、路侧自然环境、平纵技

术指标、道路横断面型式等，科学选定技术标准，正确运用技术指

标，做出符合实际情况的交通设施设计方案 。

4. 1. 3 各种道路交通设施在设计中存在总体协调的问题。 交通

标志、交通标线、防护设施、交通监控系统、服务设施、道路照明以

及管理处所等各类设施本身是相对独立的，但是各设施之间又存

在一定的关系 。 总体设计应处理好各类设施之间的关系 。

4.2 交通设施分级

4.2. 2 城市道路交通设施等级分为 A 、 B 、 C 、 D 四级，既保证了道

路交通安全，也区别了不同等级道路的不同使用要求 。

4.2.3 城市道路交通设施分为 A 、 B 、 C 、 D 四级，对应了城市道路

的不同等级，体现了不同的交通功能和使用要求的特点，既能保证



交通安全，又经济合理 ，操作上也容易掌握 。 中、长、特长隧道及特

大型桥梁采用 A 级交通设施标准，是因为中、长、特长隧道及恃大

型桥梁的道路等级一般都较高，且客观上形成了道路上的咽喉，如

果交通设施设置不到位，可能影响通行能力，发生交通事故时对于

交通疏散和救援都不如一般道路方便 。

4.3 总体设计要求

4.3.1-4.3.5 鉴于道路工程特别是高等级、复杂系统的道路工

程在设计及建设中常有交通设施工程内容的缺漏、不协调甚至是

相互碰撞的情况发生，因此提出交通设施总体设计的要求是必

要的 。

交通设施总体设计工作内容从性质上分为总体设计和总体协

调两部分，在操作中两者不可偏废 。 总体协调工作既包括交通设

施设计与主体工程设计的协调，又包括组织和审核各交通设施设

计中相互之间的协调 。 具体操作中，小型简单的道路工程的交通

设施总体设计内容也较简单，大型、高等级的道路工程的交通设施

总体设计要求就较高 。

4.4 设计界面

4. 4.1-4.4.7 设计界面规定的目的是既要明确总体工程和各交

通设施设计方的工作职责，提高工程设计效率，又要防止交通设施

设计的错、漏、碰、缺，提高设计质量 ，避免造成经济损失和工程功

能缺失或降低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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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交通标志

5.1 一般规定

5. 1. 1 交通法规是道路使用者必须遵循的交通法律规定，一切违

反交通法规的行为均应视为违法行为 。 交通标志应首先体现其与

交通法规之间的关系和应用方法 。

交通路权概念不仅应用在交通事故处理中，更重要的是应用

在事先的交通控制措施中，设置简明、正确的交通标志指示交通路

权，以达到消除或减少交通冲突，预防和减少交通事故，保障道路

交通安全、畅通 。

5. 1. 2 交通标志与交通标线等其他管理设施传递的信息应一致

井互为补充是交通标志和标线设计的基本要求 。 当道路临时交通

组织或维修等原因标志与标线不一致时，应以标志为主 。

5. 1. 3 交通标志传递与道路交通无关的信息不仅无助于道路交

通的管理和l引导，还容易分散驾驶员的注意力，影响交通安全 。

5. 1. 4 隧道内应急、消防、避险指示标志，主要包括紧急电话、消

防设备、人行横洞、行车横洞、紧急停车带、疏散等指示标志，这些

标志应采用主动光标志或照明式标志 。

5. 1. 5 在道路的一定宽度和高度范围内不允许有任何设施及障

碍物侵入的空间范围 .称为道路建筑限界，又称道路净空 。 为保证

车辆和行人安全通行，各类交通标志的设置不得侵入道路建筑限

界内 。 本条作为强制性条文要求，必须严格执行 。

5.2 分类及设置

5.2.1 交通标志按作用分类是较为常用的分类形式之一 。 辅助

标志是对主标志补充说明，不能单独使用 。 其他分类形式详见现



行国家标准《道路交通标志和标线 ))GB 5768 的有关规定 。

5.2.3 交通标志的设置原则说明如下 :

1 我国幅员广阔，各地区城市的经济、文化、人口、气候等方

面存在差异和特点，如大型和特大型城市与中小城市、旅游和非旅

游城市等，对交通标志设置要求会有所不同;在道路等级、交通状

况、路网设施等方面，如全封闭的城市快速路与其他城市道路、主

次干路与支路、人流聚集的商业中心与一般街坊、车流聚集的交通

枢纽与一般道路等 ，对交通标志设置也有不同要求;对不同的道路

使用者，交通标志设置也有不同要求 。 因此，应综合考虑各方面因

素 ，深入研究其特点与要求 。

2 在同一交通节点中，交通法规和安全信息的标志应采用较

突出的设置方式 ，设置在相对醒 目的位置，若与其他标志产生矛

盾，应优先考虑交通法规与安全信息的发布，以警示法规与安全的

重要性 。

3 交通标志的设置应从路网、交通管理角度总体布局 。 标志

设置除应满足当前区域、道路或工程范围 内交通管理要求外 ，还应

统筹考虑相关道路、路网上的交通管理要求 。 发布信息应具有连

续性、系统性 。 对于城市快速路，指路标志应着重反映出口名称 、

方向和距离 ，并应连续、可追溯 。 对于一般城市道路，指路标志应

着重反映道路名称 、地点名称、路网结构和行驶方向，告知道路使

用者当前位置和l到这目的地合理 、 连续路径 。 对于高等级道路亦

可采用对骨干道路逐级指引达到连续 。 对于重要的信息应给予连

续 、重复显示、多级预告，如指路标志中的重要地点、重要相交道路

等，又如城市快速路的出口预告 、入口诱导等。

4 对前置距离的确定，应根据管理行车速度、标志作用、交通

量大小、环境条件等因素综合确定 。 并不应妨碍交通安全和损坏

道路结构 ;不应紧靠在建筑物的 门前、窗前及车辆出人 口前 ; 与建

筑物保持l. Om 以上的侧向距离 。 如不能满足时，可在道路另一

侧设置或适当超出该种标志规定的前置距离设置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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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交通标志应设置在不同道路使用者的前进方向，在动态条

件下最易于发现、识认的地点和部位 。 可根据具体情况设置在车

行道右侧的人行道、路肩、交叉路口内的交通岛、分隔带(宽度大于

或等于 lOOcm)部位或车行道上方。遇特殊情况，如上述位置存在

障碍物遮挡或因其他原因时，以不引起误解为原则，可在道路左侧

设置，或道路两侧同时设置 。

在标志的并设上，同一地点需要设置 2 种以上标志或者已设

有交通标志的地点需增设标志时，可以安装在 1 根标志杆上，但不

应超过 4 种 。 标志板在一根标志杆上并设时，应按禁令、指示、警

告的顺序，先上后下，先左后右排列，同类标志的设置顺序，应按提

示信息的危险程度先重后轻排列 。

5.3 版面设计

5.3.2 指路标志版面尺寸应根据文字数量 、大小、间距等要素进

行确定，并结合施工工艺，选择最经济合理的版面大小 。 指路标志

版面设计应避免信息过载或信息不足，标志的内容要简明准确，便

于道路使用者识认 。 指路标志上的道路名称和地名采用经地名管

理机关确认的标准地名，根据需要也可采用历史沿用、公众认知度

高的名称 。

5.3.3 交通标志各颜色的各项技术指标应符合现行国家标准《公

路交通标志反光膜 ))GB/T 18833 的具体规定 。

5.3.4 版面文字中的指路标志版面文字可并用汉字和其他文字

对照形式 。 其他文字主要指英文或其他少数民族文字 ，如果标志

上采用英文字时，地名用汉语拼音，专用名词用英文 。 根据城市规

模、性质及特点，对不同道路等级是否采用汉字和其他文字对照，

可有不同要求 。 但对各城市旅游区，对外开放的重要商贸、放游景

点、国际性活动场所等处的指路标志宜采用中英文对照形式 。

5.3.5 可变信息标志是一种因交通、道路、气候等状况的变化而

改变显示内容的标志。 一般可用作速度控制、车道控制、道路状



况、气象状况及其他内容的显示 。

1 可变信息标志版面显示方式有多种，如 LEDC高亮度发光

二极管)、磁翻板、字幕式、光纤式等 。 可根据标志的功能要求、显

示内容、控制方式、环保节能、经济性等进行选择 。

2 根据汉字视认性研究，标志汉字宜采用等宽线条、方形黑

体字体，该字体最有利于驾驶者辨认 。 对于采用光带形式显示城

市道路交通状态，光带应具有一定的宽度，根据实践，其宽度宜为

13cm~ 15cm 

3 可变信息标志的颜色指标可参考国家现行标准《高速公路

LED 可变信息标志技术条件 ))J T/T 43 1 的具体规定 。

5.4 材料

5.4.1 用于标志板面的逆反射材料主要为反光膜，应采用符合现

行国家标准《公路交通标志反光膜 ))GB/T 1 8833 规定要求的反光

膜或其他逆反射材料制作 。

5.4.2 反光膜按其不同的逆反射性能，分为一级至五级反光膜 。

其具体分类见表 10

表 1 反光膜分级表

等级(国标 GB/T 18833) 类型 习惯称阴 寿命 (a)

一级 做i饺镜L也 钻石级 10 

二级 !Æ.'M胶囊型 肉强级 10 

三级 透锐且I!人型 i也_[程级

四级 透镜且E入型 ℃程级 3-7 

五级 透锐埋人型 经济级

5.4.3 标志底板可采用铝合金板、铝合金型材、薄钢板、合成树脂

类板材等材料制作，一般应采用滑动槽钢或型铝加固 。 标志支撑

结构件如立柱、横梁等可选用 H 型钢、槽钢 、 管钢等材料制作，应

进行防腐处理 。 标志板及支撑结构的制作，应满足现行国家标准

《道路交通标志板及支撑件))GB/T 23827 的要求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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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5 支撑方式与结构设计

5.5.1 交通标志支撑方式的适用范围如下 :

柱式可分为单柱式和双柱式 。 单柱式适用于警告、禁令 、指示

等标志 ;双柱式适用于长方形的指示或指路标志 。

悬臂式适用于柱式安装有困难，道路较宽，交通量较大、外侧

车道大型车辆阻挡内侧车道小型车辆视线，视距受限制时 。

门式适用于同向三车道以上车道道路需要分别指示各车道去向

时，道路较宽时.交通量较大 、外侧车道行驶的大型车辆阻挡内侧车道

小型车辆视线时，互通式立交间隔距离较近、标志设置密集时，受空间

限制柱式、悬臂式安装有困难时，隧道、高架道路入口臣道处等 。

附着式适用于支撑件设置有困难，采用附着式设置更加合理

时，及其他需要采用附着式设置等场合 。

各类交通标志支撑方式的选用及设置具体要求，应符合现行

国家标准《道路交通标志和|标线 ))GB 5 768.2 的规定要求 。

5.5.2 交通标志结构设计应满足功能要求和安全性的要求，要保证

交通标志足够的强度、刚度和稳定性 。 其结构形式应考虑美观要求。

各种标志钢结构的结构尺寸、连接方式、土建基础大小等，应

根据设置地点的风速、标志版面大小及支撑方式由计算确定 。 交

通标志所承受的荷载包括两部分 : 永久荷载和可变荷载 。 永久荷

载即交通标志结构的自重;可变荷载主要为风载 。

标志结构的土建基础一般应采用钢筋泪凝土基础，必要时盲

采用桩基础 。 标志结构的预埋件应事先预埋在基础中，井应进行

|坊腐处理 。

5.5.3 交通标志所受荷载除恒载(自重)外，主要承受风载 。 设计

风速是交通标志结构设计的重要条件 。

5.5.4 标志板与支撑结构的连接主要采用抱箍和不锈钢万能夹

等形式 。 不锈钢万能夹是国际通用的紧箍件，它由不锈钢扎带、扎

扣和夹座三部分组成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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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交通标线

6.1 一般规定

6. 1. 1 交通标线为道路使用者提供了应该遵循的交通规则及其

可行驶的范围，是对交通流设置"路权"或限制交通流"路权"的交

通控制措施 。 标线应提供车行道、行车方向、路面边缘、人行道等

行驶规则的各种信息，配合和补充其他设施(如交通标志、信号灯〉

指示或警告的功能 。

6. 1. 3 标线的可视性受路面清洁程度以及天气的影响很大，川、

土、雨、雪的覆盖会较大降低标线的可视性(特别是夜间) ，因此对

标线的不帖污性以及在不利天气下的视认性提出要求 。

6.2 标线设置

6.2.1 一般路段的交通标线:

5 标线宽度在车道宽度不受限制的条件下，建议取高值 。

6. 2.2 特殊路段的交通标线:

1 禁止跨越车行道分界线，用于禁止车辆变换车道和借道超

车，在双向行驶路段中禁止车辆越绒利用对向车道超车或左转弯，

在同向行驶车道间禁止车辆越线超车与变道 。 用于禁止超车时，

直与禁止超车标志同时设置 。

3 路面文字标记主要是利用路面文字，指示或限制车辆行驶

的标记，如最高限速、车道指示(大型车、小型车、公共汽车〉等 。

6.2.3 平丽及立体交叉交通标线 :

1 平面交叉口应根据其型式、交叉道路的优先通行权、车道

宽度、各种交通流量的分析设置渠化标线，应确保线形流 l肠、规则，

符合车辆行驶轨迹要求，路段和路口标线的衔接应科学、合理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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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左弯待转区标线划在交叉口左转专用车道前端，伸入交叉

口内的左转车辆的等待区域。设置左弯待转区标线是在先直行后

左转的专用相位下，利用直行时间段，左转车流可以进入交叉口等

待左转 ，使左转车流提高通行效率 。

3 交叉口车行道导向线有左转弯、直行、右转弯等导向线，起

到引导车辆按照规定车道通过交叉口的目的。导向线设置判别条

件如下:

1 )左转弯车流易造成混乱的畸形交叉 口处，应设置左转弯导

向线;

2)有双左转车道的交叉口处，应设置左转弯导向钱;

3 ) 当直行或左转弯车辆轨迹不畅时，应设置直行或左转弯导

向线 。

4 为规范车辆在路段、交叉口和出入口处按规定的路线行

驶，通常采用导流线来警告驾驶员不得压线或越线行驶，需要注意

安全，提高警惕 。 导流线为白色线条 。

平面交叉口或快速路出入口在进行渠化时，平滑设置出在平面交

叉口进出口或快速路出入口的车道行驶范围后，形成的车道线以外的

"多余"部分，即机动车行驶不进入的"安全导流岛"区域，该区域通常

以斑马线或 V形线的型式标划，其轮廓线是车流行驶的导流线 。

6.3 材料

6.3.1 路面标线涂料可分为液态溶剂型、固态热熔型、液态双组

分及液态水性 4 类 。

液态常温溶剂型可在常温条件下作业施工;液态加热榕剂型

涂料，加热温度较低，通过溶剂挥发和树脂在空气中氧化聚合而成

膜，冷却后成标线，反光效果好 。

固态热熔型涂料无榕剂，施工时需加高温使粉状涂料熔化，利

用专用设备涂敷于路面，冷却后成标线，反光性能好，适用于繁忙

的城市干道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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液态、双组分涂料标线是一种跟热熔涂料标线等同的耐久性标

线，标线不龟裂、反光性能优良 。 双组分标线涂料呈液态，由双组

分或多组分分别包装组成，施工时两组分经混合后，通过化学交联

反应固化成膜，不需加热，在常温下就能施工 。

液态水性涂料常温下呈液体状，以水为溶剂，保护环境无污

染 。 水性涂料耐磨性能优于常温溶剂型标线j奈，夜间标线反光效

果优于热熔涂料 。 施工时要根据涂料膜层的厚度和干燥速度科学

控制玻璃微珠的喷涂时间和压力 。 7.K性涂料标线与沥青路面的附

着力好，与水泥路面的附着力差，水泥路面不适用 。

6.3.2 条文中给出的城市快速路、主干路反光标线逆反射系数指

标为初始指标，白色反光标线涂料使用期内逆反射系数应保持不

小于 80mcd . lx- J 
• m- 2 ; 黄色反光标线涂料使用期内逆反射系

数应保持不小子 50 mcd • lx- I 
• m- 2 o 低于最低指标时应重新划

制 。 标线应具有抗滑性能，标线抗滑摆值应不小于 45BPN 。

6.4 轮廓标

6.4.1 轮廓标是一种指示设施而不是警告设施 。 轮廓标的反射

体在使用过程中必须保持均匀、恒定的亮度，不允许闪耀，也不允

许当入射角在某一范围内变化时突然变亮或变暗 。 保持足够的反

射亮度是轮廓标反射器必须具有的光学性能 。

城市快速路上车辆运行速度较高，为提高行车的安全性和舒

适性，指示前方线形非常重要，连续设置轮廓标就是诱导驾驶员视

线，标明道路几何线形的有效办法 。 在快速路进出口匣道上(特别

是小半径曲线上 ) ，应在道路两侧连续设置轮廓标 。

6.4.2 轮廓标的设置间隔应根据道路线形而定，城市快速路直线

段，其设置最大间隔不应超过 50m 。

在轮廓标布置设计时，应特别注意从直线段过渡到曲线段的

路段，或由曲线段过渡到直线段的路段，应处理好轮廓标视线诱导

的连续性，使其能平顺圆滑地过墟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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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防护设施

7.1 一般规定

7. 1. 2 道路建筑界限是为了保证道路上规定的车辆正常运行与

安全，在一定宽度和高度范围内，不得有任何障碍物侵入的空间范

围 。 防护设施同样是一种障碍物，因此不得侵入道路建筑限界 。

考虑到车辆正常运行与安全，防护设施不应侵入停车视距范围内 。

本条作为强制性条文规定，必须严格执行 。

7. 1. 3 如果路侧有足够安全净距，提供足够宽的无阻碍的路侧恢

复区，驶出路外的车辆完全可以靠自己恢复正常行驶 ，不会酿成严

重事故 。 据美国的调查，在提供路侧安全距离的路段，所有驶出路

外的车辆中，有 80 %的失控车辆能够恢复安全行驶 。 各国路侧安

全距离的规定见表 2。当路侧没有足够安全净距时，失控车辆碰

撞护栏所造成的损伤程度要小于越出路外的损伤程度，因此必须

设置防撞护栏 。 本条作为强制性条文规定，必须严格执行 。

表 2 各国路似IJ 安全距离标准 (m)

国另IJ 路侧安全距离 国别 路侧安全距离

丹麦 3. 00~9 . 00 英国 4. . 50 

葡萄牙 2. 00 捷克 4. . 50 

匈牙利 2. 50 瑞士 10. 00 

比利时 3. 50 荷兰 10. 00 

波兰 3. 50 法 |可(高速公路) 10. 00 

车辆与中央分隔带护栏接触、冲撞、爬上甚至冲断护栏的事

故，占总事故的 22 %~ 25% 。 而且一旦发生车辆穿越中分带护栏

事故，后果非常严重，因此，在中央分隔带连续设置护栏是非常必

要的。 而比较宽的中央分隔带，车辆横越的概率相对较低。美 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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规定，中央分隔带宽度超过 30 英尺 (9 . 1 44m) ，可不设中央分隔带

护栏 ; 中央分隔带宽度超过 50 英尺(1 5 . 24m) 时，就没有必要设置

中央分隔带护栏了 。 本规范借鉴以上研究成果，规定当路基整体

式断面中间带宽度小于或等于 12m II才，快速路的中央分隔带必须

连续设置防撞护栏 。

7. 1. 4 由于城市道路防护设施的施工、改造、养护和维修时受时

空的影响较大，因此，防撞护栏的修筑或安装应满足施工简单、维

护方便、占地空间小等要求 。 同时，考虑到不同城市历史、人文、形

象建设的需要，防护设施还应当美观大方，与城市道路交通环境相

协调，满足城市建设和发展的需要 。

7.2 防撞护栏

7.2.1 防撞护栏是一种纵向结构设施，通过自身变形或迫使车辆

爬高来吸收车辆的碰撞能量， 以达到最大限度减少事故损失 的目

的 。 防撞护栏的设置应实现以下功能 : ①阻止事故车辆越出路外

或进入对向车道;②使事故车辆回到正常行驶方向;③最大限度地

减少乘员的伤亡;④诱导驾驶员的视线 。

城市道路交通事故统计资料表明 :车辆冲撞路侧(右侧)和中

央分隔带(或左边路侧〉的事故比例大致相当;车速越快，事故损失

一般也越大 。 随着城市建设的快速发展，设计速度较大的城市道

路、跨江跨河或高架桥梁等的大量修建，车辆坠落桥下或驶入对向

车道造成严重事故的情况各地均有发生， 防撞护栏的作用显得尤

为重要 。 另外，随着城市道路交通量的快速增加，发生在护栏上游

端头、不同类型护栏的过渡段、中央分隔带护栏开口处等护栏衔接

处的交通事故也越来越多，这些位置已经成为安全防护设施体系

中的防护漏洞或薄弱环节，需要合理处置，以使防撞护栏的安全防

护形成一个完整的体系 。

防撞护栏在我国的应用已经历了 20 余年的时间，通过民期的

研究和l实践应用，在防撞护栏的结构形式、碰撞理论、设置原则、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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程施工、维修养护等方面积累了丰富的经验 。 防撞护栏作为重要

的道路交通安全设施，应该进行正确、合理的设计，为城市道路交

通安全起到积极的作用，实现防撞护栏的功能和目标 。

护栏|坊撞等级设置的指导思想:

①针对我国城市道路交通安全的实际需要，适应城市道路交

通条件的发展趋势，坚持"以人为本，安全至上"的指导思想，最大

限度地降低事故严重程度，提高我国城市道路交通安全的整体防

护水平 。

②符合我国国情，考虑在使用年限内的技术经济实力，设置科

学合理、经济有效的防撞护栏 。

随着城市交通不断发展，大型公交车增多，总质量大于 1 8 t 的

大型公交车比例在提高， ss 级 1 8 t 大型客车的设计防护能量已经

不能满足当前城市道路安全防护的需要，因此从安全角度出发，本

规范增加防护等级 HB，设计防护能量为 640 kJ ，符合目前我国城

市道路大型公交车车辆增多的现状 。 目前美国 、日本道路护栏设

计防护能量最高值分别为 548 kJ 、 650 kJ ，修改后城市道路防撞护

栏防护能力要求己经与国外发达国家水平保持一致 。

城市道路主要设计车辆为小客车和大客车，随着城市物流的

不断发展，一些郊区城市道路的大货车数量-不断增加，其交通组成

与公路类似，因此这些道路的防撞护栏设计应符合公路相关规范

的要求 。

7.2.2 防撞护栏的碰撞条件主要包括碰撞车型、车辆质量、碰撞

速度、碰撞角度等参数 。 对于设计速度低于 40kmj h 的 次干路、支

路，其护栏设计防护能量低于 70 kJ 时 ，可根据情况，在充分考虑护

栏安全性 、经济性、适用性的基础上，确定出针对具体路段的碰撞

条件参数，也可直接采用本规范规定的B 或 Bm 等级的护栏 。 当

需要采用的护栏设计防护能量高于640kJ 时，本规范规定的6 个护

栏等级均不能适用，必须根据交通调查的结果，分析确定出护栏碰

撞条件的各个参数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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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 2.3 常规防撞护栏形式包括柔性、半刚性、刚性以及组合式，公

路采用的柔性护栏动态变形量大、线形诱导性差、对大型车防护效

果不佳且适用于宽路肩公路，不适用于城市道路，城市道路护栏形

式可采用刚性护栏、半刚性护栏和组合式护栏 。 刚性护栏是车辆

碰撞后基本不变形的护栏，主要是通过车辆爬高和转向来吸收能

量，代表形式是泡凝土护栏;半刚性护栏是车辆碰撞后有一定的变

形又具有一定强度和刚度的护栏，主要是通过基础、立柱 、钢板的

变形来吸收碰撞能量，代表形式是披形梁护栏、金属梁柱式护栏;

组合式护栏是指由两种不同形式的护栏组合而成，可结合不同形

式护栏的优点 。

7.2.3A 防撞护栏安全性能包括护栏对碰撞车辆的阻挡功能、缓

冲功能和导向功能，阻挡功能是阻挡碰撞车辆穿越、翻越和骑跨的

能力，缓冲功能是降低对碰撞车辆和车内乘员冲击程度的能力，导

向功能是使碰撞车辆向行车方向顺利导出并恢复运行状态的

能力 。

7.2.4 防撞护栏等级的选择不仅应考虑车辆越出路外的危险程

度，也应该考虑车辆碰撞护栏的碰撞能量大小 。 在车辆构成相类

似的情况下，车速越高，碰撞能量-般也越大 。 由此，根据需设置

护栏路段的设计速度和道路等级，以及越过护栏的危险程度，确定

了防撞护栏防护等级的选取办法 。

1 本款规定了不同路段 、不同设计速度条件下快速路路侧防

撞护栏防护等级 。

2 本款明确了主干路、次干路与支路需要设置路侧防撞护栏

的条件与对应防护等级要求，强化了交通安全要求 。

3 本款明确了邻近饮用水水源保护区、铁路、轨道交通、危险

品仓储、高压输电线塔及电站等需要特殊防护的路段防护等级的

要求 。

7.2.5 根据交通事故调查统计，车辆冲撞中央分隔带(或者道路

左侧)的事故和冲撞路侧的事故概率大致相当，而且车辆一旦越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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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央分隔带闯入对向车道，很容易发生和对向车辆相撞的重大交

通事故，因此，中央分隔带设置防撞护栏是非常必要的 。 各国在规

定中央分隔带护栏设置标准时，往往以中央分隔带的宽度、交通量

为依据 。 交通量较低时，车辆碰撞中央分隔带护栏的概率就低 ，但

是 ，交通量较低时，车辆的速度就会相对提高，亦增加了车辆穿越

中央分隔带的概率，一旦发生事故，后果同样非常严重 。 而且对于

交通量的规定，各国有较大的差别，所以各国均把中央分隔带的宽

度作为是否设置中央分隔带护栏的重要依据。这里，参照美国的

做法，中央分隔带宽度小于或等于 10m 时，快速路的中间分隔带

必须连续设置中间分隔带护栏 。 而对于护栏防撞等级的选择，依

据车辆穿过中央分隔带护栏可能发生的事故等级进行设置 。

7.2.6 中央分隔带开口是供交通事故处理车辆、急救车辆在紧急

情况下通行，或者一侧道路施工封闭时开启放行的设施 。 中央分

隔带开口活动护栏在正常封闭情况下应具有护栏的防撞功能，在

临时开放时应具有开启方便、灵活移动的使用功能 。

活动护栏是中央分隔带护栏的组成部分之一，应该具有与所

处路段中央分隔带护栏相同的防撞等级，只有活动护栏的防撞等

级和中央分隔带护栏的防撞等级相匹配，才能保证中央分隔带护

栏防撞能力的连续性 。

根据实际调查，现有城市快速路中央分隔带开口处活动护栏

很多，主要的活动护栏形式为插拔式活动护栏和伸缩式活动护栏 。

这些活动护栏不具备防撞性能，车辆碰撞活动护栏时，很容易冲向

对向车道，并引发二次事故 。 目前，国内已研制出具备规定防撞能力

的活动护栏，且已经过实车碰撞实验验证，能够满足工程实际的需要 。

7.2.7 通过一系列调研分析，目前城市桥梁防护主要采用防撞护

栏或高路缘石，现行国家标准《城市道路工程技术规范 ))GB 51286 

20 1 8 中第 6 .2.7 条规定，当桥梁或道路路侧悬空或车辆越出路外

可能产生严重交通事故时，应采用防撞护栏或高路缘石等设施进

行防护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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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对设置防撞护栏或高路缘石进行了分类，快速路桥梁设计

车速高，且无非机动车道和人行道，应通过防撞护栏进行防护;其

他等级桥梁，机动车道与人行道之间可以设置防撞护栏，或者设置

高路缘石，路缘石设置要求应符合现行行业标准《城市桥梁设计规

范 ))CJJ 11 的相关规定 。

3 通常情况下，桥梁路侧危险程度明显比路基段高，护栏防护

等级高于路基段 。 根据设计车速与车辆越出桥梁产生二次事故的

严重性，选择相应防护等级的桥梁护栏，一般情况下，较高的防护等

级适用于设计速度高的高等级道路或需要特别防护的桥梁，如跨

越高速公路、快速路、轨道交通或饮用水源保护区等路段的桥梁 。

4 桥梁线形差 、桥下净空高及大型车辆' 比例高等危险性较高

的特殊路段，护栏需要提高至少 1 个防护等级 。 使用经验表 明，

SS 级能满足大多数快速路桥梁护栏设计的需要，当对于车辆翻车

或冲断护栏导致极为严重后果的桥梁路段，如跨越大型饮用水水

源一级保护区桥梁、特大悬索桥、斜拉桥等缆索承重桥梁，推荐采

用 HB 等级防撞护栏 。

5 快速路的小桥 、涵洞、通道跨径通常较短，若按照桥梁护栏

等级要求设置一般难以满足护栏所需的最短结构长度，且短距离

内护栏两次过渡段处理会造成桥梁护栏的强度不连续和不美观，

故在不降低桥梁路段安全性的前提下，快速路小桥、涵洞、通道的

护栏应与路基段采取相同形式 。

7.2.8 防撞护栏是一种道路交通安全设施，能降低事故的严重程

度，但也是一种障碍物，如果设计不当，同样会对行车安全产生影

响，特别是在护栏的起 、迄点端头处，如果不做安全性处理，一旦发

生车辆正面碰撞的事故，事故严重程度就会增加 。 因此 ，在护栏的

起、迄点端头应做专门的安全设计和处理 。

7.2.9 根据现有护栏设置现状，桥梁护栏与路基护栏的防护等级

和l结构形式往往不同，如果它们之间的过渡处理不当，不但会对护

栏的美观效果产生影响，发生车辆碰撞过渡段护栏，还有可能发生



严重事故。根据美国公路交通事故统计资料，车辆碰撞路侧护

栏的事故中有 50 %发生在路基护栏与桥梁护栏的过渡段上，车

辆碰撞桥梁护栏的事故中有 50 %发生在桥梁护栏端部，因此桥

梁护栏的过渡段设计需要特别重视 。 按照国内外的研究和实践

成果，规定无论是防护等级不同，还是护栏的刚度及样式不同，

路基护栏与桥梁护栏均要进行过渡段设计，如果路基未设护栏

时，桥梁护栏端部应进行处理，以避免构成行车障碍物 。 同样，

隧道出人口是事故多发点，尤其是隧道入口，进一步强调了护栏

的过渡段设计 。

7. 3 防撞垫

7. 3. 1 防撞垫一般设置于交通分流区前端或易发生正面碰撞事

故的构造物前端，在受到车辆碰撞时，通过 自身的结构变形吸收碰

撞能量，减轻对乘员的伤害程度 。 防撞垫应具有以下功能:①车辆

正面碰撞或斜向碰撞时具有良好的吸能能力，减轻乘客伤害程度;

②对于可导向防撞垫，车辆侧面碰撞时，能改变车辆的碰撞角度 ，

并将车辆导向正确方向 。

根据防撞垫的导向功能，可分为可导向防撞垫和非导向防撞

垫 。 欧盟、美国、日本关于防撞垫防撞等级都是依据碰撞速度来划

分的，见表 3~表 5 。

表 3 欧盟防撞垫等级和碰撞条件

速度等级 ( km/ h ) 质量 ( kg ) 角度 ( 0 )

900 。
50 

1300 15 

900 。
80 

1300 0 ,15 , - 15 

900 。
100 

1300 0 .1 5 . 一 1 5

110 1500 0 ,15 . - 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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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4 美国防撞垫等级和碰撞条件

防撞垫等级 类型 车辆种类 质量 ( kg ) 速度 ( km/ h ) 角度n

700C 775 :l: 25 0. 15 

可导向防撞垫 820C 8 95 土 2 5 0. 15 

2000P 2000 士 4 5 0 . 15.20 
1 50 

700C 77 5 士 25 0 .1 5 

非导 向防撞垫 820C 89 5 士 25 0 .1 5 

2000P 2000土 45 0. 15 . 20 

700C 775土 2 5 0 .1 5 

可导向防撞垫 820C 895 :l: 25 0. 15 

2000 P 2000 士 4 5 0 .1 5 . 20 
2 70 

700C 77 5土 2 5 0.1 5 

非导向防撞垫 820C 895 土 25 0 .1 5 

2000P 2000士 45 0 .1 5 .20 

700C 775土 2 5 0 .1 5 

可导向防撞垫 820C 895 :l: 25 0 . 15 

2000P 2000 士 45 0 . 15. 20 
3 100 

700C 77 5士 25 0 . 15 

非导向防撞垫 820C 895 士 25 0 .1 5 

2000 P 2000土 45 0 . 15 . 20 
」一一

表 5 日本防撞垫等级和碰撞条件

车辆质量 ( t ) I 碰撞速度 C km/ h ) I 碰撞角度( ' )

80 
。

100 

注:偏宣盘为防揽垫中心线与碰撞车辆中心线间的距离。

由 于我国快速路的设计行车速度为 60km/ h~ lOOkm/ h. 主干

路的设计行车速度为 40km/ h~ 60km/ h 。 根据对我国不同区域城

市道路交通安全现状的调研，通过对道路状况、车辆运行速度状



况、发生事故碰撞情况的分析，制定出了我国城市道路防撞垫的防

撞等级 。

7.3 .2 、 7.3.3 根据交通事故调查，在快速路的主线分流区、出口

阻道分流区、快速路出口处等位置，属于危险三角区，容易发生车

辆碰撞事故 。 快速路分流区和臣道出口小客车的运行速度往往超

过道路的设计速度，这些路段是恶性事故多发的路段。同时，由于

城市道路跨线桥较多，时常发生车辆碰撞跨线桥桥墩的事故，影响

乘员和桥梁结构的安全 。 另外，互通式立体交叉臣道也是事故多

发的路段 . 因 此，这些路段需设置防撞垫，以降低事故对事故车辆

和内部乘员的伤害程度 。

7.3.4 决定采用防撞垫防撞等级的因素很多，但根据事故分析，

影响乘员伤害程度和车辆损失的主要因素是车辆碰撞防撞垫时的

碰撞速度 。 碰撞速度越大，对乘员和车辆损伤也越大 。 因此 ，根据

不同等级道路路段车辆的运行速度对防撞垫的等级进行设置是比

较合理的方法 。

7.4 限界结构防撞设施

7.4.1 对于距道路行驶限界较近的桥梁墩柱、主梁、隧道洞口人

口处两侧和1m部、交通标志支撑结构等限界结构，有被超越车行道

行IJ.史界限的车辆撞击的安全隐患，为保护行驶车辆、行人以及限界

结构的安全，应设置限界结构防撞设施 。

7.4.2 限界结构防撞设置分侧面、正面和顶面防撞 ，对于桥梁墩

柱、隧道洞口入口处两侧应首先设置防撞护栏为主的侧面防撞措

施，在没有设置侧面防撞设施的情况下直采用正面防撞 。 在道路

净空限高约束 . 容易被超高、误驶入车辆撞击处，可以结合具体情

况设置顶面限界主体结构防撞设施，有效保护结构安全并提高局

部防撞能力和耐久性 。 此外，应以设置警告、限界标志为主，如需

设置附属结构防撞设施时，还应考虑避免二次事故 。

7.4.3 在桥梁墩柱和道路边线之间没有能正常设置防撞护栏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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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小距离时，在限界结构 自身能够满足防撞要求的前提下，可以通

过设置组合式或棍凝土墙式防撞护栏，并且采取限界结构与道路

防撞护栏形成整体限界结构防撞，避免由于主体结构局部撞击破

坏而进行修复影响了正常的交通，参照国家现行标准《公路交通安

全设施设计规范 ))JTG D81 中第 5 . 4. 2 条规定，迎撞面的截面形

状应与原防撞护栏保持一致 。

7.4.4 在桥梁墩柱和道路边线之间有设置防撞护栏的最小距离

时，道路上可设置波形梁防撞护栏 。 如波形梁防撞护栏撞击变形

空间不能保障时 ，可采用力n密护栏立柱间距和提高防撞护栏等级

的措施以加强防撞。

7.4.5 在道路没有设置防撞护栏的条件处，正迎撞面设置防撞垫

应参照第 7.3 节中防撞垫相关内容，以保证防撞垫、防撞岛、防撞

墩等设施发挥有效的防撞击作用 。

7.4.6 顶面限界主体防撞，是指在桥涵梁底、隧道入口顶面等容

易被超高车辆撞击处设置的局部防撞措施，它可以避免由于局部

撞击破坏而进行修复时影响正常的交通 。 形式如 : 在墩柱局部外

包钢板、主梁限界底面设置角钢等，均可有效保护结构安全并提高

局部防撞能力和墩柱耐久性，避免因进行修复而影响正常的交通 。

设置防撞门架可避免车辆直接撞击主梁 ，但应避免带来二次事故 。

7.5 人行护栏

7. 5.1 道路上常用的俗称"栏杆"，根据是否对行人有防护作用分

为两种 。 参照现行国家标准《道路工程术语标准 ))GBJ 124 第 4. 4. 6 

条，"护栏"是指"沿危险路段的路基边缘设置的警戒车辆驶离路基

和沿中央分隔带设置的防止车辆闯入对向车行道的防护设施，以

及为使行人与车辆隔离而设置的保障行人安全的设施"，本规范规

定对行人有防护作用的称为"人行护栏"，对受力和构造提出技术

标准;而对于分隔交通，规范行走空间的简易构造物，称为"分隔栏

杆"，对受力不做特殊要求，各地可执行产品技术要求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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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行护栏的设置目的是保护行人的安全，设置的位置一是行

人跌落危险的地段，二是行人穿越快速通行的道路有危险、需要使

行人与车辆隔离的地段。

5 天桥和地道相对于平面过街方式，增加了行走距离，因此

会有行人图方便而强行穿越道路的情况，为避免行人和机动车碰

撞的事故，要求在天桥和地道处的机动车道边侧设人行护栏 。 但

当有公交车在此位置停靠时，就不能加装护栏，需要在路中设置分

隔栏杆，栏杆高度要求不宜低于1. 10m，以防行人攀越 。

7.5.2 人行护栏设计的一般规定 :

1 道路人行护栏高度从可踏面算起，不宜低于1. 10m ，是为

了避免行人翻越 。

2 设置桥梁人行护栏的目的是保护行人安全，避免行人意外

翻出护栏，人行护栏的高度从可踏面算起，要求不应低于1. 10m , 

以避免行人翻越产生较大安全事故 。

当桥梁临空侧为人非?昆行道或非机动车道时，人行护栏净高

应高于1. 40m，避免骑行人翻出护栏 。 当防撞护栏设置于人非混

行道或非机动车道桥梁临空侧时，需在防撞护栏防护等级要求高

度的基础上增设防护设施，使其净高高于1. 40m 。

7 许多城市利用各种护栏安装广告，若广告距离司机太近，

会分散司机注意力，所以做此规定 。

7.6 分隔设施

7.6. 1 分隔栏杆和分隔柱的设置是为了界定行人、非机动车和机

动车的行走空间，避免彼此干扰和交通事故。机动车道和非机

动车道之间的分隔栏杆，在路口设置时，要考虑道路的渠化、

转弯车辆的行驶轨迹，避免设置分隔栏杆后妨碍转弯车辆的

行驶 。

1 车速快、交叉口间距大的道路，行人穿越道路的绕行距离

加大，安装中央分隔栏杆能很大程度上减少行人强行穿越道路造



成的恶性事故。栏杆的高度要求不宜低于1. 10m，这个高度是行

人难以翻越的高度 。

护栏渐变的最低高度为 O.7m ，考虑小汽车司机的目高按

1. 2m计算，断口处的行人按最不利条件，考虑儿童的身高 1m ，减

去头部的高度，即司机在停车视距范围外能看到护栏断口处走出

的 1m 高儿童的头部 。 断口处设置分隔柱是为了防止车辆从断口

处通行 。

7.7 隔离栅和防落物网

7.7.1 隔离栅的设置目的，是防止行人进入机动车快速行驶的道

路 。 快速路或立体交叉的高标准阻道，穿越的地区行人流量大，行

人横穿道路的机会多，所以在所有行人可能进入快速机动车道的

地方都应设置隔离栅，对于大于或等于 60km/ h 的主干路，交叉口

或公交车站距离较近，车辆的实际行驶速度并不快的，可不设隔离

栅，但对于城市外围或新建区的 主干路设计车速大于或等于

60km/ h 的，宜设置隔离栅 。

7.7.2 防落物网的设置目的，是为了防止桥梁上跨快速行驶的通

道时，桥梁上的行人不经意间撒落硬物、桥上杂物被风吹到桥下、

桥上车辆装载的物品撒落到桥下，造成快速行驶的车辆以较高的

相对速度与硬物相撞，或散落的物品造成车辆非正常行驶，造成交

通事故和对公民人身和财产的伤害 。

7.8 防眩设施

7.8.1 车辆在快速路上行驶，经常遇到对向出现极强的光照，使

驾驶员视觉机能或视力降低，产生烦恼和不舒适的感觉，这就是眩

光 。 眩光使驾驶员视觉的信息质量显著下降，易产生紧张和疲劳，

使夜间行车环境不断恶化，是发生交通事故的潜在因素 。 防眩设

施是指防止夜间行车受对向车辆前照灯眩目的构造物 。 防眩设施

既要有效地遮挡对向车辆前照灯的眩光，也应满足横向通视好、能



看到斜前方，并对驾驶员心理影响小的要求 。 城市道路可选用的

有绿化和防眩板、防眩网等形式 。

7. 8.2 "七五"国家重点科技项目《高速公路交通安全设施的研

究 》专题的一部分即为"防眩设施结构形式的研究"。其中，对不同

形式防眩设施类型(植树、防眩板、防眩网)从道路景观和对驾驶员

的心理影响、防眩效果、经济性、防眩设施对风雪的阻挡、施工和养

护等 5 个方面进行了比较选择，结果见表 6 。

表 6 不同防眩设施的综合性比较

植树
特点 防眩板 防眩网

密集型 间距型

美观 好 虫子 较差

对驾驶员心理影响 大 较小

对风阻力 大 大

积雪 严重 严重

自然景观配合 好 好 不好

防眩效果 较好 虫子 较差

经济性 差 好 H 较差

施工难易 较难 易 难

养护工作量 大

横向通视 差 虫子 好 好

阻止行人穿越 较好 主主 差 好

景观效果 n. 虫子 差

1 防眩设施在不同的地区选用不同的形式，冰雪地区要考虑

结冰因素，不推荐选用防眩网;沿海风大地区、沙漠和高架桥上宜

选用中间有孔的防眩板 ; 干旱地区、隔离带较窄道路，选用绿篱防

眩时，要考虑绿篱的浇灌问题 。

2 防眩板设计的内容有:①遮光角 ; ② 防眩高度; ③板宽;

④板的间距。其中遮光角和防眩高度较重要 。 城市道路中小型车



较多，平纵曲线较多，这和公路有所不同，设计时应有区别 。 由于

目前城市道路这方面的科研工作开展不多，在本规范中暂不规定

严格遵守的数值，待专用规范制定时再确定 。

7.9 声屏障

7.9.1 << 中华人民共和国环境噪声污染防治法 》第 36 条规定"建

设经过已有的噪声敏感建筑物集 中区域的高速公路和城市高架、

轻轨道路，有可能造成环境污染的，应当设置声屏障或者采取其他

有效的控制环境噪声污染的措施 。 "

对噪声敏感的建筑物指城镇新建、扩建和改建的住宅、学校 、

医院及旅馆等 4 类建筑中的主要用房 。

对噪声不敏感的建筑物系指本身无防噪要求的建筑物，如商

业建筑，以及虽有防噪要求，但外围护结构有较好的防 l噪能力的建

筑物，如有空调设备的旅馆 。

声屏障按其结构外形可分为:直板式、圆弧式、悬臂式、半封闭

式 、全封闭式等;按降噪方式可分为:吸收型 、反射型 、吸收-反射复

合型 。 由于声屏障的类型各异 ，在降|噪效果 、造价、景观方面各有

特点 。 因此，在设计声屏障时应根据受声点对声环境的要求 、 当地

的社会经济状况、自然地理环境来合理地选择外形和材料 。

声屏障具有降噪、节约土地、美观漂亮等特点 。 从地产开发商

和用户的角度出发，声屏障是一个最直接有效的隔声措施 。 经科

学设计的隔声屏在国内外已广泛应用于公路交通噪声污染的防

治，最多可达 l odB( A) 的降|噪效果 。

7.9. 2 声屏障安装位置的选择原则是声屏障靠近声源、受声点 ，

或者可利用的土坡、堤坝等障碍物等，力求以较少的工程量达到设

计目标所需的声衰减。

根据道路与防护对象之间的相对位置、周围的地形地貌，应选

择最佳的声屏障设置位置 。 由于声屏障通常设置在道路两旁 ，而

这些区域的地下通常埋有大量管线 ，故应该做详细勘察，避免造成



破坏 。

对安静要求较高的民用建筑，隔声屏宜设置于本区域主要噪

声源夏季主导风向的上风侧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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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 交通信号灯

8.1 一般规定

8. 1. 1 道路使用者包括机动车、非机动车 、行人等 。 对于行人信

号灯，尤其要确保儿童、老人、残障人士能清晰 、准确地识别和方便

地使用 。

8. 1. 2 交通信号灯的设置、交通信号控制策略应与交通组织规划

相协调，保证交叉口渠化方案与信号控制方案协调一致。

8. 1. 3 交通信号灯设备一旦发生故障，往往导致交通泪乱甚至事

故发生，所以交通信号灯设备应能够在室外环境下长期可靠运行 。

交通信号灯设备还应具有防止被错误操作的安全防范措施 。 当交

通信号灯设备出现故障时，应能够自动采取黄闪、灭灯等保护措

施，任何情况下均不得出现相互冲突的交通信号 。

8.2 信号灯设置

8.2.2 为保证交通信号能被清晰、准确地识别，城市主干路宜采

用直径 400mm 的信号灯具，并且左右各设 1 组，有利于各车道车

辆的视认，并可作为故障备份 。 当路口较宽导致信号灯视认距离

过长时，应设置远近 2 套灯组 。

8.2.4 交通流量较大的城市快速路，一般采用入口臣道控制方式

来调节主线流量，常用的方法有汇入控制、关闭控制两种 。 实施汇

入控制方式时，应在匣道汇入段入口处设置信号灯;实施关闭控制

方式时，应在臣道进口设置车道信号灯，井配置可变信息标志 。

出口臣道因地面交通拥堵需实施关闭控制时，应设置信号灯

和可变信息标志 。

8.2.6 交通信号周期根据各进口交通流量及饱和度等参数确定，



其长度应有利于提高路口通行效率，同时要避免等待时间过长引

起人们的焦躁情绪 。

8.2.8 在道路的一定宽度和高度范围内不允许有任何设施及障

碍物侵入的空间范围，称为道路建筑限界，又称道路净空。 为保证

车辆和l行人安全通行，各类交通信号灯及其安装支架均不得侵入

道路建筑限界内 。 本条作为强制性条文规定，必须严格执行 。

8.3 交通信号控制系统

8. 3.2 绿披协调控制可以提高道路通行效率 。 路网或路段上的

绿波方案以所有交叉口都采用相同的周期长度为前提 。 设计绿波

方案时应考虑时段车速、连续车道、人行横道、信号相位与相位数、

相序等因素 。

8.3.3 各路口交通信号配时参数包括周期、相位、绿信比、相位差

等，这些参数应在基于区域协调控制的目标下，根据各进口道流

量、流向、饱和度等计算而得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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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 交通监控系统

9. 1 一般规定

9. 1. 1 当前城市道路因经济发展、车辆快速增长，对城市道路交

通造成较大压力，为提高城市道路管理水平和道路服务水平，快速

处置交通事件，缓解城市交通拥堵，宜设立城市道路交通监控

系统。

9. 1. 2 城市道路交通监控系统从设施分布角度可分为监控中心、

外场设施两个部分，外场设施又包含监控设备和信息传输网络两

个方面。城市道路交通监控系统以实时掌握路网交通流运行状

态，缓解道路交通拥堵，增进道路交通安全，提高路网运行效率和

服务质量为建设目标，宜具备信息采集、分析处理、信息发布和控

制管理、信息共享和交换等功能 。

1 交通信息采集功能。数据信息采集以满足实时交通管理

和l历史交通数据应用为目的，应采用直接采集方式为主，间接采集

方式为辅，以实时获取道路交通信息和突发交通事件为目标 。

视频信息采集应满足交通监控人员对突发交通事件的确认和

观察、对道路交通状态的巡视和主动发现交通问题的需要，可通过

设置闭路电视子系统以获取实时视频信息，采集范围应满足系统

配置的要求 。

道路的交通事件信息的获取，还可通过社会应急联动机制、其

他社会途径以及其他信息系统来综合获取影响道路交通的信息 。

2 交通信息处理功能 。 交通信息的处理应由交通监控中心

(监控分中心)集中处理，通过对所采集的各种交通数据信息进行

自动分析，可自动获取道路实时交通状态信息和检测交通事件，并

能预测行程时间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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获取交通状态信息和检测交通事件而采用的信息处理算法应

按道路不同路段在不同时间段的交通流特性，研究和设计与之相

对应的道路交通状态判别和交通事件检测算法，达到相应的判断

精度和满足判别的时间特性要求 。

应能对采集的和l处理生成的交通信息，按照时间和空间特性

进行统计和分析，形成日常交通运行管理所需要的各种表格 。

3 交通信息发布和控制功能 。 交通控制和诱导应体现与管

理模式相适应的交通控制策略的要求，通过诱导控制设备的布设

和交通监控中心(监控分中心)诱导控制软件的开发，实现整个路

网的交通控制策略 。

监控系统能自动生成各路段的交通状态信息，并按照外场信

息发布设备的布设位置和组成形式形成发布方案，保证交通状态

信息发布的一致性 。 根据不同路段的交通流变化特性，通过主线

控制、入口控制 、通道控制方式，最终实现路网的交通控制 。

交通事件管理可采用预案模式，也可接受交通监控人员的人

工指令干预 。

4 信息共享交换和交通信息服务功能 。 应在完善的数据安

全机制保证下与其他相关的部门实现信息的共享交换 。

监控系统还应根据城市管理和公共安全突发事件应急指挥体

系的整体架构和职能分工 ，设置相应的应急指挥和事件处置功能，

并与道路交通执法管理、路政管理 、养护、救援等部门建立紧密联

系，对可能发生的特妹交通安全或紧急事件拟订能及时采集、迅速

决策处理并发布控制指令、实施救助的应急处置预案和管理作业

流程 。

9. 1. 3 通常情况下，城市道路的等级规模是根据交通需求确定

的，因此道路等级与交通量成正比。考虑到交通监控系统是新兴

发展的学科，又与经济发展水平密切相关，且国内城市经济发展不

平衡的因素，在工程建设时结合道路交通量、管理需求和l经济能力

等实际情况，参照表 9 . 1. 3 执行 。



9. 1. 4 城市道路交通监控的建设是随着经济的发展而发展的，建

设周期较长，交通监控系统的建设应结合整个城市道路网的发展

规划先进行统一的交通监控规划，以指导各个道路工程的监控系

统在统一框架下逐步进行，确保建设一个合理而又符合发展规划

的交通监控系统 。

城市道路交通监控系统应根据城市交通状况和建设条件进行

建设 。 当城市道路的交通达到二级服务水平下限时，车辆间干扰

较大，交通拥挤感增强，舒适度下降，通过采取相应的交通监控措

施，以改善道路交通状况 。

道路交通监控系统的建设条件包括当地经济发展水平、路网

建设和发展规划、交通监控系统和交通信息化建设发展规划、道路

功能和交通特征、道路等级、交通量和服务水平等因素，系统建设

应综合考虑后确定系统规模和配置，必要时可分步分期实施 。

9. 1. 5 监控系统根据桥梁、隧道、道路功能将交通监控系统配置

分为 4 个等级，表 9 . 1. 5 监控等级分类适用范围栏中的中、长、特

长隧道和特大桥梁以及道路类别确定，分别见国家现行标准《公路

隧道设计规范 >> JTG D70 、 《公路桥涵设计通用规范 >>JTG D60 和

《城市道路设计规范 >> CJJ 37 的规定 。 该配置主要是依据道路等

级水平、服务水平和在路网中发挥作用的重要性，以及结合监控系

统自身特性作出的规定 。 此外，监控系统配置还应充分考虑与道

路服务水平相匹配，即服务水平越高，监控设施可适当减少，反之，

可适当增加 。

9.2 管理模式

9.2.1 一般情况下，一座城市宜设一处道路交通监控中心，对全

市道路网络的交通运行统一实施集中监控和管理 。 由于城市道路

等级不同、路网范围较大、城市经济发展水平不一等因素，目前可

将主干路以上的道路作为交通监控主要对象，提高主干路网的整

体服务水平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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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 2. 2 由于目前我国大多数道路的监控系统配置较低，多数功能

不完善，监控中心还需要更多地依靠巡逻车 、社会途径等发现道路

出现的问题，依靠交警等机构处理交通事件 。 如果集中监控的范

围过大，将使监控中心的协调难度加大，监控中心和监控系统的作

用难以发挥 。 另外，外场设备距离监控中心过远，也使数据、图像

的传输成本增加 。

监控系统根据道路路网的管理机制、管理方式以及特殊路段

的处理等情况可以分布设置，但是最基本、最重要的还是监控外场

设备级和控制级监控中心，绝大多数交通事件的发现和处理都要

靠这两级完成 。 因此对于设置，区域监控中心，也应按区域监控中

心预先分析、处理，监控中心负责"协调、决策"的方式进行管理 。

对于→个城市路网的监控系统，其信息管理层次也不宣太多，

过多过细都会影响道路管理的效率，参见图 1 。

--0 ~院 --0 监控 -0挡II且' -0 1监
f f. 扮

4 3 2 --0 备场设 -0外 一02
设各 备t设h 设备

I~I 1 城市监路交通监控系统分级组成示意图

9. 2. 3 由于城市特大桥梁和中、长、特民隧道等建设工程规模庞

大，监控机电设备相对集中，为便于运行管理宜设置独立运管的监

控中心，对于地理位置分布较近又便于统一管理的，宜设置联合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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监控中心 。 且该监控中心宜作为城市监控中心下属的监控分

中心 。

9.3 交通监控中心

9.3.1 交通监控中心是道路交通管理的指挥中心，为了完成监控

中心的交通信息采集、信息处理和道路交通控制的功能，宜配置较

为完善的计算机网络系统、视频信息显示控制管理系统和应急求

助呼叫 中心设备以及机房附属设施 。

计算机系统宜采用三层模型结构:数据管理层、应用层和终端

层 ;整个计算机系统是一个建立在计算机局域网基础上的分布式

计算机系统 。

计算机系统宜对视频信息系统、应急求助呼叫 电话系统进行

有效管理，形成各种信息的综合应用 。

系统应按照保障应用的要求分级设置保障措施，分别按照单

点故障、局部系统故障、最小应用保障三级制定系统冗余和l保障措

施，制定预案，使各种故障对实时交通管理功能的影响为最小 。

视频信息显示控制管理系统应具有视频信息显示、存储和管

理的功能 。 应能对外场摄像机进行切换、云台镜头控制和预制位

管理等功能 。 应能对所有的视频信息资源、交换控制权限、用户优

先等级进行统→管理 。 应能与其他社会管理部门的视频信息系统

建立互联、交换、互控等功能 。

应急求助呼叫电话系统宜通过公共电话网构建，在交通监控

中心设置呼叫接人、呼叫录音、对外呼 叫等相关求助呼 叫 中心设

备 。 录音功能应具有与事件处置记录关联和调用回放等功能 。

9.3.2 监控中心宜是一套较完善的信息系统，应结合道路建设规

划等情况，充分考虑将来道路网络扩大后，便于新的道路监控系统

接入 。

监控系统为弥补单一交通事件检测算法的不足，宜配有多种

交通事件检测算法，具有完善交通事件自动判断功能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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监控系统宜同时针对常发性和偶发性交通拥挤实行主线监

控，在主线巳临近饱和时可实行臣道控制或平行替代道路的通道

控制 。

尽管 I 级配置的设备已很完善，但仍无法要求监控系统的检

测率达到 1 00 % 、误报率为 0。因此仍应以半自动控制为主，只有

系统得到可靠保障和必要时(如无人值守时)才实行自动控制 。

9.4 信息采集设施

9. 4. 1 交通信息主要包括交通数据信息、闭路电视视频图像信

息、气象信息以及服务信息等 。 通过综合采集到的信息，为信息处

理、决策、控制提供可靠的依据 。

9. 4. 2 1 级配置为监控系统设施最高配置规模 。 根据道路重要

性，一旦发生交通事件，通常这些路段的道路服务水平明显下降，

交通拥挤影响面大 。 因此监控系统应能及时、自动地检测交通拥

挤等交通事件的发生，以便及时疏导交通 。 此时相应路段需采取

连续设置信息采集设施的技术措施 。 对于中、长、特长隧道等道

路，应加强设置紧急报警设施如紧急电话系统、紧急救援电话标志

等，以利于对事故、火灾等突发事件的快速处置 。

所谓连续设置，是指采集的交通信息能满足交通监控软件系

统对交通事件检测的连续性要求，没有检测盲区 。 北京、上海、广

州等城市实际使用经验表明 : 交通参数检测器最大间距不宜超过

800r口，否则将难以达到系统指标;低于 400m 时系统效率的提高

也不明显，因此检测器的间距宜为 400m~800m ，交通量越大，布

设间距适当减小。当选择特殊的检测器如视频检测器等，需结合

产品的特殊要求进行设置。

所谓全覆盖监控，是指交通信息的采集没有检测盲区，能满足

交通监控系统对交通信息的连续性要求 。

作为监测和交通事件确认的手段，沿线应设摄像机，间距以视

频图像能首尾相接的全覆盖布设为限，不宜过密，但也不应留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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角 。 根据选用的摄像机性能和型式，对于中、长、特长隧道 . 由于受

空间限制，摄像机布设间距不宜超过 1 50m 。

9.4.3 随着高等级城市快速路对于周边道路的汇聚作用日益明

显，也使得其发生交通拥堵的概率增大，因此确定H级监控系统宜全

程设置交通参数检测器、摄像机等设施 。 根据使用经验，摄像机和交

通参数检测器的布设间距均宜不大于 lOOOm，对于上下臣道、大型立

体交叉等应全覆盖设置交通参数检测器和摄像机，以重点监测交通运

行状态和交通事件的确认 。 对于全路段设置交通监控设施的情况，可

能会存在部分检测盲区，但应不影响对整个路段实施监控。

9.4.4 主要针对道路中的主要交叉口 、互通式立交等重要路段进

行交通参数检测器、摄像机等设施设置，以进行重点监测 。 但由于

未连续设置交通参数检测器，无法实现交通事件自动检测，仍然主

要依靠人工结合系统分析信息对交通事件进行分析判断 。

9.4.5 由于道路等级较低，可以根据实际需求在主要道路交叉 口

设置摄像机等监控设施。

9.4.6 气象检测仪的设置，宜在城市统一规划和建设要求的基础

上 .除了易受气候环境影响交通运行的跨江(河、湖)特大桥梁等工

程 ，以及恶劣的气象条件可能对交通安全构成威胁的路段外 .对路

网其余的道路统一部署落实 。

9.5 信息发布和控制设施

信息发布和控制通常包含可变信息标志、可变限速标志、交通

信号控制设施等构成完善的系统，有特殊要求的，还可包含车道信

号控制、有线广播、短信提示等设施 。 交通信号控制设施参见本规

范第 8 章 。

交通拥挤路段发生各种交通事件的概率较大，需及时向用路

者发布道路交通信息，必要时对车道的使用进行控制 。

可变信息标志的信息发布宜在整体统筹规划的基础上，根据

路段和l发布范围等情况采用不同的型式，如路网发布、路段发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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臣道开关状态发布等，需设置于节点上游，距节点距离需满足车辆

改变行驶路由，一般宜为 500m~ 1200m 。

可变限速标志是一种可根据道路交通变化，实时显示最高行

车速度的标志 。

针对出入口阻道和特大桥梁和中 、长 、特长隧道等特殊路段应

布设满足交通控制管理需求的交通信号灯 、 车道信号灯、阻道开

放/关闭信号灯以及可变限速标志等交通控制设施，有特别需要可

增设交通违法事件检测记录设备 。

车道信号灯是一种用红" X "和绿" t "规定行车车道"禁行"和
"通行"行车权的设备 。

对于特别重要路段也可考虑采用车道控制方式，采用设置车

道信号灯是目前较为可行的简捷实用的技术手段 。 车道信号灯布

设间距视平曲线及视距大小一般宜为 500m~ lOOOm ，并采取门架

标志进行布置 。

需要说明的是，城市主干路和次干路在城市道路网的作用可

能差异较大。针对那些作为快速路系统主要集散通道或以主要交

通通行功能为主的城市主干路和次干路 ， 在进行监控系统配置时，

应适当提高监控配置，以满足道路管理的实际需求 。

交通广播电台和交通信息网站是较为实用的信息提供方式，

因而有条件的地区应设置专用的交通广播电台和交通信息网站，

各监控中心、监控分中心除应实时提供交通信息以供向用路者发

布外，同时也是宣传交通法规、交通常识的重要平台 。

9.6 信息传输网络

9.6.1 交通监控系统应设置独立的信息传输网络。在不具备全

部独立设置条件时，可通过借助部分或全部社会资源如电信网络

资源、无线通信网络资源等，设置信息传输网络 。

9.6.2 不论是何种信息传输网络，均优先考虑采用光纤通信方

式，以提高网络的实时性和l可靠性 。



9.7 系统互联和安全

9. 7.1 监控中心与其他各监控中心之间的通信宜采用基于路由

器或以太网路由交换机的互联方式，采用星形方式、环形方式或网

状网方式互联 。 系统互联的高层协议基于 TCP/ IP 、 UDP/ I P 方

式 ，支持单播、组播方式 。

交通监控系统信息平台之间以及与其他相关信息系统之间的

互联接口，按信息种类可分为数据信息和视频信息接口两类，宜采

用全数字基于 TCP/ IP 的通信方式互联 。 通常可以租用电信公司

的通信信道建立交通监控系统信息平台之间以及与其他相关信息

系统之间的互联，信道传输容量根据实际需求确定 。 在具备专用

通信网的条件下，通信接口宜采用千兆以太网标准 。

电话通信系统宜利用公共通信系统组网，也可以利用专用通

信网建立 IP 热线电话 。

9.7. 2 安全管理平台应具有实时病毒检测、查杀病毒、定时扫描、

远程安装升级、集中网络管理、报警等病毒防范功能和限制 Web

访问、监控/阻塞/报警、入侵探测、攻击探测、恶意代码检测等安全

保护措施;应具备对异常安全事件进行追踪、分析、统计的功能;应

7"<备模拟黑客人侵、系统脆弱性扫描、安全隐患检测、风险测评等

安全评估功能 。

9.8 监控系统主要性能指标

9.8.1 信息采集技术性能指标应满足如下要求 :

1 通常交通数据检测主要包括流量、车型、速度、占有率等 。

流量检测参数为混合流量 .单位为辆，检测精度应大于 90 % ; 车型

按照长度分为三类，分别为:大型 (大 于 9 . 5 m ) 、 中型 ( 5 . 5 m ~ 

9 . 5m) 、小型(小于 5 . 5 m).采集车型分类精度应大于 85% ; 速度检

测参数为采集周期内采集点的平均速度，单位为 km/ h. 精度应大

于 85 % ; 时间占有率参数为采集周期 内车辆通过采集点所占有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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间的百分比，精度应大于 90% 。

2 数据采集周期在 10s~60s 范围内可调，对于管理要求高

且技术条件可支持的情况，可适当缩小数据采集周期的时间范围 。

3 视频图像质量评定采用的五级损伤制为闭路电视监视系

统检验评定标准的五级损伤制 。

9.8.2 信息处理技术性能指标应满足如下要求:

1 交通状态判别应能提供路网、路段和单元段的交通状态 :

畅通、拥挤和阻塞 。

2 交通状态判别处理响应时间不宜大于 2s 。

3 采用客观行程车速测 试， 交通状态、 判别准确度应大

于 90 % 。

4 主线路段的交通状态判别时延宜小于 60s ; 特妹路段的交

通状态判别时延应小于 30s 。

5 信息处理应能通过采集交通参数自动、实时地检测交通事

件，提供事件地点信息，并在每个采集周期内完成整个网络的交通

事件检测计算 。

6 交通事件检测误报率应小于 20 % ，漏检率应小于 20 % 。

7 交通事件检测时延宜小于 60 s 。

9.8.3 信息传输技术性能指标应满足如下要求 :

1 采用光纤方式传输信息时，传输误码率应不大于 10- 9 。

2 采用无线方式传输信息时，传输误码率应不大于 1 0 - 5 。
3 外场设备与监控中心之间数据传输时延应不大于 1 5 。

4 外场摄像机与监控中心之间"视频图像传输+反向控制信

号传输气总时延应不大于 500ms o

5 llE 控中心将信息发布到交通信息板的传输时延应小

于 h。

9.9 外场设备基础、管道、供电与防雷、接地

9.9.1 由于一些设计的局限性，监控外场设备往往未预留管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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施工时需要二次开挖或挤占其他管道，造成交通影响或管道资源

紧张和浪费 。 为此规定在土建工程施工时，同步实施横穿道路管

道、结构物上的监控外场设备基础和l管道等 。

监控设备的供电电缆采用管道或铠装直埋方式，为便于维护

和防止盗窃，优先采用管道方乱 。

9.9.2 城市道路交通监控设备的用电负荷相对较小，布设密度相

对道路照明等设施也较低 .从综合负荷等级要求来看，宜按三级负

荷考虑 ，采用低压供电方式 。 供电电源也可结合道路机电设施一

起统筹考虑 。

一般来说，雷电对监控外场设备及光、电缆的危害十分严重，

而不同地区的雷电频度和强度又相差很大，如果采用问样的防护

措施不仅不能产生同样效果，还将造成投资琅费 。 另外，防雷接地

是一个系统工程，采取单一措施往往效果不佳，因此，"应根据监控

系统所在地区年均雷暴天数及设施所处地理地貌特点 ，对监控系

统设备及光、电缆等进行系统的防雷、接地设计" 。

9.10 服务信息设施

9. 10.1 作为一种公开为社会服务的途径，可将在询服务、报警救

援号码等信息通过标志的形式设置于道路沿线，使管理者及时获

得用路者报告的信息，为处理交通事件赢得时 间 。

9.10.2 紧急报警标志应包含地理位置信息，如编号等，以便于接

警人员掌握报警地点 。 紧急报警标志优先设置于道路出入 口 、 阻

道等区域 。

9.11 可变信息标志

9.1 1. 1 可变信息标志主要用于显示道路交通状态(畅通、拥挤、

阻塞)、交通事件(如前方交通事故)等交通信息，还包括道路施工 、

养护 、维修等交通信息。

9.1 1. 2 各地可变信息标志可分为文字板(全屏显示可编辑的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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字、符号或简单图形，通常以显示文字信息为主)、图形板(整个板

面为不可变的部分路网形态，其间嵌入可变的反映道路交通状态

的发光光带)、文字加图形板(上述两种板的结合)等多种型式 。 选

用时可根据地方发展规划、技术要求和使用习惯等确定标志型式 。

9.1 1. 3 可变信息标志的安装通常采用立柱式、悬臂式和门架式

等多种型式 。 在不影响其使用功能的条件下，可充分利用周围建

筑物、门架等设施进行联合设置 。

9.1 1. 4 根据现行国家标准《道路交通标志和标线 ))GB 5768 的

"指路标志"规定，汉字高度 ( h) 为 3 5cm ，汉字间隔为 O . lh 。可变

信息标志的 LED 发光标志字模高度可依据设计车速 60km/ h 为

界，低于或高于分别取 32cm 或 48cm 。 从实际使用效果看，只要

LED 颜色、发光亮度 和l对比度合适，这一字高已完全满足要求 。

根据汉字视认性研究，标志汉字采用等宽线条、方形黑体字体最有

利于驾驶者辨认，对应于上述字模高度， 1 6 X 16 或 24X 24 的点阵

可以很好地表达汉字字型，但文字不宜过多过密，以免达不到行车

视认的目的。

对于图形板中光带显示城市道路交通状态，光带应具有一定

的宽度 ，根据实践经验，其宽度宜为 1 3cm~ 1 5cm 之间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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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 服务设施

10.1 一般规定

10. 1. 3 服务设施布置应符合国家现行标准《城市道路和建筑物

无障碍设计规范 ))J GJ 5 0 的要求 。

10.2 人行导向设施

10.2.1 人行导向设施有路线指示设施和地图导向设施，路名牌

作为车行导向设施，也可为行人提供导向服务 。 人行导向设施应

设置于设施带内，不得随意安装 。 现有的道路没有明确设施带的，

可把宽度大于 3m 的人行道路缘石外边线1. 5m 范围用于设置设

施，新建道路应专门设置设施带，设施带可绿化、不铺装，专门用于

安装公共设施 。

10.2.2 人行导向设施的设置 。

1 人行导向设施宜设置在以下地点:

步行目的地众多的步行区域内，女1]商业街、 Cl:m、广场和 比赛

场馆等区域;

人流集散、换乘地点，如车站、枢纽等 。 交通枢纽、轨道交通车

站和公共汽车站等换乘地点人流量大，行人在出口处需要明确的

交通信息指引，应在换乘地点出口处设置完备的人行导向设施 。

此类导向设施应以地因为主 ，辅以路线导向设施 。

行人丽临多条路线选择的地点，如道路交叉口 。 道路交叉 门，

尤其是大型立交附近，应在道路进口处设置导向设施，明示过街设

施及周边区域 。 当路段连续距离超过 300m~500m ，也应设置导

向牌，帮助行人明确路线 。

路段导向设施设置间距宜为 300m ~ 500m ， 行人 5 min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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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 Om í n 内可以找到导向设施 。

3 枢纽、广场和比赛场馆等重要设施人流密集，需要连续和

安全的人行引导 。 这些设施场馆一般本身都设有人行引导系统，

因此周边市政道路引导系统要结合其内部引导系统统一考虑，合

理衔接 。

4 导向牌和地图的设置应易于理解，便于识别 。 内容应明

确，监免含混不清误导行人;图示和文字结合，便于包括老人和儿

童在内的各种人群使用 。

5 人行导向设施要为行人提供连续、安全、便利、通畅的导向

服务 。 城市区域道路、建筑众多，车流量大，行人接触众多信息，不

熟悉者难以选择安全便捷的路线，需要导向设施的引导 。 导向设

施要配合人行设施设置，引导行人便捷、安全地到达目的地 。 人行

导向设施有人行路线指示设施和地图导向设施等，路线指示设施

主要是步行者导向牌 。

6 路线导向设置适用于行人行进方向指示 。 lOOOm 属于行

人能接受的步行范围，路线导向设施应反映 l OOOm 范围内的步行

信息 。

地图导向设施应反映周边建筑、设施位置，便于步行者安排行

进路线 。 地图导向设施涵盖区域范围应便于行人使用，避免范围

小导致的信息量小，或范围过大而造成的使用不便 。 地图宜覆盖

lOOOm 范围内信息，并根据周边建筑、设施密度适当调整 。

10.2.3 路名牌的设置 。

1 路名牌属于交通标志中的指路标志。路名牌应设置在道

路交叉口，便于行人辨别道路和方向;较长路段也应设置路名牌，

便于行人确定自身位置 。

3 路名牌应平行于所指道路方向，尤其在多路交叉地点，

行人可辨认路名牌及其所指道路 。 路名牌应含所指道路名

称，并写明方向，还应标明道路两侧建筑上的门牌号码范围，

如 37 号~78 号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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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3 人行过街设施

10.3.1 人行过街设施的设置 。

1 道路人行过街设施应统一规划，方便行人安全、便捷的穿

越道路。 人行过街设施应优先考虑在道路交叉口设置，再考虑路

段上的人行过街设施 。 在道路交叉口，过街设施应结合道路交叉

形式和交通组织统一设置，与机动车交通相协调 。 人行过街设施

应与人行系统有机结合，配置导， 向设施，便于行人辨认寻找 。

2 过街设施间距应合理确定，以平衡行人过街和道路交通运

行 。 既要减少行人到达过街设施平均步行距离，也要避免对道路

交通的过多影响 。 快速路和主干路机动车流量大，车速快，应增大

设置问距， 300m ~500m 为宜;次干路机动车流量相对较小，可减

小设置间距， 1 50m ~300m 为宜 。 设置间距和位置选择可根据道

路沿线过街需求相应调整，在居住区、商业区等可适当 力1]大设置密

度 。 过街设施形式选择应注重平衡机动车通行和行人过街两方面

的需求 。

《上海市城市干道人行过街设施规划设计导则 ))SZ-C-B 03• 2007 

根据不同用地、道路等级决定过街设施最大间距，可供参考 . 见

表 7 。

表 7 中心城干道过街设施最大间距 ( m)

问±
居住、社会服务

商业 、办公 对外交通 绿地
设施用地 工业

仓储
A 类 归类 八 类 日 关 A 炎 B 类 A 类 B 类

快速路 300 500 350 500 400 500 500 600 700 

250 350 250 350 350 400 400 500 600 

H 级 200 300 200 350 300 350 350 400 600 

次干路 150 200 150 250 250 300 300 400 500 

注 ， A 类 .叶'心 区、市级则中心 、地区中心 ;B类中心城其他区域 。

此导则在人行过街设施重要节点间距方面有如下规定，可供

参考 : ①过街设施距公交站及轨道站出入口不宜大于 80m ，最大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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直大于 120m; ②学校、幼儿园、医院、养老院等门前应设置人行过

街设施，过街设施距中小学校 、医院正门不宜大于 80m ，最大不宜

大于 1 50m;③过街设施距居住区、大型商业设施公共活动中心的出

人口不宜大于 100m，最大不宜大于 200m;④综合客运交通换乘枢纽

除了符合上述基本原则外，应进行专项的人行过街设施规划设计。

3 在交通枢纽、商业区、大型体育场馆等地点，人流密集，过

街需求大的地点应设置相应过街设施，方便行人过街 。 过街设施

应结合建筑场馆自身的人行组织，区域内人行系统连续设置，为行

人提供安全、便捷、舒适的人行系统 。

4 立体过街利于保障行人安全和道路交通通畅，但增加了行

人步行时间和工程造价 。 过街设施应以平面过街为主，方便行人

使用，根据道路交通情况和过街需求合理配置立体过街设施 。 城

市快速路应设置立体过街设施 。 根据国家现行标准《城市道路交

通规划设计规范 ))GB 50220 和 《城市人行天桥与人行地道技术规

范 ))CJJ 69 的规定 ，属于下列情况之一宜设置人行天桥或地道 :

①进入交叉口总人流量达到 18000pj h ，或交叉口的一个进口

横过马路的人流量超过 5000 pj h ，且同时在交叉口一个进口或路

段上双向当量小汽车交通量超过 1200pcuj h;

②行人横过市区封闭式道路或快速干道或机动车道宽度大于

25 m 时，可每隔 300m~400m 设一座立体过街设施;

③路段上步行人流量大于 5000pj h ，且双向当量小汽车流量

大于 1200pcuj h;

④通过环形交叉 口的步行人流总量达到 18000 pj h ，且同时进

入环形交叉口的当革小汽车流量达到 2000pc uj h;

①行人横过快速路时;

@铁路与城市道路相交路口 ，列 车一次阻塞人流超过 1 000 人

次或道口关闭时间超过 15min 时;

⑦有特殊需要可设专用过街设施;

③复杂交叉路口 ，机动车行车方向复杂，对行人有明显危险处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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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人行天桥和地道的布置必须与周边人行系统实现无缝连

接，行人可以顺畅、连续、安全地横穿街道，避免因人行通道不连通

造成安全隐患 。

6 在人车密集的商业区、交通枢纽等过街需求大的地点 。 过

街设施的设置可以结合建筑物统一设计，将人行天桥和地道与建

筑物内人行空间合理衔接，形成空中或地下人行连廊，行人不必到

建筑物外再寻找过街设施，减少行人步行距离，有利于改善行人步

行环境 。

10.3.2 平面过街设施的设置 。

1 人行横道设置应清晰、元遮挡，驾驶员和行人易辨认 。 人

行横道应尽量与车行道垂直，减少行人过街距离，增加安全性 。

2 道路交叉口 :

(1)交叉 口和路段人行横道应根据路面宽度、交通情况、过街

人流量和周边情况等选择配置人行信号灯 。

(2)交叉口人行横道应结合交叉口机动车组织配置人行信号

灯 。 设置有机动车信号灯的交叉口应施画人行横道线并配置相应

的人行信号灯，信号周期应保证行人安全穿行道路;元信号管制交

叉口，应施画人行横道线并设置相应的行人警告标志，并在人行横

道上游机动车道上画人行横道预告标识线，保障行人通行安全 。

英国规定在无信号控制人行横道处设置黄色闪光信号灯，提醒驾

驶员降低车速，注意过道路的行人 。

3 大型道路交叉口行人过街步行距离长，对角方向过街的行

人需等两次人行绿灯，信号灯可设置人行全绿灯箱位，禁止机动车

交通，行人可直接进行对角过街 。 对角过街由于增加了人行全绿

灯，对道路交通影响较大 ‘不宜用在道路交通需求高的路口 。 此款

作为强制性条文规定，必须严格执行 。

4 人行横道宽度要满足过街行人流量，提供舒适的通行空

间 。 人行横道宽度与行人流量、信号灯配时、道路等级等有关 ，应

根据实际情况进行调整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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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人行安全岛可有效增加行人穿行道路的安全性 。 设置安

全岛的人行横道，行人过街只需注意一侧交通即可.提高行人过衔

的效率和安全性 。 安全岛设置条件各方规定不同，现行国家标准

《城市遇路交通规划设计规范 ))GB 50220 规定跑过 4 条机动车道

设置安全岛，国家现行标准《城市道路设计规范 ))CJJ 37 认为机动

车车道数大于或等于 6 条或人行横道长度大于 30m 时 宜设安全

岛， (( 城市道路交叉口规划规范 )) (报批稿)规定人行过街横道长度

大于 16m 时(不包括非机动车道)应设安全岛 。 综合考虑我国城

市道路交通情况，规定当路段或路口进出 口 机动车道大于或等于

6 条或人行横道长度大于 30m 时应设安全岛 。

对于行人安全岛最小宽度有多种理解 。 国家现行标准《城市

道路设计规范 ))CJJ 37 规定最小宽度为 lm ， (( 上海市城市干道人行

过街设施规划设计导则 》规定为不宜小于 2m ， (( 城镇道路工程技术

标准 》征求意见稿规定最小宽度为1. 5m ， 美国佛蒙特州《行人自行

车设施规划设计导贝IJ>)认为 2 . 4m ~3m 宽为宜，不得小于1. 8m o 

安全岛宽度除满足人流量需求外，还应满足无障碍通行需求，能容

纳轮椅通过 。 综合考虑，行人安全岛宽度不宜小于 2m ， 困难情况

不应小于 1. 5 m ，其面积应与过街人流量相符 。

6 安全岛形式要与道路设计相结合，避免影响机动车行驶安

全性 。 有中央分隔带时采用栏杆诱导式，安全岛作为分隔带一部

分，不会影响机动车行驶(图 2) ;无中央分隔带时，机动车道线形

需调整以容纳安全岛，安全岛宜采用斜开式设计减少对机动车行

驶的影响(囱 3 ) 。

图 2 路段栏杆诱导式安全岛参考样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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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3 路段平面斜刃'式安全岛参考样式

7 交通宁静是国外居住区道路设计常见的安全措施 。 包括

减少机动车道宽度、 l曲线设计、设置诫速装置和增加入行过街设施

等，可降低机动车行驶速度，增加行人过街安全，同时可美化居住

区环境和降低交通噪声，创造舒适、安全的人行环境 。

8 人行横道位于公交站前端时，公交车将遮挡过街行人和道

路上机动车的视线 ， 易发生车祸，因此人行横道应设置于车站后

端，井且避开公交车停车区域 。

10.3.3 道路路段人行横道信号灯的设置 。

1 路段人行横道应根据路段宽度、交通情况、过街人流量和l

周边情况配置人行信号灯 。

现行国家标准《道路交通信号灯设置与安装规范 )) GB 14886 

规定 : 双向机动车车道数达到或多于 3 条，双向机动车高峰小时流

量超过 750pc u .lX. 1 2 h 流量超过 8000pc u 的路段上 ， 当通过人行横

道的行人高峰小时流量超过 500 人次时，应设置人行横道信号灯

和l相应的机动车信号灯 。

2 高速车辆对过街行人威胁较大.应在高速路段采取措施保

障行人过街 。 英国和荷兰相关规泡导则规定，当道路上车速大于

50km/ h 时，人行过街设施处必须安装信号灯 。 借鉴 国外经验 ，当

过街行人少于高峰小时 500 p/h. 但路段车速大于 50km/ h 时，也

应设置信号灯 。 为减少对道路交通的影响， 宜设置按钮式信号灯

井增加机动车配时 。

3 学校、幼儿园、医院、养老院等特殊人群聚集地点，行人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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街有别于普通人，应加强安全措施，设置人行信号灯 ; 另外，在有特

殊要求地点，如事故多发地点和常用警卫工作路线等，也需要设置

人行信号灯 。

10.4 非机动车停车设施

JO.4.1 城市交通应设置非机动车停车设施，避免非机动车乱停

乱放 。 非机动车停车设施包括非机动车停车场和路侧停车设施，

应根据停车需求、用地条件等选择 。 停车设施要与人行系统连接，

保障停车安全性 。

JO.4.2 非机动车停车场主要设置在停车需求较大的场合 ， 如有

停车换乘需求的公共交通枢纽、公交场站和地铁车站等，人流密集

的广场、体育场馆和商业区等 。 有停车换乘功能的非机动车停车

场要结合建筑设计 ，减少行人换乘距离 ，方便换乘 。

JO.4.3 停车场规模由需求决定 。 应根据建筑性质、车辆吸引 总

量 、平均停放时间、每日场地有效周转次数以及停车不均衡系数等

进行需求预测，确定规模，合理设置 。

10.4.4 人行道以行人通行为主，若公交停靠站需少量非机动车

停车位且无条件设置停车场，可设置路侧停车设施，布置存车架和

围栏，作为非机动车停车场的辅助停车设施。若停车需求大于 30

辆自 行车 ，则需设置专 门非机动车停车场 。

J().5 机动车停车设施

10.5.1 机动车停车场的设置 :

1 机动车停车场的规划设置要考虑多方面因素，符合城市规

划要求 。 停车场规模要满足一定量的停车需求，也要符合通过停

车管理改善道路交通的政策需要 。

2 在停车需求较大地点，若建筑设施本身不能提供必要的停

车场地 。 可根据其交通组织需求，在用地允许的条件下，考虑提供

一定规模的公共停车场地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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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停车场高峰时段常会发生车辆排队至道路的现象，应合理

设计人口通道，通道长度能容纳排队车辆数 。

4 停车场入口当进入车辆多，收费口服务能力元法满足需求

时，常会发生车辆排队至道路的现象，应合理增加l 收费口，提高服

务能力，避免车辆排长队 。

5 停车场内车流线和人行流线应尽量避免交叉，保障行人安

全 。 人流量大的停车场人行出人口应分散布置，避免人流集中，造

成拥挤和行人安全隐患 。

6 停车场应合理组织车辆流线，方便停车，在出人口和内部

设置标线、标志，引导车辆 。

7 停车场内行人流线若与车行流线交叉，为保障行人安全，

应合理布置、标识行人流线，保障行人安全。

8 停车场出人口应合理设计，设置交通标志，便于司机辨认，

避免和道路交通发生冲突，影响安全 。

10.5.2 路侧停车位的设置 :

1 城市往往用地紧张，但停车需求大，路侧停车位可作为停

车场的补充设置 。

路侧停车位由于压缩道路宽度，对道路交通有影响，且提供的

停车位较少，不应作为城市主要的停车设施 。 在新建城区应规划

充足的停车场，老城区用地紧张，路侧停车位可作为停车场的补

充，适当布设，并合理规划 。

2 路侧停车位宜布设在有条件的机动车道外侧，不应侵占非

机动车通行空间 。

4 路侧停车位应结合停放车辆类型以及规定允许停车的时

段进行设置，能满足不同类型车辆停车需求，并应用标志明示 。

5 路侧停车位的设置应避免车辆驶入、停放和驶出过程中对

机动车道内车辆行驶的影响 。

10. 5. 3 出租车停靠站的设置 :

1 出租车停靠站作为行人与机动车的转换设施，可规范乘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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秩序，提高安全性。停靠站主要设置在出租车需求量大、交通繁忙

及禁止随意停车路段，以规范停车秩序，提高乘车效率 。

各地点出租车需求不一 ，应合理预测确定区域出租车需求，根

据需求选择出租车站形式和合理规模 。 避免因设施不足造成停车

混乱和使用不便，或因规模过大造成土地资源浪费 。 在交通枢纽、

体育场馆、影剧院等人流密集区域，应结合其人行组织单独设置出

租车乘降设施，路侧出租车停靠站作为其补充可考虑适当设置 。

2 停靠站应结合人行系统和车行系统设置 。 行人可通过步

行系统安全、便捷地乘车 i 出租车应可以顺畅进出停靠站，井减少

对其他机动车和非机动车交通的影响 。

3 出租车停靠站应设置引导标志和标识，弓 | 导行人和!机动

车，方便使用 ， 同时提醒周边其他机动车，减少安全隐患 。

5 在人流密集、出租车需求量大的地点，经常会出现排队现

象 .停靠站的设置应考虑周边乘客排队空间是否满足需求 。 可根

据需要设置排队设施，如栏杆等，保证有序乘车 。

10.6 公主停靠站

10.6.2 公交停靠站台的设置 :

2 港湾式公交停靠站可有效减少公交车停靠对道路交通的

影响 。 主干路对道路交通要求高 ，应采用港湾式公交停靠站 ; 车流

量大的次干路宜采用港湾式公交停靠站，减少公交车辆对道路交

通的影响;其他次干路和交通量大的支路，有条件的，也可采用港

湾式公交停靠站。一幅路设置公交站台，宜按本条第 5 款要求设

置 。 公交车辆进出港湾式公交车站应避免影响主路交通，在快速

路上设置准湾式公交站时公交车进出站和直行车道产生交织，现

行行业标准《城市快速路设计规程 ))CJJ 1 29-2009 中第 3 . 0. 1 0 条

规定主路设置的公交站应布置在与主路分离的停靠区 ，且， 出人 口

问距满足要求 。

5 机动车与非机动车?昆行路段，若公交站台设置于人行道，



公交车停车位将占用非机动车道，公交流线和非机动车流线交叉，

存在安全隐患 。 宜将非机动车道设置在站台外侧，道路线形做相

应调整 ，人行道依次外移 。 在公交站台两侧，直安装机动车与非机

动车护栏等隔离设施，引导非机动车在站台外侧的非机动车道通

行，避免非机动车进入机动车道 。

10.6.3 公交停靠站候车亭的设置 :

1 候车亭应为乘客提供安全、舒适的候车环境 。 其设计在保

障功能的前提下应与周边景观协调，美观大方 。 座椅等设施应方

便实用，设计可多样化，美化环境 。

2 候车亭来车方向应有良好视线，乘客能看到驶来的公交

车，可提前准备乘车并减少安全隐患 。 国外候车亭部分采用多面

封闭设计，能最大限度遮挡雨雪 ，同时至少在来车方向使用玻璃墙

体，保障了乘客和司机的良好视线 。 但这种多面封闭的候车亭不

适宜在乘客密集的站台使用 。

候车亭长度要根据车站高峰时段人流设计，以能容纳站台所

有乘客为宜 。 如站台较长或分组设置 ，候车亭可分段设置 。 如站

台空间不足，候车亭的设置应考虑为乘客留出足够空间，保障乘客

安全顺畅穿行于站台 。

11 3 • 



11 道路照明及变配电

11. 1 道路照明

11. 1. 1 本条为强制性条文。基于城市道路的重要性以及车流、

人流情况复杂，应设置人工照明设施，以保障交通安全 、畅通，提高

运输效率， 1J日强管理、防止犯罪活动 。 并对美化城市环境产生良好

效果 。

11. 1. 2 按照道路在道路网中的地位、交通功能以及对沿线建筑

物的服务功能等，城市道路分为四类，结合道路照明本身特点，将

其分为两类三级 。

11.1. 3 本条是根据道路功能制定的评价指标 。

11. 1. 4 为满足道路功能的需要，又不造成浪费，不同道路应有不

同的要求 。

11.1. 5 本条是根据行人特点制定的评价指标 。

11. 1. 7 基于交汇区车辆情况的复杂性，其照度应适当增加 。

11.1. 8 根据道路照明的评价指标，决定道路照明光源选择的主

要是光效和寿命，目前高压铀灯由于其光效高、寿命长而被广泛采

用，具有较好的经济性，虽然其显色指数为 20~25 ，但在道路照明

中已被普遍接受 。 在城市中心商业区等要求较高的区域，也可以

采用金属卤化物灯、高效荧光灯等显色指数较高且光效也较高的

光源 。

11.1. 9 不同截光型的灯具，适应不同的眩光限制要求 ，但需经过

计算才能最终确定 。

11. 1. 10 条款中列出的 5 种布置形式是道路照明的基本形式，具

有较好的功能性和经济性，高杆照明适用于广场等大范围照明，大

中型立交、交通枢纽等区域道路交叉复杂，采用高杆照明可以解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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立杆困难、不同道路间路灯互相影响出现眩光等问题 。

11.1. 11 城市道路中的隧道，作为道路的一部分，且 比道路状况

更复杂，其标准不应该低于一般道路 。

11.1. 13 隧道人口段、出口段进行加强照明 ， 是满足眼睛适应的

需要 。

11. 2 照明控制

11. 2. 1 随着我国经济的发展和城市化，人工控制为主的操作模

式已经不再适应目前的发展情况 。

11. 2. 2 光控模式虽然理论上最切合实际需求，但由于其传感器

容易受到干扰，可靠性较差 。 而各地区的日出和日落等天文条件

是有规律的，因此通过时间控制可以较好地满足控制要求 。 而通

过光控，可以解决乌云 、暴雨等因气候引起的照明要求 。

11. 2.3 我国地域辽阔，大部分地区四季分明，各季的日落和日出

时间变化很大，按季节变化分时段确定开关灯时间可减少不必要

的浪费 。

11. 3 变配电系统

11. 3.1 一般道路照明，失电后不会产生太大的影响，因此为三级

负荷，重要道路、交通枢纽及人流集中的广场等如果失电后可能引

起交通棍乱、次序混乱的区段，照明为二级负荷 。

11. 3. 3 随着道路管理要求的提高，道路设施越来越完善，道路监

控等用电分散，且用电量小的设施，宜由道路照明的配电系统统一

规划 。

11. 4 节能

11. 4. 1 设计中尽可能使道路满足采用标准中低档值的条件，是

最有效的节能方法 。

11. 4. 2 使用高光效光源和高效率灯具可以从根本上节能 。



11. 4. 3 气体放电灯的功率因数较低，通过改进镇流器和电容补

偿等方法提高功率因数，可减少线路损耗 。

11. 4.4 通过调光、减光等手段以及控制合理的开、关灯时机， 确

保仅在需要时投入合适的照明 。

11. 4.5 自清洁灯具可提高维护系数，保证灯具的效率 。

11. 4. 6 照明功率密度 ( LPD )是道路照明节能的量化指标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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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 管理处所及设备

12.1 一般规定

12. 1. 1 城市道路交通管理处所和设备的配置是为适应不同类型

和等级道路设施的交通管理需求，尤其是在适应诸如城市快速路、

大型桥梁，越江隧道等重要设施的管理需求的前提下提出来的 。

12. 1. 2 管理处所一般设置在城市道路的邻近地块，对布局方面除应

注重高效管理的要求外，也应考虑节约用地以及减少对环境的影响。

12. 1. 3 管理设备的配备既要满足日常运行管理的基本要求，也

应适应中、远期道路规划和交通量变化的管理要求 。

12.2 管理处所

12.2.1 目前我国大部分城市的道路管理都是采用市场化运作的

方式，建设专门的道路管理处所越来越少 。 但是对于一些易发生

恶性事故 、无法替代、紧急状况下必须立即修复的桥隧工程，建设

单位可以考虑建设专门的道路管理处所 。

如果建设专门的道路管理处所，可考虑将监控等设施与道路

管理处所合并建设，这样可以节约-定的资源 。

12.2.2 执法检查设施主要包括执法检查人员在安全、不影 II1Î1 交

通的前提下执法所需的工作场地，处理违章时所需的临时停车场

以及执法时所需的其他辅助设施 。

12.3 管理设备

12.3.1 、 12.3.2 道路管理设备和l物资应满足道路正常运营和应

急状况的需求 ，如通风 、照明 、消声 、清障 、抢险 、救援、快速修复、消

防、停车、除冰除雪等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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