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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With the rapid development of urban economy and the continuous expansion of urban scale, re-
gions are planning to build a certain scale of urban road network, and supporting the construction 
of a complete and well-structured traffic management facility system. However, due to unscientific 
planning and construction, the systematic construction of traffic management facilities still lags 
far behind the process of road network construction. By analyzing the factors of redundancy in 
traffic management facilities, this paper explores the design principles and ideas of minimum re-
dundancy, and aims to optimize the design of traffic management facilities, which is of great signi-
ficance in giving full play to the benefits of traffic management faciliti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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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近年来，随着城市经济快速发展、城市规模不断扩张，各地区规划建设一定规模的城市道路网，配套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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设种类齐全、结构健全的交通管理设施系统。然而，由于规划和建设不科学，交通管理设施系统化的建

设仍远远滞后于路网建设进程。本文通过对交通管理设施冗余现象因素分析，摸索出最小冗余设计原则

和思路，旨在优化交通管理设施设计，在充分发挥交通管理设施效益方面具有重要的意义。 
 

关键词 

交通管理设施，冗余现象因素，最小冗余设计 

 
 

Copyright © 2019 by author(s) and Hans Publishers Inc. 
This work is licensed under the Creative Commons Attribution International License (CC BY). 
http://creativecommons.org/licenses/by/4.0/ 

  
 

1. 引言 

路网是城市纵横交错的“血脉”，交通是城市路网的“血液”。交通管理设施在确保城市路网上的

“血液”无障碍和高效流动方面发挥了一定的作用，证明了其在确保城市道路交通秩序方面的重要作用。

目前，交通管理设施在设置、使用和管理过程仍遗留的主要问题是[1]：1) 交通管理设施不能做到按需设

置，与交通状态不吻合，致使对交通驾驶人的引导性和约束力不够；2) 交通管理设施的设置与交通流和

道路空间不吻合，设施的连续性、衔接性不够，甚至出现前后相悖的交通标志和标线；我们总结这些问

题为交通管理设施冗余现象。在上述背景下，我们急需提出一套针对交通管理设施冗余现象的优化设计

理念。设计理念综合考虑城市路网交通特征，从多个角度分析交通管理设施的冗余因素，系统地将交通

管理设施与因子特征相结合。完善路网中交通管理设施的设计，将最小冗余设计理念融入交通管理设施

设计中[2]。有必要进一步挖掘交通管理设施的效用[3]。 
本文引入最小冗余设计理念，从交通参与者、道路空间资源条件、设施配置、交通安全角度分析交

通管理设施的冗余因素，作为优化设计理念重要的考虑因素。将最小冗余设计理念融入到交通管理设施

设置中，进一步优化交通管理设施的设计，减小交通管理设施的冗余[4]。提高交通参与者的使用舒适度，

实现交通管理设施的合理设置[5]。 

2. 冗余问题 

2.1. 设施冗余现象 

交通管理设施的冗余主要体现在设施的设置、使用、管理过程中[6]： 
1) 不符合按需求设置的原则； 
2) 交通管理设施的设置与交通流特性和道路空间不吻合，设施的连续性、衔接性不够，前后交通标

志和标线相悖； 
3) 相关设施之间没有合理配置，未起到协调的作用，因“重复设置”尤显累赘，而且占用道路空间

资源； 
4) 设施的安装位置，内容信息和类型与道路交通信息不符； 
5) 交通设施管理部门管理、维护不善致使设施无法正常发挥功效； 
6) 因工程项目、赛事活动设置临时设施未及时撤除，误导交通参与者接收错误的交通信息； 
7) 交通设施管理部门未定期排查修复损坏的设施，未及时更正、新增与现状交通信息不符的设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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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 设施冗余影响 

交通管理设施冗余现象影响：由于城市交通环境存在复杂性、多变性和地方区域特性等问题，城市

交通管理设施在设置问题上难免会出现不符合未来交通流的发展，未做到按需设置，与交通状态、交通

环境不吻合，设施设置存在符合规范但不符合交通状况之处，致使对交通驾驶人的引导性和约束力不够，

导致交通管理设施的建设费用及运营成本不断攀升，滞后了城市的发展。 
交通管理设施冗余意义：1) 一定程度保障设施结构健全，提高设施使用效率；2) 保障道路路网设施

系统运行顺畅。综合交通管理设施冗余现象问题，将最小冗余设计理念融入交通管理设施设置中既能保

障设施系统的完善，维持交通路网顺畅运行，又避免因交通管理设施冗余程度过高造成资源浪费和一些

交通安全隐患。 

3. 成因分析 

为更好地探究交通管理设施最小冗余设计方法，应对交通管理设施冗余现象的成因进行分析。交通

管理设施从设计到设置过程受干扰的因素非常多，本文主要从交通参与者、道路空间资源条件、设施配

置、交通安全四个角度进行分析。 

3.1. 交通参与者 

交通参与者按照出行工具分为行人、非机动车和机动车，他们有各自的交通特性[7]：不同出行路

权、不同出行速度。因不同的出行路权、出行速度，决定了交通管理设施的尺寸、设置点位、设置高

度以及设置内容的复杂程度。交通管理设施的设计多数未从行人、非机动车、机动车的使用角度考虑，

因而未将出行路权、出行速度纳入考虑范畴，导致交通管理设施与对应的交通参与者不吻合，造成冗

余问题。 

3.2. 道路空间资源条件 

交通管理设施的部署需要在道路上占用水平、垂直空间[8]。在有限的道路空间资源条件下，交通管

理设施配置不合理，没有做到设计优化和配置优化，容易造成交通管理设施冗余现象，例如：1) 城市的

未来发展规划没有针对交通管理设施进行规划配置，未做到科学和可续的布局；2) 道路交通规划前期未

考虑交通设施类别之间的协调作用，设施单独设置发挥不到奇效。交通管理设施的设计和配置优化应考

虑道路空间因素的条件[2]。 

3.3. 设施配置方式 

提倡设施之间合理配置、协调作用。夜间主动发光设施因光线原因，遮掩被动发光设施，造成被动

发光设施不易被发现；长距离的交叉口，因距离较远信号灯灯光较弱，提倡普及辅助信号灯。各类设施

之间的合理配置、协调作用主要体现在交通标志之间的协调作用，交通标志与交通标线之间的协调作用，

交通标志、标线与其它交通设施之间的协调作用。各类交通设施之间的合理配置，起到互相协调、互相

充能的作用，能够最大程度地发挥设施为交通参与者服务的特性功能和能效。 

3.4. 交通安全 

标志牌和标线因其显示性、易读性及简易设置性，在避免交通事故、提高交通安全等级方面广泛使

用。现实情况，多数交通标志的图形、文字、形状的尺寸是本地施工单位依据经验设计，未经专业设计

院进行设计。因此，设施的设计与道路交通环境、交通流特性不匹配，并且交通标志缺乏易于识别的特

性。交通标线应由从事交通设施的专业设计院设计规划，交通设施管理者依照设计图纸委托从事交通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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施施工的专业施工队施画，一系列的规范流程保证交通标线的设置合理性、设计规范性，保障后期的专

业护养，从源头上避免交通事故的发生。 

4. 最小冗余设计原则和思路 

交通管理设施是引导交通参与者有序、安全、畅通地出行，促进居民出行安全、提高居民出行效率

的基础设施，交通管理设施在道路规划阶段有既定的基本规定和流程，不同类型的设施之间有一定的互

相协调配合地关系。 

4.1. 最小冗余设计原则 

最小冗余设计原则：1) 控制冗余度，减少不必要的设施，节省设施建设成本；2) 更高效的利用道路

空间资源；3) 完善交通管理部门管理方法，提高交通管理部门管理效率，完善城市道路交通管理设施体

系[9]；4) 协调和完善城市道路网络交通管理设施的结构[3]。 
道路交通管理组织方案是对针对现状道路交通问题，提出一套优化设计方案，旨在科学地组织交通

流秩序，降低车辆通行延误时长，提升道路交通通行能力，配套设置交通基础设施。道路交通组织方案

的实施与交通管理设施密不可分[10]：深入挖掘潜在的交通管理设施，最大限度地提高交通管理设施的服

务水平，提高道路通行能力[11]。最小冗余设计理念首先离不开相关的国家规范以及地方标准，应遵循基

于交通需求的原则设置交通管理设施，做到按需设置。交通管理设施的设计还应遵循有序、安全、畅通、

环保和可持续发展的一般原则。不同类型的设施不仅要保持各自的特性，还要尽可能的相互匹配，配套

使用。 

4.2. 最小冗余设计思路 

1) 首先遵循相关交通设施的国家规范以及地方标准，按照传统的设置方式将设置设施；2) 对设施传

统的设置方式从交通参与者、道路空间资源条件、设施配置、交通安全四个角度阐述分析影响交通管理

设施冗余设置的因素；3) 依据第二步分析所得的因素，系统性地设计交通管理设施设置方式，将更科学、

合理的设置方式运用于实践。据此，将交通管理设施冗余现象控制在最小范围。 

5. 应用 

本文借用北海市西南大道(西藏路至四川路)为例。图 1 为西南大道(西藏路至四川路)，表 1 是相关信息。 
 

 
Figure 1. Southwest Avenue (Tibet Road to Sichuan Road) 
图 1. 西南大道(西藏路至四川路) 

 
Table 1. Southwest Avenue (Tibet Road to Sichuan Road) information 
表 1. 西南大道(西藏路至四川路)相关信息 

道路长度(米) 道路等级 断面类型 交叉口数量(主要) 

2300 城市主干道 四块板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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依照最小冗余设计原则和思路，以交通参与者、道路空间资源条件、设施配置、交通安全为考虑因

素，匹配相关交通管理设施，进而设计交叉口范围内的交通管理设施，清单见表 2。 
 
Table 2. Table of matching factors for traffic management facilities in Southwest Avenue (Tibet Road to Sichuan Road) 
表 2. 西南大道(西藏路至四川路)交通管理设施设置匹配因素表 

因素匹配 设施类型 设施名称 设施图样 

道路空间资源条件 

禁令标志 限速标志牌 

 

禁令标志 禁止停车标志牌 

 

交通安全 

禁令标志 让行标志牌 

 

监控设施 监控视频 

 

隔离设施 隔离护栏 

 

交通参与者 指示标志 机非分道行驶标志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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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ontinued 

交通参与者 

指示标志 人行横道标志牌 

 

信号设施 机动车信号灯 

 

信号设施 非机动车信号灯 

 

信号设施 行人信号灯 

 

设施配置 

/ 各种设施(组合使用) 

 

指示标志 

分车道行驶标志牌 
指路牌(配套使用) 

 

指示标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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先期对沿路交叉口进行交通组织优化方案设计，再依照表 2 选定设施类型和样式，布设交通管理设

施，最后西南大道(西藏路至四川路)交通管理设施最小冗余设计得以体现(图 2~图 5)。 
 

 
Figure 2. Layout of the facilities and facilities of Southwest Road-Tibet Road 
图 2. 西南大道–西藏路方案设施布设图 

 

 
Figure 3. Layout of the facilities of Southwest Avenue-Yunnan Road 
图 3. 西南大道–云南路方案设施布设图 

 

 
Figure 4. Layout of the facilities and facilities of Southwest Avenue-Guizhou Road 
图 4. 西南大道–贵州路方案设施布设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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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igure 5. Southwest Avenue-Sichuan road program facilities layout 
图 5. 西南大道–四川路方案设施布设图 

6. 应用结论 

通过本文交通管理设施最小冗余设计原则和思路方法，再根据四个方面考虑因素匹配相关交通管理

设施，并遵照现有国家规范和地方法则布设设施。依照本文理论方法，在不弱化交通管理设施功能的基

础上，能够简化交叉口交通管理设施布设的复杂程度。同时形成一套不同交叉口类型下，同样匹配方式，

不同布设情况的交通管理设施设计系统，该系统精简设计人员的工作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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