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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With the continuous development of urban scale and the continuous denseness of road network, 
the scale and content of urban traffic management facilities design have increased dramatically. 
However, for a long time, the connotation of urban road traffic management facilities designed 
according to national standards has not changed, but can not match the road geometric characte-
ristics. In this paper, the design elements of urban road traffic management facilities are analyzed, 
and the design method of traffic management facilities based on road geometric characteristics is 
studied, and an example is given to verify it. Through the above research, the design structure of 
traffic management facilities based on the geometric characteristics of urban roads is established, 
which is of great significance to the scientificity and rationality of traffic management facilities de-
sig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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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随着城市规模的不断发展，道路网络的不断密集，城市交通管理设施设计的规模与内容也已呈几何数量

剧增。但长期以来，城市道路交通管理设施依据国家标准而设计的内涵并未改变，却并不能同道路几何

特性相匹配。本文通过对城市道路交通管理设施设计要素分析，对基于道路几何特性的交通管理设施设

计方法进行研究，并进行实例验证。通过以上研究，确立了以城市道路几何特性需求为基础的交通管理

设施设计结构，对交通管理设施设计的科学性与合理性有重要的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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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前言 

随着国内城市日渐发展，我国城市化建设进程不断加快，城市综合交通运输体系也在不断完善，城

市道路交通管理设施也在不断增加。但多年来，城市道路交通管理设施的设计始终只以设置条件为准，

却并未考虑道路的实际情况，即道路的几何条件，使得道路管理设施与道路情况不匹配，而导致的道路

运行效率低下及道路交通事故频繁发生。因此，科学合理的设计城市道路交通管理设施，不断适应新的

道路条件，已成为亟待研究的课题[1]。 
但是，我国对于城市道路交通管理设施设计的研究起步较晚，且多参照国外发达国家设计案例，缺

少适合我国国情的道路交通管理设施设计方案。在以往公安部根据社会发展需要，渐进推行的三版国家

规范：《城市道路交通标志和标线设置规范》(GB5768-1999)、(GB5768-2009)、(GB51038-2015)中，对城

市道路交通管理设施做出了详细的分类及详解，并说明了设置的适用条件[2] [3]。 
欧洲城市道路交通标志、标线具有交通管理设施体系全面、视觉强烈、实用耐久的三大特点。一方

面，交通标志标线设计构思考究直观新颖，在实际应用中，很好的迎合了交通参与者的出行需求[4]。另

一方面，欧洲各国交通法律法规体系相对完备，交通出行者的法律意识、整体素质较高，促使交通管理

设施更大限度的发挥其功能[5]。 
近年来，国内也有不少学者对交通管理设施设置方法及评价方法进行研究，任锐、李文权利用概率

论方法，对于连续多个路侧交通标志的设置数量，以及标志设置位置，建立了求解的数学模型，量化了

交通标志的设置法则，为科学研究交通标志的设立方法做出了贡献[6]。杨艳群、杨珏等人提出了关键绩

效指标(KPI)体系为基础的交通管理设施有效性评价模型，建立了 KPI 雷达图，直观有效地反映了交通管

理设施情况[7]。 
本文通过几何特性的匹配特性等系统化分析手段，论证交通管理设施设置的匹配性，将实现对交通

设施的科学化管理，实现依据道路需求的交通管理设施设计，从而扼制反复建设、管理的乱象，节约交

通基础建设成本，提升智能设计、建设、管理交通设施水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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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城市道路交通管理设施设计要素分析 

2.1. 设施设计方法研究 

首先确定设施设计研究方法为设计要素分析与道路几何特性匹配，然后通过国标的设施类型进行分

类并匹配。 

2.1.1. 研究方法 
1) 城市道路交通管理设施设计要素分析。根据现有国标规范的城市道路交通管理设施设计要求，分

析其布设的相关要素。总结归纳相关要素的特征，通过反推与道路几何特性、动态交通流特性相匹配，

将其进行系统归类。 
2) 基于道路几何特性的交通管理设施设计方法研究。通过城市道路的几何要素分析，确定设计内容

分类，并通过各设计参数，确定各要素应匹配的交通管理设施。 

2.1.2. 研究内容 
1) 交通设施国标规范的特性分类：分析目前国标规定的警告标志、禁令标志、指示标志、其他交通

安全设施等交通设施类别，分类研究设施的特性，将各类交通设施特性进行归类。 
2) 城市道路交通条件下设施匹配：分析城市道路的几何特性，并将城市道路交通管理设施与之匹配，

明确在一定的城市道路交通条件下，对应设置的交通设施。 

2.2. 道路交通管理设施设计要素分类 

通过对国标设施的设计要素进行分类，可归于道路几何特性的相关要素。在此基础上，可将国标设

施的特性进行系统分类，并在找出道路交通特性之后，对其进行设计参数确定，由此实现道路交通管理

设施的设计。相关要素与道路几何特性的设计要素关系见表 1。 
 
Table 1. Urban road geometric characteristics design elements with relevant elements of national standard facilities 
表 1. 城市道路几何特性设计要素与国标设施相关要素匹配表 

城市道路交通特征 设计要素 相关要素 

道路几何特性 

设计车速 
与路段限速相关 

与路段安全性相关 

横断面分布 

与路幅变化相关 

与道路横断面变化相关 

与道路横断面相关 

道路平面分布 
与道路线形相关 

与道路纵向坡度相关 

道路开口类型 

与平面交叉相关 

与路侧开口单位相关 

与道路开口视距相关 

与道路开口转向相关 

3. 基于道路几何特性的交通管理设施设计方法研究 

3.1. 与设计车速匹配的交管设施设计 

限速设计主要依据的设计参数有道路定位、车行道路宽度、横向干扰影响等。在此进行优化，通过

对设计参数的综合对比，确定设计车速。见表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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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able 2.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the design speed and the parameters 
表 2. 设计车速与各参数关系表 

        设计参数 
设计车速 道路定位 车行道路宽度(m) 横向干扰影响 

50 次干路 ≥8 非机动车横向穿越，干扰大 

60 主干路 ≥14 非机动车横向穿越，干扰大/右侧有机动车开口，稍有干扰 

70 
主干路、快速路 ≥15 

右侧有机动车开口，稍有干扰/非机动车右侧汇入匝道，干扰较小 

80 机动车匝道汇入，干扰小 

3.2. 与横断面分布匹配的交管设施设计 

与横断面分布匹配的交管设施主要有城市道路的隔离栏设计、公交专用道设计、单行线设计等。 

3.2.1. 隔离栏设计 
主要依据的设计参数有道路版面形式、横向干扰影响等，对此进行优化，通过对设计参数的综合对

比，确定隔离栏布设的形式与位置。见表 3。 
 
Table 3.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isolation bar design and various parameters 
表 3. 隔离栏设计与各参数关系表 

               设计参数 
布设形式 道路版面形式 横向干扰影响 

中央机动车护栏 一块板、三块板 非机动车横向穿越，干扰大 

两侧机非护栏 两块板 非机动车横向穿越，干扰大/右侧有机动车开口，稍有干扰 

中央机动车护栏 + 两侧机非护栏 一块板 右侧有机动车开口，稍有干扰/非机动车右侧汇入匝道，干扰较小 

人非护栏 —— 人行与非机动车过街流量大 

3.2.2. 公交专用道 
设计主要依据的设计参数有道路车道数、断面公交客流量、断面公交车数量、路段饱和度等，对此

进行优化，通过对设计参数的综合对比，确定公交专用道的设计方案及布置形式。见表 4。 
 
Table 4.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the design of bus lane and various parameters 
表 4. 公交专用道设计与各参数关系表 

       设计参数 
布设形式 道路车道数 断面公交客流量 断面公交车数量 路段饱和度 

限时段公交专用道 单向车道数 ≥ 2 高峰客流量 ≥ 6000 人/小时 高峰公交流量 ≥ 150 辆/小时 ≤0.7 

全时段公交专用道 单向车道数 ≥ 3 日均客流量 ≥ 30000 人/日 日均公交流量 ≥ 750 辆/小时 ≤0.7 

快速公交车道 单向车道数 ≥ 3 高峰客流量 ≥ 8000 人/小时 高峰公交流量 ≥ 200 辆/小时 ≤0.8 

3.2.3. 单行线设计 
主要依据的设计参数有道路定位、道路宽度、停车需求占路长比、匹配对向线路等，对此进行优化，

通过对设计参数的综合对比，确定单行线的设计方案及布置形式。见表 5。 

3.3. 与道路平面分布匹配的交管设施设计 

指路标志设计主要依据的设计参数有前置点位、文字限数等，对此进行优化，通过对设计参数的综

合对比，确定指路标志的设计方案及布置形式。见表 6。 
 

DOI: 10.12677/ojtt.2018.76049 408 交通技术 
 

https://doi.org/10.12677/ojtt.2018.76049


赵启军，余子威 
 

Table 5. Relationship between single line design and various parameters 
表 5. 单行线设计与各参数关系表 

          设计参数 
布设形式 道路定位 道路宽度 停车需求占路长比 匹配对向线路 

单侧停车单行线 支路 ≥7 m ≥0.8 
通行情况良好且间距 ≤ 200 m 

双侧停车单行线 支路或次干路 ≥9 m ≥1.5 

 
Table 6.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the design of the finger sign and the parameters 
表 6. 指路标志设计与各参数关系表 

          设计参数 
布设形式 设置点位 文字限数 

主干道指路标志 前置 45 米 17 

次干道指路标志 前置 30 米 17 

支路指路标志 前置 30 米 12 

3.4. 与道路开口类型匹配的交管设施设计 

与道路开口类型匹配的交管设施主要有城市道路的交叉口几何设计、开口让行设计等。 

3.4.1. 交叉口几何设计 
主要依据的设计参数有控制方式、转向流量等，对此进行优化，通过对设计参数的综合对比，确定

交叉口几何设计的形式与位置。见表 7。 
 
Table 7. Geometric design of intersection and the relation table of various parameters 
表 7. 交叉口几何设计与各参数关系表 

           设计参数 
布设形式 控制方式 转向流量 

平面非信控交叉口 右侧先行 高峰期各方向左转流量 ≤ 3 pcu/周期 

主路优先交叉口 主路先行或信号控制 —— 

信号控制交叉口 信号控制或右侧先行 高峰期某方向左转流量 ≥ 3 pcu/周期 

环形交叉口 信号控制 —— 

3.4.2. 开口让行设计 
主要依据的设计参数有出入口视线、相交道路车速等，对此进行优化，通过对设计参数的综合对比，

确定开口让行设计的形式与位置。见表 8。 
 
Table 8. An opening assignment design and a relational table of parameters 
表 8. 开口让行设计与各参数关系表 

            设计参数 
布设形式 出入口视线 相交道路等级 

停车让行 视线较差 主干路或次干路 

减速让行 视线良好 支路或次干路 

匝道让行 —— 快速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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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实例验证 

4.1. 道路基础信息 

道路采用广西来宾市柳来路(三小路–东南一路)为实例，进行道路交通管理设施设计。道路全长 1.6 
km，按城市道路标准设计，断面为 1 块板形式，涉及 8 个交叉口及多个开口。具体情况见图 1。 
 

 
Figure 1. Design bottom drawing 
图 1. 设计底图 

4.2. 基于道路几何特性的设施清单 

通过对道路设计底图的分析，提取道路信息，并与设计要素进行匹配，确定交通设施的设置种类及

内容，见表 9。 
 
Table 9. Road traffic information analysis and geometry matching table 
表 9. 道路交通信息分析及几何特性匹配表 

城市道路交通

特征 设计要素 匹配内容 设施类型 设施样例 

道路几何特性 

设计车速 40 km/h，两侧有机动车开口，

干扰较大 限速牌 

 

横断面分布 

隔离栏设计 中央机动车护栏 

 

一块板 禁止停车标牌 

 

道路平面分布 次干路，双向 4 车道 

指路牌 

 

分道牌 

 

路名确认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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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ontinued 

 道路开口类型 需交叉口几何与开口让行设计 

减速让行牌 

 

右转指示牌 

 

人行横道牌 

 
 

经过几何要素匹配，确定设施类型后，再通过设计修正，得最终设计成果见图 2。 
 

 
Figure 2. Design result diagram 
图 2. 设计成果 
 

通过对设计底图进行设计要素分析，并依据本文理论进行交通管理设施匹配，确定了设施类型与内

容，给设计人员提供有力帮助，确定设施设置点位后，实现了柳来路的实例设计。 
该案例设计基本满足了道路交通设施的需求，有效确定了设施类型及内容，初步实现了城市道路交

管设施设计的标准化流程，对于设计人员具有一定的参考价值。 

5. 结语 

1) 结论 
本文根据现有国标规范，对城市道路交通管理设施设计要素分析，并将城市道路交通管理设施的相

关因素与之匹配，基于道路几何特性的匹配，分类确定交通设施。创新提出了以道路交通设施需求为主

导的设计理念。 
依据匹配分析，将城市道路交通管理设施设计分为与道路几何要素匹配，给出详细设计参数，涵盖

了大部分交通管理设施设计的细节。 
依据前文的匹配分析流程及具体参数，进行了实例验证，通过设计参数，反馈各类交通设施子系统

的设计参考，为城市道路交管设施从业者实现标准化设计进行了有益探索。 
2) 展望 
基于道路几何特性的交管设施设计只选取了静态交通设计参数，并未考虑动态交通的因素，下一步

应着手交通流的设计要素研究。 
本文方法多是通过国标分析，下一步应引入评价体系，对于不同的设计道路，量化显著影响的相关

要素，进行更科学的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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