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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路交通工程安全设施设计技术研究

逯彩红

青海省育才公路勘察设计有限公司，青海 810003

摘　要：近年来，我国公路交通快速发展，但交通安全问题也不断涌现，从而严重威胁到了行车安全。目前，交通安全问

题逐渐受到了社会各界的广泛关注。为确保驾驶人员的安全并为其提供舒适的驾驶环境，强化公路安全设施的设计工作非

常关键。然而，该项工作的落实是基于对公路交通安全设施设计影响因素的了解，应确保设计的科学性、合理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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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引言

随着我国城市化建设的脚步的不断加快，公路的数量

也变得越来越多，再加上人们生活水平越来越高，公路不仅

仅是人们日常出行的主要途径，在旅游行业中也发挥了更大

的作用。基于此，加强对公路交通安全设施的设计，能够更

好地保障公路运行的稳定性和安全性，防止对过往车辆造成

严重的安全风险和隐患。

二、公路交通安全设施设计的重要性

（一）防护设施设计的重要性

一般情况下，道路两侧和隔离场地中间都会设置安全

护栏。护栏作为一种防撞安全设施，其主要功能是吸收冲击

力，缓冲事故。因此，大部分护栏的强度和柔韧性都很高，

可以避免汽车直接冲出路肩，进入侧沟而引发重大安全事

故。如果在行驶中发生碰撞，护栏还可以保护乘客免受碰撞

造成的严重损坏。此外，护栏还有诱导驾驶员视线的功能。

（二）诱导性设施的设计重要性

在高速公路上设置诱导设施，可以引导驾驶员的驾驶

行为，使其按照既定路线行驶。此外，交通安全标志的设计

可以对驾驶员进行警示、引导和引导，通过准确提醒驾驶员，

确保行车安全。与一般道路相比，高速公路上的交通安全标

志的尺寸将更大。路面标志主要有无标志、指示标志和警示

标志。这些道路标线和交通安全标志的科学合理性，也决定

了其导向作用能否充分发挥。

（三）辅助性安全设施的设计重要性

监控、照明等安全辅助设施的设计主要起到以下作用。

1. 电子监控设施的设计能使安全管理人员对道路运行

有更直观的了解，随时查看道路上的交通状况，及时发现道

路上的违章车辆，第一时间消除交通安全隐患。

2. 照明设施的设计可以为道路的能见度提供有效的保

护，通过减少驾驶员的视觉疲劳，避免交通事故的发生，保

证驾驶员能够安全驾驶。

三、公路交通安全设施设计的影响因素

（一）设计标准

设计标准是公路交通安全设施设计的重要依据，也是

影响安全设施质量的重要因素。设计标准是结合公路等级、

交通量、行车区域、当地地形等多种因素所制定的，能为安

全设施提供最佳的设计方案指导。

（二）交通量

不同地区公路承担的交通量不同。在安全设施的设计

中，要对公路交通量进行全面分析，估计未来的交通量，并

根据交通安全事故数据判断哪些类型的事故更容易发生，从

而进行合理的设计。

（三）其他因素

影响公路交通安全设施设计的因素还包括天气因素、

公路线形、地质状况、地形特点等，因此需进行综合考察，

才能确保公路交通安全设施设计的合理性。

四、安全设施优化设计

（一）交通标线

交通标志是指在路面上绘制的各种线条和文字。交通

标线种类繁多，根据其功能和作用可分为不同的类型。它们

的主要功能是在驾驶时引导驾驶员，减少交通事故的发生。

在公路交通双向双车道中心线设计中，中心线宜采用黄色虚

线。它的主要功能是分离交通流，使车辆有序行驶。另外，

双向双车道路面中心线应设在车行道中心线上。除特殊情况

外，车道分界线应设计为白色虚线，与中心线功能相同。道

路的边缘线设置为白色虚线。

（二）道路标志的设计

路标的作用是警告和引导过往车辆和行人。因此，在

道路标志的设计中，必须保证道路标志的内容明显，使行人

和驾驶员能够得到更直观有效的信息，从而提高道路的通行

能力。同时，道路标志的设计要保证其环保性和美观性。首

先，如果在同一地点设置各种路标，可以将这些路标组合成

一个路标结构，并按重要性顺序排列路标。值得注意的是，

在集中设置路标时，应避免四种以上的路标。其次，道路标

志的设计必须突出对驾驶员和行人的引导和警示。因此，可

以在路标上添加更加突出的色彩图案，保证路标的警示性。

最后，为保证整个道路标志的一致性，道路交通标志的设计

应遵循协调性原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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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路侧护栏的设计

首先，在对路侧护栏进行设计时，需要根据公路的实

际情况，选择合适的护栏类型。比如说，波形护栏属于半刚

性护栏，即使公路和路侧护栏出现了变形的情况，对于波形

护栏的稳定性也不会造成严重影响；同时，波形护栏还能够

对碰撞能量进行有效吸收，因此适用于绝大多数的公路。缆

索护栏属于柔性护栏，主要是根据自身的拉应力来对碰撞能

量进行吸收，因此多适用于地势崎岖、蜿蜒地形下的公路。

其次，由于路侧护栏主要作用是防止车辆在行驶偏离时驶出

公路，对车辆进行防护，并且能够有效吸收车辆碰撞产生的

能量，进而对车辆的碰撞进行抵消。基于此，在对路侧护栏

进行设计时，除了要对公路的等级进行参考，还要对车辆的

行驶情况进行模拟。比如说，在设计路侧护栏最小设置长度

时，就需要参考车辆的行驶速度，如果该公路的设计时速为

每小时 70 km，那么对于护栏的长度来说，应该确保混凝土

护栏不少于 24 m，波形梁护栏不少于 48 m，缆索护栏不少

于 120 m。

（四）设计防眩结构

夜间行驶的车辆需要将车灯打开，而打开的车灯又会

对其他车辆的正常行驶产生影响，干扰驾驶人员对前方路况

的准确判断，增加交通事故的发生几率。有关统计数据显示，

近年来因为车灯使用不规范导致的交通事故率正在增多，很

大原因就是因为公路上没有安装防眩设施，或防眩设施的安

装不合格，驾驶人员的驾驶行为不规范等造成。所以，为了

避免这一问题，需要对公路上的交通安全设施进行改善，进

行防眩设施的设计。

目前，市面上经常看到以下两种防眩设施。

1. 植树防眩

即在公路的中央分隔带上种植相关树木，通过树木的

遮阴特质，降低驾驶人员出现眩目的几率。在种植树木的时

候，可以选择多种树木种类，并辅助以花朵点缀，从而既可

以发挥防眩作用，又可以给到车内人员以美的享受，使驾驶

人员以愉快的心情进行驾驶。

2. 防眩板

这是专门用于中央分隔带的一种防炫设施，可以对车

辆的灯光进行阻挡，随着公路建设标准的提升，防眩板也逐

渐在各等级公路上普及。

另外，为了防止行驶过程中的车辆与其他公路设施发

生碰撞，还非常有必要进行防撞桶的设计，以提升公路运输

的安全性。

（五）对于隔离设施的设计

为了避免行人与车辆之间产生冲突，在对公路交通安

全设施进行设计时，需要设置专门的隔离设施，从而为行人

和车辆提供安全保障。

目前最为常见的隔离设施包括钢板隔离设施、绿篱笆、

金属防护网以及刺铁丝隔离网，需要根据公路的实际情况和

需求来选择合适的隔离设施。比如说，对于旅游观光区来说，

为了更好地保证公路运行的稳定性，防止行人与车辆之间产

生干扰，大多都会采用钢板隔离设施作为主要的隔离设备，

这是因为钢板性隔离设施既能够为人行路桥提供更加坚实

的安全保障，又具有较高的美观性，但由于钢板性隔离设施

的成本较高，因此大多还是在旅游观光区中进行应用。而刺

铁丝隔离网成本费用较低，安装也十分便捷，因此是目前较

为常用的一种隔离设备，尤其是在丘陵地区最为常见。

（六）视线诱导

视线诱导设施是指针对夜间行驶车辆所设置的能帮助

驾驶员认清线形轮廓的设施，提示或警告车辆驾驶员前方道

路放线发生改变。其主要在夜间视线相对较差的路段设置，

也可在车道宽度有明显变化的路段或下坡段及半径相对较

小的曲线段中设置。一般情况下该设施在前进方向的左侧和

右侧对称布置，在特殊路段其布置间隔应适当缩短。

（七）建设鲜明的公路交通路标

在公路尤其是在高速公路上，车辆的行驶速度都非常

快。如果只设计文字显示警示，或者将文字写到警示牌中，

驾驶人员可能会因为看不到而直接忽略，如果驾驶人员过度

注意，还有可能因为注意力被分散而出现交通事故。对此，

可以多使用一些具有特殊含义的简易符号，从而既可以让驾

驶人员得以快速地识别，又可以将前方的路况信息准确地表

达出来，以保证公路上行驶的安全性。

五、结束语

综上所述，加强对公路交通安全设施的设计，能够更

好地保障公路运行的稳定性和安全性，防止对过往车辆造成

严重的安全风险和隐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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