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浅析路桥隧设施相关的交通安全问题

罗 明 陈凯飞
浙江交工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浙江 台州 310000

摘� 要：本文聚焦路桥隧设施相关的交通安全问题，从桥梁、隧道、道路及沿线设施等方面展开分析。指出桥梁

存在交通安全设计规范空白、追求低造价致隐患等问题；隧道有视觉条件差、安全管理薄弱等状况；道路方面存在设

计不合理致危险路段、交通安全设施不规范现象。同时强调沿线设施对交通安全至关重要。针对这些问题，提出完善

设计规范、加强安全管理、合理设计道路、规范设施建设等应对措施，旨在提升路桥隧设施交通安全水平，保障道路

交通安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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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言

随着我国经济的快速发展，交通基础设施建设规模

不断扩大，路桥隧设施在交通运输中发挥着至关重要的

作用。然而，路桥隧设施相关的交通安全问题也日益凸

显，给人们的生命财产安全带来了严重威胁。据统计，

我国道路交通事故数量仍然居高不下，其中路桥隧设施

的安全状况是影响交通安全的重要因素之一。因此，深

入研究路桥隧设施相关的交通安全问题，并提出有效的

应对措施，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

1 路桥隧设施交通安全问题分析

1.1  桥梁方面
（1）交通安全设计规范空白。在山区、平微、重丘

地区，特长高架桥越来越多，但在交通安全设计方面，

设计规范上存在空白，没有单独章节进行规范和要求。

设计人员只能按常规特大桥（有的还借鉴城市低速高

架）的防护栏进行设计，这给桥梁交通安全带来了极大

隐患。例如，对于特长的特大桥（高架桥）的交通安全

应作补充规定，如在桥梁的外侧（双幅桥的内侧为中央

分隔带）作成双重护栏、波形梁护栏再加上钢筋砼护栏

进行防护；在桥的一定长度（约2.5公里左右）处设置应
急停车带；全桥设置无源自发光标线及有源（冷光源）

显光轮廓标，增加夜间行驶的安全度。（2）追求低造价
致隐患。部分工程项目在实施过程中，没有把安全放在

首位，一味追求低造价、节省造价，压缩设计周期、压

缩施工工期。这导致为了节省造价及抢工期而将设计好

了的高架桥取消，改为高填方高路堤，结果路面下沉开

裂，留下交通隐患。

1.2  隧道方面
（1）视觉条件差
部分隧道存在视觉条件较差的问题。一是隧道照明

不足，部分隧道运营企业基于经济效益考虑，没有严格

按规定开启隧道内灯光，造成隧道内光线不足，特别是

在白天隧道内、外光照强度相差较大，在隧道进出口路

段形成“黑洞效应”和“白洞效应”，容易导致驾驶人

出入隧道时产生瞬盲，进而引发事故。二是隧道内视线

诱导效果不好，有些隧道内设置的反光轮廓标辨识度不

强，容易引起驾驶人视觉疲劳和对速度、距离的误判。

三是隧道口安全设施不全，多数隧道入口的立面标记仅

在路面以上1米高范围内设置，有些还被隔离带植物遮
挡，造成隧道入口外廓边缘不明显，存在车辆碰撞洞口

的隐患。（2）安全管理薄弱。隧道安全管理存在薄弱环
节。一是速度管理简单粗放，部分高速公路隧道入口前

方未设置限速标志，也没有相应的减速设施，车辆进入

隧道后仍保持与隧道外同样的速度，增大了事故风险[1]。

二是缺乏有效管控手段，隧道视频监控普遍存在监控死

角和盲区，无法实现全程监控，不能及时发现、查处违

法超车、违法变道等行为。隧道内通行车辆区间测速应

用率不高，绝大多数隧道未设测速抓拍系统，无法有效

查处车辆超速违法行为。三是协作配合机制不健全，隧

道经营管理单位及相关管理部门之间资源共享不充分、

工作衔接不顺畅，造成资源浪费、信息割裂等情况。

1.3  道路方面
（1）设计不合理致危险路段
道路建设中的路线设计对行车安全与舒适性起着决

定性作用。但部分项目为控制成本，过度追求过低的路

线平纵线型指标，给道路交通安全埋下巨大隐患。以山

区公路为例，其地形复杂、地势起伏大，不合理的设计

易催生小半径弯道、长大下坡及特长隧道等特殊路段。

小半径弯道使车辆行驶轨迹急剧变化，驾驶员频繁转动

方向盘，增加了驾驶难度与操作失误风险。长大下坡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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段易致车辆制动系统过热，制动效能下降甚至失灵。特

长隧道空间封闭，通风、照明条件有限，一旦发生事

故，救援难度大，易引发交通拥堵与二次事故。为保障

行车安全，交通安全设施规范化中应有强制性规定。对

于小半径弯道，需设置合理超高和加宽，提升车辆行驶

稳定性；长大下坡路段应设置避险车道、降温池等，为

失控车辆提供避险空间；特长隧道要加强通风、照明、

监控等设施建设，提高行车安全性。同时，在路线及结

构设计上，要优化纵坡设计、设置警示标志，提前告知

驾驶员路况信息，提醒其谨慎驾驶。（2）交通安全设施
不规范。交通安全设施是保障道路交通安全的关键，但

实际设计及实践中存在诸多问题。不同型式护栏搭接过

渡段防护强度不足问题突出。如波形梁护栏与混凝土护

栏搭接处，若连接方式不当，车辆碰撞时可能从搭接处

冲出道路，引发严重事故[2]。挖方填方过渡段路侧防护

不足也较为常见，因地形变化大，现有防护设施难以满

足安全要求，车辆易冲出路基导致侧翻或坠落。“老标

准”护栏安全隐患明显，随着交通技术发展和车辆性能

提高，旧标准设计的护栏防护能力低，无法满足现代交

通安全需求。分流端头防撞垫防护不足也不容忽视，分

流端头是车辆分流重要部位，防撞垫防护不足会使车辆

在分流时直接撞击端头，造成严重损坏和人员伤亡。此

外，公路建筑界限内结构物处置不当带来安全风险。护

栏端头、桥墩、隧道入口端墙等结构物若处理不当，会

干扰车辆行驶，增加事故概率。如护栏端头处理不当，

车辆碰撞时可能被刺穿；桥墩设置不合理会影响驾驶员

视线，引发事故。

1.4  沿线设施方面
沿线设施是道路交通系统的重要组成部分，对交通

安全起着保障作用，但目前存在一些问题影响道路交通

安全与顺畅性。交通标志、标线设置不合理、不清晰

较为普遍。交通标志和标线是引导驾驶员行驶的重要依

据，设置不当或标识不清易使驾驶员误解，引发事故。

如复杂路口交通标志位置不当或标识不明，驾驶员可能

错过重要指示信息；标线磨损或模糊会影响驾驶员判

断，增加事故风险。护栏防护能力不足也是重要问题。

护栏的作用是阻挡失控车辆，但部分护栏材质强度不

够，碰撞时易变形或断裂；高度和长度不足，无法完全

阻挡失控车辆。照明设施不完善会影响驾驶员视线，增

加事故风险。夜间或恶劣天气下，照明设施对保障行车

安全至关重要，但部分道路照明亮度不足、分布不均，

且维护不及时，存在损坏或故障情况。此外，沿线设施

还存在其他不足。休息区设置不合理，无法满足驾驶员

休息需求；服务区设施不完善，缺乏必要服务功能；应

急救援设施不足，发生事故时无法及时有效救援。这些

问题都影响道路交通安全，增加了事故发生风险。

2 桥梁与道路交通安全应对措施

2.1  完善设计规范
当前，桥梁交通安全设计规范存在诸多空白，尤其

是针对特长高架桥等特殊桥梁，缺乏明确的交通安全设

计要求。为有效解决这一问题，相关部门应尽快组织

专业力量，制定和完善相关规范。在制定过程中，要充

分考虑特殊桥梁的结构特点、交通流量、周边环境等多

方面因素，对交通安全设计的各个方面提出具体且明确

的要求。例如，对于特长高架桥的护栏设计，要明确规

定其高度、强度、防撞等级等参数，以确保在车辆发生

碰撞时能够有效保护驾乘人员的安全。同时，交通工程

技术处于不断发展之中，新的理念、新的材料、新的工

艺不断涌现[3]。因此，现有的设计规范必须及时更新和

完善，以适应实际情况的变化。相关部门应建立定期评

估和更新规范的机制，密切关注行业内的最新动态和技

术成果，将经过实践验证的先进技术和方法纳入规范之

中，确保设计规范始终具有科学性和先进性。

2.2  加强安全管理
2.2.1  隧道安全管理
隧道是道路交通中的特殊路段，其安全问题至关重

要。加强隧道照明管理是保障隧道安全的重要措施之

一。要确保隧道内光线充足且均匀，减少“黑洞效应”

和“白洞效应”对驾驶员的影响。在隧道入口处，应设

置合理的过渡照明，使驾驶员的眼睛能够逐渐适应光线

的变化。同时，要定期对照明设施进行检查和维护，及

时更换损坏的灯泡，确保照明效果始终良好。完善隧道

内视线诱导设施也是提高隧道安全性的关键。反光轮廓

标应具有较高的辨识度，能够在不同的光线条件下清晰

地反射光线，引导驾驶员正确行驶。此外，在隧道入口

处应设置明显的安全设施，如立面标记、LED 信息板
等。立面标记可以提醒驾驶员注意隧道的高度和宽度限

制，LED 信息板则能够及时发布隧道内路况信息和管控
要求，如前方事故、施工等信息，使驾驶员提前做好应

对准备。加强隧道速度管理同样不容忽视。要设置合理

的限速标志和减速设施，根据隧道的长度、坡度、弯道

等情况科学确定限速值。同时，提高区间测速应用率，

对超速行驶的车辆进行有效监管和处罚，确保车辆在隧

道内安全行驶。此外，还应建立健全隧道经营管理单位

及相关管理部门之间的协作配合机制，实现资源共享和

工作衔接顺畅。例如，建立统一的应急指挥平台，在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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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突发事件时能够迅速响应、协同作战，提高隧道安全

管理的效率和水平。

2.2.2  桥梁安全管理
桥梁的日常巡查和维护是保障桥梁安全的基础。要

制定详细的巡查计划，定期对桥梁的各个部位进行检

查，包括桥墩、桥台、桥面、伸缩缝等。及时发现桥梁

存在的安全隐患，如裂缝、变形、腐蚀等，并采取相应

的处理措施。对于老旧桥梁，应进行全面的评估和改

造。通过专业的检测和评估，确定桥梁的安全性能和使

用寿命，根据评估结果制定改造方案，提高桥梁的安全

性能。加强对桥梁上车辆超载的管理也是保障桥梁结构

安全的重要环节。超载车辆会对桥梁造成严重的损害，

缩短桥梁的使用寿命[4]。要通过立法禁止重载货车加装改

装，加大对超载行为的处罚力度。同时，在桥梁入口处

设置称重设备，对过往车辆进行实时监测，对超载车辆

进行劝返或处罚，确保桥梁结构的安全。

2.3  合理设计道路
在道路设计过程中，应充分考虑交通安全因素，将

交通安全理念贯穿于设计的全过程。合理确定路线平纵

线型指标，避免出现急弯、陡坡、连续长下坡等危险路

段。对于特殊路段，如山区公路的小半径、长大下坡、

特长隧道等，应采取针对性的安全措施。例如，在小半

径弯道处设置减速设施，如减速丘、横向减速标线等；

在长大下坡路段设置避险车道，为失控车辆提供安全的

避险场所。同时，要加强对道路视距的考虑。视距是保

障驾驶员安全行驶的重要条件，要确保驾驶员有足够的

视线范围，能够及时发现前方的障碍物和其他车辆。在

道路设计中，要合理设置弯道半径、纵坡坡度等参数，

避免出现视线遮挡的情况。此外，还应及时清理道路两

侧的杂物和障碍物，保证视距的良好。

2.4  规范设施建设
交通安全设施是保障道路交通安全的重要保障，要

加强对交通安全设施的建设和管理。确保其符合相关规

范和标准，从设计、施工到验收的各个环节都要严格把

关。定期对交通标志、标线、护栏、照明设施等进行检

查和维护，及时更换损坏或老化的设施。例如，交通标

志应清晰、醒目，标线的颜色和宽度应符合规定，护栏

的强度和高度要满足防护要求，照明设施的亮度和均匀

度要达到标准。加强对设施建设质量的监督也是至关重

要的。要建立健全质量监督机制，对施工单位的资质、

施工工艺、材料质量等进行严格审查。在设施建设过程

中，要加强现场监督检查，确保施工质量符合要求[5]。同

时，要对设施建设进行验收评估，只有验收合格的设施

才能投入使用，确保其防护能力和使用性能达到要求，

为道路交通安全提供有力保障。通过以上多方面的应对

措施，可以有效提高桥梁与道路的交通安全水平，减少

交通事故的发生，保障人民群众的生命财产安全。

结束语

路桥隧设施相关的交通安全问题是一个复杂的系统

工程，涉及到桥梁、隧道、道路以及沿线设施等多个方

面。本文对这些问题进行了深入分析，并提出了相应的

应对措施。通过完善设计规范、加强安全管理、合理设

计道路以及规范设施建设等措施，可以有效提高路桥隧

设施的交通安全水平，减少交通事故的发生，保障人民

群众的生命财产安全。在今后的工作中，还需要不断加

强对路桥隧设施交通安全的研究和探索，进一步完善相

关技术和方法，为道路交通安全提供更加有力的保障。

参考文献

[1]田立华. 浅析公路桥梁隧道工程施工防水设施应用
[J]. 山西建筑, 2018(3):168-169.

[2]邵帅. 公路桥梁隧道工程施工中防水设施的应用
[J]. 住宅与房地产, 2017(26).

[3]王帅舟，公路交通安全设施工程施工质量的与控
制[J].交通世界，2016（16）：118-11.

[4]张吉光，周南金，欧舟，农村公路交通安全设施
规划设计[J].长沙大学学报 2011，25（5）：4-66

[5]金延飞，交通安全设施对公路建设正常运营重性
[J].科技纵横，2013，42（4：78-79.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