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公路项目安全性评价规范

Ｓｐｅｃｉｆｉｃａｔｉｏｎｓ ｆｏｒ Ｈｉｇｈｗａｙ Ｓａｆｅｔｙ Ａｕｄｉｔ

ＪＴＧ Ｂ０５—２０１５







前　 　 言

前　 　 言



—２—

公路项目安全性评价规范 (ＪＴＧ Ｂ０５—２０１５)



目　 　 次

１　 总则 １………………………………………………………………………………………

２　 术语 ２………………………………………………………………………………………

３　 工程可行性研究阶段 ３……………………………………………………………………

　 ３ １　 一般规定 ３……………………………………………………………………………

　 ３ ２　 评价方法 ３……………………………………………………………………………

　 ３ ３　 评价内容 ３……………………………………………………………………………

　 ３ ４　 评价结论 ４……………………………………………………………………………

４　 初步设计阶段 ５……………………………………………………………………………

　 ４ １　 一般规定 ５……………………………………………………………………………

　 ４ ２　 评价方法 ５……………………………………………………………………………

　 ４ ３　 总体评价 ５……………………………………………………………………………

　 ４ ４　 比选方案评价 ６………………………………………………………………………

　 ４ ５　 设计要素评价 ６………………………………………………………………………

　 ４ ６　 评价结论 １０……………………………………………………………………………

５　 施工图设计阶段 １１…………………………………………………………………………

　 ５ １　 一般规定 １１……………………………………………………………………………

　 ５ ２　 评价方法 １１……………………………………………………………………………

　 ５ ３　 总体评价 １１……………………………………………………………………………

　 ５ ４　 设计要素评价 １２………………………………………………………………………

　 ５ ５　 评价结论 １５……………………………………………………………………………

６　 交工阶段 １６…………………………………………………………………………………

　 ６ １　 一般规定 １６……………………………………………………………………………

　 ６ ２　 评价方法 １６……………………………………………………………………………

　 ６ ３　 总体评价 １６……………………………………………………………………………

　 ６ ４　 公路安全状况评价 １６…………………………………………………………………

　 ６ ５　 评价结论 １８……………………………………………………………………………

７　 后评价 ２０……………………………………………………………………………………

　 ７ １　 一般规定 ２０……………………………………………………………………………

　 ７ ２　 评价方法 ２０……………………………………………………………………………

　 ７ ３　 总体评价 ２０……………………………………………………………………………

　 ７ ４　 公路安全状况评价 ２１…………………………………………………………………
—１—

目　 　 次



　 ７ ５　 评价结论 ２４……………………………………………………………………………

附录 Ａ　 安全性评价报告格式 ２５……………………………………………………………

附录 Ｂ　 运行速度计算方法 ２９………………………………………………………………

附录 Ｃ　 路侧净区宽度计算方法 ４１…………………………………………………………

本规范用词用语说明 ４３………………………………………………………………………

附件　 «公路项目安全性评价规范» (ＪＴＧ Ｂ０５—２０１５) 条文说明 ４５…………………

　 １　 总则 ４７……………………………………………………………………………………

　 ２　 术语 ４８……………………………………………………………………………………

　 ３　 工程可行性研究阶段 ４９…………………………………………………………………

　 ４　 初步设计阶段 ５０…………………………………………………………………………

　 ５　 施工图设计阶段 ５９………………………………………………………………………

　 ６　 交工阶段 ６８………………………………………………………………………………

　 ７　 后评价 ７０…………………………………………………………………………………

—２—

公路项目安全性评价规范 (ＪＴＧ Ｂ０５—２０１５)



１　 总则

　 １ ０ １　 为规范公路项目安全性评价ꎬ 制定本规范ꎮ

　 １ ０ ２　 本规范适用于实施公路项目安全性评价的高速公路、 一级公路、 二级公路和

三级公路ꎮ

　 １ ０ ３　 本规范适用于公路项目的工程可行性研究阶段、 初步设计阶段、 施工图设计

阶段、 交工阶段和后评价ꎮ

　 １ ０ ４　 安全性评价代表车型应采用 «公路工程技术标准» (ＪＴＧ Ｂ０１—２０１４) 规定的

设计车辆ꎬ 并应考虑公路项目的实际交通组成情况ꎮ

　 １ ０ ５　 公路项目安全性评价除应符合本规范的规定外ꎬ 尚应符合国家和行业现行有

关标准的规定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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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　 术语

　 ２ ０ １　 公路项目安全性评价　 ｈｉｇｈｗａｙ ｓａｆｅｔｙ ａｕｄｉｔ
从公路使用者的角度ꎬ 按一定的评价程序ꎬ 采用定性和定量的方法ꎬ 对公路交通安

全进行的全面、 系统的分析与评价ꎮ 在公路交通行业也称为公路安全性评价、 交通安全

评价、 行车安全评价ꎬ 或简称为安全性评价、 安全评价、 安全评估ꎮ

　 ２ ０ ２　 运行速度协调性　 ｃｏｎｓｉｓｔｅｎｃｙ ｏｆ ｏｐｅｒａｔｉｎｇ ｓｐｅｅｄ
评价线形设计一致性的指标ꎬ 采用相邻路段运行速度差值ꎬ 以及同一路段运行速度

与设计速度差值进行评价ꎮ

　 ２ ０ ３　 安全检查清单　 ｓａｆｅｔｙ ａｕｄｉｔ ｃｈｅｃｋｌｉｓｔ
根据事故预防原理、 设计标准以及公路安全工程经验等编制的安全检查表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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３　 工程可行性研究阶段

３ １　 一般规定

　 ３ １ １　 本阶段评价重点应为走廊带及工程方案对交通安全、 社会和环境的影响ꎮ

　 ３ １ ２　 新建公路应针对同深度比选的走廊带方案进行评价ꎮ

　 ３ １ ３　 改扩建公路应分析既有公路交通安全特点ꎬ 评价改扩建方案对交通安全的

影响ꎮ

３ ２　 评价方法

　 ３ ２ １　 本阶段宜采用经验分析法或安全检查清单进行评价ꎮ

　 ３ ２ ２　 改扩建公路对既有公路进行交通安全特点分析时ꎬ 应符合本规范第 ７ ３ 节和

第 ７ ４ 节的有关规定ꎮ

３ ３　 评价内容

　 ３ ３ １　 工程方案评价应符合下列规定:
１　 应根据地形条件、 交通组成等ꎬ 评价工程建设对交通安全的影响ꎮ 改扩建公路

应评价改扩建后对交通安全的影响ꎮ
２　 应根据预测交通量ꎬ 评价路线起讫点与其他公路的连接方式、 交通组织等对交

通安全的影响ꎮ
３　 应评价急弯陡坡、 连续上坡、 连续长陡下坡ꎬ 路侧有悬崖、 深谷、 深沟、 江河

湖泊等危险路段对交通安全的影响ꎮ
４　 应评价特大桥、 特长隧道等大型构造物的选址、 规模和安全运营需求等对交通

安全的影响ꎮ
５　 应根据路网条件、 出入交通量及沿线城镇布局等ꎬ 评价互通式立体交叉选址、

形式ꎬ 相邻互通式立体交叉之间ꎬ 互通式立体交叉与隧道等大型构造物以及管理、 服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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设施之间关系等对交通安全的影响ꎮ
６　 应根据地形条件、 主线技术指标、 相交公路状况、 预测交通量等ꎬ 评价平面交

叉的选址、 形式、 交通组织及交叉口间距等对交通安全的影响ꎮ
７　 应评价与项目交叉或临近的铁路、 油气管道、 高压输电线路等对交通安全的

影响ꎮ
８　 应根据穿越村镇、 居民区、 牧区、 林区等情况ꎬ 评价路侧干扰等对交通安全的

影响ꎮ
９　 改扩建公路在施工期间不中断交通或将主线交通量分流到相关道路时ꎬ 应评价

改扩建方案交通组织及采取的相应安全措施ꎮ

　 ３ ３ ２　 应根据降雨、 冰冻、 积雪、 雾、 侧风等自然气象条件ꎬ 评价气象条件对交通

安全的影响ꎮ

　 ３ ３ ３　 应评价在发生自然灾害或严重交通事故而造成交通中断时ꎬ 路线方案与相关

路网配合进行应急救援和紧急疏散的能力ꎮ

　 ３ ３ ４　 应根据动物活动区及动物迁徙路线ꎬ 评价设置隔离栅或动物通道的必要性ꎮ

３ ４　 评价结论

　 ３ ４ １　 评价结论应列出安全分析结果ꎬ 明确影响项目交通安全的重点问题ꎬ 并针对

下阶段的设计提出改进对策和建议ꎮ

　 ３ ４ ２　 改扩建公路应明确影响既有公路交通安全的重点问题在改扩建后能否得到改

善或解决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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４　 初步设计阶段

４ １　 一般规定

　 ４ １ １　 本阶段评价重点应为路线方案及其技术指标的运用情况、 结构物布设的合理

性、 交通工程及沿线设施建设规模的合理性等ꎮ

　 ４ １ ２　 应进行总体评价、 比选方案评价和设计要素评价ꎮ 比选方案评价应针对各同

深度比选方案进行ꎬ 设计要素评价应针对推荐方案进行ꎮ

　 ４ １ ３　 依据本规范对公路项目进行初步设计阶段安全性评价ꎬ «公路项目安全性评

价报告» 格式应符合本规范附录 Ａ 的有关规定ꎮ

４ ２　 评价方法

　 ４ ２ １　 比选方案评价宜采用经验分析法或安全检查清单等方法ꎮ

　 ４ ２ ２　 设计要素评价可采用运行速度协调性分析等方法ꎮ

４ ３　 总体评价

　 ４ ３ １　 应根据技术标准、 地形、 地质、 气候条件、 预测交通量及其交通组成、 大型

构造物分布等ꎬ 评价公路项目特点对交通安全的影响ꎮ

　 ４ ３ ２　 改扩建公路利用既有公路的路段时ꎬ 应根据既有公路运营状况、 交通事故等ꎬ
分析该路段的特点ꎬ 并按现行技术标准对利用路段的设计指标进行评价ꎮ

　 ４ ３ ３　 应对工程可行性研究批复中与交通安全相关意见的执行情况进行核查ꎮ

　 ４ ３ ４　 当工程可行性研究阶段进行过安全性评价时ꎬ 应对安全性评价意见的响应情

况进行核查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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４ ４　 比选方案评价

　 ４ ４ １　 应评价各方案存在的急弯陡坡、 连续上坡、 连续长陡下坡ꎬ 路侧有悬崖、 深

谷、 深沟、 江河湖泊等危险路段对交通安全的影响ꎮ

　 ４ ４ ２　 应评价各方案设置的特大桥、 特长隧道及隧道群、 互通式立体交叉、 重要平

交路口、 服务设施等与路线总体布局的协调性及其对交通安全的影响ꎮ

　 ４ ４ ３　 应评价不利气象或环境对各方案交通安全的影响ꎮ

　 ４ ４ ４　 改扩建公路尚应评价各改扩建方案的路线线形顺接、 拼宽、 拼接和既有交通

安全设施的再利用等对交通安全的影响ꎮ

４ ５　 设计要素评价

　 ４ ５ １　 设计速度 ８０ｋｍ / ｈ 及以下的公路应进行运行速度协调性评价ꎮ 运行速度协调

性评价应符合下列规定:
１　 运行速度协调性评价应包括相邻路段运行速度协调性评价和同一路段运行速度

与设计速度协调性评价ꎮ
２　 运行速度应按本规范附录 Ｂ 提供的方法进行预测ꎬ 并应根据项目所在地区特点

对计算模型进行参数标定ꎮ 条件不具备时ꎬ 相关参数可按本规范附录 Ｂ 取值ꎮ
３　 相邻路段运行速度协调性采用相邻路段运行速度差值的绝对值 Δｖ８５ 及运行速

度梯度的绝对值 ΔＩｖ 进行评价ꎮ 相邻路段运行速度协调性评价标准应符合表 ４ ５ １的
规定ꎮ

表 ４ ５ １　 相邻路段运行速度协调性评价标准

相邻路段运行

速度协调性
评 价 标 准 对策与建议

高速公路、 一级公路

好 Δｖ８５ < １０ｋｍ / ｈ 且 ΔＩｖ ≤１０ｋｍ /(ｈｍ)

较好
１０ｋｍ / ｈ≤ Δｖ８５ < ２０ｋｍ / ｈ

且 ΔＩｖ ≤１０ｋｍ /(ｈｍ)
　 相邻路段为减速时ꎬ 宜对相邻路段平纵面

设计进行优化ꎬ 或采取安全改善措施

不良
Δｖ８５ ≥２０ｋｍ / ｈ 或

ΔＩｖ > １０ｋｍ /(ｈｍ)

　 相邻路段为减速时ꎬ 应调整相邻路段平纵

面设计ꎻ 当调整困难时ꎬ 应采取安全改善

措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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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表 ４ ５ １

相邻路段运行

速度协调性
评 价 标 准 对策与建议

二级公路、 三级公路

好 Δｖ８５ <２０ｋｍ/ ｈ 且 ΔＩｖ ≤１５ｋｍ/(ｈｍ)

不良 Δｖ８５ ≥２０ｋｍ/ ｈ 或 ΔＩｖ >１５ｋｍ/(ｈｍ)
　 相邻路段为减速时ꎬ 应调整相邻路段平纵

面设计ꎬ 或采取安全改善措施

４　 运行速度与设计速度协调性采用同一路段运行速度与设计速度的差值进行评价ꎮ
当差值大于 ２０ｋｍ / ｈ 时ꎬ 应根据运行速度对该路段的相关技术指标进行评价ꎮ

５　 改扩建公路应对新建路段与利用的既有路段整体考虑评价运行速度协调性ꎮ

　 ４ ５ ２　 路线评价应符合下列规定:
１　 公路平面评价应符合下列规定:
１) 应根据运行速度ꎬ 对采用接近最小半径的圆曲线进行评价ꎮ
２) 宜结合运行速度、 视觉条件等ꎬ 对回旋线参数及长度、 曲线间直线长度、 平曲

线长度进行评价ꎮ
３) 应对回头曲线前后线形的连续性和均衡性、 回头曲线间距等进行评价ꎮ
４) 宜对卵形曲线、 复合曲线等特殊曲线进行评价ꎮ
２　 视距评价应符合下列规定:
１) 高速公路、 一级公路应对停车视距进行评价ꎻ 二级公路、 三级公路应对停车视

距、 会车视距和超车视距进行评价ꎮ
２) 高速公路、 一级公路以及大型车比例较高的二级公路、 三级公路ꎬ 尚应采用货

车的停车视距对相关路段进行评价ꎮ
３) 宜采用运行速度对停车视距、 会车视距、 超车视距进行评价ꎮ
３　 公路纵断面评价应符合下列规定:
１) 应对连续上坡、 连续下坡进行评价ꎮ
２) 宜根据运行速度对采用接近最小半径或最小长度的竖曲线进行评价ꎮ
４　 公路横断面评价应符合下列规定:
１) 当横断面宽度、 车道数等发生变化时ꎬ 应对横断面过渡渐变段的设置位置、 长

度进行评价ꎮ
２) 对连续上坡路段ꎬ 应根据预测交通量及交通组成、 服务水平、 运行速度等对爬

坡车道设置的必要性和设置位置进行评价ꎮ
３) 对连续长陡下坡路段ꎬ 应根据预测交通量及交通组成、 地形条件、 服务设施的

分布情况等ꎬ 对避险车道设置的必要性、 设置位置和数量进行评价ꎮ
４) 高速公路和一级公路右侧硬路肩宽度小于 ２ ５ｍ 时ꎬ 应对设置紧急停车带的有

效长度、 宽度、 间距及其出入口过渡段进行评价ꎮ
—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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５) 非机动车和行人交通需求大的路段ꎬ 宜对其路侧干扰情况、 非机动车道和人行

道设置情况进行评价ꎮ
６) 非机动车、 行人密集的公路和城市出入口的公路ꎬ 宜评价混合交通对交通安全

的影响ꎮ
５　 改扩建公路尚应对主线分、 合流的位置及其车道数平衡进行评价ꎮ

　 ４ ５ ３　 路侧评价应符合下列规定:
１　 应根据运行速度ꎬ 对路侧净区宽度和路侧危险程度进行评价ꎮ 路侧净区宽度可

按本规范附录 Ｃ 中提供的方法进行确定ꎮ
２　 应对是否采取路侧防护或改移路侧障碍物等处理措施进行评价ꎮ

　 ４ ５ ４　 桥梁评价应符合下列规定:
１　 应结合桥位条件评价桥梁引线及桥梁路段的线形设计对交通安全的影响ꎮ
２　 当桥梁引线横断面宽度与桥梁横断面宽度不同时ꎬ 应对设置衔接过渡段及过渡

段长度进行评价ꎮ
３　 当长大桥梁未设置硬路肩时ꎬ 应根据交通安全需要对设置紧急停车带的必要性

进行评价ꎮ
４　 上跨桥梁应评价桥梁墩台及上部结构对视距的影响ꎮ

　 ４ ５ ５　 隧道评价应符合下列规定:
１　 宜采用运行速度对隧道洞口内外的线形一致性进行评价ꎮ
２　 当隧道洞口设置竖曲线时ꎬ 应评价其对排水的影响ꎮ
３　 应对隧道洞口外接线横断面与隧道横断面的衔接过渡方式进行评价ꎮ
４　 应采用运行速度对曲线隧道的视距进行评价ꎮ
５　 应评价洞口朝向、 洞门形式等对交通安全的影响ꎮ
６　 改扩建公路隧道评价尚应符合下列规定:
１) 利用既有公路隧道时ꎬ 应根据交通事故统计数据ꎬ 分析事故原因ꎬ 判定事故与

隧道线形、 土建工程、 交通工程及附属设施的相关性ꎮ
２) 当提高设计速度时ꎬ 应评价利用的既有公路隧道建筑限界对交通安全的影响ꎮ

　 ４ ５ ６　 互通式立体交叉评价应符合下列规定:
１　 应根据交叉公路地形、 主线及被交道路平面和纵面线形指标ꎬ 以及转向交通量

等因素ꎬ 对互通式立体交叉选址及形式进行评价ꎮ
２　 应对互通式立体交叉之间的间距及互通式立体交叉与服务区、 隧道、 主线收费

站等之间的间距进行评价ꎮ
３　 应根据相交公路等级、 转向交通量、 地形条件、 收费方式等ꎬ 对互通式立体交

叉出、 入口形式进行评价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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４　 当主线运行速度与设计速度差值大于 ２０ｋｍ / ｈ 时ꎬ 应按运行速度对互通式立体

交叉的视距、 相邻出入口间距和加减速车道长度等进行评价ꎮ
５　 可根据互通式立体交叉规模、 交通量等ꎬ 对通行能力和服务水平等进行评价ꎮ
６　 改扩建公路的互通式立体交叉评价尚应符合下列规定:
１) 拟新增互通式立体交叉时ꎬ 应对新增互通式立体交叉与其他设施或构造物的间

距进行评价ꎮ
２) 改扩建互通式立体交叉时ꎬ 应根据预测交通量、 交通事故调查情况等ꎬ 对改扩

建方案进行评价ꎮ

　 ４ ５ ７　 平面交叉评价应符合下列规定:
１　 应根据地形、 主线平面和纵面线形、 路网布局及交叉公路状况等ꎬ 对平面交叉

位置及间距进行评价ꎮ 间距较小的平面交叉尚应对合并设置的可行性进行评价ꎮ
２　 应根据转向交通量大小、 交叉公路等级、 交通管理方式以及相邻道路的分布情

况等ꎬ 对平面交叉的形式进行评价ꎮ
３　 应按运行速度对采取的速度控制和交通管理措施进行评价ꎮ
４　 应结合交通管理方式和运行速度ꎬ 对平面交叉通视三角区的通视情况进行评价ꎮ

　 ４ ５ ８　 交通工程及沿线设施评价应符合下列规定:
１　 应根据交通量及交通组成、 线形条件、 运行速度、 气候条件等因素ꎬ 对安全设

施中标志、 标线、 护栏、 视线诱导设施、 防眩设施等的设计原则、 设置类型等与主体工

程的适应性进行评价ꎮ
２　 服务区、 停车区评价应符合下列规定:
１) 应根据沿线服务设施的总体布局、 交通量及交通组成、 重要构造物、 连续纵坡

等ꎬ 对服务区、 停车区的位置和间距进行评价ꎮ
２) 应根据交通量及交通组成、 规划占地等ꎬ 对服务区、 停车区的规模进行评价ꎮ
３) 应采用运行速度ꎬ 对服务区、 停车区匝道出入口线形、 视距、 加 (减) 速车道

长度等进行评价ꎮ
３　 收费站评价应符合下列规定:
１) 应根据地形条件ꎬ 交通量及交通组成ꎬ 匝道收费站与匝道分流点、 合流点、 平

交口的间距ꎬ 主线收费站与隧道的间距等ꎬ 对收费站设置位置进行评价ꎮ
２) 位于连续长陡下坡坡底、 匝道坡底、 急弯后的收费站ꎬ 应对调整其位置的可能

性进行评价ꎮ 条件受限时ꎬ 应对安全防护设施和速度控制设施进行评价ꎮ
３) 应按大型车运行速度及大型车停车视距对主线收费站和匝道收费站路段的通视

情况进行评价ꎮ
４　 应对检查站、 超限检测站等设施的设置位置、 视距及出入口等进行评价ꎮ
５　 应根据公路等级、 交通量及其组成、 重要构造物、 气象灾害多发路段的分布、

连续纵坡等ꎬ 并考虑互联网及可持续发展的要求ꎬ 对监控设施的设计原则、 设置数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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设置形式等进行评价ꎮ
６　 改扩建公路尚应符合下列规定:
１) 改扩建公路利用既有公路的连续长陡下坡路段、 平纵指标较低路段、 分合流路

段、 气象灾害多发路段等时ꎬ 应对其综合整治措施进行评价ꎮ
２) 拟新增服务设施时ꎬ 应对新增服务设施与其他设施或构造物的间距和交通安全

设施进行评价ꎮ

４ ６　 评价结论

　 ４ ６ １　 评价结论内容应包括总体评价结论、 比选方案评价结论和设计要素评价结论ꎮ

　 ４ ６ ２　 总体评价结论应确定公路项目特点及其对交通安全的影响ꎮ

　 ４ ６ ３　 比选方案评价结论应说明同深度比选路线方案的评价结果ꎬ 并从交通安全角

度提出安全性占优的路线方案ꎮ

　 ４ ６ ４　 设计要素评价结论应针对存在的问题提出改进建议和对策ꎮ

　 ４ ６ ５　 当设计要素评价结论中含有多条改进建议和对策时ꎬ 尤其涉及设计方案调整

的ꎬ 宜根据影响交通安全的程度ꎬ 提出改进建议和对策的实施顺序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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５　 施工图设计阶段

５ １　 一般规定

　 ５ １ １　 本阶段评价重点应为交通工程及沿线设施的设置情况等ꎮ

　 ５ １ ２　 应进行总体评价和设计要素评价ꎮ

　 ５ １ ３　 改扩建公路尚应评价施工期间的交通组织设计对交通安全的影响ꎮ

　 ５ １ ４　 对采用一阶段施工图设计的公路项目或初步设计阶段未进行安全性评价的公

路项目ꎬ 设计要素评价应按本规范第 ４ ５ 节的有关规定执行ꎬ 并符合本章有关规定ꎮ

　 ５ １ ５　 依据本规范对公路项目进行施工图设计阶段安全性评价ꎬ «公路项目安全性

评价报告» 格式应符合本规范附录 Ａ 的有关规定ꎮ

５ ２　 评价方法

　 ５ ２ １　 本阶段宜采用运行速度协调性分析、 安全检查清单等评价方法ꎮ

　 ５ ２ ２　 对复杂项目、 复杂路段ꎬ 可采用驾驶模拟方法对线形设计协调性、 交通安全

设施等进行评价ꎮ

５ ３　 总体评价

　 ５ ３ １　 应对公路项目特点进行分析ꎬ 并应符合本规范第 ４ ３ １ 条的有关规定ꎮ

　 ５ ３ ２　 应对初步设计批复中与交通安全相关意见的执行情况进行核查ꎮ

　 ５ ３ ３　 当初步设计阶段进行过安全性评价时ꎬ 应对安全性评价意见的响应情况进行

核查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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５ ４　 设计要素评价

　 ５ ４ １　 路线评价应符合下列规定:
１　 超高设计评价应符合下列规定:
１) 在圆曲线半径不变的前提下ꎬ 应按运行速度对采用的超高值进行评价ꎮ
２) 应根据公路等级、 区域气候条件以及交通组成等因素ꎬ 对采用的最大超高值进

行评价ꎮ
３) 大型车比例较高的公路ꎬ 应考虑不同车型间的速度差ꎬ 以及大坡度下坡对超高

值的影响ꎬ 对采用的超高值进行评价ꎮ
２　 设置圆曲线加宽时ꎬ 应根据交通组成对加宽值和加宽形式进行评价ꎮ
３　 应根据气候条件、 地形条件和交通组成ꎬ 采用运行速度对公路合成坡度进行

评价ꎮ
４　 对设计有爬坡车道的路段ꎬ 应对爬坡车道的长度、 宽度、 紧急停车带的位置和

数量ꎬ 以及相关标志、 标线等内容进行评价ꎮ
５　 对设计有避险车道的路段ꎬ 应对其设置位置、 数量和间距进行评价ꎬ 并对避险

车道的引道、 平面线形、 纵面线形、 横断面宽度、 长度和坡度、 制动坡床材料、 排水、
端部处理以及交通安全设施和管理设施等进行评价ꎮ

６　 改扩建公路评价尚应符合下列规定:
１) 对利用既有公路ꎬ 但行驶方向发生改变的路段ꎬ 应根据实际的线形指标ꎬ 分析

利用原超高值的合理性ꎬ 并对采取的安全措施进行评价ꎮ
２) 采用单侧拼宽时ꎬ 应对车道转换带位置、 长度及其交通工程设施等进行评价ꎮ

　 ５ ４ ２　 路基和路面评价应符合下列规定:
１　 不同路面材料衔接或路面抗滑能力易下降的路段ꎬ 宜对提高路面抗滑能力所采

取的措施进行评价ꎮ
２　 应对中央分隔带开口的设置位置进行评价ꎮ
３　 排水设施评价应符合下列规定:
１) 当边沟或排水沟处于计算路侧净区宽度范围以内时ꎬ 应对其采用形式进行

评价ꎮ
２) 强降雨地区ꎬ 宜对路面的排水形式ꎬ 以及凹形竖曲线底部、 超高路段、 超高过

渡段的排水设施进行评价ꎮ
４　 改扩建公路尚宜评价原有排水设施的功能ꎬ 并对改善设计进行评价ꎮ

　 ５ ４ ３　 桥梁和涵洞评价应符合下列规定:
１　 应根据上跨本项目桥梁的桥墩台与路侧净区的关系ꎬ 评价其设置位置对交通安

全的影响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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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　 宜根据运行速度ꎬ 结合桥梁纵、 横坡度设置等情况ꎬ 对桥面铺装抗滑的改善措

施进行评价ꎮ
３　 宜根据降雨强度和桥梁纵坡评价桥面泄水孔的泄水能力ꎬ 并评价桥面泄水对桥

下车辆和行人通行的影响ꎮ
４　 当桥梁位于大风多发地段时ꎬ 应评价侧风对桥面交通安全的影响ꎮ
５　 长大桥梁设置应急救援中央分隔带开口时ꎬ 应对其设置位置进行评价ꎮ
６　 当涵洞洞口位于计算路侧净区宽度范围内且路侧未设置护栏时ꎬ 应评价涵洞洞

口形式对交通安全的影响ꎮ

　 ５ ４ ４　 隧道评价应符合下列规定:
１　 应对车行横通道或人行横通道的设置位置、 设置数量和角度进行评价ꎮ
２　 当隧道内外路面抗滑能力存在差异时ꎬ 宜对隧道洞口抗滑的改善措施进行评价ꎮ
３　 宜评价隧道照明、 通风、 消防和监控设施对交通安全的影响ꎮ
４　 隧道应急救援评价应符合下列规定:
１) 宜根据隧道洞口线形、 视距等ꎬ 评价分离式隧道洞口交换联络车道的设置位置

及其辅助设施等对交通安全的影响ꎮ
２) 宜对长隧道、 特长隧道和隧道群的应急救援条件进行评价ꎮ
５　 改扩建公路隧道评价尚应符合下列规定:
１) 宜根据通行能力和交通安全情况ꎬ 对改造后隧道的通风、 照明、 交通安全、 监

控、 消防等设施改造方案进行评价ꎮ
２) 宜对新建或扩挖隧道的紧急停车带、 车行横通道、 人行横通道的布设情况进行

评价ꎮ

　 ５ ４ ５　 互通式立体交叉评价应符合下列规定:
１　 应评价出口匝道分流鼻端至匝道控制曲线起点路段的长度ꎬ 及其平曲线半径对

交通安全的影响ꎮ
２　 应对匝道运行速度协调性进行评价ꎮ 相邻路段运行速度差值的绝对值或匝道控

制曲线处运行速度预测值与匝道设计速度之差大于 ２０ｋｍ / ｈ 时ꎬ 协调性不良ꎮ
３　 视距评价应符合下列规定:
１) 宜根据运行速度对匝道基本路段的视距进行评价ꎮ
２) 应根据运行速度ꎬ 对分流鼻端、 合流鼻端的通视情况进行评价ꎮ
４　 匝道出、 入口评价应符合下列规定:
１) 应根据运行速度ꎬ 对主线的相邻出口或入口之间、 匝道的相邻出口或入口之

间、 主线的出口至前方相邻入口之间的距离进行评价ꎮ
２) 应根据主线运行速度以及匝道车道数、 主线纵坡ꎬ 对加 (减) 速车道长度进行

评价ꎮ
５　 宜对改扩建公路的匝道运行速度协调性进行评价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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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５ ４ ６　 平面交叉评价应符合下列规定:
１　 宜对平面交叉设置的变速车道和转弯附加车道进行评价ꎮ
１) 变速车道宜按运行速度、 交叉角度等ꎬ 对其长度、 宽度、 纵坡ꎬ 以及渐变段的

宽度、 长度等几何设计指标进行评价ꎮ
２) 宜根据平面交叉交通管理方式ꎬ 按运行速度对左转弯附加车道长度和右转弯车

道半径进行评价ꎮ
２　 宜根据公路等级及交通量等ꎬ 对渠化设计中各方向车道数的合理性进行评价ꎮ
３　 宜对平面交叉采用的交通管理方式进行评价ꎮ

　 ５ ４ ７　 交通工程及沿线设施评价应符合下列规定:
１　 交通标志评价应符合下列规定:
１) 应对标志的设置位置进行评价ꎮ 宜根据运行速度对警告标志距危险点的距离进

行评价ꎮ
２) 应对标志信息的合理性ꎬ 指路标志信息的连续性、 有效性及信息量进行评价ꎮ
３) 应结合运行速度对标志尺寸和标志字高进行评价ꎮ
４) 宜评价标志的反光强度等级与光线、 气候条件及运行速度的适应性ꎮ
５) 应根据车道数、 交通组成和标志的设置位置ꎬ 对标志的支撑方式进行评价ꎮ
６) 设置于计算路侧净区范围内的标志ꎬ 应对其基础和立柱的防护设施进行评价ꎮ
７) 应评价标志与标线对同一信息内容表述的一致性ꎮ
２　 交通标线评价应符合下列规定:
１) 应对标线的宽度、 形式、 颜色、 反光等级等进行评价ꎮ
２) 应对路中设置的桥墩、 隧道洞口、 标志立柱等设置的立面标记进行评价ꎮ
３) 应对减速标线或减速路面的设置位置、 设置长度进行评价ꎮ
４) 宜对行车道边缘隆声带或振动标线进行评价ꎮ
５) 应对突起路标的位置和间距进行评价ꎮ
３　 应对轮廓标、 线形诱导标志等视线诱导设施设置的位置和间距进行评价ꎮ
４　 护栏评价应符合下列规定:
１) 高填方、 路侧临水或临崖等险要路段ꎬ 临近村庄路段ꎬ 与其他道路、 铁路、 油

气管道并行路段ꎬ 陡坡急弯路段等ꎬ 应对其路侧采取的防护设施进行评价ꎮ
２) 应对护栏设置起点、 终点、 最小长度、 最小间距和护栏端头处理方式进行

评价ꎮ
３) 应对桥梁、 隧道等构造物与其连接线护栏的衔接与过渡ꎬ 以及不同刚度护栏之

间的衔接与过渡设计进行评价ꎮ
４) 应根据中央分隔带宽度、 交通组成、 运行速度ꎬ 以及陡坡急弯等线形条件ꎬ 对

中央分隔带护栏的防护等级和形式进行评价ꎮ
５) 应对中央分隔带开口护栏的防护等级、 形式、 设置位置进行评价ꎮ
６) 路中或中央分隔带中存在桥墩 (柱) 等刚性固定物时ꎬ 应对护栏的设置形式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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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评价ꎮ
７) 设有非机动车道和人行道的路段和桥梁ꎬ 宜对其隔离设施进行评价ꎮ
５　 宜评价服务区、 停车区内部服务设施、 内部车道及停车场等的布局设计和交通

组织对交通安全的影响ꎮ
６　 客运汽车停靠站路段ꎬ 宜对其设置位置、 加 (减) 速车道长度等进行评价ꎮ
７　 连续上坡路段、 连续长陡下坡路段、 长下坡接小半径曲线路段、 长大隧道群路

段、 桥隧相连路段、 隧道与互通式立体交叉相连路段、 气象灾害多发路段、 路侧干扰严

重路段、 路侧险要路段等ꎬ 应对其交通工程及沿线设施的综合设置进行评价ꎮ
８　 改扩建公路评价尚应符合下列规定:
１) 当既有交通安全设施在改扩建中加以利用时ꎬ 应对其形式、 性能等进行评价ꎮ
２) 同向分离路段、 不同加宽方式的过渡段ꎬ 应对其交通安全设施、 监控设施等进

行评价ꎮ
３) 宜对同向分离路段起点的过渡段、 靠近互通式立体交叉出口的同向车道分隔带

开口段的照明进行评价ꎮ
４) 改扩建公路拟新增服务设施时ꎬ 应评价新增服务设施与其他设施或构造物的间

距ꎬ 及其进、 出口等对交通安全的影响ꎮ
９　 宜对限速方案进行评价ꎬ 并应符合下列规定:
１) 宜根据项目等级、 功能、 交通量及交通组成、 横断面宽度等ꎬ 对采用的限速方

式进行评价ꎮ
２) 宜根据线形条件、 运行速度等ꎬ 对采用的限速值进行评价ꎮ 对受公路几何线

形、 构造物、 路侧干扰和不利气象条件等严重影响路段的限速值ꎬ 宜进行重点评价ꎮ

　 ５ ４ ８　 改扩建公路应根据项目影响范围内路网的公路等级、 交通组成、 交通流特性

等ꎬ 结合既有公路现状、 改扩建方案等ꎬ 对交通组织设计进行评价ꎮ

５ ５　 评价结论

　 ５ ５ １　 评价结论内容应包括总体评价结论和设计要素评价结论ꎮ

　 ５ ５ ２　 总体评价结论和设计要素评价结论应符合本规范第 ４ ６ ２ 条、 第 ４ ６ ４ 条和

第 ４ ６ ５ 条的有关规定ꎮ

　 ５ ５ ３　 评价结论提出的安全改进建议和对策宜侧重于交通工程及沿线设施的综合

运用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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６　 交工阶段

６ １　 一般规定

　 ６ １ １　 本阶段评价重点应为通车前交通工程及沿线设施的设置情况ꎮ

　 ６ １ ２　 本阶段安全性评价应在工程质量验收合格的前提下ꎬ 进行总体评价和公路安

全状况评价ꎮ

　 ６ １ ３　 依据本规范对公路项目交工阶段进行安全性评价ꎬ «公路项目安全性评价报

告» 格式应符合本规范附录 Ａ 的有关规定ꎮ

６ ２　 评价方法

　 ６ ２ １　 公路安全状况评价应进行公路现场踏勘和实地驾驶ꎬ 宜采用安全检查清单等

方法进行评价ꎮ

６ ３　 总体评价

　 ６ ３ １　 应分析公路项目的特点ꎬ 评价其对交通安全的影响ꎮ

　 ６ ３ ２　 应对设计审查中与交通安全相关意见的执行情况进行核查ꎮ

　 ６ ３ ３　 当在设计阶段进行过安全性评价时ꎬ 应对安全性评价意见的响应情况进行

核查ꎮ

６ ４　 公路安全状况评价

　 ６ ４ １　 路线评价应符合下列规定:
１　 应根据实地驾驶状况ꎬ 对路线平、 纵线形的连续性和协调性以及横断面过渡的

顺畅性进行评价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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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　 应根据实地驾驶状况ꎬ 对公路平面、 纵断面视距进行评价ꎮ

　 ６ ４ ２　 路基和路面评价应符合下列规定:
１　 应对路侧障碍物的处理情况进行评价ꎮ
２　 应对路基、 路面排水设施进行评价ꎮ
３　 应对中央分隔带开口的设置位置和视距进行评价ꎮ

　 ６ ４ ３　 桥梁评价应符合下列规定:
１　 当存在桥头急弯路段时ꎬ 应对相关的标志、 标线、 速度控制设施等进行评价ꎮ
２　 应对桥梁护栏与路基护栏衔接过渡段进行评价ꎮ
３　 应根据实地驾驶状况评价上跨本项目的桥梁的墩台和上部结构对本项目公路视

距的影响ꎮ
４　 当上跨本项目的桥梁的桥墩台位于计算路侧净区内时ꎬ 应对桥墩台的防护设施

进行评价ꎮ
５　 应对与侧风相关的标志和速度控制设施等进行评价ꎮ

　 ６ ４ ４　 隧道评价应符合下列规定:
１　 应根据实地驾驶状况ꎬ 对隧道洞口段线形连续性及其视距进行评价ꎮ
２　 应对隧道进出口路面的防滑过渡进行评价ꎮ
３　 应对隧道洞口检修道端头与洞外护栏的衔接过渡进行评价ꎮ
４　 应根据实地驾驶状况ꎬ 评价隧道照明的实际效果ꎬ 并对洞口眩光的情况进行

评价ꎮ
５　 宜对隧道监控、 通风、 消防等设施的设置情况进行评价ꎮ
６　 人车混行的隧道ꎬ 应对保护行人和非机动车的安全设施进行评价ꎮ

　 ６ ４ ５　 互通式立体交叉评价应符合下列规定:
１　 应根据实地驾驶状况ꎬ 对分、 合流鼻端的通视情况ꎬ 以及加 (减) 速车道长度、

匝道的速度协调性进行评价ꎮ
２　 应根据实地驾驶状况ꎬ 对互通式立体交叉出口标志信息进行评价ꎮ

　 ６ ４ ６　 平面交叉评价应符合下列规定:
１　 应根据实地驾驶状况ꎬ 对通视三角区的通视情况进行评价ꎮ
２　 应对交通管理方式及交通组织措施进行评价ꎮ
３　 应对与行人和非机动车相关的标志、 标线等交通安全设施进行评价ꎮ

　 ６ ４ ７　 交通工程及沿线设施评价应符合下列规定:
１　 标志评价应符合下列规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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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 应现场对标志的设置效果和位置进行评价ꎮ
２) 应根据路网情况和实地驾驶状况ꎬ 对标志信息的准确性、 连续性进行评价ꎮ
３) 应对标志的信息量进行评价ꎮ
４) 应对标志与对应标线信息的一致性进行评价ꎮ
５) 应评价树木、 边坡绿化、 构筑物、 广告牌等对标志视认效果的影响ꎮ
６) 应根据实地驾驶状况评价标志在夜间的视认效果ꎮ
２　 标线评价应符合下列规定:
１) 应根据实地驾驶状况ꎬ 对标线在夜间的视认和诱导效果进行评价ꎮ
２) 应对位于中央分隔带或计算路侧净区内的桥墩、 隧道洞口、 设施立柱等设置的

立面标记进行评价ꎮ
３) 应对禁止超车路段的标线设置情况进行评价ꎮ
３　 护栏评价应符合下列规定:
１) 应对护栏的设置情况进行评价ꎮ
２) 应对分流鼻端的防撞设施进行评价ꎮ
３) 高填方、 路侧临水或临崖等险要路段ꎬ 临近村庄路段ꎬ 与其他道路、 铁路、 油

气管道并行路段ꎬ 陡坡急弯路段等ꎬ 应对其路侧采取的防护设施进行评价ꎮ
４　 防眩设施评价应符合下列规定:
１) 应对防眩设施的设置情况进行评价ꎮ
２) 应在夜间检查防眩板的防眩效果ꎮ
５　 应检查视线诱导设施在夜间的诱导效果ꎮ
６　 当公路跨越铁路、 通航河流、 交通量较大的其他公路时ꎬ 应对其桥梁的防落网

进行评价ꎮ
７　 应对爬坡车道和避险车道的交通安全设施和管理设施进行评价ꎮ
８　 宜对路段的监控设施的设置情况进行评价ꎮ
９　 应根据实地驾驶状况对收费站的交通安全设施和管理设施进行评价ꎮ
１０　 应对服务区、 停车区内的标志和标线进行评价ꎮ
１１　 应对港湾式紧急停车带的交通安全设施进行评价ꎮ
１２　 连续上坡路段、 连续长陡下坡路段、 长下坡接小半径曲线路段、 长大隧道群路

段、 桥隧相连路段、 隧道与互通式立体交叉相连路段、 气象灾害多发路段、 路侧干扰严

重路段、 路侧险要路段等ꎬ 应对其交通工程及沿线设施的综合设置进行评价ꎮ
１３　 可对限速方案进行评价ꎬ 重点评价受公路几何线形、 构造物、 路侧干扰和气象

条件等影响的受限路段限速值ꎮ

６ ５　 评价结论

　 ６ ５ １　 评价结论内容应包括总体评价结论和公路安全状况评价结论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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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６ ５ ２　 总体评价结论应确定公路项目特点及其对交通安全的影响ꎮ

　 ６ ５ ３　 公路安全状况评价结论应确定可能影响通车后交通安全的重点问题ꎬ 并结合

交工阶段公路项目现状ꎬ 提出可行的安全改进建议ꎮ

　 ６ ５ ４　 安全改进建议应侧重于完善交通安全设施或提出管理对策ꎮ 宜根据实施的难

易程度ꎬ 提出安全改进建议和管理对策的实施顺序ꎬ 或提出分期实施建议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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７　 后评价

７ １　 一般规定

　 ７ １ １　 本章条文适用于公路建设项目后评价中的交通安全评价ꎬ 也适用于通车后公

路安全状况发生较大变化ꎬ 或竣工验收、 大中修、 改扩建时的安全性评价ꎮ

　 ７ １ ２　 评价重点应为公路设施、 交通量及交通组成、 路网环境、 路侧环境等的现状

对公路交通安全的影响ꎮ

　 ７ １ ３　 应进行总体评价和公路安全状况评价ꎮ

　 ７ １ ４　 总体评价应在调研和资料收集的基础上ꎬ 进行交通事故分析ꎻ 公路安全状况

评价应进行公路现场调查、 速度观测与评价ꎬ 提出安全改进建议和对策ꎮ

　 ７ １ ５　 依据本规范对公路项目进行后评价ꎬ «公路项目安全性评价报告» 格式应符

合本规范附录 Ａ 的有关规定ꎮ

７ ２　 评价方法

　 ７ ２ １　 总体评价宜采用交通事故统计分析、 问卷调查等方法ꎮ

　 ７ ２ ２　 公路安全状况评价宜采用安全检查清单、 断面速度现场观测等方法ꎮ

７ ３　 总体评价

　 ７ ３ １　 应根据交通量及交通组成、 公路环境、 安全管理、 气候条件、 交通事故等ꎬ
评价公路运营后的交通运行特点对交通安全的影响ꎮ

　 ７ ３ ２　 应调研运营情况、 交通事故主要原因、 交通事故频发路段和交通安全管理等

方面的情况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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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７ ３ ３　 应进行资料收集ꎬ 资料的质量、 数量和时效应满足评价要求ꎮ 收集资料宜包

括下列内容:
１　 与安全性评价相关的现行标准ꎮ
２　 近 ３ 年及以上的交通量和交通组成等统计资料ꎮ
３　 近 ３ 年及以上的交通事故详细资料ꎬ 包括事故发生的时间、 地点、 天气状况、

事故形态、 事故原因、 伤亡人数、 事故车型等信息ꎮ
４　 相关设计文件ꎬ 包括施工图或竣工图ꎮ
５　 交工或竣工验收中与交通安全相关的资料ꎮ
６　 其他可用于安全性评价的资料ꎮ

　 ７ ３ ４　 宜进行公路使用者问卷调查ꎬ 主要调查安全运营需求、 安全管理措施的效果ꎬ
以及对安全改善的建议等ꎮ

　 ７ ３ ５　 交通事故分析应符合下列规定:
１　 应对交通事故次数、 伤亡人数、 经济损失等进行统计ꎬ 分析交通事故变化的

趋势ꎮ
２　 应对交通事故发生的时间分布、 空间分布、 形态分布、 原因分布、 气候特征等

进行分析ꎬ 总结交通事故的统计规律ꎮ
３　 应根据交通事故的空间分布对事故频发路段进行鉴别ꎬ 确定其起、 终点范围ꎬ

并分析事故频发原因ꎮ
４　 宜对典型的重大、 特大交通事故进行个案分析ꎮ

　 ７ ３ ６　 可对与应急救援相关的公路设施和应急预案进行评价ꎮ

７ ４　 公路安全状况评价

　 ７ ４ １　 应进行公路安全状况现场调查ꎮ 现场调查应符合下列规定:
１　 应沿公路双方向进行连续摄像或拍照ꎬ 对公路状况进行记录ꎮ
２　 应重点调查事故频发路段ꎮ
３　 事故频发路段或拟进行速度控制的路段应进行断面速度现场观测ꎮ
４　 一级公路、 二级公路、 三级公路ꎬ 应对行人和非机动车等路侧干扰情况进行

调查ꎮ

　 ７ ４ ２　 路线评价应符合下列规定:
１　 应根据现场观测数据确定代表车型的运行速度ꎬ 评价运行速度与设计速度协

调性ꎮ
２　 应根据实地驾驶状况对平、 纵面线形的连续性和视距进行评价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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３　 二级公路、 三级公路ꎬ 应根据实际的交通组成对小半径圆曲线路段的加宽值进

行评价ꎮ

　 ７ ４ ３　 路基和路面评价应符合下列规定:
１　 应对公路建筑限界进行评价ꎮ
２　 应对位于计算净区范围之内的路侧障碍物进行评价ꎮ
３　 侧滑和尾随相撞事故频发的路段ꎬ 应对其路面抗滑能力进行评价ꎮ
４　 应对中央分隔带开口的设置位置和视距进行评价ꎮ
５　 应对排水设施的养护状况及其排水能力进行评价ꎮ

　 ７ ４ ４　 桥梁评价应符合下列规定:
１　 应评价桥梁与桥梁引线的线形协调性ꎮ 当存在桥头急弯路段时ꎬ 应对相关的标

志、 标线、 速度控制设施等进行评价ꎮ
２　 应对桥梁护栏与路基护栏衔接过渡段进行评价ꎮ
３　 应根据实地驾驶状况评价上跨本项目的桥梁的桥墩台和上部结构对本项目公路

视距的影响ꎮ
４　 当上跨本项目的桥梁的桥墩台位于计算路侧净区内时ꎬ 应对桥墩台的防护设施

进行评价ꎮ
５　 应检查桥头接线处、 桥梁伸缩缝处是否存在影响交通安全的跳车现象ꎮ
６　 应检查桥梁是否会出现易湿滑或结冰的现象ꎮ
７　 桥上设人行道或非机动车道时ꎬ 应检查其与行车道的隔离设施ꎮ
８　 应对与侧风相关的标志和速度控制设施等进行评价ꎮ

　 ７ ４ ５　 隧道评价应符合下列规定:
１　 应根据实地驾驶状况对隧道洞口段线形连续性及其视距进行评价ꎮ
２　 应对隧道洞内、 外衔接路段的路面抗滑能力及过渡进行评价ꎮ
３　 应对隧道洞口横断面变化及其防护设施的衔接与过渡进行评价ꎮ
４　 应根据实地驾驶状况评价隧道洞口亮度及照明过渡对交通安全的影响ꎮ 无照明

设施的隧道ꎬ 应检查视线诱导设施的设置情况ꎮ
５　 宜对隧道监控、 通风、 消防等设施的设置情况进行评价ꎮ
６　 人车混行的隧道ꎬ 应对保护行人和非机动车的安全设施进行评价ꎮ

　 ７ ４ ６　 互通式立体交叉评价应符合下列规定:
１　 应对互通式立体交叉之间ꎬ 以及互通式立体交叉与服务区、 停车区、 隧道等的

间距进行评价ꎮ
２　 应根据实地驾驶状况和运行速度ꎬ 对分、 合流鼻端的通视情况进行评价ꎮ
３　 应根据实地驾驶状况和运行速度ꎬ 评价出口匝道分流鼻端至匝道控制曲线起点

—２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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路段的长度和速度过渡对交通安全的影响ꎮ
４　 应对车道数平衡ꎬ 以及变速车道、 辅助车道、 交织区长度进行评价ꎮ
５　 应根据实地驾驶状况ꎬ 对互通式立体交叉出口标志信息进行评价ꎮ

　 ７ ４ ７　 平面交叉评价应符合下列规定:
１　 应通过现场观测ꎬ 评价平面交叉的位置、 形式、 交叉角度、 间距等对交通安全

的影响ꎮ
２　 应结合运行速度ꎬ 对通视三角区的通视情况进行检查和评价ꎮ
３　 应对交通渠化设施ꎬ 以及与行人和非机动车相关的标志、 标线等交通安全设施

进行评价ꎮ
４　 宜根据相交公路等级、 直行和转弯车辆比例、 历史交通事故情况等ꎬ 对转弯车

道和附加车道进行评价ꎮ
５　 宜根据平面交叉转向交通量和现场条件ꎬ 对采用的交通管理方式及交通组织措

施进行评价ꎮ

　 ７ ４ ８　 交通工程及沿线设施评价应符合下列规定:
１　 应对标志、 标线、 护栏、 防眩设施、 视线诱导设施、 防落网进行评价ꎬ 并应符

合本规范第 ６ ４ ７ 条的有关规定ꎮ
２　 管理设施评价应符合下列规定:
１) 宜对路段的监控、 照明设施的设置情况进行评价ꎮ
２) 宜检查收费站的通行能力、 收费车道设置数量等ꎮ
３) 位于急弯之后或下坡坡底的收费站ꎬ 应对其视距、 速度控制设施、 收费亭防撞

设施等进行评价ꎮ
３　 服务设施评价应符合下列规定:
１) 应根据运行速度ꎬ 对服务区、 停车区分流和合流匝道的识别视距、 变速车道长

度等进行评价ꎮ
２) 宜根据实际交通量及交通组成等ꎬ 对服务区、 停车区的容量、 内部车道布设、

内部服务设施布设情况等进行评价ꎮ
３) 应对客运汽车停靠站的设置位置、 变速车道、 隔离设施等进行评价ꎮ
４　 连续上坡路段、 连续长陡下坡路段、 长下坡接小半径曲线路段、 长大隧道群路

段、 桥隧相连路段、 隧道与互通式立体交叉相连路段、 气象灾害多发路段、 路侧干扰严

重路段、 路侧险要路段等ꎬ 应对其交通工程及沿线设施的综合设置进行评价ꎮ
５　 当限速方案难以满足交通安全或通行效率需求时ꎬ 可结合运营需求、 公路条件、

运行速度、 交通安全状况等对限速方案进行评价ꎮ

　 ７ ４ ９　 养护维修作业控制区评价应符合下列规定:
１　 应对养护维修作业控制区的可见性及相关安全设施进行评价ꎮ

—３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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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　 宜评价作业期间采取的交通组织措施对交通安全的影响ꎮ

７ ５　 评价结论

　 ７ ５ １　 评价结论内容应包括总体评价结论、 公路安全状况评价结论ꎮ

　 ７ ５ ２　 总体评价结论应确定公路项目特点及其对交通安全的影响ꎬ 分析交通事故原

因及交通安全变化趋势ꎮ

　 ７ ５ ３　 公路安全状况评价结论应确定主要的安全问题和安全改善重点ꎬ 并提出可行

的安全改进建议和管理对策ꎮ

　 ７ ５ ４　 宜根据安全改进建议实施的难易程度和实施效果ꎬ 提出安全改进建议和管理

对策的实施顺序ꎬ 或提出分期实施建议ꎮ

—４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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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录 Ａ　 安全性评价报告格式

Ａ １　 报告格式说明

　 Ａ １ １　 安全性评价报告宜包括下列内容:
１　 封面ꎻ
２　 资质证书ꎻ
３　 著录页ꎻ
４　 目录ꎻ
５　 正文ꎮ

　 Ａ １ ２　 安全性评价报告应采用 Ａ４ 幅面ꎬ 左侧装订ꎮ

　 Ａ １ ３　 安全性评价报告封面宜采用浅灰色ꎮ

　 Ａ １ ４　 封面宜包括下列内容:
１　 评价项目名称ꎻ
２　 评价阶段ꎻ
３　 标题ꎬ 统一为 “安全性评价报告”ꎻ
４　 承担单位名称ꎻ
５　 评价报告完成日期ꎮ
封面式样如图 Ａ １ ４ 所示ꎮ

　 Ａ １ ５　 著录页宜包括下列内容:
１　 评价项目名称ꎻ
２　 评价阶段ꎻ
３　 标题ꎬ 统一为 “安全性评价报告”ꎻ
４　 承担单位负责人、 技术负责人、 项目负责人及主要参加人员姓名ꎻ
５　 承担单位名称及公章或技术成果章ꎻ
６　 承担单位资质证书名称及编号ꎻ
７　 评价报告完成日期ꎮ
著录页式样如图 Ａ １ ５ 所示ꎮ

—５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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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Ａ １ ４　 封面式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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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Ａ １ ５　 著录页式样

—７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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Ａ ２　 安全性评价报告正文格式

　 Ａ ２ １　 安全性评价报告正文应由下列部分组成:
１　 概述ꎮ 阐述安全性评价背景及目的、 工作依据、 工作过程和调研情况ꎮ
２　 建设项目概况ꎮ 说明公路项目的工程概况、 自然地理状况、 交通量和交通组成

及服务水平、 与沿线其他公路和铁路等的关系、 主要技术指标规定值及其采用值、 主要

技术经济数据等ꎮ 交工阶段尚需说明工程施工情况、 交工验收准备情况等ꎮ 后评价尚需

说明交通管理状况、 安全改善概况和事故概况等ꎮ
３　 总体评价ꎮ 分析公路项目特点和环境对交通安全的影响ꎬ 确定评价的重点ꎮ 后

评价尚需对运营调研结果和交通事故进行分析ꎮ
４　 比选方案评价 (初步设计阶段)ꎮ 从交通安全的角度对同深度比选方案进行比

较ꎬ 分析评价结果ꎬ 并提出安全性占优的路线方案ꎮ
５　 设计要素评价 (初步设计阶段、 施工图设计阶段)ꎮ 从交通安全的角度对路线、

路基、 路面、 桥梁、 隧道、 互通式立体交叉、 平面交叉、 交通工程及沿线设施等的设计

方案进行评价ꎮ
６　 公路安全状况评价 (交工阶段、 后评价)ꎮ 从交通安全的角度对路线、 路基、

路面、 桥梁、 隧道、 互通式立体交叉、 平面交叉、 交通工程及沿线设施等的现状进行检

查和评价ꎮ
７　 评价结论及建议ꎮ

—８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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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录 Ｂ　 运行速度计算方法

Ｂ １　 一般规定

　 Ｂ １ １　 初步设计阶段和施工图设计阶段公路运行速度预测所采用的代表车型应符合

表 Ｂ １ １ 的规定ꎮ
表 Ｂ １ １　 运行速度代表车型

车　 　 型 高速公路、 一级公路 二级公路、 三级公路

小型车 轴距≤７ｍ 且比功率 > １５ｋＷ / ｔ 轴距≤３ ５ｍ

大型车 轴距 > ７ｍ 或比功率≤１５ｋＷ / ｔ 轴距 > ３ ５ｍ

Ｂ １ ２　 根据曲线半径和纵坡坡度的大小等ꎬ 可将公路划分为平直路段、 纵坡路段、
平曲线路段、 弯坡组合路段、 隧道路段、 互通式立体交叉路段等若干个分析单元ꎮ 其

中ꎬ 平曲线路段、 弯坡组合路段宜分别以曲线中点拆分为两个分析单元ꎮ

　 Ｂ １ ３　 应按行车方向分别计算小型车和大型车的运行速度 ｖ８５ꎬ 分析单元的起、 终点

宜作为运行速度 ｖ８５计算的特征点ꎬ 分析单元的纵坡方向应与行车方向相一致ꎮ

　 Ｂ １ ４　 进行运行速度 ｖ８５计算时ꎬ 应首先确定路段第一个分析单元的起点初始运行速

度 ｖ０ꎬ 然后根据行车方向和分析单元对应的运行速度预测模型ꎬ 计算出第一个分析单元

末端的运行速度 ｖ８５ꎬ 并以此作为第二个分析单元的初始运行速度ꎬ 接着代入第二个分

析单元对应的计算公式计算出该单元末端的运行速度ꎬ 并以此方法依次迭代计算直到最

后一个分析单元ꎮ

　 Ｂ １ ５　 分析单元运行速度计算应符合下列规定:
１　 第一个分析单元的起点初始运行速度 ｖ０ 和期望速度 ｖｅ 宜采用本附录规定值或根

据项目所在地区类似公路项目观测结果确定ꎮ 本规范中的期望速度 ｖｅ 是指在天气晴好、
路面干燥、 公路及附属设施完好、 自由流状态、 无干扰等理想通行条件下ꎬ 驾驶人在平

直路段行驶时期望达到的最高行驶速度ꎮ
２　 运行速度预测模型宜根据项目所在地区类似公路观测结果建立ꎬ 并进行参数标

定ꎮ 当条件受限时ꎬ 可采用本附录模型ꎮ
—９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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３　 运行速度预测模型分为基本模型和修正模型ꎬ 其中基本模型包含平直路段模型、
纵坡路段折算模型、 平曲线路段模型、 弯坡组合路段模型、 隧道路段模型、 互通式立体

交叉路段模型ꎮ 对于需要进行修正的分析单元ꎬ 宜在基本模型计算结果的基础上进行修

正ꎬ 以修正后的结果作为计算结果ꎮ
４　 采用运行速度预测模型计算的运行速度应符合下列规定:
１) 分析单元起点和终点的运行速度均不大于期望速度 ｖｅꎬ 也不小于分析单元对应

的最低运行速度或最低限速值ꎻ
２) 当计算结果大于或等于期望速度 ｖｅ 时ꎬ 宜以期望速度 ｖｅ代表分析单元终点的运

行速度 ｖｅꎻ 当计算结果小于分析单元对应的最低运行速度或最低限速值时ꎬ 宜以分析单

元对应的最低运行速度或最低限速值代表分析单元终点的运行速度ꎮ

Ｂ ２　 高速公路运行速度

　 Ｂ ２ １　 分析单元划分宜符合下列规定:
１　 宜将公路划分为平直路段、 平曲线路段、 纵坡路段、 弯坡组合路段、 隧道路段

和互通式立体交叉路段等分析单元ꎮ
２　 平直路段、 纵坡路段、 弯坡组合路段划分宜符合表 Ｂ ２ １ 的规定ꎮ

表 Ｂ ２ １　 分析单元划分原则

车　 　 型 纵　 断　 面
平　 　 面

圆曲线半径 > １ ０００ｍ 圆曲线半径≤１ ０００ｍ

小型车或大型车
坡度 < ３％

长度 > ２００ｍ 平直路段

长度≤２００ｍ 短平直路段
平曲线路段

坡度≥３％ 纵坡路段 弯坡组合路段

３　 隧道路段宜为驶入隧道洞口前 ２００ｍ 至驶出隧道洞口后 １００ｍꎮ
４　 互通式立体交叉区主线路段宜为减速车道渐变段起点至加速车道渐变段终点ꎬ

匝道路段宜为匝道与主线连接点到匝道终点ꎮ

　 Ｂ ２ ２　 小型车或大型车的初始运行速度 ｖ０、 期望速度 ｖｅ、 最低运行速度 ｖｍｉｎ和加速

度 ａ 宜符合下列规定:
１　 初始运行速度 ｖ０ 宜根据设计速度按表 Ｂ ２ ２￣１ 确定ꎮ

表 Ｂ ２ ２￣１　 初始运行速度 (ｋｍ / ｈ)

设计速度 １２０ １００ ８０ ６０

初始运行速度 ｖ０
小型车 １２０ １００ ８０ ６０

大型车 ８０ ７５ ６５ ５０

２　 期望速度 ｖｅ 宜按表 Ｂ ２ ２￣２ 确定ꎮ
—０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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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Ｂ ２ ２￣２　 期 望 速 度 (ｋｍ / ｈ)

设计速度 １００ 或 １２０ ８０ ６０

期望速度 ｖｅ
小型车 １２０ １１０ ９０

大型车 ８０ ８０ ７５

３　 推荐加速度 ａ 宜按表 Ｂ ２ ２￣３ 确定ꎮ
表 Ｂ ２ ２￣３　 推 荐 加 速 度 (ｍ / ｓ２)

车　 　 型 ａｍｉｎ ａｍａｘ

小型车 ０ １５ ０ ５０

大型车 ０ ２０ ０ ２５

４　 小型车最低运行速度不宜低于 ５０ｋｍ / ｈꎬ 大型车最低运行速度不宜低于 ３０ｋｍ / ｈꎮ

　 Ｂ ２ ３　 平直路段运行速度预测宜符合下列规定:
１　 当分段后的平直路段长度大于 ２００ｍ 时ꎬ 平直路段终点的运行速度模型宜按式

(Ｂ ２ ３￣１) 确定ꎮ

ｖｏｕｔ ＝ ３ ６ ｖｉｎ
３ ６

æ

è
ç

ö

ø
÷

２

＋ ２ａｓ (Ｂ ２ ３￣１)

式中: ｖｏｕｔ———平直路段终点速度 (ｋｍ / ｈ)ꎻ
ｖｉｎ———平直路段起点速度 (ｋｍ / ｈ)ꎻ
ｓ———平直路段长度 (ｍ)ꎻ
ａ———车辆加速度 (ｍ / ｓ２)ꎬ 按式 (Ｂ ２ ３￣２) 计算:

ａ ＝ ａｍｉｎ ＋ (ａｍａｘ － ａｍｉｎ) １ －
ｖｉｎ
ｖｅ

æ

è
ç

ö

ø
÷ (Ｂ ２ ３￣２)

ａｍａｘ———最大加速度 (ｍ / ｓ２)ꎻ
ａｍｉｎ———最小加速度 (ｍ / ｓ２)ꎻ
ｖｅ———期望速度 (ｋｍ / ｈ)ꎮ

２　 当分段后的平直路段长度不大于 ２００ｍ 时ꎬ 宜视为短平直路段ꎮ 该路段起终点

的运行速度保持不变ꎮ

　 Ｂ ２ ４　 平曲线路段运行速度预测宜符合下列规定:
１　 宜确定平曲线连接形式ꎬ 其形式分为入口直线—曲线、 入口曲线—曲线、 出口

曲线—直线、 出口曲线—曲线ꎮ
２　 宜从曲中点分段ꎬ 分别对曲中点和曲线出口的运行速度进行预测ꎮ
３　 曲中点和曲线出口运行速度宜按表 Ｂ ２ ４ 中模型预测ꎮ

—１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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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Ｂ ２ ４　 平曲线路段运行速度预测模型

平曲线连接形式 车　 　 型 预 测 模 型

入口直线—曲线
小型车 ｖｍｉｄｄｌｅ ＝ － ２４ ２１２ ＋ ０ ８３４ｖｉｎ ＋ ５ ７２９ｌｎＲｎｏｗ

大型车 ｖｍｉｄｄｌｅ ＝ － ９ ４３２ ＋ ０ ９６３ｖｉｎ ＋ １ ５２２ｌｎＲｎｏｗ

入口曲线—曲线
小型车 ｖｍｉｄｄｌｅ ＝ １ ２７７ ＋ ０ ９４２ｖｉｎ ＋ ６ １９ｌｎＲｎｏｗ － ５ ９５９ｌｎＲｂａｃｋ

大型车 ｖｍｉｄｄｌｅ ＝ － ２４ ４７２ ＋ ０ ９９０ｖｉｎ ＋ ３ ６２９ｌｎＲｎｏｗ

出口曲线—直线
小型车 ｖｏｕｔ ＝ １１ ９４６ ＋ ０ ９０８ｖｍｉｄｄｌｅ

大型车 ｖｏｕｔ ＝ ５ ２１７ ＋ ０ ９２６ｖｍｉｄｄｌｅ

出口曲线—曲线
小型车 ｖｏｕｔ ＝ － １１ ２９９ ＋ ０ ９３６ｖｍｉｄｄｌｅ － ２ ０６０ｌｎＲｎｏｗ ＋ ５ ２０３ｌｎＲｆｒｏｎｔ

大型车 ｖｏｕｔ ＝ ５ ８９９ ＋ ０ ９２５ｖｍｉｄｄｌｅ － １ ００５ｌｎＲｎｏｗ ＋ ０ ３２９ｌｎＲｆｒｏｎｔ

　 　 注: １ ｖｍｉｄｄｌｅ为曲中点运行速度 (ｋｍ / ｈ)ꎮ
２ ｖｏｕｔ为曲线出口运行速度 (ｋｍ / ｈ)ꎮ
３ Ｒｆｒｏｎｔ为即将驶入的曲线半径 (ｍ)ꎮ
４ Ｒｎｏｗ为所在曲线半径 (ｍ)ꎮ
５ Ｒｂａｃｋ为驶入所在曲线前的曲线半径 (ｍ)ꎮ

Ｂ ２ ５　 纵坡路段终点的运行速度宜按表 Ｂ ２ ５ 模型折算ꎮ
表 Ｂ ２ ５　 纵坡路段运行速度折算模型

纵　 　 坡
运行速度调整值

小型车 大型车

上坡
坡度≥３％且≤４％ 每 １ ０００ｍ 降低 ５ｋｍ / ｈꎬ 直至最低运行速度 每 １ ０００ｍ 降低 １０ｋｍ / ｈꎬ 直至最低运行速度

坡度 > ４％ 每 １ ０００ｍ 降低 ８ｋｍ / ｈꎬ 直至最低运行速度 每 １ ０００ｍ 降低 ２０ｋｍ / ｈꎬ 直至最低运行速度

下坡
坡度≥３％且≤４％ 每 ５００ｍ 增加 １０ｋｍ / ｈꎬ 直至期望速度 每 ５００ｍ 增加 ７ ５ｋｍ / ｈꎬ 直至期望速度

坡度 > ４％ 每 ５００ｍ 增加 ２０ｋｍ / ｈꎬ 直至期望速度 每 ５００ｍ 增加 １５ｋｍ / ｈꎬ 直至期望速度

Ｂ ２ ６　 弯坡组合路段运行速度预测宜符合下列规定:
１　 宜根据前后线形衔接方式确定弯坡组合形式ꎬ 其形式分为入口直线—曲线、 入

口曲线—曲线、 出口曲线—直线、 出口曲线—曲线ꎮ
２　 宜从圆曲线曲中点分段ꎬ 分别对曲中点和曲线出口的运行速度进行预测ꎮ
３　 曲中点和曲线出口运行速度宜按表 Ｂ ２ ６ 中模型预测ꎮ

表 Ｂ ２ ６　 弯坡组合路段运行速度预测模型

弯坡组合形式 车　 　 型 预 测 模 型

入口直线—曲线
小型车 ｖｍｉｄｄｌｅ ＝ － ３１ ６７ ＋ ０ ５４７ｖｉｎ ＋ １１ ７１ｌｎＲｎｏｗ － ０ １７６Ｉｎｏｗ１

大型车 ｖｍｉｄｄｌｅ ＝ １ ７８２ ＋ ０ ８５９ｖｉｎ － ０ ５１Ｉｎｏｗ１ ＋ １ １９６ｌｎＲｎｏｗ

入口曲线—曲线
小型车 ｖｍｉｄｄｌｅ ＝ ０ ７５０ ＋ ０ ８０２ｖｉｎ ＋ ２ ７１７ｌｎＲｎｏｗ － ０ ２８１Ｉｎｏｗ１

大型车 ｖｍｉｄｄｌｅ ＝ １ ７９８ ＋ ０ ２４８ｌｎＲｎｏｗ ＋ ０ ９７７ｖｉｎ － ０ １３３Ｉｎｏｗ１ ＋ ０ ２３ｌｎＲｂａｃｋ

出口曲线—直线
小型车 ｖｏｕｔ ＝ ２７ ２９４ ＋ ０ ７２０ｖｍｉｄｄｌｅ － １ ４４４Ｉｎｏｗ２

大型车 ｖｏｕｔ ＝ １３ ４９０ ＋ ０ ７９７ｖｍｉｄｄｌｅ － ０ ６９７１Ｉｎｏｗ２

—２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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