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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华人民共和国住房和城乡建设部公告

第 795 号

住房城乡建设部关于发布国家标准

《城市道路交通标志和标线设置规范》的公告

现批准《城市道路交通标志和标线设置规范》为国家标准，

编号为 GB 51038 2015 ，自 2015 年 12 月 1 日起实施。其中，

第 3. 1. 1 、 4. 1. 6 、 12. 9. 6 条为强制性条文，必须严格执行。

本规范由我部标准定额研究所组织中国计划出版社出版发

行。

中华人民共和国住房和城乡建设部

2015 年 4 月 8 日



前言

根据住房城乡建设部《关于印发（ 2010 年工程建设标准规范

制订、修订计划〉的通知》（建标〔2010〕 43 号）的要求，由上海市政

工程设计研究总院（集团）有限公司、公安部交通管理科学研究所

会同有关单位编制完成。

规范编制组经广泛调查研究，认真总结实践经验，参考有关国

际标准和国外先进标准，并在广泛征求意见的基础上，编制了送审

稿，最后经审查定稿。

本规范共分 17 章，主要技术内容包括：总则、术语和符号、基

本规定、交通标志的基本要求、指示标志、禁令标志、警告标志、于

路和支路指路标志、快速路指路标志、其他标志、交通标线的基本

要求、指示标线、禁止标线、警告标线、其他标线、交通标志和标线

协调设置、交通标志和标线施工及验收。

本规范中以黑体字标志的条文为强制性条文，必须严格执行。

本规范由住房城乡建设部负责管理和对强制性条文的解释，

由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安部负责日常管理，由上海市政工程设计研

究总院（集团）有限公司负责具体技术内容的解释。执行过程中如

有意见或建议，请寄送上海市政工程设计研究总院（集团）有限公

司（地址：上海市中山北二路 901 号，邮政编码： 200092），以便今后

修订时参考。

本规范主编单位、参编单位、主要起草人和主要审查人：

主编单位：上海市政工程设计研究总院（集团）有限公司

公安部交通管理科学研究所

参编单位：上海市城市建设设计研究总院

浙江省公安厅交通警察总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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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海市公安局交通警察总队

北京市公安局公安交通管理局

天津市公安局交通管理局

3M 中国有限公司

主要起草人：袁胜强俞春俊陈奇娃温学钧顾金刚

徐健胡程杨臭。告孙瑞华玉磊

祖永祠彭庆艳王跃辉朱晓宇李松林

李娅官 阳夏方庆秦1313玉姜金辉

王亮郑晓光张瑜李宏唐檀

主要审查人：王晓华倪伟徐波信岩马国纲

李哲蒋善宝罗义学施斌峰郭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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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总则

1. o. 1 为提高城市道路标志和标线设置的科学性、规范性和系统

性，体现城市道路交通管理特点，更好地满足城市道路使用者的出

行需求，促进交通的有序、安全和畅通，制定本规范。

1. o. 2 本规范适用于城市范围内新建和改建的各级城市道路的

交通标志和标线的设置。

1. 0. 3 城市道路交通标志和标线的设置，除应符合本规范外，尚

应符合国家现行有关标准的规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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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术语和符号

2.1 术语

2. 1. 1 路权 right of way 

道路交通参与者在道路上的指定区域、指定时间享有的通行

权、优先通行权和临时占用权。

2. 1. 2 道路建筑限界 boundary line of road construction 

为保证车辆和行人正常通行，规定在道路的一定宽度和高度

范围内不允许有任何设施及障碍物侵入的空间范围。

2. 1. 3 运行速度 operating speed 

指交通处于自由流状态且天气良好时，在路段特征点上测得

的第 85 个百分位上的车速。

2. 1. 4 停车视距 stopping sight distance 

机动车按照道路设计速度或限制速度行驶，驾驶人自发现前

方道路有障碍物时起，采取制动措施，至到达障碍物前安全停车止

所需要的最短距离。

2.1. 5 超车视距 overtaking sight distance 

在双车道双向道路上，机动车按照道路设计速度或限制速度

行驶时，后车超越前车，从后车开始驶离原车道之处起，至可见对

向来车并能超车后安全驶回原车道所需要的最短距离。

2.1. 6 会车视距 meeting sight distance 

机动车按照道路设计速度或限制速度行驶时，两辆对向行驶

的汽车在同一车道上相遇，发现对向来车采取避让措施避免与对

向车辆碰撞所需要的最短距离。

2.1. 7 机动车道宽度 vehicle lane width 

相邻同向车行道分界线中心之间的宽度或一车行道分界线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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心和相邻的车行道边缘线内侧之间（不含车行道边缘线的宽度）的

宽度。

2. 1. 8 交通标线宽度 traffic marking width 

指施划于路面、缘石或立面上的实线或虚线的线条宽度。

2. 1. 9 作业区 work zone 

在道路上为维护、建设或其他工作需要而划设的除特许人员

和车辆外，禁止其他人员和车辆通行的区域。

2.1.10 弹性交通柱 reboundable traffic cylinders 

柱体采用高弹性、耐候性的工程塑料，能够承受车辆冲撞，碰

撞后能迅速恢复原状，用于分隔对向交通流或渠化交通，具有逆反

射性能的交通安全设施。

2.2 符号

2. 2.1 渐变段

L 渐变段的长度。

2.2.2 视距

M1→一停车视距的长度；

M2一－－会车视距的长度；

M3 超车视距的长度。

2.2.3 速度

V。一一一设计速度；

Vss－一一运行速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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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基本规定

3.1 设置原则

3. 1. 1 各类城市道路都应设置交通标志和标钱。

3.1. 2 交通标志和标线应根据道路条件、交通流条件、交通环境、

道路使用者的需求及交通管理的需要进行设置，并应与周边的设

施环境和景观条件相协调。当设置条件发生变化时，应及时增减、

调换、更新交通标志和标线。

3.1. 3 交通标志和标线的设置应立足道路交通有序、安全、畅通

的原则，符合国家现行有关标准的规定，并保持清晰、醒目、准确。

交通标志不应被行道树、广告、灯箱等设施遮挡，且不应遮挡信号

灯或其他交通标志。

3.1. 4 交通标志和标线应根据情况配合使用，其传递的信息应相

互协调，同时应与交通管理措施、设施相协调。

3. 1. 5 道路短期施工、养护期间设置临时交通标志和标线与道路

上已有的交通标志和标线发生信息冲突时，应在临时设置的交通

标志上说明原因、理由和有效期等内容。长期施工、养护期间宜清

除或覆盖原有的交通标志和标线，并应设置作业区交通标志和标

线，保障道路通行安全。

3.1. 6 道路施工、养护和体育赛事等大型活动期间设置的临时性

交通标志和标线，应在工程和活动结束后及时撤除，恢复正常交通

状态下的交通标志和标线设置。

3.1. 7 新建和改建道路时，交通标志和标线应同步进行设计、施

工和验收。

3. 1. 8 交通标志和标线的养护、管理应有专门机构负责。应定期

开展排查，发现交通标志和标线损毁、灭失的，应及时修复；需增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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交通标志和标线，应及时设置。

3. 1. 9 交通标志和标线的材料选择应符合国家现行相关标准的

要求。

3.2 设置流程

3. 2.1 交通标志和标线设计前应开展资料调查和分析工作，新建

道路调查的资料应包括下列内容：

1 道路周边的用地性质；

2 道路功能和等级、红线宽度、沿线交叉口及出入口等；

3 道路有关的设计成果及资料；

4 预测交通量和交通组成；

s 公交线路及停靠站方案；
6 沿途所经过的道路名、地点名和主要设施；

7 交通管理措施；

8 周边道路设施状况。

3.2.2 改建道路还应增加调查下列资料 z

1 现有道路交通设施状况；

2 各路段的交通量、交通特性和交通管理措施；

3 沿线的公交线路及站点设置情况；

4 道路及沿线交通事故情况。

3.2.3 交通标志和标线的设计应包括下列内容：

1 交通标志的设置位置、内容、种类；版面和尺寸设计；支撑

方式、标志板、支撑件、连接件、基础；强度、稳定性验算；视认角度

验算及视认环境评价；材料及施工工艺要求等。

2 交通标线的设置位置、内容、种类；文字、图形和尺寸；材料

及施工工艺要求等。

3.2.4 交通标志和标线应按设计、施工工艺要求进行施工。

3. 2. s 交通标志和标线施工竣工后应进行验收。验收应符合施
工图、相关标准及本标准有关验收规定的要求。验收合格后方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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投入使用。

3.3 设计文件编制

3. 3. 1 城市道路工程设计文件的组成应包括交通标志和标线设

置的内容；交通标志和标线设置的设计应包括初步设计阶段及施

工图设计阶段，其设计内容及深度应符合现行市政公用工程设计

文件编制深度规定的要求。

3. 3. 2 初步设计说明书应包括标志和标线设计的编制依据、设计

规范、设置范围、设置原则、材料要求、工程数量以及下阶段需有关

交通管理单位解决的问题。

3.3.3 初步设计图纸应包括交通标志和标线平面布置图、交通标

志版面类型图、交通标志杆件类型图、交通标志基础类型图、交通

标线类型图。各部分图纸的编制应符合下列规定：

1 交通标志和标线平面布置图应初步明确标志设置位置、标

志种类、标志版面内容、标志支撑类型、标线类型及布置；

2 交通标志版面类型图应初步明确各类标志版面样式及版

面尺寸；

3 交通标志杆件类型图应初步明确各类杆件的样式和主要

尺寸；

4 交通标志基础类型图应初步明确各类基础的样式及主要

尺寸；

5 交通标线类型图应初步明确各类种标线的样式及主要尺

寸。

3.3.4 施工图设计说明书应包括标志和标线设计的编制依据、设

计规范、对初步设计审批意见的响应、设置范围、设置原则、材料要

求、施工及安装要求、验收要求。

3.3.5 施工图设计图纸应包括交通标志和标线平面设计图、交通

标志版面设计图、交通标志板大样图、交通标志连接件大样图、交

通标志杆件设计图、交通标志基础设计图、交通标线大样图以及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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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标志和标线工程量汇总表。各部分图纸的编制应符合下列规

定：

1 交通标志和标线平面设计图应明确各标志设置点位、标志

种类、版面内容、标志支撑类型、标线类型及布置、标线间距等参

数；

2 交通标志版面设计图应明确各类标志版面样式、文字及图

案布置、尺寸、颜色、反光材料要求；

3 交通标志板大样图应明确各种标志板尺寸、龙骨及绑边方

式、材料、数量；

4 交通标志板连接件大样图应明确各种标志板与支撑杆件

的连接件的尺寸、材料、数量、连接方法；

5 交通标志杆件设计图应明确各类杆件尺寸、材料、颜色、连

接及数量；

6 交通标志基础设计图应明确各类标志基础尺寸、预埋件、

材料（含配筋）、数量、埋置及地基要求；

7 交通标线大样图应明确各种标线的线型、图形、尺寸、材料

及施划要求；

8 交通标志和标线工程量汇总表应明确各类标志数量、杆件

数量、基础数量、相关配件的数量及标线面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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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交通标志的基本要求

4.1 一般规定

4.1. 1 交通标志按其作用应分为主标志和辅助标志两大类，

其中主标志包括禁令标志、警告标志、指路标志、指示标志、旅

游区标志、作业区标志、告示标志；辅助标志应附设在主标志

下。

4. 1. 2 标志版面的颜色、含义及图形应符合表 4. 1. 2-1 、 4. 1. 2-2 的

规定，并应符合国家现行标准《道路交通标志和标线 第 2 部分：道

路交通标志》GB 5768. 2 的有关规定。

裴 4. 1. 2-1 标志版面颜色、含义及适用范围

颜 色 含 义 适用范围

红色 禁止、停止、危险
禁令标志的边框、底色、斜杠，叉形符号

和警告性线形诱导标的底色等

黄色（荧光黄色） 警告 警告标志的底色

蓝色 指示、指路
指示标志的底色、干路和支路的指路标

志的底色

绿色 快速路指路 城市快速路指路标志底色

棕色 旅游区及景点指引 旅游区指引和旅游项目标志的底色

黑色 警告、禁令等
标志的文字、图形符号和部分标志的边

框

白色 警告、禁令等
标志的底色、文字和图形符号以及部分

标志的边框

橙色（荧光橙色〉 警告、指示 道路作业区的警告、指路标志

荧光黄绿色 警告 注意行人、注意儿童的警告标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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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4. 1. 2-2 交通标志版面颜色及图形

序号 类 型 名 称 版面颜色及图形示例

直行 、 向 左（ 向

。＠＠车 右）转弯

辆
直行和向左〈直

f’丁- 

。。。1 行和向右）转弯、向
驶

左和向右转弯
方

与行驶 向 靠右侧（左侧）道

。＠方向相关
路行驶

」－ 的指示标

志 立体交叉直行和左转 @@ （直行和右转）行驶

2 

环岛行驶 @ 
」一一一

3 指示 单行路 c::I E > 日
标志

4 指导驾 鸣喇叭 ., 
驶人驾驶

L-

行为的指

@ 5 示标志 最低限速

二

左转、右转、直行 圄 国圃
－十~ 

与车道 道 直行和左转合用、

圄 回使用目的 行 直行和右转合用
6 

相关的指 驶
掉头、掉头和左

团团示标志 方
转合用

向

分向行驶车道 圆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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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表 4. 1. 2-2 

序号 类 型 名 称 版面颜色及图形示例

机动车行驶、机

@ 圄动车车道
专

用 非机动车行驶、

@ 国与车道
道 非机动车车道

使用目的
7 路

相关的指
和 公交专用车道、

圄 国示标志
车 快速公交专用车道

道
多乘员车辆专用

国车道
指示

标志

因8 人行横道

9 与道路 步行 ⑩ 
路权相关

的指示标

回10 
才’巳＝A、

允许掉头

一

11 停车位 回国国目
13 停车让行 e 

•------- 

与道路
禁令

优先权相
14 标志

关的禁令
减速让行 w 

』【【－－－－－
标志

15 会车让行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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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表 4. I. 2-2 

版面颜色及图形示例称名型类序号

。禁止通行16 

禁止机动车驶入

禁止拖拉机驶入

禁止摩托车驶入

禁止运输危险物

品车辆驶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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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禁止驶入17 

禁止载货汽车驶

入

禁止电动三轮车

驶入

禁止大型客车驶

入

禁止小型客车驶

入

禁止挂车、半撞

车驶入

禁

止

各
类
或
某
类
机
动
车
驶
入

与道路

通行权相

关的禁令

标志

禁令

标志

18 

禁止三轮汽车、

低速货车驶入

禁止某两种车驶

入标志



续表 4. 1. 2-2 

称

⑧ 
版面颜色及图形示例名型类序号

禁止畜力车进入

禁止人力货运三

轮车进入

一③
宙
飞

禁止非机动车进

入

禁止人力客运三

轮车进入

与道路

通行权相

关的禁令

标志

19 

禁止人力车进入

禁止某两种非机

动车进入
行
人
进
入

⑧ 
禁止行人进入

令
志
禁
标

禁止行人和非机

动车进入

禁止向左〈或向

右〕转弯

转右’
向

左向止雄
市

弯

禁止直行和向左

转弯（或直行和向

右转弯）

禁
止
各
类
或
某
类
非
机
动
车

禁止直行

禁
止
车
辆
向
某
方
向
通
行

与某方

向通行权

相关的禁

令标志

20 

禁止掉头

• 12 • 

21 



续表 4. 1. 2-2 

版面颜色及图形示例称名型类序号

禁止超车、解除禁止超

车
22 

禁止停车

23 

禁止长时停车

禁止鸣喇叭

与交通

管理相关

的禁 令 标

志

24 

禁止非机动车骑行

禁止非机动车骑行上坡

禁令

标志

25 

蝴
幽
暗
四
商
也

＠
一＠
－

一

一

耐
剧
而
因
而
国

禁止非机动车骑行下坡

限制速度

26 

解除限制速度

区域限制速度 、

区域限制速度解除

区域禁止长时停

车、区域禁止长时

停车解除

区
域
禁

止

及
解
除

与限制

相关的禁

令标志

27 

区域禁止停车、

区域禁止停车解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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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表 4. 1. 2-2 

序号 类 型 名 称 版面颜色及图形示例

限制宽度 '@! 
28 

与限 制
限制高度 @ 

一 相关的禁

令标志

禁令
限制质量 1@: 

29 标志

限制轴重 @ 
一

30 与停车 停车检查 :@ 
检查相关

ι－－－－－一 的禁 令 标

@ 31 志 海关

&£& 
&&& 

32 与平面 交叉口

警告 交叉相关 && 标志 的警告标

志

&&& 
一

33 注意信号灯 & 
• 14 • 



续表 4. 1. 2-2 

序号 类 型 名 称 版面颜色及图形示例

有人看守铁路道 £ 口

铁

路 元人看守铁路道 & 34 与平面
道 口

交叉相关
口

的警告标

志 叉形符号 生~司< 

35 注意分离式道路 & ~ 
36 急弯路 && 警告

标志 与道路

平面线形
反弯路 && 37 

相关的警

告标志

38 连续弯路 & 
一

39 陡坡 ~~ 
•------- 

与道路

纵断面线

~ 40 
形相关的

连续下坡

二 警告标志

41 驼峰桥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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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表 4. 1. 2-2 

序号 类 型 名 称 版面颜色及图形示例

与道路 窄路 &&& 
横断面相

42 
关的警告

& 标志 窄桥

一
双向交通 £ 
注意障碍物 ＆~~ 

与交通

流状况相
注意潮沙车道 Lili & 43 

关的警告

警告
标志

标志 注意合流 & & 
施工 £ 

44 注意行人 ~ ~ 
与可能

注意儿童 £ £ 45 
出现危险

状况相关

46 
的警告标

注意非机动车 A 志

47 注意残疾人 & 
• 16 • 



续表 4. 1. 2- 2 

序号｜ 类 型 名 称 版面颜色及图形示例

48 I 傍山险路 Ll ~ 
49 I 堤坝路 A& 

与可能

~ so I ｜出现危险 渡口

状况相关

警告志
事故易发路段 £. 

标志

52 I 慢行 & 
53 I 注意危险 & 
54 I 与建议｜ 建议速度 [JO km/h] 

安全措施

55 I ｜ 告标志 注意保将车距 ~ 

交叉口预告

支路 路径指

指路 引标志

标志

57 I 交叉口告知 ：噩噩J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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类

58 I 

59 I 

60 I 干路和
支路

指路

61 I 标志

62 I 

63 

64 

65 

• 18 • 

续表 4. 1. 2-2 

型 名 称

路名牌

路径指｜确｜ 街道名称

引标志 认

地点指

引标志

沿线设

施指引标

志

地点方向

地点距离

著名地点

分界

地点识别

停车场（区）

人行天桥、人行地下通

道

残疾人专用设施

版面颜色及图形示例

国国
圄

圄
[ifi·~回｜

[IBil 



续表 4. 1. 2-2 

序号 ｜ 类 型 名 称 版面颜色及图形示例

66 I 观景台 圄
施指引标

志

国67 I 应急避难设施

.... ......... ..... .......... 

68 I 绕行 ｜国E -
69 I 干路和 此路不通

支路

70 I 指路 车道数变少 国 ow 标志
道路其

71 I ｜他信息指 车道数增加 圃引标志

72 I 交通监控设备

日【《＠》】
73 I 线形诱导标

自 国

快速剧 ！ 人

74 
指路｜ 路径指 l 口

标志｜引标志 ｜ 指
人口预告

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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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表 4. 1. 2-2 

序号｜ 类 型 名 称 版面颜色及图形示例

75 I 
人口处地点、方

陆军同 ／1::1.!4a]
口

指

76 I ｜引｜ 人口

77 I 地点距离

确

78 I 
认

路名 。l!J摇.
快速

指路 路径指
｛ 蔷i£• 架路、 自［北高架路

h鼠i榷诅恤，配剑标志 引标志

79 I 出口预告

础画温 IMlll
出

80 I ｜口 下一出口预告

指

寻｜

出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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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表 4. 1. 2-2 

序号｜ 类 型 名 称 版面颜色及图形示例

82 I 起点
因三部阳

三环蛐圃国

83 I 
终点预告、终点提示及

终点

国
|- ·‘ 1 I I 

交通信息

息指引标

志祷

85 I 里程牌、百米牌 回 。
46 

86 I 停车领卡

87 I 车距确认 E国
田国1m1m111

88 I 特殊天气建议速度 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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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表 4. 1. 2-2 

版面颜色及图形示例称名型类序号

回 ＠
咿

@ 
啕

( @ 
咿

车速专用

回 i圃l圃车型专用

回圄｜圄车种专用

｜匾噩 i噩噩｜ ［匾画功能专用

快
速
路
车
道
指
路

沿线信

息指引标

志祷

89 

噩噩面通量抽方向专用E

路
志

阳
｜
指
标 匮噩｜组合专用

回
国

国不设不停车收费

车道

设不停车收费$

道

收
费
站
预
告
及
收
费
站

设
标

线
引
沿
指

施
志

9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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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表 4. 1. 2-2 

序号｜ 类 型 名 称 版面颜色及图形示例

91 I 
| 町停车收费（ETC) I 回车道指示

计重收费 国沿线设

施指引标

加油站 国
94 I 紧急停车带 因

施工 A 
道路封闭 A 

95 I 作业区标志 左道封闭 I~ 
车

道

£& 封
右道封闭

闭

中问道封闭 &. 
• 23 • 



序号 ｜ 类 型

95 I 作业区标志

96 I 辅助标志

• 24 • 

续表 4. 1. 2-2 

名 称

向左改道

改

道

向右改道

施工绕行

表示时间

表示车辆种类

表示方向

版面颜色及图形示例

A A 

除进沿线单位军辆外

CEJ EJ 

~~ 

C2J 巳U

(EJ C5J 



续表 4. 1. 2-2 

序号 类 型 名 称 版面颜色及图形示例

l!2oom叫｜ 匾吕

表示区域或距离 ~t叫Om ,JI I匡豆豆

E画回
96 辅助标志

@ (ffi 
表示警告、禁令理由

(!!) ｛ 教练路线）

组合 ｜想？株｜

路外设施 [tll生楠a耐叫’ E 

｜⑧品｜｜＠叫
97 告示标志 ｜国叫｜国..,. ••• ] 

行车安全提醒

i 宫玄｜｜③.，.＂.~~－I

国 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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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表 4. 1. 2-2 

序号｜ 类 型 名 称 版面颜色及图形示例

｜画
距离

旅

游

区

指

寻｜ 方向

98 I 旅游区标志

旅游符号

圄
圄
囚

一国
团

团
回
国

－E
固

目
囚
困
噩
回

注 ：“铃”快速路沿线信息指引标志中的著名地点、分界、车道数变少及增加，以及

交通监控设备标志的版面颜色、图形、设置条件及方法，应符合本规范第 9 章

对应节、条的规定。

4. 1. 3 交通标志是交通信号的一种，不应传递与道路交通无关的

信息。

4.1. 4 交通标志的设置应整体布局，做到信息连贯一致，不得出

现信息不足、不当或过载的现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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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1. 5 交通标志的设置应满足道路使用者在动态条件下的视认

性及发现、判读标志及采取行动所需的前置距离要求。

4. 1. 6 各类交通标志及支撑结构的任何部分不得侵入道路建筑

限界以内。

4.2 标志版面布置

4. 2.1 交通标志的版面布置应信息明确、元歧义、简洁美观。

4.2.2 同类标志宜采用同一类型的标志版面。设置于同一门架

式、悬臂式等支撑结构上的同类标志，宜采用同一高度和边框尺

寸。

4.2.3 当禁令、指示标志套用于元边框的白色底板上时，为必须

遵守标志；但禁令标志中的停车让行、减速让行标志不得套用于无

边框的白色底板上。对事故多发路段，以及标志视认条件受道路

行驶环境影响较大路段设置的警告标志，宜采用套用于无边框的

荧光黄色底板上的版面。

4.2.4 同一版面中的禁令或指示标志的数量不应多于 4 种；快速

路、隧道、特大桥路段的入口处，同→版面中的禁令或指示标志的

数量不应多于 6 种。同一版面中禁止某种车辆转弯或禁止直行的

禁令标志，不应多于 2 种，若禁止的车辆多于 2 种，则应增设辅助

标志。

4. 2. 5 禁令、指示、警告标志版面上附加图形和文字时，应符合下

列规定：

1 禁令标志版面上不得附加文字，禁止转弯等禁令标志附加

图形时，箭头位置应保持不变；

2 车辆行驶指示标志版面上可附加箭头图形，专用道路指示

标志版面上可附加时间，但附加箭头图形和时间时原指示标志的

车辆图形大小应保持不变，位置可适当移动；

3 除车辆行驶和专用道路指示标志外，其他指示标志版面上

不宜附加图形和文字；当必须附加图形和文字时，原指示标志图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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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版面中位置和大小应保持不变；

4 警告标志不得附加图形和文字；

4.2.6 指路标志版面中的信息含义（图 4. 2. 的，应符合下列规

定：

4 

图 4. 2. 6 指路标志版面信息含义

I 
2 

3 

I 前方通达的道路或地点； 2一左、右方向通达的道路或地点；

3一前方交叉道路忡地理方向信息

1 标识在箭头外的信息，应为交叉口及各相交道路所能通达

的道路或地点名称；

2 箭头杆中可标识横向道路路名信息，也可同时标识当前行

驶道路与横向道路路名信息，标识横向道路时直为前方最近交叉

口横向道路路名信息，路名字高宜为 0. 5h~ 0. 7h; 

3 可在标志版面上标识地理方向信息，地理方向信息中的方

向箭头可根据道路实际方向调整旋转，但其表示方向的文字不应

旋转；当标志设置在行驶方向右侧时可在其版面左上角标识地理

方向信息，设置在行驶方向左侧时可在其版面右侧上角标识地理

方向信息；当版面为复杂交叉口图形时，可视版面布置情况在左下

角或右下角标识地理方向信息；

4 标志版面上的路名、地名应使用标准名称；

5 标志版面各方向指引信息的选取，应符合本规范第 8. 1 节

和第 9. 1 节的规定 。

4.2.7 指路标志版面中各方向指引的目的地信息数量及布置（图

4. 2. 7），应符合下列规定：



图 4. 2. 7 指路标志版面信息数量及布置

1 同一块指路标志的版面中，各方向指引的目的地信息数量

之和不宜超过 6 个，同一方向指引的信息数量不应超过 2 个；

2 同一方向表示 2 个信息时，宜在一行或两行内按由近到远

顺序，由左至右或由上至下排列；

3 前方通达地点或道路名称信息应标识在竖向箭头的上方；

4 左、右方向通达地点或道路信息可在横向箭头上方或上下

方标识，也可标识在箭头指向的外侧；当左右方向通达地点或道路

为单一信息时，横向箭头外侧信息可竖向书写；

5 一个城市指路标志版面信息排列顺序及布置方式，应协调

一致。

4.2.8 指路标志中的文字应使用规范汉字，可根据需要与其他文

字并用 。 城市重要的旅游区、重要的国际性活动场所，可采用中、

英文或汉字与少数民族文字对照形式。汉字应排在其他文字上

方，少数民族地区可根据当地规定调整文字位置。

4. 2. 9 指路标志上使用的箭头应符合下列规定：

1 指示车道的用途时，箭头应向下并应指向该车道的中心位

置；

2 指示车辆前进方向时，箭头应向上；

3 指示出口方向时，箭头应倾斜向上，并应反映出口方向的

角度；

4 指示互通立体交叉臣道轮廓的图形标志，以及设置在干路

和支路上的预告指引快速路入口的平面交叉图形标志，宜采用曲

线箭头（图 4. 2. 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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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护＝~
＝~斗户二快

图 4. 2. 9 曲线箭头

5 上下排列向上、向左、向右的 3 个方向指示时，应从上至下

按向上、向左和向右的顺序排列，并且指向上、左的箭头应放在左

侧，指向右的箭头应放在右侧；左右排列向上、向左和向右的 3 个

方向指示时，应从左至右按向左、向上、向右的顺序排列；

6 箭头宜放在主要标志文字的下方，或文字一侧的适当位

置。

4.2.10 当指路标志中的距离小于 lkm 时，宜以 m 为单位，并宜

采用 50m 的倍数值；当指路标志中的距离大于或等于 lkm 并小

于 3km 时应以 km 为单位，并宜采用 O. lkm 的倍数值；当指路标

志中的距离大于或等于 3km 时应以 km 为单位，并宜采用 lkm 的

倍数值。整个城市指路标志版面中的距离表示方法宜统一。

4.2. 11 旅游标志中应放置代表景点特征的图形。

4.2. 12 各类标志版面尺寸和字符大小应根据设计速度按表

4. 2. 12-1 选取。也可根据路段的运行速度CVss ）进行调整，应符合

下列规定：

1 指路标志的版面尺寸应与字符数量、图形符号、其他文字

和版面美化等因素相协调；版面设计时，其他文字与汉字高度关系

宜符合表 4. 2. 12-2 要求；

2 高度不同的两个设计要素相邻，可按低的高度值选择间距

和行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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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隧道内或桥下因建筑限界、结构承载能力限制等特殊情

况，当需缩小标志版面尺寸时，可适当减小文字高度，但最小高度

不应小于一般值的 0. 8 倍，或采用高宽比为 1 : 0. 75 的窄字体，但

不得改变版面各要素之间的相互关系；

4 设置在城市狭窄道路、分隔带内等处的警告、禁令、指示标

志，当采用柱式标志支撑结构设置空间受限制时，可采用最小值。

三角形警告标志的最小边长不应小于 0. 6m；圆形禁令标志的最小

直径不应小于 0. 5m；三角形禁令标志的最小边长不应小于 0. 6m; 

八角形禁令标志对角线长度不应小于 0. 5m；指示标志的最小直径

（或短边边长）不应小于 0. 5m 。

表 4. 2.12-1 标志版面尺寸、文字高度与设计速度的关系

设计速度（km/h) 100 80 60 、 50 、 40 30 、 20

警告 三角形边长（m) 1. 30 1. 10 0.90 0. 70 

标志 叉形标志宽度（m) 1. 20 0. 90 

圆形标志外径（m) 1. 20 1. 00 0.80 0. 60 

三角形标志边长（减速让
0.90 0. 70 

行） (m) 

禁令

标志 八角形标志外径（停车让
0. 80 0. 60 

行） (m) 

长方形标志边长（区域限
1. 20 × 1. 70 0. 90 × 1. 30 

制、解除）（m×m〕

圆形标志外径（m〕 1. 20 1. 00 0.80 0.60 

正方形标志边长（m) 1. 20 1. 00 0.80 0. 60 

指示 长方形标志边长（m×m〕 1. 90 × 1. 40 1. 60 × 1. 20 1. 40 × 1. 00 

标志
单行线标志边长（m× m) 1. 20 × 60 1. 00 × 50 0.80 × 0.40 0. 60 × 0. 30 

会车先行标志边长（m×
0. 80 0. 60 

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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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表 4. 2. 12-1 

设计速度（km/h) 100 80 60 、 50 、 40 30 、 20

汉字高度（m)
0. 60 、 0. 55 、 0. 50 、0.45 、

0. 65 、 0.60 0. 30 、 0. 25 
0. 50 0.40 、 0. 35 

指路

标志 道路编号标志中的字母

标识符、数字及出口编号标 0.45 、0.40 0.40 、 0. 35 0. 30 、 0. 25 0. 20 、 0. 15 

识中的数字高度（m)

表 4. 2. 12-2 其他文字与汉字高度的关系

其他文字 与汉字高度 h 的关系

英文、拼音或 大写 l/Zh 

少数民族文字高 小写 l/3h 

字高 h 

阿拉伯数字 字宽 l/2h~ 4/5h 

笔画粗 l/6h~ l/5h 

k l/2h 
公里符号高

口1 2/5h 

4. 2.13 可变信息标志版面应符合现行国家标准《道路交通标志

和标线 第 2 部分：道路交通标志的规定》GB 5768. 2 的规定。文

字的字体、字高等应保证视认性，并应符合本规范表 4. 2. 12-1 、表

4. 2. 12-2 的规定。可变信息标志不应显示与交通元关信息。

4.2.14 当采用其他指示、禁令、警告标志时，除应执行现行国家

标准《道路交通标志和标线 第 1 部分：总则》GB 5768. 1 中的建

议程序外，还应符合下列要求：

1 应符合现行国家标准《道路交通标志和标线 第 2 部分：

道路交通标志的规定》GB 5768. 2 的规定；

2 标志内容宜采用图形方式，并应辅以文字说明；

3 文字类禁令标志应为白底、红圈、红杠、黑文字，形状为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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形或矩形；

4 文字类警告标志应为黄底、黑边、黑文字，形状为三角形或

矩形。

4.3 标志的设置位置与数量

4. 3.1 交通标志应设置在车辆行进方向上易于看到的地方，并宜

设置在车辆前进方向的右侧或车行道上方。当路段单向车道数大

于 4 条、道路交通量大、大车比例高时，宜分别在车辆前进方向左、

右两侧设置相同的交通标志。

4.3.2 标志的设置位置应符合下列规定：

1 警告标志的前置距离可根据道路的设计速度和条件类型

按表 4.3.2 确定，也可按所处路段的道路管理行车速度或运行速

度，以及道路具体条件进行适当调整；

表 4. 3. 2 警告标志前置距离

m 

减速到下列速度（km/h〕

速度

Ckm/h) 
条件 A樨 条件 B .. 

。 10 20 30 40 50 60 70 80 90 

40 ※ ※ ※ ※ 

50 ※ ※ ※ ※ ※ 

60 30 ※ ※ ※ ※ 

70 50 40 30 ※ ※ ※ ※ 

80 80 60 55 50 40 30 ※ ※ 

90 llO 90 80 70 60 40 ※ ※ ※ 

100 130 120 l15 llO 100 90 70 60 40 ※ 

注：”道路使用者有可能停车后通过警告地点。

H 道路使用者应减速后通过警告地点。

※不提出具体建议值，可视具体条件确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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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禁令、指示标志应设置在禁止、限制或遵循路段的开始位

置，部分禁令、指示标志开始路段的交叉口前还宜设置相应的提前

预告标志，使被限制车辆能提前了解相关信息；

3 指路标志及其他标志设置位置，应符合本规范对各个标志

设置的具体规定。

4.3.3 标志设置位置除满足前置距离和视认性要求外，还应符合

下列要求：

1 不得影响道路的停车视距和妨碍交通安全；

2 不宜紧靠沿街建筑物的门窗前及车辆出入口前；

3 与沿街建筑物宜保持 lm 以上的侧向距离；

4 快速路标志之间间距不宜小于 lOOm，其他道路在路段上

的标志最小间距不宜小于 30m，当不能满足最小设置距离时，应采

用互不遮挡的支撑结构形式；

5 不得被上跨道路结构、照明设施、监控设施、广告构筑物以

及树木等遮挡；

6 不应影响其他交通设施。

4.3.4 不同种类的标志不宜并列设置，当受条件限制需并列设置

时，应符合下列规定：

1 安装在同一支撑结构土标志不应超过 4 个，并应按禁令、

指示、警告的顺序，先上后下、先左后右排列；

2 同类标志的设置顺序，应按提示信息的重要程度排列；

3 停车让行标志、减速让行标志、会车让行标志、解除限制速

度标志、解除禁止超车标志应单独设置；当条件限制需并列设置

时，同→支撑结构上标志不应超过 2 个；

4 当指路标志和分向行驶车道标志需并列设置时，应按分向

行驶车道标志、指路标志顺序从左至右排列。

4. 3. 5 辅助标志应设置在被说明的主标志下缘，当需要两种以上

内容的辅助标志对主标志进行说明时，可采用组合形式，但组合的

内容不宜多于 3 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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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3.6 主、辅标志及支撑结构的竖向及横向最小净空应符合下列

规定：

1 位于路面上方的各类标志，其标志板及支撑结构下缘至路

面的高度应大于该道路规定的净空高度。标志板及支撑结构下缘

至路面的最小净空高度应大于表 4. 3. 6 要求；

表 4.3.6 路面上方标志及支撑结构下缘距离路面的最小净高

道路种类 行驶车辆类型 最小净高 H(m)

各种机动车 4. 5 
机动车道

小客车 3. 5 

非机动车道 自行车、三轮车 2. 5 

人行道 行人 2. 5 

2 位于路侧的各类标志板边缘及标志支撑结构边缘至车行

道路面边缘的侧向距离，应大于或等于 0. 25m; 

3 位于路侧的柱式标志板下缘距路面的高度宜为 1. 5m~ 

2. 5m；当设置在小型车比例较大的道路时，标志板下缘距路面

的高度可根据实际情况减小，但不宜小于 1. 2m；当设置在人行

道、非机动车道的路侧时，标志板下缘距路面的高度应大于

1. Sm。

4.3.7 标志的安装应视实际情况调整其俯仰角度，使其版面垂直

于行车方向，并应符合下列要求：

1 标志安装应减少对驾驶员的眩光影响；

2 标志安装角度宜根据设置位置，道路的平、竖曲线线形进

行调整；

3 路侧标志宜与车道中心线垂直或与垂线成一定角度〔图

4. 3. 7 (a汀，其中禁令和指示标志宜为 0。～ 10。，特殊情况下可增

大，但最大不应超过 45。；指路和警告标志宜为 0。～ 10。；

4 车行道上方的标志板面应与车道中心线垂直，板面宜向下

倾斜。。～15。［图 4. 3. 7(b）］。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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指路和警告标志。＝O。～10。
禁令和指示标志。＝0。～45。

(a ）路侧标志

图 4. 3. 7 标志安装角度

β＝O。～15。
／一一一←→一

β 

门
－~ 
E主
思

量｜车噎雪方向
锢
！飞

(b ）车行道上方标志

4. 3. 8 可变信息标志设置应根据路网交通管理需要进行，设置位

置应符合下列规定：

1 有进行交通实时控制需求的路段上适当位置；

2 快速路、高架道路入口及出入口前的适当位置；

3 长度大于 500m 的隧道入口前适当位置；

4 潮沙车道起点和可变导向车道前；

5 需进行停车诱导的停车场站的入口前，以及相邻交叉口进

口前适当位置；

6 有其他特殊要求的路段。

4.4 标志间的匹配设置

4. 4.1 交通标志间的匹配设置应符合交通法规和国家现行有关

标准的要求，并应协调、合理、适当。

4. 4. 2 禁令标志与警告标志匹配设置时，必须设置禁令标志，警

告标志应根据实际情况与管理需要设置。

4.4.3 指示标志与警告标志匹配设置时，必须设置指示标志，警

告标志应根据实际情况与管理需要设置。

4.4.4 禁令标志与指示标志的匹配设置应符合下列规定：

1 含义和作用相同时，必须设置指示标志，相同含义的禁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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标志可根据实际情况与管理需要设置；

2 含义和作用互为对应时，必须设置禁令标志，对应含义的

指示标志和配合指示行车方向标志，可根据实际情况与管理需要

设置；

3 禁令标志套置于指示标志上时，应在必要位置另行设置相

应的禁令标志。

4.4.5 禁令、指示标志与指路标志的匹配设置中，当禁令、指示标

志套置于指路标志版面上时，应在必要位置另行设置相应禁令、指

示标志。

4.5 标志支撑方式

4.5.1 标志的支撑方式应根据交通量、车型构成、车道数、沿线构

造物分布、风荷载大小，以及路侧条件等因素按表 4. 5. 1 确定。

表 4. 5.1 标志支撑方式及适用条件

支撑方式 适用条件

单柱式 警告、禁令、指示及小型尺寸指路标志
柱式

双柱式 大中型长方形的指示或指路标志

1 道路较宽、交通量较大、外侧车道车辆阻挡内侧车道

悬臂式 车辆视线；

2 视距或视线受到限制

1 同向三车道以上的多车道道路需分别指示各车道去

向；

门架式
2 交通量较大、外侧车道车辆阻挡内侧车道车辆视线；

3 互通式立交间隔距离较近、标志设置密集；

4 受空间限制，柱式、悬臂式安装有困难；

5 隧道、臣道入口处，以及出口匣道在行车方向的左侧

附着式
1 支撑件设置有困难；

2 采用附着式设置更为合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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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5.2 当标志与交通信号灯结合布置更为合理时，标志与交通信

号灯的支撑结构宜一并设计，或将标志附着安装在交通信号灯的

支撑结构上。

4.6 材料要求

4. 6.1 标志版面反光材料及照明应采用环保节能材料，并应符合

下列规定：

1 标志版面在白天和夜间的颜色应满足现行国家标准《道路

交通标志和标线 第 1 部分：总则》GB 5768. 1 的规定。

2 标志应采用逆反射材料制作版面，也可根据地形、观测角

度、日照等情况增加主动发光式或外部照明设备。

3 逆反射材料的逆反射性能应符合现行国家标准《道路交通

反光膜》GB/T 18833 的规定，使用中当其性能不能满足该规范最

低要求时应及时更换。

4 快速路、主干路标志应采用皿类～ V类反光膜；次干路及

以下等级道路的标志可在 I 类～凹类的反光膜中选择。

5 在下列情况下设置的禁令、指示、警告标志，宜采用V类反

光膜：

1)快速路小半径曲线及立交小半径匣道路段；

2）交通较为复杂、视距不良、观察角过大的交叉口或路段；

3）通行大型车辆为主的道路。

6 位于行车道上方标志版面的逆反射性能，宜比路侧标志提

高一个等级。当采用V类反光膜也无法保证视认时，宜增加标志

照明系统。

7 隧道内指示紧急电话、消防设备、人行横洞、行车横洞、紧

急停车带、疏散等标志，应采用主动发光或照明式标志，其他标志

宜采用主动发光或照明式标志。

8 主动发光标志和照明式标志在夜间均应具有 150m 以上

的视认距离，其材料及制作要求应符合现行国家标准《道路交通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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志和标线 第 2 部分：道路交通标志》GB 5768. 2 的规定，并宜使

用透光型反光材料制作。

4. 6. 2 标志底板可采用铝合金板、挤压成型的铝合金型材、薄钢

板、合成树脂类板等板材制作，板材相关指标及制作应符合现行国

家标准《道路交通标志板及支撑件》GB/T 23827 的规定。在保证

视认性前提下，标志板可分块制作，现场拼装。

4.6.3 可变信息标志板采用的材料及显示方式，应根据标志类

型、显示内容、控制方式、环保节能、经济性等要求确定。

4. 6. 4 支撑结构材料应符合下列规定：

1 标志支撑件可选用钢管、型钢、八角形钢柱或钢和架，

也可根据需要采用铝合金型材、合成材料、钢筋混凝土等材料

制作；

2 标志基础应采用的水泥混凝土强度等级应大于或等于

C25 。

4.7 标志结构设计

4. 7.1 标志结构设计应符合下列规定：

1 版面尺寸及支撑方式确定后，应对同一支撑结构类型的标

志进行合理归类分组，减少不同版面及支撑结构的规格类型。

2 风荷载计算中的设计风速，应采用标志所在地区距离平坦

空旷地面 lOm 高， 50 年一遇， lOmin 的计算平均最大风速。对缺

乏风速观测资料的地区，可按全国各气象台站的基本风速和风压

值的有关数据，并经实地调查核实后采用，但不得小于 22m/so

3 应按承载能力极限状态和正常使用极限状态进行结构设

计，并应满足构造和工艺方面要求。

4 标志结构的重要性系数可按下列两个等级选用：

1)位于快速路、主干路上的悬臂式、门架式标志，结构重要

性系数 Yo 二 1. 0; 

2）位于快速路、主干路上的其他类型标志，以及位于其他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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级城市道路上的标志，结构重要性系数 γ。＝ O. 95 。

5 标志结构的荷载组合与计算、极限状态设计、地基基础设

计等，应符合现行标准《钢结构设计规范》GB 50017、《城市桥梁设

计规范》en 11 和《公路桥涵地基与基础设计规范》JTG D63 的规

定。

4.7.2 标志板设计应符合下列规定：

1 标志板应由底板、反光材料、滑槽、支撑件紧固件组成，外

部或内部照明标志还应包括其照明系统与结构；标志的外形应美

观，并采用统一的形式，各组成部件应牢固、防腐、耐用，紧固件应

通用；

2 标志底板的厚度应符合强度要求，其最小厚度宜符合表

4. 7. 2 的要求，当标志底板面积大于或等于 9m2 时，宜采用挤压成

型或压边的铝合金板拼接制作；

表 4.7.2 标志板最小厚度

标志名称 标志类别 铝合金板（mm) 合成树脂板（mm)

小型 1. 5 
指示标志

大型 2. 0 

小型 1. 5 
禁令标志

大型 2. 0 

小型 1. 5 
警告标志

大型 2.0 

小型 2.0~ 3.0 
指路标志

大型 3.0~ 3. 5 

辅助标志 1. 5 

注： 1 标志板面面积大于或等于 9时时应视为大型标志板。

2 指示、禁令、警告标志包括多标志同一版面布置的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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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标志板宜选用型铝、型钢等滑槽加固。

4.7.3 标志支撑设计应符合下列规定：

1 标志支撑件中采用的所有钢制部件均应采用热浸镀辞或

其他防腐工艺处理，钢管顶端应封闭；各种支撑件的断面尺寸、连

接部件等均应根据标志板面的大小、所设置地点的受风力及支撑

方式由计算确定；

2 标志支撑件的基础宜采用刚性扩大基础，当刚性基础过大

或基础设置处土质不良时，可采用桩基础；基础的金属预埋件必须

进行除锈处理；基础的埋设深度和构造尺寸应由计算确定；

3 标志板与支撑件应采用适当的连接方式，连接部件的设计

应安装方便、连接牢固、保持板面平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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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指示标志

5. 1 一般规定

5.1. 1 当道路交通需采用交通标志指示道路使用者交通行为时，

应设置指示标志。各种指示标志的分类与选用应符合本规范表

4. 1. 2-2 的规定。

5.1. 2 指示标志应向道路使用者传达交通组织信息，指示道路使

用者应按交通管理措施安全、合法、合理地使用道路。

5.1. 3 指示标志附加图形和文字应符合本规范第 4.2. 5 条的规

定。当有时间、车种、车速等限制时，应在标志下方采用辅助标志

补充说明。

5.1. 4 城市道路不宜使用路口优先通行标志和会车先行标志，因

特殊需要使用时，应符合现行国家标准《道路交通标志和标线》

GB 5768 相关规定。

5. 2 车辆行驶方向标志

5. 2.1 下列情况应设置车辆行驶方向指示标志：

1 当交叉口某方向路段交通量超过其通行能力，需实行分

流，组织车辆按箭头指示方向行驶时；

2 由于道路设计、交通组织或道路维修等原因，要求车辆只

能按箭头指示方向行驶时；

3 一些大型或畸形平面交叉口需要控制车辆转弯时；

4 在一些平面交叉口或出入口，某些方向的交通流容易错误

行驶，需设置相应的指示标志时。

5.2.2 直行标志和转弯标志应设置于需要控制车辆行驶方向的

交叉口或路段前 30m～90m 处。



5. 2. 3 靠某路侧行驶标志应设置于交叉口出口道中央分隔带端

部，或需车辆靠某路侧行驶的道路入口分隔带端部处。

5.2.4 允许车辆左转且当不允许掉头行驶时，应设置向左转弯标

志，并应设置禁止掉头禁令标志。

5. 2. 5 当指示车辆行驶方向标志有时间、车种等特殊规定时，应

采用辅助标志说明。

5.2.6 靠某路侧行驶标志设置在中央分隔带端部时，宜与另一侧

禁止驶入标志结合设置。

5.2.7 当禁令标志作为附加图形设置于指示标志上方时，还应另

在适当位置单独设置相应的禁令标志。

5. 3 立体交叉行驶路线、环岛行驶标志

5. 3.1 下列情况应设置立体交叉行驶路线标志：

1 下游有简易立体交叉，需对直行及转向行驶路径提前预告

时；

2 道路使用者容易对立体交叉行驶路线感到迷惑，不易分辨

行驶方向时。

5. 3. 2 当F游为环岛交叉，需对环岛行车规则提前预告时，应设

置环岛行驶标志。

5. 3. 3 立体交叉行驶路线标志宜结合指路标志或出入口标志，设

置于立交上游适当位置。

5. 3. 4 环岛行驶标志应设置于环岛交叉口进口导流岛上或环岛

中心面向来车方向的适当位置处。

5.3.5 对于大型立交或快速路枢纽互通立交，应设置指路标志系

统，可不设置立体交叉行驶路线标志。

5. 3. 6 环岛行驶标志不应代替指路标志，当指路标志已明确传达

环岛各路口地点方向信息，可不设置环岛行驶标志。

5.4 单行路标志

5. 4. 1 当需指示道路为单向行驶道路时，应设置单行路标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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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 4. 2 在无信号灯控制的交叉口处，单行路标志应设置在交叉口

单行道出口处，版面应面对来车方向，并应与直行和向左转弯、直

行和向右转弯指示标志及禁止机动车驶入、停车让行禁令标志等

配合使用。

5.4.3 当单行路标志有时间、车种等规定时，应结合辅助标志说

明或附加图形设置。

5.4.4 若遇当前行驶道路路段单向车道数大于或等于 2 条或单

行路标志不易被发现的情况，直在进入交叉口前适当位置对单行

路进行预告。

5. 4. 5 到达单行路交叉口前 1～ 2 个交叉口，宜设置绕行指路

标志，对下游单行路路名、单行方向及车辆绕行方案进行预
圭仨
口。

5.5 日鸟喇叭标志

5. 5.1 在双向行驶且无中间隔离设施的道路上，下列情况应设置

呜喇叭标志：

1 当道路圆曲线半径小于或等于表 5. 5. 1 1 中规定，停车视

距小于表 5. 5. 1 1 中规定的曲线路段，驾驶人受道路线形影响，无

法辨别对向有车驶来时；

表 5.5.1-1 安全行驶的圆曲线最小半径和停车视距

设计速度（km/h) 60 50 40 30 20 

圆曲线极限值半径（m) 150 100 70 40 20 

停车视距（m) 70 60 40 30 20 

2 坡度大于表 5.5.1-2 的上陡坡且视距低于表 5. 5. 1 1 规

定的路段，应设置呜喇叭标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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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5. 5. 1-2 设置鸣喇叭标志的纵坡坡度值

设计速度（km/h) 60 50 40 30 20 

海拔＜3000m 6 6 7 7 7 

海拔二主3000～＜4000m 5 5 6 7 7 
上坡纵坡坡度（%）

海拔二三4000～＜5000m 4 4 5 6 7 

海拔二主5000m 4 4 4 5 6 

3 双向行驶的隧道出、人口前光线、视距不良的路段，应设置

呜喇叭标志。

5.5.2 呜喇叭标志应设置在急弯陡坡视距不良、隧道等路段的起

点处。

5. 5. 3 呜喇叭标志可与相关警告标志配合使用。

5.6 最低限速标志

5. 6. I 下列情况应设置最低限速标志：

I 在快速路或对车速要求较高的其他道路上，需要限制慢速

车辆进入时，应设置最低限速标志；

2 需对不同车型和车速的交通流进行分流，提高高等级道路

通行能力和安全性时，应设置最低限速标志。

5. 6. 2 最低限速标志应设置在快速路或其他需限制最低速度路

段的起点，以及互通式立交和路段入口渐变段终点。

5. 6. 3 最低限速标志应和最高限速标志二起使用，最高限速标志

和最低限速标志应分别按自上至F或自左至右布置。

5. 6. 4 最低限速标志所示数值宜为最高限速标志数值的 1/2～

3/4 ，且宜低于最高限速标志所示数值 30km/h 及以上。
5. 6. 5 在安全敏感路段，宜采用辅助标志告知限速原因、路段长

度等信息。

5.7 车道行驶方向标志

5. 7.1 车道行驶方向标志设置应符合下列规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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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当交叉口某方向进口交通流量较大、转弯车辆较多或渠化

车道数大于或等于 4 条车道时，应设置车道行驶方向标志；

2 当交叉口渠化车道布置不够充分、不规则或地面导向箭头

易被积雪遮埋时，应设置车道行驶方向标志。

5.7.2 在交叉口前设置车道行驶方向标志时，应符合下列规

定：

1 车道行驶方向标志应设置在导向车道前适当位置，并不应

与指路标志之间互相遮挡；

2 除分向行驶车道标志以外的车道行驶方向标志，均应设置

在所指示车道中心上方；

3 分向行驶车道标志宜采用悬臂式，设置于指路标志下游或

与指路标志并列设置；

4 当渠化车道多级变化，交通流量较大时，宜在指路标志上

游适当位置增设分向行驶车道标志。

5.7.3 路段上的车道行驶方向标志宜设置在导向车道变化的起

点位置，并应采用门架结构逐车道分设。

5. 7. 4 车道行驶方向标志所指方向应与车道布置方式及地面箭

头标线一致。

5. 7. 5 车道行驶方向标志不得代替指路标志，当指路标志已明确

反映车道布置及各方向去向、地点路径，可不设置车道行驶方向标

士
也
5.7.6 当交叉口车道管理措施情况复杂时，可在版面中组合禁

令、辅助等标志，对特殊车道的使用时间、车种、车速等情况进行限

制。

5. 7. 7 当车道行驶方向根据管理要求可变时，应设置可变的车道

行驶方向标志。

5.7.8 当遇快速路或主要干道多车道逐级分合流情况时，车道行

驶方向标志宜重复设置。

5. 7. 9 当道路车道数大于 6 条时，宜采用分向行驶车道标志，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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应采用悬臂式结构在道路两侧同时设置。

5.7.10 若遇交叉口进口道仅有一条左转车道且不禁止掉头时，

左转和掉头合用车道标志，可由左转车道标志替代；若交叉口进口

道有多条左转车道且部分左转车道禁止掉头时，宜在不禁止掉头

的左转车道上设置左转和掉头合用车道标志。

5. 7.11 车道行驶方向标志版面中车道分隔线宜反映地面标线实

际情况，距离交叉口较近时可采用实线分隔。

5.8 专用道路和车道标志

5. 8.1 当道路或车道为某类指定车辆专用时，必须设置专用道路

或车道标志。

5. 8. 2 机动车行驶标志、机动车车道标志，宜设置在专供机动车

行驶道路、车道的起点及人口前的道路或车道上方。

5. 8. 3 非机动车行驶标志、非机动车车道标志，宜设置在专供非

机动车行驶道路、车道的起点及人口前的道路或车道上方。

5. 8. 4 公交专用车道标志应设置在专供公交线路行驶的车道起

点及入口前的车道上方。

5. 8. 5 快速公交专用车道标志应设置在专供快速公交行驶车道

的起点及入口前的车道上方。

5. 8. 6 多乘员车辆专用车道标志应设置在专供多乘员车辆专用

车道的起点及入口前的车道上方。

5. 8. 7 当机动车行驶标志与非机动车行驶标志同时设置于道路

机非分隔带起点及入口处时，或者机动车行驶标志附加靠左侧行

驶箭头与非机动车附加靠右侧行驶箭头的标志同时设置于道路机

非分隔带起点及入口处时，且机非分隔带宽度满足设置标志要求

时，宜同杆设置。

5. 8. 8 不同的专用道路和车道相邻且无分隔带时，其标志可并

列布置在同一块标志版上，并宜设置在分道通行道路人口前位

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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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8.9 专用车道标志宜采用悬臂或门架方式安装，版面上箭头应

正对车道，当交叉口间隔距离较长时，宜在路段中重复设置专用车

道标志。

5. 8.10 当多乘员车辆专用车道标志有人数规定时，可在标志右

上角表示。

5. 8.11 某单一车种的车道应配合设置路面文字标记和车种专用

车道线，两者不应矛盾。

5. 8.12 根据交通管理特殊要求，需规定其他道路使用者专用道

路或车道时，可按本节要求进行设置。

5.9 人行横道标志

5. 9.1 元信号灯控制的人行横道两端应设置人行横道标志。

5.9.2 有信号灯控制的人行过街横道可设人行横道标志。

5.9.3 人行横道标志应设置在人行横道两端适当位置，面向来车

方向。

5. 9. 4 人行横道标志应与人行横道线配合使用。

5. 9. 5 当人行横道位置不易被驾驶员发现时，有信号灯控制的人

行横道处应设置人行横道标志。

5.10 步行标志

5.10.1 当道路或路段为步行街时，应在步行街起终两端设置步

行标志。

5.10.2 步行标志应设置在步行街的两端起点位置。

5.10.3 当步行标志有时间规定时，应采用辅助标志说明。

5.11 允许掉头标志

5. 11. 1 因交通组织或管理需要，设有掉头车道或掉头点的路段

或交叉口前，应设置允许掉头标志。

5. 11. 2 允许掉头标志应设置在允许机动车掉头路段前的适当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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置或允许掉头交叉口端口位置。

5. 11. 3 允许掉头标志应面对来车方向，与地面标线配合设置，标

志设置不得干扰其他车道车辆的正常运行。

5.11. 4 当允许掉头标志有时间、车种等特殊规定，或预告前方掉

头的距离时，应采用辅助标志说明。

5.12 停车位标志

5. 12.1 停车位标志的设置应符合下列规定：

1 对允许机动车停放的区域或通道，应设置停车位标志；

2 对允许机动车在特定时段停放的区域或通道，应设置限时

段停车位标志；

3 对允许机动车在规定时长内停放的区域或通道，应设置限

时长停车位标志；

4 对仅允许残疾人驾驶车辆停放的区域或通道，应设置残疾

人专用停车位标志；

5 对仅允许校车停放的区域或通道，应设置校车专用停车位

标志；

6 对仅允许出租车停放的区域或通道，应设置出租车专用停

车位标志；

7 对仅允许非机动车停放的区域或通道，应设置非机动车专

用停车位标志；

8 对仅允许公交车停放的区域或通道，应设置公交车专用停

车位标志；

9 对仅允许单位或个人专属车辆停放区域或通道，应设置专

属停车位标志。

5.12. 2 校车专用停车位标志宜和注意儿童警告标志配合使

用。

5. 12.3 对停车方式有特殊需求时，可采用表示特殊要求的停车

位标志（图 5. 12. 3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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回国
(a）按标志箭头指示方向停放 (b ）可占用部分人行道边缘停放

图 5. 12. 3 特殊要求停车位标志

5. 12. 4 停车位标志应设置在允许车辆停放的区域或通道起点的

适当位置，应配合停车位标线使用，不得矛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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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禁令标志

6. 1 一般规定

6. 1.1 道路交通需采用交通标志对道路使用者的行为进行禁止、

限制及相应解除时，应设置禁令标志。各种禁令标志的分类与选

用应符合本规毡表 4. 1. 2 2 的规定。

6. 1. 2 与道路优先权、通行权、某方向通行权相关的标志应在每

个道路交叉口设置；与交通管理、限制、停车、检查相关的标志应在

所需要的特定地点设置；区域禁止及解除标志应在禁止、限制的出

人口处设置；限速大于或等于 60km/h，且长度大于 5km 的路段，

禁令标志宜重复设置。

6. 1. 3 禁令标志所设位置，应便于相关道路使用者观察前方路

况，并易于转变行驶或行走方向。

6. 1. 4 对于车辆如未提前绕行则无法通行的禁令标志设置的路

段，应在进入禁令路段的交叉口前或适当位置设置相应的（指路）

预告或绕行标志，提示被限制车辆提前绕道行驶。

6. 1. 5 两个或两个以上禁令标志并设时，应按对道路安全影响的

大小程度，依次由上至下，由左至右排列。

6.2 停车让行、减速让行标志

6. 2. 1 道路等级、车速相差较大的非信号控制交叉口，视距不足、

容易发生交通事故时，在次要道路交叉口前应设置停车让行标志；

交叉口视距良好、在危险情况下驾驶员能够从容控制停车时，可设

置减速让行标志。

6. 2. 2 减速让行标志设置应符合下列规定：

1 快速路入口匣道后未设加速车道或加速车道长度不足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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或先入后出的匣道之间间距不满足规范要求时，应设置减速让行

标志；

2 元信号控制的环形交叉口的进口道处，宜设置减速让行标
± 
J巳户占

3 信号控制的交叉口，设置专用右转车道且有渠化岛分隔

时，在出口道合流点处，宜设置减速让行标志。

6. 2. 3 无人看守的铁路道口，车辆进出频繁的沿街单位、宾馆、饭

店、路外停车场等出入口，应设置停车让行标志。

6.2.4 停车让行标志应设置在人行横道前、铁路道口前或单位等

出入口处的道路右侧、停车让行标线齐平或上游的适当位置。

6. 2. 5 减速让行标志应设置在交叉口让行道路进口道、专用右转

车道出口道合流点或快速路合流点的道路右侧，减速让行标线齐

平或上游的适当位置。

6. 2. 6 停车让行标志、减速让行标志应配合设置停车让行、减速

让行标线。

6.3 会车让行标志

6. 3.1 下列情况下应设置会车让行标志：

1 道路宽不足 2 车道及其他会车有困难的狭窄路段；

2 根据交通管理要求只能开放一条车道作双向通行的道路。

6. 3. 2 会车让行标志应设置在让行路段起始位置。

6.3.3 会车让行标志宜与窄路、窄桥、施工等警告标志配合使用。

6.4 禁止通行标志

6. 4.1 对禁止一切车辆和行人通行的道路，应设置禁止通行标

土
川
叩6.4.2 禁止通行标志设置应符合下列规定：

1 应设置在禁止通行路段入口处的显著位置；

2 在某一区域内禁止一切车辆和行人通行时，应在进入该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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域道路的每个入口处设置，禁行范围内可重复设置。

6. 4. 3 当禁止通行标志有时间或其他规定时，应采用辅助标志说

明。

6.5 禁止驶入标志

6.5.1 对不允许一切车辆驶入的道路，应设置禁止驶入标志。

6. 5. 2 禁止驶入标志设置应符合按下列规定：

1 应设在禁止驶入路段人口处的显著位置，根据需要可以重

复设置；

2 在某一区域内禁止车辆驶入时，应在进入该区域道路的每

个人口处设置，禁行范围内可重复设置。

6. 5. 3 当禁止驶入标志有时间、车种、轴重、质量等规定时，应采

用辅助标志说明。

6.6 禁止各类或某类机动车驶入标志

6.6. 1 禁止各类或某类机动车驶入的道路，应设置禁止各类或某

类机动车驶入标志。

6. 6. 2 禁止各类或某类机动车驶入标志应按下列方法设置：

1 应设置在禁止各类或某类机动车驶入道路入口处的显著

位置，并可根据需要重复设置；

2 在某一区域内禁止各类或某类车辆驶入时，应在进入该区

域道路的每个人口处设置，禁行范围内宜重复设置；

3 在禁止某两种车辆通行的路段入口处，应设置禁止某两种

车辆驶入标志。

6.6.3 禁止各类或某类机动车驶入标志的一块标志版上，最多只

能出现两种车型图案，需禁止三种或三种以上车辆通行，应增加相

应的禁令标志。

6.6.4 当禁止各类或某类机动车驶入标志有时间、车种、轴重、质

量等规定时，应采用辅助标志说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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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6. 5 禁止各类或某类机动车驶入标志可作为图形附加在指示

或指路标志上。

6.7 禁止各类或某类非机动车、行人进入标志

6. 7.1 禁止各类或某类非机动车、行人进入的道路，应设置禁止

各类或某类非机动车、行人进入标志。

6.7.2 禁止各类或某类非机动车、行人进入标志设置应符合下列

规定：

1 应设置在禁止各类或某类非机动车、行人进入道路入口处

的明显位置，并可根据需要重复设置；

2 在某一区域内禁止各类或某类非机动车、行人进入时，

应在进入该区域道路的每个入口处设置，禁行范围内可重复设

置；

3 在禁止某两种非机动车或同时禁止行人和非机动车进入

的路段入口处，应设置禁止某两种非机动车进入标志或禁止行人

和非机动车进入标志。

6.7.3 禁止各类或某类非机动车、行人进入标志的一块标志版面

上，最多只能出现两种非机动车图案，需禁止三种或三种以上非机

动车进入时，应增加相应的禁令标志。

6.7.4 当禁止各类或某类非机动车、行人进入标志有时间等规定

时，应采用辅助标志说明。

6.8 禁止车辆向某方向通行标志

6. 8.1 禁止各类或某类车辆向某方向通行时，必须设置禁止车辆

向某方向通行标志。

6. 8. 2 禁止车辆向某方向通行标志，应设置在禁止车辆向某方向

通行的交叉口之前适当位置，需要时可重复设置。

6. 8. 3 当禁止车辆左转，但又允许掉头行驶时，应同时设置掉头

指示标志。



6.8.4 当禁止某类车辆向某一方向通行时，可在禁止某方向通行

的标志版面上附加被禁止某类车辆的图形，附加图形时宜符合本

规范第 4. 2. 5 条规定。

6. 8. 5 当禁止两种或两种以上车辆时，禁止车辆向某方向通行标

志宜采用辅助标志说明。

6. 8. 6 当禁止车辆向某方向通行标志有时间、车种、轴重、质量等

规定时，应采用辅助标志说明。

6.8.7 当禁止车辆向某方向通行标志作为附加图形设置于指路

标志或指示标志上时，还应另在适当位置单独设置相应的禁止车

辆向某方向通行标志。

6.9 禁止掉头标志

6. 9.1 在交叉口或路段掉头，对其他车辆严重影响，可能引发交

通事故或交通拥堵时，应设置禁止掉头标志。

6. 9. 2 禁止掉头标志设置应符合下列规定：

1 应设置在禁止机动车掉头路段的起点和交叉口前中央分

隔带适当位置或车道上方，必要时可重复设置；

2 对已有禁止向左转弯（或禁止直行和向左转弯）标志，可不

再设置禁止掉头标志；在允许机动车左转，但禁止车辆掉头的路

口，必须设置禁止掉头标志。

6. 9. 3 当禁止掉头标志设置时，宜配合施划禁止掉头标线。

6.9.4 当禁止掉头标志有时间、车种、轴重、质量等规定时，应采

用辅助标志说明。

6. 9. 5 当禁止掉头标志作为附加图形设置于指示标志或指路标

志上时，还应另在适当位置单独设置禁止掉头标志。

6.10 禁止超车、解除禁止超车标志

6. 10. 1 下列情况应设置禁止超车标志、解除禁止超车标志：

1 双向 2 车道的长大隧道、桥梁，交通流量较大的道路路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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窄桥、弯道、陡坡等超车容易引起危险的路段；

2 圆曲线半径或超车视距小于表 6. 10. 1 所列数值的路

段。

表 6. 10. 1 禁止超车的最小圆曲线半径及超车视距

设计速度（km/h) 60 50 40 30 20 

因曲线半径（m) 300 200 150 85 40 

超车视距（m) 250 200 150 100 70 

6. 10.2 禁止超车标志、解除禁止超车标志应按下列方法设置：

1 在禁止超车路段的起点应设置禁止超车标志，终点应设置

解除禁止超车标志，若终点为交叉口，可不设解除禁止超车标志；

2 当禁止超车路段较长时，应重复设置禁止超车标志，其间

隔宜为 500m;

3 当禁止超车区间与多条道路相交叉时，应在每个交叉口的

出口处右侧设置。

6.10. 3 禁止超车标志可与傍山险路、陡坡、连续下坡、窄路、窄

桥、驼峰桥、施工、事故易发路段、注意危险等警告标志配合使用。

6.10. 4 巳施划有禁止跨越对向或同向车行道分界线的路段，可

不设禁止超车标志；当交通标线易被积雪覆盖时，应设置禁止超车

标志。

6.11 禁止停车、禁止长时停车标志

6. 11. 1 对不允许一切车辆｛亭、放的路段，应设置禁止停车标志。

6. 11. 2 对车辆长时停放易引起道路交通拥阻或影响车辆通行，

但允许车辆临时停靠，完成上下客、装卸货等需要的地点，应设置

禁止长时停车标志。

6. 11. 3 禁止停车或禁止长时停车标志应设置在不允许停车或不

允许长时停车的地点或路段起点处。禁止停车路段较长时，应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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复设置，其间隔宜为 lOOm 。

6. 11. 4 当禁止停车、禁止长时停车标志有时间、车种、范围、轴

重、质量等规定时，应采用辅助标志说明。可在禁止停车、禁止长

时停车标志版面上加白色箭头表示禁止停车范围。

6. 11. 5 禁止停车、禁止长时停车标志宜与禁止停车标线、禁止长

时停车标线配合设置，也可单独设置。

6.12 禁止鸣喇叭标志

6. 12.1 禁止呜喇叭标志设置应符合下列规定：

1 医院、学校等声环境敏感区周边的道路，宜设置禁止呜喇

叭标志；

2 在城市划定的禁鸣区域的入口处，应设置禁止鸣喇叭标
士仨
＇＂」队；

3 根据交通管理和环境要求，需要禁止车辆呜喇叭的路段或

区域，应设置禁止呜喇叭标志。

6.12. 2 禁止鸣喇叭标志设置应符合下列规定：

1 应设在禁鸣路段的起点位置；

2 在某二区域内禁止鸣喇叭时，应在进入该区域道路的每个

人口处设置；

3 当禁鸣区范围较长时，应重复设置。

6.12. 3 当禁止呜喇叭标志有时间、范围等规定时，应采用辅助标

志说明。

6.13 禁止非机动车骑行标志

6.13.1 对设有非机动车推行坡道的人行地道、人行天桥、人行

道，应设置禁止非机动车骑行标志。

6.13.2 对纵坡坡长大于表 6. 13.2 中限制值的道路等，以及己设

置陡坡标志的机非混行道路，应设置禁止非机动车骑行上坡（或下

坡）标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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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6.13.2 禁止非机动车骑行上坡（或下坡）标志设置的最大坡长条件

限制坡长（m)
坡度（%）

自行车 轮车

2. 5 300 150 

3 200 100 

3. 5 150 

6.13.3 其他非机动车骑行容易引起交通事故的地点，应设置禁

止非机动车骑行标志。

6.13.4 禁止非机动车骑行标志应设在禁止非机动车骑行的路段

起点处，或设有非机动车推行坡道的人行天桥、人行地道、人行道

入口处。

6.13.5 禁止非机动车骑行标志有范围等规定时，应采用辅助标

志说明。

6. 14 限制速度、解除限制速度标志

6.14.1 下列情况应设置限制速度标志：

1 城市快速路主路、出入口匣道、立交转向臣道起点处，快速

路入口加速车道后的适当位置，较长的桥梁、隧道人口处；

2 学校、幼儿园、医院、养老院等行人较多的路段因车速较

快，道路交通事故隐患较高时；

3 急弯、陡坡、连续下坡等道路技术指标低于规范规定极限

值的路段，路面损坏、积水等路况较差或险要路段；

4 其他因交通管理或环境保护要求，对车辆行驶最高速度需

要进行控制的路段。

6. 14.2 在限制速度路段的终点应设置解除限速标志，或新限制

速度值标志。

6.14.3 根据需要，下列情况可设置可变限速标志：

1 受雾、横风等天气变化影响较大的路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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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超载超限检测站预检后需要进行车辆引导时；

3 学校上学、放学等时段性要求限速时；

4 为减缓交通拥堵，采用速度自适应控制调整手段时。

6. 14.4 限制速度标志设置应符合下列规定：

1 应设置在需要限制车辆行驶速度路段的起点处；

2 应根据道路交通条件的变化，在限制速度变化值的起点处

分别设置；

3 在经过交叉口或其他需要提醒驾驶者的地方可重复设置。

6. 14.5 解除限制速度标志设置应符合下列规定：

1 连续设置限制速度标志的路段，可仅在限速路段终点设置

一块解除限制速度标志，其解除值为最末→块限速标志的限速值；

2 当解除限制速度的地点距离前方交通信号控制交叉口较

近时，可不设该标志，但宜在上游限制速度标志处同时设置辅助标

志说明限制速度的长度。

6.14. 6 限制速度值应以道路的设计速度值为基础根据道路功

能、设计速度、运行速度、法定速度、道路环境、历史事故等因素综

合论证确定，并应同时符合下列规定：

1 最高限制速度值可取设计速度值，也可适当提高。当设计

速度值大于 60km/h 时，限制速度值可提高 lOkm/h ～ ZOkm/h；当

设计速度值小于或等于 60km/h 时，限制速度值可提高 5km/h ～

lOkm/h；最高限速值高于道路设计速度的路段时，路段各项技术

指标应符合最高限速值对应的设计速度的技术要求；

2 以限速区内部分代表断面的运行速度 CVss ）值为基础，可

取其上下 5km/h～lOkm/h 范围内的值；

3 根据设计速度值和运行速度CVss ）值确定的最高限制速度

值的差值超过 ZOkm/h 时，应进一步分析、观测、调整；

4 长大桥隧的最高限制速度值不宜高于设计速度；

5 限制速度值应为 5km/h 的整数倍；

6 可变限速标志显示的数值应小于固定的限速标志的限速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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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当相关因素发生较大变化时，宜对限制速度值进行评估，

并应根据需要对限制速度值进行调整。

6.14.7 限制速度起终点间的道路路段最小长度宜符合表

6. 14. 7 的规定。

表 6.14. 7 限速区最小长度

限速值（ km/h) 30 I 40 I 50 I 60 I 70 I 80 I 90 I 100 

限速区最小长度＜km) I o. 3 I o. 4 o. 7 I o. 8 I o. 9 I Z. o 

注．学校区限制速度值为 40km/h 及以下时，限速区最小长度为 0. Zkm0 

6.14. 8 限制速度标志可与警告标志配合使用；限制速度标志可

与最低限速标志配合使用。

6.14.9 当限制速度、解除限制速度标志有车种、距离等规定时，

应采用辅助标志说明。

6. 14. IO 可变限速标志和固定的限速标志宜设置在同一地点。

6.15 区域禁止、区域解除标志

6. 15. I 在某区域内需要限制速度、禁止停车、禁止长时停车时，

应设置相应的区域禁止和解除标志。

6.15. 2 区域禁止标志应设在禁止区域的所有入口处，区域解除

标志应设在禁止区域的所有出口处。

6. 16 限制宽度、限制高度标志

6. 16. I 当允许通行的车辆装载宽度有特殊限制时，应设置限制

宽度标志。

6.16.2 当机动车道路建筑限界净高小于 4. 5m，非机动车道路建

筑限界净高小于 2. 5m 时，必须设置限制高度标志。

6.16.3 限制宽度或限制高度标志，应设在限制通行车辆宽度或

高度的路段或地点前。

6.16.4 当每个机动车车道上方的净空相差 O. lm 以上，且净高

均小于 4. 5m 时，必须在每个车道上方设置限制高度标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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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16.5 除限制路段或地点外，应在上游交叉口提前设置限制宽

度、限制高度标志，并可设置相应的指路标志提示，使车辆能够提

前绕道行驶。

6. 16.6 在道路建筑限界净高受限制的地方，易发生车辆碰撞事

故，且碰撞可能危及结构安全时，应设置立面标记和限高警示横

梁。

6.17 限制质量、限制轴重标志

6. 17. 1 道路、桥梁、隧道等应设置限制质量或限制轴重标志。

6.17. 2 限制质量、限制轴重标志应设置在需要限制车辆质量或

轴重的道路、桥梁、隧道（涵洞）两端。

6.17.3 在设置限制质量或限制轴重标志地点上游道路交叉口，

宜单独或结合一般指路标志设置限制质量或限制轴重标志，给出

相应提示信息，使车辆能够提前绕道行驶。

6. 18 停车检查标志

6. 18.1 在机动车停车受检的固定地点，应设置停车检查标志。

6.18.2 停车检查标志应设置在机动车检查站或地点前路侧。

6. 18.3 停车检查标志的设置，应配合施划交通标线或设置减速

设施。

6. 18.4 当停车检查标志有检查事项或车种等规定时，应采用辅

助标志说明。

6. 19 海关标志

6.19. 1 海关检查站或地点应设置海关标志。

6.19. 2 海关标志应设置在海关检查站或地点前路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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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警告标志

7. 1 一般规定

7.1. 1 当道路交通需采用交通标志警告道路使用者前方有危险，

需谨慎行动时，应设置警告标志。各种警告标志的分类与选用应

符合本规范表 4. 1. 2-2 的规定。

7.1. 2 警告标志应设置在易发生危险的路段、容易造成道路使用

者错觉而放松警惕的路段，以及同一位置连续发生同类事故的路

段。

7. 1. 3 警告标志到危险地点起点的距离应根据道路设计速度或

道路管理行车速度按本规范表 4. 3.2 的规定取值。所在位置不具

备设置条件时，警告标志可适当移位。

7. 1. 4 警告标志不应过量使用，并应符合下列要求：

1 当同一地点需设置 2 个以上警告标志时，可设置其中最需

要的一个。当需将 2 个以上的警告标志并列设置时，应将提醒道

路使用者危险主因的标志设置在上部或左侧；

2 次干路及次干路以上等级的道路可根据需要设置有关告

示标志或线形诱导标志；

3 内容受季节影响或为临时性内容的警告标志，当设置条件

发生变化时，应及时取消或覆盖版面。

7.2 交叉口标志

7. 2.1 下列情况应设置交叉口标志：

1 受绿化、建筑物等影响，交叉口相交道路之间由停车视距

构成的通视三角区不能保证时；

2 受道路纵坡、路面超高等影响而辨识困难，或其他不易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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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现的交叉口；

3 畸形或错位交叉口，以及不易判别交叉口形状的路口。

7. 2. 2 对己设置相应设施或标志时，下列情况可不设交叉口标

志

1 交叉口设有信号控制时；

2 交叉口设有指示转弯、禁止转弯、停车让行、减速让行、指

路、路口预告和告知、地点、方向等与交叉口相关的禁令、指示或指

路标志，并且标志容易被看到时；

3 交叉口视线良好，易于观察相交道路来车时；

4 交叉口相交道路的交通流互不干扰，或交通量极小，路段

速度较低时；

5 T 形或 Y 形交叉口，被交通分隔岛渠化后改变形状或走

向时。

7.2.3 交叉口标志应设置在平面交叉口之前适当位置。距交叉

口停车线或路口缘石圆直切点的距离，应按本规范表 4.3. 2 的规

定取值。

7. 2. 4 应根据实际道路交叉的形式选用适当的交叉口标志。

7. 2. 5 当设置 T形或 Y 形交叉口标志时，应配合设置线形诱导

标志；当设置环形交叉口标志时，应配合设置环岛行驶指示标志。

7. 2. 6 受线形限制或障碍物阻挡时，交叉口标志应设置在面对来

车的路口的正面。

7.2.7 交叉口标志可根据道路形状设置图案，并应符合警告标志

板面设置的相关规定。

7.3 注意信号灯标志

7.3.1 下列情况应设置注意信号灯标志：

1 视线不良，或其他原因使驾驶员不易发现前方为信号灯控

制的路口；

2 一般不设信号灯地区的信号灯路口，或较长路段内不设信

• 63 • 



号灯之后遇到的第一个信号灯路口，快速路驶入干路或支路时遇

到的第二个信号灯控制的路口；

3 因临时交通管制或其他特殊情况设置活动信号灯的路口。

7.3.2 注意信号灯标志至交叉口停车线的距离，应按本规范表

4.3.2 的规定取值。

7.4 铁路道口标志

7. 4.1 当道路与有人看守的铁路平面交叉时，应设置有人看守铁

路道口标志。

7.4.2 当道路与无人看守的铁路平面交叉时，应设置无人看守铁

路道口标志。

7. 4. 3 铁路道口标志应设置在铁路道口前适当位置；当视线不

良，不易被道路使用者发现时，宜在道路两侧对称设置。

7. 4. 4 道路与有人看守的铁路平面交叉时，有人看守铁路道口标

志至铁路道口的距离，应按本规范表 4. 3.2 的规定取值。

7. 4. 5 道路与元人看守的铁路平面交叉时，除按本规范表 4.3. 2 

规定的距离设置无人看守铁路道口标志外，还应在道口设置停车

让行标志，并应施划相配套的铁路平交道口标线、停车让行标线。

7. 4. 6 当元人看守铁路道口前未设铁路平交道口标线时，应在元

人看守铁路道口标志前，至少增设－块无人看守铁路道口标志，其

预告距离应采用辅助标志说明。

7.4.7 在无人看守铁路道口，当有两股或两股以上的铁路与道路

平面交叉时，应在元人看守铁路道口标志上端配合设置叉形符号。

叉形符号交叉点到三角形警告标志顶点的距离宜为 40cm，叉形符

号不应单独使用。

7.5 注意分离式道路标志

7. 5.1 当交叉口横向道路左右幅分离距离较宽，车辆驶入交叉口

易发生错向行驶时，应设置注意分离式道路标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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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5. 2 注意分离式道路标志至交叉口停车线的距离，应按本规范

表 4. 3. z 的规定取值。

7.6 急弯路标志

7. 6.1 下列情况应设置急弯路标志：

1 圆曲线半径小于或等于本规范表 5. 5.1-1 中规定值，且停

车视距小于该表中规定值时；

2 路线转角大于或等于 45°时，圆曲线半径大于本规范表

5.5.1-1 中规定值，但小于或等于表 7. 6. 1 规定值。

表 7. 6.1 设置急转弯路标志的圆曲线半径一般值

设计速度（ km/h) 60 50 40 30 20 

圆曲线半径一般值Cm) 300 zoo 150 85 40 

7. 6. 2 当长直线并连续下坡路段衔接的急弯路，其线形指标符合

本规范第 7. 6. 1 条设置条件时，必须设置急弯路标志。

7. 6. 3 急弯路标志应设置在弯道平曲线与直线段的切点之前，标

志至切点的距离应按本规范表 4. 3. z 的规定取值，并不得进入上

游路段的圈曲线内。

7. 6. 4 急弯路标志可与限制速度禁令标志或建议速度标志联合

使用，也可与说明急弯半径值的辅助标志配合使用。

7. 6. 5 当设置急弯路标志时，应在国曲线内侧按设计要求加宽车

道，并应在弯道上施划车行道边缘线和禁止跨越对向车行道分界

线。

7. 6. 6 当急弯路段路侧有高路堤、河流湖泊、悬崖等危险情况时，

除应设置急弯路标志外，弯道外侧车道边缘应设置防撞护栏，并应

加设线形诱导标和路边轮廓标，视距不良时应设置反光镜。

7.7 反弯路标志

7. 7.1 下列情况应设置反弯路标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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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 两相邻反向圆曲线半径符合本规范第 7. 6. 1 条规定，且两

圆曲线间的距离小于表 7. 7. 1 规定值时；

表 7. 7.1 相邻曲线之间最小直线长度

设计速度（km/h) 60 50 40 30 20 

两反向圆曲线间距离（m) 120 100 80 60 40 

2 圆曲线半径大于本规范表 5. 5. 1-1 中规定值，但视距小于

该表规定值时。

7.7.2 当长直线并连续下坡路段衔接的反弯路，其线形指标符合

本规范第 7. 7. 1 条设置条件时，必须设置反弯路标志。

7.7.3 反弯路标志应设置在反向曲线的两端起点之前，标志至平

曲线起点的距离应按本规范表 4. 3. 2 的规定取值，但不得进入上

游路段的圆曲线内。

7.7.4 反弯路标志可与限制速度禁令标志或与建议速度警告标

志联合使用。

7.7.5 当设置反弯路标志时，应在圆曲线内侧按设计要求加宽车

道，并应在弯道上施划车行道边缘线和中心实线。

7.7.6 弯道外侧车道边缘宜设置线形诱导标和路边轮廓标，视距

不良时应设置反光镜，当路侧有高路堤、河流湖泊、悬崖等危险情

况时，应设置防撞护栏。

7.8 连续弯路标志

7. 8.1 下列情况应设置连续弯路标志：

I 当连续有 3 个及以上反向平曲线，有 2 个及以上圆曲线半

径符合本规植第 7. 6. 1 条规定，且各圆曲线间直线段距离均小于

本规范表 7. 7. 1 的规定值时；

2 圆曲线半径大于本规范表 5. 5. 1 1 中规定值，但视距小于

该表规定值时。

7. 8. 2 长直线井连续下坡路段衔接的连续弯路，其线形指标符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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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规范第 7. 8. 1 条设置条件时，必须设置连续弯路标志。

7. 8. 3 连续弯路标志应设置在连续弯道的两端起点之前，标志至

平曲线起点的距离应按本规范表 4. 3.2 的规定取值，但不得进入

上游的圆曲线内。

7. 8. 4 当弯路总长度大于 500m 时，应重复设置连续弯路标志，

并宜在标志下附设辅助标志，标明其作用和距离。

7. 8. 5 连续弯路标志可与限制速度禁令标志或与建议速度警告

标志配合使用，也可与说明连续弯路长度的辅助标志配合使用。

7.8.6 当设置连续弯路标志时，应在圆曲线内侧按设计要求加宽

车道，并应在弯道上施划车行道边缘线和中心实线。

7.8.7 弯道外侧车道边缘宜设置线形诱导标或路边轮廓标，视距
不良时应设置反光镜，路侧有高路堤、河流湖泊、悬崖等危险情况

时，应设置防撞护栏。

7.9 陡坡标志

7. 9.1 下列情况应设置陡坡标志：

1 纵坡大于表 7. 9. 1 规定值时；

表 7. 9.1 设置上陡坡或下陡坡标志的坡度值

设计速度（km/h) 100 80 60 40 30 20 

海拔＜3000m 5 6 7 7 7 

3000m《海拔＜4000m 4 5 6 7 7 
上坡 4 

纵坡坡度 4000m《海拔＜SOOOm 4 4 5 6 7 

海拔》5000m 4 4 4 5 6 

下坡 4 5 6 7 7 7 

2 纵坡小于表 7. 9. 1 规定值，但经常发生制动失效事故的下

坡路段，或存在其他不利的地形、环境气候条件等因素，路面防滑

性能较差等情况，可能危及上、下坡安全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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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9. 2 陡坡标志应设置在下陡坡的坡顶、上陡坡坡脚前，标志至

下陡坡坡顶、上陡坡坡脚起点的距离，应按本规范表 4.3.2 的规定

取值。

7. 9. 3 陡坡标志可采用辅助标志说明陡坡的坡度和坡长，也可将

坡度值标示在警告标志图上。

7. 9. 4 陡坡标志可配合设置限制速度禁令标志或禁止超车禁令

标志。

7.9.5 双向行驶的陡坡道设置陡坡标志时，宜配合施划车行道中

心实线或设置中央分隔设施。

7.10 连续下坡标志

7.10.1 下列情况应设置连续下坡标志：

1 连续两个或两个以上纵坡坡度大于或等于表 7. 9. 1 规定

值，且连续下坡长度超过 3km 时；

2 在纵坡坡度小于表 7. 9. 1 规定值，但经常发生制动失效事

故的连续下坡路段。

7. 10.2 连续下坡标志应设置在陡坡的坡顶之前，标志至坡顶距

离应按本规范表 4. 3. 2 的规定取值。

7.10.3 当连续下坡总长大于 3km 时，应以辅助标志说明连续下

坡的坡长，并应在下坡路段每隔 3km 重复设置。

7.10.4 连续下坡标志可配合设置限制速度禁令标志或禁止超车

禁令标志。

7.10.5 双向行驶的连续下坡道路设置连续下坡标志时，宜配合

施划车行道中心实线或设置中央分隔设施。

7.10.6 在连续下坡的变坡点处，可根据需要增设下陡坡标志。

7.11 驼峰桥标志

7. 11. 1 在拱度较大且影响视距的驼峰桥之前，应设置驼峰桥标

土
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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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11. 2 驼峰桥标志至驼峰桥起点距离，应按本规范表 4. 3. 2 的

规定取值。

7. 11. 3 驼峰桥标志可配合设置限制速度禁令标志或禁止超车禁

令标志。

7. 11. 4 双向行驶的驼峰桥设置驼峰桥标志时，宜配合施划车行

道中心实线或设置中央分隔等设施。

7. 12 窄路、窄桥标志

7. 12. 1 下列情况应设置窄路标志、窄桥标志：

1 当双向 2 车道的路面宽度缩减为 6m 以下的路段前方，应

设置窄路标志；

2 当桥面净宽比两端路面宽度变窄，且桥面净宽小于 6m 的

桥梁前方，应设置窄桥标志。

7. 12.2 窄路标志的设置应符合下列规定：

1 两侧路面宽度同时减少时，应设置两侧变窄标志；

2 右侧路面宽度减少时，应设置右侧变窄标志；

3 左侧路面宽度减少时，应设置左侧变窄标志。

7. 12.3 窄路标志（或窄桥标志）至道路（或桥面）缩窄过渡段地点

距离，应按本规范表 4. 3. 2 的规定取值。

7. 12.4 可在窄路标志（或窄桥标志）的下方设置辅助标志说明窄

路（或窄桥）的长度，也可与建议速度标志联合使用。

7. 12.5 当窄路路段（或桥面）为单车道双向通行时，一端应配合

设置会车让行禁令标志。

7. 12.6 设置窄路标志（或窄桥标志）的路段宜同时施划车行道宽

度渐变段标线，或设置路边轮廓标。

7. 13 双向交通标志

7.13.1 下列情况应设置双向交通标志：

1 由双向分离行驶进入临时性或永久性双向不分离行驶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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路段；

2 由单向行驶进入双向行驶的路段。

7.13.2 标志距双向行驶过渡段起点距离，应按本规范表 4.3.2

的规定取值，并可在驶入双向行驶路段前适当位置重复设置。

7.14 注意障碍物标志

7.14. 1 下列情况应设置注意障碍物标志：

1 前方有不能移走的障碍物时；

2 路段上同向行驶的车道之间局部有分隔带或障碍物需向

左或向右绕行时。

7.14.2 标志距障碍物距离按本规范表 4. 3. 2 的规定取值，也可

设在障碍物或交通岛端部醒目位置。

7.14.3 应根据道路上障碍物的位置、车辆绕行方向，设置左侧

（右侧）绕行、左右绕行警告标志。

7.14.4 障碍物端部应配合设置线形诱导标指路标志。

7. 15 注意潮沙车道标志

7.15.1 当道路中央－条或一条以上车道布置为潮沙车道时，应

设置注意道路潮沙车道标志。

7. 15.2 潮沙车道路段起点处，应设置注意前方潮沙车道标志。

7.15.3 横向道路进入潮沙车道路段的交叉口人口前，宜设置注

意横向道路潮沙车道标志，该标志距交叉口停车线或路口缘石圆

直切点的距离，应按本规范表 4. 3. 2 的规定取值。

7.15.4 应在潮沙车道路段起点的上游方向，至少增设一块注意

前方潮沙车道标志，并宜附加辅助标志，预告至下游潮沙车道路段

起点的距离。

7.15.5 在潮沙车道入口处应设置车道信号灯，必要时可设置可

变车道行驶方向指示标志。在潮沙车道路段的适当位置，可设置

可变车道行驶方向标志，也可设置车道信号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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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16 注意合流标志

7.16. 1 快速路交通流同向合流时，应设置注意合流标志。其他

等级城市道路可根据需要设置注意合流标志。

7.16.2 注意合流标志至合流点距离应按本规范表 4. 3. 2 的规定

取值，当不能满足前置距离的要求时，可采用增大尺寸的注意合流

标志。

7. 16.3 当合流点在道路右侧时，可在道路右侧设置注意右侧合

流标志。

7.16.4 当合流点在道路左侧时，应在道路左侧连续设置两个注

意左侧合流标志，前后间距宜为 lOOm 。

7. 16.5 设置注意合流标志时，应同时设置出入口标线和导流线。

7.17 施工标志

7.17.1 在施工路段之前，应设置施工标志。

7.17.2 施工标志至施工路段起点的距离，应按本规范表 4. 3. 2 

的规定取值。

7.17.3 施工标志设置时应配合设置施工区标志，必要时还应在

施工范围两端设置限制速度禁令标志。

7.17.4 道路施工作业完成后，施工标志应随之取消。

7.18 注意行人标志

7.18.1 视线不良，不易被道路使用者发现的人行横道线上游，应

设置注意行人标志。

7. 18.2 遇下列情况可不设置注意行人标志：

1 已设置信号灯的人行横道线处；

2 已设置交叉口警告标志的路口；

3 城市中心区过街人流众多的繁华街道处。

7.18.3 注意行人标志距人行横道线或行人密集点的距离，应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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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规范表 4. 3. z 的规定取值。

7.18.4 设置注意行人标志时，下游人行横道线的两端必须设置

人行横道标志。

7. 18.5 注意行人标志和注意儿童标志不应设置在同一地点。

7.18.6 注意行人标志版底色宜采用荧光黄绿色。

7.19 注意儿童标志

7.19.1 在道路沿线经常有儿童活动或出入场所路段上游，应设

置注意儿童标志。

7. 19.2 遇下列情况可不设置注意儿童标志：

1 已设置信号灯的人行横道线处；

2 已设置交叉口警告标志的路口。

7. 19.3 注意儿童标志距儿童集中活动或出入点的距离，应按本

规范表 4. 3. z 的规定取值。

7.19. 4 宜根据实际情况，在有儿童活动或出入场所出入口前警

告标志上游方向，增设一处注意儿童标志，并应附加辅助标志预告

到前方危险地点的距离。

7. 19.5 在路段中设置人行横道线时，除了按规定设置注意儿童

标志外，应在人行横道线的两端设置人行横道指示标志。

7.19. 6 注意儿童标志和注意行人标志不应设置在同一地点。

7.19.7 注意儿童标志版底色宜采用荧光黄绿色。

7.20 注意非机动车标志

7.20. 1 非机动车在路边出入活动，横穿道路较多，易发生交通事

故时，应设置注意非机动车标志。

7.20.2 遇下列情况可不设置注意非机动车标志：

1 己设置信号灯的路口；

2 已设置交叉口警告标志，或停车让行、减速让行等其他表

示交叉口的警告标志的路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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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20.3 注意非机动车标志距非机动车干扰或出入点的距离，应

按本规范表 4. 3. z 的规定取值。

7.21 注意残疾人标志

7. 21. 1 在经常有残疾人活动、出入场所路段两端，应设置注意残

疾人标志。

7. 21. 2 遇下列情况可不设置注意残疾人标志：

1 已设置信号灯的人行横道线处；

2 已设置交叉口警告标志，或停车让行、减速让行、禁止转弯

等其他表示交叉口的禁令标志的路口；

3 机动车道和人行道相互分离并连续设置防护设施的场合，

可不设置注意残疾人标志。

7. 21. 3 注意残疾人标志至残疾人出入点的距离，应按本规范表

4. 3. z 的规定取值。

7. 21. 4 根据实际情况，在残疾人活动、出入场所前所设警告标志

上游方向，宜增设一处注意残疾人标志，并宜附加辅助标志预告到

前方危险地点的距离。

7. 21. 5 注意残疾人标志和注意行人标志不应设置在同一地点。

7. 21. 6 注意残疾人标志版底色宜采用荧光黄绿色。

7.22 傍山险路标志

7.22. 1 道路外侧存在陡峭悬崖、深沟、高边坡、高挡墙等危险情

况的路段，应设置傍山险路标志。

7.22.2 傍山险路标志距傍山险路路段起点的距离，应按本规范

表 4. 3. z 的规定取值。

7.22.3 傍山险路标志使用时应根据傍山险路的不同朝向，选择

不同的图形。

7.22.4 当设置傍山险路标志时，应同时设置禁止超车或限制速

度标志，并应在路段外侧施划车行道边缘线或设置路边轮廓标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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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22.5 当设置傍山险路标志时，宜采用辅助标志说明路段长度、

特点等。

7.23 堤坝路标志

7.23. 1 路侧有水库、湖泊、河流等险要路段处，当未设置路侧安

全防护设施时，应设置堤坝路标志。

7.23.2 堤坝路标志距水库、湖泊、河流等堤坝道路起点的距离，

应按本规范表 4. 3. z 的规定取值。

7.23.3 设置堤坝路标志时应根据水库、湖泊、河流等位于堤坝路

的不同位置（左侧或右侧），选择不同的图形。

7.23.4 当设置堤坝路标志时，应同时设置禁止超车或限制速度

标志，并应在路段外侧施划车行道边缘线或设置路边轮廓标等。

7.23.5 当设置堤坝路标志时，宜采用辅助说明标志说明路段长

度等。

7.24 渡口标志

7.24. 1 对渡口道路等级低，线形差，从引道到渡船跳板的距离

短，坡度大的路段，应设渡口标志。

7.24.2 渡口标志距车辆渡口的距离，应按本规范表 4.3.2 的规

定取值。

7.25 事故易发路段标志

7.25. 1 车速较快、视距不好等易产生交通事故的地点，应设置事

故易发路段标志。

7.25.2 事故易发路段标志应设在交通事故易发路段之前，标志

至交通事故易发路段起点的距离，应按本规范表 4. 3. z 的规定取

值。

7.25.3 当设置事故易发路段标志时，宜配合设置限制速度禁令

标志或禁止超车禁令标志。



7.25.4 当设置事故易发路段标志时，宜采用辅助说明标志对危

险因素进行简要说明。

7.25.5 事故易发路段标志属阶段性应急措施警告标志，一旦该

路段的事故易发问题获得解决，可撤销事故易发路段标志。，

7.26 慢行标志

7.26.1 下列条件应设置慢行标志：

1 当道路前方由于各种原因易发生交通事故，或路面损坏，

或道路急弯、陡坡和视距不良等，造成道路不能平稳、正常通行时；

2 在前方因某些特殊需要减速慢行时。

7.26.2 慢行标志距危险路段或特殊路段起点的距离，应按本规

范表 4. 3.2 的规定取值。

7.26.3 当设置慢行标志时，宜采用辅助标志告知其原因。

7.26.4 慢行标志属临时性应急措施警告标志，一旦土述路段的

突发性事件获得解决，即应撤销慢行标志。

7.26.5 当设置慢行标志时，宜设置相应的警告标志将前方道路

存在的危险告知道路使用者。

7.27 注意危险标志

7.27.1 在本规范所列警告标志未能包括的其他危险路段前，应

设置注意危险标志。

7.27.2 注意危险标志距危险路段起点的距离应按本规范表

4. 3. 2 的规定取值。

7.27.3 注意危险标志不宜设置在已设置了其他警告标志的同→

地点。

7.27.4 注意危险标志不宜单独使用，其下应设置辅助标志，说明

危险原因。

7.27.5 注意危险标志属临时性应急措施，一旦上述路段的危险

状况获得解决，注意危险标志即应拆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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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28 建议速度标志

7.28. 1 弯道、出口、匣道前的适当位置，宜设置建议速度标志。

7.28.2 建议速度标志距需减速路段起点的距离，应按本规范表

4. 3. z 的规定取值。

7.28.3 快速路出口处设置的建议速度标志，应设置在减速车道

的适当位置。

7.28.4 建议速度标志不宜单独使用，宜与其他警告标志联合使

用或附加辅助标志。

7.29 注意保持车距标志

7.29.1 注意保持车距标志的设置应符合下列规定：

1 视距不良、车辆间速度差过大的长陡坡等路段之前；

2 有车流交织的路段前；

3 视距变差的路段前；

4 不易感觉到车速变化的路段前；

5 有高速和低速车道并行的多车道道路上，容易出现流量集

中变化的路段前。

7.29.2 注意保持车距标志与经常发生车辆追尾事故路段起点的

距离，应按本规范表 4. 3.2 的规定取值。

7. 29. 3 设置注意保持车距标志时，可同时设辅助标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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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 干路和支路指路标志

8. 1 一般规定

8. 1.1 城市主干路、次干路及支路应设置指路标志。各种指路标

志的分类与选用应符合本规范表 4. 1. 2-2 的规定。

8. 1. 2 指路标志的设置应按下列步骤进行：

1 指路标志信息分层应根据路网内主要道路、交通结点以及

重要地区等信息，按本规范表 8. 1. 5 的规定进行信息分层；

2 交叉口路径指引标志的布设，应根据交叉口各交叉道路的

等级，按本规范第 8. 1. 3 条的规定设置，并应按本规范第 8. 1. 4 

条、第 8. 1. 6 条、第 8. 1. 7 条的规定选取适当版面类型与信息，设

计交叉口预告、交叉口告知及交叉口确认标志的版面；

3 地点指引、沿线设施指引、其他道路信息指引标志的布设，

应针对道路沿线信息存在的需要设置相应标志；

4 指路标志与其他交通标志的版面组合，应便于识认，不产

生歧义。

8. 1. 3 交叉口路径指引标志的设置（图 8. 1. 3）宜符合表 8. 1. 3 

的规定。

|;|-@ 

J~~；~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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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8. 1. 3 交叉口路径指引标志的设置

~ 主干路 次干路 支路

主干路 （预〕、告、确 （预）、告、确 告、确

次干路 （预） 、告、确 （预〉、告、确 告、确

支路 告、确 告、确 告、确

注： 1 “预”为交叉口预告标志；“告”为交叉口告知标志；“确”为确认标志，包括路名

牌标志、街道名称标志、地点方向标志等； ( ）为可根据需要设置的标志。

2 如条件限制，可降低路径指引标志的配置要求，但应设置必要的交叉口告

知标志。

8. 1. 4 交叉口路径指引标志中的预告、告知标志的版面类型及适

用情况应符合下列要求：

1 按设置的道路等级，交叉口预告、告知标志的版面设计可

按表 8.1.4-1 分为 3 类； I 类版面指示前进方向 2 个目的地信息

（近信息、远信息） ; II 类版面指示前进方向 1 个目的地信息（近信

息、） ; IIl 类版面仅指示前方相交道路路名；

类别

I 类

版面

E 类

版面

E类

版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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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各级道路交叉口预告、告知标志版面类型，宜按表 8. 1. 4一2

选用。

表 8. 1. 4-2 交叉口预告、告知标志版面类型的选用

与~ 主干路 次干路 支 路

交叉口信控条件 信控 非信控 ｛言控 非信控 信控 非信控

主干路 I 、（ JJ) I 、（ jj) I 、 C Ill I 、（ jj) E 、（阻） ( jj) 、 E

次干路 ( Il 、 E c I l 、 E ( Il 、 E ( Il 、 H E 、 cm J Cl! ）、皿

支路 E 、（血） C Ill 、 E E 、（ ill) Cl! ）、皿 ( jj) 、田 m 

注 t表中不带括号的类型为优先选择类型，带括号的类型适用于条件限制或特殊

需求情况下选择的版面类型。

8.1. 5 指路标志指示信息应根据信息的重要程度、道路的服务对

象和功能按表 8. 1. 5 进行分层。

表 8.1. 5 城市道路标志信息分层表

信息类型 A 层信息 B 层信息 C 层信息

路线名称｜ 高速公路、国道、快速
省道、主干路 次干路、支路

信息 路

重要地区含城市中心
主要地区含大学、重

区、市政府、大学城区、 一般地区含童
地区名称

大型商业区、城市休闲
要商业区、大型文化广

信息 场、中型商业区、主要生
要街道、一般生

娱乐中心区、著名地区 活居住区等

等
活居住区等

二等或三等火车站、

交通枢纽 飞机场、特等或一等 长途汽车总站、轮渡码

信息 火军站 头、大型环岛、大型立交
重要路口

桥、特大桥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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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表 8.1. 5 

信息类型 A 层信息 B 层信息 C 层信息

国家级旅游景区、自 省、市级旅游景点、自
县（区）级旅

文体、 游景点、博物

旅游信息
然保护区、大型文体设 然保护区、博物馆、文体

馆、纪念馆、文
施 场馆

体中心

重要地物 国家级产业基地、大 省、市级产业基地、市
县（区）级产业

信息 型城市标志性建筑 级文体场馆、科技园
基地和企业，县

级文化中心

8.1. 6 交叉口路径指引标志版面信息的选取，应符合下列规定：

1 交叉口路径指引标志上的信息层级，根据相交道路的等

级、服务区域的特点，应在对交通流的流向和流量综合分析的基础

上，按表 8. 1. 6 选取；

表 8. 1. 6 交叉口预告、告知标志信息要素选择配置表

L卢？
被交道路

主线道路

主干路 次干路 支 路

CA 层）、 CA 层）、 CA 层）、
主干路 (B 层）、C 层

B 层、C 层 B 层、C 层 B层、C 层

CA 层）、 CA 层）、 CA 层）、
次干路 CB 层〕、C层

B 层、C层 B层、C层 B 层、C层

CB 层）、 CA 层）、 CA 层）、
支路 CB 层）、C层

C层 B层、C层 B层、C层

注： 1 表中不带括号的信息为优先选择的信息 3带括号的信息适用于元优先信息

时，可根据需要作为选择的信息。

2 当接近首选信息所指示的地点时，该信息作为第一个信息。如需选取第二

个，则仍按本表的顺序筛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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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当同→方向有同层多类信息时，应按由上至下的顺序对本

规范表 8. 1. 5 的信息类型加以选择；

3 当同一方向有同层同类多个信息时，宜按由近到远的顺序

加以选择；

4 当同一方向有多个 C 层信息时，应综合考虑交通吸引量

等因素选取相对更为重要的信息；

5 当同一方向有多层同类优选信息时，应选择距当前所在地

最近的信息；

6 当同一方向有多层多类优选信息时，应按由上至下的顺序

优先选择表 8. 1. 5 的信息类型，而后对于同一信息类别再选择最

近的信息；

7 同→块指路标志版面中目的地信息的数量及排列顺序，应

符合本规范第 4. 2. 7 条的规定。

8.1. 7 交叉口路径指引标志版面信息中近、远信息的选取，应符

合下列规定 z

1 I 、 H 类路径指引标志中，近信息为指示行驶方向上 CA

层）、B 层、C 层信息中距离当前所在地最近的信息；

2 近信息宜选择下游临近的主要道路，可是主干路、次干路，

也可选择相对较为重要的支路，并应保证信息指引的承接及连续；

3 I 类路径指引标志中，指示行驶前进方向的较高层信息作

为远信息；

4 当指示远信息沿线存在可进出的快速路、重要交通性主干

路、对外交通枢纽等CA 层）、B 层信息时，应以距当前所在地最近

的上述地区或道路名称作为基准点，当临近基准点时，再按选取下

→个CA 层人B层信息作为新的基准点；

5 近信息应根据标志所在位置依次更换，远信息在一定路段

内应保持相对固定。

8. 1. 8 干路或支路指路标志版面中的距离应指其与基准点的距

离，与基准点距离的确定应符合下列规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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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指示信息为干路或支路，所指示道路与当前道路直接相交

时，应以交叉口作为基准点，但若通过其他道路相连，则应以连接

道路与所指示道路的交叉口作为基准点；

2 当指示信息为地区信息时，应以距离该地区主要出入口或

外围大门最近的交叉口作为基准点；

3 当指示信息为旅游景区、交通枢纽等较大型重要地物时，

应以距其建筑物本身或外围大门最近的交叉口作为基准点；

4 版面中距离数值的取值，应符合本规范第 4. 2. 10 条的规

定。

8.1. 9 其他标志套用于指路标志上时，应符合下列规定：

1 禁令标志套用于指路标志上时，不得替代相应的禁令标

士＂＂JI!户，

2 限高、限重禁令标志可结合特殊的道路信息套用于路径指

引标志中，但不宜单独放置在箭头杆图形中；

3 对禁止某车种通行的禁令标志，可套用于路径指引标志

中；提示交叉口下游路段的交通管理信息应套置在箭头杆图形中；

提示所通达道路的交通管理信息应套置于该道路名称旁；

4 对套用于路径指引标志中禁止某方向通行的禁令标志图

案，宜布置在竖向箭头杆的下端；

5 当禁令标志需与时间等辅助标志配合使用时，不宜套用在

路径指引标志中；

6 地点指引标志、旅游区标志可套用于路径指引标志中。

8.2 交叉口预告标志

8. 2.1 交叉口预告标志的设置条件，应符合本规范第 8. 1. 3 条规

定。

8. 2. 2 交叉口预告标志宜设在交叉口告知标志上游 150m～

500m 处（图 8. 1. 3），并宜设置于道路行车方向的右上方，版面应

面对来车方向。若条件受限，可向交叉口适当前移，但距交叉口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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车线不应少于 lOOm，且不应遮挡其他交通标志。

8.2.3 交叉口预告标志宜采用图案形式，对畸形或多岔交叉口应

通过图案体现交叉口的形状。

8.3 交叉口告知标志

8. 3.1 交叉口告知标志的设置条件，应符合本规范第 8. 1. 3 条规

定。

8.3.2 交叉口告知标志宜设置在距离交叉口停车线 30m～80m

处，宜设置于道路行车方向的右上方，版面应面对来车方向。

8.3.3 当连续设置的第 I C或 ID类交叉口告知标志中，插入第田

类告知标志时，则被插入的第 I C或 ID类交叉口告知标志间传递

的路径信息应连续，且不应出现该处第 E类告知标志中的路径信

息。

8.4 路名牌标志

8. 4.1 城市道路均应设置路名牌标志。

8. 4. 2 路名牌标志应设置在交叉口进口道人行道边，标志版面应

与行车方向平行；机非分隔带或主辅分隔带宜增设路名牌标志。

8.5 街道名称标志

8. 5. 1 城市道路宜设置街道名称标志。

8.5.2 街道名称标志宜设置在交叉口下游 30m～lOOm 处，位于

车行道右侧，版面应面对来车方向；当两个交叉口间距较大时，可

重复设置。

8. 5. 3 街道名称标志版面中的文字，应按自左至右或自上至下的

方式排列，文字排列应保证路名易于识认。

8.6 地点方向标志

8. 6. 1 在设置有主、辅路断面的城市干路，当主路与辅路前方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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达不同的地点、道路时，应设置地点方向标志。

8. 6. 2 地点方向标志应设置在道路通达方向分岔起始点的主、辅

路分隔带中，版面应面对来车方向。

8.6.3 当地点方向标志采用路侧柱式支撑方式，并位于低处设置

时，版面中的箭头宜采用斜向下方向；当地点方向标志采用悬臂式

支撑方式，标志位于高处设置时，版面中的箭头宜采用斜向上方

向。

8. 7 地点距离标志

8. 7.1 指示前方所要经过的城市重要地区、旅游景点、重要交通

枢纽和距离，可设置地点距离标志。

8. 7. 2 地点距离标志应设置在通往城市重要地区、旅游景点、重

要交通枢纽的上游路段，版面应面对来车方向。

8.8 著名地点标志

8. 8.1 当道路经过路径指引标志信息中所选取的远端重要地点

或地区CA 类、B 类）时，宜设置著名地点标志。

8. 8. 2 著名地点标志应设置在沿线重要地点或地区的边缘处，版
面应面对来车方向。

8.8.3 著名地点标志中的地点或地区名称信息，应与路径指引标

志版面中选取的信息一致。

8.8.4 当著名地点标志用于快速路时，应采用绿底、白图形、自边

边框、绿色衬边。

8.9 分界标志

8. 9.1 在行政区的分界处可设置分界标志。

8. 9. 2 分界标志应设在行政区的分界处，版面应面对进入该行政

区的来车方向；若行政区的分界位于路段中，版面可与行车方向平

行，并可标识相邻两区名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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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 9. 3 当分界标志用于快速路时，应采用绿底、自图形、白边边

框、绿色衬边。

8.10 地点识别标志

8.10.1 在飞机场、火车站、轮渡码头等重要地点、场所的附近，宜

设置地点识别标志。地点识别标志中的图形，应按现行国家标准

《道路交通标志和标线 第 1 部分：总则》GB 5768. 1 规定的图形

选用。

8.10. 2 地点识别标志应在道路经过标识地点的出入口处设置，

版面应面对来车方向。

8.10. 3 除在标识地点处设置地点识别标志之外，宜在周边 1～3

个次干路以上交叉口增设地点识别标志，并应配合设置方向或距

离辅助标志。

8.10. 4 地点识别标志可套用于路径指引标志中。

8.10. 5 地点识别标志可采用文字版面。

8.11 停车场标志

8. 11. 1 社会停车场均应设置停车场标志。

8. 11. 2 停车场标志应设置在停车场人口道路附近。

8. 11. 3 除停车场入口附近设置停车场标志之外，宜在周边 1～3

个交叉口增设停车场标志，并应配合设置方向或距离辅助标志。

8.12 人行天桥、人行地下通道标志

8.12. 1 人行天桥和人行地下通道处，均宜设置人行天桥标志和

人行地下通道标志。

8. 12.2 人行天桥标志和人行地下通道标志应设置在天桥或地

下通道入口处。若通道人口不易找寻，应增设人行天桥标志和

人行地下通道标志，并应附加辅助标志指示其人口方向或距

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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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13 残疾人专用设施标志

8.13.1 设有残疾人专用设施处，均应设置残疾人专用设施标志。

8. 13.2 残疾人专用设施标志应设在残疾人设施附近适当位置。

若设施不易找寻，应增设残疾人专用设施标志，并应附加方向或距

离辅助标志。

8.14 观景台标志

8.14. 1 停车观景地带的两侧宜设置观景台标志。

8.14.2 观景台标志应设置在路侧可供道路使用者停车观景地带

的两侧。必要时，可在观景地带周边 1～2 个次干路以上交叉口增

设观景台标志，并应附加方向或距离辅助标志。

8.15 应急避难设施（场所）标志

8. 15. 1 应急避难场所、隧道等设施的疏散通道以及其他应急避

难设施处，均应设置应急避难设施标志。

8. 15.2 应急避难设施标志应设置在应急避难场所、隧道等设施的

疏散通道以及其他应急避难设施的出入口处，并应在周边 lOOm～

500m范围内增设应急避难设施标志，并应附加方向或距离辅助标志。

8.16 绕行标志

8.16.1 实施交通管制的路段或路口上游，应设置绕行标志。根

据需要可在绕行标志上套用禁令，并应标识行车路线。

8.16. 2 绕行标志应设置于车辆需绕行的起始路口前，并应满足

车辆选择相应进口车道的变道行驶距离。

8. 16.3 根据需要，绕行标志中可标注道路名称标识。

8.17 此路不通标志

8.17.1 断头路上游应设置此路不通标志。



8.17. 2 此路不通标志应设置于断头路交叉口，并应在交叉口上

游与指路标志配合使用。

8. 18 车道数变少标志

8. 18. 1 当同一路段中下游道路标准断面行驶车道数量变少，存

在车辆合流需求时，应设置车道数减少标志。当交叉口出口道因

交通渠化而减少车道数时，不应设置车道数减少标志。

8.18. 2 车道数变少标志应设置在车道变化点上游 50m～ lOOm

处。

8.18. 3 车道数变少标志用于快速路时，应采用绿底、白图形、自

边边框、绿色衬边。

8. 19 车道数增加标志

8.19. 1 当同一路段中下游道路标准断面行驶车道数量增加，存

在车辆分流需求时，应设置车道数增加标志。交叉口进口道因交

通渠化而增加车道数时，不应设置车道数增加标志。

8.19.2 车道数增加标志应设置在车道数量增加断面上游 50m～

lOOm 处。

8.20 交通监控设备标志

8.20.1 对已设置图像采集等监控设备的路段，可设置交通监控

设备标志。

8.20.2 交通监控设备标志宜设置在图像采集等监控设备上游

50m～200m 范围内。

8.21 线形诱导标

8. 21. 1 当前方路段存在易发生事故的小半径弯道、出现非常规

的路中隔离设置，以及视线不好的 T 型交叉口等情况时，应设置

线形诱导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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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 21. 2 线形诱导标的设置方法，应符合下列规定：

1 设置于干路或支路上易发生事故的弯道、视线不好的 T

型交叉口等处，应采用横向蓝底自图形；

2 设置于快速路时，应采用绿底、白图形、白边边框、绿色衬

边；

3 设置于非常规的路中隔离设施端部、渠化设施的端部、桥

头等，应采用竖向红底自图形；

4 设置于易发生事故的弯道时，偏角小于或等于 7。的曲线

路段，可在曲线中点位置设一块线形诱导标；当受空间和条件限

制，应提前设置，并应采用辅助标志告知距离；

5 对偏角大于 7。、曲线较长的弯道，可根据需要设置若干块

线形诱导标，并应保证道路使用者在曲线内连续看到不少于 3 块

线形诱导标。

8. 21. 3 双车道道路可并设两个方向的线形诱导标。

8. 21. 4 设置线形诱导标后，可不再设置道路平面线形警告标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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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 快速路指路标志

9. 1 一般规定

9.1. 1 城市快速路必须设置快速路指路标志，快速路指路标志的

分类与选用应符合本规范表 4. 1. 2-2 的规定。

9.1. 2 快速路指路标志设置应符合下列规定：

1 快速路指路标志设置应具系统性，快速路进出口之间的指

路标志应按一定顺序布设，传达信息应连贯、一致；

2 快速路入口指引宜按入口预告标志→入口处地点、方向标

志→入口标志→地点距离标志顺序设置；

3 快速路出口指引宜按出口预告标志→出口标志和下一出

口预告标志→出口处地点、方向标志顺序设置；

4 对于单向 3 条及以上车道的出口密集的快速路路段，宜分

车道提示方向信息，并应采用路面文字标记以辅助提示。

9.1. 3 快速路出入口距离数值的确定应符合下列规定：

1 快速路指路标志所预告距离数值，指路标志设置点与下游

指示点的间距，并应符合下列要求：

1) 当存在多条路径时，应采用习惯路径计算距离，所选取的

习惯路径应统一；

2）距离数值应符合本规范第 4. 2. 10 条规定。

2 当预告距离的指路标志设置位置受到影响无法设置时，指

路标志可适当移位，并应符合下列要求：

1)指路标志与出口减速车道渐变段起点间距小于或等于

3km 时，指路标志设置位置的允许偏差宜为±50m;

2）指路标志与出口减速车道渐变段起点间距大于 3km 时，

指路标志设置位置的允许偏差宜为土250m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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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设置在干路和支路上的快速路人口预告标志中指示的距

离，应以快速路连接线辅路上的快速路人口作为起算点。

9. 1. 4 设置在快速路主路和臣道上的各类标志不得互相影响。

9.1. 5 快速路指路标志字符应符合下列规定：

1 快速路指路标志汉字高度应根据设计速度相应选取，并应

符合本规范表 4.2.121 的规定；

2 快速路指路标志的阿拉伯数字和其他文字的高度等要求

应符合本规范表 4. 2. 12-2 的规定 。

9.1. 6 快速路指路标志的颜色应符合下列规定：

1 快速路上的指路标志应采用绿底、白字、自边框、绿色衬边；

2 下列情况应采用白底、绿宇 ：

1)下游到达的道路路名为快速路，需要区分路名信息和方

向信息时；

2）交通信息、停车领卡等标志，需要区分图形内容与文字内

容时。

3 单独设置在干路或支路上的快速路指路标志，应采用快速

路指路标志相同颜色；

4 若快速路路名作为专有名词，被标识在干路或支路上的指

路标志版面上时，快速路路名也应采用绿底、白字、白边框。

9. 1. 7 快速路指路标志的版面信息应包括道路名称信息、目的地

名称信息、地理方向信息和距离信息（图 9. 1. 7），各类信息反映的

内容应符合下列要求 ：

地理方向信息

入日方向信息 ♂ 

图 9. 1. 7 快速路指路标志信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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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道路名称信息为反映前方将要驶入的道路名称信息；

2 目的地名称信息为反映前方所到达的地区、地点名称或横

向道路、出口路名等信息；

3 地理方向信息为反映路线总体走向的地理方向信息；

4 距离信息应为反映标志所在位置到起算点的距离。

9. 1. 8 道路名称信息应当选择下游将要驶入的道路名称作为道

路名称信息，并应符合下列要求：

1 当道路名称信息用于快速路入口或者对快速路人口进行

预告时，应选择当前或所预告的快速路道路名称；

2 在互通式立交出口前，需预告其出口所到达的主路道路

名称时，应选择该出口将驶人的横向道路名称作为道路名称信

息；

3 当道路名称信息为快速路路名，旦，与目的地名称信息同时

设置于一块版面上时，快速路道路名称信息应采用自底绿字的反

色。

9. 1. 9 目的地名称信息的选取应符合下列要求：

1 目的地名称信息的选取应结合相交道路等级、服务区域特

点、交通流量特性等因素综合考虑，并应符合本规范第 8. 1. 5 条的

规定；

2 当快速路与各类道路相交并设置出口时，宜按表 9. 1. 9 选

取信息层次；

主线道路

快速路

表 9.1. 9 目的地名称选取

被交道路

快速路 主干路

A层CB 层） I (A 层)B 层

次干路、支路

CB 层JC 层

注：不带括号的信息为首选信息，带括号的信息用于无首选信息或根据需要作为

第二信息。

3 当同→方向有同层次多类信息时，应依次优先选用重要地

名、交通枢纽信息、国家级旅游景区、重要公共设施等地点名称，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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应确保选用的信息在出口后至指引地连续。当同一方向有同层次

同类别多个信息时，宜按由近到远的顺序进行选择，对重要信息也

可同时指引。

9. 1. 10 行驶方向指引信息、地理方向信息的选取应符合下列规

定：

1 在车辆的行驶方向较明确，不易引起误解的路段，可选取
路线总体走向作为行驶方向指引信息；

2 对驾驶人容易产生行驶方向迷惑的路段，宜选择具有代表

意义的下游远程目的地作为行驶方向指引信息；

3 带有地理方向信息内容的标志可单独设置，也可结合快速

路指路标志进行设置。当与快速路指路标志结合设置时，宜在版

面中增加东、南、西、北等地理方向信息，设置在标志左上或右上角

处，所增加的内容不得影响其他指路信息的表达。

9. 1. 11 快速路可变信息标志的设置应符合下列规定：

1 当对车速、车种、行驶条件等进行动态管理时，应设置相应

的警告、禁令、指示可变信息标志；

2 当对出人口臣道发布开放或关闭、拥堵或畅通等信息时，

快速路入口标志、入口预告标志、出口标志、出口预告标志的局部

或全部版面，宜采用可变信息标志；

3 当在路段上反映下游连续出口、立体交叉或复杂路段的路

况时，宜采用可变的图形和文字标志；

4 当在路段上实时发布交通管理信息、交通安全告示、下游

路况、事故或临时作业等信息时，应采用文字可变信息标志；

5 当在出口预告标志中，预告出口开放或关闭、拥堵或畅通

等信息时，应至少进行 2 级预告，即在 Om 出口预告标志和 500m

出口预告标志中增设相关可变信息；

6 当对快速路入口开放或关闭、拥堵或畅通等信息的预告

时，宜进行 1 级预告，即在连接线交叉口的人口预告标志中增设相

关可变信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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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2 入口预告标志

9. 2.1 应在快速路人口附近的干路、支路或交叉口处设置入口预

告标志。

9.2.2 入口预告标志应按预告距离由远及近，依次分为邻近路网

交叉口预告、500m 和 200m 入口预告、连接线交叉口预告。邻近

路网交叉口预告距离应根据行驶至快速路入口的实际距离确定。

人口预告标志设置方法应符合下列要求：

1 在快速路入口周边 2km 范围内的主干路或交通性次干

路交叉口，且不少于 2 个主要交叉口处，应单独设置人口预告标

志；

2 在快速路周边 2km～5km 范围内的主干路或交通性次干

路交叉口，宜结合干路和支路上的指路标志设置人口预告标志：

3 在快速路周边 5km～lOkm 范围内的主干路，可根据路网

交通特点、管理需要设置人口预告标志；

4 在距离快速路入口连接线交叉口 500m 处，应设置 500m

入口预告标志，在其 200m 处，宜设置 200m 入口预告标志；

5 在快速路入口连接线交叉口停车线前 30m～80m 适当位

置，应设置入口预告标志。

9.2.3 人口预告标志宜将快速路当前所在地最近的 A 层信息作

为方向，并应采用箭头来指示行驶方向。入口预告标志的目的地

名称信息数量不宜超过 4 个，单个方向的地点名称信息数量不宜

超过 2 个，两个不同方向的信息之间可用白色线进行分隔。

9.2.4 单独设置的人口预告标志版面颜色应与快速路标志一致，

采用绿底、白字、自边框、绿色衬边。

9.3 入口处地点、方向标志

9. 3.1 当快速路入口至快速路主路合流之前有多级分流时，应在

分流位置设置地点、方向标志，分别指示快速路两个行驶方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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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3.2 入口处地点、方向标志应设置在入口连接线臣道多级分流

的分岔点端部。

9. 3. 3 入口处地点、方向标志版面内容应与入口预告标志中的目

的地名称信息、地理方向信息相对应。

9.4 入口标志

9. 4.1 在快速路入口，需告知前方快速路道路名称信息时，应设

置人口标志。

9. 4. 2 入口标志宜采用门架支撑结构形式，并应结合经过合理选

取的快速路交通管理信息，一并设置于快速路入口端部。

9.4.3 入口标志版面内容应与人口预告标志中所传达的信息一

致。条件允许时，宜增加目的地名称信息与地理方向信息。

9.5 地点距离标志

9. s. 1 当需在快速路上，提供车辆在当前路网或行驶道路中相对

位置信息，并预告快速路前方所要经过的重要出口、立交、地点的

名称和距离时，应设置地点距离标志。

9. 5. 2 地点距离标志宜设置于互通式立体交叉加速车道的渐变

段终点以后 lkm 以上路段的合适位置处。

9. 5. 3 两互通式立体交叉之间设置地点距离标志时，应符合下列

要求：

1 当互通式立体交叉间距小于或等于 2km 时，可设置地点

距离标志；

2 当间距大于 2km 小于或等于 lOkm 时，应设置地点距离

标志；

3 当间距大于 lOkm 时，可重复设置地点距离标志。

9. 5. 4 地点距离标志的信息应与入口指引标志、出口指引标志信

息配套，重复设置的地点距离标志信息应一致。

9. 5. 5 地点距离标志宜设置三行地点距离信息，地点信息由近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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远按自上而下的顺序排列，并应符合下列要求：

1 第一行的地点为近目的地，应选用经由下游第→个互通式

立体交叉（或出口）可到达的目的地信息；当出口间距较小，地点距

离标志与下一出口预告标志并设于同→杆件时，宜选择再下游第

二个出口作为第一行近程目的地；

2 第三行的地点为远目的地，应在一定距离内保持相对固

定。宜选择绕城环线、快速路终点、重要立交节点等 A 层信息作

为远目的地，当接近该目的地时，再按照类似原则选取下一个 A

层信息作为新的远程目的地；

3 第二行的地点为中间远目的地，宜选择第一行与第三行之

间的最近的其他 A层或 B 层信息（元 A 层信息时）；

4 若指引信息少于二行内容时，宜更换成出口预告标志的表

述方式。

9. 5. 6 地点距离标志中目的地信息应选用重要地名、交通枢纽信

息、国家级旅游景区、重要公共设施等地点名称。

9.6 路名标志

9. 6.1 当快速路主路上需提示、确认当前行驶的快速路名称并作

行车确认时，宜设置路名标志。

9.6.2 路名标志应设置在快速路互通式立体交叉加速车道的渐

变段终点。

9. 6. 3 当两个互通式立体交叉间距大于 5km 时，路名标志可在

主线适当距离加密设置。

9.6.4 路名标志宜采用单柱式结构形式，可结合地理方向标志、

限速标志或辅助标志一并设置。

9.7 出口预告标志

9. 7.1 在快速路上需对下游出口名称、方向、距离进行预告，使驾

驶人提前判别前方出口，安全、顺利地完成驾驶行为改变时，应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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置出口预告标志 。

9. 7. 2 快速路出口预告应至少进行 4 级预告，即在距离快速路减

速车道的渐变段起点 2km 、 lkm 、 500m 和 Om 处，应分别设置

2km, lkm 、 500m 、Om 出口预告标志 。

9. 7. 3 当互通式立体交叉出口间距大于或等于 3km 时，宜增设

3km 快速路出口预告标志；当出口间距小于 2km 时，快速路出口

预告标志的设置方法应符合本规范第 9. 24. 2 条的规定 。

9. 7. 4 对于互通式立体交叉、曲线臣道等情况较为复杂的出口，

宜在 500m 或 lkm 的快速路出口预告标志位置处设置图形指路

标志 。

9. 7. 5 设置图形指路标志位置处，相应的快速路出口预告标志宜

重复设置。 图形指路标志也可采用可变信息标志形式，发布下游

臣道、路段的实时交通信息 。

9.7.6 简易互通立体交叉的出口预告标志所预告的出口名称，宜

选择出口主要服务的地区、地点信息或第一条主次干路路名等单

一信息 。

9.7.7 当遇枢纽互通立体交叉，进入出口臣道后仍需二次分流

时，出口名称宜选择二行信息 。 第一行信息为出口所连接道路的

名称信息，第二行信息为出口后可到达的邻近一至两个地点、道路

名称信息 。

9.7.8 在指示重要出口信息时，可在出口标志下方增加出口位置

或出口车道信息 。 所增加的出口车道及位置信息，底色应为黄色

或荧光黄色，文字、箭头为黑色（图 9. 7. 8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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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8 下一出口预告标志

9. 8.1 在快速路主路上，需向驾驶人提供快速路下游出口的名

称、方向、距离等相关信息时，应设置下一出口预告标志。

9. 8. 2 下一出口预告标志应采用双悬臂式或门架式支撑结构，结

合当前出口标志，设置在出口分岔点处。

9. 8. 3 在互通式立体交叉间距大于或等于 3km 且小于 5km 时，

可在加速车道渐变段终点 lkm 以上、容易被驾驶人识别辨认的适

当位置重复设置下一出口预告标志。

9.9 出口标志

9. 9.1 当需告知快速路出口起点，或划分快速路主路与出口臣道

范围时，应设置出口标志。

9.9.2 出口标志应设置在快速路出口分岔点端部，并宜结合下一

出口预告标志一并设置。当符合下列情况下时，出口标志宜采用

门架形式，设置于出口端部导流标线起点的上方：

1 主路车道数大于或等于 4 条的立交出口；

2 主路分流口；

3 端部导流标线长度大于 50m 的出口。

9. 9. 3 出口标志指示内容应与出口预告标志中所传达的信息连

续、一致，版面布设可与出口减速车道渐变段终点出口预告标志一

致。

9. 9. 4 对于大型互通式立体交叉，出口阻道需二级分流的情况，

可采用出口地点、方向标志或专用车道标志代替出口标志。出口

地点、方向标志或专用车道标志信息，应与出口预告标志信息对

应。

9.10 出口地点、方向标志

9.10.1 当互通式立体交叉出口阻道有二级分流，需预告或指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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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口臣道二级分流的两个不同行驶方向的相关信息时，应设置出

口地点、方向标志。

9.10. 2 出口地点、方向标志应设置在出口阻道二级分岔点端部

上方，宜采用双悬式支撑结构。

9.10. 3 当出口臣道车道数大于或等于 2 条，且出口臣道二级分

岔点与主路出口臣道分岔点之间间距小于 160m 或视线较差时，

应采用出口地点、方向标志或专用车道标志替代出口标志。如有

必要，出口处地点、方向标志和专用车道标志可在两分岔点之间增

设一组。

9.11 起点标志

9. 11. 1 在快速路主路起点处应设置起点标志。

9. 11. 2 起点标志应设置在快速路主路起点，宜设置在快速路主

路与辅路分岔点端部门架结构上。

9. 11. 3 当快速路起点已设有入口标志时，不应重复设置起点标

士ω

9. 12 终点预告、终点提示及终点标志

9.12.1 当在快速路终点前一定距离，需预告快速路终点时，应设

置终点预告标志和终点提示标志。

9.12. 2 在快速路终点，需区别快速路与其他等级道路时，应设置

终点标志。

9. 12.3 终点预告标志应分别设置在距离快速路终点 2km,lkm

和 500m 处，并应符合下列要求：

1 若快速路终点距离上→互通式立体交叉出口小于 2km、

大于 lkm 时，应在上一出口的出口标志处增设终点预告标志；

2 若快速路终点距离上一互通式立体交叉出口小于或等于

lkm 时，应在上一出口的出口标志处和 500m 出口预告标志处分

别增设终点预告标志；



3 结合上一出口所设置的终点预告标志所预告的距离，宜按

实际取值。

9.12.4 终点提示标志应设置在距离快速路终点 zoom 处。终点

提示标志版面应为黄底、黑色边框、黑色文字。

9.12. 5 终点标志应设置在快速路终点处。

9. 12.6 将快速路终点所连接的道路或交叉口作为出口，按出口

指引标志设置体系进行指引时，可不设置终点预告标志、终点提示

标志和终点标志。

9. 12.7 当快速路终点与车速相差不大的阻道或主干路相连时，

可不设置终点预告标志和终点提示标志；当快速路终点与其他快

速路或高速公路直接相连时，不应设置终点预告标志；终点提示标

志

9. 12.8 由于道路分期建设或其他施工进度原因，造成快速路路

段上出现临时终点时，应以临时终点为准，设置终点预告和终点标

士
心

9.13 交通信息标志

9.13.1 当需指示城市交通信息广播的频率时，应设置交通信息

标志。

9.13.2 交通信息标志应设置在快速路指路标志较少处，或利用

指路标志门架空余位置进行设置。

9. 13.3 交通信息标志不得影响其他快速路标志的正常设置。

9.14 里程牌、百米牌标志

9.14. 1 快速路宜设置里程牌和百米牌。

9. 14.2 里程牌宜采用单柱式或附着式的形式，每整公里设置一

处，设置于快速路路侧。

9. 14.3 百米牌应为直径 lOcm 的圆形标志，百米数字字高宜为

5cm，公里数高宜为 1. 8cm。设在快速路两侧各里程牌之间，每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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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 OOm 设置一块，可附设于路侧护栏等设施上 。

9. 14.4 当快速路设计桩号与养护管理桩号不同时 ，里程牌和百

米牌示例桩号应以养护管理桩号为准，并应设置在相应的养护管

理桩号断面位置。

9. 15 停车领卡标志

9. 15. 1 当快速路为收费路段，需提示前方停车领卡、减速慢行

时，应设置停车领卡标志 。

9.15. 2 在进入收费站人口一侧适当位置应设置停车领卡标志 ，

并宜设置在收费广场人口渐变段起点 。

9.15. 3 当已设有较完善的收费站预告标志和收费站标志，且标

志间距较密时，可不设置停车领卡标志 。

9.16 车距确认标志

9. 16. 1 在快速路相邻进出口间距大于 5km、道路线形顺畅的路

段，宜设置车距确认标志 。

9.16. 2 车距确认标志设置方法，应符合下列要求：

1 应自上游向下游按追尾危险保持车距、车距确认、距离的

顺序进行设置（图 9. 16. 2 ） ；可在间隔 200m 后再设置一组车距确

认标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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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9 . 16. 2 车距确认标志的设置

2 宜设置在快速路起点或由臣道进入快速路后 lkm 以内的

适当位置。

9.16. 3 车距确认标志不得影响快速路指路标志的设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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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17 特殊天气建议速度标志

9. 17. 1 当雨、雪、雾等造成视距不良的特殊天气较为频繁，且特

殊天气发生时对交通安全影响较大时，快速路应设置特殊天气建

议速度标志。

9.17.2 特殊天气建议速度标志应设置在快速路起终点，或特殊

天气时事故频发路段起终点两侧适当位置。

9. 17.3 特殊天气建议速度标志应与白色半圆状车距确认标线配

合使用。

9. 18 快速路车道指路标志

9.18.1 快速路车道指路标志的设置应符合下列规定：

1 当需规定不同车道的行驶速度限速范围时，应设置车速专

用车道指路标志；

2 当需规定不同车型的车辆行驶车道时，应设置车型专用车

道指路标志；

3 当需规定不同车种的车辆行驶车道时，应设置车种专用车

道指路标志；

4 当需规定不同功能的车辆行驶车道时，应设置功能专用车

道指路标志；

5 当需规定不同车道的行驶方向时，应设置方向专用车道指

路标志。

9. 18.2 快速路宜根据交通组织与管理要求、道路功能及车辆组

成特点，选择按车速、车型、车种或功能划分。必要时可将车速分

别与车型、车种、功能进行组合，形成组合车道指路标志。

9. 18.3 划分车速、车型、车种、功能的快速路车道指路标志应设

置在快速路起点后 lkm 以内适当位置，或在快速路人口匣道加速

车道渐变段终点处设置。

9. 18.4 当方向专用车道指路标志在用于多车道出口、复杂立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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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或长距离交织路段时，应设置在减速车道或交织段起点，并应根

据交织段长度可在交织段中间或断面发生变化处进行增设。

9.18.5 当方向专用车道指路标志用于主路分流时，应设置在主

路分流集散车道渐变段起点，并应在集散车道断面变化的适当位

置增设。

9.18.6 快速路车道指路标志对车道的车种和车速的划分，应结

合设计速度、交通流量及车种比例等因素综合确定。

9. 18.7 车速专用车道指路标志中车道的最低限速应符合道路管

理运营要求，对巳设置车速专用车道指路标志的起点或入口，可不

单独设置限速标志。

9.18. 8 功能专用车道指路标志应对每条车道使用功能进行规

定，不得遗漏车道。当设有紧急停车带时，应对紧急停车带予以文

字说明。

9.18.9 方向专用车道指路标志应根据交通流量合理设置。当需

对部分车道设置方向专用指路车道指路标志时，其他车道也宜采

用方向专用车道指路标志进行指示。当出现车道增减时应增设方

向专用车道指路标志，不同位置的方向专用车道指路标志所传达

的信息应连续一致。

9. 18.10 可设置地面文字标线对车道指路标志配合使用，车道指

路标志应与地面标线和地面文字统一，不得矛盾。

9. 18. 11 快速路车道指路标志的箭头应垂直向下，并应符合本规

范第 4. 2. 9 条的规定。同一方向专用车道指路标志上，可指示 2

条方向和功能相同的车道，但不应同时指示 2 条不同方向和功能

的车道，也不得指示 3 条及以上相同方向和功能的车道。

9. 19 收费站预告及收费站标志

9. 19. 1 在进入快速路收费站前，应设置收费站预告及收费站标

志，并应标注预告收费站位置、距离、收费方式等信息。

9.19.2 在距离快速路收费广场渐变段起点 2km, lkm 、 500m 及



渐变段起点处，应设置相应收费站预告标志与收费站标志。

9. 19.3 对设有电子不停车收费车道的收费站，应采用带有不停

车收费预告标志的收费站预告标志与收费站标志。

9.19.4 收费站预告及收费站标志宜结合限速标志、停车领卡标

志进行设置。

9.19. 5 当收费站位于快速路终点时，应在前 2km,lkm,500m 设

置收费站预告标志，同时应设置快速路终点预告标志，并在收费广

场渐变段起点处设置收费站和快速路终点标志。

9.20 电子不停车收费（ETC）车道指示标志

9.20.I 当进入收费广场前，需对电子不停车收费车道位置进行

预告时，应设置电子不停车收费CETC）车道指示标志。

9.20.2 电子不停车收费CETC）车道指示标志应设在收费广场渐

变段前 300m 处。

9.20.3 电子不停车收费（ETC）车道指示标志版面中宜指示收费

车道数量，当收费车道数量超过 5 条时，应以 5 车道表示，并应用

黄色箭头表示 ETC 车辆的行驶方向。

9.21 计重收费标志

9. 21. I 当需预告快速路收费站为计重收费站时，应设置计重收

费标志。

9. 21. 2 计重收费标志应设置在采用计重收费的收费站前适当位

置，可结合收费站标志一并设置。

9.22 加油站标志

9.22.1 当需指示当前位置为加油站入口时，应设置加油站标志。

9.22.2 加油站标志应设在地面快速路加油站入口分岔点位置。

9.22.3 当已将加油站出口按照快速路出口指引标志体系进行预

告时，可不设置加油站标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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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23 紧急停车带标志

9.23. 1 当需预告快速路路侧紧急停车带时，应设置紧急停车带

标志。

9.23.2 紧急停车带标志应设置在快速路路侧紧急停车带起点。

9.24 特殊情况下指路标志的设置

9.24. 1 环线快速路与射线快速路衔接处指路标志的设置，应符

合下列规定：

1 设置环线立交标志应符合立交总体方案设计中对环线及

射线道路功能的定位，交通标志设置应符合总体设计意图；

2 对于环线交通功能明显强于射线的立交，应将环线转向交

通作为主线进行指引；立交出口端部靠主线一侧标志宜采用下一

出口预告标志；

3 对环线交通功能和射线交通功能都很强的立交，应将环线

转向交通和射线方向均按主路标准进行指引；对此类立交交通标

志宜按主线分流方式进行设计，同时指引前方主线名称及方向；

4 lkm 、 500m 出口预告标志处宜增设图形形式标志；

5 环线转角节点按常规立交设计时，应按普通快速路指路系

统进行设置。

9.24.2 对于间距较近的互通式立交指路标志的设置与调整，应

符合下列规定：

1 当进出口问距小于 2km 时，可取消 2km 出口预告标志，

并应在上游互通式立交主线入口加速车道渐变段终点位置设置出

口预告标志，预告距离宜采用实际值。

2 当进出口间距小于 lkm 且大于 0. 5km 时，应在上游互通

式立交主线出口减速车道渐变段起点和 500m 出口预告标志，增

设第二个互通式立交的出口预告标志，预告距离宜采用实际值。

同时，在上游互通式立交主线人口加速车道渐变段终点后的适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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位置设置当前出口预告标志。

3 当进出口间距小于 0. 5km 时，宜将前后两个出口合并为

同一出口进行指引。出口预告标志应同时预告前后两个出口，并

应在上游出口分岔点，按出口地点、方向标志方式设置。

4 当进出口间距小于 0. 5km，且前后出口方向较多，不能将

前后两个出口合并同时指引时，宜在上游互通式立交主线减速车

道渐变段起点出口预告标志、500m 出口预告标志和 lkm 出口预

告标志处，并列设置第二个互通式立交的出口预告标志，预告距离

宜采用实际值。同时，在上游互通式立交主线人口加速车道渐变

段终点后的适当位置，应设置当前出口预告标志；并应在上游互通

式立交主线入口阻道内，设置下游互通式立交出口预告标志。

9.24.3 左出或连续分流（或连续合流）路段交通标志的设置应符

合下列规定：

1 对于左侧出口，宜设置图形指路标志，图形标志应指出主

线行驶方向和出口靠路侧位置；宜增设出口预告标志或方向专用

车道标志，宜增加预告距离。

2 在连续分流（或连续合流）路段，应根据交通流量和车道功

能设置方向专用车道标志；在车道功能或车道数变化处，宜增设方

向专用车道标志，且前后方向专用车道标志信息应连续一致。

3 左出和连续分流（或连续合流）路段的标志与标线应统一，

宜增设地面文字作补充说明。

9.24.4 特殊构造物限制下交通标志的设置应符合下列规定：

1 在满足标志功能，且标志位置误差范围允许的情况下，宜

将标志移出大型桥梁、隧道等路段；

2 隧道内的标志不应对交通净空，以及通风、监控等设施产

生影响，条件限制时可适当调整标志版面，版面调整应符合本规范

第 4.2. 12 条的规定；

3 当出口预告标志位于隧道内时，宜采用内部或外部照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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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 其他标志

10.1 作业区标志

10. 1. 1 因施工、交通事故、自然灾害等造成前方道路发生交通干

扰、车道变化、交通阻断、绕行等情况时，应设置作业区标志。作业

区标志的分类与选用应符合本规范表 4. 1. z 2 的规定。
10. 1. 2 作业区标志应按下列条件设置：

1 施工地点或路段起点前应设置施工标志；

2 由施工、交通事故、自然灾害等原因引起道路或车道封闭

时，应设置道路封闭或车道封闭标志；

3 由施工、交通事故、自然灾害等原因引起道路单向封闭或

完全封闭，途经车辆需借用对向车道，或改道施工便道等其他道路

时，应设置改道标志；

4 因道路施工、交通事故、自然灾害等原因引起道路完全封

闭时，应设置临时绕行标志，并可采用橙色箭头和绕行指路标志指

引车辆绕行路线。

10. 1. 3 当作业区标志设置时，应与禁令、指示、警告等标志，以及

其他作业区交通安全设施配合设置。各作业区预告标志应由作业

区标志与说明距离的辅助标志组成。

10. 1. 4 施工标志的设置应符合下列要求：

1 干路或支路路段进行施工时，当施工地点或路段起点距上

游交叉口较近时，应在施工地点或路段起点前处，以及上游交叉口

的出口处设置施工标志，当施工地点或路段起点距上游交叉口大

于或等于 500m 时，宜增设 300m 施工预告标志；

2 快速路进行施工时，应在施工地点或路段起点前设置

lkm 施工预告、300m 施工预告标志；



3 除短时施工地，点或路段和路外作业区之外，施工地点或路段上

游的最近一块施工标志宜设置辅助标志标识施工地点或路段的长度。

10.1. 5 道路封闭标志的设置应符合下列要求：

1 干路或支路路段封闭时，在封闭路段上游交叉口出口处应

设置封闭预告标志；

2 快速路路段封闭时，当封闭路段位于出口臣道下游时，应

在出口臣道减速段起点前，设置 lkm 道路封闭预告、300m 道路封

闭预告及道路封闭标志；当封闭路段位于入口臣道下游时，应在臣

道入口前设置道路封闭预告标志或其他禁止通行标志；

3 道路封闭路段上游的最近→块道路封闭标志宜设置辅助

标志说明封闭路段长度等信息。

10. 1. 6 车道封闭标志的设置应符合下列要求：

1 干路或支路某车道封闭时，当封闭车道起点距上游交叉口

较近时，应在封闭车道起点前处，以及上游交叉口的出口处设置车

道封闭预告标志，当封闭车道起点距上游交叉口大于或等于 500m

时，应增设 300m 车道封闭预告标志；

2 快速路某车道封闭时，应在封闭车道起点前设置 1』n

道封闭预告、300m 车道封闭预告及车道封闭标志；

3 车道封闭路段上游的最近一块车道封闭标志宜设置辅助

标志说明封闭车道长度等信息。

10.1. 7 改道标志的设置应符合下列要求：

1 干路或支路改道时，在改道人口起点前适当位置应设置改

道标志，并宜设置 300m 改道预告标志；

2 快速路改道时，应在改道入口起点前设置 lkm 改道预告、

300m 改道预告及改道标志。

10.1. 8 施工绕行标志应设置在封闭道路上游交叉口的各进口方

向路侧。

10. 1. 9 当道路施工完成后应及时撤除道路施工相关标志。

10.1.10 施工绕行标志版面与道路信息指引标志中的绕行标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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应相同，其版面应为橙底白色街区，绕行路线宜为黑色。

10.2 辅助标志

10.2. 1 当主标志无法向道路使用者完整表达或指示其规定时，应设

置辅助标志，辅助标志的分类与选用应符合本规范表 4. 1. 2 2 的规定。

10.2.2 辅助标志应按下列条件设置：

1 当需对禁令、指示等标志说明作用时段时，可在主标志下

增设表示时间的辅助标志；

2 当需对禁令、指示标志规定车辆的种类、属性时，可在主标

志下增设表示车辆种类的辅助标志；

3 当需对禁令、指示标志规定方向路段时，可在主标志下增

设表示方向的辅助标志；

4 当需对指路标志表示指路标志所指道路、地点、设施的方

向时，可在主标志下增设表示方向的辅助标志；

5 当需对禁令、指示标志规定区域的范围时，可在主标志下

增设表示地域或距离的辅助标志；

6 当需对指路标志、旅游区标志和警告标志表示到达所指设施、

危险点的距离时，可在主标志下增加表示地域或距离的辅助标志；

7 当需对指示标志、警告标志表示所指示设施或路段的长度

时，可在主标志下增加表示地域或距离的辅助标志；

8 当需对禁令、警告等标志说明理由时，可在主标志下增加

表示警告、禁令理由的辅助标志。

10. 2. 3 辅助标志应设置在主标志下方，紧靠主标志下缘。

10. 2. 4 当需说明的内容较多时，可采用组合辅助标志同时说明车

辆种类、作用时间、空间等特殊规定，但组合的内容不宜多于 3 种。

10.3 告示标志

10. 3.1 当需解释、指引路外设施，或告示有关《中华人民共和国

道路交通安全法》和《中华人民共和国道路交通安全法实施条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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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内容时，应设置告示标志。告示标志的分类与选用应符合本规

范表 4. 1. 2 2 的规定。

10.3.2 告示标志设置应符合下列条件规定：

I 当需指引路外设施时，可设置路外设施告示标志；

2 当需提醒不要酒后驾车时，可设置严禁酒后驾车告示标志；

3 当需提醒不要向车外抛洒物品时，可设置严禁乱扔弃物告

示标志；

4 当需提醒急弯减速行驶时，可设置急弯减速告示标志；

s 当需提醒急弯下坡减速行驶时，可设置急弯下坡减速告示
标志；

6 当需提醒行驶速度较慢的大型车辆靠右行驶时，可设置大

型车靠右告示标志；

7 当需提醒驾车时不要使用手持电话时，可设置驾驶时禁用

于机告示标志；

8 当需提醒应按规定使用安全带时，可设置系安全带告示标志；

9 当需提醒注意校车停靠站点时，可设置校车停靠站点告示

标志。

10.3.3 路外设施标志可设置在引导、到达所指路外设施道路的

人口处。

10.3.4 行车安全提醒告示标志可在快速路起点、干路或支路流

量较大路段附近、事故多发地段前适当位置设置。

10.3.S 告示标志的设置不得影响禁令、指示、警告和指路标志的

设置和视认性。

10.3.6 告示标志和警告、禁令、指示和指路标志设置在同一位置

时，不得并设在一根立柱上，应独立设置在警告、禁令、指示和指路

标志的外侧。

10.4 旅游区标志

10.4. I 当需提供通往旅游区（点）的距离、方向指引或旅游项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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类别时，应设置旅游区指引标志或旅游符号标志。旅游区标志的

分类与选用应符合本规范表 4. 1. 2一2 的规定。

10. 4. 2 干路和支路沿线 3A 级及以上旅游区（点），应设旅游区

指引标志。在各旅游景点的交叉口附近，应设置旅游符号标志。

10.4.3 快速路沿线 4A 级及以上旅游区（点），宜设旅游区指引

标志。

10. 4. 4 在互通式立交出口、左出匣道等驾驶员容易对旅游景区

方向疑惑的节点前方，宜设旅游区方向指引标志。

10.4.5 旅游区距离标志应设在道路路段的适当位置。

10. 4. 6 旅游区方向标志的设置应符合下列要求：

1 干路和支路上应设置在通往旅游区（点）各连接道路交叉

口处，与快速路、高速公路直接衔接的道路，旅游区方向指引信息

应连续。

2 快速路上应设置在出口减速车道起点前。

10. 4. 7 旅游符号标志应设置在通往各旅游景点或各活动场所的

道路交叉口附近。

10.4.8 旅游区指引标志中的距离和方向标志可进行版面组合。

10. 4. 9 当沿线旅游区（点）较多时，一块版面可进行多个旅游区

距离预告和方向指引，一块版面中预告的旅游区（点）不应超过 3

个，旅游区（点）宜按照从近到远的顺序由上至下排列。

10.4. 10 当知名度较高、对交通流的吸引力较大时，旅游区（点）

可作为目的地名称使用。

10. 4. 11 旅游符号标志可套用在指路标志上。旅游符号标志下

可附加辅助标志。

10.4. 12 旅游区标志的设置不得影响各交叉口指路标志、快速路

出口和出口预告标志的设置。

10. 4.13 互通式立交出口处可设置旅游区（点）预告标志版，但不

得多于 1 块旅游区（点）预告标志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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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 交通标线的基本要求

11. 1 一般规定

11. 1. 1 城市道路交通标线应由施划或安装于城市道路上的各种

线条、箭头、文字、图案及立面标记、突起路标和轮廓标等交通安全

设施所构成。

11. 1. 2 交通标线设置应符合下列要求：

1 应符合道路设计要求，充分体现道路总体设计的意图；

2 应与交通实际运行特点相适应，有利于道路交通的有序、

安全与畅通；

3 宜与交通标志设置配合使用，相互协调，相互补充，也可单

独使用；

4 应遵循适当设置的原则，不得出现传递信息过量或不足的

情况；

5 应与周边其他交通设施表达的信息相匹配，传递的交通信

息不得相互矛盾；

6 应保证交通标线在使用期间的可视性，及时对交通标线进

行维护。

11. 1. 3 交通标线位于水泥混凝土路面的接缝处，可偏向接缝一

侧，偏移宽度不宜大于所施划标线的宽度。

11. 1. 4 交通标线施划后，机动车道宽度应满足现行行业标准《城

市道路工程设计规范》en 37 的规定以及总体设计的要求，除加

宽情况外，－条机动车道宽度不得大于 3. 75m 。

11. 1. 5 次干路及以上等级的城市道路应设置交通标线，支路及

其他城市道路宜设置交通标线。

11. 1. 6 在城市道路的路段、交叉口、收费广场、作业区等区域，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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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据需要设置指示标线、禁止标线、警告标线及其他标线 。

交通标线的基本要素

11. 2. 1 传达禁止、限制、警告等信息应采用黄色交通标线；传达

重要的提示信息应采用白色交通标线；在作业区应采用橙色交通

标线；为表达一些特殊意义也可采用红色、蓝色、黑色交通标线 。

11. 2. 2 交通标线的形式、颜色应符合表 11. 2. 2 的规定，并应符

合国家现行标准《道路交通标志和标线 第 3 部分：道路交通标

线》GB 5768. 3 的有关规定。

表 11. 2. 2 交通标线的图例及含义

11. 2 

义含图例（除标明单位外，缺省单位为 cm)
标线

名称
编号｜类型

允许车

辆短时越

线行驶

可跨越

对向车

行道分

界线

设计速

度不小于

60km/ h 路

段，允许车

辆短时越

线行驶

髓辙噩噩醋量翻指
示
标
线

2 

可跨越

同向车

行道分

界线 设计速

度小于

60km/h 路

段，允许车

辆短时越

线行驶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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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表 11. 2. 2 

义

车道行

驶方向可

随交通管

理需要进

行变换

禁 止 车

辆跨越车

行道边缘

行驶或机

非分界

含图例（除标明单位外，缺省单位为 cm)
标线

名称

5 

潮沙

车道线

编号｜类型

4 

允许车

辆跨越车

行道边缘

行驶

指
示
标
线

6 

车行道

边缘线
禁 止 实

线侧车辆

越线行驶，

允许虚线

侧车辆越

线行驶

．斗时i
、 J哇！之－ ： 气’： 2 飞：i

7 

禁 止 车

辆跨越军

行道边缘

行驶或机

非分界

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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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表 11. 2. 2 

义
， 肉、－

13 图例（除标明单位外，缺省单位为 cm)
标线

名称
编号｜类型

车辆在指

示时段进入

左弯待转区

等待左转的

位置

左弯待

转区线
9 

车辆在指

示时段进入

直行待行区

等待直行的

位置

直行待

行区线
10 

指示交

叉口驶入

车辆按导

向方向行

驶

路口

导向线

导向

车道线

指
示
标

线

11 

12 

13 

指示交

叉口驶入

车辆的导

向方向可

随需要变

化

’

E

W
H
6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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导
道
变
军
线

可
向

14 



续表 11. 2. 2 

义

15 

含

一定条

件下允许

行人横穿

道路

图膏。〈除标明单位外，缺省单位为 cm)
标线

名称

人行

横道线

编号 ｜类型

无信号

灯控制路

段设置人

行横道线

时，应在人

行横道线

上游设置

预告标识

人行横

道预告

标识线

16 

在行人

过街交通量

特别大交叉

口，指示行

人在人行横

道线上靠右

侧分道过街

~ 

行人左

右分道

的人行

横道线

箭头

指
示
标
线

17 

设置于

较长直线等

路段，提示

保持安全行

车距离

设置于

气象条件

复杂的路

段，提示保

持安全行

车距离

白色折

线车距

确认线

白色半

圆状距

确认线

18 

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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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表 11. 2. 2 

义，、‘pa 图例（除标明单位外 ，缺省单位为 cm)
标线

名称
编号｜类型

在道路

人口处设

置，用于引

导驶入车

辆的行驶

轨迹

道路入

口标线
20 

在道路

出口处设

置，用于引

导驶出车

辆的行驶

轨迹

道路出

口标线
21 

机动车

辆只能在

标识的停

车位内停

放

”“犯创垂直式

机动车

停车位

标线

指
示
标
线

22 

机动车

辆只能在

标识的停

车位内停

放

平行式

机动车

停车位

标线

23 

倾斜式

机动车

停车位

标线

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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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表 11. 2. 2 

义含图例（除标明单位外，缺省单位为 cm)
标线

名称

25 

垂直式

机动车

限时停

车位标

线

编号｜类型

机动车

辆只能在

标识的停

车位内在

限定时段

停放

平行式

机动车

限时停

车位标

线

26 

出租车

专用待客

停车位

出租车

专用上下

客车位

• 117 • 

倾斜式

机动车

限时停

车位标

线

出租车

专用待

客停车

位标线

出租车

专用上

下客停

车位标

线

指
示
标
线

27 

28 

29 



续表 11. 2. 2 

义含图例（除标明单位外，缺省单位为 cm)
标线

名称
编号｜类型

残疾人

专用车辆

或载有残

疾人车辆

的停车位，

自色表示

收费停车

位，黄色网

格线为残

疾人上下

车区域，禁

止车辆停

放在其上

残疾人

专用停

车位标

线

30 

非机动

车专用停

车位

专设的

港湾式机

动车停靠

站

停靠站

较宽时，专

设的港湾

式机动车

停靠站

动
车
线

机
停
标

非
车
位

港湾式

停靠站

标线

指
示
标
线

31 

32 

3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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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表 11. 2. 2 

义

车种专

设的港湾

式停靠站

含图例（除标明单位外，缺省单位为 cm)
标线

名称

34 

车种专

用港湾

式停靠

站标线

编号 ！类型

路边式

停靠站
咽’泪~

障躏暨蹦蹦蹦圄噩噩醋1

路边式

停靠站

标线

35 

指示车

辆行驶方

向

提示驾

驶入限速

行驶

表示该

车道为非

机动车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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导向箭

头

路面限

速标记

非机动

车道路

面标记

指
示
标
线

36 

38 

37 



续表 11. 2. 2 

义

表示残

疾人专用

车或载有

残疾人的

车辆专用

停军位

，、

画图例（除标明单位外，缺省单位为 cm)

39 

标线

名称

残疾人

专用停

车位路

面标记

编号｜类型

提示驾

驶入注意

前方路面

状况发生

变化

注意前

方路面

状况标

记

指
示
标
线

40 

提示车

辆驾驶入

减速行驶

减速丘

标线
41 

禁止对

向车辆越

线或压线

行驶

院描画圈酣睡撞撞锚陆蜡主或边民温剿
跨
向
道
线

止
对
行
界

禁
越
车
分

禁
止
标
线4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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标线
编号｜类型｜

名称

43 

续表 11. 2. 2 

图例（除标明单位外，缺省单位为 cm)

l '/.'-.;')\;''"'·'"'''-"i－~俨’白ρd '"' ·：·，，－二至7吨川唱L旦、爪哇” lr r：：‘ ）·：兰J－~~ ’二

含义

禁止对

向车辆越

线或压线

44 I I ｜‘、、、、、、、、、、、、、、、、、、、高 ｜行驶
禁止跨

45 

46 I 

47 

48 

49 

禁

止

标

越对向

车行道

分界线

线｜禁止跨

越同向

车行道

分界线

禁止长

时停车

线

禁止停

车线

幽髓幽幽圃圄幅画画跚跚跚罔

古＆［$豆：~基量高

川》 1 川、β 习｜l… - - ~ .... _ - -民刊 乞， ••• , . • ‘ I /i•＇.坪 \' 芦穴但

非儿：.＂. • ,!;· --- "S .• 泸气 ! 卢二宁，；. ... · ,c:;,r,''. 二几品

禁止实

线假~车辆

越线行驶，

允许虚线

侧车辆越

线行驶

禁止车

辆变换车

道

禁止实

线侧车辆

变换车道，

允许虚线

但~车辆变

换车道

禁止路

边长时停

车，允许临

时停车

禁止路

边停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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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表 11. 2. 2 

义，”、．

吕图例（除标明单位外，缺省单位为 cm)
标线

名称
编号｜类型

车辆让

行，等候放

行等情况

下的停车

位置

I ~哥：萄~~~~I停止线50 

车辆在

交叉口停

车让交叉

道路车辆

先行

车辆在

此路口应

减速让交

叉道路车

辆先行

告示非

机动车使

用者在交

叉口禁止

驶入的范

围」吨↓吨 、
；向

停车让

行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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减速让

行线

非机动

车禁驶

区线

禁
止
标
线

51 

52 

53 



续表 11. 2. 2 

编号｜类型｜ 标名线称 图例（除标明单位外，缺省单位为 cm) 含 义

车辆需

要按规定

54 I ｜导流线 1 1•巳~τ；..，晒 1 I＂＇＂＂干、墨西西主；：；；－－1 1 的路线行
驶，不得压

线或越线

行驶

设在交

叉口的中

55 I ｜中心圈 1 1 圆‘~飞t:J 1 ·~~创此｜ ｜心，指示车
辆不得压

线行驶

禁

止

标

56 I 线｜时｜ 1寂·茵＋茵＋跑＋寂＋＋跑＋＋··• ! ? 服跚｜ 辆以任何

一一一一一→一

原因在该

区域停车

除公交

车外，其他

~飞λ.. ,,.II'，专~ －一← 一一 ＿： · 一一一一－、’. - 车辆及行
lilrl II ｜用车道 - ，、 －’仔 人在规定

线 －－－－一- - - '’ ,"- － 、.,._ - r .,‘ ~ 时段内不

得进入该

车道

" m~~ " 



续表 1 1. 2. 2 

线
称
标
名型类号编 图例（除标明单位外，缺省单位为 cm) 含义

58 

小型车

专用车

道线

仅小型

车可在该

车道内行

驶

大型车
59 I I 

禁｜道线

止

标

线

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 ; 
I - - K ""' .., ,_ ' 

t • 
E • 
，－一一一一－一一千←－一一一一－－－
M ”~ ~ ~、．

I • • • • • • • ' 

l 一 一一一一一一一 一’－嘈－ 4H 11 -'' >+ . 
一－一一一一一一－－－一l

大型车

应在该车

道内行驶

该车行

道为多个

乘车人的

多乘员 一
、．、 ．唱、

多成员车
－·－－ ，々，.、 、t”二 OI < 刊w 目主王

l 车辆专 4“ . .. , , ,..‘-- 辆专用车
60 I 

.. 
·τ 
. 

用车道
. , . . . . . . 

道，未达到
’自嘈· 王军B Mtl 1步 ，。 善”I\ － ~ ·

线 一 F二 －'"' …………, ·『，．－… ， 规定乘客
一

数车辆不

得人内行

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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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表 11. 2. 2 

义

除特殊

点段外，该

车道为非

机动车道，

机动车不

得进入

提示前

方有铁路

平交道口，

警告车辆

驾驶人应

在停车线

处停车

分别表

示该车道

禁止车辆

掉头、禁止

右转、禁止

左转

／$、
国图例（除标明单位外，缺省单位为 cm)

标线

名称

61 

禁
止
标
线

63 

禁止掉

头（转

弯）标

记

铁路平

交道 口

标线

非机动

车道线

编号｜类型

62 

警
告
标
线

设置在

收费广场

及前部适

当位置，警

告车辆驾

驶人前方

应减速慢

行

看，1

侃”帽脚

收费广

场减速

标线

6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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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表 11. 2. 2 

义含图例（除标明单位外，缺省单位为 cm)
标线

名称
编号｜类型

横向布

置于机动

车道内，警

告车辆驾

驶入前方

应减速慢

行

车行道

横向减

速标线

65 

纵向布

置于同向

车道分界

线侧，警告

车辆驾驶

入前方应

减速慢行

车行道

纵向减

速标线

66 

警
告
标
线

纵向布

置于同向

车道分界

线侧，警告

车辆驾驶

入前方应

减速慢行

车行道

纵向减

速标线

渐变段

67 

提醒驾

驶入注意，

在车行道

或近旁有

高出路面

的构造物

立商标

记
68 

、J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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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 3 交通标线的材料要求

11. 3. 1 用于施划道路交通标线的涂料，应符合下列要求：

1 应具有抗滑性能，不宜低于所在道路路面的抗滑要求；

2 应具有耐磨性能，保证正常的使用寿命；

3 应具有可视性，具备良好的反射能力，白天、夜间及雨天视

认性符合要求；

4 干燥时间应短，操作应简单，利于施工；

5 应具有良好的环保性能。

11. 3. 2 在规定的使用期限内，标线不应出现明显的变色。道路

交通标线颜色的色度性能应符合现行国家标准《道路交通标线质

量要求和检测方法》GB/T 16311 的规定。

11. 3. 3 城市快速路、主干路应采用反光标线，次干路、支路及其

他城市道路可根据需要采用反光标线。白色反光标线的亮度因数

应大于或等于 o. 35 ，黄色反光标线的亮度因数应大于或等于

0.270 在多雨地区易积水路段和人机非混行路段，宜采用水下反
光标线材料或附加突起路标。

11. 3. 4 新施划标线的初始逆反射亮度系数应符合现行国家标准

《新划路面标线初始逆反射亮度系数及测试方法》GB/T 21383 的

规定，白色反光标线的逆反射亮度系数不应低于 150mcd • m-2 • 

lx-1 ，黄色反光标线的逆反射亮度系数不应低于 lOOmcd • m 2 • 

lx 1 

11. 3. 5 标线在正常使用期间，反射标线的逆反射系数应满足夜

间水下视认要求，白色反光标线的逆反射亮度系数不应低于

80mcd • m一z • lx-1 ，黄色反光标线的逆反射亮度系数不应低于

50mcd • m-2 • lx-1 

11. 3. 6 标线的厚度根据其种类、设置位置及施工工艺，应符合表

11. 3. 6 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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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11. 3. 6 标线的厚度要求（mm)

序号 标线种类 标线厚度 备 注

1 溶剂型 0. 3~ 0.8 湿膜

2 普通型 0. 7~ 2. 5 干膜

热熔型 干膜。若有基线，基
3 3. 0~ 7.0 突起型

线厚度为 1～2

4 双组份 0. 4~ 2. 5 于膜

5 水性 0. 3~ 0.8 湿膜

6 树脂防滑型 4.0~ 5. 0 骨材粒径 2.0～3. 3 

7 预成型标线带标线 0. 3~ 2. 5 干膜

11. 3. 7 标线应使用抗滑材料，抗滑值应不小于 45BPN 。

11. 3. 8 道路预成形标线带的性能应符合现行国家标准《道路预

成形标线带》GB/T 24717 的要求，路面标线用玻璃珠的性能应符

合现行国家标准《路面标线用玻璃珠》GB/T 24722 的要求。

11. 4 交通标线的其他要求

11. 4. 1 交通标线设置的停车视距、会车视距、超车视距的取值应

满足表 11. 4. 1 的规定。

表 11. 4. 1 视距要求值

设计速度 停车视距 M1 会车视距 Mz 超车视距 M,

(km/h) Cm) Cm) Cm) 

100 160 320 

80 110 220 550 

60 70 140 350 

50 60 120 325 

40 40 80 200 

30 30 60 150 

20 20 40 100 

注：表中没有包括的速度的视距值，可用内插法求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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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 指示标线

12.l 一般规定

12. 1. 1 指示道路上机动车、非机动车、行人等通行的位置和方

向，应设置指示标线。

12. 1. 2 指示标线的类型应符合表 12. 1. 2 的规定。

表 12. 1. 2 指示标线的类型

序号 分 类 标线名称

可跨越对向车行道分界线、可跨越同向车行道分界线、潮

1 纵向标线 沙车道线、车行道边缘线、待行区线、路口导向线、导向车道

线

2 横向标线 人行横道线、车距确认线

其他标线
道路出人口标线、停车位标线、停靠站标线、导向箭头、路

3 
面文字标记、路面图形标记、减速丘标线

12.2 可跨越对向车行道分界线

12.2.1 用于分隔对向行驶的交通流，在允许车辆越线或转弯的

路段，可跨越对向车行道分界线的设置应符合下列规定：

1 对双向 2 车道，车行道总宽度大于或等于 6m 的无中央分

隔带道路，在满足超车视距且交通量较小的一般平直路段，宜设置

可跨越对向车行道分界线；

2 对宽度大于或等于 Sm 的双向非机动车专用车道，应设置

可跨越对向车行道分界线。

12.2.2 可跨越对向车行道分界线应采用黄色虚线，线宽宜为

15cm，交通流量非常小等特殊情况线宽可采用 lOcm，线段及间隔

长度应分别为 4m 和 6m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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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3 可跨越同向车行道分界线

12. 3.1 对同向行驶有 2 条及以上机动车道，在准许车辆越线变

换车道行驶的路段，应设置可跨越同向车行道分界线。

12.3.2 可跨越同向车行道分界线应采用白色虚线，当设计速度

大于或等于 60km/h，线段及间隔长度应分别为 6m 和 9m，线宽应

为 15cm；当设计速度小于 60km/h，线段及间隔长度应分别为 Zm

和 4m，线宽应为 lOcm，交通流量非常小等特殊情况线宽可采用

8cm 。

12.3.3 在满足超车视距的加宽路段，可跨越同向车行道分界线

应设置在车行道加宽后的位置。

12. 4 1朝沙车道线

12.4. 1 对双向行驶的无中央分隔带的道路，双向交通量随时间

变化有较为明显的潮沙性，根据交通管理需要，对中间若干个车道

进行行驶方向变换，必须设置潮沙车道线。

12.4.2 当车道数为偶数时，可将二个方向最内侧车道设为潮沙

车道或将两个方向的最内侧车道都设为潮沙车道。当车道数为奇

数时，可将中间车道设置为潮沙车道。

12.4.3 潮沙车道线应设置于潮沙车道两侧。

12.4.4 潮沙车道线应采用双黄虚线，线宽应为 15cm，线段与间

隔长度应与同一路段的可跨越同向车行道分界线一致，两条黄色

虚线的间距宜为 lOcm～15cmo

12.4.5 潮沙车道线应配合设置车道信号灯或可变的车道行驶方

向标志、注意潮沙车道标志等。潮沙车道线可配合设置相应的物

理隔离设施。

12.4.6 潮沙车道线在交叉口出入端应设置停止线，应采用白色

虚实线，长度应为潮沙车道的宽度，线宽均应为 15cm，线间距宜为

lOcm～15cm，虚线的线段及间隔长度均应为 0. 5m，虚线应设置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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交叉口中心一侧。

12.5 车行道边缘线

12. 5. 1 车行道边缘线的设置应符合下列规定：

1 在机动车道的边缘或用以划分同向机动车道与非机动车

道的分界处，指示禁止车辆跨越车行道或机非分界，应设置车行道

边缘白色实线；

2 指示车辆可临时跨越，应设置车行道边缘白色虚线；

3 指示车辆单侧可临时跨越，应设置车行道边缘白色虚实

线；

4 在机动车道与对向非机动车道的分界处，应设置车行道边

缘黄色实线。

12. 5. 2 车行道边缘白色实线、车行道边缘黄色实线设置应符合

下列规定：

1 设计速度大于或等于 50km/h，单向 2 车道及以上的道

路，在下列情况下应设置车行道边缘白色实线：

1）除出入口、交叉口及允许路边停车的特殊路段外，机动车

道外侧边缘；

2）有永久性物理设施分隔对向交通流，机动车道内侧边缘。

2 设计速度大于或等于 50km/h，单向 2 车道及以上的道

路，有活动性护栏等可移动隔离设施分隔对向交通流，在机动车道

内侧边缘，可设置车行道边缘白色实线，也可设置车行道边缘黄色’

实线。

3 设计速度小于 50km/h，单向 2 车道及以上机动车道两侧

有引导视线的连续固定构筑物时，可不设置车行道边缘白色实线。

4 双向 3 车道及以下道路或机非双向混行、宽度小于 lOm

的一块板断面时，可不设车行道边缘白色实线。但在下列情况下

应设置车行道边缘白色实线：

1）道路的窄桥及其上下游路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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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采用设计极限指标的曲线段及其上下游路段；

3）交通流发生合流或分流的路段；

4）路面宽度发生变化的路段；

5）路侧障碍物距车行道较近的路段；

6）经常出现大雾等影响安全行车天气的路段。

12.5.3 在出人口、交叉口及允许路边停车的特殊路段，可设置车

行道边缘白色虚线；相邻出入口间距小于或等于 lOOm，可连续设

置车行道边缘白色虚线。

12.5.4 公交车站临近路段、允许路边停车路段，可设置车行道边

缘白色虚实线。

12. 5. 5 车行道边缘线线宽应为 lOcm 或 15cm；设计速度大于或

等于 60km/h，线宽应为 15cm；设计速度小于 60km/h，线宽应为

lOcm，虚线的线段及间隔长度应分别为 2m 和 4m，虚实线的虚

线与实线间距宜为 15cm～ 20cm，虚线应设置于允许车辆跨越的

车道一侧。

12.5.6 在交叉口的进口道，车行道边缘线宜和停止线连接，在交

叉口的出口道，车行道边缘线宜和同向车道分界线设置起点保持

一致。

12.5.7 车行道边缘线白色虚线及白色虚实线中的虚线格应大于

或等于 3 个。

12.6 待行区线

12. 6. 1 交叉口范围较大且左转车辆较多，左转车辆在直行时段

进入待转区等待左转，应设置左弯待转区线。交叉口范围较大且

直行车道及车辆较多，直行车辆在横向道路左转时进入待行区等

待直行，应设置直行待行区线。

12.6.2 待行区线应由白色虚线、停止线和导向箭头三部分组成；

白色虚线线宽应为 15cm，线段及间隔长度均应为 0. 5m；停止线线

宽宜为 20cm 或 30cm；导向箭头长应为 3m，宜在待行区起始位置



及停止线前各施划一组，待行区较长时可重复设置，较短时可仅设

置一组（图 12. 6. 2 ）。

图 12. 6. 2 待行区线设置示例（cm)

' 12.6.3 待行区内可同时施划箭头和文字，颜色均应为白色，文字

字高应为 150cm，字宽应为 lOOcm，间距应为 50cm，文字应在待行

区内居中布置。直行待行区应与可变电子信息牌配合使用 。

12.6.4 待行区应设置于专用车道前端，伸入交叉口，在有条件的

地点，可设置多条待行车道，但不得超过对应出口道车道数。

12. 6. 5 对设置左弯待转区线的信号相位分配，应先放行本方向

直行，后放行本方向左转。对设置直行待行区线的信号相位分配，

应先放行横向道路左转，后放行本方向直行。

12. 6. 6 待行区线的设置不得相互交叉及影响其他方向车辆的正

常行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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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7 路口导向线

12. 7.1 当平面交叉口范围较大、形状不规则或交通组织复杂，

车辆寻找出口车道困难或交通流交织严重时，应设置路口导向

线。

12.7.2 路口导向线应采用虚线，线宽应为 15cm，线段及间隔长

度均应为 2mo 连接对向车行道分界线应采用黄色虚线，连接同向

车行道分界线或机非分界线的应采用白色虚线。

12.7.3 导向线可分为左转导向线、右转导向线、直行导向线，设

置应符合下列规定：

1 平面交叉口相交角小于 70。或左转车辆寻找出口车道困

难，应设置左转导向线；

2 直行车道进口道和出口车道错位，渐变率大于设计速度规

定的交叉口渐变率，宜设置直行导向线；

3 右转转动角度较大或右转车辆易与非机动车、路缘石发生

冲突，宜设置右转导向线。

12.7.4 路口导向线可仅设置→条导向线布置于导向车道一侧，

车道方向识别特别困难情况下，也可设置两条导向线布置于导向

车道两侧；当有多条导向车道时，可设置多条导向线。

12.8 导向车道钱

12. 8.1 当交叉口进口道为 2 车道及以上，指示车辆按导向方向

行驶时，应设置导向车道线；当部分进口车道的行驶方向随需要可

变时，应设置可变导向车道线。

12.8.2 导向车道线应为白色实线，设计速度大于或等于

60km/h，线宽应为 15cm，设计速度小于 60km/h，线宽应为 lOcm 。

导向车道线设置时应在导向车道内配合设置两组导向箭头。

12.8.3 导向车道线的长度应根据交叉口车辆排队长度、几何线

形、交叉口间距、交通管理措施等因素，宜为 30m～70m 之间。



12.8.4 可变导向车道线应沿导向车道两侧的白色实线内侧各施

划一组朝向停止线的白色短直线，白色短直线线间距应为 lm，线

宽应为 15cm，和导向车道的白色实线夹角应为 45。，可变导向车道

线长度应不小于其他导向车道线的设置长度。可变导向车道内不

应设置导向箭头。

12. 8. 5 可变导向车道线应配合设置可变的车道行驶方向标志，

告知可变车道行驶方向，告知信息宜与动态信息联动，无动态信息

时，应与静态标志配合使用。

12.9 人行横道线

12. 9.1 元过街人行天桥或地道等其他过街设施，下列情况应设

置人行横道线：

1 道路交叉口；

2 次干路及支路上大型公共建筑、卖场超市、学校、幼儿园、

医院、养老院、地铁站出口等行人横过道路较为集中的路段；

3 路侧有出入口或人流集中区域，高峰小时横穿道路人流量

大、集中的位置；

4 按照道路等级和所处城市区位对人行横道有设置要求，需

要设置人行过街通道的路段。

12.9.2 路段中人行横道线的设置应符合下列规定：

1 有天桥或地道等其他人行过街设施的前后 lOOm 范围内，

不宜设置人行横道线；

2 主干路、次干路上公交站台前后 30m 范围内，不宜设置人

行横道线；

3 lOOm 范围内不宜设两处人行横道线；

4 在视距受限制的路段、急弯、陡坡等危险路段和车行道宽

度渐变的视距不良路段，不应设置人行横道线；

5 当特殊条件需设置人行横道线时，必须配合设置人行横道

警告标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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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9.3 下列情况下，宜设置斜穿交叉口的人行横道线：

1 城市核心商业区，人流量大，交叉口斜向穿越需求较大；

2 交叉口一个直行信号灯无法使本方向等候人流全部横穿

过路口。

12.9.4 人行横道线应采用→组白色平行粗实线，线宽宜为 40cm

或 45cm，线间隔宜为 60cm，最大不应超过 80cm。人行横道线宽

度应大于或等于 3m，应以 lm 为一级加宽。

12.9.5 人行横道线的设置宽度、形式、位置应符合下列规定：

1 应根据行人流量、行人年龄段分布、道路宽度、车流量、车

辆速度、视距等多种因素，确定人行横道线的设置宽度及形式；

2 人行横道线位置宜靠近交叉口设置，选择人行横穿的最短

距离。根据几个方向人行横道的连续性，与路侧人行道上的元障

碍坡道出口相对，两端应避开电线杆、灯杆、广告牌、树木、草坪灯、

人行护栏等影响行人正常行走的设施；

3 行人过街交通量特别大的路口，可并列设置两道人行横道

线，使斑马线虚实段相互交错，并在人行横道线的端头分别设置方

向箭头指示行人靠右分道过街，箭头总长应为 lOOcm，三角部分长

应为 60cm，宽应为 45cm，直线部分长应为 40cm，宽应为 15cm;

4 除斜穿交叉口的人行横道线外，人行横道线的条纹应与道

路中心线平行；

5 当无信号控制的路段设置人行横道时，应在人行横道线前

配合设置停止线和人行横道预告标识，并应配合设置人行横道标

志，也可增设注意行人标志；人行横道预告标识应为白色菱形图

案，纵向长度应为 3m，横向长度应为 1. Sm，线宽应为 20cm；臼色

菱形图案应在人行横道线前 30m～50m 设置第一组，间隔 lOm～

20m 重复设置一组；

6 当人行横道线长度大于 16m 时，应在分隔带或对向车道

分界线处设置安全岛；安全岛长度不应小于人行横道线宽度，安全

岛宽度不应小于 2m，困难情况下不应小于 1. Sm；安全岛宜增设弹



性交通柱及安全防护等设施；

7 在干道上车速较快，防止行人直穿中央分隔带引起交通事

故，或空间条件受限，安全岛宽度不足，桥墩及其他构筑物遮挡驾

驶人视线等情况下，安全岛两侧人行横道可错位设置。

12.9.6 当设置斜穿交叉口的人行横道钱时，必须设置人行全绿

灯相位，各方向人流全部放行穿越交叉口，所有方向机动车辆必须

全部停止等待。

12.9.7 斜穿交叉口的人行横道线和其他人行横道线应配合设

置。

12.10 车距确认标线

12. 10. 1 较长直线段、易发生追尾事故路段以及其他需要路段，

宜设置白色折线车距确认标线；气象条件复杂，影响安全行车的路

段两侧，可设置白色半圆状车距确认标线。

12. 10.2 白色折线车距确认标线，应设置于每个车道中间，标线

总宽应为 3m，线宽应为 40cm 或 45cm，折线夹角应为 60。，尖角应

指向车辆前进方向。从确认基点 Om 开始应设置第一道标线，间

隔 5m 应设置第二道标线，两道为→组，以后间隔 50m 应重复设置

一组，应共设置 3 组或 5 组。符合设置条件的长路段，可重复设

置。

12. 10.3 白色半圆状车距确认标线，应连续设置于车行道边缘线

两侧，半圆半径应为 30cm，设置间隔应为 50m，半圆距车行道边缘

线应为 3cm～5cm 。

12. 10.4 车距确认标线应与车距确认标志配合使用。

12.11 道路出入口标线

12. 11. 1 机动车辆驶入或驶出主路，应设置道路出入口标线。

12. 11. 2 道路出人口标线应由兰角地带标线和纵向标线两部分

组成。兰角地带标线应为白色实线，由外国线和内部填充线组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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外围线和内部填充线夹角应为 45。；外围线线宽应为 20cm；内部填

充线应为 V 形线，线间距应为 lOOcm，线宽应为 45cm, V 形线的

顶端迎向车流上游。 纵向标线应由白色实线及虚线组成，线宽应

为 45cm，连接三角地带的实线长度应大于或等于 2m，虚线的线段

及间隔长度均应为 3m。

12. 11. 3 快速路的出人口前后主路车道数不变时，出人口处的三

角地带标线长度与纵向标线的实线段长度之和宜占整个出人口段

总长度的 1 /3～1/2 ，主路的人口前应设置两道及以上向左合流导

向箭头，设置间隔宜为 30m～50m（图 12. 11. 3-1 ）。主路的出口应

在分流点起点及上游 30m～ 50m 处各设置一道直行或右转导向

箭头，分流点后在减速车道内设置两道及以上右转导向箭头，设置

间隔宜为 30m～50m（图 12. 11. 3 2 ） 。 在臣道上分合流时，可仅设

置三角地带标线 。

图 12. 11. 3-1 道路入口标线设置示例（cm〕

1一三角地带标线长度与纵向标线的实线段长度之和； 2－入 口段总长

抽n-抽n ~~－可－之雯思
喜事噩噩噩

图 12 . 11. 3-2 道路出口标线设置示例

12. 11. 4 合流后主路增加车道，纵向标线应改为同向车行道分界

线 。 分流后主路减少车道，纵向标线长度宜为 lOOm～300m 。

12. 11. 5 在辅路上，应根据车流流量、视角、车速等，合理配合设

置减速让行线。



12. 11. 6 出口可配合设置路面文字标记。

12. 12 停车位标线

12.12.1 在停车场或不影响正常交通运营及其他设施正常使用

的路侧空地、车行道边缘或道路中适当位置，可设置机动车停车位

标线；可根据需要设置专属停车位。在公共汽车站、加油站、消防

队、变压器、消防水井等地点前后 30日1 范围内不应设置机动车停

车位标线。对需在限定的时段停放，其他时段禁止停放的地方，应

设置机动车限时停车位。

12.12.2 在出租车需等待客人的地点，可设置出租车专用待客停

车位标线；仅允许出租车短时停车上下客，可设置出租车专用上下

客停车位标线。

12. 12.3 在停草场或不影响正常交通运营及其他设施正常使用

的路侧空地、人行道或道路中适当位置，可设置非机动车停车位标

线。非机动车停车位设置应避开元障碍设施。

12. 12.4 出租车、非机动车及机动车的停车位标线应采用白色，

专属机动车的停车位标线应采用黄色。

12. 12.5 机动车停车位标线宽度宜为 6cm～lOcm。大中型车辆

宜采用长 15. 6m、宽 3. 25m 车位尺寸；小型车辆宜采用长 6m、宽

2. 5m 车位尺寸，极限宽度不应小于 2m。机动车限时停车位标线

应为虚线边框，虚线的线段及间隔长度均应为 60cm，线宽应为

lOcm，数字高度应为 60cm，虚线应和限时停车标志配合使用。

12. 12.6 出租车专用待客停车位标线应为实线边框，出租车专用

上下客停车位标线应为虚线边框；线宽应为 lOcm，每个车位长度

应为 6m、宽度应为 2. Sm；边框内附加“出租车”文字，字高应为

120cm、字宽应为 80cm、宇间距应为 50cm，文字沿出租车行驶方

向应由远及近纵向排列。

12. 12.7 非机动车停车位标线宜由标示停车区域边缘的边线和

划于其中的非机动车路面标记组成。已设置非机动车停车标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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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可不施划非机动车路面标记。非机动车停车位标线宽度应为

lOcm，每个停车区段长度不宜大于 20m，宽度宜为 1. 8m~ 2. Omo 

非机动车停车位标线应包围非机动车停车架等设施。

12. 12. 8 机动车停车位标线可布置为平行式、倾斜式、垂直式；可

根据需要在停车位标线内布置附加箭头，箭头朝向应为车头方向

（图 1 2 . 12. 肘。

图 12. 12. 8 固定停车方向停车位标线设置示例（cm)

12. 12. 9 设置在路侧的停车位，宜在停车位标线上游路面上设置

两组及以上注意前方路面状况标记。

12. 12. 10 当需设置校车、救护车、消防车等的专属停车位时，应

在停车位内标注对应的专属车辆的文字。

12. 12. 11 残疾人专用停车位标线，应在停车位标线内布置残疾

人专用停车位路面标记，在两侧设置黄色网格线；黄色网格线应由

外围线和内部填充线两部分组成，外围线线宽应为 20cm，外围线

长度应与停车位标线长度相同，外围线宽度应为 1 20cm，内部填充

线线宽应为 lOcm，和外围线夹角应为 45° 。

12. 12. 12 路边停车位标线应配合路边停车位标志共同使用。有

停放规定时，应设置辅助标志说明停放时间、时长、车种、收费等情

况。路边停车位标志宜采用内部照明标志。

12. 13 停靠站标线

12. 13. 1 允许车辆在路边停靠，应设置停靠站标线，其设置应满

足下列规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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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机动车直行流量大，停靠车辆多，有用地条件时，宜设置港

湾式停靠站；

2 直行流量小，停靠车辆较少，无用地条件时，可设置路边式

停靠站。

12.13.2 港湾式停靠站应采用横断面宽度变化方式布置。停靠

站标线线宽应由渐变段的白色虚线、站台段的白色实线（或白色填

充线）两部分组成；所有线宽应均为 45cm，白色虚线的线段与间隔

长应均为 lm，站台段长度宜大子或等于 30m，渐变段长度宜大于

或等于 15mo 大型车辆站台段车道宽度宜 3m～4m，小型车辆站

台段车道宽度宜 2m～3m，应采用白色实线；站台段车道过宽时，

超过部分应采用白色填充线，白色填充线和白色实线的角度应为

45。。港湾式停靠站设置在非机动车道外侧时，应在停靠站上游非

机动车道内设置注意前方路面状况标记。

12. 13.3 路边式停靠站应在土游位置设置注意前方路面状况标

记。当设置于机动车道外侧时，应由进出停靠站的白色虚线、站台

段的白色实线两部分组成，线宽应均为 45cm，白色虚线的线段与

间隔长应均为 lm，站台段的白色实线长度宜大于或等于 15m，白

色虚线长度宜大于或等于 15mo 当设置于非机动车道外侧时，应

沿机动车道边缘线，在停靠站上下游设置白色虚实线，上下游虚实

线的长度均宜大于或等于 15m，虚实线的虚线线宽 15cm、线段与

间隔长应均为 lm，停靠站上游的虚线位于实线左侧，停靠站下游

的虚线位于实线右侧。

12.13.4 当专用于消防车、校车、公交车等专属车辆停靠时，应标

注停靠车辆类型的文字，并以黄色实折线填充停靠站前后两端的

区域，折线线宽应为 20cm、夹角的角度应为 60。；同时应配合设置

相应的专用停车位标志。

12.14 导向箭头

12.14. 1 下列情况应设置导向箭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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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交叉口进口道车道数大于或等于 2 条的进口道；

2 交叉口进口道车道数为 1 条，需规定车道行驶方向的进口

道；

3 单行道的交叉口进口道；

4 在车道数增加或缩减的路段上游车道；

5 设有专用车道的交叉口进口道和出口道；

6 在畸形、复杂交叉口的进口道和出口道；

7 在道路出口的分流处及道路入口的合流处；

8 路段中禁止变化车道前。

12. 14.2 下列情况宜设置导向箭头：

1 交叉口间距较短的出口道；

2 交叉口出口道为单向行驶的出口道；

3 基本路段过长的路段车道。

12. 14.3 导向箭头指示方向应包括：直行，直行或左转，左转，右

转，直行或右转，掉头，直行或掉头，左转或掉头，左转或右转，左弯

或向左合流，右弯或向右合流，直行、左转或右转。车辆的行驶方向

应遵循导向箭头的指示；导向箭头指示方向应与禁止标志相匹配。

12. 14.4 导向箭头的颜色应采用白色。按尺寸大小，导向箭头长

度可分为 3. Om,4. 5m 、 6. Om 、 9. Om 四种类型，不同道路等级及设

计速度，导向箭头的大小及导向箭头重复设置次数应满足表

12. 14. 4 的规定。

表 12.14.4 导向箭头的大小及设置次数

道路等级 快速路 连续rm: 臣道、主干路、次干路、支路

设计速度（km/h) 100 80 、 60 60 、 50 、 40 樨 40 、 30 、 20

导向箭头长（m) 9 6 4. 5 3 

重复设置次数 二三3 二主3 二主3 二三2

注： 40 铃指连续流臣道的设计速度。

12. 14.5 交叉口进口道应设置两组及以上导向箭头，第一组在距

停止线 lm～5m 处设置，第二组在导向车道的起始位置设置、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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头起始端与导向车道线起始端平齐，第兰组在距第二组箭头上游

30m～50m 处设置，并可按 30m～ 50m 间隔增设。导向箭头指示

方向应与导向车道允许行驶方向保持一致，箭头间隔距离应包含

下一组箭头本身长度。

12.14.6 路段中前方道路状况改变时，导向箭头宜连续设置 2 组

及以上，第二组应设置在路况变化起点处上游的 3m～5m，第二组

应设置在距离第一组土游 30m～50m 处，根据路况的复杂性和路

径选择的重要性，可增设组数，设置间距应为 30m～50m,

12.14.7 道路出人口附近的导向箭头设置，应符合本规范第

12. 14.4 条的规定。

12.14.8 当导向箭头与路面指路文字标记同时设置时，路面文字

标记应设置在箭头上游 3m～5m 处。

12. 14.9 对采用极限标准设计的平纵线形的道路路段中或者视

距不良禁止变换车道的路段中，在禁止变换车道前的 30m～50m

应设置二组导向箭头。

12.15 路面文字标记

12. 15. 1 当利用路面文字信息指定车行道的前进方向、提示出入

口信息、限制车道行驶车辆类型、限制车道行驶速度、逆光路段和

大车干扰等导致对交通标志视认有困难时，应设置路面文字标记。

12. 15.2 路面文字标记的高度、宽度、间隔应符合表 12. 15. 2 的

规定，字体应采用黑体。

表 12. 15.2 路面文字标记规格

字高（cm) 字宽（ cm) 净间距（cm)
设计速度

Ckm/h) 
字母、

汉字
字母、 汉字 汉字 字母、数字

汉字
数字 数字 （纵向） （横向） （横向）

100 450~ 600 420 150~ 200 80 300~ 400 20 

50 、 60 、 80 300~ 400 280 100~ 150 50 150~ 200 20 10 

40 、 30 、 20 150~ 200 140 50~ 70 25 100~ 150 20 8 

• 143 • 



12.15.3 路面文字标记排列方向应符合下列规定：

1 快速路，沿车辆行驶方向应由近及远纵向排列；

2 其余等级的城市道路，沿车辆行驶方向应由远及近纵向排

列；

3 数字标记应沿车辆行驶方向从左至右横向排列。

12. 15.4 路面文字标记宜多次重复设置。指路信息的路面文字

标记设置次数不宜小于 3 次，宜与导向箭头组合使用。

12. 15. 5 路面限速标记应设置于限制车辆最高行驶速度或最低

行驶速度车道起点和其他适当位置。最高限速值数字的颜色应采

用黄色，可单独使用；最低限速值数字的颜色应采用白色，并与最

高限速值数字同时使用。

12. 15.6 在易发生事故的地点，可将最高限速的标志版面图形施

划于路面作为路面限速提示标记，长短轴之比应为 2. 5 : 1 的椭

圆，长轴与行车方向应平行。该标记应为反光标记且应与限制速

度标志配合使用，并应采用抗滑标线材料。

12.16 路面图形标记

12. 16. 1 当需利用路面图形标记传递某种特定的交通信息，应设

置路面图形标记，其设置应符合下列规定：

1 交叉口进口道、出口道或长路段中非机动车需明确行驶路

权，以及设置非机动车专用道时，在非机动车道内应设置非机动车

道路面标记；

2 当需设置残疾人专用停车位时，应设置残疾人专用停车位

路面标记；

3 在不易发现前方路面状况发生变化的路段，需提醒驾驶人

员可设置注意前方路面状况标记；

4 在仅供公交车专门使用的车道，可设置公交专用道路面图

形标记。

12.16.2 设置于车道或停车位内的路面图形标记宽度，应为车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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或停车位宽度的一半，应采用四舍五入取 lOcm 的整数倍。

12. 16.3 当非机动车道宽度大于或等于 1. 5m 时，非机动车道路

面标记应设置于非机动车专用道起点、交叉口进口道、出口道或路

段适当位置。

12. 16.4 残疾人专用停车位路面标记，应设置于残疾人专用停车

位内。

12. 16. 5 注意前方路面状况标记应为白色实折线，线宽应为

20cm，顶角应为 60°，设置高度和设置范围根据实际需要确定。

12. 16.6 需显著标记非机动专用车道路权，当出口间距过近、陡

坡、急弯、合流等需特别提醒驾驶员注意时，可设置彩色沥青路面。

12. 17 减速E标线

12.17.1 在设置减速丘路段，应在减速丘前设置减速丘标线。

12. 17.2 大型减速丘标线应由设置于减速丘上游路段的减速丘

预告标线和设置于减速丘上的减速丘标识组成；减速丘预告标线

应由 8 道白色实线组成，线宽应为 30cm，从减速丘往上游方向横

向长度应依次为 2. 4m 、 2. lm 、 1. 8m 、 1. 5m 、 1. 2m 、 0. 9m 、 0. 6m 、

0. 3m，纵向间距应依次为 2. 4m 、 3. Om 、 3. 7m 、 4. 2m 、 4. 9m 、 5. 4m 、

6. lm；减速丘标识应由 2 个白色 V 形线组成，V 形线高度和宽度

均应为 1. 8m, V 形尖端应指向行车方向。

12. 17.3 小型减速丘标线应由设置于减速丘上游路段的减速丘

预告标线和设置于减速丘边缘的 2 组小型减速丘标识组成；减速

丘预告标线应按本规范第 12. 17.2 条的要求设置；小型减速丘标

识应由白色三角标识组成，兰角标识宽度应为 30cm，高度应为

45cm，间隔应为 30cm，设置宽度应与减速丘长度相同。

12. 17.4 大型减速丘和人行道联合设置时，可不设减速丘标识上

的标记部分，但应标示出减速丘的边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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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 禁止标线

13.1 一般规定

13. 1. 1 当严格禁止道路使用者某些交通行为时，应设置禁止标

线。

13. 1. 2 禁止标线的类型应符合表 13. 1. 2 的规定。

表 13. 1. 2 禁止标线类型

序号 设置方式 禁止标线名称

纵向设置
禁止跨越对向车行道分界线、禁止跨越同向车行道

1 
分界线、禁止停车线

2 横向设置 停止线、停车让行线、减速让行线

其他
非机动车禁驶区标线、导流线、中心圈、网状线、专

3 
用车道线、禁止掉头（转弯）线

13.2 禁止跨越对向车行道分界线

13. 2.1 在无中央分隔带的道路上，当禁止车辆跨越对向分界线

行驶，应设置单黄实线或双黄实线；仅允许一个方向车辆跨越对向

分界线行驶，应设置黄色虚实线。

13. 2. 2 对双向 2～3 车道的城市次干路或支路，下列情况应设置

单黄实线：

1 两个方向超车视距均不满足要求的路段；

2 人行横道线、铁路道口或其他相交道路前一定范围内；

3 学校附近、大型桥梁及大型隧道路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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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其他受道路几何条件、天气、交通量影响或其他交通管理

控制的要求，需禁止双方向跨越对向分界线行驶的路段。

13.2.3 对双向大于或等于 4 车道的城市主干路或次干路，没有

设置中央分隔带，除交叉口、允许车辆左转弯或掉头的路段外，均

应连续设置双黄实线。

13.2.4 下列情况应设置黄色虚实线：

1 双向 2 车道道路，单侧视距受限的平竖曲线路段、有其他

危险需实行单侧禁止超车的路段、交通管理仅允许单向车辆超车

或左转弯的路段；

2 双向 3 车道道路，允许单车道方向一侧跨越超车或左转弯

的路段；

3 已设置双实黄线的路段或交叉口处，允许单侧车辆左转或

掉头的位置。

13.2.5 禁止跨越对向车行道分界线的颜色应为黄色。设计速度

小于 60km/h 时，线宽应为 lOcm；设计速度大于或等于 60km/h

时，线宽应为 15cm。黄色虚实线中虚线线段及间隔长应分别为

4m 和 6m。双黄实线和黄色虚实线，标线线间距宜为 lOcm ～

30cm；当双黄实线间距大于 SOcm 时，两条黄实线间应填充黄色斜

线，黄色斜线填充线线宽应为 45cm，间隔应为 lOOcm，倾斜角度应

为 45。，斜线方向应为顺两侧行车方向。

13.2.6 禁止跨越对向车行道分界线应设置于对向车行道分界

处，在交叉口或路段开口处应与停止线相接。

13.2.7 禁止跨越对向车行道分界线相互间搭接应符合下列规

定：

1 当单黄实线与双黄实线搭接时，应设置搭接渐变段。当双

黄线的净距小于或等于 SOcm 时，渐变段长度 CL）取值宜为 3m～

lOm；当双黄线的净距大于 SOcm，渐变段长度 （ L ） 、停车视距

CM1 ）、路宽缩减终点标线延长距离CD）的取值应按本规范第 14. 2 

节的相关规定（图 13. 2. 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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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3 . 2. 7 单黄实线与双黄实线搭接设置示例（cm)

2 当黄色虚实线与单黄实（虚）线搭接时，黄色虚实线的实线

应与单黄实（虚）线相接；

3 当黄色虚实线与双黄实线搭接时，两根黄色（虚〉实线应分

别相接；

4 当双黄线与中央分隔带搭接时，应进行过技处理；当双黄

线间距大于 SOcm 时，应采用黄色斜线或其他设施填充两条黄实

线间的部分，渐变段长度（L）的取值应按本规范第 14. 2 节的相关

规定。

13. 2. 8 禁止跨越对向车行道分界线的设置范围应满足下列规

定：

1 对不满足双向超车视距（M3 ）的路段，单黄实线应在满足

双向超车视距（M3 ）路段的两端各延长 20m;

2 对设人行横道路段或道路交叉口处，单黄实线的长度应不

小于 30m；铁路道口处单黄实线长度应不小于 60m;

3 对不满足单向超车视距（M3 ）的路段，黄色虚实线应在满

足单向超车视距（M3 ）路段的两端各延长 20m，虚线应施划于满足

超车视距的一侧。

13.2.9 对易发生交通安全事故的路段，应采用振动标线。

13.3 禁止跨越同向车行道分界线

13.3. 1 对不允许车辆变换车道或短时越线行驶的路段，应设置

白色实线；对仅允许一侧车辆变换车道或短时越线行驶的路段，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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设置白色虚实线 。

13. 3. 2 下列情况，应设置白色实线：

1 经常出现强侧向风的大型桥梁路段、宽度窄于路基的长大

隧道路段；

2 爬坡车道、车行道宽度渐变段、视距不良弯道、急弯陡坡

段、接近人行横道线的路段、交叉口进口道；

3 其他需要禁止变换车道的路段。

13.3.3 白色虚实线的设置应符合下列规定：

1 对快速路分合流点距离较近而设置辅助车道的路段，宜设

置白色虚实线（图 13. 3.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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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3. 3. 3 快速路辅助车道段白色虚实线设置示例

2 对快速路出口或沿线单位出人口距离交叉口停止线较近，

用于限制车辆随意变换车道，可设置白色虚实线；

3 对单向大于或等于 4 车道交通干路的基本路段，其中间车

道分界线根据交通组织需要可分段设置白色虚实线；

4 其他根据交通组织需求，路段可设置白色虚实线。

13.3.4 禁止跨越同向车行道分界线的颜色应为白色 。 当设计速

度大于或等于 60km/h 时，线宽应为 15cm，白色虚实线中虚线的

线段及间隔长应分别为 6m 和 9m；当设计速度小于 60km/h 时，

线宽应为 lOcm，白色虚实线中虚线的线段及间隔长应分别为 2m

和 4m 。 白色虚实线的两标线间距应为 lOcm～15cm 。

13.3.5 白色实线及白色虚实线中的实线应设置在同向车行道分

界线上，白色虚实线中的虚线应设置于允许变道或借道超车行驶

方向一侧。

13. 3. 6 白色实线的设置范围应为不允许车辆越线行驶路段及前

后适当长度的路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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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 4 禁止停车线

13.4. 1 对不允许路边停车的区域，应设置禁止停车线。对不允

许路边长时停车，但正常情况下允许装卸货物或上下人员等的临

时停车区域，应设置禁止长时停车线。

13.4.2 禁止停车线的设置应符合下列规定：

1 因停车可能严重干扰交通运行或引发交通安全事故的区

域，应设置禁止停车线；

2 交通繁忙的主干路出入口、交叉口及其相邻路段，宜设置

禁止停车线；

3 铁路道口、急弯路段、陡坡路段、宽度较窄的桥梁（隧道）以

及距离上述地点 50m 以内的路段，宜设置禁止停车线；

4 消防队（站）、急救站门前、加油站出入口、消防栓、公交停

靠站以及距离上述地点 30m 以内的路段，宜设置禁止停车线。

13. 4. 3 禁止长时停车线的设置应符合下列规定：

1 可能堵塞消防通道、干扰交通正常运行时，宜设置禁止长

时停车线；

2 主干路等交通繁忙道路，宜设置禁止长时停车线；

3 支路及交通量较少的次干路沿线、大型单位或小区出人口

前后，可设置禁止长时停车线。

13.4.4 禁止停车线、禁止长时停车线的颜色应为黄色。禁止停

车线应为实线，禁止长时停车线应为虚线。线宽应为 15cm 或与

缘石宽度相同；虚线线段长应为 lOOcm，间隔应为 lOOcm 。

13.4.5 禁止停车线、禁止长时停车线宜施划于道路缘石立面及顶

面，无路缘石的道路可施划于距路面边缘 30cm 的路面上，无路缘侧

石的机动车专用道亦可设置在路缘带平石位置，线宽应为 15cm。

13.4.6 对法律、法规有明确规定禁止停车的道路及区域，可不重

复设置禁止停车线；对设置有禁止停车标志的道路，可不设置禁止

停车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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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4.7 禁止停车线宜配合“禁止停车”路面文字、禁止停车标志

或禁止长时停车标志一并使用；经常被积雪、积冰覆盖的地方，应

配合设置禁止停车标志或禁止长时停车标志，并可根据需要在辅

助标志上标明禁止路边停车的时间、区间或车种。

13. 5 停止线

13.5. 1 停止线的设置应符合下列规定：

1 人行横道线前，应设置停止线；

2 交叉口待行区的前端，应设置停止线；

3 铁路平交道口前，应设置停止线；

4 其他需要车辆停止的位置，应设置停止线；

5 设置有让行线的交叉口进口道可不设停止线。

13.5.2 停止线应为白色实线，线宽可根据道路等级、交通量、行

驶速度的不同选用 20cm,30cm 或 40cm 。

13.5.3 停止线的设置位置应符合下列规定：

1 应设置在有利于驾驶者观察路况的位置；

2 当设有人行横道时，停止线应距人行横道线 lm～3m，单

向两条及以上车道的道路，停止线距人行横道线宜采用 3m;

3 当元人行横道时，停止线宜设在距横向道路路缘延长线后

3m～lOm 处。

13.5.4 对双向行驶的交叉口，停止线应与对向车行道分界线连

接；对单向行驶的交叉口，停止线应横跨整个路面；对仅机动车单

向行驶的交叉口，停止线应横跨整个行车道。停止线宜与车行道

中心线垂直。当停止线对横向道路左转弯机动车正常通行有影响

时，可适当后移或部分车道的停止线适当后移，后移距离宜为

lm～3m 。

13.6 让行结

13. 6.1 对车辆在此处停车让干道车辆先行时，应设置停车让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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线。对车辆在此处减速确认安全后通行时，应设置减速让行线。

13. 6. 2 对无信号灯交叉口或路段，停车让行线的设置应符合下

列规定：

1 支路与次干路以上等级道路相交，支路进口道应设置停车

让行线；

2 两条次干路相交，流量较少道路的进口道应设置停车让行

线；

3 两条支路相交，流量较少道路的进口道宜设置停车让行

线；

4 干路沿线出人口前宜设置停车让行线。

13.6.3 对无信号灯交叉口或路段，减速让行线的设置，应符合下

列规定：

1 环形交叉口所有进口道应设置减速让行线；

2 当主路交通元专用加速车道、加速车道长度不足或视距不

足时，在入口前应设置减速让行线；

3 对行人或非机动车横穿流量较大的区域，在机动车道上宜

设置减速让行线。

13.6.4 停车让行线应由两条平行白色实线和一个白色“停”字组

成，白色实线宽度应为 20cm，间距应为 20cm，“停”字宽应为

lOOcm，高应为 250cm，距离白色实线应为 2m～2. 5m 。

13.6.5 减速让行线应由两条平行的白色虚线和一个白色倒三角

形组成，虚线线段及间隔长应分别为 60cm 和 20cm，线宽应为

20cm，线间距应为 20cm；倒兰角形底宽应为 120cm，高应为

300cm，距离白色虚线应为 2m ～ 2. 5mo 底线宽应为 40cm 或

45cm，腰线宽应为 15cm 。

13.6.6 让行线的设置位置应符合下列规定：

1 应设置在有利于驾驶者观察路况的位置；

2 当设有人行横道时，让行线应距人行横道线 lm～3m;

3 当元人行横道时，让行线宜设在距横向道路路缘延长线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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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m～lOm 处；

4 环形交叉口处的减速让行线宜设在距环岛 2m 处，并宜垂

直于行车道。

13.6.7 对双向行驶的交叉口，让行线的长度应与对向车行道分

界线连接；对单向行驶的交叉口，让行线的长度应横跨整个路

面；对仅机动车单向行驶的交叉口，让行线的长度应横跨整个车

行道。

13.6.8 停止让行线应与停车让行标志配合使用，减速让行线应

与减速让行标志配合使用。

13.7 非机动车禁驶区标钱

13.7. 1 非机动车使用者在交叉口不允许驶入的范围，应设置非

机动车禁驶区标线。

13. 7. 2 非机动车禁驶区标线的设置应符合下列规定：

1 无专用左转弯相位信号控制的较大交叉口，宜设置非机动

车禁驶区标线；

2 其他需要规范非机动车行驶轨迹的交叉口，可设置非机动

车禁驶区标线。

13.7.3 非机动车禁驶区标线应由禁驶区边界线和停止线两部分

组成，禁驶区边界线应为黄色虚线，宽度应为 20cm，线段长应为

lOOcm，间隔应为 lOOcm；停止线应为黄色实线，宽度应为 20cm,

长度不应小于相应非机动车道宽度。

13.7.4 非机动车禁驶区标线的设置范围应符合下列规定：

1 当进口道无专用右转车道时，非机动车禁驶区边界线宜和

导向车道线的外侧线对齐；

2 当进口道有专用右转车道时，非机动车禁驶区边界线宜和

右转车道导向车道线的内侧线对齐；

13. 7. 5 T 形交叉路口可设置扇形非机动车禁驶区标线（图

13. 7. 5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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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 3 . 7. 5 T 形交叉口非机动车禁驶区标线设置示例

13. 8 导流线

13. 8. 1 导流线的设置应符合下列规定：

1 机动车道过宽或不规则交叉口，应设置导流线；

2 互通立交或上下臣道的出入口，应设置导流线；

3 交通行驶条件比较复杂的交叉口 ，宜设置导流线；

4 其他需要规范车辆行驶轨迹的特殊地点，可设置导流线 。

13.8.2 用来连接对向车道分界线的导流线应采用黄色实线，其

他情况应采用白色实线 。

13. 8. 3 导流线的型式可分为单实线、V 形线和斜纹线三种，外围

线宽应为 15cm 或 20cm，内部填充线宽应为 40cm 或 45cm，间隔

应为 lOOcm，倾斜角应为 45°，方向应顺两侧行车方向 。

13.8.4 导流线的设置应根据交叉口的形式、交通流量和流向轨

迹情况进行布置，导流线的外围线应与相交的道路边缘线、车行道

分界线顺畅连接。

13.8.5 在交通分流或合流处的导流线，内部填充线应为 V 形

线，V 形线的尖端应面向车流方向 。 当其他场合导流线的外围线

一侧与机动车道相邻，或两侧与对向行驶机动车道相邻时，内部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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充线应为斜纹线。

13.9 中心圄

13.9.1 中心圈的设置应符合下列规定：

1 交通行驶条件比较复杂的交叉口，宜设置中心圈；

2 不规则交叉口或交叉口处车道过宽，可设置中心圈；

3 其他需要规范车辆行驶轨迹的特殊地点，可设置中心圈。

13.9.2 中心圈应由外围线和内部填充线组成，应采用白色实线，

线宽应均为 15cm 或 20cm；外围线的形状可采用圆形或菱形，圆

形中心圈的内部填充线间距应为 30cm～40cm，菱形中心圈的内

部填充线间距应为 30cm～60cm 。

13.9.3 中心圈宜设在交叉口的中心，其直径及形状应根据交叉

口大小确定，圆形中心圈的直径不应小于 1. 2m，菱形中心罔的对

角线长度不应小于 1. 5m，并不得侵入左转弯车辆最小半径控制的

行车轨迹。

13.10 网状钱

13. 10.1 对任何情况下不允许停车的区域，应设置网状线，并应

符合下列规定：

1 消防队、公安机关等特殊单位出人口前，应设置网状线；

2 大型商业中心、停车场、重要单位在干路的出入口前，宜设

置网状线；

3 其他临时停车易造成堵塞的交叉口，可设置网状线。

13.10.2 对交通量较小的交叉口或其他出入口处，可设置简化网

状线。

13.10. 3 网状线应由外围线和内部网格填充线组成，应采用黄色

实线，外围线宽应为 20cm，内部网格填充线与外边框夹角应为

45。，线宽应为 lOcm，网格间隔应为 lOOcm~ 500cm。简化网状线

的型式应在外围方框中加叉，线宽应均为 40cm 或 45cm，最大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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长不应大于 12m 。

13.10. 4 网状线可根据实际需要设置在一条或多条车道中，非机

动车道内可不施划网状线。

13.11 车种专用车道线

13. 11. 1 车种专用车道线的设置应符合下列规定：

1 除公交车外，其他类型车辆及行人不允许进入该车道，应

设置公交专用车道线；

2 除小型车外，其他类型车辆及行人不允许进入该车道，应

设置小型车专用车道线；

3 对规定大型车需在该车道内行驶时，应设置大型车道线；

4 对仅允许多个乘车人的多乘员车辆行驶，未载乘客或乘员

数未达规定的车辆不允许入内行驶时，应设置多乘员车辆专用车

道线；

5 对专供非机动车行驶，除特殊地点外，机动车不允许进入

该车道，应设置非机动车道线。

13. 11. 2 公交专用车道线的设置应符合下列规定：

1 未设置物理分隔的快速公交CERT）车道应设置快速公交

CERT）专用车道线；

2 对公交车辆较多且单向两车道及以上的路段或交叉口，宜设

置公交专用车道线，也可根据高峰时间设置分时公交专用车道线。

13. 11. 3 小型车专用车道线、大型车道线、多乘员车辆专用车道

线的设置应符合下列规定：

1 在车道宽度较小或小型车流量较大的路段，可设置小型车

专用车道线；

2 在大型车流量较大的路段，可设置大型车道线；

3 对单向大于 2 车道路段，可设置多乘员车辆专用车道线，

也可根据高峰时间设置分时多乘员车辆专用车道线。

13. 11. 4 非机动车道线的设置应符合下列规定：



1 非机动车道与人行道无明显分隔的人非共板道路，宜设置

非机动车道线；

2 非机动车流量较大，机非共板且非机动车道宽度大于

1. Sm 的路段或交叉口，可设置非机动车道线。

13. 11. 5 公交专用车道线应由黄色虚线和白色文字组成；黄色虚

线的线段长应为 400cm，间隔应为 400cm，线宽应为 20cm 或

25cm；白色文字应为公交专用或 BRT 专用；分时专用车道，可在

文字下加标专用时间；汉字及数字字高、高宽比例、排列方式应按

本规范第 12. 15 节的规定。公交专用车道线每经过一个交叉口，

应重复设置，路段距离较长可在中间适当位置重复设置。当公交

专用车道与非机动车道临近设置，且无机非隔离带时，应配合设置

机非分界线。

13. 11. 6 小型车专用车道线、大型车道线应分别在车行道内施划

“小型车飞“大型车”的白色文字；汉字及数字字高、高宽比例、排列

方式应按本规范第 12. 14 节的规定。

13. 11. 7 多乘员车辆专用车道线应由白色虚线和白色文字组成；

白色虚线的线段长应为 400cm，间隔应为 400cm，线宽应为 20cm

或 25cm；白色文字应为多乘员专用；分时专用车道可在文字下加

标专用时间；汉字及数字字高、高宽比例、排列方式应按本规范第

12. 14 节的规定。

13. 11. 8 非机动车道线可仅在非机动车行道内施划非机动车道

路面标记，还可同时在非机动车行道内施划“非机动车”的白色文

字；汉字及数字字高、字宽及排列方式应按本规范第 12. 14 节的规

定，非机动车路面标记应按本规范 12. 16 节的规定。

13. 11. 9 公交专用车道线应与公交专用车道标志配合设置。多

乘员车辆专用车道线应与多乘员车辆专用车道标志配合设置。

13.12 禁止掉头（转弯）标记

13. 12.1 不允许车辆在路段、交叉口掉头，应设置禁止掉头标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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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允许车辆在路段、交叉口左转，可设置禁止左转标记。不允许车

辆在路段、交叉口右转，可设置禁止右转标记。

13.12. 2 禁止掉头（转弯）标记的设置应符合下列规定：

1 受道路几何条件或交通的限制，车辆掉头（转弯）易引起交

通阻塞或事故的路段或交叉口处，应设置禁止掉头（转弯）标记；

2 相交道路为单行道，交叉口处宜设置禁止左转标记或禁止

右转标记；

3 设置有多个左转车道时，除最内侧左转车道外，其余左转

车道应设置禁止掉头标记。

13. 12.3 禁止掉头（转弯）标记应由黄色的导向箭头和黄色的叉

形标记组合而戚，叉形标记位于导向箭头的左侧，两者之间间隔应

为 50cm～lOOcm；叉形标记和导向箭头宽度及长度相同，长度均

应为 300cm，掉头箭头宽应为 llOcm，左转箭头及右转箭头宽应为

75cm 。

13. 12.4 禁止掉头（转弯）标记应设置于不允许车辆掉头（转弯）

交叉口进口道或路段区间，设置次数应为 2 次。

13. 12.5 对限时禁止掉头（转弯）车道应在禁止掉头（转弯）标记

下附加禁止掉头（转弯）时间段的黄色文字，黄色文字尺寸应按本

规范第 12. 15 节的规定。

13. 12. 6 禁止掉头（转弯）标记应与禁止掉头（转弯）标志配合设

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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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 警告标线

14.1 一般规定

14. 1. 1 当警示道路使用者注意道路通行规则时，应设置警告标

线。

14. 1. 2 警告标线的类型应符合表 14. 1. 2 的规定。

表 14. 1. 2 警告标线类型

序号 设置方式 标线名称

纵向设置
路面（车行道）宽度渐变段标线、接近障碍物标线、铁

1 
路平交道口标线、纵向减速标线

2 横向设置 横向减速标线

3 其他 立面标记和实体标记

14.2 路面（车行道）宽度渐变段标线

14. 2.1 路面宽度变化或车道数变化的路段，应设置路面（车行

道）宽度渐变段标线。

14. 2. 2 无隔离设施分隔对向交通流时，路面（车行道）宽度渐变

段标线应由对向车道分界线和车行道边缘线组成；有隔离设施分

隔对向交通流时，路面（车行道）宽度渐变段标线应由内侧和外侧

车行道边缘线组成；标线颜色及线宽应与标准段一致。

14.2.3 路面（车行道）宽度渐变段标线应沿道路纵向布置（图

14. 2. 3）；其长度应包括停车视距CM1 ）、渐变段长度（L）、路宽缩减

终点标线延长距离（D）三部分； M1 的取值应符合本规范第

11. 4. 1 条的规定，速度不小于 60km/h 的道路 D 取值应为 40m,

其他情况应为 ZOm;L 的最小取值应符合表 14. 2.3 的规定。



D L ~Mi 

性主.M.1 L [) 

图 14. 2. 3 路面（车行道）宽度渐变段标线示例

表 14.2.3 渐变段长度（L）最小值

速度（km/ h) 最小长度（m) 速度（ km/ h) 最小长度（m)

20 20 60 40 

30 25 70 70 

40 30 80 85 

50 35 >so 100 

14.2.4 路面（车行道）宽度渐变段标线可采用平行粗实线进行填

充，线宽应为 45cm，间隔应为 lOOcm，倾斜角度应为 45。，方向应顺

两侧行车方向。

14.2.5 路面（车行道）宽度渐变段标线应与窄路标志、窄桥标志、

车道数变少等标志配合使用。

14.3 接近障碍物标线

14.3.1 在指示路面有固定障碍物、警告车辆驾驶者谨慎行车、引

导交通流避开障碍物的区域，应设置接近障碍物标线。

14. 3. 2 下列情况下，应设置接近障碍物标线：

1 对向或同向车道分界线处有桥墩、安全岛、分隔带端头、渠

化岛、标志基座、灯座及其他可能对行车安全构成威胁的障碍物前；

2 收费岛迎车流方向前。

14. 3. 3 接近障碍物标线应由外围线和填充线组成：颜色应根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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障碍物所在位置，与对向车道分界线或同向车道分界线的颜色一

致，应分别采用黄色或白色实线；外围线宽度宜与相接的对向车行

道分界线或同向车行道分界线相同，宜直接连接；对向车道分界线

的填充线应为倾斜平行粗实线，同向车道分界线的填充线应为 V

形线，线宽应为 45cm，间隔应为 lOOcm，倾斜度应为 45。，方向应顺

两侧行车方向 。

14.3.4 路段接近障碍物标线应沿道路纵向布置（图 14.3.4-1 和

图 14. 3. 4 2）；其长度应由渐变段长度 CL）、路宽缩减终点标线延

长距离CD）组成，L 、D 的取值按本规范第 14. 2. 3 条的规定。标线

距离实体障碍物应为 30cm～60cm 。

@ 

图 14. 3. 4 1 接近道路中心障碍物标线设置示例（cm)

@ 

图 14. 3. 4 2 接近车行道中障碍物标线设置示例（c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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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3.5 收费岛头接近障碍物标线应沿道路纵向布置（图

14. 3. 5）；对向车行道分界线的接近障碍物标线的填充线应为斜纹

线；同向车行道分界处的填充线应为 V 形线，标线应划在迎车方

向 。 接近障碍物标线长应为 15m 。

＝＇－叠，c

~孟

t«‘<

, 
亘呈

豆豆

~＝ 

图 14. 3. 5 收费岛路面标线设置示例（cm)

14.3.6 接近障碍物标线宜与线形诱导标志、注意危险标志等配

合设置。

14.4 铁路平交道口标线

14. 4. 1 无人看守或有人看守的铁路平交道口前，应设置铁路平

交道口标线 。

14.4.2 铁路平交道口标线宜由交叉线、铁路路面文字标记、横向

虚线、禁止跨越对向车行道分界线、停止线（或停车让行线）五部分

组成，线条及路面文字标记设置应符合下列规定：

1 交叉线应为白色反光标线，线宽应为 40cm，长应为

600cm，宽应为 300cm;



2 铁路路面文字标记，应为白色反光线，自左至右标写于交

叉线的左右部位，单个字高应为 ZOOcm ，宽应为 70cm;

3 横向虚线应为白色反光线，线宽应为 40cm，线段长应为

60cm ， 间隔应为 60cm；横向虚线共有 2 道，间距应为 15m，第一道

距离铁路道口应为 15m;

4 禁止跨越对向车行道分界线应为黄色反光线，应与路段禁

止跨越对向车行道分界线宽度一致，长度应大于 30m;

5 停止线应为白色反光线，线宽应为 40cm；停车让行线应由

两条平行白色实线和一个白色“停”字组成，白色实线宽度应为

20cm ， 间隔应为 20cm，“停”字宽应为 lOOcm，高应为 250cm。有人

看守的铁路平交道口前应采用停止线，无人看守的铁路平交道口

前应采用停车让行线。

14.4.3 元人看守的铁路平交道口标线应在铁路道口前 3m～5m

应设置停车让行线（国 14. 4. 3 ）。

国萨
图 14 . 4. 3 元人看守的铁路平交道口标线设置示例（cm)

14. 4. 4 有人看守的铁路平交道口标线应在铁路前 3m～ 5m 设

置停止线。在道路视线良好、其他交通设施设置完备时，可仅设置

禁止跨越对向车行道分界线、交叉线和停止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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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4.5 铁路平交道口标线应与铁路道口警告标志及停车让行标

志配合设置，有关设施的设置应符合现行国家标准《工业企业厂内

铁路、道路运输安全规程》GB 4389 的规定。

14.5 减速标钱

14. 5.1 在收费站及超限超载检测站前，应设置收费广场减速标

线。路段某一区间的机动车车行道内，警告车辆驾驶者前方减速

慢行应设置车行道减速标线，可采用车行道横向减速标线或车行

道纵向减速标线。

14.5.2 车行道减速标线的设置应符合下列规定：

1 圆曲线半径小于现行行业标准《城市道路路线设计规范》

CJJ 193 中的设超高圆曲线最小半径的一般值，且纵坡大于 3. 5% 

的下坡路段应设置车行道减速标线，符合上述条件之一的路段宜

设置车行道减速标线；

2 事故多发地点前、隧道洞口前、长下坡路段应设置车行道

减速标线；

3 相邻两路段运行速度差大于 20km/h，在减速过渡路段宜

设置车行道减速标线；

4 其他需要减速的路段或出入口前，可设置车行道减速标

线。

14.5.3 当设计速度小于 60km/h 时，宜采用车行道横向减速标

线；当设计速度大于或等于 60km/h，且大型车混入率较低时，宜

采用车行道纵向减速标线。

14.5.4 收费广场减速标线应由一组垂直于行车方向的白色反光

虚线组成，根据设置位置的不同，应分别采用单虚线、双虚线和三

虚线，线宽应为 45cm，虚线的线段与间隔长应分别为 50cm 和

40cm，双虚线或三虚线的虚线间隔应为 45cm。收费广场第一道

减速标线应设置于距广场中心线 50m 处，其余标线设置间隔及虚

线条数应符合表 14.5.4-1 的规定。根据主线设计速度的不同，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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费广场减速标线设置道数宜为 5 道～12 道，并应符合表 14. 5. 4-2 

的规定。

表 14. 5. 4-1 收费广场减速标线的设置间隔

减速标
第二道 第三道 第四道 第五道 第六道 第七道 第八道 第九道

线

间隔
L1=5 L,=9 L3=13 L4=17 Ls=20 L， 二 23 L， 二二 26 Ls 二 28

(m) 

虚线
1 1 2 2 

条数
2 2 3 3 

表 14. 5. 4-2 收费广场减速标线的设置道数

设计速度（km/h)

设置道数（次〕

100 

12 

80 

9 

60 50 

7 6 

第十道
第十道

以上

L9=30 32 

3 3 

40 

5 

14. 5. 5 车行道横向减速标线应由一组垂直于车行道的白色标线

组成，线宽、线间距、虚线的线段与间隔长均与收费广场减速标线

相同，第一道设置于限制速度路段的起点，其余车行道横向减速标

线应由第一道横向减速标线向上游排布，设置间隔及标线条数应

符合表 14. 5. 5-1 的规定。根据设计速度的不同，减速标线设置道

数宜为 3 道～9 道，并应符合表 14. 5. 5 2 的规定。

表 14. 5. 5-1 车行道横向减速标线的设置间隔

减速标

线
第二道 第三道 第四道 第五道 第六道 第七道

间隔（m) L1 =17 Lz=20 L,=23 L4=26 Ls=28 L， 二 30

虚线条数 2 2 2 2 2 3 

表 14. 5. 5-2 车行道横向减速标线的设置道数

设计速度（km/h)

设置道数（次）

100 80 

7 

60 50 

4 

第七道

以上

32 

3 

40 

3 

14.5.6 车行道纵向减速标线应由一组平行于车行道分界线的菱

形块虚线组成。菱形块倾斜度应为 45。，方向应顺行车方向；菱形

• 165 • 



块虚线线宽应为 30cm，线段与间隔长应均为 lOOcm，与车行道分

界线间距应为 5cm；在车行道纵向减速标线的起始位置，应设置

30m 的渐变段，菱形块虚线宽度应由 lOcm 变宽为 30cmo

14.5.7 收费广场减速标线应采用振动标线，高度宜为 6mm，并

应与警告标志或限速标志配合。

14.5.8 车行道减速标线可采用振动标线，高度宜小于或等于

4mm，宜与限速标志配合使用。

14.6 立面标记

14. 6. 1 立面标记设置应符合下列规定：

1 在靠近道路建筑限界的跨线桥等的墩柱立面、隧道洞口端

墙立面，应设置立面标记；

2 桥梁或隧道净高受限制时，在其立面及前部限高龙门架

上，应设置立面标记；

3 靠近道路建筑限界的其他市政设施构造物立面上，宜设置

立面标记。

14.6.2 立面标记应由多组黄黑相间的倾斜线条组成，斜线倾角

应为 45。，线宽及间距应均为 15cm，设置于交通标志立柱等构造物

的立面标记可与其同宽，设置时应把向下倾斜的一边朝向车行道。

立面标记设置高度应涂至距路面 2. Sm 以上。

14.6.3 立面标记应与限高标志配合使用；在上游适当位置前应

配合设置限制高度标志，并应告知超高车辆的绕行方式。

14.6.4 立面标记宜采用凹类、V类反光材料制作；当设计速度大

于等于 60km/h 时，可采用 V类，当设计速度小于 60km/h 时，可

采用N类，可直接粘贴于构造物表面。

14.7 实体标记

14. 7.1 在道路限界范围内的上跨桥梁的桥墩、分隔物、收费岛、

人行道安全岛或导流岛、灯座、标志基座及其他可能对行车安全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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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威胁的立体实物表面上，应设置实体标记。

14.7.2 实体标记标线应由多组黄黑相间的倾斜线条组成，线宽

及间距应均为 15cm，应由实体中间以 45。角向两边施划，向下倾斜

的→边朝向车行道。

14.7.3 实体标记宜设置于道路建筑限界范围内的构造物实体表

面上，设置高度应涂至距路面 2. 5m 以上。

14.7.4 车行道分隔物面对行车方向的端头，宜设置实体标记。

14.7.5 实体标记宜采用N类、 V类反光材料制作，设置应按本规

范第 14. 6.4 条的规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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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5 其他标线

15. 1 一般规定

15. 1. 1 突起路标应固定于路面上，可配合标线使用或替代标线

单独使用。

15. 1. 2 轮廓标应沿道路两侧边缘设置，指示道路前进方向或边

缘轮廓，应具有逆反射性能或主动发光性能。

15. 1. 3 弹性交通柱应设置在道路上，并预告危险区间的出现，起

到引导、防护和隔离作用，宜和路面标线配合使用。

15. 1. 4 作业区应包括道路施工、养护等作业时所形成的作业路

段，以及受作业区影响的相关路段。根据作业区在作业期间特殊

的通行状况，应设置作业区标线，并应和作业区标志配合使用。

15.2 突起路标

15. 2.1 突起路标可在快速路或其他等级道路上用来标记对向车

道分界线、同向车道分界线、车行道边缘线；也可用来标记弯道、进

出口匣道、导流标线、道路宽度变化、路面障碍物等危险路段。

15. 2. 2 下列情况下，应在车行道边缘线的外侧设置突起路标：

1 长隧道内；

2 互通式立体交叉臣道出入口路段。

15.2.3 下列情况下，宜设置突起路标：

1 隧道内车行道分界线上；

2 路缘石高度超过 30cm 的路段的车行道边缘线外侧；

3 采用水泥混凝土路面的主干路及快速路的车行道分界线上；

4 多雨地区和易积水路段；

5 在夜间照明不足的机非混行区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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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5.2.4 下列情况下，可设置突起路标：

1 减速标线上 5

2 渠化标线及小半径平曲线，以及道路宽度渐变段、路面障

碍物等危险路段。

15.2.5 突起路标与标线配合使用时，应采用主动发光型或定向

反光型，其颜色应与标线颜色→致，主动发光型突起路标应常亮或

频闪同步；和对向车道分界线配合使用及隧道内的突起路标应采

用双面的主动发光型或定向反光型。

15.2.6 突起路标与同向车行道分界线（虚线）配合使用时，应设

置在标线的空挡中。突起路标与车行道边缘线（实线）以及与对向

车道分界线（双黄实线）配合使用时，应设置在车行道边缘线的外

侧或双黄实线的中间，其间隔应与在同向车道分界线中的突起路

标设置的问隔保持一致。

15.2.7 突起路标与进出口臣道标线、导流标线、路面（车行道）宽

度渐变段标线、路面障碍物标线等配合使用时，应根据实际线形进

行布设，应保证夜间轮廓分明，清晰可见，设置间距宜为 3m～6m,

也可依据实际情况适当加密。

15. 2. 8 当突起路标单独作为车行道分界线使用时，在线段上的

布设间距宜为 1. Om~ 1. 2m，也可依据实际情况适当加密，壳体颜

色应与所要替代的标线颜色一致，突起路标应具有要求的抗滑性

能。

15.2.9 突起路标单独用作减速标线时，其布设间隔宜为 30cm～

50cm，同时应具有要求的抗滑性能。

15.2. 10 在经常下雪的道路上设置突起路标时，应采用带有装甲

的防除雪突起路标。

15. 2.11 除特殊要求外，突起路标高度应为 lOmm～25mm 。

15.2.12 突起路标的形状可采用圆形或圆角的梯形，不应采用锐

角的方形或矩形。

15.2.13 突起路标的安装应牢固可靠，根据情况可采用嵌入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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例钉式或粘贴式。

15.2.14 突起路标的其他性能应满足现行国家标准《突起路标》

GB/T 24725 的要求。

15.3 轮廓标

15. 3. 1 在快速路以及互通立交、服务区、停车场的连接臣道或连

接道路，应连续设置轮廓标。

15. 3. 2 主干路及以下等级道路的小半径及视距不良路段，连续

急弯陡坡路段，以及车道数或车道宽度有变化的路段，宜设置轮廓

标。

15.3.3 按行车方向，轮廓标宜在道路左右两侧对称布置；在道路

的左侧应安装配置黄色反射体的轮廓标，右侧应安装配置白色反

射体的轮廓标。

15.3.4 直线路段轮廓标设置间隔应为 50m，曲线段轮廓标的设置间

隔应符合现行国家标准《城市道路交通设施设计规范》GB 50688的

规定，应按表 15. 3. 4 的规定选用，也可适当加密。曲线段两端外

路段轮廓标应适当延伸设置，并应分段逐渐加大设置间隔。

表 15. 3. 4 曲线段轮廓标的设置间隔 S(m)

曲线半径 R 130 以下！ 30~ 89 /90~ 179 
180~ I 275~ I 375~ I iooo~ I 2000 

274 I 374 999 I 1999 I 及以上

设置问隔 S I 4 8 12 I 16 I 24 I 32 I 40 I 48 

15.3.5 路基宽度变化、车道数量有变化及其他危险的路段，在本

规范表 15. 3. 4 的基础上可适当加密轮廓标的间隔。

15. 3. 6 轮廓标的设置高度（指反射体的中心距路面的高度）应控

制在 60cm～80cm，标准设置高度宜为 70cm，积雪较厚及其他特

殊需求的路段进行论证后可采用其他高度。轮廓标设置高度在→

走路段内宜保持一致。

15.3.7 安装轮廓标，反射体应面向交通流，其表面法向应与道路

中心线成 0。～25。的角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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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5. 3. 8 附着于波形梁护栏、混凝土护栏、隧道侧墙、桥梁护栏上

的轮廓标，由反射体、支架和连接件组成；反射体可由反光片或反

光膜制作，反光等级应为凹类或V类。

15. 3. 9 对元护栏的路段可设置柱式轮廓标，应由柱体、反射体组

成，柱体应为白色，应埋置于路基中；反射体规格应为 18cm ×

4cm，反射体要求应符合本规范第 15. 3. 7 条的规定。

15.3.10 在气候恶劣、线形条件复杂、交通条件复杂的路段或隧

道内，应设置反光性能高、反射体尺寸大的轮廓标，还可根据情况

设置太阳能轮廓标、LED 轮廓标、隧道光电轮廓标、荧光黄绿大角

度反光膜等新型轮廓标。

15. 3.11 轮廓标的其他性能应满足现行国家标准《轮廓标》

GB/T 24970 的要求。

15.4 弹性交通柱

15. 4.1 弹性交通柱的设置应符合下列规定：

1 快速路的主线和集散车道间，如果没有设置分隔带，应连

续设置弹性交通柱；

2 为方便行人过街，在没有设置中央分隔带的道路中间设置

了独立安全岛，应在安全岛边缘设置弹性交通柱；

3 主干路如果没有设置中央分隔带，为分隔对向车辆，可连

续设置弹性交通柱；

4 快速路及互通立交臣道的分流、合流端部，可连续设置弹

性交通柱；

5 在临时分隔道路、分隔危险区、收费口等其他需要设置临

时分隔的区域，宜连续设置弹性交通柱。

15.4.2 弹性交通柱的设置高度宜控制在 60cm～lOOcm，标准高

度应为 70cm，积雪较厚等特殊路段经论证后可采用其他高度，且

设置高度前后宜保持一致。

15. 4. 3 弹性交通柱的设置间隔宜为 2m～4m，在危险的路段



上可适当加密间隔；在中央分隔带安全岛的设置间隔宜为

lm～2m 。

15. 4. 4 按行车方向，道路的左侧宜安装黄色反光材料的弹性交

通柱，右侧宜安装白色反光材料的弹性交通柱。

15.4.5 弹性交通柱应由底座、柱体、反射器或反光膜组成；底座

应采用内膨胀锚固技术或高强度黠胶技术固定于路面或隔离带

上，临时分隔道路可采用吸附式；柱体应采用高弹性、耐候性、能承

受车辆冲撞的工程塑料，柱体颜色应为红色；反射器或反光膜应为

白色或黄色。

15.4.6 弹性交通柱的其他性能应满足现行国家标准《弹性交通

柱》GB/T 24972 的要求。

15.5 作业区的标线

15. 5.1 作业区应设置满足作业期间交通组织要求的标线。

15. 5. 2 当作业区的原有标线符合作业期间的交通组织时，可保

留原有标线；当不符合作业期间的交通组织时，应清除原有标线，

并应按作业期间的交通组织要求设置标线。

15. 5. 3 作业区路段可包括六个区段：警告区、上游过渡区、缓冲

区、工作区、下游过渡区及终止区，各个区段的长度应符合下列规

定：

1 警告区的最小长度应符合表 15. 5. 3-1 的规定；

表 15. 5. 3-1 警告区最小长度（m)

位置 道路等级 设计速度（km/h) 最小长度（m)

快速路 60 、 80 、 100 1000~ 1500 

主干路 40 、 50 、 60 500~ 1000 
路段

次干路 30 、 40 、 50 300~ 600 

支路 20 、 30 、 40 200~ 500 

交叉路口 200 

2 上游过渡区的最小长度应符合表 15. 5. 3 2 的规定；



表 15. 5. 3-2 上游过渡区最小长度（m)

限制车速 机动车道封闭 人行道或路肩封闭

(km/h) 地面或高架 隧道 地面或高架

60 70~ 90 100~ 135 30~ 50 

40 30~ 50 50~ 75 20~ 30 

20 10~ 20 15~ 30 15 

3 缓冲区的最小长度宜为 40m～70m;

4 工作区的最小长度应根据作业实际需要确定；

5 下游过渡区的最小长度宜为 30m～70m;

6 终止区的最小长度宜为 30m～50mo

15. s. 4 应在作业区适当位置配合设置施工标志。

隧道

45~ 75 

30~ 45 

25 

15. s. 5 当作业区为临时养护或抢修作业，且作业时间较短时，可

采用交通锥来分隔作业区和开放交通的车道，交通锥的性能应符

合现行国家标准《交通锥》GB/T 24720 的要求；当作业时间较长

时，应设置橙色标线。

15. s. 6 作业区标线的形式、尺寸、传达信息等应和正式标线相

同。

15.5.7 作业区作业结束后，应及时去除不符合正式交通通行要

求的标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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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6 交通标志和标线协调设置

16.1 一般规定

16. 1. 1 在道路、周边空间条件、自然环境等合适的情况下，标志

和标线应协调设置。无法设置标志时，应设置标线；无法设置标线

时，应设置标志。

16.2 交叉口标志标线协调设置

16. 2.1 导向车道标志标线协调设置应符合表 16. 2. 1 的规定，各

车道的导向箭头的指示方向必须和车道行驶方向一致。

表 16. 2.1 导向车道标志标线协调设置

标 志 标 线
j情 形

种 类 设置原则 种 类 设置原则

交叉口进口道 车道行驶 导向车道线 必须设

方向标志
可设

为二或三车道 导向箭头 必须设

交叉口进口道 车道行驶 导向车道线 必须设

方向标志
应设

囚车道及以上 导向箭头 必须设

车道行驶 可变导向
应设可变导向车道

方向标志
必须设

车道线

16.2.2 交叉口让行标志标线协调设置应符合表 16. 2. 2 的规定。

表 16.2.2 交叉口让行标志标线协调设置

标 志 标 线
A情 形

种 类 设置原则 种 类 设置原则

停车让行 停车让行标志 必须设 停车让行标线 应设

减速让行 减速让行标志 必须设 减速让行标线 应设

16.2.3 非灯控环岛标志标线协调设置应符合表 16. 2. 3 的规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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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16.2.3 非灯控环岛标志标线协调设置

标 士，也仨、 标 线
4情 形

种 类 设置原则 种 类 设置原则

环岛行驶标志 应设
环岛内为

减速让行标志
l 车道

宜设 减速让行标线 应设

线形诱导标志 可设 导流线 可设

环岛行驶标志 应设
可跨越同向

必须设
环岛内为 车道分界线

多车道 减速让行标志 宜设 减速让行标线 应设

线形诱导标志 可设 导流线 可设

16.2.4 交叉口禁止通行方向的标志标线协调设置应符合表

16. 2. 4 的规定。

表 16.2.4 交叉口禁止通行方向的标志标线协调设置

标 志 标 线
A情 形

种 类 设置原则 种 类 设置原则

禁止掉头 禁止掉头标志 必须设 禁止掉头标记 应设

禁止向左 禁止向左向右
必须设 禁止转弯标记 可设

向右转弯 转弯标志

16.3 路段标志标线协调设置

16.3. 1 路段人行横道标志标线协调设置应符合表 16. 3. 1 的规定。

表 16. 3. 1 路段人行横道标志标线协调设置

标 志 标 线
情 形

种 类 设置原则 种 类 设置原则

人行横道线、停

灯控人行横道 人行横道标志 可设 止线、禁止跨越同 应设

向车行道分界线

人行横道标志 应设 人行横道线、停

非灯控人行横道
止线、人行横道预

应设
注意行人标志 可设 告标识、禁止跨越

同向车行道分界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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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6.3.2 机非分道行驶路段标志标线协调设置应符合表 16. 3. 2 

的规定。

表 16.3.2 机非分道行驶路段标志标线协调设置

标 志 标 线
J情 形

种 类 设置原则 种 类 设置原则

采用分隔 机动车行驶
应设 可设

带隔离 标志、非机动

车行驶标志、 非机动车
采用活动

机动车车道标 可设 路面标记 宜设
式护栏隔离

志、非机动车

无隔离 车道标志 可设 应设

16.3.3 专用车道标志标线协调设置应符合表 16. 3. 3 的规定，车

种专用车道线必须和车种专用车道标志的指示车种一致。

表 16.3.3 专用车道标志标线协调设置

标 志 标 线
’情 形

种 类 设置原则 种 类 设置原则

公交专用道
公交专用

必须设
公交专用

应设
车道标志 车道线

快速公交 BRT 专用 BRT 专用
应设

<BRTl专用道 车道标志
必须设

车道线

多乘员车辆 多乘员车辆 多乘员车辆
应设

专用车道 专用车道标志
必须设

专用车道线

其他车辆专用 相应车辆的专用
必须设

车辆标记图案
可设

车道 道路或车道标志 和相应文字

大小型车 大、小型军
应设

大、小型车
应设

分车道行驶 车道标志 专用车道线

16.3.4 限速路段标志标线协调设置应符合表 16. 3.4 的规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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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16.3.4 限速路段标志标线协调设置

标 士，已伫A、 标 线
A情 形

种 类 设置原则 种 类 设置原则

限制速度标志 必须设

最高限速路段
解除限制

应设 路面限速标记 可设
速度标志

最低限速标志 可设

16.3.5 车距确认路段标志标线协调设置应符合表 16. 3. 5 的规定。

表 16.3.5 车距确认路段标志标线协调设置

标 A才J川二、' 标 线
情 形

种 类 设置原则 种 类 设置原则

→般路段
车距确认标志 必须设

白色折线车距
应设

车距确认 确认标线

天气复杂 建议速度标志 必须设 白色半圆状

路段车距确认 车距确认标线
应设

车距确认标志 必须设

16.3.6 设有停车位路段标志标线协调设置应符合表 16. 3. 6 的

规定。

表 16.3.6 设置停车位路段标志标线协调设置

标 志 标 线
’情 形

种 类 设置原则 种 类 设置原则

机动车停车位 停车位标志 应设 停车位标线 必须设

非机动 非机动车 非机动军

车停车位
可设

停车位标线
必须设

停车位标志

16.3.7 潮沙车道标志标线协调设置应符合表 16. 3. 7 的规定。

表 16.3.7 潮沙车道标志标线协调设置

标 志 标 线
A情 形

种 类 设置原则 种 类 设置原则

潮沙车道
注意潮沙

车道标志
应设 潮沙车道线 必须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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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6.3.8 路段禁止超车标志标线协调设置应符合表 16. 3. 8 的规

定。

表 16. 3. 8 路段禁止超车标志标线协调设置

标 志 标 线
情 形

种 类 设置原则 种 类 设置原则

禁止超车标志 应设 禁止跨越同

向车道分界线、
必须设禁Jl:超车 解除禁止

禁止跨越对向
τ 、 可设

& 超车标志
车道分界线

16.3.9 路段禁止掉头标志标线协调设置应符合表 16. 3. 9 的规
2主寸，

足。

情形

表 16.3.9 路段禁止掉头标志标线协调设置

标

种类

志

种

标线

类 ! 设置原则

禁止掉头 ｜禁止掉头标志

设置原则

必须设 禁止掉头标记 可设

16.3. 10 路段禁止车辆停放标志标线协调设置应符合表

16. 3. 10 的规定，当禁止停车标志标线或禁止长时停车标线易被

积雪覆盖时，应设置禁止停车标志或禁止长时停车标志。

表 16. 3. 10 路段禁止车辆停放标志标线协调设置

标 志 标 线
A情 形

种 类 设置原则 种 类 设置原则

禁止车辆 禁止停车标志 可独立 禁止停车线 可独立

停放 或禁止长时停车标志 设置 或禁止长时停车线 设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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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 交通标志和标线施工及验收

17. 1 一般规定

17.1.1 交通标志和标线的施工单位应具有交通工程专业承包企

业资质及交通安全设施分项资质。

17.1.2 施工单位应根据设计图纸，制定施工方案，经公安机关交

通管理部门及相关部门审批后，方可进场施工。

17. 1. 3 施工单位应按规定设置施工作业区，在作业区设置施工

标志、标线、施工警告等安全设施，施工标志设置范围应考虑对正

常通行习惯的影响，进行道路通行预告指引，并协助公安机关交通

管理部门疏导交通。

17. 1. 4 施工前应对交通标志和标线的原材料、力学性能、外观质

量、使用功效等进行检测，使用寿命和性能应符合规范和设计的要

求。

17.1.5 施工人员应佩戴安全识别标志，施工期间的登高、吊装、

运输、化学材料加工应采取安全保障措施，应遵守有关安全规定。

17. 1. 6 施工单位应按施工图纸进行现场施工。开挖道路时应确

保地F管线安全。工程竣工后应及时按原结构修复路面。

17.1.7 施工单位应严格按照施工工序施工，制定完备的质量管

理体制和监督子段，确保施工工程质量。

17.1.8 交通标志和标线验收应由建设部门组织设计、施工、监

理、公安机关交通管理部门、养护等相关部门共同参加。

17.1.9 对验收中发现的问题，施工单位应在规定的期限内完成

整改，然后再进行复验。验收通过后，应出具工程验收报告。

17. 1.10 用于验收的城市道路交通标志和标线检测报告应由具

有交通工程或交通安全设施专业检测资质的机构出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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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 1. 11 公安机关交通管理部门应对验收道路进行符合性检查，

检查结论可写入工程验收报告。

17. 1. 12 施工单位应在验收通过后的规定时间内将工程量汇总

表、竣工图、验收单、合同及经费决算单等有关资料分别移交建设、

管理单位归档。

17.2 交通标志施工及验收

17. 2. 1 交通标志施工与验收应按照前期准备、现场定位、基础埋

设、安装及调整、工程验收的顺序进行。

17.2.2 前期准备阶段的工作要求应符合下列规定：

1 施工单位应熟悉施工设计图，并参加由建设单位组织的设

计技术交底；

2 应根据交通标志施工设计图安排好工程进度，并拟定施工

大纲；

3 应了解施工现场的地上、地下管线的情况；

4 应按进度要求配备好施工队伍、施工机具和工程材料。

17.2.3 现场定位阶段的工作要求应符合下列规定：

1 应符合本规范中对各种标志设置条件及地点的规定；

2 交通标志的定位应符合施工图的要求。

17.2.4 基础理设阶段的工作要求应符合下列规定：

1 标志立柱的基础应按施工图规定的尺寸埋设，小型基础、

孔壁稳定可不立模板，在浇注混凝土前基础要进行修正，基底要压

实；

2 预埋基础前，应用水平尺或其他专用仪器校准至水平；现

浇氓凝土应振捣密实，同立柱连接的螺栓或螺帽应拧紧；设在人行

道上基础的顶面标高应与人行道标高一致，基础周围的填土应穷

实，表面应平整；

3 基础法兰的边线应与侧石线（或车行道边线）平行，标志安

装后的侧向净距应符合规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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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2.5 安装及调整阶段的工作要求应符合下列规定：

1 基础应养护达到设计强度后，才可安装标志立柱；

2 立柱通过法兰盘与基础连接，在拧紧螺栓前应调整好方向

和垂直度；

3 双柱式路侧标志的两根立柱均应垂直并互相平行，其顶端

在应同一高度上，连接件应对称布设；

4 悬臂、门架式标志吊装横梁，应保证预拱度达到设计文件

要求；

5 里程牌、百米桩应按照实际里程准确定位和设置，其泪凝

土预制件的施工和强度应符合设计文件的规定；

6 标志板安装到位后，应进行板面平整度调整和安装角度的

调整。

17.2.6 交通标志工程验收应包括以下项目：

1 标志基础位置、尺寸、混凝土强度；

2 立柱的竖直度、高度、侧向距离、安装角度、拼接，标志金属

构件镀层厚度，立柱距路边缘距离；

3 标志板外形尺寸、底板厚度，标志板上的文字字体及尺寸，

标志面反光膜种类及逆反射系数，标志板下缘至路面净空高度。

17.3 交通标线施工及验收

17.3.1 交通标线施工与验收应按照前期准备、现场施工和保护、

质量检查和修整、工程验收的顺序进行。

17.3.2 前期准备阶段的工作要求应符合下列规定：

1 施工单位应熟悉施工设计图，并参加由建设单位组织的设

计技术交底；

2 应了解气象气候状况，准备施工车辆机械设备；

3 应根据设计要求选定标线材料，确定施工交通组织方案。

17.3.3 现场施工和保护阶段的工作要求应符合下列规定：

1 施工前应仔细清洁施工范围内的路面，清洁干燥、元起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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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象；

2 在道路施工区域内，应设置相应的施工安全设施，不应在

雨、雪、冰冻、沙尘暴、强风、气温低于规定温度的天气进行施工；

3 宜进行试划标线，标线新漆划或复划时应按设计或原有的

颜色、形状、厚度和位置等要求放样，反光标线玻璃珠应均匀撒布，

标线表面不应出现折线、网状裂缝、起泡现象；

4 标线或底漆施划后，应放置锥型路标等护线物体，应待涂

料干燥后才能撤走。

17.3.4 质量检查和修整阶段的工作要求应符合下列规定：

1 检查施划后标线的质量，应在夜间检查玻璃珠撒布的质量

和数量，对不符合要求的进行修整，并将残留物清除干净；

2 标线质量要求和检测方法应符合《道路交通标线质量要求

和检测方法》GB/T 16311 和《新划路面标线初始逆反射亮度系数

及测试方法》GB/T 21383 的规定。

17.3.5 交通标线工程验收应包括项目：标线的颜色、宽度、厚度、

线段及间距长度、角度、防滑性能，反光标线的逆反射系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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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规范用词说明

1 为便于在执行本规范条文时区别对待，对要求严格程度不

同的用词说明如下：

1)表示很严格，非这样做不可的：

正面词采用“必须”，反面词采用“严禁勺

2）表示严格，在正常情况下均应这样做的：

正面词采用“应”，反面词采用“不应”或“不得”；

3）表示允许稍有选择，在条件许可时首先应这样做的：

正面词采用“宜”，反面词采用“不宜’气

4）表示有选择，在一定条件F可以这样做的，采用“可”。

2 条文中指明应按其他有关标准执行的写法为：“应符合……

的规定”或“应按·…··执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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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标准

城市道路交通标志和标线设置规范

GB 51038- 2015 

条文说明



制订说明

《城市道路交通标志和标线设置规范》GB 51038二2015 ，经住

房城乡建设部 2015 年 4 月 8 日以第 795 号公告批准发布。

本规范制定过程中，编制组进行了广泛的调查研究，总结了我

国城市道路交通标志和标线设置的实践经验，以《道路交通标志和

标线》GB 5768 为基础，针对城市道路的交通特点，同时参考了国

外先进设计法规、技术标准。

为便于广大设计、施工、科研、学校等单位有关人员在使用本

规范时能正确理解和执行条文规定，《城市道路交通标志和标线设

置规范》编制组按章、节、条顺序编制了本规范的条文说明，对条文

规定的目的、依据以及执行中需注意的有关事项进行了说明，还着

重对强制性条文的强制性理由作了解释。但是，本条文说明不具

备与规范正文同等的法律效力，仅供使用者作为理解和把握规范

规定的参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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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总则

1. 0. 1 随着我国城市建设的快速发展，全国各个城市的路网不断

完善，小汽车快速进入家庭，城市交通越来越复杂，道路交通安全

事故也呈现上升趋势。城市道路交通标志和标线是向城市道路使

用者提供有关道路交通的规则、警告、指引等信息的交通设施，其

基本出发点是促进城市道路交通的安全与顺畅，更好地满足道路

使用者的安全出行需求。

目前，我国城市道路的交通标志和标线设置一定程度上存在

设置不规范、不科学、不系统的情况，并且不同城市的交通标志和

标线设置存在很大的不同，给道路使用者带来不便。更严重的是，

由于交通标志和标线指示不清或相互矛盾，往往容易诱发严重的

交通事故，造成难以挽回的损失。

基于以上原因，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道路交通安全法》、《中

华人民共和国道路交通安全法实施条例》，参考现行国家标准《道

路交通标志和标线》GB 5768 的规定，根据城市道路使用者、城市

道路网络及城市道路交通运行的特点，编制本规范，以解决当前城

市道路交通标志和标线设置中存在的问题，促进城市道路交通的

安全和高效。

1. 0. 2 我国城市范围内新建和改建的各等级城市道路、路边停车

都应按照本规范的规定设置交通标志和标线，街坊内部道路及镇

区道路可参考实施。对于本规范实施前已投入使用的各等级城市

道路的交通标志和标线，除特殊规定外，都应在使用期限内逐步更

换。

1. 0. 3 城市道路交通标志和标线的设置应配合使用现行国家标

准《道路交通标志和标线》GB 5768 和本规范的规定，在城市道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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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公路衔接区域，还应参考现行行业标准《公路交通标志和标线设

置规范》JTG D82o 除此之外，城市道路交通标志和标线的设置还

应符合现行的国家及行业其他有关的标准、规范的规定，主要包

括：

(1）《城市道路交通设施设计规范》GB 50688; 

(2）《城市道路工程设计规范》CJJ 37 。

各地方规范或标准如果和本规范不一致的地方，应按照本规

范的要求执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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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基本规定

3. 1 设置原则

3. 1. 1 城市道路交通标志和标线是引导道路使用者有秩序地使

用道路以促进道路交通安全、提高道路运行效率的基础设施，用于

告知道路使用者通行权利，明示道路交通禁止、限制、通行的状况，

因此此条为强制条款。

3.1. 3 城市道路交通标志和标线的样式和基本要求应符合现行

国家标准《道路交通标志和标线》GB 5768 相应部分的规定。

3.1. 5 、3. 1. 6 道路施工或养护期间，如果正常开放交通，应设置

作业区交通标志和标线。道路施工或养护结束后，应立刻清除，避

免驾驶员产生疑惑。同样，因大型活动而设置的临时性交通标志

和标线，也应在活动结束后立刻清除。

3. 1. 7 城市道路交通标志标线应与道路设计、施工和验收保持同

步。公安交管部门应参与道路的设计审核，提出交通标志和标线

的设置意见。

3.1. 8 定期开展交通标志标线的排查和养护工作，查找缺失、破

损、不规范的标志标线，积极整改，保证交通标志标线的齐全、规

范，保证功能的有效发挥。
3. 1. 9 城市道路交通标志和标线的材料应符合现行国家标准《道

路交通反光膜》 GB/T 18833、《道路交通标志板及支撑件》

GB/T 23827、《道路交通标线质量要求和检测方法》GB/T 16311 、

《轮廓标》GB/T 24970, （（突起路标》GB/T 24725 、《弹性交通柱》

GB/T 24972 等相应部分的规定。

3.2 设置流程

3. 2.1 调研道路沿途的主要设施包括名胜古迹、旅游景点、公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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设施等信息。

3.2.2 改建道路路段的交通量、交通特性还应包括大小车比例、

非机动车比例、行人流量等；交通管制措施包括单行线、禁止停车

区域、可变车道等。

3.3 设计文件编制

3.3.3 对图纸内容有特殊说明时，可加以注释或增加相关的大样

图；根据需要可增加交通标志和标线设计效果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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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交通标志的基本要求

4.1 一般规定

4. 1. 1 交通标志的总体分类有按其作用、设置位置、光学特性、版

面内容显示方式、设置的时效、强制性程度等多种分类方式。按其

作用分类是较为常用的分类形式之一，其他分类方式见现行国家

标准《道路交通标志和标线》GB 5768 有关规定。

4. 1. 2 根据城市道路运行特征及目前道路交通标志的使用情况，

相对于现行国家标准《道路交通标志和标线 第 2 部分：道路交通

标志》GB 5768. Z 2009 的交通标志，本规范在充分调研基础上对

交通标志具体种类进行了适当增减，不包括现行国家标准《道路交

通标志和标线 第 2 部分：道路交通标志》GB 5768. Z 2009 中部

分不适合于城市道路的标志，井新增加了一些实际使用中已出现

并行之有效的标志，见表 1。各新增标志的新增理由见各章相关

条文说明。

章号

5 

6 

表 1 相对于《道路交通标志和标线 第 2 部分：道路交通标志》

GB 5768. 2-2009 增减标志

分 类 不包括标志 新增标志

指示标志 路口优先通行、会车先行

禁止某两种非机

动车进入、禁止行人

和非机动车进入、禁

禁令标志 止非机动车骑行、禁

止非机动车骑行上

坡、禁止非机动车骑

行下坡

• 199 • 



续表 1

章号 分 类 不包括标志 新增标志

铁路道口斜杠符号、易滑、路面不平、

警告标志
路面高突、路面低洼、过水路面（或漫水 注意前方横向道

7 
桥）、注意横风、注意路面结冰、注意雨 路潮沙车道

（雪）天、注意雾天、注意不利气象条件

干路和支路
国道编号、省道编号、县道编号、乡道

8 编号、道路管理分界、错车道、休息区、隧 地点方向
指路标志

道出口距离、里程碑、百米桩、公路界碑

编号、命名编号、出口编号、紧急电

快速路 话、救援电话、服务区预告及服务区、停 人口标志、快速路
9 

指路标志 车区预告及停车区、停车场预告及停车 车道指路

场、爬坡车道、超限检测站

作业区标志祷

辅助标志
10 

告示标志

旅游区标志

注 z“祷”作业区标志参考了《道路交通标志和标线 第 4 部分：作业区》GB 5768. 4 

相关内容，因此不列入新增标志。

如需采用表 1 中不包括的交通标志时，应符合现行国家标准

《道路交通标志和标线 第 2 部分：道路交通标志》GB 5768. 2 的

相关规定。其中，对快速路如需采用出口编号，应符合《国家高速

公路网命名和编号规则》JTG A03 相关条文规定。

4. 1. 3 交通法规是道路使用者必须遵循的交通法律规定，道路交

通上的交通法规和安全要求通过交通信号体现。根据《中华人民

共和国道路交通安全法》（2011 年 4 月第二次修正版，以下简称

《道路交通安全法》），“交通信号包括交通信号灯、交通标志、交通

标线和交通警察的指挥。”带有法规性质的交通标志涉及禁令、指

示标志，其中禁令标志的法规性约束更为突出，其他标志仅作为提

供信息，如指路标志、旅游标志等。在同一交通节点中，交通法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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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安全信息的标志应采用较突出的设置方式，设置在相对醒目的

位置，若与其他标志产生矛盾，应优先考虑交通法规与安全信息的

发布，以警示法规与安全的重要性。

4. 1. 4 交通标志的设置应从路网、交通角度总体分析考虑与布局，

并以不熟悉周边路网体系的道路使用者为对象，为其以正常速度行

驶时提供容易识别的信息（包括接近操作点的告知和行驶方式指引

等信息）。“不熟悉周围路网的道路使用者”，并非指道路使用者对

周围路网一无所知，而是通过地图、上网、问询或其他查询手段，对

前往的目的地和沿途有所了解，并通过交通标志和标线的正确指引

能顺利抵达目的地的道路使用者。标志设置除应满足当前区域、道

路或工程范围内交通管理要求外，还应统筹考虑相关道路、路网上

的交通管理要求，发布信息应具有连续性、系统性。对于快速路，指

路标志应着重反映出口名称、方向和距离，并应连续、可追溯。对于

干路和支路，指路标志应着重反映道路名称、地点名称、路网结构

特征和行驶方向信息，告知道路使用者当前位置和到达目的地合

理、连续的路径。对于高等级道路亦可采用对骨干道路逐级指引

达到连续。对于重要的信息应给予连续、多重提示，多级预告，如

指路标志中的重要地点、重要相交道路等，又如快速路的出口预

告、入口诱导等。

随着我国城市化进程和城市道路交通的发展，各地城市对道

路交通标志和标线的建设也越来越重视，越来越认识到道路交通

标志和标线建设是城市道路交通安全所必需，但在各地城市交通

标志和标线建设和管理中，仍存在着信息不足、不当或过载现象，

如有些城市边缘和外围地区道路信息不足、不当情况较多，又如城

市中的快速路、隧道入口等处标志设置不甚合理，数量较多（有的

多达 10 个以上），形成信息过载现象。因此，条文中重申防止信息

不足、不当或过载的现象的设置原则仍是十分必要的。

4. 1. 5 标志的视认性是指标志内容被道路使用者发现并完成识

读的性能，主要由下列兰个要素组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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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显著性：能在要求的识读距离以外吸引驾驶人员的注意，

能在标志所处的背景中清晰地显示出来；

(2）易读性：能在瞬间理解其含义；

(3）公认度：容易被不同文化和语言背景的人所理解。

凡要求道路使用者根据信息提前采取相应行动的标志，均应

考虑道路使用者接受、判识、执行相应信息的时间和距离要求。对

前置距离的确定，应根据设计速度或管理行车速度、标志作用、交

通量大小、环境条件等因素综合确定。一般所有警告标志都应考

虑其前置距离要求；禁令、指示标志一般情况下应设置在禁止、限

制或遵循路段的开始处，有些禁令、指示标志开始路段前的交叉口

前适当位置还需设置相应的指路标志提示，使被限制的道路使用

者能够提前知晓并绕道。

4.1. 6 在道路横断面上规定的竖向高度和横向宽度范围内，不允

许有任何设施及障碍物侵入的空间范围，称为道路建筑限界，又称

道路交通净空。为保证车辆和行人安全通行，各类交通标志的设

置不得侵入道路建筑限界内。各类及各等级道路的道路建筑限界

的竖向及横向范围，应符合国家现行标准《城市道路工程设计规

范》CJ] 37 规定。

国家现行标准《城市道路工程设计规范》CJ] 37 规定了道路

建筑限界的定义和具体范围：

道路建筑限界应为道路上净高线和道路两侧侧向宽度边线组

成的空间界线（图 1) 。顶角抹角宽度（E）不应大于机动车道或非

机动车道的侧向净宽CWD 。

图中符号：

He→一机动车最小净高；

Hb一－非机动车最小净高；

Hp－一行人最小净高；

E一一－建筑限界顶角宽度；

We一一机动车道或机非混行车道的车行道宽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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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间分隔带

w. ρ。
机非混行车道或机动车道

(a ）无中间分隔带道路

w: 
主路机动车道

(b ）有中间分隔带道路

川 E .E 

jo:s－一！「
i 电 l

: l!7L I 且 l
同l 阳 l材

检修道或人行道 车行道 检修道或人行道

(c ）隧道内道路

图 1 道路建筑限界

Wpc－一一机动车道或机非混行车道的路面宽度；

Wpb~非机动车道的路面宽度；

Wl一－一一侧向净宽；

Wdm－→一中间分隔带宽度；

Wdb一→两侧分隔带宽度；

Wp→←人行道宽度；

Wf－设施带宽度。

国家现行标准《城市道路工程设计规范》en 37→2012 第

3. 4. 3 条（强制性条文），规定了道路最小净高要求，见表 2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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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2 道路最小净高

道路种类 行驶车辆类型 最小净高（m)

各种机动车 4. 5 
机动车道 He

小型车 3. 5 

非机动车道 Hb 自行车、三轮车 2. 5 

人行道 Hp 行人 2. 5 

国家现行标准《城市道路工程设计规范》en 37-2012 第

5. 3. 5 条还规定了路缘带、安全带、侧向净宽等最小宽度，见表 3 。

表 3 分车带最小宽度

类 别 中间带 两侧带

设计速度（km/h) 二：；， 50 <60 二：；， 50 <60 

路缘带宽度 机动车道 0. 5 0. 25 0. 5 0.25 

(m) 非机动车道 o. 25 0.25 

安全带宽度 机动车道 0.25 0.25 o.25 0. 25 

Wsc(m) 非机动车道 0.25 0. 25 

侧向净宽 机动车道 。 75 0. 5 o. 75 0. 5 

Wl(m) 非机动车道 0. 5 0. 5 

分隔带最小宽度（m〕 1. 5 1. 5 1. 5 1. 5 

分军带最小宽度（m) 2. 5 2. 0 2. 50(2. 25) 2.0 

注： 1 侧向净宽为路缘带宽度与安全带宽度之和。

2 两侧带分隔带宽度中，括号外为两侧均为机动车道时取值；括号内数值为

一侧为机动车道，另一侧为非机动车道时的取值。

3 分隔带最小宽度值系按设施带宽度为 lm 考虑的，具体应用时，应根据设施

带实际宽度确定。

4.2 标志版面布置

4. 2.1 交通标志版面由颜色、文字、箭头、图形符号边框等要素组

成，版面的尺寸规格取决于这些要素的组合，并应正确合理地布置

这些要素。版面布置首先要保证传递的信息明确、无歧义，这是向

道路使用者明确交通导向关系、确保交通安全和顺畅的基本前提；

美观得体、简洁明了是标志获得良好的可辨识性和易读性的基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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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求。对本节中未述及标志版面布置的其他要求，均应符合现行

国家标准《道路交通标志和标线》GB 5768 和《城市道路交通设施

设计规范》GB 50688 的有关规定。

4.2.2 采用同一类型的标志版面，并且设置于同一门架式、悬臂

式等支撑结构上的同类标志，采用同→高度和边框尺寸，这里主要

是指矩形类标志。以形成标志风格和尺寸的统一，符合道路使用

者的心理预期，使道路使用者能快速获取需要的信息，减少信息处

理时间，并加强理解和印象。

4.2.3 为突出禁令、指示标志的警示视觉效果，也为禁令、指

示标志同版面组合布置需要（见本规范第 4.2.4 条），禁令、指

示标志可套用于无边框的白色底板上，并为必须遵守标志，但

其标志版面尺寸和图形大小不应随意缩小，应符合本规范第

4. 2. 12 条规定要求。禁令标志中的停车让行、减速让行标志，因

其版面形状具有突出的视认性，故条文规定不得套用于无边框的

白色底板上。

因气候、道路障碍物、大型车流量多、周围照明过多等视认条

件受影响的特殊路段，以及事故多发路段，为使所设置的警告标志

更为突出醒目，宜采用套用无边框荧光黄色或荧光黄绿色底板版

面，以进一步增强视觉感受效果。但各地城市应注意标志颜色风

格的统－，或都采用荧光黄色，或都采用荧光黄绿色。

4.2.4 禁令标志、指示标志在同→版面中的布置（图 2 ），在一

般情况下因受标志瞬间视认性的限制，同一版面中的禁令和指

示标志不应多于 4 种。但在城市快速路、城市隧道、城市特大

桥路段入口，因前方道路交通管理信息较多，仅限于 4 种往往

难以满足要求，故提出同一版面中的禁令或指示标志的数量不应

多于 6 种的规定。当该处同一版面中禁令和指示信息多于 4 种或

快速路、隧道、特大桥段入口多于 6 种时，应对拟同一版面布置的

禁令、指示标志根据其交通法规管理信息重要性进行拆分，做前后

调整布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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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⑧⑧⑧ 

(a) 4 禁令标志同版面布置 ( b ) 6 禁令标志同版面布置 (c）禁令、指示标志同版面布置

图 2 禁令标志、指示标志在同一版面中的布置

4.2.5 禁令、指示、警告标志附加图形和文字，是指在现行国家标

准《道路交通标志和标线 第 2 部分：道路交通标志》GB 5768. 2 

中公布的标准版面上，进行附加图形和文字，标准版面上原有图形

和文字不包括在内，同时也不包括指示标志套用禁令、警告等标志

图形情况。

根据各地城市实际使用情况及效果，条文中提出了“车辆行驶

指示标志版面上可附加箭头图形，专用道路指示标志版面上可附

加时间，但附加箭头图形和时间时原指示标志的车辆图形大小应

保持不变，位置可适当移动”，即：

(1）可采用机动车（非机动车）行驶指示标志附加箭头的版面形

式，根据交通组织意图，附加箭头可以有不同指向，但箭头必须指向

图形外侧。如图形下方附加斜向箭头，就形成了俗称的“机动车靠

左（右）侧道路行驶、非机动车靠右（左）侧道路行驶”标志（图 3 ）。

(a ）机动车行驶标志附加左侧行驶箭头 ( b ） 非机动行驶标志附加右侧行驶箭头

图 3 机动车（非机动车）行驶指示标志附加图形

(2）可采用在专用道路指示标志版面上附加时间（图的，也可

采用在其下方设置时间辅助标志的设置形式，两者可取其一，以适

应各城市的不同使用习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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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4 专用道路指示标志附加图形和时间文字

条文中指出除上述两类指示标志外，其他指示标志版面上不

宜附加图形和文字，如必须附加图形和文字时，原指示标志图形在

版面中位置和大小应保持不变 。 即标志图形在版面中位置不应改

变和移动，大小不应压缩，但可以通过适当扩大版面的方式，来附

加图形和文字 。 如分向行驶车道指示标志的图形在版面中位置和

大小应保持不变，向下适当扩大版面，在行驶方向箭头下方附加了

驶入道路名称（图 5 ） 。 这种通过调整扩大版面来附加图形和文字

的做法，在各地城市的指示标志中常有采用，并取得较好的效果。

[l • j•; i l rl] 
(a ）原分向行驶车道指示标志

：↑：↑：~：！ lr) 
(b ）向下适当扩大版面后附加文字

图 5 指示标志图形在版面中位置和大小应保持不变，适当扩大版面

4.2.6 现行国家标准《道路交通标志和标线 》GB 576 8 中，规定

十字交叉口指路标志有四种形式（图的，并均采用的是地图标识

方式，即箭头直接指向名称 。 但根据目前大多数城市交叉口指

路标志版面的布置，以及实际使用效果井有利于节约版面角度，

本规范提出图 4. 2. 6 版面布置形式，并以此作为一种提倡的版面

布置形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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红旗路

五一路…tGIOB e 人民路
(a) (b) 

：路斗L阜成路［
(c) (d) 

图 6 《道路交通标志和标线》GB 5768 中指路标志的四种形式

本条对指路标志版面中路径指引信息含义所提出的 5 款中：

2 根据交通引导关联有序原则，以及实际使用效果，提倡在

箭头杆中标识横向道路路名，或者是同时标识当前行驶道路和横

向道路（图 7) ，标识横向道路时宜为前方最近的横向道路路名信

息，这一标识方式在不少城市中多有采用，并效果良好。

图 7 指路标志版面箭头杆中标识当前行驶和横向道路

3 标志版面上标识地理方向信息，不论标志设置在行驶方

向右侧还是左侧，提倡设置在版面靠路内一侧的左上角（或右上

角），以便更有利于道路使用者辨认；对于复杂交叉口的版面，视

版面布置情况也可布置在其左下角或右下角，对此条文不作硬

性规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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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指路标志的路名、地名应使用标准名称，即当地政府地名

办公室正式发布的路名与地名。

4. 2. 7 指路标志信息选取应遵循关联有序、信息量适中、便于不

熟悉路网的道路使用者顺利到达目的地的原则。

本条第 1 、 2 款中，根据道路使用者从上到下、从左到右的认读

习惯，以及对标志视认性要求，提出在各方向指示引导箭头的目的

地信息数量之和不宜超过 6 个，同一方向指示引导的信息数量不

应超过 2 个。

同一方向表示 2 个信息时，按由近到远顺序排列布置，还是按

由远到近顺序排列布置，是规范编制过程中曾重点研究讨论的问

题之一，深为各地城市有关部门所重视。根据对全国各地 20 多个

城市的调研，按近、远顺序排列布置的城市略多于 50% ，而按远、

近顺序排列布置的城市要达到 45% 。综合各方面的因素，并经多

次慎重讨论研究，本规范提出“宜在）行或两行内按照由近到远顺

序，由左至右或由上至下排列”的要求，提倡与现行国家标准《道路

标志和标线》GB 5768 要求一致。

在版面中“近信息”、“远信息”的选取上，应符合本规范

表 8. 1. 5 要求。“近信息”应表示其行进方向或左、右侧方向

的 C 层信息，对指向前方“近信息”宜选择前方临近主要道路，

可以是次干路，当前方较长路段内连续与支路相交时，“近信

息”也可选择相对较为重要的支路；对指向左、右侧方向的“近信

息”宜选择左、右侧方向的次干路。“远信息”应表示其前方或左、

右侧方向的 A 层或 B层信息，“远信息”在一个路段中应该是固定

的。

各地城市应根据城市特点及路网情况，按照本规范表 8. 1. 5 标

志信息分级原则，研究确定本城市各个层级具体分层、分级的信息

内容。

本条第 3 款中，对箭头外信息的标识方式，各地城市多有差异

且差异较大，在此仅提出箭头上方和左右方向的标识信息的两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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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则要求。

本条第 4 款中，标识左、右方向通达地点、道路名称时，根据各

地实际使用情况、效果和习惯，也利于节省版面，提出通达地点、道

路名称可位于横向箭头上方或上、下方布置，也可箭头直接指向通

达地点、道路名称；当左、右方向标识为单一信息时，也可采用竖向

书写方式。

本条各款规定中多表述为“宜”或“可”，给各地城市指路标志

版面布置上留出了较大灵活性，但特别强调的是应注意其第 6 款

规定，即一个城市指路标志版面信息排列顺序及布置方式，应协调

一致。

4.2.8 指路标志可根据需要采用汉字和其他文字并用，除有特殊

规定外，汉字应排在其他文字上方。在是否采用中、英文或少数民

族文字并用，除了条文中提出的对各城市重要的旅游区、重要的国

际性活动场所，可采用中、英文或汉字与少数民族文字对照形式

外，还应考虑以下因素：

(1）道路的服务对象：如果绝大多数道路使用者为中国人，则

指路标志应以中文为主。

(2）道路的使用功能：为使旅游观光地区的指路标志或其他道

路上的旅游区标志体现国际化，营造友好的旅游环境，可采用中、

英文对照方式。

(3）道路所在区域：少数民族自治区的交通标志，可采用中

文与少数民族文字对照的方式。排列方式应符合当地政府有

关规定，如新疆维吾尔自治区（自治区语文文字工作条例）就

规定了指路标志文字排列顺序：维文在上、汉字在中、英文在

下。

(4）全线规划：道路是否采用中、英文或汉字与少数民族文字

对照形式，各城市还应结合路网系统综合考虑，以体现标志设置的

标准化、系统化。

(5）主管部门批准：道路是否采用中、英文或汉字与少数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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族文字对照形式，由建设单位报请省级主管部门批准后方可实

施。

4. 2. 9 交通标志上的箭头标志是传达交通管理信息的重要手段

之→，人眼对箭头等图形感受往往要比文字要快，进而提高交流效

率，因此能起到快速而明确的信息转达作用。箭头的方向与角度

建立了目的地指示与方向、车道之间的联系，应根据交通功能和管

理要求合理布置选用。

4. 2.10 一般道路涉及距离的指路标志，包括地点距离、交叉口预

告、表示距离的辅助标志等；快速路涉及距离的指路标志，包括地

点距离、人口预告、出口预告、终点预告、收费站预告标志等。本条

文主要从城市道路交通与管理特点考虑，对指路标志版面中标识

的距离提出了规定。

4. 2.11 代表旅游景区、景点特征的图案可采用抽象的图形，也可

采用照片形式，以简洁、明了、清晰为基本原则。图案及形式往往

反映着景区、景点的历史与文化特点，设置时宜征求其主管部门意

见。

4.2. 12 交通部公路科学院承担的国家“七五”攻关项目相关研究

中，对交通标志从技术角度、位置设置和结构设计，针对我国道路

交通条件和驾驶员的实际水平，采用室内试验、室外道路试验及理

论分析相结合的方法，对于交通标志的版面尺寸、颜色、汉字结构

进行了较为系统的研究，包括与司机视力有关的试验，与汉字结构

特征有关的试验，与版面布置有关的试验等。研究了汉字的字体、

字高、笔画粗、高宽比、宇间距、行间距等对标志易读性和显著性影

响。其中完成的最重要的研究成果是建立了汉字字高计算模型。

该研究系列成果为当时国家标准《道路交通标志和标线》

GB 5768-1999 的制定提供了依据，虽然《道路交通标志和标线》

GB 5768 2009 对 1999 版进行了较多的修改与补充，近年来也多

有相关研究，但其攻关研究项目成果仍为目前我国现行国家标准

《道路交通标志和标线》GB 5768 中标志版面布置的重要基础与



依据。

条文中表 4. 2.12-1 根据现行国家标准《道路交通标志和标

线》GB 5768 和《城市道路交通设施设计规范》GB 50688 的规定，

并按具体设计速度值给出了标志版面尺寸、文字高度与设计速度

的关系，以便更直观对照。目前我国城市道路各等级道路的设计

速度见表 4 。

表 4 各等级道路的设计速度

道路等级｜快速路｜主干路！次干路 l 支 路

设计速度

(km/h) 
100 I so I 60 I 60 I 50 I 40 I 50 I 40 I 30 I 40 I 30 I 20 

一些城市的交通建设和管理部门往往把指路标志的版面尺

寸固定为几种规格，标识上文字多（地名长）时，常随意把文字大

幅缩小，结果影响了标志的视认效果，这是不恰当的。本条文在

现行国家标准《道路交通标志和标线 第 2 部分：道路交通标

志》GB 5768. 2 基础上，提出了一些实际布置中需要适当考虑的

因素，以便在实际应用中作合理和适当的调整。一般情况下的

版面布置尺寸，应根据道路的设计车速确定字符高度、版面字数

与图形、是否与其他文字并用，以及版面整体美观等因素，确定

版面总体尺寸，并加以适当归类后确定，以方便施工备料和制

作。

运行速度定义为：中等技术水平的驾驶人当交通处于自由流

状态，且天气良好时能保持的安全速度。通常采用在路段特征点

上测定的第 85 个百分位上的行驶速度作为运行速度CVss ）。当路

段运行速度与设计速度之差大于 20km/h 时，宜按运行速度对标

志的版面尺寸及视认性加以检验。对新建道路，可按国家现行标

准《公路项目安全性评价指南》JTG/T B05 的规定对其运行速度

加以检验。

4.2. 13 可变信息标志是一种因交通、道路、气候等状况的变化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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改变显示内容的标志，可用作速度控制、车道控制、道路状况、气象

状况及其他内容的显示。

根据汉字视认性研究，标志汉字宜采用等宽线条、方形黑体字

体，该字体最有利于驾驶者辨认。对于采用光带形式显示城市道

路交通状态，光带应具有一定的宽度，根据实践，其宽度宜在 13cm～

15cm 之间。

4.2.14 指示、禁令、警告标志多为图形标志，对拟上报新增的标

志宜尽量采用图形方式，并应辅以文字明确其含义。研究表明，在

困难的视觉条件下（如低亮度、快速显示的等），图形符号信息不论

在辨认速度还是在视认距离均比文字信息要优越。采用图形符号

来表示信息的另一优点是不受语言、文字的限制，只要设计的图案

形象、直观，不同国家、民族和语言文字的驾驶人均可理解、认读。

因此，以符号为主的交通标志受到联合国的推荐，并为世界上绝大

多数国家优先采用。

4. 3 标志的设置位置与数量

4. 3.1 基于对于主要服务于行驶车辆的各类标志，一般情况

下宜设置在车辆前进方向的右侧和车行道上方，但由于城市道

路交通环境较为复杂，在受道路实际横断面条件限制情况下

（如建筑等构筑物、绿化限制等，且又不适合门架式支撑结

构），以及左出指引时，可设置在左侧中央分隔带上，在某些狭

窄道路以及单向通行道路上，也可设置在道路左侧人行道的设施

带部位。

4. 3. 2 在选择交通标志的设置地点时，应考虑驾驶人的反应能

力、车辆的运行速度、道路宽度等因素，以保证交通标志的信息具

有足够的视认性，顺利和完整地向道路使用者传递信息。驾驶人

在读取标识信息时要经过发现、认读、理解和行动等过程，在判读

标志并采取相应行动的过程中需要花费一定的时间，行驶一定的

距离。以路侧标志为例的识读过程（图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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消失距离（ ESJ
H一一~叶

阅读后距离（ CS) i 前置距离

视认距离他们 : (SF -

~离（BC)1 二 F 七 行动距离（前）

决策距离（ CD)

图 8 标志的识读过程

表 4.3.2 给出了警告标志前置距离的一般值。根据其原理和

计算方法现行国家标准《道路交通标志和标线 第 2 部分：道路交

通标志》GB 5768. 2 中对部分标志的设置位置作出了规定，本规范

交通标志各章节也提出了相应规定要求，对其他标志或因现场条

件限制情况下的具体计算，可根据其原理并参照国家现行标准《公

路交通标志和标线设置规范》JTG D82“标志设置位置”的条文说

明中计算公式与方法进行。

表 4. 3.2 中的“条件 A”（即道路使用者有可能停车后通过警

告地点）中对于速度为 60km/h～lOOkm/h 快速路，也给出了各速

度值的前置距离→般值，这主要考虑到以下情况：

(1）有的城市分期修建快速路时，近期仍暂时设有个别主线信

号灯平面交叉口；

(2）在改建已有快速路时，在个别合流部位为控制流量设置主

线交通信号灯；

(3）快速路终点与信号灯平面交叉口相交处。

4.3.3 标志设置不能影响和妨碍交通安全和相互遮挡，间距不能

太密。同一部位前后标志间的最小间距不能影响对后一个标志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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视认距离CBS）。如图 9 、图 10 中前一个标志如若设置于影响区

内，将影响后一个标志的视认距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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阅读距离（BC）决策距离（CD) 行动距离（D的

图 9 路侧柱式标志

新增标志

视认距离（ BS)
同

标志

道理建筑限界

图 10 道路上方标志

条文中一方面提出了标志设置过程中应避免的种种情况，以

及不能满足时建议的调整方法，另一方面，在标志设置实施后，国

家《道路交通安全法》也给出了道路交通标志法定地位，该法第二

十八条指出“任何单位和个人不得擅自设置、移动、占用、损毁交通

信号灯、交通标志、交通标线。川道路两侧及隔离带上种植的树木

或者其他植物，设置的广告牌、管线等，应当与交通设施保持必要

的距离，不得遮挡路灯、交通信号灯、交通标志，不得妨碍安全视

距，不得影响通行。”

4.3.4 道路使用者（驾驶人）行驶中，在动态条件下需要对道路交

通信息加以判读并作出决策。由于城市道路交通状况往往较公路

视认距离（ BS)



复杂，限制因素也多，故城市道路标志因客观实际需要并设情况较

为普遍，已形成常态化设置方式，尽管如此，标志设置仍应符合标

志的视认性要求，符合本条规定 ：

1 因受标志瞬间视认性的限制，标志并设于同一支撑结构上时

最多不应超过 4 个。根据道路使用者的认读习惯以及重要性，标志应

按禁令、指示、警告的顺序，先上后下、先左后右的顺序排列（图 11 ）。@
-B @ £ 

(a ）禁令与指示标志并设（上下设置） (b ）禁令与警告标志并设（左右设置）

图 11 禁令与指示、禁令与警告标志并设

一些城市在同一支撑结构上标志设置数量超过了规定，特别

是快速路、隧道人口等处标志设置往往较多，甚至有多达 10 余块

的，布置方式上也不甚合理，造成信息过载，影响了标志的视认性。

同时一些城市在并设标志的设置顺序上也未按规定顺序进行，如

某城市在一个地区相近道路上既有将警告标志放在最左侧，也有

将警告标志放在最右侧的。凡此种种标志设置上的不规范做法，

都是需要研究和改进的。

2 同类标志并设时，应按提示信息的重要程度先重后轻排列，

如城市道路隧道入口处的禁令标志，根据危险程度通常顺序可为：

限制高度标志、禁止运输危险品车辆驶入标志、限制速度标志等 。

3 停车让行标志、减速让行标志等属于平面交叉口通行权分

配的标志，对这类标志应与交叉口指路等标志分开设置，单独设在

平面交叉口处非常醒目位置。会车让行标志一般出现在道路通行

比较困难路段，也是对通行权分配的标志，以使困难路段的过往车

辆有序通行，因此这一标志也应单独设置。解除限制速度标志和

解除禁止超车标志，是对前面正在执行的对应禁令标志的一种否

定，即结束前面对应标志的禁令，传递这种信息也应单独设置。但



受条件限制无法单独设置而需要并设其他标志时，同一支撑结构

上最多不应超过 2 个 。

4 指路标志和分向行驶车道标志宜做前后分开设置，但有的

城市或因设置习惯，或因道路平面交叉口间距较近，多有将两标志

并设的做法，或将其做成一块版面的也有，有的还在分向行驶车道

标志下方辅以文字说明等，这均是可行的，条文中强调的是左、右

顺序应按本条规定执行（图 12 ） 。

图 12 分向行驶车道指示标志与指路标志左右并设

4. 3. 6 条文中提出的是在满足道路建筑限界最小净空基础上，标

志板及支撑结构边缘竖向及横向的净空要求（图 13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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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 ）中央分隔带部位 (b ）路侧分隔带或人行道部位

图 13 标志及支撑结构边缘距车行道路面边缘的最小侧向安全距离

1 《道路交通安全法实施条例》 （ 2004 年 5 月 1 日实施〉中规

定“重型、中型载货汽车，半挂车载物，高度从地面起不得超过 4

米，载运集装箱的车辆不得超过 4. 2 米” 。 根据相关调研资料以及

现行国家标准《道路车辆外廓尺寸、轴载及质量限值》GB 1589 规

定，大多数机动车辆的高度不超过 4. Om，一些特种车辆总高超过

4. Om，如双层公交车辆、集装箱的车高限制值为 4. 2m，消防车个



别车高略超 4m，但也不超过 4. Zmo 总高在 3. Om 以下的车辆大

约占 50% ，北京、上海等城市己达到 90% 以上。目前国家现行标

准《城市道路工程设计规范》CJ] 37 按车辆种类规定道路最小净

高标准，见本规范条文说明表 2 。

根据上述情况，考虑到下列因素，认为→般情况下机动车道按

道路等级分类来确定其最小净高，更合适些：

(1）各级道路都有城市救灾、抢险车辆通行需求，即使总高在

3. Om 以下的车辆占绝大多数的大中型城市，这一城市的安全保

障通道更为重要；

(2）快速路、主干路行驶速度较高，行驶中竖向安全距离相对

要高，其道路的重要性也要高些；

(3）支撑结构增加的费用相对于工程投资很有限；

(4）对标志设置的日常管理与维护中，可操作性更强。

对悬臂或门架式标志，考虑到标志构件的施工误差、标志门架

和横梁变形下垂、路面加罩升高、积雪等因素，标志下缘的道路净

高可适当增加。应注意的是，有些城市提出过高的净高设计要求

也是不适当的（如 5. Sm~ 6. Om 以上），净高过高的标志也会因标

志入射角的增大影响到标志的视认性。

对于→些特殊情况，如在一些相对封闭区域的路网，多有超高

车辆进行内部运输的港区、矿山等内部道路，又如经常通行某种特

殊超高车辆或专用道路时，道路净空高度应按实际通行车辆考虑。

同样，如果某一路段的沿线桥梁下、隧道内等结构物跨越的道路均

为小型车道路最小净高控制时（如 3. Sm），该道路标志最小净高也

应按小型车道路最小净高考虑。

2 各类标志在横向上，任何部位也不应侵入道路建筑限界

内。目前在交通标志设置中，对道路建筑限界的最小净高→般都

能较好地执行标准，但在道路两侧的“安全带”即最小侧向安全距

离标准执行上，有些城市往往未给予足够的重视，以至于标志（包

括支撑结构）侵入限界情况时有发生。设置中较容易发生侵入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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界情况主要有：路侧柱式标志（包括附着式标志）的版面部位、断面

狭窄的分隔栏与分隔墩上设置的标志版面部位，以及高架道路、桥

梁结构路段标志门架位于中央分隔带（混凝土护栏）的支撑结构

等，这些现象均构成了不安全因素。其原因主要与工程总体设计

时因各种原因而考虑不周、运行后道路的标志设置中执行标准意

识不严，以及费用投资等因素有关。

3 条文中提出“当设置在小型车比例较大的道路时，标志板

下缘距路面的高度可根据实际情况减小，但不宜小于 120cm。”主

要考虑其与小型车的视高相符，并也高于我国城市道路设计规范

中“弯道内侧及交叉口兰角形范围内，不得种植高于最外侧机动车

车道中线处路面标高 lm 的树木”的规定要求。

4.3.7 标志的安装角度是指标志板面与道路中心线垂线的夹角，

当标志设置在曲线路段时，是指标志板面与道路曲线半径方向的

夹角。路侧标志安装时，为避免标志板面对驾驶员的眩光，应与道

路中心线垂直或平面旋转一定角度，禁令和指示标志为 0。～ 10。，

特殊情况下可增大，但最大不应超过 45。，指路和警告标志。。～

10°。采用悬臂、门架或附着式支撑结构时，标志板面应与道路行

车方向垂直，并且板面宜前倾 00～15 。

应注意的是，附着式标志安装在与道路斜交的构筑物时，如桥

梁、人行天桥等，应通过安装配件调整使标志板与道路中心线垂直

或形成前倾角度；在积雪地区，为防止雪花在标志板面上粘积，标

志板宜做前倾布置。

国内有关标志旋转角度对视认性影响的研究中，通过对行车灯

光对标志的入射角和驾驶员对标志的观察角，以及反光膜不同观察

角的逆反射系数等方面的分析研究，认为标志安装时适当偏转角度

可增加标志的视认性。路侧标志偏转 5。时可获得最佳的视认效

果；门架上标志前倾 5。时能显著提高标志所在车道车辆的视认

性，获得最佳的视认效果，适度提高两侧车道上车辆的视认性。

4. 3. 8 长度大于 500m 的隧道是指中等长度及以上的隧道，根据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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家现行标准《公路隧道设计规范》JTG D70，隧道长度分类见表 5 。

表 5 隧道长度分类

分类 特长隧道 长隧道！中隧道｜短隧道

长度（m) L>3000 \ 3000> L>lOOO I 1000> L>soo L< 500

智能交通信息包括交通管理信息、交通安全告示、前方路况、

事故或临时作业等，需要在路段上实时发布这些信息时，应采用文

字、图形可变信息标志。

4.4 标志间的匹配设置

本节中对警告、禁令指示标志之间的匹配设置，根据其法规性

地位和交通管理需要进行了原则性的分类归纳。根据该节条文，

表 6 给出了这几类标志之间常用的匹配要求。

表 6 常用标志阔的匹配设置要求

标志 A 标志 B
设置

情 形 设置 设置 说 明
位置 种 类 种 类

原则原则

指示车辆行驶

方向为直行和向
可设

左（或直行和向
禁止向右

1. 因路面施

右）转弯标志 工及积雪等原
三车 （或向左）转 可设

指示分向行驶 因，相关标线
道及 弯标志

设置、显示及车道为不规则直 必须
导 三车

行和向左（或直行 设
管理困难时，

交
标志 A必设多向 道以

、

叉
下道

和向右〉转弯标志
2. 当有时车

口
路 线形诱导

可设 间、车种等规道
指示车辆向左 必须 标(T 型路口〕

定，采用辅助
和向右转弯标志 设 禁止直行标

可设 标志或附加图
志（＋字路口） 形时，标志 A

必设；
指示车辆只准 必须 禁止向左向

可设
直行标志 设 右转弯标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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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表 6

设置
标志 A 标志 B

位置
情 形 设置 设置 说 明

种 类 种 类
原则 原则

指示分向行驶
禁止向右

车道为不规则直 必须
3. 当禁令标

行和向左（或直行
（或向左）转 可设 志被套用于指

设

和向右）转弯标志
弯标志 示标志上时，

三军
还应单独设置

导向
指示分向行驶 线形诱导

可设
禁令标志或指

道以

车道
车道为不规则向 必须 标CT 型路口） 示标志；

上道

路
左和向右转弯标 设 禁止直行标

4. 对可变导

交 才，.§. 志（十字路口）
可设 向军道，标志

叉 A 均为必设，

口 指示分向行驶
必须

禁止向左 并行驶方向标

车道仅为直行
设

向右转弯标 可设
志应为可变

标志 志

环岛
环岛 应 线形诱导

行驶
环岛行驶标志

设 标志
可设

允许左转、
指示车辆或车

应 禁止掉头 必须
道行驶方向为向

禁止掉头
左转弯标志

设 标志 设

元信 应

号灯 设
可设

因路面施工

人行
设有

人行横道指示 注意行人 及积雪等原

路
横道

信号
标志

可设
标志 因，相关标线

可设

段 灯
设置、显示及

管理困难时，

标志 A必须设

天气复杂路
建议速度标志

应 车距确认 必须

段车距确认 设 标志 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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设置

位置

路

段

区

城

续表 6

标志 A 标志 B

情 形
种 类

设置

原则
种 类

必须 解除限制
限速路段 限制速度标志

设 速度标志

禁止超
禁止超车标志 应设

解除禁止

车路段 超车标志

限速 区域限制速度标志 应设
区域限制速

度解除标志

区域 区域禁止停
区域禁止停车标志 应设

内 车标志解除

道路 停车 区域禁止
区域禁止长时

应设 长时停车解
停直在标志

除标志

注 z 1 “必须设” z必须设置，非这样设置不可。

2 “应设” z要求严格，正常情况下均应设置。

3 “可设” g可以根据情况选择设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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设置 说 明

原则

1. 以另一块

不同限制值的

限制速度标志

表示前一限速

路段结束时，

可不设解除限

制速度标志；

2. 道路对最
应设

低行驶速度有

规定时，应设

置最低限速标

志，其必须与

最高限速标志

配合设置，不

可单设

因路面施工

及积雪等原

可设
因，相关标线

设置、显示及

管理困难时均

必须设

应设

应设

应设



4.5 标志支撑方式

4. 5.1 合理选择标志的支撑方式，是保证交通标志视认性、有

效性基础。将标志设置在道路一侧或道路上方，应视标志所在

位置的交通量、车型构成、车道数、沿线构造物分布、风荷载大

小，以及路侧条件等因素综合确定。根据常规路况夜间车灯能

量分布比例关系研究，路侧标志版面对车灯的逆反射效果，要

好于道路上方标志。设置中应注意到这一特性，一般情况下，

可优先考虑路侧标志设置的可行性，且简单又经济。但实际上

城市道路交通环境复杂，路侧设置的限制条件多，采用悬臂式

支撑方式早已成为常规设置，且比门架式支撑方式相对经济。

采用门架式支撑方式时，应对各种情况与需求进行综合研究后

确定。

如道路沿线上方有上跨桥梁等构造物，路侧设有照明电杆

等永久构造物时，在满足建筑限界要求和标志设置要求前提下，

采用附着式标志是应予以推荐的选择。

4. 6 材料要求

4. 6.1 本条规定了标志版面反光材料及照明应符合的要求。

1 交通标志不论白天或是黑夜均应具有良好的视认性，尤其

是晚上希望能有白天一样的可见性和醒目性，这就要求标志反光

膜应具有良好的逆反射性能和色度性能，具有良好的大角度逆反

射性能。

2 如提高反光膜等级达不到规定要求而采用主动发光标志

或安装照明设备时，其要求应符合现行国家标准《道路交通标志和

标线第 2 部分：道路交通标志》GB 5786. Z 规定。

3 反光膜按其不同的逆反射性能，分为 I 类至四类反光膜，

具体分级见表 7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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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7 反光膜分级表

等级（国标 寿命

GB/T 18833) 
结构类型 习惯称谓 用 途

(a) 

I 类反光膜
透镜埋人式 可用于永久性交通标志

工程级 7 
玻璃珠型 和作业区设施

E类反光膜
透镜埋人式 可用于永久性交通标志

超工程级 10 
玻璃珠型 和作业区设施

E类反光膜
密封胶囊式 可用于永久性交通标志

高强级 10 
玻璃珠型 和作业区设施

N类反光膜 微棱镜型 超强级 10 
可用于永久性交通标志、

作业区设施和轮廓标

V类反光膜 微棱镜型 大角度 10 
可用于永久性交通标志、

作业区设施和轮廓标

可用于轮廓标和交通柱，

百类反光膜 微棱镜型 金属镀膜 3 
无金属膜时也可用于作业

区设施和字符较少的交通

标志

Vil类反光膜 微棱镜型 柔性材质 3 
可用于临时性交通标志

和作业区设施

注： 1 各类反光膜结构为通常使用的典型结构，不排除会有其他结构存在。如棱

镜型工程级反光膜为 I 类反光膜。

2 各类反光膜使用寿命为制造商→般承诺的期限，实际使用寿命与其材质和

用途有关。如荧光反光膜以及用于临时性交通标志和作业区设施的反光

膜，使用寿命一般为 3 年。

本款中提出“使用中当其性能不能满足该规范最低要求时应

及时更换”要求，是指不能满足现行国家标准《道路交通反光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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GB/T 18833 中的耐候性能要求。

4 反光膜的逆反射性能以规定的人射角和观测角条件下的

逆反射系数表示，入射角是指车辆前照灯光线与标志板面法线之

间的夹角，观察角是指从车辆前照灯到标志的光轴与标志反射回

驾驶人眼睛视线轴之间的夹角（图 14 、图 15 ）。

道路中，心线

…一一~二二~手二ζ二二一一一一一一 一一一一－
入射角βt ～二二二二二 l

f 路侧标志

(a ）路侧标志的入射角

道路上方标志

车灯高

D 

( b ）道路上方标志的入射角

图 14 入射角

道路上方标志

图 15 观测角

采用逆反射材料的标志板面在车辆前照灯光线照射下，由于

光的衍射性能，在反射时会形成光锥，并形成核心亮，外围暗的特

征。在标志距车辆一定距离下，不同车型观测角差异，形成其视认



能力差异 。 根据研究，不同车速、汉字高度下的标志视认距离在

150m～50m，其标准小汽车观测角为 0. 2。～ 0. 9 。 ，大型货运车观测

角为 o. 5 。～ 2. 0。 ，即大车的观测角要比小车大一倍以上，大型货

运车驾驶人的视线靠近反射光锥外围，对其反光性能有更高要

求（图 16）。同样，车辆前照灯光对标志人射角增大（包括车辆

前照灯光与标志板面法线的纵向与横向夹角），也将使标志逆反

射性能下降。因此，条文中对不同道路等级的标志反光膜提出不

同要求 。

标志在车灯照射下形成的逆反射光锥

，，白飞Z ; ; .－ι－：.－； ；；，－，ι；；；J二二；；；J

图 16 不同车辆驾驶人眼高区别

5 鉴于上述原因，特别提出对快速路小半径曲线段、立交小

半径臣道、交通较复杂和观察角过大的交叉口或路段（如对需要驾

驶员大角度横向观察的禁令、指示和警告标志），以及通行大型车

辆为主的道路上设置的标志，宜采用 V类（大角度）反光膜，以提高

其大角度逆反射性能与视认性。

6 根据上述原理的试验结果，门架、悬臂等位于道路上方标

志采用路侧同样等级的反光膜材料时，则其逆反射效果只能达到

路侧的 15 %左右 。 因此位于行车道上方标志版面的逆反射性能，

宜比路侧标志提高一个等级。

7 隧道内车辆行驶与一般道路上车辆行驶的交通安全环境

有所不同，主要是反映在照明、视野、通风等方面的变化，有不少隧

道还有横断面变化。 所有这些都可能会对交通安全产生比一般道

路更大的影响，隧道内所有各类交通标志在任何情况下应更为便

于识别和醒目 。 在有条件的情况下，隧道内所有交通标志均宜采

用主动发光或照明式标志，但考虑到一些山区城市的道路隧道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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多（如重庆等城市），建设投入较大，因此在此提出涉及隧道内指示

紧急电话、消防设备、人行横洞、行车横洞、紧急停车带、疏散等应

急、消防、避险标志应采用主动发光或照明式标志，应理解为最低

要求。对建设投入有条件的城市或工程项目，其他设置于隧道内

标志也宜积极采用主动发光标志或照明式标志，特别是对指示和

禁令标志应予以优先考虑，以保证其突发交通安全和其他事件时

道路使用者的安全。

4. 6. 2 标志底板尽可能使用最大尺寸板材制作，以减少接缝。通

常情况下，当标志底板板材的长度、宽度或直径小于反光膜产品的

最大宽度时，不应有拼接缝；当板材的尺寸大于反光膜产品的最大

宽度时，应尽可能减少反光膜接缝。

使用铝合金板制作大型标志的板面结构时，考虑到运输和施

工便利以及材料的节省，在保证标志板面视认性前提下，也可以采

取使用小尺寸板材经 90。折弯处理并在板材背部锄接或挤压成型

拼接，反光膜结合底板在工厂分块制作，现场拼接安装方式进行，

其板面制作应符合现行国家标准《道路交通标志板及支撑件》

GB/T 23827 要求。每块分块的反光膜之间，采取对接方式（图

17 、图 18），此方法需要厚度较大的反光膜，如微棱镜结构反光膜。

拼接示例见图 19 。

c =c LC =c =:J 

c 
图 17 小尺寸板材经 90。折弯处理并在板材背部例接拼接

τ 工 丁H
出 3

「丁［ ::JC 
图 18 小尺寸板材挤压成型拼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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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 ）分块制作 (b ）现场拼装后

图 19 工厂分块制作现场拼装

4. 6. 3 可变信息标志版面显示方式一般多采用 LED（高亮度发

光二极管）技术，目前而言这是一项环保节能技术，其他显示方式

如磁翻板、字幕式、光纤式等目前已基本不再采用。可变信息标志

的各项技术指标应符合现行国家标准《高速公路 LED 可变信息标

志技术条件》JT/T 43 1 和 《 LED 道路交通诱导可变信息标志》

GAT 484 的具体规定。

4.6.4 标志立柱一般采用钢管、型钢、八角形钢柱或钢和架，也可

采用铝合金型材、钢筋混凝土立柱，标志立柱的形状和尺寸应符合

设计要求。无缝钢管的外径、厚度、弯曲度应符合现行国家标准

《结构用无缝钢管》GB/T 8 16 2 的要求；直缝电焊钢管的外径、厚

度、椭圆度应符合现行国家标准《直缝电焊钢管》GB/T 1 3793 的

要求。

4.7 标志结构设计

4. 7. 1 标志结构设计应满足功能要求和安全性的要求，并应保证

标志结构足够的强度、刚度和稳定性。标志的上部结构宜采用钢

结构，应采用以概率理论为基础的极限状态设计方法，按承载能力

极限状态和正常使用极限状态设计。而下部结构宜采用混凝土基

础，采用基础工程的理论设计。标志结构形式应考虑美观要求。

同一项目从结构计算和经济性的要求考虑，可能会选择十几种材

料规格，但为方便采购，便于加工及安装和维护，应尽量使材料规



格不宜过多，一般情况下以 3～5 类为宜。

4.7.2 本条规定了标志板设计的要求。

1 标志板的结构设计中，当采用标志外部照明时，应注意辅

助照明光源应由下向上照射。

2 标志底板的厚度选取，首先应满足其设计强度要求。目前

各地使用的标志底板材料的种类较多，该条表 4. 7. 2 给出的是常

用的铝合金板、合成树脂板的最小厚度建议值，以控制常规要求。

随着各类新材料和加工工艺的发展，其最小厚度在满足强度前提

下，可做调整。

3 标志板采用用型铝、型钢等滑槽加固时，加固方式应符合

现行国家标准《道路交通标志板及支撑件》GB/T 23827 要求。

4.7.3 对新建地面道路，标志结构的土建基础一般采用钢筋混凝

土基础，必要时可采用桩基础。对高架、桥梁等道路，其标志结构

的预埋件应由高架、桥梁结构设计人员事先设计预埋于高架、桥梁

的结构中，并满足相应标志所需承受的荷载要求。

标志板与支撑件的连接宜采用不锈钢万能夹，它由不锈钢扎

带、扎扣和夹座三部分组成，其材料牌号见表 8 。

连接件名称

扎带和扎扣

夹座

表 8 连接件材料牌号

AISI 牌号

SS201 

SS304 

中国牌号

1Cr17Mn6Ni5N 

。Crl8Ni9

扎带的边缘应平滑，以防损坏支撑件的镀层；扎扣和夹座上应

分别有四个尖锐触角，在紧固时能切入构件中防止标志板松动。

扎带的技术参数见表 90

表 9 扎带技术参数表

扎带宽｜ 扎带厚 ｜最低屈服强度｜最低断裂强度 l 伸长率｜ 线膨胀系数
(mm) I (mm) CN) CN] C%) I (0°C ~ l00°C) 

19土3% I o. 76土2% 6000 10000 40 I 15. 7× io '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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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指示标志

5.1 一般规定

5.1. 2 指示标志设置时，除考虑表达指示作用外，还要求指示标

志向道路使用者传达交通合理性、法规性、安全性的内容。

s. 1. 3 若遇管理措施情况复杂、车种车速分类变化较多、简单辅

助标志无法完全补充说明的情况，可在指示车辆行驶、专用道路和

车道、车道行驶方向标志等标志上附加图形。

s. 1. 4 鉴于城市道路中交通的复杂性，当相交的两条道路能够明

显分清主要通行道路和次要通行道路时，交叉口应优先采用信号

灯控制或右进右出的交通组织方式，避免设置路口优先通行标志，

以减少干扰与冲突、提高交通安全性。同样，为保证交通安全，城

市道路在交通组织时也应避免出现对向车辆共用车道的情况，避

免设置会车先行标志。

5.2 车辆行驶方向标志

s. 2.1 直行标志、向左（或向右）转弯标志、直行和向左转弯（或直

行和向右转弯）标志、向左和向右转弯标志，均表示前方交叉口或

路段限制部分方向通行，其限制含义应与相应指路标志版面表达

含义相同，不得矛盾或代替指路标志。

5.2.2 直行标志、向左（或向右）转弯标志、直行和向左转弯（或直

行和向右转弯）标志、向左和向右转弯标志，一般设置于交叉口停

车线前 30m～90m 适当位置（参照交叉口设计规范中支路 主干

路渠化段长度的相应规定），并宜结合交叉口指路标志，设置于指

路标志支撑杆件上。

s. 2. 3 靠右侧（或靠左侧）道路行驶标志，通常设置于以下几种

• 230 • 



情况：

(1）在车辆从无分隔带道路驶入有分隔带道路时；

(2）交叉口出口道中央分隔较宽，难以判别准行方向时企；

(3）畸形交叉口或进出口车道错位，需要指示道路路中分隔，

区别对向行驶车道时；

(4）道路分隔带用以划分不同道路使用者，指示其靠不同方向

路侧行驶时；

(5）路中有障碍物或施工现场需要绕行时。

5. 2. 6 靠右侧道路行驶标志设置在中央分隔带端部的情况较普

遍，不仅可与另一侧禁止驶入标志结合设置，还可以信号灯等交通

设施结合设置（图 20 ） 。

。 。 。－1: 且平

。

中

(a）结合禁止驶入标志 ( b ）结合禁止驶入标志和信号灯

图 20 靠右侧道路行驶标志与禁止驶入标志结合设置

5.4 单行路标志

5.4.2 在无信号灯控制的交叉口处，单行路标志应与直行和向左

转弯、直行和向右转弯指示标志及禁止机动车驶入、停车让行禁令

标志等配合使用（图 21) 。

5. 4. 5 到达单行路交叉口前 1～2 个交叉口，宜设置绕行指路标

志对下游单行路路名、单行方向及车辆绕行方案进行预告

（图 22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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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21 非灯控单行路交叉口标志的设置

A路
t剧院f'j路3

B路

D路 c路

图 22 单行路绕行预告指路标志的设置

5.5 鸣喇叭标志

5.5. 1 在城市道路建设中，道路的圆曲线半径、停车视距和纵坡

等线形设计指标应满足规范要求，避免出现需设置呜喇叭标志的



情况。只有在老路改建或无法通过工程措施避免鸣喇叭（如设置

道路中间隔离设施等），且当地城市交通管理法规及周围环境允许

鸣喇叭的情况下，方可以采取此管理措施。

5. 5. 2 在设置凸面反光镜的视距不良路段，由于反光镜作用有

限，仍建议设置鸣喇叭标志。

5. 6 最低限速标志

5. 6. 4 最低限速标志所示数值应结合道路等级、管理措施、现场

情况等，经过研究后慎重决定，避免对通行能力、服务水平及交通

安全产生影响。

限速标志用于快速路上分别指示各车道速度时，最高、最低车

速最小差值宜为 30km/h 以上。

5.7 车道行驶方向标志

5. 7.1 当渠化车道数大于或等于 4 条车道时，为避免驾驶人

在路口多车道变换，应设置车道行驶方向标志，提前预告交叉

口渠化车道布置情况。当交叉口车道规则布置、车道变化交织

不频繁时，各城市应根据自身习惯选择是否设置车道行驶方向
标志。

当渠化后的交叉口直行车道数少于路段车道数，或者路段

上的某条车道直接变换为转向专用车道时，都可视为交叉口渠

化不充分。为避免车道功能突然变化，驾驶人临时变换车道所

带来的安全隐患，应设置车道行驶方向标志。同样，当交叉口

渠化车道非规则布置，即左转车道未设于最左侧、右转车道未

设于最右侧时，为避免驾驶人误行，也应设置车道行驶方向

标志。

5. 7. 2 在交叉口前设置车道行驶方向标志时，当遇渠化车道多级

变化，交通流量较大情况，宜在指路标志之前适当位置增设分向行

驶车道标志以提前预告（图 23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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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23 渠化车道多级变化交通量较大时分向行驶车道标志的设置

5.7.3 路段上在导向车道变化的起点位置，宜设置车道行驶方向

标志（图 24 ） 。

图 24 多车道逐级分流时车道行驶方向标志的设置

5.8 专用道路和车道标志

s. 8. 1 若在专用道路一侧，专用车道数大于或等于 3 条，且所专

用的车种一致时，宜优先采用专用道路标志 。 若在专用道路一侧，

专用车道数小于或等于 2 条，且存在多种道路使用者时，宜优先采

用专用车道标志，分别指示每条专用车道 。

s. 8. 2 机动车行驶标志可附加箭头，附加箭头时应符合本规范第

4. 2. 5 条规定。

s. 8. 3 非机动车行驶标志可附加箭头，附加箭头时应符合本规范



第 4. z. 5 条规定。
5. 8. 7 城市道路机非分隔带起点处，设置用以区分机动车道和非

机动车道的专用道路和车道标志很常见（图 25）。选择其形式时，

应考虑非机动车视点高度，优先考虑选择图 25(b）型，该类型结构

轻便，可视性高，经济合理。

e 司iv. ⑧ 

( a）采用双悬式结构 (b）采用单柱式结构

图 25 机非分隔带处专用道路和车道标志同杆设置

5. 8. 8 不同的专用道路和车道之间无分隔带紧邻的情况较为常见，

如划分井紧邻的货车、摩托车、行人等专用车道，以及人非共板中划分

行人和非机动车等，对此可采用两标志并列布置版面（图 26 ）。

图 26 行人道与非机动车道共板分道通行并列

布置同一块标志的设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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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9 人行横道标志

5. 9. 5 在设置右转交通岛的大型交叉口，若右转车辆不受信号灯

控制，宜在右转车道人行横道处设置人行横道标志 。

s. 12 停车位标志

5. 12. 1~ 5.12. 4 通过对停车位标志单独使用或附加图形或采用

辅助标志，可形成允许停车、限时段、限时长、残疾人专用、校车专

用、出租车专用、公交车专用、非机动车专用等停车位标志

（图 27 ） 。

国回
(a）限时段停车位标志 (b）限时长停车位标志

国曹
(c）残疾人专用停车位标志 (d）校车专用停车位标志

国 1 胃
(e）出租车专用停车位标志 ( f) 非机动车专用停车位标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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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g ）公交车专用停车位标志 (h）专属停车位标志

图 27 各类停车标志结合车种、性质、时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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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禁令标志

6.2 停车让行、减速让行标志

6. 2.1 道路等级相差较大主要指支路与主干路相交时情况，道路

车速相差较大是指车速相差 30km/h 以上时情况。设置让行标志

还应注意以下事项：

(1）选择停车让行标志或减速让行标志应符合主路优先通行

的原则；当两条相交道路的技术等级均低且交通量较小时，应在交

通流量较小的被交道路上设置减速让行标志；如两条道路的交通

流量相差不大，则相交道路某一方向宜设置停车让行标志；

(2）为了保证主干路的通行能力和服务水平，主干路上不应设

置停车让行标志；

(3）停车让行标志不应作为控制车速的设施；

(4）《中华人民共和国道路交通安全法》第四十七条规定：“机动车

行经人行横道时，应当减速行驶；遇行人正在通过人行横道，应当停车

让行。”因此，在人行横道线处可不设置停车让行或减速让行标志。

6. 2. 2 在信号控制交叉口进口道设置专用右转车道且有渠化岛

分隔时，在出口道合流点处设置减速让行标志（图 28）。在没有渠

化岛分隔右转车道，右转专用车道设置停止线时，右转车辆需减速

通过，则不必设置停车让行或减速让行标志。

6. 2. 4 主干路沿线的单位等出入口均应设置停车让行标志，次于

路、支路沿线的单位等出人口根据实际交通流量，有条件宜设置停

车让行标志。停车让行标志一般设置在进口需要停车位置前行车

方向右侧，应尽可能地靠近管制交叉口，避免由于设置距离的原

因，使道路使用者分不清所应让行的交叉口，通视方面要考虑到道

路使用者的识认性。设置停车让行标志有以下要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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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28 停车让行标志设置于专用右转车道处

(1）停车让行标志和减速让行标志不应设置在同一立柱（标志

结构）上；

(2）除禁止驶入标志外，避免其他标志与停车让行标志背靠背

设置于一处标志结构上，因为这样会遮挡停车让行标志的形状，影

响其识认性；

(3）停车让行标线应和停车让行标志配合使用，当设置了停车

让行标志后，应在道路使用者应该停车的位置前设置停车让行标

线；

(4）停车让行标志或减速让行标志的设置位置，不应使另一个方

向道路上的驾驶员误认；当两条道路相交成锐角时，停车让行标志应

以一定角度设置，确保被要求停车的道路上的车辆看到该标志；

(5）在交叉口入口同一个行车方向上，如果有两个或两个以上

的车道，为增加标志的识认性，可以在道路左侧或停车线左侧增设

一个停车让行标志 。 对于渠化交叉口可以利用渠化岛设置停车让

行标志 。

6.3 会车让行标志

6. 3. 1 在没有中心隔离设施或者没有中心标线的道路上，机动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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遇相对方向来车时应当遵守下列规定，会车让行标志设置也应符

合如下原则：

(1）减速靠右行驶，并与其他车辆、行人保持必要的安全距离；

(2）在有障碍的路段，无障碍的一方先行；但有障碍的一方已

驶入障碍路段而无障碍的一方未驶入时，有障碍的一方先行；

(3）在狭窄的坡路，上坡的一方先行；但下坡的一方巳行至中

途而上坡的一方未土坡时，下坡的一方先行；

(4）在狭窄的山路，不靠山体的一方先行。

6.4 禁止通行标志

6. 4.1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道路交通安全法》第三十九条，公安

机关交通管理部门根据道路和交通流量的具体情况，可以对机动

车、非机动车、行人采取疏导、限制通行、禁止通行等措施。遇有大

型群众性活动、大范围施工等情况，需要采取限制交通的措施，或

者作出与公众的道路交通活动直接有关的决定，应当提前向社会

公告。

禁止通行的情况主要有由于泥石流、地震、塌方、雪崩等造成

路面损坏、桥梁倒塌，由于施工、大型活动等原因道路进行交通管

制等。

6. 5 禁止驶入标志

6.5.1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道路交通安全法》第四十条，遇有自

然灾害、恶劣气象条件或者重大交通事故等严重影响交通安全的

情形，采取其他措施难以保证交通安全时，公安机关交通管理部门

可以实行交通管制。

禁止一切车辆驶人的情况主要有：步行街等行人专用道路；不

能满足车辆通行需要的道路、桥梁、隧道；由于施工、大型活动等原

因对车辆进行交通管制的道路；分幅行驶道路的左幅、单行路出口

等为防止车辆错向驶入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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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6 禁止各类或某类机动车驶入标志

6.6.1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道路交通安全法》第四十八条，机动

车载物应当符合核定的载质量，严禁超载；载物的长、宽、高不得违

反装载要求，不得遗洒、飘散载运物。机动车运载超限的不可解体

的物品，影响交通安全的，应当按照公安机关交通管理部门指定的

时间、路线、速度行驶，悬挂明显标志。机动车载运爆炸物品、易燃

易爆化学物品以及剧毒、放射性等危险物品，应当经公安机关批准

后，按指定的时间、路线、速度行驶，悬挂警示标志并采取必要的安

全措施。

小型客车含十一座以下面包车、七座以下商务车及小轿

车 。

禁止各类或某类机动车驶入的情况有 ：步行街等行人专用道

路；不能满足各类或某类机动车通行需要的道路、桥梁、隧道；由于

施工、大型活动等原因对各类或某类机动车辆进行交通管制的道

路；机动车单行而非机动车双行，或某类机动车单行而其他机动车

双行的单行路出口，快速路出口臣道等单向行驶机动车专用路为

防止车辆错向驶入时。

6. 6. s 禁止各类或某类机动车驶入标志可作为图形附加在指路
标志上（图 29）。作为图形附加在指示或指路标志上时，仅起提前

提示作用，不作为执法依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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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囚禁止机动车驶入标志附加在指路标志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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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7 禁止各类或某类非机动车、行人进入标志

6. 7.1 禁止各类或某类非机动车进入的情况有：机动车专用道

路、行人专用道路；由于施工、大型活动等原因对各类或某类非机

动车辆进行交通管制的道路，非机动车单行而机动车双行的单行

路出口为防止车辆错向驶入时。

禁止行人进入的情况有：机动车专用道路、快速路人口、臣道

人口等；由于施工等原因对行人进行交通管制的道路。

6. 7. 2 禁止某两种非机动车通行标志、禁止行人和非机动车

通行标志为在现行国家标准《道路交通标志和标线 第 2 部

分：道路交通标志 》GB 5768 . 2 2009 的禁令标志基础上新增

的标志（图 30）。主要理是：城市道路交通的复杂性较高，采取

交通管理措施中有时造成某一处禁令标志过多的情况，如城市

快速路等人口处等，故适当合并了禁令标志图形，以减少标志

数量 。

@ 
(a）禁止某两种非帮助车进入 (b ）禁止行人和非机动车进入

图 30 禁止某两种非机动车进入和禁止行人和非机动车进入标志

6.8 禁止车辆向某方向通行标志

6. 8. 1 禁止各类或某类车辆向某个方向通行的条件有：与单行道

相交的交叉口；为减少信号交叉口相位、延误或施工等原因需要禁

止某个方向转弯时，例如交叉口转弯车辆过多，容易引起交通阻塞

的；交叉口转弯车辆较少容易造成对向大流量车流较大延误的；交

叉口转弯半径过小，转弯车辆车速下降过大而引起交通阻塞的，等

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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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9 禁止掉头标志

6. 9. 1 交通法规规定的禁止掉头的地点可以不设该标志 。 根据

《 中华人民共和国道路交通安全条例 》第四十九条，机动车在铁路

道口、人行横道、桥梁、急弯、陡坡、隧道或者容易发生危险的路段，

不得掉头 。

6.10 禁止超车、解除禁止超车标志

6. 10. 1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道路交通安全法》第四十三条，行

经铁路道口、交叉口、窄桥、弯道、陡坡 、隧道、人行横道、市区交通

流量大的路段等没有超车条件的，同车道行驶的机动车，后车不得

超车 。

6. 10. 3 禁止超车标志与窄桥、驼峰桥、施工等警告标志配合使用

的设置（图 31) 。

~ A A 
(a ）与窄桥标志配合 (b ）与驼峰桥标志配合 (c ） 与施工标志配合

图 3 1 禁止超车标志与警告标志配合使用的设置

6. 11 禁止停车、禁止长时停车标志

6. 11. 1 禁止停车标志的情况有：路段流量较大的公共服务设施

附近，停车易引起交通拥阻或交通事故的道路等。

交通法规规定的禁止停车的地点可以不设该标志 。 根据

《 中华人民共和国道路交通安全实施条例 》第六十三条，在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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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禁停标志、标线的路段，在机动车道与非机动车道、人行道

之间设有隔离设施的路段以及人行横道、施工地段，不得停

车；在交叉口、铁路道口、急弯路、宽度不足 4m 的窄路、桥梁、

陡坡、隧道以及距离上述地点 50m 以内的路段，不得停车；在

公共汽车站、急救站、加油站、消防栓或者消防队（站〉门前以

及距离上述地点 30m 以内的路段，除使用上述设施的以外，不得

停车。

6. 11. 2 禁止长时停车标志的情况有：交通流量较小的学校、医

院、菜市场、超市门口等。

6. 11. 4 禁止停车、禁止长时停车标志与辅助标志配合使用的设

置（图 32）。

(a）规定载重和时间内禁止停车 (b ）规定载重和时间内禁止长时停车

图 32 禁止停车、禁止长时停车标志与辅助标志配合使用

6.13 禁止非机动车骑行标志

6.13.1 、 6. 13.2 禁止非机动车骑行、上坡（或下坡）标志为在现行

国家标准《道路交通标志和标线 第 2 部分：道路交通标志 》

GB 5768. 2-2009 的禁令标志基础上新增的标志（图 33 ），新增主

要理由如下：

(1）为减少地面交叉口相位，部分城市人行天桥设置的残疾人

坡道有时兼有非机动车推行的功能，而不满足骑行条件时，需禁止

非机动车骑行；

(2）为节省建设投资，或受限于至交叉口的间距，建设的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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路、跨线桥、地道等设施纵坡较大、较长，不能满足非机动车骑行

条件而只能推行时，需禁止非机动车骑行或禁止上坡（或下坡）

骑行。

(a）禁止非机动车骑行 (b ）禁止非机动车骑行上坡 (c）禁止非机动车骑行下坡

图囚禁止非机动车骑行、骑行上坡、骑行下坡标志

6. 14 限制速度、解除限制速度标志

6. 14.1 限速标志的设置应综合考虑道路设计车速与法规规定最

高车速之间的关系，以减少交通事故为主要目的。限制速度的值可

根据道路线形、视距、设计车速标准，或根据现场调查车速中第 85 %

地点速度等情况综合选取，还应考虑道路横断面的宽度与交通密

度、道路交通事故发生频率、道路路面的摩阻系数等因素。相邻路

段的限速值差值不宜超过 20km/h，限速值不宜低于 20km/h 。

(1）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道路交通安全实施条例》第四十五

条，在没有限速标志、标线时：没有道路中心线的道路，城市道路的

机动车最高行驶速度为 30km/h；同方向只有一条机动车道的道

路，城市道路的机动车最高行驶速度为 50km/h 。

(2）根据现行行业标准《城市道路工程设计规范》 CJ] 37 

2012 ，快速路设计车速为 60 、 80 、 lOOkm/h，主干路设计车速为 40 、

50 、 60km/h，次干路设计车速为 30 、 40 、 50km/h ，支路为 20 、 30 、

40km/h 。

(3）据相关研究，运行车速小于或等于 30km/h 时，交通事故

引发结果较轻；运行车速差值超过 15km/h～ 20km/h （小客车

20km/h，大货车 15km/h）时，事故率会较大提高，见图 34 、

图 35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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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34 车辆运行速度与行人死亡或事故率的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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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35 2字速标准差与事故率关系图

(4）基于以上分析，快速路主线均应设置限速标志，臣道与主

线之间的车速差一般超过 20km/h，也应设置限速标志；主干路当

车速为 60km/h 时，有道路中心线的支路、设计车速小于 30km/h

时应设置限速标志。

(5）《中华人民共和国道路交通安全实施条例》第四十六条规

定：机动车行驶中遇有下列情形之一的，机动车最高行驶速度不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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超过 30km/h，其中拖拉机、电瓶车、轮式专用机械车不得超过

15km/h 。

1)进出非机动车道，通过铁路道口、急弯路、窄路、窄桥时；

2）掉头、转弯、下陡坡时；

3）遇雾、雨、雪、沙尘、冰雹，能见度在 50m 以内时；

4）在冰雪、泥泞的道路上行驶时；

5）牵引发生故障的机动车时。

(6）《中华人民共和国道路交通安全法》第四十二条规定，

夜间行驶或者在容易发生危险的路段行驶，以及遇有沙尘、冰

雹、雨、雪、雾、结冰等气象条件时，应当降低行驶速度；《中华

人民共和国道路交通安全法》第五十三条规定，警车、消防车、

救护车、工程救险车执行紧急任务时，可以使用警报器、标志

灯具；在确保安全的前提下，不受行驶路线、行驶方向、行驶速

度和信号灯的限制，其他车辆和行人应当让行；《中华人民共

和国道路交通安全法》第五十八条规定，残疾人机动轮椅车、

电动自行车在非机动车道内行驶时，最高时速不得超过

15km/h 。

6.14.5 主干路上解除限制速度的地点距前方信号控制交叉口小

于 300m，次干路、支路上解除限制速度的地点距前方信号控制交

叉口小于 200m 时，可不设解除限制速度标志。

6.14. 6 限制速度值的选取应综合考虑如下因素：

(1）道路功能。

确定的限制速度首先应满足道路的功能。

(2）现有运行速度。

确定限制速度应考虑第 85%位车速。第 85%位车速可反映

驾驶人通过特定路段时感知的合理的速度。

(3）道路环境。

1)道路环境包括路侧开发程度、道路特征及交通特征。

2）路侧开发程度主要包括路侧土地使用类型，如城区、郊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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居住区、商业区等，路侧非机动车与行人等。

3）道路特征主要包括道路设计标准，如线形、横断面布置、车

道宽度、视距、交叉口及接入口密度、交叉口视距、临近道路的速度

等。

的交通特征主要包括交通流量与交通组成，交通组成包括非

机动车交通。

5）路侧开发程度是确定限速区的主要参考依据。理想情况是

路侧开发程度和道路特征确定的最高限速值一致。

(4）历史事故。

仅当考虑 1 、 2 、 3 确定的限制速度不一致时，可考虑历史事故

情况。如果历史事故表明事故多发，表明了宜采取综合改善措施，

而非仅改变限制速度 。

当上述因素发生较大变化时，宜对限制速度值进行评估，根据

需要对限制速度值进行调整。

6. 14.8 限制速度标志可与警告标志联合使用的设置（图 36 ）。

@ A 
图 36 限制速度标志与警告标志配合使用

6. 15 区域禁止、区域解除标志

6. 15.1 区域限制车速、区域禁止停车、区域禁止呜喇叭标志常设

在城市核心区、居民聚居区、商业办公密集区、大型运动会、展览会

所在区域等出人口处（图 37 ）。

(1）区域限制速度版面上的数值宜为 40km/h 、 30km/h 或

20km/h；据研究，限制速度 30km/h 时撞人至死的概率为 O ; 

(2）有些城市地方法规禁止某区域内某类机动车驶入时，如中

心环路范围内，可不设区域禁止及解除标志，可在进入此区域范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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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交叉口前设置相应的禁令标志和提前设置使被禁止的车辆能够

提前绕行的指路标志；

(3 ）标志版面上“区域”二字，不应改动 。

圆圈圈

圃性

I 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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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37 区域禁止及解除标志设置于禁止区域的所有入口处和出口处

6.17 限制质量、限制轴重标志

6.17.3 在多雨雪雾、逆光等恶劣视认条件下，限制质量、轴重

标志宜采用套用于无边框的荧光黄色底板上的设置方式

（图 38 ）。

图 38 限制质量、限制轴重标志套用于荧光黄色底板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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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警告标志

7.2 交叉口标志

7.2.2 实际平面交叉口的形状与基本形状不一致时，应仔细研究

交叉道路等级、功能、平面交叉口的类型、交叉角度、平面交叉口范

围等因素，选择道路使用者易于理解的象征符号 。

7. 2. 3 如果两相邻平面交叉口中心点的距离小于该道路的限速值

对应的安全停车视距，则两平面交叉口宜合并为一个图形。

7.2.4 当错位型交叉错位两肢相距较近时，可按十字交叉设置交

叉口标志；如错位两肢相距较远，相当于该错位交叉由两个交叉组

成，如作为整体用一个交叉口标志表示，可能会使驾驶者产生困惑

时，可按两个 T 型交叉设置标志 。

7.4 铁路道口标志

7. 4. 5 道路与元人看守的铁路平面交叉时，除设置元人看守铁路

道口标志外，还应在道口设置停车让行标志，并施划相配套的铁路

平交道口标线、停车让行标线（图 39 ） 。

图 39 元人看守铁路道口标志与标线配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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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4. 6 未设置铁路平交道口标线的无人看守铁路道口前，应在无

人看守铁路道口标志前，至少增设一块元人看守铁路道口标志及

辅助标志予以预告（图 40 ）。

图 40 未设置铁路平交道口标线的元人看守铁路道口标志设置

7.4.7 当有两股或两股以上的铁路与道路平面交叉时的无人看

守铁路道口，应在元人看守铁路道口标志上端配合设置叉形符号

（图 41 ）。

图 41 两股或两股以上的无人看守铁路道口标志设置

7. 5 注意分离式道路标志

7. 5.1 交叉横向道路左右幅分离距离较宽的情况，常出现在如上

下行道路之间为河流、铁路、单独的建筑、较宽的绿化带等，且分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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距离小于最小停车距离等情况下。

7.9 陡坡标志

7. 9. 1 第 2 款提出的“其他不利的地形、环境气候条件等因素，路

面防滑性能较差等情况，可能危及上、下坡安全时，应设置”的情

况，是指如易产生错觉的坡道变化处、坡道与急弯、窄桥、高路堤等

相连接情况下，应考虑设置陡坡标志。

易产生错觉的坡道变化处例如在凹形竖曲线半径较小的直线

路段上，道路使用者位于下坡看到对面的上坡段，容易产生错觉，把

上坡坡度看得比实际大，会加速以冲上对面的上坡路段；同时道路

使用者觉察不出自己是在下坡，而持续高速行驶会诱发交通事故。

7.12 窄路、窄桥标志

7. 12.6 设置窄路（或窄桥〉标志的路段，为提高道路的安全性，有

条件的情况下应在路面（或桥面）上配合施划路面宽度渐变段标

线。当同向为 2 车道以上，缩减车道时，应该采用车道变少标志，

不应该采用窄路（或窄桥〉标志，需要设置车行道宽度渐变段标线。

7.13 双向交通标志

7.13.1 由双向分离行驶进入临时性或永久性双向不分离行驶路

段时双向交通标志的设置（图 42），以及由单向行驶进入双向行驶

的路段时双向交通标志的设置（图 43 ）。

·I <El <El ·I 

。 ｜·
图 42 双向交通标志的设置 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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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43 双向交通标志的设置 2

7.15 注意潮沙车道标志

7. 15. 1 注意潮沙车道标志中，分为注意前方潮沙车道标志和

注意横向道路潮沙车道标志。其中，注意横向道路潮沙车道标

志为在现行国家标准《道路交通标志和标线 第 2 部分：道路交

通标志》GB 5768. 2 2009 的警告基础上新增的标志（图 44 ）。

新增理由：根据城市道路交通的复杂性，仅在布置潮沙车道方向

的起点和上游方向布置注意前方潮沙车道标志是不够的，无法

警告和提醒由交叉 口横向道路左转（或右转〉驶入交叉 口的来

车，实际使用中不安全因素较大，如在交叉口横向道路上设置注

意前方潮沙车道标志，其版面图形方向不对，故新增了这一标
才二t
Jl!i、。

..……i 

’‘→、- -·· －ν 
图 44 注意横向道路潮沙车道标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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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意潮沙车道的设置时，应注意同时设置注意前方、横向道路

潮沙车道标志 。

7. 15.5 潮沙车道人 口处可设置可变的车道行驶方向指示标志，

还可设置车道信号灯（图 4日，但应和路口信号灯的信号变换同

步。

illlllid ＇ ~ 1[ 

占A

图 45 注意潮沙车道标志的设置

7. 18 注意行人标志

7. 18. 1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道路交通安全法》第三十四条，学

校、幼儿园、医院、养老院门前的道路没有行人过街设施的，应当施

划人行横道线，设置提示标志 。

7.20 注意非机动车标志

7.20. 1 该标志所指的非机动车包括自行车、人力三轮车、架子车

等。 注意非机动车标志的设置应根据道路线形、道路沿线非机动

车活动情况、是否有小的支路与道路相交等情况判定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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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22 傍山险路标志

7. 22.1 应根据道路线形、路侧危险程度以及安全设施的设置等

情况综合判定是否为傍山险路。

7.25 事故易发路段标志

7.25. 1 事故易发路段标志的设置可根据事故记录判定，用以告

示道路使用者前方公路为事故易发路段，应谨慎驾驶，避免事故的

发生。

7.26 慢行标志

7.26. 1 突发性事件如胡塌、滑坡造成少量塌方，维持单车道通行

时；路面损坏如路基翻浆，路面出现严重龟裂、鼓包、车辙、颠簸等

现象时；维修道路影响交通时；道路急弯、陡坡和视距不良时等。

凡遇上述情况之→者，均应设慢行标志。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道路交通安全实施条例》第五十九条，

机动车驶近急弯、坡道顶端等影响安全视距的路段以及超车或者

遇有紧急情况时，应当减速慢行，并呜喇叭示意。

7.26.4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道路交通安全法》第三十条，道路

出现明塌、坑槽、水毁、隆起等损毁或者交通信号灯、交通标志、交

通标线等交通设施损毁、灭失的，道路、交通设施的养护部门或者

管理部门应当设置警告标志并及时修复。

7.28 建议速度标志

7.28.1 当建议速度标志与警告标志联合使用时，警告标志警告、

提示道路使用者前方道路行车条件受到的限制，如前方存在弯道、

出口、匣道、窄路、急弯、陡坡、隧道等，而建议速度标志推荐该警告

条件下相应的安全和舒适行驶车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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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 干路和支路指路标志

8.1 一般规定

8. 1.1 干路和支路的指路标志应向道路使用者提供去往目的地

所经过的道路、道路沿途及周边的重要区域、重要公共设施、服务

设施、地点、距离和行车方向等信息。

8. 1. 3 交叉口路径指引标志包括交叉口预告、交叉口告知、交叉

口确认标志。道路使用者驾驶车辆通过平面交叉时，操作过程主

要经过 3 个阶段：

阶段一：道路使用者发现前方平面交叉口，开始减速，同时希

望得到平面交叉口的相关信息。因此，在距平面交叉口告知标志

前 150m～500m 处宜设置交叉口预告标志，传达前方平面交叉口

的形状及各相交道路的信息，为道路使用者确定下一步行驶路线

做好操作准备。

阶段二：到达平面交叉口前，道路使用者需决定如何转向以继

续朝目的地行进。因此，在距平面交叉口停车线前 30m～80m 处

应设置交叉口告知标志，告知前方平面交叉相关信息，保障道路使

用者正确选择路径。

阶段三：通过平面交叉口后，道路使用者希望确定是否

驶上了预期的路线，应设置路名牌标志并宜设置街道名称标
± 
•l!i、。

交叉口预告虽很重要，但实际上由于城市交通路网的特点很

多情况下交叉口距离过近而无条件设置，因此交叉口告知、交叉口

确认标志就成为干路和支路交叉口路径指引标志中最常用也是最

重要的标志。

8. 1. 4 根据标志版面上前方目的地信息数量、性质，条文中对交



叉口预告、告知标志版面分为 I ～ E类，其中交叉口预告标志没有

田类版面。

表 8. 1. 4-1 提供了不同交叉口可选择的版面类型 。 E 类

版面类型一般用于双向 2 车道支路与其他城市道路相交的交

叉口，由于其不含信息传递的功能，因此 E类版面中的路名信

息不应出现在上游路口的指路标志牌版面中，反之，则此交叉

口应采用 E 类版面类型。另外，可在 E类版面上方拼接左右转

通达道路的信息（图 46 ）。

自毛锦绣路｜
l 罗山路， l

图 46 在田类版面上方拼接左右转通达道路的信息、

8. 1. 5 各城市应根据城市特点及路网情况，研究确定本城市各个

层级具体的信息内容，并全市统一。路径指引标志版面中的信息

宜尽量采用路线名称信息。

8. 1. 6 因为次干路在城市道路中起衔接主干路与支路的作用，部

分交通性次干路也接近于主干路的通行功能，所以次干路所选择

的信息层面较多，可以根据其下游衔接道路特征选择 B 层或 C 层

信息。

8. 1. 7 干路和支路的指路标志应注重标志设置信息连续、系统化

要求，信息指引不应间断（图 47 、图 48 ）。



____J 

隆昌路

－－－－－－－－－－－－－－『』－－－＇

黄兴路

一「

图 47 路径信息连续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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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48 路径信息连续（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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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 1. 9 其他标志套用于指路标志中（图的～图 54 ）。

学府路团

公叶4月黄河的
图 49 地点指引标志套用于指路标志

l园路平时
图 50 旅游区标志套用于指路标志

图 5 1 限高标志套用于指路标志

l西路 噜…
图 52 禁止某车种通行标志结合箭头杆套用

':It 

图囚禁止某车种通行标志结合道路名称套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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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54 禁止某方向通行标志套用于指路标志

8.2 交叉口预告标志

8. 2. 3 交叉口预告标志宜通过图案体现交叉 口 的形状 ； 畸形或多

岔路口应通过图案体现交叉口的形状（图 55～图 59 ）。

长征路

昆山路斗
前方JOOm 

南直路 阜成路

飞俨
前方JO Om 

图 55 丁字交叉口 图 56 Y 型交叉口

闸殷路

大柏树 ’ 军工路
吴湘路厅’

路
路
东
一
安
门

路
延
说d

4岳
阳P

自
叫
“
但

m

中

d
m
E∞

海
·
·
E
E
盯

淮
前

图 57 环形交叉口 图 58 畸形或多岔路口

坊羊大

精
h
F肌

拙
，4
附

坊廊

图 59 互通式立体交叉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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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3 交叉口告知标志

8. 3. 2 交叉口告知标志一般设置在道路行车方向右上方，如条件

受限或视线不良等也可设在左上方。

8. 3. 3 在连续设置的第 I C或 ID类交叉口告知标志间，插入第 E

类告知标志时，该处第皿类告知标志中的道路信息不应出现在被

插入的第 I C或 ID类交叉口告知标志上 。

'Ii~由也

甲国
自在春路

It山路

图 60 插入第 E类告知标志时信息连续的设置

8.6 地点方向标志

8.6. 1 地点方向标志为在现行国家标准《道路交通标志和标线 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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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部分：道路交通标志》GB 5768. 2一2009 的指路标志基础上新增

的标志（图 61），该标志通过各种形式在城市道路中已被广泛采

用，应予明确。

图 61 地点方向标志

8.6.2 地点方向标志应设置在道路通达方向分岔起始点的主、辅

路分隔带中（图 62）。版面中地点文字可以是地名，也可以是路名

或某某方向等，箭头指向文字说明地点、道路一侧，如某某地点、某

某路，或指向文字说明的通向方向一侧，如右转（左转）。

圄

图 62 地点方向标志的设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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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10 地点识别标志

8.10. 3 轮渡码头等地点未作为路径指引标志中的所选信息时，

可视其交通重要性，在周边 l～3 个次干路以上交叉口增设地点识

别标志（图 63 ） 。

mo 

圃囚 l

·,- 
... ,. 

剧团

图 63 地点识别标志的设置

8. 10.5 地点识别标志除了采用现行国家标准《道路交通标志和

标线》GB 5768 规定的图形标志外，也可采用文字版面（图 64 ） 。

圃，~

~型国

图 64 地点识别标志采用文字版面示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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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 14 观景台标志

8. 14.2 观景台标志区域路段一般车速变化多，分散驾驶人注意

力的物体多，观景台标志设置时，应重点考虑其安全视距，避免引

起突然停车和倒车等安全问题。

8. 17 此路不通标志

8. 17.2 此路不通标志在设置于断头路前适当位置同时，应与上

游路口处与指路标志配合使用，以便驾驶人提前知晓并及时绕行

（图 65 ）。

4 圄
五－大街一 一解放路

理回帽”

图 65 此路不通标志与上游指路标志配合使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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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 快速路指路标志

9.1 一般规定

9. 1. 2 快速路指路标志的设置要求，应符合的规定中：

2 考虑快速路交通组织较为复杂，相邻出口间距较小、出口名称

较难记忆，因此有必要向驾驶人提供前方路段主要出口名称及距离信

息，并使驾驶人了解自身在快速路路段中相对位置。因此，要求在入

口加速车道渐变段终点或其后的适当位置设置地点距离标志。

3 由于快速路邻近出口间距较小，要求在出口分流点的出口

标志另一侧同时设置下一出口预告标志，作为下一个出口路径指

引标志的→部分。

4 沿东西方向的城市快速路在黎明、黄昏时间段，因标志板逆

光，位于车道上方的指路标志视认性会大大下降。对于重要指示信

息，应在路侧或提前路段重复设置，并采用路面文字标记辅助。

9. 1. 6 快速路指路标志版面颜色不为绿底、自字、自边框、绿色衬

边的特殊情况有：

(1）标志反色时；

(2）部分沿线信息标志和沿线设施指引标志有特殊需要时，诸

如：终点提示标志、车距确认标志、收费站预告标志等；

(3）在快速路主线上设置阻道标志预告时。

标志版面反色是指将标志中部分或全部的文字、图形颜色与

标志板底的颜色互换。快速路指路标志中版面反色，主要是由于

出口路径指引标志版面中发布的道路路名信息与目的地名称信息

易产生混淆，为加以区分，对道路路名信息进行反色处理。若出口

路径指引标志版面中道路名称信息为干路和支路，则该标志不应

反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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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快速路路名被标识在干路和支路指路标志版面上时，快速

路路名也应采用绿底、白字、白边框（图 66 ）。

1 路｜
图 66 快速路路名被标识在干路或支路指路标志版面

9. 1. 9 目的地名称信息的选取应符合的要求中：

(1）针对立交节点、进出 E道的复杂性，指路标志信息的选取

应充分考虑到人的认识能力和身体条件的局限性，以不熟悉本地

路况并对行驶路线有规划的驾驶人为对象，按照驾驶人的信息需

求和信息接受能力，将必要的信息通过交通标志传递给驾驶人，使

其在适当的时间、适当的地点能获取到适当的行车信息。

(2）被交道路指的是快速路出口指向的主要服务道路。若遇

到快速路出口直接连接的被交道路并非主要服务道路时，宜仍选

取主要服务道路名称作为目的地信息，并增设当前被交道路指路

标志，以指示快速路出口当前的交叉口信息。

9. 1. 10 地理方向信息的选取应符合的规定中 ：

2 在城市快速路主线加速车道渐变段终点附近、互通式立交转

向臣道起点等处，宜向道路使用者提供地理方向信息（图 67）。所提供

的信息应根据路线的总体走向，传达地理方向或者行进方向等内容。

［~~~1 
1中环路方向1

图 67 前方远程目的地作为地理方向信息

3 当与快速路指路标志结合设置时，地理方向信息应反色，

字体大小为标准文字大小的 0 . 5~ o. 8 倍。

9.4 入口标志

9. 4. 2 入口标志是在现行国家标准《道路交通标志和标线 第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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部分：道路交通标志》GB 5768. 2-2009 的城市快速路指路标志基

础上新增的标志（图 68 ） ，新增理由为目前该标志已成为城市快速

路建设中必设的常规标志，应纳入规范规定明示其要求。

沪闵高架路 沪闵高架路

匾噩噩 ’圄置’(a ） 指示方向的入口标志 ( b ）指示牢道的入口标志

图 68 人口标志

入口标志结合各种快速路交通管理信息一并设置于快速路人

口端部时，通常采用门架支撑结构形式（图 69 ） ，应注意合理调整

信息数量 ，避免过多的交通管理信息数量集中布置于同一门架上，

形成信息过载的情况 。

H i户阅离摞蹄l H 

←t ’且I~ ：·~ ~'Il l I ·叫1 1 , __ I +-; 

(a ）管理措施悬挂于门架两侧杆件上 ( b ）管理措施组合后悬挂于入口门架上方

图 69 人口标志组合管理措施

9.7 出口预告标志

9. 7. 1 出口预告标志的作用不仅服务于出口车辆、向驶出快速路

的驾驶人提供判别，同时也将影响不驶出快速路的驾驶人的驾驶行

为，因此出口指引标志应严格按照多级预告要求设置。

9.7.4 图形指路标志虽较一般指路标志更为形象，但有时由于其

发布信息内容较多，驾驶人完全理解所需时间较长。 图形标志作

为对道路路名、距离、线形、路况等内容的补充，驾驶人可根据需要

选择性读取信息 。

9. 7. 6 出口预告标志（图 70）宜选择符合本规范第 9 . 1. 9 条规定

的一条目的地名称信息作为出口名称，可有效简化标志版面，便于

理解、记忆，提高驾驶人判别速度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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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70 出口预告标志版面一

9.7.7 若遇互通式立体交叉进入出口臣道后仍需二次分流的情

况，出口名称宜选择二行信息。此时出口标志即 Om 出口预告标

志有两种设置方式（图 71) ，图（ a）向驾驶人传达前方分岔点不同

方向的出 口位置，并不提前规范车辆行驶车道，图 （ b ） 则在标志位

置处已将车道功能进行明确。因此，若选择后者设置方式，应先对

臣道分岔点两侧出口流量进行预测，分析提前划分车道的合理性，

避免交通流量不均衡的出口臣道发生拥堵。

南北高架路 南北高架路

圄回国 国画画
(a）出口地点、 方向标志作出口标志

南北高架路｜ ｜南北高架路

国回国 匾画画
( b）专用车道标志作出口标志

图 71 出口预告标志版面二

9.7.8 对 3 车道及以上道路的立交出口、左出出口、需多次连续

分流的出口等复杂出口，出口预告标志下方宣考虑补充出口位置

及出口车道信息。

9.8 下一出口预告标志

9. 8. 2 将下一出口预告标志与当前出口标志分别悬挂于出口分

岔点两侧，供驾驶人将当前出口信息与下一出口相关信息进行比

对判别，同时也可作为下一出口的第一级预告。



9.9 出口标志

9.9.2 出口指引标志直以下一出口预告标志为界，衔接前后两个

相邻的出口。因此，下一出口预告标志应设置在驾驶人容易对出

口名称、顺序、距离产生迷惑的路段或出口，不得与当前出口的出

口指引标志矛盾或出现歧义 。

当主线车道多且道路较宽或端部导流标线过长时，出口标志

仍设置在快速路出口分岔点端部不利于驾驶员提前识别与反应，

故条文中提出此条件下出口标志宜采用门架形式，并设置于出口

端部导流标线起点的上方的要求（图 72 ） 。

图 72 出口标志采用门架形式的设置

9.11 起点标志

9. 11. 3 应注意起点标志与人口标志区别，人口标志可设置于快速

路主线起点和连接线臣道起点，起点标志只可设置于快速路主线起点。

9.13 交通信息标志

9.13.1 一般城市快速路以服务当前城市内部交通为主，驾驶人

应对城市交通信息广播频率较为熟悉，无须单独设置交通信息标

志 。 通常在与高速公路、国省干道连接的近郊城市快速路上，根据

需要设置交通信息标志，服务于外来驾驶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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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14 里程牌、百米牌标志

9. 14. 1 里程牌和百米牌的主要作用是便于管理和养护，同时也

可为驾驶人提供准确位置信息。但由于城市快速路进出口间距较

小，周边参照物较多，里程牌和百米牌用于城市快速路时实际作用

并不明显。 若设置，宜设置在靠近车速较慢的车道路侧 。

9. 18 快速路车道指路标志

9. 18. 1 快速路车道指路标志是在现行国家标准《道路交通标志

和标线 第 2 部分：道路交通标志》GB 5768. 2-2009 的城市快速

路指路标志基础上新增的标志（图 73），新增理由为 ：在城市快速

路上，由于车辆运行速度较快，不同车种、车型之间的速度差异明

显，且交通组织较一般高速公路复杂，不同车速车辆之间的交织是

城市快速路发生交通事故的主要原因之一。同时，在大型立体交

叉多车道出口前，由于车辆行驶方向的多元化，单依靠出口预告标

., 

(a）车速专用车道指路标志 (b ）车型专用车道指路标志

HHH 

噩噩E :ti圄匾噩匾画~~

( c ）车种专用车道指路标志 (d ）功能专用车道指路标志

2噩噩噩温描司1 忡
H
H

..... 
’. 
牛’4

(e ）方向专用车道指路标志 一 一 (f）组合专用车道指路标志
图 73 快速路车道指路标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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志指引车辆时，常会出现方向信息量不足、重复提示不够等情况，

无法满足各方向车辆交织需要，也是事故易发地点 。 因此，根据不

同交通组织与管理需要，新增快速路车道指路标志的设置是有必

要的，并且各种快速路专用车道指路标志或多或少地已被应用于

各地已建城市快速路中，并取得良好的效果。

9.24 特殊情况下指路标志的设置

9.24.1 环线快速路与射线快速路衔接处指路标志的设置，应符

合的规定中 ：

1 环线快速路主要功能为集散沿线交通、避免入城交通对市中

心的直接冲击。 在环线快速路转角处的立交，由于主线道路为转向交

通、立交形式复杂，容易和匣道混淆，不宜辨清行驶方向，因此环线立

交交通标志的难点和要点在于如何向驾驶人明确指出主线行驶方向 。

2 对于环线交通功能明显强于射线的立交，应将环线转向交

通作为主线进行指引的设置示例（图 74 ） 。

.噩噩

量 回
国
回

~ 

图 74 快速环线转向交通作主线指引的设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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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对环线交通功能和射线交通功能都很强的立交，应将环线

转向交通和射线交通均按主线标准进行指引的设置示例（图 75 ）。

示例中，图形指路标志中的箭头可加设简易虚实线，反映实际车道

设置和分流方式，对前方交通指引更为直观。

E昌盛王国

且幽幽！
世 ｜且且｜

图 75 快速环线转向交通及直行交通均作主线指引的设置

5 环线转角节点按常规立交设计时（如十字、Y 型、单喇叭

等），应按普通快速路指路系统进行设置的设置示例（图 76 ） 。 环

线转角节点按常规立交设计是指环线转角立交并未将环线方向交

通按照主线或主线臣道标准设计的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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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76 快速环线转向按普通出口指引的设置

9.24.2 间距较近的互通式立交指路标志的设置与调整：

1 当进出口间距小于 2km 且大于 lkm 时的设置示例（图 77 ） 。

2 当进出口间距小于 lkm 且大于 O . 5 km 时的设置示例

（图 78 ）。

3 当进出口间距小于 0. 5 km 时的设置示例（图 7 9 ）。

4 当进出口间距小于 0. 5 km，且前后两个出口功能相差较

大、出口方向较多，无法将前后两个出口合并同时指引时的设置示

例（图 80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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进出口间距在 lkm～2km 出口指引标志的设置图 7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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解放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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迸出口问距在 0. 5km～ lkm 出口指引标志的设置图 7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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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7 9 进出口问距小于 0. 5 km 出口指引标志的设置一

• 278 • 



解放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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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80 迸出口间距小于 0. 5km 出 口指引标志的设置二

9.24.3 左出或连续分流（或连续合流）路段交通标志的设置：

2 在连续分流（或连续合流）路段，车道功能或车道数变化处

增设方向专用车道标志，且前后方向专用车道标志信息应连续一

致的设置示例（图 81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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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81 连续分合流路段指路标志的设置

9.24.4 特殊构造物限制下交通标志的设置应符合的规定中：

3 出口预告标志应设置在隧道内光线良好路段，并尽量采用

内部或外部照明 。 若出口预告标志采用缩小的文字高度，则必须

设置亮度均匀且不眩光的内部或外部照明 。 如使用内部照明，宜

采用透光型反光膜制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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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 其他标志

10.1 作业区标志

10. 1. 2 道路封闭标志适用于道路完全封闭的情况；车道封闭标

志适用于多车道道路中一条或者多条车道封闭的情况；改道标志

适用于道路单向封闭的情况。

10. 1. 3 作业区标志应配合警告标志、禁令标志、指示标志以及相

应的交通标线进行设置。

10. 1. 5 道路临时封闭时，可在原有指路标志上附着橙色绕行箭

头，作业完成后去除附着绕行标志。道路作业时间较长时，绕行标

志可单独设置，作业完成后拆除。

10.3 告示标志

10.3.6 在条件允许的情况下，宣传交通安全信息的告示标志可

结合现有门架结构进行设置。

10.4 旅游区标志

10.4. 1 旅游区（点）标志可分为指引标志、旅游符号标志两类（指引

标志又分为旅游区距离、旅游区方向标志），以提供旅游区（点）的名

称、有代表性的图形及前往旅游区（点）的方向、距离。旅游符号标志

提供旅游项目类别、有代表性的符号及前往各旅游景点的指引。

10.4.3 快速路的旅攒区标志应为指引标志，避免使用旅游符号
标志。

10.4.8 旅游区指引标志版面中的方向、距离可进行组合布置（图

82），形成旅游区距离方向组合标志，该版面布置方式实际应用中

经常使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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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82 旅游区距离、方向组合标志

10.4.9 当沿线旅游区（点〉较多时，一块板面可进行多个旅游区

距离预告和方向指示，但预告的旅游区（点）不应超过 3 个，旅游区

（点〉宜按照从近到远的顺序由上至下排列（图 83）。版面除可标

识指示方向的箭头外，也可以标识距离。

b童医圆
DllRI 
匾E函:HI画

~ 

图 83 多个旅游区（点）组合标志版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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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 交通标线的基本要求

11.1 一般规定

11. 1. 2 城市道路交通不同于公路交通，有四个主要特点：①交叉

口间距比较小；②交叉口转向交通大，常常超过 30% ，大多采用信

号灯控制，交叉口交通组织复杂；③非机动车和行人交通比较多，

对机动车干扰比较大；④道路沿线设置了较多的公交、出租车及其

他车辆的停靠站，还包括各种车辆的停车位。

同时，城市道路交通设计更强调“路权”分配，对不同的服务对

象从时间和空间的角度来分配“路权”，因此，城市道路交通标线的

设置原则必须体现这些特点。

11. 1. 4 新建道路路段车道宽度参见现行行业标准《城市道路工

程设计规范》en 37-2012 ，该规范第 5. 3. 2 中规定：设计速度〉

60km/h，大型车或混行车道为 3. 75m，小客车专用车道为 3. 5m; 

设计速度《60km/h，大型车或提行车道为 3. 5m，小客车专用车道

为 3. 25mo 平面交叉口进出口车道宽度参见现行行业标准《城市

道路交叉口设计规程》en 152-2010 ，该规程第 4. 2. 9 中规定：交

叉口进口道每条车道宽度宜为 3. 25m，困难情况下最小宽度可取

3. Om，改建交叉口用地受限时可取 2. 8m；该规程第 4. 2. 15 中规

定：交叉口出口道每条车道宽度不应小于路段车道宽度，宜为

3. 5m，条件受限的改建交叉口不宜小于 3. 25mo 如果交通标线施

划的车道宽度大于 3. 75m，一方面和设计要求相矛盾，另一方面，

交通流量大的时候还可能导致一个车道有两辆车辆并行的情况出

现。

11. 1. 5 城市中次干路及以上等级的城市道路在道路网中地位较

高，承担的交通量较大，设计速度也较高，为畅通交通，保证交通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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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条文规定次干路及以上等级的城市道路应设置交通标线。交

通量较大或有条件的支路宜设置交通标线。

11. 2 交通标线的基本要素

11. 2. 1 、 11. 2. 2 进行交通标线的设置，首先应了解交通标线的基

本要素，包括功能、颜色、宽度、形式及尺寸等方面的内容。本规范

归纳了交通标线的功能、形式、颜色、尺寸、含义及设置位置等综合

信息，便于使用者对照应用。

考虑到城市交通的特点，根据近几年国内城市道路交通管理

经验，相比现行国家标准《道路交通标志和标线》GB 5768 ，新增了

“弹性交通柱”、“直行待行区线”、“禁止跨越同向车行道分界线（白

色虚实线）”以及“直行、左转或右转”等标线，对于“潮沙车道线”在

交叉口停止线处如何施划给予了补充规定。

为体现构建“资源节约、环境友好”的两型和谐社会要求，以及

发展生态、环保、低碳的设计技术要求，在保证标线视认要求的前

提下，相比现行国家标准《道路交通标志和标线》GB 5768 ，部分标

线的宽度减小了，如：可跨越同向车行道分界线、禁止跨越对向车

行道分界线在车速小于 60km/h，标线宽度由 15cm 降低到 lOcm;

部分标线的尺寸减小了，禁止掉头（转弯）标记中的黄色叉形标记

尺寸、黄色导向箭头长度均为 300cm，掉头箭头宽 llOcm，左转箭

头及右转箭头宽 75cm，叉形标记宽 llOcm 。

11. 3 交通标线的材料要求

11. 3. 1~ 11. 3. 5 交通标线不仅受到恶劣天气的影响，还受到车

辆与行人的磨损与破坏的影响，因此交通标线必须要具备良好的

耐磨性能，保证合理的使用寿命。在设置交通标线的时候，为保证

车辆的快速行驶的安全，其应具备良好的防滑性能，保证不低于道

路路面的抗滑要求。城市道路夜晚尽管有照明系统，为保证夜晚

的可视性，也需要在标线材料中添加反光材料（玻璃微珠），反光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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线的亮度采用逆反射系数来表示，其意义为在单位光照条件下，单

位面积产生的亮度值。交通标线的逆反射性能不仅要在新设置期

间满足要求，在正常使用期间都应满足一定的标准。条文提出的

正常使用期间逆反射亮度系数要求为标线的维护和更新提供了依

据。另外，随着人们环保意识及要求的提高，环保型交通标线也越

来越得到广泛应用。

11. 3. 6 交通标线材料区分为涂料和预成型标线带两大类。常温

溶剂型可在常温下施工作业，使用范围广，但有效使用寿命为 4～

8 个月。加热潜剂型加热温度不高、干燥速度快、涂膜厚，反光效

果好，有效使用寿命为 8～ 15 个月。热熔型涂料需要高温加热使

粉状涂料熔化，快速冷凝后成标线，耐磨性好，使用寿命为 20～ 36

个月，但反光性能衰减较快。双组分涂料施划的标线反光性能优

良，使用寿命最长，缺点是价格偏高、施工要求严格。预成型标线

带材料由热塑性材料构成，该材料一般为聚合材料、颜料及玻璃的

均匀混合物，在热塑材料反光表面外嵌入玻璃珠层，在常温下施

工，反光效果好。交通标线材料的选择可考虑下列因素：

(1）快速路的车行道边缘线，人行横道线等处可采用热熔喷涂

型（涂层厚度 0.7mm～ 1. Omro），能满足反光要求，且性价比最高。

(2）快速路的车行道分界线可采用耐久性标线涂料，如热熔刮

涂型（涂层厚度 l.5mm～2. 5mm）。

(3）照明系统不完善城市道路建议采用反光标线，以预防交通

事故的发生。

(4）事故多发路段可采用树脂防滑型涂料和热熔突起型涂料。

(5）水泥路面可采用热熔喷涂型涂料，以提高性价比。

(6）对中心城区等环保要求高的道路，水性涂料将是最佳选

择，同时该种标线性价比高、反光性能优良。

(7）考虑到在发生交通事故、火灾等紧急事件时，隧道内有可

能将变成逆向行车，故宜选用双面反光型突起标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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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 指示标线

12.2 可跨越对向车行道分界线

12. 2.1 、 12.2.2 双向 2 车道道路，当道路条件复杂时，不满足最

短超车视距的路段，如在桥梁、隧道、弯道、坡道、车行道宽度渐变

路段、交叉口驶入段、接近人行横道线的路段或其他认为需要禁止

跨越对向车行道分界线的路段，应施划黄色虚实线或黄色实线，具

体的设置条件和设置方法参见 13. 2 。

12.3 可跨越同向车行道分界线

12.3.2 现行国家标准《道路交通标志和标线》GB 5768-2009 中

规定，可跨越同向车行道分界线的线宽为 lOcm 或 15cmo 据调

查，在城市道路的标线的设计中，主、次干路往往取用了 15cm，造

成大量的浪费。在欧美等国家，可跨越同向车行道分界线的线宽

一般 8cm～12cm，也能保证驾驶者的有效识别。为节约材料，同

向车行道分界线在小于 60km/h 设计时速时，线宽规定为 lOcm,

也符合城市道路车速较低的实际情况。

12.4 潮沙车道钱

12.4.5 人口处配合设置的隔离设置可采用弹性交通柱，目的是

提醒驾驶员注意到潮沙车道。

12.4.6 目前使用中现行国家标准《道路交通标志和标线》

GB 5768对潮沙车道停止线元规定，应用中比较混乱。为严格规

则，本规范配套增加潮沙车道停止线。虚线位于交叉口中心一侧。

车辆进入进口道先面对的是实线，需根据信号灯决定能否行驶 p 当

潮沙车道反方向通行时，此虚实线是位于出口道的，己过交叉口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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心的车辆到了这里先面对的是虚线，可以越线行驶。

12. 5 车行道边缘线

12.5.2 随着城市车辆的增长，道路资源越显不足，新的道路

设计规范也在缩小路缘带宽度。实践证实，当车速较低，单向

2 车道及以上机动车道两侧有引导视线的连续固定构筑物（如

分隔带或分隔栏）时，可不设置车行道边缘白色实线。固定构

筑物与白色实线引导视线，规范行驶路线功能一致，并可节约

材料。

12. 5. 3 车行道边缘白色虚实线主要用于规范车辆出入机动车道

的轨迹位置。防止随意设置进出口引起安全事故。虚线侧容许车

辆越线行驶，但应避让实线侧其他正常行驶的机动车、非机动车或

行人。

12.6 待行区线

12. 6.1 目前在上海、广州等大城市，当交叉口间距比较小、交叉

口范围较大且直行车道及车辆较多时候，为提高交叉口的通行能

力（5%～10%），允许直行车辆在横向道路车辆左转时进入待行区

等待直行，设置了直行待行区线，效果良好，本规范新增了直行待

行区线。

12.6.2 待行区的设置包括位置、长度、车道数以及形式等，应充

分考虑相位分配、信号配时、交叉口形状尺寸以及交通量。

12.6.3 直行车辆在横向道路车辆左转时进入直行待行区，但可

能发生的情况是横向道路左转相位时没有左转车辆，而本向直行

车辆又看不到横向道路已经是左转相位，所以应在交叉口直行方

向的前方适当位置设置可变电子信息牌，及时提示直行车辆进入

直行待行区。

12. 6. 4 一个左转专用车道对应多根左弯待转区车道，可以充分

利用空间，增加左转弯的通行能力。在容许车辆掉头的情况下，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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侧左弯待转区可以结合掉头车道共同设置，外侧左弯待转区实行

专用左转。

12.7 路口导向钱

12.7.3 路口导向线主要包括左转导向线和直行导向线（图 84),

需要时也可设置右转导向线。

(a）左转导向线

(b ）直行导向线

图 84 路口导向线设置示例（c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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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8 导向车道线

12. 8. 5 可变导向车道线和可变行驶方向标志及静态标志需配合

设置（图 85 ） 。

箭头信号灯

图 85 可变导向车道线设置示例

12.9 人行横道线

12.9.1 指示准许行人横穿道路的位置，并提醒机动车驾驶员减速

或停车避让行人，应设置人行横道线。 现行行业标准《城市道路工程

设计规范》CJJ 37-2012 中第 9. 2. 4 条规定人行道间距宜为 250m～

300m，在实际的城市道路人行过街交通管理中，往往根据道路等级、交

叉口间距和所处城市区位的不同，分别采用不同的人行过街通道间

距，不同地段的人行过街通道的设置间距可参照表 10 的数值。

表 IO 人行过街通道设置间距

道路所处区域
人行过街 道路所处 人行过街

设施间距（m) 区域 设施间距（m)

城市商业区 100~ 150 城市中心区 150~ 300 

城市边缘区 250~ 350 郊区 500~ 8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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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 9. 5 安全岛和人行横道线应配合设置（图 86），人行横道线可

错位设置（图 87 ）。

(a ）有中央分隔带 (b ）无中央分隔带

图 86 安全岛设置示例

»-SO l仔细

噩噩噩噩噩噩

图 87 路段中人行横道线错位设置示例Cm)

12. 9. 6 本条为强制性条文，斜穿交叉口的人行横道线和其他人

行横道线应配合设置（图 88），并且必须设置人行全绿灯相位，以

保证行人过街安全。

图 88 斜穿交叉口的人行横道线设置示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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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11 道路出入口标线

12. 11.1 道路出入口标线用于引导驶入驶出车辆的运行轨迹，尤

其是在连续流路段的出口处，道路出人口标线的纵向标线粗虚线

可以起到车道变换告知的功能，并配合设置出口文字标记，提醒驾

驶员变换车道 。 在交叉口或路段车道变化的路段也可设置纵向标

线粗虚线（图 89 ） 。

图 89 交叉口车道变换告知标线设置

12. 11. 6 在道路出口，为进一步提醒驾驶者及时驶出主路，往往可

在分流点上游的路面上设置路面文字标记，施划“出口道路名称”。

12. 12 停车位标线

12. 12.9 路侧的停车位，为保证非机动车及停车的安全，须在停

车位标线上游路面一定范围设置两组以上注意前方路面状况标记

（图 90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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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90 路边式停车位标线设置示例（cm)

12.13 停靠站标线

12. 13.2 ~ 12. 13.4 停靠站设置于非机动车道外侧时，为提醒非机

动车，应在非机动车道外边缘线设置注意前方路面状况标记，车行道

边缘线在停靠站前后设置不小于 15m 白色虚实线（图 91～图 93）。

一
一一一

J伺.（＼＿＿＿
图 91 非机动车道边缘港湾式停靠站设置示例

l<< －－－一辈 | 

图 92 非机动车道边缘路边式停靠站设置示例

图 93 非机动车道边缘专用车辆港湾式停靠站设置示例（c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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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 14 导向箭头

12. 14.5 交叉口进口道的导向车道内应设置两组及以上导向箭

头，因为导向车道前端需要让排队车辆确认行驶方向，导向车道后

尾要让车辆选择所要行驶方向的车道，对于车流量大时，尤其是可

能发生排队车流长度超出导向车道长度的情况时，还应在导向车

道尾端向上游 30m～50m 处设置第三组导向箭头，以使得行驶中

的车辆能够提前获取导向车道的信息，及时进行判断和驾驶操作。

12.15 路面文字标记

12. 15.3 文字在纵向排列时，人的认读习惯本是习惯于从上向下

阅读的。由于公路尤其是高等级公路一般行驶速度较快，对路面

文字标记的字体要求也大， Ji顶着认读习惯从上向下排列不容易一

眼看清，现行国家标准《道路交通标志和标线》GB 5768 规定“汉字

标记应沿车辆行驶方向由近及远纵向排列”。但城市道路情况有

所不同，一般的城市道路车速不高，对路面文字标记的字体要求也

较小，按照由远及近纵向排列既符合认读习惯，也便于“一眼看

清”，如按照由近及远纵向排列，反而不容易快速判读。考察了较

多的城市，“由近及远”和“由远及近”两种纵向排列方式都有采用，

采用“由远及近”纵向排列方式效果较好。国外也较多采用“由远

及近”的纵向排列方式。所以条文规定了干路和支路的路面文字

标记沿车辆行驶方向应由远及近纵向排列。对于快速路，其行驶

速度和车流特征比干路和支路更接近公路，所以条文还是规定快

速路的路面文字标记沿车辆行驶方向应由近及远纵向排列。虽然

在干路和支路和快速路上规定的路面文字标记排列方向不同，但

由于干路和支路和快速路在行驶特征等多方面确实存在很大的不

同，这样的规定还是合理的，也便于操作和掌握。而且快速路一般

将直接连接城市对外公路，路面文字标记排列方向的规定也正好

可以和公路的规定一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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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 禁止标线

13. 2 禁止跨越对向车行道分界线

13.2.2~ 13.2.4 禁止跨越对向车行道分界线设置条件需考虑以

下原则：

(1）双向 3 车道道路，高峰小时单向 2 车道方向流量较大且交

通处于饱和状态，需禁止借用对向车行道的路段可连续设置双黄实

线；双向车道数小于 4 车道但易发生事故的路段，可设置双黄实线。

(2）单位出入口位于双黄实线道路路侧时，可根据交通需求在

单位出人口处设置黄色虚实线或双黄实线断开（按交叉口处理）。

13.3 禁止跨越同向车行道分界线

13. 3.1 相对现行国家标准《道路交通标志和标线》GB 5768•- 2009, 

本规范增加了禁止跨越同向车行道分界线的白色虚实线，该标线

已在城市道路及公路上应用。白色虚实线仅允许虚线一侧车辆变

换车道或短时越线行驶，对于规范车辆行驶、减少交织及相互干

扰、保障行车安全等方面效果明显，常用于快速路或连续流主干路

的出入口影响区段、交通组织复杂的交叉口。

13. 3. 4 白色虚实线中虚线线段及间隔长同可跨越同向车行道分

界线保持一致，以达到路面标线整洁、美观及易读。

13.4 禁止停车线

13.4.2 城市快速路主线、阻道出人口及互通立交区，因全部控制

出入、与行人隔离等特性，除设置紧急停车带或硬路肩路段，一律

禁止车辆临时停靠。因此，无须施划禁止停车线。

《中华人民共和国道路交通安全法实施条例》第六十兰条规定

• 294 • 



机动车在道路上临时停车，应当遵守下列规定：

(1）在设有禁停标志、标线的路段，在机动车道与非机动车道、

人行道之间设有隔离设施的路段以及人行横道、施工地段，不得停

车；

(2）交叉路口、铁路道口、急弯路、宽度不足 4m 的窄路、桥梁、

陡坡、隧道以及距离上述地点 50m 以内的路段，不得停车；

(3）公共汽车站、急救站、加油站、消防栓或者消防队（站）门前以

及距离上述地点 30m 以内的路段，除使用上述设施的以外，不得停车。

现行行业标准《城市道路路内停车泊位设置规范》GAIT 850-

2009 第 4. 3 节规定，以下路段和区域不应设置停车泊位：

1)快速路和主干路的主道；

2）人行横道，人行道（依《道路交通安全法》第三十三条规定施

划的停车泊位除外）；

3）交叉路口、铁路道口、急弯路、宽度不足 4m 的窄路、桥梁、

陡坡、隧道以及距离上述地点 50m 以内的路段；

4）公共汽车站、急救站、加油站、消防栓或者消防队（站）门前

以及距离上述地点 30m 以内的路段，除使用上述设施的；

5）距路口渠化区域 20m 以内的路段；

6）水、电、气等地下管道工作井以及距离上述地点 1. Sm 以内

的路段。

13.4.6 对于法律、法规明确规定禁止停车的道路及区域，如

要求设置禁止停车标线，城市大部分道路（如未设置紧急停车

带的快速路、臣道及采用机非绿化隔离三板块干道）侧石均需

要漆画为黄色，设置成本及施工量都太大，同时对城市景观、

环境均有一定的影响，客观上造成交通标线信息量冗余，因此

不再重复设置。

13.5 停止线

13. 5.1 停止线的主要功能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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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在有信号控制时，表示车辆在遇到红灯时等候通行的等待

位置，应与信号灯一起使用，当信号为绿灯时，则不需停车；当为红

色时，则在停车线后排队等待。

2 在与铁路相交道口，停止线是铁路平交道口标线的组成部

分，同样表示道路车辆停车等待信号通行的位置。

13.5.4 畸形路口的停止线－般根据实际情况宜设置阶梯形，停

止线如对横向道路左转弯机动车正常通行有影响的，可适当后移，

或部分车道的停止线作适当后移，成为阶梯形，后移距离可以根据

实际情况确定。

13.6 让行线

13. 6. 1 让行线的设置规定了交叉路口的通行优先权，应依据综

合技术判定，判定的基本原则是：

(1）确保交通安全；

(2）符合相关法律法规的要求；

(3）使必须停车的车辆数最小；

(4）使路段交通延误率最小。

让行线包括停车让行标线和减速让行标线两种，应用时应注

意其区别：

停车让行线用于交叉道路等级或车流量明显差异的情况，仅

使用在道路等级低或流量小的道路上；减速让行线用于交叉道路

等级都较低或车流量都较少，使用在交叉的两条道路上或流量更

少的一条道路上；或用于虽然两条道路有明显主次之分，但次要道

路经常性需要汇入主要道路车流、视距较好、主要道路车辆驾驶员

二般是有思想准备的情况，使用在次要道路上；或用于路况较复

杂，需要驾驶员减速谨慎驾驶的情况。

13.6.2 、 13.6.3 一般符合设置停车让行线或减速让行线条件的

交叉口，均应同时相应地设置停车让行线和停车让行标志或减速

让行线和减速让行标志；当路面条件无法施划标线时，必须设置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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应的停车让行标志或减速让行标志；当交通标志设置条件不具备

或设置效果不好时，必须设置相应的停车让行线或减速让行线 。

13.7 非机动车禁驶区标线

13.7.2 非机动车禁驶区标线实际上要求非机动车左转通过两次

停车来实现，如果非机动车较多可能导致左转等待非机动车在交

叉口积压过多，从而影响其他车辆通行，这时不应设置非机动车禁

驶区标线，而应该设置专用左转信号相位让非机动车直接左转 。

13.8 导流线

13.8. 1 导流线主要用于过宽、不规则或行驶条件比较复杂的交叉

路口、臣道出入口或其他特殊地点，导流线的形状、大小、面积没有

特定的标准，应根据交叉路口的地形和交通量、流向情况进行设计。

13.10 网状线

13. 10. 1 学校门口，易发生临时停车造成堵塞的交叉口，可设置

网状线（图 94 ） 。

红星小学

蜘目。 ③ 
图 94 学校门口网状线设置示例

13.11 车种专用车道线

13. 11. 1 机动车专用车道在纵向可以采用栅栏、分隔带等方式从



其他的车道中分离出来，也可以采用纵向标线的方式在同向或逆

向上与其他车道分隔。前者将机动车专用车道完全隔离，不受其

他车道的影响；后者仍受到其他车道上车流的影响 。

国外相关规范中，车种专用车道线还包括慢车道专用车道线，

其一般设置在道路的最右边，是针对行车速度显著低于道路平均

驾驶速度的车辆而设置的，用以分流慢速车辆，不影响其他车辆的

正常速度行驶，其一般常应用于公路中，故本规范未予规定。

多乘员车辆是指车辆的载客数量比较多，一般一辆普通小车

的载客数量等于 3 到 4 人，即可认为多乘员车辆，公交车也是多乘

客车辆的－种。

13. 11. 5 交叉口范围处公交专用道设置应考虑车辆转向的需要

（图 95～图 97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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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95 公交专用车道线设置示例 (1)

图 96 公交专用车道线设置示例（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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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97 公交专用车道线设置示例（3)

13. 12 禁止掉头（转弯）标记

13. 12.3 现行国家标准《道路交通标志和标线》GB 5768 规定黄色

导向箭头尺寸按设计车速确定，黄色叉形标记位于黄色导向箭头左

侧，两者之间的间隔 50cm～ lOOcm。当设计速度大于40km/h时，导

向箭头宽度较大（以掉头车道为例，有 270cm 、 180cm 、 135cm），一

个车道宽度内无法并列布置黄色导向箭头和黄色叉形标记，故黄

色叉形标记位于黄色导向箭头后面，但该种布局纵向距离较长，不

利于驾驶者的识别，且易引起标线的误读。同时，考虑到，城市道

路车辆在左转或掉头时，其实际运行车速较低，一般均低于

40km/h，故本规范规定，无论道路设计车速如何，禁止掉头（转弯）

标记中导向箭头（掉头或转弯〉与叉形标记的宽度及长度均按本规

范第 12. 15 节设计速度 40km/ h 时取值，黄色叉形标记位于黄色

导向箭头左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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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 警告标线

14.2 路面（车行道）宽度渐变段标线

14. 2.1 路面（车行道）宽度渐变段标线用于路宽或车道数发生变

化，提示驾驶员应谨慎行车，并禁止超车。

当路面宽度或车道数量变化时，应以渐变段过渡；为使道路渐

变段更醒目并避免驾驶员对车行道边缘位置的误判，在车行道渐

变段内侧和外侧都可采用填充线进行填充。

14.2.3 渐变段长度取值应符合以下规定。

渐变段长度由下列 2 种方法计算，取 2 种方法确定中的大值，

并符合条文中表 14.2. 3 的规定：

(1）渐变段的长度按下列公式计算：

L＝~旦CV~60km/h)
155 

L=O. 625VWCV>60km/h) 

式中：L 渐变段长度（m);

(1) 

(2) 

v 渐变段在路段中，采用 85%的设计速度（km／灿，渐变

段在近交叉口处时，采用 50% ～ 70% 的设计速度

(km/h); 

W一→变化宽度（m）。

(2）在主辅道分合流处、车道宽度变化等处，渐变段还需满足

渐变率的要求：

L=W×渐变率 (3) 

车道缩减，汇流或入口时，渐变率为0/6～1/14），速度低，以小客

车为主时取渐变率大值。速度高，大型车比例较高时取渐变率低值。

车道增加，分流或出口时，渐变率为(1/4～1/13），速度低，以小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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车为主时取渐变率大值。速度高，大型车比例较高时取渐变率低值。

渐变率及一个车道渐变段长度最短值可参考表 11 。

表 11 渐变率及－个车道渐变长度最短值

道路等级 快速路、匣道 主干路、次干路、支路

设计速度（km/h ) 100 80 60 50 40 60 50 40 30 20 

入口渐变段渐变率 1/ 15 1/ 14 1/ 13 1/ 12 1/ 11 1/ 10 1/9 1/8 1/7 1/6 

人口一个车道
60 50 45 40 40 35 30 25 25 20 

渐变长度

出口渐变

段渐变率
1/ 14 1/ 13 1/ 12 1/ 11 1/ 10 1/8 1/ 7 1/6 1/5 1/4 

出口一个车道
55 45 40 35 35 30 25 20 20 15 

渐变长度

注 ．快速路设计中的渐变率是指出人口臣道中渐变段的渐变率，非整个臣道的出

人口渐变率。

路面（车行道）宽度渐变段标线用于交叉口进口道和出口道时，

渐变段长度应满足现行行业标准《城市道路交叉口设计规程》CJJ

1 52 的规定 。

14.5 减速标线

14.5.4 收费广场第一道减速标线设置于收费广场前部适当位

置，其减速标线设置间隔按以下原则配置：使驶向收费车道的车辆

通过各标线间隔的时间大致相等，以利于行驶速度逐步降低，减速

度一般设计为 1. 8m/ s2 ，表 14. 5. 4-2 按收费广场车辆行驶速度为

lOkm/h 计算（图 98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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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6 立面标记

14. 6. 1 立面标记和实体标记均是用来标记可能对行车安全构成

威胁的实体构造物的轮廓，用以提醒驾驶人注意，不同在于立面标

记用来标记靠近道路净空范围但位于道路净空范围外的实体构造

物，而实体标记是用来标记道路净空范围内实体构造物。

14.6.4 立面标记宜使用反光材料制作，以保证全天候的视认性。

考虑到使用环境和施工成本，宜使用质地坚硬的高规格微棱镜反

光膜制作，以减少损坏，提高安全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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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5 其他标线

15.2 突起路标

15. 2. 1 在经常下雪的区域，使用突起路标时要考虑铲雪机械的

破坏情况，不宜使用哪钉式突起路标，带有防除雪装甲的突起路标

更适合。在夜间有充足照明的道路上，突起路标可以在路面漫反

射光严重的路段发挥更大作用。在经常下雨积水反射路灯光导致

标钱无法辨认时，突起路标有很好的指示功能。

15. 2. s~ 15.2. 10 当道路标线无法完全保证夜间或不利季节和

气象条件下视认要求时，设置突起路标能配合标线一起指引交通

车辆，尤其是在出口臣道处（图 99 ），标线夜间轮廓分明，清晰可

见。突起路标配合标线一起使用时，应采用主动发光型或定向反

光型，颜色和标线颜色一致，白色突起路标用于分隔同向交通流，

黄色突起路标用于分隔对向交通流。

图 99 出口臣道突起路标布设例 单位：cm

在特殊情况下，可将突起路标单独使用，取代路面标线。单独

使用突起路标，必须保证其有足够的抗滑性能；不反光的突起路标

不能单独使用，必须和反光的突起路标一起使用。

15 . 3 轮廓标

15.3. 1 在快速路主线的曲线段如果设置了连续的突起路标，为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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低投资，可根据曲线段进入前的安全视距条件，决定是否设置轮廓

标。在互通立交、服务区和停车场的连接臣道或连接道路，应连续

设置轮廓标，如果这些区域有连续、充足的照明，且照明在路面与护

栏上不会形成漫反射导致安全视距干扰时，可不设置轮廓标。

15.3.3~ 15.3.7 轮廓标的反射体与汽车前照灯及驾驶员视线成

一定的几何关系（图 100）。驾驶员从反射器正面驶来，由远至近

逐渐接近并从侧面通过。在这个过程中，反射体的入射角由于线

形的关系，有可能在很大范围内变化。相反，观察角的变化却很

小。入射角的变化可以影响反射器的亮度。因此，保持足够的反

射亮度是轮廓标反射器必须具有的光学性能。一般在静止条件

下，用行驶光束（远光灯）照射轮廓标反射体时，驾驶员能在 500m

处发现，在 300m 处能清晰地看见；用交会光束（近光灯）照射时，

驾驶员可在 zoom 处发现，在 lOOm 处能清晰地看见。高等级微棱

镜型反光膜，在使用近光灯时，可以达到远光灯效果。

光接受器

怒目

图 100 反射体与灯光、驾驶员视线的关系

柱式轮廓标可设置于路基土中（图 101) ，由柱体、反射器组

成。柱体为空心圆角的三角形截面，顶面斜向车行道，柱身为白

色，在柱体上部有 25cm 长的一圈黑色标记，黑色标记的中间镶嵌

一块 18cm× 4cm 的反射器。反射器分白色和黄色两种，白色反光

片安装于道路右侧，黄色反光片安装于道路左侧或中央分隔带上。

轮廓标采用混凝土基础，柱体与基础的连接可采用装配式安装。

也可附在桥梁混凝土防撞墙上。随着新技术进步，超强级和大角

度型微棱镜反光膜越来越多地被用于轮廓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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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01 柱式轮廓标

轮廓标的设置间隔应根据城市道路线形而定，在直线段及大

半径曲线段，其设置间隔可适度放大，可放大到 50m，在小半径曲

线路段内，轮廓标的连续可视性较差，不能保证具有圆滑曲线的诱

导效果，因此轮廓标的间距需要加密，并且在直线段和曲线段之间

设置必要的过渡（图 102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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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02 曲线段轮廓标设置间隔示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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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5. 4 弹性交通柱

15.4.S 弹性交通柱有两个特点，首先，它是用特殊的材料，经

过特殊的工艺制戚，耐碰撞 。 经外力滚压后，能很快反弹回来

恢复原状，不会造成第二次伤害，在晚上能清晰反射亮光，勾

画道路轮廓，提醒驾驶员注意；其次，弹性交通柱安装方便，可

以移动安装位置，少有维护 。 弹性交通柱可以和标线配合使

用 。

15. s 作业区的标线

15. 5. 3 作业路段可分为占用车道的作业区以及不占用车道的作

业区（图 103 ），为保证安全，作业路段标线应根据道路等级、车辆

的速度及对道路交通的影响情况，合理设置必要的警告、限速等标

志 。

·固1•n
N N 

..s ..s 
。

因 因

加」 如」

Ul Ul 

(a ）占用车道的作业区控制图 (b ）不占用车道的作业区控制图

图 1 03 作业路段控制图

s 警告区 ， L, 车道封闭上游过渡区；

L; 人行道或路肩封闭上游过渡区 ； H一缓冲区 ；

G一工作区； Lx一下游过渡区；Z一终止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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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6 交通标志和标线协调设置

16. 1 一般规定

16. 1. 1 标志和标线都具有向道路使用者提供交通信息的功能和

作用，其中一些标志和标线可能传达同样的交通信息，如导向箭头

标线和车道行驶方向标志，都是告知道路使用者前方车道的功能

划分。在正常情况下，标志和标线均应同时设置，能够充分地向道

路使用者传达交通信息。

当遇到一些特殊情况时候，如道路正在施工中，未完成铺装，

不适宜施划标线时候，应设置标志。同样，当由于道路空间或是周

边设施等导致无法设置标志的时候，应设置标线。

单独设置标志或者标线时候，要根据天气、周边的环境、建筑

等对标志标线视认性的影响，来判断是否增加配套的标线或标志。

16.2 交叉口标志标线协调设置

16. 2. 1 一般情况下，车道划分是由道路内侧向外侧，车道功能按照

从“左转、直行、右转”的常规规则排列，或者 T 型、Y 型路口按照“左

转、右转”规则排列的，因此，原则上进口道三车道及以下时，可不设车

道行驶方向标志；四车道时，应当设置；五车道及以上时，必须设置。

特殊情况下，根据通行安全性和通畅性的需要，不按通常规则

设置车道时，如左转车道外置、设置可变车道、限制某方向行驶车

道（包括限制左转、限制右转、限制直行等），必须同步设置可导向

标志和标线，用于对驾驶人的提醒（图 104 和图 105 ）。如果存在

视线不佳、积雪覆盖标线时间较长等情况，导致地面导向箭头不易

识别时，应该设置导向标志。交叉口标志标线设置应该和道路交

叉口的交通渠化相适应，设置示例见图 106 和图 107 。

. 307 • 



·······az

--- 
β
E

－
 

j …-
E

- 

j 

俗
’E

一

: 
俗
’
’
－

j ; 

图 104 “左转外置”导向车道标志标线协调设置示例

圆圆

图 105 可变车道标志标线协调设置示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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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06 T 型交叉口示例

国画画

回回｜

图 107 设置渠化岛的交叉口示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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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6. 2. 2 一般情况下，让行标志比标线更醒目，让行标志必须设。

未铺装路、长期积雪等原因，可只设让行标志。交叉口停车让行设

置示例见图 108～图 llO 。

4⑤ 

图 108 停车让行标志标线协调设置示例

图 109 减速让行标志标线协调设置示例

• 310 • 



w..-

图 110 元信号控制交叉口停车让行综合设置示例

16. 2. 3 《道路交通安全法实施条例》规定了环形路口行驶的让行

规则。现行国家标准《道路交通标志和标线》GB 5768 规定了“环

岛行驶标志”的含义，明确环内驶出车辆和环行车辆具有优先权，

车辆进入环岛时应让环内车辆优先通行。因此，一般情况下，进入

环岛的车道应当设置让行标线，同时可以配合设置让行标志。设

置示例见图 111 和图 112 。

16.2. 4 禁止掉头（转弯）标志可单独设置，也可在前方与指路标

志等综合设置，进行预告（图 113 和图 114）。对于单向行驶管理

的道路，设置示例见图 115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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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11 非灯控环岛标志标线协调设置示例

图 112 环形交叉口环岛标志标线综合设置示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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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14 交叉口禁止左转标志标线协调设置示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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单行线起点 单行线中间段 单行线终点

图 115 单行道起点、终点及中间段交叉路口示例

16.3 路段标志标线协调设置

16. 3. 1 未铺装道路、积雪长时间覆盖等原因，标线的设置及管理

困难或不易被发现时，应设人行横道标志。当人行横道不易识别

时，应设置人行横道警告标志（图 116 ） 。 有信号灯时，可不设人行

横道标志（图 117) 。

在＞ 圈
(a）人行横道线正常设置

El 

国
(b）人行横道线错位设置

图 116 路段非灯控人行横道标志标线协调设置示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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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6. 3. 2 机动车和非机动车分车道行驶时，指示标志和标线根据

情况选择，两者必设其一。一般情况下，机动车行驶标志和非机动

车行驶标志应同时设置。机动车、非机动车车道标志意义与行驶

标志相同，根据当地需要选择。当机非车道无物理隔离时，非机动

车路面标记应设置。非机动车路面标记的要求参见现行国家标准

《道路交通标志和标线》GB 5768“线 61”。设置示例见图 118～图

120 。

甲
堕二章tl 」L

(a ）人行横道线正常设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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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b ）人行横道线错位设置

图 117 路段灯控人行横道标志标线协调设置示例

@@ 
图 118 采用分隔带隔离机非分道标志标线协调设置示例

图 119 采用活动式护栏隔离机非分道标志标线协调设置示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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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 20 元隔离机非分道标志标线协调设置示例
国 U国

16.3.3 专用车道标志原则上必设，标线根据情况选择。 其他车

辆的地面标记图案按照现行国家标准《道路交通和标线 第 1 部

分：总则 》GB 5768. 1 的要求选取。 根据管理的需要，如在城市快

速路、通关道口等道路上，大、小型车需要分道行驶时，应设置小型

车专用车道线或大型车道标线。大、小型车道标志由文字和箭头

组成，一般情况下应当设置 。 设置示例见图 121～图 1 25 。

图 121 设置在主路上的公交专用道标志标线协调设置示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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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22 设置在辅路上的公交专用道标志标线协调设置示例

图 123 BRT 专用道标志标线协调设置示例

图 124 多乘员专用道标志标线协调设置示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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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 25 大小型军分车道行驶标志标线协调设置示例

16.3.4 限速与解除限速设置示例见图 1 26～图 127 。

@ 。因

仁 ：：二咛 二二二二二二二二二－ 二 τ 二 1
目。 @ 

图 126 限速与解除限速标志标线协调设置示例

。＠

~ n 
-LI」

图 127 最高限速与最低限速标志标线协调设置示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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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6. 3. 5 车距确认标志标线协调设置示例设置见图 1280

E~：二三二乙：豆二豆豆豆豆主

国目 国 国 国 圆圆
a）白色折线车距确认标线

国目 回国
b）白色半圆状车距确认标线

图 128 车距确认标志标线协调设置示例

16.3.6 停车位标志标线协调设置示例见图 129～图 131 。

固 固
图 129 停车位标志标线协调设置示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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固
图 130 限时停车位标志标线协调设置示例

图 131 出租车停车位标志标线协调设置示例

16.3.7 潮沙车道标志标线协调设置示例见图 132 。

16. 3. 8 路段禁止超车标志标线协调设置示例见图 133 。

16. 3. 9 路段禁止掉头标志标线协调设置示例见图 134 。

16.3.10 禁止停车标志或禁止长时停车标志和禁止停车线两者

应设其一。考虑积雪影响、对停放车辆种类、停放时间、收费标准

等有特殊需求时，标志应设。路段禁止车辆停放设置示例见图

135 和图 136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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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 32 潮沙车道标志标线协调设置示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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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33 路段禁止超车标志标线协调设置示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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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34 路段禁止掉头标志标线协调设置示例

图 135 路段禁止停车标志标线协调设置示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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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36 路段禁止停车标志标线协调设置示例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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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 交通标志和标线施工及验收

17.1.1 施工单位应具有部级或省级建设主管部门颁发的交通工

程专业承包企业资质，具有交通安全设施分项资质。

17.1. 2 施工单位施工前应按规定向道路行政管理部门申请施工

许可，获得施工许可证后才能施工。施工前应与道路建设、管理或

养护单位取得联系，在尽量不破坏道路设施，尽量减少对道路交通

影响的条件下，开展文明施工、安全施工。

17.1. 4 交通标志和标线原材料应有第三方检测机构的检测报
圭仨
口。

17. 1. 8 交通标志和标线工程验收应由建设部门组织，各有关部

门联合组成验收组共同验收。

17.1.11 公安机关交通管理部门应对标志标线工程安全畅通功

能的符合性进行检查，可以与验收工作同步进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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