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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于新时期城市发展特征的道路交通标志标线设置研究
张辛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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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浅述了当前城市交通标志标线设置中存在的典型问题及缺陷，依据国内外相关理论和经验，结合用户与管理者两方

面综合考虑，分析当前时期城市道路交通标志标线设置存在的问题。并从交通标志标线协调性、冗余设置、创新理念、丰富多彩

的标线等角度提出改进建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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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search on the setting of road traffic signs and markings based on the characteristics of urban
development in the new er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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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This paper briefly describes the typical problems and defects existing in the current setting of urban traffic signs and markings,

and analyzes the problems existing in the setting of urban road traffic signs and markings in the current period according to the relevant

theories and experience at home and abroad, combined with the comprehensive consideration of users and managers. It also puts forward

improvement suggestions from the perspectives of traffic signs and markings coordination, redundant setting, innovative ideas and colorful

marking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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交通拥堵和交通事故发生频率的不断增加，正越来越严重

地困扰着世界上的大多数城市。在城市这个充满矛盾也充满活

力的大空间里，如何创造出一个畅通良好的交通环境，保证全

体市民有安全、舒适、正常、方便的交通，是一个涉及多个方

面的复杂问题，也是一个见仁见智，很难有统一答案的问题。

因此，在城市交通问题比较严重的国家，交通建设者们无不为

城市交通这个联系着千家万户的问题在思考和努力着。我国正

处于一个国民经济高速发展和城市化进程飞跃发展的阶段，城

市发展对交通系统提出了更高的要求。城市人口的不断增长，

中心区的高密度开发，郊区城市化的快速发展，将带来大量新

的出行，城市交通需求总量将产生巨大变化，

随之引发的交通拥挤、交通阻塞、交通事故、环境污染等

问题也日益严重，己成为制约大部分城市进一步发展的瓶颈。

交通需求的不断增大和日趋多样化，对交通规划理论、交通工

程设施理论和技术水平的要求在不断提高，这种客观需要为城

市交通规划和城市交通工程设施的发展提供了极好的机遇和

挑战。交通工程设施是根据交通工程学的原理和方法为实现道

路通行能力最大、经济效益最高、交通事故最少、公害程度最

低而设置的设施系统。包括交通管理设施、交通安全设施、监

控系统、收费系统、通信系统等。其中城市交通管理设施是保

障城市道路服务水平的重要手段之一，是实现道路交通安全畅

通的根本条件和基础，一旦管理设施不能发挥应有的功能，极

易使城市交通处于混乱甚至瘫痪状态。如何建立有效的城市交

通管理设施体系是解决城市交通问题中的重点，而道路交通标

志标线又是其中重要组成部分，对解决城市交通问题十分有

效。

道路交通标志标线是向道路使用者提供有关道路交通系

统信息的装置，它是现代公路上最基本最重要的安全设施之

一，是道路上无声的“语言”，它利用不同的图形、符号和文

字传递给道路使用者确切的道路交通信息，使道路交通达到畅

通、安全、节能和低公害的目的。城市道路交通标志标线具有

三个基本的作用:一是在城市道路中为交通参与者提供最直接

准确的向导服务，引导人们合理选择出行时间和出行路线，从

而减少出行时间延误和避免增加行驶里程;二是在城市道路中

起限制和分配车流的作用，其作用突出。在通过“限时”、“限

速”、“限车型”、“禁左”、“禁右”等指路信息来实行道

路交通管制，这些信息作为实施管制措施的工具能起到有效的

分配和均衡车流的作用，使道路保持畅通，并达到最大通行能

力;三是在城市道路中起引导交通安全的作用，通过一系列的警

示警告标志来提醒道路使用者在参与交通行为过程中应该遵

守或注意的交通行为，进而达到防止和减少交通事故的目的。

但随着社会科技不断发展，交通领域也需要不断发展来适应人

们更高的需求。鉴于此，本文将以新时期城市发展特征，对道

路交通标志标线的设计与设置为研究内容，以期从标志的合理

设置角度来改善城市交通问题、提高民众驾驶感受。

1 国内外城市交通标志概况
1.1国外概况

道路交通标志标线其实产生于古罗马时期，其发展史较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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流长。当代社会，美国是世界上汽车保有量最多的国家，根据

美在 2.78亿辆。美国《统一交通控制设施手册》进行了细致的

说明和规定，通过对交通标志位置、颜色的详细论证，从而有

效降低了交通标志信息过载现象，同时为了让标志信息选取和

发表能更好与复杂环境相适应，规划设计者要充分考虑出行者

的需求，并会定期对MUTCD进行实时改进更新。标志多以符

号为主，形象又直观有利于驾驶员进行辨识。虽欧洲路网密度

大，但由于大多采用单向通行，因此形成了良好的微循环交通

系统，同时为避免交通标志的遮挡问题，道路两侧的树木距离

车道较远，体现了较高的设计水平，较好的与城市景观相协调;

日本地点名称有明显的优先权，体现在标志的显著位置。因此

日本标志多以地点名称为主，道路名称为辅。同时为了更好协

调驾驶员特性，方便其对所处地点的快速识别和对交叉口形式

的把控，通常采用图形方案，仅在双车道以下才会使用文字标

志。

1.2国内概况

我国近现代道路标志起步较晚，在 1934年以前甚至不曾

对交通标志进行过统一规范，各地各行其是，致使标志设置与

样式也相对零乱。我国交通标志开展科学性深入研究开始于五

十年代，对交通标志相关规范进行了多次制定、补充和修编。

交通标志设置常以交通集散点为主控点，利用路网布局、功能

将交叉点分成主要、次要交通集散点，从而对路网交通进行引

导,版面形式多为十字图形。国内如上海市城市交通“骨架”由

8个子系统构成。子系统之间相互协调与配合，共同引导交通

流，极大的方便人们出行。其标志主要以外围交叉口信息为引

导，版面形式多以十字图形+横向六边形框，且无直行信息，

其主要特点是设置有门牌号码;又如南京市城市道路网的棋盘

式特点，因此形成了“阶梯式”交通标志系统。其交叉口标志

能显示多个层级和方位的信息。不同标志之间设置相对独立，

但与之对应定位道路性质各部相同，更容易辨识。

2 存在的问题

综上对世界主要国家地区交通标志标线的总结。美国城市

标志其设置方法简单，致使所能提供有效信息较为单一，其交

叉口位置仅会提示路名、道路编号，且项目工程的成本费用也

比较高；欧洲国家交通标志多以图形标志为主，相对简单直观，

虽视认性较高，但所能提供信息有限，大多缺少行进方向与行

驶方式；日本标志版面提供地名、方向、里程等信息，有效利

用了版面空间，但标志版面提供过多信息降低了视认性。而以

图形表示路口行车路线一目了然，标志牌面只单纯视认性较

好，但标志版面会产生过多空白。引导交通信息较为全面，但

信息量略大，缺乏递进性，且辅助信息排版形式复杂，驾驶员

在理解时容易产生歧义;国内较多城市交通标志没有形成完善

的体系，缺乏对当前所在道路的确认信息，缺乏路径指引标志

与交通组织信息协调设置方法，且交叉口道路编号、名称字号

比外围交叉路小，不利于驾驶员识别；路径指引标志信息量过

多，驾驶员在短时间内识别困难，未能对交叉口直行交叉道路

进行有效引导，且路径引导仅局限于交叉口指路和街巷的指示

作用。因此，综合以上发现的城市交通标志实际问题，结合国

内外研究理论与经验，在现有研究成果的基础上，对问题及缺

陷进行合理扩展，归纳总结出城市交通标志存在的主要问题及

缺陷。

总体来说，当前城市道路交通标志标线，存在以下几点问

题：一、无系统性设置的问题；二、难以与周边城市环境，道

路环境相协调；三、新技术新理念融入不够。其实我国对城市

道路交通标志的研究起步稍晚，随着城市车辆的不断增加，城

市交通问题不断凸现，人们对交通环境的更高向往，如何根据

社会环境变化，城市发展特征，片区文化特点，将交通标志标

线深入改进融合，将成为今后交通标志标线研究的重要发展方

向。

3 改进措施
3.1健全城市交通标志系统

目前交通标志标线设置基于交通流顺畅要求，通过运用交

通工程理论促进交通标志的连续性、整体性设置，使道路交通

资源得到有效利用，为建立安全、快速、通畅的可持续发展的

城市道路交通运输系统提供条件。我国各大城市交通标志系统

由当地交通安全监管部门，综合考虑城市道路功能、技术等级、

路网布局、交通条件、环境条件、道路使用者与管理者等多方

面因素根据国家标准的基础上统一建立。采用道路交通标志由

建设单位牵头设置，由交通安全监管部门审查的方式。然而由

于城市各区域监管部门和建设单位的理念差异、设计单位的设

计风格不同等因素影响，往往整个城市的标志系统并未形成完

善的体系。

3.2确保交通标志的协调性

首先，交通标志提供的信息和从其他渠道获得的信息要协

调一致，既能反映交通环境的客观性和真实性，而又不相悖。

其次，应与驾驶行为保持协调一致。不同的等级和功能道路，

在路网中发挥的作用也不相同，其相应对的道路使用者的信息

需求也有所差异，道路信息的发布不仅要结合路网的结构，还

要全面顾及驾驶员需求，对于重要的信息应予以重点突出，对

于交通环境相对复杂地区，不能增加驾驶员视觉负担。最后，

交通标志组合优化应保持协调一致。尽量避免三块及以上并设

现象发生;两块交通标志间应该有关联性，且信息容易被辨识;

重要交通标志应单独予以设置，尽可能减少辅助标志的设置。

3.3引入创新理念

随着科技不断创新，社会不断发展，引入新技术新理念来

满足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已经迫在眉睫。在交通标志标线领

域存在以下几个方面的发展方向：一、将黄金分割律引入到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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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标志版面设计，旨在造型艺术方面兼顾美学价值，设计时可

以增加美感。整合交通版面，综合考虑照明灯杆，信号灯装置

杆，做到多杆合一，提升城市道路界面的整洁性，将标志与监

控信号灯系统进行整合，既体现了时代发展特色，也节约了成

本。目前在一些城市正在逐步推行。二、融入车路协同发展理

念，将可变信息标志接入车路协同后台管理系统。可变交通标

志根据车流量、应急状况及时调整。同时随着车路协同的发展，

交通标志设备可与车辆终端设备形成互动。三、当视觉导视无

法满足驾驶者需求时，可通过语音播报进行提示。随着我国公

路通车里程的增加和城市道路交通的发展以及机动车辆数量

的快速增加，交通事故多发点。道路危险地点越来越凸现，各

种交通标志越来越多地出现

在各种道路和交通场合，交通标志作为维持公路交通正常

秩序的重要技术手段发挥着越来越大的作用。交通标志同无线

电语音新系统的配合使用，无线电语音系统的核心部分是“语

音警示，这种系统主要是由两个部分构成，安装于相应的交通

标志上或附近的能够给出相应提示代码的无线发射系统，安装

于机动车辆内的能够接收相应代码并能发出相应提示语音的

无线接收系统。其主要优点:一是，突破了现有交通标志仅以视

觉识别的局限性，使得交通标志不再仅仅是能看得见，而且是

能听得着。在各种原因造成视线不良情况下，交通标志“能听

见”，使驾驶员在路况复杂的情况下“听着指引，看路开车”；

二是，克服了现有交通标志在夜间灯光不足或无光、雨、雾、

雪天等能见度低的情况下难于辨识的弱点，使得交通标志不受

能见度的影响，更好地发挥应有的作用;三是，交通标志标线语

种的可选择的局限性。二者配合使用进一步保障安全行车，能

更加发挥交通标志的警示能力。

3.4丰富多彩的标线

传统道路交通标志是以颜色、形状、字符、图形等向道路

使用者传递特定信息，用于管理交通的设施。道路交通标线是

由施划或安装于道路上的各种线条、箭头、文字、图案及立面

标记、突起路标和轮廓标等所构成的交通设施，它的作用是向

道路使用者传递有关道路交通的规则、警告、指引等信息，可

以与标志配合使用，也可单独使用。

然而随着城市发展，一批新型园区科技新城倡导绿色、生

态、创新等理念融入进来，传统标线结合工业设计，在保留原

有标线的基础上，加入新的色彩、特色元素。同时在一些环湖

沿河的低等级道路上往往将机动与非机动车流共板，往往会采

用将非机动车道涂装彩色或涂鸦的形式进去区分。

4 结语

交通标志标线设置的出发点是为了规范驾驶员行为，为驾

驶员在道路上正确有序驾驶机动车提供信息，诱导驾驶员安全

快速抵达目的地。交通标志标线反应的信息应准确、精简。但

随着经济的发展，道路建设也在快速发展，在满足基本功能的

前提下，城市交通标志标线仍然有需要改进发展的地方。如设

置应该遵循系统性的统一原则，做到标志间相互协调，可融入

周边环境因素，引入创新理念，将标线设置的更加丰富多彩避

免单一化。为城市管理者、城市居民、驾驶者提供更符合新时

代特征的交通标志感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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