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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I 

前  言 

根据浙江省住房和城乡建设厅《关于印发<2018 年度浙江省建筑节能与绿色建筑及相关

工程建设标准制修订计划>的通知》（建设发〔2018〕341 号）的要求，规程编制组通过广

泛调查研究，参考国内外的有关标准，结合道路安全养护实践经验，制定了本规程。 

本规程分为 5 章和 2 个附录。主要技术内容包括：总则，术语，养护作业安全设施，道

路养护作业控制区，桥梁和隧道养护作业控制区等。 

本规程由浙江省住房和城乡建设厅负责管理，由浙江省长三角标准技术研究院负责技术

内容的解释。执行过程中如有意见或建议，请将意见和有关资料寄送浙江省长三角标准技术

研究院（地址：浙江省杭州市萧山区金城路 288 号金地德圣中心，邮编：311200），以供修

订时参考。  

本规程主编单位、参编单位、主要起草人和主要审查人： 

主编单位：浙江省长三角标准技术研究院 

杭州市路桥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温州市市政工程建设开发公司 

参编单位：诚邦生态环境股份有限公司   

浙江永祥建设有限公司 

          浙江勤丰建设有限公司 

          平湖市福通建设工程有限公司 

          浙江远辰建设股份有限公司 

            浙江诚宏建设有限公司  

          和海建设科技集团有限公司 

湖州康乐建设有限公司 

湖州和成园林绿化工程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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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总  则 

1.0.1  为规范城镇道路养护作业安全设施的设置，保障养护作业和通行安全，减少对交通的

影响，制定本规程。 

1.0.2  本规程适用于浙江省城镇道路养护作业安全设施的设置。 

1.0.3  城镇道路养护作业安全设施的设置除应符合本规程外，尚应符合国家和浙江省现行有

关标准的规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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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术  语 

2.0.1  养护作业安全设施  safety facilities for maintenance work 

用于警告、提醒、引导车辆和行人通过养护作业控制区，保护养护作业人员、设备、周

边车辆以及行人安全的设施。 

2.0.2  养护作业控制区  traffic control zones for maintenance work 

为城镇道路养护作业所设置的交通管理区域，分为警告区、上游过渡区、缓冲区、工作

区、下游过渡区和终止区六个区域。 

2.0.3  警告区  warning area 

位于工作区上游，警示前方有占道施工工作区的区域。 

2.0.4  上游过渡区  upstream transition area 

位于警告区下游，用于引导交通流进入允许通行道路的区域。 

2.0.5  缓冲区  buffer area 

位于上游过渡区和工作区之间，防止车辆误闯入工作区的缓冲区域。 

2.0.6  工作区  activity area 

占道施工作业操作的区域。 

2.0.7  下游过渡区  downstream transition area 

位于工作区下游，引导交通流进入正常通行道路的区域。 

2.0.8  终止区  termination area 

设置于工作区下游调整交通流行驶状态的区域。 

2.0.9  临时定点养护  temporary fixed-point maintenance 

工期在30分钟以上5小时以内的，工作区固定或在小范围内变动的养护作业。 

2.0.10  移动养护  mobile maintenance 

工作区持续变动或短暂停留30分钟以内的养护作业，包括机械移动养护作业和人工应急

处置作业。 

2.0.11  渠化设施  channelizing devices 

作业区用以阻挡或分隔交通流、标明车辆绕行路线、保护作业现场设施和人员的交通锥、

交通桶、交通柱、塑料注水（砂）隔离栏、活动护栏等设施的统称。 

2.0.12  限制速度  speed limi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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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道路指定路段允许机动车行驶的最高速度。 

2.0.13  设计速度  design speed 

道路几何设计所采用的车速，道路几何设计包括平曲线半径、纵坡和视距等。即在气候

良好、交通密度低的条件下，一般驾驶员在路段上能保持安全、舒适行驶的最大车速。 

2.0.14  下穿立交  underpass 

将相交叉的两条路中的一条的路面标高降低，以实现交通立体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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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养护作业安全设施 

3.1  一般规定 

3.1.1  养护作业安全设施应包括临时道路交通标志和标线、渠化交通设施以及其他安全设

施。 

3.1.2  养护作业安全设施是作业期间设置的临时设施，作业完成后应及时拆除并恢复原有安

全设施。 

3.1.3  养护作业安全设施设置应综合考虑道路条件、养护作业的内容、养护作业时间及交通

量等因素，保障作业控制区的交通安全及通行效率。 

3.1.4  安全设施设置顺序应从警告区开始，向终止区推进，移除顺序应与设置顺序相反。 

3.2  临时道路交通标志和标线 

3.2.1  养护作业应根据作业方式设置临时道路交通标志或标线，也可组合使用。 

3.2.2  临时设置的道路交通标志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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效期或冲突解决方案等内容。 

3.2.3  临时道路交通标志应符合下列规定： 

1  临时警告和指路标志底色应为橙色或荧光橙色，临时指示和禁令标志底色不变，照明

条件不好、能见度差的作业区，临时警告和指路标志底色宜采用荧光橙色； 

2  作业区临时道路交通标志采用的反光膜应符合现行国家标准《道路交通反光膜》GB 

18833的规定； 

3  临时道路交通标志应易于搬动和运输，方便快速安装和拆除，安装后结构稳定； 

4  设置于警告区的标志尺寸应根据该路段的设计速度确定，设置于作业区其他位置的标

志尺寸应根据作业区的限制速度确定。 

3.2.4  临时道路交通标线应为橙色的反光材料，并易清除。 

3.2.5  临时道路交通标志和标线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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道路交通标志和标线 第3部分：道路交通标线》GB 5768.3、《道

路交通标志和标线 第4部分：作业区》GB 5768.4和《道路交通标志和标线 第5部分：限制

速度》GB 5768.5的规定。 

3.3  渠化设施 

3.3.1  交通锥的技术要求应符合现行国家标准《交通锥》GB 24720的规定。上游过渡区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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交通锥设置间距宜为1m，其他区域交通锥设置间距宜为3m。 

3.3.2  交通柱的技术要求应符合现行国家标准《弹性交通柱》GB 24972的规定。交通柱可

用于空间受限、作业控制区隔离对向行驶车道，或划定临时改道车道的边线等地方。 

3.3.3  路栏用于夜间作业时应有反光功能，必要时应安装作业警示灯。 

3.3.4  防撞隔离墩的技术要求应符合现行行业标准《道路交通防撞墩》GA/T 416的规定，

使用时内部应灌沙或灌水至其内部容积的90%以上，并应布设在工作区或上游过渡区与缓冲

区之间。 

3.3.5  防撞桶（箱）的技术要求应符合现行国家标准《公路防撞桶》GB/T 28650的规定，应

两个或两个以上为一组组合在一起使用，使用时内部应灌沙或灌水至其内部容积的90%以

上，并应设在工作区或上游过渡区与缓冲区之间。 

3.4  其他安全设施 

3.4.1  其他安全设施应包括闪光设施、临时交通信号控制设施、车载式碰撞缓冲装置、移动

式标志车、移动式护栏和社会监督公示牌等。 

3.4.2  闪光设施应包括闪光箭头、警示频闪灯和回转风扇灯。闪光箭头应设置在上游过渡区；

警示频闪灯应为黄蓝相间的频闪灯，并应设置在需加强警示的区域；回转风扇灯的设置高度

应高于路栏。 

3.4.3  需双向交替通行的养护作业可在上游过渡区和下游过渡区设置临时交通信号灯，临时

交通信号控制设施灯光颜色应为红、绿两种，可交替发光。 

3.4.4  车载式碰撞缓冲装置应设置于作业车辆的尾部。 

3.4.5  移动式标志车颜色应为黄色，顶部应安装黄色警示灯，后部应安装标志灯牌。 

3.4.6  用于下坡路段养护作业宜采用带有防撞功能的移动式护栏。 

3.4.7  社会监督公示牌应设置在上游过渡区，向社会公示道路养护作业概况等相关信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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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道路养护作业控制区 

4.1  一般规定 

4.1.1  道路养护作业控制区的布置应考虑养护作业的内容与要求、时间和周期、交通环境等

因素，作业控制区内交通标志的设置应合理，前后协同。 

4.1.2  道路养护作业控制区可分为警告区、上游过渡区、缓冲区、工作区、下游过渡区和终

止区六个部分，宜按本规程附录 A 布置，并应符合下列规定： 

1  警告区内应设置施工指示标志、限速标志等，还可设置减速带；警告区的长度不应小

于表 1 的规定； 

表1  警告区最小长度 

设计速度/（km/h） 城市道路作业区/m 

100 1000 

80 100 

≤60 40 

注：城市道路上平面交叉口间距小于表中的数值时，以平面交叉口为起点设置警告区 

2  上游过渡区内应设置闪烁箭头灯、作业警示灯等。当道路线形造成视距不良时，应增

设交通标志等安全设施；上游过渡区长度根据作业占用道路宽度和设计速度确定，取值应符

合现行国家标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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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  缓冲区内应设置路栏等，缓冲区的长度宜大于表 2 的规定； 

表2  缓冲区的最小长度 

限制速度/（km/h） 缓冲区长度/m 

20、30 15 

40 40 

60 80 

80 120 

4  工作区应设置工程车辆专门的出入口，出入口应设在顺行车方向的下游过渡区内，并

应有专门人员对进出的车辆进行指挥；工作区长度应根据养护作业的实际需要确定； 

5  下游过渡区应设置在工作区与终止区之间；下游过渡区的长度不应小于道路缩减宽

度； 

6  终止区的末端应设置解除限速的交通标志，终止区最小长度应按表 3 选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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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3  终止区的最小长度 

限制速度/（km/h） 终止区长度/m 

≤40 10~30 

＞40 30 

7  养护作业控制区内其他安全设施可视具体情况而定。 

4.1.3  临时定点作业和移动作业宜配备专用防撞车或具有碰撞缓冲功能的车辆和装置。 

4.1.4  夜间养护作业应设置照明设施，照明应覆盖整个工作区，夜间养护作业控制区周围应

设置施工警告灯，标识养护作业控制区。 

4.1.5  特殊天气除应急抢险、抢修作业外，不应进行道路其他养护作业，同时应会同有关部

门封闭交通，安全设施上应间隔设置黄色警示灯，作业人员应提前做好安全撤离的准备工作。 

4.2  快速路养护作业控制区 

4.2.1  快速路完全封闭养护时应利用道路信息发布系统提前发布路段封闭消息。 

4.2.2  快速路养护作业控制区的布置应与出口匝道位置相结合，并应封闭养护作业控制区内

所有入口匝道。 

4.2.3  快速路中同一路段前后不同车道不应同时养护，当确实需要同时养护时，控制区布设

间距不应小于 1000m。 

4.2.4  临时定点养护作业可简化作业控制区的布置，但应设置交通锥、警告标志等设施，并

应在作业车辆上游设置移动式标志车。 

4.2.5  移动养护作业可简化作业控制区的布置，作业车辆尾部应配置闪烁箭头灯、回转风扇

灯等警示设备，或在作业车辆上游设置移动式标志车。 

4.3  主干道、次干道及支路养护作业控制区 

4.3.1  当主干道养护需改变车流方向时，养护作业控制区的布置应与中央分隔带的开口位置

相结合。 

4.3.2  当主干道工作区不在交叉口范围时，养护作业控制区的布置应符合下列规定： 

1  应采用围挡将工作区与交通流分隔，并利用渠化设施将上游过渡区、缓冲区和下游过

渡区围起； 

2  作业区上游交叉口所有相交道路上应设置标志预告作业区位置，并应设置作业区限速

标志； 

3  上游过渡区的合流点前方应有禁止跨越同向车行道分界线，与原有标线构成虚实线，

提示占用车道上的车辆合流，非占用车道上的车辆应禁止变换车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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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上游过渡区内，应根据车辆行驶方向设置线形诱导标或可变箭头信号。当影响行人或

非机动车时，应设置行人、非机动车通道指示标志。 

4.3.3  主干道半幅路或全幅路封闭时，养护作业控制区布置应符合下列规定： 

1  施工车辆出入作业控制区时，应有专人指挥； 

2  标志的放置应根据不同的道路横断面做适当的调整，但应保证交通标志的醒目； 

3  养护作业时，交叉口视距三角形范围内不应有高于1.2m或妨碍视线的物体； 

4  应设置禁止进入标志和道路绕行方向标志。 

4.3.4  主干道非机动车道养护作业控制区的布置应符合下列规定： 

1  非机动车道应至少保留2m宽供非机动车通行； 

2  非机动车道宽度小于2m、人行道宽度大于3m时，非机动车道可借用人行道通行； 

3  非机动车道宽度小于2m、人行道宽度不大于3m时，非机动车道可借用机动车道通行； 

4  应将工作区与交通流分隔，并应利用渠化交通设施将上游过渡区、缓冲区和下游过渡

区围起。 

4.3.5  次干道机动车道养护作业控制区的设置可参照主干道养护作业控制区的布置方法，在

不设置分隔带的道路上，应设置安装有作业警示灯的防撞隔离墩或路栏将养护工作区同非机

动车及机动车相隔离。 

4.3.6  支路单行道、双向两车道养护作业控制区布置时，应在作业区两端分别设置交通引导

人员。 

4.3.7  非机动车道和人行道养护作业在占用机动车道的情况下，养护作业控制区可参照次干

道机动车养护作业控制区设置。 

4.3.8  临时定点养护作业可简化作业控制区的布置，控制区应设置施工标志及交通锥，并应

在作业车辆上游设置移动式标志车或配备交通指挥人员，其他安全设施应根据作业方式设

置。 

4.3.9  移动养护作业可简化作业控制区的布置，作业车辆应安装移动性作业标志或可变箭头

信号，并应配备车载防撞垫。 

4.4  人行道养护作业控制区 

4.4.1  人行道剩余通行宽度不足 1m 时，行人可借用非机动车道通行。 

4.4.2  当人行道需要进行全封闭施工且不能占用非机动车道时，应在作业控制区上游设置人

行引导标志，引导行人利用其他通道通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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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4.3  工作区区域应根据养护作业的方式和范围确定。 

4.5  交叉路口养护作业控制区 

4.5.1  布置交叉口养护作业控制区时应采用围挡将工作区与交通流分隔，距离交叉口 20m

范围内、地面 0.8m 以上的部分采用网状或者镂空等通透式围挡。 

4.5.2  当工作区位于交叉口出口道时，养护作业控制区的布置应符合下列规定： 

1  可不设置上游过渡区，缓冲区应从交叉口出口道起点开始设置。应利用渠化设施将缓

冲区、工作区和下游过渡区围起。作业区位置紧邻交叉口时，也可不设置缓冲区； 

2  交叉口出口道起点应设置路栏、线形诱导标或可变箭头信号，路侧对应位置设置作业

区限速标志； 

3  影响行人或非机动车时应设置行人、非机动车通道指示标志； 

4  直行进入作业区的进口道的对应车道应设置上游过渡区和缓冲区。 

4.5.3  当工作区位于交叉口进口道时，养护作业控制区的布置应符合下列规定： 

1  利用渠化交通设施将上游过渡区、缓冲区和工作区围起，简化下游过渡区和终止区。

夜间应设置施工警告灯，施工警告灯应设置于围挡、路栏及渠化交通设施顶部； 

2  上游过渡区内，应根据车辆行驶方向设置线形诱导标或可变箭头信号； 

3  应根据交通量情况重新渠化进口道车道数，并应配合设置导向箭头引导车辆行驶方

向； 

4  警告区起点附近应设置工作区距离标志预告工作区位置，中点附近应根据作业占用车

道情况和渠化情况重复设置施工标志或车道变少标志。 

4.5.4  当进口道上的工作区借用对向车道组织交通时应设置路口导向线，并应在对向进口道

设置缓冲区和上游过渡区，诱导对向车辆提前合流。 

4.5.5  当工作区位于交叉口中心时，养护作业控制区的布置应符合下列规定： 

1  可不设置上游过渡区和下游过渡区，根据实际需要在工作区和渠化交通设施之间预留

缓冲区间； 

2  应沿渠化交通设施设置路栏，并配合设置线形诱导标、可变箭头信号或环形交通标志； 

3  四个进口道的内侧车道应设置上游过渡区，引导进入交叉口的车辆提前合流、围作业

区绕行； 

4  四个进口道警告区起点附近应设置施工标志，并应设置作业区距离标志，进口道警告

区中点附近应设置车道数变少标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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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5.6  位于交叉口作业区的交通安全设施的设置不应妨碍驾驶人的安全视距。 

4.5.7  在平面交叉口范围内养护时，交叉口视距三角形范围内不应有高于 1.2m 或妨碍视线

的物体，并应考虑行人和非机动车的通行。 

4.5.8  与养护作业交叉口相连的各上游交叉口进口道和出口道处均应设置养护作业相关信

息的交通标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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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桥梁和隧道养护作业控制区 

5.1  一般规定 

5.1.1  桥梁养护作业控制区应根据连接道路的相应等级所要求的养护作业控制区进行布置。 

5.1.2  工作区在桥梁下坡段时，上游过渡区起点应从桥面最高处之前开始布置。 

5.1.3  隧道养护作业应将作业控制区所在车道的车道灯设置为“隧道施工”或“×”。 

5.1.4  隧道养护作业宜利用隧道广播系统发布语音信息向车辆驾驶人告知隧道内作业情况。 

5.1.5  当隧道与快速路相连时，应利用隧道上游的快速路上的信息情报板发布隧道养护作业

的信息。 

5.1.6  下穿立交养护作业控制区可按照隧道养护作业控制区的布置方式设置。 

5.1.7  在隧道两侧、立交出入口匝道、桥头、交通合流和交通分流等位置，应设置视线诱导

设施，各类视线诱导设施在设置时应注意相互协调、避免相互影响。 

5.1.8  桥梁和隧道养护作业控制区宜按本规程附录 B 布置。 

5.2  桥梁养护作业控制区 

5.2.1  桥梁及引坡段的人行道外侧应设置人行护栏。 

5.2.2  位于事故多发路段的桥梁，视线诱导设施宜设置为主动发光设施。 

5.2.3  特大型桥养护作业时，应封闭一条车道。当为单向 3 车道时，封闭部分的宽度最大不

宜超过两条车道。 

5.2.4  

过街天桥养护时，施工车辆出入作业控制区时应有专人指挥，夜间养护作业应保证养护作

业控制区的照明。 

5.2.5  过街天桥桥面养护作业控制区布置时应封闭一半桥面。 

5.2.6  过街天桥楼梯养护作业控制区布置时应全封闭作业天桥楼梯。 

 

5.3  隧道养护作业控制区 

5.3.1  隧道入口前应设置施工标志和限速标志，当隧道内养护作业不中断交通时应采取措

施，保障安全并减少对交通的干扰。 

5.3.2  工作区位于隧道内时应符合下列规定： 

   1  当工作区距进洞口小于1000m时，应将警告区和上游过渡区设于洞口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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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  当工作区距进洞口不小于1000m时，应从洞口起设置警告区，并应在警告区内增设施

工警告标志等安全设施。 

5.3.3  隧道封闭养护作业时应符合下列规定： 

1  当封闭隧道上游连接路段时，应至少在与之相交的2条主干道或次干道上设置车道封

闭标志，并设置引导标志； 

2  当封闭隧道上游路段为快速路时，应在其上游至少2个出口匝道前100m设置车道封闭

标志，并应设置引导标志。 

5.3.4  当下穿立交上游有出口匝道时，应在出口匝道处增设警告标志，警示下游下穿立交的

作业情况。 

5.3.5  下穿立交养护作业控制区应将警告区和上游过渡区设于立交入口外。 

5.3.6  移动养护作业时，养护作业控制区应设置移动式标志车。 

5.3.7  临时定点养护作业时，养护作业控制区应设置交通锥，并应在隧道或下穿立交口的入

口处配备旗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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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录 A  道路养护作业控制区布置 

A.0.1  快速路养护作业控制区（图A.0.1-1）包括快速路完全封闭养护作业控制区（图

A.0.1-2）、快速路匝道封闭养护作业控制区（图A.0.1-3）、快速路临时定点养护作业控制

区（图A.0.1-4）以及快速路移动养护作业控制区（图A.0.1-5）等情况。 

 

图A.0.1-1  快速路养护作业控制区布置组成示意 

S—警告区；LS—上游过渡区；H—缓冲区； 

G—工作区；Lx—下游过渡区；Z—终止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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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A.0.1-2  快速路完全封闭养护作业控制区布置示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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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A.0.1-3  快速路匝道封闭养护作业控制区布置示意 

1-匝道封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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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A.0.1-4  快速路临时定点养护作业控制区布置示意 

1-车载式碰撞缓冲装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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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A.0.1-5  快速路移动养护作业控制区布置示意 

1-车载式碰撞缓冲装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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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0.2  主干道、次干道及支路养护作业控制区（图A.0.2-1）包括主干道远离交叉口养护作

业控制区（图A.0.2-2~A.0.2-5）、主干道远离交叉口需改道养护作业控制区（图A.0.2-6）、

半幅道路完全封闭养护作业控制区（图A.0.2-7）、全幅道路完全封闭养护作业控制区（图

A.0.2-8）、绕行组织（图A.0.2-9）、主干道非机动车道养护作业控制区（图A.0.2-10~A.0.2-12）、

支路单行道养护作业控制区（图A.0.2-13）、支路双向两车道养护作业控制区（图A.0.2-14）、

主干道、次干道及支路临时定点养护作业控制区（图A.0.2-15）以及主干道、次干道及支路

移动养护作业控制区（图A.0.2-16）等情况。 

 

图A.0.2-1  主干道、次干道及支路养护作业控制区布置组成示意 

S—警告区；LS—车道封闭上游过渡区；H—缓冲区； 

G—工作区；Lx—下游过渡区；Z—终止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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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A.0.2-2  主干道远离交叉口养护作业控制区布置示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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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A.0.2-3  主干道远离交叉口养护作业控制区布置示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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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A.0.2-4  主干道远离交叉口养护作业控制区布置示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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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A.0.2-5  主干道远离交叉口养护作业控制区布置示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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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A.0.2-6  主干道远离交叉口需改道养护作业控制区布置示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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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A.0.2-7  半幅道路完全封闭养护作业控制区布置示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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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A.0.2-8  全幅道路完全封闭养护作业控制区布置示意 

 

图A.0.2-9  绕行组织示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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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A.0.2-10  主干道非机动车道养护作业控制区布置示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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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A.0.2-11  主干道非机动车道养护作业控制区布置示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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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A.0.2-12  主干道非机动车道养护作业控制区布置示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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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A.0.2-13  支路单行道养护作业控制区布置示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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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A.0.2-14  支路双向两车道养护作业控制区布置示意 

1-临时停止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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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A.0.2-15  主干道、次干道及支路临时定点养护作业控制区布置示意 

1-车载式碰撞缓冲装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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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A.0.2-16  主干道、次干道及支路移动养护作业控制区布置示意 

1-车载式碰撞缓冲装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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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0.3  人行道养护作业控制区布置（图A.0.3-1~A.0.3-3）。 

 

图A.0.3-1  人行道养护作业控制区布置示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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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A.0.3-2  人行道养护作业控制区布置示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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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A.0.3-3  人行道养护作业控制区布置示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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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0.4  交叉路口养护作业控制区包括交叉口出口道养护作业控制区（图A.0.4-1、A.0.4-2）、

交叉口出口道需改变车流方向时养护作业控制区（图A.0.4-3）、交叉口进口道养护作业控

制区（图A.0.4-4~A.0.4-6）以及交叉口中心养护作业时养护作业控制区（图A.0.4-7）等情况。 

 

图A.0.4-1  交叉口出口道养护作业控制区布置示意 

 
图A.0.4-2  交叉口出口道养护作业控制区布置示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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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A.0.4-3  交叉口出口道需改变车流方向时养护作业控制区布置示意 

 

图A.0.4-4  交叉口进口道养护作业控制区布置示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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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A.0.4-5  交叉口进口道养护作业控制区布置示意 

 

图A.0.4-6  交叉口进口道养护作业控制区布置示意 



 

 39 

 
图A.0.4-7  交叉口中心养护作业时养护作业控制区布置示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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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录 B  桥梁和隧道养护作业控制区布置 

B.0.1  桥梁养护作业控制区包括过街天桥桥面养护作业控制区（图B.0.1-1）以及过街天桥

桥面养护作业控制区布置（图B.0.1-2）等情况。 

 

图B.0.1-1 过街天桥桥面养护作业控制区布置示意 



 

 41 

 

图B.0.1-2  过街天桥桥面养护作业控制区布置示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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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0.2  隧道养护作业控制区包括工作区位于隧道内时的养护作业控制区（图B.0.2-1、

B.0.2-2）、工作区位于隧道口时的养护作业控制区（图B.0.2-3）、隧道双洞单向全封闭时养

护作业控制区（图B.0.2-4）、隧道移动养护作业控制区（图B.0.2-5）以及隧道临时定点养护

作业控制区（图B.0.2-6）等情况。 

 

图B.0.2-1  隧道工作区距洞口小于1000m时养护作业控制区布置示意 

1-隧道口；2-隧道车道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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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B.0.2-2  隧道工作区距洞口不小于1000m时养护作业控制区布置示意 

1-隧道口；2-隧道车道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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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B.0.2-3  隧道工作区位于洞口时养护作业控制区布置示意 

1-隧道口；2-隧道车道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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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B.0.2-4  隧道双洞单向全封闭时养护作业控制区布置示意 

1-隧道口；2-隧道车道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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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B.0.2-5  隧道移动养护作业控制区布置示意 

1-隧道口；2-隧道车道灯；3-车载式碰撞缓冲装置 

 

 



 

 47 

 

图B.0.2-6  隧道临时定点养护作业控制区布置示意 

1-隧道口；2-隧道车道灯；3-车载式碰撞缓冲装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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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规程用词说明 

1  为便于在执行本规程条文时区别对待，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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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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表示有选择，在一定条件下可这样做的，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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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用标准名录 

《道路交通标志和标线 第2部分：道路交通标志》 GB 5768.2 

《道路交通标志和标线 第3部分：道路交通标线》 GB 5768.3 

《道路交通标志和标线 第4部分：作业区》 GB 5768.4 

《道路交通标志和标线 第5部分：限制速度》 GB 5768.5 

《交通锥》 GB 24720 

《弹性交通柱》 GB 24972 

《公路防撞桶》 GB/T 28650 

《道路交通防撞墩》 GA/T 4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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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总  则 

1.0.1  保护劳动者的安全和健康是促进社会生产力发展的基本保证，也是保证社会经济发展

的基本条件。进一步保障养护作业人员和设备的安全，使养护作业人员能够按照规定养护，

车辆能够安全、畅通地通过作业控制区，为道路使用者提供必要的服务。 

1.0.2  本规程是依据浙江省城市道路建设情况制定的，适用于省内的道路养护作业。道路性

质不同，养护作业安全设施设置的方式不同，作业养护区的划分、对养护工作人员的要求、

养护信息的提示及其他的一些相关要求应符合本规程的规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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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养护作业安全设施 

3.1  一般规定 

3.1.4  在设置安全设施时，存在比较大的风险。作业人员应加强安全意识，严格遵守规定。

养护作业时派旗手执勤，旗手一般位于过渡区前端 80m~100m 处告示来往车辆。安全设施

撤除时先撤除内部的安全设施，最后撤除交通锥。除了快速道路外，如果交通锥布设的距离

较长，也可采用交通锥回收机械装置，以提高作业人员的安全性。 

3.2  临时道路交通标志和标线 

3.2.2  根据养护作业需要，可重新设置车道，使用临时道路标线。临时标线应与原路面标线

采用不同颜色，宜使用橙色标线作为临时路面标线。养护作业期间，原先与临时性标线有冲

突的路面标线在不能用其他方式区分时，需要移去或覆盖。 

3.2.3  临时性道路交通标志中警告标志不应过量使用，避免降低其警告效力。如在部分路段

急弯陡坡，线形指标比较低，如果设置大量警告标志，很容易导致驾驶人认知疲劳，对警示

重视程度降低，可能会导致不良后果。 

对于多数的禁令、警告和指示标志，在设计过程中确定了标志的类型，标志信息内容和

版面也即确定，而对于指路标志，选择什么信息和以什么形式呈现信息尤为重要，因此要重

视信息设计的过程。指路标志应根据道路指引的实际需要设置，对于指路标志引导过程中的

信息应是关联有序，不能在一个重要信息之间穿插其他信息而遗漏该信息，或者重要信息前

后显示不一致，重要指路信息要重复出现，保持连续性和一致性。指路标志上所能呈现的信

息是有限的，应梳理路网内主要道路、交通节点以及重要地区等信息，对指路信息进行分类，

对重要程度进行排序，依距离、人口和社会经济发展程度，优先选择交通需求较大的信息提

示。 

3.2.5  根据养护作业情况，作业控制区设置的交通标志有不同类型。交通标志应设置在车辆

行进方向上易于看到的地方，在选择交通标志设置地点时，要考虑驾驶人的反应能力、车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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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除特殊情况外，交通标志设置在车辆前进方向的车行道上方或右侧，条

件受限时，可在车辆前进方向的左侧增加设置，作为补充。现行国家标准《道路交通标志和

标线》GB 5768中对各类交通标志的具体设置位置进行了规定，因而不必对每个标志的设置

位置进行计算。但在实际养护作业中，需要根据具体情况将标志设置在特定位置，在纵坡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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路段养护时，需要根据情况加设标志。 

3.3  渠化设施 

3.3.3  安全警示灯能够明显的吸引周围人们的视线，并且能够提示人们警戒和注意。普通的

灯具用作照明用，安全警示灯，则是为了安全而存在，尤其在工地，夜间施工场地等，必不

可少。 

3.3.4  夜间养护作业设施应具有较高的反光性，工作区前的警示灯应架设在护栏上，以提醒

车辆和行人。 

3.3.6、3.3.7  施工隔离墩和防撞桶的内部放置水袋或灌水，这样才能有消耗冲撞能量的作用。

施工隔离墩在设置时用连杆两两相连，可将整个工作区围起来。 

3.4  其他安全设施 

3.4.3  闪光箭头设置在上游过渡区，且箭头颜色为黄色，箭头底板为蓝黑底。警示频闪灯设

置在需加强警示的区域，蓝黄相间闪光，车辆闪光灯为360度旋转黄闪灯，便于提醒驾驶人

及行人，保障人员安全。 

3.4.5  移动式标志车是带有动力装置或可移动装置的安全防护设施，颜色应为黄色，装有作

业警示灯，其后部应有闪烁箭头灯、醒目的标志牌。移动式标志车是一种强效的防护设施，

主要用于工作区端部，防止车辆误闯工作区，对作业人员造成伤害。 

3.4.6  移动式护栏是中央分隔带护栏的组成部分之一，应该具有与所处路段中央分隔带护栏

相同防撞等级，只有移动式护栏的防撞等级和中央分隔带护栏的防撞等级相匹配，才能保证

中央分隔带护栏防撞能力的连续性。 

3.4.7  设置社会监督公示牌接受社会监督，公示内容应包含责任人及其职责、道路情况、监

护目标、监督电话等，具体内容应视当地情况而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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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道路桥梁养护作业控制区 

4.1  一般规定 

4.1.1  养护作业的内容与要求、时间和周期、交通量、经济效益等因素不同，作业区的设置

也会随之改变，前后协同设置作业控制区内的交通标志，利于引导车流平稳过渡，对于作业

区内行车效率和安全有重要作用。 

4.1.2  根据现行国家标准《道路交通标志和标线 第4部分：作业区》GB 5768.4，对养护作

业控制区六个部分的长度进行了有关规定，并规定了安全设施的具体设置，有利于提前告知

进入作业区的车辆进行分流，防止因施工造成的道路阻塞加剧，提高养护作业的安全性。 

4.1.3  城市快速路因其速度高、车流量大等原因，养护作业宜在夜间进行局部全封闭施工；

主干道相较于快速路车速低、流量小，道路养护作业的设置要求可根据需要作适当调整。 

4.1.5  夜间养护安全设施应有足够数量有闪光的警示灯，一则方便作业人员施工，二则保证

车辆驾驶人清楚看到作业人员及机械设备的位置，提早采取相应措施。要求在警告区和工作

区前端分别设置具有明显视觉效果的有闪光的警示灯，警告区的警示灯可与警告区标志同位

置布设，工作区前的警示灯架设在护栏上，即采用附设警示灯的护栏，为保证作业人员的安

全，至少需要在以上两处布设。 

4.2  快速路养护作业控制区 

4.2.2  在快速路养护作业控制区的设置中，为保证行车安全，道路是进行局部全封闭的，出

口匝道位置的不同会影响作业区内交通流的状态。应合理设置作业控制区，与出口匝道的位

置相结合，并有专人指挥，夜间养护作业时保证养护作业控制区的照明，提高作业安全性。 

4.2.4  为减少安全设施的设置和移除的时间，进行临时定点养护作业时，将上游过渡区和缓

冲区进行合并，缓冲区内可不设置护栏等设施，以减少安全设施设置和移除的时间。对于路

肩作业，施工时并没有显著影响车辆的运行，车辆经过工作区后不需要改变车道，因此可不

设下游过渡区及终止区。当路肩施工需要侵占部分行车车道时，需判别是否要封闭车道进行

施工。在施工一侧的行车车道跨度在不少于3m的情况下，路肩施工可以不封闭车道。反之，

如果行车车道宽度小于3m，或者道路本身交通流量大、行车速度高，则将以“封闭车道”

的原则来设置作业控制区。 

由于作业时间较短，对交通的影响不大，在临时定点养护作业施工中，应更多的使用移

动装置。移动装置的设置和移除，均要保证必要的交通控制，以减少施工人员面临的危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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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而更加有效地提高工作效率。为保证安全性，在警告区可增加交通指挥人员。 

4.2.5  移动养护作业控制区的设置中将警告区、上游过渡区和缓冲区三个区域进行了合并。

同时，对下游过渡区和施工终止区进行了简化。 

对于移动养护，提前警告区域是随工作区域而移动的。对于一些在交通流量小、可见性

好的地点的连续移动施工，一辆标记明确、配有相应标志的车辆即可满足要求。如流量或速

度较高，应有配置闪光箭头的防护车辆紧随在施工车辆之后，另外，作业车辆也可安装闪烁

箭头灯、回转风扇灯等警示设备及简易式防撞装置。防护车辆应与施工区域保持一定的距离，

以保证误入的车辆有一定的时间和空间调整车辆行驶状态。为了保证安全性，在交通量或车

速较高的路段，建议在工作区内设置交通指挥人员，以充分引起驾驶人的警觉，同时可利用

道路的可变信息板显示“前方××km封闭车道施工，限速××”的信息。 

4.3  主干道、次干道及支路养护作业控制区 

4.3.1  在警告区内设置施工标志、限速标志和车道封闭标志等，在上游过渡区起点至下游过

渡区终点之间设置交通锥或路栏，在缓冲区与工作区交界处布设路栏或防撞桶，优化交通，

保护行人车辆安全。 

4.3.3  如果在同一方向不同断面的不同车道内养护，就会给车辆行驶造成困难，特别是养护

施工的断面间距比较小时，车辆在通过不同断面时需要改变车道，行驶轨迹成了S形，这很

容易发生车祸。为了减少养护作业控制区的设置对车流的影响，保证行车效率和安全，在需

要改变车流方向时，要结合中央分隔带的开口位置进行考虑，简化作业区的设置。 

4.3.4  半幅路或全幅路封闭时，对交通流产生很大的影响，在适当位置告诉车辆驾驶人前方

有养护作业控制区，以便他们做好换道的准备，提高警惕性 

4.3.5  非机动车道交通流主要是非机动车，在其上设置养护作业控制区时要保证非机动车的

安全，并尽量减少对机动车道的影响，保证机动车的正常通行。警告区起点附近设置作业区

距离标志是为了预告作业区位置，提醒驾驶人。 

4.3.6  次干道由于道路等级较低，有些没有中央分隔带，此时应安装有作业警示灯的施工隔

离墩或路栏将养护工作区同非机动车及行人相隔离。 

4.3.7  施工车辆出入支路单行道、双向两车道养护作业控制区时有专人指挥，同时夜间养护

作业时能保证作业控制区的照明，提高夜间养护作业安全。 

4.3.8  机动车道、非机动车道和人行道养护作业控制区在不设置分隔带的道路上，安装有作

业警示灯的施工隔离墩或路栏，将养护作业区域同机动车、非机动车及行人隔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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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4  人行道养护作业控制区 

4.4.1、4.4.2  人行道上的交通流是行人，而行人交通流动的改变较为灵活，因此人行道养护

作业控制区的设置要求可以稍低。 

4.5  交叉路口养护作业控制区 

4.5.1  传统的围挡主要是固定和活动二类，固定围挡具有牢固、线性直顺的优点，能有效地

将施工区域和通行区域进行分隔，从而既保证施工区域正常作业，也保证了行人和车辆的安

全通行。但因其高度较高，一般在 1.8m 左右，在交叉口车辆转弯时，严重阻挡视线，易导

致交通事故的发生。网状或者镂空等通透式围挡视觉效果较好，并将施工区域和通行区域有

效隔离。同时，采用网格较大的钢丝网，其较好的通透性，保证了行人和司机在转弯时，能

够清晰看到转角情况，避免视线盲区，避免事故的发生。 

4.5.2  在直行进入作业区的进口道的对应车道设置上游过渡区和缓冲区是为了使该方向进

入交叉口的车辆提前合流。 

4.5.5  平面交叉口内的养护作业控制区内要保证施工人员和驾驶人的视线良好提高作业控

制区的安全性。 

4.5.6  平面交叉口内不仅有机动车交通流，还包括非机动车和行人交通，而且后者的比例往

往更高。因此，应考虑行人和非机动车的正常及安全通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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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桥梁和隧道养护作业控制区 

5.1  一般规定 

5.1.1  桥梁作为道路的一部分，有特殊的功能，能使道路跨越河流、湖泊、河谷、峡谷或其

他道路。设置桥梁养护作业控制区时，要充分考虑连接道路的相应等级，在保障安全的前提

下，尽量减少对整个路网交通流的影响。 

5.1.2  

为了保证驾驶人及时注意前方施工情况，提前做好准备，当工作区在桥梁下坡时，上游过

渡区起点应从桥面最高处之前就开始设置，使视线良好，提高作业区的行车效率及安全。 

5.1.6  下穿式立交因其占地较少、对城市空间和周围环境影响较小的特点，主要被用于中心

城区交叉口改造建设中，隧道和城市下穿立交都有一定的高度和宽度限制，为保证驾驶人及

时注意到前方道路施工情况，提前做好准备。因此，应在隧道入口前和下穿立交入口前设置

施工标志和限速标志等，提高隧道和下穿立交养护作业施工的安全。 

5.1.7  关于视线诱导设施的设置，有四个主要原则：低位诱导原则，主要设置在隧道内较

低的位置，与驾驶人、行人注视点分布高度较为一致，形成良好的视觉参照作用；组合与多

级设置原则，将小尺度高频率、中尺度中等频率、大尺度小频率等信息组合，并依次设置在

道路边线、检修道路缘、隧道侧壁、隧道洞顶，构成多级诱导信息，以提升驾驶人的速度感、

距离感、方向感；连续性与一致性原则，隧道出入口及中部、隧道外基本频率、色彩应保持

一致，形成连续、重复、相似的视觉参照系，符合驾驶人生理心理节律；差异化与美观性原

则，隧道外、出入口、中部、不同路段应体现差异化，起行程提醒作用，长大隧道采用韵律

型图案，避免枯燥，提升美感。 

5.2  桥梁养护作业控制区 

5.2.1  人行护栏可以有效的分隔人行道与车道，不仅可以减少行人随意走上机动车道，同样

可以减少机动车辆随意停靠在人行道路面。这样既能规范交通秩序，也能保障驾驶员与行人

的出行安全。 

5.2.2  主动发光设施自身就是光源体，保持持续发光，在任何条件下都能够让车辆行人极容

易视觉识别而采取行为措施。不仅能发挥标志原有的功能，同时也能兼顾行人夜晚的视觉要

求，在事故多发路段的桥梁设置主动发光的视线诱导设施利于帮助驾驶人了解路况，提高道

路行驶的安全性，减少交通事故的发生。 

5.2.3  当特大型桥梁为单向3车道时，封闭部分的宽度最大不宜超过两条车道。桥梁作为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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接两岸的交通通道，一旦封闭，将会对周围的交通产生不便，而特大桥更是如此，所以不宜

全封闭养护作业。但在开放交通条件下的养护作业，由于特大桥的交通流量大、车速快，养

护作业时的安全防护尤为重要，应有作业控制区的交通控制方案。 

5.2.5  当作业控制区位于过街天桥桥面时，为不影响行人正常通过，宜只封闭一半桥面养

护，保证慢行交通的运行。 

5.2.6  当作业控制区位于过街天桥楼梯时，为保证施工的安全性和考虑过街天桥结构上的承

受能力，宜全封闭养护，但是要对慢行交通进行合理疏导，安排相应的替代通道。 

5.3  隧道养护作业控制区 

5.3.2  工作区在隧道内且距洞口小于 1000m 时警告区和上游过渡区设在隧道洞口，以便驾

驶人能及时发现作业区，从封闭车道过渡到未封闭车道。工作区在隧道内且距洞口不小于

1000m 时警告区和上游过渡区可设在隧道内，但应从洞口开始布设警告区，以提高警示作用。 

5.3.3  隧道封闭养护具有可行性。隧道封闭养护时在上游设置引导标志，提示驾驶人绕行。 

5.3.4  当下穿立交上游存在出口匝道时，出口匝道车辆可能来不及发现作业区，需要在出口

匝道增设警告标志，提示驾驶人下游存在作业情况。 

5.3.5  进 行 下 穿

立交养护作业时，将警告区和上游过渡区设于立交入口外，以便驾驶人顺利变道。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