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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随着经济的高速发展，我国步入了快速发展时期。针对我国大部分地

区县城的快速发展和扩建重修，原有的道路交通已渐渐满足不了人们正常的出行

要求。道路的管理和交通安全带来的问题日益严重。原本道路的设施供给配套设

施简陋，加上原有道路的车流量设计已大大超出预期，加上非机动车道没有划分

行人、自行车道都给原有道路带来了巨大的交通压力。原有道路的交通管理耗费

了大量的人力物力的同时带来了更多的交通安全隐患。因此必要的收集道路交通

的有效信息，可以保证在未来的道路交通设施设计上更科学的掌握中小县城的交

通通行要求，以及更好地优化道路设计。本文针对南方桂林市庐江县城道路交通

管理系统的特点，结合实际的道路交通量和设施现况做出某段道路作出某段道路

交通设施管理信息系统和安全设施的初步设计方案，主要在交通设施安全、交通

组织、交通渠化等综合考虑下进行合理设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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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交通运行系统的评价及设计的内容和要求 

道路交通系统的评价，对现场道路的使用情况做好记录，及其病害由何种原

因引起作分析讨论。掌握道路建设与云清状况之间的关系，可以对道路的设计和

建设提供很大的帮助。道路的设计考虑到当地的地理、水文、天气等多方面因素

的影响，保证路面的车道宽度为交通的顺畅提供了保证[2]。人民的出行需求决

定了交通的需求，反应到交通上来说就是机动车辆的出行交通需求[3]。堵车情

况的发生绝大部分是针对机动车道而言[4]。 

1.1 徒步行走调研评价 

徒步行走在小的县城中也占据着很大的比例，距离条件的限制让开车变得麻

烦，徒步行走正可以有效解决交通问题，能降低对机动车道的使用，较少对非机

动车道的干扰，提高整个交通系统网络的运行效率。现在越来越多的人对养生变

得重视起来，运动可以让人更健康，所以短距离的活动，步行成了首要选择。对

行人道路的交通设计也成为了较重要的优化设计，提高行人道的利用率，增加人

行横道，信号交叉口增设天桥地下隧道等，让公共交通和步行交通衔接起来，让

整个步行交通活跃起来，提高步行交通在交通系统中的地位。 

1.2 非机动车道调研评价 

城市交通系统中的非机动车道是必不可少的组成成分。非机动车道把机动车

道和行人道分离开来。在条件不准许的路段，非机动车道和行人道合二为一，这

也造成了极大的安全隐患。在交叉口路段对左转非机动车与直行机动车，左转机

动车与直行非机动车，右转非机动车与行人的相互干扰程度等情况进行探讨分

析。公交车的停靠点占用非机动车道，对非机动车辆的行驶带来影响，给非机动

车道的行驶带来了压力。 

1.3 机动车道调研评价 

现如今针对县城交通体系来说，单条机动车道难以满足人民的日常出行需

求，在原有道路上进行扩建重修是解决交通拥堵的重要手段。在上下班高峰期，

调查车流量的饱和度，交叉口道路的红路灯时间的调查，力求全面、系统的评价

区域交通系统，通过交通运行评价找出区域交通问题的症结，为交通改善方案提

供指导性意见[5-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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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1 交通标线设计要求 

划在路面上的纵线、横线、箭头、文字等交通安全设施构成了道路交通标线。

起指引交通和管制的作用。为达到交通顺畅、有序，需要合理的划分导向箭头、

标线，保证车辆行驶安全，配合使用交通标志和标线，科学合理的诱导交通流。

按照 《 道路交通标志和标线 》（GB5768-2009）的布设原则，本路布设的交通

标线类型有：车行道分界线、路面中心线、导向车道线、车行道边缘线、人行横

道线、停止线以及导向箭头等。 

1.3.2 交通标志设计要求 

交通标志是通过醒目的标志提醒向驾驶人员传递、行人传递有用的信息，例

如反光的文字、图形符号、鲜亮的颜色等，用来管理交通。交通标志平面布设按

照《道路交通标志和标线》（GB5768-2009），力求作到各类标志齐全、辨认清

晰、功能完整。对驾驶人员实时提醒充分发挥出交通道路的安全舒适的效果。设

置交通标志要遵循的原则：标志设置的合理，避免信息的杂乱无章扰乱驾驶员判

断，标志信息要简洁易懂，大小和形状要结合实际情况，满足视觉要求的同时还

要美观，以高效、合理为设计原则。 

2.人性化交通设施设计 

人性化设计是指设计人员在设计时着重从人机工程学、美学、生态学等角度

出发，寻求使设计更加完美的解决方案，从而实现以人为本的设计目的。随着时

代的发展人性化设计的内涵也在不断扩展，当今越来越受到人们关注的绿色设计

也在它的研究范围之内。人性化设计是一种人本主义的关怀，也就是人们常说的

“设计以人为本”的理念，它的实质就是研究和解决设计中人与人、人与自然、

人与物的关系问题。设计是为人服务的，从设计的本质来说，在设计过程中，任

何观念的形成均需以人为基本的出发点。设计师的设计理念要更加强调人性化，

因此，设计以人性化为主应被看作是首要的设计理念。注重人性化的设计，正是

现代设计所追求的崇高理想，即为人类造就更舒适、更美好的生活和工作环境。 

现在交通理念越来越多的考虑到人性化设计，区别于以往交通设计，人性化

设计理念是以人为本，充分考虑交通参与者在使用交通过程中的需求，有别于传

统交通人性化的设计更多的考虑到满足交通功能需求、安全需求的同时兼顾舒适

性和便捷性，并且越来越多的考虑到行人的交通安全。 

交通拥堵是由于车流量的增多，以及道路设计网规划的不合理，设施设备的不健

全，管理不规范等多种原因。 

将使用交通人员放在首位是人性化交通的重要原则，达到让交通使用者安全

满意。现代社会的交通问题异常严重，已成为每个城市的通病。交通问题表现在

交通拥堵、交通事故、环境污染等各方面。文明出行，不闯红灯，遵守交通法则

都可以避免事故的发生，可以让交通管理更方便省事。事故发生的起因有很多，

大部分原因是因为交通参与人疏于观察，对现场无法做出正确判断引起的。小部

分原因也和交通设施的管理混乱有关。 

由此看来，交通的行驶过程中出现得问题和交通使用者密不可分，交通系统

在发挥自身价值的时候如果不能满足其他人性化的需求同样不能给交通参与人

带来良好的使用体验，不能直观的感受到和传统交通系统的不同。在满足交通使

用者安全性的前提条件下，设计人性化的交通设施，投入到实际的交通系统中，

强调人性化设计的交通设施对使用者提供安全可靠的保护，同时从使用者生理需

求和心理的角度出发，将法律法规、土木工程技术和信号控制技术、心理学理论

等诸多要素进行系统地综合，使交通设施更加方便和舒适。 



总的来说，满足基本的设施需求对交通管理系统是最基本的，设置公交车候

车厅、座椅、遮阳伞、垃圾桶都考虑到人性化的设计原则。也可以让乘客在等待

时打发消磨时间设置电子广告牌，播放幽默有趣的短视频，安装电子搜索系统，

方便乘客查询所在位置，周边银行、学校、医院等区域，也可设置手机充电桩，

让手机电量不足的乘客不在有关机的顾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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