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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前 言 

本文件按照GB/T 1.1—2020《标准化工作导则 第1部分：标准化文件的结构和起草规则》的规定起

草。 

请注意本文件的某些内容可能涉及专利。本文件的发布机构不承担识别这些专利的责任。 

本文件由广州机场第二高速公路有限公司提出。 

本文件由广东省公路学会归口。 

本文件起草单位： 

本文件主要起草人： 

本文件为首次发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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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引 言 

本文件主要针对城市区域高（快）速路车道数多、交通量大、互通立交间距受限、存在复合式立交、

隧道出入口与互通立交或服务区等间距受限等特点，明确评价重点，提出安全评价方法，指导安全评价

而编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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城市区域高（快）速路安全性评价规范 

1 范围 

本文件规定了城市区域高（快）速路安全性总体评价、专项评价、评价结论与报告等要求。 

本文件适用于城市区域新建或改扩建高速公路和城市快速路项目中结构物间距受限路段、复合式

互通立交路段、多车道路面宽幅路段、小半径曲线路段、其他风险路段、养护作业路段等的安全性评价。 

 

2 规范性引用文件 

下列文件中的内容通过文中的规范性引用而构成本文件必不可少的条款。其中，注日期的引用文件，

仅该日期对应的版本适用于本文件；不注日期的引用文件，其最新版本（包括所有的修改单）适用于本

文件。 

JTG B01-2014 公路工程技术标准 

JTG B05-2015 公路项目安全性评价规范 

JTG D20-2017 公路路线设计规范 

JTG D80 高速公路交通工程及沿线设施设计通用规范 

JTG D81-2017 公路交通安全设施设计规范 

JTG/T D21-2014 公路立体交叉设计细则 

JTG/T D81-2017 公路交通安全设施设计细则 

3 术语和定义 

下列术语和定义适用于本文件。 

 

城市区域高（快）速路 Expressway in urban areas 

在城市建成区及城郊，专供汽车分向分车道行驶，设有中央分隔带，全部控制出入的多车道道

路，包括高速公路和城市快速路。 

 

富余附着系数 Surplus adhesion coefficient 

轮胎与路面的附着系数按照摩擦圆分配一部分横向力系数（包括弯道行驶及应急变道避让）后尚

能提供纵向制动减速的能力。 

 

结构物间距受限路段 Segment with Restricted Structure Spacing 

在城市区域高（快）速路上，由于桥梁、隧道、互通立交、收费站、服务区等大型结构物出入口

（起终点）间的距离较短，导致车辆在有限的距离内无法按照正常驾驶要求进行变道、减速或加速操

作的路段。 

 

宽幅路面路段 Wide Roadway Segment 

车道数较多且路面宽度较大的城市区域高（快）速路段，通常包括多车道的主干道或辅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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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总体要求 

城市区域高（快）速路安全性评价前应根据《公路项目安全性评价规范》（JTG B05-2015）进行

对应阶段的安全性评价。 

城市区域高（快）速路安全性评价包含总体评价和专项评价。 

应在交通预测或道路交通运输状态调查的基础上，对城市区域高（快）速路安全性进行总体评价。 

应在交通预测或道路交通运输状态调查的基础上，对城市区域高（快）速路的特定路段的安全性

或特定时期的安全性进行专项评价。 

应根据项目在工程可行性研究、初步设计、施工图设计、施工期等不同阶段的特点，按照后续条

文中一般规定的说明确定相应的评价内容。 

5 总体评价 

应在城市区域高（快）路项目的初步设计阶段、施工图设计阶段、交工阶段、后评价阶段开展总

体评价。 

应根据道路功能定位、预测交通量及交通组成、大型结构物分布、沿线气象环境等，对项目采用

的主要技术指标进行评价，各阶段应明确的重点路段和重点问题包括但不限于以下： 

5.2.1 初步设计阶段，应评价沿线地铁等基础设施，水源保护区、矿区等特殊地质和地理环境，桥梁、

隧道、复杂互通立交及其他大型结构物对城市区域高（快）路安全性的影响。 

5.2.2 施工图设计阶段和交工阶段，应评价交通标志、标线等交通工程设计，服务区、停车区等沿线

设施的布设对城市区域高（快）路安全性的影响。 

5.2.3 后评价阶段，应评价交通量及交通组成、路侧环境、管理技术、气象条件等对城市区域高（快）

路的影响。 

总体评价方法和结论参照《公路项目安全性评价规范》（JTG B05）执行。 

改扩建高（快）速路利用既有道路的路段，应根据既有公路运营状况、交通事故资料等，分析该

路段的特点，并按《公路项目安全性评价规范》（JTG B05）对利用路段的设计指标进行评价。 

应对上一阶段的安全性评价意见的响应情况进行核查。 

6 专项评价 

一般规定 

6.1.1 专项评价包含结构物间距受限路段、复合式互通立交路段、多车道路面宽幅路段、小半径曲线

路段、其他风险路段、养护作业路段等的安全性评价。 

6.1.2 专项评价可采用驾驶模拟和交通仿真的技术手段进行。 

隧道（出入口）间距受限路段 

6.2.1 隧道（出入口）间距受限路段包含隧道出口间距受限路段、隧道入口间距受限路段。 

6.2.1.1 隧道出口间距受限路段包含隧道出口-互通立交（服务区、停车区）出口路段、隧道出口-桥

梁起点路段。 

6.2.1.2 隧道入口间距受限路段包含互通立交（服务区、停车区）入口-隧道入口路段、桥梁终点-隧

道入口路段。 

6.2.2 隧道（出入口）间距受限路段应进行安全性等级评级。 

6.2.2.1 隧道（出入口）间距受限路段安全性等级可通过驾驶模拟方式，对道路线形、交通标志标线

等指路与诱导设施进行评价，评价方法见附录 A。 

6.2.3 隧道（出入口）间距受限路段的安全性等级分为低、中、高三级，安全性等级应按下列流程确

定： 

a) 按照公式（1）计算出过渡参数𝛽𝑋； 

b) 按照公式（2）计算隧道（出入口）间距受限路段各类安全等级对应的风险概率； 

c) 在各类安全等级对应的风险概率值中取最大的数值为风险概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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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 根据风险概率对应的安全等级类型，确定安全性等级。 

 𝛽𝑋 = −0.98𝐿 + 1.17𝑁3 + 3.09𝐹𝐻𝑖𝑔ℎ + 0.66𝑆 ·············································· (1) 

 

{
 
 

 
 𝑃(𝑗 = 𝑙) =

exp(1.88−𝜷𝑿)

1+exp(1.88−𝜷𝑿)

𝑃(𝑗 = 𝑚) =
exp(5.30−𝜷𝑿)

1+exp(5.30−𝜷𝑿)
− 𝑃(𝑗 = 𝑙)

𝑃(𝑗 = ℎ) = 𝑇 × 𝐸 × (1 −
exp(5.30−𝜷𝑿)

1+exp(5.30−𝜷𝑿)
)

 ················································· (2) 

式中： 

𝛽𝑋——过渡参数，综合反应道路几何特征和交通运行环境的中间变量； 

𝐿——间距受限路段长度，单位为100m； 

𝑁3——主线车道数系数，反映主线车道数量对安全性影响的调整系数，4车道时为1.5，3车道时为

1，2车道为0； 

𝐹𝐻𝑖𝑔ℎ——交通流状态系数，用于评估不同交通流状态下道路运行安全性的调整系数，高密度状态

（大于1200pcu/（ln·h））为1，低密度状态为0； 

𝑆——主线限速，单位为10km/h； 

𝑃(𝑗)——第𝑗类安全等级对应的概率（0~1）,,𝑗 = 𝑙、𝑚、ℎ分别对应安全性等级低、中、高； 

𝑇——交通流系数，综合反映交通流特性对道路安全性和通行能力影响的调整系数，当分流车辆占

比高于20%-30%时取1.2，否则为1.0； 

𝐸——交通环境系数，衡量外部环境因素对道路安全性和通行能力影响的调整系数，根据隧道环境

和当地气候选取，不利条件下为1.1，否则为1.0。 

互通立交（出入口）间距受限路段 

6.3.1 互通立交（出入口）间距受限路段包含单体互通立交变速车道间距受限路段、相邻互通立交间

距受限路段。 

6.3.2 互通立交间距受限路段安全性评价可分为互通立交（出入口）非自由流评估与自由流评估两个

层次。 

6.3.2.1 互通立交（出入口）非自由流评估可通过交通仿真方式进行评价，评价方法见附录 A，应符合

下列规定： 

a) 非自由流评估适用于工程可行性研究阶段； 

b) 非自由流评估应重点考虑几何影响因素和交通流影响因素； 

c) 应考虑包含间距受限段长度、间距受限段车道数等几何线形要素； 

d) 应考虑包含间距受限段交通量、交织流量比、汇出比等交通流因素； 

e) 非自由流评估安全性分级标准应符合表 1的要求； 

表1 非自由流评估安全性等级大小 

安全性等级 高 中 低 

ATC（次/pcu∙ km） ATC <2.0 2.0≤ ATC <3.8 ATC≥3.8 

f) 非自由流评估指标宜选用车公里冲突率（ATC），按公式（3）计算； 

g) 应针对评估结果进行安全性影响因素分析。 

 𝐴𝑇𝐶 = (0.964，0.246，1.101，0.986，1.043)

[
 
 
 
 
 2.637𝐿2 − 5.5675𝐿 + 3.7023

−0.0922𝑁2 + 1.3747 𝑁 − 2.1747

3 × 10−9𝑄2 + 0.0003𝑄 + 0.8456

17.95𝑄𝑅2 − 9.821𝑄𝑅 + 2.547

11.093𝑅2 − 1.4707𝑅 + 1.0706 ]
 
 
 
 

− 8.254 ······ (3) 

式中： 

𝐴𝑇𝐶——车公里冲突率，既间距受限段运行风险值； 

𝐿——间距受限段长度，单位为m； 

𝑁——间距受限段车道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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𝑄——间距受限段交通量，单位为pcu/h； 

𝑄𝑅——交织流量比，交织区内交织流量占总交通量的比例（0~1）； 

𝑅——汇出比，交织区内汇出车辆占交织流量的比例（0~1）； 

6.3.2.2 自由流评估应对道路线形、交通标志标线等指路与诱导设施进行评价，评价方式可通过驾驶

模拟实验进行，评价方法见附录 B，应符合下列规定： 

a) 自由流评估指标宜选用风险指数得分𝑅𝐼𝑆，自由流评估安全性等级宜选用风险指数得分𝑅𝐼𝑆进

行分级，并符合表 2的规定； 

表2 自由流评估安全性等级大小 

安全性等级 高 中 低 

RIS [0, 0.36） [0.36,0.6） [0.60,1] 

b) 风险指数得分𝑅𝐼𝑆应按照公式（4）计算； 

c) 加速度指数𝑅𝑎应按照表 3选取； 

 

{
 

 
𝑅𝐼𝑆 = α × 𝑅𝑣 + 𝛽 × 𝑅ℎ + 𝛾 × 𝑅𝑎

𝑅𝑣 = max (0,
𝑉𝑎−𝑉𝑏

𝑉𝑎
)

𝑅ℎ = max (0,1 −
ℎ

ℎ𝑠
)

 ······················································· (4) 

式中： 

𝑅𝐼𝑆——风险指数得分； 

𝑅𝑣——车速差指数； 

𝑅ℎ——车头间距指数； 

𝑅𝑎——加速度指数 

α——车速差指数的权重，建议取0.193； 
𝛽——车头间距指数的权重，建议取0.724； 

𝛾——减速度指数的权重，建议取0.083； 

𝑉𝑎——后车车速，单位km/h； 

𝑉𝑏——前车车速，单位km/h； 

ℎ——前后车间距，单位m； 

ℎ𝑠——最小安全行车间距，单位km/h； 

表3 不同加速度下危险程度一览表 

危险程度 安全 较安全 较危险 很危险 

|a|/（m∙s-2） <2 2-3 3-6 >6 

Ra 0 0.2 0.5 1 

注： |a|为加速度绝对值。 

复合式互通立交路段 

6.4.1 应对复合式互通立交的连接方式、适用性及交通标志标线等指路与诱导设施进行评价，宜采用

附录 A的驾驶模拟方式。 

6.4.2 应结合运行速度、交通流、交通组成等对复合式互通立交平面、纵断面视距进行评价。 

6.4.3 对于采用辅助车道相连的复合式互通立交，应对辅助车道长度、辅助车道与主线速度协调性进

行评价。 

6.4.4 当互通立交与服务区合并复合设置时，应结合服务区与互通立交相对位置关系，对相邻分流鼻

间距进行评价。 

6.4.5 应结合路段线形和交通运行特性，对复合式互通立交标志标线的交通诱导效果进行评价，可采

用标志视认实验评价驾驶员的寻路正确性。 

宽幅路面路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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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5.1 应重点检查宽幅路面路段的排水设施是否满足要求并重点分析平曲线超高过渡段的水膜厚度对

行车安全的影响。 

6.5.2 应根据区位特点，合理估算降雨强度，以便进行水膜厚度计算。降雨强度可按照公式（5）进行

估算。 

 𝑞𝑝,𝑡 =
1600(1+0.846 lg𝑃)

(𝑡+7.0)0.656
 ··································································· (5) 

式中： 

𝑞𝑝,𝑡——设计降雨强度（L/（s·hm
2
））； 

𝑃——设计重现期（a）； 

𝑡——降雨历时（min）。 

6.5.3 双向八车道零纵坡降雨强度为 0.64mm/min（暴雨）的超高过渡段平均水膜厚度按表 4估算。 

表4 不同曲线半径水膜厚度估算参考值 

平曲线半径（米） 650 1000 3000 

平均水膜厚度（mm） 6.44 5.54 3.31 

90%分位水膜厚度（mm） 21.0 17.5 10.5 

不同降雨强度的水膜厚度按此等比例折算； 

不同曲线半径的水膜厚度按二次多项式进行内插。 

注： 90%分位水膜厚度是指超过过渡段中水膜厚度低于该值的面积占比为90%； 

6.5.4 道路纵坡不为零时应考虑纵坡对平均水膜厚度的影响，水膜厚度降低率可按表 5 取值。 

表5 纵坡对水膜厚度降低率 

道路纵坡/% 0 0.5 1 2 3 

Ⅰ型路面 0 31.7% 37.7% 41.8% 43.3% 

Ⅱ型路面 0 52.4% 53.4% 59.3% 61.1% 

注1：Ⅰ型路面位于第一缓和曲线段，从上游端的正常路拱开始，到下游端的全超高结束 

注2：Ⅱ型路面位于第二缓和曲线段，从全超高开始，以正常路拱结束。 

6.5.5 当设置竖曲线时，不同前坡值的道路平均水膜厚度增加率按表 6 取值。 

表6 不同前坡值的道路平均水膜厚度增加率 

路面类型 Ⅰ型路面 Ⅱ型路面 

前坡值/% 0.5 1 2 3 -0.5 -1 -2 -3 

增长率/% 
凹曲线 -0.34 -0.06 0.13 - 3.56 29.21 8.39 3.91 

凸曲线 0.04 -0.35 -0.22 -0.52 -6.14 -1.88 0.25 - 

本表中凹曲线对应的竖曲线后坡为3%，凸曲线应的曲线后坡为-3%，其他数值可以通过内插估算。 

6.5.6 为准确计算不同降雨强度和道路平纵横组合下的水膜厚度，可进行水流场仿真计算，计算方法

见附录 C。 

6.5.7 水膜厚度及其分布对道路安全的影响可按表 7 进行安全性等级的评估。 

表7 不同前坡值的道路平均水膜厚度增加率 

安全性等级 很低 低 一般 高 

平均水膜厚度（mm） >2.7 2~2.7 1.5~2 <1.5 

90%分位水膜厚度（mm） >9 6.3~9 4.8~6.3 <4.8 

小半径曲线路段 

6.6.1 应对圆曲线半径小于等于一般最小半径及设超高推荐半径（表 8）的路段进行重点评价。 



T/XXX XXXX—XXXX 

6 

表8 不同设计车速下一般最小（设超高推荐）半径 

设计车速（km/h） 120 100 80 60 

高速公路一般最小半径（m） 1000 700 400 200 

城市快速路设超高推荐半径（m） / 650 400 300 

6.6.2 应采用相邻路段运行速度协调性对小半径曲线路段安全性等级进行评价，相邻路段运行速度协

调性采用相邻路段运行速度差值的绝对值|∆𝑣85|及运行速度梯度的绝对值|∆Iv|进行评价，|∆𝑣85|和|∆Iv|

应根据《公路项目安全性评价规范计算》（JTG B05-2015）。相邻路段运行速度协调性评价标准的安全

性等级可按表 9进行评估。 

表9 相邻路段运行速度协调性与安全性等级大小 

设计速度 评价标准 对策与建议 
安全性

等级 

≥80km/h 

|∆v85|＜10km/h 且|∆𝐼𝑣|≤10km/

（h·m） 
- 高 

10km/h≤|∆𝑣85|＜20km/h 

且|∆𝐼𝑣|≤10km/（h·m） 

相邻路段为减速时，宜对相邻路段平纵面设计进行优化，

或采取安全改善措施 
一般 

|∆𝑣85|≥20km/h 或 

|∆𝐼𝑣|＞10km/（h·m） 

相邻路段为减速时，应调整相邻路段平纵面设计; 

当调整困难时，应采取安全改善措施 
低 

＜80km/h 

|∆𝑣85|＜20km/h 且|∆𝐼𝑣|≤15km/

（h·m） 
- 高 

|∆𝑣85|≥20km/h 或|∆𝐼𝑣|＞15km/

（h·m） 

相邻路段为减速时，应调整相邻路段平纵面设计， 

或采取安全改善措施 
低 

6.6.3 采用富余附着系数对安全性进行评价应符合下列规定: 

a) 富余附着系数可按公式 6计算； 

 𝜑富余 = √𝜑0
2 − (𝑣

运
2 × (

1

𝑅
+ 0.0025) /9.8 − 𝑖超)

22

+ 𝑖纵 ······································ (6) 

式中： 

𝜑富余——富余附着系数； 

𝜑0——潮湿状态路面附着系数，一般取0.4； 

𝑣运——运行速度（m/s²），根据JTG B05-2015 公路项目安全性评价规范计算或按实测值选取； 

𝑅——圆曲线半径（m）； 

𝑖超——超高值； 

𝑖纵——道路纵坡，上坡为正。 

b) 安全性等级按表 10的规定判定。 

表10 富余附着系数与安全性等级大小 

富余附着系数 <0.15 0.15~0.25 0.25~0.35 >0.35 

安全性等级 很低 低 一般 高 

条文说明 

轮胎与路面的附着系数𝜑0取潮湿状态的值并不是说只适合潮湿状态，而考虑到一般道路条件下较

不利的情况，这与道路设计规范中确定停车视距进行计算时轮胎与路面的附着系数的取值考虑是一致

的，也相对偏安全。需要说明潮湿状态和路面有明显积水、结冰是不一样的，前者道路运行状态是正常

通行，后者道路运行状态属于灾害天气下的运营安全管控。 

养护作业路段 

6.7.1 城市区域新建和改扩建高（快）速路在养护作业期间，应对交通组织对路网的影响进行全面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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安全性评价。评价内容应涵盖作业期间交通流的变化、夜间照明条件对交通安全的影响，以及潜在的交

通冲突风险。 

6.7.2 城市区域高（快）速路养护作业区域的路网评价应包括以下内容： 

a) 应分析分流道路的几何特征、通行能力以及对主要交通流的适应性； 

b) 应评估养护作业期间交通流量的变化，以及路网整体的承载能力，确保分流和主干道路能够有

效承载并分配交通流； 

c) 应对养护作业区内及周边的交通组织方案进行评估，确保交通流动顺畅，并减少对主路和周边

道路的干扰。 

6.7.3 城市区域高（快）速路养护作业期间，应对养护作业区内部及上下游的交通组织进行详细评

价，包括以下内容： 

a）应分析养护作业区内交通流的组织方式，确保车辆能够安全通过作业区，并减少对作业的

干扰。 

b）应通过分析车速、车距、车流交织等因素，评估养护作业区内及上下游区域的潜在交通冲

突和安全隐患，并提出相应的优化措施。 

c）应评价临时设置的交通标志、标线、照明设施、诱导设备等设施的合理性与有效性，特别

是在夜间条件下的可视性和易识别性。 

其他风险路段 

6.8.1 应对匝道的线形协调性进行评价。受天气影响严重的匝道应对提示天气的安全附属设施进行评

价。并符合下列规定： 

a) 应采用运行速度对匝道线形协调性进行评价。复合式互通、枢纽互通的匝道线形设计协调性可

采用仿真实验数据进行评价； 

b) 应根据天气影响匝道运行的技术指标对提示天气的安全附属设施进行评价。匝道沿线的安全

附属设施密集的，可采用仿真实验评价驾驶员的操作负荷。 

条文说明 

a）本条所指的天气不仅包括雨雾冰雪风天、晴天、阴天、多云等天气的影响，也包含背阴、向阳

等因光照条件导致的影响车辆运行的环境条件。 

b） 天气对交通运行的影响体现在对车辆运行的影响和对驾驶员视认的影响，而据此可以将天气对

交通运行的影响划分为直接影响和间接影响，但是，该分类隐含了一个假设：即驾驶员能够完全认知到

直观影响并在操控刹车、油门、方向盘的过程中符合天气的客观变化。很多的事故数据表明，驾驶员对

天气的影响往往是认识不足的，如黑冰路面、薄层积水路面等，因此本条提出对提示天气的安全附属设

施进行评价。 

6.8.2 应充分考虑交通时空分布的不均匀性，对下列路段的交通冲突类型和交通冲突的严重程度进行

评价；条件允许时，可采用交通仿真的方法进行评价。 

a) 集散车道； 

b) 辅助车道； 

c) 复合式高快速路上下层之间的匝道； 

d) 同向分离路段的分合流区域； 

e) 主辅路之间的出入口； 

f) 其他需要评价的路段。 

7 评价结论与报告 

评价结论 

7.1.1 评价结论应明确城市区域高（快）速路总体安全状况，针对安全要素提出相应的技术调整建议。 

7.1.2 评价结论内容应包括总体评价结论和专项评价结论。 

7.1.3 总体评价结论应明确城市区域高（快）速路总体交通安全情况。 

7.1.4 专项评价结论应明确存在的主要安全问题并提出相应的交通安全保障对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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评价报告 

7.2.1 评价报告应按附录 D 的格式进行编制，幅面采用 A4 大小，且装订应在左侧； 

7.2.2 评价报告宜包括下列内容： 

a) 封面； 

b) 扉页； 

c) 目录； 

d) 正文； 

e) 附录。 

7.2.3 评价报告封面宜包括下列内容： 

a) 评价项目名称； 

b) 标题宜统一为“城市区域高（快）速路安全性评价报告”； 

c) 承担单位名称； 

d) 报告完成日期。 

7.2.4 扉页宜包括下列内容： 

a) 评价项目名称； 

b) 标题宜统一为“城市区域高（快）速路安全性评价报告”； 

c) 承担单位负责人、技术负责人、项目负责人及主要参加人员姓名； 

d) 承担单位名称及公章或技术成果章； 

e) 公路安全评价报告完成日期。 

7.2.5 评价报告正文应由概述、评价项目概况、总体评价、专项评价、评价结论与建议等部分组成。 

7.2.5.1 概述部分应阐明安全性评价的背景及目的、评价依据和评价过程。 

7.2.5.2 评价项目概况应包括评价项目概况应包括城市区域高（快）速路的基本情况，如路线长度、

车道数、设计标准、交通流量、路段功能、周边环境以及项目的建设背景和历史等内容。 

7.2.5.3 总体评价应对城市区域高（快）速路的安全性、路网运行的影响、主要技术指标、改扩建路

段的现状及设计指标进行全面评估，并核查上一阶段安全性评价的反馈落实情况。 

7.2.5.4 专项评价应对城市区域高（快）速路结构物间距受限路段、复合式互通立交路段、多车道路

面宽幅路段、小半径曲线路段、其他风险路段、养护作业路段等进行评价。 

7.2.5.5 评价结论与建议应包括对城市区域高（快）速路的总体安全性评价结果、识别出的主要安全

隐患和风险源、针对发现的问题提出的改进建议和风险控制措施、对项目后续阶段应关注的重点安全问

题的建议、进一步的监测和评估建议等内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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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  
A  

附 录 A  

（规范性） 

驾驶模拟实验评价过程 

A.1 一般规定 

驾驶模拟实验包括实验设备、实验设计、实验准备、实验实施。 

A.2 实验设备 

A.2.1 实验设备应包含驾驶模拟器和辅助仪器。 

A.2.2 驾驶模拟器应根据实验场景需要和复杂程度，选用固定底座驾驶模拟器、多自由度驾驶模拟器，

收集车辆运行数据。对于线形组合、桥梁、隧道、互通式立体交叉等特殊路段，宜采用多自由度驾驶模

拟。 

A.2.3 辅助仪器应根据实验实际需要，选用眼动仪、脑电仪、血氧仪等收集驾驶员生理心理数据。 

A.3 实验设计 

A.3.1 实验设计包括实验场景设置、被试选取、实验顺序安排和实验数据选取。 

A.3.2 实验场景设置应确定以下内容: 

a) 确定天气、气象、光照、路面条件等实验环境。 

b) 针对有车辆间交互需求的场景，实验中应增加环境交互车辆。 

A.3.3 被试选取应考虑样本量和样本组成，并应符合下列规定: 

a) 被试的样本量应不少于 30人。 

b) 样本组成应包括道路、交通设计专业人员，样本的性别、年龄、驾龄分布宜参考交通管理部门

公布的驾驶人特征信息。 

A.3.4 应以交叉实验方法安排实验顺序以降低被试的学习效应影响。 

A.3.5 应选取实验所需采集的车辆运行数据和驾驶员生理心理数据。其中，车辆运行数据应至少包括

速度、纵向加速度、横向加速度、轨迹偏移；驾驶员生理心理数据按需选取。 

A.4 实验准备 

A.4.1 实验准备包括实验场景建模、实验人员准备和预实验。 

A.4.2 实验场景建模的对象应包括三维道路、交通环境、实验车辆。 

A.4.3 实验人员准备应包括主试实验交底、被试招募。 

A.4.4 应按实验设计开展预实验，校核实验设计合理性、数据采集完整性，测算实验时长，并结合预

实验开展情况优化实验设计。 

A.5 实验实施 

A.5.1 实验实施的流程应包括实验指导、试驾、正式实验和实验收尾等四个阶段。 

A.5.2 实验指导阶段，主试应向被试介绍实验目的、实验要求和实验设备操作方法，被试签署实验知

情同意书、填写基本信息问卷。 

A.5.3 试驾阶段，应选取与正式实验特征相近的场景开展试驾，时长约5分钟。 

A.5.4 正式实验阶段，应按实验设计开展并采集实验数据。 

A.5.5 实验收尾阶段，被试填写公路线形、交通标志和标线的主观评价问卷。 

A.5.6 完成所有被试的实验后，应校核被试数据有效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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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  
B  

附 录 B  

（规范性） 

交通仿真实验评价过程 

B.1 交通仿真实验可通过交通仿真软件开展。 

B.2 交通仿真实验可按照图 B.1所示流程进行，具体包括以下几个过程： 

a) 应首先确定交通量及交通组织方案，包括道路上车辆的数量、类型及交通管理策略等因素； 

b) 应收集道路的几何参数，包括道路的宽度、车道数量、坡度、曲线半径等； 

c) 在确定了交通量、交通组织方案和几何参数后，宜构建仿真道路模型，以作为仿真实验的基础； 

d) 应对初步构建的仿真道路模型进行测试，并目测评估交通流仿真结果是否与实际情况相符； 

e) 若仿真结果不够真实，应返回并修改道路参数，调整模型以更好地反映实际交通状况； 

f) 在模型调整至满意状态后，应进行正式的仿真运行； 

g) 仿真运行结束后，应输出交通冲突文件，作为统计交通冲突情况的主要数据源； 

h) 宜基于输出的文件，统计仿真过程中的交通冲突次数，以分析交通流的安全性和稳定性。 

 

交通量及交通组成 几何参数 交通组织方案

构建仿真道路

目测交通流仿真
是否真实

仿真运行

输出交通冲突文件

统计交通冲突数

修改道路参数
否

是

 

图B.1 交通仿真实验流程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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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  
C  

附 录 C  

（规范性） 

水流场仿真计算流程 

C.1 水流场仿真实验可通过水流场仿真软件开展。 

C.2 以 DHI Mike为例，水流场仿真实验流程如下： 

a) 创建二维网格地形文件： 

利用道路设计软件根据道路设计参数绘制道路中央分隔带边线、行车道边线、路肩边线和横断

面线等相应的空间曲线，创建三维边界网格曲面，再将边界网格分解为离散的三维面，对每个

三维面提取坐标信息，生成Mike软件所需的后缀名为.xyz的ASCII数据格式，并导入到Mike21

中，用 Export Mesh 命令输出 mesh 文件。 

b) 模型运行参数设置： 

在 Mike21 模块中设置仿真计算时间、干湿边界、底摩擦力、降雨-蒸发等参数。 

c) 创建一维排水管网模型： 

在 ArcGIS 中生成包含管网数据的 ShapeFile 文件（*.shp），新建 Mike Urban 模型文件，利用

Import/Export Wizard 工具导入生成的 ShapeFile 文件，建立排水管网概化图，创建一个类型为

Network 的模拟场景。 

d) 构建一二维水动力耦合模型： 

在 Mike Flood 耦合模型平台上创建城市连接（Urban Link），将一维排水管网模型 Mike Urban

与二维路表漫流模型 Mike21 耦合起来。耦合模型主要通过集水井进行管网模型和路表漫流模

型之间水流的交换。 

e) 仿真计算与结果输出： 

通过改变道路线形、雨型、降雨强度、地表曼宁粗糙系数等参数可以计算出不同条件下水膜厚

度分布规律，包括最大水膜厚度所在位置、平均水膜厚度、大于某厚度的积水面积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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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  
D  

附 录 D  

（规范性） 

评价报告及封面与扉页格式 

D.1 图 D.1 给出了评价报告封面的格式。 

 

图D.1 评价报告封面格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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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2 图 D.2给出了评价报告扉页的格式。 

 

图D.2 评价报告扉页格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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