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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_9B_BD_E5_85_AC_E8_c61_525414.htm 交通是人类生存和社

会发展所必须进行的活动。早在古罗马时代，就出现了世界

上最早的单向通行方式；1933年，德国开始修建世界上第一

条高速公路，出现了立体交叉结构，接着意大利、英国、法

国和美国等相继修建了许多高速公路，加速了交通工程学的

发展；到了80年代，新交通体系初见端倪，逐步实现了交通

体系与交通管理自动化，为交通工程的现代化开辟了广阔的

前景。 一、现代交通工程学在我国的发展 我国最早发明了马

车，举世闻名的“丝绸之路”是世界上第一条最长的横贯欧

亚大陆的交通干线。所以，我国古代的交通工程是闻名于世

的。现代交通工程学在我国的发展是在70年代后期，当时美

、日、英、德、加拿大等国的专家先后在我国讲学，介绍了

国外交通规划、交通管理、交通控制与交通安全以及国外交

通工程的发展方向和管理经验，推动了交通工程学在我国的

发展。 目前，我国对公路交通工程设施的研究经过20多年的

努力，已经地规划|百考试题|、管理、设计、工程、制造、科

研等方面取得了很大进步，具有了一定的实力：交通安全设

施方面已探索出了一套适合我国国情的设计、制造、施工规

范；在高速公路监控、通信、收费系统与实施方面，对控制

方式、收费制式、设备的布置、管理的软件及少量硬件设备

的开发等已经达到了实用阶段。 然而，由于我国公路交通工

程设施的研究起步晚，投入的资金和力量有限，因此在高速

公路交通安全设施的设计中，不能明确提出有关设施的技术



要求和选择原则，对施工中出现的一些缺陷缺乏有效的评价

标准，在制作安装上也缺乏严格的规定；在监控系统的设计

中，因缺乏统一的标准，造成交通工程设施配置规模和水平

的差异，这将导致一条高速公路的不同路段之间，或一个区

域内若干条高速公路之间的联网控制变得困难，不能发挥综

合交通管理系统的功能；此外，由于交通工程专业交叉，界

面划分无标准，会造成衔接上的各种问题，为以后的联网开

通带来诸多麻烦。 二、我国应建立具有广泛性、配套性、协

调性的公路交通工程设施标准体系 近年来，我国加大了公路

建设投资，公路建设飞速发展，高速公路通车总里程已达2

万km，接近世界发达国家水平，但在交通安全设施、监控系

统、收费系统、公路管理、智能运输系统等方面仍然比较落

后，没有跟上公路建设的速度，不能最在限度发挥高速公路

的作用。为了尽快改|百考试题|变我国公路交通工程设施建设

滞后于公路建设的状况，我们应在国内已建高速公路交通工

程设施的基础上，广泛吸取先进国家的成功经验，引进先进

的技术和装备，通过必要的专题研究和攻关，建立科学、合

理和完善的与国际接轨的交通工程技术标准体系，以指导和

规范我国交通工程设施的发展，促进我国公路建设的快速增

长。 公路交通工程设施标准体系是一具相互依存、相互衔接

、相互补充、相互制约的有机整体，所以它应具备广泛性、

配套性、协调性三个重要特征。广泛性是指公路工程交通设

施标准体系涉及的范围很大，从静态的交通安全设施到动态

的监控技术，从高速公路通讯系统到移动通讯，从收费制式

到收费设备，从为旅客服务的设施到为车辆服务的设施，从

高速公路对供配电的要求到供配电的构成和供配电方式，从



高速公路立交、大桥及收费站照明到隧道照明，从高速公路

的交通管理、信息管理，从普通物流到智能运输系统，从通

用技术到高新技术，内容极其广泛；配套性主要是指交通工

程分系统的标准，除了在本系统内相互配套以外，还须与公

路沿线设施的其他标准配套，如监控、通信、收费等系统与

管理机构、房建设计等标准的配套，以有得系统功能的发挥

；协调性表现在两个方面，一个是相关性协调，一个是扩展

性协调 ，相关性协调是指相关因素之间必须衔接与统一，即

交通工程设施标准及监控、通信、收费系统等标准必须与有

关国家标准衔接一致。扩展性协调 ，主要表现在现有的交通

工程设施标准必须向想念领域扩展，如收费系统必须向完全

无阻拦收费领域扩展，监控、通讯系统也应向智能化方向扩

展。 三、我国公路交通工程设施的发展方向 交通工程设施标

准包括八个方面：交通安全设施、监控、收费系统、服务区

、公路沿线供配电、公路照明、公路管理、智能运输系统。 

目前，交通安全设施以及服务区、公路照明、公路沿线供配

电等在我国高速公路上的发展比较迅速，具备了一定设计制

造能力，但与世界发达国家相比，我们在监控、收费、智能

运输系统方面还有圈套差距，这也是我国今后需要努力的方

向。 现阶段我国的收费系统采用的是传统的人工收费。人工

收费的缺点是完成整个收费过程较长，车流速度慢，每条车

道每小时仅能通过100至500辆车，为此收费站经常出现塞车

现象，过路过桥费非真实性程度较大。而当今发达国家已经

普遍实行了电子不停车收费，车辆不间断通过收费车道同时

被收取过路桥费。电子不停车收费的优点是工作效率高，可

通行的车流量大，每一条车道每小时可通过800~2400辆车，



过路过桥费的收取真实性很高。然而电子不停车收费需要建

立一套行之有效的管理系统。首先每一辆车要安装一个可附

带IC智能卡的电子标签，收费车道上方安装天线，天线与计

算机连接在一起，计算机系统负责从收费从车道上方安装天

线，天线与计算机连接在一起，计算机系统负责从收费车道

采集有关车辆的信息并处理晕些信息，并经中央结算系统处

理所有的结算后，通过从司机所持的IC卡中或从其银行账号

里扣款，向司机或车辆收取过路过桥费。 监控系统系对高|百

考试题|速公路网主线、匝道、隧道、特大桥、多雾段进行监

控，并对交通异常、弯道盲区进行告警的系统。该系统监控

中心通过监视软件、控制软件、闭路电视发挥监控作用。 智

能运输管理系统是一个最具有发展前景的方向，是交通工程

设施最具有以人为本的系统。它可以给车辆提供导航信息，

无线电话求救报警，公共交通紧急服务，公共交通信息服务

，车辆自动识别定位，交通事故管理，路障警告，偏离车道

警告，车辆防盗报警等功能，并能为旅行者提供旅行前及旅

行中的信息及在车辆驾驶员和管理者之间架起交换住处的桥

梁。此外，公共交通车内可视可变乘客信息，道路车辆交通

信息，这一切均可快捷方便、随时随地进行，为交通运输业

提供了极大的便利。 有了发展方向，就有了发展的动力，作

为交通行业的从业者，应将交通工程设施的发展作为已任，

为振兴民族工业，为我国的交通事业的快速发展做出贡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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