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防护技术 1.1研究现状与意义 一、交通安全和防护技术的现状

及存在的问题 道路交通运输在社会和经济发展中起着重要作

用，交通安全自然成为人们比较关心的社会话题。目前，由

于我国道路交通供需矛盾难以及时缓解、安全设施不尽完善

等原因，导致交通事故频发。2004年我国发生交通事故

达567753起，死亡人数99217人，受伤人数451810人，直接经

济损失27.7亿元，道路交通事故万车死亡率为9.2人/万车[1]，

其中因机动车驾驶人过错导致交通事故465083起,造成93550人

死亡、435787人受伤，分别占总数的89.8％、87.4％和90.6％。

道路交通安全形势十分严峻。许多发达国家在交通安全综合

治理方面取得了较好效果，如美国、日本等国的交通事故万

车死亡率较低（低于2人/万车）。 道路交通安全的研究首先

是针对道路交通事故进行调查、统计与分析，再对发生过程

、结果进行模拟、预测等方面展开研究，总结出交通事故发

生的总体规律和降低交通事故发生的具体方案、措施等管理

方法和工程防护技术。 把安全工程师站点加入收藏夹 在现存

的道路交通标志管理体系中，存在着较大的不合理性，交通

部、公安部以及许多相关部门都已经意识到这个问题，并在

国家级的报刊杂志中屡屡提及。现存的建设程序参见下表： 

城市道路与公路交通标志建设程序比较 表1 建设程序 城市道

路 公路 投资 财政、贷款 路公司、财政、贷款 建设 公安交警

、城市建设部门 交通路政、路公司、交通局 设计 公安交警 



设计部门、路政 施工 交通设施企业 交通设施企业 管理维护 

城市建设部门、公安交警 交通路政、路公司、交通局 建设程

序城市道路公路 投资财政、贷款路公司、财政、贷款 建设公

安交警、城市建设部门交通路政、路公司、交通局 设计公安

交警设计部门、路政 施工交通设施企业交通设施企业 管理维

护城市建设部门、公安交警交通路政、路公司、交通局 现有

的城市道路交通设施的投资为财政拨款或贷款；建设由城市

建设部门或城市建设部门委托公安交警部门建设；设计由公

安交警根据城市路网情况完成或者由公安交警负责审查设计

方案；施工则交由专业的交通设施企业完成；管理维护由城

市建设部门或公安交警负责。 公路的建设程序与城市道路建

设程序在各个环节上都有一些区别。目前公路交通设施的投

资：收费道路由路公司投资或贷款，不收费道路由财政拨款

；建设由路公司或交通路政承担；设计由设计部门或路政完

成；施工亦交由专业的交通设施企业完成；管理维护由交通

路政或路公司负责。 由上述的建设程序来看，道路交通标志

在其整个建设程序中出现了多头管理、多头参与，在交通标

志的整个生命过程中缺乏有效的跟踪，对交通标志的正常使

用产生了不利的影响。这就是我们经常所遇到的该有标志的

地方没有标志，不需要标志的地方出现冗余的标志，或者在

短距离路段上出现前后矛盾的标志。国家标准和规范在整个

标志建设过程中被不同的解读，各个单位对于标志的使用出

现了极大的差异。交通标志建设的混乱，降低了整个道路的

使用效益，增加了道路的不安全性，减弱了交通标志服务社

会的功能。 二、国内外技术发展状况及研究意义 目前我国参

与交通标志研究的单位并不是很多，而且主要局限于标志版



面的可视认研究，而对于标志的设计研究较少。对交通标志

的研究集中在几个零星的重点的领域，没有相关的文献阐述

交通标志整个建设程序的合理性管理，相关的产品更是缺乏

。 国外对于交通标志的研究较深，与交通标志建设程序相关

的软件也相对成熟。他们的软件包含版面设计、布置设计、

成本效益分析、维护管理跟踪等功能，并非常普及，在各个

与交通标志相关的部门均有类似的产品使用，大大节约了标

志建设的费用，提高了效率，增强了可靠性。 对于我国来讲

，交通标志的使用已越来越频繁，数量也越来越多，道路上

的交通标志也显得越来越混乱。改变这种混乱的状况，提供

良好的辅助手段，对我国道路充分发挥其效益具有重要的意

义，也为减少交通事故提供帮助。本课题拟为交通标志的设

计、制作提供辅助手段，将整个交通标志的设计、制作过程

置于国家标准和规范框架之内，使道路交通标志更为规范。

同时，本集成系统跟踪交通标志的整个生命过程，使标志在

各个不同部门的使用能够协调统一，减少出现矛盾的机会，

提高道路效益。 1.2课题研究的理论基础和依据 本课题的研究

理论基础和依据主要包括交通标志设计、计算机辅助制造、

管理信息系统三个部分。 交通标志设计 道路交通标志是用规

定的图形、符号、文字、立面标记、突起路标等一系列传递

特定信息、表示特定管理内容和行为规则的交通设施。它的

作用在于组织、管理、指导交通的运行，向道路使用者提供

运行路线，给予指路、指示、警告或禁令。交通标志是保障

车辆安全、畅通行驶的交通安全设施，也是实现道路工程交

通组织设计思想的具体措施。 为了实现和发挥交通标志的作

用，在标志的总体布置设计中，一定要充分考虑、满足交通



组织设计要求，结合道路路线走向，线形条件等具体情况合

理设置。同时，在技术上要根据我国关于《道路交通标志和

标线》国家标准(GB5768 86) 中的具体规定执行。交通组织设

计是交通标志总体布置设计指南， 《国标》是交通标志技术

设计依据。 计算机辅助制造 70 年代以来，随着机械、电子、

自动化、控制及计算机等各项技术在制造业的推广及应用，

制造技术在传统技术基础上有了质的飞跃。机械制造和设计

方法也日新月异，以往许多机械加工的方法，正在逐渐被先

进的CAD、CAM (计算机辅助设计、制造) 所取代。计算机辅

助制造CAM作为CAD/CAPP/CAM集成系统的重要一级，向

上与CAD、CAPP 实现无缝集成， 向下方便、快捷、智能、

高效地为数控生产服务。CAD 中设计的结果经过CAPP 工艺

编排产生工艺流程图后，最终在CAM中进行加工轨迹生成与

仿真， 产生数控加工用代码， 从而控制数控机床进行加工，

进而直接生产出符合需求的标志产品。 管理信息系统 本课题

管理信息系统模块开发工作遵循下列基本原则： 实用原则：

把系统的实用性作为评价系统的标准。实用的系统是以尽可

能少的投入，满足用户在一定时期内的需求，并带来一定的

效益，系统实用性强，才具有真正的价值。 开放原则：系统

设计充分考虑系统的外部环境和内部变化，使系统具有较强

的适应能力和扩充能力，因此在实际开发过程中应采用“拿

来主义”或称“买珍珠串项链”的方法，加快系统开发进程

，减少低水平的重复工作、提高系统对外的适应性。 时效原

则：制定一个切实可行的项目实施计划，并采取相应的措施

保证项目按计划规定的要求和进度进行，在制定计划时，不

仅考虑确保开发费用按时到位，也考虑在各阶段工作人员的



管理方法和工作制度的调整，确保及时、准确地采集数据和

商务管理信息系统的顺利实施。 优化原则：系统设计基于现

行系统又高于现行系统，对现行系统的整体优化，使现行管

理模式能大大提高。 100Test 下载频道开通，各类考试题目直

接下载。详细请访问 www.100test.com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