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CQJTG/T A11-2025
重 庆 市 交 通 行 业 推 荐 性 标 准

山区高速公路隧道毗邻互通立交段

交通安全提升技术指南

Technical Guidelines for Improving Traffic Safety in Adjacent Interchange

Sections of Mountain Expressway Tunnels

2025-03-25发布 2025-05-01实施

重庆市交通运输委员会 发布



山区高速公路隧道毗邻互通立交段交通安全提升技术指南

前 言

根据重庆市交通运输委员会下达的任务书《山区高速公路隧道毗邻互通立交

段安全提升技术研究》（2022-11），由招商局重庆交通科研设计院有限公司作

为主编单位承担《山区高速公路隧道毗邻互通立交段交通安全提升技术指南》（以

下简称“本指南”）制订工作。

随着高速公路通车里程的不断增加，重庆市高速公路出现较多隧道与互通间

距较小的工程实例。受隧道内、隧道出入口行车条件不利影响，隧道与互通间距

过近易出现互通出口预告信息发布受限、车辆无法及时变道等问题，增加安全运

行风险。为吸纳和借鉴相关研究成果、技术手段及工程经验，提高重庆市高速公

路隧道毗邻互通立交段交通安全营运水平，有必要开展本指南的制订工作。

本指南由 6章构成，分别是：1 总则、2 规范性引用文件、3 术语和定义、

4 总体要求、5 隧道与互通净距控制和交通组织、6 交通工程与附属设施。

执行过程中如有意见或建议，请函告本指南主编单位招商局重庆交通科研设

计院有限公司，联系人：周广振（地址：重庆市南岸区学府大道 33号，邮政编

码： 400067，电话： 023-62653261，传真： 023-62653078，电子邮箱：

zhouguangzhen@cmhk.com），以便修订时研用。

本指南由重庆市交通运输委员会提出并归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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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总则

1.0.1 为提高重庆市高速公路隧道毗邻互通立交段交通安全水平，制定本指南。

1.0.2 本指南适用于重庆市新建、改扩建高速公路及运营高速公路改造。

1.0.3 隧道毗邻互通立交段交通安全提升应坚持“以人为本、预防为主、系统思

维、重点突出”的原则。

1.0.4 隧道毗邻互通立交段交通安全提升在采用工程措施的同时，还应与交通管

理措施相结合，通过宣传教育提升公路使用者安全意识、采取执法措施管控公路

使用者行为，提高交通安全性。

1.0.5 隧道毗邻互通立交段交通安全提升应积极稳妥地采用新材料、新设备、新

工艺、新技术，并综合考虑社会效益、环境效益与经济效益。

1.0.6 高速公路隧道毗邻互通立交段交通安全提升除应符合本指南外，尚应符合

国家和行业现行相关标准的规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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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指南必不可少的条款。其

中，注日期的引用文件，仅该日期对应的版本适用于本指南；不注日期的引用文

件，其最新版本（包括所有的修改单）适用于本指南。

JTG D20—2017 公路路线设计规范

JTG 3370.1公路隧道设计规范 第一册 土建工程

JTG D70/2 公路隧道设计规范 第二册 交通工程与附属设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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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JT/T 24969—2010 公路照明技术条件

CQJTG/T D09—2021 高速公路特殊路段交通安全设施设计指南

CQJTG/T D13—2023 高速公路隧道洞口路段交通安全设计指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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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术语和定义

3.0.1 隧道毗邻互通立交段

隧道出洞口与前方互通出口净距小于等于 2km，或互通入口与前方隧道入洞

口净距小于等于主线设计速度对应的 1倍停车视距，对交通安全有不利影响的路

段。

3.0.2 隧道与前方互通出口净距

隧道出洞口至前方互通出口减速车道渐变段起点之间的距离。

3.0.3 互通入口与前方隧道净距

互通入口加速车道渐变段终点至前方隧道入洞口之间的距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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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总体要求

4.1 一般规定

4.1.1 高速公路隧道毗邻互通立交段交通安全提升应按数据分析、方案论证、施

工图设计、施工、效果跟踪评价的流程进行。

条文说明：

对于新建、改扩建高速公路，数据分析包括但不限于工可预测交通量及车型

构成、道路特征、预测运行速度等数据的分析；对于运营高速公路，数据分析包

括但不限于现状交通量及车型构成、道路特征、运行速度、交通事故等数据的分

析。

对于新建、改扩建高速公路，方案论证包括但不限于互通形式、隧道与互通

净距、隧道出口断面形式、交通工程设施设置方案等的论证；对于运营高速公路，

方案论证包括但不限于交通工程设施设置方案、交通管理措施等的论证。方案论

证时，应充分考虑隧道长度、互通出入口与隧道净距、车道数、主线及互通出入

口转换交通量、运行速度等对隧道毗邻互通立交段交通安全的影响，确定交通组

织方式和交通安全设施、监控设施、照明设施等设置的形式、位置、间距、配置

规模。

4.1.2 新建、改扩建高速公路隧道毗邻互通立交段交通安全提升，应结合公路技

术条件、地形条件、交通条件、环境条件、管理条件、经济条件等进行总体设计，

确定技术方案和建设规模，公路土建设施、交通安全设施、交通机电设施和其他

设施之间应相互协调、配合使用。

条文说明：

隧道毗邻互通立交段的交通安全影响因素众多，涉及公路平纵线形、横断面

布置、路基宽度、路面、洞口及洞门形式、交通安全设施、交通机电设施、景观

绿化、不同构造物组合等。对于新建、改扩建高速公路，在设计阶段应做总体设

计，理清各专业的内外部关系及对交通安全的不同影响，合理确定技术方案和建

设规模，明确相关实施界面和接口，使之成为完整的系统工程，确保各设施之间

相互协调、共同发挥安全作用。

4.1.3 改扩建、运营高速公路隧道毗邻互通立交路段交通安全提升，应开展现场

调查，对既有交通安全状况进行分析与评估，兼顾经济性和可实施性，提出适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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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安全提升处置措施。

条文说明：

现场调查主要包括交通流量、交通组成、运行速度、周边环境调查，路面、

标线等设施检测数据，交通工程设施设置情况，原施工图、竣工图、改造等设计

资料，养护资料，事故数据及成因分析等。具体需调查的内容包括但不限于:

（1）路段及隧道基本情况：了解路段建设历史、在路网中的定位、建设技

术指标（包括设计速度、公路平纵线形、断面宽度、横断面布置等）,各阶段交

通安全评价报告，隧道、互通、桥梁的分布等。

（2）互通基本情况：隧道与互通净距、互通形式、匝道横断面、加减速车

道起终点及长度、互通出入口视距等。

（3）交通工程设施设置现状：交通标志标线设置情况、护栏形式和防护能

力、视线诱导设施、照明设施、监控设施等。

（4）气候环境：有无雨、雾、冰、雪、横风等不良气候影响。

（5）路段交通特征：包括交通流量、交通组成、运行速度、互通出口（或

入口）转向交通流量等。

（6）路段交通通行管理措施：包括是否允许货车通行、限速方案、执法管

理设施等。

（7）交通事故数据：包括事故时间空间分布、事故形态及成因、事故主要

车型等。

（8）检测数据：包括路面性能指数 PQI、标线逆反射系数等。

（9）其他：通过问卷、走访、座谈等，了解隧道毗邻互通立交路段安全提

升需求，包括驾驶人、运营管理人员、执法人员、养护作业人员等。

4.2 总体技术要求

4.2.1 新建、改扩建高速公路隧道毗邻互通立交段平、纵线形指标应均衡、协调，

并符合下列要求：

a）应结合隧道毗邻隧道路段气象条件、环境条件、交通量及车型组成、运

行速度、不同构造物组合等，综合考虑确定隧道毗邻互通立交段平、纵指标。

b）互通范围内变速车道路段的主线圆曲线最小半径不应小于 JTG D20—2017

中表 5.5.1 一般值的规定。

c）隧道洞口宜采用不设超高的平曲线半径，且应符合 JTG D20-2017及 JT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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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370.1—2018中 4.3.1的规定。

d）隧道与前方互通出口之间的净距小于表 1规定的最小净距时，隧道洞口

内侧 3s设计速度行车长度至与前方互通出口分流鼻端主线范围内的平、纵面线

形宜协调一致。

表 1 隧道与前方互通出口之间的最小净距

主线设计速度（km/h） 120 100 80

最小净距

（m）

主线单向双车道 500 400 300
主线单向 3车道 700 600 450
主线单向 4车道 1000 800 600

e）互通入口与前方隧道之间的净距小于表 2规定的最小净距时，互通入口

合流鼻端至隧道洞口内侧 3s设计速度行车长度主线范围内的平、纵面线形宜协

调一致。

表 2 互通入口与前方隧道之间的最小净距

主线设计速度（km/h） 120 100 80
最小净距（m） 125 100 80

4.2.2 隧道毗邻互通立交段路基路面应具有足够的强度、稳定性和耐久性，路基

路面应符合下列要求：

a）隧道毗邻互通立交段路面面层应满足安全行车的平整和抗滑要求，并应

符合 CQJTG/T D13—2023中 5.3的规定。

b）隧道内外路基宽度不一致时，隧道外桥梁、路基等构造物横断面应做渐

变过渡。当桥梁、路基等构造物横断面渐变过渡困难时，应采用护栏、标线、弹

性警示柱等设施做渐变过渡处理。

4.2.3 隧道毗邻互通立交段交通安全提升应进行交通安全性评价，形成评价结论

并提出建议措施。隧道毗邻互通立交段的交通安全性评价技术要点如下：

a）分析主线交通量及互通出入口转换交通量、车型构成，核查隧道出入口

及主线与连接部、匝道的运行速度协调性。

b）根据设计速度（或运行速度）、车道数量，核查隧道与互通净距，评价

净距是否满足安全换道需求。

c）评价互通出入口形式、加减速车道渐变段、加减速车道长度及分合流鼻

端识别视距三角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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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核查隧道毗邻互通立交段公路线形指标，评价公路线形设计及一致性。

e）评价隧道毗邻互通立交段路面抗滑性能及排水设施。

f）结合驶出主线车辆安全变道需求，评价交通组织方式。

g）评价交通安全设施设置方案的合理性和有效性，包括：

1）出口预告标志设置的级数、位置、版面形式、支撑方式，标志信息的

连续性，标志字高，标志光学特性（逆反射或发光标志）。

2）提醒驾驶人提前变道告示标志、按车道行驶指引标志设置的位置、版

面形式、支撑方式。

3）车道分界线、车道边缘线、横向或纵线减速标线的设置位置、颜色、

形式和尺寸，逆反射亮度系数等。

4）视线诱导设施设置的位置、间距和形式。

5）护栏、防撞垫等防护设施的防护等级、形式，设置位置及段落，衔接

方式。

h）评价隧道毗邻互通立交段照明设置及光环境过渡情况。

i）评价隧道毗邻互通立交段交通管控措施。

j）针对隧道毗邻互通立交段车速管理、联动控制、应急管理等进行评价，提

出建议措施。

k）可采用交通仿真、交通冲突或驾驶模拟方法等对隧道毗邻互通立交段交

通组织、交通安全设施、交通管控措施等方案的合理性进行评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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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隧道与互通净距控制和交通组织

5.1 一般规定

5.1.1 应结合设计速度、车道数、地形条件、互通服务功能、交通量及车型组成、

不同构造物组合等，合理确定隧道与前方互通出口（或互通入口与前方隧道）净

距。

5.1.2 应根据隧道与前方互通出口（或互通入口与前方隧道）净距、公路技术条

件、交通条件、驶出（驶入）主线车辆变道需求等，合理确定交通组织方式。

5.2 隧道与前方互通出口净距控制

5.2.1 新建、改扩建高速公路，隧道与前方互通出口净距满足下列要求：

a）隧道与前方枢纽互通出口净距宜大于 3km，隧道与前方一般互通出口净

距宜大于 2km。

条文说明：

为确保互通出口预告信息的提前、有效传递，且让驾驶人有足够的时间完成

出口预告标志的辨认、读取和行动决策，寻找变道间隙、变换车道、出口确认和

驶入出口等，隧道与前方互通出口的间距宜满足设置全部指路标志的需要。

一般情况下，在枢纽互通前基准点前 3km即开始设置出口预告标志，在一

般互通前基准点前 2km开始设置出口预告标志，故本条文规定了隧道与前方互

通出口净距的一般要求。

b）当受现场条件限制时，隧道与前方互通出口净距可适当减小，但隧道与

前方互通出口之间的净距不宜小于表 1的规定值，且应于出隧道前开始设置完善

的互通出口预告等指路标志。

条文说明：

随着重庆高速公路的发展，受桥隧互通等构造物分布及地形条件限制，隧道

与前方互通出口之间的净距偏小的情况越来越多。为此，本条规定的最小净距仅

考虑了车辆出隧道后驶离主线的运行过程所需要的最小距离，该过程包括驾驶人

明适应、寻找间隙、变换车道和出口确认等，而出口预告标志的辨认、读取和行

动决策等过程均假定在出隧道之前完成，故本条款同时规定应采取提前于出隧道

之前开始设置完善的出口预告标志等交通管理措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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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在不致增加较多工程建设投资且不致显著降低互通设计指标时，宜通过

调整互通减速车道渐变段起点位置、优化互通形式等，适当提高隧道与前方互通

出口净距。

条文说明：

隧道毗邻互通立交段交通安全提升需综合考虑各因素的影响，达到系统最优

和平衡，同时兼顾经济性和环保要求。本条规定，在不致增加较多工程建设投资

且不致显著降低互通设计指标时，宜优先通过调整互通接线位置、优化互通形式

等，改善行车条件。

5.2.2 当地形特别困难，新建、改扩建高速公路不能满足表 1最小净距要求时，

应结合限速管理和隧道特殊结构设计等，提出完善的交通组织、管理和安全保障

措施，经综合分析论证后确定设计方案。

条文说明：

当不能满足表 1最小净距要求时，如果交通组织不合理，将可能出现在受明

适应影响的洞口路段变换车道、短距离内强行变换车道或错过出口等不利情况，

因此本条规定应提出完善的交通组织、管理和运行安全保障措施，并应经综合分

析论证。这些措施根据设计速度（或运行速度）、车道数、主线及转换交通量、

实际净距大小等而各有不同。

交通组织方式需要综合考虑上述因素，基于有足够的变道长度，且变道不宜

选择在行车环境复杂（如隧道出入口、隧道与前方互通净距不足）的路段。因此，

在公路技术条件、交通运行条件一定的情况下，确保有合适的变道长度。

5.3 互通入口与前方隧道净距控制

新建、改扩建高速公路，互通入口与前方隧道净距满足下列要求：

a）互通入口与前方隧道净距不宜小于表 2的规定值。

b）隧道洞口地形、地质等条件相对较好时，互通入口与前方隧道净距宜大

于主线设计速度对应 1倍停车视距要求。

条文说明：

如果隧道洞口地形、地质条件相对较好，设置互通限制条件相对较小，在不

致增加较多工程建设规模和投资的情况下，可适当提高互通入口与前方隧道之间

的净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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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4 交通组织方式

5.4.1 隧道与前方互通出口净距小于 2 倍且大于等于表 1 规定的最小净距要求

时，除隧道进出洞口明暗适应段外，隧道内可设置虚线或允许车辆向右侧变道的

虚实线。与前方互通出口衔接的隧道为中、短隧道时，可引导下道车辆在隧道入

口前完成向最右侧车道变道。

条文说明：

隧道洞内外存在较大的行车环境差异，尤其是光环境的过渡，在隧道洞口前

后尤其明显，洞口前后区段（隧道进出洞口明暗适应段）的这种行车环境差异不

利于车辆变道。

与前方互通出口衔接的隧道若为隧道群，则需结合各隧道长度、隧道群长度、

隧道洞口明暗适应段实线长度等因素综合考虑交通组织方式。

5.4.2 隧道与前方互通出口净距小于表 1规定的最小净距要求时，交通组织方式

应做专项论证，且符合下列要求：

a）与前方互通出口衔接的隧道为中、短隧道时，宜引导下道车辆在隧道入

口前完成向右侧车道变道，或将前方互通出口减速车道设置在隧道入口前。

b）与前方互通出口衔接的隧道为特长、长隧道时，除隧道进出洞口明暗适

应段外，隧道内宜设置虚线或虚实线允许车辆向右侧车道变道。

c）前方互通出口减速车道或辅助车道渐变段起点位于隧道内时，渐变段宜

全部位于隧道内且距隧道出洞口不小于 1倍停车视距。

5.4.3 互通入口与前方隧道净距小于表 2规定的最小净距要求时，宜采取主动管

控技术控制外侧车道车辆运行速度，同时实施互通入口匝道控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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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交通工程与附属设施

6.1 一般规定

6.1.1 隧道毗邻互通立交段应综合考虑公路技术条件、交通条件、环境条件、管

理需求等因素，科学、合理地设置交通工程与附属设施。

6.1.2 隧道毗邻互通立交段交通设施的设置应与相邻路段及隧道内设施统一考

虑、协调一致。

6.2 交通安全设施

6.2.1 隧道与前方互通毗邻路段交通安全设施的设置符合下列规定：

a）互通出口前应完善的出口预告标志，出口预告标志位于隧道内时应做特

殊处理。

1）设置于隧道内的出口预告标志、提前变道告示标志或限速标志，宜采用

内部照明标志，悬挂于隧道拱顶或附着于隧道紧急停车带端墙处，见图 1。

图 1 部分出口预告标志位于隧道内时标志和标线设置示例

2）若 2km、1km、500m出口预告标志全部位于隧道内，宜在隧道入口前补

充设置一级出口预告标志或适当加强隧道内出口预告标志设置数量及级数，隧道

入口前出口预告标志的距离按实际距离取整数。

3）隧道与前方互通出口净距小于 500m时，宜在互通出口前增加设置距离出

口 300m、200m、100m预告标志，见图 2。

图 2 隧道与前方互通出口净距小于 500m 时标志和标线设置示例

b）当交通组织方式为引导下道车辆在隧道入口前完成向右侧车道变道且隧



山区高速公路隧道毗邻互通立交段交通安全提升技术指南

12

道出口后不允许变道时，经论证可采用下列两种方式之一处理。

方式一：当单向车道数多于 2条且转向交通量较大时，在隧道入口前 1km ~

2km将最右侧车道分配给出口车流，同时增设 1组或多组按车道指引标志。在出

口预告标志后 100m ~ 200m对应设置“隧道出口下道，提前变道右侧”的提前变

道告示标志，提前变道告示标志可与出口预告标志同版面合并设置，在变道结束

点前设置变道结束告示标志，见图 3。

图 3 下道车辆提前完成向右变道且可分配专用车道时标志和标线设置示例

方式二：从隧道入口前 1km ~ 2km开始引导下道车辆向最右侧变道，在出口

预告标志后 100m ~ 200m对应设置“隧道出口下道，提前变道右侧”的提前变道

告示标志，提前变道告示标志可与出口预告标志同版面合并设置，在变道结束点

前设置变道结束告示标志，见图 4。

图 4 下道车辆提前完成向右变道且不可分配专用车道时标志和标线设置示例

c）可配合设置出口预告或其他信息地面文字。

d）互通出口减速车道渐变段起点前 15s ~ 30s设计速度行程长度处宜设置限

速标志。

e）互通出口减速车道渐变段起点前 10s ~ 15s设计速度行程长度处开始设置

减速标线，可延伸至互通减速车道渐变段起点处，减速标线宜采用纵线减速标线

或彩色防滑标线。

f）同向车道分界线的设置符合下列规定：

1）隧道入洞口两侧各 150m范围、隧道出洞口两侧各 100m范围的进出洞

口明暗适应段同向车道分界线应设置实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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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隧道与前方互通出口净距小于 2倍表 1最小净距要求时，除隧道进出

洞口明暗适应段外，隧道内宜设置虚线或允许车辆向右侧车道变道的虚实线。

3）当隧道与前方互通出口净距小于 6s设计速度行程长度时，隧道出洞口

至互通出口分流三角端范围内的车道分界线宜采用实线。

g）隧道出口至互通分流区段处轮廓标宜适当加密，设置间距可取 8m ~ 12m。

匝道路侧可设置线形诱导标。

h）主线出口分流三角端应设置可导向防撞垫。防撞垫选取时宜在《公路交

通安全设施设计细则》（JTG/T D81—2017）表 6.5.2规定的基础上提高 1个防护

等级。

6.2.2 互通入口与前方隧道毗邻路段交通安全设施的设置符合下列规定：

a）互通入口匝道处应设置前方隧道预告标志，版面如图 5所示。

图 5 前方隧道预告标志

b）主线与匝道合流点前宜增设 1组 ~ 2组合流警告标志。

c）主线及匝道路侧紧急停车带宜设置斜向斑马线，采用振动型标线。

d）主线合流区段至隧道入口处轮廓标宜适当加密，设置间距可取 8m ~ 12m。

匝道路侧宜设置线形诱导标。

e）隧道入口前限速标志宜在主线与匝道合流点前适当位置及在加速车道终

点后适当位置分别设置。

条文说明：

为使主线车辆在进入隧道毗邻互通立交段合流区段提前减速，规定在主线与

匝道合流点前适当位置设置限速标志，限速方案同隧道限速方案，前置距离宜不

低于 1个停车视距。为避免匝道汇入主线车辆错过限速信息，故在加速车道终点

后考虑增加设置限速标志。

6.3 监控设施

6.3.1 隧道毗邻互通立交段前方或路段范围内宜设置测速设备或卡口系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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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3.2 进入隧道毗邻互通立交段前、衔接前方互通出口的隧道内宜设置可变信息

标志。

6.3.3 隧道毗邻互通立交段，隧道出口至互通分流区段应设置无盲区全程监控.

摄像机应采用像素不低于 400w、低照度设备，具备视频事件检测功能。在摄像

机立杆处同址可设置有线广播系统，发布交通管控信息。

6.3.4 有车道级管控需求时，应在隧道出口前或互通出口前分车道设置可变限速

标志、交通信号灯或车道指示器。

条文说明：

车道级管控可按照交通管理规则和运营管理需求，形成分车道的交通管理及

控制方案，并通过交通信号灯、车道指示器、可变信息标志等相应的交通控制设

备进行车道交通流管理、调节和诱导。

隧道毗邻互通立交段如果需要分车道精准管控、按照单个车道制定通行规则

时，则应考虑设置 1组或多组车道级管控相应设备。

6.3.5 有主动管控需求时，隧道毗邻互通立交段影响范围区段宜设置车辆检测设

备。需要分车道进行主动管控时，按照 6.3.4配置相应控制设备。

条文说明：

主动管控可利用新一代信息技术监测高速公路各车道交通流乃至单车运行

状况，预测未来一定时间段内的交通运行状况，根据管控目标边界条件，提前对

断面交通流或某一车道交通流、某类车辆进行主动干预，达到控速、控流、保安

畅等目的。

6.3.6 隧道洞口处受大雾、冰、雪等恶劣天气影响时，应设置公路气象监测设备。

条文说明：

雾、冰、雪等恶劣天气影响对交通安全通行影响较大，尤其是隧道毗邻互通

立交段。对公路气象进行实时监测，在恶劣天气时进行合理管控可以有效提高隧

道毗邻互通立交段交通安全水平。

公路气象监测设备不必要采用全要素参数，可针对恶劣天气类型进行参数采

集，如：隧道洞口路段有以大雾为主要恶劣气象时，可采集能见度参数；隧道洞

口路段有以结冰、雨、雪为主要恶劣气象时，可采集路面潮湿、结冰等路面状况

参数；隧道洞口路段有以大风为主要恶劣气象时，可采集风速和风向参数。当隧

道洞口路段存在多种恶劣气象时，需同时监测相应环境参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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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4 照明设施

6.4.1 隧道与前方互通出口净距小于表 1最小净距要求时，隧道出口至互通分流

区段应设置引道照明，引道照明自隧道出口延伸至互通出口分流三角端后 3s设

计速度行程长度处。

6.4.2 互通入口与前方隧道净距小于 1倍停车视距时，主线与互通入口匝道合流

区段至隧道入口处应设置引道照明。

6.4.3 隧道出口至互通出口分流鼻端、互通入口合流鼻端至隧道入口范围内路段

主线照明应符合 JT/T 24969-2010中照明等级一级的要求。

6.4.4 隧道入口段/出口段照明设施的设置符合下列规定：

a）隧道与前方互通出口净距小于表 1最小净距要求时，隧道出口段照明设

计亮度宜适当加强，可提高 50% ~ 100%。

b）互通入口与前方隧道净距小于表 2最小净距要求时，隧道入口段、过渡

段照明设计亮度宜适当加强，可提高 50% ~ 100%。

c）当隧道出洞口前车道分界线设置为虚线或虚实线时，允许变道路段照明

设计亮度不宜小于正常设计亮度的 3倍。

6.4.5 公路隧道内及引道照明应结合隧道毗邻互通立交段光环境、交通状态等进

行智能调光控制设计，各调光控制下的维持亮度应满足安全行车需求。

条文说明：

调光控制下的维持亮度应在考虑节能的同时满足安全行车需求。安全行车需

要照明的维持亮度和运行车速、交通量、洞外光环境等相关，隧道内各工况调光

控制下的照明维持亮度可按照《公路隧道照明设计细则》（JTG/T D70/2-01-2014）

执行，路段照明维持亮度可按照《公路照明技术条件》（JT/T 24969-2010）执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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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指南用词用语说明

1 本规范执行严格程度的用词，采用下列写法：

1) 表示很严格，非这样做不可的用词，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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词，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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词，正面词采用

“宜”，反面词采用“不宜”；

4) 表示有选择，在一定条件下可以这样做的用词，采用“可”。

2 引用标准的用语采用下列写法：

1) 在标准总则中表述与相关标准的关系时，采用“除应符合本指南的规定

外，尚应符合国家和行业现行有关标准的规定”。

2) 在标准条文及其他规定中，当引用的标准为国家标准和行业标准时，表

述为“应符合《××××××》(×××)的有关规定”。

3) 当引用本指南中的其他规定时，表述为“应符合本指南第×章的有关规

定”、“应符合本指南第×.×节的有关规定”、“应符合本指南第×.×.×条的有关规定”

或“应按本指南第×.×.×条的有关规定执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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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其他：通过问卷、走访、座谈等，了解隧道毗邻互通立交路段安全提升需求，包括驾驶人、运营管理人员、
	4.2 总体技术要求
	4.2.1 新建、改扩建高速公路隧道毗邻互通立交段平、纵线形指标应均衡、协调，并符合下列要求：
	a）应结合隧道毗邻隧道路段气象条件、环境条件、交通量及车型组成、运行速度、不同构造物组合等，综合考虑
	b）互通范围内变速车道路段的主线圆曲线最小半径不应小于JTG D20—2017中表5.5.1 一般值
	c）隧道洞口宜采用不设超高的平曲线半径，且应符合JTG D20-2017及JTG 3370.1—20
	d）隧道与前方互通出口之间的净距小于表1规定的最小净距时，隧道洞口内侧3s设计速度行车长度至与前方互
	表1 隧道与前方互通出口之间的最小净距
	主线设计速度（km/h）
	120
	100
	80
	最小净距
	（m）
	主线单向双车道
	500
	400
	300
	主线单向3车道
	700
	600
	450
	主线单向4车道
	1000
	800
	600
	e）互通入口与前方隧道之间的净距小于表2规定的最小净距时，互通入口合流鼻端至隧道洞口内侧3s设计速度
	表2 互通入口与前方隧道之间的最小净距
	主线设计速度（km/h）
	120
	100
	80
	最小净距（m）
	125
	100
	80
	4.2.2 隧道毗邻互通立交段路基路面应具有足够的强度、稳定性和耐久性，路基路面应符合下列要求：
	a）隧道毗邻互通立交段路面面层应满足安全行车的平整和抗滑要求，并应符合CQJTG/T D13—202
	b）隧道内外路基宽度不一致时，隧道外桥梁、路基等构造物横断面应做渐变过渡。当桥梁、路基等构造物横断面
	4.2.3 隧道毗邻互通立交段交通安全提升应进行交通安全性评价，形成评价结论并提出建议措施。隧道毗邻
	a）分析主线交通量及互通出入口转换交通量、车型构成，核查隧道出入口及主线与连接部、匝道的运行速度协调
	b）根据设计速度（或运行速度）、车道数量，核查隧道与互通净距，评价净距是否满足安全换道需求。
	c）评价互通出入口形式、加减速车道渐变段、加减速车道长度及分合流鼻端识别视距三角区。
	d）核查隧道毗邻互通立交段公路线形指标，评价公路线形设计及一致性。
	e）评价隧道毗邻互通立交段路面抗滑性能及排水设施。
	f）结合驶出主线车辆安全变道需求，评价交通组织方式。
	g）评价交通安全设施设置方案的合理性和有效性，包括：
	1）出口预告标志设置的级数、位置、版面形式、支撑方式，标志信息的连续性，标志字高，标志光学特性（逆反
	2）提醒驾驶人提前变道告示标志、按车道行驶指引标志设置的位置、版面形式、支撑方式。
	3）车道分界线、车道边缘线、横向或纵线减速标线的设置位置、颜色、形式和尺寸，逆反射亮度系数等。
	4）视线诱导设施设置的位置、间距和形式。
	5）护栏、防撞垫等防护设施的防护等级、形式，设置位置及段落，衔接方式。
	h）评价隧道毗邻互通立交段照明设置及光环境过渡情况。
	i）评价隧道毗邻互通立交段交通管控措施。
	j）针对隧道毗邻互通立交段车速管理、联动控制、应急管理等进行评价，提出建议措施。
	k）可采用交通仿真、交通冲突或驾驶模拟方法等对隧道毗邻互通立交段交通组织、交通安全设施、交通管控措施

	5 隧道与互通净距控制和交通组织
	5.1 一般规定
	5.1.1 应结合设计速度、车道数、地形条件、互通服务功能、交通量及车型组成、不同构造物组合等，合理
	5.1.2 应根据隧道与前方互通出口（或互通入口与前方隧道）净距、公路技术条件、交通条件、驶出（驶入
	5.2 隧道与前方互通出口净距控制
	5.2.1 新建、改扩建高速公路，隧道与前方互通出口净距满足下列要求：
	a）隧道与前方枢纽互通出口净距宜大于3km，隧道与前方一般互通出口净距宜大于2km。
	b）当受现场条件限制时，隧道与前方互通出口净距可适当减小，但隧道与前方互通出口之间的净距不宜小于表1
	5.2.2 当地形特别困难，新建、改扩建高速公路不能满足表1最小净距要求时，应结合限速管理和隧道特殊
	5.3 互通入口与前方隧道净距控制
	5.4 交通组织方式
	5.4.1 隧道与前方互通出口净距小于2倍且大于等于表1规定的最小净距要求时，除隧道进出洞口明暗适应
	5.4.2 隧道与前方互通出口净距小于表1规定的最小净距要求时，交通组织方式应做专项论证，且符合下列
	a）与前方互通出口衔接的隧道为中、短隧道时，宜引导下道车辆在隧道入口前完成向右侧车道变道，或将前方互
	b）与前方互通出口衔接的隧道为特长、长隧道时，除隧道进出洞口明暗适应段外，隧道内宜设置虚线或虚实线允
	c）前方互通出口减速车道或辅助车道渐变段起点位于隧道内时，渐变段宜全部位于隧道内且距隧道出洞口不小于
	5.4.3 互通入口与前方隧道净距小于表2规定的最小净距要求时，宜采取主动管控技术控制外侧车道车辆运
	6 交通工程与附属设施
	6.1 一般规定
	6.1.1 隧道毗邻互通立交段应综合考虑公路技术条件、交通条件、环境条件、管理需求等因素，科学、合理
	6.1.2 隧道毗邻互通立交段交通设施的设置应与相邻路段及隧道内设施统一考虑、协调一致。
	6.2 交通安全设施
	a）互通出口前应完善的出口预告标志，出口预告标志位于隧道内时应做特殊处理。
	1）设置于隧道内的出口预告标志、提前变道告示标志或限速标志，宜采用内部照明标志，悬挂于隧道拱顶或附着
	图1 部分出口预告标志位于隧道内时标志和标线设置示例
	2）若2km、1km、500m出口预告标志全部位于隧道内，宜在隧道入口前补充设置一级出口预告标志或适
	3）隧道与前方互通出口净距小于500m时，宜在互通出口前增加设置距离出口300m、200m、100m
	图2 隧道与前方互通出口净距小于500m时标志和标线设置示例
	b）当交通组织方式为引导下道车辆在隧道入口前完成向右侧车道变道且隧道出口后不允许变道时，经论证可采用
	方式一：当单向车道数多于2条且转向交通量较大时，在隧道入口前1km ~ 2km将最右侧车道分配给出口
	图3 下道车辆提前完成向右变道且可分配专用车道时标志和标线设置示例
	方式二：从隧道入口前1km ~ 2km开始引导下道车辆向最右侧变道，在出口预告标志后100m ~ 2
	图4 下道车辆提前完成向右变道且不可分配专用车道时标志和标线设置示例
	c）可配合设置出口预告或其他信息地面文字。
	d）互通出口减速车道渐变段起点前15s ~ 30s设计速度行程长度处宜设置限速标志。
	e）互通出口减速车道渐变段起点前10s ~ 15s设计速度行程长度处开始设置减速标线，可延伸至互通减
	f）同向车道分界线的设置符合下列规定：
	1）隧道入洞口两侧各150m范围、隧道出洞口两侧各100m范围的进出洞口明暗适应段同向车道分界线应设
	2）隧道与前方互通出口净距小于2倍表1最小净距要求时，除隧道进出洞口明暗适应段外，隧道内宜设置虚线或
	3）当隧道与前方互通出口净距小于6s设计速度行程长度时，隧道出洞口至互通出口分流三角端范围内的车道分
	g）隧道出口至互通分流区段处轮廓标宜适当加密，设置间距可取8m ~ 12m。匝道路侧可设置线形诱导标
	h）主线出口分流三角端应设置可导向防撞垫。防撞垫选取时宜在《公路交通安全设施设计细则》（JTG/T 
	6.2.2 互通入口与前方隧道毗邻路段交通安全设施的设置符合下列规定：
	a）互通入口匝道处应设置前方隧道预告标志，版面如图5所示。
	图5 前方隧道预告标志
	b）主线与匝道合流点前宜增设1组 ~ 2组合流警告标志。
	c）主线及匝道路侧紧急停车带宜设置斜向斑马线，采用振动型标线。
	d）主线合流区段至隧道入口处轮廓标宜适当加密，设置间距可取8m ~ 12m。匝道路侧宜设置线形诱导标
	e）隧道入口前限速标志宜在主线与匝道合流点前适当位置及在加速车道终点后适当位置分别设置。
	条文说明：
	为使主线车辆在进入隧道毗邻互通立交段合流区段提前减速，规定在主线与匝道合流点前适当位置设置限速标志，
	6.3 监控设施
	条文说明：
	车道级管控可按照交通管理规则和运营管理需求，形成分车道的交通管理及控制方案，并通过交通信号灯、车道指
	隧道毗邻互通立交段如果需要分车道精准管控、按照单个车道制定通行规则时，则应考虑设置1组或多组车道级管
	条文说明：
	主动管控可利用新一代信息技术监测高速公路各车道交通流乃至单车运行状况，预测未来一定时间段内的交通运行
	条文说明：
	雾、冰、雪等恶劣天气影响对交通安全通行影响较大，尤其是隧道毗邻互通立交段。对公路气象进行实时监测，在
	公路气象监测设备不必要采用全要素参数，可针对恶劣天气类型进行参数采集，如：隧道洞口路段有以大雾为主要
	6.4 照明设施
	条文说明：
	调光控制下的维持亮度应在考虑节能的同时满足安全行车需求。安全行车需要照明的维持亮度和运行车速、交通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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