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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路隧道口 

• 隧道管道與公路橫斷面改變的過渡區 

• 需滿足隧道交通營運、事故及養護管理、道路安全及美

化的要求 



報告內容 

• 隧道口的交通安全問題 

 

• 推薦的隧道口佈局及設計原則 

• 營運養護需要 

• 交通控制設施 

• 路側安全 

 

• 結論 

 



典型交通安全隱患 

缺乏消能防護的分叉口 

谷歌街景 

狹窄的管道切換開口沒有防護 

谷歌街景 

谷歌街景 

隧道口立交的視線問題 路側安全區的營運車輛 

谷歌街景 谷歌街景 



隧道口事故類型 

事故形態 典型情況 涉及交通工程的風險因素 

迎頭對撞 • 失控車輛越過中央帶 
• 單管道行車時失控 

• 中央帶開口狹窄，太長，沒用護欄 
• 管道切換車速太快 

追尾 • 撞上前方減慢車輛 
• 撞上前方車龍 

• 平面進出中央帶的管理車輛幹擾車流 
• 隧道管道/車道封閉等措施實施太突然 
• 即時預警資訊不足 

碰撞人員 • 撞倒正在橫過公路管理人員 
• 撞倒正在實施車道封閉人員 
• 失控車輛撞上工作區域 

• 管理人員需要直接橫過正常交通流 
• 車道封閉程式需要人員暴露於交通流 
• 工作區沒有護欄保護 

碰撞路側 
障礙物 

• 失控車輛撞上路側障礙物 
• 失控車輛撞上路側護欄終端

或分叉口障礙物 

• 防護不足的門架，標誌支架，照明杆，車輛等 
• 不合適的護欄終端及護欄細節 
• 沒有消能功效的管道/車道封閉閘門 



• 讓交通流平穩進入或離開隧道 

• 足夠的隧道口視線，洞口在數百米外清晰看見 

• 佈局須簡潔易明 

• 自然美觀，適當容納具個性的建築特色 

 

 

谷歌街景 

一般要求 



營運養護安全重點 

• 考慮應急及養護車輛進出停泊處及掉頭時的安全 

• 提供加減速車道及足夠視線 

• 使用智能訊號燈或資訊牌自動發出預警 

• 確保工作人員能夠安全往返工作崗位 

• 充份利用搖控信號燈及活動欄杆實施車道封閉 

• 按路側安全原則佈置護欄缺口 



管理設施通道典型佈局 

• 提供安全的車輛及人員通道，避免人員暴露於高速車流 

  

最低限度20m長 
較高防護力護欄 
連接隧道擋牆 
漸變率 =< 1 : 15 
(最大1:10) 

空隙供緊急 
及養護車輛 
通過(可選 
錯位雙閘佈局) 

門架車道訊號燈 

門架可變限速牌及車道訊號燈 

洞口可變限速牌 
及車道訊號燈 

遙控(可選手動)及符
合撞擊安全的 
隧道關閉欄杆 
附受撞警報系統 

護欄漸變率  
= 1 : 20 
(最大1:15) 

洞口可變限速牌 
及車道訊號燈 

受護欄保護的 
中央島專用 
人行通道 

按需要沿中央島 
設置管理人行開口 

專用地道 

應急車輛 
長期停泊處 

管理站 

隧道入口 
臨時停車區 

符合歐盟標準 EN1317 
H1 或以上防護等級的 
可快速開合護欄 

隧道出口 
臨時停車區 

和應急養護設施 
相連的專用車輛 
掉頭地道 



交通控制設施安全重點 

• 提供足夠路側空間 

• 資訊必須簡潔、明確及可信 

• 固定及智能標志資訊互相配合，有效地導引控制交通 

• 避免太密集甚至互相遮擋的標誌 

• 優雅和美化設計相容的設計 

谷歌街景 



交通控制設施典型佈局 

  

最低限度20m長 
較高防護力護欄 
連接隧道擋牆 
漸變率 =< 1 : 15 
(最大1:10) 

符合歐盟標準 EN1317 
H1 或以上防護等級的 
可快速開合護欄 

管理站 應急車輛 
長期停泊處 

受護欄保護的 
中央島專用 
人行通道 

按需要沿中央島 
設置管理人行開口 

和應急養護設施 
相連的專用車輛 
掉頭地道 

護欄漸變率  
= 1 : 20 
(最大1:15) 

隧道入口 
臨時停車區 

門架車道訊號燈 洞口可變限速牌 
及車道訊號燈 

遙控(可選手動)及符
合撞擊安全的 
隧道關閉欄杆 
附受撞警報系統 

門架可變限速牌及車道訊號燈 

專用地道 

空隙供緊急 
及養護車輛 
通過(可選 
錯位雙閘佈局) 

洞口可變限速牌 
及車道訊號燈 

隧道出口 
臨時停車區 

• 導引車輛進入管道及實施車道管道封閉 



接近隧道口路段典型佈局 

中央島可供 
儲存臨時標誌 

受護欄保護的 
中央島專用 
人行通道 

按需要沿中央島 
設置管理人行開口 

護欄漸變率  
= 1 : 20 
(最大1:15) 

門架車道訊號燈 

遙控(可選手動)及符
合撞擊安全的 
法國 BRA 模式活動
漸進欄杆系統附受撞
警報器 

門架車道訊號燈 
及可變信息牌 

門架可變限速牌及車道訊號燈 門架車道訊號燈 

• 預告車道或管道封閉，實施軟性措施，減少追撞風險 



• 在法國較普遍採用，簡稱 BRA  (Biseaux de Rabattement) 

• 避免工作人員暴露在高速車流 

• 可選手動或遙控, 須符合受撞安全要求 

漸進式車道關閉欄杆 

Lacroix Signalisation 

TTS 

谷歌街景 Versilis 

http://www.google.com.hk/url?sa=i&rct=j&q=&esrc=s&source=images&cd=&cad=rja&uact=8&docid=DumrtBw-x8F_oM&tbnid=sPDQTDgC5aa8GM:&ved=0CAUQjRw&url=http://www.ttsys.fr/systeme-de-transport-intelligent/systemes-de-transport-intelligent/biseaux-de-rabattement/&ei=pAgQVJjEC9DY8gX0zoKABg&psig=AFQjCNGQqCGK4KBTBQaQXqkYbrvooQOiPQ&ust=1410423318873505


路側安全原則 

路側安全區(70公里以上車速) 

• 包括硬路肩的外側8至10米範圍或中央帶16至20米範圍 

• 不可存在沒有護欄防護的危險表面、障礙物或對向車流 

• 危險障礙物包括建築物、欄杆、照明杆、標誌杆、較大直徑樹

幹、長期停泊的車輛、護欄終端等 



路側安全重點 

• 失控車輛可安全駛過的路肩或交通島 

• 選擇及佈置匹配的安全護欄系統 

• 上游護欄覆蓋下游護欄，不同護欄妥善連接 

• 減少交通島終端，無法避免的終端設置消能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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護欄缺口佈局 

• 上游護欄須覆蓋下游方向 

• 在受護欄保護的路側範圍放置各種設施 

• 引導工作人員及壞車人員走進受保護的路側範圍 

谷歌街景 



路側安全護欄典型佈局 

  

專用地道 

管理站 應急車輛 
長期停泊處 

受護欄保護的 
中央島專用 
人行通道 

門架車道訊號燈 

按需要沿中央島 
設置管理人行開口 

門架可變限速牌及車道訊號燈 

洞口可變限速牌 
及車道訊號燈 

遙控(可選手動)及符
合撞擊安全的 
隧道關閉欄杆 
附受撞警報系統 

隧道入口 
臨時停車區 

洞口可變限速牌 
及車道訊號燈 

護欄系統布局 
(具體護欄種類按車禍風險選擇) 
, 符合歐盟標準 EN1317 

H1 或以上防護等級的 
可快速開合護欄 

和應急養護設施 
相連的專用車輛 
掉頭地道 

護欄漸變率  
= 1 : 20 
(最大1:15) 

最低限度20m長 
較高防護力護欄 
連接隧道擋牆 
漸變率 =< 1 : 15 
(最大1:10) 

空隙供緊急 
及養護車輛 
通過(可選 
錯位雙閘佈局) 

隧道出口 
臨時停車區 

• 精心佈置安全護欄及消能護墊，保護車內車外人員 



中央帶活動安全護欄 

• 達到EN1317-H1以上防護級別 

• 正常行車時保障安全 

• 能以人手快速開合 

SGGT Germany 

谷歌街景 

谷歌街景 



較寬中央島隧道口典型佈局 

中央帶可供 
緊急掉頭 

遙控(可選手動)及符
合撞擊安全的 
車道關閉欄杆 
附受撞警報系統 

為確保視線, 
反向管道切換車道 
開端和隧道口應 
保持較長距離 

管道切換車道及 
養護車輛入口 

若中央島寬度達到20米以上， 
可考慮設置管理應急及養護 
中心,所有設施及日常工作區 
需受護欄保護。中央島較窄時 
車輛轉向掉頭存在安全風險 

若中央島寬度達到20米以上， 
可考慮設置管理應急及養護 
中心,所有設施及日常工作區 
需受護欄保護。中央島較窄時 
車輛轉向掉頭存在安全風險 

消能墊 

遙控(可選手動)及符合撞擊安全的
活動欄杆系統附受撞警報器 

正面 

反面 

可變交通 
管制標誌 

• 妥善利用中央島空間，佈置安全護欄及消能護墊 



建議總結 

• 整合公路隧道口的各種設施設備有利道路安全，同時有

助營造美觀的道路環境 

• 隧道設計階段需要各專業團隊，包括道路交通、機電、

監控系統、綠化美化等對交通安全原則有共同的認識，

再協調優化 

• 獨立的可行性，設計及預通車安全審計 

• 對既有隧道排查隱患並實施改進方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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