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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工作概况 

1、任务来源 

近年来，旋转护栏在公路尤其是高速公路上逐步获得了认可，应用场景也不断扩大，

已应用于长陡下坡路段、隧道口路段、匝道路段以及避险车道等重点路段。旋转护栏作为

一种新型产品，在现行规范中未给你出具体的技术指标要求，仅依据现行《公路护栏安全

性能评价标准》（JTG B05-01-2013）提供了相应的防护等级检测数据，导致在应用时缺乏

相应的技术指导，例如在设计、施工以及验收方面的相关技术指标，同时，随着我国高速

公路智慧化、智能化发展，护栏作为生命安全的一道重要防线，其也需要具备相应的智慧

化特点，主要体现在护栏的碰撞报警方面，可以使事故得到快速救援，护栏得以快速恢复，

保障公路的运营安全，但目前行业内缺乏相关技术标准支撑，为规范旋转护栏的产品技术

指标，提升旋转护栏的使用效能，总结经验提出公路旋转式护栏技术指标和评价标准。 

2、协作单位及主要起草人 

本标准于 2021年由中国技术市场协会交通运输委员会提出并归口，并由深圳市正道

公路工程有限公司、中交公路规划设计院有限公司、江西省交通投资集团、广西长长路桥

建设有限公司、中交第一航务工程局有限公司、广西中交浦清高速公路有限公司、山东高

速路桥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宁夏交投高速公路管理有限公司共同起草，主要起草人为廖红

玲、尤良春、王永泉、李广平、刘源保、王福和、缑永涛、白彩霞、杨碧原、刘明、梁振、

刘敬红、雷齐筝、黄远亮、邹雄林、何克扬、崔瑾、 李志、董洪武、蔡泽海、钟水平、

覃靖、覃珍波、李杨梅。 

3、工作过程 

2021年 7月，由中国技术市场协会交通运输委员会提出，通过立项及大纲评审，启动

了《公路旋转式护栏》团体标准的制定工作，成立了标准编制组，开始着手《公路旋转式

护栏》标准的起草工作，于 2021年 10月完成标准草案，2021 年 12月完成标准征求意见

稿，计划 2022年 2月完成标准送审稿并召开送审稿审查会，具体工作过程如下。 

1）标准调研、验证阶段（2021年 4月～2021 年 5月）  

2021年 4月～2021 年 5月，明确工作后立即成立了编制组，邀请行业内优秀企业及

相关的设计、使用单位参与。对现有旋转式护栏的弊端做了充分研究，对该技术提出了相

应改进意见，并就该项目的国内外相关技术标准进行了充分的调研，在充分吸收现有技术

的基础上对该项技术进行了详细补充和完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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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标准初稿起草阶段（2021年 6月～2021 年 7月） 

2021年 7月，起草组完成标准初稿，经归口单位审阅，并与起草组进行了标准开题论

证会，编制组开始分析整理试验数据，完成了公路旋转式护栏相关技术、准备资料的收集

整理，完成了公路旋转式护栏的编制大纲资料初稿，并召开立项评审会及标准编制大纲评

审会。编制组根据专家意见，对标准工作组草案进行修订，进一步完善了该系列产品的应

用技术。 

3）征求意见稿起草阶段（2021 年 8月～2021 年 12月） 

2021 年 12月，在充分调研和分析总结的基础上，编制组在标准初稿的基础上确定标

准的各项技术指标，经过讨论和改进，完成征求意见稿，并进行公开征求社会意见。 

4）送审稿起草阶段（2022年 1月～2022年 2月） 

2022年 1月～2022年 2月，根据意见汇总和处理情况，重新对《公路旋转式护栏》

进行修订，完成标准送审稿，于 2022年 2月召开标准送审稿审查会。 

5）报批稿起草阶段（2022年 3月） 

2022年 3月，根据标准送审稿审查会各位专家意见，对《公路旋转式护栏》修订，完

成标准报批稿，于 2022年 3月提交归口单位，进行报批。 

二、主要技术内容 

1  概述 

本标准在《公路交通安全设施设计规范》（JTG D81-2017）和《公路交通安全设施设

计细则》（JTG/T D81-2017）的基础上，详细规定了产品构成、护栏的设置 、技术要求、

试验方法、检验规则、标志、包装、运输与储存、施工准备、施工安装、验收、养护和维

修、护栏监测预警器的要求。目的在于科学合理指导该类产品的设计、生产、应用以及积

极推进该类产品的发展创新，提升产品总体质量，有效降低公路特殊路段的安全事故率及

伤亡率，保障公路安全运行环境，确保人民群众生命和财产安全。 

随着国家产业和交通强国政策的推进，创新产品“公路旋转式护栏”将大大提升交通

安全全生命使用周期的安全性能，降低成本，给企业带来了可观的经济效益。交通运输部

于 2018年 1月 1日起颁布实施的《公路交通安全设施设计规范》 （JTG D81-2017）和《公

路交通安全设施设计细则》 （JTG/T D81-2017）对缆索护栏、波形梁护栏以及混凝土护

栏均进行了相应的规定，并提供了相应的设计图，但对于旋转护栏则未有相关技术要求，

导致在高速公路交工验收时，相应的安全设施质量参差不齐；由此造成了一定的安全隐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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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规范旋转护栏的产品技术指标，提升旋转式护栏的使用效能，制定《公路旋转式护栏》

标准。 

2  编制原则及标准内容的确定 

2.1 标准编制原则 

(1）认真贯彻国家有关法律法规和方针政策。标准中的所有规定，均不得与现行法律

和法规相违背。 

(2）充分考虑使用要求，并兼顾全社会的综合效益。满足使用要求是制定标准的重要

目的，在考虑使用要求的同时，也应兼顾全社会的利益。 

(3）合理利用国家资源，推广先进技术成果，在符合使用要求的情况下，有利于标准

对象的简化、选优、通用和互换，做到技术上先进、经济上合理。 

(4）相关标准要协调配套。制定标准要考虑有利于标准体系的建立和不断完善。这样

才能保证生产的正常进行和标准的有效实施。 

(5）积极采用国际标准和国外先进标准，有利于促进对外经济技术合作和发展对外贸

易，有利于我国标准化与国际接轨。 

2.2 主要技术内容和说明 

2.2.1 主要技术内容 

本标准规定了公路旋转式护栏的术语和定义，分类、产品构成、护栏的设置、技术要

求、试验方法、检验规则、标志、包装、运输与储存、施工准备、施工安装、验收、养护

和维修、护栏监测预警器。 

2.2.2 指标制订 

2.2.2.1产品分类、规格及型号 

本标准在调研全国数家防撞护栏生产企业、使用单位及设计单位，了解防撞护栏技术

性能的实际需求，以及现有防撞护栏在使用过程中所存在的问题，分析总结现有防撞护栏

的弊端，对公路旋转式护栏进行相关设计研究，调研了国内现有产品使用情况，对产品做

出相应完善。 

2.2.2.2技术要求 

(1) 材料要求 

A.旋转桶 

B.公路旋转式护栏的钢构件： 

C.螺栓、螺母、垫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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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防腐处理要求 

A.立柱、横梁、端头、连接件、过渡板、等主要钢构件处理要求 

B.销杆、螺栓等紧固件处理要求 

三、主要试验（验证）的分析，技术经济论证，预期的经济效果 

3.1 主要实验（验证）的分析  

公路旋转式护栏因为其特殊的结构设计，使其比现有护栏性能在以下方面更优越： 

①防撞性能、阻挡、缓冲和导向功能更优； 

② 旋转桶颜色为警示色的工程黄，夜间反光诱导效果更优； 

③最大横向动态位移外延值和车辆最大动态外倾当量值更小。 

3.2  技术经济论证 

本标准的起草是在公路旋转式护栏十多年应用的基础上，总结了在隧道口、匝道、收

费站广场、长陡下坡路段、避险车道引道等各种应用场景的应用经验。通过分析用户的应

用需求，制订了具有防撞、阻挡、缓冲和导向性能更优的系列产品方案。在满足防撞性能

的基础上，经过与传统护栏的性价比分析，公路旋转式护栏从全生命周期的角度出发比同

等级护栏的经济成本低。 

 3.3预期的经济效果       

通过本标准的制订，将对公路旋转式护栏的推广应用有一个很大的帮助。特别是在公

路长陡下坡路段、隧道口路段、匝道路段以及避险车道等事故多发路段，公路旋转式护栏

的每年的市场销售量在 5亿以上，它将为我国公路安全安全防护提供了最基本的保障。                     

四、采用国际标准的程度及水平的简要说明 

标准在编写过程中查阅了国内外先进的技术标准，经过分析论证公路旋转式护栏的加

工、防腐技术性能指标，远远高于传统波形梁护栏标准的技术要求，具有国际领先水平。 

五、重大分歧意见的处理经过和依据 

本标准在编写过程中无重大意见分歧。 

六、其他应予以说明的事项 

虽然在标准的起草过程中，标准编制工作小组人员进行了大量调研工作，尽可能使标

准制订地科学合理，但是由于认知的局限性，难免有疏忽之处。为了标准的进一步完善，

请各单位在执行本标准的过程中，注意积累资料，总结经验，如发现需要修改和补充之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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请将意见和有关资料及时反馈给我们，以供修订时参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