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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  言 

根据中国工程建设标准化协会公路分会《关于开展 2018年第一批中国工程

建设标准化协会标准(CECS G)制修订项目编制工作的通知》（中建标公路[2018] 

35号）的要求，由北京中交华安科技有限公司承担《公路作业区移动护栏性能

评价标准》的制订工作。 

标准编制组经广泛调查研究，认真总结实践经验，并在充分征求意见的基础

上，制定本标准。 

本标准包括 9章和 1个附录，即：1 总则、2 术语、3 基本规定、4 护栏性

能评价、5 移动护栏锚固要求、6 移动护栏施工安装后的性能评价、7试验方法

8、试验报告、附录 A 公路作业区移动护栏性能评价报告格式和附录 B公路作业

区移动护栏性能评价简表。 

本标准的某些内容可能直接或间接涉及专利，本标准的发布机构不承担识别

这些专利的责任。 

本标准由中国工程建设标准化协会公路分会归口管理，由北京中交华安科技

有限公司负责具体技术内容解释。如有需要修改和补充之处，请将有关意见和建

议寄送解释单位（地址：北京市海淀区西土城路 8号院，邮编：100088），以供

今后修订时参考。 

主 编 单 位：北京中交华安科技有限公司 

参 编 单 位：浙江省公安厅高速公路交通警察总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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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总则 

1.0.1  为规范公路作业区移动护栏的性能评价标准和检测方法，制定本标准。 

1.0.2  本标准适用于公路作业区移动护栏的性能评价，包括安全性、可移动性、

可重复利用性等。 

1.0.3  公路作业区移动护栏性能评价除应符合本标准的规定外，尚应符合国家

和行业现行有关标准的规定。 

1.0.4  本标准是《公路护栏安全性能评价标准》（JTG B05-01）的细化和补充。 

条文说明：《公路护栏安全性能评价标准》（JTG B05-01）正在修订，修订

稿中增加了移动护栏的安全性能评价内容，包括防护等级、系统变形指标、试验

条件、试验方法和性能指标要求。本标准在《公路护栏安全性能评价标准》（JTG 

B05-01）相关要求的基础上，进行进一步的细化和补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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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术语 

2.0.1  公路作业区  highway work zone 

由于公路施工、养护等作业影响交通运行，而进行交通管控的路段,包括公

路施工区、养护作业区。 

2.0.2  作业区移动护栏  moveable barriers in highway work zone 

设置于公路作业区车行道之间或中央分隔带的具有一定防护等级的一种带

状临时结构设施，用于车辆及施工作业人员防护，具有可移动性及可重复利用性。 

2.0.3  锚固式移动护栏 anchored moveable barriers 

一种移动护栏，在一定长度范围内，护栏标准段与路面有一定数量或一定面

积的锚固连接。 

2.0.4  免锚固移动护栏 anchorless moveable barriers  

一种移动护栏，护栏标准段与路面无锚固连接，主要依靠护栏自重以及护栏

基础底面与路面的摩擦力来实现护栏的安全性能。 

 



 

3  基本规定 

3.1 分类 

3.1.1  公路作业区移动护栏分为锚固式移动护栏和免锚固移动护栏。 

3.2 一般规定 

3.2.1  公路作业区移动护栏性能评价项目分为防护能量、防侵入性能、阻挡功

能、缓冲功能、导向功能、系统变形、可移动性和可重复利用性 8类。 

3.2.2  公路作业区移动护栏的防护能量、防侵入性能、阻挡功能、缓冲功能、

导向功能、系统变形性能应采用实车足尺碰撞试验方法进行评价。 

3.2.3  公路作业区锚固式移动护栏的可移动性采用每 40m长度范围内与路面固

定处的数量及面积进行评价；公路作业区免锚固移动护栏的可移动性采用每 1m

长度护栏的重量进行评价。 

条文说明：护栏的可移动性主要强调便于拆除、安装、运输及再组装的快捷、

便利及可操作性。 

3.2.4  公路作业区移动护栏的可重复利用性应采用定性方法进行评价。 

条文说明：可重复利用性主要强调护栏拆除后构件的完整性及再利用性，以

及护栏存储的便利性及使用的耐久性。要求移动护栏构件便于运输及储存，并通

过防腐工艺使其具有一定的耐久性。 

3.2.5  公路作业区移动护栏性能评价应根据设计图纸对材料力学性能、构造尺

寸规格进行检测，试验试件宜在碰撞试验后，从未破坏的试验构件中取样。 

3.3 防护等级 

3.3.1  公路作业区移动护栏的防护等级分为 C级、B级、A级、SB 级、SA级五

级，各级对应的设计防护能量应符合表 3.3.1的规定。 

 

 

 

 



 

表 3.3.1 公路作业区移动护栏的防护等级 

防护等级 一 二 三 四 五 

代码 C B A SB SA 

设计防护能量（kJ） 40 70 160 280 400 

条文说明：公路作业区移动护栏最早在国外开始大范围研发应用，近几年随

着我国早期建设的公路逐步开展大中修、改扩建工程，我国的公路作业区移动护

栏市场需求逐年增多，多个国内企业通过技术引进或自主研发，开发出多种类型

的公路作业区移动护栏，其中包括锚固式移动护栏及免锚固移动护栏。公路作业

区移动护栏结构形式多种多样，各生产厂家的产品均有不同，因此在本标准中不

对其从结构上进行明确分类，仅按其防护等级进行分级。 

C 级公路作业区移动护栏可应用于二、三、四级公路作业区。B 级及以上的

公路作业区移动护栏可应用于高速公路、一级公路作业区。城市快速路、主干路

作业区移动护栏的设置可参照公路作业区。



 

4  护栏性能评价 

4.1 一般规定 

4.1.1  公路作业区移动护栏安全性能评价项目包括防护能量、防侵入性能、阻

挡功能、缓冲功能、导向功能、系统变形。 

4.1.2  护栏安全性能评价试验应符合下列规定： 

1 公路作业区移动护栏试验车辆分为小型客车，中型客车，中型货车，大型

客车，大型货车 5种类型。 

2 移动护栏的防护等级分为五个等级：C级、B级、A级、SB级、SA级。移

动护栏应依据防护等级进行表 4.1.1规定的全部试验。护栏试验参数如下表： 

表 4.1.1 护栏试验参数 

防护等级 碰撞车型 
试验车辆总

质量m（kg） 

碰撞速度v

（km/h） 

碰撞角度

（°） 

碰撞能量

（KJ） 

C级 

小型客车 1500 50 20 - 

中型客车 6000 40 20 40 

中型货车 6000 40 20 40 

B级 

小型客车 1500 60 20 - 

中型客车 10000 40 20 70 

中型货车 10000 40 20 70 

A级 

小型客车 1500 100 20 - 

中型客车 10000 60 20 160 

中型货车 10000 60 20 160 

SB级 

小型客车 1500 100 20 - 

中型客车 10000 80 20 280 

大型货车 18000 60 20 280 

SA级 

小型客车 1500 100 20 - 

大型客车 14000 80 20 400 

大型货车 25000 60 20 400 

4.1.3   试验前应依据防护等级按表 4.1.1 的规定选取试验车辆总质量 m、碰撞

速度 v、碰撞角度θ等试验参数。 

4.1.4  移动护栏从路面至顶面的总高度不宜低于 75cm。 



 

条文说明：根据相关实车碰撞试验经验，当移动护栏的高度低于 75cm时，

护栏对控制大中型车辆侧倾、防止车辆侧翻的作用较为有限。因此，本条文提出

了移动护栏高度的最小推荐值。 

4.1.5  移动护栏总体宽度不宜大于 60cm。 

条文说明：大改扩建工程中，不同的施工阶段，需要将移动护栏在道路横断

面上进行转场布设。移动护栏总体宽度过大时，不利于在横断面不同位置的布设，

因此，本条文提出了移动护栏总体宽度的最大推荐值。 

4.2 评价项目指标 

4.2.1 防护能量评价指标应满足实测碰撞能量不小于对应等级设计防护能量的

要求。  

4.2.2 阻挡功能评价指标应满足下列要求：  

1 试验护栏应能够阻挡试验车辆穿越、翻越和骑跨。  

2 试验护栏的纵向结构不得完全断裂。  

4.2.3 防侵入性能评价指标应满足试验护栏构件及其脱离件不得侵入试验车辆

乘员舱的要求。  

4.2.4 缓冲功能评价指标应满足下列要求：  

1 乘员碰撞速度的纵向与横向分量上限值均不得大于 12m/s。  

2 乘员碰撞后加速度的纵向与横向分量上限值均不得大于 200m/s
2
。  

4.2.5 导向功能评价指标应满足下列要求：  

1 试验车辆碰撞后不得翻车。  

2 试验车辆驶出驶离点后的轮迹经过图 4.2.5 所示的导向驶出框时不得越

出直线 F。参数 A 和 B 的取值应符合表 4.2.5 的规定。 



 

 

图 4.2.5 试验车辆轮迹导向驶出框 

注：1. 线段P 为试验防撞护栏碰撞前迎撞面最内边缘的地面投影线；  

2. 直线F 与直线P 平行且间距为A；  

3. 直线F 的起点位于驶离点在直线F 上的投影点，长度为B。 

 

表4.2.5 参数A和B的取值（m） 

碰撞车型 
参数 

A B 

小型客车 2.2+VW+0.16VL 10 

大中型客车、大中型货车 4.4+VW+0.16VL 20 

注：1. VW——车辆总宽（m）; 

    2. VL——车辆总长（m）。 

4.2.6 系统变形评价指标应满足下列要求：  

1  C级、B级、A级移动护栏最大横向动态位移外延值（W）不宜大于 3m。 

2  SB级、SA级移动护栏最大横向动态位移外延值（W）不宜大于 3.5m。 

3 车辆最大动态外倾当量值（VIn）不宜大于 3.5m。 

4.2.7 护栏可移动性评价指标应满足下列要求：  

1 锚固式移动护栏每 40m长度范围内与路面固定处的数量不宜大于 2处； 

2 锚固式移动每处固定的面积总和不宜大于 0.006m2。 

条文说明：每处固定以不超过 8根直径 30mm的螺栓面积计。其他固定方式

可参照本条进行折算。 

3 免锚固护栏每延米整体重量不宜大于 600kg，单个构件每延米重量不宜大

于 500kg。 

4.2.8 护栏可重复利用性应满足下列要求： 



 

1 护栏结构应具有一定的强度与刚度，构件应便于拆装、移动和运输安装，

便于不同施工区转场使用； 

2 护栏材料应具有一定的耐久性，便于储存及重复利用。 

 



 

 

4.3 评价与结论 

3.4.1公路作业区移动护栏性能评价应符合下列规定： 

1  评价应依据设施类型、防护等级，按照本标准的相关规定，确定需进行

的试验检测类型及参数，逐一完成试验检测，并根据评价项目测试数据对照评价

项目指标要求给出测试结果。 

2  评价的试验应为判定有效的试验。 

3  评价的设施应为同一型号且规格指标、施工技术条件均相同的设施。 

条文说明：对同一型号的公路作业区移动护栏的评价结论，应基于相同结构、

相同材料、相同构件高度、宽度、材料壁厚等规格指标，在相同锚固方式、设置

长度、相同路面材料及路面施工条件的情况下进行的试验检测。 

3.4.2评价结论应符合下列规定： 

1  评价对象完成规定的防护等级、阻挡功能、缓冲功能、导向功能等试验

及测试后，全部试验的安全评价项目测试结果均满足评价项目指标时，应判定为

该移动护栏在选定的防护等级下性能满足安全评价指标要求，安全评价结论应为

合格，否则应为不合格。 

2  评价对象部分完成规定试验时，应仅对已完成试验的测试结果描述是否

满足评价指标要求，不应使用合格与否评价结论。 

3  系统变形、可移动性及可重复利用性只记录评价结果，不给出评价结论。 

3.4.3评价对象完成规定试验后，全部试验的试验条件、试验参数、试验过程与

现象、测试结果，试验车辆技术参数，试验设施的设计图纸、技术要求、材料力

学性能、尺寸规格、基础条件、连接形式、锚固方式、试验路面条件等均应作为

评价结论的溯源试验记录编制在评价报告中。 

条文说明：材料力学性能主要包括移动护栏主要受力构件所用金属材料拉伸

试验测试的屈服强度、抗拉强度、断后伸长率，混凝土立方体抗压强度试验测试

的抗压强度，以及其他材料按照相关标准要求的力学性能。 



 

3.4.4评价完成后应编制《公路作业区移动护栏性能评价报告》（附录 A），评

价报告应包括翔实的试验记录、明确的评价结论，并应符合本标准附录 A 的相

关规定。评价过程记录应符合附录 B 的要求。



 

 

5   移动护栏锚固要求 

5.1 标准段锚固 

1 标准段的锚固应考虑护栏的可移动性，减少对路面造成的破坏。 

2 标准段的锚固应考虑护栏与路面固定连接的可靠性，护栏单个锚固件与路

面的拉拔力不应低于 50kN。 

条文说明：护栏单个锚固件与路面的拉拔力以直径 20mm螺栓采用植筋胶植

入路面以下 30cm计。 

3 标准段的锚固不应对车辆造成阻绊。 

5.2 端部锚固 

1 端部段的锚固应考虑护栏与路面或端部基础固定连接的可靠性。 

2 端部单个锚固件与路面或基础的拉拔力不应低于 50kN，总拉拔力不应低

于 400kN。 

条文说明：护栏端部锚固的单个锚固件与路面拉拔力以直径 20mm螺栓采用

植筋胶植入路面以下 30cm计。总拉拔力以 8根螺栓计。实际应用时可根据需求

进行设计，但不应低于本条文要求的值。 

6  移动护栏施工安装后的性能评价 

6.1 移动护栏施工安装后的材料及结构形式不应与设计图纸有偏差。 

6.2 移动护栏施工安装后的构件尺寸与实车碰撞试验时的构件尺寸偏差不

应大于 5%。 

6.3 移动护栏施工安装时的锚固间隔长度不应大于实车碰撞试验时的锚固

间隔长度，护栏每 40m长度范围内的锚固数量不应小于实车碰撞试验时护栏每

40m长度范围内的锚固数量。 



 

6.4 移动护栏施工安装时，标准段及端部锚固件的拉拔力不应低于实车碰撞

试验时测得的拉拔力。 



 

 

7  试验方法 

7.1 试验场地 

试验场地不得有积水、冰、雪以及影响车辆运行的障碍物，露天场地不得在雨、雪、雾

的天气条件下进行实车足尺碰撞试验。 

7.2 试验车辆 

7.2.1试验车辆总质量容许误差应符合表 7.2.1 的规定。 

表 7.2.1 试验车辆总质量容许误差 

试验车型 试验车辆总质量 m（kg） 容许误差（kg） 

小型客车 1500 -75~0 

中型车辆 6000 和 10000 0~+300 

大型车辆 14000 和 18000 0~+400 

大型货车 18000kg 及以上 0~+500 

7.2.2 碰撞速度 v 和碰撞角度θ应符合下列规定：  

1 碰撞速度v 应取试验车辆在碰撞点前6m 处处于自由状态的速度，容许误差应

为0 ~ +3 km/h。  

2 碰撞角度θ应取试验车辆纵向中心线与护栏纵轴线夹角，容许误差应为 0°~ 

+1.5°。 

7.3 碰撞点位置 

移动护栏碰撞点位置和碰撞方向应符合下列规定（图 7.3.1）： 

1 对于小型客车，碰撞点位置 P 应位于沿试验车辆行车方向距离护栏起点 1/3 

长度处；当移动护栏结构有固定于路面的立柱时，碰撞点位置 P 应位于距离护栏起

点 1/3 长度最近的两立柱间距中点处。  

2 对于大中型车辆，碰撞点位置 P 应位于沿试验车辆行车方向距离护栏起点 1/3 

长度处。  

3 碰撞角度θ应为 20°。  

4 碰撞点位置的容许误差不得大于 30cm。 



 

 

图7.3.1 试验护栏标准段和试验移动护栏的碰撞点位置 

7.4 试验护栏设置长度 

7.4.1半刚性移动护栏及组合式移动护栏的设置有效长度不得小于 70m。 

条文说明：组合式移动护栏包含但不限于下部为混凝土基底，上部为半刚性

护栏构件的移动护栏。 

7.4.2刚性锚固式移动护栏的设置有效长度不得小于 40m。 

7.4.3刚性免锚固移动护栏的设置有效长度不得小于 70m。 

7.5 锚固 

7.5.1 锚固式移动护栏标准段与路面的连接锚固应与设计图纸一致。 

7.5.2 移动护栏端部锚固应与设计图纸一致，并应保证试验过程的有效性及试

验结论的客观性。 

 



 

 

8  试验报告 

8.0.1  实车足尺碰撞试验应编制《公路作业区移动护栏性能评价报告》。 

8.0.2  试验前应记录移动护栏的长度、外观尺寸、护栏单元间的连接方式、护

栏与路面连接固定方式、护栏标准段及端部锚固方式等。 

8.0.3  试验后应记录包括但不限于下列内容： 

1 实际的碰撞点、碰撞角度。  

2 小型客车车辆重心处加速度。  

3 试验车辆侵入移动护栏的位置、接触长度及状态。  

4 锚固式移动护栏标准段锚固的变形破坏情况。 

5 免锚固移动护栏基础（底座）的变形破坏情况。  

5 端部锚固的变形破坏情况。  

6 移动护栏结构的变形破坏情况。  

7 移动护栏连接处的变形破坏情况。  

8 移动护栏脱离件的尺寸、质量和散落位置。  

9 移动护栏运动的姿态和轨迹情况。  

10 移动护栏相对于初始位置的移动距离。  

11 试验车辆的轮迹、姿态和变形破坏情况。  

12 试验车辆的轮迹与导向驶出框的位置关系。  

13 试验车辆相对于碰撞点位置的移动距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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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意事项 

 

1、报告每页都应盖有检测专用章的骑缝章，否则视为无效； 

2、报告无主检、审核、批准人签字无效； 

3、报告涂改无效，复印件未加盖评价单位检测专用章无效； 

4、报告结果只对试验设施来样负责。 

 

A.3 公路作业区移动护栏性能评价报告内容 

公路作业区移动护栏性能评价报告应至少包括下列内容。 

1 概述 

试验依据、试验公路作业区移动护栏形式、护栏名称及相应防护等级对应的

试验参数等。 

2 试验公路作业区移动护栏 

设计图纸、设计防护等级、主要设计参数的详细记录（上部结构、下部基础、

设置长度、连接形式、标准段锚固方式（如有）、端部锚固方式（如有）、路面

条件（沥青路面还是水泥混凝土路面？试验路面是否存在坡度、横向高差等）、

材料力学性能检测报告以及公路作业区移动护栏照片等。 

3 试验车辆 

车辆总质量、整备质量、几何尺寸、重心位置、轮胎气压和配载情况等技术

参数以及试验车辆照片等。 

4 试验环境 

仪器型号、试验场地布置和气候环境（温度、湿度、风力风向等）。 

5 测试结果 

（1）试验参数 

车辆总质量、碰撞速度、碰撞角度以及碰撞点位置的数据。 

（2）测试指标与分析 

①试验护栏的破坏情况和车辆轮迹的数据和照片 

②试验护栏构件及其脱离件侵入车辆乘员舱情况的照片 



 

③车辆轮迹越出导向驶出框瞬间的车辆重心处速度数据 

④小型客车车辆重心处加速度数据以及乘员碰撞速度和乘员碰撞后加速

度的计算过程数据 

⑤车辆碰撞试验护栏过程的视频数据 

⑥试验护栏最大横向动态变形值、最大横向动态位移外延值，车辆最大动

态外倾值及车辆最大动态外倾当量值 

⑦试验护栏标准段锚固的受力变形情况 

⑧试验护栏端部锚固的受力变形情况 

⑨试验护栏构件脱离件的尺寸、质量和散落位置 

⑩车辆乘员舱变形的数据和照片 

6 结论 

（1）试验有效性 

根据试验过程中是否出现本标准规定的导致无效试验的异常情况，给出试验

有效性结论。 

（2）安全性能评价结论 

记录全部适用评价项目的测试结果，并根据防护能量、阻挡功能、缓冲功能、

导向功能、防侵入功能、车辆形态及系统变形等评价项目的测试结果，给出试验

护栏安全性能是否达到相应防护等级的结论。 



 

 

附录 B 公路作业区移动护栏性能评价简表 

表 B.1 公路作业区移动护栏评价简表 

试验护栏名称及编号  委托单位  

试验护栏设计图纸 见附件 

评价依据 
《公路作业区移动护栏性能评价标

准》 

（***—***） 

评价方法 实车足尺碰撞试验 

试验 

参数 

测试 

结果 

试验编号 
试验

日期 

碰撞

车型 

车辆总质量 

（t） 

碰撞速度 

（km/h） 

碰撞角度 

（°） 

 

碰撞

能量 

（kJ） 

碰撞点位置

（P1） 

 
1        

2        

....        

评价项目 

   小型客车 大中型客车 大中型货车 

测试结

果 
是否满足 

测试 

结果 

是否 

满足 

测试 

结果 

是否 

满足 

防护 

能量 
实测碰撞能量（kJ）       

阻挡 

功能 

 

车辆是否穿越、翻越和骑跨 

试验护栏 
      

试验护栏纵向结构是否 

完全断裂 
      

防侵入

性能 

试验护栏构件及脱离件 

是否侵入试验车辆乘员舱 
      

缓冲 

功能 

乘员碰撞 

速度（m/s） 

纵向   — — — — 

横向   — — — — 

乘员碰撞后 

加速度（m/s
2
） 

纵向   — — — — 

横向   — — — — 

导向 

功能 

车辆碰撞后是否翻车       

车辆碰撞后的轮迹是否满

足导向驶出框要求 
      

系统 

变形 

最大横向动态变形值 D（m）       

护栏最大横向动态位移外

延值 W（m） 
— —     

车辆最大动态外倾当量值

Vin(m) 
— —     



 

试验是否效    

试验护

栏构件

脱离件

情况 

的尺

寸、质量

和散落

位置 

构件名称（mm） 尺寸（mm） 质量（kg） 
护栏构件散落位置 

距构件至原位置的

（m） 构件名称（mm）    

构件名称（mm）    

构件名称（mm）    

锚固 

情况 

锚固位置 锚固间距 
每 40m 锚固数量及

面积 
锚固力（kN） 

标准段    

端部    

评价 

结论 
该移动护栏标准段在 XX 防护等级下安全性能合格/不合格。 

评价 

单位 

名称 

                                       

   （盖章） 

年   月   日 

主检 （签字） 审核 （签字） 批准 （签字） 

 

 



 

本标准用词说明 

1 为便于在执行本标准条文时区别对待，对要求严格程度不同的用词说明如

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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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条文中指明应按其他有关标准执行的写法为：“应按……执行”或“应符

合……的规定”。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