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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　　言

　　本标准由公安部道路交通管理标准化技术委员会提出并归口。

本标准由公安部交通管理科学研究所负责起草。

本标准主要起草人：邱红桐、赵永进、应朝阳、卢利强、包勇强、郭永、顾家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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城市道路交通信号控制方式适用规范

１　范围

本标准规定了不同信号控制方式的适用基本原则、多相位控制方式设计原则以及采用不同控制方

式的技术经济评价方法。

本标准适用于城市道路交通信号控制方式的设计和建设。

２　规范性引用文件

下列文件中的条款通过本标准的引用而成为本标准的条款。凡是注日期的引用文件，其随后所有

的修改单（不包括勘误的内容）或修订版均不适用于本标准，然而，鼓励根据本标准达成协议的各方研究

是否可使用这些文件的最新版本。凡是不注日期的引用文件，其最新版本适用于本标准。

ＧＡ／Ｔ５０９—２００４　城市交通信号控制系统术语

３　术语和定义

ＧＡ／Ｔ５０９—２００４中确立的术语和定义适用于本标准。

４　单点多时段定时控制方式、单点感应控制方式、线协调控制方式、区域协调控制方式适用基本原则

单点多时段定时控制方式、单点感应控制方式、线协调控制方式、区域协调控制方式均应根据交通

需求和道路条件选定，并需进行技术经济评价。

在选用某种控制方式时，宜采用计算机仿真技术进行分析比较和配时方案的优化。

４．１　单点多时段定时控制方式适用原则

单点多时段定时控制方式是最基本、最经济的控制方式。

当交通状况符合总体流量稳定、变化比较规律的条件时，可选用此种控制方式。

４．２　单点感应控制方式适用原则

４．２．１　当单点控制的交叉口交通状况变化比较频繁且没有规律时，宜采用单点感应控制。

４．２．２　单点感应控制一般在交叉口进口车道设置检测器或在人行横道线前设置行人按钮，信号配时参

数可随检测到的信息而改变。

４．２．３　单点感应控制分为半感应控制和全感应控制。

在支路流量比较小的信号控制交叉口或路段的人行横道处，可采用半感应控制。在支路上设置检

测器或在人行横道处设置行人按钮，根据是否有交通需求而确定是否运行该相位，并根据交通需求情况

确定相应相位时间。

在各进口流量相近，且变化较为频繁的信号控制交叉口宜采用全感应控制方式。若单个路口信号

机有能力根据检测的实时交通状况进行配时优化，也可实现单点优化控制。

４．３　线协调控制方式适用原则

４．３．１　当需要在单点控制的基础上扩大控制范围，对若干连续交叉口形成的线路上进行协调控制以提

高整体通行效率时，可采用线协调控制方式。

４．３．２　采用此种控制方式时，针对若干连续交叉口设计一种相互协调的配时方案，通过时钟同步，各交

叉口的信号机按预设方案协调运行。

４．３．３　线协调控制方式应考虑相邻交叉口的距离。通常若路口间距离大于８００ｍ以上时，会降低路

口间的协调效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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