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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设计说明 
 

一、设计内容 

交通安全设施设计坚持“安全、环保、舒适、和谐 ”的理念，体现“以

人为本，安全至上 ”的指导思想， 将安全放在首位，采取一切有效方法

和措施，保障公路设施自身安全、运行车辆行驶安全。 

本项目 K131+000-K142+000位于重丘山区，为二级公路，设计时速

40km/h，路基宽 8.5m。 

该路段大部分路段为连续长陡坡路段和高填方路段，该路段具有陡坡

总距离长、易产生团雾影响视线等特点。这些因素增加了驾驶的难度和风

险。在长下坡路段，驾驶员为了控制车速，会频繁踩刹车，导致刹车装置

内部温度过高，刹车距离延长甚至刹车失灵。特别是在雨雪天气，路面湿

滑或结冰，紧急制动相当困难，易造成车辆失控脱离路面，该路段大部位

为高填方路段，危及驾驶人员和乘客的生命安全。 

长坡路段本就具有高危险性，若还存在以下方面的问题，则会使问题

变得更加严重： 

（1）标志、标线缺失或损坏或设置距离不当，对驾驶员起不到警示提

醒作用； 

（2）路侧险要，无护栏常导致失控车辆脱离路面造成驾乘人员危险。  

（3）在原有波形护栏但防护等级不足则会导致无法有效阻拦失控车 

辆，导致车辆脱离路面造成驾乘人员危险。 

（4）在某些险要路段护栏长度不足，则会使得失控车辆在该路段无法 

得到充分的保护，导致驾乘人员发生危险。  

（5）现有震荡减速标线长期磨损，导致车辆无法得到充分提醒，会导

致驾驶员无法及时减速发生危险。  

（6）原有轮廓标长期损耗，导致缺损或反光膜破损。会导致驾驶人员

无法及时得知路面边缘位置，增加驾驶员冲出路面发生危险的可能。 

（7）受雨雪、霜冻及起雾等天气因素影响视线及视距从而发生交通事

故。  

二、设计方案 

本次设计根据现场实际情况和现行规范规程结合相关案例综合考虑，

通过借鉴和创新性的技术和措施,以改善公路安全性和可持续性，针对急

弯、陡坡和连续弯道路段的交通安全设施类型和功能特点，对事故易发生

路段从“视线诱导”“危险评估”“强制减速”和“安全防护”四个方面进

行分析，提出以下安全设施方案： 

1)、 急弯路段 

a) 增设振动减速标线和纵向减速标线; 

b) 完善护栏布设和提高护栏等级; 

c) 拓宽硬化路肩和土质边沟改造为盖板边沟，增加路基宽度，给车

辆提供纠错空间。 

2)、 陡坡和连续坡道路段 

a) 按适当距离设置限速标志和警示标志（长下坡提醒、陡坡提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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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 路边线采用振动减速标线; 

c) 陡坡和连续坡道起终点处增设爆闪灯; 

d) 多雾路段在砼防撞墙增设立面标记和爆闪灯； 

e) 完善护栏布设和提高护栏等级，将原有 B级波形护栏更换为 A级。 

3)、 高填方路段 

对高填方内侧易受雨水冲刷路段采取封水措施，避免雨水长期滞留后

侵入路基对路基路面及安全设施造成损坏。 

三、设计依据 

（1）《公路工程技术标准》（JTGB01-2014） 

（2）《公路勘测规范》（JTGC10－2018） 

（3）《公路路线设计规范》（JTGD20-2017） 

（4）《公路养护技术规范》（JTGH10-2009） 

（5）交通部厅公路字［2006］418号《公路安全保障工程实施技术指南》； 

（6）《国家公路网交通标志调整工作技术指南》（2017 年 12 月 1 日

起实施） 

（7）《广西公路安全设施和交通秩序精细化提升行动实施方案》（桂交

建管发[2022]29号 

（8）交通运输部、公安部共同指定《公路安全设施和交通秩序管理精

细化提升行动方案》（交办公路[2022]14 号） 

（9）《公路养护工程管理办法》（交公路发〔2018〕33 号） 

（10）《公路交通安全设施设计规范》（JTGD81-2017） 

（11）《公路交通安全设施设计细则》（JTG/TD81-2017） 

（12）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标准 GB/T 18226-2015《公路交通工程钢构

件防腐技术条件》 

（13）设计单位调查该路时收集的有关资料。 

四、交通标线设计 

1、设计原则 

本项目为路面服务能力提升工程，经过路面翻修后，应对路面标线进

行原位恢复。标线的作用是管制和引导交通，可以和标志配合使用，也可

以单独使用。标线应能确保车流分道行驶，导流交通行驶方向，加强行驶

纪律和秩序，减少事故。标线应保证在白天和晚上都具有视线诱导功能，

并应做到车道分界清晰，线向清楚，轮廓分明，根据本路段实际情况，标

线设置原则如下： 

（1）、可跨越对向车道分界线：设在对向行驶的车行道分界线上，用

来分隔对向行驶的交通流，在保证安全的情况下，允许车辆短时越线行驶。

可跨越对向车行道分界线为黄色虚线，采用线宽 15cm，实长 400cm，间隔

600cm。 

（2）、禁止跨越对向车道分界线：一般设于道路中线，用来分隔对向

行驶的交通流，并禁止双方向或一个方向车辆越线或压线行驶，本项目禁

止跨越对向车道分界线采用双黄实线、黄色虚实线、黄色实线等类型，其

中双黄实线线宽均为 15cm、标线线间距为 20cm；黄色虚实线线宽均为 15cm、

标线线间距为 20cm、黄色虚实线中虚线线段及间隔长分别为 4m和 6m；黄

色实线禁止跨越对向车行道分界线线宽为 15cm。 

（3）、人行横道线：人行横道线标划斑马线，白色实线，线宽为 40c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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间隔 60 cm，宽度为 5m。 

（4）、停止线：表示车辆让行、等候放行等情况下的停车位置。划设

于人行横道前端，与车行道中心线连接，为白色实线，线宽 20cm，距离人

行横道 2m。 

（5）、人行横道预告标识：表示用来提示前方接近人行横道，须注意

行人横过马路。本标识为白色菱形图案，纵向长度为 3米，需设置两组，

第一组在图案中心距人行横道 30～50 米处设置，第二组在图案中心距第一

组图案中心 10～20 米处设置。 

（6）、车行道横向减速标线：由一组垂直于车行道的白色标线组成，

线宽为 45cm，线间距为 45cm，设置间隔应使车辆通过各标线间隔的时间大

致相等，以利于行驶速度逐步降低。 

（7）、车行道边缘线：为白色实线或虚线，线宽均为 15cm，在出入口、

交叉口等路段设置车行道边缘白色虚线，虚线的线段及间隔长度分别为 2m

和 4m，虚线设置于允许车辆跨越的车道一侧。 

2、技术要求 

（1）白色反光标线（干态）在交工验收前逆反射亮度系数≥150 

mcd · m-2 · lx-1，正常使用一年后逆反射亮度系数≥80 mcd · m-2 · lx-1；

黄色反光标线（干态）在交工验收前逆反射亮度系数≥100mcd · m-2 · lx-1，

正常使用一年后逆反射亮度系数≥50 mcd · m-2 · lx-1。标线在正常使用期

间，反射标线的逆反射系数应满足夜间水下视认要求，白色反光标线的逆

反射亮度系数不应低于 80 mcd · m-2 · lx-1，黄色反光标线的逆反射亮度系

数不应低于 50 mcd · m-2 · lx-1。 

（2）一般标线的标线厚度为 1.8±0.2mm，减速标线的厚度为 6±1mm。 

（3）标线涂料材料密度为 1.8～2.3g/m³,软化点为 100～140℃，涂膜

冷凝后要无皱纹、斑点、起泡、裂纹及表面无发粘现象，涂膜的颜色和外

观要与标准板差异不大。涂料的玻璃珠含量应不低于 30%，反光型标线流

动度为 90±10mm²/g、凸起型标线流动度为 50±5mm²/g，其它均满足《路

面标线涂料》（JT/T280-2022）中的相关规定。 

3、施工注意事项 

（1）施工前要先将道路表面上的污物、松散的石子和其它杂质清除，

并保持设置标线的路面表面清洁干燥。 

（2）喷涂工作一般在白天进行。当天气潮湿，灰尘过多、风速过大或

温度低于 10℃时，喷涂路面标线工作要暂时停止。 

（3）玻璃珠的撒布要经试验并获得监理工程师的批准后方可实施。撒

布玻璃珠要在涂料喷涂后立即进行，以 0.3kg/m2的用量加压均匀撒布在所

有的标线上。 

（4）为了防止由于标线的阻水引起的交通事故，对超高路段的内侧或

外侧车行道边缘线留出横向排水缝，排水缝宽 5cm，间距为 10～15m。 

（5）冷喷标线施工时，先导车排除路面障碍物，由标线涂覆机进行喷

涂，路面上的尘埃等污物使用标线涂覆车上的吹气机排除，标线涂覆机匀

速前进，使涂层厚薄均匀，达到要求的厚度。 

五、波形护栏设计 

5.1、布设原则 

按照规范要求在路侧可能出现的不同的交通事故等级或危险情况设置



S301线 K131+000～K142+000段普通省道安全设施精细化提升工程项目施工图设计                                                                                             S4-1 

广西顺捷交通勘察设计有限公司                                                                         4 

相应等级的波形梁护栏；并根据公路线形、运行速度、填土高度和车辆构

成等因素以及沿线调查的情况作调整。 

根据现场调查，本项目将对路侧临河、高填方等现状设置护栏长度不

足的危险路段新建 A级波形护栏（Gr-A-4C）及 AT1-2 上游端头，开口处护

栏端头部分设置圆形端头。新建波形护栏栏板颜色为绿色。 

5.2、波形梁护栏结构 

波形梁钢护栏采用圆形钢管立柱，A级标准波形板尺寸为 4320×506×

85×3（mm），钢管立柱尺寸为Φ140×4.5×2350（mm）（打入式）、Φ140×

4.5×1470（mm）（埋入式）、Φ140×4.5×1750（mm）（端部）。波形梁钢护

栏所用的各种材料的规格、材质均应符合现行《波形梁钢护栏》（GB/T 

31439.1～2-2015）及《结构用冷弯空心型钢》（GB/T 6728-2017）。 

（1）波形梁、立柱、防阻块、端头及连接螺栓等所用钢材为普通碳素

结构钢（Q235），其技术应符合《碳素结构钢》（GB 700-2006）的规定，其

抗拉强度不得小于 375MPa。 

（2）高强度拼接螺栓连接副应符合《低合金高强度结构钢》（GB/T 

1591）、《优质碳素结构钢》（GB/T 699）或《合金结构钢》（GB/T 3077）的

要求。 

（3）波形梁护栏、螺栓、螺母等所有部件的防锈采用热浸塑镀锌处理

（浸塑镀层采用绿色），并应符合《公路交通工程钢构件防腐技术条件》

（GB/T 18226-2015）的有关规定，并采用《锌锭》（GB/T 470）中所规定

的一号锌或一号锌锭。  

钢构件（单面）热浸镀锌层附着量、厚度及浸塑涂层厚度技术指标 

钢构件类型 
平均镀锌层附

着量（g/m² ） 

平均镀锌层厚度     

（μm） 

浸塑涂层最小厚度      

（μm） 

钢管、钢板、钢带 275 39 250 

紧固件、连接件 120 17 250 

钢丝直

径（mm） 

1.8≤φ≤2.0 75 11 150 

2.0≤φ≤4.0 90 13 150 

4.0≤φ≤5.0 120 17 150 

（4）波形梁钢板加工成型后，要求八个拼接螺栓孔一次冲孔完成。波

形梁、立柱的表面不得有气泡、裂纹、疤痕、折叠、断面分层等缺陷，允

许有不大于公称厚度 10%的轻微凹坑、凸起、压痕、擦伤。 

（5） 波形梁钢护栏的加工制作，必须按照交通部《波形梁钢护栏》          

（GB/T 31439.1～2-2015）中相关的技术要求进行。 

（6） 混凝土基础施工时，所有构件的加工制作、组装、焊接以及浇

注混凝土等工艺过程均应符合《公路圬工桥涵设计规范》（JTG D61-2005）

的规定。 

（7） 混凝土基础用的钢筋不得有裂缝、断伤、刻痕等缺陷，钢筋需

经调直、除锈、去油污。钢筋的设计强度等应符合《公路钢筋混凝土及预

应力混凝土桥涵设计规范》（JTG 3362-2018）的有关规定。 

5.3、施工要求 

（1）护栏立柱放样宜以公路上的一些构筑物为控制点，根据量距情况

对立柱间距做适当的调整。 

（2）在打入立柱前，应注意下面有无通信管道、泄水管等，或涵洞、

通道顶部埋土深度，应调整立柱位置或改用混凝土基础。 

（3）护栏板安装时，应注意护栏板具方向性，而且其搭接方向应与行

车方向一致。 

（4）通道、涵洞处的护栏，应注意实地测量路面至构造物顶面的填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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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度，填土高度不能满足护栏立柱打入深度要求时，应采用砼基础型护栏。

反之,应采用打入式，与布设表不符时应及时调整。 

（5）桥梁、通道和路肩挡墙等构造物实际桩号与设计图不符的段落，

需进行排查，并书面通知监理和设计单位。 

（6）路肩填土压实应在护栏立柱打入前施工完毕，以确保路侧护栏具

有足够的抵抗能力，发挥其使用功能。 

（7）过渡及端头护栏都有具体设置长度及形式，详见图纸，但遇到桥

梁、通道、挡墙等构造物间距过近或有预埋基础（一般为预留孔或法兰）

时,应根据实际情况确定设置长度及形式，原则是遇开口处必须加装圆端

头，遇砼护栏必须进行搭接处理。 

六、混凝土护栏 

根据《公路交通安全设施设计规范》（JTG D81-2017）及《公路交通安

全设施设计细则》（JTG D81-2017），护栏设计应达到一定的功能，这些功

能是：具有防止失控车辆冲出路外；或将护栏板冲断；护栏应能使车辆恢

复到正常行驶方向；发生碰撞时，对乘客的损失最小；另外还具有视线诱

导功能。 

（1）护栏设置原则依据 2018年 1月 1日起实施的 JTG D81-2017《交

通安全设施设计规范》，并严格执行其中的“强制性条文”。公路路侧应通

过保障合理的净区宽度来降低车辆驶出路外造成严重事故，计算净区宽度

得不到满足时，应按护栏设置原则进行安全处理。护栏的防护等级及性能，

应满足现行《公路护栏安全性能评价标准》（JTG B05-01)的规定。 

（2）护栏主要具有防护功能；车辆碰撞护栏时，护栏具有保护功能；

车辆在正常速度以一定角度碰撞护栏时，能够避免车辆越出路外，造成更

大的事故，对乘客的损伤为最小程度。 

（3）护栏还具有视线诱导功能，该功能为护栏附加功能，应服从于防

护功能。 

本项目混凝土护栏防护等级已满足相关规范要求，混凝护栏维持现状

不变，仅对混凝土护栏增加立面标记。 

七、轮廓标设计 

（1）轮廓标主要有附在波形梁上的附着式轮廓标（De-Rb-At1），附在

混凝土护栏上的附着式轮廓标（De-Rb-At2），主要引导夜间行车，采用双

面反光形式，一般直线路段和平曲线半径大于等于 375m 的弯道路段设置间

距为 32m，平曲线半径小于 374m的弯道路段设置间距参照国标

GB5768.3-2009第 7.2条的表 8设置。设置路侧钢筋混凝土护栏路段（较

危险路段）的轮廓标适当加密。 

（2）轮廓标的构造要求应满足《轮廓标》（GB/T 24970-2020）的规定。 

（3）本次设计将新建波形护栏、混凝土护栏加高路段设置附着式轮廓

标，对路段柱式轮廓标进行更换。 

八、筑路材料 

8.1材料说明 

①、石料 

本工程全线设置 1个外购石料料场：三街镇采石场。 

三街镇采石场:提供本项目石料用量，运距 110.9km，储量丰富，石料

强度较高，符合工程使用要求，并可根据供求状况增加生产，主要生产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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石、各型号碎石等工程筑路材料，片石和碎石可用于工程各部结构，采用

汽车运输。 

②、砂 

本路段人工砂从三街镇采石场采购。 

三街镇采石场：提供路线各工程人工砂用量，运距 110.9km，储量丰

富，质量较好，砂料符合现行国家标准，可用于安全防护工程。采用社会

运输方式，用汽车运往工地。 

③、水泥 

本工程全线所用水泥从资源县水泥厂购买。运距 42.9km，通往施工现

场道路由公路组成，采用汽车运输，可用于安全防护工程各部结构。 

④、钢材 

本工程全线所用建材从资源县购买，运距 42.9km，通往施工现场道路

由公路组成，采用汽车运输。 

⑤、其他材料可以在资源县购买。 

8.2材料调配原则 

①、材料质量符合有关规范要求。 

②、料场的储量、产量满足工程需求。 

③、力求运距最短。 

九、施工组织 

本项目因技术简单、方案明确，不进行初步设计（或技术设计），项目

为一阶段施工图设计，项目根据交通部部颁有关技术规范、标准进行设计。 

本项目施工时需要维持当地公路、村道的通行，保证施工进度的同时

保证现有交通的通畅及安全。本项目建设由业主成立建设办公室，确保工

程的顺利开展。建议业主、地方政府和交通部门组成指挥部，负责项目筹

划和协调工作，做好当地交通管控、筑路材料开采供应、拌合设备采购、

施工驻地建设等工作，为工程的顺利开工创造一个良好的环境。 

监理咨询按国家通用条款进行公开招标，确定具备良好信誉及公路施

工监理经验的监理单位，负责对施工的工程合同、质量、工期、造价等进

行全面的监理和管理。 

交通工程质量监督部门根据“政府监督，施工监理，企业自检”的三

个层次管理原则，行使政府监督职能，代表政府对交通基础建设行为实施

强制性的监督。 

本项目施工期限为 60天。 

9.1交通组织 

本项目为了保证居民安全出行、公路的正常通行及施工安全，需设置

一定的临时安全设施，交通组织施工单位应根据施工进度情况对沿线临时

安全设施进行实时调整。 

9.2 作业控制区 

（1）控区划分：根据《公路养护安全作业规程》（JTGH30-2015）、《道

路交通标志和标线第 4部分：作业区》（GB5768.4-2017），作业控制区应按

警告区、上游过渡区、纵向缓冲区、工作区、下游过渡区和终止区的顺序

依次布置。 

施工作业控制区限速应符合下列规定：限速过程应在警告区内完成；

限速应采用逐级限速或重复提示限速方法，逐级限速宜每 100m降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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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km/h，相邻限速标志间距不宜小于 200m。 

（2）最终限速：本项目直线段施工区域建议最终限速值不应大于

30km/h,弯道路段、人口密集路段不应大于 20km/h，预留行车宽度 3.0m。 

（3）控制区长度：本项目建议各控区最小长度如下： 

表 2.3.1-1 施工作业控制区（单位：m） 

最终限速

值 

（km/h） 

警告

区 

上游过渡

区 

纵向缓冲

区 

工作区 下游过渡

区 

终止区 

＜30 200 20 30 不大于4km ＞30 ＞30 

附注： 

1、封闭路肩施工作业的上游过渡区长度不应小于上表值的1/3。 

2、当工作区位于下坡路段时，纵向缓冲区的最小长度应适当延长。 

3、在保障行车道宽度的前提下，工作区和纵向缓冲区与非封闭车道之间宜布置横向缓

冲区，其宽度不宜大于0.5m。 

9.3安全设施 

（1）临时标志：临时标志应包括施工标志、限速标志等，其使用应符

合下列规定：施工标志宜布设在警告区起点；限速标志宜布设在警告区的

不同断面处；解除限速标志宜布设在终止区末端。 

（2）临时标线：临时标线应包括渠化交通标线和导向交通标线，应用

于长期施工作业的渠化交通或导向交通标线，宜为易清除的临时反光标线。

渠化交通标线应为橙色虚、实线；导向交通标线应为醒目的橙色实线。 

（3）其他安全设施：其他安全设施可包括车道渠化设施、夜间照明设

施、语音提示设施、闪光设施、临时交通控制信号设施、移动式护栏等。

车道渠化设施可包括交通锥、附设警示灯的路栏等，其使用应符合下列规

定： 

①交通锥形状、颜色和尺寸应符合现行《道路交通标志和标线》

(GB5768-2017)的有关规定，布设在上游过渡区、缓冲区、工作区和下游过

渡区。布设间距不宜大于 10m，其中上游过渡区和工作区布设间距不宜大

于 4m。 

②附设警示灯的路栏颜色应为橙、黑相间，宜布设在工作区或上游过

渡区与缓冲区之间。 

③照明设施和语音提示设施可用于夜间施工作业，照明设施应布设在

工作区侧面，照明方向应背对非封闭车道；语音提示设施宜根据需要布设

在远离居民生活区的施工作业控制区。 

④闪光设施可包括闪光箭头、警示频闪灯和车辆闪光灯。闪光箭头宜

布设在上游过渡区；警示频闪灯宜布设在需加强警示的区域，宜为黄蓝相

间的警示频闪灯。 

⑤临时交通控制信号设施灯光颜色应为红、绿两种，可交替发光，可

用于双向交替通行的施工作业，宜布设在上游过渡区和下游过渡区。 

路段临时施工作业区如下图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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路段临时施工作业示意图 

图中限速标志仅为示意，实际限速应以施工现场交通情况及施工进度

进行实时调整。 

各路段临时安全设施施工完毕且满足开放交通后，应及时拆除相关临

时设施，并考虑重新利用至下一路段，节约投资成本，减少环境污染。临

时安全设施的布设要满足《 JTGH30-2015 公路养护安全作业规程》及

《GB5768.4-2017 道路交通标志和标线第 4 部分作业区》的相关条例的要

求，该项工作内容由业主监督，监理工程师监理，施工单位专人负责，施

工单位在施工前做好交通维持的施工计划，施工中严格执行。 

9.4工期 

本项目总工期拟定为 60天。 

9.5进度及措施 

施工单位进场前要根据本身的技术条件及机械设备情况做好施工组织

计划，业主及监理工程师要认真审查施工单位的施工组织计划，确保施工

期间按计划的施工进度施工。 

按有关规定施工单位的施工组织设计应在开工前报交警部门备案。 

9.6、主要材料的供应、机具、设备的配备及临时工程的安排 

外购材料考虑在桂林市区购买，汽车运至工地供应，当地筑路材料由

料场开采或购买。 

机具、设备根据中标单位的施工组织设计而定，但必须提前进场做好

准备，机具及设备数量必须满足正常施工的低限。 

施工场地是工程按时开工的控制工程，建议由业主和当地政府协调好，

积极配合施工单位及时整平施工场地，完善驻地建设。 

9.7、施工中应注意的问题 

本项目路段已建成通车运营多年，在施工过程中应加强对过往工地的

行人和车辆的引导，提高施工场地安保响应等级，加强加固现场的安全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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护，筑牢安全理念，确实确保施工安全与维护。每个施工作业点前后应设

置安全警示、指示、限速标志，安排专人进行交通指挥，避免发生事故。 

施工单位必须做好施工组织计划，提出各项工程、各道工序的施工方

法，开工前上报监理工程师，审查通过后，才能正式开工。监理工程师严

格把好各技术环节，保证施工的进度及质量。 

拆除旧交通安全设施后，运输至业主指定位置。 

其它未尽事宜，按照国家相关规范标准执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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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15砼
（m³)

C25砼
（m³)

φ8
（kg)

A12
（kg)

C14
（kg)

φ16
（kg)

地脚螺栓
（kg)

螺母垫圈
（kg)

一 交通标志

（一） 新建

单柱式 黄闪灯 30 1.92 8.64 28.8 7.2 778.5 30

单悬臂式 矩形270×150 3 1.92 12.1 79.0 85.7 198.5 4.6 98.4 64.5 2155.8 5.8 639.2 235.4 18.3

编制：刘旺 复核：陈杰泉

铝合金面板
（kg)

背槽
（kg)

序号 工程名称 规格或型号（cm）
数量
（块）

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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无缝钢管
（kg)

紧固件等
（kg)

Ⅳ类反光膜
（m²)

太阳能黄闪
灯

（个）
备注

柱帽
（kg）

法兰盘
（k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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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PB300 HRB400

二 交通标线 m² 2057.0

（一） 普通热熔标线 m² 1906.2

（二） 振动标线 m² 3223.5

（三） 减速振动标线 m² 150.8

（四）
突起路标
（反光道钉）

个 2202

三 安全护栏 m 374 6887.9 4727.9 0.0 1505.7 358.8 62.8 859.8 34.8 171.6 25.4 440.4 51.6 798.8 2071.3 8.5 5

（一） 新建波形梁护栏 Gr-A-4C m 108 2065.5 597.3 236.0 66.6 10.4 4.9

BT-1-2 m 156 3904.4 3089.1 1077.4 244.6 40.0 698.6 17.6 4.7

At1-2 m 24 459.0 546.3 69.9 25.2 6.9 53.7 2.7 34.1 26.6 0.4

At2 m 24 459.0 495.1 122.4 22.3 5.4 53.7 0.4

圆形端头 个 2 53.7

（二） 混凝土护栏 端部加高 处 26 34.8 171.6 25.4 430.5 8.6 280.2 635.4 含反光膜

新建混凝土护栏 RrS-SB-E2 m 34 9.9 17.8 484.5 1409.3 8.5

四 轮廓标

VG-De-At1 块 44

编制：刘旺 复核：陈杰泉

Ⅳ类反
光膜

（m2）

备注
凿毛

（m2）

铝基反
光膜立
面标记

（m2）

C25砼
（m³）

挖基础
土方
（m³）

钢筋（kg)

序号 工程名称
规格或型号
（mm）

单位 数量
Q235波形梁板
h×506×85×
3mm（kg）

Q235波形护栏
立柱

A140×4.5×h
mm（kg）

A120×5mm
无缝钢管
及封盖
（kg）

防阻块
（kg）

拼接螺栓
（kg）

柱帽
(kg)

圆形端头
DR1-4
(kg)

∅34*2*3
00套管
（kg）

化学植
筋胶
（L）

钻孔φ18
（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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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6.5 A8

五 拆除安全护栏 m

路侧波形梁护栏 m

B级护栏 m 308

六 弯道预警系统 个 2 28.56 10.048 0.96 2 1.92

七 公路行车安全诱导装置 个 10 168.84 2.88 10 6.4

编制：刘旺 复核：陈杰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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备注序号 工程名称 规格或型号（mm） 单位 数量
M24地脚螺
栓
（kg）

立柱 φ 89
×4.5
（kg）

其它钢材料
（kg)

法兰盘
（kg)

C20砼
（m³）

会车预警探
测器

公路行车安
全诱导装置

钢筋（kg)
挖基





N

第 页 共 页

K131+000~K131+700

1 16



N

第 页 共 页

K131+700~K132+372.616

2 16



N

第 页 共 页

K132+372.616~K133+072.616

3 16



N

第 页 共 页

K133+072.616~K133+772.616

4 16



N

第 页 共 页

K133+772.616~K134+433.302

5 16



N

第 页 共 页

K134+433.302~K135+186.441

6 16



N

第 页 共 页

K135+186.441~K135+886.441

7 16



N

第 页 共 页

K135+886.441~K136+586.441

8 16



N

第 页 共 页

K136+586.441~K137+286.441

9 16



N

第 页 共 页

K137+286.441~K138+024.521

10 16



N

第 页 共 页

K138+024.521~K138+724.521

11 16



N

第 页 共 页

K138+724.521~K139+424.521

12 16



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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K139+424.521~K140+124.521

13 16



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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K140+124.521~K140+824.521

14 16



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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K140+824.521~K141+524.521

15 16



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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K141+524.521~K142+000

16 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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长度 数量 长度 数量 长度 数量 长度 数量 长度 数量

（m） （m²) （m） （m²) （m） （m²) （m） （m²) （m） （m²) （m²) （m²)

1 K131+000 ～ K142+000 10745 3223.5 6580.0 987.0 4420.0 265.2 1252.2 3223.5 已扣除交叉路口

0.0 0.0

0.0 0.0

0.0 0.0

0.0 0.0

0.0 0.0

0.0 0.0

0.0 0.0

0.0 0.0

0.0 0.0

0.0 0.0

0.0 0.0

0.0 0.0

0.0 0.0

0.0 0.0

1252.2 3223.5

编制：刘旺 复核：陈杰泉

标志标线设置一览表

起讫桩号

热熔标线数
量合计

S4-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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振动标线数
量合计

合计：

序号 备注

车行道边缘实线 路面中心单实线 路面中心虚线 路面中心双实线 路面中心虚实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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Ⅰ型 Ⅱ型 Ⅰ型 Ⅱ型

1 K132+094 ～ K132+180 右 86 15.1 弯道、视距不良路段

2 K132+180 ～ K132+480 右 300 90.0 长下坡、反向弯路段

3 K133+034 ～ K133+120 右 86 15.1 0.0 弯道、视距不良路段

4 K133+120 ～ K133+300 右 180 54.0 半径70m急弯路段

5 K134+454 ～ K134+540 右 86 15.1 0.0 弯道、视距不良路段

6 K134+540 ～ K134+700 右 160 48.0 半径65m急弯路段

7 K137+414 ～ K137+500 右 86 15.1 0.0 弯道、视距不良路段

8 K137+500 ～ K137+780 右 280 84.0 半径85m急弯路段

9 K137+974 ～ K138+060 右 86 15.1 0.0 弯道、视距不良路段

10 K138+060 ～ K138+320 右 260 78.0 半径110m急弯路段

11 K138+754 ～ K138+840 右 86 15.1 0.0 弯道、视距不良路段

12 K138+840 ～ K139+100 右 260 78.0 半径60m急弯路段

13 K139+114 ～ K139+200 右 86 15.1 0.0 弯道、视距不良路段

14 K139+200 ～ K139+440 右 240 72.0 半径63m急弯路段

15 K139+614 ～ K139+700 右 86 15.1 0.0 弯道、视距不良路段

16 K139+700 ～ K139+900 右 200 60.0 半径80m急弯路段

17 K140+974 ～ K141+060 右 86 15.1 0.0 弯道、视距不良路段

18 K141+060 ～ K141+200 右 140 42.0 半径38m急弯路段

19 K141+754 ～ K141+840 右 86 15.1 0.0 弯道、视距不良路段

20 K141+840 ～ K142+000 右 160 48.0 半径40m急弯路段

0

0

0

860 2180 150.8 654.0

编制：刘旺 复核：陈杰泉

普通热熔减
速标线数量
（㎡）

S4-5

长度（m）

横向减速标线 纵向减速
标线

减速标线 减速标线

序号 设置位置
振动减速标
线数量
（m²）

备注 序号 设置位置 备注

长度（m）

横向振动减速标线

合计

纵向普通
热熔减速
标线

标志标线设置一览表

起讫桩号起讫桩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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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
号

桩  号 现场版面调查内容 版面内容
版面尺寸

(cm)
反光膜
等级

支撑形式 备注
序
号

桩  号 现场版面调查内容 版面内容
版面尺寸

(cm)
反光膜
等级

支撑形式 备注

1 K141+260 □400×3350 新建 1 K131+268 □270×150 Ⅳ类 单悬臂式 新建

2 K131+475 ○80 单柱式 新建 2 K136+268 □270×150 Ⅳ类 单悬臂式 新建

3 K132+232 ○80 单柱式 新建 3 K141+020 弯道预警系统 □400×3350 新建

4 K133+092 ○80 单柱式 新建 4 K141+268 □270×150 Ⅳ类 单悬臂式 新建

5 K133+320 ○81 单柱式 新建 5 K131+180
行车安全诱导装

置
间隔20m新建共

10个

6 K133+797 ○80 单柱式 新建 6 K131+189 ○80 单柱式 新建

7 K134+760 ○80 单柱式 新建 7 K131+830 ○80 单柱式 新建

8 K136+425 ○80 单柱式 新建 8 K132+797 ○80 单柱式 新建

9 K137+822 ○80 单柱式 新建 9 K133+604 ○80 单柱式 新建

10 K138+370 ○80 单柱式 新建 10 K134+900 ○80 单柱式 新建

编制：刘旺 复核：陈杰泉

主线左侧

S4-5

标志标线设置一览表

第 3 页  共 4 页

主线右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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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
号

桩  号 现场版面调查内容 版面内容
版面尺寸

(cm)
反光膜
等级

支撑形式 备注
序
号

桩  号 现场版面调查内容 版面内容
版面尺寸

(cm)
反光膜
等级

支撑形式 备注

1 K139+100 ○80 单柱式 新建 1 K134+497 ○80 单柱式 新建

2 K139+489 ○80 单柱式 新建 2 K135+970 ○80 单柱式 新建

3 K141+265 ○80 单柱式 新建 3 K137+062 ○80 单柱式 新建

4 K142+010 ○80 单柱式 新建 4 K137+556 ○80 单柱式 新建

K134+160 ○80 单柱式 新建 5 K138+052 ○80 单柱式 新建

K135+840 ○80 单柱式 新建 6 K138+817 ○80 单柱式 新建

7 K139+200 ○80 单柱式 新建

8 K141+060 ○80 单柱式 新建

9 K141+806 ○80 单柱式 新建

K135+020 ○80 单柱式 新建

编制：刘旺 复核：刘旺

标志标线设置一览表
S4-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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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线左侧 主线右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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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K131+200 ～ K131+304 104 F型混凝土护栏 利用 1 K132+874 ～ K132+895 21 F型混凝土护栏 利用

2 K131+323 ～ K131+370 47 F型混凝土护栏 利用 2 K132+900 ～ K132+951 51 F型混凝土护栏 利用

3 K131+380 ～ K131+401 21 F型混凝土护栏 利用 3 K133+445 ～ K133+475 30 F型混凝土护栏 利用

4 K131+410 ～ K131+431 21 F型混凝土护栏 利用 4 K136+225 ～ K136+270 45 F型混凝土护栏 利用

5 K131+493 ～ K131+505 12 BT-1-2 新增上游端头 5 K138+095 ～ K138+131 36 F型混凝土护栏 利用

6 K131+505 ～ K131+569 64 F型混凝土护栏 利用 6 K138+154 ～ K138+200 46 F型混凝土护栏 利用

7 K131+631 ～ K131+739 108 F型混凝土护栏 利用 7 K138+370 ～ K138+394 24 F型混凝土护栏 利用

8 K131+706 ～ K131+767 61 F型混凝土护栏 利用 8 K138+436 ～ K138+475 39 F型混凝土护栏 利用

9 K131+801 ～ K131+973 172 F型混凝土护栏 利用 9 K138+475 ～ K138+478 3 F型混凝土护栏 上游端头延伸

10 K132+115 ～ K132+200 85 F型混凝土护栏 利用 10 K138+700 ～ K138+742 42 F型混凝土护栏 利用

11 K132+262 ～ K132+342 80 F型混凝土护栏 利用 11 K138+933 ～ K139+018 85 F型混凝土护栏 利用

12 K132+450 ～ K132+487 37 F型混凝土护栏 利用 12 K139+143 ～ K139+215 72 F型混凝土护栏 利用

13 K132+630 ～ K132+697 67 F型混凝土护栏 利用 13 K139+215 ～ K139+220 5 F型混凝土护栏 上游端头延伸

14 K132+880 ～ K132+966 86 F型混凝土护栏 利用 14 K139+248 ～ K139+260 12 BT-1-2 新增下游端头

15 K133+450 ～ K133+483 33 F型混凝土护栏 利用 15 K139+260 ～ K139+352 92 F型混凝土护栏 利用

16 K133+840 ～ K133+918 78 F型混凝土护栏 利用 16 K139+474 ～ K139+512 38 F型混凝土护栏 利用

17 K133+933 ～ K133+945 12 BT-1-2 新增上游端头 17 K139+640 ～ K139+652 12 AT2

18 K133+945 ～ K134+030 85 F型混凝土护栏 利用 18 K139+652 ～ K139+664 12 Gr-A-4C

19 K134+159 ～ K134+230 71 F型混凝土护栏 利用 19 K139+664 ～ K139+676 12 AT1-2

20 K134+306 ～ K134+421 115 F型混凝土护栏 利用 20 K139+707 ～ K139+737 30 F型混凝土护栏 利用

21 K134+460 ～ K134+472 12 BT-1-2 新增上游端头 21 K139+796 ～ K139+808 12 BT-1-2 新增下游端头

22 K134+472 ～ K134+524 52 F型混凝土护栏 利用 22 K139+808 ～ K139+906 98 F型混凝土护栏 利用

23 K134+560 ～ K134+635 75 F型混凝土护栏 利用 23 K139+927 ～ K140+022 95 F型混凝土护栏 利用

24 K134+680 ～ K134+692 12 AT1-2 24 K140+056 ～ K140+083 27 F型混凝土护栏 利用

25 K134+692 ～ K134+780 88 Gr-A-4C 25 K140+338 ～ K140+406 68 F型混凝土护栏 利用

K134+780 ～ K134+792 12 AT2 26 K140+436 ～ K140+530 94 F型混凝土护栏 利用

K134+908 ～ K135+026 118 F型混凝土护栏 利用 27 K140+579 ～ K140+620 41 F型混凝土护栏 利用

1728 1142

新增A级波形护栏

拆除现有B级波形护栏
改建A级波形护栏

小计： 小计：

护栏设置一览表

序号 备注
长度
（m）

长度（m）序号 型式 型式起讫桩号 起讫桩号

编制：刘旺 复核：陈杰泉

S301线K131+000～K142+000段普通省道安全设施精细化提升工程项目

右侧 左侧

备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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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6 K135+122 ～ K135+298 176 F型混凝土护栏 利用 28 K140+620 ～ K140+646 26 F型混凝土护栏 混凝土护栏相接

27 K135+434 ～ K135+492 58 F型混凝土护栏 利用 29 K140+646 ～ K140+687 41 F型混凝土护栏 利用

28 K135+516 ～ K135+590 74 F型混凝土护栏 利用 30 K140+878 ～ K140+935 57 F型混凝土护栏 利用

29 K135+615 ～ K135+654 39 F型混凝土护栏 利用 31 K140+935 ～ K140+947 12 BT-1-2 新增上游端头

30 K135+654 ～ K135+666 12 BT-1-2 新增下游端头 32 K141+904 ～ K141+916 12 BT-1-2 新增下游端头

31 K135+712 ～ K135+815 103 F型混凝土护栏 利用 33 K141+916 ～ K141+980 64 F型混凝土护栏 利用

32 K135+868 ～ K135+880 12 BT-1-2 新增上游端头

33 K135+880 ～ K136+034 154 F型混凝土护栏 利用

34 K136+137 ～ K136+255 118 F型混凝土护栏 利用

35 K136+312 ～ K136+395 83 F型混凝土护栏 利用

36 K136+511 ～ K136+590 79 F型混凝土护栏 利用

37 K136+665 ～ K136+751 86 F型混凝土护栏 利用

38 K136+751 ～ K136+763 12 BT-1-2 新增下游端头

39 K136+791 ～ K136+803 12 BT-1-2 新增上游端头

40 K136+803 ～ K137+033 230 F型混凝土护栏 利用

41 K137+157 ～ K137+397 240 F型混凝土护栏 利用

42 K137+470 ～ K137+567 97 F型混凝土护栏 利用

43 K137+590 ～ K137+717 127 F型混凝土护栏 利用

44 K137+760 ～ K137+812 52 F型混凝土护栏 利用

45 K137+834 ～ K137+854 20 F型混凝土护栏 利用

46 K137+854 ～ K137+874 20 F型混凝土护栏 利用

47 K137+912 ～ K137+982 70 F型混凝土护栏 利用

48 K138+101 ～ K138+131 30 F型混凝土护栏 利用

49 K138+171 ～ K138+183 12 BT-1-2 新增上游端头

50 K138+183 ～ K138+322 139 F型混凝土护栏 利用

51 K138+360 ～ K138+634 274 F型混凝土护栏 利用

52

2329 212

编制：刘旺

小计：

序号型式 备注

护栏设置一览表

小计：

复核：陈杰泉

型式

右侧 左侧

备注起讫桩号
长度
（m）

起讫桩号 长度（m）序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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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3 K138+690 ～ K138+702 12 BT-1-2 新增上游端头

54 K138+702 ～ K138+817 115 F型混凝土护栏 利用

55 K141+124 ～ K141+284 160 F型混凝土护栏 利用

56 K141+336 ～ K141+410 74 F型混凝土护栏 利用

57 K141+604 ～ K141+612 8 Gr-A-4C 新增标准段（2个圆形端头）

58 K141+658 ～ K141+685 27 F型混凝土护栏 利用

59 K141+735 ～ K141+756 21 F型混凝土护栏 利用

417

156

24

108

24

混凝土护栏 5516

5828

护栏设置一览表

右侧 左侧

备注

F型混凝土护栏

型式长度（m） 备注序号 序号型式起讫桩号 起讫桩号
长度
（m）

编制：刘旺 复核：陈杰泉

BT-1-2

合计

AT1-2

小计：

Gr-A-4C

AT2

A级护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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间距 数量 间距 数量 间距 数量

（m） （块） （m） （块） （m） （块）

1 3 4 5 1 3 4 5 1 3 4 5

1 K131+493 ～ K131+505 路右侧波形护栏端头 12 2 1 K138+475 ～ K138+478 路左侧混凝土护栏 12 1

2 K133+933 ～ K133+945 路右侧波形护栏端头 12 2 2 K139+215 ～ K139+220 路左侧混凝土护栏 12 1

3 K134+460 ～ K134+472 路右侧波形护栏端头 12 2 3 K139+248 ～ K139+260 路左侧波形护栏端头 16 2

4 K134+680 ～ K134+792 路右侧波形护栏 12 10 4 K139+640 ～ K139+676 路左侧波形护栏 16 3

5 K135+654 ～ K135+666 路右侧波形护栏端头 12 2 5 K139+796 ～ K139+808 路左侧波形护栏端头 12 2

6 K135+868 ～ K135+880 路右侧波形护栏端头 12 2 6 K140+620 ～ K140+646 路左侧混凝土护栏 12 1

7 K136+751 ～ K136+763 路右侧波形护栏端头 12 2 7 K140+935 ～ K140+947 路左侧波形护栏端头 12 2

8 K136+791 ～ K136+803 路右侧波形护栏端头 12 2 8 K141+904 ～ K141+916 路左侧波形护栏端头 12 2

9 K138+171 ～ K138+183 路右侧波形护栏端头 12 2

10 K138+690 ～ K138+702 路右侧波形护栏端头 12 2

11 K141+604 ～ K141+612 路右侧波形护栏 12 2

14

30 44

复核：陈杰泉

轮廓标设置一览表
（附着式轮廓标） S4-7

合计

小  计：

第 1 页  共 1 页

2 2 2

序号 序号 序号

编制：刘旺

小  计：

附着位置起讫桩号或中心桩号 起讫桩号或中心桩号 起讫桩号或中心桩号附着位置附着位置



S4-8

第 1 页  共 4 页 

铝基反光膜立
面标记

C25砼 植筋胶 凿毛（2cm)

数量（米） 重量（kg） 数量（米） 重量（kg） 数量（根） 重量（kg） 总长（米）
数量

（平方米）
数量

（立方米）
数量（升）

数量（平方
米）

1 K132+874 ～ K132+895 左 21.0 2.8

2 K132+900 ～ K132+951 左 51.0 4.0

3 K133+445 ～ K133+475 左 30.0 4.0

4 K136+225 ～ K136+270 左 45.0 4.0

5 K138+095 ～ K138+131 左 36.0 4.0

6 K138+154 ～ K138+200 左 46.0 4.0

7 K138+370 ～ K138+394 左 24.0 2.8

8 K138+436 ～ K138+475 左 39.0 10.67 16.86 11.77 7.65 24 3.8 6.6 4.0 0.33 1.34 0.976 端头三角区域加高

9 K138+700 ～ K138+742 左 42.0 4.0

10 K138+933 ～ K139+018 左 85.0 5.2

11 K139+143 ～ K139+215 左 72.0 10.67 16.86 11.97 7.78 24 3.8 6.6 5.2 0.33 1.34 0.976 端头三角区域加高

12 K139+260 ～ K139+352 左 92.0 10.67 16.86 11.97 7.78 24 3.8 6.6 6.4 0.33 1.34 0.976 端头三角区域加高

13 K139+474 ～ K139+512 左 38.0 4.0

14 K139+707 ～ K139+737 左 30.0 10.67 16.86 11.97 7.78 24 3.8 6.6 4.0 0.33 1.34 0.976 端头三角区域加高

15 K139+808 ～ K139+906 左 98.0 10.67 16.86 11.97 7.78 24 3.8 6.6 6.4 0.33 1.34 0.976 端头三角区域加高

16 K139+927 ～ K140+022 左 95.0 10.67 16.86 11.97 7.78 24 3.8 6.6 6.4 0.33 1.34 0.976 端头三角区域加高

17 K140+056 ～ K140+083 左 27.0 2.8

18 K140+338 ～ K140+406 左 68.0 10.67 16.86 11.97 7.78 24 3.8 6.6 4.0 0.33 1.34 0.976 端头三角区域加高

19 K140+436 ～ K140+530 左 94.0 6.4

20 K140+530 ～ K140+533 左 3.0 10.67 16.86 11.97 7.78 24 3.8 6.6 2.8 0.33 1.34 0.976 端头三角区域加高

21 K140+579 ～ K140+620 左 41.0 10.67 16.86 11.97 7.78 24 3.8 6.6 4.0 0.33 1.34 0.976 端头三角区域加高

22 K140+646 ～ K140+687 左 41.0 10.67 16.86 11.97 7.78 24 3.8 6.6 4.0 0.33 1.34 0.976 端头三角区域加高

23 K140+878 ～ K140+935 左 57.0 10.67 16.86 11.97 7.78 24 3.8 6.6 4.0 0.33 1.34 0.976 端头三角区域加高

24 K141+916 ～ K141+980 左 64.0 10.67 16.86 11.97 7.78 24 3.8 6.6 4.0 0.33 1.34 0.976 端头三角区域加高

1239.0 128.0 202.3 143.4 93.2 288 45.5 79.2 102.8 4.0 16.1 11.7

混凝土护栏工程数量表（立面标记及端头加高）

S301线K131+000～K142+000段普通省道安全设施精细化提升工程项目

N1C16 N2A10 N3C16 钻孔A18

小计

编制：刘旺 复核：陈杰泉

序号 位置
墙长
(m)

起 止 桩 号 备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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铝基反光膜立
面标记

C25砼 植筋胶 凿毛（2cm)

数量（米） 重量（kg） 数量（米） 重量（kg） 数量（根） 重量（kg） 总长（米）
数量

（平方米）
数量

（立方米）
数量（升）

数量（平方
米）

1 K131+200 ～ K131+304 右 104.0 6.4

2 K131+323 ～ K131+370 右 47.0 4.0

3 K131+380 ～ K131+401 右 21.0 4.0

4 K131+410 ～ K131+431 右 21.0 4.0

5 K131+505 ～ K131+569 右 64.0 10.67 16.86 11.97 7.78 24 3.8 6.6 5.2 0.33 1.34 0.976 端头三角区域加高

6 K131+631 ～ K131+739 右 108.0 8.8

7 K131+706 ～ K131+767 右 61.0 5.2

8 K131+801 ～ K131+973 右 172.0 13.6

9 K132+115 ～ K132+200 右 85.0 7.6

10 K132+262 ～ K132+342 右 80.0 6.4

11 K132+450 ～ K132+487 右 37.0 2.8

12 K132+630 ～ K132+697 右 67.0 5.2

13 K132+880 ～ K132+966 右 86.0 7.6

14 K133+450 ～ K133+483 右 33.0 4.0

15 K133+840 ～ K133+918 右 78.0 10.67 16.86 11.97 7.78 24 3.8 6.6 6.4 0.33 1.34 0.976 端头三角区域加高

16 K133+945 ～ K134+030 右 85.0 10.67 16.86 11.97 7.78 24 3.8 6.6 7.6 0.33 1.34 0.976 端头三角区域加高

17 K134+159 ～ K134+230 右 71.0 6.4

18 K134+306 ～ K134+421 右 115.0 10.67 16.86 11.97 7.78 24 3.8 6.6 10.0 0.33 1.34 0.976 端头三角区域加高

19 K134+472 ～ K134+524 右 52.0 10.67 16.86 11.97 7.78 24 3.8 6.6 4.0 0.33 1.34 0.976 端头三角区域加高

20 K134+560 ～ K134+635 右 75.0 6.4

21 K134+908 ～ K135+026 右 118.0 10.0

22 K135+122 ～ K135+298 右 176.0 14.8

23 K135+434 ～ K135+492 右 58.0 5.2

24 K135+516 ～ K135+590 右 74.0 6.4

25 K135+615 ～ K135+654 右 39.0 21.34 33.72 23.94 15.56 48 7.6 13.2 8.0 0.66 2.68 1.952 端头三角区域加高

26 K135+712 ～ K135+815 右 103.0 8.8

27 K135+880 ～ K136+034 右 154.0 12.4

2184.0 75 118.0 83.8 54.5 168 26.5 46.2 190.8 2.3 9.4 6.8

混凝土护栏工程数量表（立面标记及端头加高）

起 止 桩 号 备注

S301线K131+000～K142+000段普通省道安全设施精细化提升工程项目

N1C16 N2C16 N3A10 钻孔A18

序号 位置
墙长
(m)

小计

编制：刘旺 复核：陈杰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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铝基反光膜立
面标记

C25砼 植筋胶 凿毛（2cm)

数量（米） 重量（kg） 数量（米） 重量（kg） 数量（根） 重量（kg） 总长（米）
数量

（平方米）
数量

（立方米）
数量（升）

数量（平方
米）

28 K136+137 ～ K136+255 右 118.0 7.6

29 K136+312 ～ K136+395 右 83.0 5.2

30 K136+511 ～ K136+590 右 79.0 5.2

31 K136+665 ～ K136+751 右 86.0 10.67 16.86 11.97 7.78 24 3.8 6.6 5.2 0.33 1.34 0.976 端头三角区域加高

32 K136+803 ～ K137+033 右 230.0 10.67 16.86 11.97 7.78 24 3.8 6.6 14.8 0.33 1.34 0.976 端头三角区域加高

33 K137+157 ～ K137+397 右 240.0 14.8

34 K137+470 ～ K137+567 右 97.0 6.4

35 K137+590 ～ K137+717 右 127.0 7.6

36 K137+760 ～ K137+812 右 52.0 10.67 16.86 11.97 7.78 24 3.8 6.6 4.0 0.33 1.34 0.976 端头三角区域加高

37 K137+854 ～ K137+874 右 20.0 10.67 16.86 11.97 7.78 24 3.8 6.6 2.8 0.33 1.34 0.976 端头三角区域加高

38 K137+912 ～ K137+982 右 70.0 10.67 16.86 11.97 7.78 24 3.8 6.6 5.2 0.33 1.34 0.976 端头三角区域加高

39 K138+101 ～ K138+131 右 30.0 4.0

40 K138+183 ～ K138+322 右 139.0 10.67 16.86 11.97 7.78 24 3.8 6.6 8.8 0.33 1.34 0.976 端头三角区域加高

41 K138+360 ～ K138+634 右 274.0 17.2

42 K138+702 ～ K138+817 右 115.0 10.67 16.86 11.97 7.78 24 3.8 6.6 7.6 0.33 1.34 0.976 端头三角区域加高

43 K141+124 ～ K141+284 右 160.0 10.0

44 K141+336 ～ K141+410 右 74.0 5.2

45 K141+658 ～ K141+685 右 27.0 2.8

46 K141+735 ～ K141+756 右 21.0 2.8

2042.0 75 118.0 83.8 54.5 168 26.5 46.2 136.9 2.3 9.4 6.8

5465.0 277 438.3 311.0 202.2 624 98.6 171.6 430.5 8.6 34.8 25.4

混凝土护栏工程数量表（立面标记及端头加高）

N1C16 N2C16 N3A10 钻孔A18

备注序号 位置
墙长
(m)

S301线K131+000～K142+000段普通省道安全设施精细化提升工程项目

起 止 桩 号

小计

合计

编制：刘旺 复核：陈杰泉



A28传力杆 A32套筒 C25砼基础C25砼墙身
铝基反光膜
立面标记

植筋胶 反光膜 基础开挖 A22钻孔

数量
（根）

重量
（kg）

数量
（根）

重量
（kg）

数量
（根）

重量
（kg）

数量
（根）

重量
（kg）

数量
（根）

重量
（kg）

重量
（kg）

重量
（kg）

数量
（m³）

数量
（m³）

数量
（平方米）

数量
（ML）

数量

（㎡）
数量（m³）

数量
（根）

1 K138+475 ～ K138+478 左 3.0 9 23.3 15 54.5 15 28.7 15 41.3 8 19.4 0.6 0.9 2.9 0.75

2 K139+215 ～ K139+220 左 5.0 15 38.9 25 90.8 25 47.8 25 68.8 13 32.4 1.1 1.6 2.9 1.25

3 K140+620 ～ K140+646 左 26.0 78 202.1 130 471.9 130 248.3 130 357.5 65 168.4 5.5 8.2 4.1 6.50

34.0 102.0 264.3 170.0 617.1 170.0 324.7 170.0 467.5 85.0 220.2 7.1 10.7 9.9 8.5

复核：陈杰泉

合计

编制：刘旺

混凝土护栏工程数量表（新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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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301线K131+000～K142+000段普通省道安全设施精细化提升工程项目 第 4 页  共 4 页 

序号 起 止 桩 号 位置
墙长
(m)

N1A10 N2C16 N3C16 N4C16 N5A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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挖基

土方 石方 普土 土方 石方

（m） （m） （m） (cm) (m
3
) (m

3
) (m

3
) (m

3
) (m

3
) (kg) (kg) (m

3
) (m

3
) (m

2
) (m

3
) （m） (m

3
)

沟底硬化 33 2.0 9.9 7.9 11.9

平台硬化 43 11.7 75.8 60.7 91.0

K134+305 ～K134+315 平台硬化 10 8.0 12.0 9.6 14.4

K135+200 ～K135+276 沟底硬化 76 4.4 49.6 39.7 59.5

K136+744 ～K136+940 L型边沟 197 82.5 99.0 42.4

平台硬化 6 6.0 5.4 4.3 6.5
跌水井周围
平台硬化

排水沟 0.6 5.6 50×60 2.4 3.1 1.3 接冲沟

K137+916 ～K137+972 平台硬化 56 8.0 67.2 53.8 80.6

K138+072 ～K138+100 平台硬化 28 3.0 0.0 0.0 0.0

K141+810 ～K141+980 盖板边沟 0.6 170 50×60 99.3 26.2 1900.3 2574.1 28.7 26.2 136.0

426.3 198.0 84.9 102.2 43.8 99.3 26.2 1900.3 2574.1 28.7 26.2 136.0 219.9 175.9 263.9

备  注
C20砼
（15cm厚)

挖基

沟底及平台硬化

平均宽

复核：陈杰泉

C25砼预制
台帽

HPB300φ8
钢筋

编制：刘旺

起迄桩号

新建边沟及排水沟

拆除浆
砌片石

C20砼右工程名称
HRB400φ
16钢筋

2cm厚M7.5
砂浆座浆

C30砼
盖板

急弯陡坡、高填方路段安全提升其它工程数量表

设置位置及长度 盖板边沟
边沟
深度 左

尺寸

合计：

C25砼沟
身

挖基

K136+940 ～K136+946

K132+394 ～K132+470



50.0000

130

30.4951

50.0000

60

29.8011

50.3277

50.0000

80-150

35

15

50.3277

50.0000

500-1800

10
15

50.3277

35
10.0000

10.0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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