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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In the new period of socialist new rural construction, we should speed up the improvement of rural traffic conditions, provide 
convenient and safe travel environment for people, and prevent the loss of life and property. In recent years, due to the increasing 
number of rural vehicles, the frequency of safety accidents is also accelerating, relevant departments should strengthen key prevention 
and control, and accelerate the construction of a harmonious society. Therefore, it is necessary to clarify the key points of safety 
protection technology, to realize the investigation and treatment of traffic safety hazards, and to prevent serious casualties. This paper 
analyzes the problems existing in rural traffic safety, explores the application measures of rural traffic safety protection technology, 
and provides reference for practical wor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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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在新时期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当中，应当加快农村交通状况的改善，为人们提供便捷、安全的出行环境，防止生命财产遭受
损失。近年来，由于农村车辆数量逐渐增多，导致安全事故出现的频率也在加快，相关部门应该加强重点防控，加快和谐社
会的构建。因此，需要明确安全防护技术要点，实现对交通安全隐患的排查与处理，防止出现严重的伤亡情况。论文针对农
村交通安全存在的问题进行分析，探索农村交通安全防护技术的应用措施，为实践工作提供参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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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言

农村公路建设数量和规模在不断扩增，为日常出行和交

通运输行业发展奠定了基础，有利于拉动农村地区经济发展。

然而，由于长期以来缺乏对农村交通状况的重视，导致安全

问题逐渐凸显，对社会生产生活产生负面影响。城乡交通管

理往往采用自上而下的单一化模式，导致其管理实效性不足，

无法针对农村交通特点采取有效的弥补措施。农村交通安全

事故增长点呈现出多样性的特征，这也给管理与防护工作带

来了新的挑战。因此，我们应该构建完善的管理机制，加强

先进防护技术的应用，促进农村交通安全性的提高，为农村

交通发展奠定基础。这就需要掌握安全防护技术的关键环节，

从当前农村交通安全现状入手，制定针对性解决方案，以满

足交通系统的实际运行需求。

2 农村交通安全存在的问题

2.1 事故反复性

《中华人民共和国道路交通安全法》的实施，为中国农

村交通状况的改善提供了依据，有利于控制交通事故伤亡人

数，促进中国农村地区的可持续发展。虽然交通事故量呈现

出逐年下降的趋势，但是其在全国道路交通事故总量中的占

比仍旧较大，农村交通安全问题突出 [1]。反复性是农村交通

安全事故的基本特征，容易在同一地点导致同类型交通事故

的出现，而且居民的交通安全意识不足，对于交通法规的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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解程度较低，引发多种类型的交通事故。如果此类问题无法

得到有效遏制，将会给社会发展造成巨大损失。

2.2 违规驾驶

在农村地区，交通违章现象更加突出，包括酒后驾驶、

疲劳驾驶、驾驶三无车辆和超载行驶等，这些都存在较大的

安全隐患，进而导致安全事故的发生。很多驾驶员存在侥幸

心理，驾驶的三无车辆未能经过严格的检测，导致其安全隐

患增多，给自身和乘客带来难以预估的伤害。受到眼前经济

利益的趋势，在驾驶中往往也存在较多的超载行驶问题，车

辆在长期超负荷运行状态下会发生故障，进而引发侧翻、追

尾等交通事故。驾驶员未能遵循连续驾驶不能超过 4h 的规定，

存在疲劳驾驶的现象，也会导致其注意力出现分散，增大了

驾驶风险。

2.3 技术等级低

在农村公路建设中，由于环境因素、经济因素等限制，

其技术等级较低，也会在投运后引发交通安全事故 [2]。在

实施线性规划时无法满足相关标准要求，无法为驾驶员提

供良好的视距。同时，路面和路基在建设中存在问题，未

能采取有效的养护措施，也会给车辆行驶埋下隐患。很多

基础设施，如标志标牌和信号灯等不够健全，难以对驾驶

员进行科学引导。

3 农村交通安全防护技术的应用措施
3.1 改善行驶视距

低等级和小交通量，是农村公路的基本特征，因此在采

取安全防护技术时也应该做到因地制宜，不能照搬城市公路

交通安全防护方案，以降低成本投入，防止出现资源浪费的

问题。以提升交通安全为目标，同时避免对交通便捷产生影

响。对驾驶员的视距进行针对性改善，使其获得良好的行车

视野，是有效预防交通安全事故的关键措施。尤其是当前农

村道路两旁的树木较多，此外在弯道位置也会存在大量的土

体、建筑物和山体等，导致驾驶员的视线受到影响 [3]。因此，

应该对关键位置的树木进行移除，也可以对其进行定期修剪，

防止对驾驶员在行驶中的视线造成干扰。将反光条、凸面镜

和警示标语等设置于转弯处的山体附近，体现驾驶员在转弯

时能减速谨慎行驶，在视野不受阻碍后进入正常速度，防止

疏忽大意引起的交通安全事故。公路视线诱导设施应用于弯

道的外侧，包括轮廓标和线形诱导标等，能提醒驾驶员按照

交通规则安全驾驶。

3.2 限制行驶速度

行驶速度过快是导致交通安全事故频发的主要因素之

一，因此在农村交通安全防护中也应该对行驶速度进行有效

限制和管理，降低事故发生率。与城市相比，农村地区的车

辆较少，很多驾驶员在行驶中会出现超速现象，因此容易在

转弯或者路口处引发安全事故。区间测速监控的应用，是加

强行驶速度管理的关键，能在相应区间内对行驶速度进行控

制。当驾驶员出现超速时能立刻拍照取证，通过违章处理增

强其安全驾驶意识。减速带的应用也是加强农村交通安全防

护的有效措施，可以设置于村庄的路口位置和急坡位置等。

同时，结合标牌等形式，提醒驾驶员在该区域减速行驶 [4]。

针对事故多发地的特点进行全面分析，从而设置醒目的警示

牌，避免出现超速行驶问题。

3.3 实施交通静化

在农村的乡镇和村庄当中通常会有公路穿过，为了提高

公路交通安全，还可以采用交通静化防护技术手段，加快交

通运输行业繁荣发展、推动城镇化进程的同时，避免交通安

全事故对人们生命财产造成的威胁。道路瘦身和车道窄化等，

是几种常用的交通静化处理措施。当农村公路中存在多余位

置时，可以通过停车区域、人行道和自行车道的设置，实现

对公路的瘦身处理，道路的宽度得到有效控制。道路瘦身防

护技术的应用，能满足非机动车辆的行驶需求，增强交通系

统的运行协调性 [5]。通过提供车位满足农村地区车辆日益增

长的需求，减少交通安全事故次数，促进农村地区的和谐稳

定发展。

3.4 加强严格管理

应该明确农村交通管理的现实意义，将管理工作的推进

提上日程，确保车辆可以严格按照交规行驶，使农村交通安

全得到可靠保障，避免或者减少交通安全事故。尤其是在村

庄的土地接口位置和十字路口位置等，其事故发生率相对较

高，因此应该对上述位置实施重点管理，严格按照相关设计

规范设置接口位置、形式和数量等。接入管理技术的应用，

也是实施农村交通安全管理的关键，通过对冲突点的有效分

离，达到控制交通事故的目的。在此过程中应该根据农村道

路情况明确接入密度和接入间距，充分体现接入管理技术的

特点，增强实际控制效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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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5 融合主动引导与被动防护

主动引导与被动防护的有效融合，能大大提高交通安全

性，同时降低在交通事故中的损失。为了增强驾驶员的安全

行车意识，可以将警示设备应用于道路当中，确保其全程安

全驾驶，这就属于主动引导的常用方式。视线诱导、信号灯

和减速带等，在主动引导工作中的应用较多，能对行车过程

进行科学引导，对行车环境进行优化，以降低驾驶员的行车

风险。防护设备设置于人行道和机动车行驶道之间，能降低

行人和车辆的彼此影响，这就是被动防护的常用方式。该方

式能改善交通秩序，实现对交通事故的有效预防。警示墩、

混凝土护栏和灌木等，是常用的被动防护设备 [6]。B 级波形

梁护栏的应用也较为广泛，尤其是当道路两旁存在江河湖或

者具有较大高差时，可以采用该防护技术。

3.6 设计错车道

单车道在农村地区中较为常见，该形式的车道较为狭窄，

因此在车辆行驶中往往会发生不同程度的交通事故，轻则导

致车辆的摩擦，重则导致车辆的撞毁。因此，在安全防护中

还应该对该形式的车道进行改善，通过错车道的设计改善农

村地区交通拥堵的问题，同时避免交通事故的发生。在设计

中应该严格遵循相关交通规则及标准，路基宽度应该控制在

6.5m 以上，道路有效长度应该控制在 20m 以上。过渡路段在

错车道两端的设置，能为车辆的行驶提供便捷，加快道路交

通系统运行，其有效长度应该控制在 10m 以上。同时，应该

对错车道的间距进行控制，通常应该在 300m 以上，保障良

好的视野。

4 结语

事故反复性、违规驾驶和技术等级低等问题，是在当前

农村交通系统运行中存在的主要安全问题，进而引发不同程

度的交通安全事故，不利于农村地区的综合发展。为此，应

该通过改善行驶视距、限制行驶速度、实施交通静化、加强

严格管理、融合主动引导与被动防护、设计错车道等措施，

加强对农村交通安全的有效防护，实现对交通安全事故问题

的有效预防及控制，保障人们的安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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