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人车分流专项设计文件

一、设计目标

安全保障：通过合理的人车分流设计，减少行人和车辆的冲突点，降低交通事故发生的

风险，为游客、工作人员及当地居民提供安全的出行环境。尤其是在旅游旺季，人流量和车

流量较大时，确保人员和车辆的安全通行。

交通流畅：优化交通流线，避免人车混行导致的交通拥堵，提高道路的通行效率。使车

辆能够快速、便捷地到达目的地，同时保障行人能够顺畅地游览和活动，提升游客的旅游体

验。

提升旅游氛围：营造宁静、舒适的步行环境，让游客能够更好地欣赏黑岩村的红色文化

景观和自然风貌。通过人车分流，减少车辆对行人的干扰，增强游客在游览过程中的沉浸感，

凸显红色旅游的特色与魅力。

二、设计范围

本设计涵盖黑岩村红色旅游配套建筑周边的主要交通区域，包括游客服务中心、红色展

馆、民宿区等区域之间的连接道路，以及各区域内部的主要道路和停车场周边区域。涉及道

路总长度约 3500 米，其中连接各主要区域的主干道长度约 1500 米，区域内部道路长度约

2000 米。停车场总面积约 12000 平方米，其中游客服务中心停车场面积约 5000 平方米，

红色展馆停车场面积约 4000 平方米，民宿区停车场面积约 3000 平方米。

三、规划原则

以人为本：始终将行人的安全和便捷放在首位，设置独立、舒适的步行系统。步行道的

设计充分考虑游客的步行习惯和需求，如设置合理的休息区域、景观节点等，提升步行体验。

因地制宜：结合黑岩村的地形地貌、建筑布局以及现有交通状况进行设计。充分利用地形高

差，合理规划人车分流的方式，减少对原有环境的破坏，实现设计与当地实际情况的完美融

合。

系统性与整体性：将人车分流设计作为一个整体系统进行规划，综合考虑道路、停车场、

步行道、标识系统等各个要素之间的相互关系。确保各个部分相互协调、配合，形成一个有

机的整体，共同服务于交通分流的目标。

四、道路系统设计

车行道路规划

主要车行路线：明确主要的车辆通行路线，使其与步行系统完全分离。主要车行道路应

保证足够的宽度，一般双向车道宽度不小于 7 米，单向车道宽度不小于 4 米，以满足车辆

交汇和通行的需求。道路转弯半径根据车辆类型和行驶速度进行合理设计，一般不小于 6 米，

确保车辆行驶顺畅。在连接各主要区域的主干道上，双向车道宽度设置为 8 米，可满足旅

游大巴等大型车辆的交汇需求；在区域内部单向车道，宽度为 4.5 米。

停车场设置：在游客服务中心、红色展馆等主要建筑附近合理设置停车场。停车场采用

分区管理，分为小型车停车区、大型车停车区（如旅游大巴停车区）等。停车场内部通道宽

度不小于 5 米，保证车辆能够自由进出和停放。同时，设置清晰的停车标识和引导系统，

方便车辆有序停放。在游客服务中心停车场，规划小型车停车位 200 个，大型车停车位 30
个；红色展馆停车场规划小型车停车位 150 个，大型车停车位 20 个；民宿区停车场规划



小型车停车位 100 个。

与外部交通衔接：确保黑岩村红色旅游配套建筑周边的车行道路与外部市政道路顺畅连

接。在与外部道路的接口处，设置合理的交通信号灯、减速带等交通设施，引导车辆有序进

出，避免对外部交通造成干扰。目前与外部连接的主要道路接口处已安装交通信号灯，并设

置了三条减速带，有效控制车辆进出速度。

步行道路规划

独立步行网络：构建独立的步行网络，将游客服务中心、红色展馆、民宿区以及其他旅

游景点有机连接起来。步行道宽度根据人流量进行设计，一般主步行道宽度不小于 3 米，

次步行道宽度不小于 2 米。步行道采用防滑、透气的铺装材料，如透水砖、石板等，确保

行人行走安全舒适。主步行道宽度设置为 4 米，可满足旅游旺季多人并行的需求；次步行

道宽度为 2.5 米。

步行道景观设计：注重步行道的景观营造，在步行道两侧设置花坛、绿化带、景观小品

等。景观小品可以融入红色文化元素，如红军雕塑、红色文化墙等，使游客在步行过程中能

够深入感受红色文化氛围。同时，合理设置休息座椅、遮阳棚等设施，方便游客休息。目前

已在步行道沿线设置了 10 处休息座椅区域，配备遮阳棚，并间隔布置了 5 组红色文化主

题景观小品。

无障碍设计：步行道应进行无障碍设计，确保残疾人、老年人等特殊人群能够方便通行。

设置无障碍坡道，坡度不大于 1:12，宽度不小于 1.2 米。在需要的地方设置盲道，盲道应

保持连续，中途不得有障碍物。已完成步行道全线的无障碍坡道建设，共设置 15 处无障碍

坡道，盲道铺设长度约 2000 米。

五、交通标识与引导系统

标识牌设置

车辆标识牌：在车行道路的起点、路口、转弯处等位置设置清晰的车辆标识牌。标识牌

应包括道路名称、行驶方向、限速标志、禁止通行标志等。采用反光材料制作标识牌，确保

在夜间或低能见度条件下也能清晰可见。已设置车辆标识牌 30 处，涵盖所有主要车行道路

的关键位置。

行人标识牌：在步行道的起点、分叉口、景点入口等位置设置行人标识牌。标识牌应包

括步行道方向指示、景点介绍、安全提示等内容。标识牌的设计风格应与红色旅游主题相契

合，采用具有红色文化特色的造型和色彩。已设置行人标识牌 40 处，分布在步行道各关键

节点。

标线设置

车行道路标线：在车行道路上设置清晰的标线，包括车道分界线、边缘线、停车线、导

向箭头等。标线应采用耐磨、反光性能好的材料，确保其在长期使用过程中保持清晰。车行

道路标线已全部施划完成，使用的标线材料可保证 5 年内清晰可见。

步行道路标线：在步行道上设置必要的标线，如人行横道线、禁止停车线等。人行横道

线应设置在车辆与行人交汇的重要位置，采用醒目的白色条纹，提醒车辆注意避让行人。在

与车行道路交汇的 5 处关键位置设置了人行横道线。

引导设施

车辆引导设施：在停车场入口、内部通道以及主要车行道路上设置车辆引导设施，如指

示灯、指示牌等。引导车辆按照规定的路线行驶和停放，提高停车场的管理效率。停车场内



已安装车辆引导指示灯 20 个，指示牌 15 个。

行人引导设施：在步行道上设置引导设施，如路灯杆上的导向标识、地面上的引导箭头

等。引导游客按照规划的步行路线游览，避免游客迷路或误入车行区域。在步行道路灯杆上

安装导向标识 50 个，地面绘制引导箭头 30 处。

六、交通管理措施

交通管制：在旅游旺季或特殊活动期间，实施交通管制措施。限制车辆在某些区域的通

行时间和范围，优先保障行人的安全和通行需求。例如，在游客集中参观红色展馆的时间段

内，对展馆周边的部分道路实行临时交通管制，禁止车辆通行。过去旅游旺季期间，已成功

实施交通管制 10 次，有效保障了行人安全与通行顺畅。

停车管理：加强停车场的管理，设置专门的停车场管理人员。管理人员负责引导车辆有

序停放，确保停车场内的交通秩序。同时，对停车场的收费进行合理管理，采用智能化的收

费系统，提高收费效率。每个停车场配备 3 - 5 名管理人员，智能化收费系统可实现快速准

确收费，平均每辆车收费时间不超过 30 秒。

宣传教育：通过多种方式对游客、工作人员及当地居民进行交通安全宣传教育。在游客

服务中心发放交通安全宣传手册，在景区内的电子显示屏上播放交通安全宣传片等。提高人

们的交通安全意识，引导人们自觉遵守人车分流的规定。已累计发放交通安全宣传手册 5000
份，电子显示屏每天循环播放交通安全宣传片 10 次。

七、与周边环境协调

景观协调：人车分流设计应与黑岩村的自然景观和红色文化景观相协调。步行道和车行

道路的设计不应破坏原有的景观风貌，而是要通过合理的布局和景观设计，进一步提升景区

的整体美感。例如，在步行道的建设中，尽量保留原有的树木和植被，使其成为景观的一部

分。已保留步行道沿线原有树木 80 余棵，并在周边区域新增绿化面积约 1000 平方米。

功能协调：考虑到黑岩村的旅游功能和居民生活功能，人车分流设计应兼顾两者的需求。

在设计步行道和车行道路时，要充分考虑居民的日常出行需求，避免对居民生活造成不便。

同时，也要确保旅游交通的顺畅，提升游客的旅游体验。通过与当地居民沟通，优化了部分

道路设计，既满足居民出行，又保障旅游交通，居民满意度达到 85% 以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