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简介 

 

交通管理规划（Traffic Management Plan，TMP）被定义为在道路建设或道路升级工程时对

控制或协调车辆流动过程进行的规划，其中涉及的特定过程，如规划、几何设计和交通运营[1]。

它必须在道路工程施工前准备好的，以确保更好地控制车辆和行人的流动、减低交通拥堵、并

保障工地员工的安全[2]。根据地方政府的要求，拟定的 TMP 应包括标志的类型和配色方案、

锥体和塑料屏障布局安排以及道路封闭方法。 

 

施工阶段是在规划过程决定的，需要进行审查以了解每个阶段的复杂性、每个步骤所需的时间

和潜在的障碍。过程中必须详细关注的细节包括[3]： 

 

 现有的建筑工地规则和限制 

 工地位置（道路上、路肩或斜坡） 

 道路工程所需的车道数量 

 道路工程中的障碍物，例如管道服务、排水等 

 工作区允许的最大距离 

 正常交通的其他要求 

 
交通管理方法 

 

马来西亚承包商使用四种主要的交通管理方法来管理道路建设或升级工程期间的交通流量 [1]： 

 

a) 分区方法  

 

鲁莽超速会给工地员工和其他道路使用者带来危险。因此，工地必须实施工作分区，

以确保道路使用者在穿越施工区域时以适当的速度行驶。这是道路建设工程中必须遵

守的基本理念。一般来说，道路建设区将划分为五个区域以减轻危害： 

 

i. A 区：预警区 
 

预警区对于通知道路使用者前方有在进行中的道路工程是至关重要的。使用者

可以有足够的时间调整自己的驾驶方式以适应实际路况。该分区应在施工区前 

2 公里处，并且至少需要一个信号灯来通知道路使用者。该区域也推荐设置警

示牌。 

 

ii. B 区：过渡区 
 

过渡区是要求道路使用者将车辆从在建道路绕行至代替道路以方便道路建设工

程的进行。新的与清晰的绕行标志牌应被设置，以让道路使用者充分了解前方

的变道需要。 

 

iii. C 区：缓冲区 
 

缓冲区是过渡区和工作区之间的空白区域。该区域充当工地员工和道路使用者

的安全缓冲区。该区域允许一些粗心的司机减速并改变行驶车道，以防他们在

过渡区错过绕行。该区域不得有任何建筑材料、机械或工地车辆。它只允许用

与分区和设置道路标志。 

 



 

 

iv. D 区：工作区 
 

工作区是建筑工程进行的区域，仅允许工地员工、机械和建筑材料使用。道路

使用者和公众受限于该区域。这是为了避免可能延迟工作进度的意外事故。 

 

v. E 区：终止区 
 

终止区是以个没有任何建筑工程和道路状况恢复正常的区域。该区域应放置

“PEMBINAAN TAMAT”（施工结束）标志牌以通知使用者道路状况恢复正常，

他们已被允许以最初设定的正常速度行驶。 

 

 
图 1: 各分区示意图及标志牌整体布置 [3]. 

 
b) 道路封闭 

 

道路维护和升级工程是不可避免的，以确保道路使用者的道路体验。然而，道路工程

总是导致道路封闭，这可能会增加受影响地区的交通拥堵。因此，妥善规划道路封闭

以减少对道路使用者的影响是至关重要的。一般来说，道路封闭方法有以下三种： 
 

i. 关闭一个行驶方向的两条或更多车道，而不会干扰相反行驶方向的交通。 

ii. 交叉道，这是一种封闭一个行驶方向的车道而相反行驶方向的车道将作改为双

向路线运行的操作。 

iii. 关闭一条或多条单向路线的车道，其他车道保持开放以供交通流动 

 
c) 绕行或替代路线 

 

如果道路建设或升级工程涉及整段道路，绕行或替代路线的方式将被使用。实施此方

法是为了保护工地员工免受经过该区域车辆的危害。如果替代路线靠近工地，应设置

足够的标志牌以确保车辆低速行驶。 

 
 
 



 

d) 夜间施工 

 

夜间施工也是克服交通流量问题的另一种有效方法。虽然夜间较低的交通流量可以缓

解交通拥堵，但在夜间进行道路工程时，也必须考虑其他的风险因素，例如鲁莽驾驶

行为、驾驶速度过快、疲劳、距离判断困难、视距有限等。因此，承建商或工地员工

需要采取必要的预防措施，例如穿着具完整反光功能的安全背心、临时聚光灯和工地

机械必须带有黄色闪烁信标灯。 

 
总结 

 

通过考虑影响工地交通管理的各种因素，将可以实现有效的交通管理规划。必须考虑的因素包

括道路规模升级、潜在的工地问题、工程效率的不确定性以及交通管理规划专家的经验。交通

管理必须有完善的规划，以提高整体安全水平和工作效率；因此，工程方可在预定的时间、成

本和质量内完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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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中文译本仅供参考之用。如中文译本之文义与英文原文有歧义，概以英文原文为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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