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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 言

为适应深圳国际化城市建设和发展的需要，规范全市自行车专用道的设计，统一建设标

准和主要技术指标，提高精细化设计水平，制定本标准。

本标准在立足国家和行业既有标准和规范的基础上，经广泛调查研究，总结国内外已建

成或在建的自行车专用道建设经验，反复论证后形成。

本标准共分八章，主要内容包括：1.总则；2.术语；3.基本规定；4.总体设计；5.路基路

面设计；6.配套设施设计；7.景观绿化设计；8.排水设计。

本标准由深圳市住房和建设局、深圳市交通运输局联合批准发布，由深圳市交通运输局

业务归口并组织深圳市综合交通设计研究院有限公司等编制单位负责具体技术内容的解释。

本标准在执行过程中如有修改和补充之处，请将意见或建议寄送深圳市综合交通与市政工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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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总 则

1. 0. 1 为适应深圳国际化城市建设和发展的需要，规范全市自行车专用道的设计，统一建设

标准和主要技术指标，提高精细化设计水平，制定本标准。

1

1

1

. 0. 2 本标准适用于深圳市区域范围内的新建和改建自行车专用道设计。

. 0. 3 自行车专用道的设计应遵循以人为本、安全可靠、低碳环保和经济美观的原则。

. 0. 4 自行车专用道设计除符合此标准外，尚应符合国家及深圳市现行有关标准的规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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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术 语

2

2

2

2

. 0. 1 自行车专用道 bicycle lane

指具有独立路权，仅供自行车行驶的专用道路。

. 0. 2 设计速度 design speed

自行车专用道几何设计（包括平曲线半径、纵坡、视距等）所采用的骑行速度。

. 0. 3 骑行速度 riding speed

骑手骑行过程中所采用的速度。

. 0. 4 潮汐车道 tidal lane

潮汐现象明显时配合车道指示灯变化可调整行驶方向的车道，供早晚高峰期间通勤自行车

交通使用，一般设置于道路中间，单车道宽度不宜小于 1.25m。

2. 0. 5 主通道 main channel

主通道主要承担骑行单元内或相邻骑行单元间居住区与商业办公区之间的高频率短距离

出行，是构成自行车交通网络的主骨架。

2. 0. 6 连通道 channel

连通道主要承担骑行单元内居住区与学校、轨道站点或公交枢纽间的自行车短途出行及接

驳交通，以及向主通道集散的自行车交通，是构成自行车交通网络的次级自行车专用道。

2. 0. 7 休闲道 leisure channel

休闲道主要满足休闲健身和兼顾串联各骑行单元的功能，是连接全市区域绿地、主要公园、

风景旅游区，同时兼顾串联各骑行单元的弱交通性自行车道。

2



 

3 基 本 规 定

3. 0. 1 自行车专用道的设计应符合深圳市城市总体规划。

3. 0. 2 自行车专用道根据功能分类，可分为主通道、连通道和休闲道。

3. 0. 3 自行车专用道的设计速度应符合表 3.0.3 的规定：

表 3.0.3 自行车专用道的设计速度

自行车专用道功能 主通道 连通道 休闲道

20 20设计速度（km/h） 25 15 15

3. 0. 4 本标准中自行车设计车辆及其外轮廓尺寸参数应符合表 3.0.4 的规定：

表 3.0.4 自行车设计车辆及其外轮廓尺寸参数

车辆类型

自行车

总长（m） 总宽（m） 总高（m）

2.251.93 0.6

3. 0. 5 自行车专用道建筑限界几何形状应为自行车专用道上净高线和两侧侧向净宽边线组

成的空间限界（图 3.0.5），专用道建筑限界内不得有任何物体侵入。自行车专用道的最小净

高 Hz 应不低于 2.5m。当有施工、养护等车辆通行时，净高应满足其通行要求。

图 3.0.5 自行车专用道建筑限界（单位：m）

3

3

. 0. 6 自行车专用道路面结构应按轻交通荷载确定。

. 0. 7 自行车专用道设计宜采用新材料、新技术；宜加强建筑废弃物再生材料在自行车专用

道工程中的应用。

. 0. 8 高架自行车专用道的设计荷载应符合现行行业标准《城市桥梁设计规范》CJJ 11 的有

关规定。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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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总 体 设 计

4. 1 一 般 规 定

4. 1. 1 自行车专用道总体设计应贯穿自行车专用道设计的各阶段，全面系统地协调各专业的

关系，确定技术标准、建设规模、主要技术指标和设计方案。

4

4

. 1. 2 自行车专用道路线线位应符合《深圳市自行车交通发展规划》等有关规划要求。

. 1. 3 自行车专用道选址应结合周边自然景观和环境设计，充分考虑与生态敏感地区的空间

协调关系。

4

4

. 1. 4 自行车专用道的车道数规模应根据交通量预测、通行能力和服务水平确定。

. 1. 5 自行车专用道应根据使用要求、交通运行特征、控制条件、社会经济效益及环境等因

素，合理确定布设长度、横断面布置、出入口位置及间距、结构型式。

. 1. 6 自行车专用道线性设计应满足安全舒适性、便捷连续的原则，设计时应减少与其它道

路的冲突。

4

4. 1. 7 自行车专用道设计应避免与无障碍设施的冲突。

4. 2 通行能力与服务水平

4

4

. 2. 1 自行车专用道单车道设计通行能力应取 1600（辆/小时）～1800（辆/小时）。

. 2. 2 自行车专用道服务水平标准应符合表 4.2.2 的规定。

表 4.2.2 自行车专用道服务水平标准

服务水平
一级 二级 三级

指标

骑行速度（km/h）

车头间距（m）

交通量负荷系数

25～20

9～7

20～15

7～5

15～10

5～3

0.4～0.55 0.55～0.7 0.7～0.85

4. 2. 3 自行车专用道功能与服务水平应符合表 4.2.3 的规定。

表 4.2.3 自行车专用道功能与服务水平匹配表

功能分类

服务水平

主通道

一级

连通道 休闲道

一级、二级 二级、三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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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3 横断面设计

4. 3. 1 自行车专用道路面宽度应根据自行车高峰小时交通量及单车道设计通行能力确定。横

断面布置可分为整体式和分离式两种布置形式，宜根据使用功能及工程特点灵活选用。

. 3. 2 桥梁路段与通道路段的自行车专用道横断面型式、车道数及路缘带宽度应与相连接的

路基段相同。

4

4

4

4

. 3. 3 自行车专用道宜按双向行驶设计，可在中间设置潮汐车道。

. 3. 4 自行车专用道路面宽度应为自行车道宽度及两侧路缘带宽度之和。

. 3. 5 自行车专用道路面宽度应符合下列规定：

1

2

单向车道宽不宜小于 3.5m；当受条件限制时，单向车道最小宽度不应小于 2.5m；

双向车道宽不宜小于 4.5m。

4

4

. 3. 6 自行车专用道路拱横坡度宜采用直线单面坡，横坡度宜为 1.0%~2.0%。

. 3. 7 自行车专用道宜设置保护性路肩。路肩应符合下列规定：

1

2

3

路肩宽度应满足设置护栏、地上杆柱、交通标志基础的要求；

路肩最小宽度宜为 0.5m；

路肩横坡度宜为 3.0%。

4. 4 平 面 设 计

4. 4. 1 自行车专用道的平面设计应符合《深圳市步行和自行车交通系统规划设计导则》的有

关规定，并应与周围环境相协调。

. 4. 2 自行车专用道应与周边的居住区、办公区、公共交通站点、公园、景区、市政道路慢

行系统等进行衔接设计。

4

4

4

. 4. 3 当有驻足需求时，宜结合周围环境在自行车专用道附近设置休憩点或观景平台。

. 4. 4 自行车专用道应依据交通组织设计及使用功能等因素，结合地形条件和实际需求合理

布置出入口。相邻出入口间距宜为 200m~600m。

. 4. 5 自行车专用道平面线形应由直线和圆曲线两种要素组成。平面线形设计时应做好直线

和平曲线的衔接，合理设置超高，并应符合下列规定：

自行车专用道圆曲线最小半径应符合表 4.4.5-1 的规定；

4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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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4.4.5-1 自行车专用道圆曲线最小半径

设计速度（km/h） 一般最小半径（m） 极限最小半径（m）

15

20

25

15

20

30

7

13

20

2 超高与圆曲线最小半径应符合表 4.4.5-2 规定。

表 4.4.5-2 超高与圆曲线最小半径（m）

超高 2% 3% 4%

15

20

25

9 8 7
设计速度

15

23

14

21

13

20
（Km/h）

4. 4. 6 自行车专用道最小停车视距应符合表 4.4.6 的规定。由于地形及其他原因导致视距不

能满足要求时，应采取必要措施保证骑行安全。

表 4.4.6 自行车专用道最小停车视距

设计速度（km/h） 最小停车视距（m）

15

20

25

15

20

25

4. 5 纵断面设计

4

4

. 5. 1 自行车专用道的纵断面设计应符合城市竖向规划控制高程。

. 5. 2 自行车专用道纵坡应符合下列规定：

1

2

3

自行车专用道最小纵坡不应小于 0.3%，困难时不应小于 0.2%；

自行车专用道最大纵坡不应大于 3.5%；

自行车专用道纵坡大于或等于2.5%时，自行车专用道最大坡长应符合表4.5.2的规定；

表 4.5.2 自行车专用道最大坡长

纵坡（%） 最大坡长（m）

3.5

3.0

2.5

150

200

3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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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自行车专用道纵坡坡长的最小长度不应小于 65m。

. 5. 3 自行车专用道坡度大于等于 2.5%且连续上坡或连续下坡时，应在限制坡长之间设置

纵坡缓和段，缓和段纵坡度应小于 2.5%，坡长不应小于最小纵坡坡长。

4

4. 5. 4 自行车专用道变坡点处应设竖曲线，其最小半径不宜小于 150m。

4. 6 线形组合设计

4. 6. 1 自行车专用道线形应协调平面、纵断面、横断面三者间的组合，合理采用技术指标，

并应适合地形、地物和周边环境，满足骑行安全及排水畅通等要求。

. 6. 2 平曲线与竖曲线宜相互对应，且应符合下列规定：4

1

2

3

4

平曲线长度宜大于竖曲线长度；

应避免在凸形竖曲线的顶部或凹形竖曲线的底部插入小半径的平曲线或反向平曲线；

长的平曲线内不宜包含多个短的竖曲线；短的平曲线不宜与短的竖曲线组合；

长直线不宜与陡坡或半径小且长度短的竖曲线组合；长的竖曲线不宜与半径小的平曲

线组合。

. 6. 3 当下坡平均纵坡度 i 大于或等于 2.5%时，与长纵下坡相连的圆曲线最小半径应符合

表 4.6.3 的规定。

4

表 4.6.3 与长纵下坡相连的圆曲线最小半径

平均纵坡度（%） 2. 5≤ i < 3 i≥ 3

坡长与坡度之积的和

一般最小圆曲线半径(m)

不设超高最小圆曲线半径(m)

—

30

50

<500

30

≥500

60

50 200

4. 7 交 叉 设 计

4. 7. 1 自行车专用道的交叉形式应结合使用需求及现场条件设置，并应满足下列要求：

1

2

自行车专用道与高速公路、快速路相交时应采用上跨或下穿的立体交叉形式；

自行车专用道与主干路、次干路、支路、慢行专用道等相交时宜采用平面交叉形式，

并宜根据交通流量采用信号灯控制。

4. 7. 2 自行车专用道与其他自行车道的衔接应结合交通量进行设计。衔接部平面应按图

4.7.2 设计，具体参数应符合表 4.7.2 的规定。

7



 

图 4.7.2 平面衔接示意图

表 4.7.2 平面衔接参数表

连接段 展宽段宽度 展宽段 渐变段

L3

衔接部

B1

2.5

L1

4

B2

2

L2

10最小尺寸(m) 满足最小停车视距的要求

4. 8 接 驳 设 计

4. 8. 1 自行车专用道宜与大型公交车站、地铁换乘站、交通枢纽、居住区、商业办公区、休

闲娱乐区、口岸、码头等人流集中地方进行接驳，并应设置相应的自行车停放设施。

. 8. 2 自行车停放设施设置应遵循缩短步行换乘距离、降低地面交通的相互干扰、节约出行

时间和出行成本的原则，并应满足下列要求：

自行车停放设施应综合考虑公交接驳规划、周边用地、换乘需求量等条件进行设置。

4

1

其规模应根据所服务的公共建筑性质、高峰日平均吸引车次总量、平均停放时间、场地有效

周转次数及自行车停放不均匀性等因素确定；

2 自行车停放设施应根据服务对象位置就近布设，宜布设在自行车专用道出入口附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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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路 基 路 面

5. 1 一 般 规 定

5. 1. 1 自行车专用道路基路面设计应根据自行车专用道的类型和等级，结合沿线地形地质、

水文气象及路用材料等条件进行设计。设计时应选用节能减排的路面形式，并应选择技术先

进、经济合理、安全可靠、方便施工的路基路面结构。

5. 1. 2 自行车专用道路基路面应具有足够的强度、稳定性、抗变形能力和耐久性。路面面层

应满足平顺、抗滑、耐磨、环保与美观等表面特性的要求。

. 1. 3 自行车专用道路基路面应结合沿线水文、地形、地质等自然条件设置必要的排水设施，

并应形成合理、完整的排水系统。

. 1. 4 自行车专用道采用沥青路面结构的，设计基准期应为 10 年；采用水泥混凝土路面结

构的，设计基准期应为 20 年。

5

5

5. 1. 5 自行车专用道路面防滑性能指数 BPN 应大于或等于 60。

5. 2 路 基

5

5

. 2. 1 自行车专用道路基断面形式应与沿线自然环境和城市环境相协调，不宜高填、深挖。

. 2. 2 自行车专用道特殊路基应根据工程地质、周边环境分析危害，结合工程所在地区成功

经验确定处理方法。

5

5

5

. 2. 3 自行车专用道路基应遵循节约、环保的原则，宜合理利用当地材料和可再生材料。

. 2. 4 自行车专用道路基防护应采取工程防护与植物防护相结合的措施，并应与景观相协调。

. 2. 5 自行车专用道路基支挡结构设计应满足各种荷载下支挡结构的稳定、安全和耐久性要

求；支挡结构类型选择应符合安全、经济、美观及便于养护的设计原则。

5. 3 路面类型与材料

5. 3. 1 自行车专用道路面类型与材料应根据使用要求、气候特点、交通流量与结构层功能要

求等因素进行设计。

. 3. 2 自行车专用道路面类型宜采用沥青混凝土、水泥混凝土等，不宜采用砖材；路面材料

宜采用透水型彩色材料。

5

5

5

. 3. 3 自行车专用道路面材料的各项性能指标均应满足现行有关国家标准的规定。

. 3. 4 自行车专用道路面材料宜结合新材料、新技术和新工艺的发展合理选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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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4 路面结构组合设计

5. 4. 1 自行车专用道路面结构组合设计应根据专用道的服务水平、气象与水文等自然因素确

定，路面各结构层应满足技术经济要求。

5

5

. 4. 2 自行车专用道路面结构可由面层、基层（含底基层）、垫层等组成。

. 4. 3 自行车专用道路面结构层的厚度应根据自行车专用道功能、现状路基条件以及对应的

交通流量进行确定。

. 4. 4 若原地面为现状水泥或沥青混凝土路面，进行路面结构组合设计时应加强对现状路面

的充分利用。

5

5. 5 路面铺装设计

5. 5. 1 自行车专用道路面铺装设计应考虑铺装材料、铺装颜色以及铺装样式。自行车专用道

路面铺装设计应具有一定的视觉引导功能。

5

5

. 5. 2 自行车专用道路面铺装材料的选用宜以安全、经济、环保为原则。

. 5. 3 自行车专用道路面铺装颜色应与周边建筑、城市景观协调统一。在跨区域路段宜选用

合适的颜色进行过渡铺装。路面铺装颜色不应选用与标志、标线相同或相近的颜色。

. 5. 4 自行车专用道路面铺装可结合区域的功能定位、发展理念以及自然和人文景观等因素

设置。在自行车专用道分叉段或与其他道路衔接段，宜设置提示类文字或图案。

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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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配套设施设计

6. 1 一 般 规 定

6

6

6

6

. 1. 1 配套设施设计应与自行车专用道功能定位相匹配，并应与周边环境协调统一。

. 1. 2 配套设施布局应统筹规划、协调布置，并应设置合理间距避免相互干扰。

. 1. 3 配套设施不得侵入自行车专用道建筑限界范围内。

. 1. 4 服务性配套设施应方便使用与操作，方便道路使用者获得相应服务。

6. 2 交通标志和标线

6. 2. 1 自行车专用道应设置标志标线，其位置、形状、内容等方面应保持系统性、连续性、

统一性。自行车交通标志标线设置应符合现行国家标准《道路交通标志和标线》GB 5768、《城

市道路交通标志和标线设置规范》GB 51038 的有关规定以及国家和深圳市有关法律、法规和

标准的要求。

6. 2. 2 自行车专用道交通标志设计应符合下列规定：

1 交通标志的设置应整体布局，做到信息连贯一致，不应出现信息不足、不当或过载的

指示标志应设置在自行车专用道起终点，自行车专用道交叉口前宜设置相应的提前预

现象；

2

告标志；

3

4

警告标志应设置在需标明可能存在的危险路段，且宜在危险路段前 30m 处设置；

常用的自行车专用道交通标志版面颜色及图形应符合表 6.2.2 的规定；

表 6.2.2 常用的自行车专用道交通标志版面颜色及图形

序号 类型 名称 版面颜色及图形示例 含义和设置

表示该道路仅供自行车行驶，在自行车专用道起

点及各交叉口入口前适当位置应设置自行车行驶

标志

指示

标志
1

2

自行车行驶

当自行车专用道坡度大于 2.5%时，应设注意陡坡

标志，设在上陡坡坡脚前/下陡坡的坡顶前；可采

用辅助标志说明陡坡的坡度和坡长

警告

标志
注意陡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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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表 6.2.2

设在易滑路段前方，提醒骑行人员注意安全，减

速慢行
3

4

易滑

设在路面积水路段，提醒骑行人员注意安全，减

速慢行
路面积水

5

6

7

注意潮汐车道 应设在潮汐车道路段起点处

限制速度 自行车专用道入口处应设置限制速度标志

自行车专用道

结束
在自行车专用道结束处，宜设置专用路结束标志

应设在通往城市重要地区、旅游景点、重要交通

枢纽等上游路段
8 地点距离标志

指路

标志

出口、入口

标志

自行车专用道由城市道路衔接段进出应在专用道

出口处或衔接段入口处设置出口、入口标志
9

局部自行车专用道建设条件受限、部分自

行车存在逆向行驶的单车道区域，设有自

行车临时驻足区，此时应同步设置临时驻

足区标志

辅助

标志
10 驻足区

5 自行车专用道标志支撑结构宜采用多功能智慧杆，与自行车专用道中其他服务功能

（照明、基站、气候信息监测、前方路况信息等）配套使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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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2. 3 自行车专用道交通标线主要分为指示标线、禁止标线和警告标线。常用的自行车专用

道交通标线图例及含义应符合表 6.2.3 的规定。

表 6.2.3 常用的自行车专用道交通标线图例及含义

序号 名称 图例（除表明单位外，缺省单位为 cm） 含义和设置

表示该车道为自行车道，线宽 5cm，图

形尺寸可结合车道宽度进行同比例缩

放，自行车道每隔不大于 200m 标绘一

组，使用位置应符合 GB5768.7 规定

自行车道

图案
1

自行车行驶

方向箭头

应与自行车道图案共同使用，指示自行

车行驶方向
2

可跨越对向自行车
使用条件应符合 GB5768.7 中 6.1.6 规定；

设计速度≤20km/h，线宽可选用 8cm
3

4

道

分界线

不可跨越对向自行

车道
使用条件应符合 GB5768.7 中 6.1.5 规定；

设计速度≤20km/h，线宽可选用 8cm
分界线

可跨越同向自行车

道分界线

允许自行车短时越线行驶；
5

设计速度≤20km/h，线宽可选用 8cm

不可跨越同向自行

车道分界线/车道

边线

禁止自行车变换车道；

6 自行车道外边缘的界线；

设计速度≤20km/h，线宽可选用 8cm

自行车道 自行车道行驶方向可随交通管理需要进

行变换
7

潮汐车道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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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上内容仅为本文档的试下载部分，为可阅读页数的一半内容。如要下载或阅读全文，请

访问：https://d.book118.com/485234141113011213

续表 6.2.3

自行车专用道与道路相交时，可享有优

先权，机动车在交叉口应减速让交叉道

路自行车先行

8 减速让行线

自行车道在地面穿越道路主要交叉口、

次干路及以上等级城市道路机动车道、

铁路轨道前或其他不能满足安全通行条

件的地段时，需设置“终点”，应配合结束

标志使用

9 终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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