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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工作简况 

（一）任务来源 

《内河交通安全标志》（GB 13851—2019）为强制性国家标准，1992 年首

次发布，2008 年、2019 年先后完成第一次、第二次修订。标准规定了内河交通

安全标志的颜色、字体、分类、形状、尺寸、图案、设置、构造及亮化等要求，

从交通管理的角度，用直观的图形符号、颜色和文字，标示交通管理内容，传递

与交通有关的信息。 

《内河通航水域桥梁警示标志》（JT 376—1998）是交通运输行业强制性标

准，1998 年首次发布。标准规定了内河通航水域桥梁警示标志的分类、形状、

图案、颜色、尺寸，以及标志的设置、制作、安装和亮化的要求，以直观的图形、

颜色、文字向过桥船舶警告、提示桥下航路及桥梁通航净空，防范船舶与桥墩或

桥梁上部结构发生碰撞。 

《内河交通安全标志》和《内河通航水域桥梁警示标志》（以下简称“两项

标准”）是我国内河交通标志的基础性和通用性标准，在我国内河航道尤其是水

网地区航道中得到广泛应用，已成为内河航道工程、跨河桥梁工程设计和港航海

事安全管理的重要技术依据。两项标准的颁布和实施，在统一全国内河交通安全

标志制式、规范内河交通行为、减少内河交通事故、保障内河交通安全畅通等方

面发挥了重要作用，为完善内河交通安全体系、提升内河交通安全水平、促进内

河交通高质量发展提供了有力支撑。 

《内河通航水域桥梁警示标志》（JT 376—1998）颁布实施至今已有 20 余

年，期间，我国内河水运交通事业发展迅速、标志技术革新进步明显，新形势给

《内河通航水域桥梁警示标志》带来了新的更高要求。为改进桥梁警示标志制式、

完善标准技术内容、提升标准应用效力，交通运输部、国家标准委先后于 2014

年 8 月、2017 年 12 月下达了行业标准修订计划（计划编号：JT 2014-69）和国

家标准制定计划（计划编号：20174025-Q-348），对《内河通航水域桥梁警示标

志》进行完善和升级。考虑到“内河通航水域桥梁警示标志”归属“内河交通安

全标志”范畴，按照强制性标准精简整合的原则，2021 年 5 月，交通运输部提

出《关于申请调整<液化气码头安全技术要求>等 10 项强制性国家标准制修订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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划的函》（科技标准函〔2021〕36 号），将《内河通航水域桥梁警示标志》纳入

《内河交通安全标志》实施整合修订，获得国家市场监督总局标准技术管理司的

批复。据此，原国家标准《内河通航水域桥梁警示标志》制定计划（计划编号：

20174025-Q-348）调整为修订强制性国家标准《内河交通安全标志》（GB 13851—

2019），计划完成时间为 2021 年 12 月。 

（二）起草人员及其所做工作 

新修订的国家标准《内河交通安全标志》（以下简称“本标准”）由交通运

输部提出并归口，修订工作由交通运输航测标准化技术委员会负责组织实施。 

本标准第一起草单位为上海河口海岸科学研究中心；参与起草单位为上海

市交通委员会执法总队、上海中交水运设计研究有限公司。 

本标准主要起草人：陆东飞、程海峰、刘杰、周树高、刘国栋、张志平、吴

华林、王钟寅、欧阳龙山、童志华、袁顺才、袁志杰、韩露。 

主要起草人承担的工作见表 1。 

表 1  主要起草人及其所做工作 

起草人 单位 技术职称 主要工作 

陆东飞 
上海市交通委

员会执法总队 
高级工程师 

起草组组长。负责制定整合修订方案，组织协调

起草组会议，把握工作进度；参与标准起草和征

求意见；负责 1 范围、3 术语和定义、4 基本规

定、7 桥梁标志、10 标志设置、11 标志构造

等。 

程海峰 
上海河口海岸

科学研究中心 
副研究员 

技术负责人。负责考察调研、资料分析、标准起

草、编制说明编写及标准征求意见；参与整合修订

方案制定；负责前言、2 规范性引用文件、5 标志

分类、6 岸基标志、8 临水标志、9 可变信息标志、

12 标志亮化等。 

刘杰 
上海河口海岸

科学研究中心 
研究员 

负责标准审核；参与整合修订方案制定、考察调

研、标准起草和编制说明编写；参与 5 标志分

类、6 岸基标志、7 桥梁标志、8 临水标志等。 

周树高 

上海中交水运

设计研究有限

公司 

高级工程师 

负责国内外相关标准和技术资料的收集分析；参

与整合修订方案制定、标准起草；参与 10 标志

设置、11 标志构造、12 标志亮化等。 

刘国栋 
上海市交通委

员会执法总队 
高级工程师 

负责国内外相关法律法规收集分析；参与标准起

草、征求意见；参与 1 范围、2 规范性引用文

件、3 术语和定义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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起草人 单位 技术职称 主要工作 

张志平 

上海中交水运

设计研究有限

公司 

教授级高工 

参与整合修订方案制定、标准起草；参与 1 范

围、2 规范性引用文件、3 术语和定义、4 基本

规定等。 

吴华林 
上海河口海岸

科学研究中心 
研究员 

负责标准审定，参与标准起草；参与 6 岸基标志、

7 桥梁标志、8 临水标志、9 可变信息标志等。 

王钟寅 
上海河口海岸

科学研究中心 
副研究员 负责标准图示制作。 

欧阳龙山 
上海市交通委

员会执法总队 
工程师 

参与标准起草、征求意见；参与 10 标志设置、11

标志构造等。 

童志华 

上海中交水运

设计研究有限

公司 

教授级高工 
参与整合修订方案制定、标准起草；参与 4 基本

规定、5 标志分类、12 标志亮化等。 

袁顺才 
上海河口海岸

科学研究中心 
教授级高工 参与标准起草；负责附录 B、附录 D、附录 E。 

袁志杰 
上海市交通委

员会执法总队 
高级工程师 参与标准起草；负责附录 A、附录 C。 

韩露 
上海河口海岸

科学研究中心 
助理研究员 负责文字校核；参与标准征求意见。 

（三）起草过程 

本次整合修订工作主要将交通行业标准《内河通航水域桥梁警示标志》的技

术内容纳入国家标准《内河交通安全标志》（GB 13851—2019）。《内河通航水

域桥梁警示标志》（JT 376—1998）先后于 2014 年、2017 年进行了行标修订和

国标升级。 

1. 交通行业标准《内河通航水域桥梁警示标志》修订（2014~2015 年） 

2014 年 8 月~2015 年 12 月，依据交通运输部下达的行业标准《内河通航水

域桥梁警示标志》（JT 376—1998）修订计划（计划编号：JT 2014-69），起草单

位对标准实施了修订完善，并通过审查、形成标准报批稿。 

2. 国家标准《内河通航水域桥梁警示标志》制定（2017~2020 年） 

2017 年 12 月，国家标准委下达国家标准《内河通航水域桥梁警示标志》制

定计划（计划编号：20174025-Q-348）。 

2018 年 1~3 月，成立标准起草组，制定标准制定工作计划，明确标准起草

组各成员的职责和任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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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8 年 4~9 月，收集与内河通航水域桥梁警示标志相关的政策法规、标准

及有关技术资料。 

2018 年 10~12 月，分析国内外“内河通航水域桥梁警示标志”的设置及应用

情况。 

2019 年 1~3 月，标准起草组成员赴上海各区、江苏及浙江等地考察、调研，

并收集相关信息。根据调研成果讨论、修改、完善标准内容，形成标准草稿。 

2019 年 4~5 月，标准起草组采用发函形式，向国内各地内河通航管理单位、

内河交通安全标志的研究设计、制作施工以及使用单位征询意见和建议。共向 37

家单位寄送材料；回函单位 24 家，其中 5 家单位回函提出修改意见共 17 条，19

家单位无修改意见；另有未回函单位 13 家。 

2019 年 6~7 月，标准起草组根据回函意见，经汇总处理和会议研讨，修改、

完善标准内容，编制形成标准征求意见稿。 

2019 年 8~9 月，交通运输部科技司组织开展征求意见工作，在交通运输部

政府信息公开专栏和全国标准信息公共服务平台发布信息向社会公开征求意见，

并以书面形式发送征求意见稿单位 50 家，主要包括各省、自治区、直辖市、新

疆生产建设兵团交通运输厅（局、委）和地方海事局、交通运输部水运局、长江

航务管理局、长江航道局、长江海事局、珠江航务管理局等行政主管部门，中国

远洋海运、招商局、中国交通建设集团有限公司、上海水域发展有限公司、上海

富华石油运输有限公司、安吉川达船务有限公司、嘉兴内河航运有限公司等企事

业单位，交通运输部科学研究院、水运科学研究院、中交上海航道勘察设计研究

院有限公司、上海市交通港航发展研究中心等科研机构。回函单位 35 家，其中

17 家单位回函提出修改意见共 107 条，18 家单位无修改意见；另有未回函单位

15 家。标准起草组根据反馈意见修改、完善标准内容，编制形成标准送审稿。 

2019 年 10~12 月，标准起草组赴长江航务管理局、长江航道局调研沟通反

馈意见，根据沟通交流达成的初步共识，修改标准送审稿及编制说明。 

2019 年 12 月 16~23 日，交通运输航测标准化技术委员会组织开展标准送审

稿专家委员投票工作，36 位专家委员中，赞成 29 票、不赞成 1 票、弃权 2 票，

另有 4 人未投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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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0 年 1 月，标准起草组在上海组织召开标准审查会，与会代表一致同意

标准通过审查，并提出了宝贵的修改意见。标准起草组经会议研讨，按照审查会

代表意见对标准送审稿进行修改完善，编制形成标准报批稿。 

3. 国家标准《内河交通安全标志》修订（2021 年） 

2021 年 5 月，国家市场监督总局标准技术管理司批复交通运输部申请，国

家标准《内河通航水域桥梁警示标志》制定（计划编号：20174025-Q-348）调整

为纳入国家标准《内河交通安全标志》（GB 13851—2019）实施整合修订。 

2021 年 6 月，交通运输航测标准化技术委员会组织召开《内河交通安全标

志》和《内河通航水域桥梁警示标志》整合修订推进会。3 家标准起草单位会商

成立标准起草组，制定标准修订工作计划，明确起草组各成员的职责和任务。 

2021 年 7 月，标准主要起草人赴北京、上海等地开展考察调研，明确整合

修订的总体思路、框架结构和内容编排，标准起草组编制形成标准初稿。 

2021 年 8 月，标准起草组召开研讨会，修改完善标准初稿，编制形成标准

征求意见稿。 

 

二、编制原则、强制性国家标准主要技术要求的依据及理由 

（一）编制原则 

1. 合法性原则 

本标准严格遵守《中华人民共和国航道法》、《中华人民共和国内河交通安

全管理条例》、《中华人民共和国桥区水域水上交通安全管理办法》以及《中华

人民共和国标准化法》等法律法规。 

2. 先进性原则 

本标准充分考虑我国内河水运交通、现代信息技术和标志制作工艺快速发

展的新形势，适应发展需要，具备科学性和先进性。 

3. 协调性原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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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标准继承并融合《内河交通安全标志》（GB 13851—2019）和《内河通航

水域桥梁警示标志》（JT 376—1998）两项标准的体系架构，保留并改进两项标

准主要的标志制式，保障内河交通安全标志及桥梁警示标志实际应用的延续性，

同时与现行的《内河通航标准》（GB 50139—2014）、《道路交通标志和标线 第

2 部分：道路交通标志》（GB 5768.2—2009）、《安全色》（GB 2893—2008）

和《灯光信号颜色》（GB/T 8417—2003）等国家标准相协调。 

4. 规范性原则 

本标准按照 GB/T 1.1—2020《标准化工作导则 第 1 部分：标准化文件的结

构和起草规则》的要求和规定起草。 

（二）修订的主要内容 

本标准是在 GB 13851—2019《内河交通安全标志》的基础上，整合 JT 376—

1998《内河通航水域桥梁警示标志》的主要内容，并进行修订和完善。与 GB 

13851—2019 相比，本标准在章节结构、技术内容等方面均有调整、改进，具体

修订情况见表 2、表 3。 

表 2  章节结构修订情况 

修订前（GB 13851—2019） 修订后 

章节 条款 章节 条款 

3 术语和定义 3.1~3.2 3 术语和定义 3.1~3.4 

4 一般规定 4.1~4.12 4 基本规定 4.1~4.10 

5 内河交通安全标志分类 5.1~5.2 5 标志分类 5.1~5.4 

—  6 岸基标志  

6 主标志的形状和尺寸 6.1~6.4 6.1 主标志形状和尺寸 6.1.1~6.1.5 

7 警告标志  6.2 警告标志  

7.1 作用、7.2 颜色  6.2.1 一般规定 6.2.1.1~6.2.1.2 

7.3 种类和设置地点 7.3.1~7.3.13 — 6.2.2~6.2.14 

8 禁令标志  6.3 禁令标志  

8.1 作用、8.2 颜色  6.3.1 一般规定 6.3.1.1~6.3.1.2 

8.3 种类和设置地点 8.3.1~8.3.29 — 6.3.2~6.3.30 

9 指令标志  6.4 指令标志  

9.1 作用、9.2 颜色  6.4.1 一般规定 6.4.1.1~6.4.1.2 

9.3 种类和设置地点 9.3.1~9.3.11 — 6.4.2~6.4.12 

10 提示标志  6.5 提示标志  

10.1 作用、10.2 颜色  6.5.1 一般规定 6.5.1.1~6.5.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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修订前（GB 13851—2019） 修订后 

10.3 种类和设置地点 
10.3.1~10.3.10、 

10.3.12 
— 6.5.2~6.5.14 

11 辅助标志 11.1~11.6 6.6 辅助标志 6.6.1~6.6.7 

—  7 桥梁标志  

— — 7.1 桥梁警示标志 7.1.1~7.1.4 

— — 7.2 桥梁提示标志 7.2.1~7.2.3 

— 8.3.30、10.3.11 8 临水标志 8.1~8.6 

12 可变信息标志  9 可变信息标志  

12.1 可变信息标志的应用 12.1.1~12.1.4 9.1 应用 9.1.1~9.1.4 

12.2 可变信息标志的显示与设

置方式 
12.2.1~12.2.3 9.2 显示与设置方式 9.2.1~9.2.3 

13 内河交通安全标志的设置 13.1~13.6 10 标志设置 10.1~10.11 

14 内河交通安全标志的构造 14.1~14.3 11 标志构造 11.1~11.3 

15 内河交通安全标志的亮化  12 标志亮化  

15.1 亮化的应用  — 12.1 

15.2 亮化的方式和要求 15.2.1~15.2.3 — 12.2~12.8 

 

表 3  主要技术内容修订情况 

修订前（GB 13851—2019） 修订后 
修订变化 

章条号 标题 章条号 标题 

2 规范性引用文件 2 规范性引用文件 

删除了引用文件“GB/T 8416 

视觉信号表面色”（见 2019 版

的第 2 章）； 

2 规范性引用文件 2 规范性引用文件 
增加了引用文件“GB/T 8417 

灯光信号颜色” （见第 2 章）。 

3 术语和定义 3 术语和定义 

增加了“桥梁”、“实时净空高

度”的术语和定义（见 3.2、

3.3）。 

4 一般规定 4 基本规定 

增加了“内河交通安全标志

的灯光颜色色品区域范围按

GB/T 8417 的有关规定执行”

的规定（见 4.3）。 

5 
内河交通安全标

志分类 
5 标志分类 

修改了内河交通安全标志的

分类。按标志设置位置不同

分为岸基标志、桥梁标志和

临水标志（见 5.1）；桥梁标

志按作用不同分为桥梁警示

标志和桥梁提示标志（见

5.3）。 



8 

 

修订前（GB 13851—2019） 修订后 
修订变化 

章条号 标题 章条号 标题 

— — 6 岸基标志 

章标题按标志设置位置不同

分类列出，逻辑结构更加清

晰。 

6 
主标志的形状和

尺寸 
6.1 

主标志形状和尺

寸 

更改了表 1 名称，由“主标志

的形状和尺寸”改为“图形标

志的形状和尺寸”。 

7 警告标志 6.2 警告标志 

增加了警告标志功能的表

述，指出“船舶驾驶人员应依

据警告信息谨慎驾驶”（见

6.2.1.1）。 

8 禁令标志 6.3 禁令标志 

增加了禁令标志功能的表

述，指出“船舶驾驶人员应严

格遵守禁令”（见 6.3.1.1）。 

删除了“警示标志为红白相

间的横纹图案”（见 2019 版

的 8.2）。 

9 指令标志 6.4 指令标志 

增加了指令标志功能的表

述，指出“船舶驾驶人员应遵

循指令”（见 6.4.1.1）。 

10 提示标志 6.5 提示标志 

增加了交叉河口方向距离标

志、岸线使用范围标志、航道

（线）起讫标志（见 6.5.12、

6.5.13、6.5.14，2019 版的附

录 E）。 

— — 7 桥梁标志 

增加了桥梁警示标志，包括

甲、乙两类（见 7.1）。 

增加了桥梁警示标志功能的

表述，指出“船舶驾驶人员应

依据警示信息谨慎驾驶”（见

7.1.1）。 

增加了桥梁提示标志，包括

实时净空高度标尺、桥名标

志和通航孔编号标志（见

7.2）。 

8.3.30、

10.3.11 

警示桩标志、通

航净高标尺和闸

门槛水深标尺 

8 临水标志 

增加了临水标志类（见第 8

章），纳入警示桩标志（见 8.2、

8.3，2019 版的 8.3.30）、通

航净高标尺和闸门槛水深标

尺（见 8.3、8.4、8.5，2019 版

的 10.3.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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修订前（GB 13851—2019） 修订后 
修订变化 

章条号 标题 章条号 标题 

12 可变信息标志 9 可变信息标志 

增加了警告性可变信息标志

图例（见图 85a)）和禁令性可

变 信 息 标 志 图 例 （ 见 图

85b)）。 

更改了指令性可变信息标志

图例（见图 85c)，2019 版的

图 103）和提示性可变信息标

志图例（见图 85d)，2019 版

的图 104）。 

13 
内河交通安全标

志的设置 
10 标志设置 

增加了桥梁标志设置的一般

规定（见 10.7、10.8、10.9）。 

增加了桥梁警示甲、乙类标

志的设置原则（见 10.10、

10.11）。 

15 
内河交通安全标

志的亮化 
12 标志亮化 

更改了标志亮化的要求（见

第 12章，2019版的第 15章）； 

附录 B 
内河交通安全标

志的图例及代码 
附录 B 

内河交通安全标

志的图例及代码 

更改了附录 B 的标志分类代

码（见表 B.1，2019 版的表

B.1）。 

附录 D 

内河交通安全标

志的支持（安

装）方式 

附录 D 

内河交通安全标

志的支持（安

装）方式 

更改了附录 D 的属性（见附

录 D，2019 版的附录 D）。 

附录 F 

内河交通安全标

志的名称、代码

索引 

附录 B 

内河交通安全标

志的名称、代码

索引 

更改了附录 F 的标志名称、

代码索引（见表 F.1，2019 版

的表 F.1）。 

注：修订后的“7 桥梁标志”及“10.7~10.11 节” 是依据 JT 376—1998《内河通航水域桥

梁警示标志》主要技术内容进行整合、完善后纳入。 

（三）主要技术要求的依据及理由 

本标准规定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内河交通安全标志的分类、形状、尺寸、颜色、

字体、图案、设置、构造及亮化等要求。主要技术要求的依据及理由如下： 

1. 范围 

本章明确了本标准的主要技术内容和适用范围。 

2. 规范性引用文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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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章规定了本标准的规范性引用文件。主要有国家标准 GB 2893—2008《安

全色》、GB 5768.2—2009《道路交通标志和标线 第 2 部分：道路交通标志》、

GB/T 8417《灯光信号颜色》和 GB 50139《内河通航标准》等。其中，为规范内

河交通安全标志亮化灯光和可变信息标志字幕的颜色，本次修订增加了对国家

标准 GB/T 8417《灯光信号颜色》的引用。 

3. 术语和定义 

本章规范了本标准中重要的术语和定义，包括“告示性标志”、“桥梁”、

“实时净空高度”和“可变信息标志”。其中，本次修订增加了“桥梁”定义，

明确其涵盖所有跨越内河通航水域的建（构）筑物，较常规意义上的桥梁更为广

泛；增加了首次出现的“实时净空高度”定义，指“当前时刻水面至桥梁通航孔

上底标高之间的垂直距离”，具有随时间变化的动态性，避免了与桥梁设计通航

净空高度术语的混淆。 

4. 基本规定 

本章规定了内河交通安全标志作用、颜色范围选取要求、文字字体、计量单

位等。为规范内河交通安全标志亮化灯光和可变信息标志字幕颜色的选取和设

置，同时与道路交通标志灯光信号颜色、航标灯光信号颜色等相协调，本次修订

增加了“内河交通安全标志的灯光颜色色品区域范围按 GB/T 8417 的有关规定

执行”的条款。 

5. 标志分类 

本章规定了内河交通安全标志的分类情况。本次修订依据标志的设置位置、

显示方式及功能作用等特点对内河交通安全标志进行分类，形成了逻辑清晰的 3

层次分类结构。第 1 层次，内河交通安全标志按设置位置不同分为岸基标志、桥

梁标志和临水标志；内河交通安全标志按显示方式不同分为静态标志和可变信

息标志。第 2 层次，岸基标志按功能不同分为主标志和辅助标志；桥梁标志按作

用不同分为桥梁警示标志和桥梁提示标志。第 3 层次，主标志按显示内容不同分

为图形标志和告示性标志；主标志按作用不同分为警告标志、禁令标志、指令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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志和提示标志。本标准第 6~9 章的章节内容按照分类结构进行编排，便于标准使

用者理解和参照。 

6. 岸基标志 

（1）6.1 主标志形状和尺寸 

本节规定了岸基标志中的主标志的形状、型号和尺寸。 

由于岸基标志主要设置在岸边陆地上，虽面向水域航道，但仍可能与道路交

通标志相互产生影响，考虑到道路交通标志的形状以三角形、圆形为主，为与之

相区别，岸基主标志的形状采用正方形和长方形。 

综合考虑船舶驾驶人员正常视距、船舶航速、船舶操控性能以及内河交通安

全标志实际运用过程中积累的经验，本标准提出了不同航道等级条件下的岸基

主标志型号和尺寸。由于我国同等级内河航道的通航条件仍存在较大差异，岸基

主标志的外形尺寸不宜按照航道等级简单给出固定值，因此为保证标志效能和

安全警示作用、利于使用者识别，本标准规定的岸基主标志尺寸为下限值，可以

根据实际需要等比例放大。 

（2）6.2 警告标志 

本节规定了岸基警告类标志的作用、颜色和种类形式。 

为便于船舶驾驶人员理解警告标志的作用，采取相应的船舶操控，本次修订

增加了“船舶驾驶人员需依据警告信息谨慎驾驶”的表述。 

依据国家标准 GB 2893—2008《安全色》，警告标志的背景颜色规范设置为

黄色，表示“警告、注意”的含义，边框及图案颜色设置为黑色（黄色的对比色）。

警告标志的种类形式与原版标准（GB 13851—2019）一致。 

（3）6.3 禁令标志 

本节规定了岸基禁令类标志的作用、颜色和种类形式。 

为便于船舶驾驶人员理解禁令标志的作用，遵守相应的航行规则，本次修订

增加了“船舶驾驶人员应严格遵守禁令”的表述。 

依据国家标准 GB 2893—2008《安全色》，禁令标志中，禁止标志边框及斜

杠、限制标志边框的颜色设置为红色，表示“禁止、停止”的含义，解除禁止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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志边框及细斜杠的颜色设置为黑色，表示“解除、取消”的含义；禁令标志的图

案颜色为黑色、背景颜色为白色（均为红色的对比色）。 

按照新的标志分类结构，禁令标志中的警示桩标志属设置在水中的标志，本

次修订将其调整纳入“8 临水标志”，其余标志的种类形式与原版标准（GB 

13851—2019）一致。 

（4）6.4 指令标志 

本节规定了岸基指令类标志的作用、颜色和种类形式。 

为便于船舶驾驶人员理解指令标志的作用，遵循相应的航行要求，本次修订

增加了“船舶驾驶人员应遵循指令”的表述。 

依据国家标准 GB 2893—2008《安全色》，指令标志的背景颜色均设置为蓝

色，表示“指令、遵循”的含义，边框及图案颜色设置为白色（蓝色的对比色）。

指令标志的种类形式与原版标准（GB 13851—2019）一致。 

（5）6.5 提示标志 

本节规定了岸基提示类标志的作用、颜色和种类形式。 

依据国家标准 GB 2893—2008《安全色》，提示标志的背景颜色设置为绿色，

表示“安全、信息”的含义，边框及图案颜色设置为白色（绿色的对比色）。 

按照新的标志分类结构，提示标志中的通航净高标尺和闸门槛水深标尺属

设置在水中的标志，本次修订将其调整纳入“8 临水标志”；鉴于原版标准（GB 

13851—2019）附录 E（资料性附录）中规定的交叉河口方向距离标志、岸线使

用范围标志、航道（线）起讫标志，实际已有较多应用，本次修订将其调整纳入

“6.5 提示标志”；其余标志的种类形式与原版标准（GB 13851—2019）一致。 

（6）6.6 辅助标志 

本节规定了辅助标志的作用、设置方式、颜色、形状、显示要素、种类和使

用方法。 

为配合图形标志表达其作用的时间、距离、方向、范围、区域或船舶种类等，

可在图形标志下方附设辅助标志，对图形标志作补充说明；辅助标志不能单独使

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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辅助标志参照主标志设置为长方形，上下边框长度与主标志一致。依据国家

标准 GB 2893—2008《安全色》，辅助标志的背景颜色为白色，边框及文字颜色

设置为黑色。 

7. 桥梁标志 

（1）7.1 桥梁警示标志 

本节规定了桥梁警示标志的设置位置、适用条件、形状、图案、颜色、型号、

尺寸等。 

为保证内河通航水域船舶安全通过桥下航道，桥梁需警示出通航孔和通航

净空外部轮廓，指引船舶驾驶人员谨慎驾驶船舶过桥。依据标志设置位置和适用

条件不同，提出了甲、乙二类桥梁警示标志及其形状，甲类主标志设置于桥墩迎

船面上，为竖条型长方形，适用于水中有墩的桥梁，而乙类主标志设置于主梁（或

拱圈）迎船面上，为横条型长方形，所有桥梁均可适用。 

依据国家标准 GB 2893—2008《安全色》，桥梁警示标志的条纹颜色设置为

红色和白色（红色的对比色），表示“警示”的含义。为直观标示桥下安全通道

（通航净空外部轮廓），桥梁警示标志的左右侧图案为斜向内的 45°斜纹，中间

段为组合成向前箭头形状的斜向两侧的 45°斜纹。 

综合考虑船舶驾驶人员正常视距、船舶航速、船舶操控性能以及内河通航水

域桥梁警示标志长期实践经验，本标准提出了不同航道等级条件下的桥梁警示

标志型号和尺寸，航道等级及标志型号分类与岸基标志相同。鉴于我国同等级航

道的航道条件及桥梁设施存在明显差异的情况，本标准规定的桥梁警示标志的

宽度和乙类标志长度为下限值，可以根据实际需要等比例放大。此外，为保证甲

类标志使用效能，避免水位升高淹没标志或水位降低远离标志，规定甲类标志的

长度不应小于常水位至航道设计最高通航水位之间的尺度。 

（2）7.2 桥梁提示标志 

本节规定了桥梁提示标志的种类、形状、颜色、型号、尺寸等。 

为提示通航孔的实时通航净空高度信息，便于船舶安全通过桥梁，在桥梁警

示甲类标志的一侧附加实时净空高度标尺。为标示桥梁名称，起到指示位置、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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传展示的作用，提出了可使用规范字体或手写体的桥名标志。为提示船舶按通航

规则通过相应的通航孔，针对有多个通航孔的桥梁，提出了通航孔编号标志。 

桥梁提示标志设置在桥梁迎船面上，实时净空高度标尺和桥名标志为长方

形；为便于船舶驾驶人员识别通航孔编号，将通航孔编号标志设为斜置正方形。 

依据国家标准 GB 2893—2008《安全色》，桥梁提示标志的背景颜色均设置

为绿色，表示“安全、信息”的含义，边框及文字颜色设置为白色（绿色的对比

色）。 

实时净空高度标尺的型号、长度依据桥梁警示甲类标志确定，宽度依据所显

示的数字和刻度尺寸确定。桥名标志、通航孔编号标志的型号依据桥梁所在航道

的等级划分。考虑到航道条件的差异，本标准规定的不同型号桥名标志、通航孔

编号标志的尺寸为下限值，可以根据实际需要等比例放大。 

8. 临水标志 

本章规定了临水标志的种类、作用、形式、颜色、尺寸等。 

鉴于原版标准（GB 13851—2019）中的警示桩标志、通航净高标尺和闸门槛

水深标尺均设置在水中，将其调整纳入本次修订新增的临水标志类，标志名称、

形式、颜色等技术要求与原版标准（GB 13851—2019）一致。 

9. 可变信息标志 

本章规定了可变信息标志的应用区域、作用、显示与设置方式、字幕颜色等。 

依据国家标准 GB/T 8417《灯光信号颜色》，规范了可变信息标志字幕的颜

色，增加了警告性和禁令性可变信息标志图例，更改了指令性和提示性可变信息

标志图例。鉴于标志制作技术的进步，增加了液晶显示屏（LCD）的显示方式。

可变信息标志的其余规定与原版标准（GB 13851—2019）一致。 

10. 标志设置 

本章规定了内河交通安全标志设置的原则、方式以及角度、高度等技术参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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依据桥梁的结构特点、多孔桥梁各通航孔的不同功能（上、下行分孔通航，

相邻同向通航，按船舶种类分孔通航等）以及船舶航行通过桥梁的实际需求，本

次修订增加了桥梁标志设置的一般规定和桥梁警示甲、乙类标志的设置原则。 

11. 标志构造 

本章规定了内河交通安全标志标志版、标志面、标志杆和砼基础的制作材料、

技术参数、结构形式等基本要求。 

为保障标志结构稳固、标志显示效果良好，详细限定了标志板的制作材料

（铝合金版、合成树脂板）和厚度参数、标志面的反光材料（三级或以上）、标

志杆的制作材料（镀锌型钢、钢筋混凝土管、镀锌焊接钢管或热镀锌无缝钢管）

以及标志杆和砼基础的荷载、结构强度。 

12. 标志亮化 

本章规定了内河交通安全标志亮化的应用条件、使用方式和灯光颜色、视认

距离等。 

依据内河航道夜间通航的要求提出。根据标志制作技术的发展，增加了面光

源完整显示标志图案的亮化方式，其发光范围与标志尺寸一致。 

参照国家标准 GB/T 8417《灯光信号颜色》，规范了标志亮化的灯光颜色，

照亮标志面的泛光灯和射灯采用白色灯光；勾勒标志面的定光灯依据标志类别

选择灯光颜色，岸基警告标志为黄色，岸基禁令标志、桥梁警示标志、警示桩标

志为红色，岸基指令标志为蓝色，岸基提示标志、桥梁提示标志、通航净高标尺

和闸门槛水深标尺为绿色；面光源的灯光颜色与标志图案颜色一致。 

参照 GB 50139《内河通航标准》，将最小航道等级（七级）代表船型中货

船船长（25m）的 4 倍作为船舶能够实现航路控制与调整的最小安全距离，提出

“保证夜间具有 100m 以上的视认距离”的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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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与有关法律、行政法规和其他强制性标准的关系，配套推荐性标准的制

定情况 

本标准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航道法》、《中华人民共和国内河交通安全管

理条例》、《中华人民共和国桥区水域水上交通安全管理办法》以及《中华人民

共和国标准化法》等相关法律、法规的规定。 

本标准的发布和实施将为《内河交通安全管理条例》、《桥区水域水上交通

安全管理办法》以及《船舶碰撞桥梁隐患治理三年行动实施方案》的贯彻落实提

供技术依据。 

本标准与 GB 50139—2014《内河通航标准》、GB 2893—2008《安全色》、

GB/T 8417—2003《灯光信号颜色》、GB/T 23827—2009《道路交通标志板及支

撑件》及 GB 5768.2—2009《道路交通标志和标线 第 2 部分：道路交通标志》等

国家标准相协调。 

本标准和 GB 5863《内河助航标志》都是为内河水运交通提供服务的技术标

准。GB 5863《内河助航标志》标示航道的方向、界限与碍航物，揭示有关航道

信息，为船舶航行指明航道。本标准从交通管理的角度，用图形符号、颜色和文

字，标示交通管理内容，传递与交通有关的信息，规范内河交通行为，避免和减

少内河交通事故。我国广大水网地区的内河航道宽度受限、断面尺度小，不宜在

水中设置航标，内河交通安全标志主要设置在岸边或桥梁上，在不影响航道通航

条件的情况下能够起到传递交通信息、规范交通秩序的作用。本标准与 GB 5863

《内河助航标志》均为内河交通的基础性和通用性技术标准，两者是相辅相成、

互为补充的，内河航道及跨河桥梁等的设计、施工单位根据航道通航条件和海事

管理要求选择使用。 

本标准无配套推荐性标准。 

 

四、与国际标准化组织、其他国家或者地区有关法律法规和标准的比对分析 

本标准博采国内道路交通标志、内河桥梁警示标志和国外相关标志（欧洲莱

茵河水上交通安全标志，未形成统一的技术标准）之长，结合我国内河通航水域

的特点，提出并规定了一整套专业、醒目、实用的内河交通安全标志，涵盖了与



17 

 

内河航道船舶航行有关的警告、警示、禁令、指令、提示等标志，形成了完善的

我国内河交通安全标志体系。 

本标准未引用国际标准和国外其他涉及内河交通安全标志的相关标准。与

国际标准化组织、其他国家或者地区有关法律法规和标准相比，本标准无雷同和

冲突，并且在水上交通安全标志方面处于国际先进行列。 

 

五、重大分歧意见的处理过程、处理意见及其依据 

无。 

 

六、对强制性国家标准自发布日期至实施日期之间的过渡期的建议及理由 

GB 13851—2019《内河交通安全标志》1992 年首次颁布实施，JT 376—1998

《内河通航水域桥梁警示标志》1998 年首次颁布实施，本标准继承并融合了两

项长期施行标准的体系架构和技术内容，保留了两项标准主要的标志制式，仅根

据发展需求补充、完善了少量标志制式，过去已设置的内河交通安全标志及桥梁

警示标志可以延续使用。因此，本标准的发布实施对已有标志的更新、改造等影

响很小，仅需开展对新标准的宣贯培训工作。 

本标准经征求各相关方意见，已基本形成共识。建议本标准自发布日期至实

施日期之间，设立 6 个月的过渡期，以便各相关方将贯彻执行。 

 

七、与实施强制性国家标准有关的政策措施 

本标准实施监督管理的部门为交通运输部海事局及各地方海事管理机构。

标准批准发布实施后，建议主管部门组织开展标准宣贯和培训，并将本标准主要

技术内容列入内河船员培训教材及考试科目，使我国各地内河航道、海事及航务

部门的管理人员以及广大内河船舶驾驶人员能够充分理解和掌握本标准的主要

技术内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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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违反强制性国家标准的行为进行处理的有关法律、行政法规、部门规章依

据为《中华人名共和国内河交通安全管理条例（2017 年国务院令 676 号）》、

《中华人民共和国桥区水域水上交通安全管理办法（交办海〔2018〕52 号）》。 

 

八、是否需要对外通报的建议及理由 

本标准适用于我国内河通航水域所设置的交通安全标志，不涉及沿海及国

际水域，无需对外通报。 

 

九、废止现行有关标准的建议 

本标准为第三次修订，发布实施后将代替现行国家标准 GB 13851—2019《内

河交通安全标志》和交通运输行业标准 JT 376—1998《内河通航水域桥梁警示标

志》，建议同时废止上述两项标准。 

 

十、涉及专利的有关说明 

本标准为我国内河交通安全标志的基础性技术标准，不涉及具体标志产品

的专利。 

 

十一、强制性国家标准所涉及的产品、过程或者服务目录 

本标准所涉及的产品是厂家生产的各类内河交通安全标志，其形状、图案、

颜色、尺寸、字体、亮化灯光等均应符合本标准的规定。 

内河交通安全标志建设、施工、管理和养护等过程涉及的本标准内容，仅限

于对内河交通安全标志制式、设置原则、构造要求的规定。 

 

十二、其他应予说明的事项 

无。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