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知识点 1、城市综合交通规划的基本概念 a:城市综合交通规划

：对外（公路、铁路、航空和水运）、城市交通（道路、轨

道和水上） b:城市交通系统： 3个系统组成:交通运输系统（

交通行为的运作）；道路系统（通道）；交通管理系统（管

理与控制）。 城市交通系统规划是与城市用地布局密切相关

的一项重要的规划工作 2、城市道路系统规划 a:影响道路系统

布局的因素 城市在区域中的位置城市外部交通联系和自然地

理条件。 城市用地布局形态城市骨架关系。 城市交通运输系

统市内交通联系。 b:基本要求 （1）满足组织城市用地布局的

骨架要求 分界线；通道；骨架景观 （2）满足交通运输的要

求 道路的功能必须同相邻道路的用地性质相协调（交通性不

能安排可产生大量人流的生活性用地如居住、商业中心、大

型公建） 道路系统完整（各级道路级配合理），交通均衡分

布（减少多余的出行距离及不必要的往返运输和迂回运输，

减少跨越分区或组团的远距离交通） 适当的路网密度和道路

面积率。 要有利于交通分流。为交通组织和管理创造条件（

不越级衔接、尽量正交；交叉口道路不超过5条，交叉角不小

于60不大于120。 与对外交通衔接得当。 （3）满足环境和管

线布置的要求 道路最好能避免正东西方向，应有利于夏季通

风、冬季抗御寒风。避免过境交通穿越市区、交通性道路穿

越生活居住区。道路规划为工程管线的敷设留有足够的空间

。 c:城市道路系统规划的程序 现状调查，资料准备及图纸；



道路系统初步规划方案（功能、骨架要求）；交通规划初步

方案（交通量预测及分配，道路面积密度的预测）；修改道

路系统规划方案（深入研究道路红线、断面、交叉口）；绘

制道路系统规划图（含平面图、横断面图）；说明书。 d:城

市道路分类 按城市骨架分类：快速路、主干路、次干路、支

路。 按道路功能分类：交通性、生活性道路。 e:城市干道网

类型 方格网式道路系统：地形平坦，利于布置，对角联系不

便，非直线系数大，穿越中心区。 环行放射式道路系统：以

广场组织城市，利于联系外围，环形干道利于中心外的市区

和郊区联系。放射形干道易把外围交通引入市中心，环行干

道使城市呈同心圆扩张。 自由式道路：非直线系数较大，较

易形成活泼、丰富的景观效果。 混合式道路系统：方格网 环

形放射式的大城市发展后期效果较好。 链式道路网，由一两

条主干道作纽带，串联较小范围的道路网，兰州。 f:城市各

级道路的衔接 原则：低速让高速，次要让主要，生活让交通

，适当分离（公路与城市道路）。 高速公路与城市道路的衔

接：不得直接与城市生活性道路、交通性次干道相连。对于

特大城市，可直接引到城市中心地区边缘，连接城市外围高

速公路环路，再由此环路与城市快速路相连。对于较大城市

，通过立体交叉引出联络交通干道，与城市快速路网连接，

对于小城镇，通过立交引出交通干道，与主干道连接。 公路

与城市道路 的衔接：可 直接与城市外围干道相连，要避免直

通城市中心，把公路与城市交通分离开来，有两种方式－立

交、公路绕城改道。 g:城市交通枢纽布局 包括：货运、客运

、设施性三类 货运：包括仓库；市级物流中心通常布置在城

市外围环路与通往其他城市的高速公路相交 的地方。在中心



，可结合商业和工业用地的布置，安排若干次一级的流通中

心。 设施性：人行天桥、地道和停车场，公共停车场用地面

积按人口0.8-1.0平方米。 h:城市道路系统技术空间布局 a:交叉

口间距：快速路：1500－2500米，主干道：700－1200米，次

干道350－500米，支路150－250米。 b:道路网密度：（1）城

市干道网密度＝干道（快速路、主干路、次干路）总长度/城

市用地总面积。规范：大城市2.4-3km/km2；中等城

市2.2-2.6km/km2。建议：大城市3－5，中小城市2.5－4；（2

）城市道路网密度:规范：大城市5－7；中等城市5－6；建议6

－8； c:道路红线宽度：（车行道、步行道、绿化带、分割带

）；红线宽度不应是一条直线；快速路60－100，主干路40

－70，次干路30－50，支路20－30。（各地城市一律暂停批准

红线宽度超过80米（含80米）城市道路项目；城市主要干道

包括绿化带的红线宽度，小城市和镇不得超过40米，中等城

市不得超过55米，大城市不得超过70米；城市人口在200万以

上的特大城市，城市主要干道确需超过70米的，应当在城市

总体规划中专项说明。要改进城市道路交通规划管理，针对

城市交通中存在的问题，合理规划路网布局，加大路网密度

，改善交通组织管理。） d:道路横断面类型：一块板：适合

机非交通量一方较大，另一方较小，或两方都不大的状况，

“钟摆式”交通流，占地小，投资省，通过交叉口时间短，

交叉口通行效率高的优点。两块板：解决了对向快速车流干

扰，车速大于50时设置，具有景观绿化要求，有高差的分割

带，机非分离，可在量大的一侧设辅路。三块板：机非分道

行使，保障交通安全；景观好；对向机动影响；适合机动车

量不十分大而又有车速、畅通要求，自行车量较大的生活性



道路或交通性客运干道；不适合机动和自行车量都大的交通

性干道，城市快速路，占地大，投资高，交叉口通行受限。

四块板：解决对向影响，交叉口问题多，占地投资大，不宜

采用。 3、城市交通调查与分析 a:基础资料调查与分析：社会

经济类资料（人口、就业、收入、消费、产值）；运输现状

类资料（公交客运总量、货运总量、对外总量）；交通设施

资料（各类车辆保有量、出行率、交通枢纽及停车设施）；

道路环境污染与治理资料；分析、预测车辆、客货运量的增

长。 b:城市道路交通调查与分析：现状交通量（机非人）在

路的时空分布；过境交通对路网的影响；分析产生问题的原

因。 c:交通出行od调查： 目的：出行的起终点调查，以得到

现状交通的流动特性。 交通区划分 居民出行调查:对象：6岁

以上城市居民及暂住、流动人口。内容：社会经济属性、出

行特征。方式：抽样调查4－20％，专业调查人员家庭访问法

。 货运出行调查：方法：抽样发调查表或深入单位访问。了

解不同货物运输量、货运车辆的时空分布规律。货运与城市

土地使用特征、经济条件之间关系。 4、城市交通规划 a:任务

： 确定交通发展目标，设计达到该目标的策略，制定和实施

计划，包括确定城市交通政策、城市客货交通组织、道路交

通流量分配等。 b:作用：建立完善的交通系统，协调各种运

输方式。提出解决问题的根本措施。使交通系统获得最佳效

益。 c:内容： 现状交通问题分析：矛盾交通，肇事，环境污

染，景观被破坏。原因交通需求增长（人口增加、经济发展

）。规划目标：提高城市经济效率，建立相对完善的交通设

施，有效拓展城市的发展空间。交通需求预测三种方法：顺

序、直接、个体行为。方案制定：方案评价原则：效率、有



效性原则。方案实施：20年，5年一期评价修订。 5、城市交

通政策的概念及其制定原则 a:概念：一定发展战略控制下，

政府对涉及交通的决策。 b：内容：政策目标、背景；区域

范围；政策种类；执行机构；城市交通法规。 c:特征：针对

性与目标效用；多相关性与整体性；稳定性与可变性；向法

规延伸。 d:我国概况；不成体系，缺乏交通供需关系的政策

和内容。 6、对外交通的主要设施及规划要求 a:城市对外交通

运输铁路；公路；水运；航空 b:铁路：铁路设施两类。客运

站、综合性货运站及货场；编组站、客车整备场、迂回线（

尽可能在外围）。客运站：中小城市在市区边缘，大城市必

须深入市中心区边缘（距市中心2－3km）。数量：大城市分

设几个。联系：与城市主干道连接，直接通达市中心及其他

联运点。大城市可将地铁引进客运站，或将客运站深入市中

心地下。布局：通过式、净端式、混合式。会让站、越行站

：正线的分解点，间距8－12km。布置形式：横列式、纵列

式、半纵列式，长度1－2.7km。中间站：客货合一，中小城

市，横列式，间距20－40km。区位站：用地较大，按照横列

式与纵列式布局，长度2－3.5km,宽度250m-700m。货运站：

专业行的应接近供应的工业区、仓储区。危险品货站在郊区

有一定安全隔离地带。编组站：郊区布置；占地大；对城市

、交通分割严重，对环境污染干扰严重；要有发展余地，一

般设在铁路干线汇合处。 c:公路分类分级：按照性质作用分

国道、省道、市道（县道）。按照功能交通量分：高速公路

及一级、二级、三级、四级公路。布局：公路等级越高，经

过的城镇规模越小，则入境的比重越小，公路越要离开城区

。大城市可布置高速公路环线，联系各条高速公路，并与城



市快速路相衔接。中小城市，高速公路应远离城市中心，采

用互通立体交叉，以专用的入城道路与城市联系。在大城市

，宜与城市交通密集的地区相切而过，不宜深入区内。特大

城市利用中心区外围环路，不必穿越市中心区。公路与城市

道路各成系统、互不干扰。长途汽车站类型：客运、货运、

技术、混合站。 d:港口 e:机场分类：等级分枢纽、干线、支

线机场。布局：宜沿主导风两侧，（最小距离5－7km）。若

跑道轴线方向通过城市，则一端与城市边缘距离至少15km。

距城市距离10－30公里。避免通讯干扰，与铁路编组站、电

气化铁路、高压线、变电站、电讯台、广播站、有高频设备

或x光设备的单位保持适当距离。交通联系应在30分钟以内。

7、城市公共交通的基本知识 a:类型与特征 b:考核服务质量的

四个方面：迅速、准点、方便、舒适。 c:规划要求：大中城

市优先发展公共交通，控制私人交通工具过度发展，小城市

完善市区至郊区的公共交通线路网。公交车大城市800－1000

人/辆标准车；中小城市1200－1500人/辆标准车。公交线路网

密度达到市中心区3－4km/km2，边缘地区2－2.5km/km2。市

区公共汽车线路长度8－12km，快速轨道不宜大于40分钟行程

。平均换成系数大城市不大于1.5，中小城市不大于1.3。非直

线系数不大于1.4。人口200万以上（GDP超过200亿元）控制

并预留大运量快速轨道交通的路线和用地。单向客运能力：

公交8－12千人次/h，无轨电车8－10千人次/h，有轨电车10

－15千人次/h，中运量快速轨道交通15－30千人次/h，大运量

快速轨道交通30－60千人次/h。 d：公共交通线路系统规划小

城镇可不设。中等城市形成以公共汽车（相邻组团及市级大

型人流集散点）为主体的系统，带状设置快速公交汽车线路



。大城市以快速大运量轨道公共交通（组团间、组团与市中

心、联系市级大型人流集散点客运）为骨干的公共交通网。

三套线路网：正常线路网 高峰线路 通宵线路。类型有：棋盘

、中心放射、环线、混合、主辅线型五种。线路规划原则：

公交线路规划：原有不作大调整，确定新区系统类型。根据

客运枢纽、大型人流集散点分布，确定线路网。逐条开线路

，不断修正。公交站场规划：公交车场、公交枢纽站（客运

换乘枢纽“三条以上线路汇合点，占地1－2公顷”首末站“

一条线路占地1000平方米，三条线路占地3000平方米”和到

发站“占地规模不超过1000平方米）和公交停靠站（站距：

公共汽车和电车500－800米，公共汽车大站快车1500－2000米

，中运量快速轨道交通800－1200米，大运量快速轨道交

通1000－2000米。同向换乘距离不大于50米，异向换乘距离不

大于100米，对置设站应在车辆前方向迎面错开30米，在道路

平面立交或立体交叉设置的，换乘距离不宜大于150米并不得

大于200米）。快速路、主干路上的停靠站采用港湾式布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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