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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5_B8_82_E5_86_85_E9_c61_623818.htm （一）道路的功能及

断面形式必须同两侧用地的性质相协调 道路两旁的土地使用

权决定了联系这些用地的道路上将会有什么类型、性质和数

量的交通，决定了道路的功能。反之，一旦确定了道路的性

质和功能，也就决定了道路两旁的土地应该如何使用。如果

某条道路在城市中的位置决定了它是一条交通性的道路，那

么就不应该在道路两侧安排可能吸引大量人流的生活性用地

，如居住、商业服务中心和大型公共建筑。如果是生活性道

路，则不应该在其两侧安排会产生或吸引大量车流、货流的

交通性用地，如大中型工业、仓库和运输枢纽等。 （二）城

市道路系统完整和通畅，交通均衡分布，具体要求如下： 1

、城市道路系统应功能明确，系统清晰、完整，交通均衡分

布，不同等级的道路应相互配合，尽量发挥各种交通工具的

特点和效能，满足不同需要，形成一个合理的交通运输网，

使城市各区之间有安全、方便、迅速、经济的交通联系，即

要满足平时的交通运输要求，又要满足在发生各种自然灾害

的紧急情况下的运输要求。 2、道路系统规划应与城市用地

规划结合，做到布局合理，尽可能地减少出行距离和不必要

的往返运输和迂回运输。要尽可能把交通组织在城市分区或

组团的内部，减少跨越分区或组团的远距离交通，并做到交

通在道路系统上的均衡分布。 3、城市各部分之间应有便捷

的交通联系，城市各组团、分区间要有必要数量的干道相联

系，在商业中心、体育场、火车站、航空港、码头等大量客



、货流集散点附近的道路网要有一定的机动性，也可为发生

地震时疏散人流提供绕行道路。同时要为道路未来的发展留

有一定的余地。 （三）要有适当的道路网密度和面积率 城市

道路网密度要兼顾城市各种生活的不同要求，密度过小则交

通不便，密度过大则造成用地和投资的浪费，也影响道路的

通行能力。一般认为主干路间距为700-1200米，次干路间距

为350-500米，支路间距为150-250米。快速路的进出口道路间

距一般不应小于300米，并且道路间距为300米以上。 一般情

况下，城市中心区交通量大，市区中部次之，边缘区交通量

较少。因此，中心区道路网的密度应当较大，市区中部次之

，边缘区最小。即中心区道路间距为300-400米。密度

为5-6km/km2；市区中部道路间距为500米左右，密度

为4km/km2左右；市区边缘道路间距为600-800米，密度为3

km/km2。根据城市建设的经验，大城市的道路密度

以4-6km/km2为宜。 （四）道路系统要有利于实现交通分流 

一个城市的道路系统规划要有利于根据交通的发展要求，逐

步形成快速与常速、交通性与生活性、机动与非机动、车与

人等不同的系统，如快速机动系统、常速混行系统、公共交

通系统、自行车系统和步行系统，使每个系统都能高效率地

为不同的使用对象服务。特大城市和复杂城市，有时设专门

的自行车系统、人行系统。把城市规划师站点加入收藏夹 （

五）要为交通组织和管理创造良好的条件 干道系统应尽可能

简单、整齐、醒目，以便行驶车辆通行时方向明确并易于组

织交叉口的交通。一个交叉口交汇的道路通常为四条，最多

不宜超过5条；交叉角不宜小于60度，也不宜大于120度，否

则将使交叉口的交通组织复杂化，影响道路的通行能力和交



通安全。道路路线转折角大时，转折点应该放在路段上，不

宜设在交叉口上，这样既可丰富道路景观，又有利于交通安

全。在一般情况下，不要组织多路口交叉，避免设置错交叉

口。 （六）道路各系统应与城市对外交通又方便的联系 城市

内部的道路系统与城市间道路系统即要有方便的联系，又不

能形成相互冲击和干扰。公路作用不能和城市内部的道路系

统相混淆。注意城市对外的交通联系要有一定的机动性和留

有一定的发展余地，使之与城市出入口道路、区域公路网有

顺畅的联系和良好的配合。同时，城市道路系统又要与铁路

站场、港口码头和机场又方便的联系，以满足对外交通的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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