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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运输布局的基本方法 一、运输发展四阶段法 运输发展四

阶段法是由美国运输地理学家伊塔费在研究运输网的空间布

局及其随时间变化的规律时所提出的经典方法。 第一为“点

”阶段，这一阶段的经济发展主要处于自给自足，对外联系

极少的封闭经济时期。 第二为“线”阶段，这一阶段的经济

发展速度加快，港口与内地的联系大大加强。为了加快内地

经济开发，运输不断向内地延伸，必须建设一些延伸线路与

对应选择的港口连接起来，使原来港口的腹地范围扩大，逐

渐形成中心港口。而这些运输线路的周围，就形成了一些具

有运输集散作用的城镇中心。 第三为“网”阶段，这一阶段

的经济发展达到相当高度，形成区域经济。随着运输线路的

扩散和辐射作用形成了运输。这种运输网把互不连接的腹地

互相联结起来，形成内地中心。当它们位于运输网的战略枢

纽点时就发展成中心城市，由此向外扩展联系范围，又形成

新的产业带和城镇带。 第四为高度优先连接阶段。这一阶段

是在运网内某些长条地域内，出现了密集的交通流量，因此

，需要优先发展这里的连接运输线，使重要港口城市、内地

中心城市之间的联系继续加强。重要中心城市不断扩大其腹

地，成为大交通流的发生地，导致它们之间联系集中程度越

加明显，运输通道(图中阴线部分)就因此而产生。 二、最小

生长树规划法 最小生长树规划法的原理类似运输发展四阶段

法。 三、空间运输联系定量分析法 (一)运输联系强度的计算 



运输联系强度是利用od流分析方法，分析中心城市间相互作

用强弱的一个指标，用以闷定通道中节点的地位，其计算公

式如下 hij=αi(oij/oi dij/di) αj(oij/oj dij/dj) (二)运输通道规划

的操作方法 hij值越大，则表明中心城市间相互作用程度越强

。按以上公式分别计算出每个中心城市回其他n-l个中心城市

的运输联系潜力值，根据运输通道规划的层次、规模和需要

，确定出符合回一要求的运输潜力值。所有运输潜力值大于

或等于此确定值的中心城市便可确定为运输通道点，将这些

主要节点联结起来，便成为该经济区域或跨区域的运输主通

道。 (三)对运输通道节点的要求 1.该节点既是区域经济活动

中心，也是集散中心. 2.该节点必须是运输干线上的主要运输

枢纽 3.节点必须同属一个规划层次。 100Test 下载频道开通，

各类考试题目直接下载。详细请访问 www.100test.com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