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路规划与交通环境 9．1 住宅区道路的功能 住宅区内的道路是

城镇道路系统的有机组成部分。它不仅要满足住宅区内部的

功能要求，而且还要与城镇总体规划取得协调。住宅区内部

道路的功能作用主要有以下几个方面： (1)具有与一般道路相

同或相近的基本交通功能和服务职能，即满足居民上下班、

购物、上学等日常生活和清除垃圾、递送邮件等市政服务车

辆通行方面的交通活动需要以及救护、消防、搬运家具、婚

丧喜事等非经常性的交通需要。另外还要满足铺设各种工程

管线的要求。把城市规划师站点加入收藏夹 (2)兼有观景、休

闲散步、锻炼身体、认知定位和邻里交往等功能。住宅区的

道路不仅仅是“通行”，而且是许多居民“活动”的场所，

这是区别于城镇道路的重要内容，需要在住宅区的空间与环

境规划设汁中加以“支持”；要在满足居民出行和通行需求

的前提下，充分考虑其在住宅区的景观、空间层次、形象特

征的建构与塑造方面所起的作用。 9. 2 住宅区交通组织来源

：www.100test.com来源：www.100test.com 小城镇住宅区的交

通组织包括动态交通和静态交通两个部分，前者是指人流与

车流的交通组织，后者是指车辆的停放。两者的关系密切，

不可分割。 住宅区的动静交通联系着住区的外部交通，是城

镇和区域交通的延续与终端之一，同当地居民的生活特点、

出行规律以及居住者的年龄、经济水平和生理、心理需求密

切相关；它对住宅区的空间组织和环境布置影响很大。 9．2



．1 动态交通组织 住宅区道路系统规划通常是在住宅区交通

组织规划基础上进行的。住宅区的动态交通组织可分为人车

混行、人车分行、人车部分分行3种形式。 1)人车混行 人车

混行是一种最为常见的住宅区交通组织体系，是指人、车(包

括机动车和非机动车)交通均通过同一个路网进行。在这种交

通组织方式下的住宅区路网布局要求道路明确分级，并贯穿

于住区内部。在私人汽车不多的地区，采用这样的交通组织

方式既经济又方便，就目前来看，这种交通组织方式比较适

合于我国大部分地区的城镇(图9．1)。 2)人车分行来源

：www.100test.com来源：考试大 这种形式由车行和步行两套

独立的道路系统所组成，交叉处设立交。 “人车分行”的住

宅区交通组织原则是在20世纪20年代由美国提出的。1933年

在美国纽约附近的一个雷特邦小镇的规划中首次采用(图9

．2)。它较好地解决了私人小汽车发达所带来的住区生活中

的人车矛盾，因而成为西方国家居住区内交通处理的典范。 

建立人车分行交通组织体系的目的，在于避免大量私人小汽

车交通进人或穿越住宅区而造成对居住生活质量的影响，如

交通安全、噪声、空气污染等问题，建立起一套贯穿整个住

宅区的步行系统，保证住宅区内部居住生活环境的安静与安

全，使住宅区内各项生活活动能相当舒适地进行。这种交通

组织的主要特征是： (1)住宅区内的汽车通道与步行通道和住

宅区的主要车行、人行出人口在空间上完全分开，不能重合

。设置步行道路和车行道路两个独立的路网系统。 (2)步行路

必须是连续的、不问断地贯穿于住宅区的内部，服务于整个

住区，将绿地、活动场地、公共服务设施中连起来，并深入

到各住宅的正面出入口。山步行系统可以不穿越车行道路，



而到达住宅区的任何一处。 (3)车行路应分级明确，一般以枝

状尽端路或环状尽端路的形式伸人到各住宅或群体的背面人

口。在车行路沿线周围配置适当数量的汽车停车位，在路的

尽端处设回车场。 人车分行的交通组织还必须满足消防、救

护等要求。来源：考试大来源：考试大 人车分行的道路交通

组织除平面上的处理之外，还可以通过立体空间的处理达到

人车分行的目的。一般人车混行的交通组织，通过将步行系

统整体或局部的高架处理，做一些二层步行平台或天桥，可

以使人行和车行在立体空间上分离，达到比一般平面人车分

行更好的效果，如广州东湖新村就采用了这种交通处理手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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