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城市道路交叉口的精细化规划设计与控制管理

王海岗

上海市政工程设计研究总院（集团）有限公司郑州分公司　河南　郑州　450000

摘�要：在人们生活水平不断提升的基础上，人们对城市道路所提出的相关要求除了出行需求之外，也追求城市

道路交叉路口的设计美观化。此外，在动车数量不断增加的前提下，机动车的空间位置逐渐增大，导致慢车及绿化空

间的位置逐渐减小。针对这种情况，相关管理部门必须在有限的空间内对城市道路进行相应的综合规划，实现人性化

的道路设计，在保障人们出行安全的同时，提高城市道路设计的美观和实用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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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精细化概述

随着城市化进程的不断加快和城市道路交通的不断

发展，城市道路交叉口作为道路交通系统的关键部分，

显得越来越重要。城市道路交叉口是交通流汇聚、分配

和交叉的地点，是城市道路交通流的瓶颈和集散点。如

何合理规划、设计和管理城市道路交叉口，是保障城市

出行秩序、促进经济繁荣和居民生活质量的重要问题。

城市道路交叉口精细化规划设计和控制管理的核心是把

复杂的城市道路交叉口拆分成若干个具有一定规模的交

通小区，以实现城市道路交通的高效运行、安全平稳和

资源利用的最优化。因此，城市道路交叉口精细化规划

设计的基本要求包括道路交通安全、交通效率与通行能

力、交通环境与景观效益、社会文化需求、环境保护

等。这些要求在具体规划设计中，需要考虑交叉口的特

点和分类，确定合理的发展方针、战略及措施，并结合

交通流量分析、仿真模拟、优化设计等方法，对交叉口

的功能空间、交通组织、道路布局、景观等方面进行规

划和设计[1]。

在城市道路交叉口控制管理方面，关键是通过现代

交通控制技术和管理手段，提高交通治理和控制的水

平，保障城市道路交通的安全、快捷和便利。典型的交

通控制手段有交通信号控制系统、车辆监控与信息系

统、公共交通管理系统、停车管理系统等，其中交通信

号控制系统是最常见且最重要的交通控制手段之一。交

通信号控制系统是按照一定的信号配时方案，控制交通

信号灯的工作时间和顺序，以实现交叉口交通的有序流

动和安全通行。随着交通信号控制技术的不断更新升

级，交通信号控制系统的精细化程度逐步提高。总之，

城市道路交叉口的精细化规划设计和控制管理是城市交

通研究、规划和管理的重要内容，是促进城市交通发展

和提升城市交通品位的必然趋势。未来，随着城市发展

和人民生活水平的不断提高，城市道路交叉口的精细化

规划设计和控制管理将面临更多的挑战和机遇。

2��城市道路交叉口的特点与分类

城市道路交叉口是城市道路交通系统的重要组成部

分，其特点和分类影响着城市道路交通运行和交通管

理。首先，城市道路交叉口的特点包括：（1）交通量
大：城市道路交叉口通常是道路上交通流量较大的区

域，需要保证交通流畅和秩序。（2）道路类型多：城市
道路交叉口通常是多种道路类型的交汇点，如城市快速

路、主干路、支路、小街巷等。（3）车辆组成复杂：城
市道路交叉口存在各种不同种类的车辆，包括小汽车、

公交车、出租车、货车、摩托车、自行车等，交通组织

和管理难度较大。（4）行人流量大：城市道路交叉口除
了车辆之外，还有大量的行人流动，需要考虑行人安全

和行人通行方式[2]。

根据不同的分类标准，城市道路交叉口可以分为多

个类型。按照交通流形式的不同，一般可分为无交叉口

道路、T字路口、十字路口、Y字路口、环形交叉口、立
交交叉口等。按照交通量和道路类型等的不同，还可以

分为普通型路口、微型型路口、主干道路口、网状型路

口、特殊型路口等不同类型。此外，根据不同的设计原

则，城市道路交叉口还可以分为人车分流型、流线型、

标准化型、生态型、文化创意型等类型。

城市道路交叉口的特点和分类对城市道路交通运行

和交通管理具有重要影响。精细化的规划设计和有效的

控制管理可以提高交叉口的运行效率和交通安全性，缓

解交通拥堵，改善城市交通环境，促进城市交通发展[3]。

3��城市道路交叉口规划设计的要求

城市道路交叉口规划设计是针对城市道路交叉口的

特点和分类，以实现城市道路交通的高效运行、安全平

稳和资源利用的最优化。因此，在城市道路交叉口规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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设计中需要考虑以下方面的要求：（1）道路交通安全：
道路交通安全是城市交通规划和设计的首要考虑因素

之一。城市道路交叉口通常是道路上交通流量较大的区

域，存在诸多隐患和安全风险。因此，在规划设计过程

中需要考虑交通流的互通性、交叉口的通行安全性、交

叉口的能见度等因素，提高城市道路交叉口通行的安全

系数。（2）交通效率与通行能力：城市道路交叉口的规
划设计需考虑通行能力和通行效率的问题。如何使城市

道路交叉口达到最佳运行状态，是城市道路交叉口规划设

计工作的重中之重。通过合理的交通组织设计、控制信号

灯等手段，达到交通流的最优化，提高城市道路交叉口

的通行能力和通行效率。（3）交通环境与景观效益：城
市道路交叉口的规划设计需要考虑和谐的城市交通环境和

景观效益，探索新型的景观交通设计理念。城市道路交叉

口规划设计中可以融入绿化带、休闲广场、公共艺术等，

通过设计优化的空间布局、建筑形态和交通组织方式等，

提高城市道路交叉口的美观性和舒适度 [4]。（4）社会
文化需求：城市道路交叉口规划设计中必须充分考虑社

会文化需求，体现人性化的设计理念。如，为行人设置

便捷的人行步道、人行天桥、人行地道等，使人与车分

开，互不干扰，以及为交叉口周边居民设置公共设施，

如公厕、公共广场等，提升交叉口的社会文化意义和公

共性。（5）环境保护：在城市道路交叉口规划设计过程
中，环境保护必须成为重要元素之一。规划设计人员必

须要考虑交叉口周边居民的生活环境和交通环境，并尽

可能地减轻道路交通对环境的污染和噪声影响。因此，

城市道路交叉口规划设计要考虑如上多个方面的要求，

适时合理地进行交叉口规划，并避免造成阻碍和安全风

险，维护城市道路交通的可持续发展。

4��城市道路交叉路口规划设计的精细化

4.1  交通岛精细化设计
城市道路交叉口规划设计的精细化是指将城市道路

交叉口拆分成若干个具有一定规模的交通小区，以实现

城市道路交通的高效运行、安全平稳和资源利用的最优

化。与此相伴随的是，交通岛的精细化设计也逐渐成为

城市道路交叉口规划设计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交通岛

是交叉口中央设置的中央隔离物，用于分隔交通流向，

引导交通流。交通岛的精细化设计可以有效地改善城市

道路交叉口的通行环境和安全性。交通岛的精细化设计

包括以下几个方面：（1）形状合理：交通岛的形状需要
与交叉口的布局和道路的形态相适应。一般而言，交通

岛的形状应当与交叉口的形状一致，比如圆形交叉口应

设置圆形交通岛，十字形交叉口应设置矩形交通岛等[5]。

（2）尺寸适当：交通岛的尺寸需要与周围交通流量和
速度相适应。如果交通岛过小，则无法分隔交通流向，

如果交通岛过大，则消耗过多空间，影响交叉口通行能

力。（3）配置合理：交通岛的设置需要按照交叉口的交
通流量和速度进行布置，使其能够起到引导交通流向和

分隔交通流向的作用。具体而言，交通岛的设置应能使

车辆在进出交叉口时能够顺畅流动，避免拥挤和堵塞。

（4）设施完备：交通岛的精细化设计需要将其与其他车
行道标线、牌照、标志、信号灯等设施相配合，构建完

整的道路交通组织系统。此外，还需要考虑交通岛的维

护和管理，包括对交通岛进行定期清理、维修和更新设

施等。

4.2  导行线精细化设计
城市道路交叉口规划设计的精细化是指将城市道路

交叉口拆分成若干个具有一定规模的交通小区，以实现

城市道路交通的高效运行、安全平稳和资源利用的最优

化。在实现这一目标的过程中，导行线的精细化设计也

是一个关键性的环节。导行线是指道路上用以标记交通

流线、车辆行驶路线或行人通行路线的道路标线。其精

细化设计可以使交通流量更加准确地分配到各车道，减

少道路拥堵和车流缓慢。导行线的精细化设计包括以下

几个方面：（1）长度合适：导行线的长度需要与道路的
宽度相适应，并且不能存在断裂或打滑等现象，以保证

车辆行驶的流畅性和安全性。（2）宽度恰当：导行线的
宽度不能过宽或过窄，往往需要与车道宽度有一个合理

的匹配。（3）转角顺畅：在交叉口的转角处，导行线的
精细化设计需要考虑车辆转弯的角度和路面的摩擦力，

以使车辆转弯时更加顺畅。（4）直线平滑：在直线道路
上，导行线的精细化设计需要考虑车辆行驶的流畅性，

使导行线尽可能地平滑，避免出现交通障碍和车流混乱

的现象。（5）颜色鲜艳：导行线的颜色应明显醒目，
与道路颜色和周围景观相协调，提高车辆和行人的可视

性，降低交通事故的发生率。综上所述，导行线的精细

化设计在城市道路交叉口规划设计中具有重要意义。导

行线的设计需要充分考虑车辆和行人的通行安全性、遵

循交通规则的方便性和通行效率等多个因素，以实现交

叉口交通的高效运行和安全通行[6]。

5��城市道路交叉口控制管理精细化

5.1  通行能力精细化具体分析和校验
城市道路交叉口控制管理精细化是现代城市交通管

理的重要手段，其中通行能力精细化是其中的一项重要

内容。通行能力精细化主要是通过对交叉口的通行能力

进行精细化测算分析和校验，以实现交通流量的高效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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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顺畅性。通行能力精细化具体分析和校验包括以下几

个方面：（1）交通流量统计： 通过对交叉口的进口、出
口和过街道路等区域进行交通流量的随机统计，了解不

同时段交通流量的分布情况，为后期的通行能力计算提

供基础数据。（2）通行能力计算： 通行能力是指单位时
间内通过道路或道路交叉口的车辆或行人的最大数量，

计算通行能力需要考虑驶入交叉口的车辆数量、车辆速

度、通车时间等多个因素。通行能力的计算需要采用交

通流理论和交通模型，结合实际道路状况，得出合理的

通行能力值。（3）模拟仿真分析：通过仿真软件对不
同通行能力方案进行模拟分析，对不同交通流量进行模

拟，采用最优策略，提高城市道路交通的运行效率和安

全性。（4）校验和评估：交叉口通行能力的校验和评估
是对测算结果的核对和质量控制。通过实际数据和历史

交通数据等多个指标，对通行能力进行精度和准确性的

评估。

5.2  通信控制精细化具体分析
城市道路交叉口控制管理精细化是指将城市道路交

叉口的交通控制系统进行精细化和升级，以实现道路交

通的高效率、安全性和便捷性。通信控制精细化是其中

的一个重要方面，它可以实现不同交通设备之间的信息

分享和交互，提高交通流量控制的准确性和实时性。

通信控制精细化具体分析包括以下几个方面：（1）
信号灯相位控制：交通信号灯的相位控制是城市道路

交叉口通信控制中最基本的任务之一。传统的信号灯相

位控制主要以时间为基础，但随着交通流量和车辆类型

的不断变化，时间控制方式会出现误差，因此，对于交

通信号灯的控制需要加强实时性和准确性。基于通信技

术，城市交通系统可以实现对车辆和人员的感知，准确

地掌握交通状况，实现信号灯相位的自适应控制和实时

调整，提高路网的通行效率和安全性。（2）智能交通
系统：智能交通系统是城市道路交叉口通信控制的又一

重要组成部分。它通过各种信息技术手段，包括车载通

讯、GPS导航、数据交换和互联网服务，实现车辆和行
人之间的信息交互和共享，对交通流量进行精准掌握和

实时调度，提高道路通行能力和效率。同时，智能交通

系统还能够实现交通安全监测和管理，以避免事故的发

生。（3）车辆检测技术：车辆检测技术是城市道路交叉
口通信控制的基础。通过安装交通检测器，能够实现车

辆的流量、速度和密度等信息的收集和处理，为交通信

号灯相位的控制提供准确数据，同时还可以为交通监测

和管理提供数据支持。

结束语

城市道路交叉口的精细化规划设计和控制管理是城

市交通管理的重要组成部分，必须在城市交通整体规划

中得到足够的重视和推广。通过本文的介绍，我们了解

到了城市道路交叉口控制管理的精细化手段，其中包括

交通流量控制、智能交通系统和交通信号灯系统等多种

手段。城市道路交叉口的精细化规划设计和控制管理需

要各种技术手段的有机结合，实现道路交通的高效、安

全和顺畅，为城市居民的出行提供更加便捷、高效和绿

色的服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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