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市政道路施工期交通致堵原因分析及定量判定研究

邵俊豪Ǔ赵瑞松Ǔ周Ǔ强
中冶南方城市建设工程技术有限公司Ǔ湖北Ǔ武汉Ǔ430223

摘Ȟ要：本文主要研究的研究对象是城市道路在施工过程中引起的交通拥堵，根据其交通特性，从人、车、路、

环境等四大要素对常见的致堵原因进行归类分析，并以此构建致堵原因分析表，更进一步地对各原因的外在交通表

征特性开展研究，以期能精准、迅速分析及判定市政道路施工期交通拥堵致堵原因。本次研究通过解决原因分析查找

难、效率低和交通管控措施效果差、针对性弱等现状问题，实现科学高效比较选用交通管理措施，可用于帮助和指导

类似项目的交通组织决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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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引言

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的城镇化进程是全球历史上速

度最快、规模最大的，人口城镇化率在1978年到2022年
的45年间，从18%上升到65%，城市发展成绩显著。随
之而来，近些年，国内多数城市也开始出现一些“城市

病”，其中尤为突出的就是交通拥堵。特别是在早晚高

峰时段，因为路段或路口发生出现事故或本身通行能力

不足等问题，引起路网局部车速下降，甚至引起路网上

游更大范围的路口锁死或路段严重拥堵，给城市的整体

运行和发展质量带来了不良影响。*

常规路段的交通拥堵给居民工作、生活出行造成不

便，当道路进行提升改造施工时，更是严重影响交通运

行效率，极易引发路网交通拥堵，让交通出行者不堪其

忧，严重降低了城市交通品质和居民幸福感。在新的城

镇化发展阶段，城镇化发展不再是大规模的新建，而是

转向存量项目的改造提升。与之对应，城市道路提升改

造项目的占比也在快速上升。而城市道路提升改造项目

实施过程中，需要占用现有道路进行施工打围，压缩了

现有道路的交通通行空间，降低了原有的通行能力，容

易引发改造路段的交通拥堵，甚至扩散到整个路网。这

不仅对交通出行者造成不便，也进一步造成交管部门管

理难度和工作量的增加。现阶段，城市交通拥堵的主要

原因之一就是各类交通基础设施如道路、桥梁等项目的

改造和维护，特别是大型项目在改造提升时，其改造难

度大、实施周期长、占道范围大、承担的交通量也大。

在其改造时，其交通压力由周边道路分担，造成区域内

路网交通压力大、出行不便。在传统的施工过程中，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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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由交通警察和施工单位的交通疏导员来承担沿线交通

组织和指挥的职责，受人力因素限制，主要管控范围以关

键路段和交叉口为主。在城市机动车保有量持续上升、城

市更新改造步伐越来越快的大背景下，此类交通管控手段

对于路网整体复杂交通路况的应对越来越困难。

现阶段对于如何缓解由于市政道路施工引发交通拥

堵的研究还不多，绝大多数研究还是以常规道路出现交

通拥堵为背景，在分析拥堵原因和制定交通管控措施

时，也主要从城市规划、土地利用等宏观层面开展研

究。市政道路在施工期和非施工期，其致堵原因存在着

差异，而制定科学合理的管理措施的前提就是要分析确

定具体致堵原因。

2��研究思路

研究致堵原因首先需要明确施工期市政道路的交通

特性，从微观层面进行分析，并进行合理归并。同时，

为方便进行拥堵原因识别和分类，需要对每个拥堵原因

的交通表现特性进行研究。

道路交通系统的四个关键要素分别是人、车、路和

环境，对于这个复杂系统的整体运行，每个要素都有着

非常重要的影响。

图1��人、车、路、环境组成的道路交通系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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道路交通系统中人这个要素主要指交通出行者，包括

行人、乘客以及各类驾驶员。交通出行者是交通系统中的

主要组成部分，贯穿于系统的方方面面。其中，除步行交

通和非机动车交通，其余客车、货车交通都主要依靠驾

驶员来实现，因此驾驶员的交通特性最终都反映为车辆

的交通特性。为了精准开展原因分析、避免重复，本文

主要从步行交通和非机动车交通角度来研究交通出行者

要素，而将驾驶员特性划分到车辆特性研究中。

图2��传统道路交通系统和市政道路施工期交通系统中人

的因素对比

车辆的物理特征如尺寸、重量和运行性能如动力性

能、制动性能等对确定道路交通系统的关键参数有着重

要影响，如道路、桥梁的平面、纵断面、横断面设计、

路面结构设计、停车场地设计等，这些特性与驾驶员特

性相结合，最终决定了道路交通系统中车流的安全性能

和交通特性。各类车辆是道路交通系统中主要的载客、

载货工具，也是交通拥堵中最直接的被影响者，因此也

是交通拥堵的关键因素。出现交通拥堵的一个常见原因

就是交通量急剧增加，除此之外、发生事故、车辆故

障、违章停车、违规驾驶等问题也会引起交通拥堵。因

此，本次研究在研究车辆特性时，主要选取能够通过数

据反映的交通流特性，如交通量、车型占比、车速等。

道路既是交通系统的支撑基础，也是限制因素，道

路建设应符合交通出行者和车辆的交通特性。其性能的

优劣主要通过数量、质量和形状来反映。简而言之，

就是道路建设数量是否充足、道路建设质量是否符合要

求、路网整体布局、道路平纵横是否合理，除此之外还

有交通管理附属设施、交通管理的精细化程度等。由于

本次研究主要针对施工期道路，因此除路网密度、路网布

局形态等宏观交通特性外，我们更关注微观层面的交通特

性，例如出入口形式、路面破损情况、围挡设施等，从而

发现造成交通拥堵最直接的原因，以便对症下药。

环境是指交通出行者、车辆和道路所处的周边环

境，它对前三个因素的运行都有直观影响。一般而言，

我们将其分为自然环境和人工环境。其中，自然环境包

括地理位置、天气因素、时间因素等，人工环境则包括

障碍物、周边地块开发情况等。对于容易引发交通拥堵

的环境因素如恶劣天气、道路障碍物等，本次研究会重

点进行考量。

3��致堵原因分析

根据前文研究，按交通特性，从人、车、路、环境

等四大要素对常见的致堵原因进行归类分析。其中，人

的因素包括行人和非机动车因素，主要考虑行人（非机

动车）违反交通管理规章制度、占道经营和相应慢行设

施缺失，从而造成交通拥堵的情况。车的因素，主要考

虑车辆违章行驶、违规占道停车、大车比例增加、交通

事故等因素。交通拥堵中的道路因素宏观方面的问题，

主要由城市路网交通规划引起，并分为道路本身问题，

路网规划问题，交通管理问题3类。环境因素主要是指
外界环境因素变化，导致通行环境恶化从而造成交通拥

堵，如暴雨天气、道路渍水、结冰、大雾等。根据研究

结果，形成人、车、路、环境4大因素层，并细分至具体
因子层，共30个。以此，建立施工期交通拥堵致堵原因
表，如下图所示：

图3��施工期交通拥堵致堵原因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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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致堵原因参数化特征及定量识别

4.1  参数选择及解释
通过交通流理论分析，为表征各类致堵原因，选用3

项基本指标：流量、延误、车速以及补充指标，从而在

定量层面判定致堵原因。

流量又称交通流量，分为人行流量和车流量，其定

义是指单位时间内通过道路某一特定地点或断面的行人

数量或标准车辆数，用V标示；流量随时间和空间变化而
变化；其公式为：

V = N/T
式中：T—单位时间，单位为h或min；
N—观测时段内的人行人数量车辆数，单位为人或

veh。
延误指标具体为：平均延误时间是车辆在延误路段

内实际行驶时间和在该路段内按自由流速度行驶时间插

值的平均数，通过它能反映道路的拥堵严重程度，从而

常用来作为交通运行状况的评价指标；其公式为：

式中：Tequ—平均延误时间，单位为s；
Ti—第i辆车在延误路段通行时间，单位为s；
Tf—畅通时自由流行驶在延误路段通行时间，单位

为s；
n为通过车辆总数，单位为veh。
车速指标是指车辆在单位时间内通过的空间距离。

从交通流的角度来看，交通流平均速度分为特定地点的

时间平均速度与特定路段的区间平均速度；时间平均速

度是在某一时段内通过某一特定所有车辆瞬时车速的算

术平均数，本次研究主要采用时间平均车速：

式中：ui—第i辆车的地点速度，km/h；
N—观测的车辆数，veh。
对于需要比对不同时期交通指标的，需要确定其相

对历史同期数据的变化幅度；计算公式如下：

a�=（Sh-Sn）/Sn*100%
式中，Sh—某指标的特定时间的观测值；Sn—某指

标历史正常值；a—指标变化幅度；
若a超出判定的阈值范围，则认定该交通指标发生异

常变化。

4.2  定量识别
通过对常规市政道路施工期各类交通拥堵情境下交

通参数的变化进行总结及归纳，得出具体定量识别标准

如下图所示：

图4��施工期人的因素致堵定量识别图

图5��施工期车辆因素致堵定量识别图

图6��施工期道路因素致堵定量识别图

图7��施工期环境因素致堵定量识别图

5��结语

市政道路施工期交通拥堵是我国在城市发展进、特

别是存量化城市更新过程中遇到的突出问题，对周边居

民正常的交通出行造成了极大困扰，如何对其进行精

准化治理尤为关键。制定针对性治理方案的首要条件是

确定致堵原因，本文根据市政道路施工期交通系统的交

通特性，从人、车、路、环境等四大要素对常见的致堵

原因进行归类分析，并以此构建致堵原因分析表，更进

一步地对各原因的外在交通表征特性开展研究，以期能

精准、迅速分析及判定市政道路施工期交通拥堵致堵原

因，从而为科学、高效、合理、精准地选定施工期的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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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组织方案在理论层面予以支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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