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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 引言

目前，城市交通拥挤已成为政府和市民关注的热点问题。 伴随着

城市建设的发展，交通拥挤现象日益严重，缓解城市交通拥挤已成为

城市工作的重点。
交通拥挤是指某一时段车辆在道路系统的某一路段上移动时，不

断受到中止而在道路上产生排队、延误的现象。 这是由于交通流内部

产生的干扰(连续流)，或者是几股车流共同产生的干扰(间断流)所引起

的。 主要是由于交通设施所能提供的交通容量不能满足当前的需求量

但是又得不到疏通而产生的结果。 当然，交通拥堵不只是车和路的关

系，它更是人、车、路、城市的关系，与城市人文建设、城市人口质量、人

均收入、政府管理模式有很大联系。

1 交通拥挤的成因分析

1．1 道路设施发展与交通需求增长失衡。
据相关资料显示，长期以来，我国城市人均道路面积一直处于低

水平状态，滞后的路网建设与城市的快速发展已经严重不相适应。 近

10 年来虽有较快发展，人均道路面积由 2.8m2 上升到 6.6m2，但仍赶不

上城市交通量年均 20%的增长速度。
1．2 过境交通与城市交通之间干扰严重

很多城市由于特殊地形条件的限制和城市发展阶段、城市性质的

影响，加之过去城市交通规划对过境交通考虑不足，没有将过境交通

和城市内部交通分离开来，导致了城市交通组织混乱、堵塞的现状。 过

境车流由市区干道穿行，严重干扰了城市客运交通秩序。
1．3 路网结构分布不均衡，道路建设就重避轻

在规划新建主干道、 高速路时不从交通系统的整体均衡出发，次

干道和交通支路严重不足，由于辐射道路干线建设滞后，没有形成与

干线相配套的完整道路网络及相应的管理系统，加上这些年机动车辆

的迅猛激增和相应交通需求管理不力，在干线进出口往往堵塞，形成

交通拥挤。
在英国，交通格局的一个特点就是，主干道不是很宽，但很多小路

却非常通畅，交通的“毛细血管”非常发达，这样就很好地起到了分流

作用。 目前，兰州很多街区里面的道路还是“各自为政”互不相通，没有

得到很好的利用。 道路建得越来越宽，但交通状况却并没有因此得到

明显改善。 城市道路基础设施要加强，但路网密度更需要重视。
1．4 小汽车拥有量急剧增加，常规公共交通萎缩

据统计， 动态情况下 10 辆自行车或者 4 辆轿车所占用的道路面

积与载客 150 人的一辆公共汽车占有的道路面积相同，因而交通量在

不同出行方式的分配直接影响城市交通状况。 换言之，相同的交通出

行量，高效率的公共交通比重越高，占用的路面越少，道路畅通程度越

高；低效率的私人轿车比重越高，占有路面越大，道路拥挤程度越高。
表 1 就是对城市各种客运交通方式的运输特性的比较。

近年来我国城市私人汽车经历了高速增长的阶段。 一方面，20 世

纪 90 年 代 居 民 生 活 水 平 显 著 增 加 ， 每 天 可 支 配 收 入 年 均 增 长

14.19%，居民购买力显著增加；另一方面，随着国家汽车产业政策的颁

布，国产汽车进入规模化生产阶段，轿车销售价格大幅度下降，这无疑

大大激发了人们对小汽车的购买需求。 与此同时，我国的公共交通发

展却十分迟缓。 虽然公共汽车数量与日俱增，但是新增的动力已经完

全被新增人口数量所抵消， 主要体现为万人拥有公交数量的缓慢增

长。
目前，我国公共交通存在的问题是：

（1）大容量公交车严重缺乏，线路覆盖率低；
（2）私营中巴车发展过快，行车秩序差，违章多。 为了多拉多载沿

线的乘客，一些中巴车或赖站不走，或一路随意停靠、变道抢道、强行

超车。
（3）公交场站建设滞后，在部分道路上缺乏公交港湾，公交车乱停

乱靠，严重影响了道路畅通。
表 1 城市各种客运交通方式的运输特性比较

2 解决城市交通拥挤问题的对策

2.1 加强路网建设

首先建成道路网络主骨架，形成城市建设的框架。 在已建成道路

网络主骨架的基础上，重点进行路网功能完善，协调城市交通系统与

城市用地布局，完善组团功能，改变出行方式，优化路网结构。 为缓解

过境交通压力，应修建过境道路，疏导过境交通流。
2.2 限制大货车，开辟物流小货车绿色通道

大型货车对道路占用率高、破坏力强、对交通流的干扰大，一般城

市都有限制大型货车进入市区的规定。 为了解决市区企业、商业区对

货物流通的需求， 可规定大型货车在晚上某一时间段内进入市区，同

时对往返于物流园区和市区的小型配送车辆开辟绿色通道，发放市区

通行牌证，以保证城市商业的正常运作。
2.3 实行“拥挤收费”

拥挤收费即通过在交通拥挤时段对部分区域道路使用者收取一

定的费用，以控制交通出行需求，调整出行路径，减少拥挤区域道路的

交通流量，缓解交通紧张状况。
拥挤收费的概念出现在 20 世纪 70 年代，现在已经逐步得到重视

与应用。新加坡实施了 20 多年的拥挤收费。在其他一些措施的配合下

取得了明显效果， 高峰小时交通量下降 45%（其中 70%以上的为单独

驾车），平均车速从 18km/h 增加到 35km/h，采用公交车上班的出行增

加了近 50%，达到上班总出行的 46%，汽车合乘比例（下转第 229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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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随着社会经济的全面快速发展，城市交通拥挤日益成为愈演愈烈的“城市通病”，将严重阻碍着城市经济发展和城市居民的生产

生活。 在分析我国城市交通现状后，指出城市道路交通的供需矛盾、交通结构失衡和交通管理相对滞后是造成交通拥挤的主要原因，并提出了

相应的有效对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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输入对接受者而言会产生不良影响。 因此,教师在设计任务时,不应简

单地将任务归结为容易或困难,有用或无用,而应充分考虑任务对于学

生的适应性,例如任务的主题是否与所学课文的主题相关联,以及执行

该任务的学生语言输出可能出现的流利性、准确性和复杂性等问题。
3．3 通过小组间竞争促进合作效果

小组间竞争常常能激发学生的学习兴趣，有利于学生通过比较发

现问题,从而向成功的小组学习经验,在之后的小组合作中有意识地改

善方法,提高小组合作的效果。 同时,小组之间的竞争也有利于加强小

组内部的凝聚力。 通过本院期末口语测试结果比较,发现合作小组成

员的口语成绩更优异，与传统形式的单独口语测试比较 ,学生更加喜

欢合作小组形式的口语测试,个案调查中学生的反馈表明小组合作式

的口语学习能帮助自己有效降低焦虑和畏惧心理，从而发挥出更佳水

平。
小组合作式英语课堂口语训练注重学生之间的知识共享、信息交

流、相互沟通、能力互补、积极讨论,让学生在共同解决问题、完成任务

的过程中自然、轻松地提高英语的运用能力，真正体现和实践了《大学

体验英语》所倡导的“以体验互动为核心的课堂教学模式和以学生为

中心的自主学习模式”的思想，为大学英语体验型口语教学提供了一

个新的方法参考。本研究仅仅取课堂辩论这一小组合作形式，事实上，
小组活动的形式并不唯一，关键在于灵活运用，发挥出小组合作学习

的长处，促进学习效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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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接第 178 页）中医药专业的学生就业前景不乐观，本来人才缺

乏，加之培养过程中只重视实用知识技能的培训，对于科研技术和前

沿科学了解不足，导致了目光短浅，缺乏必备的科研素养和创新精神。
对于博大精深的中药了解只是对基本病症的应用，不能够上升到分子

机制水平的研究，无法做到融会贯通。因此，对于中医药方面研究人员

的培养至关重要。 多学科，多领域的全面培养，扎实的中医学基本功，
配以丰富的科研经验，开阔的科学视野以及开拓创新的精神，都是一

名优秀的中医药研究人员必不可少的素质。

3 结语

回首百年诺贝尔，药物的发明发现为医学争光添彩。 展望中药的

“诺贝尔之路”，前途是光明的，道路是曲折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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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4 完善发展公共交通

2．4．1 开辟公交车专用车道

开辟公交车专用车道是提高公交车优越性最有效的办法。 北京在

实施公交车专用道后一个月内运量上升 6%， 泰国曼谷修建大量高架

公路也不能解决 1998 年亚运会的交通拥挤问题， 采用公交专用道以

后，极大地缓解了交通拥挤的状态。 具体做法可以在原来的混和车道

中划出外侧车道作为公交车道，或者在单向交通的道路中划出一条逆

向车道专供公交车行驶，提升公交车的便捷性。 这样，总体交通量就会

下降，从而使整个市区的交通变得畅通。
2．4．2 修建轨道交通

轨道交通，尤其地铁具有占用地面少，不受其他交通干扰，运行效

率高，输送能能力大的优势，是现代城市不可或缺的交通方式。

3 结语

3．1 城市交通拥挤的解决方法有很多， 仅靠建设更多的道路设施来

解决是行不通的，更为直接有效的方法是实施合理有力的交通管制措

施。
3．2 交通拥挤不能完全消除，只能缓解。 缓解城市交通拥挤的关键是

最大限度地提高现有道路设施的利用率，合理使用道路，避免资源浪

费，同时由各部门各企事业单位共同协调，由所有市民共同努力。
3．3 要大力发展公共交通， 因为公共交通能提供大运量的旅客运载

量、换乘量，同时配合限制私人小汽车的使用，用拥挤收费政策促使人

们选择公共交通，共同缓解城市交通的拥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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