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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支路的重要作用

—对 《城市道路交通规划设计规范 》的深入理解

蔡 军

【摘要 】分析 了规范强调支路建设所依据的 项基

本原则
,

指 出缺乏健全支路体系可 能造成的交通

问题以及城市建设中忽视支路建设的主要原 因
,

呼吁正视支路的作用
、

加 强支路的规划与建设
。

【关健词 】路网规划 支路 作用

快主次支路网结构基本为倒金字塔

我国道路分级与密度级配的基本原则

,

一

引言

远近分离原则 —不同距离出行者

的需求

远距离出行者比近距离出行者更在乎出行时

间增加
‘

即伴随出行距离增加 出行时间边际成

本上升
。

因此规范提出了最大出行时耗要求 城

市必须为长距离出行提供高等级道路体系 主千

路
、

快速路
。

出行者进出高等级体系一般会发生

一定距离绕行 这也就决定了远距离出行者更喜

欢利用高等级道路体系 如果低等级道路系统自

身不便捷 那么无论什么距离的出行都会优选高

等级路网体系 也就意味着整条道路的转弯车辆

比例增加 车速与通行能力降低
。

另外
,

居民出

行距离分布一般表现为近多远少 大多数出行又

必须经过支路体系 所以规范建议的路网密度随

道路等级下降而提高 其级配应当为正金字塔

形 这也体现了远近分离原则和居民出行距离分

布的近多远少分布规律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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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国 《城市道路交通规划设计规范 》将城市

道路划分为快速路
、

主干路
、

次干路
、

支路四个

等级 规范建议的大城市路网密度 表川可用图

大致表示
。

该图类似于金字塔结构 可见规范十

分注重支路建设
。

但城市路网建设与规范建议指

标偏差较大
。

根据 《中国城市建设统计年报 》我

国北京
、

上海
、

天津
、

沈阳 武汉
、

广州
、

哈尔

滨
、

重庆
、

西安
、

南京 个城市的路网密度平均

为 火 反 年
、

吕 火

年
、

八 年
。

上述统计包括断面

以上的道路 路网密度统计明显偏大 数据

表明 一 年我国城市道路的路网密度基

本没有出现大的变动
‘

城市路网依然比较稀疏

远远低于规范建议密度
。

而且南京
、

温州
、

合肥

图 规划建议的路网密度比例



表 我国 《城市道路交通规划设计规范 》建议的大城市道路网规划指标

项项 目目 规划人 口口 快速路路 主干路路 次干路路 支路路
万人

机机动车设计计
速速度 段 卜 一 一

道道路网密密 一 一 一 一

度度 , 一 一飞 一 一

道道路中机动车车 一 一 一 万
车车道条数 一 一匕匕 一匕匕匕

为为交通所需的的 妻 一 一 一 飞 一

道道路宽度 一 一 一 与与 一

通过性性

卜卜
可可达性

快速路

干路

集散道路

地方道路

图 不同等级道路的
“

通达
”

特性

止卜卜︺工‘卜口心李小引于日

通达分离原则 —穿越与到达交通

的需求

以某地为目的地或出发地的出行者与经过该

地的出行者在该地的交通 目的不同 一个要慢速

进出 一个要迅速通过 频繁的车辆进出会降低

道路运行效率 所以
“

通
、

达 应当适度分离
。

支

路更大程度上起到 达
“

的作用 对支路的重视

实际也就是通达分离原则的体现 图
。

快慢分离原则 —不 同交通方式的

需 求

不同交通方式的特性不同 速度不同
。

合理

分离不同交通方式有利于提高交通效率 道路系

统应当为不同交通方式的分离提供硬件支持
。

虽

然规范建议的道路分级主要针对机动车而言
,

但

规范也对自行车道路提出了建议
。

自行车系统也

可以分为主次道路
,

那么机非路网组合可以出现

顺序 机动车道路与相同级别的非机动车道路安

排在一起
、

逆序 机动车的高等级道路与自行车

的低等级道路安排在一起
、

降序 自行车道路与

比自己高一个级别的道路安排在一起
、

分离 机

动车路网与非机动车路网不安排在一起 四类方

式
。

从分流角度来看 降序
、

逆序与分离模式比较

有利
。

规范强调支路的目的之一在于构建分流体

系
,

使支路体系起到承担自行车交通的作用
。

另

夕卜规范建议的最大干路网密度为 代 火 “ 干

路难以满足公交线路布置要求 。一 仗
,

伴随公交出行比例增加和城市规模扩大 这一数

值还会扩大 所以支路还应当承担布置公交线网

的作用 甚至提供公交专用道
。

但支路的分流作

用并未在规范中明确提出 而这一原则被规范默

认的
、

现在通行的三块板断面组织模式 《城市道

路设计规范 》与多数教科书建议模式 所掩盖 分

流思想
、

降序组合未能充分体现
。

容量调控原则 —减少低效运行的

需 求

道路分级的目的还在于使低等级道路尽量完

成自己应当承担的任务 调控高等级路网进出车

辆
。

低等级道路进入高等级道路的交通需求应小

于或等于高等级道路的最大容量 低等级道路的

进 口 通行能力应大于或等于高等级道路的流出

量
。

上海高架路在高峰时段封闭某些路 口 或某

些路口在早高峰时段内不准外地车辆进入的做法

就体现了这一点
。

那么这就需要高等级道路的

出口联系更多的较低等级道路 而进 口只能与少

量较低等级道路联系
。

根据这一原则 路网密度

级配应当为正金字塔形
。

街道功能划分原则 —减少公共空

间职能与交通职能冲突

城市各类用地均需要 沿街面
“ 『

否则无法解

决交通进出问题 具有经营性质的用地 比如商

业 需要依托较大的客流 具有较高的交通可达

性
。

所以支路密度应当与城市所需要的有效
“

沿

街面
‘ 『

长度相匹配 支路应当成为城市公共活动

空间的主要载体
。

如果支路不能提供有效的
’‘

沿

街面
‘ ’ ,

那么城市的各类公共活动就会集中在干

路上 街道功能划分的目的就难以实现
。

金字塔

式路网密度建议体现了这一原则
,

并在规范道路

功能的条文说明中明确提出
。

支路体系不健全引发的问题

道路功能恶化

由于城市干路缺少下一个层次的路网系统

适于商业活动的土地供给不足
,

限制主干路商业

开发的规定与经济规律背道而驰 城市往往陷入

商业活动不可缺少 但无地可寻的被动局面 另



’

一万面
,

我国大多数居民以自行车出行为主 自

行车
、

公交
、

步行
、

机动车均集中在干路上
。

自

行车
、

公交
、

步行
、

其他机动车的捆绑式断面设

计 俗称三块板道 将消费主体最大限度集中起

来 干路两侧则成为商业旺地 最初为顺路购物

伴随交通量增加 主干路两侧的小规模商业活动

逐步升级 最终导致
“

交通性商业街
‘’

的诞生
。

行

人不得不从一侧的商店到达另一侧的商店 要么

翻越栏杆依次穿越 自行车流
、

机动车流 要么乖

乖绕行数百米
,

经过交叉 口 的人行横道 造成危

险的违章或不应当的时间与体力浪费
。

行人穿越
、

自行车与机动车的混合导致机动

车车速下降 低速行驶又带来更多的空气污染
。

但速度越慢 行人过街的时间越充裕 越安全 更

强化了这一发展模式
。

再加上缺乏纵深方向的支

路体系 商业街只能延主干路以两层皮模式发

展
。

商业街越长越长 商厦越长越高 交通混行

与街道功能混合愈演愈烈
。

城市的微观用地发展

模式不断恶化
。

这一点在县级市
、

地级市等中小

城市非常明显
。

道通行能力降低
。

并且公交站点的通行能力有限

一般每分钟只能进出 辆以下 如果线路重复

系数大
,

那么就需要很多公交站点 导致换乘距

离增加和主路右侧车道通行能力大幅度降低
。

虽

然可以将一条车道规划为公交专用道
,

这样有利

于提高公交运输效率
,

但加密公交线网密度所带

来的好处 减少乘客步行到站距离 难以发挥出

来
。

比如北京西苑站 有 多路车在此设站 尤

其是高峰时刻 各路公交车扎在一起 使整个路

段拥堵不堪
。

路段通行能力降低

如果城市干路两侧有大量公建 不但包括商

业建筑
,

也包括宾馆
、

办公楼等 就会存在大量

的机动车出入 口
。

如果没有自行车影响
,

进入两

侧用地的右转车辆就不会受到阻碍 直接可以进

入期望地块 但 目前的三块板道路两侧有自行车

道
。

当有自行车通过时 机动车不得不以极慢的

速度转入 也可能先减速 再等待
。

此时后续车

队将随之减速 或被迫转入内侧车道 从而导致

右侧车道与内侧车道通行能力下降
。

支路体系不健全还会导致近距离交通只能由

高等级道路完成
。

高等级道路承担近距离出行
,

道路转弯车辆比例增加 即车流交织与冲突增

加 车速与通行能力降低
。

根据北京市 年调

查
,

二环运行距离在 以下的车辆占

三环 占
。

如果具备平行环路的次干路与支

路 这一情况就不会发生
。

而我国城市人 口密度

大 城市用地混合程度高 近距离出行较多 即

使私人交通机动化程度不断提高
,

居民出行距离

的分布规律也不会出现太大变化
。

如果支路不能

完成 自己应承担的任务 其后果可想而知
。

交叉 口通行能力降低

如果分离设施完善
,

路段可以完全实现机非

分流 但交叉 口混行依然不可避免
。

在两相位信

号灯和 自行车流量较大的情况下 由于 自行车加

速快 头 一 怕秒的绿灯灯时往往被自行车占用

这样就导致机动车的实际绿灯灯时减少
。

虽然多

相位信号交叉 口对此有所改善
,

但依然存在机非

干扰带来的交通效率下降问题
。

陆化普等人对北

京与东京的对比调查表明 北京市区交叉 口饱和

交通量的计算值在每绿灯小时 一 台之间

而东京的交叉 口饱和交通量的计算值却在每绿灯

小时 一 台之间 即东京市区交叉 口 的饱

和交通量是北京的 一 倍
。

自行车是主要影

响因素之一
。

北京是我国交通管理比较完善的城

市
,

其他城市的情况也就可想而知
。

山粉姗帐瓣黯尸丈刀

快速道路的压力过大

主干路速度上不去 将导致快速路车辆的增

加和交通压力加大
,

形成了混行交通导致的交通

量上传效应 其实质就是次干路当作支路用 主

干路当作次干路用
,

快速路当作主干路用
。

干路系统效率下降还会导致快速道路所输送

的交通量难以疏散 这一点类似于主动脉
、

支脉
、

毛细血管的单向流动过程
。

毛细血管的缺乏或不

畅将导致动脉血不能将氧气
、

养分输送到身体的

各部分 肌体必然受损
。

由于支路不能提供足够

的沿街面
、

三块板系统导向的不合理微观布局
,

达
”

的功能更多由干路完成
,

因此干路疏散能力

不足 往往产生快速路在哪设出口 哪条道路就

堵死的问题
。

这就需要支路完成自己应承担的近

距离
、

慢速交通任务和相应的非机动车分流任

务 从而提高干路通行能力
。

公交线路设置困难

支路体系不完备还导致公交必须设在主干路

上
。

而右侧车道是公交靠站必须占用的车道
。

公

交进出站会阻碍后续车辆运行 迫使其他机动车

停止或转入内侧车道 会导致右侧车道与内侧车

路网升级成本扩张

私人小汽车在我国城市交通方式中占的比重

越来越大 要发展私人小汽车就需要大量的道路

面积
。

我国目前城市道路面积率大都只有 左



右 而西方的实践经验要求达到 一 。

这

么大的面积从何而来 , 大部分要通过道路网升级

得到
。

如果要升级的路网仅局限于稀疏的千路
,

那么势必导致大量 的拆迁或昂贵高架系统的建

设
。

如果存在通达的支路 假定支路只有 卜

即使主干路发展成商业街 那么两条平行的支路

也可以组织单向交通 每条支路均可以提供 条

以上的机动车道
。

其效率未必低于宽而疏的双向

车道三块板主干路
。

而且根据绿波交通组织规

律 单向交通可以为交叉 口之间的任何位置提供

接近半个周期的穿越时间
,

横穿单行道路的支路

也不会被切断 可见单行道组织体系在提供高效

机动车交通体系的同时
,

仍可以满足慢速交通
、

近距离交通的穿越需求
。

主干路还是次干路 也没阴确支路与干路的衔接

方式 共同筑造了那一时期的稀疏路网模式
。

但

这一模式在最近的城市发展中并未得到根本改

善
,

工业搬迁
、

大盘房地产开发与现有居住小区

规划模式依然延续大街区发展肌理 支路建设依

然不足
。

忽视支路的原因

卜卜八﹄卜咔。心,小引
、卜‘日

概念误区

目前许多人依然认为支路仅为集散道路 是

主路的旁枝 在英文中不能找到能表达支路确切

含义的词汇 本文暂用 「 代替
‘

其实我

国的支路概念远远超出这一词汇的内涵
。

这一

概念误区导致人们对支路的忽视 使本来应当具

有较高密度
、

较多用地比例
、

更便捷的支路体系

变成了尽端路
、

断头路 错位路
。

有人将支路比

喻成毛细血管 这也并不十分恰当
。

因为血管是

枝状的 自下而上的逐级交通集中和 自上而下的

逐级交通分散是可以用血液流动来比喻的
。

而支

路 自身应承担的
、

仅在支路体系内运行的近距

离
、

慢速交通却无法用毛细血管的比喻正确形

容 所以强调支路的重要性必须给支路一个更确

切的内涵
“

支路并不是
‘

枝路
‘

而是支撑之路
’‘ 。

健全的支路体系是道路等级
、

功能划分的基石
。

计划经济与规划依据的影响

在计划经济条件下 不存在土地市场 道路

与土地是两种完全独立的城市供给 满足不同的

需求目标 前者唯一的目标就是满足交通需求
‘

后者贝服务于土地的使用功能
。

对于交通需求来

说
‘

道路上的阻抗越小 通行能力越大越好 因

此 道路尽可能宽 交叉 口尽可能少 对于土地

需求来说 内部选择余地越大
、

外部干扰越小越

好 因此 街区要尽可能大
。

根据这一规划原则
,

我国微观道路及用地结构深受苏联规划思想影

响 采用大街区 宽马路的做法
。

计划经济下的

企业办社会模式
、

政府有限的道路设施投资能力

促进了巨型独立王国的成立
,

与我国当时的规划

依据 城市干路建议间距 。。一 并未明确

支路规划缺乏理论与技术支撑

我国传统的城市路网规划理论忽视交通管理

内容 规划设计人员并不确切知道如何增加支

路
。

四岔路 口与丁字路 口 的冲突点数量对比无疑

给人一种增加
’‘

枝路
‘ ’

的误导
。

虽然规范对支路

布置方式提出了建议 但支路与干路的便利联系

方法与交通管理手段依然没有明确
。

根据规范规定
,

绿地 工业用地
、

仓储用地
、

居住小区 合计占城市用地的田 左右 的内部

道路不属于城市支路 那么规范建议的支路网密

度就是平均支路网密度的 倍
。

支路之间还有主

干路
、

次干路 主次支的建议路网密度累计为

。眨 那么相应的主次支路网平均间距为
一 。

其买绿波交通将车辆组成与路段长

度几乎相等的车队不断运行 路段上依然有很多

空档可以穿越
。

有不少书籍介绍了不规则间距路

网的绿波交通组织理论 这些理论也早就应用于

实践
。

图 是路段上一次穿越时间空档在相位差

为 周期的两个交叉 口 之间的分布情况
。

如果

自行车
、

公交体系在支路系统内运行 简单的垂

直交叉根本不会影响干路的速度与通行能力
。

如

果考虑二次过街 行人可以用半个周期的时间走

到马路中间 然后再用半个周期的时间走到街道

对面
。

而这只不过耽误了几辆右转车辆飞奔到下

一路口静候绿灯的时间
。

但我国的三板道路不存

在行人二次过街机会 双向机动车道中间没有安

全岛可供行人与自行车等候 更没有红绿灯控制

与引导
,

这反映了道路断面设计
、

交通管理对步

行交通需求考虑的不足
。

如果部分道路考虑单行体系 路网的组织模

式可以更具多样性与优越性
。

国内外的实践已经

证明了这一点 比如 英国伦敦一些街道实行单

向交通后 车辆平均运行速度从 一 火 小时

篙

图 穿越空档与穿越位置的关系



户
’

二卫二 公共汽车和电车专 用 车道

一
义通流 同

北 角艘柳钻头

的目的不仅在于解决交通问题 更在于通过两侧

的用地开发改善城市形象
、

获得土地收益
。

这就

造成交通设施的初期投入以满足土地近期开发
‘

城市近期发展为主要 目的 城市干路建设可以一

举多得 当然属于重视之列 支路则少人问津
。

结语

图 香港英皇道单行计划
一

皿
’

提高到 一 小时
。

图 提供了一个交通组

织实例 —香港北角地区单行道计划
。

这一计划

的实施减少了交通拥挤 利用 电气路与渣华路分

担了英皇道高达 辆 小时的车流
。

这一计划

得益于沿海的多条平行道路与垂直道路
。

内地城

市也有类似实例 比如大连市
。

该市借用两条距

离较近的平行道路成功组织单向交通 保证了主

干路中山路 街 一 富国街 路段的畅通无阻
。

但同时应注意到该路段的交又 口距离非常近 约
,

支路交通并没有被主干路切断
。

无论现在还是将来
,

支路的重要性并不次于

干路体系
。

如果缺乏完备的支路体系 混行交通
、

不合理的微观布局将难以改变 路网升级也会面

临巨大的代价
。

支路体系的完善与建设需要花费

大量的时间与精力 其难度并不低于干路体系规

划
,

需要更深入地形了解城市
、

了解交通组织
。

注释

① 对城市基础 设施发展的战略选择
,

国际 上一般

有三种 理论观点
。

一是那 克斯 钱那 的
“

优 先

发展论
” ,

强 调 基础 设施 的优 先 倾 斜 发展 二

是 罗森斯坦一 罗主张的
“

平衡大推进战略
” ,

针

对发展 国 家的经 济发展要求
,

认为必 须 全 面 大

规模地进行基础 设施投资 三是赫 西 受的
“

压

力论
” ,

通过优 先 发展生 产形成 的基础 设施压

力
,

诱 发 基础 设施随后 发展起来
。

路网规划
、

建设
、

管理的衔接问题

总体规划是城市交通建设的基本依据 总体

规划的路网建立在三块板
、

宽马路的路网体系基

础上
,

并未做到支路体系规划 支路体系的设计

阶段安排也未能明确
。

而且路网规划与交通管

理
、

交通建设还存在彼此脱离问题
。

虽然我国旧

城区的传统路网密度较大
,

但规划过程中并没有

合理取舍
, ’‘

重建不重管
‘’

导致新建的道路与原有

较密的路网发生冲突 要么取消小路 要么增加

分隔护栏
。

这是一种以车为本的简单而粗暴处理

方法
。

这种方法并没有将矛盾消除 而是以公交

线网密度的不足
、

线路的过度集中 交叉 口的机

非混行体现出来
。

柑瓣啡歌蕊尸之互

城市建设存在急功近利思想

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下 我国城市基础设施

投资主要来源于城市土地的出让 虽然基础设施

投入有所好转 但依然捉襟见肘 大多数城市是

按赫西曼的
‘

压力论
’‘

发展城市基础设施 ① 在按

照利润原则运行的城市经济中 非营利和低盈利

部门 如城市交通建设等 供给不足是必然现象

从而导致
‘ ’

人 —车 —路
’‘

矛盾的产生
。

主干

路交通便利
,

可达性好 易于出让 可 以迅速回

笼资金 迅速改善城市形象 所以城市干路拓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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