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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采用人工记数法对北京市区某典型拥挤路段 6 个相关路口全天 6 个时段的机动车和非机动车交通量进

行了观测 ,根据流向建立了该路段不同时段的交通量观测表和流量流向图 ,以及相应路口的交通量基本数据库。

运用交通工程理论和方法分析了该路段的交通特性和变化规律。结果表明 ,该路段道路容量和通行能力明显不

足。提出了改善该路段交通状况的措施 :增加该路段道路容量 ,提高道路通行能力 ,加强高峰时段路口交通管理与

控制 ,规范行车秩序 ,等等。调查所得结果可作为有关部门改善城区交通拥堵状况、预测未来交通流状态、规划交

通路网等的决策依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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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urvey and analysis of traffic flow at typica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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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The traffic flow of motor2vehicles and non2motor2vehicles was obs erved with method of man2accounting six

p eriods of time in a day at typical congesting road in Beijing , and created obs ervation tables , figure and databas e of

every inters ection for traffic flow with flow2direction , then the characteris tics and changing rules of traffic flow were ana2
lyzed. The cap acity of the s ection can’t meet the need of driving car , and driving cars in the s outh2north direction must

wait for multi2queue at the inters ection , which arous e badly traffic congesting pre2post s ections , the cap acity and im2
proving status of traffic , traffic management and control , traffic order should be typically thought over. Thes e res ults

are real and reliable , which are offered for s ome dep artment of decision2making to improve the traffic congestion , fore2
cas t s tatus of traffic flow and program traffic road2net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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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近年来 ,北京市区交通拥堵现象十分严重 ,并出

现了一些新特点 :道路车流量增大 ,形成高峰时间延

长、平峰时间流量不减 ,拥堵路段和拥堵程度总体上

升 ;新司机增多 ,导致发生事故频率、事故起数和管

理难度增加 ;双休日、节假日机动车出行量增大 ,发

生交通拥堵和交通事故的频率增加。主要原因为 :

一是机动车保有量增长过快 ,而道路增长较慢 ;二是

大容量、快捷的公共交通严重不足 ,导致对交通工具

需求越来越高的出行人选择轿车、出租车或小公共

汽车 ;三是北京“向心发展”的趋势不减 ,市中心区高

强度开发 ,导致交通流量的时空分布失调 ,中心区交

通流量为近郊区的 4 至 5 倍 ;四是路网结构不合理 ,

虽然棋盘式、环形加放射状的路网骨架已初步形成 ,

但仍处于网络稀 ,支线、次干道少于主干道的“倒金

字塔”型。

为了解决市区主要路段的交通拥堵及其他道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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交通问题 ,需要对现有道路加强管理或进行改造 ,这

就需要掌握收集道路交通的活动信息 ,摸清交通流

变化的规律。

笔者对北京市城区 2 个主要路段 6 个相关路口

全天 6 个时段的交通流量进行了调查。交通量调查

方法主要取决于所能获得的设备、经费和技术条件、

调查目的以及要求提供的资料情况等。目前通用的

方法有 :人工记数法、浮动车法、机械记数法和录像

法。考虑到人工记数法适用于任何地点、任何情况

的交通量调查 ,机动灵活 ,易于掌握 ,精度较高 ,资料

整理方便等优点 ,而且调查的路段拥堵严重 ,又没有

安装车辆检测器 ,本次调查采用了人工记数法[1 ,2 ] 。

1 　基本情况

111 　调查时间的选取与划分[1 ]

调查时间为 2002209227 ,星期五 ,阴。

调查时段划分见表 1。虽然 9 月 28 和 29 日是

周末 ,但根据国庆放假时间的调整 ,仍然为正常上班

日 ,所以选取的调查日期仍然具有普遍性和代表性。

从选取时段来看 ,既包含了车辆出行高峰时段 ,又包

含了非高峰时段 ,能反应全天交通流量状况。在每

个调查时段 ,以 5 min 为一个时间间隔将其划分为

12 个调查时间段。

表 1 　交通量调查时段划分

Table 1 　Survey periods of time for traffic flow

序号 1 2 3 4 5 6

观测时段 7 :30 —8 :30 9 :30 —10 :30 11 :30 —12 :30 15 :00 —16 :00 17 :00 —18 :00 20 :00 —21 :00

峰期 早高峰 平峰时段 午间高峰 平峰时段 晚高峰 平峰时段

112 　调查方法

调查采用人工记数法[2 ,3 ] ,即在指定的路段或

交叉口引道一侧进行调查。由 1 人统一计时 ,数人

同时计数。计数人员每人 1 个手动机械计数器。在

调查过程中 ,考虑到调查人员的安全问题 ,尽可能的

选取类似过街天桥的制高点为观测点。无制高点的

交叉口 ,再选取其他观测点。

如果所调查的路口有天桥一类的制高点 ,采用

对向站位法 ,即观测人站在出口一侧的天桥上 ,观测

进口车辆 ,这种“居高临下”的方法既可以清楚的观

测车辆转向情况、车型、每条车道的车辆数、信号灯

的变化 ,还可以避免因遮挡而造成部分车辆的漏记。

对于没有制高点的交叉口 ,观测点选在交叉口引道

一侧的人行道上 ,并采用对角线站位法 ,即将观测点

选在进口对角线上 ,这种站位方式可以很方便的将

转向车辆与直行车辆区别开来 ,并可避免车辆间的

相互遮挡而造成疏漏。

113 　调查内容

分机动车和非机动车 2 类进行调查[4 ] ,其中对

机动车的调查为此次调查的主要内容。首先在每个

路口的进口位置将车辆按行驶方向分为左转、直行

和右转车辆 ,在每个行驶方向按车型分为大、中、小、

铰接 (或公交)和施工车辆 ,然后按车型统计各时段

各个时间间隔进口方向的车流量为主要数据量。

非机动车 ,仅调查早高峰和晚高峰时段的流量。

2 　交通量的统计与表示

调查的数据量包括 6 个路口的 6 个时段 ,数据

量较大。本文中仅就其中 1 个路口 (简称甲路口)的

交通流量进行分析 ,其他 5 个路口的分析方法与该

路口的分析方法和过程完全一致。

211 　观测表表示法

根据要求将调查获得的各项交通资料进行整理

和分析 ,并折合成小汽车当量数。表 2 为甲路口早

高峰时段 (7 :30 —8 :30)南北方向机动车交通量观测

数据。表 3 为该时段非机动车交通量观测数据。机

动车当量折合系数为 :小型车当量折合系数为 1 ,中

型车 115 ,大型车 2 ,铰接车辆和施工车辆 3 ,摩托车

015。非机动车折合系数为 :自行车折合系数 1 ,人

力三轮车等非自行车 1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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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2 　甲路口早高峰时段 (7 :30 —8 :30)南北方向机动车交通量观测数据

Table 2 　Observation data of traffic flow for motor2vehicles in south2north direction at the congesting period of time
in the morning at the A intersection

观测时段

直 　行 右 　转

大 中 小 铰接 施工
小汽车

当量数
大 中 小 铰接 施工

小汽车

当量数

7 :30 —7 :35 35 19 120 3 0 22715 3 7 19 1 0 3815

7 :35 —7 :40 38 25 149 2 0 26815 1 4 35 0 0 4310

7 :40 —7 :45 12 10 116 4 0 16710 7 1 23 1 0 4115

7 :45 —7 :50 31 16 98 2 0 19010 1 1 21 1 0 2715

7 :50 —7 :55 21 33 164 3 0 26415 0 6 37 1 0 4910

7 :55 —8 :00 14 19 105 1 0 16415 7 1 21 0 0 3615

8 :00 —8 :05 12 17 128 1 0 18015 2 6 36 0 0 4910

8 :05 —8 :10 15 20 173 4 0 24510 1 6 34 2 051

8 :10 —8 :15 27 14 143 4 0 23010 1 2 40 0 0 4510

8 :15 —8 :20 23 18 163 3 0 24510 2 6 43 1 059

8 :20 —8 :25 15 12 132 3 0 18910 2 5 33 1 0 4715

8 :25 —8 :30 14 17 140 2 0 19915 0 3 31 1 0 3815

合计 257 220 1 631 32 0 2 571 27 48 373 9 0 526

　　注 :由于甲路口全天禁止车辆左转 ,因此表 1 中左转车辆数全部为 0 ,表中未列出来。

表 3 　甲路口早高峰时段 (7 :30 —8 :30)南北方向

非机动车交通量观测数据

Table 3 　Observation data of traffic flow for non2motor2
vehicles in south2north direction at the congesting
period of time in the morning at the A intersection

观测时段 北进口 东进口 南进口 西进口 合计

7 :30 —7 :35 203 30 93 30 356

7 :35 —7 :40 218 54 114 38 424

7 :40 —7 :45 222 42 110 41 415

7 :45 —7 :50 252 34 75 46 407

7 :50 —7 :55 166 55 135 42 398

7 :55 —8 :00 246 40 111 34 431

8 :00 —8 :05 165 35 68 44 312

8 :05 —8 :10 206 47 111 63 427

8 :10 —8 :15 191 41 131 53 416

8 :15 —8 :20 173 39 72 45 329

8 :20 —8 :25 140 29 123 47 339

8 :25 —8 :30 130 40 101 38 309

合计 2 312 486 1 244 521 4 563

212 　流向流量表示法

按小时小汽车当量数进行流向流量的表示。图

1 示出甲路口早高峰时段的流向流量图。从图中可

以看出该时段内直行、左转与右转的车流量。

3 　交通流交通特征分析

311 　机动车流量流向

对甲路口机动车交通量调查结果进行分析 ,结

果见图 2。

主要交通流 :由北向南的直行车流占总车流的

34 % ;由南向北的直行车流占总车流的 32 %。

次要交通流 :由西向东的右转车流 ,占总车流的

13 % ;由东向西直行车流占总车流的 9 % ;由南向北

右转的车流占总车流的 7 % ;由西向东的直行车流

占总车流的 2 % ;由东向西的右转车流占总车流的

2 % ;由北向南的右转车流占总车流的 1 %。

　　分析表明 ,由北向南直行车流量占总车流的最

大比率和最小比率分别为 35 %和 30 % ,平均为

32167 % ,而由南向北直行车流量占总车流的最大比

率和 最 小 比 率 分 别 为 34 % 和 30 % , 平 均 为

32133 %。这说明该路段路口全天的交通流量稳定 ,

波动变化不大 ,道路交通流量始终处于大流量状态 ,

车流高峰与平峰时段不是十分明显。由此可以看出

该路段是主干道 ,是今后道路改造、交通管理规划的

重点考虑区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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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 　甲路口交通量流向图
Fig. 1 　Direction for traffic flow

　

图 2 　甲路口早高峰时段机动车流量流向状况图
Fig. 2 　Traffic flow and direction for motor2vehicles

at the congesting period of time in the morning
at the A intersection

　

　　由西向东直行车流占总车流的最大比率和最小

比率分别为 13 %和 10 % ,平均车流占总车流的比率

为 11133 % ,而由东向西直行车流量占总车流量的

最大比率与最小比率分别为 9 %和 6 % ,平均比率为

715 %。东西方向直行车流量明显少于南北方向直

行车流量 ,因此确定该方向为次干道方向 ,在进行道

路改造方案设计、制定和实施道路交通管理时应优

先考虑南北方向车流 ,并以此为依据进行方案设计。

312 　机动车交通量随时间的变化规律

以甲路口全天 6 个时段的交通量变化为例 ,分

析机动车交通量随时间的变化规律。根据现场观测

结果 ,该路口主要的交通流向为南北双向直行交通

流 ,而东西方向直行、右转和南北方向的右转交通流

则处于次要地位。从各个方向机动车交通流随时间

的变化规律可以看出 :南北向全天交通量都很大 ,

南、北进口高峰时段主要集中在 7 : 30 —8 : 30 和

17 :00 —18 : 00 ,其他时段为平峰期 ;即使是在平峰

期 ,流量仍然较大 ,整个南北向道路交通量直到晚上

21 :00以后才会逐渐减少 ,而在整个东西方向 ,全天

交通流量都不大 ,而且比较稳定 ,很少出现明显的高

峰与平峰时段。

图 3 示出甲路口全天 6 个时段交通量变化规

律。由图 3 可知 ,全天最大交通流量出现在15 :00 —

16 :00 时段 ,交通流量大的原因主要是出行办公车

辆增加 ;而全天的最小车流量出现在 11 :30 —12 :30

时段 ,该时段恰好是中午休息时段。从全天的交通

流量变化来看 ,最大车流时段车流量为8 43115辆·

h - 1 ,最小车流时段车流量为 7 24715 辆·h - 1 ,平均

车流量为 7 78215 辆·h - 1 。从交通量观测表、交通

流量流向状况图和交通量随时间的变化规律可以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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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 ,该路段交通流量主要集中在南北直行方向。

图 3 　甲路口全天 6 个时段交通量变化规律
Fig. 3 　Changing rules of traffic flow six periods

of time in a day at the A intersection
　

由于全天最大交通流量出现在 15 : 00 —16 : 00

时段 ,下面重点分析该时段甲路口南北方向直行车

流情况。在该时段 ,由南向北的直行车流为2 72115

辆 ,占总车流量的 32127 % ,而由北向南的直行车流

2 69910辆 ,占总车流量的 32101 %。由于交通流量

较大 ,该路口交通信号灯由交警根据各向车流大小

采用手动控制 ,但因上下游交叉口排队车辆均不能

及时消散 ,使得该路口信号灯前的排队车辆在一个

信号周期内不能驶离该交叉口 ,从而使得该路口车

流出现长时间的排队等候现象 ,并导致二次排队甚

至多次排队现象 ,而且在该时段内整个南北方向车

流均处在过饱和状态。该路段 7 :00 —21 :00 全部禁

止左转 ,因此甲路口不存在因左转车流而引起的冲

突区域。

　　在 15 :00 —16 :00 时段 ,东进口直行车流为 589

辆 ,占总车流量的 6199 % ,西进口 21815 辆 ,占总车

流量的 216 % ,相对于南北向而言 ,东西方向直行车

流量较小。并且从现场情况来看 ,东西方向具有足

够的通行能力 ,在除红灯时刻外不会出现排队等候

现象 ,而且全天车流都处于非饱和状态。

根据全天实际观测 ,南北方向直行车辆长时间

处于排队状态 ,因而造成道路交通拥挤 ,交叉口延误

严重。这说明该路段南北方向通行能力明显不足 ,

在进行道路改造与重新设计、规划时应重点考虑南

北方向道路容量 ,提高道路通行能力。尤其要重点

考虑南北方向直行车流的通过能力 ,比如可以通过

渠化措施 ,将右转专用车道外移 ,以增加进口方向的

直行车道 ;将现有的公交停靠站改为港湾式停靠站 ;

在信号灯的配时设计时 ,可以考虑以东西相位时间

补偿南北相位 ,以延长南北方向的绿灯时间 ,提高该

方向的通过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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