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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互通立交系统是高等级道路网络的重要组成部分，其对高等级道路网络的通行能力和交通质量起
关键作用。
如何科学合理地规划、设计、建设、管理互通立交系统已经引起人们的极大关注，而决定互通立交系
统建设规模、设计标准、设计总体方案和建设时机、控制管理策略等的重要依据是互通立交系统的通
行能力。
国外十分重视对道路通行能力的研究，并取得了一系列研究成果。
例如，美国从20世纪40年代起对道路通行能力进行大量研究，相继在1950年、1965年、1985年及2000年
出版了《道路通行能力手册》（Highway Capacity Manual）第一、二、三、四版。
现在，美国仍然在进行深入地研究，例如，美国交通工程师协会于2004年在通行能力研究方面设专项
研究互通立交系统合流区、分流区的通行能力，计划于2010年出版新的道路通行能力手册HCM2010。
但是，有关互通立交系统通行能力的研究成果还不是很多。
　　互通立交系统是高等级道路不可缺少的组成部分，是实现快速道路系统车辆转向的重要设施。
要转向的匝道车辆在实施转向过程中和主路车辆的相互作用引起主路车辆车道变换、不稳定跟驰、加
速、减速等行为特征，如主路车辆会根据加速车道上匝道车辆的行为而采取减速或变换车道行为允许
匝道车辆汇入，或采取加速行为阻止匝道车辆汇入。
同时，匝道车辆在加速车道上会因接受或拒绝主路车辆间隙而采取加速或减速甚至停留在加速车道末
端等交通行为。
互通立交系统上车流的这种相互作用、彼此协同的交通行为特点要求必须用系统论观点、协同的方法
分析研究互通立交系统的通行能力。
然而，传统的通行能力研究中却少有这种深入研究。
　　互通立交系统投资多、占地面积大，主路、匝道、变速车道的连接形式多样、结构复杂、空间起
伏、高低交错，为快速路网中的一种交通枢纽。
随着我国经济的不断发展，人们生活水平日益提高，生活节奏逐渐加快，对互通立交系统等高等级道
路交通设施的需求越来越强烈。
互通立交系统数量、式样和运行质量越来越引起人们的重视。
然而，修建互通立交系统的投入很大。
例如，建造一个匝道交通量调节信号机需要投资几十万元，而建造一座互通立交系统需要投资数亿元
。
如果路网中互通立交系统规划建设时机不合理，互通立交系统通行能力利用不充分；或者互通立交系
统设计不合理，如有些互通立交系统匝道与主路设计不协调，造成上匝道车辆汇不进主路，主路驶出
车辆进不了下匝道，而发生拥堵，甚至发生交通事故，这都无疑会给国民带来严重的负担。
研究互通立交系统的通行能力已刻不容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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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道路互通立交系统通行能力分析方法》主要研究道路互通立交系统通行能力的分析方法。
主要内容包括：道路互通立交系统匝道、匝道结合部、交织区、分合流影响区等不同组成设施的交通
运行特征分析及交通运行特征参数采集方法；道路互通立交系统匝道、匝道结合部、交织区、分合流
影响区等不同组成设施的通行能力与服务水平分析方法；道路互通立交系统不同组成设施通行能力的
协调分析方法；道路互通立交匝道与周边道路的通行能力协调分析方法；互通立交间距计算及其通行
能力的仿真分析方法；互通立交系统通行能力分析示例等。
这些研究成果可以为有关部门进行互通立交系统的规划、设计、建设、管理提供理论参考依据。
　　《道路互通立交系统通行能力分析方法》可以作为交通运输工程领域的教学、科研、管理人员参
考用书，也可以作为交通工程、交通运输、土木工程、市政工程专业高年级本科生、研究生的教学用
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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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第一篇　互通立交系统交通特征　　第1章　基本概念　　1.6　互通立交系统的通行能力及其研
究意义　　实际上，一个互通立体系统在道路网络中是一个节点，让车流实现无冲突、不间断、连续
的转变方向，其作用类似一个交叉口，但其本身结构是由众多连接匝道组成的微型道路网络。
道路通行能力是指道路设施在单位时间内疏导交通流的能力，因此，从道路网络的角度上看，互通立
交系统交通设施的通行能力类似交叉口的通行能力。
由于传统上将道路设施局限在不同的路段、交叉口等，因此，传统上只提出互通立交系统的匝道通行
能力、匝道结合部通行能力、分合流区通行能力，没有互通立交系统通行能力的定义。
在互通立交系统中转向车流必须通过匝道实施，其运行特性既受到匝道线形的影响，又受到该匝道衔
接主线不转向直行车流的影响，同时他们又反过来影响主线的直行车流。
因此，互通立交系统通行能力的定义如下：互通立交系统的通行能力分为不同流向的通行能力，每一
流向的通行能力为实现该流向的交通设施所组成的交通子系统在单位时间内能够疏导的最大交通量。
例如，某一左转流向的通行能力为实现该左转的分流区、分流交叉结合部、左转匝道、合流交叉结合
部、合流区等交通设施所组成的互通立交子系统在单位时间内能够疏导的最大交通量。
再如，某一直行流向的通行能力为实现该直行的分流区、交织区、合流区等交通设施所组成的互通立
交子系统在单位时间内能够疏导的最大交通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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