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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城市是“依一定的生产与生活方式把一定地域组织起来的居民点，是该地域或更大腹地的经济、
政治和文化的中心”（《中国大百科全书（建筑·园林·城市规划卷）》）。
城市起源于新石器时代，伴随着人类的经济和社会发展而演变。
鸟瞰任何一座城市，总可以发现城市构成中不可缺少的“建筑、生态、交通”三个要素。
其中交通是城市发展所必需的人和物移动的结果，也是支撑和促进一座城市发展的关键基础。
　　自人类第一辆汽车诞生以来，城市交通的机动化步伐一直没有停歇，而且在不断加快，由此带来
城市的形态和规模也在不断拓展。
交通的机动化无疑为改善城市交通产生了积极的作用，但也导致了新的问题，特别是小汽车的无节制
使用，导致城市交通阻塞、事故频发、环境恶化，甚至不公平等。
此外，交通设施的建设还占用有限的土地资源，交通运行必然伴随着巨大的能源消耗。
如何实现交通系统的通畅、安全、节能减排、低碳、公平性和高服务水平及其多目标的最佳和谐，已
引起了中国乃至全世界范围的更大关注。
　　对应于汽车交通的发展，20世纪30年代美国即开始研究交通的基本规律，探索应对交通问题的专
门方法和技术，在此基础上形成了交通工程学，为认识和改善人类所面临的交通问题（交通阻塞、事
故、环境污染等），提高交通服务水平发挥了而且继续发挥着巨大的作用。
我国系统地开展交通工程学的研究可追溯到上个世纪的1979年，美籍华人张秋先生在同济大学举办了
第一个讲习班，同济大学在我国成立了第一个交通工程研究室。
交通工程作为一门新兴学科和专业，对我国交通科学技术的发展、人才培养以及交通基础设施的品质
化建设产生了重大影响。
交通基础设施的建设更加重视其前期的论证研究工作，交通规划已融入广大城市或区域规划之中；在
交通设施利用层面，交通管理规划和交通安全规划工作也在诸多城市展开，更有不少城市正在发展更
先进的智能交通运输系统（ITS），运用信息技术改善交通。
然而，良好的交通规划和交通管理措施如何转换成最佳的工程方案？
各类交通建设或改善交通的工程方案如何最佳地适应交通功能与微观特征？
交通系统各构成要素间的物理关系应如何最佳地整合与组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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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本书是普通高等教育“十一五”国家级规划教材。
全书分十一章，系统地阐述了交通设计的基本理论与方法及其应用技术，包括：绪论、交通设计理论
基础、交通问题及其特征分析、交通设计基础与条件、城市道路交通设计、公共汽车交通设计、枢纽
交通设计、停车场(库)交通设计、交通安全设计、交通语言系统设计、交通设计技术评价分析等。
    本书为普通高等教育交通工程专业核心课程教材，也可作为交通运输工程等相关研究生专业的教材
或参考书，还可作为城市规划、土木工程等专业的选修课教材或教学参考书。
从事城市规划、建筑设计、市政设计、道路规划与设计、公共交通与交通管理等工作的技术人员和管
理人员亦可参考。

Page 3



第一图书网, tushu007.com
<<交通设计>>

作者简介

杨晓光。
男，工学博士、教授、博士生导师。
1959年9月出生于江苏省宿迁市；1978年9月考入同济大学道路与桥梁工程系；1982年7月本科毕业并留
校任同济大学交通工程研究室助教，后在职攻读同济大学交通工程方向硕士与博士学位，并于1994年
应国家教育部选考派遣获日本文部省奖学金资助、留学日本京都大学交通工学科继续攻读博士学位
，1996年9月学成回国任教。

    白玉，女，工学博士、讲师。
1977年1月出生于黑龙江省富锦市；1995年9月考入同济大学道路与交通工程系；1999年7月本科毕业并
免试攻读同济大学交通信息工程及控制学科硕士学位，2001年3月硕博连读攻读同专业博士学位，2004
年9月获得博士学位后进人同济大学交通运输工程学院交通工程系任教。
主要从事交通系统设计、通行能力和主动交通安全系统相关研究。
主讲《交通设计理论与方法》、《交通设计课程设计》课程，并参与《交通设计》、《交通工程》等
课程的讲授。
现主持国家自然科学基金课题1项，国家教育部高等学校博士学科点专项科研基金新教师课题1项、同
济大学青年优秀人才培养行动计划课题1项。

    马万经，男，工学博士、讲师。
1980年4月出生于内蒙古赤峰市；1997年9月考入西安公路交通大学(现长安大学)建工系；2001年9月考
入同济大学交通运输工程学院攻读交通信息工程及控制学科硕士、博士学位；2007年毕业后进人同济
大学交通运输工程学院交通工程系任教。
主要从事交通系统解析与控制、公交优先理论与方法及智能交通运输系统(ITS)等方面的研究。
参与《交通工程学》、《交通管理与控制》、《交通设计》和《交通控制系统案例分析》等课程的讲
授。

    邵海鹏，男，工学博士、讲师。
1978年8月出生于江苏省沛县；1996年9月考入西安公路交通大学(现长安大学)公路系；2000年7月免试
推荐攻读硕士研究生；2003年3月考入同济大学交通运输工程学院攻读交通信息工程及控制学科博士学
位；2006年毕业后任教于长安大学公路学院交通工程系，2008年作为博士后进入长安大学交通运输工
程博士后科研流动站、安徽科力信息产业有限责任公司(安徽省ITS中心)博士后科研工作站。
现主要从事交通设计、交通语言与出行者信息系统、出行行为理论等方面的研究。
主讲《交通工程学》、《城市客运交通系统》等课程，作为助教参与《高级物流学》、《交通环境工
程》课程的讲授，是长安大学精品课程《交通工程学》的主要授课教师之一。

Page 4



第一图书网, tushu007.com
<<交通设计>>

书籍目录

第一章  绪论  第一节  概述  第二节  交通设计提出的背景  第三节  交通设计基本概念与定义  第四节  交
通设计基本内容与作用  第五节  交通设计的应用与发展第二章  交通设计理论基础  第一节  概述  第二
节  交通设计理论基础体系与作用  第三节  系统工程学原理  第四节  工业设计原理  第五节  城市设计原
理  第六节  交通工程学原理  第七节  交通土木工程学  第八节  交通资源与环境学第三章  交通问题及其
特征分析  第一节  概述  第二节  交通运输系统基本特征  第三节  城市建设与发展及其交通问题特征  第
四节  交通阻塞问题与特征  第五节  交通事故与特征  第六节  交通环境问题与特征  第七节  交通问题成
因剖析第四章  交通设计基础与条件  第一节  概述  第二节  交通设计基础条件与流程  第三节  交通设计
依据  第四节  交通设计主要内容  第五节  交通设计基础资料调查与分析第五章  城市道路交通设计  第
一节  概述  第二节  城市道路功能定位与网络衔接设计  第三节  道路网络交通流优化组织设计  第四节  
道路横断面优化设计  第五节  平面交叉口交通设计  第六节  慢行交通系统优化设计  第七节  立体交叉
交通设计  第八节  连续流与间断流交通协调设计  第九节  交叉口群交通协调设计  第十节  城市道路沿
线进出交通设计  第十一节  城市道路交通与景观协调设计  第十二节  交通信号控制方案设计第六章  公
共汽车交通设计  第一节  概述  第二节  公共汽车交通优先设计体系  第三节  基础资料调查及搜集  第四
节  公共汽车交通优先设计  第五节  公交停靠站交通设计  第六节  公交信号优先控制  第七节  新型公交
系统第七章  枢纽交通设计  第一节  概述  第二节  枢纽交通设计基本概念  第三节  枢纽交通设计体系  第
四节  枢纽交通设计方法及其应用  第五节  枢纽交通设计的发展第八章  停车场(库)交通设计  第一节  概
述  第二节  停车场(库)的基本知识  第三节  停车场(库)交通设计体系  第四节  路外机动车公共停车场交
通设计  第五节  配建机动车停车场交通设计  第六节  路内机动车停车场交通设计  第七节  自行车停车
场交通设计  第八节  停车场(库)及其管理系统发展趋势第九章  交通安全设计  第一节  概述  第二节  交
通安全设计体系  第三节  交通空间安全设计  第四节  交通控制安全设计  第五节  交通安全设施布局设
计第十章  交通语言系统设计  第一节  概述  第二节  交通语言的概念与内涵  第三节  交通语言系统结构
和基本属性  第四节  交通语言分类及设计原则  第五节  机动车交通语言系统设计  第六节  慢行交通语
言系统设计  第七节  公共交通语言系统设计第十一章  交通设计技术评价分析  第一节  概述  第二节  交
通设计评价基本思想  第三节  交通效率评价  第四节  交通安全性评价  第五节  交通平顺性评价  第六节  
环境污染改善效益评价  第七节  综合效益评价  第八节  评价指标获取手段参考文献作者简介

Page 5



第一图书网, tushu007.com
<<交通设计>>

章节摘录

　　交通工程学作为一门学问，可追溯到20世纪30年代，是伴随着当时汽车交通问题对策与现象解析
研究的专门化而诞生的。
交通工程学基本原理贯穿于交通流解析、交通规划与交通设施基本建设及其最佳利用（交通最佳管理
与控制）之中，为改善人类的交通问题（交通阻塞、事故、环境污染等），提高交通服务水平，发挥
了而且继续发挥着巨大的作用。
然而，是什么贯穿于交通工程学的始终？
如何系统而有效地运用交通工程学基本原理解决交通问题，形成具有可实施性的改善交通方案？
这是我们应该深思的问题。
　　我国开展交通工程学研究可追溯到20世纪70年代后期，当时随着国家改革开放全面展开以及交通
基础设施建设方兴未艾，交通工程学作为一门新兴学科和专业，对我国交通科学技术的发展以及人才
培养与交通基础设施的品质化建设产生了重大的影响。
伴随着我国经济与社会的高速发展，交通的机动化需求以及由此而产生的交通阻塞、交通事故、环境
污染、资源与能源消耗等问题日益凸显。
交通基础设施的建设逐渐重视前期的论证研究工作，交通规划已融入广大城市或区域规划之中；在交
通设施利用层面，交通管理规划和交通安全规划工作也在诸多城市展开，更有不少城市正在发展先进
的智能交通运输系统（ITS），运用信息技术改善交通。
然而，良好的交通规划和交通管理措施如何转换成最佳的工程方案？
各类交通设施建设或交通改善工程方案如何最佳地适应交通功能与交通的中微观特征？
交通系统各构成要素间的物理关系应如何进行最佳的组合？
　　本章将以回答上述基本问题为目的，从交通工程学基本原理及其应用出发，介绍交通设计的提出
背景、基本概念、基本内容以及应用与发展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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