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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于建管协同的小学交通拥堵治理研究及应用

黄颖
(国家知识产权局专利局专利审查协作广东中心,广东 广州　５１００００)

摘要:为解决学校周边道路交通拥堵问题,基于广东佛山市南海区５所不同类型小学１００％
覆盖的学生上下学出行调查数据,从家长接送学行为、出行交通方式、停车意愿特征方面进行综合

分析,以灯湖小学为例,提出基于建管协同的小学学校周边交通拥堵综合改善策略,为面临同类问

题的学校周边交通改善提供思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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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随着城镇化及“禁摩”等措施的实施,小汽车接

送学生上下学的比例越来越高,小汽车的短时高度

集聚,导致学校周边道路拥堵异常甚至瘫痪.近年

来,刘超、韩娟、何峻岭、高悦尔、刘敏、赵磊等基于长

沙、武汉、佛山等城市学校周边交通状况调查对学生

上下学出行行为进行分析,认为学校交通拥堵影响

因素颇多,须因地制宜地进行治理[１Ｇ６].为精准且全

面研究学校交通拥堵难题,借助微信媒体及网络问

卷平台,对广东佛山市南海区５所典型小学学生开

展１００％覆盖的线上问卷调查,回收问卷９９２０份,
回收率９３％.本文根据调查结果,分析小学生出行

特征,研究基于建管协同的小学学校周边交通拥堵

改善策略.

１　小学生出行特征分析

根据５所学校所处地域、服务的生源地情况,以
寄宿与否和服务小区新旧为标准进行分类,分为

１所寄宿型学校、２所新小区学校、１所新/旧小区混

杂学校和１所旧小区学校,分别分析其学生出行行

为特征.

１．１　接送学生行为特征

从不同类型学校的接送学生比例来看,寄宿和

服务小区越新,接送学生比例越高.如图１所示,

５所学校中,寄宿型学校接送学生比例最高(９８％),
服务于旧小区的学校接送学生比例最低(７４％).从

影响家长接送学生行为的因素来看,家长认为孩子

年龄小且出行不安全是主要原因,占比高达５１％~
５８％(见图２).

图１　不同类型学校接送学生比例对比

图２　家长接送学生原因分布 (单位:％)

１．２　接送交通方式选择特征

接送学生出行方式特征与学生的类型和客观因

素息息相关[７].如图３所示,寄宿型学校小汽车接

送学生比例高达８３％,占主导地位,这与家长接送

次数少且在周末、学生行李多、家庭经济条件普遍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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好、家长更重视亲子陪伴关系有关;学校服务的小区

越新,小汽车接送学生的比例越高(４２％~５１％),电
动自行车比例越低(２３％~２９％);学校服务的小区越

旧,电动自行车接送学生及步行的比例越高(５７％~
７０％).

图３　各类学校上学期间送学交通方式分布

１．３　接送学生小汽车停车行为特征

接送学生车辆的临时停靠是导致学校周边道路

交通拥堵的主要原因,须重点治理.根据调查结果,
佛山市南海区接送学生小汽车均在学校周边道路临

时停车,对道路交通影响较大,主要特征如下:
(１)上学期间小汽车短时集中达到,总体以即

停即走为主,学校周边道路总体呈现“堵而不死”的
状态.上学高峰车辆集中于７:３０—８:００到达,其中

６５．２％的家长可实现路边即停即走(停车时长≤
３min)[见图４(a)].总体交通状况为拥堵时间短、
拥堵程度相对可控,对城市交通影响较小.

图４　小汽车接送学生停车时间分布

　　(２)放学期间小汽车分散到达,超过８０％的小

汽车停车时长为０~２０min,学校周边道路总体呈

现“连片拥堵锁死”的状态.目前小学普遍实行错峰

放学,放学时间集中在１６:４０—１７:１５,高峰期一般

持续至１８:００.根据调查结果,４７．２％的家长停车时

间少于１０min,８３．１％的家长在２０min内完成接学

生行为[见图４(b)].车辆长时间占用学校周边道

路路边停靠,导致道路空间资源严重不足,晚高峰学

校周边道路车辆通行难,对城市交通影响较大.

２　基于建管协同的小学周边交通拥堵改善

策略

　　学校周边道路以小汽车接送学生引发的交通拥

堵问题最严重,交通拥堵还与学校服务片区类型、校
门开设状况、道路条件、停车配套、交通管理等紧密

相关.针对小学周边交通拥堵问题,提出基于建设

管理协同施策的综合改善策略,主要包括优化交通

组织、规范行车秩序、分散多点接送、强化 “警家校”
等措施[５Ｇ６].下面以灯湖小学为例进行学校周边建

管协同的交通拥堵改善策略应用.

２．１　现状出行特征

灯湖小学位于佛山南海区桂澜路与海六路交叉

口西北角,主要辐射千灯湖板块(新小区及高端办

公),现有９０个教学班、４２３２名学生.学生家庭小

汽车拥有率超过８５％,约８５％的家长每天接送学生

上下学.上学期间送学生小汽车２１４６辆,放学期

间１１３７辆,全部临时停靠于学校周边道路双侧路

边.上下学高峰学生集中于海六路(双向六车道次

干道,长度３５０m)上下车,导致海六路拥堵严重,排
队回堵至桂澜路主干道.

２．２　改善措施(见图５)
(１)多点接送,压力均担.设置多点接送下客

位,分流压力,规范秩序.在海六路南北半幅、中央

绿化带及北侧间隔路设置６处４２个即停即走下客

位,分担现状海六路路边下车压力.同时通过设置

规范落客区和义工服务区,规范接送学生交通秩序,
保障学生出行安全.

１~６为下客位设置位置

图５　灯湖小学周边道路交通改善方案示意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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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２)交通组织优化.北侧间隔路７:００—８:００
限时东往西单行,增开北１门,引导灯湖小学二年

级、三年级３２４台送学生车辆在此处上下客,并配建

信号指示及单行抓拍设施,减轻南侧海六路交通压

力２０％.
(３)强化交通管理.在６处下客位处配备４２名

义工家长,负责接送学生快速上下车,并在南侧海六

路人行横道增设行人过街信号灯、禁停区、隔离栏及

违停监控设施,规范行车秩序.

３　结语

本文通过对佛山南海区５所不同类型小学学生

展开１００％覆盖的问卷调查,从接送学生行为、接送

学生交通方式、接送学生小汽车停车行为分析小学

生出行特征,并以灯湖小学为例,提出多点接送、单
行组织优化、强化交通管理的建设与管理协调并重

的交通改善策略,为学校周边片区交通拥堵治理提

供思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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