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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路网设施供给现状评价及其结果是城市道路网建设)运行)维护的重要管理手段和决策

依据%文中选取
(

个路网设施供给现状评价指标!给出其定义和计算式!以长沙市绕城高速公路

"三环线$内区域路网为评价对象!得到不同区域路网评价指标计算值!与国家标准推荐值)规划

值)对标城市相应指标值对比!找出路网设施供给现状的主要不足!并提出解决问题的主要途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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交通是城市运行的命脉$其发达程度是城市文

明进步和现代化的重要标志%道路网状况是体现城

市综合发展状况的一个重要方面$其建设水平直接

影响城市的总体发展%近些来$长沙市社会经济快

速发展$机动车保有量持续大幅增加$交通拥堵日益

突出$道路交通需求急剧增长%评价路网现状$找出

问题所在$提出对策是解决长沙市道路交通拥堵&满

足道路交通需求的前提和关键%

!

"

评价指标及其计算

路网评价指标体系多从其供给特征和运行特征

两方面来构建%该文评价对象为路网设施$其评价

指标主要基于路网的供给特征来建立%

!*!

"

指标确定

评价指标确定的总体思路见图
!

%

图
!

"

路网设施供给现状评价指标确定技术路线

路网设施供给现状评价指标的选择来源主要有

通用指标&先进城市指标两方面%综合考虑评价的

规范性&代表性&准确性&操作性$选定规模类&密度

类和结构类指标为路网设施评价的一级指标%其

中'规模类指标用道路里程来评价#密度类指标用单

位面积的道路里程来评价#结构类指标用道路级配&

主干路间距均衡度&路网连接度等来评价!见表
"

"%

表
!

"

路网设施评价指标

一级指标 二级指标

规模类指标
干路总里程

5

^

!

>6

"#干路车道里程
5

Y

!

>6

(车道"

密度类指标 路网密度
F

!

>6

)

>6

"

"

结构类指标
路网级配

8

#主干路间距均衡度
"

#路网连

接度
#

!*+

"

指标计算

路网干路总里程
5

^

按下式计算'

5

^

9

*

4

#

9

!

5

#

!

!

"

式中'

5

#

为路网中第
#

类干路的里程!

>6

"%

某等级道路车道里程
5

Y

按下式计算'

5

Y

9

*

4

#

9

!

2

#

6

#

!

"

"

式中'

2

#

为路网中某等级道路第
#

段的长度!

>6

"#

6

#

为路网中某等级道路第
#

段的车道数%

某等级道路的路网密度
F

按下式计算'

F

9

*

4

#

9

!

2

#

)

6

!

)

"

式中'

6

为某等级道路网所在区域建成区面积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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路网级配
8

按下式计算'

8

9

5

Y

G

5

^

G

5

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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式中'

5

Y

&

5

^

&

5

F

分别为快速路&主干路&次干路的

里程!

>6

"%

主干路间距均衡度
"

按下式计算'

"9

*

H

#

9

!

I

#

I

N

! "

)

4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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式中'

I

#

为第
#

条主干路平均间距#

I

N

为区域合理

间距$依据规范取
-%%6

#

4

为主干路数量%

主干路间距
I

计算如下'

IC6

)

5

!

(

"

式中'

6

为主干路间面积#

5

为主干路长度%

路网连接度
#

是度量一个节点与其他节点联系

难易程度的指标$是网络中各节点的平均连线数$按

式!

&

"计算%

#

&

2

表示形成树状格局#

#

C!

表示形

成单一回路#

#

+

!

表示有较复杂的连接度水平%

#

C"5

)

D

!

&

"

式中'

5

为路网中节点连接数#

D

为路网中节点数%

计算路网连接度首先需对路网的道路!边"&交

叉口!节点"进行分级%城市道路网络分为
)

个等

级$第一级为快速道网络$第二级为主干道网络$第

三级为次干道网络%节点分为
)

个等级$第一级为

高速路与快速路&快速路与快速路的连接点$第二级

为高速路与主干道&快速路与主干道&主干道与主干

道的连接点$第三级为快速路与次干道&主干道与次

干道&次干道与次干道的连接点%

+

"

评价对象与范围

!

!

"评价对象%长沙市路网$包括快速路&主干

路&次干路%

!

"

"评价范围%长沙市三环线围合的区域!见

图
"

"$区域面积约
(-!>6

"

$约为长沙市建成区面积

的
!#-(

倍%如表
"

所示$评价范围包括长沙市开福区

大部!

.&#(7

"&芙蓉区!

!%%7

"&天心区大部!

..#"7

"&

雨花区大部!

-%#(7

"&岳麓区局部!

"-#"7

"&望城区

局部!

$#-7

"&长沙县局部!

*#*7

"%重点评价区域

为二环线以内$二环线内区域面积约
!$%>6

"

$约为

长沙市建成区面积的
%#$

倍%

图
+

"

长沙市路网设置供给现状评价区域

表
+

"

各行政区构成三环线内区域面积的比重

行政区
行政区

总面积)
>6

"

三环内各行政

区面积)
>6

"

各行政区

占比)
7

开福区
!--#&) !%-#&* .&#(

芙蓉区
$"#(- $"#(- !%%#%

天心区
&)#)) $%#$. ..#"

雨花区
!!.#") *"#-& -%#(

岳麓区
.)-#-) !.!#-( "-#"

望城区
*.!#%( $(#%( $#-

长沙县
!**(#(( !*-#". *#*

合计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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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行政区总面积来源于*

"%!(

年长沙统计年鉴+%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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评价结果与分析

,*!

"

评价结果

利用人工&手机信令等多元手段对长沙市三环

线内道路设施进行调查$对调查数据进行处理$按式

!

!

"

"

!

&

"计算得到不同区域路网设施供给评价结果

!见表
)

&表
$

&图
)

"%

表
,

"

长沙市二环'三环线内路网设施供给现状评价结果

评价

区域

干路总里

程)
>6

干路车道

里程)

!

>6

(车道"

路网密度)!

>6

(

>6

,"

"

路网总体
快速

路

主干

路

次干

路

路网

级配

主干路间

距均衡度

连接度

一级

路网

二级

路网

三级

路网

三环线内
!"(-#* (*"*#$ !#* %#! %#- %#& !#%i(#"i$#- "#) !#* )#" )#)

二环线内
)!"#) !&**#. "#) %#) %#* !#% !#%i"#&i"#- "#! )#% )#. )#$

"

注'干路总里程中$三环线内含高速公路#平均车道数$三环线内为
.#$(

$二环线内为
.#&(

#路网密度规划值$路网总体为
"#$

"

)#!>6

)

>6

"

$快速路为
%#$

"

%#.>6

)

>6

"

$主干路为
%#-

"

!#">6

)

>6

"

$次干路为
!#"

"

!#$>6

)

>6

"

#路网级配合理值

为
!i"i)

#主干路合理间距为
-%%6

#路网连接度标准值为
$

%下同%

$" """""

公
"

路
"

与
"

汽
"

运
"""""""""

"%!-

年
)

月
"



表
-

"

长沙市河东'河西城区路网设施供给现状评价结果

评价区域
干路总

里程)
>6

干路车道里程)

!

>6

(车道"

路网密度)!

>6

(

>6

,"

"

路网总体 快速路 主干路 次干路
路网级配

主干路间

距均衡度

湘江以东
*%*#*- $*)&#$( !#* %#! %#- %#& !#%i.#!i)#* "#)

湘江以西
).-#-& !**!#-* !#* %#) %#* !#% !#%i.#)i$#& "#$

图
,

"

长沙市次干道以上路网设施现状

,*+

"

评价结果分析

,#+#!

"

区域路网发展不平衡

从表
)

可看出'三环&二环线内路网密度分别为

!#*

&

"#)>6

)

>6

"

$二环线内路网密度比三环大%这

与二环线内是长沙市早期城市的基础$先行得到长

期建设发展有关%三环线内一级路网即快速路网的

连接度仅
!#*

$说明一级路连接路径较少$一级路网

!快速路网"成网性较差$这也是造成环线不畅的重

要原因$有必要重点加强一级路的网络化建设%

由表
$

可见'湘江以东&以西路网设施建设水平

有较大差异$河西干路里程和车道里程规模相对较

小%这与河西处于山丘地区$道路建设地理条件较

差及城市化发展时间较短等因素有关%为保障河西

发展&湘江新区建设&先导区发展等战略的有效实

施$需加大河西路网设施建设力度%

,#+#+

"

路网规模整体水平偏低

与正在建设国家中心城市的武汉市&郑州市相

比$长沙市路网设施建设规模偏小$干线里程分别只

有武汉的
$.#$7

&郑州的
-.#&7

!见表
.

"%长沙市

要建成国家中心城市$需对标武汉市&郑州市路网建

设规模$持续保持一定建设投入$尽快大幅提升路网

设施供给规模%

如表
(

所示$长沙市快速路路网密度远低于国

标推荐值$次干路路网密度亦未达到国标推荐值$各

表
0

"

长沙'武汉'郑州路网设施规模比较
>6

城市名称 干路里程 城市名称 干路里程

武汉
)%)$#&

长沙
!"-.#)

郑州
!.%%#%

等级道路密度远低于武汉&郑州等中部城市%长沙

市急需建设一批快速路$尽快建成跨区&跨组团的快

速路网骨架体系%

表
2

"

长沙市次干路以上路网密度与

"""

国标'中部其他城市的比较
>6

)

>6

"

道路等级
长沙路网密度

三环线内 二环线内

国标

推荐值

武汉路

网密度

郑州路

网密度

快速路
%#!$ %#)$ %#$

"

%#. %#$. %#(%

主干路
%#-$ %#*) %#-

"

!#" %#*! !#-&

次干路
%#(( %#*. !#"

"

!#$ !#!" %#&"

次干路以上
!#($ "#") "#$

"

)#! "#$- )#!*

,#+#,

"

路网结构有待优化

路网结构合理性直接影响城市路网功能&交通

容量&交通状况&路网整体效益%城市路网!等级"结

构应趋于快速路
i

主干路
i

次干路
C!i"i)

$呈现

金字塔形结构,见图
$

!

A

"-$而长沙三环线内的路网

!等级"结构为快速路
i

主干路
i

次干路
C!#%i(#"

i$#-

$呈菱形,见图
$

!

e

"-$路网等级不匹配&结构

不合理%道路交通流应由低级向高级有序汇集$并

由高级向低级有序疏散$长沙市因次干路不足导致

交通流不能有序集散$各等级道路不能实现快速&高

效交通转换$是造成总体路网拥堵严重的重要原因%

路网级配失衡虽然不能简单地用增加路网密度方式

加以解决$但若没有达到基本要求的路网级配或规

模$则很难实现结构合理$增加次干道供给依然是当

前解决长沙市路网结构不合理的重要途径%

,#+#-

"

路网整体连通性亟待改善

路网连接度
#

越大$表明成环成网率越高$断头

路越少%根据表
)

$长沙路网连接度不高$一级路网

仅为
!#*

$平均每个节点!交叉点"不到
"

条连线!路

段"与之相连$一级路基本没有形成网络#二级路网

的连接度为
)

左右$即每个节点只有
)

条左右连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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期 刘福平!等&长沙城市路网设施供给现状评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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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

"

路网合理等级结构与长沙市路网等级结构对比

说明长沙市
U

形交叉口或断头路较多%长沙路网

连通性不足$导致各路段交通功能发挥受限$不能形

成高效集疏系统$各区域和整体路网运行不畅$带来

交通不便$极易产生大量交通堵点$这些是导致长沙

市交通拥堵的主要因素%为提高长沙路网连接度&

通达性&成网率$形成通畅&有序&循环的路网$改善

路网通行条件$应尽快打通既有断头路$减少既有
U

形交叉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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