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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道路交通体系是城市机能运转不可缺少的重要组成部分。
但现有的路网规划理论与方法在逻辑分析、量化分析、设计方法层面还存在诸多不足。
本书在回顾我国城市路网研究成果的基础上，首先从路网评价的内容出发提出功能结构、等级结构、
布局结构、组织结构等城市路网规划需要研究的问题，并进一步在自下而上的战术研究基础上建立了
路网规划的微观技术支撑体系，结合定量分析结论构建了11种基本路网组织模式。
同时本书在自上而下的战略研究基础上构建了路网宏观组织结构，并指出合理配置路网资源、循序渐
进地扩容升级、促进道路系统与城市用地的协调发展是缓解城市交通问题的必由之路。
    本书对现有的路网规划理论和方法进行了补充与深化，为我国城市规划建设与道路交通规划提供r理
论和技术支撑，具有较高的参考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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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1　绪论　　1.1　引言　　城市是复杂、开放的巨系统。
物与人的流动是城市发展与存在的必要条件，这些必要的流动形成了城市交通。
一条条的道路组成了城市道路网，成为城市交通的重要载体。
纵观城市发展历程，道路交通对城市发展和布局演变起到了巨大的支撑与引导作用。
即使大城市、特大城市需要发展轨道交通，但该体系从无到有、从有到完善需要一个漫长的进程；即
便这些城市建立了完善的轨道交通体系，道路交通依然是轨道交通不可或缺的重要支撑。
　　1.2　面对问题的困惑　　我国的城市路网研究伴随交通问题的出现而不断展开，主要出现在1980
年代至今的20余年的时间里。
在此期间，涌现了大量的研究成果，并介绍了国外路网规划的一些经验。
1980年代末，我国开始编制《城市道路交通规划设计规范》，并于1995年实施。
《城市道路交通规划设计规范》是路网研究成果的集大成者。
自规范实施之后，我国的路网规划有了较大进步，规范在我国的城市交通与路网规划编制中发挥了巨
大的作用，但城市交通依然问题重重。
　　问题之一：机非混行，交通效率偏低　　机非断面分流造就了三块板道路，三块板道路造就了交
叉口的机非混行。
强调速度的道路等级划分却与慢速的自行车捆在一起。
调查研究表明：北京调查交叉口的饱和通行能力仅相当于东京的77％～85％。
众所周知，路网分流有利于提高交通运输效率，但迄今为止依然是三块板道路一统天下的格局。
难舍难分的三块板道路几乎伴随城市成长的全过程，出于技术的无奈，还是源于最佳选择？
路网应如何分流？
分流路网的运输效率又会如何？
　　问题之二：路网等级结构失调，路网密度偏低　　不少专家指出，我国城市路网密度偏低。
有的学者对北京与伦敦作了对比。
伦敦市区只有很少的几个立交桥，北京市区与伦敦市区人口相当，但机动车拥有率较低，还拥有世界
上最高密度的立交桥，而伦敦的交通效率却比北京高出许多。
除了一些不可比的因素外（如地铁的密度不同），很重要的一个原因就是路网一土地利用模式的差异
。
伦敦的道路窄而密，因而伦敦得以组织高效率的单向交通系统（2／3的路段为单行线）；而北京的道
路则是宽而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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