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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目前我国交通基础设施建设取得瞩目成就，但是交通规划水平却未能跟上，特别是在一些大城市，由
于交通规划不合理特别是道路出入口的规划与设计的问题而导致的交通拥堵甚至是交通事故时有发生
。
道路出入口在路网系统中占据着至关重要的位置，可以说是城市交通的命门之所在。
城市道路的通行能力关键不在于道路的宽度，而在于这些出入口的通行能力。
现在在好多城市，道路出入口已经成为了道路通行的瓶颈。
    本书是由美国交通运输研究委员会出入口管理分会编写的。
书中就道路出入口管理这个专题展开了广泛而深入的研究。
本书从安全、运营、经济、土地使用和环境的视角系统分析了交叉口间距、接人道设计以及中央分隔
带的布置和开口形式。
提出了完整的管理和控制各类道路使用的理论和方法，对于从事道路规划、设计及管理的从业人员和
相关专业的本科生、研究生将会有很大的帮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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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第1章　介绍与概念　　1.2　出入口管理和多种方式的需求　　多样化的出入口管理能够为所有
交通方式的安全和有效运营提供保障。
尽管出入口管理旨在强调减少由于车辆出入缺乏管理而引起的问题，手册中的策略是反映了对整个范
围的交通方式的考虑。
手册中讨论了很多措施，可以推进出入口管理并满足多种交通方式的需求，例如，设置具有多种用途
的活动中心、提高当地道路和支路的密度、改善路网连接性能以及在重要地点设置不可穿越的中央分
隔带和自行车／行人连接处，这些都是需要考虑的内容。
　　1.3　出入口管理的重要性　　1.3.1　出入口管理的好处　　道路是重要的公共资源。
对道路的修建、改善或是重建都是非常耗费财力的。
在投入有限的情况下，交通系统的有效管理不仅仅只是一个选择——而是一个非常重要的手段。
若是知道主干道将来会被替换或是重建，就因此允许其交通环境恶化下去是不切实际的。
然而，许多地区还继续这样做，如允许间距较小的路缘坡，在转弯车道处允许中央分隔带开口，将接
人道设置在主要交叉口处，或者交通信号灯协调不当，这样做使得主路的交通环境很不安全并且拥挤
（见文框“出入口管理的重要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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