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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为深入贯彻落实高等教育面向2l世纪教学内容和课程体系改革计划，按照教育部“以教育思想、
观念改革为先导，以教学改革为核心，以教学基本建设为重点，注重提高质量，努力办出特色”的基
本思路，交通职业教育教学指导委员会路桥工程专业指导委员会在总结道路桥梁工程技术专业教学文
件编制及其教材编写工作经验的基础上，又组织开发了相关专业的教学指导方案及部分专业教材，其
中包括三年制高职高专院校高等级公路维护与管理专业教学指导方案及6门课程的规划教材。
　　高等级公路维护与管理专业教材，依据教育部对高职高专人才培养目标、培养规格、培养模式及
与之相适应的知识、技能、能力和素质结构的要求进行编写，并融入了全国交通类高职高专院校高等
级公路维护与管理专业的教学改革成果，紧密跟踪我国高等级公路维护与管理技术的发展，采用了最
新的行业技术标准、规范、规程，具有较强的针对性。
教材编写中全面贯彻素质教育思想，力求体现以人为本、注重知识实用性的现代职业教育理念，从交
通行业岗位群对人才的知识结构和技能要求出发，结合对培养学生创新能力、职业道德方面的要求，
提出教学目标和教学内容，在教材的理论体系、组织结构、内容描述上，与传统教材有了明显的区别
。
　　《交通工程》是高职高专院校高等级公路维护与管理专业规划教材之一，内容包括：绪论，交通
特性，交通调查与分析，交通流理论，道路通行能力，道路交通规划，道路交通管理，交通安全，停
车场的规划与设计，道路交通与环境保护，计算机交通模拟技术，智能运输系统。
　　参加本书编写工作的有：新疆交通职业技术学院宿春燕（编写第一、二、三、四章）、蒙志军（
编写第五章），广西交通职业技术学院龙梅（编写第六、七、八章），陕西交通职业技术学院黄娟（
编写第九、十章），河北交通职业技术学院布亚芳（编写第十一、十二章）。
全书由宿春燕担任主编，辽宁交通高等专科学校李晶担任主审。
　　本套教材是路桥工程专业指导委员会委员及长期从事高等级公路维护与管理专业教学与工程实践
的教师们工作经验的总结。
但是，随着各项改革的逐步深入，书中难免有不妥之处，敬请广大读者批评指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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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本书是高等职业教育规划教材，由交通职业教育教学指导委员会路桥工程专业指导委员会组织编写。
内容包括：绪论，交通特性，交通调查与分析，交通流理论，道路通行能力，道路交通规划，道路交
通管理，交通安全，停车场的规划与设计，道路交通与环境保护，计算机交通模拟技术，智能运输系
统。
     本书是高职高专院校高等级公路维护与管理专业教学用书，也可供相关专业教学使用，或作为职业
培训教材使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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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第一章　绪论　　第一节　交通工程学的定义　　交通是人、车、物和信息在两地之间的往来、
传递和输送的总称。
它是随着人们生产和生活活动所引起的信息交往和客货流通的需要而必然产生的事物，而且随着人类
社会生产发展而不断地发展。
现代交通是由道路（含公路与城市道路）、铁路、水路、航空和管道五种主要运输方式所构成。
利用道路作为交通方式的，称为道路交通。
道路交通工程学是研究公路与城市道路交通的一门学科，常简称为交通工程学。
　　交通工程学是一门正在发展中的新兴边缘学科，世界上对其定义有多种，现仅将具代表性的几种
定义阐述如下。
　　早在20世纪40年代，美国交通工程师协会对交通工程学的定义为：交通工程学是研究道路规划、
几何设计与交通管理，研究路网、车站以及与之相邻接的土地等同交通方式的关系，使人和物的运输
达到安全、有效和便利的目的。
　　著名的澳大利亚交通工程教授布伦敦对交通工程学的定义为：交通工程学是关于交通和旅行的量
测科学，是研究交通流和交通发生规律的科学，为了使人和物安全而有效地移动，把这些科学知识应
用于交通系统的规划、设计和营运的领域。
　　1983年世界交通工程师协会会议指南提出的定义为：交通工程学是运输工程学的一个分支，它涉
及规划、几何设计、交通管理和道路网、终点毗连用地与其他运输方式的关系。
　　由上述可见，交通工程学是一门研究道路交通问题的边缘学科。
它研究道路交通各基本要素相互之间的时间和空间关系，使之获得最佳配合，从而达到安全、通畅、
经济、舒适和低公害，充分发挥交通效能。
其主要研究的内容是：交通流特性及其理论、交通规划、交通设计、交通安全、交通管理与控制等。
　　交通工程学不同于一般的工程学，它是一种由自然科学和社会科学相互渗透、相互交叉的多种相
关学科组成的边缘科学。
它所研究的内容，不仅与车、路、环境等的工程因素有关，而且与人的生理、心理因素有关，还与社
会、经济、政治的因素有关。
在研究的过程中，既要以静态的观点研究道路工程技术、车辆构造及其技术特性等问题，还要用动态
的观点，以交通流为中心，综合地研究交通体系中的人、车、路三大要素在交通流中的特性，以及三
者在交通这个动态环境中的作用与相互关系。
　　交通工程学不仅是把道路工程学、汽车工程学、运输工程学和环境工程学综合在一个交通系统中
，去探讨如何发挥交通的最大效能，它还涉及城市规划学、国土学、人机工程学、心理学、生理学、
系统工程学、运筹学、应用数学、电子工程、电子计算机、自动控制等学科。
由于交通工程学的内容涉及以下五个方面：法规（Enforcement）、教育（Education）、工程
（Engineering）、环境（Environment）、能源（Energy），所以人们直观地把交通工程称为“五E”科
学。
　　我国的交通工程专家们提出过不同的定义，迄今为止尚未形成统一的意见。
我国《交通工程手册》给出的交通工程学的定义为：交通工程学是研究道路交通中人、车、路、环境
之间的关系，探讨道路交通规律，建立交通规划、设计、控制和管理的理论方法，以及有关的设施、
装备、法律和法规等，使道路交通更加安全、高效、快捷、舒适的一门技术科学。
第二节　交通工程学科的研究范围与特点交通工程学作为一门新兴学科，发展至今其内容已经很丰富
了，主要包括以下内容。
　　一、道路交通中人、车、路的特性　　1.驾驶员和行人的特性　　驾驶员在道路交通中起着主导
作用；行人在我国当前交通单元中所占的数量很大，但他们又是交通事故中的弱者。
这两者的特性是交通流量及流向预测、交通规划、交通设施设计、交通管理与控制以及其他交通安全
措施等的重要依据。
他们的主要特性有：驾驶员和行人在交通中的心理与生理特性、视觉特性、反应特性、驾驶特性及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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异特性等。
　　2.车辆的特性　　车辆是道路交通的主要运输工具，车辆拥有量是一个城市或一个地区交通状况
的基础数据，因此要研究车辆历年的增长率、人均拥有的车辆数、车辆的增长与道路发展的关系、车
辆拥有量的预测以及如何合理控制车辆拥有量的盲目增长等。
　　车辆运行特性主要包括车辆构造特性和在道路上的运动特性。
动力特性、操纵特性、稳定性、通过性与经济性等，可为道路设计、交通设施的设计与安置，以及交
通管制、交通安全、交通环境保护等提供基本依据。
　　3.道路的特性　　道路是交通的基础，各种道路的几何线形、视距、路幅的布设，各种几何尺寸
，路面状况等给交通流特性、道路通行能力、交通安全、交通管理等提供基本参数。
　　4.道路交通环境　　道路交通环境的存在是车辆运行的客观依托，其质量如何，直接影响到道路
交通的安全与通畅与否。
反之，当交通环境受到交通污染，又将危及交通的正常运行。
　　5.交通流特性　　交通流是交通工程研究的中心，其时问、空间特性可通过基本参数表征，能体
现其基本特性的参数为交通量、车速、密度。
交通调查中除对这三项基本参数进行调查外，还包括对交叉口和路段通行能力的调查，延误调查，人
流、车流、货流的起讫点调查，交通安全调查等。
通过调查所收集到的实际资料，是交通规划、交通管制、交通安全措施等的基础资料。
　　二、交通调杏　　交通调查是开展交通工程研究的基础工作，主要调查项目有：交通量、车速和
车流密度调查；行车时间和延误调查；通行能力调查；交通事故调查；交通环境调查等。
对于上述调查项目如何取样、如何进行数据分析的整理都是交通工程学的研究问题。
　　三、交通流理论　　交通流理论是对各种不同密度的交通流状态的基本参数间的关系，运用宏观
与微观的方法，进行研究所获得的基本特性及其规律与模型。
目前，已经发展相对成熟的交通流理论研究方法，大体可概括为概率统计分布方法和排队论、跟驰理
论与流体力学模拟理论的方法。
近几年，随着人们对人工智能方法认识的进一步深入，交通工程领域也对其进行了相关研究。
　　四、道路通行能力　　道路通行能力是指各种道路的路段及其各式交叉口在各种情况下，所能通
过车辆的数量，即道路的容量。
这是用以度量道路疏导车辆能力的一项定量指标，是作为交通规划、道路规划与设计和交通管制的重
要依据。
　　五、交通规划　　交通规划研究交通发展与国民经济发展、土地利用、人口发展之间的关系，提
出道路交通与国民经济发展相适应或促进国民经济发展方面的统筹部署，即在确定规划期限、目标的
基础上，根据交通调查、分析和预测以及社会经济效益估价等，制订交通结构与道路网规划。
它是区域城市总体规划的重要组成部分，是道路网规划的基础。
交通规划的基础是地区或城市的总体规划及其土地利用和人口发展规划等。
交通规划的程序是从现状交通出行调查和经济调查人手，预测规划年的出行分布、交通方式划分和交
通量在路段上的分配，然后做出对规划的评价，提出实施方案。
　　六、交通管理与控制　　交通管理与控制的研究，是根据交通工程学的原理，运用科学的方法与
手段，采取技术、行政和法制等措施，探求如何合理地引导、组织和限制交通流，以达到交通的安全
、快速，畅通和低公害的目的。
现在常用的办法有：设置各种标志与信号，包括对一个交叉口或危险地段的“点控”、对一条路线的
“线控”和对某个区域或城市的“面控”。
此外还常采用渠化交通、单向交通等办法；在行政管理方面有错时上下班、限制车辆的流向等；在法
制管理方面有加强对驾　　驶员的管理和对车辆的检验等。
交通管理与控制的目的是在现有的道路条件下，使各交通要素达到协调一致，从而保障交通的安全、
畅通与低公害。
　　七、交通安全　　在全世界范围内，交通事故都是一个严重的问题。
2006年我国共发生道路交通事故378781起，共造成76 350人死亡，431 139人受伤，直接财产损失达14.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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亿元。
因此，研究和掌握交通事故在时间与空间的分布规律，分析产生事故的各种原因，建立安全度评价指
标体系，宏观地预测未来交通安全状况，对保证交通安全极为重要。
交通安全研究就要提出如何减少或避免交通事故，增强交通安全的对策或措施。
　　八、交通工程设计　　交通工程设计研究道路与交叉15的交通设计，如高速干道的交通检测、交
通管理设施和交通安全构筑物设计，停车场、停车站、收费系统等交通设施的设计，道路交通通信及
用电系统的设计等。
　　第三节　道路交通工程学科的产生与发展　　人和物在道路上的移动构成了道路交通，它是人类
最早使用、与人们生活关系最密切的一种交通方式。
最初人们只是修建简易道路供人、畜以及畜力车通行，随着现代工业的迅速发展，汽车的运用越来越
广泛，出现了一些交通问题，便开始了有关道路交通问题的研究。
1926年美国哈佛大学率先设立交通工程专业，培养专门的交通工程人才。
1930年美国成立了交通工程师协会，这成为世界上交通工程学诞生的重要标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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