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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1 平面交叉口概况

八宝街-东城根下街平面交叉口位于四川省成都市青羊

区，属成都市一环内，兼中心区与老城区，东西连通八宝

街，北连万和路，南连东城根下街 ，周边商业经济发展稳

固，公共交通网络建设完善，高峰时段承载交通压力大。

1. 四路交叉口

2. “X”形交叉

3. 安全岛渠化

4. 交通信控管制



02 技术路线

前期 中期 后期

交叉口选择 调研计划制定
交叉口
实地调查

基于实测数据利

用Synchro仿真现

状交叉口

基于实测数据利

用Vissim
仿真现状交叉口

基于实测数据
利用公式

计算现状交叉
口相关参数

比较分析

利用Synchro
优化信号配时
分析交通状态

变化

利用Vissim仿
真优化后结果
分析交通状态

变化

综合分析 反思与回顾
完成相关
汇报材料



03 实地调查参数

 几何特征参数（交叉形式、道路尺寸、车道宽度、车道划分、渠化形式）

 交叉口标志标线参数（道路限速、标志、标线、分隔）

 机动车交通量及排队参数（各方向15min交通量、车型分类、排队车辆数、排

队长度）

 信号配时参数（机动车信号配时方案、信号灯杆摆放、可变信息板）

 行人与非机动车过街方式

实地调查内容：



03 实地调查参数

交叉口几何特征参数

 交叉形式

夹角为60°的X形四路信号控制交叉口

 展宽方式

A八宝街(西)中心线偏移展宽 B万和路中心线偏移展宽

C八宝街(东)未进行展宽 D东城根下街去除中央分隔带展宽



03 实地调查参数

交叉口几何特征参数
 道路尺寸

 渠化形式
标线、交通岛、进口道展宽

 车道划分

 车道宽度
普通车道3.0m/2.8m;
公交车道4.0m



03 实地调查参数

交叉口限速、标志标线参数

 交叉口限速

• 限速60km/h

 交叉口标志标线

主干路

• 标志

• 标线

机动车交通量及排队参数

视频录制

计算整周期各方向流量、车型分布

换算为标准车流量

换算为小时交通量

计算方向不均匀系数

1873 0.50
3742Aα = =

1197 0.64
1877Bα = =

232
1215 0.5

0
2Cα = =

306
1849 0.6

6
0Dα = =



03 实地调查参数

信号配时参数

记录各进口道相位数目和变化顺序

标注黄灯和全红时间

秒表记录相位时长、周期总长

验证每一相位的时长相加与周期时长的关系

视频拍摄验证

调查方法：



03 实地调查参数
行人与非机动车过街方式

1. 八宝街(西)右转机动车流量大，与东城根下街
南进口行人冲突，右转车排队

2. 行人与非机动车过街时闯红灯严重
3. 行人相位等待时间长，两次过街到达对角线

方向需要等待大约3min。
4. 渠化岛尺寸较大，行人等待位置分散，非机

动车压禁行区过街

 特征

 问题

1. 平面过街
2. 信号行人相位
3. 渠化安全岛缩短过街距离
4. 标线设置具备提示性、警示性

东城根下街南进口行人过街处

询问交警交叉口行人与非机动车过街问题



04 交叉口现状Synchro仿真

Synchro仿真流程

插入CAD
底图并设
置比例

绘制路段
设置路段

属性
设置Lane
参数

包括车道数及方向、理
想饱和流率、车道宽度、
总损失时间、左转及右

转折减系数等

设置Volume
参数

得到折减后各
方向饱和流率

包括实测车流量、重型车
比例、高峰小时系数等

设置Timing
参数

得到折减后各
方向车流量

反映实际信号方案
（包括周期长度、相位数
量、顺序、长度等）

得到反映交通
现状的模型

输出服务水平、排队长度、
交叉口延误等指标



04 交叉口现状Synchro仿真

模型建立示意图 仿真示意图



04 交叉口现状Synchro仿真



04 交叉口现状Synchro仿真

模型标定

与实际排队长度对比



04 交叉口现状Synchro仿真

参数调整

接近实际排队长度



04 交叉口现状Synchro仿真

现状信号配时方案

交叉口总延误和服务水平

信号控制机类型 周期长度（s） 最大v/c比 总延误（s） 服务水平

定时信号控制 185 1.10 67.2 E



05 交叉口参数计算

“从局部到整体”计算路线

进口道左转直行
方向

进口道右转方向

进口道

交叉口



05 交叉口参数计算

序号 符号 说明 序号 符号 说明 

1 q 到达车流率(pcu/s) 8 N 通行能力(pcu/s) 

2 g 有效绿灯时间(s) 9 S 修正饱和流率(pcu/s） 

3 G 绿灯时间(s) 10 R 红灯时间(s) 

4 Y 黄灯时间(s) 11 d 周期车辆延误(s) 

5 L 损失时间(假设 2s) 12  平均车辆延误(s) 

6  绿信比 13 v 交通量(pcu/h) 

7 C 信号周期长度(s)    

 

交叉口参量符号说明

g G Y L= + −
g
C

λ =

N Sλ= ×

交叉口参数计算公式

通行能力 

 

 

 

 

 

延误 

欠饱和状态 

 

 

 

 

临界饱和状态 

 

 

 

 

 



05 交叉口参数计算

进口道方向 AL AT BL BT CL CT DL DT

通行能力N 0.058 0.517 0.127 0.417 0.058 0.517 0.095 0.114

到达车流率q 0.045 0.228 0.039 0.234 0.043 0.236 0.214 0.111

交通状态 欠饱和（N>q） 欠饱和（N>q） 欠饱和（N>q） 欠饱和（N>q） 欠饱和（N>q） 欠饱和（N>q） 过饱和（N<q） 临界饱和（N=q）

平均车辆延误 77.1 46.4 53.5 40.8 76.7 46.7 82.5 71.0

服务水平 E D D D E D F E

进口道方向 AR BR CR DR

通行能力N 0.449 0.449 0.449 0.449

到达车流率q 0.237 0.060 0.033 0.014

交通状态 欠饱和（N>q） 欠饱和（N>q） 欠饱和（N>q） 欠饱和（N>q）

平均车辆延误 84.0 34.4 42.7 54.2

服务水平 F C D D

计算结果结合实际观察结果进行修正:

• D进口道左转方向交通状态更新为临界饱和

• 右转车辆的到达疏散规律与直行车辆大体同步,

使用直行左转方向欠饱和状态下的延误公式计算



05 交叉口参数计算

进口道 A B C D

方向 L T R L T R L T R L T R

77.1 46.4 84.0 53.5 40.8 36.4 76.7 46.7 42.7 82.5 71.0 56.2

161 822 854 139 842 216 153 848 119 769 400 49

66.6 41.5 50.4 77.7

服务水平 E D D E

1837 1197 1120 1218

60.1

交叉口

服务水平
E

以交通量换算为权重，使用两次加权平均法

计算交叉口总延误

交叉口服务水平不高，且各进口道方向的平均车辆延误之间存在一定差异



06 交叉口现状Vissim仿真

Vissim仿真流程

插入交叉口CAD
底图

设置
底图比例

交替使用路段与
连接器，修改宽
度、名称、车辆
类型、道路类型

等参数

车辆构成
设置

车辆输入
设置

路径决策
设置

信号灯
控制机设置

信号灯头安放减速区域设置优先通行设置检测器放置
仿真运行与结果

评估
仿真设置与效果

美化

车行道
绘制

按照实测数据分
别设置交叉口四
个进口车道的车

辆构成

插入车辆输
入，并设置流
量，选择与之
对应的车辆构

成

插入路径决
策，并设置各
个路径间的流

量比

按照实际信
号状况修改
信号配色组
合及配时状

况

将信号灯头安放
在路段靠近

停止线的部位，
并选择控制

其行为的信号控
制机

由于行人与非机
动车影响，为右
转区域添加减速
区域，并设置相
关减速参数

添加排队车辆检
测器于停止线附
近用于检测排队
长度、数量，添
加车辆出行时间
检测器于交叉口
进出口用于检测

延误

设置仿真输出检
测器参数，

设置随机种子、
仿真步长、

仿真时长等参数

为在同一相位
内存在冲突的
路段进行优先
通行权设置

运行仿真，在结
果列表中查看检
测器输出数据，
用于进一步分析

利用如底图车行
道宽度

为参照设置比例



06 交叉口现状Vissim仿真

Vissim现状仿真

参数类型 参数取值
小型车辆期望速度 50km/h
公交车期望速度 25km/j
右转减速区减速度 2.0m/s2

右转减速区期望速
度

20km/h

跟车模型 Wiedemann74
车辆构成 参照调查
方向流量比 参照调查
车流量 参照调查
仿真精度 10

 Vissim仿真参数设置

以随机种子x∈[40,49]，运行共10次仿真，仿真
时长为600s，输出仿真结果，仿真结果为10次
运行的平均值。

 Vissim仿真检测器设置

1. 排队计数器
2. 车辆出行时间
3. 延误测算

 Vissim现状仿真信号机设置
——参照现状信号方案



06 交叉口现状Vissim仿真

Vissim现状仿真

插入视频！！



06 交叉口现状Vissim仿真

排队计
数器

排队长度 排队长度
最大

排队停车 检测器所在路段

1 10.37 56.31 20 37: 南进直待行区1
2 9.6 50.68 18 36: 南进直待行区2
3 40.64 123.1 103 35: 南进左待行区
4 13.88 52.4 16 49: 东进口左转待行
5 26 97.99 68 45: 东进直行待行区4
6 27.23 101.52 66 46: 东进直行待行区3
7 25.31 105.82 59 47: 东进直行待行区2
8 1.79 9.74 3 48: 东进直行待行区1
9 14.4 48.26 19 44: 北进左转待行区

10 42.64 111.89 103 43: 北进直行待行区3
11 44.45 114.46 106 42: 北进直行待行区2
12 38.03 114.34 78 41: 北进直行待行区1
13 14.74 50.84 23 30: 西进左待行区
14 39.7 122.78 119 31: 西进直待行区4
15 46.28 126.23 142 32: 西进直待行区3
16 34.53 123.61 93 33: 西进直待行区2
17 59.13 138.12 183 34: 西进直待行区1

延误测量 静态停车延
误(平均值)(
所有)

停车次
数(所有)

车辆延误
平均值(所

有)

车辆(所
有)

1: 东进直 38.93 0.86 48.18 120
2: 东进左 70.74 1.29 82.66 15
3: 东进右 0.73 0.29 5.14 17
4: 西进直 49.91 1.41 65.1 110
5: 西进左 72.94 1.44 86.5 13
6: 西进右 11.46 0.87 24.38 114
7: 南进直 31.38 0.78 39.58 49
8: 南进左 51.57 0.89 60.7 105
9: 南进右 6.19 0.44 11.85 6

10: 北进直 55.25 1.05 66.95 99
11: 北进左 70.77 1.32 82.86 19
12: 北进右 13.3 0.62 20.59 28

现状仿真运行10次平均延误结果现状仿真运行10次平均排队长度结果

A西进口直行、B北进口直行、D南
进口左转方向排队较为严重

A西进口直行、B北进口直行、D南进口左转、A西
进口左转、B北进口左转、C东进口左转车辆延误
平均值较大



07 Synchro信号配时优化

优化流程 Step1：
设置交叉口信号配时方案
优化相位长度和周期时长

Step2（可选）：
设置分区网络，将
网络分为多个系统

Step3：
优化周期时长

Step4：
优化相位差和相位顺序



07 Synchro信号配时优化

优化后信号
配时方案

进口道 西 北 东 南
直行绿灯相位长度(s) 31 24 25 33
左转绿灯相位长度(s) 18 22 12 27
掉头绿灯相位长度(s) 45 51



各进口延误和服务水平

交叉口总延误和服务水平

信号控制机类型 周期长度（s） 最大v/c比 总延误（s） 服务水平

定时信号控制 110 1.06 51.6 D

07 Synchro信号配时优化

进口道方向 EL ET ER WL WT WR

延误(s) 54.9 35.8 61.6 102.3 44.9 6.7

服务水平 D D E F D A

进口道方向 NL NT NR SL ST SR

延误(s) 54.8 42.7 8.3 40.1 77.9 4.7

服务水平 D D A D E A

67.2

缩短了28%



08 改进方案Vissim仿真
更改信号控制方案



08 改进方案Vissim仿真

检测器所在路段 排队计数器 排队长度 排队长度最
大值

排队停车 排队长度最大值
变化

37: 南进直待行区1 1 7.42 41.81 21.00 -14.50 
36: 南进直待行区2 2 6.19 36.35 17.00 -14.33 
35: 南进左待行区 3 21.70 78.66 90.00 -44.44 

49: 东进口左转待行 4 7.91 30.01 14.00 -22.39 
45: 东进直行待行区4 5 20.24 76.67 60.00 -21.32 
46: 东进直行待行区3 6 22.30 80.22 59.00 -21.30 
47: 东进直行待行区2 7 20.85 84.71 56.00 -21.11 
48: 东进直行待行区1 8 1.27 11.70 4.00 1.96 
44: 北进左转待行区 9 6.44 28.83 16.00 -19.43 

43: 北进直行待行区3 10 21.29 85.34 60.00 -26.55 
42: 北进直行待行区2 11 22.73 87.86 62.00 -26.60 
41: 北进直行待行区1 12 21.50 96.21 53.00 -18.13 

30: 西进左待行区 13 5.80 34.82 13.00 -16.02 
31: 西进直待行区4 14 17.93 93.13 57.00 -29.65 
32: 西进直待行区3 15 12.68 82.14 36.00 -44.09 
33: 西进直待行区2 16 19.91 91.53 60.00 -32.08 
34: 西进直待行区1 17 33.33 126.94 105.00 -11.18 

各个方向每条车道在优化前后，排队长度最大值平均减少

22.42m，约为3-4辆小汽车的长度。

优化后仿真排队长度表



延误测量 静态停车延误
(平均值)(所有

停车次数(
所有)

车辆延误平均
值(所有)

车辆(所有) 静态停车延误(平
均值)(所有)

1: 东进直 31.71 0.91 41.39 120.00 -7.22 
2: 东进左 45.92 1.42 59.74 18.00 -24.82 
3: 东进右 0.50 0.21 4.44 17.00 -0.23 
4: 西进直 29.60 1.15 42.77 116.00 -20.31 
5: 西进左 37.36 1.10 48.71 18.00 -35.58 
6: 西进右 4.71 0.60 15.58 123.00 -6.75 
7: 南进直 20.05 0.71 27.87 49.00 -11.33 
8: 南进左 28.95 0.82 37.74 104.00 -22.62 
9: 南进右 1.76 0.18 5.67 6.00 -4.43 

10: 北进直 31.25 0.96 42.65 107.00 -24.00 
11: 北进左 30.21 1.01 39.56 19.00 -40.56 
12: 北进右 3.73 0.35 9.44 30.00 -9.57 

08 改进方案Vissim仿真

改进后各个方向的延误减少时间平均值为17.29s，更改信号

配时后，减少排队长度与延误，提升了交叉口的通行能力。

优化后延误表



09 综合分析

1、渠化设计

 交叉口功能区扩宽

提高交叉口通行能力



09 综合分析

1、渠化设计

 直行待行区设置

a) 充分利用了路口空间，在
不影响路口左转车和其他
方向车辆的基础上从排队
空间增加等候区域；

b) 缩短了机动车通过交叉口
的时间，提高了通行效率。



09 综合分析

1、渠化设计

 交通岛设置

a) 减小右转合流角度；

b) 缩减行人过街距离，
提高安全性。



09 综合分析

2、渠化设计存在的问题

 左转待行区过长

a) 与对向直行车流冲突

Solution：
 适度调整车道宽度；
 适度减少左转待行区长度。

对向车流冲突问题

交叉口车辆流线检查



09 综合分析

2、渠化设计存在的问题

 部分标志标线布置
不合理

a) 停车让行标志未起到
作用；

b) 交叉口边际人行横道
设置过长。



09 综合分析

3、信号控制

 单独设置掉头相位

a) 减少掉头车在交叉口
产生的延误；

b) 减少与对向车流的冲
突，提高安全性。



09 综合分析

3、信号控制

 可变信息板（VMS）

a) 有效保证待行区的利
用；

b) 保证车辆在正确的时
间驶入待行区。



09 综合分析

3、信号控制

 设置全红时间

a) 南口左转流量大——
为左转提供更多时间；

b) 南口左转相位提前亮
起——减少了对向车
流的冲突。

进口道 西 北 东 南

直行流量 1644 1684 1696 800
左转流量 322 278 306 1538



09 综合分析

3、信号配时存在的问题

 信号周期过长

a) 车辆排队长度长；

b) 超过驾驶员忍耐限度；

c) 行人过街等待时间长

Solution：
 计算最佳周期长度

C=185s110s

 重新分配各相位时长



10 总结与收获



交通管理与控制课程设计汇报
八宝街-东城根下街平面交叉口

交通仿真与信号配时优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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