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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红星路-东大街交叉口概况 

小组选取红星路与东大街交叉口进行调研，此交叉口位于四川省成都市锦江区。交

叉口毗邻春熙路，周边有包括春熙路步行街、红星路步行街、香槟广场、活水公园等商

业区和旅游景点。成都地铁 2 号线、3 号线交汇，即春熙路地铁站在此交叉口附近，交

叉口行人与非机动车流量较大。交叉口为十字形交叉，采用信号控制的方式进行管理控

制。 

 
图 1.1 红星路-东大街交叉口卫星图 

二、调查内容 

2.1 道路宽度、限速 

2.1.1 道路宽度 

通过观察道路实际状况，并进行合理估测，得到道路宽度及横断面图如下所示。 
表 2.1 道路宽度表 

道路名称 道路宽度(m) 

东大街下东大街段 44.0 

东大街城守东大街段 44.4 

红星路三段 34.3 

红星路四段 57.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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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2.1 东大街下东大街段道路横断面图 

 
图 2.2 东大街城守东大街段道路横断面图 

 
图 2.3 红星路三段道路横断面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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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2.4 红星路四段道路横断面图 

2.1.2 道路限速 

车速管理是指运用交通管制的手段，强制性地要求机动车按照规定范围内的速度在

城市道路上运行，以确保道路交通安全。因此，车速管理是行车管理中保证城市道路行

车安全实现的主要手段，而限速是车速管理的具体表现形式。 
限速设置主要依据驾驶员的视野状况、道路条件、交通条件等进行确定。其中道路

条件主要是指机动车车道数、车道宽度、交叉口间距与特殊道路条件。机动车车道数越

多，车道宽度较小，交叉口间距受限、特殊道路条件如视距受限时，均需要进行速度限

制。交通条件主要指交叉口交通量、交通组成、交通管制等。交通组成复杂、存在“绿

波带”等管控措施时需要对道路进行限速控制。 
与红星路-东大街直接相连的四个路段均设置限速，其限速状况如下表所示： 

表 2.2 交叉口相连路段速度限制 

路段名称 限速(km/h) 

东大街下东大街段 60 
东大街城守东大街段 60 

红星路四段 40 
红星路三段 30 

2.2 交叉口平面图及车道参数 

2.2.1 交叉口平面图 

小组成员结合百度地图街景与交叉口实地调查，绘制交叉口平面图。绘制内容包括

车行道、非机动车道、车行道标志标线、机动车及行人信号灯、绿化带和一系列交叉口

渠化设施（如隔离栏）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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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2.5 红星路-东大街交叉口平面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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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2 车道参数 

小组实地调查各进出口道功能，估测车道宽度，并按照车行方向由右至左进行记录，

红星路-东大街各进出口道功能如下表所示： 
表 2.3 红星路-东大街交叉口车道参数表 

路段名称 车道位置 车道功能 车道宽度(m) 

东大街 
下东大街段 

人行道 行人步行 5.00 
非机动车道 非机动车通行 3.25 
进口道 1 公交直右，普通车右转 3.10 
进口道 2 直行 3.10 
进口道 3 直行 3.10 
进口道 4 直左 3.10 
进口道 5 左转 3.10 
出口道 1 -- 3.80 
出口道 2 -- 3.80 
出口道 3 公交专用 3.80 

非机动车道 非机动车通行 3.25 
人行道 行人步行 5.00 

东大街 
城守东大街段 

人行道 行人步行 5.00 
非机动车道 非机动车通行 5.00 
出口道 1 限时公交专用 3.80 
出口道 2 -- 3.80 
出口道 3 -- 3.80 
入口道 1 直左 3.10 
入口道 2 直行 3.10 
入口道 3 直行 3.10 
入口道 4 公交直右，普通车右转 3.10 

非机动车道 非机动车通行 5.00 
人行道 行人步行 5.00 

红星路三段 

人行道 行人步行 10.00 
入口道 直右 3.50 
入口道 直左 3.50 
出口道 1 -- 3.50 
出口道 2 -- 3.50 
人行道 行人步行 10.00 

红星路四段 

人行道 行人步行 5.00 
非机动车道 非机动车通行 3.50 
出口道 1 -- 3.50 
出口道 2 -- 3.50 
出口道 3 -- 3.5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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入口道 1 左转掉头车道 3.50 
入口道 2 左转 3.50 
入口道 3 直左 3.50 
入口道 4 直右 3.50 

非机动车道 非机动车通行 3.50 
人行道 行人步行 5.00 

 

2.3 15min 机动车交通量 

小组在建筑内通过视频记录交叉口内车辆运行状况，结合信号周期 C=195s，计数

13min(即 4 个周期)内各进口道、各方向流量状况，按照车辆折算系数换算为标准 pcu，
再按时间占比换算至 15min，得到 15min 机动车交通量。 

标准当量换算系数参照下表： 
表 2.4 各汽车代表车型与车辆折算系数 

车辆类型 车辆折算系数 说明 

小客车 1.0 ≤19 座的客车和载质量≤2t 的货车 
中型车 1.5 ＞19 座的客车和载质量＞2t~≤7t 的货车 
大型车 2.0 载质量＞7t~≤14t 的货车 
拖挂车 3.0 载质量＞14t 的货车 

由于交叉口通行车种限制，该交叉口机动车类型仅有以下三种，对照上表，折算系

数如下所示： 
表 2.5 换算系数表 

序号 车辆类型 车辆折算系数 

1 小汽车 1.0 
2 公交车 1.5 
3 货车 1.5 

小组共调查两个平峰时段，一个高峰时段，得到 15min 内机动车交通量见下表： 
表 2.6 15min 内机动车交通量表 

入口名称 方向 
周期有

效绿灯

时间 

13min
有效绿

灯时间 

15min
折算有

效绿灯

时间 

平峰时段

14:15-14:30 
平峰时段

14:50-15:05 
高峰 

13min
求和 

15min
折算 

13min
求和 

15min
折算 

13min
求和 

15min
折算 

东大街下

东大街段

入口 

左转 33 132 152 147 169 149 172 159 183 
直行 103 412 475 153 176 128 147 105 121 
右转 195 780 900 28 32 35 40 38 44 

东大街城

守东大街

段入口 

掉头 93 372 429 29 33 51 59 36 42 
左转 93 372 429 12 14 27 31 14 16 
直行 93 372 429 216 249 222 256 252 291 
右转 195 780 900 56 64 72 83 60 6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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红星路三

段入口 

左转 53 212 245 43 50 35 40 31 36 
直行 53 212 245 43 50 46 53 38 44 
右转 195 780 900 57 66 40 46 16 18 

红星路四

段入口 

掉头 48 192 222 59 68 76 88 43 49 
左转 48 192 222 84 96 84 96 78 89 
直行 53 212 245 30 35 38 44 34 39 
右转 195 780 900 77 88 82 95 83 95 

其中，有效绿灯时间利用以下公式计算： 
g G Y L= + −  

上式中，g 为有效绿灯时间，G 为实际绿灯时间，Y 为黄灯时间，L 为损失时间，

损失时间包含前后损失时间，此处估测总损失时间为 2s。 
以上车流量调查结果也可通过下图较为直观的显示： 

 
图 2.6 平峰时段 1 交通流量图             图 2.7 平峰时段 2 交通流量图 

 
图 2.8 高峰时段 1 交通流量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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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4 交叉口信号配时方案 

小组利用计时设施对交叉口平峰状态信号配时方案进行调查测算与记录，红星路-
东大街交叉口平峰时段信号周期 C=195s，配时方案如下图所示： 

 
图 2.9 交叉口信号配时方案 

该交叉口信号配时方案可大致归类为三相位配时，信号相位示意图如下图所示： 

 
图 2.10 交叉口信号相位示意图 

绿信比是指交通灯一个周期内可用于车辆通行的比例时间。即某相位有效绿灯时间

和周期时长的比值。此处假设损失时间为 2s，由此，可计算得到： 

1
1

2
2

3
3

4
4

5
5

6
6

53 0.2718
195

48 0.2462
195
53 0.2718

195
103 0.5282
195
33 0.1692

195
93 0.4769

195

g s
C s
g s
C s
g s
C s
g s
C s
g s
C s
g s
C s

λ

λ

λ

λ

λ

λ

= = =

= = =

= = =

= = =

= = =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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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5 行人与非机动车过街方式 

2.5.1 行人过街方式 

二次过街方式是以提高安全性、便利性、行人过街效率和路口利用率为目的的行人

过街设施。行人二次过街，能够增加饱和流量和交叉口容量；缩短次干路的绿信比,增加

主干路的绿信比,从而缩短周期长度、缩短行人一次过街距离,方便高龄人及交通弱者。

但行人二次过街也存在一定缺点，如：因需两次过街，增加了行人等候时间；因过街长

度变短,引发行人乱闯马路等。 
红星路-东大街交叉口行人流量较大，进行合理的行人交通组织对于提升交叉口通

行能力尤为重要。交叉口内采用一次过街与二次过街结合的方式，在近红星路四段下穿

隧道的人行横道采用二次过街，使用隔离栏保证行人二次过街的安全性。其余人行横道

均采取一次过街的方式。过街设施均为人行横道形式。 
以下图片展示了交叉口行人过街状况与过街方式： 

 
图 2.11 行人二次过街实景图 

 
图 2.12 行人二次过街实景图 

  
 

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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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2.13 行人一次过街 

 
图 2.14 行人一次过街实景图 

2.5.2 非机动车过街方式 

非机动车二次过街，是将非机动车在交叉口的左转问题通过两次直行转换进行过街

的方式，该方式能够有效解决左转非机动车与直行机动车之间的冲突，从而能够提高交

叉口通行能力，非机动车二次过街的方式在我国较多城市已实际应用，并取得较好效果。 
交叉口在部分区域使用隔离栏对非机动车与机动车进行分离，并采用非机动车二次

过街。但在实施过程中，仍有不少非机动车直接左转，影响左转车辆的正常通行。 
此外，由于交叉口范围内缺乏引导非机动车通行的标志标线，造成非机动车过街占

据较大空间，在较大区域内均有分布，非机动车之间冲突较为严重。且在转角处无确切

划定的非机动车等候区，造成了非机动车暂停较为分散，影响行人通行。转角处的共享

单车乱停问题也较为严重，阻碍了行人、非机动车的正常通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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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2.15 非机动车过街 

 
图 2.16 非机动车分散问题及共享单车的停放问题 

三、问题分析及改善意见 

3.1 相关参数计算 

3.1.1 通行能力计算 

以红星路四段进口为例，计算交叉口通行能力。该路段共有四条车道，分布为掉头、

专用左转、直左和直右，带入调查中获得的信号周期、绿信比、车流量等相关数值，计

算通行能力公式如下： 
（1）计算直右车道的设计通行能力 

ϕ)1(3600 0 +
−

==
i

g
ssr t

tt
T

CC
 

取 9.0,3.20 == ϕst ；据车种比例为 2:8，查表，得 65.2=it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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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直左车道设计通行能力 

255pcu/h0.4/21319)2/1( =−=′−= ）（lssl CC β
 （3）专用左转车道的设计通行能力 

483pcu/h0.34-1319/)1/( ==−= ）（lsrel CC β  
483 0.34 161 /l el lC C pcu hβ= ⋅ = × =  

（4）掉头车道通行能力 
hpcuCC lre /641==  

（5）验算是否需要折减 

若当 ee CC 11 ′> 时，应当折减。不影响对面直行车辆行驶的左转交通量 nC e 41 =′ ，n 为

1h 内周期个数，因为 T=195s，所以 18
195
3600

==n ： 

hpcunC e /721844'
1 =×==  

由于进口设计左转交通量 hpcuCC lle /164== ，因此 72641' >=> lel CC ，应当折减。 
（6）交叉口进口道的设计通行能力： 

力之和进口各车道设计通行能=eC  

代入数值得 hpcuCCCCC srsllree /902319255164164 =+++=+++=  
本面进口道折减后的设计通行能力: 

hpcuCCnCC lelesee /718841902)72641(2902)( '' =−=−×−=−−=  
同理可得其余三个入口的通行能力： 

表 3.1 交叉口通行能力 

入口名称 设计通行能力 

东大街下东大街段入口 3089 
东大街城守东大街段入口 1741 

红星路四段入口 718 
红星路三段入口 542 

其中，东大街由于车道宽度为 3.1m，取车道折减系数 α=0.89 进行折减。 
（7）交叉口的设计通行能力 

交叉口设计通行能力等于四个进口设计通行能力之和。 

故该交叉口的设计通行能力为
4

1
6221

i
C

=

= =∑  

3.1.2 饱和度计算 

（1）各进口道的饱和度 



交通设计课程报告 王倩妮, 施展华, 王文杰, 肖倩钰 

13 

VX
C

=  

代入调查中获得的各进口量的实际流量和 3.1.1 中得到的各进口道设计通行能力： 
表 3.2 各进口饱和度表 

入口名称 饱和度 

东大街下东大街段入口 0.49 
东大街城守东大街段入口 0.83 

红星路四段入口 1.35 
红星路三段入口 1.22 

（2）交叉口的总饱和度 
由同济大学出版的《交通影响分析指南》得：交叉口饱和度取各进口道饱和度以进

口道流量为权的加权平均值。 
4

4
1

1

i
c i

i
i

i

VX X
V=

=

= ×∑
∑

 

故该交叉口的总饱和度为：𝑋𝑋𝑐𝑐 = 0.9 
（从理论上说，交叉口饱和度只要小于1就应该能满足各方向车流的要求，实际上，

当交叉口的饱和度接近 1 时，交叉口的运行条件便迅速恶化，因此，在交叉口的设计工

作中，必须规定一个可以接受的最大饱和度极限值，即饱和度的实用限值。实践证明，

饱和度的实用限值定在 0.8-0.9 之间，交叉口就可以获得良好的运行条件。） 

3.1.3 服务水平计算 

信号交叉口的服务水平用延误来衡量。服务水平标准用 15min 分析期间内每辆车的

平均停车延误来表示。下表给出了服务水平标准 
表 3.3 服务水平、延误对照表 

服务水平 每辆车停车延误（s） 服务水平 每辆车停车延误（s） 

A ≤5.0 D 25.1-40.0 

B 5.1-15.0 E 40.1-60.0 

C 15.1-25.0 F ≥60.0 

服务水平分析考虑交叉口各进口道内的各独立车道组。同时考虑交叉口的几何线形

和交通的流向分配下，把交叉口分为几个车道组。车辆随机达到情况下，利用以下三式

计算每个车道组每辆车的平均停车延误以及各进口道的总延误： 
 总延误    1 2d d DF d= × +  

 均匀延误     
( )

2

1

0.38 1

1 min ,1.0

gc
cd

g X
c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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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增量延误     ( ) ( )22
2 173 1 1 mXd X X X

C
 

= − + − + 
 

 

其中，查表得 DF、m，代入调查得到的绿信比、信号周期长和 3.1.1 和 3.1.2 中得

到的设计通行能力、饱和度，求得延误，进而确定服务水平： 
表 3.4 延误及服务水平 

车道组延误 总延误及服务水平 

进口 车道组流向 均匀延误 增量延误 总延误 
车道组服

务水平 
进口道延

误 
进口道服

务水平 

东大街下

东大街段

入口 

专左 110.30 -21.52 88.78 F 

72.81 F 
2 直+直左+直

右 
74.12 -17.28 56.84 F 

     
东大街城

守东大街

段入口 

左转&掉头 46.87 -19.84 27.03 D 
26.79 C 2 直+直右 46.87 -20.32 26.56 D 

     
红星路四

段入口 

专左+掉头 55.86 813.72 869.58 F 
475.64 F 直左+直右 53.96 27.74 81.70 F 

     
红星路三

段入口 
直左+直右 53.96 57.26 111.22 F 

111.22 F 
          

3.2 交叉口问题分析 

通过本次实地调研的实测数据和后期计算得到的相关参数，可知该交叉口总体服务

水平较低。结合视频资料研究分析，我们主要发现了以下几个问题： 

3.2.1 路面标线混乱 

交叉口内部分区域存在标线混乱的现象，即新老标线同时存在于路面上，造成歧义，

影响驾驶员通行时做出正确判断。 

3.2.2 机动车与行人冲突 

红星路四段-东大街下东大街段右转车辆、红星路三段-东大街下东大街段左转车辆

与红星路四段-红星路三段过街行人存在冲突，行人流量大造成右转机动车排队严重。 
且此处人行道宽度较大，行人很难在绿灯时间内一次性完成过街；但中央并未设置

中央驻足区，行人安全没有得到保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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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3.1 机非冲突示意图 

3.2.3 交叉口溢出 

如图所示为东大街城守东大街段入口车道，此处设有一条左转兼掉头车道。调研过

程中发现该车道的排队现象十分严重，且对对象车流亦造成影响，导致交叉口溢出。 

 
图 3.2 东大街城守东大街段入口车道 

1.该入口掉头与左转的车流比例大致为 2:1，由于此处转弯半径有限，机动车掉头存

在一定困难，掉头过程所需时间一般为 3 秒左右，当前方车辆掉头时，必然造成后方左

转车辆排队等候。 
2.信号灯为单灯控制，即左转车辆排队过程中可能需要等待一个信号周期以上才能

驶入交叉口，增加了等待时间。 
3.该处设有交警专人管理，当交警发现这条车道的排队长度过长时，会暂时阻断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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向车流让掉头车辆优先进行掉头。虽然排队长度逐渐减小，但也导致对向车流在交叉口

内形成排队，完全阻断相交道路的通行车流。 

3.2.4 管理控制效果不佳 

该交叉口管理控制方式主要包括信号控制与交警直接引导两种方式。 
1.交叉口信号灯形式较老，为单一信号灯，部分路口附加有左转信号灯。 

 
图 3.3 东大街城守东大街段信号灯 

如上图所示，能够实现的信号相位控制方案较少。 
2.该路口人流量较大，部分行人等待过街时占用非机动车道，阻挡非机动车行驶。

虽然有交警和志愿者引导，但效果不是很理想。 

 
图 3.4 交警、志愿者引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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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3.5 行人过街 

3.非动车中未遵守交通规则的车辆占比较大，存在直接左转过街的现象，与机动车

造成冲突。 

3.3 交叉口改善意见 

3.3.1 路面标线改善 

对标志标线进行定期维护、检查和更新，清理已经失效、废弃的标志标线避免新旧

标志标线同时出现，修正不正确的标志和标线。增大标志标线，重复设置重要标志标线，

完善警告、禁令、指示、指示标志以及各种道路划线。消除交叉口由于标志标线不完善

而产生的交通矛盾，进一步缓和交通拥堵。 

3.3.2 机动车与行人冲突改善 

对于东大街下东大街段存在的行人过街与机动车的冲突，首先考虑是不是由于行人

信号相位配置不当。鉴于该路段行人流量巨大，人行横道又较长，一般的行人相位绿灯

时间、黄灯清空时间可能会不足，应适当调整行人信号配时，给予行人更多的清空时间。

在信号配时确认无误后，如果仍存在明显冲突问题，则应考虑设置中央安全区，供行人

二次过街使用。 

3.3.3 交叉口溢出改善 

如 3.2.3 部分分析的交叉口溢出原因，需对东大街城守东大街段左转和掉头车辆运

行进行改善，考虑到该路段左转车辆占比较少，掉头车辆数占比较多，因此对该路段车

道功能做如下改进，使掉头车辆在路段区域提前完成掉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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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3.6 车道功能改进图 

如上图所示，改变近绿化带车道为直左车道，掉头车辆利用绿化带与隔离带间区域

完成换道、排队，参照“左转掉头灯”信号在路段完成掉头。左转掉头灯在红星路三段

-红星路四段间绿灯时间维持绿灯，这样有效避免对象车流冲突。考虑交叉口左转车流

量小，其余左转车辆于隔离带至停止线之间区域完成换道，在路口处执行左转。 

3.3.4 增加管控措施 

1. 改造交叉口老式信号灯，将需要更换的信号灯换成新型的信号灯，以便实现更多的

信号配时方案。 
2. 调整行人相位配时方案，加强宣传引导，条件允许的话可以增设中央驻足区或安全

岛供行人二次过街。 
3. 可以在路边设置提示警告信息，提醒非机动车驾驶员过街时要遵守交通规则。交警

也应加大监管力度，引导非机动车安全文明过街。 
4. 给予非机动车以行驶渠化或诱导措施，划定非机动车过街暂停区域，使非机动车过

街更有秩序。 
5. 加强共享单车停放管理，避免共享单车停放问题造成阻碍。 

3.3.5 交叉口信号配时改善 

此交叉口采用固定式配时，由于交叉口地处城市中心区，可以考虑与周边其他交叉

口采取线控、面控等措施，提升区域交通运行质量。此外现交叉口信号控制存在一定资

源浪费，且信号周期较长，车辆等待时间较长，未来可进一步结合交通控制相关知识，

针对信号配时进行改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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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心得体会 

经过一下午对红星路-东大街路段交叉口的交通实地调查，我们运用《交通工程学》

等教材书籍中的有关方法对调查中获得的交叉口信号周期长、各进口道交通量等相关数

据进行研究，进一步计算分析得到交叉口设计通行能力、饱和度、服务水平等参数，同

时充分结合交通设计课上所学到的内容，分析了该交叉口存在的一些问题，提出了对该

交叉口的一些初步改善意见。 

  

图 4.1 交叉口实地调研                 图 4.2 视频拍摄 

经过此次对交叉口的调查研究以及数据处理，我们进一步对书中的基础理论和方法

有了更为深刻的了解认识，在交通实际操作方面积累了宝贵经验，锻炼了团队合作能力，

提高了数据处理分析能力，但同时，我们也意识到了自己在专业知识掌握上的欠缺和在

对原始数据处理方面的严重不足。作为交通专业的同学，包括交叉口问题在内的交通问

题都与我们息息相关，因此我们更应打下扎实的交通知识基础，提升自己的交通实践能

力，开阔交通视野，充分借鉴学习国内外先进的交通管理控制方法与理论，为交通发展

尽自己的一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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