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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针对山地城市空间资源紧缺、城市发展与交通发展不协调的问题，以泸州市为例，基于 2012 年泸州市

区综合交通规划交通流量调查数据，从交通量车种构成、时空分布特性及路网特征等角度分析山地城市的交

通特性，据此提出了完善道路网络系统、构建高效的公共交通体系、城市与交通协调发展等山地城市交通发展

策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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相对于平原城市，由于地形起伏较大，空间资源紧缺，

山地城市在城市结构、交通特性等方面呈现显著的差异，

相应地，所变现出来的交通问题和症结也大不相同。随着

经济的发展，城市建设不断扩张，人们的出行方式逐步改

变，不断增长的人流和车流考验着山地城市有限的空间承

载力，新的交通问题随之产生。交通量特性变化规律分析

是进行城市交通管理的基础，也是交通规划、交通控制与

安全等交通问题解决的重要依据，因此深入研究山地城市

的交通特性，有助于分析山地城市发展过程中存在的交通

问题，为山地城市交通发展提供理论支撑，并提出建设性

的策略和建议，改善经济发展与交通发展的制约，使得中

国山地城市交通和城市建设实现可持续发展。

一、研究区概况
泸州市位于中国第二阶梯的四川盆地南部，是四川盆

地向云贵高原过渡的地带，海拔高度在 203～1903 米之间，

是典型的盆地区丘陵山地城市。泸州市主城区建设历史

悠久，坐落于长江和沱 江 交 汇 处 两 侧 的 丘 陵 地 带，面 积

281． 33 平方公里，常住人口约 92 万，由于地形起伏较大，

开发建设难度相对较大。
泸州市主城区被长江和沱江天然分割成三个行政

区———中心半岛江阳区、龙马潭区和纳溪区，决定了泸州

市城区空间模式为分散组团结构。泸州市现状路网骨架

由主干路、快速路和跨江大桥组成，路网密度约为 1． 52km /
km2，其中跨江大桥目前共 5 座，分别为沱江一桥、沱江二

桥、沱江三桥、长江大桥和国窖大桥，三个城市组团间主要

依靠这五座跨江大桥沟通往来，是泸州市交通大动脉，除

此之外在东西向有 5 条主干道，南北向 1 条主干道，还有 1
条双向六车道的绕城快速路。

二、交通量特性分析

( 一) 交通量组成特性

截止到 2012 年底，泸州市机动车保有量达到 42． 68 万

辆，较上年增长 14． 29%，其中汽车保有量达到 14． 45 万

辆，摩托车保有量为 28． 23 万辆，分别占到了机动车总量的

33． 69%、66． 15%。对泸州市区道路流量实测数据进行分

析，统计出泸州市区道路总流量车种构成。泸州市区道路

交通流中摩托车比例最高，占总量的 66． 14%，其次为小客

车，占 19． 47%，货车占 7． 8%，而公交车仅占 1． 41%。在道

路流量中摩托车所占比例最大、公交车占最小比例的特

点，一方面体现出在欠发达山地城市由于出行不便，人们

倾向于选择经济便利的摩托车作为主要代步工具; 另一方

面体现出泸州市公共交通发展的滞后，二者相互影响。高

效便捷的公共交通会减少对摩托车出行的需求，反之增加

摩托车的出行需求。然而摩托车具有难以管理、事故率高

发等特点，因此减少摩托车保有量是优化山地城市出行结

构，保障交通安全、畅通的一项重要举措。
根据泸州市机动车保有量的增长情况，以及小客车在

道路流量中所占比例，我们可以看出小汽车近年呈现急剧

增长的趋势。对于空间资源紧缺型山地城市，如何平衡交

通需求与有限的承载力之间的矛盾显得尤为重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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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 交通量空间分布特性

交通量是一个随机数，不同区域之间社会经济发展的

速度、人们文化生活水平、人口分布、气候环境、物产资源

等因素有所不同，相应对交通的需求也不同，从而导致了

交通量的不同分布。泸州市特殊的地理位置和空间结构

使其交通量在对内、对外以及城市组团之间呈现独特的空

间分布。
1． 中心城区对外交通量

泸州市地处云贵川渝交界处，是川南地区与省内外的

交通要塞和物资集散地，是一个以酿酒、化工、机械为龙

头，轻重工业并举的综合性工业城市，往返于省内外的过

境车辆及商业物流车辆来往频繁。根据实地测量数据，在

泸州市早( 晚) 高峰时段，中心城区对外交通总量 8896veh /
h，其中市域外 30%，市域内 70%。

实测数据统计显示，泸州市城区对外交通以重庆方向

流量最大，占 出 入 口 总 流 量 的 11%，成 都 方 向 次 之，占

10%，这是由泸州市紧邻重庆的地理位置所造成的; 对内交

通以泸县方向为主，占总流量的 44%，这也是因为地理位

置相邻，同时泸县又是泸州市最大的经济强县所决定的;

另外城区内交通客货混行的现象严重，大量的过境交通与

市区内部交通混杂，严重干扰了市区交通的正常运行。
2． 中心城区组团间交通量

泸州市城区三个城市组团间经济发展水平、行政区

位、人口分布等各不相同，组团间交通流量呈现较大差异。

根据实地测量数据，龙马潭区和江阳区之间的交通流量最

大，各个组团之间的单向最大交通量见表 1。

表 1 泸州市城区组团间交通流量

实测数据统计显示，泸州市组团间以龙马潭区与江阳

区之间的交通流量最大，江阳区与纳溪区之间次之，而龙

马潭区与纳溪区之间的交通量最小。如此现象显示了江

心半岛江阳区作为泸州市最主要的行政经济地位，是泸州

市的旧区，龙马潭区则是后来发展的新区，纳溪区更是最

新成立的区，因此江阳区是泸州市的行政区经济中心，往

返于此的车流、人流是最多的。

另外，泸州市三个城市组团处于被长江与沱江天然分

割的自然区位，组团之间唯一的通道依靠跨江桥梁，因此

跨江桥梁在交通路网中发挥着至关重要的作用。而龙马

潭区与江阳区之间交通量最大，反映出沟通两个区之间的

跨江桥梁———沱江一桥、沱江二桥和沱江三桥承担着巨大

的交通压力。
3． 中心城区交通流向、跨江桥流量

实地测量的时候，沱江三桥和国窖大桥未通车，因此

仅对跨江大桥沱江一桥、沱江二桥和长江大桥的交通流量

进行了实地测量，数据显示沱江一桥的高峰小时最大流量

为 3109veh /h，沱江二桥的高峰小时最大流量为 5362veh /
h，长江大桥的高峰小时最大流量为 4502veh /h。

根据数据统计，沱江二桥的高峰小时流量最大，长江

大桥次之，沱江一桥最小，沱江二桥承担了江阳区与龙马

潭区最重要的交通往来。

( 三) 路网流量分布

根据实测数据统计，泸州市区高峰小时平均行程车速

低于 23km /h，跨江桥梁低于 18km /h，高峰小时跨江桥头等

重要节点延误大于 1 分钟，最大 5 分钟。路网高峰流量主

要分布在沱江二桥、沱江一桥、长江大桥、绕城路、龙马大

道、蜀泸大道、迎宾大道、龙南路、龙透关路、江阳路、安蓝

路，形成市区主要交通走廊。其中沱江二桥、长江大桥高峰

小时流量最大，道路通行能力严重不足，是交通瓶颈路段。

( 四) 交通量时间分布特性

沱江二桥为泸州城区沟通内外的交通要道，也是交通

瓶颈路段，因此选择沱江二桥作为交通量时间分布的分析

对象。根据实测数据显示，沱江二桥交通量随时间的变化

总趋势呈马鞍形。8∶00～ 10∶00 为早高峰，持续时间比

较长; 17∶00～ 19∶00 为晚高峰，持续时间也较长。

三、泸州市区道路交通现状
路网结构不合理，外围通道缺失。泸州市中心城区主

次支的道路配比远低于国家规范，且断头路较多，道路连

通性较差，降低了道路网的整体运行协调能力。此外，泸州

市地处四省交界，往来物流货物车辆众多，然而没有外围

通道，过境车辆常常汇集于长江大桥，干扰市区交通，加剧

交通拥堵。
组团间跨江桥梁交通压力大，是最主要的交通拥堵节

点。由于特殊的地理环境，泸州市城市空间布局呈组团式

扩展，其中江阳区是最重要的行政经济中心，集聚了泸州

市区最多的人口，中心半岛三面临江的地理位置使其只能

依靠跨江桥梁来与其它区域沟通往来，因此江阳区与龙马

潭区之间的跨江桥梁沱江二桥和沱江一桥在早晚高峰时

段是泸州市的交通拥堵节点，江阳区与纳溪区之间的跨江

桥梁长江大桥也是早晚高峰时段的拥堵节点，尤其以沱江

二桥、长江大桥压力最大。
公共交通发展滞后。泸州市为丘陵型山地城市，地形

起伏较大，步行及自行车出行都不方便，便利而低成本的

摩托车成为泸州市民出行的首选交通工具。随着经济的

发展，不断增加的私人小汽车成为泸州市民第二大交通工

具，而公共交通出行比例相对较低。山地城市本身空间资

源就相对紧缺，道路利用率最大的公交出行比例却最低，

大大降低了道路的通行能力，使道路供需矛盾愈加突出。
静态交通设施严重不足。调查显示，泸州市公共停车

场严重不足，占道停车现象非常普遍。在地形起伏较大、空
间资源紧缺的山地城市，占道停车一方面阻碍了正常的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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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降低了交通网络的通行能力; 另一方面山地城市坡道

众多，路边停车存在诸多安全隐患，容易发生交通事故。

四、山地城市交通发展策略

( 一) 完善道路网络结构

受制于空间资源紧缺，山地城市疏通城市内外交通的

有效途径是完善道路交通网络，完善主干道与支路之间的

合理配比。对外构建城市外围通道，使得进出城畅通快

捷，且不干扰城市内部交通; 对内重视城市次干道和支路

道路网络的建设，分流主干道交通流，同时形成地区内部

交通微循环。

( 二) 分散行政中心

行政中心是城市重要的吸引点，是人流和车流的集中

地，城市行政中心是伴随城市建立和发展而构建，大多数

未进行区位规划，只有当城市发展达到一定规模，行政中

心对交通的影响才能显现。对于空间资源紧缺的山地城

市，行政中心区位分布对交通的影响更直接、更明显，因

此，合理布局行政中心是山地城市交通发展的有效策略，

分散行政中心不仅可以实现山地城市组团特色的布局，同

时可起到有效分流交通的作用，实现山地城市经济与交通

可持续发展的模式。

( 三) 构建高效的公共交通体系

受空间和地形条件的限制，山地城市无法承受大量的

汽车运行，也无法采用以自行车为主要出行方式的慢行交

通模式，所以生态、低能耗的公交导向型交通运行模式是

山地城市交通发展的首选。大力发展公共交通，构建高效

的公共交通体系，调整山地城市以摩托车为主的出行结

构，既能减少城市交通压力，又能保障市民出行安全便捷。
( 四) 城市与交通协调发展

道路交通是伴随城市发展而产生的，它是推动城市发

展的基础，二者相互影响又相互促进。城市的交通模式往

往因为城市的布局而改变。对于山地城市而言，自然地形

条件特殊，空间资源相对紧缺，道路的可达性决定了交通

对地形的要求较城市土地利用更加严苛，因此山地城市应

该以交通模式引导城市合理布局，实现城市与交通二者间

的协调发展。

城市交通是城市经济发展的动脉，对于空间资源紧缺

型山地城市，如何解决城市发展所带来的交通问题尤为重

要。因此对山地城市的城市区位进行合理布局，完善道路

网络结构，构建高效的公共交通，疏通内外合理布局是山

地城市交通发展的主要策略，也是实现城市与交通可持续

发展的有效途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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Ｒesearch on Traffic Development Strategy of Mountainous
Cities Based on Analysis of Traffic Characteristic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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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In view of shortage of space，uncoordinated development of cities and traffic，the traffic characteristics of Luzhou city
is studied based on survey data of traffic flow of the city in 2012，in aspects of vehicle types，time and space distribution charac-
teristics，road network features． Traffic development strategy of mountainous cities is then put forward to improve road network
system，construct highly efficient public traffic system and achieve coordinated development of cities and traffi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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