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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以深圳市宝安区为例 ,分析了城市基建项目对交通的影响 ,在总体疏解的前提下 ,提出了区域交通疏解的核心思

路 ,阐述了主要的改善对策及措施 ,以减少轨道、道路、疏港等建设项目对区域的交通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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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为了有效缓解城市交通拥挤状况 ,2011 年前深圳市将新建

155 km 的轨道交通[2 ] 。其中 ,分布在宝安新老中心城区范围内正

在建设和即将建设的轨道交通有轨道 1 号线延长线和轨道 5 号线

部分线路。两条轨道线路的建设将直接影响到区域内两条道路

(新湖路、创业路) 的交通运行状况 ;除轨道建设项目外 ,该区域内

还有多条正在和即将建设的新建和改造道路项目 ,也会对区域交

通产生一定的影响 ;在上述轨道、道路等项目计划建设的同时 ,大

铲湾港区一期工程在 2007 年年底已经投入使用 ,而其疏港专用

通道由于工期滞后尚未建成 ,近期大铲港区交通要利用城市内部

道路进行疏港。

目前 ,宝安新老中心区现状交通运行状况已不容乐观 ,早晚

高峰期间主要道路交通拥堵严重。近期宝安新老中心区进行上

述大型基础设施的建设工作 ,将会对宝安中心城区的交通运行状

况产生较大的影响。

1 　交通影响分析及总体评估

1. 1 　现状区域交通状况
宝安新老中心区位于深圳市西部发展轴上 ,同时周边也分布

着西部通道口岸、机场、西部港群 (含大铲湾集装箱码头) 等重大

基础设施。因此 ,区域内的交通构成主要分为过境、疏港、城市对

外、城市内部等四类交通。由于现状路网体系还不够完善 ,区域

路网系统还存在以下主要问题 :

1)等级结构不尽合理。宝安新老中心区已经与深圳特区形

成了连绵的建成区 ,但目前区域内尚未形成合理的路网等级结构

体系 :

a.区域内沿江高速未建成 ,又缺乏城市快速路 ;107 国道还必

须承担过境、疏港、城市对外及城市内部交通长、中、短距离交通 ,

造成 107 国道交通功能混杂 ,对宝安中心区的内部及对外交通影

响较大 ;

b.缺乏次干道 ,大量的短距离出行也只能由 107 国道等干线

道路承担 ,不仅导致 107 国道等道路上交通过于集中、压力巨大 ,

而且各种不同性质的交通相互干扰 ,大大降低了道路设施的运行

效率。

2)区域东西向通道压力较大。宝安新老中心区受现状 107

国道分隔的影响 ,现状裕安东路、兴华东路和上川东路均未打通

至 107 国道西侧 ,宝安新老中心区东西向的交通联系主要依赖于

新安六路、新安一路和创业路。由于东西向联络道路较少 ,并且

新老城区间交通需求大 ,故造成以上通道交通量过于集中 ,交通

压力较大。

在对区域主要道路和节点进行大量交通量调查 ,采集了各节

点的形式、车道布置、几何尺寸、交通管理和信号交叉口的信号配

时等情况 ,从而通过模型计算得到各节点的饱和度 (交通量与通

行能力的比值) ,并利用饱和度来评价节点的运行状况。分析结

果表明 ,在区域内 75 个节点中 ,有 16 个主要节点处于拥挤状态 ,

饱和度超过 0. 85 ,占主要节点总数的 21. 3 % ;其中 2 个节点已经

严重拥挤 ,饱和度超过 0. 95 ,占主要节点总数的 2. 7 %。另有 24 个

节点的饱和度在 0. 7～0. 85 之间 ,处于比较畅通的状态 ,占主要

节点总数的 32 % ;35 个节点的饱和度小于 0. 7 ,节点畅通 ,占主要

节点总数的 46. 7 % ,区域交通状况不容乐观 [1 ] 。

1. 2 　现有道路疏解条件
1)近期没有大的疏解通道建成。近期区域内对外联系通道

仅依赖于广深高速公路、107 国道、宝安大道等道路 ,且近期大的

疏解道路还没有建成 ,导致区域内 107 国道、创业路承担的交通

功能较为混杂 ,交通功能不明确 ,交通量过分集中。

2)既有道路疏解能力有限。现状宝安中心区内主要联系通

道交通运行状况已不容乐观 ,创业路、107 国道、西乡大道等道路

的局部路段及节点已经趋于或达到饱和状态 ,既有道路自身疏解

能力有限 ,宝安中心区内大量基础交通设施建设项目的开展将进

一步增加既有通道的交通压力。

1. 3 　区域交通需求形态
区域交通需求形态为“十字形”加“双中心”的对外辐射形

态[1 ] ,其中“十字形”南北向主要为过境、疏港、城市对外及城市内

部交通中、长距离交通 ,“十字形”东西向主要为宝安新老中心区

之间的交通联系 ;“双中心”的对外辐射主要为宝安新老中心区与

西乡碧海新区和西乡老城区的交通联系。随着区域土地利用的

开发建设与宝安新中心区建设日趋完善 ,宝安新老中心区之间及

双中心的对外辐射功能将日益加强。

1. 4 　建设项目交通影响分析及评估
1)轨道影响分析及评估。

区域内近期有两条轨道建设任务 ,即轨道 1 号线、5 号线的建

设。轨道 1 号线、5 号线分别沿新湖路、创业路敷设 ,线路和车站

均为地下敷设。轨道 1 号线施工期间 ,除中断交通路段外 ,新湖

路保证双向四车道 ,整体通行能力下降 15 %～40 %。由于新湖路

所处宝安新中心区目前正在开发之中 ,近期交通压力不大 ;且新

湖路部分路段尚未打通 ,因此新湖路承担的交通量不大 ,轨道施

工对新湖路及周边道路影响相对较小。

轨道 5 号线施工期间 ,除创业路部分路段中断交通外 ,创业

路保证双向六车道 ,通行能力下降 30 %～50 % ;创业二路保证双

向四车道 ,通行能力下降 15 %～50 %[4 ] 。创业路是沟通宝安新老

中心区的重要骨干道路 ,同时与宝石路相连 ,作为区域对外交通

的联络通道 ,在整个区域路网中发挥着重要的骨干作用。轨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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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号线沿创业路施工 ,对创业路造成较大影响 ,且创业路目前交通

压力很大 ,因此轨道 5 号线施工对区域交通必将造成很大的影

响。

通过对轨道施工工法和产生影响的分析 ,根据轨道施工期间

区域路网交通流量的变化情况。轨道建设期间 ,在不采取疏解措

施的情况下 ,区域内有 35 个主要节点处于拥挤状态 (较现状增加

19 个) ,占主要节点总数的 46. 7 % ,接近一半 ;其中 7 个节点达到

非常拥挤 (比现状增加 5 个) ,占主要节点总数的 9. 3 %。轨道施

工期间 ,如果不采取疏解措施 ,拥挤区域将大面积扩散 ,区域内主

要节点大部分处于拥挤状态。

2)道路影响分析及评估。

区域内各类道路工程项目约有 30 条 (个) ,经过综合分析 ,有

多条道路建设项目 (含正在建、即将建设项目) 中对区域交通有不

同程度的影响 ,其中 107 国道 —创业立交 (以下简称创业立交) 改

造对区域交通影响程度及影响范围最大 (该立交是宝安新老中心

区内部及对外联系重要交通节点 ,在宝安新老中心区中所承担的

交通功能非常重要) 。

创业立交实施改造期间 (分两阶段实施 ,工期 6 个月) ,对立

交各个方向要进行中断交通。在创业立交改造实施期间 ,创业立

交中断的交通流向需要通过立交周边的道路网绕行来解决。

由于创业立交与轨道建设的工期重合 ,在此期间建设项目对

于区域交通影响最大 ,道路与轨道同时施工期间 ,在不采取疏解

措施的情况下 ,影响区域内拥挤节点总数增至 38 个 ,占主要节点

总数的 51 % ,其中严重拥挤节点数增至 27 个 ,占主要节点总数的

36 %。宝安中心区范围内主要节点大部分处于严重拥挤状态 ,交

通运行情况将严重恶化 ,区域交通处于瘫痪状态 [1 ] 。

3)疏港交通影响分析及评估。

大铲湾位于深圳市西南部南头半岛西岸、妈湾港区的北部、

宝安区西乡街道办辖区内 ,港区北部紧邻深圳市宝安机场及航空

物流园区 ,其南部为西部港区物流园区。大铲湾港区一期工程于

2005 年 9 月正式开工建设 ,第一个泊位 2007 年 12 月 20 日投入

使用[3 ] 。根据规划 ,一期工程近期吞吐量预测见表 1。
表 1 　大铲湾港区一期工程吞吐量预测表

时间/ 年 2008 2009 2010

公路集疏运量/ 总吞吐量 (万 TEU) 72/ 80 171/ 190 225/ 250

产生的交通量 1 849 4 300 5 600

　　由于近期疏港通道未建成 (在建中) ,疏港交通需利用宝安中

心区外围的西乡大道。目前 ,该道路局部路段及节点已出现拥挤

状况 ,同时道路沿线基本为居住区 ,近期大铲湾利用西乡大道疏

港对道路沿线交通和生活环境将产生严重的影响。

2 　总体疏解主要对策及应对措施

1) 调整部分道路建设项目的建设时序 ,避免和减少对轨道建

设和区域交通的影响 ,并尽量为轨道建设期间交通疏解创造良好

条件 ;建议近期应暂缓实施的项目 (此类项目实施对区域交通产

生较大的影响) ;建议加快推进相关建设的项目 (此类项目实施能

起到疏解区域交通的作用) 。

2) 适当增加道路供给 ,完善区域路网结构并新建临时疏解道

路 ,提高路网整体疏解能力 ,缓解施工期间供需矛盾 ;打通裕安东

路、洪浪北路 (增加区域东西向通道) ;打开 107 国道 —裕安东路

与 107 国道 —兴华东路交叉口 (增加区域东西向交通联系) ,并增

设信号灯 ;打开宝安大道 —兴华西路、宝安大道 —裕安西路 (增加

区域东西向交通联系)等交叉口 ,并增设信号灯。

3) 充分利用并挖掘现有道路潜力 ,对部分路段和交叉口进行

改造 ,提高现有道路疏解通行能力 ;新安环路划线为双向四车道 ,

提高道路运行效率 ;改造新安环路沿线主要交叉口 ,提高路口通

行能力。

4)优化区域道路交通组织 ,完善区域交通设施 ;调整宝安中

心站区域的交通组织 ;调整并优化 107 国道、宝民路沿线交通组织 ,

打通区域微循环道路 ;调整疏港交通组织 ,减小对交通的影响。

5)调整区域公交结构及运力安排 ,满足施工期间对区域的公

交服务水平 ;轨道施工期间 ,创业路设置临时公交站点 ;轨道、创业

立交施工期间 ,分阶段、有步骤地调整途经创业立交的公交线路。

6) 加强区域交通管理 ;加强对区域内乱停车的管理 ;加强对

107 国道主路停车载客的管理 ;加强轨道、道路的施工管理 ;轨道、

道路等施工各工点应设置统一、清晰、安全的交通围挡设施 ;轨

道、道路施工单位应按照交通疏解确定的工期、工法进行施工 ;轨

道、道路各施工工点运输材料和弃土车辆应按照指定路线和时间

行驶 ;相关管线迁改工作应在主体单位要求的建设时间内完成 ,

不得延误工期 ;加大对市民的宣传力度 ,寻求市民的理解和支持 ,

有效引导市民的交通出行方式 ,规范市民的交通行为。

3 　结语

在采取上述疏解措施的情况下 ,结合改善后各条道路和节点

的通行能力提高情况 ,对区域交通进行了分析评估 ,评估结果为

严重拥挤节点数量与不采取疏解措施相比 ,下降 1/ 2 以上 ,区域

交通拥挤情况得到了缓解。但是 ,由于近期区域内交通基础设施

建设任务重 ,且基本疏解条件十分有限 ,在尽量采取疏解措施的

情况下 ,交通运行状况较现状仍有一定程度的恶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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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nalysis and countermeasure of the influence of
the urban traff ic capital construction on the traff ic

YUAN Chong

Abstract : Taking Bao’an district of Shenzhen city as an example , the author analyzes the influence which the urban capital construction has on

the traffic , on the premise of the general untwining , puts forward the core thoughts of the regional traffic relief , discusses the main counter2
measure and the measure of improving the situation , to reduce the influence of the rail , the road , the untwining harbor on the regional traffic.

Key words : rail , road , untwining harbor , construction projec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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