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城市道路行人过街设施选型研究 

——以深圳市深南路行人过街设施为例 

林云青 刘光辉 覃国添 
 

【摘要】步行交通是最为常见最重要的交通出行方式之一，但是行人过街设施的形式错配问

题普遍存在，且常常造成各类交通活动参与者使用不便甚至导致安全事故，合理设置步行过

街设施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文章通过分析常用的行人过街设施的形式、特点、通行能力和

适用范围等，总结认为行人过街设施配置选型时应考虑道路功能等级、车辆的运行状况、行

人过街需求以及道路周边用地、建设经济性、城市景观与环境等因素，文章最后结合具体行

人过街设施配置案例进行实例分析，具有一定的实用参考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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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 引言 

步行交通在以通勤、休闲娱乐、购物等出行目的中发挥着重要的作用。人们不管选择何

种方式出行，都需要以步行作为一次出行的开始、过渡衔接和结束。据统计，不论其他的交

通出行方式如何发展，步行交通出行方式占居民出行方式中的比重一直较为稳定，其在交通

系统中的地位不可取代。然而，在城市道路规划与设计中，行人过街设施错配的案例时有发

生，导致行人过街不便、交通流运行不畅甚至安全事故频发。因此，在城市道路行人过街设

施规划或者设计中，要充分重视对行人道路通行权力的保障，实现人、车环境的安全、便捷、

高效和舒适。 

1. 行人过街设施概况 

城市道路的时间、空间资源有限，各种交通方式在城市道路中的冲突主要体现在时间和

空间两个方面，特别是步行交通与机动车交通。行人过街设施按所克服的冲突类型不同可分

为平面过街和立体过街两种形式。 

1.1 平面行人过街设施 

平面行人过街设施是最常见、较简单的过街设施，人行横道是平面过街设施的基本形式。

根据是否对行人与机动车的路权进行人为的、相对固定比例的时间分配，平面行人过街设施

分为信号灯控过街和无信号灯控过街两种类型。 

行人在通过无信号平面过街设施前会判断是否有安全的穿越间隙（这个间隙通常叫做

“可穿越时距”），即机动车流的车头时距是否大于行人穿越街道所需的最小安全过街时间。

理论上来说无信号灯控平面过街方式的通行能力是关于道路交通流量、道路横断面宽度等参

数的递减函数，在实际运用中往往还要考虑道路机动车速度、行人行为习惯等因素。 

无信号灯控平面过街设施不适用于主干道及以上等级的道路，较适用于支路等级道路，

而次干道级别的道路则应视交通流量情况进一步研究布设的可行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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信号灯控平面过街设施，即通过信号灯来协调行人与其他交通方式的时间冲突，以保证

各类交通流安全、高效运行。 

 
图 1 设有过街安全岛的信号灯控平面过街示意图 

影响信号灯控平面过街设施通行能力的主要因素是信号灯对路权的时间分配。 

信号灯控平面过街形式适用于道路等级较高、车流量较大的情况，信号灯控制将对机动

车流和人流进行约束并有序组织，以保证各交通流的安全，同时增加车辆运行的延误时间。 

1.2 立体行人过街设施 

立体行人过街设施从空间上将慢行交通与机动车交通流进行分离，以解决两者在空间上

的冲突。立体行人过街设施主要有天桥和地道两种形式。 

行人在天桥或地道上通行不受时间限制。由于行人上、下坡的速度通常低于平面行走时

的速度，所以立体过街设施的通行能力主要由上下梯道的通行能力和服务水平决定。 

立体行人过街设施从空间上将行人流与机动车流分离，虽然保证了两者的安全性和通行

效率，但是一定程度上降低了行人过街的便捷性并增加了绕行距离。 

2. 行人过街设施选型原则 

2.1 保证行人安全 

行人过街设施的服务对象是过街行人，行人是交通系统中的弱势群体，保证行人的人身

安全是过街设施选型的首要原则。从安全性的角度分析，不同的过街条件，行人过街危险性

不同：道路交通设施越完善，交通管理措施越合理，行人过街的相对危险性就越低。根据英

国运输与道路研究实验室的研究，行人过街的相对危险性如下表。 

表 1 行人过街相对危险性分析 

过街设施类型 危险程度 
无人行横道线也无交通信号 1.00 
有人行横道线无信号控制 0.89 
信号灯控行人过街设施 0.53 

设置有过街安全岛的信号灯控行人过街设施 0.36 
人行天桥（或地下通道） 0.00 

2.2 满足交通参与者的需求 

在保证安全的前提下，满足各交通参与者的通过需求是过街设施选型的重要原则。城市

道路的特性决定了各类交通参与者的基本需求特征，同时机动车流特性和行人过街的特点，

也是影响行人过街设施选型的重要因素。 

1）道路的几何形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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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道路的几何形式包括道路的等级、宽度、车道数以及道路的分隔形式。道路的等级决

定道路的路权分配的原则，道路宽度和车道数影响行人过街距离和行走时间。 

2）车辆的运行状况 

车辆的运行状况指机动车流量、车速和密度，这三者决定了平均车头时距和平均车头间

距。车头间距和车头时距决定行人穿越机动车流可能性和冲突程度；道路行驶限速直接影响

车辆的制动距离，与行人的安全性有较大关系。 

3）行人过街需求 

行人过街需求包括行人过街流量及过街的行为和心理特征。行人过街需求要求过街设施

的形式和通行能力要与其相适应。 

2.3 综合考虑经济、用地性质及环境等因素 

合理配置行人过街设施，还应该从管理者的角度思考，选择相对经济，并且能够满足需

求的设施；同时，应结合过街选址周边的用地性质、环境和景观等因素综合考虑选型，特别

是在城市重要的景观道路上考虑选用立体过街设施的情况下。 

3. 行人过街设施的配置选型 

3.1 基于交通需求的过街设施选型 

充分考虑道路交通需求特征的过街设施选型，对于城市道路中的快速路，或者较重要的

主干道，其功能定位、交通需求形态决定了需要保证机动车连续地或较顺畅地通行，为了尽

可能避免机动车流与行人过街需求在时间上的冲突，宜设置立体行人过街设施或信号灯控平

面过街设施；对于较低等级的道路，过街设施选型时应更倾向于保证行人的便捷等因素，如

下表： 

表 2 基于交通需求的行人过街设施选型 

道路等级 交通需求特征 首选过街设施形式 
快速路 机动车连续通行 立体过街设施 

干线性主干道 机动车顺畅通行、行人过街较方便 立体过街设施、信号灯控平面过街设施 
主干道 机动车较顺畅通行、行人过街方便 信号灯控平面过街设施、立体过街设施 
次干道 行人过街方便 信号灯控平面过街设施 
支路 行人较自由过街 无信号灯控平面过街设施 

注：横过交叉口的一个路口的步行人量大于 5000 人次/h，且同时进入该路口的当量小汽车交通量大于 1200 辆/h 时；

路段上双向当量小汽车交通量达 1200 辆/h；或过街行人超过 5000 人次/h 时宜设置立体行人过街设施。 

值得一提的是，在一些相对低等级的道路上，若行人过街需求特别大，平面过街设施很

难保证行人充分通过，也可以设置立体行人过街设施，但应当在相应的范围内，配合护栏等

交通设施的使用防止行人平面过街。 

3.2 基于综合条件立体过街设施选型 

行人过街设施选型除了考虑基本的交通需求外，还应该综合考虑经济、用地性质及环境

等因素，特别是对于立体过街设施的选型确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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结合公交设施及周边用地开发。立体行人过街设施的设置应结合周边地块的用地性质：

当与地铁车站、人防工程等结合的时候，适宜选用地下通道，当与轻轨等高架铁路结合的时

候，适宜选用天桥，这样可以充分利用既有的设施，更有利于步行交通与公共交通方式的转

换；在一些商业密集的地区也适宜修建地下通道，一方面，地下通道不占用城市地面空间，

对景观影响较小，另一方面，地下通道与地下商业设施连接，构成步行走廊，有利于商业的

繁荣。 

结合景观与环境。立体行人过街设施的设置应考虑城市景观与环境的影响：由于天桥高

出地面，对外形的艺术设计要求较高，而地下通道在地面上外露的部分较少，相对于天桥对

城市景观影响较小，因此在城市景观大道、历史纪念地或者城市标志性建筑等附近适宜采用

地下通道的型式；凸形地形有利于地下通道楼梯与地面的衔接，提高行人过街的便利性，凹

形地形有利于天桥梯步和周边地形衔接，提高人行天桥的便利性；在地形较为开阔、建筑物

少的非城市中心区，适宜选择人行天桥，在街道较为狭窄，道路两侧用地紧张的情况下，建

设天桥会占用更多的地上空间，使道路更为拥挤，所以适宜选用地下通道；同时，由于天桥

充分暴露于室外，冰冻地区还应考虑天桥梯道结冰造成使用不便等问题。 

结合工程实施难度与经济性。人行地道在施工时，需要考虑地下管线的布置、地质水

文的状况等复杂因素，因此对于地下管线复杂的道路，选择人行天桥比较合适；经济性是影

响过街设施选型的重要因素。从管理者的角度，在保证交通效率的情况下，要选择尽可能少

的投资成本。一般来说，地道的修建费用比天桥多出 80%-180%，而且日常维护费用也较高。 

3.3 案例分析 

深南路是深圳市最重要的干线性主干道，沿东西走向自西向东横穿南山、福田、罗湖三

大组团，为双向 6 车道加辅道或双向 8 车道断面，机动车流量大，同时由于两侧分布着大量

商业、居住以及休闲娱乐设施，行人过街需求同样旺盛。 

3.3.1 充分考虑交通需求以确定过街设施形式 

2004 年，深南路全线共有行人过街设施 40 处，其中立体过街设施 26 处，平面过街设

施 14 处（含部分无信号灯控平面过街设施）。该年度发生于深南路，且涉及行人和非机动

车的交通事故共 169 起，导致 26 人死亡，161 人受伤。行人过街存在的安全隐患引起了有

关各方的高度重视。 

导致深南路交通事故频发的重要原因之一即为沿线行人过街设施形式错配：沿线大冲、

康佳东、香蜜湖渡假村、特区报社、高交会馆（投资大厦）、岗厦等多处平面过街设施均为

无信号灯控过街设施。由于深南大道交通量较大，且横断面较宽，行人难以利用机动车流的

间隙穿过，过街安全性差。 

在时间或空间上给予行人过街一定的通行权是保障行人安全的重要手段。根据深南路的

道路等级、横断面形式、交通运行状况以及行人过街需求分布等情况，截止 2006 年，深南

路全线增设行人过街设施 17 处，其中立体过街设施 8 处，平面信号灯控过街设施 9 处，原

先无信号灯控过街设施改为信号灯控设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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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6 年中，《深南路交通综合改善详细规划》提出以下三方面措施以进一步缓解行人

过街设施错配、改善道路沿线行人过街条件： 

（1）完善行人过街设施； 

（2）改善行人过街环境； 

（3）配备行人过街管理设施。 

规划方案全线共设置行人过街设施 58 处，其中立体过街设施 40 处、平面信号路口及路

段行人过街 18 处。全线立体过街设施比例从 59.6%上升至 69.0%，具体方案如下图： 

 

图 2 《深南路交通综合改善详细规划》规划深南路全线行人过街设施分布图 

3.3.2 综合考虑考虑经济、用地性质及环境以确定立体过街设施形式 

深南路不仅是深圳重要的交通干道，也是深圳的坐标轴，深圳的名片，就像长安街之于

北京、东方明珠之于上海，它更是这个城市展示所有精彩的电影胶带，集中了这个城市的经

典。因此深南路也是深圳重要的景观大道，景观因素是行人过街设施选型时的重要参考因素。 

如前文所述，由于天桥高出地面，对外形的艺术设计要求较高，由于早期对此问题意识

不足，深南路罗湖段修建了燕南、华发以及华强等三座人行天桥，视觉景观不佳，且由于天

桥设置不合理、交通管理措施不当，人行违章过街现象严重。 

     

图 3 深南路/华强路过街天桥 

同时，早期深南路沿线立体过街设施未能有效地结合沿线的公交设施、地铁站点以及商

业用地的开发进行设置，存在设施利用率偏低等问题。 

2005 年，结合深圳地铁一号线的施工，考虑到深南路是深圳市景观大道，尤其是深南

路中段，两侧集中了深圳市各个发展阶段的标志性建筑，修建地道有利于保护城市景观和地

面商业活动，市政府计划在深南路中段建造 9 座人行地道，分别是红岭路地道、同心路地道、

上步路地道、华发路地道、华强路地道、华富路地道、农园路地道、香蜜湖（靠近香梅路）

地道、竹子林地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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除了这 9 座人行地道能方便行人安全穿越深南路外，在地铁建成通车后，深南路路段还

有大剧院站、科学馆站、华强路站、香蜜湖站、车公庙站、竹子林站、华侨城站和世界之窗

站等 8 座车站，这 8 座车站也能方便市民过街。地铁车站将根据地铁运行时间开放，而人行

地道则 24 小时可以通行。 

同时，这些人行地道中部分通道与周边的地下空间连接，形成地下连续、畅通的商业步

行系统，提升商业层次和区域品位。目前，已实施的地下空间开发项目有中信广场、赛格、

佳和和车公庙地下商业街。 

      

图 4 深南路景观 

4. 结语 

步行交通是城市交通的重要组成，行人过街设施是城市交通设施的重要构成。特别是近

年来，我国政府大力提倡“以人为本”可持续发展理念。因此，在城市道路行人过街设施规划

或者设计时，要充分重视对行人道路通行权力的保障，合理选择行人过街设施的形式。行人

过街设施的选型，特别是在立体过街设施的形式选择时，应在充分保障行人安全的基础上，

遵循满足各交通参与者的需求、与公交系统、周边用地开发相结合以及满足城市景观和环境

要求等原则。文章通过深圳深南路的案例对立体行人过街设施的选型进行分析，具有一定的

实用价值。 

 

【参考文献】 

[1] 城市道路交叉口规划规范 GB50647-2011. 

[2] 郑祖武,李康,徐吉谦,等.现代城市交通[M].北京:人民交通出版社,1998. 

[3] 冯绍海,李淑庆,谢晓忠.交叉口人行横道通行能力研究[J].交通信息与安全,2011(1):20-24. 

[4] 深圳市规划局,深圳市城市交通规划设计研究中心.深南路交通综合改善详细规划[R].深圳,2006. 

 

【作者简介】 

林云青，男，硕士，深圳市城市交通规划设计研究中心，工程师。电子信箱：

linyq@sutpc.com 

刘光辉，男，学士，深圳市城市交通规划设计研究中心，设计所所长，高级工程师。电

子信箱：lgh@sutpc.com 



7 
 

覃国添，男，硕士，深圳市城市交通规划设计研究中心，副总工程师，高级工程师。电

子信箱：qgt@sutpc.com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