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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项目概述 

1.1 研究范围与期限 

1.1.1 研究范围 

本次规划研究范围是乐山市中心城区市中区部分，具体为北至绕

城高速、南至乐自高速、西至 S215、东至绕城高速，总面积约为 250

平方公里。 

 

图 1-1 研究范围示意图 

1.1.2 规划期限 

缓堵保畅是一项长期复杂的综合治理工程，涉及到规划、建设、

管理全流程，绝非朝夕之间即可解决交通拥堵问题。为了使本规划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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具有可操作性，本次规划期限分为近期、中期和远期三个阶段。 

近期：至 2025 年。着重考虑以“小资金、小工程”有效缓解主城

区交通拥堵状况。 

中期：2026-2030 年。结合国土空间规划、综合交通规划等，以

重大工程明显改善主城区交通拥堵状况。 

远期：2030 年以后。结合国土空间规划、综合交通规划以及乐山

交通宏观发展战略，展望主城区适当超前的交通规划方案。 

1.2 编制依据 

1.《中华人民共和国城乡规划法》（2019 修正） 

2.《中华人民共和国道路交通安全法》（2021 年修正） 

3.《公安部中央文明办住房城乡建设部交通运输部关于印发〈城

市道路交通文明畅通提升行动计划（2017-2020）〉的通知》（公通字

〔2017〕16 号） 

4.《城市综合交通体系规划标准》（GB/T 51328-2018） 

5.《城市道路交通规划设计规范（GB50688-2011）》 

6.《城市道路工程设计规范（CJJ 37-2012）》  

7.《城市道路交叉口规划规范（GB 50647-2011）》  

8.《城市道路公共交通站、场、厂工程设计规范》（CJJ/15-2011） 

9.《道路交通信号灯设置与安装规范》（GB14886-2016） 

10.《城市交通运行状况评价规范》（GB/T 33171-2016） 

11.《乐山市国土空间总体规划（2021-2035 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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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 技术路线 

本次交通缓堵保畅规划采用以现状分析为基础，以规划目标为导

向，定性分析与定量分析相结合的编制方法。 

首先，在对乐山现状社会经济、交通供给、交通需求、交通运行

状况分析的基础上，结合大数据分析乐山主城区交通出行特征，进而

总结乐山交通发展存在的问题；其次，结合乐山现状交通问题、特征、

未来交通发展趋势，提出适合乐山主城区“缓堵保畅”的总体目标和

战略对策，并基于战略提出乐山市治堵保畅近中远期改善方案及未来

项目实施安排。 

 

图 1-2 规划技术路线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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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目标与策略 

2.1 规划目标 

本次主城区缓堵保畅规划的总体目标是：逐步建成多元、有序、

便捷的交通出行网络，使主城区交通拥堵状况逐步缓解，进而满足人

民群众“快捷、便利、舒适”的交通出行愿景。 

具体目标为： 

1.近期 

高峰期主要干路交通运行指数下降 10%； 

高峰期主要干路平均车速保持在 18 公里/小时左右； 

公交出行分担率提升 5%。 

2.中远期 

高峰期主要干路交通运行指数下降 20%左右； 

高峰期主要干路平均车速保持在 25 公里/小时以上； 

公交出行分担率提升 10%以上。 

2.2 规划策略 

规划策略主要围绕“建设和管理”两方面进行，建设和管理并重。

近期以小规模治理有效缓解交通拥堵状况，中远期以重大交通设施建

设为支撑明显改善交通拥堵状况。 

策略一：推动主城区功能疏解。落实国土空间总体规划中确定的

用地布局，以“减容、增绿、控高、修复”为基本理念，合理疏解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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城区学校、商业、医疗等功能密集区，通过降低内部的交通吸引量减

小跨区交通出行需求。 

策略二：完善城市道路网络建设。落实国土空间总体规划中确定

的对外交通和路网布局，总体形成“外部成环、内部成网”的路网体系，

进一步强化跨江交通联系，使路网格局与主城区“三江六岸”用地布局

相适应，同时，通过快速化改造挖掘既有城市干路潜力，进一步提升

干路通行能力。 

策略三：加强节点精细化设计。通过微小支路建设和改造，打通

局部交通微循环，对部分交叉路口进行优化改造，提高拥堵路段和节

点通行效率。 

策略四：落实“公交+慢行”优先发展。完善公交枢纽场站、站

点建设，合理设置公交专用道，提高公交服务水平和分担率；保障慢

行路权，实施机、非、人分离，营造良好的慢行环境，促进交通出行

结构转变。 

策略五：加大停车位供给。合理划定路内停车位，严禁次干路及

以上等级道路占道停车；增加公共停车场，利用主城区零星地块和公

园广场地下空间增建路外公共停车场，鼓励立体停车楼建设，弥补公

共停车位缺口，改善停车难现象。 

策略六：提升管理措施。制定全方位、覆盖交通全方式的管理措

施。研究制定落实相关政策措施，包括本地小型客车免费通行绕城高

速政策、差异化停车收费措施、错峰上下班、错峰上放学政策等。强

化交通组织和管理措施，包括制定重点区域和路段的（高峰）单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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禁左、禁停等交通管控方案和措施，加强对乱停乱放、闯红灯、违规

调头等不文明交通违法行为的查处力度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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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路网提升改造 

3.1 完善对外交通体系 

根据乐山市国土空间总体规划主城区综合交通布局方案，加速推

进绕城高速西半环建设，构建以绕城高速、乐自高速、乐西高速、乐

雅高速、成乐高速为支撑的“环形”进出城快速通道，优化区域高速

公路出入口与城市道路网络的衔接，形成 12处高速公路互通出入口。 

 

图 3-1 主城区环城高速结构示意图 

构建绕城货运通道，规划国道 G348、省道 S215、省道 S308（已

建）、省道 S103主城区段外绕，形成环城公路，逐步将货运交通引导

出城，有效降低货运交通对苏稽新区、青江片区、棉竹片区、通江片

区、牟子片区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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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3-2 主城区绕城货运通道结构示意图 

3.2 提升干路运行效率 

3.2.1 完善干路网络 

落实国土空间总体规划干路网络结构，规划形成“四横五纵”结

构性主干路网络；重点加强跨江通道建设，强化主城区“三江六岸”

交通联系。至 2035年，主城区规划形成跨江通道 16处，其中，跨青

衣江通道 5处，跨大渡河通道 4处，跨岷江通道 7处。 

有序推进城市新区主、次干道路网建设，不断提高城市主、次干

道路网密度，缓解城市各片区间交通需求瓶颈。 

3.2.2 既有干路挖潜 

开展既有道路“挖潜”工作，通过断面改造，提升其道通行能力。

潜力路段主要有绿心路、青衣路、长青路、鹤翔路、柏杨路、凤凰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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嘉州大道、龙游路等。考虑地下管线等设施的制约，近期主要对以上

路段交叉口 100米范围内实施改造，中远期实施整段改造。 

 

图 3-3 主城区“潜力”路段分布示意图 

3.3 打通断头路 

加快断头路建设，畅通微循环，完善路网结构，增加城市道路有

效供给，包括重点推进文星南街、瑞祥路、凤凰路北段、春华路西段、

嘉祥路、沫水路等断头路建设，有效解决区域内长期绕行问题；实施

马铺路南侧-绿心环线、红雀碗街南侧-绿心环线、学院路等道路新建

工程，完善连接主城区东西、贯穿南北的城市路网格局；逐步推进岷

江六桥（棉通大道-通牟大道）、翡翠路（护佛路北段—乐峨大道）、

致江路大桥延伸线（碧山路—G348）等区域连通工程，缓解通江片区

-牟子片区、柏杨坝片区-岷江东岸片区等区域交通压力；对赛公桥等

道路进行改造提升，实现老城区现状道路的扩容增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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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3-4 主城区断头路建设示意图 

3.4 巷道整治 

规划针对老城区自行车及步行出行按“照近距离鼓励，长距离限

制”的原则，构建完善的非机动车通道网络，以“通道+网络”的形

式建设非机动车道系统。 

“通道”建设：结合城市道路网布局以及非机动车出行需求，完

善人民南路、人民东路、海棠路、大桥西街、嘉定南路等外围主次干

道的非机动车道建设，形成连接老城外围片区的非机动车通道。 

“网络”建设：在非机动车出行比较集中的区域，结合道路改造，

设置完善的非机动车网络；在公交覆盖率较低的区域，设置非机动车

道，同时加强非机动车停放与公交换乘点的接驳。非机动车网络构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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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要集中在土桥街、慧园街、府街、东大街、玉堂街、县街等；步行

网络构建主要集中在滨江路、滨河路、油榨街、上中顺、箱箱街、较

场坝街、板厂街等。 

 

图 3-5 老城区老旧街巷现状及整治意向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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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交通节点改造 

4.1 交叉口渠化 

第一类需要改造的拥堵交叉口为渠化设计不合理的交叉口（含路

口未渠化、无左右转专用车道、进口道数量不足、交叉口范围内存在

开口、人行道设置不合理、人车混行等）。该类交叉口存在“无渠化

岛或地面渠化岛利用效率低、行人通街时间长、人车混行、进口道不

足”等共性问题造成拥堵。 

（1）改造原则 

1）分离原则：渠化设计应尽可能减少不同交通流之间的干扰，

通过交通标志标线渠化岛引导交通参与者按照车道分离、机非分离、

人车分离的通行方式，促使各行其道。 

2）专用车道原则：左右转专用道应尽可能在进入交叉口之前减

少不同交通流之间的干扰，进入左右转专用车道。 

3）疏导原则：明确不同交通流的行驶轨迹，通过单向交通、变

向交通、专用道、禁止左转等措施疏导交通流。 

（2）改造思路 

交叉口断面分布：相交两条道路交叉口断面的合理分布是渠化设

计的先决条件。由于交叉口的交通流量要远大于路段中交通流量，为

保障交叉口进口道与路段通行能力相匹配，应增加进出口车道，对交

叉口断面进行合理分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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车道的功能划分：车道功能的合理划分是交叉口快速分流的重要

保障。渠化设计中要先对交叉口进行交通流量的调查。根据交通流量

调查结果，确定车道的功能划分。 

非机动车和行人交通的处理：非机动车和行人过街交通一直是管

理的难点，也是交通渠化中较难处理的环节，在交通渠化设计中，只

有把非机动车和行人的通行空间处理好，使之有一个便捷、舒适、安

全的通行环境，真正体现出以人为本的理念，才能使行人和非机动车

参与者自觉遵守。 

交通信号配时设计：交通信号的配时设计是交通渠化设计中的重

要环节，如何合理的设置相序和配时，最大限度地发挥交通信号灯的

功能，提高交叉口通行的效率和安全性，一直是中外交通专家研究的

重点。 

（3）主要改造内容： 

对路口交通流量大、车道数少的路口拆除侧分带，利用侧分带宽

度和非机动车宽度增加车行道。根据路口交通流特点施画左转专用道

或右转专用道。保证各交通流各行其道，互不干扰。 

对中分带路口有中分带的路段，根据中分带长度和宽度，压缩绿

化带宽度新增 1条或者 2条左转（调头）车道，并重新根据交通流量

特点施画左直右转车道数。 

对一块板道路，人行道宽度（含建筑退距）较为富余的，可压缩

人行道新增 1条右转专用车道。 

对改造前路口上的附属构筑物向后迁改至人行道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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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2 信控标线改造 

第二类需要改造的拥堵交叉口为交通管理配套设施设置不合理

的交叉口（含信号灯、标志标线、隔离栏杆设置不合理等）。该类路

口存在的共性问题是行人过街距离较长、标志标线设置不合理、信号

灯缺失等问题易造成交通拥堵。 

（1）改造原则 

交通标志的设置原则和方法 

1）明确性原则：交通标志的设置应当能够准确地传达信息，使

驾驶员、行人和其他道路使用者能够清楚地理解其含义。标志的图案、

文字和颜色应当具备明确性，避免产生歧义和误解。 

2）统一性原则：交通标志的设计和设置应当遵循统一的规范和

标准，保持一致性。不同地区的标志应当具备相同的含义和形式，以

便驾驶员和行人能够迅速适应和理解。 

3） 简洁性原则：交通标志的设计应当简洁明了，避免过多的文

字和图案，以免造成信息过载。标志的内容应当精炼，突出主要信息，

便于快速理解。 

交通标线的设置原则和方法 

1） 安全性原则：交通标线的设置应当以保障交通安全为首要考

虑。标线应当用以划分车辆和行人的行进通道，提醒驾驶员和行人注

意交通安全，避免发生事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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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易识别性原则：交通标线的设置应当具备良好的易识别性，

能够在行车速度较快的情况下迅速识别。标线的颜色、宽度和形状应

当明显，便于驾驶员和行人辨认。 

3） 易理解性原则：交通标线的设置应当具备良好的易理解性，

能够准确传达信息。标线的图案和指示应当简洁明了，避免产生歧义

和误解。 

4）耐久性原则：交通标线的材料和施工工艺应当具备良好的耐

久性，能够经受长时间的使用和各种天气条件的考验。标线应当保持

清晰可见，不易磨损和褪色。 

（2）改造思路和内容 

1）建立智能信号灯系统，根据实时交通情况灵活调节信号灯时

间。通过安装车辆监控系统和智能化的城市协同平台，测量道路交通

流量和车辆速度信息，在交通流量低峰期提高信号灯超时时间和绿灯

时间的比例，调整定时灯的模式，平衡车辆的速度和信号灯反应时间

之间的矛盾。此外，应期待研发减少人工操作的新型信号灯，避免信

号灯工作时的误操作和人为因素。 

2）灵活设置信号灯的位置和种类。针对人们的出行习惯和通行

路径规划，可在骑行道、人行道和公交线路等地点增设信号灯，增加

管制范围，有效减少交通阻塞和交通事故。 

3）加大标志和标线的维护和更新力度，消除误导和模糊情况。

应定期维护和更新标志和标线，确保其颜色、字体和符号等视觉元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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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清晰度。在维护的同时，需要消除过时和不准确的标志、标线，加

强道路标识规划，使其具备更好的可读性和可理解性。 

4）增加标志和标线的数量。我们应该充分利用空间和通行对象

的需求，按照标志的职能和转向情况，在必要的路况下增加标志和标

线的数量，细节处理，给驾驶员提供更精确和更及时的信息，减少交

通事故的发生。 

5）设立标志的摆放位置和角度。应根据标志的使用要求，设定

标志的最佳位置和指向的方向，使标志的内容最大程度地容易被人们

理解。可以增加几个视角，使驾驶员能从各个角度看到标志的内容，

减少不必要的麻烦。 

4.3 立体交叉 

第三类需要改造的拥堵交叉口为立体交通缺乏的交叉口（主-主

道路平交且交通流复杂，多路或畸形交叉，匝道设置不合理等）。以

新广场、绿心路-青衣路、长青路-柏杨西路为例，因多路交叉、货运

物流与日常通勤车流量大等因素，现状平交形式在高峰期、节假期超

负荷运转。具体改造形式结合各处节点的实际情况确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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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停车体系优化  

5.1 加强路外公共停车场建设 

路外公共停车场作为配建停车场泊位的补充和调节，分布应当根

据服务对象配合停车政策确定，重点布置在现状配建泊位不足地区、

综合性商业、服务和活动中心、改造潜力小的建成区、交通换乘枢纽、

城市出入口等。 

（1）路外公共停车场建设形式 

选址：控制性详细规划中合理的公共停车场布局规划应予以确定。

新增停车场选址应结合土地发展规划与旧区改造、拆迁可能性结合起

来，充分利用城市闲置边角地带（如临时工地、闲置厂房）、公共绿

地和休闲广场的地下空间等。 

优先考虑：公园、绿地、广场、道路交通用地等； 

其次考虑：公共社会机构、市场、文体活动中心等； 

最后考虑：河边、学校、利用现有建筑配建停车场等； 

临时考虑：闲置厂房、施工空地。   

不同大小地块建设形式： 

用地面积（平方米） 建设形式 建筑密度 是否允许叠建 

≤1000 停车架 -- -- 

1000-3000 立体综合开发 ≤50% 否 

＞3000 立体综合开发 ≤50% 是 

绿地地下空间：在控规编制成果中确定的街头绿地，只考虑用地

面积大于 3000平方米的规则绿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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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地面积 

（平方米） 

建设

形式 

地下空间利用

率 
建筑层数 提供泊位数（个） 

3000-10000 
停车

库 
≤50% 最多地下 2层 50-150 

＞10000 
停车

库 
≤50% 最多地下 2层 

150-250，特殊情况可增至

300个 

（2）项目建设 

结合零星地块开发利用，重点补充老城区公共停车设施。对

4000㎡以下居住用地和 2000㎡以下非居住用地优先用于社会公

共停车设施建设项目；零星地块面积在 2000 ㎡以上的应尽量考

虑土地复合利用，同步补充停车、社区服务、市政工程等短板。 

5.2 优化路内停车，加强路内停车管理 

（1）具体措施: 

根据道路现状流量情况，取消部分路段路边停车；禁止部分路段

高峰期路边停车；新增部分路段路边停车。 

 

图 5-1 路内公共停车布局模式示意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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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总体原则 

1）在设置有路外公共停车场设施的周围 200～300m 内，原则上

禁止设立路内停车场； 

2）城市步行街、公交专用道和自行车专用道等道路上，不得布

设路内公共停车场； 

3）停车场布局应尽量小而分散，推荐每个停车场泊位量 10～30 

个为宜； 

4）路内停车场的设置应以现状为基础，老城区内原则上不再增

加新的路内停车场和路内停车泊位； 

5、停车场应以路上停车场为主要供应形式，不宜采用占用人行

道空间的路内停车场形式； 

6）路内停车泊位的设置应给重要建筑物、停车库等的出入口、

巷弄等留出足够的空间，公交车站、消防栓、人行横道、停车标志、

让路标志、信号灯等设施前后一定距离内不应设置路内停车泊位，具

体参照相关部门的道路交通管理条例的有关规定； 

7）路内停车泊位可以根据道路的交通特征等因素，全天或分时

段开放； 

8）路内停车泊位与交叉口的距离以不妨碍行车视距为设置标准，

与主、次干路相交的，泊位与缘石延长线交点的距离不小于 20m；与

支路相交的，泊位与缘石延长线交点的距离不小于 10m。 

（3）路内停车场设置道路条件 

在城市快速路和主干路上禁止设置路内停车场，次干路原则上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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设路内停车场，对居民生活影响较大的道路上也不宜设置路内停车场。 

支路设置路内停车泊位按下表设置，但必须以行车顺畅为原则，

且以该地区路外公共停车场及建筑物配建停车场泊位不足为前提。推

荐主城区符合条件增设路内停车的道路有：徐家扁街、王浩儿街、朝

霞路、岷河南街及文星后街，具体停车泊位的设置参照下表： 

表 5-1 支路设置路内停车泊位要求 

道路类别 车行道宽度 路内停车设置 

道路 

双向通行 

12米以上 允许双侧停车 

8-12米 允许单侧停车 

不足 8米 禁止停车 

单向通行 

9米以上 允许双侧停车 

6-9米 允许单侧停车 

不足 6米 禁止停车 

巷弄或断头路 

9米以上 允许双侧停车 

6-9米 允许单侧停车 

不足 6米 禁止停车 

道路的基本功能是满足行人和车辆的通行，路内停车的设置不应

影响道路基本功能； 

设置路内停车的道路交通高峰饱和度低于 0.9，且必须以行车通

畅为前提。 

表 5-2 占用机动车道设置停车泊位的道路条件 

机动车单侧道路高峰小时 V/C 泊位设置 

0≤V/C＜0.8 可设置 

0.8≤V/C＜0.9 有条件的可设置 

V/C≥0.9 不可设置 

表 5-3 占用非机动车道设置停车泊位的道路条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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非机动车单侧道路高峰小时 V/C 泊位设置 

0≤V/C＜0.7 可设置 

0.7≤V/C＜0.9 有条件的可设置 

V/C≥0.9 不可设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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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公共交通优化 

6.1 构建多层次融合公交线网 

提升公交分担率是有效缓解城市交通拥堵的重要手段，而想要提

高公共交通分担率，同时保证一定的服务水平，必须分层次布设公交

线网，也就是建立快速公交、常规公交、社区公交、环线公交、旅游

公交及城际公交六层次的线网体系。快速公交指承担大运量和主要客

流集散地的长距离、快速交通；常规公交承担各个组团间及组团内部

出行；社区公交则是组团内部线路，打通城市公交微循环；环线公交

提供组团内部的便利换乘；旅游公交结合旅游发展的特色；城际公交

向城市周边延伸。六层次的线网体系可以针对不同的客流需求提供便

利的公共交通服务，且保持合理的平均线路长度，提高营运效率和服

务水平，让市民愿意乘坐公交，进而缓解城市交通拥堵。 

常规公交：运行于嘉州片区、高新片区、嘉州片区及牟子片区等

片区和组团之间，连接高铁乐山换乘枢纽、乐中游乐园换乘枢纽、高

新区换乘枢纽、苏稽换乘枢纽、牟子镇换乘节点、肖坝旅游车站换乘

节点、杨湾中学换乘节点和石垇口换乘节点，以及中心城区内各功能

区。覆盖程度高，充分满足居民通勤、就医、上学等出行需求。 

快速公交：依托于骨干道路，沿途大站停靠、快速运行、容量较

大，其功能主要为快速连接乐山市的主要客运枢纽，承担主要客运走

廊上的旅客运输。2023 年末规划中，连接乐山公交总站与大佛景区、

高新区、奥林匹克体育中心；至 2025 年末，建立起乐山机场与乐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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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交总站、奥林匹克体育中心的快速连接。 

社区公交：运行于中心城区各组团内部。主要连接嘉州片区内部

的重要公交枢纽和站点，覆盖片区内部大部分居民点。207 路、212 路

高效短程连接嘉州片区与高新片区、苏稽片区，209 路进一步覆盖苏

稽片区的学校、卫生院、博览苑以及居民点。社区公交具有提高公交

覆盖率、居民出行便捷性等功能。 

环线公交：运行于中心城区各片区内。H1 路、H2 路共同围绕嘉

州片区呈环状运行，H3 路、H4 路分别覆盖高新片区、苏稽片区，方

便接驳换乘。 

旅游公交：结合旅游功能的特色，满足游客“一条线路”式的出

行需求。601 路、602 路运行于乐山与峨眉，串联两地的景点，如大

佛景区、乌木博物苑、大佛禅院、报国寺等。603 路、旅游环线串联

乐山中心城区的旅游热点，如嘉州长卷天街景区、大佛景区、乐山市

美食集聚地等。 

城际公交：依托公路交通网络，运行于中心城区与冠英片区、五

通桥片区、沙湾片区、夹江县和井研县之间，为居民提供城际之间的

直达公交服务。 

6.2 公交专用道 

结合国内外相关标准，结合乐山实际情况考虑，本次规划提出以

下公交专用道设置标准： 

一是单向 3 车道及以上道路，满足下列条件之一，应设置公交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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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道：单向高峰断面公交客流量大于每小时 4000 人次；单向高峰断

面公交车流量大于每小时 90 辆公交标准车；单向高峰断面公交客流

量占道路断面客流量大于等于 50%。 

二是单向 3 车道及以上道路，满足下列条件之一，宜设置公交专

用道：单向高峰断面公交客运量大于每小时 2000 人次；单向高峰断

面公交车流量大于等于每小时 60 辆公交标准车；单向高峰断面公交

客流量占道路断面客流量大于等于 40%。 

三是单向 2 车道道路，满足下列条件之一，应设置公交专用道：

单向高峰断面公交客流量大于每小时 5000 人次；单向高峰断面公交

车流量大于每小时 120 辆公交标准车。 

四是单向 2 车道道路，满足下列条件之一，宜设置公交专用道：

单向高峰断面公交客运量大于每小时 3000 人次；单向高峰断面公交

车流量大于每小时 75 辆公交标准车。 

其他设置条件：预测 3 年内客流量可以达到设置条件的道路，宜

设置公交专用道；为形成公交专用道网络起到连接作用的路段，宜设

置公交专用道；单向 2 车道道路，有条件改建为 3 车道时，应按照 3

车道的规定设定；在城市商业区、历史风貌保护区、旅游景点等地区，

根据环境保护、交通组织需要，可设置公交专用道或公交专用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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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慢行交通提升 

7.1 骨干慢行网断面优化指引 

1.条件充裕 

在城市道路红线宽度足够的情况下，新建或改建城市道路，非机

动车道应与机动车道共板，且设置物理分隔；人行道宽度宜 3.5-5 米，

非机动车道宽度宜 3.5-4.5 米。 

2.条件受限 

在城市道路红线宽度受限的情况下，新建或改建城市道路，非机

动车道可与人行道共板，应设置物理分隔；人行道宽度不低于 2.5 米，

非机动车道宽度不低于 3 米。此类慢行断面适用于老城区干路改造。 

 

图 7-1 骨干型慢行网断面示意图 

7.2 一般慢行网断面优化指引 

1.条件充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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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城市道路红线宽度充裕的情况下，新建或改建城市道路，一般

慢行网非机动车道应与机动车道共板，宜设置物理分隔；人行道宽度

宜不低于 3 米；非机动车道宽度不低于 2.5 米。 

2.条件受限 

在城市道路红线宽度受限的情况下，新建或改建城市道路，一般

慢行网非机动车道可与人行道共板，宜设置物理分隔；人行道宽度不

应低于 2 米 ；非机动车道不应低于 2 米。 

 

图 7-2 生活型慢行网断面示意图 

3.其它情况 

当生活型慢行网两侧有绿化带时，宜利用绿化带设施带间隙，增

设休闲座椅等设施；步行空间宜与建筑前区同平面布设，增强对建筑

前区空间利用。 

7.3 人行过街设施 

人行过街设施的选址，应遵循以下原则： 

（1）过街行人密集，影响车辆交通，造成交通严重阻塞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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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车流量很大，车头间距不能满足过街行人安全穿行需要，

或车辆严重危及过街行人安全的路段。 

（3）在交叉口处过街行人严重影响通行能力时可根据实际交通

情况修建人行天桥或人行地道 

（4）结合其他地下设施的修建，应首先考虑修建人行地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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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建设时序及项目实施计划  

综合主城区交通拥堵成因、项目建设紧迫性、工程难度等因素，

结合“十四五”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规划及本年度城建计划安排，合

理制定各项实施建设项目时序，建设项目应与城市功能结构及发展趋

势相协调，保证各项建设的落地性。本次建设时序共分为近期（2023

年-2025 年）、中期（2026 年-2030 年）和远期（2031 年-2035 年），

项目共计 141 个,估算总投资 281.8 亿元，主要包括路网提升改造、

交通节点改善、公共交通优化、停车体系优化、交通管理提升、配套

设施完善等类型。 

其中，近期建设项目共计 42 个，投资估算约 3.8 亿元，聚焦于

推进老城区、肖坝片区、蟠龙片区、牟子片区缓堵保畅工作，逐步构

建主城区公交专用道划定体系，重点推进环绿心区域和肖坝片区（滟

澜洲区域）路网体系优化和交通节点改造项目，有效改善交通高峰期

老城区、大佛景区、牟子片区设施配套紧缺问题。 

中期建设项目共计 78 个，投资估算约 35 亿元，重点完善区域干

线网络，逐步推进沙湾区-高新区、通江片区-牟子片区等跨江通道和

绕城高速连接线建设，强化主城区“三江六岸”交通联系；优化城市

道路布局结构，重点推进人民西路新建工程、柏杨路、凤凰路等城市

主干道提质改造工程建设，构建主城区“四横五纵”主干路网络。逐

步推动城市重要交叉口改造提升和人行天桥新建工程，有效缓解城区

人车流量聚集区域交通拥堵难题。稳步推进苏稽片区、高新区、棉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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片区等新区配套设施完善工作，疏解就医、就学资源点分布不均问题，

有效缓解高峰期城市钟摆式交通流频生现象。 

远期建设项目共计 18 个，投资估算约 243 亿元，通过采用“交

通节点改造、重要路网构建、公共交通提升”等路径，完善主城区三

江六岸联系通道，逐点破解焦点区域（肖坝片区、环绿心区域、柏杨

路等主干路沿线）拥堵局面，切实解决主城区南北纵向交通流超负荷

运转难题，支撑实现“远期适当超前”的城市综合交通发展目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