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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在中心城区建设大型立交桥的质疑与对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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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针对当前某些城市在中心城区盲目建造大型立交桥的现象, 从交通、环境、经 济等方面对其存在的相

关问题进行分析和讨论, 认为立交规划应以系统分析为指导, 不 宜在中心城区规划建设大型立交桥. 平面交叉

口有很大潜力和适应性, 科学合理地设计 高级渠化灯控平交路口可以满足城市道路的一般交通需求, 而且能

够营造出景色宜人的城市 道路景观, 确实必要时, 也只宜规划建设城市简单立体交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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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面对日益拥堵的城市交通, 许多大城市认为

修建立交是解 决城市交通拥挤的唯一途径, 如今

它的弊端越来越显现 出来[ 1 ]. 我们应该重新审视

在中心城区建设立交桥的利与弊. 本文从城市交

通、城 市环境、城市经济等方面对大型立交桥建

在中心城区的合理性进行分析和讨论.

1　大型立交桥的负面影响

立交是指相交道路在不同平面上相交的一种

空间结构形式. 由于立交采取从空间上分隔存在

冲突点的车流, 使车流连续通过, 相对于从时间上

分隔冲突点的车流的平面交叉口, 具有通 行能力

大、能耗少、汽车轮胎及机械磨损小等优点. 因此,

世界各地修建了大量的立交. 大型道路立体交叉

桥是伴随着高速公路和城市快速路而产生的 . 城

市道路作为城市空间的重要组成部分, 不仅为了

车辆通行, 还是城市环境和城市居民 活动的载

体, 而立交桥则忽视了这些意义.

1. 1　占地、投资与用地价值

修建一座立交桥, 其占地面积在几公顷到十

几公顷. 土地是城市最重要和基本的不可再生资

源, 立交桥占了大量用地, 与经济原则和可持续发

展原则相违背; 立交的投资动辄上亿 元, 投资额

比建造平交高出几倍, 甚至十几倍, 它所挤占的巨

额市政建设投资与其交通功 能不符[ 1 ].

由于立交桥的建设, 临近地段的人文与交通

环境受到破坏, 周边用地通达性降低, 用地价值

迅速下降, 导致政府税收减少. 高架桥破坏了地面

空间的连续性、和 谐性, 使得周边用地的投资者

与使用者同时受害.

1. 2　景观、生态与生活空间

评价一个城市现代化水平越来越重视城市的

环境、景观和城市居民的生活空间, 而建在城市

中心区的立交桥带来的是对城市这些可持续发展

要素的矛盾和挑战[ 2 ].

城市道路是人们观赏与认同城市的关键元

素, 这种认同是基于亲人尺度体验的. 市中心区的

大型立交桥冲击着城市景观, 摧残了城市的艺术

整体感. 非人尺度的、具有危险和压迫感的 立交

桥, 将人排斥在外, 给人带来恐惧和不安, 很难使

人们产生归属感和认同感. 城市的整 体及构成应

有宜人的城市空间尺度, 大型立交桥破坏了这种

尺度感.

立交桥增加了很多硬质地面, 不利于空气循

环和蒸发, 不能容纳地表水, 不能充分绿化, 不 像

平面交叉口可以建造许多“绿洲”、“绿岛”, 可以充

分利用微风树荫改善城市小气候. 据测试, 良好

的绿化街道的尘埃比无树街道少 3 到 4 倍, 在热

带地区立交桥将产生更多的光污 染. 立交桥相当

于在地面上加了一块盖板形成一个共鸣箱, 噪声、

废气在内聚集不容易散开 .

城市建设中人性和自然的回归是新世纪的呼

唤. 我们应本着人性化来建造城市和城市道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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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立交桥是车本位理念的产物. 城市道路是难得

的绿色通廊, 是人们体验城市景观和建筑艺 术的

视廊和走廊, 有限的城市开放空间和阳光使街道

成为忙碌的上班族接触绿色和阳光的地 方, 立交

桥建在本来并不宽阔的道路上显得局促, 沉重的

阴影则将城市有限的阳光和绿地抹 去, 立交桥很

难在人们心灵中留下美好的印象[ 2 ].

2　立体交叉规划设计对策

2. 1　网络系统分析方法

城市快速路与其它城市道路相交, 需要采用

立交形式, 但不一定非选大型立交. 特大城市主

干道与主干道相交, 要认真分析立交建成后所产

生的交通吸引以及对相 邻路口产生的交通影响,

尤其是采用平面交叉不能解决交通需求的依据.

能用平面 交叉口解决的尽量不用立体交叉; 能用

简单的、等级较低的立交解决就不采 用等级高、

造价贵、规模大的立体交叉, 立交规划应以系统分

析为指导.

城市道路形成网络, 共同分担交通负荷, 交叉

口是城市道路网中的节点, 而且通常两个交叉 口

间距较小, 如果只将其中一个或几个改造为立体

交叉, 孤立地看, 该路口交通通畅了, 但 从整个路

网看, 往往加剧其他相邻路口的交通拥挤, 而且修

建孤立的立交容易切断相邻道路 , 造成网络整体

效率下降; 同时, 在城市中心区孤立地建造立交而不

改善道路网络, 会让交通汇集一点, 造成交通聚集.

而这种聚集, 在城市路网系统不完善时不易扩散.

一个交叉口的进入交通量不可能无限增加,

受到相交道路通行能力的制约, 不可能超过相交

道路路段通行能力之和; 当路口交通量增加到一

定程度, 人们将自行进行路线上或路网上的 交通

调节. 因此, 不能仅靠一、二个立交解决问题. 假如

一座城市立交桥在短期解决交通拥 堵方面能“立

竿见影”, 那么稍长一段时间后道路又会变得不那

么通畅了. 因此, 平交路口 改造为立交路口一定

要进行系统分析, 包括路网系统和拟改建路口的

周围用地环境和交通环 境的分析.

2. 2　科学优化平面交叉口

按照传统的设计手法, 平面交叉口的通行能

力不超过 5 000 pcuöh, 当交叉口的交通量达到

其最大通行能力的 80% 时, 就可以考虑修建立交

桥[ 3 ]. 随着交通工程学科的发展以 及与相关学科

的融合, 平面交叉口的通行能力可以突破 5 000

pcuöh 的限制. 例如应用综合科 学技术优化设计

的渠化灯控平面交叉口, 其通行能力可达 8 000～

10 000 pcuöh, 这几乎可以 满足城市所有道路的

交通需求. 科学合理地组织平交路口, 一定程度上

取代立交是完全可能 的[ 4, 5 ].

图 1 是我们规划设计的海口市龙昆南路与工

业大道大型平面渠化灯控平面交叉口, 由于采用

了增加进口车道数 (8～ 9 条)、停车靠前、人行道

内置、渠化道口和优化配时的综合措施, 投入使

用后, 即使交通量达 8 000 pcuöh 以上, 仍有良好

的交通服务水平. 应用V ISS IM 仿真 软件进行模

拟检验, 给该路口输入 11 000 pcuöh 的流量, 得

到统计数据 (表 1, 表 2) , 可以证 明该路口的通行

能力可达 10 000 pcuöh 以上.

图 1　龙昆南路与工业大道平面交叉口

表 1　各进口道车辆的平均延误 s

流向
进口道

东进口 南进口 西进口 北进口
总延误服务水平

直行 42. 6 55. 8 52. 5 36. 0

左转 42. 0 66. 5 41. 3 48. 6
48. 2 D 级

表 2　各进口车道车辆的排队长度 m

排队车道
东进口 南进口 西进口 北进口

avg m ax avg m ax avg m ax avg m ax

直行 28 85 84 110 43 110 45 106

左转 14 77 45 60 36 65 13 81

　　注: avg 为平均排队长度; m ax 为最大排队长度.

2. 3　上跨(或下穿)式渠化(灯控)简单立体交叉

拥有某交通方向的上跨式高架桥或下穿式地

道, 而多数交通流向组织在平面交叉口中的混合

式交叉口称为简单立体交叉. 这是在城市中值得

大力推荐的立体交叉口类型, 以占地面积小、造

价低、景观与环境效果好、网络交通组织流畅的显

著优点, 适用于大城市中交通量大、交通复杂的

交叉口, 武汉市文化宫人字型上跨立交与新建投

入使用的循礼门下穿式灯控平面 交叉口便是典

型代表. 图 2 是在南宁市快速环路南站西路立交

国内方案竞赛中获得一等奖的复合式简单立体交

叉口效果图, 它巧妙地以下穿通道解决快速环路

上的左转交通 , 而以高架桥解决火车南站的进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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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2　南站西路立交效果图

交通流, 其他九个方向的交通流和非机动车、人行

交通以 及交叉口周边建筑和街区的机动车交通

均通过一个优化配时的渠化灯控平面交叉口进行

组织 . 通过理论计算和应用V ISS IM 进行仿真检

验评价, 在交通量为 12 000 pcuöh 时, 同样可以

得 到表 3 及表 4 统计数据, 证明通行能力可以在

12 000 pcuöh 以上, 大于该路口的远景预测 计算

交通量 11 400 pcuöh.

表 3　各进口道车辆的平均延误 s

流向
进口道

东进口 南进口 西进口 北进口
总延误服务水平

直行 无 15. 7 无 25. 3

左转 14. 8 39. 2 21. 2 无
23. 2C 级

表 4　各进口车道车辆的排队长度 m

排队车道
进口道

东进口 南进口 西进口 北进口
avg m ax avg m ax avg m ax avg m ax

直行 - - 8 75 - - 9 51
左转 6 48 12 55 16 92 - -

　　注: avg 为平均排队长度; m ax 为最大排队长度;“- ”表示该
方向的车辆从桥 上或从隧道通过.

3　结　语

国内外实践证明 , 不能将大型立交桥这种

“高大全”式的设施当作现代化城市的标识拼命扶

植, 不能将耗巨 资修建和拆除立交桥当作现代城

市建设的成就大为宣传. 在大城市, 尤其是中心城

区, 修建 立交要因地制宜慎重决策, 城市建设者

和决策者们有必要对此问题有更清醒和长远的考

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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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 oubt and Coun term ea sure on Build ing Large- sca le Overpa ss in Cen ter of C it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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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To the phenom enon of bu ild ing large2sca le overpass b lind ly in cen ter of som e ci t ies a t

p resen t, the relevan t p rob lem s are ana lyzed from severa l respects, such as traff ic, environm en t,

econom y, etc. T he netw o rk analysis shou ld be regarded as gu i delines to p lan overpass, and the la rge2
sca le overpass shou ld no t be bu ilt in c en ter of city. T here are very grea t po ten t ia lity and adap tab ility

on the p lane i n tersect ion. It can m eet u rban road genera l t raff ic dem and and bu ild ou t the view of

u rban road of the a t t ract ive scenery tha t design advanced channelize d signa l con tro l in tersect ion

scien t if ica lly and ra t iona lly. W hen being rea lly e ssen t ia l, on ly sim p le overpass is p laned to be bu ilt in

the city.

Key words: city cen ter; t raff ic environm en t; advanced in tersec t ion; sim p le overpas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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