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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言

目前，更新道路等级的方式主要有以下两种：

一种是基于实时更新的道路等级更新方法 [2]，优点在于

结合该地区所有道路的通行能力，之后再分配道路等级。这

样便能做到更新的即时性。正因为该方法的即时性使其不能

够满足对未来交通通行能力的判断。由于其考虑整个地区道

路的通行能力，使其工作量和更新代价较大。

另一种是基于城市道路等级配优化研究下的方法 [3]，以

整个城市路网系统为研究对象，依据路网容量是否达到供需

平衡来判断是否需要对主要路段进行加宽提高等级的方法。

优点在于从整体道路与支线道路的供需平衡关系出发，能够

很好的解决通行能力的要求。但其对于山区道路的优化起到

片面性的作用，不能够就某一条道路进行研究。

为了解决上述存在的技术问题 [1,4]，本方法是通过以下技

术方案实现的：山区道路等级的判断与优化方法是基于对所

需设计段道路往年车流量统计较为详细的前提下，对设计年

限内的交通量进行预测，然后通过换算系数确定设计年限内

年平均日交通量作为对比项之一。再通过拟定设计车速按照

相应理论公式计算单车道设计交通量作为第二个对比项，通

过对比结果确定道路等级和行车速度，最后根据对比结果提

出优化建议和方法，具体过程如图 1 所示。

图 1一种山区道路等级的判断与优化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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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设计年限内平均日交通量

2.1 获取研究道路近 1 年内每年交通量大小的

变化趋势：

利用统计学的原理，统计 年内每个月的交通量平均

值，然后将每年 12 个月的交通量平均值按照月份进行从大

到小排序。

2.2 获得最大交通量时间段：

从 2.1 得出该段道路在 年内出现交通量平均值最大

的月份，将一组数取众数或者利用平均值最大的统计学方

法，便可得出该段道路 年内出现交通量平均值最大的月

份，记该交通量平均值最大月份为“最大交通量时间段”。

2.3 获得标准交通量：

在得出的最大交通量时间段内对当前道路进行交通量

的统计，并且将非标准交通量换算为标准交通量；每 2 天统

计一次换算后的标准交通量，计为 n i (i=1-16)，然后对 求

平均值 n=ni/i; 以 n 作为局部交通量，采用当地长期观测结

果所得的周日分布不均匀系数进行换算，将局部交通量按照

相应的换算系数换算为年平均日交通量

交通量周日分布不均匀系数 w（存在地区差异性）按下

式计算：

Kwi=
WADT
ADTi

式中：

Kwi— 一周的交通量周日分布不均匀系数；

ADTi— 一周的月平均日交通量

ADTi= 某月所有周的累计交通量
某月周的天数

WADT- 为一周的周平均日交通量，亦可为任意几周的

平均日交通量；

i—星期一至星期日。

计算时可直接选择当地不均匀系数，若当地没有不均匀

系数可按照上式计算。

年平均日交通量 按下式计算：

N1=
1
7
∑
7

i=1
kwi*n軈

式中：

N1—为年平均日交通量；

Kwi—一周 i 的交通量周日分布不均匀系数；

n—局部交通量。

2.4 以所得出的平均日交通量 N1为基础，得出设计

年限内的年平均日交通量 N;

N=
移

t

t

t
N—设计年限内年平均日交通量；

t —设计年限 ；

酌—交通量年平均增长率；

N1—局部交通量 换算后的初始年平均日交通量；

3 饱和交通量
（1）根据该段道路设计资料确定该段道路的设计车速以

及道路等级；

（2）根据道路等级以及设计车速计算饱和交通量：

将该道路的一条车道截取一个平面作为研究对象，考虑

其在设计车速（V）和道路工作有效时间（T）内的行驶距离

（L），然后根据小客车车型尺寸以及安全系数 换算为饱和

交通量 ；

L=V*T
μ=

2L停车+L标
L标

N饱和=
L

L_ 标 *μ
式中：

V—设计车速 km/h；

T —道路的有效工作时间；

L—研究对象在规定时间内行驶的距离 km；

L—标—标准小客车的长度尺寸 6m；

L会车—会车视距，即在同一车道上两对向汽车相遇，

从相互发现至采取制动措施两车安全停止，所需的最短距

离。三四级公路的视距应满足会车视距的要求，其大小不得

小于停车视距的两倍。按照如下公式计算 L 会车 =2L 停车。

L 停车—停车视距（m）；

μ —安全系数；

N 饱和—饱和交通量；

饱和交通量计算过程如上所述，计算过程中一些参数如

表 1 所示。 渊下接第 35页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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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筑施工中软弱地基的探讨一直不断，这也是中国道路桥梁

建筑建设事业发展越来越好的原因所在，但只有继续坚持，

才有利于中国道路桥梁建筑施工建设的蓬勃发展，从而促进

中国工程建设未来的探索与进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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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1各等级公路尧车速下参数及饱和交通量

公路等级 三级公路 四级公路

设计车速 km/h 40 30 20 20
车道数 2 2 1

停车视距 m 40 30 20 20
安全系数 14.3 11 7.6 7.6

有效工作时间 h 9 8 6 6
4 对比方法及结论

4.1 对比方法

对于两个交通量的比较采用以下求比值的方法琢= NN饱和

4.2 结论

若 琢 >1, 再 结 合 N 落 入 的 区 间 （2632，5264）或

（5264，7273）或（7273，8391）判断需要提高道路等级、提高车

速、加宽车道；提出优化方法：可通过采用加宽路面的方法进

行优化；也可按照提升后的等级改建公路；以便满足交通的需

求。若 琢约1,则现行道路尚且满足交通需求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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