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交通系统管理的定义与特点交通系统管理的定义与特点交通系统管理的定义与特点交通系统管理的定义与特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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交通系统管理主要措施交通系统管理主要措施交通系统管理主要措施交通系统管理主要措施

公共交通辅助系统

公共交通运行管理

存车管理

行人 自行车管理行人、自行车管理

优先通行管理

交通工程技术措施



实施效果分析实施效果分析实施效果分析实施效果分析

以方式转换促增效以方式转换促增效

以消除瓶颈促增供以消除瓶颈促增供

以削峰填谷调需求

以系统组织促均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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交通系统管理工作过程交通系统管理工作过程交通系统管理工作过程交通系统管理工作过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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需求管理定义 理念 目的需求管理定义 理念 目的需求管理定义、理念、目的需求管理定义、理念、目的

TDM的含义

交通需求管理是各种提高交通运输系统效率的策交通需求管理是各种提高交通运输系统效率的策
略的总称

TDM的理念TDM的理念
科学的交通行为，理智地使用道路资源

的 的TDM的目的
减少或避免不必要的交通发生源和吸引源

实现 大效能的交通设施能力

形成城市 佳交通结构形成城市 佳交通结构

充分 有效地使用道路交通资源



TDMTDM三个层次基本策略三个层次基本策略TDMTDM三个层次基本策略三个层次基本策略

通过用地规划来实施交通需求管理

通过改变交通方式来实施交通需求管理改变交 方式来实施交 需求管

通过调整交通发生的时间和空间来实施通过调整交通发生的时间和空间来实施
交通需求管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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交通需求管理主要措施解析交通需求管理主要措施解析交通需求管理主要措施解析交通需求管理主要措施解析

措施

提供交通信息与路线导行 替代出行 停车管提供交通信息与路线导行、替代出行、停车管
理、车辆拥有管理、车辆使用管理、引导出行
行为 慢行交通系统 停车换乘 合乘车以及行为、慢行交通系统、停车换乘、合乘车以及
改变工作时间等

十方面措施的四步骤分析

十方面的具体详细措施十方面的具体详细措施



TSMTSM与与TDMTDM的联系和区别的联系和区别TSMTSM与与TDMTDM的联系和区别的联系和区别

根本区别

主要联系主要联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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特殊事件定义与分类特殊事件定义与分类特殊事件定义与分类特殊事件定义与分类

特殊事件
导致道路通行能力暂时性下降或道路需求非周期
性异常的事件。包括：道路上发生的交通事故、
车辆故障抛锚、恶劣气候、盛大节日集会、游行
、重大会议、道路养护作业、需要临时占用部分
道路资源的运动项目如自行车比赛等。

分类分类
突发性事件
计划性事件计划性事件



突发性事件的交通影响突发性事件的交通影响突发性事件的交通影响突发性事件的交通影响

事件分类

事件产生的影响

对交通需求的影
响

对道路通行能力的影响
响

对道路通行能力的影响

交通事故
导致背景交通量
转移到其他平行 造成部分道路或车道阻塞交通事故 转移到其他平行
道路上

造成部分道路或车道阻塞

车辆故障抛锚 同上 同上

突发性事
件

短期临时养护
作业

同上 需封闭部分道路或车道

导致交通需求降 车速降低将影响道路通行
气候影响

导致交通需求降
低

车速降低将影响道路通行
能力

灾害等紧急事
如果需要疏散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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灾害等紧急事
件

群将产生额外的
交通需求

部分路段不能通行



计划性事件的交通影响计划性事件的交通影响计划性事件的交通影响计划性事件的交通影响

事件产生的影响

事件分类
对交通需求的影

响
对道路通行能力

的影响响 的影响

道路养护维修
导致其他平行道

关闭部分路段或

计划性
事件

道路养护维修
作业

路上的交通需求
增加

关闭部分路段或
车道

事件

重大集会、比
赛等

导致额外的交通
需求

因为事件的需要
而关闭部分道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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赛等 需求 而关闭部分道路



计划性事件交通管理目标、计划性事件交通管理目标、计划性事件交通管理目标、计划性事件交通管理目标、
原则和影响因素原则和影响因素

目标

提供交通预测
保证交通安全保证交通安全
效率 大化

原则

影响因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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体育场馆赛事、文娱活动等体育场馆赛事、文娱活动等体育场馆赛事、文娱活动等体育场馆赛事、文娱活动等
的交通管理的交通管理

考虑专用的停车空间，内部有良好的通道与外部
交通联系 外部交通便利交通联系，外部交通便利；

周边有比较发达的公共交通系统；

会产生人流、车流的到达和驶离高峰；

精确地进行交通需求预测；精确地进行交通需求预测；

借鉴历史数据来提高预测精度和计划的可行性；

工作日考虑对通勤交通的影响工作日考虑对通勤交通的影响



重大集会等的交通管理重大集会等的交通管理重大集会等的交通管理重大集会等的交通管理

参与人数事先难以估算，并且受天气的影响很
大大；

不同类型的集会，历史数据往往不能通用；

场所容量没有限制；

安排停车空间；安排停车空间；

考虑天气影响，制定对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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道路养护维修工程的交通管理道路养护维修工程的交通管理道路养护维修工程的交通管理道路养护维修工程的交通管理

阶段
可采取的管理

措施
说明和举例

建立健全相关 不仅需要制定工程技术方面的标准，也需要

前期
准备

建立健全相关
的法律法规

不仅需要制定工程技术方面的标准，也需要
制定有关安全管理方面的标准

安全教育 加强驾驶人和施工人员的安全教育
准备

制订交通管理
方案

包括作业区内部和外部的交通控制管理方案
并安排专人负责组织实施

施工
期间

交通管理 速度控制、车流引导

安全管理 保证安全设施以及施工设备工作正常

后期
工作

数据处理
数据收集和处理，为以后类似的工作提供参
考

18其他 开展相关研究
新的施工技术、施工设备、安全设施的研发
和应用



突发性事件的交通管理突发性事件的交通管理突发性事件的交通管理突发性事件的交通管理

分类

特点特点

原则原则



气候影响和短期临时的养护施工气候影响和短期临时的养护施工气候影响和短期临时的养护施工气候影响和短期临时的养护施工

直接影响

影响交通流的车速和道路通行能力影响交通流的车速和道路通行能力。

间接影响间接影响

容易诱发拥挤和交通事故

管理重点管理重点：

要求有关部门向使用者提供良好的事件信息，
避免拥挤和事故的发生；

拥挤和事故发生后，要求能及时有效地处理事拥挤 事故发 后 要求能 时有效 事
故现场，及时疏导交通。



交通事故和自然灾害交通事故和自然灾害交通事故和自然灾害交通事故和自然灾害

救援处理的特点
事件处理方案会很大程度影响到救援的效率

由于事件发生突然，后果扩散速度极快，救援方对它作出
反应的时间有限，需要决策部门在短时间内作出正确决定

在处理过程中，单个部门难以有效控制局面，需要多个部
门很好地协调

管理方案管理方案
交通管制方案；

急救援技术与装备急救援技术与装备；

救援线路；

上游流入交通的迂回诱导的控制管理方案上游流入交通的迂回诱导的控制管理方案；

相关平面道路的紧急管理方案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