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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对传统交通景观定义进行分析和研究，从统计物理学的角度提出了交

通景观的全新理念——统计特征、网络特征、可靠性特征等，并以三个特色路

网的实例表现出现代城市交通景观的三种模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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城市道路中的地形、植物、建构筑物、绿化、艺术小品等组成的各种物理

形态统称为城市交通的景观，它是在满足道路交通特性的前提下，由各个构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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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素组成的具有使用、生态和景观功能的“线”状空间，为城市良好景观打下

基础，也是潜在的艺术形象。交通景观不仅涉及一条或多条道路的街道景观，

而且与整个城市空间相关联，是组成城市景观的重要手段．它的多元性为人们

生活活动提供了轨迹。

1  交通景观的认识——传统范畴

交通景观是景观设计学的一个分支，是一门新兴的、多学科交叉的应用科学，

是交通工程学科的研究内容之一。

1.1  道路的组成

城市道路联系城市的各个组成部分，既是城市生产、生活的动脉和组成城

市布局结构的骨架．同时也是绿化、排水及城市其他工程基础设施的主要空间。

在城市里，沿街两侧建筑红线之间的空间范围为城市道路用地，一般占城市用

地的 8％～ 15％，由行车道、人行道、绿带、排水系统（街沟、雨水沟、井水

管等）、交通辅助设备（信号灯、护栏等）、交叉口和交通广场、停车场和公

共汽车停靠站台、沿街道的地面设置（邮筒、架空电线杆等）、地下各种管线，

地下道（人行道、铁道等）组成。城市交通最重要的组成部分是道路，其主要

分为线路、路基和路面。线路由直线段和曲线段组成．由于道路会受到来自外

界自然环境与地物地貌的限制，所以在平面和纵面上会有转折和起伏，为了满

足车辆行驶顺适、安全和速度要求。在转折点两侧相邻处，需要有一定的曲线

连接。路基是道路路面下的基础部分，必须有足够的承载力和刚度、整体稳定性、

水温稳定性。路面是用筑路材料铺在路基顶面，供车辆在其表面行驶的一层或

多层的道路结构层。

1.2  交通的适应性

《雅典宪章》明确了城市的四大功能：居住、工作、游憩和交通。前三者

活动之间的联系产生了交通活动．需要一个交通系统去负担这个任务。城市交

通适应性则是为了使城市交通系统内部各个方面与其相应需求之间的相互协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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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致，并保持持续发展的最主要的表现形式。城市路网与交通适应性一般是通

过对城市现有路网结构、交通工具系统、道路系统、关系系统等进行分析和探讨，

并对能否使人、车、路和环境四个要素保持相互协调、提高交通安全性及行驶

舒适性的分析，进而可以更好的为城市远近期的规划服务。

1.3  交通与环境的协调

交通道路与环境的协调。可突出地方特色，美化道路环境，使路人对道路

宏观上有良好的印象。城市道路环境分为静态景观和动态景观。

1.3.1  交通的静态景观

静态景观可分为自然景观和人工景观。自然景观主要包括地形地貌、植被、

水体，它们影响着路网的结构和道路走向，维持生态平衡、保护环境，使得道

路景观与各种小品充分结合，突出地域文化特色。人工景观则是指道路空间的

构成元素，主要包括建筑、路面、道路交通设施、街道小品等，其中建筑是道

路空间边界的主要部分，必须与道路性质相协调．突出风格，这种空间变化和

天际线可以协调烘托出不同道路的气氛；而道路路面和人行道的铺装及立交桥、

高架桥、天桥、地道和各种交通标志等可以吸引人的注意，更多的是保障人车

交通的安全和通畅；街道小品如电话亭、花坛、座椅、雕塑等可以打破街道乏

味的气氛，使其更富有生活气息。

1.3.2  交通的动态景观

城市道路上的交通流是道路景观中运动着并随时发生变化的重要景观构成

要素。人行道上的人流中人们的不同穿着。步行的不同速度．不一样的姿态更

成为别具一格的景观：交通性道路上的车流由于在道路中的尺度较大。因此在

动态景观中占据了重要的地位。虽然它带来了交通安全和环境污染等问题，但

同时更为我们提供了便利，更多人从看到了时代的气息，它也成为了城市发达

兴旺的表现，融为城市一景。

交通道路设计首先要认真考虑作为设计对象的道路都有哪些人类活动存在。

因为人们在道路上的各种活动是设计的前提条件。城市的各个方面设计应以人

们的活动行为而存在，如果交通和道路景观的设计脱离了人类活动，就没有什

么实际意义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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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现代交通景观——全新的理念

交通景观不仅要研究景观的地表所有现象的综合，还应该研究主体（人）

的活动行为和交通路网的结构和功能特性。

2.1  交通网络景观的特征

城市道路系统构成交通网络，由点、线按照一定空间秩序组合成的体系，

它是完成城市日常交通任务的主要载体，负担着城市里各种车、人的运行。城

市交通规划和城市规划都以城市道路为主脉，一个城市的交通网络会影响整个

城市的发展方向，直接会影响到居民生活出行的便利和城市经济的发展。交通

网络的功能和作用有可能会随着城市的发展而发生变化。交通网络景观是城市

各个交叉口之间元素构成的一个整体系统，联系在一起完成城市交通需求功能

的景观。是随着城市的发展而发展的动态景观，是城市活动的一种主要载体，

维系人们相互交往的综合网络性景观，是与外部城市进行交流的开放性景观，

是一个有实际意义的复杂网络景观

2.2  交通统计的景观特征

城市交通的四个基本因素是用地、人、车、路。其中用地和人是对城市交

通起决定性作用的因素，车和路是对城市交通起影响作用的因素。城市交通用

地指标的确定源于社会调查，经加工归纳，成为一定时期内确定交通量的指标：

城市居民的出行交通活动特性主要有四个要素：出行目的、出行方式、平均出

行距离、日平均出行次数，这些要素构成居民出行结构网：机动车和自行车是

构成城市交通网的主要内容。通过研究车辆的保有量、出行率、空驶率、车流

速度、密度等，来确保与整个交通网的安全和通畅；道路是容纳城市交通的主

要设施，包括路段和交叉口两部分，停车设施的布局及停车能力应与道路交通

的停车需求相匹配。

2.3  交通网络安全性的景观特征

城市交通网络作为维系城市正常生产和生活的生命线．它不仅仅是一个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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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系统，还是一个生命系统。一个城市的发展，特别是经济发展，需要一个可

靠性良好的城市交通网络系统作为依靠，城市交通网能为城市经济的发展提供

物资支持和人力供应：在遇到紧急事件和灾害时，需要个可靠的城市交通网，

对生命和重要物资进行抢救，保障城市安全：一个可靠的城市交通网可以有效

地缩短居民出行时间，节约出行费用。节省能源消耗，对人们的生产生活都有

积极作用。

2.4  交通网络可靠性的景观特征

2.4.1  城市交通网络的可靠性的定义

城市交通网络的可靠性是指城市交通网络能满足城市不同时空分布下的某

一特定交通出行需求的统计概率。其功能指标有路网整体连通性、居民出行时问、

道路通畅程度、可达性等。

2.4.2  城市交通网络可靠性评价指标

常用评价指标主要有：

（a）连通可靠性。城市路网中的节点能保持连通的概率．从研究对象对应

的抽象网络的拓扑结构角度来描述网络的可靠性；

（b）出行时间可靠性。在现有的城市交通网络能满足用户出行时间要求且

保证出行成功的概率。反映出城市交通网络因为出行需求变动引起的出行时间

波动的情况下，行程时间能满足用户出行时间期望值的能力；

（c）容量可靠性。现有的城市交通网络能够满足一定居民出行需求的概率；

（d）遭遇可靠性。出行者在选择城市交通网络中出行成本最低的路径时，

出行者不遭遇城市交通网络因各种攻击（人为行为、自然灾害、意外事故等）

而造成通行能力下降的概率；

（e）脆弱性。城市交通网络的网络结构和通行能力在各种意外攻击下，网

络的受破坏程度和通行能力受影响的幅度。可从两方面来衡量，一方面是网络

结构的受破坏程度。以节点为研究目标，另一方面通行能力的受破坏程度，指

某些路段在收到意外事件攻击的情况下，路段是否通畅以及堵塞的严重程度。

2.5  交通结构分形的景观特征

城市空间结构中的重要组成部分就是交通网络．其发展和完善与城市的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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化发展是一种空间的互动过程。S．Thibauh 和 A．Marchand 对法国里昂市的道

路系统进行研究，发现道路等级和各等级之间存在着双曲函数关系，表明城市

道路网络作为一种内部具有自相似性的等级结构，具有分形的性质

3  城市交通景观——空间形象

城市交通景观是系统的组合，可以使人们从不同的角度、空间环境体会从

宏观到微观，从历史到现代。从自然到人文的丰富多层次城市景观趣味。由于

历史发展的原因，城市交通有各自的特点，交通景观要以人为本，尊重、继承、

保护历史，整体性、可持续发展性以及个性化的原则，是建立在城市交通网络

突出城市特色的前提条件下，并最终融人城市的总体景观中，表现出各个城市

的优美环境、历史内涵和富有生命力的整体形象。

3.1  北京为方格网式交通景观

北京市的道路以方格式矩形为主，十字相交、形状规则、道路方向性明确。

容易识别。但是对角线方向的交通极其不便，若不配合交通管制，容易形成不

必要的穿越中心区的交通。北京市区域交叉口的管控有利于缓解拥堵的交通，

可以建立交通信号实施控制系统、设置快速路、构建干线绿波带、改进道路交

通标志标线设计。宣传并提高交通参与者的素质。北京市作为一个历史名城，

在交通景观的道路视野范围内把自然景观和人文景观建筑组织起来，成为一个

联系城市自然和历史性景观的骨架。

3.2  成都为放射环式交通景观

从成都市的实际地理环境出发，其处于西南盆地，可持续发展的用地并不

充裕。交通网是从城市中心向四周呈放射状，分布若干主要干道，但是交通灵

活性不如方格交通网好，且容易把外围的交通迅速引入市中心地区，引起交通

在市中心地区过分的集中，也容易引起城市沿环路的发展，促使城市呈同心圆

式不断向外扩张。为避免其缺点，可以在原有的环形放射路网基础上部分调整

改建形成快速路系统，对缓解城市中心的交通压力，促使城市转向沿放射形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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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干线向外发展有重要作用。成都市想要突出城市特色。则要发展地理优势，

突出植被和绿化，通过道路和广场公园的小品来凸显城市特色，如人行道的铺装、

路侧绿带景观、雕塑等，使当地居住者和旅游者从不同的角度感受城市的人性

化带来的各种便利。

3.3  兰州为混合式交通景观

兰州是河谷型城市，以河谷盆地为轴线的主要伸展方向，形成常见的链式

交通网。是由一两条主要交通干路作为纽带。类似脊骨一样联系着各类较小范

围的交通网而形成的，构筑了符合自身特点并切合实际的交通网络。兰州市在

东西走向上，以西津路、南滨河路、北滨河路为主要通道的交通已趋于饱和，

如果其中一条受阻，另外两条也会马上拥堵；在南北走向上，桥梁密度偏小，

不适宜疏散平衡交通问题。南北滨河路不仅是兰州交通要道，也是旅游风情要道，

这两条滨河路的景观要利用水面景色，并增加道路横断面的多种形式的布置，

创建亲水空间，使交通参与者在道路活动过程中感受到大自然的气息，在绿化

较宽或滨河公园时。布置富有兰州特色的灯柱、花架、雕塑等使其更有艺术魅

力．从而将滨河路及旁建筑群融为一体，成为滨河路景观的有机组成部分。

4  结语

随着城市经济的快速发展，交通景观的定义已经不仅仅局限于传统范畴的

地表现象的综合，同时城市整体交通网络也是评价交通景观的重要组成部分，

地形地貌影响下的交通路网的结构和道路的走向都是对交通景观的全新认识，

也是对城市景观构成的全新认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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