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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With the rapid development of higher education, private vehicles pour into campus frequently, 
which results in the increasing number of vehicles on campus. However, there was no synchro-
nized road reconstruction and traffic organization on campus, giving rise to traffic congestion and 
even traffic safety problems. In this paper, traffic characteristics and organization principles were 
described on campus. Taking the west campus of Shandong University of Technology as an exam-
ple, some suggestions on the traffic reconstruction were proposed under the existing road condi-
tions, which would bring up some beneficial references for optimizing road traffic organization on 
campu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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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随着高等教育事业的快速发展，社会车辆频繁的进出校园，导致校园内的机动车数量逐年递增，高校校

园内没有同步进行道路改造和交通流线组织的规划，势必会造成校园内交通拥堵，甚至引发交通安全问

题。本文阐述了校园交通的特点和组织原则，并以山东理工大学西校区为例，在已有的道路条件下，

提出对校园内和校园出入口交通流线改造的建议，以期为高校校园的道路交通组织优化提供一些有益

的思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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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言 

随着高校扩招和校园面积的扩大，高校校园的行人、非机动车、机动车不断增多，校园交通日趋复

杂化，科学处理校园内车行与人行的组织非常必要。陈凯[1]在分析我国校园道路交通现有问题的基础上，

对近年来校园规划中道路交通组织的设计思想与方法做了简单的概括总结；顾悦等[2]通过分析高校校园

交通的特征，提出组织优化和安全管理校园交通的思路；韩阳[3]通过对湖南某高校的校园交通进行实测

以及问卷调研，提出了高校校园交通组织管理以及线路优化方法；周宗渊等[4]通过分析校园交通布局和

校区师生出行特征，提出了校园内部交通优化策略；向成绪[5]遵循以人为本的理念，对高校校园主要功

能区的交通组织形式作了初步分析与探讨；章飙等[6]通过对香港中文大学校园内部交通方式的探讨，总

结出大尺度校园内部可行性交通组织形式以及运作方式。 
随着校园内机动车数量、非机动车数量的快速增长，机动车与非机动车、行人之间的交通冲突日益

严重，给校园带来诸多安全隐患。因此组织与协调好校园交通，保障与实现校园交通的安全、合理、可

持续运行，是非常重要且必不可少的。本文以山东理工大学西校区为例，通过分析校园道路交通现状，

提出了可行的校园交通组织优化方案。 

2. 校园交通特点及组织原则 

2.1. 校园交通特点 

与城市交通不同，校园道路缺少严格意义上的通勤特征，更具有生活性。学生出行以步行、自行车

为主，教职工与校外来访人员的出行以机动车为主，而校园内的交通组织又没有城市交通那么规范有序，

导致校园机动车与非机动车、行人交通之间的冲突日益严重，给校园带来诸多安全隐患。 
高校一般实行统一的作息时间来安排师生的生活，师生活动的规律性较强。在上下课的时间点交通

出行量激增，呈现短时间交通高峰现象。 

2.2. 校园交通组织原则 

静态交通组织主要解决校园的停车问题，动态交通组织的主要任务是解决交通流的分配。二者相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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结合、相辅相成，更好地解决校园交通问题。校园交通组织应以保证师生出行便捷为前提，遵循“以人

为本”的理念，对人流、非机动车和机动车三个要素进行合理安排，实现人车的交通流分离，打造安全、

舒适的出行环境。 

3. 山东理工大学西校区概况 

3.1. 校区地理概况 

山东理工大学西校区坐落于山东省淄博市张店区，占地面积约 3600 亩，位于人民西路以南，南京路

以西，新村西路以北，北京路以东。 

3.2. 校园道路系统概况 

山东理工大学西校区整体上采用棋盘式道路布局，这种路网结构在横纵两个方向均有多条平行道路，

灵活性大。但沿对角线方向没有便捷的交通联系，校园内“爆发性”交通流不易分流，局部地区容易产

生交通拥堵，存在安全隐患。师生为减少步行距离常常从草坪上穿过，破坏的植被形成的黄土路与周围

绿化形成鲜明的对比，缺乏美感和人情味。 

4. 山东理工大学西校区交通组织优化方案 

校园的交通组织设计与城市交通相似，同样是在现有的道路空间上，科学合理地分车种、分流向使

用道路，使得校园内行人、自行车和机动车能够安全、有序地通行。 

4.1. 校园内部交通组织优化方案 

4.1.1. 机动车流线组织设计 
山东理工大学西校区占地面积大，各功能区分布较分散。本文采取环形流线的机动车交通组织策略，

尽可能实现“人车分离”，减少机动车对生活区和教学办公区的干扰。但考虑到机动车流线到各功能区

要在合适的范围内，最终得到的机动车流线如图 1 所示。 

4.1.2. 行人和自行车交通流组织设计 
根据目前山东理工大学西校区的道路网和交通现状，把校园分为 6 个区域，各区域间通过校园主干

道和次干道连接(见图 2)。 
 

 
Figure 1. Motor traffic flow 
图 1. 机动车流线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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鉴于校园内自行车方式出行较多，为方便学生出行和自行车的停放，该区域内部的次干路上不允许

机动车通行。考虑到部分宿舍附近的道路较窄，故将宿舍附近南北向的道路限制自行车通行(见图 3)。 
该区域内部大部分为校园支路，且穿过教学楼内，故将穿越教学楼的内部小路设置为步行专用道，

其它道路自行车均可通行(见图 4)。 
稷下湖是山东理工大学重要的景观区，除稷下湖周边路设置为步行专用道外，该区其它道路均允许

自行车通行(见图 5)。 
在上下课时段，该区域交通流量大，为保证学生安全、顺畅出行，故该区域禁止机动车通行。绿地

中的绿荫小路为师生学习、休憩的场所，只允许步行者通行(见图 6)。 
 

 
Figure 2. Pedestrian regions 
图 2. 步行区域分区图 

 

 
Figure 3. Pedestrian regions and cycle path in the region1 
图 3. 区域 1 内步行区及自行车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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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igure 4. Pedestrian regions and cycle path in the region 2 
图 4. 区域 2 内步行区及自行车道 

 

 
Figure 5. Pedestrian regions and cycle path in the region 3 
图 5. 区域 3 内步行区及自行车道 

 

 
Figure 6. Pedestrian regions and cycle path in the region 4 
图 6. 区域 4 内步行区及自行车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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该区域用地性质复杂，且教学楼与实验楼不集中，所以在该区域严格禁止机动车通行。1 号实验楼

西侧小路主要是师生学习、娱乐的场所，故设置为步行道(见图 7)。 
绿地和莲心湖作为校园的景观区，只允许行人通行，其它道路行人和自行车均可通行(见图 8)。 
对校园内的机动车、自行车、行人路线组织优化后形成了新的校园道路网，如图 9 所示。校园外围

环路为机动车的指定路线，但是内环路在高峰期必须实行机动车禁行。 

4.2. 校园出入口交通组织优化方案 

4.2.1. 校园北门交通组织优化 
1) 机动车交通组织优化 
北门内外衔接处的交叉口缓冲区距离短，对交叉口的交通造成了严重的影响。出入口处校园内侧分 

 

 
Figure 7. Pedestrian regions and cycle path in the region 5 
图 7. 区域 5 内步行区及自行车道 

 

 
Figure 8. Pedestrian regions and cycle path in the region 6 
图 8. 区域 6 内步行区及自行车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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隔栏设置过长，高峰时期出校门的车辆滞留现象严重。将北门向东侧拓宽，增加一个进口车道(见图 10)，
交通组织如图 11 所示。 

2) 非机动车、行人交通组织优化 
高峰时期，北门行人、非机动车出行交通混乱，存在一定的安全隐患。因此在北门东侧增设行人、

非机动车通道，供行人和非机动车高峰时期通行，其它时段行人、非机动车在出入口原有西侧通道通行，

一定程度上缓解交叉口处行人拥堵、混乱的局面(见图 12)。 

4.2.2. 校园东门交通组织优化 
东门的机动车、非机动车、行人交通流量都比较大，出入口的交通空间过窄造成三种交通方式混行

的局面，降低了出入口的通行能力。在东门门卫室南侧增设行人、非机动车通道，保障行人、非机动车、

机动车在出入口安全、有序的出行(见图 13、图 14)。 

4.2.3. 校园西门交通组织优化 
西门的交通组织现状如图 15 所示，门外路段直行的机动车与校内左出的机动车、左进的机动车发生

交通冲突，易引发交通事故。建议将西门的交通出入方式改为右进、右出，一方面，在一定程度上控制 
 

 
Figure 9. Optimized road network 
图 9. 优化后道路网 

 

 
Figure 10. Traffic space at the north gate 
图 10. 北门交通空间立体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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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igure 11. Traffic organization optimization at the north gate 
图 11. 北门机动车交通组织优化 

 

 
Figure 12. Traffic organization optimization of pedestrians and non-motorized 
vehicles at the north gate 
图 12. 北门行人、非机动车交通组织优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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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igure 13. Intersection at the east gate 
图 13. 东门交叉口平面图 

 

 
Figure 14. Traffic space at the east gate 
图 14. 东门交通空间立体图 

 

 
Figure 15. Intersection at the west gate 
图 15. 西门交通组织现状平面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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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igure 16. Traffic organization optimization at the west gate 
图 16. 西门交通组织优化平面图 

 

进出校园机动车的交通量，另一方面，有效控制西门出入口的机动车交通冲突(见图 16)。 

5. 结语 

通过对山东理工大学西校区校园道路交通现状的研究以及优化方案的提出，在校园的交通组织规划

与设计过程中，应坚持“以人为本”的理念，遵循“人车分流，步行优先”的原则，根据校园的总体功

能布局，结合大学校园道路交通的特点，努力创造出安全、高效、舒适的校园道路交通网络，营建出良

好的人文气息的大学氛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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