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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Facing the problem of using one-way traffic in the city is blind and following suit, in this paper, the 
evaluation index is determined from two aspects of traffic operation and traffic impact and then 
the evaluation index of traffic operation status of one-way traffic area is obtained according to the 
principle of “reflecting the comprehensive, independent and convenient for each other”. Next, by 
means of analytic hierarchy process and combined with the traffic planning of Ningbo City, the 
specific weight of the selected index is determined finally to establish a multi index comprehen-
sive evaluation model suitable for using in Ningbo Cit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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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针对单行交通在城市的运用存在盲目性和跟风性，本文从交通运行和交通影响这两个方面出发，在此基

础上，按照“反映全面、相互独立、获取方便”的原则，得出单行片区交通运行状况的评价指标。通过

层次分析法并结合宁波市的交通规划确定所选指标的具体权重，进而建立一个适合于宁波市使用的多指

标综合评价模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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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言 

随着宁波市经济的快速发展，市区内的车辆及人口剧增，交通问题日益严重，极大地阻碍了城市的

进一步发展。而国内外长时期的实践表明，实行单行交通，是现今解决城市内部交通问题一种较为有效

且简单的方式。但目前关于“单行交通”的研究及相关理论并不充分，而现状宁波市是依靠经验及实地

调研设置单行交通的，极其的需要实用并且有效的评价方法，对单行交通实施前的路网布局、路网流量

和单行交通实施后的效果进行分析[1]。因此，本文分析和归纳国内外数个城市的单行交通实施效果，提

出一套适合于宁波市的单行片区交通运行状况的综合评价模型，为宁波市实施单行片区交通网络提供系

统性的理论支持。 
现今国内对这方面的研究较少，裴玉龙(2003)探究了城市单行交通组织，第一次叙述了单行交通的发

展历史、优点及缺点和单向交通的设置要求，并且阐述了基于模糊综合评价法的评价方法和评价体系，

在概括单行交通方案设计的常规步骤和方法的基础上着重阐述了此方法[2]。邬郁儒(2009)详细地分析了

实行单行交通后所产生的有利和不利的因素，同时使用了层次分析法和线性模糊分布法进行计算和标定

[3]。于博(2011)对单行交通的整体设计方案进行了深入的探究并且健全单行交通的评价体系，集中研究

了绕行距离这一评价指标，提出了两种单行交通绕行时间的计算方式包括最短路径法和城市道路车辆出

行总时间差值法，同时对评价结果中的不利因素，并给出了对应的改善措施[4]。 

2. 评价模型设计 

2.1. 评价范围 

第一步依据单行方案所在片区的现状交通、人文和经济情况，例如区域内部及周边的道路等级、区

域内的商贸、居住区域等，经过定性分析，确定一个大概的影响范围。第二步通过多路径概率分配法，

对第一步确定的区域内的出行生成及吸引进行再次的分配，定量分析并确定实际交通影响的范围。 

2.2. 评价指标的选取 

对评价指标进行分类，将其分为交通影响层面和交通运行层面。交通运行层面的指标包括(单行道路

平均行车速度，非单行道路平均行车速度，路段饱和度，交叉口延误缓解度)。交通影响层面的指标包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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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居民出行绕行程度，公交线路改线程度，停车问题缓解程度)。 

2.3. 确定指标权重 

本文主要使用层次分析法来确定各项指标之间的层次关系以及权重分布。通过对复杂问题分析，结

合评价内容及性质的区别，把较为复杂的问题拆解成多个因素，并将其按不同的要求分组，实现一个合

理、简洁并且有序的多级结构。本文通过将同个层级的不同指标相互比较，进而结合多人的综合判断，

获得不同指标之间的重要性排序。 
1) 首先建立结构层次：包括目标层、准则层和指标层，具体结构层次如图 1。 
2) 建立判断矩阵，本文采用 9 分制的判断标准，在准则层之间相互比较获得重要度。  
3) 确定相对权重(表 1)。 

 

 
Figure 1. Structure diagram 
图 1. 结构层次图 

 
Table 1. The relative weight of index 
表 1. 指标相对权重 

 
S1交通顺畅 S2交通舒适 S3交通经济 S4交通实施 S5交通效益 组合权重 

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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j j ij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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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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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330 0.100 0.140 0.100 0.330 

V1：单行道路平均车速 0.4 0.222    0.156 

V2：非单行道路平均车速 0.2 0.111    0.077 

V3：路段饱和度 0.2 0.445    0.111 

V4：交叉口延误下降率 0.2 0.222 0.429   0.148 

V5：居民出行绕行程度系数   0.429  0.429 0.202 

V6：公交线路改线程度系数   0.142 0.500 0.142 0.117 

V7：停车问题缓解程度系数    0.500 0.429 0.192 

W' = (0.156, 0.077, 0.111, 0.148, 0.202, 0.117, 0.19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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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4. 建立综合模型 

按上述计算确定各指标组合权重 W 和评价值矩阵 A，并建立综合评价模型，如下所示： 

( )

1

2
1 2, , , n

n

A
A

N W A W W W

A

 
 
 ′ ′ ′ ′= ∗ =
 
 
 





 

此处的评价值矩阵可以是路网的平均值,也可以是各个交通单元的评价值，结合评语集 V 根据最大隶

属度原则确定其评语。通过使用模糊分布法对论文中所使用的指标提出统一的评价标准。建立评价集合，

设评价集合 V = {好，较好，一般，较差，差}以及对应 V = {0.9, 0.7, 0.5, 0.3, 0.1}。 

3. 案例分析——以镇安片区为例 

3.1. 单行片区概况 

镇安片区位于宁波市江东区的西部，由于内部小区建成时间较早，内部道路路幅宽度普遍较窄，多

为双向两车道和单车道。因此镇安片区设置了较多的单行线。从道路网络看，镇安单行片区内的单行道

路布局为三横三纵，三横包括文景街、文景街 18 弄和四眼碶街；三纵包括镇安街、王隘路和王隘支路。

因此片区影响的核心范围就在这几条道路所围成的区域内，除去骨架单行路网，片区内还有较多社区之

间的支路，从整体上看，镇安片区道路网分布较为均匀，且四周均有主、次干道相连,因此影响范围需要

扩散到西至江东南路、南至兴宁路、东至彩虹南路、北至新河路。具体如图 2 所示。 

3.2. 确定评价对象 

文中所评论的交叉口都是通过信号控制的交叉口，具体的片区范围内的平面交叉口和路段列于下

表 2。 
片区内共计有 7 条路段、10 个信号控制的交叉口，其中 4 条路段在单行交通核心影响范围内，其余

为单行交通扩散影响范围内。本案例通过层次分析法获得最后的评价及其分值。 

3.3. 评价结果 

据表 3 得到对其的综合评价为： 

( )

0.156
0.077
0.111

0.529,0.398,0.796,0.488,0.810,0.560,0.236 0.5420.148
0.202
0.117
0.192

N

 
 
 
 
 

= ∗ = 
 
 
 
 
 

综  

由上文 V = {好、较好、一般、较差、差}对应{0.9, 0.7, 0.5, 0.3, 0.1}的原则，镇安单行片区的综合评

价为一般。 

3.4. 改善措施 

结合本文的评价结果提出以下建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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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igure 2. One-way traffic distribution map 
图 2. 单行片区分布图 

 
Table 2. Area traffic distribution 
表 2. 片区交通分布 

路段 交叉口 交通组织 

镇安街 
镇安街–新河路交叉口 

单向 
镇安街–兴宁路交叉口 

王隘路 
王隘路–新河路交叉口 

单向 
王隘路–兴宁路交叉口 

王隘支路  单向 

四眼碶街 四眼碶街–彩虹南路交叉口 单向 

文景街 文景街–江东南路交叉口 单向 

演武街 
贺丞路–演武街交叉口 

双向 
演武街–兴宁路交叉口 

贺丞路 
贺丞路–彩虹南路交叉口 

双向 
贺丞路–江东南路交叉口 

 
Table 3. The evaluation results distribution table 
表 3. 评价结果分布表 

 V1 V2 V3 V4 V5 V6 V7 

指标实际值 34.1 km/h 26.9 km/h 0.204 0.179 0.390 0.440 0.236 

综合评价值 0.529 0.398 0.796 0.448 0.810 0.560 0.236 

评价等级 C D B C A C D 

评语 一般 较差 较好 一般 好 一般 较差 

组合权重 0.156 0.077 0.111 0.148 0.202 0.117 0.19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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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延长四眼碶街和文景街单行路段的长度，西至江东南路，东至兴宁路。此措施能有效提升四眼碶

街和文景街车辆的平均车速，降低路段的饱和度，减少交通拥堵。 
2) 将演武街改造成北至南单向行驶的道路，与镇安街形成方向上的互补，建立建全片区内部的单向

微循环系统，提升片区内部的通达性，进而加快车辆的通行速度。 
3) 针对停车难问题，可以将片区内各社区的闲置用地及周边无用地改造成停车场，也可将小区内部

效率低下的绿地改造成草坪砖停车位，增加停车位的供给，改善片区的停车难问题。 

4. 结语 

随着城市化的不断发展及个人生活水平的快速增长，机动车增长所造成的交通拥堵已成为一个不可

避免的难题，更多的城市把设置单行交通作为解决城市拥堵的手段。本文通过分析及具体实例的计算得

到以下的结论： 
1) 本文通过线性模糊分布的方法提出了单行交通各个指标的隶属度函数，且对于不同的评价指标，

采用两种单调性的函数来计算评价值[3]。本文利用了层次分析法对整个评价系统进行分析，最后的到一

个较为合理的综合评价模型，并对宁波市中的镇安片区这一实例进行了综合评价，并且将各项因素的评

价结果以表格的形式输出，方便今后的使用及查询。 
2) 对单向交通影响上的认识。通过上述的研究发现，单行交通对片区内的单行道路的平均车速确实

有很大的提升作用，且对附近居民的日常通勤影响较小，但对片区内停车问题的缓解程度不大，其主要

原因是实施单行道路的片区多为老小区，道路横断面较窄，片区内道路网络密度不足，建筑物分布较为

密集，且合法停车位较少，多数车辆夜间沿道路两侧停车，实现单行道路后，部分单行道路虽然设置了

路侧停车位，但仍然没有做到真正的“开源”，因此提升效果不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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