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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引言

城市更新是实现旧城中心区整体提升的重要途径，从而

重塑经济增长点，助推地区经济稳步增长 ���，它是对原有旧

城传统物质环境的提升和改善，也是对旧城衰落现状的转变

和原有活力的再生 ���。嘉兴是中国共产党的诞生地，历史悠

久，文化多元，拥有 7000多年的人类文明史，2500多年的

文字记载史，1700多年城市建立史，是一座典型江南水乡风

情的国家历史文化名城 [3]。随着长三角一体化发展上升为国

家战略，嘉兴迎来了新的发展机遇。为抓住机遇，更好承接

上海优质人才、资源、要素等“溢出效应”，嘉兴开展了中

心城市品质提升行动。嘉兴古城位于环城河区域内，风貌破

败、交通拥堵的矛盾日益显现，是品质提升行动的重点区域。

本次研究范围为以嘉兴环城河的河道中线为基准线，向外扩

大 100m所围合的区域，总面积约 3.25km�。论文对嘉兴古城

现状交通存在的矛盾问题进行梳理，以问题为导向，针对性

地探讨了解决矛盾问题的对策和思路。

2�交通现状技术分析

2.1�道路交通系统分析

规划范围内道路网基本建成。以禾兴南路、中山东路、

城南路、城北路为主干道，勤俭路、建国南路、斜西街、环

城路为次干路。整体上干路系统交通条件较好，支路系统贯

通性较差（见图 �）。

环城河内侧绿道已基本建成，环城河外侧绿道建成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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较差，多数河段滨河绿道未建设（见图 �、图 3）。除望吴门

广场、月河对岸建设地块正在建设外，环城河内侧滨水绿道

已初步连通。

图 1�道路交通系统现状图

图 2�城北路—禾兴南路段环城河外侧绿道建设情况

图 3�中山桥北环城河外侧绿道建设情况

2.2�实时路况 +交通卡口机动车牌识别数据分析

城市早高峰期间，古城区及周边地区路网交通运行水平

基本稳定，整体饱和度达到 0.65，处于“轻度拥堵”的状态。

现状拥堵路段主要集中古城区南部，以环城路南段、禾

兴南路至南湖大桥以及城南路等道路为典型代表，部分路段

和节点达到严重拥堵的水平（见图 �）。

2.3�停车场现状分析

古城停车难，停车引导缺失。根据《嘉兴市中心城区公

共停车场规划研究》，环城河各片区合计需要泊位约 2.1~2.9

万个。环城河以内区域未来预测旅游客流 300~500万人次 /年，

节假日高峰客流约 2700~700人次 /h，结合交通出行结构，环

城河内旅游客流产生小汽车泊位需求约 200~350个，旅游大

巴泊位需求约 8~15个，环城河内合计需要泊位 2.5万个。而

环城河以内现状停车泊位总数为 1.1万个，现状泊位供给率

约 44%。其中配建泊位 9354个，社会公共停车场泊位 703个，

路内临时停车位 1092个，现状环城河以内停车主要以配建车

位为主，社会公共停车位不足，路内临时停车位较多。

图 4�现状早高峰道路饱和度

2.4�空间句法分析

城市整合度重心南移——中环南路、中环西路沿线具有

形成未来嘉兴城市中心的潜力，古城南部与南湖整合度不高；

部分特色资源点可达性有待增强（见图 �）。

图 5�中心城区发展的空间状态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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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交通优化策略

3.1�构建以轨道交通、有轨电车、城市公交为主导的

公共交通体系

3.1.1�衔接轨交 �、�号线，加强不新城联系

轨道 �号线、�号线经过古城——�号线衔接秀洲高新区、

中心城区、嘉兴南站，远期至海盐；�号线衔接中心城区、

嘉兴南站、远期至平湖、苏州。古城未来将实现——20min

到达嘉兴南站、科技城，25min到达嘉兴机场（见图 6）。

图 6�轨道交通示意图

3.1.2�近期构建有轨电车为骨架的公交网络，加强古

城与高铁新城联系

根据有轨电车规划，环城河区域未来通过有轨电车T1线、

T2线可以便捷联系高铁新城、科技城、秀洲高新区等地，提

供公交出行吸引力，进一步提升古城绿色出行品质。远期预

留轨道交通 �号线、�号线将进一步加强古城不高铁新城快

速联系。

3.1.3�完善公交网络、加密站点服务

规划形成“三横三纵一环”公交网络，中山东路公交与

用道应加强高峰时段交通管理、保障高峰时段公交独立路权，

结合用地方案加密公交站点，提高公交出行便捷性。现状及

新增站点建议设计为智慧公交站台，同时体现江南水乡特色

（见图 7）。

图 7�公交网络示意图

3.1.4�加大公交投入，提高公交服务水平

为保证公共交通形成核心竞争力，应加大公交投入，包

括提高高峰期发车频率、保障高峰期公交路权、公交专用道

成网成环、大力降低公交出行时耗、建设“掌上公交”平台、

引入定制公交等，切实提高公交服务水平、吸引市民主动选

择公交出行。

3.2�优化路网结构，加大停车配建，改善出行品质

3.2.1�截流过境交通，提升环城路内品质

环城路内现状高峰期拥堵主要集中于环城路西南段，其

他路段总体状况尚可，由于现状中环快速化改造尚未完成，

部分过境交通穿过环城路内区域，建议加快推进中环快速化

改造及越秀路“1.5环”建设，通过中环不“1.5环”截流过

境交通，改善环城路内交通状况（见图 8）。

结合城市干道建设，环城河区域可以通过禾兴路、南湖

大道、纺工路等结构性干道便捷联系高铁新城等片区，强化

人气互补、协作共赢。

图 8�过境交通截流环路示意图

3.2.2�加强跨铁路通道建设、促进湖城相融

“城市伤疤”——城市向南发展越发凸显了沪杭铁路建

设造成的城湖隔离、古城与新城的隔离问题，铁路及周边片

区成为城市缺乏活力的区域。通过跨铁路、跨河通道缝合，

实现湖城之间沿河步行 5min即有桥相连，车行 10min互通，

激发湖城游乐活力。

3.2.2.1�机动车主通道

主通道包括禾兴南路—南溪西路、中山东路—纺工路，

同时在现状紫阳桥基础上增加秀州路桥加强车行联系，实现

湖城快速连通。

3.2.2.2�步行休闲通道

现状保留：包括紫阳桥（北向南单行）以及两座步行桥。

规划新增：秀州路桥（南向北单行）及府南街步行桥。

规划预留：建国路与梅湾街东区步行桥（见图 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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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2.3�织补路网体系，街道快慢分离

结合现状街巷情况，规划新增 6条街巷通道不 3条慢行

通道，提供路网通达性，完善街巷网络系统，增强支路及内

部街巷的疏解能力，减缓干路交通压力。为提高地块通达性，

针对近期实施难度较大的街巷通道，建议预留远期实施空间，

更好的服务片区出行（见图 10）。

图 9�古城与南湖交通缝合示意图

结合用地功能，规划区内路网布局体现“快慢分离”，

组团连接路体现“快”，加强组团之间快速联系，组团内部街

巷体现“慢”，提升街区慢行活力，让街道空间回归行人（见

图 ��）。

图 10�织补路网体系示意图

图 11�街道快慢分离示意图

3.2.4�加强停车需求管理、落实 P+R停车策略

结合用地更新规划 31处社会公共停车场，包括外围 �

处 P+R停车场及内部 27处停车场，在配建车位基础上，新

增社会公共停车位 2990个。建议 9处配建停车场对社会公共

停车开放，提高泊位利用率。引入智慧停车、共享停车、停

车诱导系统等智能化停车管理方式，提高停车设施使用效率

（见图 ��）。

图 12�古城停车场规划示意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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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2.5�优化交通组织，提升微循环功能

结合街巷实际通行能力及道路改扩建实施条件，规划提

出内部街巷单行交通组织，通过单向街巷不相邻双向通行道

路组合形成顺时针环形流线，提高内部微循环效率，减小交

叉口延误时间，从而提升整体路网交通承载力。

3.3�优化慢行交通，提高古城慢享品质

3.3.1�建设稳静化街道、提升慢行活力

环城河内生活性街道、景观休闲性街道，通过缩路口、

陈车速、小半径、增设减速标志标线等稳静化措施，打造安

全畅行的活力街道示范区，提升环城河以内区域慢行品质与

旅游活力，促进湖城交融、旅游振兴。

3.3.2�打通环城河慢行环道，提升环河慢行品质

结合特色历史街区、公园、广场、码头、道路等布局，

沿环城河布置滨水道、慢跑道、骑行道三条慢行环线。提高

环城河沿线的亲水可达性，实现游客及市民的慢行需求。

3.3.3�完善换乘服务、提升游玩品质

结合游览景区布局，环城河以内设 �处旅游主集散点、

�处旅游辅集散点，实现小汽车与公交车、公共自行车、观

光游船的换乘，并提供旅游服务，外围 �处旅游集散点同时

也是水陆换乘主集散点，集成 P+R停车场、公交枢纽、游船

码头、公共自行车租赁点，减少机动车交通，提高内部游玩

品质；主集散点设大巴停车场不游客服务中心，提供综合旅

游服务；在月河街区、子城、望湖桥等设观光电动车停靠点，

提升观光游览舒适性。

4�结语

嘉兴古城由于历史的原因，路网结构不合理，早晚高峰

部分路段拥堵严重；停车缺口大，小汽车占道普遍，严重影

响居民的出行、居住品质。嘉兴古城应构建以公共交通、慢

性交通、绿色交通为主导的出行方式，同时优化路网结构，

街道快慢分离，提高出行品质。大力推动停车场建设工作，

落实 P+R停车策略。引入智能化停车管理方式，提高停车设

施使用效率。通过改善出行品质，切实增强居民获得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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还可以借鉴其他行业中类似疲劳系数的计算方法。例如，

在地铁行业中，方卫宁等人采用疲劳指数方法分析地铁司机

的疲劳程度。使用的疲劳指数模型由工作起始时间、工作持

续时间、连续两班间的休息、工作间歇、累积疲劳五个变量

构成。前四个变量用来评估短时间的疲劳情况，最后一个变

量是用来评估长时间疲劳的累积效应。变量后加上相应的修

正因子就构成了疲劳指数模型。根据计算得到的疲劳指数得

分可以用来判别特定轮班作业是否存在疲劳风险以及风险等

级 [8]。虽然行业不同，但是这种计算方法值得借鉴。

4�结语

飞行疲劳一方面会影响飞行员的正常操作，另一方面也

容易引发飞行安全事故。因此在制定飞行员排班计划时应当

保证公平性，避免有的飞行员执行完每月的排班计划后过于

疲劳，而有的飞行员却过于轻松。论文研究了飞行员疲劳系数

的发展过程，分析了现有疲劳系数模型的不足之处，并提出了

改进思路，为进一步完善疲劳系数模型提供了参考，也为将来

利用疲劳系数提高飞行员排班计划的公平性奠定了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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