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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城市化的发展引发了一系列交通问题，使城市交通规划管理面临着巨大挑战，传统规划手段已经无法适应当下交通需

求，利用 GIS 空间分析技术能使规划方案更加合理、可行。文中从 GIS 技术的空间操作及可视化特性出发，概述了交通规划

管理中的 GIS 技术及其在交通数据处理、规划方案评估等方面优势，分析了 GIS 技术在道路优化设计、交通事故定位、交通

状态预测中的运用。最后，针对 GIS与交通规划管理的发展现状，提出了交通 GIS系统所面临的挑战及未来发展趋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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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The development of urbanization has caused a series of traffic problems, which makes the urban traffic planning and 

management face great challenges. The traditional planning methods have been unable to adapt to the current traffic demand. The use 

of GIS spatial analysis technology can make the planning scheme more reasonable and feasible. Starting from the spatial operation and 

visualization characteristics of GIS technology, this paper summarizes the advantages of GIS technology in traffic planning and 

management, such as traffic data processing and planning scheme evaluation and analyzes the application of GIS technology in road 

optimization design, traffic accident location and traffic state prediction. Finally, according to the development status of GIS and 

transportation planning management, the challenges and future development trend of transportation GIS system are put forwar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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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着城市交通压力的剧增，交通拥堵等问题日益突现，传统交通规划手段和交通管控技术已无法解决当下交通供

需矛盾。GIS 技术的出现，给缓解交通压力、解决交通问题提供了新的方向与思路。GIS 是一种空间分析工具和数据可

视化平台，具有数据采集、查询、存储、分析等功能，在土地利用、城市规划、交通运输、资源评价与管理等领域都

有重大突破
[1]
。本文基于 GIS技术在交通规划管理领域的应用，结合 GIS 空间数据分析能力与交通规划方案可视化展现

需求，总结了 GIS 技术在交通规划数据管理、处理及可视化分析等方面优势，分析了 GIS 技术在交通信息发布、交通事

故定位等方向运用。最后，针对 GIS与交通规划管理的发展现状，提出了交通 GIS系统所面临的挑战及未来发展趋势。 

1 GIS技术在交通规划管理中的应用 

1.1 交通规划中的 GIS技术 

交通规划管理需要借助 GIS的空间分析单元，即 ArcGIS 的“缓冲分析”、“欧氏距离”等操作对矢量与栅格数据进

行处理、叠加和逻辑运算，主要涉及分析工具、数据管理工具、网络分析工具、转换工具、3D 分析工具等
[2]
。其中，

网络分析工具用于路径规划、交通设施布点等，转换工具用于矢量、栅格等数据相互转换，3D 分析工具用于规划成果

展示，分析工具是使用最频繁的空间技术，包括提取、叠加、领域、统计四个工具集。 

1.2 交通规划数据管理及专题图制作 

交通规划与管理涉及空间地理数据和属性文本数据两种类型。GIS 技术出现以前，空间数据依靠图纸或 CAD 存储，

属性数据利用 MySQL、Oracle 等数据库保存，具有可视化程度低、数据调用难度大、数据计算与成果分析衔接性差等

缺陷
[3]
。GIS 技术的兴起，弥补了交通规划数据存储、管理与处理的不足，实现了属性数据可视化表达以及规划方案模

拟、评估。 

此外，借助 GlS人机交互平台，可以实现 OD流向图、道路等级图、路网密度图、基础设施布局图等专题图制作，结

合电子地图实现交通状况、设施布局可视化展示，使交通规划与管理者直观、清晰看出交通分布情况以及交通规划结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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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 交通规划数据分析及城市道路设计 

交通规划相关数据与交通空间分布、土地利用性质紧密相关
[4]
，利用 GIS 技术进行空间数据处理与动态分析将大大

节约时间成本。同时，利用 GIS 技术进行地图叠加分析，能够为公交线路设置、道路规划布局、设施规划布点、最佳

路径选择等提供依据；利用 GIS 技术进行道路与基础设施缓冲分析，可明确道路用地边界及设施布局对周边地块的影

响范围；利用 GIS 技术进行规划方案模拟，能够评估当前结果有效性及可实施性
[3]
。除此之外，利用 GIS 的三维模型，

能够实现交通数据提取、道路断面图制作、道路线形设计以及道路线路优化。 

1.4 路网设施管理及道路交通控制 

城市路网基础设施建设与完善是交通系统规划管理的重要步骤。基于路网历史数据和实时检测数据，利用 GIS 处

理平台建立空间与属性数据存储仓库，实现路网设施数据管理；基于道路网络拓扑结构
[5]
，采用固定配时、感应控制等

方式构建信号控制系统，并利用 GIS 存储与处理交通配时参数、交通流运行信息、车辆运行实时信息、交通事件信息、

道路管控信息以及环境状态信息，实现动态信息分析。基于城市设施布局信息（如路网结构、功能小区划分、交通基

础设施等）、道路网络基础信息（如道路等级、车道数、长度、宽度等）、道路交通管理信息以及车辆保有量信息等路

网静态参数，利用 GIS 技术建立规划区域静态信息存储仓库，实现路网模型与属性数据空间匹配，方便信号设备、检

测装置等静态设施的管理与维护。 

1.5 GIS 技术在交通规划中的应用方向 

1.5.1 交通流信息发布 

基于 GIS 导航定位技术
[6]
，交通路网实时运行状况可以通过在线电子地图显示和查询，交通管理者和道路使用者能

够实时获取路网拥挤程度、停车设施占用情况以及交通事件发生位置等动态信息，不仅能为交通管理者的管控策略制

定和管控效果评估提供信息支持，还能对交通出行者的出行行为选择与出行路径规划进行合理指导。 

1.5.2 交通状态预测 

基于 GIS 定位技术，采取科学合理的数学模型对交通流运行信息（交通流量、占有率、行程时间等）进行预测，利

用模糊聚类、机器学习等技术对道路交通状态进行研判，从而为交通管控方案制定、交通规划效果评估提供理论支持。 

1.5.3 交通事故定位、分析 

GIS 技术可以将交通事件信息和道路网络拓扑结构进行有机整合，结合实时定位系统和信息发布平台，利用大数据

相关技术能够挖掘事故发生位置、地点以及发生频率，结合统计分析技术可以明确道路事故黑点。基于此，考虑道路

质量和行车环境，采用道路改造、信号控制等措施对事故多发路段进行管理控制，从而达到保证行车安全的目的。 

2 GIS在交通规划中的挑战及发展 

2.1 交通 GIS系统发展所面临的挑战 

2.1.1 标准化问题 

GIS 技术与交通规划融合过程中，道路交通设施、交通信号控制等信息的标准化存储与管理至关重要
[7]
。但是，由

于交通系统极其复杂且不断随机变化，交通数据种类与格式千差万别，多源数据标准化表示难度较大。 

2.1.2 交通信息提取 

不同交通数据的内容、格式、表现形式具有很大差异，却都能以不同详细程度描述路网空间特征和交通运行状况，

因此，如何利用 GIS 进行交通信息提取和地理现象表达对确保规划方案合理性具有重要意义。 

2.1.3 多车道问题 

GIS 系统中，城市路网被抽象为一系列线段即道路中心线进行表示，忽略了车道数和宽度的作用，不能分车道、分

方向分析交通流运行特性。 

2.2 GIS 在交通规划管理中的发展趋势 

（1）3S 技术结合发展：交通规划过程中，结合 3S（GIS、RS、GPS）技术进行数据分析、空间定位，实现路网交

通运行状态实时检测和动态评估。 

（2）GIS 与 CAD 的结合：基于 CAD 绘制的用地性质、交通路网、设施布局成果图，通过 GIS 空间分析技术实现属

性数据与点、线、面空间位置信息有机整合。 

（3）GIS 与 TransCAD 的结合：TransCAD 是目前交通规划所使用的热门软件之一，它是基于传统“四阶段法”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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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交通流分配的主要手段。将 GIS与 TransCAD 的结合，能为交通规划者提供更好、直观的决策依据。 

3 结语 

GIS 技术已经应用在城市交通的各个领域，GIS 扩大了海量交通数据呈现方式，强化了数据的可访问与可操作性。

本文基于 GIS 技术在交通规划管理过程中的实际应用，探讨了 GIS 技术在数据管理及分析、专题图制作及可视化展示

中的优势，分析了 GIS 技术在道路优化设计、交通事故定位与预测等方面运用。最后，针对 GIS 与交通规划管理的发

展现状，提出了交通 GIS 系统所面临的挑战及未来发展趋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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