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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1  综合运输体系的结构

 5.1.1  综合运输体系概述
1.综合运输的内涵
       研究综合发展和利用铁路、公路、水路、航空和管道等各种运输

方式，一逐步形成和完善的一个技术先进、网络布局和运输结构合
理的利用运输体系的科学。

2.发展综合运输体系的意义
① 提高综合国力

② 有效利用资源和节约能源

③ 节约土地资源

④ 减少环境污染，维持生态平衡

⑤ 提高科学管理水平

3.综合运输发展的趋势
① 客运快速化

② 货运物流化



③ 综合运输系统智能化
④ 一体化运输技术
⑤ 绿色交通技术

 5.1.2  综合运输系统的构成
1.运输对象系统
即客、货流系统，运输对象随时间和地点而改变

2.载运机具系统
包括运输工具和装卸机械两部分

3.运输路网系统
指由路网、港站枢纽等固定设施组成的整体

4.信息系统
用来收集、传递和流动操纵运输系统运转过程中各种相关信息的机构

5.运输行政管理系统
作为履行国家政府职能的交通运输管理部门，对交通运输体系设施宏观调控

6.运输生产组织系统
由各个运输生产者组成的系统



5.2  综合运输布局与规划
 5.2.1  综合运输布局
1.综合运输布局的含义与主要任务
① 综合运输布局的含义
② 综合运输布局的主要任务

2.影响综合运输布局的因素
① 国民经济的发展需求
② 自然条件
③ 技术条件
④ 旅游景区

3.综合运输布局的原则
① 相互协调
② 科学预测
③ 因地制宜
④ 点、线、面结合
⑤ 节约用地
⑥ 结合城市规划
⑦ 兼顾国防



4.综合运输布局的程序和方法

① 程序

制定计划、搜集资料、实地考察、提出设想，专家咨询、编写报告

② 方法

调查研究法、技术经济论证法、线性规划法

5.综合运输布局的平衡

 运输部门与国民经济其他部门的平衡

 各种运输方式间的平衡

 各种运输方式内部的平衡



 5.2.2  综合运输规划
1.综合运输规划的任务与内容
① 任务  

 调查现状

 确定发展方向和规模

 合理布局

② 内容  

 确定交通运输业的性质、发展方向，预测交通流量

 选定有关建设标准和各项技术经济额定指标

 选定规划范围

 进行必要的综合技术经济论证

 确定近期运输系统发展的目标、内容和具体部署

 拟定实施规划的步骤和措施

     



2.综合运输规划的步骤
a) 资料建档

b) 调查分析诊断

c) 制定政策、目标及准则

d) 体制和财政分析

e) 供给分析

f) 需求分析

g) 运营和基本改进措施

h) 区域运输活动的预测

i) 未来交通运输方式的选择

j) 未来运输短缺的辨识

k) 关键通道备选方案的生成、分析和评价

l) 备选方案的产生分析和评价

m) 综合运输规划的总体评价



图5-1 综合运输规划过程和步骤



5.3  铁路运输

 5.3.1  铁路运输的产生发展及含义

1.铁路运输的产生

2.铁路运输的含义
 

铁路运输是指利用机车、车辆等技术设备沿铺设轨道运行的运输方式



 5.3.2  铁路运输系统的组成
1.铁路车站

图5-2 车场与货场纵列的尽端式货运站布置图

1-到发机停车场；2-货场；3-专用线；4-牵出线



图5-3  通过式货运站布置图（大型）



图5-4  混合式客运站布置图



图5-5  尽端式客运站布置图



2.铁路线路与轨道

3.铁路机车与车辆

4.铁路信号与列车自动控制系统



 5.3.3  铁路运输的特点
1.铁路运输的优点
① 牵引力大，输送能力强

② 运行速度快

③ 运输成本低

④ 环境污染小

⑤ 适应性强

⑥ 行驶具有自动控制性

⑦ 有效使用土地

2.铁路运输的缺点
① 资本密集、固定资产庞大和需要大量资金和金属

② 始发与终到作业时间长，短途运输平均成本高

③ 货损较高

④ 营运缺乏弹性

⑤ 设备庞大不易维修，战时容易遭受破坏

3.铁路运输适用范围



 5.3.4  铁路运输的发展

1.国有铁路司化公

2.国有铁路民营化

3.开展多种经营活动，扩大经营范围

4.铁路旅客运输重新受到各国政府的重视

5.大力提高客车速度已是共同趋势

6.发展高速铁路已成为世界潮流

7.重载货物运输

8.新型大功率机车

9.先进的信息控制技术和指挥系统



5.4  水路运输

 5.4.1  水路运输的产生发展及含义

1.水路运输的产生

2.水路运输的含义
       水路运输简称水运，是指利用船舶、排筏和其他浮运工具，在水

路上完成旅客与货物的运送的一种运输方式。

 5.4.2  水路运输系统的组成

1.船舶
① 客船

② 货船

③ 客货船



2.港口水域
     港口的水域包括港池、航道与锚地

3.港口陆上设施
 港口铁路

 港口道路

 仓库

 港口机械

 港口给水与排水系统

 港口供电

4.助航设施
  为了保证进出港船舶的航行安全，每个港口、航线附

近的海岸均有各种助航设施

5.港口服务机构
   包括保证港口生产和设备维修的各项辅助设施、行政办公

和生活设施。



① 流动机械库
② 维修站
③ 工具材料库
④ 加油站

 5.4.3  水路运输的特点
1.水路运输的主要优点
① 运输量大
② 运输成本低
③ 通过能力强
④ 投资省
⑤ 劳动生产率高

2.水路运输的主要缺点
① 速度慢
② 适应性差
③ 货物直达性差
④ 投资额巨大，回收期长
⑤ 国际化经营且竞争激烈
⑥ 兴衰循环，运费输入不稳



3.水路运输的适用范围
适用于大宗货物长途运输，在运输长、大、重件货物时雨铁路、公

路相比具有明显的优点。

5.4.4  水路运输的发展

1.观念、运输方式变革和运输功能拓展

2.经营机制新变革

3.船型专业化与泊位深水化

4.码头专用化、装卸机械自动化及运输全球化



5.5  航空运输

 5.5.1  航空运输的产生及含义
1.航空运输的产生

   可追溯到19世纪70 年代。

2.航空运输的含义
 航空运输是指使用航空器运送人员、行李、货物和邮件的一种运输形式

 5.5.2  航空运输系统的组成
1.飞机

民用飞机是指用于从事客货运输的非军用飞机

① 分类 按重量、航程、用途分

② 组成 机身、机翼、尾翼、起落架、发动机等部分

③ 性能 速度、爬升、续航、起降



2.航空港

① 组成及功能 

飞行区、客货运输服务区、机务维修区

② 机场的分级 

根据跑道和设施划分使用等级

③ 候机楼  
 基本功能：保证旅客迅速有秩地登机或离开，并提供休息场所  

 设施：旅客服务设施、生活保障设施、行李处理设备、行政办公用房

 布局和登机口布置方式 

④ 目视助航设施

 助航灯、标志、标志物

⑤ 航空港与城市的关系

随着城市的发展而建立，又促进了城市的建设与繁荣；环境污染



3.空中交通管理系统
① 航路和空中交通间隔规则
② 空中交通管制机构

 全国交通管制中心
 区域交通管制中心
 航站进近管制室
 机场交通管制塔台
③ 航路助航设备

 NDB、VOR、DME、雷达和话音通信



④ 航站助航设备 

PAR（图5-6）、ILS（图5-7）、机场监视雷达

                                                              图5-6 精密进近雷达覆盖区

图5-7 仪表着陆系统示意图



⑤ 目视助航设备
 进近灯光系统（图5-8）

 跑道和滑行道灯光（图5-9）

           
            图5-8 简易进近灯光系统               图5-9 滑行道边灯和中线布置灯



 标志（图5-10）

  图5-10跑道标志

 标记牌



 5.5.3  航空运输的特点
1.航空运输的主要优点
 速度快
 机动性大
 舒适安全
 建设周期短，占地少，投资少
 适用范围广泛，用途广
 货物空运的包装要求通常比其他运输方式要低
2.航空运输的主要缺点
 运载量小。运输成本高
 噪声污染严重
 直达性差
 受气候条件限制
 速度快的优点在短途运输中难以发挥
3.航空运输的适用范围



 5.5.4  航空运输的发展

1.航空运输载运工具的更新

2.CNDS/ATM系统的更新

3.信息技术的广泛应用



5.6各种运输方式的合理配置与协调
 5.6.1  各种运输方式的合理配置
1.合理配置的原则
 各种运输方式合理分工

 适应运输量增长要求

 适应生产布局

 立足现状、逐步发展

 多式联运

 效益第一

 政策指导

2.合理配置的研究方法
 调查现状

 运输需求的预测

 运输平衡分析

 运输方式合理配置的经济评价次序

 投资及融资研究和分析

 确定综合运输网模型



 5.6.2  各种运输方式的协调发展
1.货物流向和流量与线路的协调

2.运输方式的协调

3.运输设备能力的协调

4.运输组织工作的协调

5.运价与运输费用的协调



5.7  综合运输系统的组织与管理
 5.7.1  综合运输组织
1.综合运输组织的概念
2.综合运输组织的意义
 是综合运输的落脚点
 是综合运输生产的基础
 是客、货流特点的客观要求
 是避免盲目发展和竞争的条件
 有效协调运输能力与运量的平衡
 保证运输工具的高效运行
 保证运输生产中的协作
 改善运输体系中的瓶颈部位
 改善和提高综合运输管理工作
 促进工作



3.综合运输组织系统的构成
 客货院组织系统

 基本生产组织系统

 生产辅助服务系统

4.综合运输组织的内容与程序

① 内容
 线路与载运机具组织

 作业组织

① 程序
 调查与预测

 制定营运组织计划

 制定运输方案

 实施运输方案

 效果评价



 5.7.2  综合运输管理系统
1.综合管理运输系统的概念与任务
（1）概念
 执行管理的具体单位

（2）任务
 处理运输生产经济活动中的问题
 使综合运输系统“管而不死，活而不乱”
2.综合运输系统管理组织结构的类型
 直线型
 职能型
 直线职能型
 矩阵型
3.各种运输方式的组织管理形式
 铁路运输
 水路运输
 公路运输
 民用航空运输



4.综合运输中结合部的组织管理

（1）结合部的类型

 过程结合部

 空间结合部

 时间结合部

 设备结合部

 环境结合部

 职能结合部

（2）运输协作的组织与管理

 运输企业与货主之间的合作

 各种运输方式或各个运输企业间的合作

 产、供、运、销各个部门和企业之间运输过程的合作



5.8  综合运输系统的智能化
 5.8.1  智能综合运输系统的定义和建设目标
1.智能综合运输系统的定义

2.智能综合运输系统的建设目标

 5.8.2  智能综合运输系统的功能构成
1.信息流通

2.实现客运快速化和货运物流化

3.辅助决策管理

 5.8.3  智能综合运输系统的框架
智能型综合运输系统总体设计如图5-11所示

1.智能型综合客运系统

2.智能型综合货运系统

3.智能型综合运输决策管理系统



图5-11 智能型综合运输系统总体设计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