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东大第 3版教材《交通工程学》问题商榷暨教学内容组织 
黄益绍 

(长沙理工大学交通运输工程学院  湖南长沙  410114) 

摘要：本文指出了东南大学出版社 2019 年 6 月出版的《交通工程学》第 3 版教材存在的一些错误和若干值得商榷的地方，并提
出了修改建议，同时也结合教材举例深入探讨了使用该版教材从事课程教学时该如何组织课堂教学内容，以供使用该教材的师生参
考，并期盼教材编审考虑，使教材下次再版时臻于至善。 

关键词：教材  存在问题 修改建议 
中图分类号：H319     文献标志码：A 
 
1 引言 
2019 年 6 月，东南大学出版社出版了东南大学交通学院全国高

等学校教学名师王炜教授、国家人才计划教学名师陈峻教授、过秀
成教授领衔组建的“交通工程专业国家级教学团队”编著的第 3 版
教材《交通工程学》,“成果具有很强的示范性”。然而，笔者在使
用该教材的过程中发现第二版存在的一些错误或不足之处并没有
在第 3 版得到修改或完善。众所周知，教材是实现课程目标、实施
教学的主要资源，既要坚持正确性与科学性，行文阐述又要讲究简
练和易懂，便于学生自学。 

2 错误与修正 
东大第 3 版《交通工程学》与第 2 版间隔达 8 年，细心的读者

对照两个版本会发现，第 3 版并没有修正第 2 版存在的一些错误，
这抑或修订时编审们并没有发现第 2 版早存在的问题。在表 1 中，
我们以第 3 版页码为准，汇集了书中存在的一些错误，并予以修正，
以飨读者。 

表 1 第 3 版的错误及其修正 
页码 错误表述与位置 修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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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问题与修改 
教材除了前述错误未修改外，里面内容尚有一些表述不够简明

甚至晦涩的地方，它们极易成为学生的拦路虎，损害它作为国家级

规划教材的殊荣。为了增强教材的可读性，偶或系统性，笔者不揣

浅陋，愿再版时与教材编审商榷。 

教 材 第 38 页 “ 2S s——作为 估 值 的 样 本 方 差 ” 改 为

“ 2S s——作为 估值的无偏方差”，同时公式（2-20）首次给出的

S 应马上注明其含义，而不是后面再来提到“样本标准差 S”。 

教材第 39 页“区间平均车速”源自“Space Mean Speed”的翻

译，应改译为“空间平均车速”，这样避免学生把它与教材第 37 页

的行程车速或区间车速搞混，因区间车速也是一种平均车速。以此

同时，教材第 43~44 页中的术语也要作改动。 

教材第 44 页介绍平均车头时距 th 、平均车头间距 sh 概念时应

该阐释它们与交通量 Q（流率）、密度 K 之间的关系，即
th （秒/辆）

= 1
Q （小时/辆）=

3600
Q

（秒/辆），
sh = 1

K
（公里/辆）= 1000

K
（米/辆）。

这样，学生才会深刻理解和掌握平均车头时距与交通量、平均车头

间距与交通密度之间的关系。 

教材第 81 页介绍公式（3-22）时需同时给出置信度为 90%的

标准正态分布函数值
2

0.9495
21

(0.9495)
2

t

e dt
p

-

-¥
F = ò  =K=1.64，这样

为后面例子 3-3 解答中突然出现的 K2 的值做必要的过渡，或者例子

中取置信度 95%计算停车百分比的的容许误差，这样使得教材前言

声称的“内容深入浅出”绝非虚言。 

教材第 100 页介绍公式（4-5）时应进一步通过公式求导或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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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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临界速度与畅行车速的关系 mV 1
,

2 fV= 以及极大流量与临界密度、

临界车速的关系 m m mQ K V= ，这里 ,j fK V 分别是阻塞密度、畅行车

速。这些都是介绍格林希尔茨模型时需要引入的重要知识点。由于

现行版本教材尚未在前面做必要的过渡或安排，致使学生对后面例

题 4-1 解答中突然冒出的“ mV =44km/h”颇感费解。 

教材第 121 页公式（4-35）、（4-45）中“l—— 单位时间间

隔的平均到达率（辆/s 或人/s）”都应该改为“l—— 单位时间间

隔的平均到达率（辆/s 或人/s）或单位路段长度的车辆数（veh/m）”，

因为后面要用到补充的含义。另外，（4-35）~（4-55）等公式中的

概率密度简化为“ ( )P k ”既不规范又费解，建议改为“ ( )P kx = ”，

其中“x ”是随机变量——车辆数，不省去为佳。 

教材第 125 页在阐述交通流的负指数分布模型时不宜在公式分
析或推导之前就先给出一句话“若车辆到达符合泊松分布，则车头
时距就是负指数分布”，因为这有悖于读者的认知规律，更何况它
在书中也不是以待证定理的形式给出的。所以，该推断语句在书中
应该后置。 

教材第 129 页在阐述排队系统的输入过程时跳跃式指出“泊松

输入——顾客到达符合泊松分布或顾客到达时距符合负指数分

布”，这会让许多学生甚至一些教师感到困惑。为避免教材篇幅过

长，教材或教师可以给出如不必证明的引理作过渡：“当输入过程

是泊松过程 ( , )P kl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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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材第 141 页鉴于第四章习题 4-7 需要用到后面第五章的通行

能力计算公式（5-6）即次要道路上的车辆每小时能穿过主要道路

车流的数量“ =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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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以该习题错放了位置，应该后调到

第五章后面。 
教材第 144 页式子（5-1）中“pcu/h”宜给出“pcu”的全称

“passenger car unit”，方便大类专业学生理解。 
教材第 151 页声称“表 5-2 为一套可适用于各级公路的车辆折

算系数推荐表”是不准确的，因为它是《城市道路工程设计规范》
（JJ37-2012）里的车辆折算系数推荐表。为确保阐述知识结构的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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整性，教材需要增加《公路工程技术标准》（JJGB01-2014）中的如
下车辆折算系数推荐表： 
汽车代表车

型 
车辆折算

系数 
说明 

小型车 1.0 座位≤19 座的客车或载质量≤2t 的货车 
中型车 1.5 座位>19 座的客车或 2t<载质量≤7t 的货车 
大型车 2.5 7t<载质量≤20t 的货车 

汽车列车 4.0 载质量>20t 
此外，不得不增加此推荐表也是因为教材例题 5-1 与习题 5-1

都是有关公路的服务水平或车道数分析，都需要用到此表。 
此外，教材再版时建议采用双色印刷，对书中基本概念的阐释、

基本原理的阐述以及学生容易疏忽或犯错的表述搭配醒目颜色；习
题参考答案、扫描视频和教学用 ppt 等也是值得考虑的。 

4.教学内容组织 
鉴于东南大学出版社第三版教材《交通工程学》是 2019 年才

出版的，根据惯例其再版的时间尚需好几年。因此，对于使用该第
三版教材进行交通工程课程教学的老师，建议根据本文对其错误、
问题提出的修正或修改意见完善教学内容，妥善组织课程教学。教
师要引导学生知晓、识别教材中存在的问题，避免学生在使用教材
时不加鉴别，消除学生遇到的困惑。在这里，笔者从认知规律出发，
就利用该教材进行课程教学举例说明如何有针对性地去组织教学
内容，也供编者修订教材时考虑。 

（1）针对教材欠缺的重点内容，课程教学应当作必要补充。 
1）交通流三参数关系的推导过程应当详细补充。 

众所周知，表征交通流的三参数即交通量Q 、行车速度V 、车

流密度 K 之间的基本关系既是交通工程学的核心内容之一，也是课

程教学的重点内容之一，但东大第三版教材《交通工程学》虽然给

出了交通流三参数的基本关系 ,
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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V
= 但并没有给出具体的推导过

程，其它交通工程学书籍一般也是如此，而少数教材给出的推导过

程却存在问题。为完善课程教学内容，这里尝试给出如下推导过程，

也供编者再版时参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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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学实践中发现，很多学生（包括交通运输工程专业的研究生）

会“高兴地”写出如下的简单推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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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交通流理论的泊松（Poisson）分布之前补充泊松过程。 

包括现版教材在内的众多文献在阐述交通流理论的泊松分布

时，一般都没有作任何过渡就直接引入了泊松分布的基本公式

“ ( )P k ( )
!

k tt 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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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企图让学生囫囵吞枣。由于学生发现该公式

与其在概率统计课程上所学的泊松分布“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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相同，所以颇感费解。为了给学生打下坚实宽广的专业基础理论，

教师应该在讲授交通流理论的泊松分布之前补充时齐泊松过程的

定义和如下重要引理：“若{ ( ), 0}N t t ³ 是强度为λ的时齐泊松过程，

则 , 0,s t" ³ 都有
( )

{ ( ) ( ) } ,
!

k tt e
P N s t N s k

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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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 = 也即 N(s +t)服

从参数为λt 的泊松分布。”这样，学生理解泊松分布的基本公式就

显得水到渠成了。此外，教师还可以进一步指出 Poisson 是马尔科

夫过程（Markov）的一种。 

（2）针对教材中出现的易混淆难点内容，教学时宜巧妙组织

以便学生记得牢。 

1）在讲授流动车法调查交通量与出入量法调查 AB 路段的交通

密度时，统一采用“超越测试车的车辆数减去被测试车超越的车辆

数（r）”的提法，避免前者要求“超越测试车的车辆数减去被测

试车超越的车辆数”，而后者反过来要求“被越测试车的车辆数减

去超越试车超越的车辆数”，免得学生对该难点内容含混不清或记

不牢。这样，试验车法求开始观测（t0）时 AB 路段的初始车辆数的

式子“ 0( )E t =q+a-b”就改成了讲授 0( )E t =qB-r”，式中 qB 是从 t0

到时刻 t1 过程中通过路段 B 点的车辆数。同时，教材公式中的“a-b”

完全不必提及，因为与其记住这两个字母和它们各自的含义，远不

如只记住一个符号“r”的含义来得轻松。 

2）在讲授概率统计二项分布模型时，将教材上的基本公式

“ ( ) ( ) (1 )k k n k
n

t t
P k C

n n
l l -= - ”改成讲授“ ( ) (1 ) ( )k n k k

n

t t
P k C

n n
l lx -= = - ”，

这一改变虽小，但却可以巧妙地让学生将中学阶段学过的二项式定

理展开式与新学的二项分布公式串联起来记忆。如前所述，从表述

要求严谨考虑，式中λ由教材标注的“单位时间间隔的平均到达率

（辆/s 或人/s）”宜改成“单位时间或路段间隔的平均到达率（辆/s、

人/s 或辆/m）”。 

5 结论 
笔者本着进一步完善王炜、陈峻、过秀成等教授领衔的国家级

教学团队东大第 3 版教材《交通工程学》的拳拳之心，斗胆对存在
的一些问题进行了探讨，举隅说明了教材有待进一步修正和商榷的
地方。同时，本文也举例探讨了使用该版教材从事课程教学时该如
何组织课堂教学内容，以供使用该教材的师生参考。本文的写作，
一则提醒使用该教材的师生注意甄别其中可能存在的一些问题，合
理组织课程教学内容；二则与教材编审商榷，期待教材重印或再版
时考虑以上建议，处处遵从认知规律，让其臻于至善，确保教材各
处“内容深入浅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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