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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此次新型冠状病毒肺炎突发的公共卫生

安全事件中，武汉较以往国内外其他地区遇自然

灾害或事故时采用“快速救援疏导”的交通措施

截然不同，选择阻断交通、“封城禁行”，这在

全世界也尚属首例。而且近日，在温州、杭州、

深圳、南京、天津等城市，也根据病毒传播的情

况，采用了不同程度的交通管制措施。因此，针

对特殊时期不同传播阶段的防控，急需构建一套

既能阻断疫情传播，又要保障基本出行的应急交

通预案。

笔者认为该交通应急预案的核心是制定分阶

段差异化的交通响应对策，具体包括以下几点：

一、潜伏初期的交通预警

对于疫情信息获知，城市管理部门应主动加

强与卫生部门的信息沟通，禁止感染人群的公共

活动。另外，还应积极通过手机信令等大数据监

控居民出行分布情况,对于出行密集度高的地区

进行早发现、早预警，并限制公共交通等大运量

交通工具单次的乘车人数及密度。

二、快速传播期的交通禁行

鉴于病毒的传播高峰，在阻断方面，采取所

有对外通道封闭，公共交通以及非必需的机动车

禁行。保障方面，需要为各社区安排充足的医疗

救护车辆（如不足，可补充受培训的志愿者出租

车），以确保医疗出行紧急畅通；组织服务基本

生活的刚性出行，实现短距离且分散化；以及使

用智能物流配送平台、专用货运通道等保证物质

供应的连通。

三、持续传播期的交通限行

在病毒传播并未完全控制，可能持续的期

间，面对着返程高峰、单位企业逐渐复工的情

况，交通系统的考量更为艰巨，应同时做好限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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需求与有序组织两方面。限制需求上，通过调整

高铁、航空班次，限制枢纽地区的人流密度，对

返程进行错峰安排，并限制不必要的弹性出行

（做到无要事不出门）。有序组织上以个性化、

个体化和定制专用化为主：即制定弹性、错峰出

行的个性化；允许小汽车完成通勤出行的个体

化；以及定制在上下班高峰期，以各社区为出行

起点实名制固定人群、固定载客量的公交通勤专

用班线。

四、恢复结束期的交通疏解

在疫情结束较为明朗，居民出行和社会活

动大幅增加的恢复阶段，仍然需提高交叉感染风

险的警惕性。在组织个体机动车出行的同时，保

障医疗出行专用通道。公共出行方面，对于大运

量轨道交通，按照合理的安全间距（至少大于

1m）规定进站客流密度。常规地面公共交通则

需降低换乘率、限制满载率，并根据客流实际情

况开设临时线路，大站车、区间车等。

通过建立疫情传播不同时期的预警、禁行、

限行、疏解等交通策略，可在避免人员的高度聚

集同时，保障医疗、与生活基本所需相关出行。

这有利于为未来的危机提供预案，更是建设安

全、健康城市的必需。

(感谢武汉理工大学交通学院朱顺应教授在

本文撰写过程中提供的建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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