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两公里路

“挪”了半小时

29日早上7时25分，记者从和平
路和历山路路口打车，要求司机师傅
走经十路前往燕山立交桥。“咱不走
经十路，走别的路也行啊！”上车后司
机郝师傅给出了这样的建议，因为

“经十路现在太难走了”。
7时55分，郝师傅将记者送至燕

山立交桥下桥口，短短两公里路程用
了半小时的时间。其间，从山师东路
和经十路路口向东行驶，除了红灯时
的正常停留，个别路段也不出所料地
出现了一定的压车现象。

700米被堵得

密密麻麻

同样，在路的另一侧，燕山立交桥
下向西至山大路南口的路段，拥堵的
情形更加严重。“这就是传说中的‘瓶
颈路’！”在立交桥下燕子山路南口站
牌西侧不远处，上班路上的于先生告

诉记者，“今天周二，所以好一些。周
一、周五的早晚高峰情况很严重，车都
堵到立交桥上了。”

29日8时5分左右，在燕山立交桥
东侧，车辆还可以缓慢前行的时候，
一个小的转向口俨然变成了紧急出
口，大大小小的车辆鱼贯而入。此刻，
在转向车辆后面，几辆到站的公交车
正准备驶离站点。而在南侧的机动车
道上，沿线约700米堵得密密麻麻，从
燕山立交桥下一直延伸至山大路南
口。

记者向西面不远处的燕山立交
桥上望去，桥上两个车道上行驶的车
辆，桥下四车道和辅道上的车辆，正
是从这个小的转向口西侧不远处会
集到桥下四个车道上。

“在这个路口变道是允许的，也
是出于分流的考虑。”于先生觉得车
多是导致经十路燕山立交桥瓶颈路
段堵车严重的主要原因。“桥上桥下
好几个方向的车都往这儿走，下来就
变成四车道，不堵车才怪。”

有20年驾龄的于先生，对引发经
十路拥堵不堪的车辆来源是这样分

析的：越来越多来自北园路的车辆，
往返郊区和市区的私家车以及通勤
车辆，还有起始在奥体中路附近的办
公用车。

雨天变道不成

“横”在路中

28日晚6时左右，记者自经十路
和山师东路路口驶向千佛山路路口，
途中看到很多车辆自行将直行道变
成左转向车道，排成长队，使得正常
直行的车辆不得不变更车道而行。

由于雨天车辆较多，很多需要左
转向的车辆未能及时变更车道而“横”
在路中，影响了直行车辆的通行。由于
堵车严重，很多车主在等待时玩起了
手机游戏，而在车辆通行之后没有及
时行车，导致后面车辆的拥堵。

公交停泊港湾

挤进七八辆公交

普通车辆行走的车道显得拥挤，
而在公交停泊港湾内，公交车也挤得

满满当当。记者看到，燕子山路南口
和山大路南口等几处经十路沿线公
交站牌，有十趟公交线路在此设站。

从燕山立交桥附近向西往历山
路方向，记者看到沿路站点有几处港
湾式公交站设计，几辆公交车一齐到
站的时候，后面的公交车往往就只能
在公交车道上停留。后方其他车辆跟
上来的时候，堵车在所难免。

糟糕的是，经十路南侧有些站牌
还没有港湾设计。29日早上8时40分，
在燕子山西路附近一处公交站，近十
辆公交车到站停靠在该直线式站点
处。此时，一辆某公司的车辆也行至
站点附近，趁机变道进入左侧的机动
车道，绕过站点后，又回到公交车道
行驶。

29日上午8时50分左右，117和152
路两辆公交即将同时靠近科院路站点。
记者看到后方的117路公交车想从旁边
车道超过152路，造成拥挤。

格破解经十路“堵局”系列调查报道之“车多之痛”

一小时最多万辆汽车 驶过路口
本报记者 董钊 见习记者 王茂林 实习生 陈玮

格记者体验

两天雨雪雾，“挪”行经十路
本报记者 董钊 见习记者 王茂林 实习生 陈玮

买车两年多

上下班宁乘公交

“我两年前买了车，但上下
班我从来不开车。”家住工业南
路的孙女士一说到开车上下班
就会摇头。她购买的爱车多数时
间只是静静地待在车库里，因为
她受不了前往燕山立交桥附近
上班并不算远的几公里路程经
常被堵在路上动弹不得。显然，
她买车代步上班的目的没有实
现，而是继续乘坐BRT上下班。

“现在没车总觉得缺点儿什
么。”王女士的观点在市民中颇具
代表性。近几年来，济南市机动车
保有量，尤其是汽车的增长幅度
一直在持续提升。来自有关部门
的统计数据表明，截至今年10月
底，济南市机动车保有量已经达
到130 . 5万辆，其中汽车保有量为
90 . 9万辆。在这个庞大的数字中，
私家车占到了绝对比重，数量达
到75 . 76万辆。

在生活水平不断提高的同
时，城市居民对汽车的需求程度
也明显提高。据统计，近5年来，省
城汽车年平均增长率为18 . 42%；
近 3年来，其增长速度又有所加
快 ，其 中 ，汽 车 保 有 量 增 幅 为
51 . 61%，机动车保有量增幅为
19 . 84%。

在汽车总量增长的背景下，
经十路更是面临着压力，这是由
经十路的交通地位决定的。多年
来，经十路是唯一一条支撑济南
市带状布局、贯穿东西的主干道，
并连接章丘和长清，承担着过境
交通和城市集散交通的双重功
能。因此，在经十路上行驶的，不
仅是本地车辆，也存在大量外地
车。

车辆排长龙

一早一晚成常态

29日早晨，冬雨淅沥，原本拥
堵的经十路在车辆慢速行驶的情
况下，显得更加拥挤。8时40分左
右，在玉函立交桥自西向东下桥
口，车辆排起长龙，尤其是下桥后
自西向北左转的车流，更是绵延
数百米。据经常路经此地的车主
反映，每到早晚高峰，这里的拥堵
几乎已成常态。

抛却天气因素，每天在经十
路上经过的车辆已经是难以计
数。比如早高峰时段，在千佛山医
院门前人行过街天桥处统计，高
峰小时东西向通过的公交车、班
车流量高达1346辆。晚高峰时段，
在燕山立交西侧人行过街天桥处
统计，高峰小时由东向西流量高
达9235辆，由西向东流量达7178
辆，双向交通流量高达16413辆，

交通饱和度高达1 . 23。据专家分
析，饱和度在0 . 8至1 . 0之间容易
发生交通拥堵，超过1 . 0后极易发
生交通拥堵甚至交通瘫痪。

对于缓解经十路高峰期的
拥堵，经常在此执勤的交警更有
发言权。历下区交警大队民警李
晓斌介绍说，高峰期通行车辆增
加，肯定要比平时行车困难，执
勤交警要做的就是提高车辆的
路口通过率，缓解交通拥堵的状
况。

“交警一定要保证路口的清
晰，如果预感到路口会发生拥堵
现象，就要提前控制进入路口的
车辆数量。在防止路口饱和的前
提下，最大程度保证车辆的通过
率。”

几乎每个路口

都得有交警执勤

为什么经十路之前畅通无
阻，拓宽之后却越来越堵了呢？交
警李晓斌说，首先，随着城市的发

展，经十路已经成为许多车主出
行的不二选择；其次，现在私家车
的数量直线上升，以前一个家庭
也就一辆车，很多家庭没有车，现
在一个家庭拥有两三辆车也不奇
怪。地面面积就这么大，私家车数
量却越来越多，所以就造成了经
十路越来越堵的现象。

“现在，一个信号能放近百辆
车，原来的时候哪有那么多车！”
历下区交警大队泺源中队中队长
刘金亮从事交警工作十余年，目
睹道路两旁高楼林立，商业片区
渐成规模，车流量增加幅度自然
也超出他们的想象。

千佛山中队中队长谈小靖多
年来一直在经十路附近指挥交
通，从最初的双向四车道，到目前
的双向十车道，交通流量随着道
路的拓宽日趋增大。然而，由于
省城的交通高峰期持续的时间
越来越长，交警的工作时间也不
能得到根本保证。“最初的时候
在经十路和舜耕路路口有高峰
岗，现在几乎每个路口都得有交
警执勤。”

尽管眼下的经
十路在汹涌的车流中得不

到片刻喘息，但这并不能抹杀这
条主干道的历史功绩——— 七年来，
经十路为缓解省城交通压力起到了
积极作用。

那么，时隔七年，经十路为何如此
拥堵？诚然，济南和全国其他大中城
市一样，机动车保有量在急剧增加，
有限的道路资源已经显得捉襟
见肘。汽车数量的大幅增加，

是交通拥堵的重要诱
因。

为了保证道路最大程度畅通，经十路上多个路口都有交警执勤。
本报记者 戴伟 摄

▲29日傍晚，经十路上拥挤的车流“流光溢彩”。 本报记者 戴伟 摄

▲29日，小雨中路面湿滑，但在经十路与山师东路路口，一辆出租车
却硬是往左转车道上加塞。 本报记者 左庆 摄

许多车辆在辅道上行驶，导致很多骑车的人只能在车的夹缝中穿
行。 本报记者 戴伟 摄

原本已经“步履”

沉重的经十路，如果再加上

恶劣天气，道路上的情况又将是

怎样？28日到29日，省城连遇雾和雨

雪天气，本报记者来到经十路多个路

口调查采访发现，车辆都挤得密密

麻麻。本报记者打车在经十路前

行的两公里路程，竟耗时约

半个小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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