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城市轨道交通与铁路车站的衔接方式探讨

郑荣洲
(上海市普陀区建设交通委员会 ,200333 ,上海/ / 副主任 ,工程师)

摘 　要 　对国内的铁路与城市轨道交通已有的衔接方式进

行了分析 ,提出了衔接的基本原则 ,概括了目前国内城市轨

道交通与铁路衔接的基本形式和布局模式。针对上海西站

周围环境与交通规划 ,提出上海西站交通枢纽城市轨道交通

与铁路衔接方式的初步建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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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随着城市轨道交通网络的不断扩大 ,换乘枢纽

的地位越来越突出 ,成为影响轨道交通效率和服务

水平的主要因素。轨道交通枢纽车站换乘的形式主

要有 3 种 :通道换乘、平行换乘和相交换乘[1 ] 。目前

上海的轨道交通网络中 ,还存在着换乘距离过长、换

乘时间长、换乘距离不平衡、换乘站设置不合理等一

系列问题。铁路与城市轨道交通的衔接问题研究还

处在初级阶段。此外 ,以上海为中心的长三角“3 h

都市圈”地位的确立 ,无疑将促进地区高速城际客运

铁路网的建设。因此 ,必须对城市轨道交通车站与

铁路客运站的衔接方式进行认真研究 ,确定其合理

换乘方式 ,以充分发挥交通设施的运能。

1 　城市轨道交通与铁路衔接的基本原则

城市轨道交通能直接伸入铁路的哪一个区域对

衔接方式有着重要的影响。由于铁路和城市轨道交

通两个系统在管理体制和票务系统上的差异 ,近期

城市轨道交通还不具备直接伸入到铁路站台的条

件 ,只能伸入到站前广场和非付费区 ;远期即使城市

轨道交通可直接伸入到铁路付费区 ,城市轨道交通

仍应设置伸入到铁路非付费区和站前广场的出入

口。因为铁路站台宽度有限且没有候车的设施 ,由

城市轨道交通换乘铁路的客流不可能在站台上候

车 ,而必须进入铁路候车室候车[2 ] 。

城市轨道交通与铁路的衔接应在考虑已有问题

前提下 ,体现城市交通系统发展的整体性、协调性、

便捷性、政策性和合理性 ,使各种交通方式能有机地

结合在一起 ,既有分工 ,又有协作 ,充分发挥交通网

络的运输能力[3 - 5 ] 。因此 ,衔接方式必须遵守以下

原则 :

1) 必须体现交通的便捷性和舒适性 ;

2) 结合实际的工程地质条件、施工方法和各条

线路的修建顺序 ,选择易于实施、经济可行的方案 ;

3) 应结合城市规划和城市环境 ,选择对城市干

扰小的方案 ;

4) 应满足远期路网客流量及远期发展规划的

要求。

2 　城市轨道交通与铁路衔接的基本形式

城市轨道交通与铁路之间换乘的客流量大 ,如

果不加以组织 ,易造成人流拥堵的情况。铁路的远

途客流换乘城市轨道交通时 ,很多旅客没有城市轨

道交通卡而需排队购买城市轨道交通车票。为了适

应这种情况 ,城市轨道交通车站应设置站厅层来解

决大量客流的购票和人流组织问题。这时铁路和城

市轨道交通之间的基本换乘方式是站厅换乘。此

外 ,城市轨道交通站厅的设置还可使城市轨道交通

和铁路的交织形式对衔接方式的影响减小。

城市轨道交通车站与铁路车站衔接的基本形式

按城市轨道交通车站的空间布置形式可分为 3 种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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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城市轨道交通车站位于地下。该形式对区

域的分割最小 ,但工程造价最大。对位于繁华地段

的铁路车站 ,城市轨道交通要在地面与铁路车站衔

接将对区域造成分割并引起巨大拆迁量 ,此时城市

轨道交通宜从地下与铁路车站衔接。

2) 城市轨道交通车站位于地面。此时 ,客流换

乘需要克服的高度和行走的距离都很小 ,换乘便捷 ,

城市轨道交通和铁路还可在一定程度上共享设备资

源 ,如站房、动车段等 ,从而减少工程投资。但其缺

点是会对区域造成一定的分割。此形式需综合评价

后再作决定 ,一般适用于靠近城市边缘区的换乘站。

3) 城市轨道交通车站采用高架。该形式对区

域的分割比在地面上要小 ,但工程造价也相应较高。

如果铁路车站是高架站厅 ,则乘坐城市轨道交通的

旅客可直接进入铁路的站厅 ,换乘便捷 ;若铁路车站

是地面站厅 ,那么城市轨道交通车站是否采用高架 ,

要与地下和地面经比较工程量的大小及对区域的影

响后再确定。

3 　轨道交通车站与铁路客运站的衔接布局

模式

城市轨道交通车站与铁路客运站的衔接主要有

4 种布局模式 :

1) 在铁路客运站站前广场的地下单独修建城

市轨道交通车站 ,其站厅通道的出入口直接设置在

站前广场 ,再通过站前广场与铁路客运站衔接。这

是目前国内最普遍的一种做法 ,如上海轨道交通2号

线龙东路站 (地下 1 层为站台层 ,地面设站厅) ,通过

站前广场与浦东铁路客运站 (规划中)候车大厅进行

换乘 (见图 1) 。

图 1 　上海轨道交通 2 号线龙东路站换乘平面示意图

　　2) 城市轨道交通车站的出口通道直接通到铁

路客运站的站厅层 ,乘客出站后就能进入铁路客运

站的候车室或售票室。广州地铁 1 号线与广州铁路

东站的衔接采用了这种模式。

　　3) 由城市轨道交通车站的站厅层直接引出通

道至铁路客运站的站台下 ,并通过楼梯、坡道或自动

扶梯与各站台相连 ,乘客可通过此通道直接换乘 ,但

换乘距离较长。如上海轨道交通 1 号线与铁路上海

站的衔接就采用此种模式。此种模式适合于土建工

程可同步实施的情况。

4) 城市轨道交通与铁路客运联合设站。对乘

客换乘来说 ,这是最好的衔接布局模式。图 2 是规

划中的铁路莘庄站与上海城市轨道交通 1、5 号线衔

接的车站方案。两者的站台平行设置在同一平面

内 ,再通过设置在另一层的共用站厅或连接两者站

台的通道进行换乘。

图 2 　莘庄站剖面图

4 　对上海西站交通枢纽铁路与城市轨道交

通衔接的建议

根据 2006 年《上海市城市轨道交通网络规划》,

上海西站有 R3 (上海轨道交通 11 号线 ,嘉定老城

———临港新城) 、L1 (上海轨道交通 15 号线 ,陈太路

———紫竹园) 、L2 (上海轨道交通 16 号线 ,虹口体育

场 ———周浦)等 3 条线经过 ,上海西站轨道交通换乘

枢纽的设置以及与铁路车站的衔接问题将比较突

出。

轨道交通换乘枢纽的立体化交通布置对于分离

不同类型的旅客流线、节约城市土地、缩短旅客步行

距离、增加城市立体景观有着显著效果 ;但初期投资

规模较大 ,对工程技术要求较高。通过对各种换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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方式的比较以及对国内外换乘枢纽的调研 ,考虑到

我国城市经济的迅速发展及由此带来的巨大交通需

求 ,立体化交通布置己经成为铁路客运站设计的必

然选择。

建议上海西站换乘枢纽按立体化交通设计 ,本

文提出如图 3 的布局初步方案。为了缩短铁路与城

市轨道交通的换乘距离 ,将铁路客站站房西移约

100 m ;在站房西侧设置一条跨越铁路的天桥 ,以沟

通铁路两侧的城市建筑与公共交通 ; R3、L1 线位于

地下 ;L2 线则可结合西站北部用地的开发方案进行

整体规划 ,有高架和地下等多种方式可选 ,其关键在

于处理好与铁路及其它轨道交通线的便捷换乘关

系。上海西站交通枢纽各衔接交通的接口则应根据

实际情况 ,结合地形、地质、站点位置 ,综合考虑换乘

的便利性、客流组织、工程造价、施工难度等多方面

因素来确定。

图 3 　上海西站交通枢纽南广场布局初步方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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