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江永：对贯彻《城市轨道交通线网规划编制标准》的思考——以《温州市城市快速轨道交通线网规划》为例

摘要：从《城市轨道交通线网规划编制标准》(GB/T

50546—2009)的要求出发，结合《温州市城市快速轨道

交通线网规划》的编制实例，对城市轨道交通线网规

划年限、范围、依据等编制要素展开探讨。围绕温州

市轨道交通线网规划编制思路和方法，提出应注重对

城市、综合交通、轨道交通三者之间有机结合的一体

关系的分析，强调形成多位一体的城市轨道交通发展

战略，并深化交通预测模型的使用，最终促进城市轨

道交通线网规划工作的法制化、规范化和科学化。

Abstract： Based on the“Code for Compilation of Ur-

ban Railway Network Planning”(GB/T 50546—2009),

this paper discusses the key contents of the specification

such as targeted planning time, scope and principles of

urban rail transit network planning through a case study

of Wenzhou Rail Transit Network Planning. Focusing

on the guiding principle and methodologies of Wenzhou

rail transit network planning, the paper points out that to

promote standardized and effective urban rail transit net-

work planning, it is necessary to emphasize the relation-

ship between the city comprehensive transportation sys-

tem and rail transit, and the integrated development strat-

egies of urban rail transit, as well as the usage of trans-

portation forecasting model.

关键词：温州市轨道交通；线网规划；编制标准；综合

交通体系；发展战略

Keywords：Wenzhou rail transit; network planning; spec-

ification; comprehensive transportation sys-

tem; development strategy

中图分类号：U491.1+2 文献标识码：A

0 引言

《城市轨道交通线网规划编制标准》 [1](GB/T

50546—2009，以下简称《标准》 )于2009年11月

30日由中华人民共和国住房和城乡建设部批准发

布，自 2010年 4月 1日起实施，对规范和提高中

国城市轨道交通线网规划的编制水平有重要意义。

《温州市城市快速轨道交通线网规划》 (以下

简称《温州线网规划》 )自 2009 年 10 月开始编

制，并于 2010 年 7 月和 10 月完成中间和最终报

告，2011年 1月通过政府审批，其编制过程正处

于《标准》发布、实施的时期。本文结合《温州

线网规划》编制和以往经验，对《标准》的执行

和实际操作问题进行了研究，对编制要素、编制

思路和方法有了一些新的体会。

1 编制要素

1.1 对规划年限的把握

《标准》要求：“城市轨道交通线网规划的年

限应与城市总体规划的年限一致，同时应对远景

城市轨道交通线网布局提出总体框架性方案。”

首先，与城市总体规划对应的“远期”年限

是明确且较稳定的法定规划年限。城市总体规划

的规划期限内，城市发展规模、空间布局、土地

利用等内容比较明确，利于城市轨道交通线网规

划的稳定[2]，可以理解为远期年限内的规划线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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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稳定的基本状态线网。其次，对于“远景”年

限，《标准》仅要求提出总体框架性方案，这是基

于《中华人民共和国城乡规划法》的相关规定。

城市远景规划只对城市更长远的发展作出预测性

安排，反映的是未来城市发展的方向和发展的弹

性，因此不能作为城市轨道交通线网规划编制的

直接依据。

另一方面，城市轨道交通线网规划还应满足

城市轨道交通自身建设发展的要求。《标准》明确

规定：“编制城市轨道交通线网规划，除应执行本

标准的规定外，尚应符合国家现行有关标准的规

定。”其中，《地铁设计规范》 (GB 50157—2003)

规定：“地铁工程设计，必须符合政府主管部门批

准的城市总体规划和城市轨道交通线网规划”，

“地铁工程的设计年限分为初期、近期、远期三

期。远期按第25年要求设计”，“地铁的设计运输

能力，应满足预测的远期单向高峰小时最大断面

客流量的需要”。《城市轨道交通工程项目建设标

准》 (建标 104—2008)也规定：“城市轨道交通工

程项目的建设，应以城市轨道交通远景线网规划

和近期建设规划为基础。”

上述要求反映了城市轨道交通建设的特殊

性：系统性强、建设周期长、投资大，许多城市

在总体规划期限内甚至只能建成首期线路。从这

一角度考虑，仅对城市总体规划期限内的轨道交

通线网进行研究无法满足线网建设的自身要求，

应采用“超前规划、适时建设”的思想，在研究

线网稳定实施部分(远期)的同时，多做一部分工

作以加强研究超前规划部分(远景)。因此，城市

轨道交通线网规划既要求对城市总体规划期限内

的稳定状态部分进行研究，还宜对更长远的发展

做出深入、超前研究，从而科学地指导城市轨道

交通建设。在实际操作过程中，可以采取两种

方式：

1) “步步为营”方式。以远期为规划年限，

将远期线网作为主要成果，同时适当考虑远景发

展的弹性，在远期线网方案基础上，扩展出远景

年主要客流通道。当城市有较明显发展或者城市

轨道交通线网建设进一步拓展时，以后续的规划

或修编来满足进一步建设的需要。这一方式遵循

了法定规划的精神，但应注意保证城市轨道交通

线网发展系统性、整体性和延续性的要求。

2) “双约束”方式。在确保远期作为稳定的

规划基础和年限的前提下，进一步以总体规划中

远景发展设想为依据，开展城市远景的研究工

作，并以此作为远景线网的研究基础，同时还需

要考虑线网从远期到远景的发展，以及远期和远

景各自的合理状态。这一方式对远期的基本线网

是予以重视和尊重的，不违背法定规划的精神，

但如何把握城市远景状态、如何兼顾远期与远景

的发展有一定难度。

《温州线网规划》规划年限分为远期和远景两

个阶段[3]。远期为 2020年，以温州市城市总体规

划远期目标为依据；远景是综合考虑资源和环境

容量的城市理想发展状态对应的阶段，推算人

口、岗位和用地等指标时采用2050年作为计算年

份。对城市远景的研究以城市总体规划中远景发

展设想的相关内容为基础，遵循城市总体规划远

景设想中城市发展目标、用地发展方向、城市布

局结构等关键内容，并参考城市总体规划相关专

题对远景城市人口控制规模、产业发展方向等的

预测和分析。研究过程中总结了城市由现状、远

期到远景发展的总体趋势：一是城市由“沿江”

向“滨海”发展；二是城市逐步走向大都市一体

化。同时，对远景发展的风险进行了分析。

1.2 对规划范围的把握

《标准》要求：“城市轨道交通线网规划的规

划范围应与城市总体规划的规划范围一致，城市

规划区应为规划编制的重点。”

首先，对于规划范围的规定实际上结合了城

市发展和轨道交通发展的要求。随着中国城镇化

的快速发展，仅局限于中心城市的规划已经不能

满足要求，《城市规划编制办法》也规定城市总体

规划包括市域城镇体系规划和中心城区总体规

划，因此，《标准》对规划范围的规定也有利于与

城市规划体系衔接并指导城市发展。同时，随着

轨道交通的发展，区域、市域、都市区范围内的

轨道交通系统已经出现，这也要求在城市轨道交

通线网规划中必须对这些系统的关系、布局等进

行研究。其次，在编制过程中，远期规划作为稳

定实施部分，其规划范围应遵照城市总体规划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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范围，而远景规划范围(或研究区域)的确定还可

结合上位规划和实际情况进行调整。

《城市规划编制办法》规定：“编制城市总体

规划，应当以全国城镇体系规划、省域城镇体系

规划以及其他上层次法定规划为依据”。因此，城

市总体规划的规划区范围应与上位规划(如省域城

镇体系规划)相协调。此外，《中华人民共和国城

乡规划法》规定：“规划区是指城市、镇和村庄的

建成区以及因城乡建设和发展需要，必须实行规

划控制的区域”，“根据城乡经济社会发展和统筹

城乡发展的需要划定”。因此，确定规划区的目的

是为了对一定的区域进行控制，并应结合当地城

乡发展水平现状和未来发展需要。

在这样的思想下，《温州线网规划》 远期

(2020年)规划范围为温州中心城市，对应《温州

城市总体规划(2003—2020)》确定的中心城市规

划区范围。远景规划范围为“温州大都市核心

区”，即温州中心城市和瑞安、乐清、永嘉、洞头

的中心城区形成的都市区核心区域，相比城市总

体规划2003版所称的“温州都市区”增加了乐清

的虹桥组团，改称“温州大都市核心区”。主要依

据是2009年批准的《浙江省城镇体系规划(2008—

2020)》，一方面它作为城市总体规划的上位规

划，对原城市总体规划的规划范围进行了调整，

即“温州都市区”改称“温州大都市核心区”，并

在其中增加了虹桥组团；另一方面，虹桥组团作

为乐清中心城市“一心两翼”三大组团之一，现

状城镇人口已经达到近20万，是都市区不可分割

的功能分区，因此，将虹桥组团纳入远景规划范

围也结合了温州发展现状和未来发展要求。

1.3 对规划依据和编制程序的把握

《标准》要求：“编制城市轨道交通线网规划

应以城市总体规划为依据，符合城市综合交通体

系规划。城市轨道交通线网规划宜与城市总体规

划同步开展。”

《标准》的上述要求与《城市规划编制办法》

和《城市综合交通体系规划编制办法》的要求相

一致。《城市规划编制办法》规定城市总体规划是

编制城市轨道交通线网规划的依据，《城市综合交

通体系规划编制办法》也明确了城市综合交通体

系规划作为城市交通设施单项规划等专业规划的

依据。

对于城市总体规划而言，城市轨道交通线网

作为强制性内容，其规划编制“宜”与城市总体

规划同步开展，包括两种情况：

1) 与城市总体规划同步编制。此情况下可以

展开系统的专项规划，与城市总体规划同步编

制、相互反馈，并通过相应的法定程序将成果纳

入管理，在城市总体规划成果中体现的内容以发

展目标、定位和总体布局为主，更详细的内容再

以专项规划进行阐述。

2) 作为单独的研究，以城市总体规划为依据

进行编制，并通过法定程序予以确认。必要情况

下，还要开展沿线分区规划、控制性详细规划的

调整，甚至对城市总体规划进行调整。

当已完成的城市总体规划未包含城市轨道交

通线网规划的内容，或者虽包含但经分析评估已

无法适应城市发展要求的情况下，城市轨道交通

线网规划可以作为单独的研究。研究在城市总体

规划的指导下进行，并参考城市最近的相关规划

和研究，成果可以通过法定程序进行调整和确

认，也可以作为下一轮城市总体规划修编或编制

的参考。

对于综合交通体系规划在交通发展战略、综

合交通体系组织、总体布局框架上的要求，城市

轨道交通线网规划应予以遵循。很多城市现有综

合交通体系规划管理缺失、水平不一，规划指导

性和实施性不强[4]，由于城市轨道交通线网作为城

市交通的骨干系统，对城市和交通的发展影响巨

大而深远，如盲目采纳和遵循某些具体数据指标

有可能带来难以弥补的问题。因此，在城市轨道

交通线网规划编制过程中应对综合交通体系现状

及规划进行更加细致的分析。

《温州线网规划》以《温州市城市总体规划

(2003—2020)》和《温州市城市综合交通规划》

为主要依据。城市总体规划2003版编制已有一段

时间，近年来城市发展过程中又出现了一些新情

况和新要求，经过对城市总体规划2003版中原规

划线网的分析，认为其已经不适应城市发展的要

求。因此，《温州线网规划》在遵循既有城市总体

规划主要结论的基础上，结合《浙江省城镇体系

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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规划(2008—2020)》、《深化温州大都市建设的思

路和对策研究》、《温州市沿海产业带空间布局战

略规划》及各区县总体规划等内容开展研究，实

现了遵循总规、深化研究、衔接未来的目标。

《温州市综合交通规划》编制于2006年，《温

州线网规划》在深入研究这一规划的基础上，遵

循综合交通的发展模式和公共交通发展目标、指

标，并进一步提出综合交通体系由现状的“城乡

二元结构”到 2020 年“初步综合的交通体系”、

再到远景的“都市一体化综合交通”的发展途

径，明确了2020年城市轨道交通作为中心城市公

共交通的骨干、远景逐步成长为都市区公共交通

骨干的定位，为后续城市轨道交通发展策略的制

定提供了指导，实现了“城市—综合交通—轨道

交通”的有序衔接。

2 编制思路和方法

《标准》对线网规划编制内容和深度进行了要

求，特别是加强了城市轨道交通规划与城市规

划、其他专项交通规划等内容的对应要求，加强

了交通需求分析和方案评价等内容的要求。《温州

线网规划》的编制思路概括为：适应城市发展

的，综合交通体系下的，分层次、分区域、分阶

段的城市轨道交通线网规划。下面对其编制要点

进行阐述。

2.1 注重对“城市—综合交通—轨道交通”体

系的分析

首先需要注重的是城市、综合交通、轨道交

通三者之间有机结合的一体关系。城市发展是综

合交通及轨道交通发展的基础，要明确城市发展

的总趋势和方向，使综合交通和城市轨道交通的

发展有稳定的方向和目标，同时要注重对城市发

展状态渐进过程的分析，从而指导综合交通和城

市轨道交通各阶段的发展。其次，以现状、远期

和远景城市发展的状态或规划目标为基础，分析

各阶段综合交通发展的状态、水平和目标，从而

明确城市轨道交通在各阶段综合交通体系下的定

位和发展策略。

《温州线网规划》通过对温州城市现状、远期

规划和远景研究的分析，首先明确城市由“沿

江”向“滨海”发展，同时判断城市逐步向大都

市区发展，区域经济的空间结构由点–轴系统向网

络系统演变。瓯江口区域是未来温州市发展的希

望，其发展是一个逐步东进的过程，由龙湾区级

中心区升级为永强副中心，再发展为瓯江口新

城，逐步成为第二个城市中心。中心城市的拓展

方向是向东，因此要求中心城市的综合交通系统

特别是轨道交通必须以东西向为主要服务方向。

另外，大都市区是未来温州市发展的蓝图。首先

是中心城市功能的完善及与周边主要城镇联系的

加强；其次是弱中心型的多核心中心城镇密集

区，沿主要交通走廊形成空间发展走廊；最后是

由大都市的城镇化区域共同组成的扩展中心城镇

密集区，形成“一核一片”的大都市结构。温州

市向大都市区演变的发展过程见图1。

与城市发展状态对应的是综合交通的发展以

及综合交通体系下的城市轨道交通发展。如表 1

所示，温州市综合交通体系的服务范围由现状到

远景将逐步扩大，服务水平不断提高，层次更加

趋于合理，并逐步由二元结构演化为三元结构，

而城市轨道交通将从中心城市的骨干系统逐步成

长为都市区交通的骨干系统。而上述变化也将反

映在居民出行结构的变化上，见表2。

2.2 加强城市轨道交通发展战略的研究

在形成城市轨道交通线网规划方案之前，应

从城市和综合交通的抽象背景到逐步具体化，需

要形成多位一体的城市轨道交通发展战略，包括

城市轨道交通的定位、发展策略、远景概念线网

和供给策略。

1) 定位。

城市轨道交通的定位要符合不同时期城市综

合交通的发展要求，包括“绝对定位”和“相对

定位”。“绝对定位”是指城市轨道交通在综合交

通体系中的定位，应考虑不同时期的区别和发

展，有助于明确城市轨道交通的地位和发展策

略；“相对定位”是指城市轨道交通与其他交通方

式之间关系的定位，有助于在一些关键节点和走

廊上进行进一步比较分析，实现多方式的兼容、

衔接或转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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虹桥

蒲歧
乐成

柳市
北白象

上塘

瓯北
旧城

瓯海

新城

龙湾

汀田
塘下

莘塍安阳

a 现状中心城市与周边城市的关系

虹桥

蒲歧

乐盐
白石

柳象七里港

灵昆永强

乌牛

上塘

黄田
楠溪江口瓯北

藤桥

三溪 中心区瓯海
高铁站

丽岙、仙岩

桐浦
北部三镇

安阳
飞云

开发区

洞头

b 远期多中心城市状态

乐清
辅城

瓯江口
新城

中心城

上塘

藤桥

三垟
大罗山

桐浦

瑞安
辅城

洞头

c 远景大都市区结构

图 1 温州市向大都市区演变的发展过程

Fig.1 Evolution of urban development of Wenzhou

11

《温州线网规划》从综合交通要求

出发，确定温州市远期和远景城市轨道

交通的“绝对定位”：远期(2020年)城市

轨道交通作为中心城市公交系统的骨

干，远景作为大都市核心区公交系统的

骨干。基于此，基本可以确定远期城市

轨道交通的发展限于中心城市范围内，

集中在最骨干、优先的交通走廊和城市

发展轴线上；远景形成完整构架，扩大

至大都市核心区范围。

通过与铁路、城际轨道交通、BRT

等关系的分析，明确城市轨道交通各时

期的“相对定位”，提出与这几类交通

方式相互兼容、衔接和转换的解决方案。

2) 发展策略。

系统化的城市轨道交通发展策略要

对应城市及交通发展的水平和要求，应

是立体的、可发展的，而不是平面的、

静态的。《温州线网规划》 采取分层

次、分区域、分阶段的手法，分别从逻

辑层次、空间和时间角度对线网规划进

行界定，制定了有针对性的城市轨道交

通发展策略：

①分层次相互融合。

从居民出行需求和不同城市轨道交

通系统的技术特点看，城市轨道交通线

网一般包括若干层次。温州市城市轨道

交通线网划分为 3个逻辑层次：以核心

城区为中心的放射状市区普线网、以大

都市区为范围的弓箭形都市快线网和以

远景用地为基础的填充式弹性化轨道

网。其中，前两个层次构成本次规划的

双模式骨干线网，而第三个层次在本次

规划中不予表达，仅作为远景的预留。

②分区域各有侧重。

由于不同区域居民的出行特点和要

求不同，因此在不同区域内城市轨道交

通应采用不同的发展策略，以发挥不同

的作用。《温州线网规划》从不同区域

的出行特点和要求出发，将规划区划分

为3个圈层(见图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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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城核心片(橙色区域)：城市轨道交通各线

路相互交织成网，发挥较强的骨干作用，提供多

方向交通服务；中心城市临近组团(蓝色区域)：

城市轨道交通呈放射状，在主要客流方向上提供

服务，将各方向组团串联并与城市中心联系，提

供向心交通服务；大都市核心区(红色区域)：城

市轨道交通以点对点交通需求为主要服务对象，

线路通达至主要城镇，与其他交通方式共同构成

大都市范围内的客运交通系统。

③分阶段逐步实现。

现状(2010年)

以公路为主，其他
交通方式不足

对外交通
各交通方式大力发展，初
步形成区域枢纽

各交通方式合理发展，形
成区域枢纽

由以公路为主逐步走向多种交
通方式合理发展，成为区域枢纽

尚未形成，由高速
公路、国省道兼顾

都市区交通
逐步形成，由 BRT、快速
路、高速公路、国省道承担

基本完善，由轨道交通、
BRT、快速路、高速公路、国
省道承担

由不存在到逐步形成，直至基本
完善；由以道路交通为骨干到以
轨道交通为骨干

常规公交、小汽车、
自行车、步行

内部交通
BRT、轨道交通、常规公
交、小汽车、自行车、步行

轨道交通、BRT、常规公交、
小汽车、自行车、步行

由公交发展不足到逐步形成骨
干公交；由以BRT为骨干到以轨
道交通为骨干

远期(2020年) 远景 趋势

表 1 城市综合交通体系现状到远景的发展和变化

Tab.1 Urban comprehensive transportation system development in Wenzhou

类别

常规公交

20.97 0.46 21.43

24.5 35.511

20 5 15 40

BRT 轨道交通 轮渡 小计

10027.28 3.12 18.19 29.28 0.70现状

10017 0.9 12.3 30 4.3远期

10022 4 9 22.5 2.5远景

合计私人小汽车 出租汽车 摩托车、自行车 步行 其他
公共交通

表 2 大都市核心区现状至远景居民出行结构变化

Tab.2 Change in travel mode share in center of large metropolitan area %

类别

图 2 远景概念线网模式示意图

Fig.2 The outline of rail transit network for future development

主城核心片

乐清

永嘉站

温州南站

第三圈层

第二圈层

第一圈层

清江镇

南塘镇

虹桥镇

南岳镇
蒲岐镇

石帆镇

淡溪镇

乐成镇

翁垟镇
象阳镇

七里片

白石镇

柳市镇

北白象镇

洞头岛1 洞头岛2

洞头岛3

上塘镇

藤桥组团

三溪

中国
鞋都 瓯北

黄田

楠溪江口

主城区核心片
七都岛

乌牛双屿

瓯海中心片
瓯海经济开发区

塘下镇

丽岙

仙岩

汀田镇

莘塍镇瑞安市

飞云镇
仙降镇

碧山镇
陶山镇 天河

沙城

龙湾

中心城市临近组团
大都市核心区
 10万人口城镇
>10万人口城镇
市区轨道交通线网
都市区轨道交通线网
铁路

a 模式 I

瑞安

半岛

高教园区

主城核心片

乐清

永嘉站

温州南站

第三圈层

第二圈层

第一圈层

清江镇

南塘镇

虹桥镇

南岳镇
蒲岐镇

石帆镇

淡溪镇

乐成镇

翁垟镇
象阳镇

七里片

白石镇

柳市镇

北白象镇

洞头岛1 洞头岛2

洞头岛3

上塘镇

藤桥组团

三溪

中国
鞋都 瓯北

黄田

楠溪江口

主城区核心片 七都岛

乌牛双屿

瓯海中心片
瓯海经济开发区

塘下镇

丽岙

仙岩

汀田镇

莘塍镇瑞安市

飞云镇
仙降镇

碧山镇
陶山镇 天河

沙城

龙湾

中心城市临近组团
大都市核心区
 10万人口城镇
>10万人口城镇
市区轨道交通线网
都市区轨道交通线网
铁路

b 模式 II

瑞安

半岛

高教园区

12



江永：对贯彻《城市轨道交通线网规划编制标准》的思考——以《温州市城市快速轨道交通线网规划》为例

从城市和交通发展各阶段要求出发，将城市

轨道交通发展分为4个阶段。

构建中心城市主要客运交通走廊：构建中心

城市内部的骨干轨道交通线网，串联中心城市最

主要区域；联系两翼及沿海的重要发展区：逐步

建成联系两翼及沿海重要发展区的城市快速轨道

交通线路；实现都市区骨干客运系统架构：基本

实现都市区骨干客运系统的整体架构，支持远景

大都市核心区整体发展，并有效联系其他内外交

通系统；补充空白区域有实际需求线路：此阶段

是灵活的，应根据实际需求情况补充。

3) 远景概念线网。

远景概念线网实际是对发展策略的细化和形

象化。概念线网总体呈现“弓箭”形态，蓝线为

市区普线，红线为都市快线，反映了两个骨干层

次，而第三层次不属于骨干层次，不予表达。在

处理方式上考虑两套思路，即“弓弦复合线”概

念和“弓弦快线”概念，并在后续方案比选中进

一步研究确定：远景概念线网模式 I(见图2a)采用

市区普线的延伸线承担乐清和瑞安方向出行需

求，“弓弦”方向线路为复合功能线路；远景概念

线网模式 II(见图2b)采用都市快线承担乐清和瑞安

方向出行需求，“弓弦”方向线路为单一功能快

线，市区普线限于中心城市范围(橙色和蓝色区

域)内部，形成普线和快线双模式线网，两网各自

独立，并在若干枢纽点进行衔接。

4) 供给策略。

城市轨道交通供给策略类似于合理规模匡

算。严格来说，单纯研究合理规模是不科学、不

全面的，规模反映的是交通运输系统的供给水

平，体现了规划者和决策者的交通供给策略，实

质上应是对整个城市轨道交通系统总体构成结

构、总量的决策[5]。因此，城市轨道交通发展战略

中关于线网规模的估算实际是基于发展策略和远

景概念线网特点的，市区普线和都市快线有各自

的要求，由于供给策略不同，其规模计算方法也

不相同：

①市区普线网主要功能是提供中心城市范围

内的交通供给。因此，可根据城市轨道交通线网

在中心城市出行总量中所应承担的比例估算，还

可按城市轨道交通线网在中心城市的覆盖程度进

行估算。

②都市快线网主要功能是提供大都市核心区

范围内的点对点快速交通供给。因此，首先要确

定不同等级城镇的服务策略，随后可根据主要城

镇间的空间距离、相互之间通道的直达性来估算

整个快线网的规模。

图 3 骨干公共交通出行期望线

Fig.3 Anticipated line of the high-capacity public transportation

公共交通出行量
/(万人次·d-1)

108642

a 远期

公共交通出行量
/(万人次·d-1)

108642

b 远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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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3 深化交通预测模型的使用

《温州线网规划》中交通预测模型主要发挥三

个作用：在方案构建前对城市交通需求进行分

析，有助于城市轨道交通需求和走廊的框定；对

城市轨道交通线网方案进行分析，明确定性分析

无法准确把握的环节；在综合交通体系下，对推

荐方案的效果进行评价，便于对方案进行反馈

调整。

首先，对全方式及公交出行总量和分布进行

预测，以“大运量”和“中长出行距离”两个标

准衡量，分析得到城市轨道交通主要走廊的分

布，见图3。此工作在线网策略及方案构建之前进

行，为后续的定位和策略分析以及远景概念线网

的构建奠定量化基础。

其次，通过分析比较各方案公交出行比例，

轨道交通线网运量、运距、负荷强度、最大断面

客流量等关键数据，明确推荐方案的基本形式，

并对部分线路的路径进行调整。

最后，站在综合交通系统角度分析评价推荐

方案情况下综合交通各方面的效果，作为线网方

案进一步调整的依据，主要从以下几个方面进行

分析：

1) 在以城市轨道交通为骨干的综合交通体系

下，远期和远景交通结构和各方式出行量是否实

现综合交通规划确定的发展目标和趋势，特别是

城市轨道交通的发展是否有助于公共交通发展和

小汽车控制目标的实现；

2) 在以城市轨道交通为骨干的综合交通体系

下，远期和远景城市道路系统运行速度、饱和度

等指标是否适当，瓶颈路段(如过江段和片区间联

系道路)的拥堵程度是否得以缓解；

3) 在以城市轨道交通为骨干的综合交通体系

下，通过绘制规划区范围内居民全方式出行等时

线，分析推荐方案是否有助于实现综合交通规划

所确定的出行时间目标；

4) 通过分析城市轨道交通线网各主要参数，

明确其远期和远景的发展目标，以及在公共交通

中的定位是否得到落实，自身的特点、层次和功

能等是否满足发展策略的要求。

3 结语

城市轨道交通线网规划有独特的要求：一方

面，作为城市规划体系中的城市交通专项规划，

需要遵循城市总体规划和城市综合交通规划的要

求，并协调与其他相关规划的关系，实现城市、

综合交通、轨道交通三者之间有机结合；另一方

面，作为指导和保证工程建设的基础性文件，还

需要与建设规划、工程可行性研究和设计、运营

管理等工作紧密联系，处理好全局层面的实施保

障问题。通过实践可以体会到，《标准》的颁布、

实施确实有力促进了城市轨道交通线网规划工作

的法制化、规范化和科学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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