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交流主要内容 

一．编制工作基本情况 

二．编制基本思路 

三．问题与思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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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编制工作基本概况 

 2014年12月26日，建标[2014]189号下达《2015年工程

建设标准规范制订、修订计划》，在现行《城市轨道交

通线网规划编制标准》基础上修订。 

 2015年4月24日，开题会。 

 2015年7月23-24日，第二次工作会议。 

 2015年11月19-20日，第三次工作会议。 

 2016年5月5-6日，拟召开第四次工作会议，征求意见稿

初步定稿。 

 主编：中国城市规划设计研究院 

 参编（时间顺序）：北京城建总院、同济大学、中国地

铁、北规院、上海交通发展研究院、广州地铁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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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编制基本思路 

5个强化： 

1. 强化定量分析内容（强化需求分析、多方案及推荐方案比选

评价） 

2. 强化功能服务性定量指标（旅行时间、旅行速度、换乘时

间、乘客舒适度等服务水平指标） 

3. 强化线网与城市空间功能结构的吻合性（线网过于

均衡，功能中心支撑不够，换乘枢纽应与功能中心吻合） 

4. 强化线网空间合理布局的过程要求、指标（功能层

次与引导、线网组织引导构架方案、线网供给水平指标） 

5. 强化规划实施性指标（用地控制指标、线网运能配置指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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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城区内“线网规模”论证缺乏定量依据，拟研究提出线
网密度指标，替代“线网规模”论证。 

2. 线网层次，不再分析论证提出，从规范中选取。强化引
导城区中运量层次及区域快线层次。 

3. 规范线网方案形成的过程：需求分析，线网组织（城市
空间及功能协调），布局引导（密度分布引导），多方
案与评价，线路规划等。 

4. 车辆基地面积：定量计算 

5. 用地控制：争取研究提出一套GB50173-2011《城市用
地分类与规划建设用地标准》中S2用地指标。线路以
地上线（含高架、地面）为主。 

拟对现有规划方法的优化调整之处 



1、影响线网运能配置及服务水平的车厢舒 

   适度指标 

2、引导线网布局的线网密度指标 

3、快、慢线复合通道的需求与引导 

 

三、问题与思考 



1、影响线网运能配置及服务水平的车厢舒适度指标 

问题：A）既有轨道线车厢如出现拥挤，什么条件下应增

加运能改善服务水平？B）远期线网的运能如何配置、预

留？ 

运能配置影响因素： 

 编组长度，车站规模（长度）  

 编组长度：客流，发车间隔（设计极限30对/h，2分钟发

车间隔），列车定员（车厢站席密度6人/平方米） 

三、问题与思考 



来源：《地铁列车定员、车站规模动态计算方法及其标准研究》课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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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源：同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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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现行设计指标6人/平方

米，是“拥挤”水平。 

 服务水平无法提高（车

站规模无法扩容，无法

增加编组），永远拥挤

下去？ 

 选择“舒适”、“一般

”标准→ 增加编组长度

→增加车站长度规模（

运能预留）。 

 

表来源：同上 



车厢舒适度指标 

 （车厢舒适度指标） 城市轨道交通车厢有效空余面积上

站立的乘客标准，市区线宜按C级选取；快线宜按B级选

取。连接铁路车站的线路车厢站席密度宜为4.5人/㎡；

连接机场的线路车厢站席密度宜为3.5人/㎡。 

 



规划线网运能配置、既有网服务水平改善 

 规划线网配置运能时，发车间隔和车厢站席服务水平应

符合下列规定。 

 1 市区线远期高峰时段最小发车间隔不宜小于2.5min 

       市域快线远期高峰时段最小发车间隔不宜小于3min 

    2 车厢站席密度应符合上表规定要求 

 既有线，列车在正常运行下车厢站席密度等级 

    1 市区线满足D级水平的连续断面数时间小于一天总运

营时间的85%时，应研究增加运能供给、改善车厢站席

服务水平的方案措施。 

    2 快线满足C级水平的连续断面数时间小于一天总运营

时间的85%时，应研究改善措施。 



2、引导线网布局的线网密度指标 

问题：A）线网规模各城市论证方法不一，远景规

模依据不充分；B）线网规模是否设施供给水平？

政府需否引导？C）线网布局与土地开发强度关联

弱，拟找一个关联性指标。 

 

 供给水平：研究了解国外建设运营轨道交通较

为成熟城市供给水平，期望找出平均基准水平。 

 体现指标：车站密度（覆盖率）？线网密度？ 

 关联指标：人口密度？就业密度？有利于引导 

三、问题与思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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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来源：同济大学规范专题研究 

不同分区（核心区、市区、郊区、市域），人口密度、岗位密度单独回归
，离散大。合并好些仍离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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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来源：同济大学规范专题研究 

不同分区（核心区、市区、郊区、市域），人口密度、岗位密度单独回归
，离散大。合并后规律性强。 



 国际典型城市（不同规模）供给水平平均基准值，怎么
用？ 国际平均指标接轨？ 

 线网密度指标？“人口密度+就业岗位密度”指平均密度，
以城市为单位，国内指标趋同，差别小。线网密度指标难
分档。 

 公交（轨道）占机动化比例80%（50）及以上，一档 

                                             60~80%     -------二档 

                                             60%以下    -------三档 

 线网布局空间引导指标？国内城市不同规划分区的“人口
密度+就业岗位密度”差异大，线网密度可分档。或给出密
度上的原则调整系数？ 

 引导中心区线网布局，给出中心区引导指标？ 

 

线网密度指标？ 



3、快、慢线复合通道的需求与引导 

需求： 

A）城市发展轴上布设干线，轴长大于35公里，时间目标不
符要求（85%的乘客需控制在20~35min） 

B）城市发展轴上布设干线，该轴线上多个市级功能中心，
时间目标不符合要求。 

C）城市发展轴上布设干线，入城快线同时沿该轴线进城。 

D）通道资源紧张，快线、干线共走廊。 

E）特大及以上城市，近、远郊快线共走廊。 

 

三、问题与思考 



复合通道形式： 

       分开设置：2线4轨 

       共轨（含部分）：2线3轨、2线2轨 

实施与困难： 

 2线共轨越站：北京6号、广州、成都、重庆等。 

上海3、4号线共轨运营，问题多，拟拆分。运能配置

不是两条线的配置，出现瓶颈。 

  近期投资大。 

 

 



基本思想：遵循功能需求为主原则，给出方向，为实现功能需求预留

空间，现实中研究解决可能的问题。 

引导： 

一、线网组织：不同层次的线路在特定条件下会在空间上布设在同一

走廊，形成轨道交通复合走廊，复合走廊内轨道交通线路组织应符合

下列规定： 

1. 快线与干线布设在同一走廊时，原则上快线、干线的线路应独

立设置。快线、干线的运输能力富裕考虑合并共轨时，合并后

各自线路的旅行速度应满足服务水平和线网层次特征指标的基

本要求…… 

2. 两个速度等级的快线布设在同一走廊时，应尽量考虑两个层次

的快线在线路上的资源共享。 

二、线网布局：客流集聚的城市发展轴带可根据客流规模、出行时间

目标要求、交通需求特征等条件设置轨道交通复合走廊。在下列条件

之一情形下宜设置轨道交通复合走廊…… 



谢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