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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城市轨道沿线规划设计导则》 



 汇报提纲 

一、背景 

二、层次与重点 

三、内容与实践 

 

内容框架 



1、轨道建设空前高涨：截止2015年底，我国已开通轨道交通运营城市25个，40个城市正在建设轨道；到2020年

，具备建设轨道交通条件的城市将达到50个左右，新规划里程超过10000公里。 

2、轨道交通引导城市发展不足，轨道建设与城市规划存在“两张皮”的现象。 

一、背景 





二、层次与重点 

《城市轨道沿线地区规划设计导则》层次与重点： 

《轨道站点一体化规划设计》 

形成以轨道为中心，以人为本的城市
空间。 

 
 
 
 
 

《轨道沿线用地调整规划》 

用轨道组织城市生活 
 
 

 

 

《轨道交通引导城市发展专题研究》 

用轨道重塑城市结构 
 
 

1、轨道线网规划 

 

 

 

 

 

2、轨道交通近期 

      建设规划 

 

 

 

 

3、轨道线路工程 

      可行性研究 

城市层面 
 结构耦合（空间与功能） 

 廊道 
 枢纽 

 功能与强度 

 接驳与换乘 

 线路与站点的优化与控制 

 公共空间一体化（地下与地上） 

 交通衔接一体化 

 出入口一体化 

 步行系统一体化 

城市总体规划 

线路层面 

站点层面 

控制性详细
规划编制 

整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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整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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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7年的指状规划 

轨道交通的指状规划形态 

三、内容与实践 

1、城市层面 《轨道交通引导城市发展专题研究》 

用轨道重塑城市结构 
 
 
① 结构耦合（空间与功能） 

② 廊道 
③ 枢纽 



三、内容与实践 

1、城市层面 

兖州汽车西站 

兖州汽车站 

兴隆庄汽车站 

曲阜高铁汽车站 

曲阜汽车站 

济宁汽车东站 

济宁汽车北站 

济宁汽车总站 

嘉祥汽车站 

嘉祥汽车东站 

北湖汽车站 邹城汽车站 

邹城汽车东站 

邹城汽车南站 

济宁汽车南站 

《轨道交通引导城市发展专题研究》 

用轨道重塑城市结构 
 
 
① 结构耦合（空间与功能） 

② 廊道 
③ 枢纽 



三、内容与实践 

2、线路层面 

《轨道沿线用地调整规划》 

用轨道组织城市生活 
 
 

 

 

① 功能与强度 

② 接驳与换乘 

③ 线路与站点的优化与控制 
新村站 

珠江路站 

清水江路站 

场坝村站 

小河区商贸中心 

社区中心 

经开区总部基地 

小河文化休闲商贸中心 



三、内容与实践 

2、线路层面 

《轨道沿线用地调整规划》 

用轨道组织城市生活 
 
 

 

 

① 功能与强度 

② 接驳与换乘 

③ 线路与站点的优化与控制 
新村站 

珠江路站 

清水江路站 

场坝村站 

新村站 
新村站 

珠江路站 珠江路站 

清水江路站 
清水江路站 

场坝村站 场坝村站 



标志性建筑 
标志性建筑 

窦官车辆段 

下麦西站 

2、线路层面 

《轨道沿线用地调整规划》 

用轨道组织城市生活 
 
 

 

 

① 功能与强度 

② 接驳与换乘 

③ 线路与站点的优化与控制 

强度 

三、内容与实践 金朱西路站 



（1）案例分析法 

 通过对国内外位于城市中心的轨道站点地区开

发强度的案例分析，可以看出，城市中心型的

轨道站点地区的开发强度一般不低于4.0。 

6.3. 金朱西路站 

香港轨道站点开发强度 

大陆轨道站点开发强度 

日本东京轨道站点开发强度 

2、线路层面 

《轨道沿线用地调整规划》 

用轨道组织城市生活 
 
 

 

 

① 功能与强度 

② 接驳与换乘 

③ 线路与站点的优化与控制 

三、内容与实践 



6.3. 金朱西路站 

房地产开发成本、收益、利润拟合曲线 

（2）经济学分析法 

 根据贵阳市房地产开发成本、收益、利

润曲线，结合《贵阳市城市规划技术管理办

法（试行）（2013）》，从土地开发价值最

大化的角度出发，本地区土地开发建设的最

佳容积率为：4.0——5.5。 

2、线路层面 

《轨道沿线用地调整规划》 

用轨道组织城市生活 
 
 

 

 

① 功能与强度 

② 接驳与换乘 

③ 线路与站点的优化与控制 

三、内容与实践 



方
案 

容积率 
小汽车出
行比例 

骨干道路
负荷度 整体 站点周边容积率 

1 2.0 2.5 25% 0.6-0.7 

2 2.5 3.5 20% 0.8-0.9 

3 3.0 4.0 20% 0.9-1.0 

方案-3（站点周边容积率4.0） 

方案-1（站点周边容积率2.5） 

方案-2（站点周边容积率3.5） 

（3）交通承载力分析方法 

 站点核心区周边开发容积率不宜高于 4.0，片

区整体不宜高于3.0； 

 小汽车出行比例，控制在20%以内； 

 

6.3. 金朱西路站 

2、线路层面 

《轨道沿线用地调整规划》 

用轨道组织城市生活 
 
 

 

 

① 功能与强度 

② 接驳与换乘 

③ 线路与站点的优化与控制 

三、内容与实践 



6.3. 金朱西路站 

（4）城市设计分析法 

 迈德国际三期用地与从城市设计

的角度，迈德国际新地块的容积率宜

为4.0—5.0。 

150米 

150米 

160米 160米 

2、线路层面 

《轨道沿线用地调整规划》 

用轨道组织城市生活 
 
 

 

 

① 功能与强度 

② 接驳与换乘 

③ 线路与站点的优化与控制 

三、内容与实践 



6.3. 金朱西路站 

（5）小结 

规划综合考虑案例分析法、经济分析法、交通承载力法、城

市设计法和其它因素，规划建议核心区净容积率为不超过

4.0 

2、线路层面 

《轨道沿线用地调整规划》 

用轨道组织城市生活 
 
 

 

 

① 功能与强度 

② 接驳与换乘 

③ 线路与站点的优化与控制 

三、内容与实践 



2、线路层面 

对外综合枢纽 

城市交通枢纽 

接驳P+R停车 

主要交通设施布局 

 主要接驳设施 

• 对外交通枢纽5处； 

• （机场、火车站、高铁

站、环城铁路站、东客

运站）  

• 市内主要客运交通枢

纽7处： 

• （诚信路、兴筑西路、

马王庙、客车站、喷水

池、贵钢、场坝村） 
 

• P+R停车场6处； 

• （下麦西、将军山、雅

关、经开区、水淹坝、

七机路口） 

《轨道沿线用地调整规划》 

用轨道组织城市生活 
 
 

 

 

① 功能与强度 

② 接驳与换乘 

③ 线路与站点的优化与控制 

三、内容与实践 



2、线路层面 2、线路层面 

《轨道沿线用地调整规划》 

用轨道组织城市生活 
 
 

 

 

① 功能与强度 

② 接驳与换乘 

③ 线路与站点的优化与控制 

三、内容与实践 



2、线路层面 2、线路层面 

《轨道沿线用地调整规划》 

用轨道组织城市生活 
 
 

 

 

① 功能与强度 

② 接驳与换乘 

③ 线路与站点的优化与控制 

 道路交通规划 

• 贵惠大道、开发大道、南二环路、金戈路

（乌江路），承担“ 对外过境”为主； 

• 规划航天路、珠江路 作为复合通道，服务

用地开发，改善公交服务条件，开辟公交

专用车道； 

• 增加轨道站点周边地区的次干道和支路 

清水江路
站 

场坝村站 

小河车辆段 

1号线预留延伸段 

经开区站 

规划轨道6号线 

规划轨道6号线 

南二环 

开发大道 

黄河路 

贵惠大道 

乌江路 

珠江路 

松
花
江
路 

清水江路 

浦
江
路 

过境通道 

复合通
道 集散道路 

三、内容与实践 



2、线路层面 2、线路层面 

《轨道沿线用地调整规划》 

用轨道组织城市生活 
 
 

 

 

① 功能与强度 

② 接驳与换乘 

③ 线路与站点的优化与控制 

珠江路 

小河车辆段 
6号线 

6号线至龙洞堡 

 慢行交通 

• 以东西两侧山体公园、地区主要轨道

站点为主要节点，以主要景观轴线、

河流水系等为纽带，构建地区慢行（

步行为主）交通系统； 

骨干：两横一纵; 

辅助：多条放射线 

三、内容与实践 



三、内容与实践 

2、线路层面 2、线路层面 

《轨道沿线用地调整规划》 

用轨道组织城市生活 
 
 

 

 

① 功能与强度 

② 接驳与换乘 

③ 线路与站点的优化与控制 

场坝村站 

经开区站 

清水江路站 

大松山站 

1号线 

1号线 



2、线路层面 2、线路层面 

《轨道沿线用地调整规划》 

用轨道组织城市生活 
 
 

 

 

① 功能与强度 

② 接驳与换乘 

③ 线路与站点的优化与控制 

三、内容与实践 



2、线路层面 3、站点层面 

《轨道站点一体化规划设计》 

形成以轨道为中心，以人为本的城市
空间。 

 
 
 
 
 

① 公共空间一体化（地下与地上） 

② 交通衔接一体化 

③ 出入口一体化 

④ 步行系统一体化 

三、内容与实践 



2、线路层面 3、站点层面 

《轨道站点一体化规划设计》 

形成以轨道为中心，以人为本的城市
空间。 

 
 
 
 
 

① 公共空间一体化（地下与地上） 

② 交通衔接一体化 

③ 出入口一体化 

④ 步行系统一体化 

三、内容与实践 



2、线路层面 3、站点层面 

《轨道站点一体化规划设计》 

形成以轨道为中心，以人为本的城市
空间。 

 
 
 
 
 

① 公共空间一体化（地下与地上） 

② 交通衔接一体化 

③ 出入口一体化 

④ 步行系统一体化 

三、内容与实践 



3、站点层面 《轨道站点一体化规划设计》 

形成以轨道为中心，以人为本的城市
空间。 

 
 
 
 
 

① 公共空间一体化（地下与地上） 

② 交通衔接一体化 

③ 出入口一体化 

④ 步行系统一体化 

三、内容与实践 



2、线路层面 3、站点层面 《轨道站点一体化规划设计》 

形成以轨道为中心，以人为本的城市
空间。 

 
 
 
 
 

① 公共空间一体化（地下与地上） 

② 交通衔接一体化 

③ 出入口一体化 

④ 步行系统一体化 

三、内容与实践 



感 谢 聆 听 ！ 
2016、04、16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