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城市慢行交通“点”的规划研究 

——以呼和浩特如意开发区慢行交通“点”的规划为例 

 

 

姚栋强 宗婷 

 

 

【摘要】本文在对慢行交通“点”的理解基础上，重点从交叉口、过街设施、换乘枢纽、公交站点、

自行车租赁点等构成慢行系统的“点”层入手，分析存在的关键问题，提出“五化”策略，旨在研究“慢

行点”层的规划设计方法。并以呼和浩特如意开发区慢行交通点的规划为实例进行分析。 

【关键词】慢行交通；行人过街；自行车租赁点；换乘枢纽；公交站点 

 

 

1 慢行交通的理解 

对于慢行交通，可以从功能、出行方式和出行要求三个方面理解。慢行交通的功能主要

包括三个方面，首先是出行，解决日常5km范围内的出行；其次是接驳，解决最后1km的出

行；同时也是休闲、健身、游乐的重要方式。其中，解决5km范围内的出行一般以“自行车

+步行”实现，最后1km的接驳一般以“自行车+公交”的方式实现，休闲游乐主要以“步行、

轮滑、双人自行车”等娱乐性慢行方式实现。慢行交通出行的要求可以总结为：安全、连续、

便捷、有效、多元、舒适。 

 

图1 慢行交通系统概念示意图 

2 慢行交通“点”的概念 

从规划的角度而言，慢行交通系统的构建包括“点、线、面”三个主要层次。“面”层

的内容——慢行分区及其政策引导是整个系统的基础，指导以下“线”与“点”层次所有的

组织与优化措施。“线”层的内容包括慢行网络及相应的断面优化、慢行交通组织。本文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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指慢行交通“点”的内容主要包括交叉口、行人过街、换乘枢纽、公交站点、自行车租赁点

等五方面的微观规划设计。 

3 慢行交通“点”规划存在的主要问题 

（1）交叉口。交叉口是所有机动车和非机动车方向转换的节点，慢行交通在交叉口通

常会与机动车存在3个冲突点（1次同方向右转，1次逆向左转，1次逆向右转），其次还存在

安全岛设置不足、人行道宽度不足、停车线与人行道距离过近等问题。 

（2）行人过街。路段行人过街存在设施选择的原则性不足、连续性不足的问题，在该

采用立体过街却采用了平面过街；人行道的设置间距通常大于相关的标准。 

（3）换乘枢纽。换乘枢纽集合了多种交通方式，一般的换乘枢纽是公交、地铁、自行

车等方式一体化设计，而周边的慢行系统的连续性和安全性常常被忽略。 

（4）公交站点。公交站点是慢行交通与公交的转换节点，通常存在与行人过街设施结

合不足，距离过长，或者与交叉口距离过远的问题。 

（5）自行车租赁点。自行车租赁点的布设存在部分盲目性，常遇到的问题存车的地方

“车满为患”，取车的地方却“空无一车”。 

4 慢行交通“点”规划研究 

对于慢行交通点的规划研究，采用“五化策略”，即“精细化、系统化、一体化、人性

化、特色化”。 

（1）交叉口精细化。减少路口道路转弯半径降低机动车速度；结合自行车专用道，设

置交叉口自行车专用通道，增强慢行交通的连续性；增加行人过街安全岛，保障行人安全；

右转交通采用右转信号灯控制，减少与慢行的冲突，提高安全性。 

（2）行人过街系统化。将片区作为研究对象，系统布局行人过街设施，从过街间距、

道路性质、行人需求、设施选型等多方面进行布局。 

（3）换乘枢纽一体化。换乘枢纽分类，对于不同的换乘枢纽，分别采用不同的连通方

式；结合慢行交通方式，一体化设计。 

（4）公交站点人性化。结合周边慢行设施及过街设施，合理调整公交站点，做到舒适

换乘；对公交站本身进行优化设计，做到体面换乘。 

（5）自行车租赁点特色化。与地方特色相对应，因地制宜，避免盲目布点、盲目覆盖；

与慢行休闲相结合，采用特色自行车，增强城市活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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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案例分析——呼和浩特如意开发区慢行交通“点”规划研究 

以呼和浩特如意开发区为实例分析，基于以上“五化”研究策略，对区域内慢行交通节

点进行问题分析，研究规划方案。 

5.1 如意开发区慢行交通“点”存在的主要问题 

通过对如意开发区内慢行点的调查，总结其问题，主要包括：交叉口设计粗糙，未考虑

行人过街安全，交通管理未发挥作用；慢行路权连续性不足，在该设置行人过街的地方存在

断头现象；行人过街设施不足，平均间距约400m左右；自行车租赁点存在点位少而规模大的

现象；公交站点设置距离交叉口较远，不便于乘客慢行换乘。 

5.2 规划方案 

5.2.1 交叉口精细化 

以新华东街与科尔沁路交叉口为例，采用小半径转弯，降低机动车速度；四个方向分别

增加行人等候区，确保行人过街安全；将四角岛采用白线填充，规范机动车流线；同时，增

加左弯待转区及交通流线划分。 

 

图2 新华东街与科尔沁路交叉口（改善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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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3 新华东街与科尔沁路交叉口（改善后） 

5.2.2 行人过街设施系统化布局及改善 

布局优化：平面过街，新增交叉口平面过街6处、路段平面过街5处；立体过街，新增4

处天桥、4处地下通道；跨河通道，新增东河跨河休闲道5个；新增哈拉更沟跨河通道5个。 

 

图4 新增过街设施布局图 

行人过街设施优化设计：沿东河慢行道在通过如意和路时，无法通过，未设置行人过街，

对此情况，在保障慢行通道连续性的前提下，采用下穿方式通过如意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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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5 慢行道无法通过（现状）          图6 下挖 

 

图7 通行                      图8 铺装 

5.2.3 换乘枢纽一体化设计 

（1）针对行政商业中心换乘点——市政府枢纽点 

交通方式：轨道+公交+公共自行车+步行 

规划原则：内外联通、上下联通 

 

图9 市政府枢纽点慢行设施换乘布局 

（2）针对休闲换乘点——敕勒川公园 

交通方式：轨道+公交+公共自行车+步行 

规划原则：内外衔接，明确指引 

设计要点：与慢行紧密衔接，出站口设置导览图、公共自行车及慢行道；园内出站口同

时设置公共自行车与游览特色交通工具；考虑客流需求，设置轨道过街出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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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10 敕勒川公园枢纽点慢性设施布局 

5.2.4 公交站点人性化改善 

针对新华东街公交站台，其主要改善方法包括：优化等候区、调整公交站台与交叉口的

距离大于50m，小于80m，清除站台改造遗留车道线，结合自行车租赁系统，增设自行车租赁

点和自行车专用道。 

 

图11 新华东街公交站点（改造前） 

 

图12 新华东街公交站点（改造后） 

5.2.5 自行车租赁点特色化布局 

对用地性质进行分类，根据用地性质布局自行车租赁点和车辆规模，基地内部布设自行

车租赁点67处，其中居住点：15处；公共交通站点：7处；商业枢纽点：26处；公共设施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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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处；游憩休闲点：16处。达到500m全覆盖。 

 

图13 自行车租赁点布局规划图 

6 结语 

慢行交通系统在城市综合交通体系中经常被定义为解决“最后一公里”的问题，而慢行

交通点往往是解决慢行出行“最后一步路”的问题，只有将慢行交通点处理好了，才能真正

保障慢行出行连续性和安全性。本文对构成慢行交通点的五个主要方面进行分析研究，希望

能为慢行系统规划设计提供参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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