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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交停靠站安全运营评估与改善实施策略 

——以深圳为例 

 

 

颜建新 秦鸿睿 马洪生 杨健荣 

 

 

【摘要】公交停靠站是城市公交乘客安全出行、车辆安全运营的重要支撑，但在理论研究与实际标准

制定中，均缺乏将其作为一个整体，系统研究安全运营涵盖的各项要素与设计要求，导致难以全面、规范、

切实地指导公交停靠站规划建设工作。本文将从站点基础设施、安全配套设施、空间位置布局等三个方面

系统分析各项考虑因素，展开安全运营评估工作并提出改善对策；最后以深圳市年度站点改善工程为例，

评估改善实施效果。本文可为地方层面站点专项安全设置规范或实施细则的制定提供理论依据与实践参考。 

【关键词】公交停靠站；安全运营评估；站点基础设施；安全配套设施；空间位置布局 

 

 

1 引言 

公交停靠站作为城市普遍的交通基础设施，具有规模大、分布广等特点，是客流集散的

关键节点，也是乘客安全出行、车辆安全运营的重要支撑。随着近年来由于站台容量不足、

防护设施缺失、距离路口过近等各类问题引发的安全事故日益增多，开展停靠站安全运营评

估，梳理并改善潜在安全隐患已迫在眉睫。 

目前，国内外关于停靠站的理论研究集中于站点规划设计方面，Michael J.Demetsky[1]

通过定性研究公交停靠对交通流、交通安全的影响，提出了站点设置与设计的可行性建议；

NdaiaS.A.Ghoneim[2]基于公交上下游乘客到站时间与公交停靠延误时间之和最小为目标建

立模型，提出了信号交叉口站点选址优化方法；葛宏伟[3]、吕林[4]通过研究公交站点位置与

站台形式对交通流延误和道路通行能力的影响，提出了站点选址选型与尺寸设计的基本要求；

曾奕林[5]基于公交进出站的要求提出了站台长度与宽度的计算模型。实践应用方面，国家、

部门层面均尚未出台关于公交停靠站的专项标准规范，仅作为配套子项纳入道路设计各项规

范，地方层面也仅北京、深圳、青岛等地颁布了停靠站总体设置规范。因此，无论是理论还

是实践方面，均缺乏将公交停靠站作为一个整体，系统研究其安全运营涵盖的各项要素与设

计要求，导致难以以全面、规范、切实的指导站点安全运营评估与隐患改善实施工作。 

本文将结合规范梳理及对比分析，从站点基础设施、安全配套设施、空间位置布局等三

个方面研究公交停靠站安全运营涉及的各类因素与设计要求，并提出具体改善对策，以期提

升站点安全隐患防控水平，并为下一步地方层面站点专项安全设置规范的制定提供实用参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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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内涵及分类 

公交停靠站安全运营评估对象为其可能存在安全隐患的因素，目前国内外尚无正式的停

靠站安全隐患的定义。作为乘客安全出行、车辆安全运营的重要载体，站点设置应满足三大

方面基本功能：（1）为乘客提供安全、舒适的候车环境，并为车辆进出站与停靠提供安全、

便捷的通道；（2）拥有一定防范突发事件的能力；（3）站点空间位置布局符合安全运行条件。 

基于上述功能要求的分析，公交停靠站安全隐患可定义为：在停靠站范围内，由于站点

基础设施、安全配套设施不完善，或站点空间位置设置不合理，导致公交车辆进出站，或乘

客在候车与上下车过程中可能产生不安全事件的影响因素。 

结合规范梳理与研究，进一步拓展各项功能及安全隐患涵盖的具体事项，可将公交停靠

站安全运营评估的内容系统划分为 3 大类 7 小类 22 小项事项，如图 1 所示。 

 

图 1 公交停靠站安全运营评估内容分类分项示意图 

3 评估标准分析 

3.1 标准梳理 

经梳理，国家、部门、地方层面与停靠站安全运营评估内容联系密切的标准规范主要有

18 项，涵盖站点空间布局、平面设计、尺寸要求、设施配套等方面，如表 1 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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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1 公交停靠站规划设计相关标准规范 

类

型 

编

号 
名称 

编

号 

名称 

国

家

标

准 

G1 
城市道路交通规划设计规范 GB 

50220-95 
G3 道路交通标志和标线 GB5667-1999

G2 
城市道路交通设施设计规范 GB 

50688-2011 
G4

城市工程管线综合规划规范 GB 

50289-1998 

部

门

标

准 

H1 
城市道路公共交通站、场、厂工程设

计规范 CJJ /15-2011 
H4

公路交通安全设施设计规范 JTG 

D81-2006 

H2 城市道路设计规范 CJJ 37-1990 H5
城市人行天桥与人行地道技术规范

CJJ69-95 

H3 
城市道路交叉口设计规程 CJJ 

152-2010 
H6

道路交通防撞墩 GA/T416-2003 

地

方

标

准 

D1 
深圳市公交中途站设置规范

SZDB/Z 12-2008 
D4

深圳道路交通管理设施设置技术标

准(征求意见稿) 

D2 
深圳市公交中途站建设标准指引（试

行） 
D5

青岛市公交站点设置规范 DB / FW 

JT 010—2014 

D3 
深圳市道路工程建设技术标准指引

（试行） 
D6

北京市公共汽电车站台规范 DB11/T 

650—2009 

其

他 

Q1 
电力设施保护条例（国务院令 1998

年第 239 号） 
Q2

深圳经济特区道路交通安全管理条

例 

Q3 深圳市道路交通安全设施维护工程施工图设计图样 

3.2 筛选原则 

同一项评估内容可能涉及多条不兼容的规范条款，需要根据规范效力等级、条款强制性

大小以及地方实际情况等条件进一步比选，确定最终合理可行的规范条款。筛选原则如下： 

（1）按站点安全运营评估分类内容，对 22 小项内容涉及的规范条款进行全面梳理。 

（2）强制性标准优先于合理性标准。强制性标准的用词一般为“不得”、“必须”等，合

理性标准的用词一般为“应该”、“不应”、“宜”、“可以”等。 

（3）交通部门专业性标准优先于其他部门关联性标准。 

（4）充分考虑地方实际情况。如部分国家、部门标准的条款为宏观指导指标，而地方

标准的条款可能为细化的实践性指标，当两者不兼容时，可结合实际情况优先考虑地方标准。 

（5）对于各类规范中没有具体指导条款的事项，可结合理论研究与实践经验，从有利

于停靠站安全的角度出发提出科学、可行的参考标准，作为下一步规范修编的合理性建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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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3 标准选定 

根据筛选原则，对站点基础设施、安全配套设施、空间位置布局等三个板块中各类事项

适用的规范条款进行分类梳理与分析。标准概况如表 2-表 4 所示。 

表 2 公交停靠站站点基础设施适用性参考标准 

序

号 

类

别 
事项 标准选定 

参考

规范

1 

四

站

设

施 

站牌、站 

亭、站 

架、站台 

①公交停靠站应设置完善的站牌、站亭、站架、站台等

基础设施 

②为便于拆装、维护和更新、节约成本，公交候车亭宜

采用模块化设计，其工程设计要求可参考规范 D3 条款

5.3、5.4 

③站台表面应平整，并选用透水材料以保持站台干燥 

④站台与机动车道的高差宜取 15～20cm 

D2、D3

2 

站

点

设

计 

总体平

面设置 

①公交停靠站应设置在平坡或者坡度不大于 1.5%的坡道

上，当地形条件受限制时，应做特殊处理。中途站处的

道路坡度最大不得超过 3% 

②平面设置其他建议标准参考规范 D1 条款第 6、7、8

节相关内容 

H1、D1、

D3、D5、

D6 等

3 
站

台

容

量

设

计 

宽

度 

①停靠站站台宽度不应小于 2m，当条件受限制时，宽度

不得小于 1.5m 

②深港湾站点服务通道间站台宽度不应小于 3 m，站台外

缘应圆顺设计 

③快速公交站台应与常规公交站台分开设置，应采用港

湾式停靠站，双向停靠站台宽度不应小于 5m，单向停靠

站台宽度不应小于 3m 

G1、G2、

H1、H2、

H3、D1、

D2、D3、

D5、D6

4 
长

度 

①站台长度不应小于停靠位之和 

②各类型停靠站长度设计要求参考规范 D1 条款 8.1.2、

8.3.4 

 

 

 

 

 

 

 

 



 

5 
 

表 3 公交停靠站安全配套设施适用性参考标准 

序

号 

类

别 

事

项 
标准选定 参考标准

1 

安

全

防

护

设

施 

安

全

护

栏 

①停靠站人流量过大时应在靠近停车位一侧设置护栏（深圳

实践表明，客流量大但公交线路不多的停靠站适合设置护

栏，以规范乘客候车秩序并保障安全） 

②护栏损毁、缺失或存在安全隐患的，应当及时修复、更换，

排除隐患 

D1、D3、

D4、H4、

Q2 

2 

防

撞

柱 

①宜在停靠站范围内以下位置设置防撞柱：浅港湾及深港湾

公交停靠站站台前侧；所在道路车流交织严重存在安全隐患

的直线型停靠站站台前侧；无站台的临时性公交停靠站（乘

客在道路上候车）；停靠站周边交叉口路缘两侧等 

②防撞柱主体可采用无缝钢管、热镀锌，反光膜采用工程级

反光膜 

③防撞柱均匀间隔并控制为 0.8m～1.5m，不应妨碍行人无

障碍通 

④防撞柱具体设置规格参考规范 Q3 

G2、H2、

D4、Q3

3 

防

撞

墩 

①宜在停靠站范围内以下位置设置防撞墩：深港湾公交停靠

站内外车道分流处；辅道进出口；其他类型车道分流处 

②防撞墩与障碍物之间的距离应为 0.5～2m，起安全隔离、

警示、预防碰撞并能在发生碰撞时起缓冲作用，吸收并降低

碰撞冲击力 

③防撞墩具体设置规格参考规范 D3 条款 5.2，规范 D4 条款

8.1、8.2 等 

G2、H6、

D3、D4、

Q3 

4 

人

行

过

街

设

施 

周

围

人

行

过

街

设

施 

①公交停靠站附近应设置行人过街设施，且距离站点步行距

离不宜超过 300m 

②深港湾停靠站应在停车区两端，各候车廊之间设置人行通

道，宽度不应小于 3 m；人行通道与紧邻的停车位之间宜有

2m 的安全距离，最小不应小于 1.5m 

③视距受限制的路段及急弯陡坡等危险路段和车行道宽度

渐变路段，不应设置人行横道线；横穿道路行人较多，路面

宽度在 30m 以上时，可在适当地点设安全岛 

G1、G2、

G3、H2、

H3、H5

5 
标

志

标

线

指

引 

停

车

泊

位

线 

①为区分停车范围，在公交停靠站车道与相邻通车车道间，

应设置专用标线 

②公交停靠站停车区域内应用标线设置停车泊位，并在停车

泊位间以禁止停车标线分 

③停车泊位线型式及尺寸参考规范 G3 规定及 Q3 设计样式 

G3、D1、

D4、D5、

Q3 

6 

减

速

标

①公交停靠站所在道路存在以下情况，宜在其进出站区段施

划减速标线：停靠站进站或出站一定区段范围内有多条道路

汇合或分流，导致车流交织严重；所在道路存在较大坡度，

G3、D4、

Q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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线 存在一定安全隐患；停靠站两侧有路口或学校、医院等人流

集中区域 

②减速标线型式及尺寸参考规范 G3 规定及 Q3 设计样式 

7 

禁

停

标

线 

①宜在停靠站范围内以下位置施划禁停标线：停靠站同侧路

段附近出入口；停靠站两侧存在严重违章停车的路段 

②减速标线型式及尺寸参考规范 G3 规定及 Q3 设计样式 

D1、G3、

D4、Q3

8 
 

导

流

标

线 

深港湾停靠站应从站点起点处为每个服务通道设置导流线 
G3、D1、

D2 

 

表 4 公交停靠站站点空间布局适用性参考标准 

序

号 

类

别 

事

项 
标准选定 

参考标

准 

1 

距

离

路

口

位

置 

平

面

交

叉

口 

① 停靠站设置在交叉口上游时，离开停车线的距离遵循以

下原则：（1）当进口道右侧拓宽增加车道时，中途站应设

在该车道分岔点上游至少 15m 处; （2）当进口道右侧无拓

宽增加车道时，其位置应在右侧车道高峰小时平均排队长度

上游 15～20m 处 

②公交中途站设置在交叉口下游时，离开（对向车流进口道）

停车线的距离应遵循以下原则：（1）当出口道右侧拓宽增

加车道时，中途站应设在该车道拓宽段下游至少 15m 处; 

（2）当出口道右侧不拓宽时，中途站在主干路上距停车线

不宜小于 80m；次干道上距停车线不宜小于 50m；支路不宜

小于 30m  

H1、H2、

D1 

2 

辅

道

出

入

口 

①公交停靠站位于辅道出入口下游时，其位置应保证高峰小

时公交平均排队位置距离辅道出入口不少于 15～20m，减少

对进出辅道车辆的干扰 

②位于辅道出入口上游时，其位置距离辅道出入口应不少于

30 m 

H1、H2、

D1 

3 

右

进

右

出

路

口 

①公交停靠站位于右进右出路口下游时，其位置应保证高峰

小时公交平均排队位置距离路口不少于 15～20m，减少对进

出辅道车辆的干扰 

②位于右进右出路口上游时，其位置距离路口应不少于 30 

m 

H1、H2、

D1 

4 
立

交

① 交叉口附近立交桥匝道出入口段不得设置公交停靠站 

② 设置于道路立交附近的公交停靠站，停靠站间换乘宜为
G2、H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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匝

道 

立体换乘 

5 
安全隐患

避让要求 

①停靠站应保障与架空电力线路、危险品管线等存在安全隐

患的设施有一定安全距离 

②停靠站候车亭进车端应有良好视线，不应有影响司机进站

前观察站内情况的障碍物 

G4、Q1

4 运营评估与改善策略 

以上述评估标准为依据开展公交停靠站安全运营评估，可知站点安全隐患可从“四站”

设施、站点平面设计、站台容量设计、安全配套设施、空间位置布局等五个方面分别进行归

纳。结合公交停靠站类型、客流量、几何尺寸、道路路况、隐患严重程度以及分站、迁站、

改造可行性等影响因素，分别制定各类改善实施策略。如图 2 所示。 

 

图 2 公交停靠站安全运营评估与改善实施策略流程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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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双泊位深港湾公交停靠站为例，给出参考的标准停靠站规划设计示意图。如图 3 所示。 

 

图 3 深港湾公交停靠站规划设计及安全设施配套标准示意图 

5 深圳实践 

深圳全市共有 9537 个公交停靠站，承担日均 601 万人次/日的客流集散功能，安全保障

责任艰巨。近年来市政府正滚动开展主要客流通道、重点片区停靠站安全运营评估与改善工

作，并每年安排专项改造资金，取得了一定的实施效果。以东门路改造为例分析实施效果： 

 

图 4 东门路改造及公交停靠站安全改善方案示意图 

5.1 采用分站分线处理模式，缓解部分站点公交客流压力 

在原站点规模基础上，新增 3 处公交分站，将部分线路从客流量大、线路多的站点调出。 

 

图 5 东门③（东侧）站点施工改造前后示意图 

 

5.2 拓展停靠站站台面积，解决乘客相互拥挤与占道候车问题 

采用增加泊位数延长站台长度与拓宽站台宽度的方式，提升站点候车区域驻足面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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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5 东门①（东侧）站点施工改造前后示意图 

5.3 完善基础配套设施，保障公交车辆运行与乘客候车的安全 

全面、系统地施划停车泊位线、禁停标线、地面导流线等标线指引设施，增设路侧安全

护栏、防撞柱等安全防护设施，增加行人地面过街设施与灯控信号设施，从而规范公交进出

站秩序与社会车辆运行秩序，大幅提升了公交车辆的运行效率与运营安全。 

6 总结 

本文从站点基础设施、安全配套设施、空间位置布局等三个方面，系统研究了公交停靠

站在规划设计中应该考虑的各项因素，然后详细梳理各项因素应该遵循的规划设计标准规范，

以此为基础开展公交停靠站安全运营评估工作，并提出具体的改善对策与措施；最后以深圳

市年度站点改善工程为例，评估改善实施效果。本文可为地方层面站点专项安全设置规范或

实施细则的制定提供理论依据与实践参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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