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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铁车站客流特征与服务设施优化设计

高子涵 李育聪 李 剑
郑州交通发展投资集团有限公司 河南 郑州 450000

摘� 要：随着城市化进程加速，地铁作为城市交通的核心载体，其车站的客流特征与服务设施设计直接影响乘客

出行体验与运营效率。本文通过分析地铁车站客流的时间分布、空间聚集及行为特征，结合国内外案例与实践经验，

提出服务设施优化设计策略。研究表明，通过科学布局、智能化技术应用及人性化服务升级，可有效缓解客流压力、

提升通行效率，并为城市轨道交通可持续发展提供参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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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言

地铁车站作为城市交通网络的关键节点，承担着客

流集散与换乘功能。随着城市人口增长与线路扩展，地

铁车站面临日益复杂的客流压力，如早晚高峰拥堵、换

乘效率低下等问题。例如，武汉地铁光谷广场站在线路

延伸后，日均客流从4万激增至近8万，反映出客流动态
变化的复杂性。传统服务设施已难以满足多样化需求，

亟需结合客流特征进行优化设计，以实现高效、安全、

舒适的出行环境。本研究旨在通过分析地铁车站的客流

特征，提出针对性的服务设施优化方案，为提升乘客满

意度、保障运营安全及推动可持续发展提供理论依据与

实践指导。

1 地铁车站客流特征分析

1.1  时间分布特征
地铁客流呈现出显著的周期性波动特点。在工作

日，早晚高峰时段的客流占比通常可达全天的50%以上，
这反映了城市居民通勤需求的集中性。以太原地铁2号线
为例，通过缩短高峰时段的行车间隔至2.5分钟，有效缓
解了通勤压力，提高了地铁运输效率。而在节假日或大

型活动期间，如演唱会等，地铁客流量会呈现突发性增

长。这就要求地铁运营部门需根据客流变化，动态调整

服务设施，如增设临时售票点、增加列车班次等，以满

足乘客出行需求。

1.2  空间分布特征
地铁车站内客流分布不均，换乘通道、检票口及站

台等区域往往易形成瓶颈。以武汉光谷广场站为例，通

过增设5个出入口并优化流线设计，成功分散了换乘客
流，缓解了车站拥堵状况。此外，车站周边商业区、交

通枢纽及人口密度等因素直接影响车站客流量级与分

布。商业繁华地段或交通枢纽附近的车站，客流量通常

较大，且客流构成更为复杂。

1.3  乘客行为特征
地铁乘客行为呈现出目的明确性与路径依赖性。乘

客进站、出站、换乘等行为均具有明确的目的性，且往

往倾向于选择最短路径。这导致部分通道或换乘节点易

出现拥堵现象。为此，地铁车站可引入智能导引系统与

多语言标识，优化乘客动线，提高乘客出行效率。

1.4  换乘客流特征
换乘站因多线路交汇，客流量大且流线复杂。地下

换乘站由于空间限制，更易发生拥堵现象。为解决这一

问题，地铁运营部门可通过拓宽通道、增设垂直电梯或

自动扶梯等措施，提升换乘通行效率[1]。同时，还应加强

换乘站内的导向标识和信息服务，帮助乘客快速准确地

完成换乘。

2 地铁车站服务设施优化设计策略

地铁作为现代城市交通的主动脉，其车站服务设施

的设计直接关系到乘客的出行体验、地铁运营效率以及

城市形象。为了提升地铁车站的服务水平，满足乘客日

益增长的出行需求，我们需要从空间布局、智能化设施

应用、无障碍与安全设施以及绿色环保与人文关怀等多

个方面进行深入思考和优化设计。

2.1  空间布局优化
空间布局是地铁车站设计的基础框架，它决定了车

站的通行能力、服务效率和乘客体验。合理的空间布局

能够有效分散客流，减少拥堵，提高车站的整体运营效

率。地铁车站应增设多个出入口，以分散客流压力，减

少单一出入口的拥堵现象。出入口的设置应考虑到周边

建筑、道路和人流方向，确保乘客能够方便快捷地进出

车站。同时，车站内的售票、检票及安检等区域应进行

分散布局，避免客流交叉，提高通行效率。例如，武汉

光谷广场站采用了环形站厅设计，实现了360度无死角分
流，乘客可以从任何一个方向进入车站，有效缓解了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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流压力。此外，车站内还应设置清晰的导向标识系统，

通过颜色、图形、文字等多种方式引导乘客快速到达目

的区域。站台是乘客上下车的主要区域，其宽度、长度

和座椅布局应根据客流量进行合理设计。在高峰时段，

站台宽度应足够容纳等待乘车的乘客，避免拥挤和混

乱。同时，座椅的布局也应考虑到乘客的休息需求和通

行便利性，既要提供足够的休息空间，又不能影响乘客

的通行[2]。此外，应设置快速通行通道，供赶时间的乘客

使用，如设置商务车厢快速通道或员工通道等，以提升

列车进出站的效率。通道的设计也应注重宽敞和明亮，采

用高透光材料，增加自然光的引入，减少乘客的压抑感。

2.2  智能化设施应用
随着科技的飞速发展，智能化设施在地铁车站中的

应用越来越广泛，为乘客提供了更加便捷、高效的服务

体验。地铁车站应大力推广自动售票机、智能寄存柜、

无人餐车以及自助查询机等自助服务设备，减少人工窗

口的压力，提高服务效率。自动售票机应支持多种支付

方式，如现金、银行卡、移动支付等，方便乘客快速购

票。智能寄存柜可以为乘客提供临时存放物品的服务，

解决乘客携带物品不便的问题。无人餐车则可以为乘客

提供便捷的餐饮服务，满足乘客的多样化需求。自助查

询机则可以提供车站设施位置、列车时刻表、周边交通

信息等查询服务，方便乘客获取所需信息。地铁车站应

建立完善的动态信息发布系统，利用电子导览屏、广播

系统以及移动端APP等多种渠道实时更新列车到站信息、
车站设施位置、天气情况等信息，缓解乘客的焦虑情

绪。电子导览屏应设置在车站的显眼位置，如入口、站

台、通道等区域，方便乘客随时查看。广播系统则应定

期播报列车到站信息、安全提示等信息，确保乘客能够

及时获取相关信息。移动端APP则应提供实时的列车到站
提醒、车站导航、周边交通信息查询等功能，为乘客提

供更加个性化的服务体验。

2.3  无障碍与安全设施
无障碍与安全设施是地铁车站设计的重要组成部

分，它们关系到特殊群体的出行需求和乘客的安全保

障。地铁车站应增设盲道、轮椅坡道、电梯、母婴室以

及无障碍卫生间等无障碍设施，满足特殊群体的出行需

求。盲道应设置在车站的入口、通道、站台等区域，确

保视障乘客能够安全通行。轮椅坡道则应设置在楼梯旁

或电梯处，方便轮椅乘客上下楼。电梯则应设置在车站

的主要出入口和站台之间，为行动不便的乘客提供便

利。母婴室则应为携带婴儿的乘客提供私密的哺乳和换

尿布的空间。无障碍卫生间则应考虑到残疾人的使用需

求，设置合适的马桶、洗手池等设施。地铁车站应完善

监控系统与疏散标识，确保在紧急情况下能够及时疏散

乘客。监控系统应覆盖车站的各个角落，实时监控车站

的情况，及时发现并处理异常情况。疏散标识则应设置

在显眼的位置，用明确的指示引导乘客疏散[3]。此外，车

站还应定期开展应急演练，提高员工的应急处理能力和

乘客的自救互救能力。同时，车站还应配备足够的消防

器材和急救设备，确保在紧急情况下能够及时应对。

2.4  绿色环保与人文关怀
绿色环保与人文关怀是地铁车站设计的新趋势，它

们体现了对环境的尊重和对人的关怀。地铁车站应采用

节能照明系统、空气净化系统以及垃圾分类回收等环

保设施，打造低碳车站。节能照明系统可以减少能源消

耗，降低运营成本。空气净化系统则可以改善车站的空

气质量，为乘客提供更加舒适的乘车环境。垃圾分类回

收则可以促进资源的循环利用，减少垃圾对环境的污

染。此外，车站还可以采用绿色建筑材料和装饰材料，

减少有害物质的排放。地铁车站的设计还应注重人文关

怀，体现对乘客的关心和尊重。例如，车站可以设置艺

术展览区、文化角等形式，为乘客提供文化交流和欣赏

的空间。这些区域可以展示当地的艺术作品、历史文物

等，让乘客在等待列车的同时，也能感受到文化的熏陶

和艺术的魅力。同时，车站还可以设置休息区、阅读区

等舒适空间，为乘客提供休息和放松的场所。此外，车

站的员工也应接受良好的培训，具备良好的服务意识和

专业技能，为乘客提供优质的服务和帮助。

3 优化策略实施路径

3.1  基于客流数据的科学规划
科学规划是地铁车站服务设施优化的基础。而科学

规划的核心，在于准确、全面地掌握客流数据，并通过

大数据分析预测客流趋势，为设施布局、行车间隔以及

设备配置提供有力的决策支持。首先，地铁运营部门需

要建立完善的客流监测系统。这个系统应该能够实时收

集和分析乘客的进出站数据、乘车时段、乘车方向、停

留时间等多维度信息。这些数据不仅反映了当前地铁车

站的客流状况，还蕴含着客流变化的规律和趋势。通过

对这些数据的深入挖掘和分析，运营部门可以预测未来

客流的变化情况，比如哪些时段、哪些站点会出现客流

高峰，哪些线路可能会因为新开发区域或活动而增加客

流量等。基于这些预测结果，运营部门可以动态调整设

施布局。例如，在预测到客流高峰时段和站点时，可以

提前增加自动售票机、安检设备、闸机等，以缩短乘客

的等待时间；在预测到某条线路客流量将大幅增加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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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以考虑增加列车频次或调整行车间隔，以满足乘客的

出行需求。太原地铁2号线就是通过客流监测优化了行车
间隔与设备配置，有效缓解了客流压力，提高了运营效

率。除了设施布局和行车间隔的优化，客流数据还可以

为地铁车站的商业开发提供指导。通过分析乘客的消费

习惯和需求，运营部门可以在车站内引入适合的商业业

态，如便利店、咖啡厅、书店、快餐店等，为乘客提供

更加便捷、丰富的出行体验。同时，这些商业业态也可

以为地铁运营带来额外的收入。

3.2  多部门协同管理
地铁车站服务设施的优化不仅涉及地铁运营部门，

还需要交通、规划、商业、市政等多个部门的协同配

合。只有各部门之间形成合力，才能统筹车站与周边业

态的发展，实现“站城融合”。首先，地铁运营部门需

要与交通部门密切合作。两者应共同规划地铁线路与周

边交通网络的衔接，确保乘客能够方便快捷地到达和离

开地铁车站。比如，可以优化公交线路，设置接驳车

站，提供共享单车或电动车租赁服务等，以满足不同乘

客的出行需求[4]。其次，地铁运营部门需要与规划部门沟

通协作。地铁车站的规划应与城市建设规划相协调，确

保车站设施能够与城市发展相适应。比如，在新城区开

发时，应提前规划地铁线路和车站位置，确保车站能够

与周边建筑、道路等设施无缝衔接；在旧城区改造时，

应考虑地铁车站对周边交通、环境等的影响，确保改造

后的区域能够更加便捷地接入地铁网络。此外，地铁运

营部门还可以与商业部门合作，引入便民设施和商业业

态。比如，可以设置便民寄存柜、自动售货机、早餐配

送点等，为乘客提供更加便捷的服务；同时，也可以引

入品牌店铺、特色小吃等，提升车站的商业价值和吸引

力。天津地铁就成功引入了这些设施，实现了“站城融

合”，为乘客提供了更加舒适、便捷的出行环境。

3.3  持续反馈与迭代升级
地铁车站服务设施的优化是一个持续的过程，需要

不断地收集乘客的反馈意见，针对性地改进服务短板。

为此，地铁运营部门需要建立完善的乘客满意度调研机

制。这个机制应包括定期开展乘客满意度调研活动，采

用问卷调查、在线评价、面对面访谈等多种方式收集乘

客的意见和建议。这些意见和建议反映了乘客对地铁车

站服务设施的真实感受和需求，是运营部门改进服务的

重要依据。针对调研中发现的问题和不足，运营部门需

要制定具体的改进措施和计划，并明确责任人和完成时

限。比如，如果乘客反映车站内指示标识不清晰，运营

部门就应及时更换或增设指示标识；如果乘客反映车站

内卫生状况较差，运营部门就应加强清洁力度和频次。

武汉光谷广场站就通过增设“爱意99”打卡点等特色设
施，吸引了年轻乘客的关注，提升了车站的品牌形象。

同时，运营部门还需要建立迭代升级机制。随着科技的

进步和乘客需求的变化，车站服务设施也需要不断地升

级和完善。比如，可以引入新的支付技术、智能导航系

统等，提升乘客的出行体验；可以对车站内进行装修和改

造，提升车站的整体形象和舒适度。通过迭代升级机制，

运营部门可以确保车站服务设施始终保持在行业前列。

结语

地铁车站服务设施优化需兼顾效率、安全与人文关

怀。未来可进一步探索AI调度、虚拟现实导引等新技
术，推动智慧地铁建设。同时，应注重绿色可持续发

展，构建“以人为本”的城市交通网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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