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亚（残）运会期间杭州轨道交通运输创新模式分析

万先进 李将阳
杭州地铁运营有限公司 浙江 杭州 310017

摘� 要：如何确保亚（残）运会开、闭幕仪式活动参与人员安全有序出行是交通保障一大课题。针对2023年举办
的第19届亚运会期间的运输保障实施问题，杭州地铁结合安保要求创新地实施“专线专列”、“专站专列”、“专列
穿插入城市侧列车”等运输方式，确保各类人员安全、高效抵达场馆，充分发挥了地铁大运量运输优势，为后续大型

活动运输保障提供借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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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言

第19届亚运会于2023年9月23日至10月8日在浙江杭
州举办。在此之前，杭州已经形成12条地铁线路、总长
度达516公里的城市轨道交通骨干网络，共设车站260
座，换乘车站46座，线网日均客流410万。其中，杭州
地铁6号线以Y型交路开展运营，西起富阳区桂花西路站
（支线，杭富城际线），南起西湖区双浦站（支线），

在西湖区美院象山站汇入（主线段），止于上城区枸桔

弄站，沿途串联杭州奥体中心体育场、奥体中心体育

馆、奥体中心游泳馆、杭州亚运村，配置6节编组AH型
车，为亚（残）运会开闭幕式重要线路。

2022年亚组委运输保障组提出利用地铁运输大运量
及快捷的优势，在亚（残）运会开闭幕式分担部分客流

压力。杭州地铁在接到这项任务后充分准备，利用运

营结束后的时间开展各类行车压力测试，在亚运会前一

个月利用运营期间结合安保要求、地面交通配合要求等

各要素开展正式的演练。在实践中不断完善运输组织方

案，确保开闭幕式观众的顺利入场。

1 运输组织模式

1.1  运输模式1
模式特征：利用地铁分隔、分批运输运动员、技术

官员及媒体、观众三类人群，具体措施为：

（1）明确运输对象数量及运输要求：对接亚组委交
通运输保障中心，需要利用地铁运输运动员、技术官员

及媒体、观众群体合计约2万人，三类群体需要空间分隔
运输。

（2）制定运输对象的进场/散场路径：
进场阶段：运动员群体、技术官员及媒体在亚运村

地铁站外分批次集合，通过站内安保检查后乘坐专列到

达博览中心站后，步行前往体育场；观众群体持开闭幕

式门票，通过线网任一站点免费乘坐地到达6/7号线奥体
中心站，通过场外近端安检前往体育场。

散场阶段：运动员、技术官员及媒体乘坐专列原路

返回；观众群体免安检、免扫码分批放行进入地铁奥体

中心站，通过地铁辐射全线网。

（3）编制线路运行交路及计划：为保证3类群体在空
间上分隔，将地铁6号线分3段交路运行，交路1：奥体中
心站至双浦站/桂花西路站交路维持Y型交路运行，保障
进场阶段观众可通过6号线到达奥体中心站；交路2：三
堡站至枸桔弄站交路，最大限度维持6号线城市侧运行；
交路3：博览中心站至亚运村站专线交路，用以开行专列
运输运动员、技术官员及媒体，定时定点发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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运输模式的优缺点分析：

优点：通过将6号线拆分成独立的3个交路运行，既
能最大限度保障城市侧的运营服务，又通过专列运输的

方式，在空间上将运动员、技术官员及媒体与观众隔离,
缺点：大部分运动员、媒体为外籍，集中人数、固

定批次在地铁站进行集合并整齐上车，难度较大；受线

路配线条件影响，奥体中心站仅有站前单渡线，散场阶

段运能无法满足散场需求；行车交路多，行车组织难度

加大，站务、乘务、调度的组织模式复杂。

此运输模式未在开闭幕式中实施，但分隔、分批运

输为后续运输组织模式提供了思路。

1.2  运输模式2
模式特征：线路不停运，非专站、专列穿插城市侧

列车中运输观众，具体措施为：

（1）明确运输对象数量：观众群体约2万人。
（2）制定运输对象的进场/散场路径：
进场阶段：枫桦西路站、昙花庵路两个远端站出入

口、站厅、站台划分组织观众集结区域，组织观众乘坐

大巴到达地铁站集结，站外集中、分批次通过站内安保

检查，乘坐专列前往6号线博览中心站，出站后沿封闭的
走行路线到达体育场；

散场阶段：观众群体免安检分批放行进入地铁奥体

中心站，乘坐地铁返回集结站。

（3）编制线路运行交路及计划：
6号线开行正常Y型交路，适当拉大行车间隔，最大

限度保障城市侧运营；集中时段，在城市侧列车中穿插

开行专列；观众进场任务运输完毕后，6号线在晚上散场
前加密行车间隔，线网其他线路同步加密行车间隔，并

延长运营至次日0:30。
运输模式的优缺点分析：

优点：6号线全线正常交路运行，仅运输时段在枫桦
西路、昙花庵路设置组织观众专用区域，仍保留城市侧

乘客正常上下车服务，对城市侧运营几乎无影响；专列

开行较为集中，运输效率高。

缺点：对观众组织能力要求高，若团体观众未能准

时到达，对整体组织影响较大；专列穿插在城市侧列车

中，对时刻表编制、司机驾驶能力要求较高，若追踪过

近易引发区间停车。

此运输模式比亚（残）运会开闭幕式要更复杂，专

站、专列、远端集结等思路为正式实施提供了技术保障。

1.3  运输模式3
模式特征：线路不停运，专站、专列穿插城市侧列

车中运输观众（亚残运会开、闭幕式），具体措施为：

（1）明确运输对象数量：观众群体约1.2万人，每25
人为1个小队，设置1名网格员。
（2）明确安保要求：观众集散的地铁站、专列停放

的运用库提前完成排爆安全检查，由特勤人员值守、保

持封控状态；所有地铁工作人员、列车司机经特勤安全

检查后，方可到岗；所有观众须经过特勤的安全检查

后，进入地铁站乘坐专列；在观众进场任务未完成前，

安保封控区域不解封。

（3）制定运输对象的进场/散场路径：
进场阶段：枫桦西路站、昙花庵路站全天关站，观众

乘坐大巴分批到达集散站，站外集中、分批次通过站内

安保检查进入专站，乘坐专列前往6号线博览中心站，出
站后沿封闭走行路线到达体育场；

散场阶段：观众群体免安检、免扫码分批放行进入

奥体中心站，乘坐地铁返回集结站。

（4）编制线路运行交路及计划：
6号线开行正常Y型交路，主线间隔6分钟，支线间隔

12分钟，最大限度保障城市侧运营；集中时段，在城市
侧列车中穿插开行专列；观众进场任务运输完毕后，6号
线在散场前加密行车间隔，线网其他线路同步加密行车

间隔，并延长运营至次日0:30。

运输模式的优缺点分析：

优点：6号线全线正常交路运行，仅3个车站关站，
对城市侧运营服务影响较小；专列开行较为集中，运输

效率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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缺点：同运输模式2。
1.4  运输模式4
模式特征：线路停运，专线、专列运输观众（亚运

会开、闭幕式），具体措施为：

（1）明确运输对象数量：观众群体约1.3万人，每25
人为1个小队，设置1名网格员。
（2）明确安保要求：开幕式前1天夜间运营结束后，

由特勤人员对观众集散的地铁专站、专列停放的段场完

成排爆安全检查，并由特勤人员维持封控状态；所有地

铁工作人员、列车司机经特勤安全检查后，方可进入封

控区域上岗；所有观众须经过特勤的安全检查后，方可

进入地铁站乘坐专列；在观众进场任务未完成前，安保

封控区域不解封；确保观众从地铁站至体育场的全路径

安全、隔离、可靠。

（3）制定运输对象的进场/散场路径：
进场阶段：约1.3万人通过大巴车分批次到达地铁

集散站，站外集中、分批次通过防爆安全检查后进入专

站，乘坐专列前往6号线博览中心站，出站后沿封闭走行
路线到达体育场；

散场阶段：约2.8万名观众按照座位区域分批离场，
免安检、免扫码通过释放的闸机进入地铁奥体中心站，

乘坐地铁自行返回。

（4）编制线路运行交路及计划：
自当日运营时起，6号线支线杭富段（桂花西路站-音

乐学院段）小交路载客运营；双浦站-枸桔弄站区段不对
外服务，与城市侧运营线路完全隔离，关闭本线7个换乘
站并做物理隔离。集中时段开行枫桦西路→博览中心、

昙花庵路→博览中心的专列。

观众进场任务运输完毕后，6号线恢复正常Y行交
路运行，恢复换乘站换乘功能，并在散场前加密行车间

隔，线网其他线路同步加密行车间隔，并延长运营至次

日0:30。

运输模式的优缺点分析：

优点：专线专列运输观众进场，专列组织模式简

单、高效，不受其他因素影响。

缺点：受安保条件制约，在开闭幕式当天6号线仅杭富
支线段运营，线路其余区段停运，影响城市侧运营服务。

2 运输实际成效

开闭幕式是亚运会、亚残运会的重头戏，观众运输具

有政治性强、安保等级严格、运输时间精准等特征。距离

亚运会开闭幕式前1个月，由亚组委交通运输保障中心牵
头，联合公交、地铁、公安等部门，开展运输专项演练，

演练内容主要包括大巴车路线走行时间测算、观众进站通

过安检速度与列车接驳能力匹配、网格员与团体成员的默

契度、单程专列开行时间测算、散场阶段运力匹配等，通

过演练，设计科学、合理的运输流线，提升各环节、各单

位之间的配合默契程度。杭州亚（残）运会开闭幕式，运

用专列80列，开行专列64列次，共运输乘客5.2万人次，未
发生安全事故、运输差错和运输延误，保障了亚（残）运

会开闭幕式的观众准时到达体育馆。

3 结束语

亚运会是世界性大型体育赛事，闭幕式地铁运输方

案无经验可借鉴，对于杭州地铁来说是全新的课题。杭

州地铁会同亚组委交通保障部门从运输需求入手，对运

输模式进行深入、细致的分析论证、现场踏勘和综合比

较，创新利用地铁运量大、效率高、独立路权、节能环

保的特点，通过“大巴+地铁”&“远端安检+全程封控”
的方式运输开闭幕式观众，在此基础上制定运输组织实

施方案，可作为创新运输管理体制、机制和方法的成功

案例进行推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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