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杭州地铁龙翔桥站升级改造工程的研究与实践

吴城波 宁 强
杭州杭港地铁有限公司 浙江 杭州 311121

摘� 要：本文聚焦杭州地铁1号线龙翔桥站升级改造工程，通过对其背景、现状、改造方案及实施效果的深入研
究，分析了该站在运营过程中面临的问题以及改造的必要性。详细阐述了龙翔桥站在土建、AFC系统、安检设备等多
方面的改造方案，并探讨了改造过程中的挑战及应对措施，最后总结了改造工程带来的效益和影响，旨在为城市地铁

车站的优化升级提供参考范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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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言：随着城市的发展和人口流动的增加，地铁作

为城市交通的重要组成部分，其车站的运营效率和服务

质量对城市的正常运转和居民的出行体验至关重要。龙

翔桥站作为杭州地铁1号线的关键站点，周边商业发达，
紧邻西湖景区，客流量大且具有明显的节假日、周末和

工作日的客流差异特征。既有设施设备在长期高负荷运

营下，逐渐暴露出诸多问题，难以满足日益增长的客流

需求，因此对其进行升级改造迫在眉睫。通过对龙翔桥

站升级改造工程的研究，不仅可以解决该站当前面临的

实际问题，还能为其他类似地铁车站的改造和优化提供

宝贵的经验借鉴。

1 龙翔桥站现状分析

1.1  客流特征
龙翔桥站的客流呈现出明显的周期性变化。节假日

期间，由于西湖景区的吸引力，客流量大幅攀升，全日

进出站客流可达30万以上。例如，在国庆节等重大节假
日，龙翔桥站作为通往西湖景区的重要交通枢纽，游客

从各地汇聚于此，出站后直奔景区，巨大的客流量使得

车站内人潮涌动。周末日均进出站客流达18.2万人次左
右，进出站高峰为16:00-17:00。这一时间段内，市民选
择在周末出行游玩，前往西湖周边购物、休闲，使得龙

翔桥站客流压力增大。工作日日均进出站客流约12.0万人
次，早高峰为9:00-10:00，主要是通勤客流前往周边写字
楼上班；晚高峰为18:00-19:00，上班族下班返程。暑期
周末和工作日的客流相较于非暑期也有显著增加，大量

学生放假后与家人一同出行游玩，进一步加剧了车站的

客流压力。不同时段的断面客流也有所不同，如节假日

期间定安路至龙翔桥方向断面客流在9点超过1万人次/h且
一直维持至20点。这些客流特征给车站的运营带来了巨
大压力，尤其是在高峰时段，车站内的设施设备面临着

严峻的考验，常常出现乘客拥堵在站台、站厅，进出站

缓慢等情况。

1.2  设施设备状况
龙翔桥站在设施设备方面存在诸多不足。站台至站

厅的楼扶梯数量和布局不合理，上行最大通过能力无法

满足节假日大客流时段的乘客出站需求，导致站台出站

乘客拥堵。在实际运营中，节假日大客流时，站台通往

站厅的上行扶梯处常常排起长队，乘客需要花费较长时

间等待，甚至出现乘客因着急出站而与他人产生摩擦的

情况。AFC系统设备的布局和数量也不能满足需求。闸
机布局在大客流情况下，站厅乘客出站缓慢，易造成拥

堵。原有的闸机设置在高峰时段，通行能力明显不足，

且部分闸机的有效排队空间不足，影响了整体通行效

率。例如，在工作日晚高峰，部分闸机前排队乘客众

多，而相邻闸机却因排队空间有限，无法有效疏导乘

客，造成闸机资源浪费[1]。

安检设备同样面临挑战，在暑期和节假日进站限流

时段，现有安检设施满负荷运行，但仍无法满足进站客

流需求，导致大量乘客排队安检进站。有时排队队伍

甚至延伸至车站外，不仅影响乘客的出行体验，还对周

边交通秩序造成一定影响。此外，视频监视系统的摄像

机老化，图像质量下降，无法准确监测客流和区域密

度，使得车站运营管理人员难以实时掌握车站内的客流

情况，无法及时做出有效的疏导决策；通风空调系统存

在冷量浪费、送风量和送风温度不合理等问题，在夏季

高温时段，车站内部分区域温度过高，乘客感到闷热不

适，而在冬季，又存在部分区域温度过低的情况，既影

响了乘客的舒适度，又增加了车站的运营成本。

2 升级改造方案

2.1  土建优化
为有效应对龙翔桥站站台至站厅通行能力不足的现

状，确保乘客在高峰时段能够顺畅通行，提升车站的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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体运营效率和服务质量，本次改造方案着重从土建结构

优化入手，提出一系列切实可行的改进措施。第一，针

对站台至站厅的垂直交通瓶颈问题，考虑在公共区增设

楼梯或扶梯以缓解通行压力。经过综合评估，推荐方案

是在公共区中部增设净宽1.8米的L型楼梯。这一设计既
考虑了空间利用效率，又兼顾了乘客的通行便利性。同

时，为进一步提升车站的无障碍服务能力，我们还计划

对垂直电梯进行升级改造，将其荷载由原来的1吨提升至
1.6吨。这样的改造不仅增强站台出站乘客的通行能力，
更为携带行李或行动不便的乘客提供了极大的便利，使

他们能够更加轻松、安全地进出车站。第二，针对站台

公共区负荷度较高、空间布局不合理的问题，提出将站

台层有效站台范围内的屏蔽门控制室改移至站台设备区

备用间的方案。原控制室拆除后，将改造为站台公共

区，从而增加一定的站台公共区面积。这一改造不仅优

化了站台空间布局，提高了乘客的舒适性，还为车站未

来的运营和发展预留了更多的空间。另外，为进一步提

升乘客进出站的便利性，我们还计划将B出入口与主体相
接处的三级踏步改造为可拆卸钢结构坡道，坡度设计为

1:12。这样的设计既符合无障碍通行标准，又方便乘客在
雨雪天气等特殊情况下的进出站，显著提升车站的服务

质量和通行效率。

2.2  AFC系统升级
AFC（自动售检票）系统作为地铁车站运营的重要

组成部分，其性能的优劣直接影响到乘客的购票、检票

体验以及车站的整体运营效率。因此，本次改造方案对

AFC系统进行了全面升级，主要包括闸机布局和数量的
调整以及客服中心区域空间的优化。在闸机布局方面，

打破原有的中间进、两边出的布局模式，改为两边进、

两边出的设计，且非付费区不连通。这样的调整不仅增

加双向闸机出站排队空间，有效缓解大客流时段乘客

进出站的拥堵情况，还提高闸机的使用效率。同时，为

进一步提升闸机的通行效率，显著增加了闸机数量，且

所有闸机均为新购设备，扇门采用拍打门设计。拍打门

扇门具有响应速度快、通行效率高的特点，能够大大提

升乘客的购票、检票体验。在客服中心区域空间优化方

面，根据乘客的实际需求和车站的运营特点，对客服中

心的功能布局进行了重新规划。通过增加自助售票机、

查询机等设备，优化了乘客的购票、查询流程；同时，

还设置了专门的咨询服务台，为乘客提供更加便捷、高

效的服务[2]。改造后，15分钟整体通过能力得到显著提
升，有效缓解了大客流时段乘客购票、检票的拥堵情

况，提升车站的整体运营效率和服务质量。

2.3  安检设备优化
安检设备作为地铁车站安全运营的重要保障，其性

能的优劣直接关系到乘客的人身安全和车站的运营秩

序。首先，调整了安检方案为通道安检，合理调整安检

设施的位置，使得乘客在进站时能够更加顺畅地通过安

检区域。同时，为进一步提升安检效率，我们增设了无

感安检通道和专用无包乘客安检通道。无感安检通道采

用先进的安检技术，能够在不干扰乘客正常通行的情况

下完成安检工作；而专用无包乘客安检通道则针对无包

乘客的特点进行了优化设计，使得他们能够更加快速地

通过安检区域。其次，为提升安检的准确性和效率，对X
光通道安检机进行了升级改造，增设了智能判图功能。

通过智能判图技术，安检机能够对每个行包进行快速识

别和标记，大大提高安检的准确性和效率。同时，智能

判图技术还能够对可疑物品进行自动识别和报警，为车

站的安全运营提供了更加有力的保障。这些优化措施的

实施，使得高峰小时进站能力得到显著提升，有效缓解

了安检环节的拥堵情况。同时，也为车站的安全运营提

供更加有力的保障，确保乘客的人身安全和车站的运营

秩序。

3 改造过程中的挑战及应对措施

3.1  施工难度大
龙翔桥站升级改造工程在施工过程中面临着诸多困

难。施工空间有限，车站内各设施设备布局紧凑，且改

造工程需要在不停运的条件下进行，这对施工技术和安

全管理提出了极高的要求。例如，在AFC系统升级改造
时，涉及到多个专业的同步作业，夜间有效施工时间仅

4小时，每个环节都必须紧密衔接。为应对这些挑战，
制定了详细的施工计划，将工期精确安排到每天，确保

多专业同步推进。在施工过程中，加强现场管理，严格

按照施工流程操作，对高风险施工环节，编制施工时序

表，安排专业工程师全过程监管、指导施工，确保施工

安全与改造平稳进行。如在新闸机倒切环节，由于必须

夜间一次完成，项目团队提前进行了充分的准备和演

练，确保了倒切工作的顺利进行。

3.2  保障运营安全与服务质量
在改造过程中，保障车站的正常运营和服务质量是

重中之重。由于龙翔桥站客流量大，任何施工活动都可

能对乘客的出行产生影响。为了不降低运营服务质量，

制定一系列保障措施。在闸机改造期间，制定闸机临时

过渡方案，保证改造期间车站可投用闸机数量始终不减

少。同时，增加现场服务人员，在闸机处进行乘客引导

工作，提高闸机通过率，减缓乘客刷闸滞留时长。进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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多次闸机压力测试，及时发现并整改问题，确保新闸机

的稳定性和可靠性。通过多种渠道向乘客发布项目进展

信息和出行提示，建立完善的乘客反馈机制，积极听取

乘客的意见和建议，根据实际情况进行改进和优化，有

效维护了乘客的满意度和服务形象[3]。

3.3  多部门协作与沟通
龙翔桥站升级改造工程涉及多个部门。各部门之间

的协作与沟通对于工程的顺利推进至关重要。为确保各

项工作的顺利进行，建立常态化的沟通机制，定期召开

沟通协调会议，进行现场联合检查，及时解决施工过程

中出现的问题。在施工过程中，各部门明确分工，密切

配合，如运营部门负责保障运营安全和服务质量，技术

及工程服务部负责技术支持和方案优化等，形成一个高

效协作的工作团队，共同推动改造工程的顺利完成。

4 改造效果与效益

4.1  运营效率提升
通过第一阶段的改造，龙翔桥站的运营效率已得到

了显著提升。闸机数量从31台增加至38台，其中双向闸
机从8台增加值18台，通行能力大幅增强，改造后15分钟
整体通过能力提高18.25%，进站和出站人数都有了显著
增加，有效缓解了大客流时段乘客进出站的拥堵情况。

在节假日大客流时，乘客进出站速度明显加快，以往长

时间排队拥堵的现象得到极大改善，车站内的客流秩序

更加井然。

4.2  服务质量改善
在服务质量提升层面，龙翔桥站的改造可谓成效卓

著。从无障碍通行角度看，宽闸机数量大幅增加，由原

来的1台激增至6台。这一改变为轮椅乘客、推着婴儿手
推车的乘客带来了极大便利，他们无需再为闸机宽度不

足而犯愁，进出闸变得轻松顺畅，充分体现了车站对特

殊乘客群体的关怀。在通行效率方面，优化后的闸机布

局以及新增的闸机通道发挥重要作用。乘客排队等待的

时间明显缩短，通行速度加快，有效避免了因排队过长

而产生的烦躁情绪，大大提高乘客的通行舒适度。站台

公共区面积的扩大，让乘客在候车时有更宽敞的空间，

不再有拥挤不堪的感觉，候车体验更加舒适。另外，通

风空调系统的优化改造，使车站内的温度更加适宜，空

气质量显著提升。

4.3  社会经济效益
龙翔桥站的升级改造作为一项重点民生工程，具有

重要的社会经济效益。从社会效益来看，提升了城市的

形象和竞争力，为居民和游客提供更加便捷、舒适的出

行环境，增强公众对城市公共交通的信心。良好的地铁

出行体验吸引更多人选择地铁出行，减少地面交通的压

力，有利于城市的绿色可持续发展。从经济效益来看，

提高地铁的运营效率，减少因拥堵和延误带来的经济损

失。同时，改造工程的实施也带动相关产业的发展，如

建筑材料供应、设备制造、工程施工等行业，为经济增

长做出贡献[4]。

结束语

杭州地铁龙翔桥站升级改造工程是针对车站实际运

营问题的成功实践。通过深入分析现状，项目团队制定

了全面改造方案，涵盖土建优化、AFC系统升级、安检
设备优化等多方面。改造过程面临施工难度大、保障运

营安全与服务质量、多部门协作等挑战，但通过有效应

对措施，确保了工程顺利进行。改造后，龙翔桥站在运

营效率、服务质量和社会经济效益上显著提升，为城市

地铁车站升级改造提供了宝贵经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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