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城市轨道交通车站接驳方式及设施布局方法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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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随着城市化进程的加速，城市公共交通系统也在不断完善，城市轨道交通系统作为公共交通的重要组成

部分，有效地改善了城市交通拥堵的状况。然而，车站接驳问题仍然是城市轨道交通发展的瓶颈之一。城市轨道交通

车站接驳问题是指轨道交通车站与周边出行点的接驳，是保证轨道交通高效、便捷、快速运行的基础。论文通过研究

城市轨道交通车站接驳方式及设施布局方法，分析和探索城市轨道交通车站接驳问题的解决方案，提高城市公共交通

系统的整体效率和服务水平，为保障市民出行提供更好的保障和服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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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言

城市轨道交通系统作为现代城市中重要的交通运输

方式，具有无可替代的优势。然而，由于城市发展与人

口增长压力的不断增加，轨道交通车站出入口周边的交

通拥堵、交通安全等问题已经成为影响城市交通系统效

率与舒适度的瓶颈。因此，设计和构建城市轨道交通车

站的接驳设施，成为城市交通发展中的重要任务。

1 轨道交通在城市公共交通中的地位和作用

1.1  轨道交通的地位
轨道交通是城市公共交通系统中相对独立、高效、

快捷、安全的大型交通系统，由于它与城市道路不同，

没有交通信号、人行道等路权优先，也没有路权优先的

障碍和交通堵塞，因此，它能够快速而准时地将乘客送

到目的地。同时，轨道交通不会受到城市道路运力、车

辆等产品的影响，也没有所谓的拥堵情况，它能够以更

高的速度运行，效率更高。因此，轨道交通成为城市公

共交通运输中的重要方式，被广泛应用并逐渐成为城市

交通主力军。1）市场地位。作为一项主流的公共交通工
具，轨道交通已成为城市公共交通的重要组成部分。在

城市客运中，轨道交通已逐步替代了传统的道路客运方

式，成为城市公共交通的主流方式之一。越来越多的城

市开展轨道交通建设，建设轨道交通网的范畴和程度不

断拓展，促进了城市化的进程。2）技术地位[1]。轨道交

通作为一种新型的公共交通工具，其技术体系已经日臻

成熟。轨道交通的技术含量较高，其设备、智能化、产

业化、专业化程度高于其他交通工具。因此，轨道交通

在城市公共交通中具有技术领先的地位，能够为城市交

通的发展提供新颖的运输方式，同时能够满足城市居民

高效、绿色的出行需求。3）地位的认可。轨道交通的地
位在政府、企事业单位、学者、市民等各个方面得到了

广泛的认可和支持。政府部门扶持轨道交通建设，为轨

道交通的技术创新和实践提供了权威的支持和资金，同

时提供了较好的政策保障；企事业单位、学者、市民等

各界人员也热情地响应并积极参与着轨道交通的研发和

建设工作。

1.2  轨道交通的作用
1.2.1  缓解城市交通流量压力。随着城市化进程的发

展，城市面积和人口逐年增加，城市交通产生了巨大的

流量压力，严重阻碍了城市经济的发展。轨道交通作为

一种大众运输工具，能够快速、高效、准点地运输大量

的人员，进一步缓解了城市交通流量压力。

1.2.2  提高城市公共交通的品质。轨道交通的车站和
车辆相对于其他城市交通方式具备高品质的服务，能够

为城市居民提供更加便捷、舒适、安全、健康的出行体

验。同时，其高效、准时、低延迟的运输特点也使得城

市公共交通的品质得到了提高。

1.2.3  促进城市经济的发展。轨道交通的运营不仅带
动着城市公共交通行业的发展，同时还使城市的经济、

商业、文化等方面获得了巨大的发展动力。城市完善公

共交通系统，提高城市居住、工作等场所的交通便捷

性，进一步促进了城市经济的健康稳定发展

1.2.4  推动区域协调发展。轨道交通作为城市连接城
市内外的桥梁，更是联系城市内外的纽带。有了轨道交

通的支撑，城市之间可以更加快速、直接、便捷地相互

联系，推进了城市与城市之间的区域协调发展。

1.2.5  实现生态文明和社会发展。轨道交通作为城市
公共交通的一种高效、环保、可持续的出行方式，其应

用可以大大减少城市道路建设和车辆排放的对环境的影

响，同时也降低了城市的噪音和污染，实现了城市社会

和经济的可持续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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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城市轨道交通车站接驳方式分类

2.1  步行接驳
步行接驳是最基本也是最常见的一种车站接驳方

式。步行接驳不仅具有交通费用低、信息交流较方便、

环境保护等诸多优点，同时也是提高人民健康、锻炼身

体的一种途径[2]。此外，步行接驳在车站周边区域内还能

带动商业服务和城市规划建设等，因此被城市规划者和

交通规划者广泛使用。

然而，步行接驳方式也存在着一些问题。首先，步

行接驳的距离限制较大，大多数乘客仅能在车站周边500
米内步行接驳，对于偏远地区的乘客需要其他交通工具

进行接驳；其次，对于行动不便的乘客，如老年人、残

障人士等，步行接驳方式需要提供以无障碍为核心的结

构设计，实现接驳无障碍化也需要较高的成本。

2.2  自行车接驳
自行车接驳是近年来发展较快的一种城市轨道交通

车站接驳方式，其与步行接驳相比，距离限制小、速度

相对较快。而且，自行车接驳不受开车时间限制，适用

人群广，尤其适用于短距离出行的市民。

自行车接驳的实施需要提供自行车板车、定位保

管、清洗维护和用户服务等设施。此外，采用自行车接

驳方式的城市还需要配套建设自行车道、自行车停车

场、防盗护栏等设施，做到接驳的完善性和便捷性。但

自行车接驳也存在一些困难：自行车管理、维护和安全

问题比较复杂，毕竟用车人员不同，对车子的使用和保

护也有各自的问题。

2.3  公交接驳
公交接驳是城市轨道交通车站周边公交线路与城市

轨道交通车站形成覆盖网络的一种方式[3]。通过公交接

驳，可将城市轨道交通的服务范围拉到人们的家门口，

解决了步行接驳和自行车接驳的距离限制问题，既能对

城市轨道交通开展补充，又能够实现公交与铁路之间的

互动衔接。公交接驳可以扩大车站周边区域的服务范

围，同时也可以在车站周边提供更多的交通换乘选择，

解决乘客出行的多样化需求。

但公交接驳也存在一些问题，如线路覆盖面窄、班

次不足等，难以完全满足乘客换乘需求，尤其是高峰期

的服务质量往往无法得到保障。同时，公交接驳的投入

成本也相对较高，如线路建设、站点设施建设等，需要

更多的资金支出。

2.4  微循环接驳
微循环驳是到站式个人定制化出行服务，指通过微

型公交或其他小型公共交通工具为用户提供轻便、灵活

的定制化服务。这种服务通常采用定制化路径规划，根

据用户特定需求为用户提供上门接送的服务。微循环接

驳让出行更为灵活、便利、快捷，满足人们的个性、多

样化需求和时间需求。

微循环接驳较为适用于小区或商业区较为密集的区

域。在该区域内，经营者往往会根据客流规律，提供不

同的服务车型和班次，需要时还可以直接拨打服务热

线，更为贴心和便捷。

然而，微循环接驳的盈利模式有待解决，往往需要

政府、企业等多种力量合作才能推广。此外，由于微循

环接驳车辆相对较小，适应人数较少，因此在高峰期的

换乘效果并不理想。

3 城市轨道交通车站接驳设施布局

城市轨道交通车站接驳设施布局是城市轨道交通设

施建设中一个至关重要的部分。它旨在为乘客提供便捷

的交通转换，使其能够顺畅地从轨道交通站点进入城市

各个角落[3]。车站接驳设施包括道路、人行道、公交车站

点、电动车充电和租赁设施等，这些设施的布局应该结

合实际情况和市场需求进行规划。

3.1  电动车充电与租赁设施布局
3.1.1  电动车充电设施规划。由于电动车的使用越来

越普及，为方便乘客的需求，轨道交通车站应设置充电

点和充电桩，以满足电动车的充电需求。充电桩可以采

用墙壁式或柱式，所欲设置位置需选在车站附近，并保

证充电桩的通用性。

3.1.2  电动车租赁设施规划。电动车租赁服务可与充
电桩一起部署于车站内或附近，为使用电动车或其他自

行车的乘客提供服务。同时，应设置电动车停车泊位，

供乘客停放自己的电动车或其他非机动车辆。

3.2  公交站点布局
城市轨道交通车站的周围应设立公交站点，以便更

多的市民通过公交车进出车站。公交站台应该与轨道交

通车站的接驳道路相连，并设置有足够的换乘通道和提

示标识，确保乘客能够便捷地换乘公交车和轨道交通。

公交站点应设立在车站的主要进出口或沿途交通要道

处，以便市民前往车站及周边地区。

3.3  人行道设置与标识系统设计
3.3.1  人行道设置。人行道是城市轨道交通站点周围

重要的接驳设施。它不仅为乘客提供安全、便捷的行走

通道，还是城市与车站周边环境的重要联系方式之一。

人行道布局应围绕轨道交通站服务范围，设置人行道标

志和交通标志，使其安全、通畅、美观。人行道铺装应

采用坚固、耐用、防滑的材料，以确保行人的安全[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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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3.2  标识系统设计。车站接驳设施的布局应配备
明显而一致的标志和信息提示符号，以方便乘客在短时

间内找到合适的交通方式。标识系统应考虑到乘客的不

同需求，例如老年人或残疾人等，以增强其可读性。标

识应根据不同需求，进行多种语言、多种设备等综合设

计，从而方便所有人更好地使用公共交通。

4 改善城市轨道车站接驳方式的建议

随着城市化进程的加速，城市轨道交通的建设规模

不断扩大，交通服务水平也在不断提升，但是轨道交通车

站接驳问题成为制约城市公共交通发展的一大瓶颈。车站

接驳体系建设是城市轨道交通全链条交通服务系统的重要

组成部分，也是保证轨道交通高效、便捷、快速运行的基

础，为此，下文提出了改善城市轨道车站接驳方式的建

议，希望能够为城市公共交通的发展做出贡献。

4.1  改善步行接驳的道路系统
步行接驳是最基础、最直接的车站到目的地交通方

式。为了提高步行接驳的效率和舒适性，需要改善步行

道路系统，主要有以下几种方式：

4.1.1  扩建人行道。车站附近为出行的市民提供完
善、宽敞的行人通道，能够减少因步行行走而产生的拥

塞情况和安全隐患。

4.1.2  增设天桥、地下通道等。天桥、地下通道等设
施的建设可以使行人的通行更加便捷、安全，避免因地

面车辆道路的设置对行人通行造成影响。

4.1.3  开展临时交通倡导活动。开展临时交通倡导活
动，组织公民自发有序地利用公共场所开展健身活动，同

时也能够提高行人的安全意识，减少交通事故的发生。

4.2  实现自行车接驳的设施规划
自行车作为一种绿色、健康的出行方式，具有低碳

环保、经济节约、可普及等特点，应当成为城市轨道交

通的首选出行方式之一。为此，实现自行车接驳的设施

规划应当包括以下几个方面：

4.2.1  设置自行车停放区。车站应当建立便捷的自行
车停放区，鼓励市民使用自行车出行，车主可以将自行

车停放在停车位内，方便市民出行。

4.2.2  建设公共自行车租赁站。城市轨道交通与公共
自行车租赁站结合，可以更好地促进自行车的使用[5]。市

民可以在车站附近租借公共自行车，然后驶入轨道交通车

站，自行车租借站与轨道交通车站之间形成自行车接驳。

4.2.3  易于操作安全的自行车道路建设。在轨道交通

车站附近，应设置可以安全通行的自行车道路，是市民

能够安全、便捷地使用自行车接驳轨道交通。

4.3  精细化公交配套
轨道交通与公交配合，为居民提供优质公共交通服

务，是现代城市公共交通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同时，

在城市轨道交通车站接驳过程中，有一部分市民由于步

行、自行车等环节不便，需要公交配套服务。在提高公

交运输服务质量的同时，还应确保公交运行经济效益，

主要有以下几种方式：

4.3.1  优先绿化公交车道。优先绿化公交车道，减少
私用车辆通行，保障公共交通服务质量，进一步改善城

市公共交通的状况。

4.3.2  建立公交换乘中心。缩短换乘时间，也可以为
市民提供更加便捷的公交出行方式, 在轨道交通车站附近
设置公交换乘中心，便于市民实现不同公交车路线之间

的便捷换乘。

4.3.3  智能化公交调配。在公交调配中，通过智能化
技术的分析与预测，车辆可以快速地拉满运转，减少路

引车的浪费。

结语

综上所述，城市轨道交通车站接驳方式及设施布局

是城市轨道交通发展中的重要环节。不同的接驳方式各

有优劣，需要根据具体情况进行选择，并在设施布局

上做到科学、合理、便利，提高市民出行体验和交通效

率。随着科技的发展和城市的变革，未来城市轨道交通

车站接驳方式和设施布局将不断发生创新和改进，为城

市公共交通的提升和发展奠定坚实的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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