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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安地铁14号线秦宫站客流冲突方案研究

张小勇
陕西城际铁路有限公司 陕西 西安 710000

摘� 要：本文针对秦宫站客流组织存在的客流冲突等问题进行了现场调查分析，并提出了相应的调整方案。通过

对客流特点和现状的研究，探讨了维持现状、调整扶梯方向并加强进出站引导、调整安检机位置以及调整东侧闸机

进、出方向并加强进出站引导等方案的优缺点。建议根据实际情况进行试行和优化，以确保客流组织的安全和高效。

秦宫站需持续关注客流变化，及时调整客流组织方案，以满足乘客的出行需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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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言

随着城市化进程的加速，地铁作为一种高效、便捷

的城市公共交通方式，在缓解城市交通拥堵、促进城市

发展方面发挥着日益重要的作用[1]。然而，随着地铁线路

的不断拓展和客流量的持续增长，地铁客流冲突问题日

益凸显。客流冲突不仅影响乘客的出行体验，降低地铁

运营效率，还可能引发安全事故，给城市公共交通系统

带来巨大的挑战[2]。

客流组织是城市轨道交通运营中的重要环节，它直

接关系到乘客的出行安全和顺畅。随着城市的发展和人

口的增长，客流的规模和复杂性不断增加，对客流组织

方案的科学性和合理性提出了更高的要求[3]。

地铁客流冲突主要表现为乘客在进出站[4]、换乘[5]、

候车[6]等环节中出现的人流交织、拥堵和无序流动等现

象。这些冲突的产生原因是多方面的，包括车站布局不

合理、设施设备不完善、客流组织管理不善、信息引导

不充分等。

为了有效解决地铁客流冲突问题，提高地铁运营服

务水平和安全性，国内外学者和地铁运营管理部门进行

了大量的研究和实践[7]。然而，由于地铁系统的复杂性[8]

和客流的动态变化性[9]，目前仍缺乏系统、全面和有效的

客流冲突解决方案。

本文以西安地铁14号线秦宫站客流冲突为对象，旨
在深入研究地铁客流冲突的形成机制和影响因素，通过

对现有地铁车站的实地调研和数据分析，结合先进的

仿真技术和优化算法，提出一套科学合理、切实可行的

地铁客流冲突解决方案。希望本研究能够为地铁运营管

理部门提供有益的参考，为广大乘客创造更加安全、便

捷、舒适的出行环境。

2 客流特点

秦宫站南侧为住宅和秦汉新城学校，临近大秦文明

公园、陕历博秦汉馆景点。2024年5月18日陕历博秦汉馆
正式开放后，秦宫站客流明显增加。客流来源主要有三

种方式：

（1）通勤客流：主要体现在早上进、晚上出，但总
体客流较小，不影响日常客流组织。

（2）学生上、下学：学生通勤按照放假、收假日
期，时间较集中，属于集中突发客流，不影响日常客流

组织。

（3）景点客流：陕历博秦汉馆采取预约进场的方式，
预约上午进场的客流特点为早上进、中午出，预约下午进

场的客流特点为中午进、下午出。总体客流量较大，且存

在客流交叉，交叉时间段主要集中在12：00-15：00。
3 现状

秦宫站为地上二层高架车站，一层为站厅层、二层

为站台层。

车站站厅公共区域被进出站闸机分隔为独立的三部

分，自西向东分别为厅西付费区、非付费区、厅东付费

区，厅西设置4进闸通道、5出闸通道，厅东设置5进闸通
道、5出闸通道。车站车控室、警务室、母婴室位于厅西
付费区，卫生间位于厅东付费区。

目前，车站根据客流情况，日常开启A出入口（B出
入口仅作为应急疏散口使用）以及厅东客服中心，A出入
口安检机临近厅东客服中心侧，车站使用铁马、伸缩隔

离将A出入口通道划分为进站通道、出站通道。现场存
在进闸客流与出闸客流在付费区、非付费区存在冲突的

问题。

4 客流组织方案

4.1  方案一：维持现状
根据秦宫站近期客流统计，在乘客进站量不超过

4000，进出总客流量不超过8000时，目前客流组织方案
满足需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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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2  方案二：调整扶梯方向、加强进出站引导
将厅西扶梯全部调整为向下运行，厅东扶梯调整为

向上运行。乘客进站安检后，安检岗引导乘客从厅东进

站。列车到站时，站台岗引导乘客从厅西方向出站。

（携带大件行李、老人、抱小孩等特殊人员引导至直梯

方向）

（1）优点：有效解决进闸客流与出闸客流在付费
区、非付费区冲突的风险。

（2）缺点：乘客通过站台一端扶梯前往站厅，站台
需加强引导。

4.3  方案三：调整安检机位置
将B出入口安检机搬离，A出入口安检机位置调整至

站厅非付费区中部，根据现场进出站闸机分布，使用铁

马隔离进、出站通道，采取“中间进站、两边出站”原

则进行客流组织。

付费区存在进站客流与出站客流交叉的问题，安检

需与站台岗做好联控，列车到站后，减缓安检速度，避

免进站人员与出站人员在付费区冲突。

（1）优点：有效解决进闸客流与出闸客流在非付费
区冲突的风险，有效缓解进闸客流与出闸客流在付费区

冲突的风险。

（2）缺点：增加TVM购票乘客与出站乘客冲突风险
（相对较小）。

4.4  方案四：调整东侧闸机进、出方向、加强进出站
引导

在方案二的基础上，调整站厅东侧闸机进、出方

向。乘客进站安检后，安检岗引导乘客从厅东进站。列

车到站时，站台岗引导乘客从厅西方向出站。（携带大

件行李、老人、抱小孩等特殊人员引导至直梯方向）

（1）优点：有效解决进闸客流与出闸客流在付费
区、非付费区冲突的风险，解决方案二实施过程中进站

闸机支撑柱阻挡，客流进站拥堵问题。

（2）缺点：乘客通过站台一端扶梯前往站厅，站台
需加强引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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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建议

针对前期试行方案一与方案二相结合的客流组织方

式，总结发现的问题，并再次进行优化成方案四，待机

电部调整站厅东侧闸机进、出方向后，试行两周。后期

站厅B口展台拆除后，试行方案三两周。试行结束后，根
据实施情况选择具体实施方案。

6 结论

通过对西安地铁14号线秦宫站客流冲突问题的研究
和分析，提出了多种调整方案，并建议根据实际情况进

行试行和优化，以确保客流组织的安全和高效。未来，

还需持续关注客流变化，及时调整客流组织方案，以满

足乘客的出行需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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