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浅析城市轨道交通换乘枢纽 
 
摘 要:分析了当今我国城市轨道交通换乘枢纽存在的问题及原因,简要阐述了人与城市轨道交通枢纽功

能、空间设计的联系,提出了改善我国城市轨道交通枢纽换乘现状的建议,从而使城市轨道交通真正发挥

其功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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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随着城市轨道交通网络的不断扩大,换乘枢纽的地位越来越突出,成为影响轨道交通效率和服务水平

的主要因素。城市轨道交通换乘站的设计和布置,直接体现了轨道交通的运输效率和服务水平。城市轨道

交通的特点是大容量集散,因而决定了轨道交通换乘枢纽将是城市最为重要的综合交通枢纽之一。随着我

国城市轨道交通的快速发展,轨道交通的枢纽换乘也暴露出越来越多的问题,特别是城市轨道交通不同线

路间的换乘。 
1 存在问题的原因 
      我国的轨道交通建设起步较晚,大城市地铁线网还未成型。而像日本、巴黎等国外城市地铁建设早已

成片成网,且各有特色。我国的轨道交通建设经验尚浅,整体设计水平不高,同时在政策制定、城市规划等

方面的不足,也造成轨道交通换乘枢纽设计存在相应问题。在我国轨道交通设计行业,许多工程师仅把轨

道交通枢纽当成构筑物,而没意识到其为人服务的建筑物。同时,建筑师和建筑专业人才匮乏,也是原因之

一。 
2 换乘过程中的问题 
2.1 换乘衔接不便 
      对于外地乘客,由于对车站周边环境不熟悉,又没有必要的信息提示,找到换乘地往往很难。即便找到,
也需经历一个漫长的步行过程,且步行过程很少有自动扶梯等辅助设施。换乘环境脏乱、人流密集,在这

种气氛下,乘客往往感到十分紧张、压抑、烦躁。 
2.2 换乘距离过长 
      换乘距离过长主要指乘客在换乘过程中行走距离较长而导致的换乘距离过长,这是我国目前城市轨道

交通枢纽中比较突出、普遍的问题。例如:上海轨道交通网络中,上海火车站的1号线和3号线的换乘,中山

公园站的2号线与3号线的换乘,人民广场站的1号线和2号线换乘,都属于这种情况。 
      这主要是由于在线网规划时没有将轨道交通枢纽的换乘问题统一考虑;在具体实施时,由于技术上的

问题或资金问题,不能正确处理投资与设计的矛盾,造成了车站枢纽设计的不合理及换乘功能的不协调;另
外,在交通换乘枢纽的建设中因涉及多家单位的利益时由于没有一个总体协调来平衡有关方的利益,也造

成了一些合理的方案不能被采纳。 
2.3 换乘通道设计不合理 
      换乘通道设计不合理,往往会造成客流的双向流动,或者是在两个通道相交汇成一个通道的区间内,由
于没有一个合理的过渡段,在交汇处形成了客流的拥挤,影响乘客的快速通过。 
2.4 车站附近停车困难 
      随着社会经济的发展和城市化进程的加快,城市小汽车的拥有量已初具规模。有些城市轨道交通枢纽

在早期规划时设计的停车位过少或根本没有设计停车位,这给准备乘坐小汽车换乘其他交通工具的乘客带

来了很大不便。 
2.5 车站细部设计不当 
      忽略细部的设计往往会在轨道交通换乘枢纽建成使用后暴露出许多问题,甚至会影响到其正常使用功

能。例如,人们在进站上车过程中要经过出入口,通道,买票,进闸机,上电梯至站台这几个过程。研究了人

的这个行为过程可知,主要会在买票这一环节上产生滞留、聚集。而人的聚集就要对人的通过产生影响,
因此在买票的地方需要较大的空间。若售票亭或自动售票机摆在站厅进站的通路上,则会增加对通过人群

的影响。对此,在建筑设计时应考虑周全,如:可把售票机等嵌入墙内。 
      另外,检票机布置不合理也会严重影响客流的快速疏散。在车站设计中,检票机是根据客流预测进行

布置的。而我国目前大部分的城市轨道交通进站和出站检票机数量基本上是相同的,这在设计上是不合理

的。因为它没有充分考虑进站和出站客流的分布特征。一般说来,在轨道交通车站内,出站的客流分布情

况与进站的客流分布情况是不一样的:进站的客流按时间的分布相对比较均匀,而出站的客流相对比较集

中。进出站的检票机布置应该按单位时间内通过检票机的客流来设置,这样才能保证乘客既能够快速地通

过,又达到合理使用检票机的目的。 
      因此,在设计过程中,建筑师应多考虑人在地铁车站中有哪些需求,尽可能地在设计中有所体现。这样

才能更好地规划、组织进出站的客流流线,使车站建筑设计有所创新。 
3 解决问题的建议 
3.1 打破轨道交通换乘枢纽设计的落后模式 
      认真总结我国在轨道交通建设和运营中存在的问题,彻底打破轨道交通车站枢纽设计中的一些落后模

式。例如车站布置单一化模式。现阶段各个车站从乘客进出站流线设计到平面形式、空间效果相差不

大。大多是长长的、低矮的矩形站厅和站台,装饰材料和效果也大同小异。在地铁车站建筑设计时要考虑

增加车站的文化载体功能,这不仅仅指车站与建博物馆、美术馆之类文化设施的连接。每个车站可根据它

在不同地区的环境、地貌、经济、文化特色在造型上加以区别,尽可能使每个车站都成为独一无二的精

品,让地铁车站承担更多城市功能,使人们在地铁车站中还有一次精神之旅。这不但是一种文化的表达,在
某种程度上也增加了车站的可识别性,使人们能迅速识别并疏散。例如北京地铁“奥运支线”将元大都遗

址,亚运会主会场奥体中心,奥运会主会场“鸟巢”,北京最大的城市公园奥林匹克森林公园串联了起来。

不仅地面部分独具匠心,而且地下部分的4个站台也是步移景异,凝聚了设计师们鬼斧神工的创意。 
3.2 在设计和建设中,必须真正地做到“以人为本” 
      在换乘方法选择、通道设计中,充分考虑乘客在乘坐轨道交通过程中的各种复杂因素,把乘客的利益

放在第一位。在车站设计中,充分采用科学的理论,对每个车站客流的分布特征、流动规律和换乘特点等

进行分析研究,作为车站枢纽换乘方法和换乘通道确定的主要依据,保证乘客快速、方便地从车站疏散。 
3.3 充分借鉴国外经验 
      城市轨道交通枢纽换乘问题是一项复杂的系统工程。应充分借鉴国外先进国家在轨道交通枢纽车站

设计的先进理论和建设的成功经验,并将其与中国的实际情况相结合。 



3.4 整体可持续设计 
      在城市轨道交通建设中,应加强将车站枢纽和线路作为一个整体来进行规划、设计和建设。车站换乘

的方案设计应在轨道交通车站设计前期首先进行。在换乘方案基本确定的基础上,再进行车站的结构设

计,进一步完善换乘问题的一些细节。一定要把高效率和方便换乘作为车站枢纽设计的重要环节。对一些

大型的城市轨道交通枢纽车站,必须有一个长远的规划和系统的设计。 
4 结语 
      轨道交通已经成为城市生活的一部分,每个城市的轨道交通都有自己的历史和特点。随着城市的现代

化,城市轨道换乘枢纽建筑设计有了更高的要求。完善设计,设计更好的车站建筑,才能使城市轨道交通真

正发挥其方便、快捷、舒适和大运量功能,成为城市公共交通的主干力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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