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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连市轨道交通线网规划

隽海民

大连市位于辽东半岛南端，西临渤海、

东南临黄海，隔海与山东半岛相望。大连自

1899 年开埠建市至今已有百余年历史。大连

市的城市建设起步于现在的胜利桥和港湾

桥一带，历史上大连曾先后受沙俄、日本和

苏联的占据，所以在不同时期受多种规划和

建设风格的影响，形成了鲜明的城市特色。

改革开放以来，特别是被国务院批准为沿海

开放城市后，大连不仅经济得到快速发展，

更是成为东北地区对外开放的窗口。城市规

模不断扩大，城市人口快速增加，从地域上

已形成由主城区的中山、西岗、沙河口、甘

井子四区和金州区、新市区、旅顺口区等七

个区所组成的带状组团城市形态，至 2001

年底人口为 230 万人。

大连市已有 90 多年轨道交通建设运营

的历史。1908 年 9 月 25 日大连市第一条有

轨电车竣工运营，至 1950 年市内有轨电车

线路达 11 条、总长 65.9 公里，日平均客运

量 38.17 万人次。当时的轨道交通在城市客

运交通中占据了绝对主导地位。随着现代科

技的发展，70 年代后，公共汽车逐渐开始取

代老式电车，至 2001 年初大连市仍保留着

三条有轨电车线路，2001 年开始将其中一条

改造为轻轨线路。

大连市的公共交通在全国比较，是发展

相当好的几个城市之一，特别是 1993 年以

后，对城市公共交通车辆逐渐进行更新，现

在万人公交车已达到 18.1 标准台。大连市是

一个处于微丘区的城市，城市道路坡度不适

于使用自行车，所以大连市的出行方式明显

有别于其它城市，自行车相当少，这更有利

于公共交通的发展。

由于特殊的发展历史，大连市的城市道

路形成了由不同风格的道路网组成的混合

路网格局，又受用地条件的限制，道路网形

成了多处峰腰部，随着城市机动车的增加，

这些部位的交通问题日渐凸露，并已影响了

正常的城市生活。从更大的需求层面看，大

连市是一个典型的组团城市，在今后的城市

发展中仍将强化这种组团模式，所以组团间

尤其是主城区和新市区（原经济技术开发

区）之间的人、车流动量将是未来城市交通

主流向，在组团间主干道上建立快捷的城市

客运走廊是城市交通健康发展的需要。鉴于

这种需要和国家发展城市轨道交通的政策，

2000 年编制了大连市轨道交通网络系统规

划，并开始实施建设。

一、线网规模确定

轨道线网规模的确定坚持了近远期相

结合原则、定性定量分析相结合原则和经济

性原则，线路走向尽可能满足城市布局结构

和出行总量需要，并适当兼顾城市未开发地

区发展的需要。

1.按公共交通客流总量计算

线路总长计算方法为：

qQaL /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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式中：

总L — 规划线路网总长（Km）；

a — 轨道交通系统在公交总客流量中

分担的比重（%）；

Q — 远期公交客流总量（万人次）；

q — 线路负荷强度（万人次/日公里）。

2.人均指标测算法

测算公式为：

ML  0总

式中：

0 — 人均线路长度指标（公里/百万人

口）；

M — 市区人口数（百万人）。

3.按面积密度测算

城市中心区和边缘区的出行特性有所

不同，因此要求有不同的覆盖密度。这也反

应了土地开发强度与交通之间的关系。测算

公式为：

2211 AAL  总

式中：

21  、 — 分别为中心区、边缘区的线

网密度（ 2/ KmKm ）;

21 AA、 — 分别为中心区、边缘区的

城市面积（ 2Km ）。

通过定性与定量分析，确定大连市区轨

道线网规模在 90-140 公里比较合适。

二、线路方案

轨道交通是城市交通的骨干线路，其布

局应与城市主客流方向一致，要将城市的主

要交通节点与客流发生吸引源地连接起

来。根据这一基本指导思想，提出了四套线

路选择方案。对具体方案分别进行客流分配

预测，通过各项技术指标的综合比较，确定

了有 5 条线路、总长 123 公里的线网方案。

1 号线：由凌水经黑石礁、中山路、西

安路、华北路、刘家桥、促进路、山东路至

泉水新区，长 19.2 公里。由刘家桥向西经国

际机场至辛寨子，长 5.4 公里。远期继续向

西延伸至旅顺口城区。

2 号线：由海之韵广场沿长江路至兴工

街，跨西安路接中长街，再沿黄河路向南至

富国街，之后向东过石葵路、中南路、棒槌

岛、华乐街至海之韵广场，形成环路，全长

24 公里。

3 号线：由大连火车站向北，经东北路、

泉水新区、大连湾、新城区至金石滩，全长

50 公里。

4 号线：由老虎滩公园沿解放路至青泥

洼桥、火车站，全长 7.5 公里。

5 号线：由王家屯经长江路、人民路、

中山路、五一路、解放广场、红旗路至湾家

村，全长 16.6 公里。

维修场、停车场、车辆段等场站是轨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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交通系统必不可少的组成部分。规划对各类

场站的总体分布、规模、任务分工、场址选

择等做了充分论证。预留综合检修基地一

处、车辆段三处、停车场五处，场站总用地

面积达到 96 公顷。

三、轨道交通与常规公交的结合

轨道交通与常规公共交通分属不同层

次、不同功能、不同服务水平的交通方式，

两者在城市客运交通中应是相互补充、共同

发展。研究轨道交通与常规公交结合主要包

括轨道交通线网之间、轨道交通与常规公交

枢纽及轨道交通与主要对外交通枢纽的联

络等内容。

根据大连市各类公交线路及交通枢纽

的实际分布情况，规划提出建设四处大型公

交换乘中心和七处一般换乘中心，这些换乘

点将城区主要对外交通枢纽、公共中心、居

住中心及新开发地区有机地串联起来，为使

常规公交更好地为轨道交通集散客流，规划

对现有常规公交线网也进行了局部调整，从

而为实现不同公共交通工具之间的换乘提

供了可能。

大连是一座刚过百年的年轻城市。根据

新世纪城市发展战略规划，无论从城市交通

本身需要，还是从城市产业布局调整、旅游

业发展、环境保护等多方面的需求来看，大

连市发展轨道交通系统是非常必要的，目前

国内外许多城市都把发展轨道交通作为解

决下个世纪城市交通的主要手段之一。但对

轨道交通系统的建设要有充分的认识，不能

盲目发展和无序建设，规划一旦确定，就应

严格实施规划控制，轨道交通系统的形成不

是一朝一夕的事情。随着科技的快速发展，

新的交通工具不断出现，因此任何一条线路

的建设既要符合现实的需要，又要保证能与

未来交通工具之间的衔接。为避免不必要的

资源浪费，还要准确把握项目的建设时机。

既要有建设的必要条件又要具备建设的经

济条件。

(作者工作单位：大连市规划设计研究院市政规划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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