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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论文以中国南京为例，描述了南京地铁与公交、小车、自行车和步行等其他交通方式的衔接现状。从交通方式的
特点出发，结合出行者心理，提出地铁换乘其他交通方式的优化建议。

Abstract: Taking Nanjing, China as an example, this paper describes the current status of the connection between Nanjing Metro and 
other modes of transportation such as buses, cars, bicycles, and walking. Proceeding from the characteristics of the transportation mode, 
combined with the psychology of travelers, the optimization suggestions for subway transfer to other transportation modes are put forwar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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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言
由于城市对人口的吸引和城市多中心的发展，出行者的

出行选择增多，对城市综合交通运输系统的依赖加深。城市

轨道交通作为城市综合交通运输系统的骨架，与公共汽车、

小车、自行车和步行等交通方式的衔接。由于交通方式衔接

产生的组合交通出行的特点差异会直接影响出行者的选择。

同时，衔接的高效、便捷程度直接影响城市交通运输的效率

和质量。因此，分析地铁与其他交通方式的衔接现状，针对

现状提出合理化的换乘策略与建议对于吸引客流，优化客流

结构和促进城市交通一体化发展有重要的意义。

2 交通方式分类
2.1 步行系统

通过问卷调查可知，目前出行者对于步行的整体印象是

安全、稳定、便捷、耗时耗力，因此当起讫点之间距离在

1km 之内时，出行者会选择步行。

2.2 公交系统
公交与地铁的衔接应充分考虑公交站点位置的设置，某

一向的公交站点应尽量靠近地铁进出站口。另一向站点与地

铁进出站口之间可以视客流量建设人行天桥或地下通道，以

避免客流与车流在地面上的平面交叉。构建安全、便捷、舒

适的“公交 + 步行”连接网络 [1]。

2.3 自行车系统
需要在自行车、电动自行车、摩托车与轨道交通之间建

立无缝连接，提供车辆停放的场地，共享单车、电动车可在

出站口放置车辆，加强站点之间车辆的调度。

2.4 汽车 / 出租车系统
为方便机动车运送乘客，减少停留在站点周围的机动车

数量，可根据站点的功能定位和周边土地情况，设置机动车

临时停车位和车流的流线设计，P+R 设施是根据站点的停

车和换乘要求设置的。

3 轨道交通车站分类
南京市中心城区面积小，丘陵和河流将城市土地分割。

结合南京市的地形特点，按照传统的分类方法，参考《南京

地铁换乘接驳指南》，将轨道交通车站按所在城市的服务区

域进行分类，它们承担的交通功能和高峰时段进出车站的客

流量。南京地铁的车站可分为枢纽站、中心站、组站、终点

站和总站五类。

3.1 枢纽站
枢纽站是依托高铁站、机场等大型对外交通设施的车站，

往往衔接了三种以上的交通方式。枢纽站不仅是市内交通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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输的换乘中心，也是城市对外沟通的重要节点，甚至是城市

群内的公共交通支撑点。因此，对枢纽站的规划应结合城市

定位、商业服务、用地类型等多种因素。南京的枢纽站有南

京站、南京南站。

3.2 中央车站
中央车站是承担市级中心或副中心功能的车站，从客流

量区分是高峰时段车流量大于等于 6000 人次进出站的车站，

如新街口、河定桥、安德门等。

3.3 换乘站
换乘站是承担轨道交通公共服务中心功能的站台，是多

条轨道交通线路交汇处或轨道交通与城市公共交通交汇处

的重要换乘节点，或者是高峰时段客流量在 2500~6000 人

的车站。

3.4 终点站
终点站是轨道交通线路的起点和终点。应根据实际需要，

结合车站和公交枢纽的功能进行设置，也可作为郊区社区的

公共服务中心和公共交通换乘中心。

3.5 中间站
中间是除上述以外的车站。

4 轨道交通与其他交通方式之间的衔接规划
4.1 步行系统

①步行系统既保证火车站与周边公共场所（商业区、写

字楼、停车场、大型住宅区等）的顺畅连接。以满足乘客的

需要，减少绕行距离。以南京地铁 1 号线中华门站立交桥下

空间改造升级为例。利用桥下的空地，增加绿化景观和人行

道。并将地铁车站与周围的建筑物连接起来。这一措施可以

提高居民区和地铁车站之间的出行便利性 [2]。

②通过设置立体的过街设施，可以减少人行横道与机动

车的冲突，实现人车分离，减少安全隐患。如南京地铁 1 号

线河定桥站，可在上元大街增设立交桥，将河定桥站 2 号口

与公交河定桥车站衔接，避免周期性的过街乘客对地面交通

造成拥堵，为出行者乘坐轨道交通提供便利，提高早高峰地

面交通的通过能力。

③及时控制路面破损情况和车辆停放占用情况。同时，

定期对无障碍设施和照明设施进行检修，提高交通环境的舒

适度。此外，由于南京梅雨季节潮湿多雨，为防止雨天台

阶湿滑，在火车站出入口和人行天桥上增设了雨棚。例如， 

1 号线玄武门站出口增设雨棚，避免雨天对自动扶梯的影响。

4.2 公交系统
①建议适当延长公交系统的服务时间，加强轨道交通与

公交系统的联动，加强它们之间的互补关系。地铁车站周边

公交线路的服务时间应覆盖地铁的运营时间，或可增开区间

线路或整点班车。例如，轨道交通 2 号线兴隆大街站，建议

以客流为导向，适当延长公交服务时间。

②对火车站周边公交线路覆盖不足的大型社区和工业园

区，应增设社区公交车，扩大公交服务，加强轨道交通与公

共交通的有效衔接。只有这样才能进一步扩大轨道交通服务

范围，提高公共交通服务的整体水平 [3]。

4.3 摩托车 / 自行车系统
在自行车、电动自行车、摩托车和轨道交通之间建立无

缝连接是有必要的。摩托车和自行车机动灵活，方便快捷，

可达性好，成本低，运行经济，低碳环保。轨道交通虽然具

有运力大，准时，速度快等优点，但是不够灵活，可达性差。

摩托车 / 自行车与轨道交通相辅相成，有利于提升轨道交通

的辐射能力。根据地铁车站的出口条件，设置摩托车 / 自行

车停放设施。例如，在地铁 2 号线的兴隆大街站、马群站、

经天路站，在车站周围和立交桥下的空位增加了停车设施，

以方便居民的换乘。

4.4 汽车 / 出租车系统
①根据车站功能和周边土地条件，设置机动车临时停

车区。

为方便汽车 / 出租车上下客，结合道路情况，利用出口

附近的空地或利用率不高的人行道，设置机动车的临时停车

设施和汽车引导开行流线，方便汽车尽快离开站点，避免拥

堵。例如，地铁 3 号线雨花门站增设 5 个机动车临时停车位，

方便汽车 / 出租车与轨道交通的衔接。

②按照轨道交通站点停车换乘要求设置“P+R”设施。

为缓解道路交通拥堵，减少私家车驶入城市中心区，中

心城区的轨道交通车站可规划公共“P+R”站点，或在考虑

到路网的特点的条件下，鼓励开设地下“P+R”站点，并由

车站周围的物业共享。“P+R”站点可以使交通方式从个人

交通转变为公共交通。例如，地铁 4 号线茶园站，建议利用

公园临街绿地建设地下“P+R”场地，满足停车换乘需求，

减少中心区车流量并缓解道路交通拥堵。

5 结语
轨道交通和其他交通运输方式各有优劣，可相互配合、

互为补充，实现时空一体化，才能实现轨道交通的高效运营，

充分发挥轨道交通在城市交通中的骨干作用，提高轨道交通

的辐射吸引力，进而提高城市综合交通整体运行效率，增强

出行者的出行幸福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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