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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言

自 2002 年长春轻轨 3 号线一期工程通车至今，长春轨

道交通已运行 17 年。从一轮规划的 3、4 号线，至二轮规划建

设的 1、2、8 号线，到已批复三轮规划的 5、6、7 号线及其延长

线。长春市轨道规划从 1999—2019 年历时 20 年，日均客流量

从 3 万次发展至 48 万次,若 3、4 号线与 1、2 号线换乘开通日

均客流量将达到 58 万次，高峰日均客流量达到 120 万人次。

由于一轮规划的 3、4 号线未预留与远期线换乘条件，对 3、4
号线换乘改造既要解决客流对既有 3、4 号线冲击，也要满足

运行制度的统一[1]。

2 对 3、4 号线换乘改造

长春轻轨 3、4 号线以高架站及地面站为主，以少部分的

路堑车站及地下车站为辅。站台形式除部分地下车站外均为

侧式站台。3、4 号线车站均为考虑远期换乘预留条件，换乘需

对 3、4 号线车站进行改造，对 3、4 号线车站换乘改造分以下

4 种形式：

2.1 对高架车站换乘改造

2.1.1 对路中高架车站改造

路中高架车站站厅与站台同层位于路中架空层，出入口

位于两侧路旁通过天桥与站厅连通，两侧站台通过下过轨通

道连通。改造需把站厅进出站功能移至出入口地面位置，原

有站厅改为换乘节点，新建换乘通道与两侧换乘节点相接，

原有站厅与站台连通能有利缓解换乘客流对既有 3、4 号线

车站的冲击。进站流线由原来先通过楼扶梯进站再进行检

票、安检改为先检票、安检再通过楼扶梯进入换乘节点及站

台（见图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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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 进站流线

2.1.2 对路侧高架车站改造

路侧高架车站站厅在地上一层，站台位于地上二层，既有

3、4 号线路侧高架车站均为侧式站台，每侧站厅至站厅一楼

梯（两股客流）一扶梯（1m），服务能力较低：淤换乘至站厅，既

有楼扶梯通行能力及安全疏散不满足要求，需对车站进行改

造，增加楼扶梯及对站厅公共区的整合，对车站改造较大，改

造时车站需停运一年以上，改造成本较高；于换乘至两侧站

台，通过通道及天桥换乘至地上二层两侧站台，改造需破除两

侧站台一跨玻璃幕，改造量较少，换乘增加地面换乘厅，对既

有 3、4 号线站厅客流有缓解作用，换乘客流与既有车站进出

站换乘客无交叉，换乘流线清晰（见图 2）。

图 2 换乘客流线

2.2 对地面车站换乘改造

地面车站，站厅在至侧站台一端，两侧站台通过与轨道平

交道口连接，站厅较小，无组织客流换乘条件。换乘需改造站

厅，增加站厅规模，换乘通过通道至改造后站厅，新改建换乘

厅需新建下过轨或上过轨通道至另一侧站台，适当增宽站厅

至站台连接空间，缓解换乘客流对站台冲击及局部拥堵现象

（见图 3）。

图 3 地面车站换乘线

2.3 对地下侧式站台车站换乘改造

地下侧式站台车站，地下一层为站厅层，地下二层为站台

层，每侧站厅至站台一部楼梯（四股客流）、一组上下行扶梯。

换乘通道连接至地下车站公共区付费区内，与一般换乘站类

似，即地下车站未预留换乘接口，需对既有车站改造位置进行

结构加固。

2.4 对路堑式车站换乘改造

路堑车站，站厅在地面，站台在下凹 U 型槽内，站厅通过

天桥与站台连接。换乘改造需破除一侧挡墙，通道与一侧站台

连接，对换乘侧站台进行扩建，新建换乘过轨天桥，对车站改

造较大，改造期间局部站台停用（见图 4）。

图 4 路堑式车站换乘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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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换乘断面客流不匹配问题

既有 3、4 号线车辆为 4C 编组，车辆满载为 740 人/辆，新

建地铁线路车辆为 6B 编组，车辆满载为 1440 人/辆，地铁运

载量远高于 3、4 号线轻轨，地铁断面客流约为 3、4 号线二倍。

3 号线换乘客流约为总客流的 36.2%，4 号线换乘客流约为总

客流 17.3%，换乘客流约为总客流的 1/5耀2/5，换乘客流对于

运载量已经饱和的 3、4 号线车站冲击较大。3、4 号线大部分

车站为侧式站台，换乘客流会增加潮汐现象[2]。

3.1 换乘客流对轻轨车站的冲击

轻轨 3、4 号线由于运载量较小，未考虑远期换乘，站厅及

站台预留空间较小。换乘客流为集中客流，对于车站较小空间

车站换乘冲击较大，当 3、4 号线列车进站下车时，客流及换乘

客流涌入 3、4 号线站台，楼扶梯口部出现局部拥堵（目前 3 换

乘 4 经常发生），进站客流无法使用混行楼梯[3]（如图 5）。

图 5 地铁客流量

3.2 换乘客流对轻轨侧式站台潮汐显现的影响

轻轨 3、4 号线与远期车站换乘以侧式站台为主，早高峰

及晚高峰以上、下班客流为主，客流潮汐现象明显，侧式站台

利用率较低。换乘客流集中进入车站后，潮汐现象更加明显，

换乘改造时，要考虑潮汐现象对侧站台的冲击，根据客流计算

增加站台宽度。

3.3 轻轨与地铁换乘断面客流不匹配解决措施

对于既有轻轨与地铁换乘时，地铁断面客流及运载量大

于轻轨，换乘时客流对于既有轻轨冲击较大，换乘改造建议如

下：淤建议在换乘改造时，如有条件尽量增加既有轻轨车站站

台及站厅空间；于建议地铁换乘轻轨时，以厅（地铁）至台（轻

轨）换乘方式为主，避免换乘客流对既有轻轨楼扶梯冲击；盂

建议增加换乘流线长度，以换乘通道长度缓冲客流对既有车

站冲击。榆建议增加 3、4 号线车辆编组，由 4C 编组改为 5C
编组，增加 3、4 号线运载量，同时对 3、4 号线站台进行扩建。

4 换乘安检制度不匹配问题

4.1 换乘安检制度不匹配引起问题

长春轻轨 3、4 号线大部分别车站为高架车站及地面车

站，区间与站台连通，封闭性差，且车站无行包安检，安检制度

较低；地铁为地下全封闭车站，均设置行包安检，安检制度较

高。3、4 号线与地铁换乘，为不降低地铁的安检制度，3、4 号线

车站与地铁换乘需增加二次安检制度。二次安检会引起一些

问题：淤换乘客流为集中客流，二次安检会使客流停滞拥堵换

乘通道内。于二次安检会增加换乘时间，易错过一个发车间

距，使换乘时间超 10min。盂二次安检增加运营成本，二次安

检需增加安检设备及 4 个以上工作人员。

4.2 换乘安检制度不匹配解决措施

淤换乘改造时，在换乘通道预留轻轨换乘地铁安全空间，

避免安检引起换乘通道客流拥挤。于建议增加二次安检设备

数量，避免客流停滞拥堵换乘通道内。盂建议对既有轻轨线安

检制度进行提升，使其与地铁安检制度统一，避免换乘进行二

次安检。

5 结语

轨道交通为城市百年建设工程，城市轨道线网规划一般

远期为 20 年，随着城市快速发展，已建成的早期轨道线路已

经无法满足城市发展的客流数量、经济及舒适度要求等需求，

对既有早期线路改造已成为未来城市轨道发展的重要板块[4]

（目前中国北京、上海、广州已经开始对早期建设地铁车站进

行改造，长春已经开始研究对轻轨 3 号线的改造）。对于未来

远期线路规划，需考虑重要节点远期预留，尽量减少侧式站台

的应用，为可能存在的远期换乘预留条件及空间，避免后期加

大投入换乘改造及影响车站运营，为城市发展预留空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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