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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随着城市化进程的加快,城市轨道交通发展取得了长足的进步,发展轨道交通已经成为解决城市交通问题的主要手段,轨道交通系统逐

步向多层次、多模式方向发展。本文主要是通过分析城市轨道交通的主要功能以及轨道交通对中小城市发展的作用与意义,研究比较了常见的

轨道交通系统制式的特征、优缺点和适用范围；以宣城市为例,提出新型轨道交通制式的设想及建议。为宣城市线网规划在轨道交通制式选择

方面提供借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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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21世纪世界经济迅速发展,城市人口和规模不断扩大,城市的交通方

式也逐渐升级。城市轨道交通具有运输量大、舒适性高、能源利用率高、

对环境污染小的优势,并以其快速、安全、便捷成为管理城市交通的首选

方案。轨道交通是引导城市发展成长、提升城市品质与形象的重要基础设

施,对于促进城市与城市之间的联合发展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 

目前中国城市根据《中小城市绿皮书》的定义,城市市区常住人口为

50万以下的为小城市,市区常住人口为50~100万的为中等城市。《中小城市

绿皮书》指出,今后十至二十年将是我国快速推进城市化的时期。而城市

化的提高应该首先以改善交通环境为主,以提高中小城市和城镇对产业和

人口的承载能力,进而推进城市化。发展轨道交通就是一个十分优良的改

善交通环境的措施。 

轨道交通有多种类型,本文选择地下铁路、轻轨铁路、单轨铁路和磁

悬浮铁路分析研究。每一种交通制式都有其优缺点,有的客运量大但建造

成本和运营成本高,有的建造成本和运营成本相对较低,但客运量较小,不

同的轨道制式适用于不同的环境。中小城市因经济实力和客流水平,有着

为合适的轨道制式。 

1 发展中低运量轨道交通对于中小城市的意义 

目前,我国主要城市的轨道交通都是以大运量的模式为主,但大运

量的轨道交通造价高、建造周期长、而且后期的运营成本高。对于中

小城市,并没有大量的客流量,而且经济水平不高,不具备发展大运量

轨道交通的条件和意义。但是中低运量的轨道交通造价相对较低,建设

周期相对较短,布设灵活,且运量相对公交来说较高等原因,适合中小

城市修建。 

1.1加快地区的城市化发展 

随着我国现在的城市发展进度,城市郊区化现象越来越显著,中低

运量的轨道交通作为中小城市的主要交通方式,可以显著减小各个城区

之间、城镇与主城区之时间上的距离。加强了各个地区之间的联系,提

高交通效率。优化了地区之间的投资环境,带动沿线区域的发展,提高城

镇化水平。 

1.2改善交通挤塞 

城市规模如今发展较大,大量人口进入城市,居住人口增多,道路拥堵

问题不断出现中低运量的轨道交通速度快,出行方便,客运量较公交大。建

造中低运量轨道交通可以较好的缓解交通压力,很好的解决高峰时期人流

量的问题,改善交通堵塞现象。 

1.3优化城市结构 

中小城市单一的常规公交不能很好的满足人们的交通需求,中低运量

的轨道交通能很好的解决这一问题,促进人和物资的沟通流转,疏散城市

中心的功能,增强城市与其他地区的交流,促进新兴商业区的发展,也带动

了周边地区的公共设施和教育的发展,优化了城市的空间结构、产业结构、

城市的商业布局。 

1.4丰富交通方式层次提升城市形象 

目前对于中小城市来说,单一的常规公交是其主要的公共交通方式,

这样缺乏运量相对较大的中低运量轨道交通,城市轨道交通可以提高城市

公交线网层次。巧妙的线路布局也是城市的一道风景线,高架式的线路设

计使城市运输方式变得立体,与地面的线路结合增加了城市的动态美感。

乘客能多角度的观赏城市景观。所以说发展城市中低运量轨道交通提升了

城市形象,丰富了交通线路层次。 

2 四种常见轨道交通系统制式的特点及分析 

由《城市公共交通分类标准CJJ/T 114-2007》可知,城市轨道交通的

分类大概有以下七种：地铁系统、轻轨系统、单轨系统、有轨电车、磁浮

系统、自动导向轨道系统和市域快速轨道系统。 

表1  城市交通制式特征表 

 

其中,交通制式的采用在我国城市甚至世界城市中都不尽相同,例如

重庆市的单轨、上海机场的磁悬浮系统,南京、武汉的地铁,大连、长春的

轻轨等等,由此可见,选择何种交通制式对于一个城市的发展至关重要。 

本文重点对地下铁路、轻轨铁路、单轨铁路和磁悬浮铁路分析研究,

对比结果如表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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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2  四种常见轨道铁路交通系统制式的情况对比 

 

3 轨道交通制式选择-以宣城为例 

3.1现代宣城道路及公共交通现状 

从“十一五”起,宣城市城市道路建设进入快车道,确定了“三环八

射”的道路骨干路网建设思路,到十三五更提升为“四环十二射”。截至

目前,道路框架已基本形成,先后建设青弋江大道等主次干道65条计104

公里,改扩建陵阳路城市道路20条,人均道路面积达27.37平方米,在全

省处于领先位次。2018年9月通车的宛陵路实现了“一环”通车,2019年

年底闭合的水阳江大道闭合段北段实现了“二环”通车。市政桥梁建设

方面也成倍增长。 

现状宣城市中心城区道路总长度为129.18公里,其中主干路网密度为

1.30公里/平方公里,次干路为1.69公里/平方公里,支路网密度仅0.25公

里/平方公里。 

 

图1  现状中心城区道路网 

宣城市已开通公交线路16条(含2条夜班线),营运总里程235公里；拥

有公交车283辆/343标台。中心城区现状公交车拥有率仅8.2标台/万人,

远低于规范建议的10~12标台/万人的指标。 

 

图2  宣城市公交线网分布图 

宣城市建成区范围内公交300米覆盖率为59.6%,500米覆盖率为86.8%,

宣城市主城区现状公交站点覆盖率相对较高,站距较短,公交相对较为便

利,但外围片区的居民至公交站点步行距离较长,说明公交站点布局有待

进--步加密。 

公交车辆总体数量不足导致许多公交线路车辆配置较少,发车频率相

对较低,宣城市常规公交线路平均发车间隔为10分钟,发车频率低,致使乘

客候车时间较长,降低了公交吸引力。 

3.2未来宣城发展展望 

3.2.1宣城市城市交通总体规划 

根据《宣城市城市总体规划(2016-2030)》,宣城将要打造“四廊两联”

的交通网络,四廊：主要城镇发展轴线和交通廊道相结合,形成“井”字形

的快速交通网络,向外对接四个区域板块,向内串连七个空间单元(一核六

极)。两联：作为“四廊”的补充,强化市域内部关联,形成两条主要的内

部联系通道。通过“四廊两联”的快速交通网络,促进和支撑“一核六极”

的城镇体系和“三区四边”的功能区划。在市域铁路形成“主次枢纽、十

二线十五射”的铁路网格局。市域水运形成以芜申运河(宣城段)、水阳江、

青弋江、汪联河等干线航道为主的22条航道网络,同时规划设置7个港区。 

 

图3 市区综合交通规划图 

3.2.2宣城所处“长三角”发展优势 

G60科创走廊沿线是中国经济 具活力、城镇化水平 高的区域之一。

G60科创走廊包括：上海、杭州、合肥、苏州、嘉兴、金华、湖州、芜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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宣城9个城市,覆盖面积超过7万平方公里。G60科创走廊旨在集合科技产

业、加强基础设施互联互通、推广科创走廊“零距离”综合审批制度改革

成果等方面,建成长三角地区独具品牌特色的协同融合发展平台。 

经济发展的同时也为宣城带来基础设施互联对接。在立体交通网络方

面,围绕打造皖苏浙省际交汇区域综合交通枢纽,宣城市与其他城市签约

《长三角地区打通省际断头路合作框架协议》,自此宣城逐渐成为皖苏浙

交通中心枢纽,2018年4月芜黄高速开工建设,2018年12月杭黄高铁和广宁

高速相继开通运营,2019年1月宣绩铁路可研获批,扬绩高速溧阳段和宁宣

杭高速高淳段、临安段等三条省际“断头路”开工建设,芜宣机场、水阳

江航道也开始加快建设。到2017年底,全市高速公路通车里程近400公里。 

 

图4 G60科创走廊交通区位图 

3.2.3城市客运水平展望 

(1)城市人口规模扩大,出行总量持续增加,城市交通需求迅速增长 

根据城市总体规划,2030年中心城区人口规模将会增长到100万人。出

行总量将接近450万人次/日。人口规模的增加伴随着市民出行需求的增加。 

 

图5  出行总量发展态势图 

(2)用地规模扩大,空间结构发生变化,出行需求时空分布发生变化 

由于与周边城市的协同发展,宣城在未来十年将会扩大城市中心,将

更多的城乡地区划为经济开发地带,带动周边产业组团发展。城市发展的

同时也带动着市民的富裕化,市民对于交通出行会从基本需求转向为舒适

性和快捷性,这就要求城市有足够的交通支撑。同时城市中心的扩大化会

使得市民对中远距离出行的需求增加,对于交通机动化的需求增加,这些

同样要求城市有足够的的交通支撑。 

3.3中低运量轨道交通在宣城市的适应性 

宣城市正步入小汽车快速发展时期,总量仍然较小,自行车和步行等

依然是城市居民出行的主导方式,与发达国家城市相比,机动化水平仍然

相对较低。根据国际一般规律,未来10-15年,小汽车将加快进入宣城市居

民家庭,城市交通发展将进入极为敏感而关键的时期。 

 

图6  宣城市轨道交通线网规划图(推荐方案) 

分析宣城市轨道交通线网规划图,宣城市轨道交通线近期建设规划项

目1、2、3号线远期高峰小时断面流量在0.88~1.10万人h之间,属于中运量

系统等级；4号线远期高峰小时断面流量为0.39万Mh,属于中低运量系统等

级。地下铁路属运量较大系统制式,不适宜宣城市的轨道交通；单轨系统

能力富裕较少,缺乏面对复杂多变客流情况的弹性,亦不适合宣城市轨道

交通；中低速磁浮运营速度相对较高适用于城市外围站间距相对较大,速

度要求较高且具备点到点之间存在大型客流集散地的轨道交通线路,综合

考虑项目的功能定位和宣城的城市布局及规模,也不予考虑。因此从客流

规模来看,轻轨铁路比较适应宣城市城市轨道交通。 

4 结论 

轨道交通的发展,是一个国家综合国力的体现,是一个城市现代化进

程中必须经历的。建设轨道交通是落实城市发展战略,支撑宣城全域共同

发展的必要措施。宣城市新一轮总体规划进一步明确了城市发展目标:建

设皖苏浙省际交汇区域中心城市,聚力打造“现代产业之城、综合枢纽之

城、文化生态之城、平安幸福之城”。因此,规划和发展与之适宜的轨道交

通很是重要。 

中小城市客流难以适应大运量轨道,国外多数城区人口100万以下的城

市,根据实际需求和城市概况,选择建设了LRT、新交通、有轨电车、快速公

交等中低运量公共交通系统。如德国人口在100万人以上的城市多有地

铁,30万人以上的城市里全部有有轨电车、LRT或导向巴士；法国人口在100

万人以上的城市多有地铁,人口100万人以下的17个城市里建有LRT、有轨电

车或快速公交。因此,发展中底运量的轨道交通是中小城市的不二选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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