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大事

2010年12月13日 星期一 编辑：高祥 美编/组版：王小涵C04 今日烟台

大事

2010年12月13日 星期一 编辑：高祥 美编/组版：王小涵

今日烟台 C05

烟台地铁规划 专家评审
经调整修改后将报市政府审批，至正式立项还需 经过多个环节

本报12月12日讯(记者 苗
华茂 通讯员 赵杰 ) 12日，

《烟台市城市轨道交通线网规

划》（本报 11月 11日C05版曾对
此做过报道）专家评审会在烟台

市凤凰山宾馆召开，来自北京、上

海、广州、成都、南京等地的10位专

家阅读了有关文件、踏勘了现场，

并听取了编制单位对设计方案的

汇报和烟台市当地有关单位的意
见。最后，专家组经研究表决，通过

了该规划方案。据了解，该方案修
改后将报烟台市政府审批。

12日上午，参加此次《烟台市

城市轨道交通线网规划》(以下简

称《规划》)专家评审会的10名专

家，在烟台市规划局等部门有关负

责人的陪同下，实地踏勘了轨道交

通线网规划中涉及到的部分关键

性节点，并了解了烟台市区的总体

情况。通过现场踏勘，专家组对烟

台城区分布以及现有的城市交通

格局有了感性的认识，上午10时，

评审会正式开始。

专家组在阅读有关文件，并

听取编制单位对设计方案的全

面汇报和有关单位发表的意见

后，对《规划》展开了广泛的讨论

和交流，并提出了评审意见。在

关于建设轨道交通的必要性和时

机等问题上，专家组表示，《规划》

对建设轨道交通的必要性进行了

全面论述。专家们认为，随着城市

社会经济快速发展，为了引导城市

空间有序拓展，满足日益增长的城

市交通需求，促进城市经济社会可

持续发展，烟台市规划建设城市轨

道交通系统是必要的，而且也具备
了国办发81号文件要求的条件。

《规划》立足于区域协调

发展、构筑区域中心城市的理

念，结合烟台城市发展空间

结构，提出的轨道交通发展

目标、功能定位等符合烟台

市城市总体规划和城市综合

交通发展目标。其中提出的

城市轨道交通线网构架方

案，与烟台市城市总体规划

提出的城市空间结构和功能

布局基本吻合。经过多方案

比选后提出的由 1号线和 2

号线中心城区段线路组成的

城市轨道交通骨干线网方案基

本合理，较好地覆盖了烟台市中

心城区主要客流走廊和重要客

流集散点。

与此同时，专家组也对《规划》

提出了一些建议。专家组表示，

烟台市下一步应继续做好“规划

落地”工作，重点做好2020年的建

设项目选择，提出与烟台市城市

总体规划相适应的2020年线网推

荐方案，尤其要在工程可实施性
和运营经济性方面进行分析，为

城市用地规划控制提供依据。专

家们建议，进一步研究线路走廊

敷设方式与系统制式、车站站点

和枢纽接驳实施方案，做好用地

和走廊控制。经过仔细的研究和

论证之后，专家们一致通过了

《烟台市城市轨道交通线网规

划》。

据了解，该规划方案经过进

一步调整修改后，将报烟台市政

府审批，审批通过后将进入建设

规划阶段，之后将报送国家发改

委审批，待国家发改委会同住建

部审查通过后，方可正式立项。

根据《烟台市城市轨道交通线网规划》，未来的烟台市轨道线路将设计

为“两主两辅”，由4条轨道线路组成，设停靠站点90处，换乘站7处，整个线网设计

突出核心组团与沿海组团的直达联系。12日，在该规划专家评审会上，与会专家

对《规划》展开了广泛的讨论和交流，并提出了一系列的宝贵建议。

其中，线路最长的1号线全长76 . 5公里，设计站点45个，专家组对此表
示，该线路站距过小，会导致全线运行时间长，而该线路上客流量又呈现出

中间大、两头小特点，难免出现客流不平衡的状况，从未来运行经济性考虑，

建议将1号线设计成大站距的快速线。

※专家把脉
※烟台地铁规划

※专家把脉
※烟台地铁规划

上海市城市综合交通规划研

究所原所长 陆锡明

通过

地铁应与地上有轨电车相结合

焦桐善在专家评审会中指出，《烟台

市城市轨道交通线网规划》中线路敷设

方式多为地下敷设，其建设成本与采用

地上现代有轨电车相比，要高出近一倍。

焦桐善认为，在实际操作中，像繁华

闹市区可以采用地下轨道交通，而像一

些滨海观光区、或者人流量相对较少的区

域则可以考虑采用同样为大运量的有轨电

车。如此一来，不仅可以大幅度降低建设成

本，对烟台这样的滨海休闲度假城市来说，

也可以增添一道靓丽的风景线。

此外，由于1号线设计全长为76 . 5公

里，实际的客流量最大断面又在芝罘区，

所以客流量呈现出两头小、中间大的情

况，建议在修改规划时应重点考虑1号线

的运行模式，以缓解中心城区芝罘区的

换乘压力。

中国交通运输协会副会

长 焦桐善

总体规划目标要长远

“未来的城市轨道交通出行方式，建设

时要考虑与高架桥、小汽车的竞争力，公交

车站间距为200-300米，与其竞争就要站距

小；而小汽车在城市组团与组团间发挥了

巨大优势，与其竞争就要考虑大站距。”陆

锡明建议。

在站位设计时，要与用地情况结合考

虑，往往线路经过哪儿，人们并不关注，但

站点设在哪儿，就会有很多企业关注，特别是

房价有可能也跟着水涨船高。控制用地做好

了，可以适当缓解建设成本过大的问题。

此外，建议做好“规划落地”工作，重点

做好2020年的建设项目选择，提出与烟台

市城市总体规划相适应的2020年线网推荐

方案。尤其在工程可实施性和运营经济性

方面进行分析，为城市用地规划控制提供

依据。与此同时，在做总体规划时目标要放长

远，最好能规划到2050年，因为轨道交通工程

在一座城市里可能要存在上百年，长远规划

有利于避免重复建设和资源的浪费。

快速线与骨干线适当分离

“快速线和骨干线路要适当分离，快线的设

站数量以及站间距都要仔细研究，如果站间距

过大，会造成客流减少，而如果站间距过小则会

影响线路的整体运行速度”，周勇建议，将1号

线设为沿海快速线，并将该线路控制在开发区、

芝罘区、莱山区核心区内。

在线路敷设方式上，要充分考虑到目前主

线路位于市中心区这一特征，要考虑到在已建

成区选择地下施工的困难，同时还要考虑到换

乘站建设在未来客流量增大时的压力。对交通

制式选择问题，建议在调整线网和客流预测基

础上，适应客流需要和全网资源共享原则，再进

一步分析车辆选型和编组。

中铁二院工程集团有限
公司副总工程师 周勇

江苏省城市规划设计研究
院总工程师 黄富民

1号线最好采用“分段”式

“1号线线路最长，客流强度变化大，从今

后运行方面来看存在一定困难，而如果1号线

采用分段式运行模式，将可以大大缓解中心

区以及中央换乘站的客流压力”，黄富民表

示，线网规划并非建设规划，所以在用地控制

方面还应大一点，让轨道交通引导城市发展，

加快城市组团式开发。

规划修改时可以尝试将1号线拆为两段，

第一段起点为火车站，线路从火车站出来后，

经北马路、幸福路至开发区；而第二段仍由火

车站为起点，线路经新桥西路至南大街，再经

观海路至莱山区。

1号线东部地区因被铁路分割为两侧，对

于这一地区需要研究轨道走廊的需求和覆盖

范围，判断是否需要铁路南侧增加一条走廊，

并应注意及时换乘3、2号线，分流1号线压力。

对于3号线东端应研究向东、向南延伸，以提

高覆盖率和分流的可能性。

文/本报记者 苗华茂 通讯员 赵杰 片/本报记者 赵金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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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号线可设计成大站距、快速线

“停靠站设置得多，客流量就大，但建

设成本也大，而停靠站设置得少，客流量

就会相应减少，成本也随之降低。如何合

理设置起始站点，如何合理布局停靠站，

将直接影响到未来的收益。”沈景炎在评

审会现场指出。

此外1号线线路中段客流断面高，两

端客流少，而且1号线在全网中高出一个

量级，因此全线运行时间长，需考虑运营

经济收益。建议研究大站距、快速线的方

案，并结合客流预测进行论证。同时研究

线路分段方案，进一步对各段线路的功能

进行定位，线路端部适当延伸，形成多线

多点换乘，达到线网客流平衡目的。北京城建设计研究总院
原副院长 沈景炎

中国国际工程咨询公司

交通业务部主任 周晓勤

应参考铁道部“十二五”规划

周晓勤在评审会中表示，“规划修

改时要植入铁道部‘十二五’规划，将环

渤海经济区干线铁路、区域城际铁路与

城市轨道交通结合起来通盘考虑，避免

功能上的重复和资源上的浪费。”

在规划修改过程中应进一步加强

区域综合交通规划(如胶东半岛城市群城

际轨道交通规划、烟台铁路枢纽十二五发

展规划、新机场规划)的分析工作，正确处

理区域综合交通系统，尤其是轨道交通与

烟台市城市轨道交通的关系，进一步明确

城市轨道交通的功能定位，同时论证轨道

交通机场线和烟台东部地区内铁路以南

区域增设轨道交通线的必要性。

《烟台市城市轨道交通线网规划》专家评审会现场。

（合成图片，背景为资料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