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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5年年后后,,““五五环环九九射射””现现代代无无轨轨电电车车 跑跑成成网网
看看咱的城市公共交通规划,想想都醉了

本报记者 孟燕
本报见习记者 刘飞跃

“一环三射”

规划已完成

根据规划，近期公交走廊
引导与支持西客站片区、美里
湖片区、长清大学园片区、孙
村片区、唐冶片区、奥体文博
片区、兴隆片区、汉峪片区等
近期重点发展区域的发展，近
期计划建设的公交专有路权
走廊总长度为222 . 9公里。其
中中运量公交走廊总长度为
131 . 2公里，公交专用道走廊
总长度为91 . 7公里。

近期重点建设“一环三
射”现代无轨电车线路走廊，
共计60 . 8公里。另外，规划启
动建设公交枢纽 31处，首末
站22处，停车场9处，综合基

地 2处，公交场站规模达到
171 . 3公顷，公交进场率达到
89 . 1%。

济南市交通运输局发展
规划处处长宣圣武称，目前济
南BRT一期工程是七条线，
济南比较有特色的是在高架桥
底下的双快系统。按照低碳、绿
色的交通发展理念，结合济南
治理雾霾和拥堵的要求，济南
市提出了无轨电车系统。

据记者了解，近期重点建
设的“一环三射”，一环是指二
环东路、二环西路、二环南路
和北园大街，三射是指二环东
往北到高墙王，二环西往西到
西客站，二环西往北到大魏。

据悉，一环三射使用现代
先进的无轨电车系统，对BRT
系统进行升级改造，走的路线
还是原来的BRT路线。远期
的五环九射也是按照无轨电
车总体规划逐步加以推进，形

成一个环状的网络系统。目前
规划已经完成，正在做前期的
准备工作。预计2017年改造
完成，改造主要涉及新车购
买、线杆、整流站、供电基础设
施等等。

“总体目标是五环九射的
无轨电车系统，近期的是一环
三射是分阶段的一个目标。”
宣圣武称。

新增11条公交快线

新增及优化调整后，公交
快线达到15条，其中：新增11
条、保留3条、调整1条。实现
长途客运中心、燕山立交桥等
核心城区与外围圈层之间的
快速联系，实现西客站、高新
区、领秀城等主要客流吸引点
之间的长距离快速出行，结合
早晚客流高峰构建高峰通勤

公交快线网。
新增及优化调整后公交

干线128条，其中：新增1条、
调整8条、撤销3条、保留119
条。结合客流走向，提升唐冶
新区至中心城区、高新区区间
线路服务能力；线路组合优
化，提高公交走廊运送效率；
调整线路走向，以更好服务客
流；同时，结合枢纽建设延伸
高新区及唐冶新区线路拓展
服务范围。

新增及优化调整后公交
支线116条，其中：新增支线
26条、调整支线19条、保留支
线71条。实现以下功能：以外
围枢纽为支点，服务主城区周
边镇村；服务文庄、西蒋峪、孙
村等公租房群众出行；服务南
辛庄、九曲、匡山、解放桥、佛
山街、阳光舜城、唐冶新区、全
福立交桥等大型社区的微循
环支线网络。

本报6月15日讯（见习记者 刘
飞跃 记者 孟燕）15日，济南市交
通运输局发布济南市城市公共交通
规划，到2020年，济南将建成“五环九
射”的现代无轨电车网，同时布设奥
体文博、唐冶、新北站等10个市级枢
纽。到 2017年，公交车辆发展规模
8826标台，2020年为10176标台。

济南城市公共交通规划范围为
中心城区，总面积1022平方公里，建
设用地面积410平方公里，包括主城
区、西部城区和东部城区。其中，规划
年限近期为2017年，远期为2020年，
远景展望到2030年。

规划的总目标为构建“高效、多
层次、紧密衔接”的一体化城市立体
公共交通体系。分目标具体指标为：
公共交通（含轨道交通）占全方式交
通出行的比例达到30%以上，占机动
化出行比例超过60%；高峰期间公交
通勤出行时耗不超过45分钟；公交出
行时耗与小汽车出行时耗比不超过
1 . 5。

高峰时段公交平均运营时速不
低于18km/h；公交专有路权走廊公
交平均运营时速不低于23km/h；公
交正点率达到70%；公共汽电车线路
网比率近期达到65%，远期达到70%；
公交专用车道设置比率近期达到
40%，远期达到45%；公交站点300米
半径覆盖率达到75%，500米半径覆
盖率达到100%；高峰期间公交车平
均拥挤度不超过80%；公交乘客满意
度不低于80%；公交车夜间进场率近
期达到85%，远期达到100%。

根据济南市的城市特点和城市
总体发展规划，提出两个“优先”、两
个“耦合”、三个“衔接”的公交发展策
略。两个“优先”指优先推进公交基础
设施建设，保障公共交通的路权优
先；两个“耦合”指公共交通走廊与城
市发展轴耦合，公交枢纽体系与城市
中心体系耦合；三个“衔接”指围绕公
交枢纽站点，强化公交系统内部及其
与步行和自行车交通系统的紧密衔
接，围绕主城区边缘区域建设大型P
&R换乘枢纽，加强城市公共交通系
统与外来社会车辆的衔接，依照公交
与用地的互动关系划定综合交通发
展分区，围绕公交系统为核心实施差
异化的交通设施布局。

记者了解到，济南市城市公共交
通规划公示采取网络方式进行，公示
期间可通过电话或发送信件、电子邮
件反馈意见建议，市民可提出宝贵意
见。征求意见时间：2015年6月15日-
7月14日，公示网址www.jnjtj.gov.cn，
意见受理电话：0531-62356061，
62356066（传真），电子邮箱：jnjtjgh@
126 .com。

1 .根据济南市2013年居民
出行调查，城市公共交通占机动
化出行比例为43%；

2 .截至2014年底，全市拥有
公交车 5099辆，折合 6519标台

（其中市区共有公交车4757辆，
折合6135标台）。

3 .截至2014年底，市区公交
车夜间进场率为66 . 7%；市区建
成区内公共交通站点500米覆盖
率94%，300米覆盖率67 . 5%。

4 .绕城高速内公交专用道
92 . 52公里，BRT走廊54 . 76公里，
公交优先路权道路总计154 . 45

公里，公交专用车道设置比率为
19 . 62%。

城市公共交通

建建1100处处市市级级枢枢纽纽，，推推广广““零零污污染染””电电车车
等规划实现你还开车吗？反正我是不开了

城市公共交通体系包括枢纽、走廊、线网规划、场站以及车辆等方面。济南市城市公共交通
规划对此都做了布局，首次提出将奥体文博、唐冶、新北站等10处建成市级枢纽。

相关链接

本报记者 孟燕
见习记者 刘飞跃

关键词：枢纽

奥体文博、新北站等

将成市级枢纽

目前城市公交系统客流集散
点主要有市级枢纽、地区级枢纽
和一般集散点三类，其中市级枢

纽一般衔接的交通方
式比较多。“市级枢
纽对城市发展来说是
标志性的，比如说，上
海的南京路和徐家汇，
上海的交通线在这两处
交汇得非常多，换乘非

常方便。”济南市规划设计研究
院交通与土地利用所所长张新
兰博士说。

据记者了解，市级枢纽联系
的都是城市的骨干线，轨道的交
叉线以及交通路线中心点。结合

《济南市城市总体规划( 2011-
2020年)》确定的空间结构与功能
布局、轨道交通近期建设规划，布
设市级枢纽10处，地区级枢纽54
处。其中10处市级枢纽分别为，
大学园(深港湾)、西客站综合交
通枢纽、长途汽车总站、济南火车
站、十六里河客运站、新北站、奥
体文博、新东站枢纽、唐冶、济南
国际机场枢纽。54处地区级枢纽
包括，泉城广场、大魏、济泺路、北
全福、奥体中心西站、燕山立交、
丁家庄东等。

张新兰博士称，从整个济南
市来说，市级枢纽都是非常有标
志性的，它们的功能非常强，能够
影响到交通线路布局。一方面便

于客流的集散，另一方面从交通
网络来说，它们都是非常重要的
节点，牵一点而动全身。

而规划中提到的P&R换乘
枢纽主要解决的是小汽车和公交
的换乘问题，这需要大型的停车
场。“对于公交来说，P&R换乘枢
纽是一种换乘的模式，但是对于
公共交通系统来说，很难升级成
市级枢纽。从全国范围来看，P&
R换乘枢纽运作得都不是特别成
功。”张新兰称。

关键词：走廊

公交专有路权走廊

将达534 . 7公里

公交优先，应保障路权优先。
其实去年底，交警就联合公交部
门推出了省城首条公交高峰通
勤线路，满足市民高峰期中、长
距离通勤出行需求。高峰通勤线
路也就是“公交走廊”。这条公交
走廊贯通省城的西南角至东北
角,西南起点位置为济南大学,东
北至公交祝甸车场,沿途经过南
辛庄西路、纬十二路、经七路、泺
源大街、和平路、工业南路、祝甸
路等13条主次干道,沿线公交停靠
17处主要站点，道路全长20公里。
其中，核心路段的经七路、泺源大
街等目前正在推广公交专用道。

数据显示，绕城高速内公交
专用道 9 2 . 5 2公里，BRT走廊
54 . 76公里，公交优先路权道路
总计154 . 45公里，公交专用车道
设置比率为19 . 62%，目前还远远
达不到这一比例。

根据规划，到2020年公交专
有路权走廊总长度为 534 . 7公
里，其中中运量快速公交走廊长

度477公里，公交专用道走廊总
长度57 . 7公里。

“中期规划的中运量公交走
廊中包括一环三射的现代无轨电
车走廊，一般意义的中运量是指
有轨电车和BRT，但是按照济南
的情况来说主要是BRT。”济南
市规划设计研究院交通与土地利
用所所长张新兰博士说。

关键词：线网

“点式+线式”构建公交线网

根据规划，确立“分区-分
层-分级”的规划理念，以公交需
求为基础，围绕公交服务区(城市
组团)和客流集散中心确定公交
换乘枢纽；以枢纽为核心，布设具
有“点式运输”特征的高等级公交
线路，确保各组团间长距离的快
速联系；以公交服务区作为分析

“面”的基础，构造具有“线式运
输”特征的低等级公交线路；最终
形成“点面”结合、层次分明的城
市公共交通网络。构建由快线、干
线、支线组成的三层次一体化的
网络结构。

对于“点式+线式”公交线
网，济南市交通运输局发展规划
处处长宣圣武称，类似于高峰通
勤公交快线，点对点就是大站中
间停，小站就不停了。这对市民换
乘有比较大的帮助，因为不需要
站站停，只要在大的公交枢纽站
换乘就行。

关键词：车辆

推广“零污染”无轨电车

记者了解到，截至2014年底，
济南全市拥有公交车5099辆，折
合6519标台(其中市区有公交车
4757辆，折合6135标台)。最近几
年，公交车更新换代的速度也在
加快，市民的舒适感提升。

根据规划，公交车辆发展规
模为到2017年8826标台，2020年
为10176标台。近期新能源与清
洁能源车辆标台数占车辆总数比
例为66 . 2%，远期新能源与清洁
能源车辆标台数所占比例达到
70%以上。

同时，推进现代无轨电车发
展，到2020年建成“五环九射”的
现代无轨电车网，共计179 . 1公
里，车辆类型拟采用常规和双源
无轨电车，采用城市电网供电，实
现“零排放”和“零污染”。

关键词：场站

西客站、孙村、党家等

将建综合基地

场站一直是城市公交发展的
“痛点”。省城东西部不少新建小
区通不了公交车，主要是受制于
场站。截至2014年底，市区公交车
夜间进场率为66 . 7%，这意味着近
四成公交车都要“睡”在马路上。

根据规划，济南将建成6个
综合基地，分别为西客站公交综
合基地、党家综合基地、北绕城公
交综合基地、历城综合基地、郭店
综合基地、孙村综合基地。

另外，公交停车场要达到36
个，公交首末站134个,规划范围
内规划公交场站总用地规模(含
枢纽内供公交使用的站台与停车
坪等)233 . 9公顷，单车平均用地
规模229 . 8平方米。

两两年年内内新新增增1111条条公公交交快快线线
先建“一环三射”，规划已完成

在15日公布的济南市城市公共交通规划中，对近期到2017年也做了布
局。奥体文博、汉峪、美里湖等片区是近期公共交通发展重点，同时将建设“一
环三射”现代无轨电车线路走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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