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超超前前尝尝试试智智能能地地下下物物流流走走廊廊
黄河北将发展智能物流，先行区的规划也特别从交通上进行

了超前设计，在济南首次尝试智能地下物流走廊。规划图显示，地
下物流系统分为近期研究通道和远期研究通道。近期将研究崔寨
现代智慧物流基地与航空货运枢纽、铁路货运枢纽之间的地下物
流走廊。远期还将建立起一个区域的智能地下物流走廊，实现孙耿
科技区、崔寨现代智慧物流基地、桑梓店、中心区、崔寨产业城之间
的环线智慧地下物流走廊，同时，临空经济区与航空货运枢纽之间
的走廊也在远期研究通道中。

陈鹏说，智慧地下物流能有效减轻地面交通压力，是地下货运
通道，甚至能实现无人驾驶。

本报记者 王皇 刘雅菲

■新旧动能转换先行区·交通

葛相关链接

宜居之新交通

轨道交通规划

未未来来1133条条过过黄黄通通道道
引引领领绿绿色色智智慧慧出出行行
轨道交通先行，远期建设新北站

3月29日，《济南新旧动能转换先行区总体规划草案（2018—
2035年）》在泉城广场、济南市政府及济南市规划局等网站进行
为期一个月的公示。规划以规划控制区（先行区的黄河以北区
域）为重点。在交通规划上，将体现绿色低碳的生活方式、绿色智
慧的交通出行。先行区未来将新增5条跨河通道，同时轨交“先
行”，远期建设新北站，尝试ART智能轨道交通系统。

本报记者 王皇 刘雅菲

128公里线网建设
“轨道上的先行区”

29日公示的《济南新旧动
能转换先行区总体规划草案

（2018—2035年）》的规划控制
区综合交通规划图显示，先行
区将有5条跨河的轨道交通走
廊，同时还有东西向连接齐
河、桑梓、科创中心、崔寨、济
阳的轨道线。

综合交通框架南北统一
成网，结合功能疏密有致、自
然成环。构建总长度约128公
里的5条线路组成的南北一体
的轨道交通网络，规划120公
里规模的中运量公交走廊

（BRT系统或ART系统）进行
服务，建设“轨道上的先行区”

“枢纽节点上的城市”。
“轨道上的先行区，说的

是先行区的轨道交通是一并
考虑在内的，而且还具备国际
眼光，规划了ART智能轨道交
通系统。”中国城市规划设计
研究院所长陈鹏博士说，先行
区交通规划中，从一开始就规
划了轨道交通，使得黄河南北
两岸的出行不要形成对机动
车的依赖。

济南新建和在建的跨河通
道都计划一并预留轨道空间。
从规划图看，跨越黄河的轨道
交通有桑梓到济南西站；科创
中心到老城中心；科创中心到
CBD；黄河北到新东站；黄河北
到空港等线路。从地理位置看，
这些线路可能分别通过齐鲁大
桥、济泺路穿黄隧道、新的济南
黄河大桥；济乐高速南延线及
石济客专济南黄河公铁两用特
大桥；凤凰大桥等穿越黄河。

陈鹏介绍，先行区的轨道
近期最主要是两条，一条是
M1线向北岸延伸，另外一条
是R5快线。济南市规划设计
研究院副院长盛玉钊介绍，先
行区地铁线路的规划，目前首
先考虑的是一条东西线，必须
将新东站和机场做一个快线
的连接。先行区整个的轨道规

划都在考虑之中，还没有形成
方案，具体的方案要结合济南
整个的轨道网一并考虑。

“新北站”直通
省会城市群外围6市

“首次出现在济南城市规
划中的ART智能轨道交通在国
际上都是先进的。目前，ART智
能轨交在全国几乎还没有，是
非常先进的做法。”陈鹏说，先
行区的规划要体现国际领先的
技术水平，所以将ART考虑进
来。目前国内有的城市已在试
验，但大规模投入运营还没有
实现。属于地面中低运量轨道
交通，可能是带轨道的，具体形
式可以未来进行设计。地面的
智能轨道交通与地铁相结合，
在先行区将形成公交优先、轨
道主导的交通出行方式。

不过，轨道交通和ART成
型的时间将在先行区中期，近
期的建设重点是在12平方公
里范围内。“轨道一定是有了
一定的人口规模后才能支撑
运营，中期以后具有一定的人
口规模才能铺开。”

规划显示，黄河北将建设
新北站中央枢纽，实现先行区
与大区域、济南省会城市群外
围6市的直连直通。新北站，将
与济南东站、济南西站、济南
站一道成为未来济南的四主
站之一，而明湖东站和机场站
将成为辅站。

陈鹏说，现在齐河有一个
北站，不过，先行区的北站并
不是同一个北站。先行区将在
大桥组团的中心建设这个直
连直通的中央枢纽。区域的高
速（城际）铁路线将济南北站、
崔寨站、济阳站、机场站、齐河
站、新东站相连。

济南市规划设计研究院
副院长盛玉钊说，高铁站是一
个远景规划，现在还在研究
中。之所以要在黄河北设置新
火车站，盛玉钊解释，新旧动
能转换先行区的发展需要有
交通引领，这么大的区域内人
流物流都需要高铁站。交通枢
纽本身对区域也有很大的带

动。
先行区建设还充分考虑

了物流发展需要，在北部预留
了货运铁路线。此外，还有桑
梓店、空港（预留）、太平站（预
留）等几个铁路货站。

三桥一隧基础上
新增5条跨黄通道

在介绍先行区交通规划
亮点时，陈鹏说，先行区将增
加跨黄河的通道，在近期正在
实施的“三桥一隧”基础上，将
新增5条跨河通道。规划图显
示，先行区未来将有约13条过
河通道。其中4条新增的通道
在济南黄河三桥东北方向。

快速路网南北统一成网，
实现南北两岸更好更便捷的
联系也是亮点之一。先行区内
将构建互联互通的道路网络，

“一体成网、独立组织”。先行
区内部贯彻“小街区、密路网”
的规划理念，支撑“以人为本、
紧凑混合”的土地开发模式。

其中将建设“两纵两横”
的快速路网，两纵是二环西路
北延线、二环东路北延线；两
横是滨河快速路、孙耿北快速
路。同时还将建设“四纵五横”
结构性主干路网。“四纵”是齐
鲁大道、济泺路北延线、新北
站南路崔寨段、银河路；“五
横”是新北站南路、凤凰大道、
行政中心北路、黄河大街、新
元大街。陈鹏说，在减少交通
拥堵上，更重要的是实现产城
融合，从源头上减少南北两岸
不必要的交通联系，减少交通
出行，把北岸的功能相对独立
综合。

“会不会有更方便的公
交？”从孙耿北赶来的村民李
继业最关心黄河北的公交。

“公交要过去，既有城市公交，
也有城乡公交。”陈鹏说，未来
先行区将以公交为主导。在综
合交通方面，整个区域坚持
TOD的公交先导理念，在城市
里强调以公共交通为主导，而
不是小汽车为主导。同时也将
大力尝试推进智能驾驶，也会
在一个合适的区域先行试验。

济南黄河北104国道边的穿黄隧道工地十分广阔，工地南隐约可见黄河。 本报记者 周青先 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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