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厦门地铁3号线主支线接轨方案研究

董志勇

中国铁路设计集团有限公司  天津  300142

摘  要：文章基于厦门地铁3号线工程浦边站主支线接轨方案，在设计中充分结合工程实际条件，考虑使用功能、客流吸引

能力、施工难度、土建规模、工程投资等多方面因素，对研究方案进行了综合比较分析，得出推荐方案，并在推荐方案的基

础上做了进一步的深化研究，最终得出合理的接轨方案，为城市轨道交通中其他相类似的工程设计提供参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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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着城市的不断发展和扩大，城市的公共交通规模也在

不断增大，特别是城市地铁工程，城市地铁目前已不仅仅服

务于中心城区，而是正在不断伸向郊区组团，并逐步形成线

网，从而为整个城市各个区域客流的出行服务。为了更加合

理有效地分配运能，主支线组织运营的方式应用而生，其可

以满足不同时段、不同区域的客流出行。目前，主支线组织

运行在国内地铁中已经得到广泛采用，如杭州地铁1号线、

广州地铁3号线、上海地铁11号线、南京地铁1号线等。主支

线的接轨站称为交汇站，其基本特征是将主线与支线实现连

通，交汇站具有设计要求高，行车组织方式、客运组织、应

急处置复杂的特点。因此，交汇站设计方案的选择在轨道交

通设计中占有重要的地位。本文基于厦门地铁3号线工程，

针对主支线交汇站浦边站，在设计中充分结合实际条件，从

使用功能、客流吸引能力、施工难度、土建规模、工程投资

等多方面进行了综合比较，从而得出推荐方案，以供类似工

程借鉴参考。14

1  厦门地铁 3号线工程概况

1.1  线路概况

图1  厦门市轨道交通3号线工程平面示意图

厦门地铁3号线为厦门市线网规划当中的西南—东北向

骨架线，起于厦门火车站，最终止于大嶝岛的翔安机场，线

路全长36.72km，其中地下段29.15km，高架段6.92km，敞口

段0.65km。设站26座，换乘站12座，设置蔡厝车辆综合基地

和五缘湾停车场。在蔡厝车辆段内和火炬园站附近设置2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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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变电站。控制中心1座（与1、2号线共用）。在浦边站预

留远期厦大翔安校区支线接入的工程条件（如图1所示）。

3号线采用分期开通方案，2021年6月开通厦门火车站至

蔡厝站段，共计21座车站及蔡厝车辆综合基地和五缘湾停车

场。2025年开通至翔安机场段。

1.2  线路走向

线路起于厦门火车站，出站后沿湖滨东路向北敷设。

下穿人才中心站后进入华泰路敷设，之后线路向东偏转进入

湖里大道，沿湖里大道-火炬路-枋湖北二路-钟宅路向东前

行直至同安湾口海域。下穿海域后，线路在翔安区海西商贸

城会展中心地块登陆。之后线路沿规划东界路向东北方向敷

设。过城场路后，线路向东偏转至石厝路，沿该路下穿翔安

大道进入翔安南部新城区域。沿石厝路东行过后埔路口后，

线路偏转进入翔安东路路西侧向南敷设，同时线路逐渐由地

下转为高架敷设。线路沿翔安东路西侧绿化带并行大嶝大桥

跨过大嶝海域后，进入大嶝岛区域内，沿迎宾大道西侧绿化

带向南敷设。过双沪村后，线路逐渐由高架转为地下敷设。

之后在机场中轴线附近向东偏转进入机场中轴线北侧敷设，

直至终点翔安机场站。

1.3  功能定位

厦门地铁3号线为厦门市轨道交通线网规划当中的西

南—东北向骨架线，构建了本岛与翔安片区的快速跨海连接

通道，联系了思明区、湖里区、翔安区三个城区，沿途主要

经厦门火车站、湖里老城区、五缘湾片区等重要客流点后连

接翔安海西商贸城、南部新城区域，最终止于大嶝岛的翔安

机场。厦门地铁3号线位于城市东向发展轴线上，为厦门本

岛连接东北方向翔安片区的中心放射骨干线，将有力支持城

市近期规划的重点地区——本岛东部商务、翔安南部新城的

建设，起到了城市发展导向的作用。3号线是连接城市中心

区与翔安组团的轨道交通线路，可有效缩短翔安组团到本岛

中心区的时间距离，有利于降低中心区的人口密度及交通需

求压力，改善城市的空间布局，有助于中心区各项功能的向

外辐射和向心集聚，带动翔安组团的发展，推进厦门市由海

岛型城市向海湾型城市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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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  建设的必要性

（1）是支撑城市总体规划，构筑海湾型城市的需要。

厦门的城市结构是以厦门岛为中心辐射四周的卫星城镇，形

成众星拱月，一城多镇的框架。然而厦门本岛地域狭小，人

口数量多，一定程度上阻碍了城市的扩张和快速发展。根据

城市总体规划，城市的发展将从“海岛城市”拓展为“海湾

城市”。3号线项目构筑了一条厦门本岛与翔安副城之间的

快速跨海连接通道，将“中心之月”的本岛与“环月之星”

的翔安副城紧密相连，联系主副城，有力支撑“海湾型”城

市空间布局的构建，起到引导城市布局按照总体规划目标发

展、实现规划战略的关键作用。

（2）是提高城市地位、带动城市经济发展的需要。厦门

是我国最早实行对外开放政策的四个经济特区之一，是“中

国（福建）自由贸易试验区”三片区之一。也是两岸新兴产

业和现代服务业合作示范区、两岸区域性金融服务中心及贸

易中心。厦门市的私人小汽车保有量居于国内领先水平，而

公交拥有率处于较低水平，较低的公交拥有率，极大地干扰

了城市交通的通畅程度，也严重影响了城市交通形象，地铁

的建设代表了一个国家在科研、工程、施工方面的先进程

度。修建厦门地铁3号线有助于提高厦门城市形象，提高城

市地位、带动城市经济发展。

（3）是服务于城市主要客流走廊、缓解城市交通压力，

满足跨海交通需求的需要。随着厦门经济的发展，人民生活

水平的提高，近年来机动车保有量呈“井喷”式增长，由此

带来城市道路交通运行的恶化态势明显。城市规模的扩张和

副城区的加速发展必然导致跨海交通需求的飞速增长，仅靠

道路交通无法满足如此巨大的跨海交通需求，只有发展不以

道路为依托的轨道交通系统才能彻底解决城市交通问题。轨

道交通3号线在岛内经过了湖里大道—枋湖北路的城市发展

轴线，贯穿城市商业、居住密集区，在岛外连接了城市近期

建设重点翔安辅城。本岛内采用地下敷设形式，不占用道路

资源，不受道路交通影响，能够有效的解决本岛的交通拥堵

问题，同时3号线形成一条新的大运力跨海通道，满足日益

增长的跨海出行需求。

（4）是满足中心城与东部副中心间旅客交流并兼顾机场

客流集散需要。根据城市规划，翔安区为未来厦门城市发展

的新辅城，功能定位为综合性港口物流园区、面向区域的商

贸服务中心和对台商贸文化交流基地。翔安组团由于土地资

源的优势，以及对泉州方向的衔接作用，使这个发展轴向成

为厦门最具潜力的轴向。3号线建成后，将成为本岛与翔安

组团的快速连接线，能够完善翔安副城的交通基础设施，加

强城市中心与副城区的经济联系，带动新城的发展。同时，

项目覆盖城市近期建设重点地区——本岛东部商务区、翔安

南部新城和规划的翔安机场，不仅能够满足沿线的客流需

求，还能有效激活沿线土地的综合开发利用，吸引公建和居

住区在站点周边集聚，TOD作用显著。

（5）是保护历史风景名城、建设旅游城市的需要。厦

门地处亚热带地区，气候宜人，风景秀丽，环境整洁。拥有

“国际花园城市”、“全国十佳人居城市”和“中国休闲城

市”等诸多殊荣。城市轨道交通不仅不占用地面资源，也是

各种交通方式中污染和能耗最小的交通方式。地铁3号线不

仅自身低碳、环保，其快速、准时、舒适的优势还将吸引大

量机动出行量，从而减少机动车出行总量，减少环境污染，

有效改善城市环境，维护厦门旅游城市、历史文化名城的良

好形象。

2  浦边站主支线接轨方案

浦边站为3号线主线与厦大翔安校区支线换乘站，车站

位于规划石厝路和规划后浦路交叉口跨路口布置。规划石厝

路道路红线宽43m，规划后浦路道路红线宽43m。车站周边

现状为农耕、浦边村、在建厦门演艺学院。车站周边规划东

北象限为厦门演艺学院，东南象限为公交场站及生鲜超市中

心店，西北向象限为二类居住用地，西南象限为浦边村。主

线已分段开通，厦大翔安校区支线为2030年建设线。根据客

流分析，浦边站在初期为主线小交路折返站，近、远期主支

线套跑后为主支线换乘站。考虑支线存在一定不确定性，且

主支线运营模式也存在一定变数，为满足运营要求，同时尽

量减少初期投资，对浦边站车站方案进行多方案比选研究。

2.1  双岛四线方案

车站设置于浦后路与石厝路交口，车站采用双岛四线型

式，初期站后利用支线设存车线及交叉渡线，实现小交路折

返功能；正线及支线车站一次建成，后期支线直接接入。车

站可实现跨路口设置。本方案正线区间采用盾构法施工，支

线采用明挖法，支线实施范围为交叉段结束处，端头设置活

塞风井（如图2）。

图2  双岛四线方案平面图

2.2  一岛一侧方案

该方案车站设置于浦后路与石厝路交口西侧，考虑到

支线方案仍然不稳定，导致车站近期、远期规模不易确定，

结合初期小交路及后期支线接入条件，车站采用一岛一侧方

案。初期只实施正线车站、正线左右线及支线的右线，后期

支线一旦接入，可考虑拓宽车站，并将支线左线接入（如图

3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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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3  一岛一侧方案平面图

2.3  双岛三线方案

为进一步减小车站及站后区间明挖规模，从而减少车站

整体规模，研究了浦边站采用两岛三线车站形式。站后正线

左右线与支线左右线拉开间距，满足盾构施工条件。前期施

工支线左线进行小交路折返，支线右线预留盾构条件待后期

支线接入施工（见图4）。

图4  双岛三线方案平面图

3  方案综合比选分析

在设计中充分结合实际条件，从使用功能、客流吸引能

力、施工难度、土建规模、工程投资等多方面因素进行了综

合比较分析（见表1）。

表1  方案比较表

项目 双岛四线方案 一岛一侧方案 双岛三线方案

方案简图    

使用功能
满足初期小交路站后折返功能。后
期支线接入后运营组织管理方便、

灵活。正线、支线双向同台换乘

满足初期小交路站后折返功能。后
期一旦支线接入，只能实现贯通运
营，不能独立运营，同时主支线只

能实现单向同单台换乘

满足初期小交路站后折返功能。后
期支线接入，只能实现贯通运营，
不能独立运营。主支线同台换乘。

客流吸引
跨路口设置，四象限均布置出入

口，客流吸引较好
不跨路口设置，客流吸引较差。

跨路口设置，四象限均布置出入
口，客流吸引较好。

施工难度
基坑宽度38.7m，需加强支护

体系。

结构施工复杂，沿车站纵向设置施
工缝，防水、差易沉降等处理困

难。北侧两个出入口需要改造。正
线与支线并行段及交叉段均须采用
明挖施工，结构复杂，基坑轮廓不

规则，需采用坑中坑形式。

基坑宽度较双岛四线较小，需加强
支护体系

土建规模

车站面积28506m2

明挖总面积5909m2

正线左右线盾构长度：737m，672m

车站总面积24521m2（其中前期面
积：20131 m2后期面积4389 m2）

区间明挖面积：16829m2

后期左线支线明挖长度：329m

车站总面积27598m2

明挖总面积：9513m2

盾构右线长：798m

左线长590m

投资造价 3.64亿+1.61亿 = 5.25亿
初期：4.80亿，远期：0.61亿

合计 5.41亿
3.59亿+2.07亿 = 5.66亿

推荐意见 推荐方案 比选方案 比选方案

经综合比较，双岛四线方案在运营模式相对灵活的同

时，总造价也相对较低，因此，作为推荐方案。

4  浦边站方案深化研究

通过分析机场的客流情况，远期20对列车密度仍较大，

车辆载客率较低。为进一步提高运营灵活性，满足远期主支

线混跑+主线小交路折返的复杂运营模式，在推荐方案-双岛

四线方案的基础上，进一步研究了在支线小里程端增设一组

交叉渡线的方案（见图5。
图5  双岛四线小里程增设交叉渡线方案

该方案优点在于运营灵活，满足支线运营的同时，主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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还能组织小交路折返。缺点在于车站长度增加了80m，车站

规模增大，投资增多1.06亿。为满足消防疏散需要增设多个

出入口，在浦边村一侧增加出入口引起拆迁增多311m2，且

需要规划调整加油加气站的位置。鉴于支线仍存在较大不

确定性，考虑为在满足基本运营条件前提上，本着尽量节

省前期投入的原则，仍推荐双岛四线小里程不设交叉渡线

的方案。

5  结语

本文通过对厦门地铁3号线浦边站车站型式进行比选研

究，在设计中充分结合实际条件，考虑使用功能、客流吸引

能力、施工难度、土建规模、工程投资等多方面因素，对研

究方案进行了综合比较分析，得出推荐方案，并在推荐方案

的基础上做了进一步的深化研究，最终得出合理的车站方

案，为城市地铁中其他相类似的工程设计提供参考和建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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