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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言：

随着城市化的不断发展，大量的劳动力集中在城市，

给城市的运输造成了很大的压力。城市轨道交通、地面

公共交通、铁路、私人交通等交通工具于一身的综合性

交通枢纽应运而生。综合交通枢纽在各大枢纽间迅速连

通，将多种运输方式有机地联系起来，最大限度地实现

同一站点的换乘，最大限度地优化换乘过程，缩短换乘

距离。但是，由于综合交通枢纽所覆盖的多种交通方式，

在不同的时间、空间上的不同，以及不同的城市空间布

局，都给后建项目的规划带来了一定的困难。

一、地铁综合交通枢纽功能

（1）交通枢纽具有交通功能：地铁、公交、社会车

辆、自行车等停放便捷、流线互不影响、步行商业流线

清楚、交通配套齐全。（2）集散功能：交通枢纽宽阔，

交通标志清楚。（3）娱乐功能：娱乐设施齐全，如商

业、电影等。（4）商务功能：饮食、衣着、用品的多样

化、易购。（5）方便：提供电子指示、问询、地图等设

施，方便老年人、残疾人等人员的换乘，厕所布置便利。

（6）灾害防范：多种人流、车流的疏散功能互不影响，

整体疏散功能完备。（7）园林功能：枢纽以外的绿地系

统具有良好的功能和良好的植被覆盖。

二、地铁综合交通枢纽的换乘形式与设计

（一）地铁综合交通枢纽的换乘形式

准确地确定换乘站点在城市轨道交通网络中的作用，

并确定各个站点的建设时间和布置方式，对枢纽中心的

规模和换乘模式具有决定性的影响。它的换乘功能有如

下几种。

1. 地铁换乘。包括了地铁和地铁、地铁和其它交通

方式的转换。目前，我国地铁和地铁的换乘方式主要

有：站外换乘、平行换乘、立交平行换乘、三线换乘和

多线立交换乘。其它的换乘方式，则是按照上述的换乘

方式，结合起来形成不同的换乘形式。另外，为了实现

铁路与地铁的有效连接，通常需要采用地下空间或多层

隧道。这样的连接可以达到快捷的换乘效果。地铁与其

它运输方式的换乘，必须依据各站点的合理规划，建立

适合于多种运输方式的立体连接，从而使多个运输系统

相互连接。

2. 地铁与地下停车场、地下商业的换乘。地下停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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场和地下商业街的换乘是目前地下空间综合利用的主要

方式。通过对这些不同类型的土地进行合理的规划和使

用，可以实现三种资源的共享，并促进城市地下商业的

发展。在地下一层设置了一条地下商业街和停车场，地

下二楼则是一个停车场。这样可以更好地利用地下人行

道，使其与周围的地铁站连接起来。

3. 地下通道及出入口。这种通道主要用于大流量的

路段，并在地铁站内设置相应的地下人行横道或隧道，

从而达到缓解人流量的目的，同时也能通过与地铁的连

接，进一步推动周边商业的发展 [1]。

（二）设计实例

本文就北京望京西站 17 号线的建设问题进行探讨。

望京西站设在京承高速路和姜庄路的交汇处，M13 号线

位于京承高速的正中央，湖光中街与京承高速交汇的南

端是 M15 号线，M17 是一个地下车站。M17 线的修建，

结合了地上的 M13、M15、地铁和地面的公共汽车站。

图1　M15号线以及地上的公交枢纽

从图 1 可以看到，在枢纽交通中，人流数量多，而

且方向多，如何协调好这些人流，以减少彼此间的交叉，

是整个枢纽所要考虑的问题。

（三）设计思路

1. 垂直交通流线。枢纽设计方案缺乏系统的换乘思

路，不同的系统之间的换乘方式也比较混乱，缺乏一个

有组织的换乘枢纽，因此在枢纽的中央区域设置一个中

转站，既能保证换乘的衔接，又能保证公交与公交、社

会停车以及公交与公交的联合快速换乘。竖向换乘中心

与下沉广场的布局相结合，吸引了大量的人流，通过一

个标志性的设计来提高中心与商业的联系，从而提高了

城市的商业价值。

2. 平面换乘。以公交枢纽为中心，往多个地铁站方

向换乘。在车站内部设有一个换乘厅，从各个方向通往

各个地铁站，这样旅客就可以在换乘厅里直接前往任何

一个地铁站，见图 2。

图2　平面换乘示意

在换乘大厅的上层，采用屋顶绿化 + 下沉广场的形

式，将望承公园的面积扩展，并将绿地引入公共汽车站，

使其成为公园和交通枢纽，枢纽建筑采用景观设计，以

减小建筑体量对周围环境的影响，减少道路侧噪声和尾

气对建筑的冲击，同时也能减轻对道路的压力。

三、设计思考及注意事项

（1）强化轨道和轨道与其它运输方式的连接，进一

步缩短换乘距离，实现无缝连接或“零距离”的换乘，

使不同的轨道站成为一个综合性的交通中心。（2）在地

铁车站加强步行交通组织。在现代的运输体系中，合理

的交通组织可以把人的思想融入到交通体系中。在规划

中，采用人车分离、公共交通与各种交通工具分离的方

法，将轨道交通与车流进行分离。（3）在连接轨道交通

时，应加强沿线的景观和空间利用，尤其是对地下空间

的开发和利用，达到协调和平衡现有空间的作用。（4）

在轨道交通枢纽的基础设施建设中，应根据不同的运输

特点，合理、集约化地规划，以适应相应的运输类型。

在保证地铁站点的交通功能的同时，对地下空间进行合

理的开发和利用，并结合其交通方式所产生的客流，可

以提高城市的经济效益 [2]。（5）强化轨道交通站点指示

标志体系的设计；正确的引导标志设计可以使旅客快速

地进行换乘和导航。该系统可有效地防止因方向混乱而

导致的旅客滞留，并可利用应急疏散指示牌使旅客迅速

撤离危险区和站台。（6）坚持以人为中心的方针。在运

用换乘空间的过程中，必须充分考虑到地面的空间连接

问题。我们可以参考现有的商业发展模式，突出以人为

本的设计理念。例如下沉式广场，采光中庭，给人以一

种人性化的感觉。

四、综合交通枢纽的地铁车站给排水设计思考——

以广州22号线广州南站为例

（一）工程概况

广州 22 号线广州南站是高铁广州南站东侧广场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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侧，佛山 2 号线与广州 7 号线南段，穿越汉溪大道以南，

在汉溪大道南侧的土地上终止，在广州南站第二期客运

站下方，在南站南路下跨广佛环广州南站，石浦大道南

侧东侧地块为站前渡线。该工程涉及广州南站东广场地

下空间开发，南站客运站二期，广佛环城际铁路，荣耀

房地产等。该站是一座 4 层岛式地下站台，总长度 571

米。车站共有 8 个出口和 7 个消防疏散口，3 组风道，12

个风亭。站址平面开阔，城市道路高程平均为 8.00 米。

（二）车站给排水方案设计

1. 总平面给排水设计

该项目的供水系统将为站点供水，并在石浦大道南

侧 DN500 处引入一条 DN150 的给水管线，作为站点的供

水。生产、生活给水、消防给水、消防给水在车站外部

分别设置了独立的计量水表，并将供水管道沿着车站的

新风井接入到车站给水管网。在主建筑的内部，所有进

出的金属管都要在主建筑内部安装可弯曲的橡胶连接件，

以避免散射电流对金属管造成的腐蚀。车站所处位置为

中央污水处理厂的纳污范围，站址为雨水、污水分流系

统。车站的户外下水道设施完备，并设有化粪池作为临

时处置手段，污水经过处理达标排放到城市下水道。室

内渗漏水和消防废水与雨水的水质相近，达到了室外雨

水管道的直接排放，室内废水进入城市污水管网。因 1

号风亭组与第二客运站广场相连，因此，该处楼顶与第

二期客运站楼顶平面齐，室外覆盖土层 0.5m，因覆土紧

张，无法设置检查井及化粪池。鉴于此座天桥是未来综

合交通枢纽的形象工程，其美学要求更高，车站污水通

过提升泵单独排出，压力管道铺设在国铁广州南站高架

桥下，利用该区域的绿化地面布置了检测井和化粪池，

将污水排放到市政污水管网中 [3]。

2. 生产、生活给水系统设计

经实地勘察，该项目的市政给水系统供水压力为

0.14MPa，供水管网压力可以满足生产和生活用水的最

不利点，故采用市政供水，管线在车站内部为支路。考

虑到地下 3 楼的最大静压力为 0.224MPa，为了节约能源，

在 2 楼增设了可调节的减压阀，降低了 4 个站台层的压

力，达到了 0.20MPa。各布水站都安装了节水机，符合

国家节水法的规定。在此基础上，对预留物业的生产和

生活给水进行了分离，同时考虑到了预留物业的城市给

水供应；由于各枢纽运营权限的差异，车站与 2、7 号线

广州南站，广佛环线，荣耀地产，南站客运二期的生产

生活系统独立形成 [4]。

3. 消防给水系统设计

该项目与广州南站东广场地下空间开发、南站客运

站二期、广佛环城际、荣耀地产等单体空间的连接，按

照设计要求，采用了地铁和商业开发的方式，对地下空

间和商业区域进行了严密的防火隔离，由于地铁和商业

的室内消火栓的设计流量应该根据建筑物的功能而定，

并且应该达到最大，所以广州南站 22 线室内消火栓的

消火量为 40L/s，出入口通道和区间隧道消火栓的消火

栓使用量为 10L/s。由于该项目是一个地下站，地面仅

设有入口和通风亭，因此户外消防用水以 20L/s 计算。

南站客运站二期、广佛环城际、荣耀物业等单体枢纽的

户外消防用水，均由本工程自行承担。经过测算，目前

城市供水管网的压力无法满足最不利消火栓用水口的要

求，而且供水主管部门对管网的直接抽水实行了严格的

控制，为了保证消防用水的安全和稳定，车站消火栓使

用的水将采用临时的高压供水系统。鉴于地铁施工周期

较长，考虑到新规范的实施，车站消防水池将储存室内

消火栓的消防用水和预留的其它消防用水。4 楼站台楼

层消防栓的压力大于 0.5MPa，4 楼为减压式消火栓，车

站邻近部分为减压式消火栓。本项目按照危急等级配备

便携式消防设备，并配有消防口罩。在地面上安装有消

防泵和室外消火栓，水泵接头和室外消火栓之间的间距

符合防火规范的规定。其中，车站与预留物业的消防栓

系统、自动喷水系统（包括泵房、水池、管网及控制系

统）相分离，同时考虑到预留物业的城市消防通道；由

于各枢纽运行权属的差异，车站与广州 2、7 号线、广

佛环线、荣耀地产、南站二期的消防栓系统、自动喷水

系统等均独立形成。

4. 排水系统设计

该项目的内部采用了分质分流的排水系统，而在

室外，按照雨水和污水的分流系统进行连接。车站雨水

来源以露天出入口、敞开式风亭为主。广州市降雨再现

期为 50 年，集流时间为 10 分钟。在入口扶梯和风亭的

底部安装 2 个潜水泵，平时作为后备，在需要的时候可

以同时起动。通过潜水泵将雨水抬到压力检测井进行降

压，然后将其排放到室外的雨水管道中 [5]。该站的污水

来源为结构渗漏水、事故水、凝结水、冲洗和消防污

水。污水从各楼层的地漏中收集，然后通过下水道将污

水排放到污水泵房的集水池中。在车站污水泵房内设有

3 个潜污泵，在消防泵房内安装 2 个潜污泵，平时互相

作为后备，并在需要的时候同时起动。污水通过潜污泵

将污水送到压力检测井进行减压，然后排放到室外的雨

水管道中。



81

现代交通技术研究4卷4期: 2022年4卷4期
ISSN: 2661-3697(Prin); 2661-3700(Online)

五、结语

垂直运输与平面运输各有利弊，相对于不熟悉的

旅客来说，竖向运输更易造成混乱，而平面运输则占据

更多的空间。在此基础上，我们必须根据枢纽的换乘特

点，对其进行相应的换乘量进行分析，并在此基础上，

将各运输方式的转运量组合成乘数矩阵，从而合理地

构造出各交通方式的转运量，并与之相配的换乘数进

行比较。

在综合交通枢纽中，地铁车站给排水系统的设计要

综合考虑，不仅要考虑到地下管线和各个枢纽的空间布

置，还要兼顾给排水的特殊性。作为地铁项目中的一个

重要子项目，它直接影响到整个轨道交通枢纽的运行和

人们的生命和财产的安全。文章就城市轨道交通枢纽中

的给水系统的设计进行了简要的论述，希望能对以后的

城市轨道交通枢纽的施工有一定的借鉴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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