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城市轨道交通
高架敷设方式与城市发展

李团社
（中铁第一勘察设计院集团有限公司　西安　710043）

摘　要　通过分析城市轨道交通线网规划中高架敷设

方式的影响因素与规划原则�结合工程实践�指出城市
发展中�轨道交通沿线土地性质的功能调整、城市建设
的同步性以及轨道交通用地规划与控制的落实等均影

响到轨道交通线网中高架敷设方式的稳定�在轨道交
通规划建设中应积极稳妥处理好线路敷设方式与城市

发展的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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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前�我国城市轨道交通正处于高速建设时期�轨

道交通线网规划作为城市总体规划的专业规划�应坚
持 “依据总体规划、支持总体规划、超前总体规划、回归
总体规划 ”的基本原则�实施规划研究的主要内容之
一�就是确定线网的规划布局与各条线的敷设方式。
由此可见�线网规划中线路敷设方式的选择与城市发
展相辅相成、密不可分�必须依据城市总体规划�对线
路的敷设方式和沿线土地性质进行互动影响分析�以
适应并引导和促进城市布局合理调整�有效促进沿线
特别是车站附近土地的综合开发�使各城市功能、布局
更加科学合理。
1　高架线路敷设方式的规划原则

城市轨道交通的线路敷设方式主要有地下线、地
面线和高架线3种。由于这3种敷设方式的工程难
易、建设成本与工程周期有着较大差异�因此在不同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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城市规划性质、周边环境及地理位置条件下�选择适当
的敷设方式对合理配置资源、节省工程投资有着积极
作用。高架线路敷设方式的规划原则主要考虑以下几
个方面：

1）高架线路主要适用于城市繁华地区以外的近
郊区范围�以及在连接城市中心区与周围卫星城、开发
区、机场等线路上�对道路红线要求一般不小于60ｍ；
根据道路断面及道路两侧的绿化情况�线路通常沿道
路的一侧或路中布置。高架区间线路的规划建设用地
一般按10ｍ宽度控制预留�高架车站规划建设用地的
控制宽度一般为30ｍ。

2）在城市规划方面�高架线路需针对用地布局重
新配置建设重点�与城市区域的详细规划呼应�与周边
建设环境有机结合�引导线路两侧土地均衡开发。

3）在工程可实施性方面�高架线路以桥梁结构作
为轨道基础�施工难度小�工作面多�工期较短�但施工
对周围环境及交通影响较大。

4）高架线路工程造价基本为地下线路的一半�同
时运营维护方便�降低能耗�乘客视野开阔�舒适度高�
这是选择该敷设方式的主要特点与因素之一。

5）高架线路对城市景观影响大�运营期间振动与
噪声影响大�是环境影响评价主要关注的问题之一；高
架线路在通过城市建设区时�沿线 （街道 ）两侧建筑距
线路的环保隔离控制距离一般应不小于30ｍ。
2　城市发展与高架敷设方式的关系

城市轨道交通的线路敷设方式�在城市中心区建
筑密度大和开发成熟的地段�应首选地下线�其他地段
尽量选择地面线或高架线�但其线网与构筑物建设应
与周围城市环境及城市景观相协调�并符合城市总体
规划对城市环境及景观的规划要求。选择高架线看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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很简单�但它与城市的发展是一个辩证的矛盾关系�总
体上依据城市规划�局部与细节又影响城市规划�反过
来�城市发展的不同阶段又影响高架敷设方式的选择。
2．1　土地利用性质对敷设方式的影响

从国内外经验看�城市轨道交通线路会带动以车
站为核心沿线土地的高强度开发�促进沿线区域土地
利用强度的大幅度增加。例如�香港轨道交通车站周
围都保持了高强度的开发�市中心住宅用地开发容积
率达10．0以上�城市外围高达3．0以上。可见�轨道
交通沿线将是含金量最高的地带�是城市发展的直接动
力。而高架线路沿线基本为城市外围亟待发展和大力
开发的地区�如何使轨道交通沿线 （尤其是车站核心腹
地的土地 ）因轨道交通的建设而产生巨大价值�并尽可
能在城市规划的控制和引导下有利于城市建设�主要决
定于轨道交通对周边环境与景观的影响程度。轨道交
通的振动与噪声影响会使周围的环境恶化�产生的后果
有可能会使土地的商业价值下降�而控制噪声的影响就
要采取各种措施。因此�需要评价不同敷设方式带来
的最大社会经济效益与工程本体投入间的平衡。

从整个城市功能系统来考虑�原来城市规划中局
部土地利用功能为仓库、农田或市政设施等用地�规划
时完全能够满足高架线的敷设原则与要求�但在城市
发展中考虑到会造成将来车站周边地区的土地使用强

度偏低�浪费土地资源�影响轨道交通效益。为了协调
发展�将会进行沿线土地利用控制研究和细化工作�变
更原土地的利用性质�向高收益性的土地利用性质转
变�即工业用地向商业用地、居住用地转变�实现城市
建设科学、高效、可持续发展�以修正完善城市土地利
用规划。为此�原来线网规划中高架线敷设方案的基
础逐步发生变化。因此�城市发展中区域性详细规划
的匹配与调整是评价高架敷设方案的关键。
2．2　城市化发展速度对高架敷设方式的影响

城市轨道交通工程从线网规划到建设运营周期较

长�一般一条线至少需要5年以上。在线网规划时�选
择高架线敷设方案主要依据城市总体规划�依据沿线
规划道路红线与道路两侧用地条件来进行�这就要求
后期该条线路在实施时应满足原来对规划的要求与条

件。也就是说�轨道交通沿线市政道路的拓宽及相关
设施的改造工程应在轨道交通建设之前 （或至少应同
期建设 ）完成�以满足高架线路对环境影响的距离要
求。从城市发展上看�沿线的道路、建筑物都属于城市
规划的范畴�但在建设周期上未必一致且互有制约�同

时相关市政与拆迁改造工程的投资都不是一笔小数

目�居民的拆迁安置、高压电力线的迁改等项目协调复
杂�建设资金来源划分以及工程管理归口有所不同�这
些都会不同程度地增加高架线方案将来实施的难度。
一般来讲�线网规划时所推荐的高架线路�只是从城市
规划上已具备敷设高架线路方案的条件�但在具体到
项目实施时�该规划条件是否已发生变化�将直接影响
到高架敷设方案的经济性、合理性与可行性。
2．3　线网内高架敷设方案成立的关键

目前�许多城市已充分认识到城市轨道交通前期
规划中用地规划与控制的重要性�并深刻体会到用地
规划与控制是对轨道交通线网规划的必要支持和有效

延伸�稳定线网并提高线网的可实施性。线网规划中
高架敷设方案一般都规划并预留了线路交通走廊和用

地条件�该条件除满足城市发展规划和轨道交通系统
要求外�同时也考虑了城市的环保要求。在城市的快
速发展过程中必须遵循并严格落实轨道交通用地规划

与控制范围�但在实际操作中往往具有一定难度�需规
划、建设、国土、电力、铁路等部门和单位的重视与支
持�同时纳入城市总体规划�得到相关法律的约束。在
城市发展中有效地落实轨道交通用地规划�高架敷设
方案就能尽显其特点和优势�使不利影响降至最低�达
到工程方案与环境的协调统一�取得事半功倍的效果。
3　实施案例分析
3．1　西安市城市轨道交通线网规划

西安市2005年编制完成了城市快速轨道交通线
网规划�规划由6条线路构成�长度251．8ｋｍ。结合道
路及城市现状�初步规划中心城区在二环以内全部采
用地下线�二环以外优先考虑采用地上线�困难地段采
用地下线。根据线网敷设方式研究�高架线路总长约
151ｋｍ�占线网总长的54．6％。其中�地铁1、2号线作
为线网十字骨干线�线路长度共计50．3ｋｍ�其中高架
线长度20．2ｋｍ�占线路总长度的40％。
3．2　线路敷设方案实施情况分析

目前�西安地铁1、2号线正在实施�在两条线线路
敷设方案的专题研究中�原来线网中高架敷设方案与
城市发展出现了一定的差异。

其一�城市建设规划的同步性差异。在地铁1号
线后围寨至汉城路段敷设方式的专题研究中�根据线
路沿线的城市道路规划情况�虽然在技术上具备敷设
高架线的条件�但从现状来看�该段约2ｋｍ范围内道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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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1　西安市城市快速轨道交通线网规划

两侧的建筑基本上是商店和住

宅�相对间距仅为33～40ｍ�如
按城市规划道路红线80ｍ实施�
将增加拆迁量约达11．1万ｍ2�
拆迁对象复杂�难度很大�城市
建设需提前安排道路的改扩建�
否则将直接影响到地铁建设工

期�最终经综合分析研究论证�
线路改为地下敷设。

其二�用地规划控制的差
异。地铁2号线南段的长安区
近几年发展迅速�线路沿线的长
安街目前是长安区最繁华的路

段�两侧新建有大量高层住宅�
部分路段两侧建筑物的距离在

30～40ｍ之间�通过大规模改
造以实现60ｍ红线的可行性很
小�即使将沿街建筑大量拆迁�因背后多为住宅区�噪
声敏感点非常多�所以基本否定了高架方案。同时�由
于线路走行于长安区的核心区域�城市建设日新月异�
土地升值潜力巨大�如实施高架方案�其对土地开发的
阻隔效应及对环境景观的负面影响无疑会制约该地区

的后续发展。因此�在得到建设、规划单位及相关部门
的认可与支持下�方案调整为地下敷设方式 （见图1）。
4　结语

西安市在建地铁1、2号线由原线网中的高架线调
整为地下线�基本反映出轨道交通沿线用地控制性规
划与城市发展土地利用规划的衔接性以及符合性。在
城市规划中�应尽可能地考虑提前规划预留高架线敷设
的交通走廊�并为此做好沿线区域的发展功能定位与详
细规划�严格落实好沿线土地利用的控制性规划。总的
来讲�城市发展与轨道交通高架敷设方式在轨道交通线
网规划中的关系是辩证的统一�相互完善�相互补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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