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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总则

1.1 编制目的

厦门市轨道交通线路初步成网，轨道交通站点周边成为交通集散

的重要节点，轨道交通站点的设置及其与慢行交通、公共交通的接驳

至关重要，关系到沿线人口、岗位的覆盖率以及轨道客流强度。为加

强对我市轨道交通站点周边一体化交通衔接设施、市政及便民等公共

服务设施规划设计的引导，促进站点周边衔接设施的落地实施，特制

定本导则。

1.2 主要内容

本导则内容包括轨道交通一体化设施管控机制与技术指标两部

分，含对轨道车站、慢行交通、常规公交以及小汽车、出租车、市政

及便民服务等设施设置的相关要求。

1.3 适用范围

本导则适用于全市轨道交通线路规划、工可、设计、运营等各阶

段交通一体化设施的规划与设计，作为规划、交通、市政、建设等相

关部门在组织编制、论证及审查规划设计方案时的工作指引，同时作

为规划设计单位编制相关规划与设计的技术指南。在使用本导则时，

尚须符合国家、省市现行有关法律法规、技术标准等强制性条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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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 术语和定义

1 轨道交通站点规划区：综合考虑厦门的城市尺度、出行距离及轨道

综合开发范围，根据《城市综合交通体系规划标准》 要求，以轨道

车站主体为中心 800m半径内的区域作为轨道交通站点规划区，步行

至轨道车站出入口时间在 15 min内。

2 轨道交通站点核心区：以轨道车站主体为中心 300-500m半径内的

区域为轨道交通站点核心区。

3 交通衔接设施：为轨道交通乘客换乘其他交通方式所设置的交通设

施。

4 步行接驳设施：为步行进出轨道交通车站的乘客提供服务的集散空

间、步行路径、连廊及过街设施等交通接驳设施。

5 非机动车停车设施：为轨道交通乘客提供驻车换乘功能的非机动车

停放场所。

6 电动自行车停车设施：为轨道交通乘客提供驻车换乘功能的电动自

行车停放场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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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管控机制

交通一体化设施管控分为规划阶段、工可阶段、设计阶段、运营

阶段等四个阶段，各阶段的责任主体按职责落实相关要求，实现全过

程逐层传导。

2.1规划阶段

在规划阶段开展轨道线网规划、轨道建设规划、片区详细规划等

工作时，遵循以下五个层面的管控体系与关键指标。

图 1 规划阶段管控内容

2.2工可阶段

在工可阶段开展线路层面的轨道交通一体化衔接规划，内容纳入

工可，并传导至轨道交通修规文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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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2 工可阶段管控内容

2.3设计阶段

在初步设计初期结合修规开展站点层面的轨道交通站点交通一

体化详细方案，内容纳入初设，并传导至轨道交通工规文件。在通车

前道路恢复阶段，进一步落实轨道交通一体化详细方案与修规方案，

生成市政交通恢复提升项目清单。

图 3 设计阶段管控内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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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4运营阶段

在运营阶段轨道运营单位应对已运营线路定期组织开展交通接

驳设施调查评估工作，提出交通一体化设施优化提升方案，形成提升

项目清单，决策后分解到各责任单位，按计划分期实施。

图 4 运营阶段管控内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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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规划阶段技术指标

3.1 总体要求

在开展轨道交通线路或沿线片区详细规划时，应依据轨道线网规

划、轨道建设规划及相关专项，落实公交场站、停车换乘、路网密度

等需在空间规划层面管控的道路交通设施。站点周边地块应优先控制

接驳设施用地，主要包括公交场站与停车换乘设施。

3.2 设施配置

3.2.1 公交首末站

1 公交首末站的设置应结合轨道交通线网规划、公交场站专项规

划、片区用地规划等统筹考虑。

2 公交首末站宜靠近轨道交通站点布置，结合综合开发附建并进

行一体化设计。

3 公交首末站规模应综合考虑场站功能定位、轨道换乘客流、周

边片区公交需求确定。

3.2.2 停车换乘设施

1 停车换乘设施的设置应结合轨道交通线网规划、公共停车场专

项规划、片区用地规划等统筹考虑。

2 停车换乘设施宜选择在中心区外围布置，不得占用道路资源，

兼顾社会停车需求。



7

3 鼓励利用轨道交通沿线车站周边的边角空地、高架桥下空地建

设停车换乘设施，支持将停车服务范围内的社会停车需求纳入统筹考

虑。

3.2.3 路网密度

1 站点规划区的路网密度原则上应达到 8~10km/km²以上，步行

道密度应达到 10~12km/km²以上。

2 轨道交通站点周边应严格控制规划封闭大地块，引导有条件地

块开放步行路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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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工可和设计阶段技术指标

4.1 总体要求

1 工可阶段的线路交通一体化衔接规划，应根据站点等级提出各

类设施的规模与布局，重点对出入口方向及数量、预留通道接口、非

机动车停车、公交停靠站及过街设施等提出初步方案；规划深度应达

到明确设施规模和点位布局。

2 初设阶段的站点交通一体化详细方案，应优化车站出入口设计，

细化预留通道接口、步行道和过街设施、非机动车道和停车设施、小

汽车上落客区、风雨连廊及便民服务设施等各类设施的设计，相关内

容纳入修规，并作为通车前市政交通恢复提升项目方案和清单的依据；

详细方案深度应达到明确规模、总平布置与交通组织。

4.2 设施配置

1站点等级

轨道交通站点按交通换乘功能分为三个等级：综合枢纽、换乘枢

纽及一般站点。

a) 综合枢纽是指汇集了城市对外交通和市内多种交通方式的关

键节点，客流量较大、综合性较高的客运中心。

b) 换乘枢纽是指设多条城市轨道交通线路的交汇站或城市轨道

交通与常规公交的重要换乘节点，是多种市内客运方式的集合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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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 一般站点是指单条轨道交通线路的站点，其交通衔接方式一

般为步行、非机动车、常规公交。

2 设施类型主要分为步行、非机动车、机动车及其他四类，不同

站点所需配套设施的类型应结合站点等级与所在区位综合考虑，见表

1。

3 设施规模应与站点的功能等级相匹配，综合考虑站点各种换乘

方式的客流规模、周边用地情况与出行需求等因素确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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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1 轨道交通站点各类设施的配置要求

区域 设施类型 接驳设施 综合枢纽 换乘枢纽 一般站

岛内

步行

站点出入口 ⚪ ⚪ ⚪
通道接口 — — —
集散广场 ⚪ ⚪ △

步行道和过街设施 ⚪ ⚪ ⚪

非机动车 非机动车道和停车设施 △ ⚪ ⚪

机动车

公交停靠站 △ ⚪ ⚪
出租车临时候客区 ⚪ — ×

小汽车上落客区 △ — —

其他

风雨连廊 — — —

指引信息系统 ⚪ ⚪ ⚪
市政及便民服务设施 — — —

岛外

步行

站点出入口 ⚪ ⚪ ⚪

通道接口 — — —

集散广场 ⚪ ⚪ △

步行道 ⚪ ⚪ ⚪
过街设施 ⚪ ⚪ ⚪

非机动车 非机动车停车设施 △ △ ⚪

机动车

公交停靠站 △ ⚪ ⚪
出租车临时候客区 ⚪ △ △

小汽车上落客区 ⚪ △ △

其他

风雨连廊 — — —

指引信息系统 ⚪ ⚪ ⚪
市政及便民服务设施 — — —

注：1.⚪为应配置，△为宜配置，—为可视条件配置，×为不应配置。

2.综合客运枢纽交通接驳设施由综合交通枢纽规划设计统一考虑，本表仅作为配置建议。

4.2.1 站点出入口

1 出入口的数量应根据轨道客流量及分布情况确定，出入口布局

须覆盖主要客流方向，实现与周边道路、建筑和公共空间的一体化衔

接。当站点周边有拟建项目时，应根据拟建项目的功能、性质考虑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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入口结合建设方案。

2 站点与城市功能用地之间有快速路、铁路、水系、管线等分隔

时，应增加跨越障碍的联系通道，加强轨道交通站点对周边用地的服

务，兼顾行人过街通道需求。当车站所处路口存在市政过街系统时，

应考虑车站出入口和市政过街系统的统筹衔接。

图 5 车站出入口和市政过街系统直接衔接示意图

4.2.2 通道接口

1 鼓励轨道交通站点周边建设项目按相关政策标准设置通道接

口连通地铁站。

2 轨道交通站点应预留通道接口条件，满足未来周边建设项目的

接入需求。

4.2.3 集散广场

1 集散场地应结合城市轨道交通站点区位、类型、客流和周边道

路、建筑等情况综合确定。结合敷设形式与换乘设施的竖向关系，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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考虑设置下沉式和立体化集散场地。

2 集散广场应布置在城市轨道交通站点出入口 20m范围内，规

模不宜小于 30m2，不宜占用市政道路。突发性客流敏感车站，应设

置与瞬间高峰集散客流相适应的集散场地。

4.2.4 步行道和过街设施

1 鼓励结合轨道交通站点形式打造立体化、多层次的步行系统。

2 地面步行道应结合人行道、绿化带、设施带与建筑前区等空间

设置，确保连续、宽敞，直连站点出入口的步行道宽度宜为 4米，受

限情况下不应小于 3m。

3 鼓励有条件的轨道交通站点与市政过街设施同步规划建设，可

采取硬隔离区分或竖向分层。

4 轨道交通站点利用天桥过街的，应注重人性化设计，宜加装电

扶梯、遮阳挡雨设施等；利用地面过街的，人行横道距离城市轨道交

通站点出入口的距离不宜大于 50m。

4.2.5 非机动车道和停车设施

1 非机动车道应与人行道相互独立，保证连续平顺、通达成网，

宜采用沥青铺装、隔离设施等保障路权。

2 直连轨道交通站点出入口的非机动车道宽度不宜小于 2.5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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受限情况下不应小于 1.5米。

3 非机动车停车设施应根据服务对象的性质及用地条件，采用分

散和集中相结合的原则在轨道交通出入口处就近布设。非机动车、共

享单车停车宜分别设置停车场；在用地允许的条件下，可设置电动自

行车停车设施并配置充电桩。

4 非机动车停车设施与轨道交通站点出入口接驳距离不应大于

50m，且正对出口的距离不应小于 10m。

5 非机动车停车设施不得占用车行道、非机动车道、消防通道及

无障碍设施等。宜沿出入口侧墙两侧及后方设置，面积受限时可利用

树池间的设施带、道路退线绿化带或桥下空间分散布置。

6 非机动车停车设施规模应综合考虑轨道换乘客流需求以及周

边出行需求等因素确定。

4.2.6 公交停靠站

1 应结合公交线网规划布局设置公交停靠站，合理控制换乘距离，

遵循“均衡分散、密度适宜”的原则，应避免集中换乘对周边交通带

来较大影响。

2 公交停靠站设置应满足设计规范，公交停靠站宜布置于轨道站

点出入口下游，距离不宜大于 50m，最大不应超过 100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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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6 公交停靠站与站点出入口关系示意图

3 当站点出入口布置于交叉口范围内时，公交停靠站宜设置在交

叉口出口道。

图 7 交叉口处公交停靠站设置模式示意图

4 公交停靠站泊位数应根据公交换乘客流量、接驳线路需求及周

边片区公交需求等因素确定。

4.2.7 出租车临时候客区

1 出租车临时候客区应视轨道交通站点周边的用地条件和道路

条件合理设置，做好与轨道交通换乘客流相匹配的人、车排队系统，

出租车进出流线应避免干扰轨道客流集散。

2 综合枢纽型轨道交通站点应根据需要配置出租车候客区，设置

要求应满足出租车候客区相关规范。

4.2.8 小汽车上落客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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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岛外区域轨道交通站点宜配置小汽车上落客区，提高轨道交通

的辐射范围。小汽车上落客区宜设置在支路、次干路或辅道上，宜设

置为港湾式。出租车、网约车与小汽车上落客区原则上应合并设置。

港湾式上落客区 直线式上落客区

图 8 小汽车上落客区模式

2 上落客区距离轨道车站出入口的接驳距离不宜大于 50m，且不

应大于 100m。

3 上落客区距离公交停靠站不应小于 50m，若两者无法避开应优

先设置公交停靠站。

4 上落客区每个停靠点泊位数应根据客流量进行测算，原则上宜

设置 2～4个泊位。

4.2.9 风雨连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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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在交通枢纽、公建配套、商业文化中心等人流密集区，宜与轨

道交通主体同步规划设计步行连廊，无缝衔接轨道交通站点与周边建

筑、骑楼以及非机动车停车场、公交停靠站、公交首末站、小汽车上

落客区、停车换乘设施、公共服务设施等。

2 同线路、同区域的风雨连廊宜采用相同样式风格，并与站点出

入口及周边建筑相协调。

3 结构应稳固、简洁，宜采用单立柱挑檐形式，满足通行净高要

求。当连廊宽度较大时，可采用双立柱形式保障遮挡面积，立柱须避

开通行空间。

4 风雨连廊顶棚采用遮光防水材料，宽度应覆盖步行空间，最小

宽度不宜小于 2米。

4.2.10 指引信息系统

1 指引信息系统结合轨道交通站点出入口、换乘通道、交叉口、

公共服务设施、大型商业设施等主要人流集散空间设置，指引信息应

连续清晰、易于理解，满足准确性、时效性等要求。

2 站内信息板应显示车站各出入口周边主要道路、建筑物、公共

设施、交通衔接设施等信息，醒目标识当前位置。付费区内外指引应

连续设置，宜同时配套地面文字标识。

3 加强公共交通系统的信息融合。综合枢纽站、换乘枢纽站应设

置多方式融合的动态信息板；一般站点接驳公交信息面板应单独设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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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供接驳公交站的位置、公交线路编号、路线和站点图示等信息。

4.2.11 市政及便民服务设施

1 市政及便民服务设施根据客流特征及需求统筹考虑，主要功能

为洗手间、母婴室、便民服务点等。

2 市政及便民服务设施的选址、规模应与服务客流相匹配，与周

边环境相协调，并满足消防要求。

3 站内便民设施用房应与设备管理用房统筹设计，宜设置在站厅

层两端处的非付费空间内，靠近主客流的出入口方向，不应阻碍乘客

主要动线，并设置指引标志。

4 站外便民设施设置宜利用地面附属构筑物征地红线空间；地面

附属构筑物周边有条件可配置电动自行车储能充电站便民服务设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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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运营阶段技术指标

5.1 总体要求

运营阶段轨道交通线路交通一体化设施指标参照设计阶段，对已

运营线路进行定期评估，研判一体化设施存在的问题，结合实际条件

提出优化提升方案和项目清单。

5.2 设施配置

1 运营阶段主要调查评估站点规划区内的步行、非机动车、公交

接驳线等轨道交通接驳设施的运营情况，参照设计阶段的技术指标对

相应设施进行优化提升。

2 公交接驳线路运营时间应与轨道早晚班时间相协调，并根据换

乘客流水平匹配发车频率。

3 与轨道交通平行的公交线路，宜减少长距离平行线，保留部分

同走廊公交线，提供差异化服务，满足应急要求。

4 与轨道交通相交的公交线路，应结合轨道与公交换乘客流需求

增加接驳公交线路，弥补公交服务空白区，加强轨道交通站点周边的

公交覆盖。公交站点的容量应与接驳公交线路数量相匹配，同一站台

的接驳线路一般不宜超过 6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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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录 1 标准用词说明

一、约束性条款用词

1、表示很严格，非这样做不可的用词：正面词采用“必须”；反面词

采用“严禁”。

2、表示严格，在正常情况下均应这样做的用词：正面词采用“应”；

反面词采用“不应”或“不得”。

二、引导性条款用词

1、表示允许稍有选择，在条件许可时首先应这样做的用词：正面词

采用“宜”；反面词采用“不宜”。

2、表示有选择，在一定条件下可以这样做的，采用“可”。

3、条文中指明应按其他有关标准、规范执行的写法为：“应按…执行”

或“应符合…要求或规定”，非必须按所指定的标准和规范执行的写

法为：“可参照…执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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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录 2 规范性引用文件

GB50688-2011城市道路交通设施设计规范

GB50647-2011城市道路交叉口规划规范

GB/T50157-2013地铁设计规范

GB/T51149-2016城市停车规划规范

GB/T50546-2018城市轨道交通线网规划标准

GB/T51328-2018城市综合交通体系规划标准

GB/T51439-2021城市步行和自行车交通系统规划标准

JT/T 1410-2022城市轨道交通接驳设施技术要求

CJJT15-2011城市道路公共交通站、场、厂工程设计规范

CJJ37-2012城市道路工程设计规范

DB11/T1236-2015轨道交通衔接设施设计技术指南

T/UPSC 0003-2021 城市轨道交通站点周边地区设施空间规划设计导

则

2013 城市步行和自行车交通系统规划设计导则

2015 城市轨道沿线地区规划设计导则

2019 厦门市城市设计标准与准则

2021 厦门国土空间规划管理技术规定

2022厦门市轨道交通沿线站城一体化规划设计导则

2022厦门市-轨道交通站点周边接驳设施实施技术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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