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德国城市轨道交通
规划思路与运营经验

梁青槐

(北京交通大学北京100044)

1 柏林市的城市轨道交通系统

柏林市面积为891 km2，总人El为338万，人El密

度为3 900人／km2，地铁线全长152 km，共有170个

车站，站间距一般为800 m，车辆总数为1 403辆；柏林

市全年客流总量约为9亿人次，其中地铁客流量为4亿

人次。柏林的轨道交通发展已有100多年的历史，现

在已经形成了U—Bahn、S—Bahn、区域快速火车和城

际间高速铁路(ICE)为一体的综合轨道交通系统。

柏林轨道交通网的整体形状，可以用一个简单的蘑

菇形来进行描述(见图1)。南北向的铁路线构成蘑菇的

梗，东西向的轨道网络以及位于其上部的北环线构成蘑菇

头。蘑菇梗在南部被分成两条叉，一条是通往Halle／Leip—

zig方向的铁路，另一条是通往Dresden方向的铁路。

图l 柏林城市轨道交通网的整体形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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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此发达的轨道交通网络是历史发展的结果。最

初，柏林作为首都修建了通往全国各地的铁路，每条铁

路在柏林都有自己的始发站(例如Potsdam、Anhalt、

Dresden等)。为了方便各个方向的乘客换乘，在第一

次世界大战前就修建了连接这些车站的联络线，并将

这些线路也向市民开放，成为一种市内交通工具，这就

是德国最早的S—Bhan。

为了组织协调不同形式的轨道交通之间，以及与

公共汽车之间的关系，实现综合交通总体规划与运营

管理，柏林市成立了柏林交通协会(BVG)，并又在此基

础上成立了柏林和勃兰登堡州交通协会(VBB)。

现在柏林的交通建设热火朝天。在进一步完善东

西方向的轨道交通线路的同时，正在修建南北向轨道

交通地下通道，穿越Spree河，已经建成波茨坦广场车

站，在东西方向和南北向的交会处，正在建设现代化的

Lehrter火车站(见图2)。

图2 Lehrter火车站

据协会人员介绍，不久，在柏林大区内将实现：

70 km范围内的乘客可以在1 h内到达柏林市中心，发车

间隔1 h；在150 km范围内，2 h内到达，发车间隔2 h。

2科隆市城市轨道交通系统

科隆市城市轨道交通系统网络如图3所示，其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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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有下面一些特点。

图3科隆市城市交通网络

德国城市轨道交通规划思路与运营经验

(1)线路埋深较浅，车站简易，通常从街角下去就

可以。

(2)换乘方便，在同一个站台上可以换乘去许多

不同方向的其他线路(见图4)，而不用上下爬越，或者

长距离通过通道换乘。在德国的其他城市也是一样

的，这种在同一站台上进行换乘多条线路的方式很

普遍。

图4科隆市一多条线经过的地铁车站

(3)在站台上有长、中、短列车标识，即同一线路

在不同时间根据客流情况，可以有长列(9节)，中列(6

节)、短列(3节)不同长度的列车运行，既满足乘客需

求，也保证了一定的车辆利用率。

(4)地铁的票制是多样化的，有单人的、团体的，

有按区的、按时的，有一次的、多次的⋯⋯售票方式也

是多样化的，可以预先买，或在车站买，也可以在车上

买；可以自动售，也可以在售货亭代售⋯⋯

(5)在科隆可以乘地铁去波恩，即相邻城市之间

也实现了轨道交通联系。这种把城市内的轨道交通和

城际间的轨道交通结合起来的做法，在城市密集的地

区有很大的意义。德国在鲁尔工业区(包括多特蒙德、

波鸿、埃森、杜伊斯堡等城市)等城市群地区都建设了

这种完善的轨道交通网络。

3柏林市的地铁引导信息和安全集成系统

(LISI)

柏林市地铁控制中心使用了基于数据库的动态管

理信息系统，可以实时动态地获得列车运行的各种参

数，并可以控制安装在沿线各个车站不同部位和方向

的摄像头、站台上的各种显示牌、乘客求助系统以及广

播系统。这样，坐在控制中心即可对所有列车运行的

状态信息和各车站内的动态情况一览无遗，并可以与

利用车站乘客求助系统的求助人实现双向语音信息交

流，站台内几乎不需要任何工作人员。因此，不但节约

了人力成本，而且还为高效、安全、准确、快速的运行提

供了技术保障(见图5、图6)。

图5 LISI控制中心

图6控制中心人员与车站上问讯的乘客通话

4主要经验体会

(1)柏林交通协会的经验介绍，使我们更加明确，

解决大城市的交通问题，非抓好城市的综合交通不行。

从规划开始一直到运营管理，把多种形式的交通工具

系统地统一起来。

(2)柏林市值得我们重视的经验还有：充分改造

和利用lB有交通系统，使新旧系统设备都能发挥作用。

在柏林我们还能看到100年前的轨道交通设施，而不

URBAN RAPID RAIL TRANSIT 83

  万方数据



都市快轨交通·第18卷第5期2005年10月

是不停地拆旧建新。

(3)在城市轨道交通规划中，柏林的做法是首先

确定总体目标：在多大范围内，保证乘车时问不超过多

少，保证发车间隔在多少时间之内。由此制定实现总

体目标的交通方式选择、线路位置设计、运营组织方案

等等。我们认为这种规划方法思路清晰，目标明确，方

法科学。

(4)德国在地铁运营管理中有许多值得我们学习

的地方。例如，票制的多样性以及购票方式的多样性。

(5)地铁车站简易而方便，上车和出站都不用费很

多时间，换乘大多也是在站台上进行，多条线路利用同

一个站台，乘客下车以后，在站台上等待换乘的列车。

据德国城市轨道交通专家介绍，乘客对时间的容忍

程度可以在10 min以内，多几分钟等待与少几分钟等待

反应比较平淡，但是对上下车是否方便，转车换乘是否

容易看得较重，可能影响到乘客选择什么样的交通工具。

(6)在地铁运营中，客流的不均衡性是客观存在

的。在一条线路上不同区段的运量不等(有所谓的最

大断面流量)；同一区段不同时间的运量也不同(有早

高峰、晚高峰)；在地铁的整个发展过程中，初、近、远期

的运量也在随时间而增长着。以前我们都是按远期最

大断面区间的高峰小时运量来设计地铁，继而购置设

备。在运营中能采取的调节手段单一，仅仅靠不同的

行车密度来适应不同的运量。通过考察发现，可以有

很多种运输组织措施来适应运量的不同要求：①可以

灵活编组，改编列车的长度；②在中途折返，开行区间

列车，实行“套跑方案”；③可以多条线路在繁忙区段共

线运行，以满足运量的要求等。在我国的地铁建设和

运营中，加强运输管理科学的研究尚有很大的空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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