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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随着越来越多的客运枢纽布局在城市中心区，站城融合发展理念成为枢纽发展的新趋势。与

此同时，在上海虹桥枢纽成功案例的指导下，高铁站与机场一体化布局的现象明显增加。在这两大发展背

景下，温州规划将高铁铁路引入到既有机场区域，构建温州东部枢纽，提升区域交通能级。本文基于站城

融合的理念，开展了枢纽交通体系研究。结合枢纽特征，研究其交通体系构成和设施布局，为站城融合的

空铁综合枢纽交通组织提供参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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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 引言 

随着铁路客运枢纽建设的发展，越来越多的铁路客运枢纽布局在城市中心区，站城融合

的理念随之产生，将区域交通功能与城市功能有机融合，满足交通出行的前提下促进城市经

济发展。在高速铁路迅猛发展背景下，以铁路为核心的城市交通枢纽与城市协调和统一是当

下城市交通发展的新趋势。 

与此同时，在上海虹桥枢纽成功的案例指导下，国内大城市高速铁路站与机场一体化布

局的现象明显增加，高铁的便利和可靠大大提升了机场客运集散功能，也使得空铁一体的综

合交通枢纽成为区域中心城市提升城市地位和竞争力的重要手段，成为城市国际化的新标杆。 

在“站城融合”和“空铁联运”两大发展趋势背景下，温州规划将高速铁路站引入既有

机场区域，形成东部综合交通枢纽，同时支撑温州东部复合中心的发展。本文以温州东部枢

纽为例，研究此类交通枢纽的交通体系，结合温州城市出行特征和交通枢纽自身的特征，构

建适宜的交通系统，服务枢纽和城市，促进城市空间整合和发展，为站城融合模式下的综合

交通枢纽交通组织提供有益参考。 

1 项目概况 

温州东部枢纽位于温州市龙湾区，规划集高速铁路、机场、公路客运、公交枢纽、轨道

交通为一体的综合交通枢纽。龙湾国际机场建于 1990 年，现有 T1、T2 两个航站楼，规划

年旅客吞吐量 1500 万人次。温州高铁东站位于机场西侧，规划年旅客发送量 1500 万人次。

高铁站穿越城区，受山体河网和现状道路的影响，高铁站设站位置距离机场仍有约一公里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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距离，同时被城市快速路分割。 

  

图 1 东部枢纽在温州城区的位置          图 2 高铁站与机场的位置关系 

2 交通体系研究 

2.1 功能定位 

城市空间角度上，东部枢纽是温州战略性新兴产业的集聚区、创新高地和增长引擎、引

领都市区发展的城市中心，彰显温州山水城市特色、展示民营经济活力、体现国际化战略的

门户和窗口。 

城市交通角度上，东部枢纽是一个“对接区域、组织市域、服务城市”的交通组织中心，

是多种方式衔接和换乘的综合交通枢纽。依托机场、高铁长距离交通对接长三角地区和海峡

西地区重要的城市，以及更远的区域性中心城市；衔接高速公路网、市域铁路网构建市域交

通组织中心；通过城市道路系统、城市轨道网及常规公交系统服务市区。 

2.2 体系构成 

交通枢纽的交通体系从对外交通和内部交通两个方面分为交通集散系统和交通换乘系

统。 

交通集散系统主要是指枢纽对外的交通设施，由高速公路网、市域铁路网和贯穿性好的

快速路网、国省道等构成；交通换乘系统主要是在枢纽区内部的交通设施及组织方式，由公

交枢纽、停车场、换乘通道等构成。 

2.3 设计理念 

机场 T2 航站楼已投入使用，进出站组织相对完善；高铁仍在规划层面，且与机场存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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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定的空间距离，两者被城市快速路分割为东西两个部分。高铁及公路客运的引入将使周边

交通出行特征产生变化，原有道路交通设施将无法满足高速铁路站引入后的客流疏解要求，

高铁站的引入给城市带来巨大发展机遇，同时也带来了很大的挑战。因此，东部枢纽的交通

体系不能采用传统的城市外围交通枢纽大而全、集聚规划的思路，要采用新的规划理念及方

式，来破解交通组织的难题。 

1）形成以公共交通为核心的接驳换乘系统。鉴于现状用地紧张、本身交通压力巨大，

其接驳系统应主要依托轨道交通网络，构筑以轨道交通为主导、常规公交为辅助、出租车为

补充的公共交通接驳系统。 

2）构建各系统相对独立的交通组织模式。首先，高铁站与机场的机动化交通相对分离，

采用不同衔接方式，避免两者相互影响；其次，各交通设施的交通独立成系统，确保了枢纽

交通的安全和高效。 

3）通过连通共享的设施布局实现枢纽一体化。加强高铁与机场的连通，减少两者的空

间距离，在枢纽内部优化设施布局，实现换乘设施的共享，减少换乘距离和城市用地。 

 

图 3 连通共享的设施布局示意图 

2.4 分离高效的对外交通集散系统 

依托高速公路、城市快速路、轨道交通和地面道路，规划构建绿色高效、外畅内达、多

种交通有机协调的集散交通系统，实现“30”分钟到达中心城区及主要功能区、“60”分钟

到达温州市域及周边主要城市的时空通达目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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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4 东部枢纽 30 分钟交通圈 

2.4.1 高速公路 

便捷的高速公路系统是保障枢纽对外交通的重要方式。东部枢纽周边规划形成完善的高

速公路系统，包括金丽温高速公路及东延线、甬台温高速及复线、龙丽温高速、诸永高速等，

通过邻近互通接入高速公路能够快速服务温州都市区及邻近地级市。通过设置专用的高速公

路联络线，实现枢纽与高速公路的连接连通。 

 

图 5 高速公路系统 

2.4.2 城市快速路 

城市快速路是枢纽服务城市的重要途径。东部枢纽周边规划形成“一纵三横”城市快速

路结构。重点完善枢纽与快速路的衔接，机场与快速路已建成全方向的匝道，重点研究高铁

站与快速路的衔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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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6 东部枢纽周边规划城市快速路系统 

根据枢纽布局形式及，主要形成地面衔接、东西高架衔接和南北高架衔接三个方案。地

面方案东西两侧设置高架落客平台，匝道直接接地面道路；东西高架方案在地面方案基础上

优化东侧落客平台的匝道，接既有机场与城市快速路的匝道；南北高架方案主要依托北侧快

速路，构建全方向匝道连接。考虑便捷交通组织、分离机场与高铁交通等因素，南北高架方

案更优，实现与快速路的快速衔接。 

交通组织上与站前交通流线交织，站前通行效率低，容易形成交通混乱。在地面方案的

基础上，直接连通，实现高铁与快速路的全方向衔接；匝道承担机和高铁站的客流量，匝道

宽度不能满足交通需求；同时合流段组织混乱，存在安全隐患；下穿匝道的建设对机场前设

施影响大。 

 

图 7 地面方案             图 8 东西高架方案        图 9 南北高架方案 

3.3.3 地面道路 

根据枢纽交通组织要求，枢纽区域规划“六横五纵”骨干路网系统，完善支路网密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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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于高铁为高架线站位，可以保证东西道路的贯通；同时考虑与快速路北侧的交通联系，打

通了多条南北向通道。 

3.3.4 轨道交通 

轨道交通是支撑综合交通枢纽大量客流的关键。在原有轨道线网规划基础上，进一步优

化轨道线路走向，同时增加高铁-机场联络线，东部枢纽周边形成“2+1+1”轨道交通系统，

包括 2 条市域铁路线 S1 与 S2 线，两者在机场换乘；1 条城市轨道线 M2 线，在高铁设站，

远期设支线接机场 T3 航站楼；1 条枢纽内部捷运线，增强高铁与机场的客流连通，承担市

域铁路与城市轨道站点的客流换乘，远期预留接西向的城市轨道线路。 

 

图 10 轨道交通系统 

3.4 连通共享的空铁一体换乘系统 

基于枢纽的布局特征，总体布局上形成东西两个交通中心，通过交通廊道贯通。 其中，

东交通中心主要为机场服务，主要功能为社会停车场和出租车蓄车场，以及公交及机场大巴

上客区域；西交通中心主要为高铁站服务，同时承担公路客运及公交的停车区域，主要功能

为公路客运站、公交枢纽站、社会停车场、出租车蓄车场以及旅客服务功能；交通廊道连通

东西交通中心，东接机场 T2 航站楼，西至高铁站房区，包括地下通道和地面道路，同时连

通各类交通设施场地。高铁站与机场 T2 航站楼通过捷运、地下通道及地面道路连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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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1 连通共享的交通设施布局示意图 

 

图 12 枢纽纵断面示意图 

4 结语 

位于城市中心区的综合交通枢纽是加强交通与城市一体化建设的趋势，有助于加强各运

输方式之间的衔接，提高旅客换乘效率，充分发挥综合交通优势。空铁一体的综合交通枢纽

是一个复杂巨系统，如何构建科学合理的交通体系，实现枢纽内的交通“零”换乘，考虑因

素众多，本文考虑枢纽特征，研究其交通体系构成和设施布局，为站城融合的空铁综合枢纽

交通组织提供参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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