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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言

城市是人类文明的传承载体，是居

民生产生活的共同家园。而“堵车”则

成为广受诟病的话题。发展智慧交通体

系是节能减排的内在要求，是城市可持

续发展的必然选择，也是大势所趋 1。

2018 年 3 月 11 日，党的十三届全国

人大一次会议表决通过宪法修正案，将

新发展理念、生态文明和建设美丽中国

的要求写入宪法。随着国家对可持续发

展理念的重视，提出“人与自然的和谐

共存”的奋斗目标，未来城市社区设计

设计将走出传统模式，提出基于 TOD

模式的智慧交通工具 + 未来交通系统设

计，积极发展未来可持续发展理念。

1　周宏春 . 未来城市的智慧交通有何亮点
[J]. 中国商界 ,2019(07):48-4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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项目为武汉市极具代表性的地标之一 : 光谷广场大型城市社区综合体。由于体量巨型、

功能复杂、人流庞大，它曾是武汉最拥堵复杂的地块之一，此概念设计以武汉市光谷广场

为例尝试提出一种基于 TOD 模式的全新交通工具设计和交通枢纽系统来解决中国大城市的

交通拥堵问题，即新型智慧交通工具＋点状枢纽配合线性轨道的模式。具体方案为一点（主

枢纽）、两线（两种速度的轨道）、多点（次枢纽）、多环（普通道路）并辅以新型的交

通工具出行方式。提出了对解决未来大型城市社区综合体拥堵复杂问题具有一定代表性的

思考。

一 未来城市社区空间概念构想

未来城市社区空间发展切实可行的

方法途径建立在深层生态学、环境伦理

观和对未来社会、经济、技术的可行性

基础的生态城市文化细胞发展脉络中。

经历了思想萌芽期：1900 年代的田园

城市、光明城市、广亩城市、有机疏散、

城市美化；功能及美学主导期：1940

年代的环境伦理、景观生态、城市与自

然的关系；方法理论形成期：1960 年

代的宾大生态规划学派、城市生态过程、

大地景观、生态建筑学：思想成熟及理

论期：1990 年代的可持续发展：面临

新的时期：2030 年代的未来发展期，

城市生态系统思维成为未来城市社区空

间的主要思考范畴。本文以武汉光谷广

场城市社区空间概念设计为例，探讨基

于 TOD 模式的未来城市社区设计。

（一）基于 TOD 模式的交通系统

构想

交 通 导 向 发 展 模 式 即 TOD 模 式

（Transit Oriented Development），

是以公共交通为导向的城市发展模式。

是解决城镇土地利用和交通拥挤问题的

一种非常重要的途径，对城市发展具有

社会、经济、环境可持续发展等三大特

点：1 社会可持续发展的设计理念是以

人为本，2 经济可持续发展是注重对土

地的综合利用和混合开发，3 环境可持

续发展的核心要素为公共交通。

其内容为在适于步行的一定范围

内， 以 公 共 交 通 站 点 中 心， 以 400-

800 米或 5-10 分钟步行路程为半径建

立区域中心或城市中心，并对周边居住

等各类功能土地进行高密度混合使用开

发，使公共交通效用最大化，营造适于

步行或非机动车出行环境的规划模式，

打造集工作、商业、文化、教育、居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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等为一体的混合功能区 2。

2018 年 9 月武汉市政府发布《武

汉市综合交通体系三年攻坚实施方案

（2018-2020 年）》也明确指出将打

造长江新城 TOD 换乘中心 3。当下的人

工智能、大数据、云平台以及移动互联

网、移动支付迅速发展，为 TOD 理念

提供了信息上的连接。将 TOD 理念与

现代通讯信息技术有机结合，有助于未

来城市新型交通模式发展。

（二）未来社区空间枢纽构想

随着社会经济发展 , 城市人口增多 ,

城市规模扩大，交通成为城市可持续发

展的重大挑战。为解决城市交通问题 ,

近年来各地纷纷发展综合性交通枢纽 ,

多种换乘方式集中在一个小区域 , 可有

效提高换乘效率 4。

我国城市交通枢纽建设因受土地资

源及道路交通情况等条件制约 , 难以达

到其应有的规模并实现其应有的功能 ,

故应发展一体化交通系统研究，交通枢

纽一体化布局研究 , 即研究枢纽内部交

通、商业、商务等各种功 能子系统的规

划组织 , 包括空间结构、功能整合等。

枢纽内各个系统并非独立的个体 , 而是

相互关联的有机组合 , 一体化布局应自

然衔接枢纽各种功能 , 提高土地利用强

度 , 引导轨道交通枢纽向立体化、综合

化的方向发展 。

（三）未来智慧交通工具构想

车辆是城市交通中极为重要的元

素，其重要性远超一般人所熟悉的交叉

路口等交通资源要素。未来城市的交通

2　郭宇峰 . 国内外城市发展 TOD 模式对武
汉市的启示 [J]. 中国房地产 ,2019(25):34-
37.
3　李双双 , 李钢 , 李利桥 . 武汉市机动车
排气污染防治工作实践和思考 [J]. 环境保
护 ,2016,44(20):67-69.
4　周宏春 . 未来城市的智慧交通有何亮点
[J]. 中国商界 ,2019(07):48-49. 

工具形态、自动化程度、出行方式等，

取决于技术进步、便利性和经济性 5。

未来 15-30 年的城市交通状况将

发生颠覆性变化。麦肯锡的研究提出了

未来交通发展的七个趋势：共享移动性、

汽车电动化、自动驾驶、新型公共交通、

可再生能源、新型基础设施和物联网等。

未来的智慧交通系统，将以万物互联的

数据驱动为基础、以新型交通方式为载

体、以共享移动性为重点，是新的交通

模式和组织模式。

人工智能、云计算、边缘计算、大

数据、物联网、5G 等技术的飞速发展，

特别是人工智能技术越来越多的应用场

景落地，为未来城市建设和运营插上了

翅膀。智慧交通从概念变成现实，进入

了市场需求快速扩容阶段，因良好的市

场前景而成为新的经济增长点。解决城

市交通拥堵问题，是众多信息技术企业

努力的方向；通过人、车、路、网、云

五位一体的方式构建多维的 5G 车联网，

可以支撑未来的智慧出行。

二 智慧交通工具 + 未来交通系统设

计方案说明

（一）问题分析

1 光谷广场场地分析

武汉光谷广场建成于 2001 年 , 位

于洪山区鲁磨路、民族大道、虎泉街、

珞喻西路、光谷街和珞喻东路等 6 条道

路的交汇处,中央形成景观性交通环岛。

交通环岛周边的商业开发快速发展 , 使

得光谷广场不但是重要的交通节点 , 更

是成为国家级开发区——东湖高新区最

重要的商圈 , 是集交通、人流集散、娱乐、

休闲、居住、展示功能于一体的综合性

5　顾静航 . 城市轨道交通枢纽一体化布局及
换乘研究 [D]. 同济大学 ,2008.

广场 4。武汉市作为中国的新一线城市，

其城市交通所带来的问题主要为道路拥

堵和空气污染。

2 光谷广场人流分析

光谷广场地处武汉东湖高新区与市

中心城区交流的咽喉地带 , 目前有超过

30 条公交汽车线路正常运营以及最高

日客流量超 30 万人次的地铁 2 号线 1

期光谷广场站与 6 条城市道路交汇。交

通环岛周边商业成熟 , 根据武汉市规划

战略发展研究院客流预测数据表明，相

互间穿越日客流超过 40 万人次 , 部分

过街高峰客流超过 6000 人次 /h。结合

轨道交通 2 号线光谷广场站客流情况可

知 , 光谷广场地下交通综合体高峰小时

轨道交通集散客流为 80890 人次 , 进出

站客流为 42454 人次 4。

3 武汉城市交通拥堵分析

随着交通工具的进步，我们可以更

加快速的到达目的地，并且可以去往以

前不可达的地方。但是另一方面城市交

通所带来的问题也越来明显，面对复杂

的交通系统和庞大的人流。城市交通问

题主要为：1 车辆太多，导致交通拥挤；

2 线网结构不合理、线路非直线系数过

高、站点设置不合理；3 线路布局不合

理，道路设计不合理，如交叉路口附近，

缺乏立体畅通的高速公路；4 指挥系统

不智能不科学，如红绿灯无法按照车流

调整停和行的间隔，并且当交通事故发

生时，无法及时处理，造成拥堵；5 由

于线路布设不合理，武汉主城交通系统

存在较多盲区、加上人们不文明的不行

和驾驶习惯，如行人闯红灯，有些司机

喜欢急转弯，无法在绿灯亮时立即通行，

导致汽车通行率低。

4 交通产生的污染与类别

机动车排放的尾气中主要污染物有

一氧化碳 (CO)、碳氢化合物 (HC)、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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氧化物 (NOx)、二氧化硫 (SO2)、可吸

入颗粒物 (PM10) 和细颗粒物 (PM2.5)

等 4。

根 据 武 汉 市 环 保 局 统 计 数

据 ,2016 年武汉市机动车 NOx 排放量

44156.03 吨 , 占全市氮氧化物排放总

量的 36.53%。CO 排放量 110893.19

吨 ;HC 排 放 量 36909.23 吨 ;PM10

排 放 量 1923.04 吨 ;PM2.5 排 放 量

1759.88 吨。2017 年武汉市机动车氮

氧化物（NOx）排放量为 3.95 万吨，

汽车氮氧化物（NOx）、可吸入颗粒物

（PM10）和细颗粒物（PM2.5）排放

量超过机动车排放总量的 96%，碳氢

化合物（HC）和一氧化碳（CO）超过

90%，汽车是机动车污染物总量的主要

贡献者。

（二）设计策略与方案

1 未来交通系统解决方案

为解决上述交通拥堵问题，此概

念设计方案提出基于 TOD 模式的智慧

交通工具 + 点状枢纽交通系统解决方案

（图 1），具体方案为：主干道采用移

动的方式，而另一方面交通枢纽则主要

负责不同道路的智能转换，避免了上下

游交通流不均匀的问题（图 2）。以交

通枢纽为导向的系统设计避免了目前过

于复杂且不智能的立体交通系统，其能

够确保每一个出口都按合理的流量规划

范围。此未来交通系统主要为了解决以

下问题：1 目前主要的交通方式为公路

交通模式，轨道等快速交通模式较少 2

现有交通工具多为工人驾驶，效率低下

切经常发生交通拥堵问题。

2 智慧交通工具设计

智慧交通设计源自笔者本科期间

的交通工具概念设计方案，此设计综合

考虑未来人类生存环境和出行方式的转

变，以及考虑到无障碍设计。基本外观

造型为双轮单人清洁能源交通工具（图

3），适用陆路交通和轨道交通两种运

图 1

图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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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方式，搭载一套空气净化系统，具备

净化空气的功能。此交通工具为垂直停

车方式，停靠两辆交通工具的垂直停车

空间高度仅需 1.5 米，远远少于四轮汽

车所需要垂直距离 3.0-7.0 米、水平距

离 3.8-10 米的停车空间，大幅度提高

路网区域的使用效率的同时缩小停车空

间所需空间，疏通城市交通运行系统和

交通工具运行速度、扩大城市公共绿地

空间面积。

智慧交通工具是 TOD 模式的一部

分，此智慧交通工具采用清洁能源，并

图 3

图 4

能净化空气。在陆地道路上行驶时，处

于人工驾驶模式，并入轨道之后，自动

切换为自动驾驶模式。此交通工具有两

种充电模式，一是充电桩充电，适用于

停车状态时的充电方式，二是轨道充电，

在行驶过程中轨道给交通工具提供能

量，不仅可以保证交通工具的正常运行，

也是对能源资源的充分利用，符合可持

续发展理念。同时交通具承载空气净化

系统，能净化空气中的污染物，进一步

净化空气，节能环保。

3 未来交通枢纽综合体设计

总平面图展示了未来交通系统的运

行模式 ( 图 4)，中间的圆形白色建筑为

一级枢纽，建筑下方为硬质广场。使用

者可以在这里休憩娱乐或者等候换乘其

他类型的交通工具。条形的白色构筑物

为二级枢纽，智慧交通工具可以在这里

由陆路交通方式切换至有轨交通方式。

同时，由于枢纽之间的路网结构联系紧

密，从而使与之相辅相成的城市绿地系

统在布局上更加合理、绿地面积扩大，

在原有基础之上实现不同类型的绿地相

互串联交汇，大幅提高城市绿地的复合

使用功能。

整个交通系统可以分为三各部分，

轨道交通层，陆地交通道路层，和以绿

地为主的人行漫步道路层。这三层构成

了整个未来交通系统的地上部分。

未来交通枢纽结构分析（图 5）：

交通枢纽由四个部分组成：支撑架、植

物园、传输装置和智慧交通工具。支撑

架和植物园各自有三根柱子，每一个柱

子都有一个入口和出口，传输装置以中

间的升降机带动周围的通道运输交通工

具，同时设置立体交通工具停车区域，

最大效率的使用枢纽内的空间，存储大

量的交通工具，便于枢纽内的交通工具

运输和不同交通工具之间的换乘。

综合体功能分析：1 综合体拥有完

善的基础设施，在交通枢纽内交通类型

多样，可相互换乘；枢纽使用清洁能源，

如风能；信息系统的发展将为枢纽提供

智能的数据采集系统，通过采集使用者

的移动通讯工具产生的交通数据，系统

能做出相应得调整，从而不断的优化整

个交通系统；在枢纽内设置水处理净化

系统，使未来城市水环境更加洁净。2

综合体具有强大的复合功能，可以建设

娱乐设施项目，提供多种室内运动方式，

同时具备文化用途、商业用途和服务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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能。3 综合体本身是一个使用者共享的

公共空间，它将不仅仅是未来城市社区

交通路网线路上的一个衔接点，更是一

个集中了公共空间、会议空间、事件空

间和体育设施空间多功能超大型综和社

区空间。4 枢纽的绿化系统分为室内绿

化系统和垂直绿化系统，一室内绿化系

统主要具备室内绿化景观功能，提升枢

纽的室内环境品质；枢纽内的植物园可

以提供种植农作物的功能，发展都市农

业；枢纽内设置大量商业活动空间，以

TOD 模式带动商业发展。二室外绿化

系统主要为建筑外立面垂直种植和建筑

平台空间的屋顶口袋公园，能有效提高

未来城市的绿化率、净化城市的矿物表

面、倍增城市中的树木、反城市蔓延、

较低城市环境污染、减少能源消耗，同

时植物的四季变化是未来城市在不同的

季节和不同的天气拥有不同的城市外表

颜色，植物的多样也引来生物的多样发

展，成为活的城市档案。

三 主要创新点

基于交通导向发展模式即 TOD 模

式（Transit Oriented Development），

发展以公共交通为导向的智慧交通系统

+ 未来城市交通枢纽相结合的超大型互

联城市社会综合体。以一种全新的视角

解决城市发展面临空气污染、人流庞大、

交通拥堵的综合性问题，全系列空气净

化系统、水净化系统、垂直种植以及商

业农业植物空气净化系统，解决土地利

用问题和交通拥挤问题，提出具有社会、

经济、环境可持续发展的未来城市社区

发展道路。

四 结论与思考

未来城市社区设计是建立新型的城

市系统，探测城市交通、人流、生态、

植物多样的城市传感器。有四个主要特

点：1 具有可复制性，空间系列可变化

且可复制，相互关联，具备成为城市中

心驱动力的能力；2 具有可持续性，空

间尺度趋于增加，空间分解率趋于增加，

空间结构由下至上为个体生态学、总群

生态学、群落和生态系统学、景观生态

学、区域生态学到顶层的全球生态学；

3 提高空气质量，可持续发展；4 物联

网和 5G 技术为未来城市发展模式提够

了可能的技术支持。但是此方案仅仅停

留在概念设计方案，智慧交通工具的设

计、生产、成为人类出行的新方式需要

一定的时间与新的技术。交通枢纽之间

的关联度变高，对城市整体规划提出了

更高的要求，此设计为对未来城市社区

提出了大胆合理的构想，以期能为相关

专业人士提供一些参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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