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城市交通城市交通城市交通城市交通 

经验推介                                Urban Transport of China 

 

         2000年 第 4 期   19 

    宁波市城市轨道交通网络规划宁波市城市轨道交通网络规划宁波市城市轨道交通网络规划宁波市城市轨道交通网络规划 

李凤军李凤军李凤军李凤军  张晓斌张晓斌张晓斌张晓斌 

[提提提提  要要要要] 本文主要介绍了宁波市城市轨道交通网络规划项目的规划技术路线和规划方案。 

[关键词关键词关键词关键词] 轨道交通  线网规划 

 

一一一一、、、、项目背景项目背景项目背景项目背景 

宁波市城市总体规划确定宁波未来为

国际型港口城市，2010年规划人口 150万，

远景规划人口 280万，规划控制用地约 280

平方公里，按照国家产业发展政策要求，百

万人口以上城市可考虑规划建设轨道交通。

随着宁波市城市经济快速发展，人口和用地

规模的扩大，宁波市未来交通需求必然会出

现高速增长，为了总结和吸取目前特大城市

交通建设中的经验和教训，宁波市规划局委

托建设部城市交通工程技术中心和宁波市

规划设计研究院进行宁波市城市轨道交通

网络规划的编制工作，及早规划城市轨道交

通网络，确定轨道交通系统模式，预留线路

和场站建设控制用地，为城市轨道交通工程

建设项目做好前期规划研究工作准备。 

二二二二、、、、规划范围与年限规划范围与年限规划范围与年限规划范围与年限 

规划范围：为宁波市城市总体规划确定

的中心城远景年用地控制范围，用地面积约

280平方公里。 

规划年限：与宁波市城市总体规划的年

限相对应，即 2010年和远景年。 

三三三三、、、、规划内容规划内容规划内容规划内容 

规划主要内容包括城市总体规划深化、

轨道交通建设必要性分析、客流分析预测、

轨道交通线网规划、轨道交通系统选型、车

场与联络线规划、环境保护规划、建设时机

分析和用地控制规划等。 

四四四四、、、、技术路线技术路线技术路线技术路线 

1）论证宁波市未来是否需要规划建设

城市轨道交通，从轨道交通的经济功能和社

会功能两方面分析论证建设轨道交通的必

要性，改变以往重改善交通、轻经济和社会

功能的观念，强调轨道交通建设可引导城市

用地发展、促进城市合理布局的实现，强调

资源合理配置、促进社会的公正性。 

2）预测城市客运交通未来发展的趋势；

确定城市轨道交通线网规划的指导思想与

原则；研究论证轨道交通线网的合理规模；

以城市总体规划为依据，研究分析城市人

口、用地、就业分布特征，以及大型客流集

散区和规划客流集散点的空间分布；研究确

定轨道交通线网构架与初始方案。 

3）采用定性与定量分析相结合的方法，

对轨道线网初始方案进行客流测试与调整；

从每一个轨道交通线网构架类型中，对多个

初始方案进行筛选，各筛选出一个优选方

案；对轨道交通线网优选方案进行综合比选

评价，得出轨道交通线网的推荐方案，增强

方案的科学性和合理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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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根据推荐的线网方案、预测客流量，

结合宁波市自然地理条件、城市结构特点、

交通现状以及轨道交通系统的技术经济特

性，初步确定城市轨道交通系统的型式。 

5）确定车场规划的原则，规划研究车

场分布与规模；确定联络线设置原则，规划

联络线方案与形式。 

6）为了控制由于交通发展而引起的环

境污染，考虑环境保护的具体要求，确定环

境保护规划的总目标，提出轨道交通线网规

划中环境保护的具体措施和要求。 

7）研究分析轨道交通工程项目建设时

机的影响因素，从交通需求增长、引导交通

结构合理转化、引导计划性土地开发和经济

实力等多方面论证城市轨道交通工程项目

的建设时机。 

8）依据城市轨道交通线网方案、线路

敷设方式和场站布局规划，进行用地的控制

规划。 

9）对城市总体规划提出相关的规划与

调整建议，使规划之间相互反馈和完善。 

宁波市城市轨道交通线网规划技术路

线框图见图 1。 

五五五五、、、、规划方案规划方案规划方案规划方案 

1）规划指导思想 

� 引导城市发展模式的形成，促进

城市规划合理布局的实现。 

� 改善城市交通，提高交通可达性

水平。 

� 加强机场、港口、铁路客运站等

对外交通与城区交通的衔接，增

强城市对外活力。 

2）规划原则 

� 满足进出主中心、副中心的客流

集散要求。 

� 加强三大组团间的联系。 

� 有机衔接对外交通枢纽和市区内

客流集散点。 

� 对于未来存在的不确定规划因

素，考虑城市未来发展的弹性。 

� 有利于形成城市轨道交通运输系

统，促进交通结构的合理转化。 

� 若在客流走廊上和用地发展带

上，尽可能改造利用现有铁路。 

3）轨道交通线网构架 

宁波城市由三江片（老市区等）、镇海

片、北仑片三片组成，现状呈分散组团式布

局结构，总体规划三江片、镇海片、北仑片

相向发展，有序扩张，空间布局趋于紧凑，

片区间间距缩短。 

依照城市总体规划，分析确定大型客流

集散区，即规划确定轨道交通走廊通过的主

要节点区，是构成轨道交通线网骨架的要

素。根据人口与就业岗位分布情况，将中心

城规划人口密度大于 1.5万人/平方公里并且

总人口接近或达到 10万的大型密集居住区、

就业岗位密度超过 1 万个/平方公里并且总

就业岗位数接近或达到 5万个的工业区，以

及高吸引强度的市级主、次中心区，均视为

大型客流集散区。 

分析确定的大型客流集散区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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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市级商业服务行政区 3 处：市级

主中心、镇海市级次中心、北仑

市级次中心。 

� 大型工业区 7 处：鄞县中心区轻

加工工业区、周宿渡—潘火轻工

及小型机械工业区、江北工业区

1、江北工业区 2、镇海石化工业

区、北仑东区、北仑西区。 

� 大型居住区 12处。 

根据城市结构特征和大型客流集散区

分布特征，初步形成三种轨道交通线网构架

类型，通过优选评价确定为中心三通道放射

状，即：从三江片辐射出 3条轨道交通通道，

第 1条直接联系镇海，第 2条直接联系北仑，

第 3条联系镇海、北仑两个组团。 

4）轨道交通线网方案 

依照城市总体规划分析主要客流集散

点分布特征，主要客流集散点是在确定轨道

交通线路骨架以后确定轨道交通线路具体

走向的主要依据。客流集散点按照性质分为

交通枢纽、商业服务行政中心、文教设施、

体育设施、旅游景点和中小型工业区等。 

主要客流集散点分布（规模略）如下：

公路枢纽 8处：潘火客运站、段塘客运站、

客运南站、客运东站、客运北站、客运西站、

北仑客运站、镇海客运站；铁路枢纽 3处：

客运南站、大矸站、镇海站；航空港 1处：

栎社机场；水运码头 1处：镇海港区；商业

服务行政中心 17 处；文教设施 6 处；体育

设施 3 处；旅游景点 12 处；其它工业区 9

处。 

 

 

根据分析初步确定轨道交通线网 9个初

始方案，通过初始方案筛选、优选方案评价，

最终推荐线网方案由 5 条线组成，3 条跨组

团联系的线路，2 条区间内线路，线路总长

度 153.2km（见图 2）。 

3条跨组团联系的线路： 

� 北线，即 1 号线，为三江至镇海

的线路，线路长度 33.6km。 

� 江南线，即 2 号线，为三江途经

镇海至北仑的线路，线路长度

43.2km。 

� 南线，即 3 号线，为三江直接通

向 北 仑 的 线 路 ， 线 路 长 度

52.7km。 

2条区间线路： 

� 鄞县线，即 4 号线，线路长度

7.7km。 

� 镇海石化线，即 5 号线，线路长

度 16.0km。 

推荐线网共有站点 103个，其中，1 号

线站点 26 个，2 号线站点 34 个，3 号线站

点 22 个，4 号线站点 9 个，5 号线站点 12

个。站点平均间距 1.57公里，组团内平均间

距 1.08公里。 

推荐线网方案的线网密度为 0.55 公里/

平方公里，其中中心区线网密度为 0.95公里

/平方公里，其它地区线网密度为 0.51公里/

平方公里。 

5）轨道交通系统型式 

推荐线网方案各线路的长度、远期高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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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  宁波市城市轨道交通线网规划技术路线框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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面位置、全日客流量和单向高峰小时断面客

流量见表 1。 

1 号线、2 号线和 3 号线高峰小时最大

断面客流量界于中运量轨道交通系统的范

围，规划建议初步选择轻轨交通方式。 

鄞县线和石化线客流不大，但对促进鄞

县组团和镇海地区发展具有强有力的支撑

作用，规划建议这两条线路也采用轻轨交通

系统。 

6）车场规划布局 

车场作为轨道车辆的检修基地分为三

种型式：车辆修理工厂、车辆段及停车场。

车场设置规模受很多因素影响，如车场的性

质和任务、车辆性能、车辆检修制式和修程

划分、停修时间、线路布局、列车编组长度、

停车列数及全线运用列车总数，用地几何形

状、出入线设置条件等。 

图 2  宁波市城市轨道交通线网方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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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1  轨道交通线网推荐方案特征表 

最高断面流量（单向万人次） 线 路  

名  称 

线路 长

度 （km） 高断面位置 

全线日客运

量（万人次） 
全日 高峰小时 

1 号线 33.6 上行 东外环路-庄市 1 

下行 东外环路—梅堰路 

81.94 17.0 

17.30 

1.88 

1.99 

2 号线 43.2 上行 通途路—河头镇 

下行 隧道路 2—镇海区级中

心 2 

81.24 21.40 

21.47 

2.39 

2.69 

3 号线 52.7 上行 北仑钢厂—霞浦 

下行 霞浦—北仑钢厂 

50.91 10.42 

10.63 

1.32 

1.18 

鄞县线 7.7 上行 建材市场—南外环路 

下行 建材市场—南外环路 

12.32 6.15 

5.60 

0.83 

0.62 

石化线 16.0 上行 俞范村—石化厂 1 

下行 俞范村—隧道路 

13.95 7.29 

6.29 

0.96 

0.73 

 

图 3  城市轨道交通场站规划布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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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2  车场性质及规划用地 

序号  线别 车场地点  车场类别 规划面积       备  注 

1 1 号线 环城北路站 车辆维修基地   25ha 1 号线、石化线大架修 

2 1 号线 机场站 停车场 10ha  

3 2 号线 隧道 2 站 车辆维修基地   20ha 2 号线、鄞县线大架修 

4 2 号线 汽车西站 车辆段   15ha  

5 3 号线 邬隘站 车辆维修基地   20ha 3 号线大架修 

6 3 号线 编组场 车辆段   15ha  

7 3 号线 钢厂站 北仑 停车场   5ha  

8 鄞县线 南 端 车辆段   10ha  

9 石化线 石化厂 3 站 车辆段   10ha  

10 石化线 化工区站 停车场   5ha  

列车编组长度和全线运用列车总数不

同，车辆段的线路长度和数量、检修库大小

各不相同，决定了占地面积大小。车场总体

布局规模，按远期功能要求确定，占地面积

按每辆车 0.1~0.13ha进行控制。 

车场规划布局方案见图 3，车场性质及

规划用地见表 2。 

7）联络线规划 

依照推荐线网方案，联络线的设置方案

为： 

1 号线和石化线在镇海市级次中心站设

有联络线，以便石化线大修车辆通过联络线

送往 1号线环城北路车辆检修基地。 

2 号线和鄞县线在体育中心站设有联络

线，以便鄞县线大修车辆过联络线送往 2号

线隧道路 2站车辆检修基地。 

1号线、2号线、3号线是宁波市轨道交

通的主要干线，三条线之间应留有互相联络 

 

的备用通道，建议在铁路枢纽和宁波火车站

分别设立 2 号线和 3 号线，1 号线和 3 号线

的联络线。 

8）建设时机 

鉴于宁波市为三组团分散布局模式和

“以港兴市，以市促港”的发展战略，城市已

经具有一定经济实力，建议及早进行港城之

间轨道交通工程项目建设的前期准备工作，

筹备轨道交通工程建设项目。 

港城之间的轨道线路可有效缩短港城

之间时空距离，作为居民工作、生活所能依

赖的交通设施，以实现引导港区用地发展目

的。 

同时调整交通建设资金投入方向，优化

交通资源结构，铺开建设公交专用路系统和

轨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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