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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轨道交通站点与周边地下空间的协同效应

轨道交通站点空间与周边地下空间是城市空间的两个

重要组成部分,二者相互影响、相互促进。地铁交通系统不

仅用以实现人和物的流动, 同时缩短了城市的时空距离,影

响着周边地下空间的可达性,推动地下空间建设的需求。地

铁交通对城市布局的集聚效应和扩散效应明显, 从而改变

和调整城市空间布局结构。反之,周边地下空间的活动可以

刺激人们对地铁交通的使用需求, 带来地铁交通系统的使

用频率、流量及收入的增加。因此在城市开发中,需要发挥

地铁交通系统和周边地下空间二者的协同效应, 整合其空

间和时序关系,以实现二者的良性互动。

2轨道交通站点与周边地下空间一体化开发的主要范

围

轨道交通站点与周边地下空间一体化开发的范围通常

分为车站上盖一体化、车辆段上盖一体化、车站周边物业一

体化等类型。具体表现为：(1)车站上盖物业一体化开发,主

要指一体化开发的范围与轨道交通站点的投影大部分重

合,上盖物业可以是综合体形式,如新加坡的乌节路站、索美

塞站、香港的九龙站；也可以是地下街形式。(2)车辆段上盖

一体化建设形式较为常见, 通常在车辆段上方设置钢筋混

凝土平台,在其上进行物业开发,其上盖物业多为商业综合

体或住宅。如北京的五路居车辆段上盖、深圳的前海湾车辆

段上盖物业开发。(3)车站与周边物业一体化开发,车站和周

边物业的管理界面明确, 主要通过增加共享空间和共享出

入口、增设便捷通道或天桥、做好分期开发所需的预留连通

口等手段实现相互之间的一体化开发。如上海的静安寺站、

五角场站、人民广场站等。

3加强轨道交通站点与周边地下空间一体化开发设计

的策略

3.1政策方面的策略

主要表现为：(1)建立健全相关法律。我国现行地下空间

的法律法规相对滞后对一体化开发设计的规划编制指导作

用不足。现行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城乡规划法》、《城市地下

空间开发利用管理规定》、《城市规划编制办法》, 对地下空

间开发利用仅有原则性表述,并无系统的要求与规定,不具

有可操作性。各地管理部门也无明确的法律,授权对地铁站

点与周边地下空间一体化建设进行有效的管控。因此,有必

要加紧开展相关法律法规的制定工作。(2)界定不同空间权

属。土地使用权的取得方式主要有划拔、出让、租赁、作价入

股、授权经营等方式。根据目前我国法律规定,土地权属以

宗地为单位,均为一地无二主的情形。而实际一体化开发过

程中,因用途、使用对象、时间、权责利分配和所属关系的原

因,会出现同一宗土地供应时需要不同的取得方式、不同的

权利主张、不同的出让年限等情况。如地铁上盖项目除轨道

交通主体外,上盖的商业综合体、住宅、停车场、与周边的联

系通道、楼 /扶梯、天桥、公交站、出租车站等开发内容,其中

有公共属性的、有经营属性的,很难单独通过参与招、拍、挂

方式分别取得土地使用权。因此对于一体化建设用地,现实

中政府出于支持城市轨道交通建设, 无论是宗地供应还是

分层出让, 此类土地在设置一定的一体化开发前置条件后,

基本上由地铁投资商单独或联合取得。以上做法仅限于地

铁上盖或紧邻地块的一体化开发, 如何扩大一体化开发建

设范围(如地铁站点周边 500m范围)是目前亟需探索解决

的问题。

3.2管理方面的策略

主要表现为：(1)追求效益最大化而非利益最大化。一体

化开发设计需要长远打算,追求效益最大化,而非利益最大

化。比如新加坡地铁的开发遵循了一个由积蓄客流到反馈

交通的过程,价值最大化地利用了站点周边的土地。开发之

初,在地铁周围先圈起大片绿地作为预留地,外围发展高密

度的住宅和商业、公交换乘站。待新市镇形成一定规模、土

地价值上升后,再有计划地由私人发展商开发,吸引投资。政

府从中获得最大的收益,再反馈轨道交通,从而实现社会经

济效益最大化。(2)强化站点周边一体化城市设计的管控作

用。从城市规划开始重视地铁站点一体化的前瞻性规划工

作,制定各个阶段的详细规划和设计导则,并通过数十年的

不断完善与更新,有效地引导并控制一体化设计的形态。同

时提出一系列具体管理措施, 如在一体化开发控制线范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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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我国轨道交通站点与周边地下空间一体化建设的程序和政策尚不完善和成熟,随着开发实践的增多,很多矛盾开

始逐渐显现。并且其一体化开发设计涉及到政策、管理以及技术等方面,基于此,本文简述了轨道交通站点与周边地下空间

的协同效应及其一体化开发范围,对加强轨道交通站点与周边地下空间一体化开发的策略进行了论述分析,旨在促进轨道

交通建设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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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转换层结构

转换层起着承受上部结构传递下来的荷载, 并将荷载

可靠的传递给下部结构的作用。其中梁式转换因其受力明

确、传力清晰、工作可靠、构造简单等优点而受到设计者青

睐。

转换梁的结构形式主要有：有单跨、双跨以及多跨转换

梁；开洞和不开洞、满跨和不满跨的转换梁；在功能上可分

为托墙、托柱转换梁；根据转换梁材料不同,可分为钢筋混

凝土、预应力混凝土、钢骨混凝土和钢结构转换梁等。

2刚度变化对有转换层结构抗震性能的影响

选用某框剪建筑为原始模型, 调整转换层上部楼层剪

力墙的厚度,改变转换层上、下结构等效侧向刚度比,得到六

种计算模型：M1--转换梁上部不落地剪力墙墙厚 250mm；

M2--转换梁上部不落地剪力墙墙厚 350mm；M3--转换梁

弹性时程分析刚度比变化对含转换结构建筑抗震性能的影
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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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作者选用 PKPM结构设计与分析软件 SATWE模块,对带梁式转换结构的高层建筑结构工程实例进行模拟分析。

文章遵循转换层结构的设计原则, 选取带梁式转换的框支剪力墙结构对比分析结构动力特性与水平地震作用下的抗震性

能,分析梁式转换结构应用于框支剪力墙结构中的抗震性能。为实际的结构设计提供借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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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的地下空间开发中,相邻地块业主具有优先开发权,同时

也有提供和预留通道以及防空、防灾等场所的责任和义务。

(3)明确一体化的开发程序。一体化开发建设中主要涉及到

土地开发体系、城市规划体系、建筑设计体系、地铁规划体

系、地铁设计体系等,每个体系都有相对成熟的程序和时间

节点要求。一体化建设能否顺利开展,首先应理清开发时序,

明确地铁规划、地铁设计、城市规划、建筑设计、土地开发等

部门和体系之间的互动关系和时序。笔者认为一体化设计

应从轨道交通详细规划和城市控制性详细规划等方面同时

介入,由城市规划部门主导,宜重点协同编制《重要站点及其

周边一体化规划》和《重要站点周边一体化城市设计》,并将

这两项成果要求逐步落实到地铁设计和周边建筑设计中

去,这是实现一体化的关键环节。

3.3技术方面的策略

主要表现为：(1) 做好轨道交通站点周边一体化控制性

详细规划。一体化详细规划中地面规划的指标基本与城市

规划要求一致, 而地下空间控规指标体系建议从边界、通

道、出入口、连通口、预留口、出地面机电设施、开发规模等

方面进行强制性控制, 其中一体化建设用地控制线内的用

地应进一步做站点周边城市设计。另一方面,还可从开发功

能、形态、业态、分期建设、开发层次、节点设计等方面进行

引导,给出建议性指标。(2)处理好人防问题。《中华人民共和

国人民防空法》第十四条明确规定：“城市的地下交通干线

以及其他地下工程的建设,应当兼顾人民防空需要。”因此

一体化设计有个突出的矛盾, 即人防设计要求空间尽量封

闭和少开口,而一体化要求空间尽量打开和多开口。(3)处理

好消防问题。一体化设计中涉及到轨道交通站点防火、综合

体的防火、人防工程和地下空间的防火,涉及到的建筑规模

和物业形态越来越复杂, 消防问题是设计中重点考虑的方

面。基本原则是轨道交通和周边物业的防火界面清晰,各自

遵守规范要求,保证各自防火系统的独立性和安全性。现有

规范中关于地下建筑未明确的防火规定亟需做出补充或拓

展、细化。

4结束语

当前我国城市地下空间开发利用在功能上以地下交通

为主流,不仅提高了城市运转效率,同时也带来了土地开发

增值收益。随着地铁建设量的增加,轨道交通站点与周边地

下空间一体化建设的需求越来越强烈。因此为了充分发挥

其作用, 必须加强对轨道交通站点与周边地下空间一体化

开发存在的主要问题及其策略进行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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