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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公共自行车和轨道衔接规划可以有效发挥轨道运输的可靠安全、运量大等优势。并且公共自行车的轻便能够为居民提供低碳环保的

城市交通服务。因此为了促进城市建设的可持续发展,本文阐述了公共自行车的主要特征以及轨道规划的基本原则,对公共自行车和轨道衔接规

划要点进行了探讨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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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共自行车目的是有效解决城市出行“最后一公里”的现象,而轨道

运输主要用于运输量比较大的主干运输,具有安全可靠与便捷准时等优势,

但是轨道运输只可以在固定运输线路上使用。所以为了保障城市公共交通

运输的有效性,需要对公共自行车和轨道进行合理的衔接规划。 

1 公共自行车的主要特征 

低碳环保概念的不断深入,使得公共自行车得到广泛应用,其不仅具

有价格便宜、轻便灵活,而且具有节能以及不污染环境等特征,是城市低碳

出行的最主要方式,其特征具体体现在：(1)对非机动车道要求高。城市化

建设的不断推进,城市人口的日益增加,汽车数量的增强,使得城市变得日

趋拥挤。导致很多非机动车道日渐变窄,甚至有些非机动车被强行占道,

使得公共自行车出行日趋困难。所以公共自行车点的合理设置对于轨道站

的周边道路要求非常高,需要合格的非机动车道来保证。(2)换乘距离小。

城市居民出现方式中的步行、自行车、公交车等方式都有不同换乘范围,

相关研究分析,乘客通常在5～10分钟内的出行时间,一般愿意选择自行车

的出行方式。如果骑车依据10km/h左右的速度计算,距离轨道站点大约在

1000～2000m的范围,非常适用公共自行车出行,所以需要在这个范围内,

合理开展公共自行车和轨道的衔接规划。 

2 轨道规划的基本原则 

2.1因地制宜原则。我国地域辽阔,不同城市所处的地理位置、地理环

境都存在很多差异,并且由于不同城市间发展的动力、历史和规模差异,

使得轨道规划布局也不尽相同。通常山区城市具有组团式的总体布局,平

原城市一般运用圈层结构,山谷城市呈带状分布等。 

2.2可持续发展原则。轨道规划是城市规划的主要组成部分,并且轨道

建设具有投资大及规模运输的特征,所以其对城市经济发展目标、城市空

间关系、城市规模、城市发展方向、城市土地利用都具有重要影响。因此

需要正确处理修建城市轨道交通与城市既有系统的发展理念、发展方式和

未来发展方向的关系。 

2.3经济原则。轨道建设是城市交通系统中的重要内容,对城市可持续

发展非常关键,因此必须加强对轨道交通与城市发展的关系进行分析。并

且轨道运输可以推动公共交通的发展,减少城市交通系统的能源消耗；改

善城市客运交通系统的服务,节约城市居民交通的时间成本。 

3 公共自行车和轨道衔接规划要点的分析 

结合某市公共自行车和轨道交通,对其衔接规划要点进行研究,具体

表现为： 

3.1合理设置公共自行车。本次研究结合某市轨道运输特点,将其轨道

车站分为中心区和外围区。该市中心的道路狭小且拥挤,并且中心区公交

网络覆盖密度较高,公交换乘方便,成为主要的客流换乘方式。结合相关调

查统计分析,74.4%的被调查者认为在中心区车程5分钟即大约1000m内自

行车换乘轨道交通具有较大优势,坐公交不是很合算,所以自行车就比较

方便。因此建议在居民比较多的老式小巷里设置自行车点,以满足居民换

乘轨道交通需求。随着城市轨道交通的开通,外围区的居住建设和配套设

施不断完善,但其公交网络的覆盖密度较中心区低。据调查统计,在换乘轨

道交通的方式上,43%的居民认为500m以内步行具有优势,500～2000m以内

72.1%的居民选择公共自行车换乘轨道交通,而2000以外高达85%的居民选

择私家车或公交车出行。因此在500～2000m以内的各小区、单位门口设置

公共自行车点有利于居民选择公共自行车换乘轨道交通。 

3.2科学设置换乘自行车道路。主要表现为：(1)人非共板道路设计。

人非共板道路是指在横断面上将自行车道与人行道放在同一水平面,以增

加机动车车道数,增加机动车的通行能力,缓解交通拥堵。在市区的次干

路、支路可以设计人非共板道路。这种设计手法能够有效保障自行车使用

者的安全,并且适宜用来对现有道路进行改造。(2)自行车道单侧设置。自

行车道单侧设置是指将机动车道两侧的自行车道剥离出来,在道路的一侧

设置双向自行车专用道。某市区交通量大,土地利用率较高,设置单侧自行

车道可以节约道路空间,提高自行车道的利用率,同时,可以拓宽机动车道,

有利于缓解交通压力。(3)自行车专用道设置。某市外围区随着城市化建

设进程的加快,道路面设计较为宽阔,可以机动车道两侧设计独立的自行

车专用通道,并且分别与步行和机动车道之间设置绿化隔离带,以保证自

行车的安全和流动性。 

4 结束语 

综上所述,随着社会经济的快速发展以及城市化建设的不断推进,促

进了轨道建设发展,但是由于诸多因素的影响,仍然存在最后一公里的现

象,并且基于低碳环保生活理念的深入,公共自行车和轨道衔接规划逐步

得到重视,因此必须加强对公共自行车和轨道衔接规划进行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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