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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随着城市轨道交通的迅速发展，换乘站作为连接不同线路的重要节点，对于提高网络效率、优化乘客出行体验具有

至关重要的作用。换乘站的客流组织问题不仅关系到运营效率，还直接影响乘客的换乘体验。本文从换乘站客流的特点入手，分

析了换乘站客流组织中存在的问题，并在此基础上提出了一系列优化措施，旨在为轨道交通运营管理提供参考和指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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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城市轨道交通换乘站客流主要特点

1. 多向性

换乘站内的客流呈现出明显的多向性特征，这一点主要

体现在乘客从多条线路的进出与换乘上。具体而言，乘客在

换乘站的移动方向多样，既有从一条线路换乘到另一条线路

的，也有从站内一点移动到另一点以继续乘坐同一线路的。

这种多向性导致了换乘站内部的空间布局和客流组织必须能

够适应各种移动需求，确保乘客能够顺畅地完成各自的出行

目标。因此，换乘站的设计和管理需要充分考虑到客流的多

向性，通过合理规划站内导向和设施布局，以达到高效组织

客流的目的。

2. 干扰性

换乘站客流的干扰性主要体现在不同方向或目的的客流

相互交织时所产生的相互影响。例如，乘客在换乘过程中，

不同方向的流线可能会在某些节点交叉，导致步行速度减慢、

等待时间增加，甚至出现拥堵现象。这种干扰不仅降低了换

乘效率，也影响了乘客的出行体验。为了减少干扰性，换乘

站的客流组织需采取措施优化流线设计，比如设置专用的换

乘通道、引入智能导引系统等，以降低不同客流流线的交叉

和冲突，保障换乘过程的平稳与高效。

3. 冲击性

换乘站客流的冲击性主要反映在高峰时段客流量急剧增

加对站内设施和服务的压力上。早晚高峰时，大量乘客集中

于换乘站，短时间内的高密度客流不仅对站内的通行能力提

出了挑战，也对服务设施如电梯、扶梯、售票机等造成极大

的使用压力。此外，冲击性还体现在特殊事件或紧急情况下

客流量的突然变化，这对换乘站的应急管理和客流疏导能力

提出了更高要求。因应这种冲击性，换乘站需要通过增强设

施容量、优化客流分布、提高应急响应速度等措施，来提升

对高峰期或突发事件客流冲击的管理能力。

二、换乘站客流组织流线分析

1. 进站流线

进站流线涉及乘客从换乘站外部进入至乘坐地铁的全过

程。这一流线的优化关注点在于如何使乘客能够快速、顺畅

地通过票务验证进入候车区。在此过程中，站点设计需要考

虑到入口位置的合理分布、自动售票机与验票设备的足够数

量以及高效布局，以减少乘客在进站过程中的等待时间。同

时，明确的指示标识和信息发布系统对于引导乘客正确、迅

速地找到目的地线路同样重要。有效的进站流线设计能够显

著提升换乘站的进站效率，确保乘客在高峰时段也能享受到

流畅的进站体验。

2. 出站流线

出站流线描述了乘客从列车上车后至离开换乘站的路

径。这一流线的核心在于确保乘客能够在最短时间内从站台

通过出口离开，特别是在高峰期避免出口处的拥堵现象。为

此，站点出口的设计需要兼顾便捷性与足够的容量，通过合

理布局出口通道和加大出口宽度来实现。另外，有效的人流

引导措施，如清晰的指向标识和信息提示，对于加速乘客的

出站流程，减少在站内的迷路或徘徊情况至关重要。通过优

化出站流线，不仅可以提高站点的疏散能力，还能增进乘客

的满意度。

3. 换乘流线

换乘流线专指乘客在换乘站内部从一条线路换乘到另一

条线路的移动路径。这个流线的设计考量是如何在保证安全

的前提下，最大限度地缩短乘客的换乘时间和行走距离。为

达到这一目标，换乘站需精心规划站内的换乘通道布局，实

现直观易懂的导向系统，以及提供充足的换乘信息。此外，

通过引入技术创新，例如动态信息显示屏和移动应用程序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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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实时导航，可以进一步优化换乘流线，使乘客在换乘过程

中更加便捷和高效。有效管理换乘流线不仅提升了换乘站的

运营效率，还极大改善了乘客的换乘体验。

三、换乘站客流组织问题

1. 换乘距离过长

在一些设计不够合理的换乘站，乘客在不同线路间的换

乘距离可能会异常地长，这直接影响了换乘的便捷性和效率。

长距离换乘不仅增加了乘客的体力负担，也消耗了更多的时

间。尤其在高峰时段，当乘客急于到达目的地时，过长的换

乘距离更是加剧了乘客的焦虑和不满。长距离换乘还可能导

致乘客错过连接车次，从而影响整体的出行效率。这一问题

的存在，无疑降低了换乘站的服务水平和乘客的出行满意度。

2. 换乘空间不足

换乘空间不足是换乘站面临的另一个显著问题。随着城

市轨道交通的快速发展和乘客量的持续增加，原有的换乘空

间设计往往难以满足现实需求，特别是在高峰时段，不足的

换乘空间容易造成人流拥堵，甚至安全隐患。拥挤的换乘空

间不仅影响乘客的换乘体验，也给运营管理带来了巨大挑战。

空间狭窄还会限制紧急疏散的效率，增加安全风险。因此，

换乘空间不足已成为亟需解决的问题之一。

3. 客服设施不匹配

客服设施不匹配问题表现在换乘站的设施布置与乘客实

际需求之间的不一致。这包括售票机、信息查询点、自动扶

梯、电梯等设施的数量和位置无法满足高峰时段或特殊需求

乘客的使用需求。不匹配的客服设施会导致乘客使用不便，

如长时间排队等待、难以快速找到所需服务点等问题。这不

仅减慢了乘客的出行速度，也影响了乘客的整体出行体验，

降低了换乘站的服务质量。

4. 导向标识不明确

导向标识的不明确是换乘站客流组织中常见的问题。有

效的导向标识对于引导乘客快速准确地完成换乘至关重要。

然而，在一些换乘站，导向标识要么设计不足，要么信息更

新不及时，导致乘客在换乘过程中易于迷路，无法快速找到

目标线路或出口。这种情况在非本地语言乘客中尤为突出。

不明确的导向标识不仅延长了乘客的换乘时间，也增加了乘

客的心理压力，影响了换乘站的整体运营效率。

四、换乘站客流组织方法

1. 减少流线交叉干扰方法

换乘站内部客流的高效管理依赖于流线设计的合理性，

其中减少流线交叉干扰是提升换乘效率的关键。实施这一方

法，设计师和运营团队采取多种措施确保不同方向的客流能

够平滑、无碍地流动。首先，物理布局的优化是基础，通过

设置专门的换乘通道和层次分明的行人引导系统，明确分隔

不同方向的流线，从而避免交叉点的拥堵。其次，技术手段

如动态导向系统的应用，能够根据实时客流量调整指示信息，

引导乘客选择较少拥堵的路径。最后，引入预测模型对客流

高峰进行预测，提前进行流线的调整和优化，也是减少交叉

干扰的有效策略。通过这些综合措施，换乘站可以显著降低

流线交叉带来的干扰，提升站内客流的组织效率和乘客的换

乘体验。

2. 客服设备配置优化方法

优化客服设备配置是提高换乘站服务质量和运营效率的

重要方法。这一方法关注如何根据客流特性和需求合理布置

售票机、自动扶梯、电梯等关键客服设备。首先，基于客流

量数据和换乘模式分析，精确计算各类设备的需求量和最优

位置，确保在高需求区域提供足够的服务设施，减少乘客等

待时间。例如，通过数据分析明确高峰期乘客主要集中的区

域，相应增加该区域的售票机和自助服务设施。其次，考虑

到不同乘客群体的需求，如老年人、残疾人和带小孩的乘客，

优化设备配置还需兼顾便捷性和可达性，如设置低高度售票

机和增设无障碍通道。此外，定期的设备维护和技术更新也

是优化过程的一部分，以确保设备的高效运行和服务的连续

性。通过综合考虑客流特性和乘客需求进行客服设备配置的

优化，换乘站能够显著提高服务效率和乘客满意度。

五、结语

通过深入分析换乘站客流的主要特点、流线组织及存在

的问题，本文提出了减少流线交叉干扰和客服设备配置优化

等有效方法。笔者认为，合理规划流线布局和优化设备配置

对于提升换乘效率、改善乘客体验至关重要。实践证明，通

过综合运用物理布局优化、技术手段应用以及服务设施的精

确部署，可以显著提高换乘站的运营管理水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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