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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总  则 

1.0.1 为提高城市轨道交通与其他交通方式间的接驳换乘效率，规范

城市轨道交通接驳设施的规划设计工作，制定本标准。 

1.0.2 本标准适用于城市轨道交通接驳设施的规划设计。本标准不适

用于有轨电车系统接驳设施的规划设计。 

1.0.3 城市轨道交通接驳设施的规划设计除应符合本标准外，尚应符

合国家及河南省现行有关标准的规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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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术  语 

2.0.1 城市轨道交通接驳设施 urban rail transit transfer facilities 

为城市轨道交通乘客换乘其他交通方式设置的交通设施。 

2.0.2 城市轨道交通 urban rail transit 

采用专用轨道导向运行以服务通勤为主要目标的城市公共客运

交通系统。 

2.0.3 步行接驳设施 pedestrain transfer facilities 

    为步行进出城市轨道交通站点的乘客提供集散空间及路径的交

通设施。 

2.0.4 集散广场 evacuation square 

为城市轨道交通乘客提供集散及公共服务功能的场所。 

2.0.5 步行道 walkway 

道路红线内人行道及道路外侧建筑前区范围内的行人可步行通

过的空间。 

2.0.6 城市轨道交通站点影响区 urban rail transit station influence 

area 

距离城市轨道交通站点约 500m~800m，步行约 15 分钟以内可

以到达站点入口，与轨道交通功能紧密关联的地区。 

2.0.7 城市轨道交通站点核心区 urban rail transit station core area 

距离城市轨道交通站点约 300m~500m，与站点建筑和公共空间

直接相连的街坊或开发地块。 

2.0.8 临时接送停靠点 kiss and ride facilities 

为接送轨道交通乘客的车辆提供乘客换乘、等候以及车辆临时

停靠功能的场所和空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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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9 驻车换乘停车场 park and ride parking lot 

    为城市轨道交通乘客提供停车换乘的机动车停车场所。 

2.0.10 二次接驳 secondary transfer 

    在一次完整交通出行中，通过换乘两种不同方式的交通工具，

实现与轨道交通互相接驳换乘。 

2.0.11 接驳导向标识 transfer guidance signage 

    为城市轨道交通乘客提供准确、全面、清晰、易懂的换乘设施

信息设置的导向标识。 

2.0.12 换乘距离 transfer distance 

    城市轨道交通站点出入口至其他交通接驳设施之间的步行距

离。 

2.0.13 附属设施 affiliated facilities 

与交通接驳设施相配套的公共服务设施、交通安全设施、市政

设施等设施。 

2.0.14 接驳适宜区 transferring suitable area  

城市轨道交通站点与其他交通方式接驳的合理范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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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基本规定 

3.1 一般规定 

3.1.1 城市轨道交通接驳设施应由步行接驳设施、非机动车接驳设

施、公交接驳设施、出租车接驳设施、小汽车接驳设施、接驳导向

标识等组成。 

3.1.2 城市轨道交通接驳设施宜与城市轨道交通主体工程、周边市政

道路、城市轨道交通场站综合体等同步规划、同步设计、同步建设、

同步验收、同步运营；确需分期实施建设的，应统筹规划设计预留

实施条件。 

3.1.3 城市轨道交通接驳设施规划设计应贯彻“以人为本、安全有序、

绿色优先、换乘便捷、用地集约”的原则，满足站点的集散功能、

景观功能、服务功能和防灾功能。 

3.1.4 城市轨道交通接驳设施应设置无障碍设施，并符合国家现行标

准《无障碍设计规范》GB 50763 和《建筑与市政工程无障碍通用规

范》GB 55019 的相关规定。 

3.1.5 城市轨道交通接驳设施规划设计主要内容应包括站点功能定

位分析、接驳设施规模预测、接驳设施规划布局、接驳设施交通组

织等内容。 

3.1.6 城市轨道交通各种接驳设施的适宜区应根据城市轨道交通站

点的区位、周边规划、功能定位等因素综合考虑确定。 

3.2 城市轨道交通接驳设施与站点分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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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2.1 城市轨道交通接驳设施组成及设置要求应符合表 3.2.1 的规

定。 

表 3.2.1 城市轨道交通接驳设施组成及设置要求 

序

号 
接驳设施 接驳设施内容 设置要求 

1 步行接驳设施 

集散广场 
应紧邻城市轨道交通 

站点出入口设置 

步行道和 

过街设施 

应临近城市轨道交通 

站点出入口设置 

2 
非机动车 

接驳设施 

非机动车 

停车场 

应临近城市轨道交通 

站点出入口设置 

非机动车道 应在城市道路红线内设置 

3 公交接驳设施 

公交停靠站 应在城市道路红线内设置 

公交首末站 
宜结合需求及规划用地条件设置 

或与站点周边建筑合并设置 

4 出租车接驳设施 

出租车停靠站 应在城市道路红线内设置 

出租车场站 
宜结合需求及规划用地条件设置 

或与站点周边建筑合并设置 

5 小汽车接驳设施 

小汽车临时 

接送停靠点 
应在城市道路红线内设置 

小汽车驻车 

换乘停车场 

宜结合需求及规划用地条件单独

设置或与站点周边建筑合并设置 

6 导向标识 
导向标志 

和动态信息 

宜在城市轨道交通站点 

核心区和影响区设置 

3.2.2 城市轨道交通站点可根据所处区位、周边用地功能、交通条件

等因素划分为枢纽站（A 类）、中心站（B 类）、组团站（C 类）、

特殊控制站（D 类）、端头站（E 类）、一般站（F 类）六大类，

其分类应符合表 3.2.2 的规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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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3.2.2 城市轨道交通站点分类 

站点分类 功能特征 

枢纽站 

（A 类） 

依托机场、高铁站、火车站以及多方式衔接的综合枢纽等大

型对外交通设施，承担城市内外交通转换功能和区域级或市

级商业商务服务中心连通的城市轨道交通站点 

中心站 

（B 类） 

承担城市级中心或副中心功能的轨道站点，原则上为多条轨

道交通线路的交汇站 

组团站 

（C 类） 

承担组团级公共服务中心功能的轨道站点，为多条轨道交通

线路交汇站或轨道交通与城市公交枢纽的重要换乘节点 

特殊控制站 

（D 类） 

指位于历史街区、风景名胜区、生态敏感区等特殊区域，应

采取特殊控制要求的轨道站点 

端头站 

（E 类） 

指轨道交通线路的起终点站，应根据实际需求结合车辆段、

公交枢纽等功能设置，并可作为城市郊区型社区的公共服务

中心和公共交通换乘中心 

一般站 

（F 类） 
指上述站点以外的轨道站点 

3.2.3 应根据城市轨道交通站点分类合理配置各类接驳设施，优先设

置步行、非机动车、公交等绿色交通接驳设施。各类站点接驳设施

配置要求宜符合表 3.2.3 的规定。 

表 3.2.3 各类站点接驳设施配置要求 

接驳设施 
接驳设施 

内容 

枢纽

站 

中心

站 

组团

站 

端头

站 

特殊控

制站 

一般

站 

步行 

接驳设施 

集散广场 ★ ★ ★ ★ ★ ★ 

步行道和 

过街设施 
☆ ★ ★ ★ ★ ★ 

非机动车 

接驳设施 

非机动车 

停车场 
☆ ★ ★ ☆ ★ ★ 河

南
省
住
房
和
城
乡
建
设
厅
信
息
公
开
浏
览
专
用



 

7 

续表 3.2.3 

接驳设施 
接驳设施 

内容 

枢纽

站 

中心

站 

组团

站 

端头

站 

特殊控

制站 

一般

站 

公交 

接驳设施 

公交停靠站 ☆ ★ ★ ★ ★ ★ 

公交首末站 ★ ☆ ☆ ☆ ☆ ☆ 

出租车 

接驳设施 

出租车停靠站 ☆ ☆ ☆ ★ ☆ ☆ 

出租车场站 ★ ╳ / ☆ ☆ / 

小汽车 

接驳设施 

小汽车临时 

接送停靠点 
★ ☆ ☆ ★ ☆ ☆ 

小汽车驻车 

换乘停车场 
★ ╳ / ☆ ╳ / 

导向标识 
导向标志和 

动态信息 
★ ★ ★ ★ ★ ★ 

注：★表示一般应配置，☆表示可选择配置，/表示一般无需配置，╳表示一

般不应配置，各站点应根据实际需要逐个确认，必要时作个性化调整。 

3.3 城市轨道交通接驳设施规模预测 

3.3.1 城市轨道交通接驳设施的规模应根据交通接驳需求预测确定，

应以满足近期需求为主，预留远期发展用地条件。 

3.3.2 城市轨道交通接驳设施需求预测宜采用定性与定量分析相结

合的方法。 

3.3.3 定性分析应综合考虑城市发展规划、国土空间总体规划、城市

综合交通体系规划、城市轨道交通线网规划、城市公共交通专项规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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划等相关规划，确定城市轨道交通站点功能定位分类和主要接驳方

式。 

3.3.4 定量分析应以预测目标年全市居民出行特征、全日或高峰小时

城市轨道交通站点客流量为基础，采用实地调查、类比、模型预测

相结合的方法，科学确定站点接驳方式分担比例，合理计算各类接

驳设施规模。 

3.4 城市轨道交通接驳设施规划布局 

3.4.1 城市轨道交通接驳设施布局应按照步行、非机动车、公交、出

租车、小汽车的顺序设置。优先安排接驳比例大、成本低、占地少、

效率高的设施，提供方便、快捷的换乘空间。 

3.4.2 城市轨道交通接驳设施布局宜分散布置，平衡和调节各出入口

客流量，保证接驳换乘安全有序。 

3.4.3 城市轨道交通接驳设施布局应综合考虑站点周边地上和地下

空间。 

3.4.4 城市轨道交通接驳设施布局应满足交通组织安全、高效的要

求。 

3.5 城市轨道交通接驳设施交通组织 

3.5.1 城市轨道交通接驳设施交通组织应保证与外部交通设施衔接

流线顺畅，减少设施间相互干扰。 

3.5.2 城市轨道交通接驳设施交通组织应坚持减少车流、人流相互干

扰，体现人车分离、快慢分离的原则，重点做好接驳设施至城市轨

道交通站点出入口的步行交通组织流线。 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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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5.3 城市轨道交通接驳设施交通组织应优先保障慢行交通的连续

性，合理设置交通标志和标线，加强对行人、非机动车、机动车有

序引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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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步行接驳设施 

4.1 一般规定 

4.1.1 步行接驳设施应保障行人通行基本要求，任何其他设施不应占

用行人通行空间。 

4.1.2 城市轨道交通站点核心区范围内宜规划建设高密度、连续性的

步行交通网络。 

4.2 集散广场 

4.2.1 城市轨道交通站点出入口应设置集散广场，其规模应与客流量

相适应，面积不宜小于 50m2。 

4.2.2 集散广场宜与步行道、周边建筑、其他交通接驳设施相衔接。 

4.2.3 集散广场与城市道路接驳应满足行车视距的要求。 

4.2.4 集散广场无障碍设计应符合现行国家标准《建筑与市政工程无

障碍通用规范》GB 55019 等有关规定，集散广场的盲道应与轨道交

通站点出入口紧邻道路人行道盲道无缝衔接。 

4.3 步行道 

4.3.1 步行道宜结合人行道、绿化带、设施带与建筑前区等空间设置，

其有效宽度不应小于 4m。 

4.3.2 步行道应保持路面平整、连续、无障碍物，高差发生变化时，

应采用无障碍坡道处理，并应符合现行国家标准《建筑与市政工程

无障碍通用规范》GB 55019 等有关规定。 

4.3.3 城市轨道交通站点核心区范围可结合周边建筑设置人行地下通

道或人行天桥，实现站点出入口与周边建筑无缝衔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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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3.4 城市轨道交通站点出入口与周边建筑可设置与周边环境相协

调的风雨连廊相衔接。 

4.3.5 步行道机动车出入口处人行道标高应保持不变，并采用差异化

的铺装形式予以提示。 

4.3.6 步行道铺装应结合区域环境特点进行选择，满足平整、防滑、

美观及耐久等方面的要求。盲道铺装应满足安全、连续、畅通的要

求。 

4.3.7 步行道阻车桩宜根据城市轨道交通站点出入口周边道路和交

通条件合理设置。 

4.4 行人过街设施 

4.4.1 城市轨道交通站点周边行人过街设施应以平面过街为主，立体

过街为辅。 

4.4.2 当采用平面过街形式时，人行横道距离城市轨道交通站点出入

口的距离宜小于50m。 

4.4.3 城市轨道交通站点核心区道路交叉口宜选择较小的路缘石转

弯半径，并应符合现行国家标准《城市道路交叉口规划规范》GB 

50647 的相关要求。 

4.4.4 城市轨道交通高架站、地下站宜兼顾行人过街的功能，应在非

付费区设置人行过街通道，满足开放使用需求。 

4.4.5 兼做城市人行过街通道且有夜间开放需求的城市轨道交通站

点出入口，其站厅非付费区应设置客流控制设施和夜间独立的隔离

设施。 

4.5 附属设施 

4.5.1 步行接驳设施附属设施宜包括公共服务设施、排水设施、照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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设施、交通安全设施等设施。 

4.5.2 步行接驳设施附属设施的设计不应妨碍行人的通行安全，并与

客流规模相匹配。 

4.5.3 步行接驳设施附属设施的设计应注重便捷性和人性化设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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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非机动车接驳设施 

5.1  一般规定 

5.1.1 非机动车接驳设施应根据城市轨道交通站点功能定位、周边道

路交通条件、规划用地条件、客流需求等进行合理设计。 

5.1.2 非机动车接驳设施的设置应符合现行国家标准《城市步行和自

行车交通系统规划标准》GB/T 51439 的相关规定。 

5.2 非机动车停车场 

5.2.1 城市轨道交通站点各出入口均宜设置非机动车停车场，用地困

难时，可与周边建筑结合布设。 

5.2.2 非机动车停车场应根据停车需求及用地条件，采用分散与集中

相结合的原则布设。 

5.2.3 非机动车停车场出入口至轨道交通站点出入口距离不宜大于

50m，不应大于 100m。 

5.2.4 非机动车停车场需求预测方法，可按下式进行计算： 

                          
bi

b

b
bi

N
S s


=                （5.2.4） 

式中： biS ——非机动车停车场规模（m2）； 

bN ——全日非机动车换乘客流量（人/d）； 

      b ——停车位周转率； 

bis ——单辆非机动车停车位面积（m2）。 

5.2.5 非机动车停车场宜区分私有非机动车和公共非机动车停放区

域。 

5.2.6 非机动车停车场车位占地面积应符合下列规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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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非绿化停车场停车位面积不宜小于 1.5m2/辆。 

2 绿化停车场停车位面积不宜小于 1.8m2/辆。  

5.2.7 非机动车停车场停车设置形式应根据车辆停放规模、用地条

件、景观要求综合确定，宜按本标准附录 A 设置。     

5.2.8 非机动车停车场车行出入口宜与市政道路行车方向垂直布设，

车行出入口处人行道应进行无障碍处理，并应符合现行国家标准《建

筑与市政工程无障碍通用规范》GB 55019 等有关规定。 

5.2.9 城市轨道交通站点出入口非机动车停车场可结合附近路侧行

道树设施带及绿化带设置，非机动车停车场不应占用盲道等无障碍

设施。       

5.2.10 非机动车停车场设置不宜占用城市轨道交通站点出入口集散

广场，不应设置在影响道路安全视距的位置。 

5.2.11 非机动车停车场宜结合所在道路管理要求配套设置存车架、

感知传输设备、充（换）电等设施。       

5.2.12 非机动车停车场标线宜由表示设施边界的边线和非机动车路

面标记组成。 

5.2.13 非机动车接驳设施应设置交通标志和标线等交通安全设施。 

5.2.14 非机动车停车场的铺装应满足平整、坚实、防滑、美观及耐

久等方面的要求。 

5.3 非机动车道 

5.3.1 城市轨道交通站点周边非机动车道应保持连续性、安全性和系

统性。 

5.3.2 城市轨道交通站点周边非机动车道宽度不应小于 2.5m。 

5.3.3 城市轨道交通站点出入口附近非机动车道与机动车道之间宜

设置绿化分隔带或护栏等隔离设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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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3.4 城市轨道交通站点周边非机动车道应设置非机动车路面标识。 

5.4 附属设施 

5.4.1 非机动车接驳设施附属设施布设应遵循安全、便捷、人性化、

经济环保的原则，因地制宜合理布设。 

5.4.2 非机动车接驳设施应设置连续停车指示标志，非机动车停车场

宜与步行系统无缝衔接。 

河
南
省
住
房
和
城
乡
建
设
厅
信
息
公
开
浏
览
专
用



 

16 

6 公交接驳设施 

6.1  一般规定 

6.1.1 公交接驳设施应结合城市轨道交通站点的功能定位、周边道路

交通条件、用地条件、换乘客流需求等规划设计。 

6.1.2 公交接驳设施应结合公交线网规划、公交线路输送能力、换乘

距离及设施服务水平合理设置。 

6.1.3 公交接驳设施的设置应遵循“均衡分散”的原则，避免集中换

乘。 

6.2  公交停靠站 

6.2.1 城市轨道交通站点周边宜设置公交停靠站，当道路交通条件允

许时，应设置为港湾式停靠站。 

6.2.2 公交停靠站新增、改造、迁移等宜与城市轨道交通站点周边设

施恢复工程同步进行。 

6.2.3 公交停靠站应尽量靠近城市轨道交通站点出入口设置，其换乘

距离不宜大于 50m，不应大于 150m。 

6.2.4 公交停靠站需求规模预测方法，可按下列公式计算： 

                         
Q

J
N bus =                （6.2.4-1） 

                         

bJJ =                 （6.2.4-2） 

cBt

BR
Q

t

3600

+
=


            （6.2.4-3） 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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式中： busN ——公交中途停靠站的有效站位（个）； 

J ——高峰小时选择公交站上下车客流量（人）； 

Q ——单个站位高峰小时最大客流量（人/h）； 

bJ ——高峰小时选择公交接驳城市轨道交通的客流量（人）； 

 ——高峰小时换乘客流量与公交上下车总客流量比； 

B ——公交上下车人数（人）； 

      R ——抵偿停站时间和到站时间波动的折减系数； 

t——每个乘客上下车时间（s）； 

——上下车重叠时间折减系数，建议取上下车人数与总人

数比值中最大值； 

ct ——公交到站间隔时间（s）。 

6.2.5 城市轨道交通站点周边公交停靠站泊位数量和设置条件应符

合现行国家标准《城市道路交叉口规划规范》GB 50647 的相关规定。 

6.2.6 城市轨道交通站点设置在交叉口范围内时，公交停靠站设置应

符合现行行业标准《城市道路交叉口设计规程》CJJ 152 的相关规定。 

6.2.7 应在公交站牌、公交线路图上标注对应的公交停靠站名称，公

交停靠站与城市轨道交通站点在同一地点时，两者名称宜保持一致。 

6.2.8 公交站牌宜包含城市轨道交通换乘信息，换乘距离、方位等，

并应与城市轨道交通站点及公交车内换乘信息保持一致。 

6.3  公交首末站 

6.3.1 公交首末站应设置在城市轨道交通的枢纽站或城市外围区端

头站，宜与其他交通接驳设施形成轨道微中心。 

6.3.2 独立设置的公交首末站应与城市轨道交通站点出入口无缝衔

接，公交首末站行人出入口至城市轨道交通站点出入口换乘距离不

宜大于 100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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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3.3 公交首末站宜与城市轨道交通站点、场站综合体或城市轨道交

通站点周边综合开发项目进行一体化规划设计，实现无缝接驳、零

距离换乘。 

6.3.4 公交首末站出口附近宜设置公共非机动车停靠点，便于与轨道

交通二次接驳换乘。 

6.3.5 可充分利用城市轨道交通站点周边街坊空间和道路，设置路外

小型公交首末站。 

6.3.6 公交首末站应设置连续、清晰、完善的交通标志和标线，保证

交通安全。 

6.4  附属设施 

6.4.1 公交接驳设施均应设置候车亭、站牌、公共服务信息指示牌等

附属设施。 

6.4.2 公交接驳设施的附属设施不应占用乘客集散通道。 

6.4.3 公交接驳设施应同步设置供电配套附属设施，满足设备用电要

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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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出租车接驳设施 

7.1  一般规定 

7.1.1 出租车接驳设施应结合城市轨道交通站点功能定位、周边道路

交通条件、用地条件、换乘客流需求等规划设计。 

7.1.2 出租车接驳设施应根据出租车运输能力、接驳换乘距离、设施

服务水平等因素合理设置。 

7.2  出租车停靠站 

7.2.1 出租车停靠站新增、改造、迁移宜结合城市轨道交通站点周边

设施恢复工程同步进行。 

7.2.2 出租车停靠站距离城市轨道交通站点出入口换乘距离不宜大

于 100m，不应大于 150m。 

7.2.3 出租车停靠站需求预测方法，可按下式进行计算： 

                       taxi

taxi
taxi

tJ
N

3600
t=             （7.2.3） 

式中： taxiN ——出租车停靠站站位数量（个）； 

 tJ ——高峰小时选择出租车换乘轨道交通的客流量（人/h）； 

   taxit ——出租车进站的平均间隔时间（s）； 

taxi ——平均每辆出租车的载客人数（人/辆）。 

7.2.4 出租车停靠站应结合城市轨道交通站点出入口位置分散设置，

宜设置在交叉口出口道方向。 

7.2.5 城市轨道交通站点周边道路交通条件允许时，出租车停靠站宜

优先采用港湾式停靠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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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2.6 出租车停靠站宜与公交停靠站分开设置，应设置在距公交停靠

站下游不小于 50m 处，存在相互干扰时，应优先布设公交停靠站。 

7.2.7 出租车停靠站牌宜包含城市轨道交通换乘信息，与城市轨道交

通站点内换乘信息保持一致。 

7.2.8 出租车停靠站应设置交通标志和标线，并应符合现行国家标准

《城市道路交通标志和标线设置规范》GB 51038 的相关要求。 

7.3  出租车场站 

7.3.1 出租车场站宜设置在轨道交通枢纽站或城市外围区端头站。 

7.3.2 出租车场站宜结合轨道交通线路车辆段或停车场及城市轨道

交通站点周边综合开发项目设置。 

7.3.3 出租车场站人行出入口应与车辆出入口分开设置，人行出入口

应与城市轨道交通站点集散广场或步行道连通，宽度宜与步行交通

设施宽度相适应。 

7.3.4 出租车场站出入口附近宜设置公共非机动车停靠点，便于与轨

道交通二次接驳换乘。 

7.4  附属设施 

7.4.1 出租车接驳设施应设置站牌、候车亭、公共服务信息指示牌、

交通安全设施、无障碍等设施。 

7.4.2 出租车接驳设施应设置连续、清晰、完整的交通标志和标线，

保证交通安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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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 小汽车接驳设施 

8.1  一般规定 

8.1.1 小汽车接驳设施应根据城市轨道交通站点功能定位、周边道路

交通条件、用地条件、客流需求等规划设计。 

8.1.2 小汽车接驳设施设置应符合城市停车规划布局和道路交通组

织要求。 

8.2  小汽车临时接送停靠点 

8.2.1 小汽车临时接送停靠点应结合轨道交通站点出入口临近的周

边道路分散设置。 

8.2.2 小汽车临时接送停靠点宜设置港湾式停靠站，条件受限时，可

设置直线式停靠站。 

8.2.3 小汽车临时接送停靠点宜设置在次干路、支路或辅道上，减少

车辆进出对道路交通的影响。 

8.2.4 小汽车临时接送停靠点设置位置应符合现行行业标准《城市道

路工程设计规范》CJJ 37 的有关规定。 

8.2.5 城市轨道交通站点周边网约车停靠站宜与小汽车临时接送停

靠点合并设置。 

8.3  小汽车驻车换乘停车场 

8.3.1 小汽车驻车换乘停车场宜设置在轨道交通枢纽站或城市外围

区端头站。 

8.3.2 小汽车驻车换乘停车场至城市轨道交通站点出入口换乘距离

不宜大于 300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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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3.3 小汽车驻车换乘停车场需求预测方法，可按下式进行计算： 

                       




c

car
car

Q
N =                 （8.3.3） 

式中： carN ——小汽车停车场的规模（m2）； 

carQ ——全日换乘的客流量（人/d）； 

c ——每辆车载客人数（人/辆）； 

 ——停车场利用率； 

 ——停车场车位周转率； 

 ——小汽车停车比例。 

8.3.4 小汽车驻车换乘停车场宜结合城市轨道交通场站综合开发项

目一体化规划设计，并设置步行道连接停车场与城市轨道站点出入

口。 

8.3.5 小汽车驻车换乘停车场附近宜设置公共非机动车停靠点，便于

与轨道交通二次接驳换乘。 

8.3.6 小汽车驻车换乘停车场出入口数量应符合现行行业标准《车库

建筑设计规范》JGJ 100 的相关规定。 

8.3.7 小汽车驻车换乘停车场应设置无障碍停车位，并应符合现行国

家标准《建筑与市政工程无障碍通用规范》GB 55019 等有关规定。 

8.3.8 小汽车驻车换乘停车场平面布局应根据场地的实际情况、车辆

的管理、车辆进出要求规划设计，宜按本标准附录 B 设置。 

8.3.9 小汽车驻车换乘停车场应设置带充电桩或预留充电设施的停

车位。 

8.3.10 小汽车驻车换乘停车场宜设置智慧停车收费系统。 

8.3.11 小汽车驻车换乘停车场宜设置停车位使用监控设施，宜与路

况信息、城市停车智慧系统等联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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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4  附属设施 

8.4.1 小汽车接驳设施附属设施的设置不应影响乘客集散。 

8.4.2 小汽车接驳设施应设置交通标志和标线等附属设施。 

8.4.3 小汽车接驳设施应同步设置供电配套附属设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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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 接驳导向标识 

9.1  一般规定 

9.1.1 接驳导向标识的设置应简洁、大方、易于识别，并应符合国家

现行标准《城市道路交通标志和标线设置规范》GB 51038 和《城市

公共交通标志》GB/T 5848 等标准的有关规定。 

9.1.2 接驳导向标识之间的信息内容应具有连续性，体现层级感，不

应因间距过大致使导向信息中断。 

9.1.3 接驳导向标识实时动态信息宜采用智能化的信息服务设施设

备。 

9.1.4 城市轨道交通站点应设置紧急状态下可以使用的应急接驳导

向标识。 

9.2  站内接驳导向标识 

9.2.1 站内接驳导向标识的设置应以城市轨道交通车站导向标识为

基础，采用统一标准和规格，并应符合现行国家标准《城市轨道交

通客运服务标志》GB/T 18574 的相关规定。 

9.2.2 应在城市轨道交通站点出入口和付费区位置设置接驳导向标

识，提供出入口附近的其他交通接驳设施等信息。 

9.2.3 站内接驳导向标识系统应考虑残疾人和其他有行动障碍者的

特殊需求。 

9.3  站外接驳导向标识 

9.3.1 站外导向标识应在城市轨道交通站点出入口处、核心区、影响

区连续设置。 

河
南
省
住
房
和
城
乡
建
设
厅
信
息
公
开
浏
览
专
用



 

25 

9.3.2 站外导向标识内容应包括箭头符号和城市轨道交通图形符号，

宜包括辅助文字、线路名称、线路标识色、出入口编号、站点名称、

换乘距离等元素。 

9.3.3 应在城市轨道交通站点核心区内的公交停靠站、大型商业设

施、公共服务设施、以及人流密集的主要交通转换节点和站点影响

区内的道路上设置连续接驳导向标识，设置间距应满足相关规范要

求。 

9.3.4 接驳路段内标志内容应包含换乘线路名称和指示箭头。标志应

使用线路标志色区分不同线路，室内外标志中的相应符号应统一。

河
南
省
住
房
和
城
乡
建
设
厅
信
息
公
开
浏
览
专
用



 

26 

附录 A 非机动车停车场停车方式 

 

图 A  非机动车停车场车辆停放示意图（单位：m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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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录 B 小汽车停车场停车方式 

 

图 B  小汽车停车场停车方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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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 

tL ——平行于通车道的停车位尺寸（m）； 

1eW ——停车位毗邻墙体或连续分隔物时，垂直于通（停）车道

的停车位尺寸（m）； 

2eW ——停车位毗邻时，垂直于通（停）车道的停车位尺寸（m）； 

dW ——通车道宽度（m）； 

tQ ——机动车倾斜角度（°）。 

机动车最小停车位、通（停）车道宽度可通过计算或作图法求得，

且库内通车道宽度应大于或等于 3.0m。小型车的最小停车位、通（停）

车道宽度应符合表 B 的规定。 

表 B 小型车的最小停车位、通（停）车道宽度 

停车方式 

垂直通车道方向的

最小停车位宽度

（m） 

平行通车道方

向的最小停车

位宽度 Lt（m） 

通（停）车道最小

宽度 Wd（m） 

We1 We2 

平行式 后退停车 2.4 2.1 6.0 3.8 

斜 

列 

式 

30° 
前进（后退）

停车 
4.8 3.6 4.8 3.8 

45° 
前进（后退）

停车 
5.5 4.6 3.4 3.8 

60° 前进停车 5.8 5.0 2.8 4.5 

60° 后退停车 5.8 5.0 2.8 4.2 

垂直式 

前进停车 5.3 5.1 2.4 9.0 

后退停车 5.3 5.1 2.4 5.5 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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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标准用词说明 

1 为便于在执行本标准条文时区别对待，对要求严格程度不同

的用词说明如下： 

1） 表示很严格，非这样做不可的： 

正面词采用“必须”，反面词采用“严禁”； 

2） 表示严格，在正常情况下均应这样做的： 

正面词采用“应”，反面词采用“不应”或“不得”； 

3） 表示允许稍有选择，在条件许可时首先应这样做的： 

正面词采用“宜”，反面词采用“不宜”； 

4） 表示有选择，在一定条件下可以这样做的，采用“可”。 

2 条文中指明应按其他有关标准执行的写法为：“应符合……的

规定”或“应按……执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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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用标准名录 

1 《城市道路交叉口规划规范》GB 50647 

2 《城市道路交通设施设计规范》GB 50688 

3 《无障碍设计规范》GB 50763 

4 《城市道路交通标志和标线设置规范》GB 51038 

5 《建筑与市政工程无障碍通用规范》GB 55019 

6 《城市轨道交通分类》GB/T 44413 

7 《城市轨道交通线网规划标准》GB/T 50546 

8 《城市停车规划规范》GB/T 51149 

9 《城市综合交通体系规划标准》GB/T 51328 

10 《城市步行和自行车交通系统规划标准》GB/T 51439 

11 《城市轨道交通客运服务标志》GB/T 18574 

12 《城市公共交通标志》GB/T 5848 

13 《城市客运术语第 1 部分：通用术语》GB/T 32852.1 

14 《城市客运术语第 2 部分：公共汽电车》GB/T 32852.2 

15 《城市道路交叉口设计规程》CJJ 152 

16 《城市道路工程设计规范》CJJ 37 

17 《城市人行天桥与地道技术规范》CJJ 69 

18 《城市道路公共交通站、场、厂工程设计规范》CJJ/T 15 

19 《城市公共交通分类标准》CJJ/T 114 

20 《城市公共交通工程术语标准》CJJ/T 119 

21 《车库建筑设计规范》JGJ 100 

22 《城市轨道交通接驳设施技术要求》JT/T 14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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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总则 

现行的行业标准《城市轨道交通接驳设施技术要求》和团体标

准《城市轨道交通站点周边地区设施空间规划设计导则》内容较为

宏观，具有普遍性，缺乏对我省轨道交通自身特点的考虑，难以完

全适应我省轨道交通接驳设施规划设计。为切实规范城市轨道交通

站点接驳设施的规划设计工作，充分发挥城市轨道交通骨干作用，

扩大城市轨道交通客流吸引范围，提高城市轨道交通运营服务水平，

制定本标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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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术语 

本标准给出的术语和定义，是本标准有关章节中所引用的。 

在编写本章术语时，参考了国家标准《城市轨道交通分类》GB/T 

44413-2024、《城市步行和自行车交通系统规划标准》 GB/T 

514391-2021 、《城市客运术语第 1 部分：通用术语》 GBT 

32852.1-2016、《城市轨道交通接驳设施技术要求》JT/T 1410 等标准

中相关术语。 

本标准的术语是从本标准的角度赋予其含义的，但含义并不一

定是术语的定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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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基本规定 

3.1 一般规定 

3.1.1 城市轨道交通接驳设施主要包括步行接驳、非机动车（包括私

人非机动车、公共自行车、共享单车等等）接驳、公交接驳、出租

车接驳、网约车接驳、临时车辆停靠接驳、机动车驻车换乘接驳、

导向标识等设施。 

3.1.2 城市轨道交通接驳设施规划、设计、建设应与轨道交通主体等

工程同步规划、设计、施工建设，确保能够同步投入使用，避免建

设时序不一致，重复拆建，造成资源浪费。 

3.1.3 城市轨道交通接驳设施的规划设计应结合站点周边用地规划、

环境和道路交通条件的要求，按照各种接驳设施的特点，遵照“以

人为本、安全有序、绿色优先、换乘便捷、用地集约”的原则进行

规划设计，接驳设施的设置应首先考虑交通功能，其次还要考虑景

观功能和消防功能，确保交通接驳设施与周边环境及配套相协调。 

3.1.5 城市轨道交通接驳设施规划设计应与轨道交通主体工程紧密

相连，贯穿于线网规划、建设规划、工程可行性研究、初步设计、

施工图设计、建设运营等各个阶段，两者应密切配合，交通接驳设

施规划设计内容包括但不仅限于站点功能定位分析、接驳设施规模

预测、接驳设施规划布局、接驳设施交通组织等内容。 

3.2 城市轨道交通接驳设施与站点分类 

3.2.2 根据轨道沿线站点周边城市功能定位、交通服务功能和范围、

站点在城市中所处的位置、建设程度等因素，确定各站点的功能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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位，将轨道交通站点划分为枢纽站（A 类）、中心站（B 类）、组团

站（C 类）、特殊控制站（D 类）、端头站（E 类）、一般站（F 类）

六大类。 

3.2.3 根据轨道交通站点分类和功能定位、结合各种交通接驳方式的

出行特征、站点周边用地条件、站点周边交通现状、站点区域差异

性需求，确定轨道交通站点核心区内接驳设施配置要求。 

3.3 城市轨道交通接驳设施规模预测 

3.3.1 城市轨道交通接驳设施需求分析预测应以轨道交通线网规划

阶段线路客流预测需求为基础，工程可行性研究阶段和工程初步设

计阶段客流预测年限包含初期、近期和远期：初期为建成通车后第

3 年；近期为建成通车后第 10 年；远期为建成通车后第 25 年；接

驳设施规模应根据近期客流和远期客流需求预测确定，满足近期需

求，预留远期发展条件。 

3.3.4 城市轨道交通接驳设施定性需求预测方法通过参考国家、行业

标准的相关参数，并结合河南省实际交通出行特征进行修正，综合

确定站点接驳方式近远期分担比例，计算各类接驳设施规模。步行、

公交、出租车等接驳方式不需要长时间占用用地的设施，采用站点

高峰小时客流量计算，非机动车、小汽车等需要单独且长时间占用

用地的设施，采用全日客流量计算。 

3.4 城市轨道交通接驳设施规划布局 

3.4.1 城市轨道交通接驳体系构成中，首先应明确不同接驳方式的功

能定位，在此基础上依次确定优先规则、资源配置和组织方式。根

据城市交通发展坚持绿色低碳、集约高效的发展导向要求，优先保

障步行、城市公共交通和自行车等绿色交通方式的运行条件，并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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据站点功能定位和所处区域位置，因地制宜布设小汽车驻车换乘停

车场、公交场站等大型接驳场站。 

3.4.2 城市轨道交通站点接驳设施布局要根据客流预测中各个象限

或方向、各出入口客流量、以及站点出入口所在象限建筑业态等因

素，充分考虑客流分布特性，包括时间和方向的不均衡性、短时冲

击性等分散布局接驳设施，尤其是换乘站点，适宜的换乘方式和合

理的设施布局有利于减少客流交织，同时需要加强交通标志和标线

的引导。 

3.5 城市轨道交通接驳设施交通组织 

接驳设施交通组织应优先考虑公共交通和行人、非机动车交通，

充分保障各类交通流的有序流动，降低交通冲突概率；在时间和空

间上，将行人、非机动车、机动车交通流分离，减少混合运行和互

相干扰；通过设置标志和标线等交通设施，明确各种换乘组织流线，

人车分离、快慢分离，对行人和车辆进行有序引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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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步行接驳设施 

4.1 一般规定 

步行方式是进出轨道交通站点最直接、最便捷的接驳方式，使

用其他交通工具接驳时，最终都将转化为步行方式进出站点，是站

点交通接驳设施中最重要的接驳方式。步行接驳设施是接驳规划的

核心。在轨道交通接驳规划中，步行接驳设施要优先考虑，充分体

现“以人为本”的理念，重点考虑为乘客创造一个安全、连续、便捷、

舒适的步行环境，做好步行人流的交通组织和交通设施的规划设计，

避免步行通道拥挤，减少乘客的体力消耗。 

4.2 集散广场 

4.2.1 站点出入口集散广场是乘客快速到达和离开的集散场地，同时

也是消防设施的场地。《城市轨道交通线网规划标准》GB/T 

50546-2018 第 7.5.2 条和《城市步行和自行车交通系统规划标准》

GB/T 51439-2021 第 5.4.3 条中要求客流集散广场的面积不宜小于

30m2。北京、重庆、郑州等城市使用以出入口台阶外 8m 为步行道，

站点出入口通道宽度一般不小于 6.5m，站点后退规划道路红线距离

一般不小于 3m，因此综合考虑站点出入口前方规划可利用面积，

集散广场面积取值一般不宜小于 50m2。 

4.2.2 站点出入口集散广场应与其他交通接驳设施、周边建筑、规划

商业出入口无缝衔接，提高步行吸引范围，提高换乘的便捷性。 

4.3 步行道 

4.3.1 为保障步行交通的方便与通达，轨道影响区应通过规划建设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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密度、连续性的步行通道和步行路径。根据《城市综合交通体系规划

标准》GB/T 51328-2018第10.2.4条，大型公共建筑和大、中运量城市

公共交通站点800m范围内，人行道最小通行宽度不应低于4m。《城

市步行和自行车交通系统规划标准》GB/T 51439-2021第5.3.3条中规

定，轨道站点出入口、长途汽站点、快速公交站点所在路段人行道最

小宽度一般值不小于4m，最小值不小于3m。《城市道路工程设计规

范》CJJ 37-2012（2016版）第5.3.4条中规定，商业或公共场所集中路

段以及火车站、码头附近路段的人行道宽度下限为4m。综合考虑我

省城市道路规划建设条件，站点周边步行道有效宽度不小于4m。 

4.3.2 各种交通方式接驳换乘最终都需要经过步行的方式进入轨道交

通场站，为体现以人为本，本条文规定了城市轨道交通站点周边步行

道无障碍设置具体要求，具体设置要求符合《建筑与市政工程无障碍

通用规范》GB 55019和《无障碍设计规范》GB 50763的有关规定。 

4.3.4 鼓励轨道站点核心区范围内，在保证地面步行系统的完整与畅

通的条件的前提下，设置风雨连廊连接站点出入口和周边公共建筑

以及交通接驳换乘设施，形成便捷步行换乘体系，延伸轨道交通直

接服务范围。 

4.4 行人过街设施 

4.4.1 本条明确了轨道交通站点周边过街设施的设置形式，具体应结

合城市轨道交通站点位置、人流量、相邻道路的等级综合研究确定，

原则上以平面过街为主，立体过街为辅，除快速路外的其他各类城市

道路应优先采用平面过街方式。 

4.4.2 本条明确了行人过街设施的位置，应与交叉口周围公交站、轨

道站点、大型公建等人流集散点紧密结合，并应在过街设施附近设置

必要的交通引导设施和交通安全设施。《城市步行和自行车交通系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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规划标准》GB/T 51439-2021第6.1.3条，过街设施设置于公交站及轨

道站点出入口的距离不宜大于30m，且不应大于100m；《城市轨道交

通站点周边地区设施空间规划设计导则》T/UPC 003-2021第5.2.2.3条

中规定，利用平面过街的，人行横道距离城市轨道交通站点出入口距

离不宜大于50m；同时参考北京、成都等地行人过街设施距公交停靠

站、轨道交通站点出入口一般不超过50m，故人行横道与轨道交通站

点出入口的距离宜控制在50m以内范围。 

4.4.4、4.4.5 轨道交通站点过街通道或过街天桥应作为过街设施的补

充，有夜间开放需求的城市轨道交通站点出入口，其站厅非付费区应

设置客流控制设施和夜间独立的隔离设施，通道宽度应考虑过街客流

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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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非机动车接驳设施 

5.1  一般规定 

非机动车是间接吸引范围内极其重要的接驳方式，间接吸引范

围内居住用地是自行车接驳需求的主要来源，不同区域城市土地资

源不同、站点吸引范围不同，对非机动车停车场设置也应采取不同

供给政策。 

5.2 非机动车停车场 

5.2.1、5.2.2 结合对普通自行车和电动自行车不同的发展政策，保

障非机动车交通接驳换乘设施用地，通过完善自行车专用道路、停

车设施，并提高对停车场的管理水平，引导自行车换乘轨道交通出

行。《城市综合交通体系规划标准》GB/T 51328-2018 中规定，自行

车公共停车场的服务半径为 50m～100m，并不得大于 200m。因此

结合轨道交通站点出入口与周边建筑一体化无缝衔接，利用建筑开

发增设非机动车停车场实现非机动车接驳换乘，公共自行车体量小、

操作灵活、可达性好、投资少可作为轨道交通接驳的辅助工具，在

公交站和公共建筑附近设置公共自行车，实现非机动车接驳换乘，

满足不同人群出行需求。非机动车停车场的设置应考虑乘客骑行方

向，优先在来向车流的路口上游设置，减少对路口交通的影响，并

尽量分散设置。 

5.2.3 非机动车停车场应紧邻轨道交通站点出入口布设，缩短步行距

离和时间。本条文参考《城市综合交通体系规划标准》GB/T 

51328-2018 第 9.3.6-3 条的规定，城市轨道交通站点非机动车停车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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选址宜在站点出入口 50m 内、《城市步行和自行车交通系统规划标

准》GB/T 51439-2021 第 5.4.3 条的规定，轨道交通站点出入口与自

行车停放设施的接驳距离不应大于 50m、《城市轨道交通线网规划

标准》GB/T 50546-2018 第 7.5.3 条的规定，非机动车停车场应布设

在站点出入口附近，接驳距离宜小于 50m，综合要就考虑确定非机

动车停车场至轨道站点出入口换乘距离宜小于 50m，最大距离不应

超过 100m。 

5.2.4 非机动车停车场设施规模应根据轨道交通线路站点客流初期、

近期、远期预测的规模，按照站点全日客流量、非机动车接驳分担

比例、非机动车停车位周转率、单辆非机动车停车位面积等参数综

合计算得出。 

5.2.6 现行标准对非机动车停车位占地面积规定不完全一致，现行标

准中，《城市停车规划规范》GB/T 51149-2016 第 5.1.5 条的规定，

非机动车单个停车位建筑面积宜采用 1.5m²～1.8m²、《城市步行和

自行车交通系统规划标准》GB/T 51439-2021 第 7.5.2 条的规定，单

个自行车停车位尺寸宽度宜为 0.6m～0.8m，长度为 2.0m，《城市

综合交通体系规划标准》GB/T 51328-2018 第 13.2.5 条的规定，非

机动车的单个停车位面积宜取 1.5 m²～1.8m²，根据实际对市面上合

标电动自行车、普通自行车、互联网租赁自行车尺寸进行测量，停

车位尺寸宽度应至少为 2m，结合车把宽度，停车位尺寸宽度在

0.5m～1.0m 范围之间；由于目前非机动车停放主要占用城市道路等

公共空间，在节约空间和不影响骑行人存取车辆的前提下，同时考

虑站点出入口周边用地紧促，本设计标准中非机动车停车位占地面

积取 1.5 m²/辆～1.8m²/辆。 

5.2.7 现状城市道路的人行道和设施带宽度不一，但非机动车停放需

求分散在不同宽度不同等级的道路空间内。考虑轨道交通站点出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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口周边用地紧张，目前非机动车停放主要占用城市道路等公共空间，

较宽的设施带可采用垂直排列，较窄的设施带只能采用斜列式排列，

非机动车停车具体方式可按照本标准附录 A 中的布设方式进行设

置。 

5.2.8 为方便非机动车换乘停车，人行道存在高差，应设置坡度顺接

步行道，使路缘石节点保持平顺，零高差。 

5.2.10 非机动车设置出入口直接接入市政道路时，应保证出入口两

侧无障碍物、建筑物等遮挡非机动车驾驶人视线，保证骑行安全，

非机动车停车场设置不应占用集散广场位置、交叉口转弯半径等人

流集散空间点；对道路安全视距有较高要求的地点，不应设置非机

动车停放区域。 

5.3 非机动车道 

5.3.2 本条文主要对轨道交通站点周边非机动车道宽度进行约束，非

机动车道的宽度取值，参考《城市道路工程设计规范》CJJ 37-2012

（2016 年版）第 5.3.3 条和《城市步行和自行车交通系统规划标准》

GB/T 51439 -2021 第 5.3.5 条的规定，轨道交通站点周边非机动车流

量大，连续贯通的非机动车道是非机动车快速集散的保障，因此非

机动车道宽度最小值不应小于 2.5m。 

5.3.3 非机动车交通接驳是城市轨道交通接驳设施重要组成方式，然

而目前无论是从规划、建设还是管理上看，非机动车的路权得不到

保障，为保证非机动车交通系统连续性和完整性，本条文要求在城

市轨道交通站点出入口周边次干路以上等级道路上应设置机非分隔

带或护栏，保障非机动车的接驳通行空间。 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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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公交接驳设施 

6.1  一般规定 

6.1.1 公交接驳换乘是轨道交通间接吸引范围关键接驳方式，公交人

均占用资源少、效率高，应成为首要提倡的接驳工具。不同站点周

边交通、用地开发、客流量差异较大，因此在规划设置公交接驳设

施时应综合考虑上述因素。 

6.1.3 轨道交通站点周边均应设置公交停靠站，原则上设置在交叉口

的各个出口道上，保证各个方向公交均能够接驳换乘轨道交通，避

免集中换乘对轨道交通站点和周边道路交通带来过大客流压力，对

交通流造成干扰冲突。 

6.2  公交停靠站 

6.2.1 《城市道路公共交通站、场、厂工程设计规范》CJJ/T 15-2011

第 2.2.9 条的规定，中途站宜采用港湾式站点，快速路和主干路应采

用港湾式站点，通过调研郑州、洛阳、许昌等地方轨道交通公交停

靠站接驳现状，在道路交通条件允许的情况下，公交停靠站多采用

港湾式停靠站，包括浅港湾式停靠站、深港湾式停靠站。 

6.2.2 为避免部分轨道站点出入口与周边设施规划建设统筹不足，配

套道路、站台设施、公交港湾等不能同步投入使用，造成公交与轨

道交通换乘困难，本条建议在前期研究和新建阶段将轨道站点与接

驳地面公交等交通设施同步规划、设计、建成、运营，及时响应换

乘需求、预留换乘空间、控制规划站点出入口位置。同时，道路规

划重视接驳换乘条件。站点周围道路规划设计应满足公交车通行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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件、公交站设站条件，道路建设应与站点建设同步竣工验收。 

6.2.3 参照《城市综合交通体系规划标准》GB/T 51328-2018 第 9.3.6

条的规定，城市轨道交通站点与公交首末站衔接时，站点出入口与

首末站的换乘距离不宜大于 100m；与公交停靠站衔接，换乘距离

不宜大于 50m，《城市轨道交通线网规划标准》GB/T 50546-2018 第

7.5.4 条的规定，公交站点与城市轨道交通站点出入口的接驳距离不

宜大于 50m，并不应超过 150m，《城市轨道交通站点周边地区设施

空间规划设计导则》第 5.4.1.1 条的规定，距离城市轨道交通站点出

入口不宜大于 50m，困难条件下不应大于 100m，并参考北京、广

州、青岛、郑州等地方相关技术规范，要求控制公交与轨道交通接

驳换乘距离不超过 50m，为实现公交与轨道交通零距离换乘，无缝

衔接的目标，同时公交停靠站设置还要考虑《城市道路交叉口设计

规程》CJJ 152-2010 相关规定，符合城市公交网络的站点规划设置

原则及设计标准，考虑地面公交站点设置的区域交通需求，因此在

轨道站点周边公交停靠站应尽可能靠近站点出入口布置，与轨道交

通换乘距离不应大于 150m，宜小于 50m。 

6.2.4 公交停靠站的有效站位与高峰小时的上下车客流量、换乘比

例、停靠站每小时最大乘客量、每个乘客上下车时间等参数有关，

公交停靠站需求规模预测按照单个站位高峰小时最大客流量、高峰

小时公交站上下车客流量等综合计算得出。 

6.2.7 城市轨道交通站点与公交停靠站在同一地点时，两者名称宜保

持一致；两者名称不能保持一致时，应在公交站牌、公交线路图上

标注对应的城市轨道交通站点名称。 

6.3  公交首末站 

6.3.1 在城市轨道交通线路的枢纽站和端头站，结合周边用地开发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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情况和公交线路布设条件，设置公交首末站。 

6.3.2 参照《城市综合交通体系规划标准》GB/T 51328-2018 第 9.1.2

条的规定，城市公共交通不同方式、不同线路之间的换乘距离不宜

大于 200m，换乘时间宜控制在 10 分钟以内，第 9.3.6 条的规定，

城市轨道交通站点与公交首末站衔接时，站点出入口与首末站的换

乘距离不宜大于 100m，《城市轨道交通站点周边地区设施空间规

划设计导则》第 5.4.2.1 条的规定，距离城市轨道交通站点出入口不

应大于 150m，第 6.5.2 条的规定，公交换乘场站与轨道站点出入口

的步行距离宜控制在 150m 以内，《城市道路公共交通站、场、厂

工程设计规范》CJJ/T 15-2011 第 2.1.2 条的规定，长途客运站、火

车站、客运码头主要出入口 100m 范围内应设置首末站，同时参考

北京、广州、郑州等地方目前正在执行的有关标准和规范，要求控

制公交首末站与轨道交通站点接驳换乘距离不宜超过 150m，综合

考虑确定公交首末站行人出入口至站点出入口换乘距离宜小于

150m。 

6.3.3 根据国家、省级出台的一系列政策文件，支持建设综合交通枢

纽，推动土地集约高效利用，鼓励公交场站、轨道交通场站构建高

效便捷的立体交通体系，以解决站城分离、换乘不便、用地浪费等

难题，打造交通场站综合体，通过内部交通核、立体步行系统、建

筑预留接口等互相衔接，实现无缝衔接，一体化换乘。 

6.3.4 通过在公交首末站周边设置公共自行车或共享单车停靠点，有

效衔接轨道交通站点出入口与首末站之间的出行，提高端头站二次

接驳换乘便捷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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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出租车接驳设施 

7.1  一般规定 

出租车作为公共交通的子系统补充和辅助，满足不同层次需求，

体现了公交多层次服务的特点，应在交通接驳设施规划研究中加以

考虑。出租车接驳设施设置时应综合考虑使用需求、交通环境、用

地条件、设施服务水平等实际情况。 

7.2  出租车停靠站 

7.2.1 本条研究提出在接驳规划前期研究和设计阶段将轨道站点与

接驳设施同步规划、设计、建成、运营，及时响应换乘需求、预留

换乘空间、控制规划站点出入口位置，同时，道路规划重视接驳换

乘条件。站点周围道路规划设计应预留出租车停靠站的位置，出租

车停靠站与道路恢复同步建成。 

7.2.2 出租车候客区的设置应在考虑符合道路交通法规、不影响公交

停靠站的使用、不影响道路交通流及其他方式的衔接换乘等条件基

础上，尽可能靠近站点出入口布设。参照《城市轨道沿线地区规划

设计导则》第 6.5.2 条的规定，出租汽车上下客区与站点出入口步行

距离宜控制在 150m 以内，第 7.3.9.5 条规定，出租汽车与小汽车停

靠站点可合设，并应与公交停靠站分开设置，宜设置在距公交停靠

站不少于 50m 处；参考深圳、上海已出台出租车场站设置规范要求，

并根据北京、成都、郑州等城市相关经验得出，出租车停靠站距离

轨道交通站点出入口换乘距离不宜超过 150m。 

7.2.3 出租车停靠站的站位数量与轨道交通站点出租车高峰小时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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求量、出租车平均载客量、出租车进站的平均间隔时间等参数有关，

城市轨道交通站点周边出租车停靠站的有效站位数量通过上述参数

综合计算得出。 

7.3  出租车场站 

7.3.1、7.3.2 轨道交通线路城市外围区端头站和大型枢纽换乘站客流

量大、站点吸引范围大，是区域重要交通集散点，交通接驳方式需

求多元化，因此本条提出在此类站点周边设置出租车场站，满足出

租车接驳换乘需求。城市外围区端头站出租车场站可结合轨道交通

车辆段或停车场的综合开发合并设置，实现土地集约化利用。 

7.3.3 根据交通组织“人车分离、快慢分离”的原则，出租车场站车

辆和行人出入口宜分开设置，减少混合运行和互相干扰，为实现出

租车场站与轨道交通站点出入口的无缝换乘，应设置步行道衔接站

点集散广场，其宽度满足步行交通设施相适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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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 小汽车接驳设施 

8.1  一般规定 

小汽车是城市外围区站点重要衔接方式，城市外围区站点吸引

范围大，周边公共交通覆盖率低，小汽车作为外围区域重要接驳方

式，应结合区域差别化需求管理政策，建立小汽车临时接送临时停

靠点和小汽车驻车换乘停车场系统，实现城市中心区和外围区小汽

车接驳换乘。 

8.2  小汽车临时接送停靠点 

8.2.1、8.2.3、8.2.4 为了提高从城市外围到达市中心的便利性，临

时接送换乘模式成为提高交通效率的一种有效方式。当网络预约出

租汽车停靠点和小汽车停靠点与轨道交通之间的换乘距离较短时，

会吸引更多的乘客选择换乘轨道交通；相反，当换乘距离较长时，

换乘乘客人数会不断下降，处于临时接送换乘的可忍受距离和时间

的快速降低区间，此时这种模式已不具备优势。主要是对小汽车临

时接送停靠点设置位置、设置形式等内容进行规定，提高小汽车临

时接驳换乘的安全性和便捷性。 

8.2.5 在构建多样化服务体系方面，随着网络预约出租汽车的逐渐兴

起，在城市轨道交通接驳换乘中比例逐渐增大，是小汽车临时接送

换乘重要组成部分，因此本条文明确网络预约出租汽车与小汽车临

时接送停靠点合并设置，规范网络预约出租汽车的停车管理，提高

站点周边交通秩序。 

8.3  小汽车驻车换乘停车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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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3.1 本条规定了小汽车停车设施的设置原则，小汽车驻车换乘停车

场是指为了鼓励公众使用公共交通工具出行，引导个体交通使用者

换乘公共交通而设置的停车场，当外围端头站设置小汽车驻车换乘

停车场用地条件受限制时，可采用立体化方式布设。 

8.3.2 本条参照《城市停车规划规范》GB/T 51149-2016 第 5.2.9 条

的规定，城市公共停车场宜布置在客流集中的商业区、办公区、医

院、体育场馆、旅游风景区及停车供需矛盾突出的居住区，其服务

半径不应大于 300m，《城市轨道沿线地区规划设计导则》第 6.5.2.

（5）条的规定，小汽车停车场与轨道站点出入口的步行距离宜控制

在 200m 以内，同时调研上海、成都、南京等地接驳技术要求中对

小汽车驻车换乘停车场与轨道交通站点出入口步行换乘距离均不超

过 300m，根据轨道站点步行吸引范围半径不宜超过 300m~500m，

轨道交通站点与各类交通设施之间换乘步行时间，以不超过 5 分钟

为宜，综合考虑提出小汽车驻车换乘停车场与轨道交通站点换乘步

行距离不宜超过 300m，宜小于 200m。 

8.3.3 小汽车驻车换乘停车场规模与站点全日客流量、停车场车位周

转率、停车场利用率、停车比例、每辆车载客人数等参数有关，停

车场需求规模应根据各参数综合计算预测得出。 

8.3.4 本条明确小汽车驻车换乘停车场宜与轨道交通场站综合开发

项项目合并设置，集约化土地利用，提升轨道交通场站土地价值，

同时设置步行换乘通道无缝衔接停车场和站点出入口。 

8.3.5 通过在小汽车驻车换乘停车场周边设置公共自行车或共享单

车停靠点，构建二次接驳换乘，提升轨道交通站点出入口与小汽车

驻车换乘停车场之间的无缝衔接，提高端头站接驳换乘便捷性。 

8.3.8 本条文主要参照《车库建筑设计规范》JGJ100-2015 中第 4.3.3

条和 4.3.4 条的规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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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3.9 本条文参考《城市停车规划规范》GB/T 51149-2016 第 5.2.3

条的规定，停车场应结合电动车辆发展需求、停车场规模及用地条

件，预留充电设施建设条件，具备充电条件的停车位数量不宜小于

停车位总数的 10%、《城市综合交通体系规划标准》GB/T 51328-2018

第 13.1.4 条的规定，机动车停车场应规划电动汽车充电设施。公共

建筑配建停车场、公共停车场应设置不少于总停车位 10%的充电停

车位，《河南省加快电动汽车充电基础设施建设的若干政策》中规定，

新建大型公共建筑停车场、社会公共停车场、公共文化娱乐场所停

车场建设充电设施的车位比例不低于 15%，并将其纳入整体工程验

收范畴。本标准起草调研了郑州市、洛阳市、许昌市等城市城市规

划管理技术规定提出的电动车停车位数量占停车场停车位总数的比

值情况，综合考虑我省城市经济社会发展的差异性，因地制宜提出

小汽车驻车换乘停车场宜设置或预留充电车位，可根据电动汽车发

展采取近远期相结合的建设模式。 

河
南
省
住
房
和
城
乡
建
设
厅
信
息
公
开
浏
览
专
用



 

53 

9 接驳导向标识 

9.1  一般规定 

本章节主要对接驳导向标识的设置原则、要求、内容进行规定。

具体包括站内、站外接驳导向标识设置位置、设置内容、设置形式

等内容。 

导向标识系统是以标识系统化设计为导向，利用文字、符号和

标志牌等元素形成特定的视觉展示，帮助使用者快速获取信息，顺

利到达目的地或者通过某个空间。接驳导向标识是轨道交通接驳设

施重要组成部分，合理、完善的客流导向标识系统能够为乘客进出

站和换乘提供便利，提高乘客换乘效率、提升轨道交通运行效益。 

9.2  站内接驳导向标识 

9.2.1 车站内的接驳导向标识应采用统一标准和规格并应符合现行

的国家标准轨道交通公共标识中所涉及的图形符号应符合 GB/T 

10001.1、GB/T 10001.2、GB/T 10001.3、GB/T 16900、GB/T 16903.1

和 GB/T 16903.2 的有关规定。具体规格和尺寸应与轨道交通工程设

计标准中导向标识设计保持一致。 

9.2.2 在车站出入口和付费区位置地图宜为三维街区图，街区应按照

地图上的位置正确标注主干道和次干道、标识性建筑物、旅游景点

和公园名称，还应标注出租车上下站位置、公共交通线路、公交车

站名、站点位置、周边交通接驳相关的重要内容等信息。信息图可

采用平面图或立体图的表达方式。 

9.2.3 导向标识系统应考虑残疾人和其他有行动障碍者的特殊需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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应在站点出入口设置含有出口信息的盲文导向牌，导向牌的位置、

高度、形式、内容应方便视觉障碍者使用。 

9.3  站外接驳导向标识 

9.3.1 根据城市轨道交通站点核心区、影响区的范围以及乘客步行接

驳最大距离，站外接驳导向标识应在轨道功能紧密关联的地区设置。 

9.3.3 为提高城市轨道交通站点核心区轨道交通的换乘信息服务，宜

结合城市轨道交通站点出入口、大型商业设施、公共服务设施、道

路交叉口等主要人流吸引点的集散场地设置站外接驳导向标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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