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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铁站优先选址：
客运站、人流聚集区、开发区

那么，地铁线和地铁站又是怎么规划

的？

钱江晚报·小时新闻记者采访了杭州

市规划设计研究院高级工程师邓良军。他

向记者介绍说，线网规划阶段会重点考虑

与城市的形态、用地布局以及发展方向等

相协调，并明确每条线路的基本功能。

杭州市地铁已经历了三轮建设规划，

今年亚运会前将形成 516 公里的地铁网

络。

目前第四期建设规划正在谋划中。

具体到站点设置，邓良军说，一座地铁

站的选址大致经过线网规划、建设规划、工

程可行性研究与初步设计，共四个阶段。

他说，在规划中会优先考量三方面因

素。

首先，整个线网规划要覆盖城市主要

的客运走廊。比如，萧山机场和杭州东站

都有三条地铁线服务；其次，地铁站会尽可

能靠近重大的商业综合体和大型居住组

团，也就是人流聚集区域；最后，结合城市用

地布局，在外围新开发片区的核心地带，会

提前设置一些地铁站，引导未来的空间发

展，比如，按照轨道站点TOD形式开发，聚

集商业和小区，从而促进城市的多中心布

局。

归纳起来，地铁站的设置大致有两个

模式：

其一，“线跟人走”，注重服务性，满足

市民的出行需要；其二，“人跟线走”，注重

前瞻性，通过地铁站的率先布局对城市的

未来发展发挥引导作用。

5 号线的宝善桥站就是典型的“线跟

人走”，而大江东的诸多地铁站和今年初被

网友誉为“杭州最孤独的地铁站”——矗立

在大片农田里的地铁 6 号线丰北站，则是

“人跟线走”的代表。

与此同时，为了带动外围新城的发展

以及保障线路运行的客流量，地铁线往往

会将老城区和新区串联，邓良军说，这也正

是杭州很多地铁线路要穿城而过，并延伸

到外围的原因之一。“在规划建设阶段，我

们会对线路客流做前期测算，初期客运强

度不低于每日每公里 0.7 万人次是地铁建

设的准入门槛之一，也就是说在地铁开通

第三年，10 公里长的线路，至少要达到 7

万人次的日均客流。”

在邓良军看来，地铁站的设置既要考

虑居民需求，也要兼顾城市发展，他们在线

网规划阶段也会提前征集民意。

本报记者 张蓉/文 姬臣/制图

快 5 年了，杭州闹市区的一座地铁站为何迟迟没开通？钱江晚报·小时新闻记者多方探访，围绕地铁 5 号线

宝善桥站的建设展开了调查。对此，杭州市地铁集团回应表示，在前期的征迁工作中，由于各方对建设地铁站的

想法不一致，导致沟通时间较长，进而影响了入场施工。

本报 3 月 3 日 2 版刊发该报道后，一些读者还提出新的疑问：“是不是地铁站选址有问题？”也有市民不解，

“既然对小区和商铺有影响，出入口能不能移一移？”

那么，一座地铁站从规划选址到施工建设，需要经过哪些流程？对于出入口的设置又有哪些考量因素？带着

这些问题，钱江晚报·小时新闻记者走访了杭州市地铁集团和杭州市规划设计研究院。

6号线丰北站

再问宝善桥地铁站出入口位置怎么选
建设遇到哪些难题

地铁是高密度、特大型、综合性轨道交通运输系

统，一条线路正常情况下建成的时间需要3至5年。

可是，地处闹市区的宝善桥站却从2017年6月开

工至今，因为附属工程没完成，还不具备开通条件。

从工程可行性研究到初步设计再到施工，这个地铁

站经历了不少波折，首先就是出入口的选址。

杭州市地铁集团向记者透露，宝善桥地铁站的选

址前后考虑过多个方案，当前 A 出入口和风亭的设计

也是几易其稿。

建国北路和环城北路交叉口曾是宝善桥地铁站的首

选位置，可由于环城北路隧道的施工，此方案行不通；作

为2号方案，建国北路和体育场路交叉口也曾在考虑范围

内，可是这个十字路口四周建筑林立，风亭没地方安放。

风亭是地铁站实现空气循环流通的装置，也就是

它“呼吸”的通道。按照标准设计，风亭的选址通常要

求距离居民区等建筑达15米。

因此，最终，建国北路与莫衙营交叉口成了唯一的

入选点。

出入口为什么选这里？另两个方案行不通

虽然有了选址，但是从客观条件来说，这片区域对

于一座地铁站而言还是很局促的。

宝善桥地铁站主体长 160 米，宽 24 米，附属包含 3

个出入口和3座风亭。其四周又都是高层住宅，而且小

区红线和公共道路之间的距离非常近。

“杭州老城区的其他地铁站四周要么有公共建筑，

要么有多层住宅，很少遇到全部是高层住宅的情况，而

且公共空间这么狭小，施工非常困难。”杭州市地铁集

团表示，这意味着，从铺设地下管线的第一步开始就要

向周边小区借地施工。

但对于设置在家门口的地铁出入口和附近的风

亭，小区居民意见不一，借地施工就遭遇了不少困难。

主要是两种担心：“有人担心风亭放在小区周围太吵，

也有人担心出入口就在小区门口，人来人往，太混乱。”

选址确定后又遇到哪些问题？空间小，施工难，周边小区意见不一

风亭和出入口的位置可以再调整吗？记者了解

到，地铁方在与周边居民充分沟通后，最终调整了风亭方

案，采用了一种特殊的设计——在车站两端的A口和B

口附近，各设一组没有风机设备的活塞风亭，管道将空气

输送到A口与B口之间的绿化带，只在延伸到东河边的2

号风亭设置两台风机。这样减少了风机的声音。

在地下空间，宝善桥地铁站的空气流通形成了少

见的 T 字型，这是在满足居民要求的前提下牺牲空气

流通效率而作出的调整，也是目前杭州地铁站中第一

次使用这样的设计。

地铁站的设计除了要考虑周边环境条件，也要满

足安全疏散要求。

《杭州市城市轨道交通试运营验收管理办法》规

定，车站应建成站厅、站台、风井及至少 2 个不同方向

的出入口等设施；车站内任何一点距离出入口不能超

过50 米。因为居民不同意在小区正门口设置出入口，

方案又加设了折返楼梯，使 A 口从附近小区正门口向

车站内偏移。

最终，前后耗时一年多，经过近十轮沟通，多方终

于达成一致。

“施工期间，周边居民还是给予了大力支持，这点

还是很感谢他们的。”杭州市地铁集团表示。目前，车

站 A、B 口已基本完工，C 口已完成土建施工，进入收

尾阶段。

风亭和出入口怎么调整？首次使用T字型空气流通，多方沟通近十轮

《宝善桥地铁站为何还没开通》后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