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城市轨道交通大客流组织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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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我国城市规模的不断扩大刺激了城市居民的出行需求增长，轨道交通是一种高效、便捷的出行方式，能够有效缓解居民的出

行压力，受到人们的喜爱。但是面对大城市居民出行需求量日益增长，轨道交通系统时常受到大客流的影响，加重了运营组织工作的负

担。论文通过对轨道交通大客流的组织影响因素进行探讨，提出了应对大客流组织措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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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些年随着我国城市化进程的加快，城市规模也在进一步扩
大，其经济水平也在不断提高，随之带来的是城市人口增长的问题。
城市出行人口较多的时候使得城市交通出现严重拥堵。对于很多大
城市来说，交通拥堵已经成为破坏城市居民幸福感的头号问题。为
了缓解居民出行难的问题，诸如北京、上海这样的大城市在大量修
建轨道交通。事实证明轨道交通占地面积少、安全便捷、高效准时等
优点，已经成为城市综合交通运输体系中最具有优势的出行方式。
但是对于一些人口众多的大城市来说，其中心城区的轨道交通车站
往往聚集大量的客流，尤其是一些突发的大客流，造成车站秩序的
混乱，给轨道交通运营组织工作带来严峻的挑战。

1 大客流产生的原因
对于城市轨道交通来说，它的主要服务对象是客流，制定优化

组织措施的出发点也是为乘客提供更加便捷、高效的服务。因此在
做轨道交通客流组织，尤其是大客流组织方案的时候，一定要对大
客流产生的原因进行全面地了解。

1.1 早晚高峰
城市轨道交通能够很好地分担公共汽车的出行客流，它主要服

务的群体是上下班人员、学生等。这类群体有着比较明显的出行规
律，通常在早晚上班高峰以及上下学时期会聚集大量的客流。同时
由于城市规模逐渐扩大，轨道交通线路网的通达性越来越好，选择
轨道交通作为出行方式的居民越来越多，使得早晚高峰时候的客流
聚集，这主要是受到轨道交通沿线地区功能的影响。

1.2 法定节假日导致出行增长
在国家法定节假日时期，居民会因为旅行、娱乐等活动而增加

出行需求，从而导致轨道交通客流增多。据历年相关数据统计，“十
一”“五一”黄金期往往能够创造一年出行中的最高值。同时应该注
意的是这种情况导致的大客流有可能影响到多条线路的运营组织
工作，甚至会影响到整个城市的轨道交通网。

1.3 线路沿线举办大型活动
随着居民生活水平的提高，很多城市会举办一些体育赛事、展

览会等来丰富居民的生活。当城市举办体育、展览等活动的时候会
带来客流量的增多，使得活动周围的轨道交通车站客流发生变化。
比如说在 2019年上海世博会期间，地铁共运送乘客 10亿人次。但
并不是说所有的活动都能够带来客流的增长，如果居民在活动中的
参与度较高，那么其出行就会影响轨道交通的运营，反之则对轨道
交通的影响不大。

1.4 恶劣天气
当居民出行遇到台风、暴雨等恶劣天气的时候，轨道交通相比

路面交通来说有很好的优势。同时轨道交通能够给居民提供避雨的
场地，这也会在一定程度上导致轨道交通车站客流增多，尤其是车
站出入口处会有大量因为躲避恶劣天气的人员聚集，加重出入口处
客流疏散工作。

1.5 轨道交通运营过程中遭遇紧急情况
轨道交通在运营过程中会遇到诸如大面积停电、列车故障等紧

急情况，会导致客流在车站积压、组织混乱等问题，这时要尽快把客
流疏散出去，以保证轨道交通运营的安全。

1.6 线路间运输能力不匹配
当城市轨道交通运营过程中，各条线路之间客流的流动可以借

助换乘站来实现。因此换乘线路要能够与换乘客流相匹配，否则将会
加重换乘线路的运输压力，使得换乘站成为线路网上的运输瓶颈[1]。

1.7 城市功能区规划不当
修建轨道交通的目的是满足居民的出行需求，因此轨道交通线

路要与城市功能区规划相匹配，以免出现客流重复的情况，从而引
发大客流，加大区域内轨道交通运输的压力。

2 城市轨道交通大客流组织的影响因素
在轨道交通运营体系中，大客流组织是影响系统组织优化的一

个重要问题，这是因为在制定大客流组织方案的时候会受到多方面
因素的影响，不仅包括设施设备方面，还有运营组织、社会经济等方
面的因素，可以从此出发来制定合理的运营组织方法。

2.1 输送能力方面
在现有设施设备的基础上，单位时间内完成的乘客运输数量被

称为轨道交通线路的输送能力。在大客流的组织运营中，输送能力
带来的影响主要表现为以下方面：其一是当车站遭遇大客流时，要
在系统允许的输送能力范围内对客流量进行控制，当客流量接近系
统输送能力上限的时候，应该采取措施去减少车站客流的流入，使
得客流能够尽快地疏散出去[2]。其二，针对大客流制定相应的组织方
案，例如可以对列车的行车密度进行调整，以便能够尽快疏散客流；
延长列车在车站的停靠时间，提高列车的满载率，以此提高系统的
输送能力。

2.2 运输方案调整方面
为了能够尽快把客流疏散出去，往往要对原有的运输方案进行

调整，可以在大客流比较集中的区间内提高区间列车的发车密度，
缓解区间客流压力。同时为了保证运输方案调整的灵活性，要充分
考虑各种行车限制因素，比如说线路的实际情况、车辆的保有量等。

2.3 车站客流组织方面
车站遭遇大客流主要是受到了车站地理位置以及周围环境的

影响，除此之外换乘站的大客流还受到换乘通道设计和换乘方案的
影响，车站大客流是轨道交通系统大客流的一个重要部分。当车站
遭遇大客流，其疏散能力受到了车站规模、出入口位置、自动售检票
数量等因素的影响。在做好轨道交通系统大客流组织工作的时候尤
其要做好车站的运营组织，以此缓解大客流的影响。

2.4 通过能力方面
通过能力主要针对的是单位时间内所能够通过的最大列车数。

在制定大客流组织方案的时候，列车的开行密度会受到通过能力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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限制。当制定的大客流组织方案考虑到特殊的列车交路时，需要依
照通过能力来设计列车的折返方式。一般情况下选择的大客流组织
方案需要以通过能力为基础来最大限度地提高列车的利用率，为轨
道交通运营企业节省经济成本。

2.5 客流疏导能力方面
所制定的大客流组织方案的效率和车站的客流疏导能力也有

一定的关联。在进行客流疏导的时候往往要借助于一些设施设备才
能完成，比如说闸机、自动扶梯等。面对同样的客流，不同车站所具
有的设施设备数量或者规格不同，其客流疏导能力也会有所差别。
因此在制定大客流组织方案的时候一定要考虑车站设施设备每小
时所能够通过的客流数。

当然，除了以上影响因素外，在城市居民出行中其它公共交通
运输方式发挥的作用也不可忽视，因此制定轨道交通大客流组织方
案的时候需要注意与其它交通运输方式的衔接，以提高城市综合交
通运输系统的服务水平，为居民提供更好的出行体验。

3 城市轨道交通大客流组织的应对策略
针对大客流组织的影响因素，可以提前对大客流进行预测，做

好大客流的应对准备，同时增加系统运输能力，做好相应的票务组
织和客流组织工作。

3.1 做好客流日常预测工作
大客流会打乱轨道交通的正常运营工作，为了保证轨道交通运

营组织的有序性，可以对大客流进行预测，以便能够提前做好大客
流的组织管理，消除大客流的不利影响。并不是说所有的大客流都
是不可预测的，比如说对于一个车站的早晚高峰客流，在长时间的
运营管理中大客流的特点以及出现时间是有规律可循的，针对此类
大客流的组织工作可以严格按照常规的大客流组织方案进行。而对
于一些恶劣天气、列车故障等突发状况引起的大客流是无法预测
的，针对这类大客流，为保证轨道交通运营组织工作的顺利进行，可
以制定应急组织方案，同时对员工进行大客流应急培训，提高员工

的应急处理能力，使得员工在实际工作中可以尽快疏散大客流。
3.2 做好客流组织工作，避免客流积压
在轨道交通车站中，大客流往往出现在车站出入口、上下楼梯、

闸机、售票机等处，在做大客流组织工作的时候应该重点对这些部
位的客流进行组织和疏散。同时也可以采取措施减少客流的流入，
避免出现客流积压，比如说在闸机处进行限流或者是出入口处设置
隔离带来严格限制进出客流的秩序，避免客流交叉，造成客流组织
的混乱。

3.3 做好票务组织工作，缓解客流压力
车站发生大客流时会增加票务工作的压力，同时做好票务组织

工作也有助于疏散大客流。比如说可以为大客流乘客提供预制票，
避免售票处客流的堆积，提高票务效率；设置临时售票处，有效缓解
客服中心和自动售票机处客流的压力；设置票务紧急模式，为乘客
开启进出站免检模式，有助于乘客能够快速通过闸机，加快乘客在
车站的流通速度等。

4 结束语
轨道交通是城市综合交通运输体系中的一支重要力量，随着轨

道交通出行需求日益增多，大客流对轨道交通的运营组织工作带来
不便。论文分析了大客流产生的原因以及轨道交通大客流运营组织
的影响因素，为应对大客流的组织工作提出对策，来减少轨道交通
大客流的压力，提高轨道交通的社会效益和经济效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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