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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公交首末站是城市重要公共交通基础设施,本文以重庆市巴南区为例,分析了巴南区公交首末站的供给情况,从需求、服务效能、交通

设施协调三个方面开展规划评估,分别针对中心城区、小城镇、未编控规区域提出优化思路及优化方案。 

[关键词] 公交首末站；巴南区；中心城区；小城镇；未编控规区域 

 

引言 

城市公共交通场站是保证城市公共交通正常运营的重要保障,是城市

基础设施的重要组成部分
[1]
。近年来巴南区逐渐重视公交基础设施建设,

但公共交通设施的发展与居民出行需求增长仍存在较大的差距,如公交首

末站的建设远远跟不上线路发展的需求,且现状公交首末站全部“露宿”

街头。公交首末站系统是城市公交系统的重要组成部分,它合理的设置和

布局,可以提高公交出行的便捷和舒适程度,提高公交分担率,降低道路上

机动车的交通量,有利于城市交通问题的解决
[2]
。 

1 规划评估 

1.1需求评估 

公交首末站规划满足总量需求。公交首末站一般配建标准为0.1-0.15

公顷/万人。根据巴南区规划人口,可推算出公交首末站需求规模。巴南区

远期规划人口为150万人,按照0.1公顷/万人的最低配建标准,需配建15公

顷首末站用地。根据控规资料,巴南区共规划17.51公顷首末站用地,满足

总量需求。 

1.2服务效能评估 

路段公交停车港间距一般为300-500米,而由于公交首末站通常会汇

集2-5条公交线路,其服务半径应相应增大。在控规编制过程中,公交首末

站布点一般以也800米为服务半径进行布设,因此以800米半径作为基准服

务范围进行分析。根据首末站800米服务半径对规划公交首末站进行分析,

对首末站服务重叠的区域进行提取,规划区首末站服务缩减效能面积约

1396公顷。李家沱、龙洲湾、鹿角、界石、南彭等板块首末站覆盖基本为

无重叠或一次重叠,服务效能较好。花溪、鱼洞等板块存在二次重叠,服务

效能较低。 

1.3交通设施协调评估 

全区规划公交首末站与公交站场协调性较好。同公交枢纽站、公交停

车场分散布设,提高首末站服务范围；靠近公交维保场,弥补维修、保养车

辆上下客问题。公交首末站应与城市公共客运走廊相临近,便于客流换乘。

因而首末站的设置应充分考虑轨道客流集散换乘需求,在轨道沿线或周边

设置首末站。全区规划公交首末站与轨道协调性较好,能较好地与轨道交

通形成良性客流集散与转换。 

2 优化方案 

2.1中心城区 

结合既有规划情况,抽密4处公交首末站,抽密面积合计2.40公顷。在

规划公交首末站密集区域抽密3处公交首末站,抽密面积合计0.92公顷；在

职教城片区抽密1处公交首末站,抽密面积1.48公顷。填疏9处公交首末站,

面积共计2.7公顷。 

2.2小城镇 

根据巴南区已批及在编的小城镇规划,梳理控规用地,其中接龙镇规

划有1处S41性质用地、丰盛镇规划有1处S41性质用地、东泉镇规划有2处

S41性质用地,其他小城镇均规划有S3性质用地。建议在其他小城镇S3性质

用地中加入S41功能,完善巴南区小城镇公交首末站布局规划。 

2.3未编控规区域 

提出以下规划控制要求： 

(1)需求适应原则。考虑常规公交运行特点和乘客出行需要,保障公交

首末站能够满足当前需求及未来发展的需要。 

(2)区域差别化原则。核心区域用地紧张,同时公共交通的出行需求又

较为集中,可适当缩小公交首末站用地标准,按1000平方米/万人配置用

地；外围区域用地相对富裕,应以满足需求、合理布局、适当增加为目标,

适当放宽公交首末站用地标准,按1500平方米/万人配置用地。 

(3)相对均衡原则。首末站应结合用地和交通系统进行布局,宜设置于

居住、商业、医疗、办公等客流集散点附近,便捷公众出行；并考虑站点

800米覆盖要求,避免出现单个站场用地过大,站点间距过长且分布不均衡

现象出现。首末站的规模应按线路所配营运车辆确定,不宜过大也不宜过

小；单独首末站规模不应低于1000平方米；不宜高于9000平方米。 

(4)交通易达原则。公交首末站用地应紧邻城市道路,方便公交车辆的

进出,并考虑到公交车出入对城市交通的影响,尽量在城市次干道周边选

择首末站用地。 

3 相关建议 

加快公交首末站的建设力度,解决公交车“无家可归”的囧况。积极

推进公交首末站综合开发,即平面布局转为空间拓展、单一功能转为互动

的枢纽居住商业集成,提升土地利用价值,保障公交首末站发展后劲
[3]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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