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1  城市轨道交通客流概念及车站通行能力 

1.1  城市轨道交通客流概述 

工 作 页 

学习领域  

 

客流组织  

学习情境 1 

车站通行能力  

学习任务 1.1 

城市轨道交通客流概述  

姓名：  班级：  

学号：  组号：  

 

【学习目标】  

通过本任务的学习，你将能够：  

1. 列举出城市轨道交通客流的各类概念。  

2. 分析影响城市轨道交通客流的各种因素。  

3. 掌握城市轨道交通客流特点。  

4. 掌握城市轨道交通及车站客流时空分布特征。  

 一、明确任务，分析任务要求  

为了完成学习任务，请关注以下几点，可以在任务实施前，任务实施过程中，任务结

束后填写。  

1. 本次任务实施的地点为（                                                ），

需要使用的设备有（                                                    ），

工具材料包括（                                                        ）。



 

2. 本次任务实施的组织方式：□  独立完成，□  小组合作完成；  

预计我承担的角色是（                                                  ）。

3. 本次任务实施的最终结果是：□  过程实施，□  提交作品。  

4. 阅读《“客流组织”课业评价方案》，明确下列信息：  

（1）在每个学习任务结束后，评价的项目包括：  

□  专业知识掌握程度。  □  工作页完成质量。  

□  贡献度/合作效率。  □  任务完成速度。  

□  任务完成质量。  □  文明生产。  

（2）在每个学习任务结束后，由谁对我进行评价：□  自己，□  组长，□  教师。  

（3）在每个学习情境结束后，评价的项目包括：  

□  学习态度。  □  遵守纪律。  

□  文明生产。  □  安全生产。  

□  社会行为。  □  任务完成质量。  

（4）在每个学习情境结束后，由谁对我进行评价：□  自己，□  组长，□  教师。  

5. 是否已经明确知道学习场所（课室、实训室）使用注意事项和设备使用注意事项：

□  是，签名（                 ）。  

□  否，尚未明确的内容（                                               ）。

经过教师解答后，确认签名（                 ）。  

 二、知识学习  

1. 客流概念  

                                                                          

                                                                          

2. 客流分类  

（1）根据客流的时间分布特征，轨道交通客流可分为                           、

                          和                           。  

（2）根据客流的空间分布特征，轨道交通客流可分为            和            。  

（3）根据客流的来源，轨道交通客流可分为           、          和           。

（4）几个描述城市轨道交通客流的关键概念。  

断面客流量：                                                               

最大断面客流量：                                                           

高峰小时最大断面客流量：                                                   

车站客流量：                                                              

3. 影响城市轨道交通客流因素  

①                                 ；  

②                                 ；  

③                                 ；  



 

④                                 ；  

⑤                                 ；  

⑥                                 ；  

⑦                                 ；  

⑧                                 。  

4. 城市轨道交通客流行为特点  

①                                 ；  

②                                 ；  

③                                 ；  

④                                 ；  

⑤                                 ；  

⑥                                 ；  

5. 城市轨道交通换乘客流特点  

（1）换乘心理需求            、            、            。  

（2）换乘行为特征            、            、            。  

6. 轨道交通客流时间分布特征  

（1）轨道交通一日内小时客流通常是            。  

（2）对于一周内全日客流分布特征而言，在以通勤、通学客流为主的轨道交通线路，

双休日的客流会有所            ；而在连接商业网点、旅游景点的轨道交通线路，双休

日的客流又往往会有所            ；双休日的早高峰出现时间往往            ，而晚高

峰出现时间又往往            。周一与节假日后的早高峰小时客流和星期五与节假日前

的晚高峰小时客流，都会比其他工作日的早、晚高峰小时客流要            。  

（3）一年内，客流还存在季节性的变化，如由于梅雨季节和学生迎考等原因，6月份的

客流通常是全年的           。而在旅游旺季，流动人口的增加也会使轨道交通线路的客

流           。短期性的客流激增通常发生在           或遇到           的时候。 

（4）车站超高峰期客流分布特征：  

①  车站客流的进、出站高峰小时出现时间与断面客流的高峰小时出现时间通常      

           。  

②  各个车站客流的进、出站高峰小时出现时间通常            。  

③  同一车站客流的进、出站高峰小时出现时间通常            。  

④  同一车站工作日客流与双休日客流的进、出站高峰小时出现时间通常            

           。  

⑤  工作日高峰小时进、出站客流通常            双休日高峰小时进、出站客流。  

7. 轨道交通客流空间分布特征表现  

（1）各条线路客流            ；（2）轨道交通线路上下行方向的最大断面客流通常

是            ；（3）线路上各区间的断面客流通常            ；（4）轨道交通各个车站

的乘降人数            ；（5）车站内客流在空间分布上也存在            现象。  



 

 三、知识归纳及检验  

1. 以下描述中，分别对应了哪个客流概念？（请把对应概念写在下方横线处）  

（1）地铁 1 号线春熙路站人流量超过 10 万人次                。  

（2）早高峰地铁客流量下降 5.23%               。  

（3）某年 12 月 31 日，上海地铁单日客流量突破千万，创历史新高               。

（4）1 号线高峰小时最大客流断面客流量达 30878 人次                。  

2. 阅读下列案例，说明每个案例分别代表哪种影响城市轨道交通客流的因素  

案例一：在香港，大约 50%的居民和约 55%的职业岗位离轨道交通车站约 10min 的

步行距离，强有力的客流支撑是其获得收益、成功运营的一个重要原因。  

影响因素：                。  

案例二：1997 年，上海轨道交通 l 号线火车站—莘庄段贯通运营，但 1997 年、1998

年的客流增长幅度并不大，主要原因是 1 号线锦江乐园至莘庄段沿线地区的房地产产业刚

刚开始发展。2000 年以后，市民纷纷迁入新建成的住宅区，商业、餐饮业也发展起来，1

号线客流也快速增长，2001 年的客流增长率达到 38.1%，远远高于 2000 年 0.5%的客流增

长率。  

影响因素：                。  

案例三：2002 年前，北京地铁运营的线路只有 1 号线和 2 号线，1995 年达到最大年

客运量 5.58 亿人次，自 2002 年 13 号线投入运营、2003 年八通线投入运营后，年客流量

稳步增长，尤其在 2007 年 5 号线开通和 2008 年 10 号线一期、8 号线一期、机场线相继

开通后，全线网年客流量急剧上升，2008 年全线网运送乘客突破 12 亿人次，比 2007 年

提高了 75%以上。  

影响因素：                。  

案例四：由图 1-1 可知北京市轨道交通历年客流量趋势。  

 

图 1-1  北京市轨道交通历年客流量变化趋势图  

影响因素：                。  



 

3. 下图是城市轨道交通线客流变化图，看图分析并回答。  

（1）看图 1-2，回答客流在一小时内有什么样的分布特征？  

 

图 1-2  某市某天轨道交通路线小时客流变化图  

答：  

 

 

 

 

 

（2）看图 1-3 分析客流在一年内呈现怎么样的分布特征？  

 

图 1-3  广州地铁 1 号线 2006 年各月日平均客流分布图  

答：  

 

 

 

 

 



 

4. 根据前述所学知识，判断下列所说对错。（用√表示对，用×表示错）  

（1）现代化都市一年、一周、一天的不同时段，城市轨道交通的客流都有自身的变化

规律。（     ）  

（2）城市轨道交通通常夜间客流量较少，早晨渐增，上班或上学时间达到高峰，午间

稍减，至下班或放学时间又出现第二个高峰，进入晚间客流又逐渐减少。（     ）  

（3）在以通勤、上学客流为主的线路上，双休日的客流相比工作日有所增加。（     ）

（4）车站内客流在空间分布上基本均衡。（     ）  

 四、考核评价  

对照评价标准，教师为各小组组长的作品评分，各组长为组员的作品评分。  

学习任务考核评价表  

组名   组长  

分项评价  自评（50%）  组长评分（50%） 评分  

能够列举城市轨道交通客流的各类概念

（满分 10）  
   

能够列举影响城市轨道交通客流的各类

因素（满分 10）  
   

掌握城市轨道交通客流特点（满分 15）    

掌握城市轨道交通及车站客流时空分布

特征（满分 15）  
   

得分小计   

综合评价  教师评分  评分  

工作页完成质量良好，字迹工整，笔记

清晰（满分 50）  
  

得分小计   

得分合计＝分项评价＋综合评价   

 五、现场管理  

1. 根据 6S 现场管理标准，归整工具，关闭设备，填写相关记录。  

2. 值日小组清扫实训室 /课室。  

3. 离开实训室/课室前检查电源总闸是否关闭、门窗是否锁闭。  



 

1.2  车站通行能力计算方法 

工 作 页 

学习领域  

 

客流组织  

学习情境 1 

车站通行能力  

学习任务 1.2 

车站通行能力计算方法  

姓名：  班级：  

学号：  组号：  

 

【学习目标】  

通过本任务的学习，你将能够：  

1. 掌握城市轨道交通车站客流进出站流程。  

2. 了解什么是车站通行能力，并能熟练计算城市轨道交通车站通行能力。 

3. 辨别影响城市轨道交通车站客流通行能力的关键点。  

 一、明确任务，分析任务要求  

为了完成学习任务，请关注以下几点，可以在任务实施前，任务实施过程中，任务结

束后填写。  

1. 本次任务实施的地点为（                                                ），

需要使用的设备有（                                                    ），

工具材料包括（                                                        ）。

2. 本次任务实施的组织方式：□  独立完成，□  小组合作完成；  

预计我承担的角色是（                                                  ）。



 

3. 本次任务实施的最终结果是：□  过程实施，□  提交作品。  

4. 在完成本学习任务后，将会对以下项目进行评价：  

□  专业知识掌握程度。  □  工作页完成质量。  

□  贡献度/合作效率。  □  任务完成速度。  

□  任务完成质量。  □  文明生产。  

由谁对我进行评价：□  自己，□  组长，□  教师。  

5. 是否已经明确知道学习场所（课室、实训室）使用注意事项和设备使用注意事项：

□  是，签名（                 ）。  

□  否，尚未明确的内容（                                              ）。

经过教师解答后，确认签名（                 ）。  

 二、知识学习  

1. 什么是车站通行能力？一般情况下，以多少分钟作为其表示指标？  

 

2. 根据经验，填写乘客进站流程图。  

 

3. 关键点单位通行能力。  

（1）通道单位通行能力。  

通道单位通行能力计算表  

通道通行能力  15min（人）  车站通道总通行能力  

单向（1m）   总通道宽度×通行能力  

（每米）  双向（1m）   

（2）乘降设备（楼梯及自动扶梯）通行能力。  

乘降设备（楼梯及自动扶梯）通行能力计算表  

乘降设备  通行能力（人 /min）通行能力（人 /15min）
车站乘降设备总

通行能力  

1m 净宽
楼梯  

楼梯单向向上  60～70  

楼梯宽度×通行能

力（每米）  

楼梯单向向下  50～65  

楼梯双向  45～60  

1m 自动扶梯  100～120  
 



 

（3）自动售票及检票设备通行能力。  

自动售票及检票设备通行能力计算表  

 
引导充分时通行能力 乘客自助时通行能力

车站自动售票及  

检票设备总通行能力  

人 /min 人 /15min 人 /min 人 /15min 人 /15min 

自动售票机  3～4  1～2  
自动售票设备台数 ×通行

能力（每台） /购票率  

进站闸机  12～15  8～9  自动检票设备台数 ×通行

能力（每台）  出站闸机  12～15  8～10  

（4）列车输送能力。  

广州地铁一般将车辆上 6 人/m2为满载的容纳量，将 9 人/m2为超载的极限值。  

4. 车站通行能力计算方法。  

车站关键点  
车站关键点单位

通行能力  

车站关键点  

总通行能力  
车站总通行能力  

出入口、通道  人 m/15min ×N（m）  

最小值  

站厅楼梯及自动扶梯  人 m/15min ×N（m）  

自动售票机  人台 /15min ×N（台） /购票率  

自动检票机（闸机）  人台 /15min ×N（台）  

站台楼梯及自动扶梯  人 m/15min ×N（m）  

列车输送能力  人 /辆  ×N（辆）  

 三、知识检验  

根据图 1-4 的车站模型图，计算该车站通行能力（单位人 /15min）。  

车站通行能力计算表格  

出入口  
A：出入口  B：车站自动售

票设备（购票

率 20%）  

C：车站自  

检票设备

D：站台自

动扶梯  
E：列车输送能力

楼梯  自动扶梯  

1 2m  2m  7 台  10  楼梯：
16m

 
 

自动

楼梯：
8m 

 

共有 2 条线

路，每条线路

假设发车频

率为 3 分钟
一班，每趟列

车载人 1680 

 

2 2m  2m  6 台  13  

3 2m  2m  
6 台  12  

4 2m  2m  

5 2m  2m  5 台  14  

合计       



 

 

图 1-4  车站模型图  

最小通过能力 N＝min{A，B，C，D，E}，该车站最小通过能力为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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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四、考核评价  

对照评价标准，教师为各小组组长的作品评分，各组长为组员的作品评分。  

学习任务考核评价表  

组名   组长  

分项评价  自评（50%）  组长评分（50%） 评分  

能够叙述城市轨道交通车站客流进出站

流程（满分 5）  
   

能够了解什么是车站通行能力，并能熟

练计算城市轨道交通车站通行能力（满分

50）  

   

能够辨别影响城市轨道交通车站客流通

行能力的关键点（满分 10）  
   

得分小计   

综合评价  教师评分  评分  

工作页完成质量良好，字迹工整，笔记

清晰（满分 35）  
  

得分小计   

得分合计＝分项评价＋综合评价  
 
 

 

 五、现场管理  

1. 根据 6S 现场管理标准，归整工具，关闭设备，填写相关记录。  

2. 值日小组清扫实训室 /课室。  

3. 离开实训室/课室前检查电源总闸是否关闭、门窗是否锁闭。  

 

 

 

 

 

 

 

 

 

 



 

学习情境（一）考核评价表 

姓名   班级   学号   

课程   日期   组号   

学习情境   

评价项目 1（自我评分）  A B C D 评分  

1. 学习态度  20 16 12 8  

2. 遵守纪律  20 16 12 8  

3. 文明生产  20 16 12 8  

4. 安全生产  20 16 12 8  

5. 社会行为  20 16 12 8  

得分小计   

备注：  
 

评分人（签名）：  

评价项目 2（组长评分）  A B C D 评分  

1. 学习态度  20 16 12 8  

2. 遵守纪律  20 16 12 8  

3. 文明生产  10 8 6 4  

4. 安全生产  10 8 6 4  

5. 社会行为  40 32 24 16  

得分小计   

备注：  
 

评分人（签名）：  

评价项目 3（教师评分）  A B C D 评分  

1. 学习态度  10 8 6 4  

2. 遵守纪律  10 8 6 4  

3. 文明生产  30 24 18 12  

4. 安全生产  30 24 18 12  

5. 社会行为  20 16 12 8  

得分小计   

备注：  
 

评分人（签名）：  

得分合计＝自我评分×10%＋组长评分×60%＋教师评分×30%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