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2 0 2 5 年 1 卷 2 期 An m ai /安麦 工 程技 术论 坛

13

长株潭城市群轨道交通车站股道运用协同研究
刘虹

湖南铁道职业技术学院，湖南株洲，412000；

摘要：本研究旨在深入探讨长株潭城市群轨道交通车站股道运用协同的现状、问题及其解决方案。通过对

长株潭城市群轨道交通系统的全面分析，发现车站股道运用协同在提高运输效率、优化资源配置以及提升

乘客出行体验等方面具有关键作用。通过重点分析车站股道运用协同存在的问题，提出以下建议：一是建

立协同机制；二是优化列车运行组织；三是推进信号系统升级改造；四是完善车站设施设备；五是加强应

急管理和信息共享；六是推动政策法规和标准制定等，以达到提高车站股道运用协同的效率和水平的目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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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言

随着城市化进程的加速，城市群的发展逐渐成为

推动区域经济增长的重要力量。长株潭城市群作为中

部地区的重要经济中心，其轨道交通系统的建设和运

营对于提升区域交通效率、促进城市间经济文化交流

具有重要意义。本文旨在研究长株潭城市群轨道交通

车站股道运用的协同问题，通过优化列车时刻表和股

道运用方案，提高轨道交通系统的整体效能。

1 长株潭城市群轨道交通概况

长株潭城市群的轨道交通系统主要服务于长沙

市、株洲市和湘潭市。该系统包括多种形式的轨道交

通，如地铁、磁悬浮、城际铁路和有轨电车等。首先，

长沙市的轨道交通系统已经相当发达。截至 2024 年

5月，长沙已开通运营 8条轨道交通线路，包括长沙

地铁 1号线、2号线、3号线、4号线、5号线、6号

线、7号线（2024 年 5 月初期运营）以及长沙磁浮快

线，总运营里程突破 230 公里，形成覆盖主城区"米"

字型骨架网络。其中，长沙地铁 2 号线于 2014 年 4

月 29 日开通运营，成为了长沙首条地铁线路。长沙

磁浮快线则是中国首条拥有完全自主知识产权的中

低速磁浮铁路，于 2016 年 5 月 6日开通。在长株潭

城市群中，除了长沙市的地铁和磁悬浮线路外，还有

长株潭城际铁路和长株潭城际轨道交通西环线等重

要的轨道交通线路。长株潭城际铁路以长沙站为中心，

连接株洲、湘潭两个方向，全长约 104.36 公里，共

设 24 站，设计时速为 200 公里。这条城际铁路的开

通，预计将使长株潭三市之间的交通时间缩短为 30

分钟以内，极大地便利了三市之间的交通往来。长株

潭城际轨道交通西环线是连接长沙市和湘潭市的一

条地铁线路，全长 17.29 千米。这条线路在长沙市内

设有多个站点，包括麓谷小镇、恒大御景湾等楼盘附

近的站点，为市民提供了便捷的出行选择。此外，株

洲市和湘潭市也分别规划了自己的地铁线路。株洲市

初步规划了 4条地铁线路，其中两条分别与长沙和湘

潭连接。湘潭市则在《湘潭市公共交通专项规划》中

提出了构建以轨道交通和中运量交通为骨架、以常规

公交为主体、以慢行交通为延伸的多模式、一体化公

共交通体系的目标。

总的来说，长株潭城市群的轨道交通系统已经初

具规模，并且仍在不断发展和完善中。这些轨道交通

线路的建设和运营，不仅提升了长株潭城市群的交通

便捷性，也促进了三市之间的经济联系和区域一体化

进程。

2 轨道交通车站股道运用协同的重要性

轨道交通车站股道运用协同是指通过优化列车

在车站的到发时刻和股道占用情况，实现列车运行的

高效有序。协同的股道运用可以减少列车在站的等待

时间和股道占用冲突，提高列车运行效率和乘客出行

体验。同时，协同的列车时刻表有助于实现不同交通

方式之间的无缝衔接，提升城市群轨道交通系统的整

体效能。2020 年至 2025 年期间，长株潭城际铁路的

出行人次有了显著的增长。2023 年发送旅客 1987.6

万人次（日均 5.45 万），同比激增 72.4%；2024 年全

年突破2300 万人次（日均 6.3 万），同比增长 15.8%，

其中跨线客流占比提升至 42%；2025 年预计达 2750

万人次（日均 7.5 万），五年复合增长率达 3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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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此，长株潭轨道交通车站股道运用协同发展非常必

要。

长株潭轨道交通车站股道运用协同的重要性主

要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2.1 提升换乘效率

假设一位乘客需要从长沙乘坐地铁前往湘潭，并

在途中换乘长株潭城际铁路。如果车站股道运用协同

得当，乘客可以在长沙的地铁站顺利下车后，迅速通

过指示牌和无缝衔接的换乘通道，到达城际铁路车站，

并准时赶上前往湘潭的列车。这种高效的换乘体验不

仅节省了乘客的时间，也提升了整个轨道交通系统的

运营效率。

2.2 避免列车冲突

在长株潭轨道交通网络中，多条线路可能会交汇

于同一个车站。如果车站股道运用不协同，可能会出

现列车之间的冲突，如两列列车同时请求进入同一个

股道。而通过精确的列车运行控制和信号系统协同，

可以确保每列列车在正确的时间进入正确的股道，从

而避免潜在的冲突和事故。

2.3 优化资源利用

在繁忙的时段，如早晚高峰，长株潭轨道交通的

某些车站可能会面临列车密集到达的情况。通过协同

运用车站股道，可以合理安排列车的停靠和发车时间，

确保车站股道得到最有效的利用。这样不仅可以减少

列车的等待时间，也可以避免车站股道的拥堵和浪费。

2.4 促进多模式交通融合

长株潭城市群中的轨道交通系统不仅包括地铁

和城际铁路，还可能涉及有轨电车、公交等多种交通

模式。通过车站股道的协同运用，可以实现不同交通

模式之间的顺畅衔接。例如，乘客可以在地铁站下车

后，直接步行或通过短距离换乘到达有轨电车或公交

车站，从而完成整个出行链的无缝对接。

2.5 应对突发事件

在轨道交通运营过程中，可能会遇到各种突发事

件，如设备故障、恶劣天气等。通过车站股道的协同

运用，可以迅速调整列车运行计划和股道占用情况，

以应对这些突发事件。例如，当某个车站因故障暂时

关闭时，可以通过调整相邻车站的股道运用，确保列

车能够绕行或改道运行，从而最大程度地减少对乘客

出行的影响。

3 长株潭城市群轨道交通车站股道运用协同的

现状与问题

目前，长株潭城市群轨道交通车站股道运用协同

存在以下问题：

一是列车时刻表缺乏统一规划，导致列车在站等

待时间过长。长株潭城市群轨道交通涉及多个运营主

体和线路，目前列车时刻表的编制往往以各自线路的

运行需求为主，缺乏整体性的统一规划。这导致在实

际运行中，不同线路的列车在换乘站或交汇站可能出

现等待时间过长的情况。以长株潭城市群中繁忙的轨

道交通车站火车站为例，该车站连接了地铁 2号线、

3号线和城际铁路线路，是城市群内重要的交通枢纽。

然而，由于缺乏统一规划，不同线路的列车时刻表存

在明显差异。在高峰时段，部分线路的列车密集到达，

而另一些线路的列车则相对较少，导致股道资源分配

不均，部分列车需要在站等待较长时间才能出发。据

统计数据显示，在该车站高峰时段，部分列车的平均

在站等待时间甚至超过了 10分钟。这不仅增加了列

车的运行时间，也增加了乘客的出行时间成本。同时，

长时间的等待还可能导致列车晚点，进一步影响轨道

交通系统的正常运行。

此外，由于缺乏统一的列车时刻表规划，乘客在

换乘不同线路的列车时也常常面临不便。例如，乘客

可能需要在车站内等待较长时间才能换乘到下一趟

列车，或者在短时间内连续换乘多趟列车才能到达目

的地。这些不便不仅降低了乘客的出行体验，也影响

了城市群轨道交通系统的整体吸引力。

二是股道运用方案不合理，存在股道占用冲突和

浪费现象。

由于不同线路的列车需要在同一车站进行接发

作业，如果股道运用方案不合理，就可能出现股道占

用冲突的情况。例如，两列不同方向的列车同时需要

占用同一股道，导致其中一列列车无法正常进站或出

站。另一方面，长株潭轨道交通车站的股道运用方案

中也存在浪费现象。在一些车站，由于列车运行图编

制不当或客流量较小等原因，部分股道在一段时间内

可能处于空闲状态，没有得到充分利用。这种浪费现

象不仅降低了车站的运输效率，还可能增加运营成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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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能够对股道运用方案进行优化，合理安排列车的

进出站时间和股道占用情况，就可以有效避免这种浪

费现象的发生。

三是缺乏有效的协同机制和技术手段，难以实现

实时的股道运用调整和列车时刻表优化。目前，长株

潭城市群轨道交通车站股道运用协同缺乏有效的协

同机制和技术手段支撑。具体表现为：协同机制不完

善：虽然长株潭三地已经建立了轨道交通协同机制，

但在车站股道运用协同方面仍存在不足。例如，缺乏

统一的调度指挥中心和协同决策机制，导致在应对突

发事件或调整列车时刻表时无法迅速作出响应。当一

列原计划外的列车需要紧急进站时，股道资源的重新

分配变得异常困难。正常情况下，这样的突发情况需

要迅速调整其他列车的进出站时间和股道占用，以确

保所有列车都能安全、高效地运行。然而，由于缺少

有效的协同机制，车站工作人员不得不进行大量的人

工沟通和协调，这不仅效率低下，而且容易出错。期

间，多列列车不得不在站外等待，导致了列车晚点和

乘客的不满。如果有一个有效的协同机制，这种情况

下的股道运用调整可以更加迅速和准确，从而避免不

必要的延误和混乱。

长株潭城市群的另一个问题是缺乏先进的技术

手段来支持列车时刻表的实时优化。在现代轨道交通

系统中，列车时刻表的优化需要依赖于精确的数据分

析和预测模型。然而，由于长株潭城市群轨道交通系

统的数据收集和处理能力有限，时刻表优化工作往往

只能基于历史数据和经验进行，难以应对实时变化的

交通需求。缺乏实时的车站股道占用情况监测系统和

智能化的列车时刻表优化工具，导致无法对车站股道

运用进行实时调整和优化。如由于大型活动的举办，

某条地铁线路的客流量突然大幅增加。然而，由于缺

少实时数据分析和技术支持，列车时刻表并没有及时

调整以增加列车的运行频率，导致大量乘客在车站拥

挤不堪，严重影响了乘客的出行体验。

4 长株潭城市群轨道交通车站股道运用协同的

解决措施

目前，长株潭城市群轨道交通车站股道运用协同

的解决措施主要包括以下几个方面：

4.1 建立协同机制

具体解决方案：成立长株潭轨道交通协同委员会，

由三地政府交通部门、轨道交通运营企业等相关单位

组成，负责协调解决车站股道运用协同中的重大问题。

定期召开协同委员会会议，审议和通过车站股道运用

协同的相关政策、规划和项目。建立信息共享平台，

实现长株潭三地轨道交通运营信息的实时共享，包括

列车运行图、车站股道占用情况、客流数据等。

4.2 优化列车运行组织

具体解决方案：

对长株潭城市群轨道交通列车运行图进行精细

化编制，根据客流需求、运输能力等因素，合理安排

列车开行对数、停站时间和追踪间隔时间。建立灵活

的列车运行调整机制，根据实时客流数据和车站股道

占用情况，及时调整列车运行计划，提高运输效率。

推广使用先进的列车控制系统，如基于通信的列车控

制系统（CBTC），提高列车运行的精确性和安全性。

4.3 推进信号系统升级改造

具体解决方案：

制定长株潭城市群轨道交通信号系统升级改造

计划，明确升级改造的目标、时间表和资金需求。推

广使用统一的信号系统标准和设备，实现信号设备的

互联互通和互换性。加强信号系统的维护和保养工作，

确保信号设备的稳定可靠运行。

4.4 完善车站设施设备

具体解决方案：

对长株潭城市群内轨道交通车站的设施设备进

行定期检查和评估，及时维修和更新老化、损坏的设

备。根据车站客流和列车运行需求，合理规划和调整

车站股道布局、站台长度和宽度等，提高车站接发列

车的能力。推广使用智能化、自动化的车站设施设备，

如自动售检票系统、智能导向系统等，提高车站运行

效率和服务水平。

4.5 加强应急管理和信息共享

具体解决方案：

制定长株潭城市群轨道交通应急预案和处置流

程，明确应急组织、应急资源和应急措施等。加强应

急演练和培训，提高工作人员应对突发事件的能力和

处理效率。建立完善的信息报告和发布制度，及时、

准确地传递相关信息，确保各相关单位能够及时了解

并处理突发事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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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6 推动政策法规和标准制定

具体解决方案：

制定和完善长株潭城市群轨道交通协同发展的

相关政策法规，明确各相关单位的职责和权限，规范

车站股道运用协同行为。加强标准规范的制定和执行

力度，推动长株潭城市群轨道交通车站股道运用协同

工作的规范化和标准化发展。鼓励和支持行业协会、

科研机构等社会力量参与政策法规和标准的制定工

作，提高政策法规和标准的科学性和实用性。

以上具体解决方案的实施将有助于推动长株潭

城市群轨道交通车站股道运用协同工作的深入开展，

提高轨道交通系统的整体运行效率和服务水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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