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热点新闻 A03

《郑州轨道交通一号线一期工程可行性研究报告》通过评审
专家寄语：既要考虑安全问题，又要考虑换乘问题

“希望郑州地铁能建得又好又快”
2009年2月6日，《郑州市城市快速轨道交通近期建设规划（2008~2015年）》经

国务院同意，获国家发改委正式批复，轨道交通近期建设规划报批工作圆满完成。
规划获得了审批，那么郑州是否真的要建地铁来解决城市交通问题？

3月19日至21日，北京城建设计研究总院有限责任公司在我市组织召开《郑州
轨道交通一号线一期工程可行性研究报告》（以下简称《可研报告》）评审会。经过3
天的汇报、现场勘查和讨论，专家组认为，线路与车站分布基本合理，车辆基地及停
车场位置基本落实；机电系统方案配置适当，系统构成满足运行要求；车站规模和功
能基本合理，结构和工法可行。项目分为两期建设，一期工期5年，基本可行。

晚报记者 李萌 实习生 李猛 袁林立/文 廖谦/图

2000年9月，郑州市开始编制城市轨道交
通线网规划。

2001年底，郑州市轨道交通线网规划编制
工作基本完成。

2004年，依据郑州市城市总体规划局部调整
方案，对郑州市轨道交通线网进行局部调整。同
时开展了城市快速轨道交通建设规划编制工作。

2005年8月，河南省发改委召开郑州市城
市快速轨道交通建设规划专家审核会，会议提
出了进一步优化远期线网方案和意见。

同年，郑州市政府开始组织修编城市总体规
划，对城市快速轨道交通建设规划进行相应调整。

2007年10月，郑州市城市总体规划修编完
成纲要成果，再次对城市快速交通线网提出了
调整方案，完成了《郑州市城市快速轨道交通建
设规划》的上报。

2008年7月，环保部对《郑州市轨道交通线

网及建设规划环境影响报告》下达批复（环审
[2008]200号）。

2008年8月，国家文物局下达《关于郑州市
城市快速轨道交通建设工程选线的批复》（文物
保函[2008]855号）。

2008 年 12 月 23 日，省文物局以豫文物基
[2008]79 号文批复同意《郑州市轨道交通一号
线工程选线文物影响补充报告》。

2009年2月6日，国家发改委向河南省发改
委下发发改基础[2009]369 号文件，指出《国家
发展改革委关于审批郑州市城市快速轨道交通
近期建设规划（2008~2015年）的请示》业经国务
院同意，要求遵照执行。

2009年3月19日至21日，北京城建设计研究
总院有限责任公司在我市组织召开《郑州轨道交通
一号线一期工程可行性研究报告》评审会，专家组
认为该工程合理、可行。

一号线工程如何规划的？
从新郑州大学站至穆庄站，全长

34.15公里，共设26个站

此次评审会上，由编制单位中铁第四勘察
设计院集团有限公司编制的《可研报告》中，对
工程线路、建设、运营等进行了汇报。由中国工
程院院士施仲衡领衔的 13名专家组成的专家
组，对《可研报告》进行评审。

从 2000年 9月，郑州市开始编制城市轨道
交通线网规划，直到 2009年 2月 6日，国家发改
委向河南省发改委下发发改基础[2009]369号文
件，指出《国家发展改革委关于审批郑州市城市快
速轨道交通近期建设规划（2008~2015年）的请示》
业经国务院同意，要求遵照执行，郑州的轨道交通设
想已经走过了9个年头。在此次《可研报告》中，进
一步敲定了郑州轨道交通一号线工程项目。

郑州轨道交通一号线工程起点位于郑高新
技术产业开发区新郑州大学站，终点位于郑东
新区穆庄，线路全长 34.15km，共设站 26个，平
均站间距1.34km，一号线工程分两期建设，一期
工程从凯旋路站（含）至终点穆庄站，线路长
25.20km，均为地下线，设车站20座，其中换乘站6
座，设圃田车辆基地和凯旋路停车场各一座。

根据国家发改委批示，明确郑州市城市快速
轨道交通近期建设一号线一期工程和二号线一
期工程的建设方案，其中一号线一期工程自西
流湖公园站至穆庄站，建设工期为 2009~2013
年。二号线一期工程是2011~2015年，两条线路
共设站37座，建设车辆基地、车辆段、停车场各一座，
在2015年前同步规划建设郑州站、新郑州站两座
综合交通换乘枢纽。

《可研报告》明确，一号线工程投资估算总
额为 145.587422亿元，技术经济指标为每正线
公里 5.777279亿元。2009年正式开工，2013年
底通车，建设期为5年。

一号线建设有哪些必要性？
这是郑州市轨道交通线网中最

重要的一条东西向骨干线路

是不是郑州交通压力非要建地铁，如果不
建设地铁，郑州未来将是一个什么样的交通状
况？在评审会开始的第一天，很多专家就在会议
上谈论起郑州目前出现的道路拥堵状况。

由于受京广铁路阻隔，东西交通走廊的通行
能力受到严重制约，成为中心城区最大的交通瓶
颈，目前高峰时段负荷度已达0.98以上，根据测算，
2015年之前，如不建设轨道交通一号线，中心城区
平均车速将下降至13.5km/h，开汽车的没有骑自行
车的速度快。因此，及早建设一号线一期工程将成
为改善中心城区交通的关键举措。

郑州地铁一号线是郑州市轨道交通线网中
最为重要的一条东西向骨干线路，《可研报告》
中从落实城市总体规划，引导城市空间结构与
功能布局调整，改善中心城区东西交通走廊条
件，缓解中心城区交通紧张状况，改善城市主要
功能区出行条件，提高居民出行质量以及改善
城市环境等几个方面，深入论述了一号线建设
的必要性与紧迫性。根据新的城市总体规划
（2007~2020年），郑州市要加快由单中心结构向
多中心发展，一号线一期工程联系了城市近期
重点发展的西部须水组团和东部的郑东新区，
同时还连接了两大铁路客站和市级商业中心、
省市行政中心等主要客流集散点，对优化城市
功能布局，提升城市发展活力，促进区域协调发
展具有重要意义。

目前，郑州市公交总体服务水平不高，公交
出行分担率只有12%左右，受道路条件制约，公
交出行时耗过长，一号线的建设有助于提升公
交系统服务水平，改善城市出行结构。

专家组认为《可研报告》关于建设必要性与紧
迫性的论述是客观的，符合郑州市城市发展的客
观实际，建议进一步强调处在城市化与机动化快
速发展期的郑州加快出行结构优化调整，一号线
地铁建设对于改善出行结构具有重要战略意义。

一号线运行时间是多少？
单程运行时间约 58 分钟，

上行时速 35.2 公里，下行时速
35.3公里

在《可研报告》中，确定了郑州地铁一
号线车辆采用最高速度 80km/h，B1 型
车、六辆编组（四动二拖）。专家组认
为，为车辆设置满足客流预测与运营要
求是合理的，并且车辆技术参数选择基
本合理，建议下阶段落实车辆减噪、减
震技术特征和措施，车载设备及列车救
援能力要求。

未来郑州地铁随着一期工程的投
入运营，据客流预测，《可研报告》推荐
车辆编组初、近、远期均为 6 辆编组，
高峰小时行车密度为 12（初期）、24（近
期）、30（远期）对 /h。其中初期高峰小
时行车间隔 5 分钟，列车定员 1460 人，
高峰小时列车对数为 12，系统设计输
送能力 1.75 万人，高峰小时客流量 1.46
万人。

按《可研报告》计算，新郑州大学站至
穆庄站单程运行时间约58分钟，行车速度
上行为 35.2km/h，下行 35.3km/h。其中一
期工程凯旋路站至穆庄站单程运行时间
为 43分钟，行车速度为上行 34.6km/h，下
行 34.7km/h。专家组认为，对初期旅行速
度取值为33km/h计算是适宜的。

《可研报告》还对地铁一号线的拥
挤 度 做 出 评 价 ：从 系 统 服 务 水 平 分
析 ，6 辆 编 组 高 峰 小 时 开 行 30 对 列
车，服务频率高，且高峰小时段有 32%
的线路站立密度为 4~5 人/㎡，68%的线
路站立密度为 4 人/㎡，系统舒适度好，
适应本线平均运距较大的特点。

规划设计中应考虑哪些问题？
专家指出，既要考虑到安全

问题，又要考虑到未来乘客换乘
问题

“希望郑州第一条地铁能够建设得
又好又快。”在评审会上，施仲衡院士对
郑州轨道交通一号线一期工程的建设
说出了祝福。施仲衡说，第一个是安
全，包括施工期间的安全和运行期间的
安全。另外功能要“好”，让群众评证之
后，能够满意。

施仲衡说，轨道交通修好以后，很多市
民出行都要乘坐。要设计得好，以后运营
好，群众才能满意，这个钱就是花得值的。
假如修得不好，群众就会有意见。

对于地铁建设和运营问题，施仲衡也
提出了建议。紫荆山站是一号线站点中的
重中之重，一定要把它建设好。按照设计，
地铁要在高架下面穿过，在施工和运行中
都要注意。在规划设计中，应该考虑到施
工和运行的影响，特别是安全问题。既要
考虑地铁建设中的问题，又要考虑到未来
乘客的换乘问题，还要统筹规划地铁建设、
市政设施和周边建筑等。

关于车站建设规模，施仲衡认为应该
考虑在运营过程中的耗能问题，比如空
调的耗能、照明的耗能，等等，应注意节
约能源。地铁出入口是换乘的重要部
分，要使市民乘坐地铁达到某地后，可
以方便地、近距离地换乘其他交通工
具。施仲衡建议多设出入口，给市民出
行带来更多便利。另外，施仲衡还希望
在今后的建设中注意供电中的安全问
题和供电扩容问题，在规划中考虑到今
后车辆更新、设备提升后的供电需求，为
今后提高运力留有余地。

郑州轨道交通越走越近

一号线一期工程
下一步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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