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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间声音与专家智慧碰出火花
共谋二七广场畅通长久之计

热心市民任俊杰十
分关注二七广场交通问
题，提出了“X形下穿隧
道+地面环形通道”建
议。究竟此方法能否缓
解二七广场交通压力，
昨日上午，在生茂酒店，郑
州市人民政府组织召开了
郑州市二七广场交通研究
专家座谈会，会议邀请了
国内5名规划、交通、轨道
交通、市政方面的专家组
成专家组。市委督查室、
市政府督查室、市规划局、
市轨道公司、市民任俊杰
等参加了会议。

这次会议有了初步
结论，不建议在二七广
场地区设置下穿隧道。

晚报记者 孙娟/文
白韬/图

专家意见：二七广场不适合设置下穿隧道
经过论证后，专家组最后认为，城市中心区应以解决到达型交通、减少通过型交通为主，体现公交优先原则，二七广场下穿隧道的方案，

虽然解决了一部分过境交通，但是难以缓解该地区交通压力，因此建议不在该地区设置下穿隧道。
到底是什么原因造成二七广场地区不适合设置下穿隧道呢？
对此，专家们也给出了详细答复，原因有三。

原因之一：不具备设置隧道的技术要求，交通组织不合理，综合效益差
第一大原因是，该区域的下穿隧道方案在方便到达交通、多路口交通转换、公交优先及工程实施等方面不具备设置隧道的技术要求，交

通组织不合理、综合效益差，投资成本巨大。
首先是管线敷设技术不达要求。
专家表示，城市下穿隧道覆土需3米左右，隧道底距地面约8米。按照满足冰冻地区城市立交坡度不大于4%的设计规范，道路立交引

坡段长约200米。该区域用地局促，引坡设置困难。
比如说，解放路方向与正在实施的解放路立交引坡冲突；正兴街方向距离路口较近，不利于交通的分向行驶；西大街方向，隧道阻断了

南北下街的交通联系；人民路方向阻断了与北下街方向的交通联系；隧道引坡段占用地面空间，地面交通组织受阻。
另外，隧道内设置出口匝道，转弯半径较小，视距受限，有一定安全隐患；西大街车流通过北下街汇入人民路处，设置的定向匝道转弯半

径较小，高架桥需下落至隧道段，纵坡无法实现。

原因之二：不符合减少过境穿越交通、公交优先规划原则
第二大原因就是，该方案不能缓解该地区的交通压力，不符合城市中心区方便到达交通、减少过境穿越交通、公交优先的规划原则。
专家称，该地区是城市公交重点服务区域，公交线路多达数十条，地下隧道不利于公交线路及站点的设置，不利于城市中心区公共交通

优先理念的实施。
方案强化中原路和人民路的穿越交通，但不利于紫荆山立交和中原路铁路地道的交通疏解，同时解放路立交、东西大街两条重要交通

通道的联系受到很大限制，使政府投巨资建设的解放路立交不能有效疏解中心区的交通。
另外，路口为五路交叉，设置下穿隧道后，转向交通严重受限，除人民路—正兴街直通交通及2个出口匝道外，其他交通方向基本不具备

通行条件，严重影响该路口的交通转换。

原因之三：对城市管线迁改影响增加，对地下空间开发不利
第三大原因是，对城市管线迁改影响增加，并对该区域地下空间开发不利
专家也举出例子，比如沿福寿街—正兴街地下现敷设有一条220KV电力隧道，在原亚细亚大酒店东侧折向北横跨解放路，该电力隧道

埋深约8米，主要服务于整个火车站地区。
“下穿隧道方案与电力隧道冲突较大，电力隧道必须迁改，但该区域已无合适位置进行迁改。”一名专家称。
同时，下穿隧道及其引坡段带来更大范围内的管线迁移，整个工程范围内管线需要迁移改造，将对城市中心区的各项功能带来严重影

响，带来较大的经济和社会问题。
对于目前实施的轨道一号线工程来讲，下穿隧道的设置使轨道交通站厅层（地下一层）下移，不利于周边建筑利用地铁站厅层联络，客

流无法直接在地铁站进入周边各大中心购物。

二七广场交通
究竟该怎么做？

专家组提三条建议
专家组认为，二七广场区域应

当通过加密路网，设置地上人行通
廊、地面步行街区、结合轨道交通
进行地下开发以及单向交通的立
体交通模式，适应区域交通需求。

与此同时，专家提出了三条
可行性建议。

首先，优先发展公共交通，加
快轨道交通建设，建立多元化的
公交出行结构，构筑高强度开发
模式下的交通容量最大化。

其次，优化路网结构，加大路
网密度，实现出行需求的交通可
达性最强化。比如，加快京广、陇
海快速路建设，与金水路、紫荆山
南路形成区域干线交通环，屏蔽
过境交通，重要节点设置立交，实
现交通快速集散，减小穿过二七
广场交叉口的交通压力。

打通乔家门路至航海路，形
成区域南北向贯通道路，加强对
外疏散。打通和改造太康路、大
同路、幸福路—操场街、南北下街
等次干路，加强交通集散功能。

完善微循环系统，提高交通
可达性，结合二七广场周边老城
改造，在地块内部增加街坊路，完
善城市道路微循环系统，缓解干
路交通压力。

最后，充分利用地上、地下空
间构建立体化交通体系，实现人
车分离，适应商业文化发展的交
通环境最优化。

二七广场地区通过建设连续
的地上、地面、地下步行交通系统，
形成上部为行人交通、中部为车行
交通、下部为行人交通及轨道交通
的立体交通体系。连续的步行系
统串联商业街区以及火车站、轨道
交通站点、休闲文化区，实现“人车
分离”，为市民提供一个安全、舒适
的步行环境，引导“公交+步行”的
出行方式，缓解核心区交通压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