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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以深圳市为例，对超大城市中心放射形城市轨道交通线路(以下简称“放射线”)开展规划研

究。首先阐述各阶段城市发展与放射线规划基本情况，分析现状运营放射线客流特征。在此基础上

提出3个规划要点：应重点结合高峰断面需求研判放射线通道规模，前瞻预留规划弹性；应沿中心

区对外核心发展轴规划“快线+普线”复合通道，强化放射线的交通服务功能和引导城市发展功

能；同走廊快线与普线应体现差异化布局策略，重视与城市空间的高效协同规划。放射线的规划方

法、布局策略需结合城市发展阶段、空间结构拓展目标以及轨道交通服务需求不断向系统性、内涵

化探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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zhen

ZHOU Jun, XU Xuhui, ZHOU Jingnan, DENG Xiaoqing

(Shenzhen Planning & Land Research Center, Shenzhen Guangdong 518040, China)

Abstract: Taking Shenzhen as an example, this paper presents an analysis of the planning of rail transit ra-

diating lines in megacities. This paper reviews urban development and rail transit radiating lines planning

in various stages and analyzing the features of passengers flow. Three planning principles are proposed.

The channel scale of radiating lines should be determined based on peak-hour cross-section demand with

planning flexibility maintained to address dynamic changes. Multipurpose channels of“rapid lines + regu-

lar lines”should be planned along the core development axis of the central area and peripheral functional

center to enhance the travel service function and guide urban development of radiating lines. The layout

strategies for rapid lines and regular lines on the same corridor should be differentiated and coordinated

with urban land use development. Radiating lines planning methods and layout strategies should be consid-

ered systematically and connotatively in combination with urban development stages, spatial expansion,

and rail transit service demands.

Keywords: urban rail transit; radiating lines; planning layout; multipurpose channels; spatial coordination;

Shenzhen

收稿日期：2021-09-28

作者简介：周军(1974— )，男，上海人，硕士，高级工程师，主要研究方向：综合交通规划、交通

政策研究、公共交通规划。E-mail: 422835812@qq.com

周 军，徐旭晖，周菁楠，邓晓庆
(深圳市规划国土发展研究中心，广东深圳 518040)

文章编号：1672-5328（2022）02-0082-08 中图分类号：U491.1+2 文献标识码：A DOI:10.13813/j.cn11-5141/u.2022.0205

00 引言引言

中心放射形城市轨道交通线路(以下简

称“放射线”)指城市中心区(或中心城)与外

围副中心(或郊区新城、组团中心)实现直通

联系的轴向轨道交通设施。放射线是超大城

市①轨道交通系统的重要组成部分，对构建

城市轨道交通网络基础骨架、满足中心区

(或中心城)对外干线走廊交通需求具有重要

作用。

一些研究从理论验证角度分析了放射线

对城市轨道交通线网形态的重要作用。王婉

莹[1]、蒋玉琨[2]、许贺 等[3]围绕放射形线网的

环线布设要点、线网通达性、系统出行成本

等进行研究；李明高 等[4]通过研究网络拓扑

结构，发现“环+放射”形网络形态的换乘

便捷性优于无环放射形，更优于方格形；彭

挺 等[5]在对线网结构比较研究后得出“环+

中心放射形城市轨道交通线路规划研究中心放射形城市轨道交通线路规划研究
———以深圳市为例—以深圳市为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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放射+方格”形城市轨道交通线网的时间效

率最优；冷海洋 等[6]认为组团状、网格状、

卫星状、环形放射状等典型城市形态均适用

于以放射线为主构建城市轨道交通骨架线网。

另有部分学者从城市轨道交通线网规划

角度探讨了有关放射线规划实践问题。全

波 等[7]、薛婧 等[8]提出北京市通过外围放射

线连接远郊新城与中心城区边缘节点并换乘

进入中心城区的做法存在弊端，如中心城区

与郊区新城的通达效率低、单点换乘枢纽客

流压力大等。针对北京市这一情况，王波

等[9]提出外围接入中心城区的城市轨道交通

新线应考虑预留与中心城区线路贯通运营的

条件。陈小鸿 等[10]指出，上海市高密度中心

城与圈层拓展的延绵集中建设区之间的主要

交通放射轴带仅布局 1 条城市轨道交通线

路，难以兼顾时效和运力；规划初期未预留

多线路通道空间不仅影响网络布局调整的弹

性，还制约了中心城与郊区新城的联系效

率。孙珊 等[11]探讨了上海市郊区新城至中心

城以及长三角区域节点城镇的“市域轨道快

线”功能缺失问题。

既有研究从不同层面探讨放射线的形

态、功能、效率以及实施相关问题，既有共

性特征，也有因不同城市空间结构和城市轨

道交通线网而异的特性，但仍缺少关于放射

线规划布局的针对性探讨。基于此，本文以

深圳市为例开展超大城市放射线布局研究，

对放射线的通道研判、功能组织、布局方法

等进行深入分析。

11 深圳市放射线基本情况深圳市放射线基本情况

11..11 放射线规划历程放射线规划历程

作为毗邻香港、连通内陆的沿海城市，

深圳市轨道交通适应城市空间特征，呈现以

罗湖-福田、前海-南山双中心构成的中心

区为核心、沿城市核心发展轴向外围组团辐

射的扇形布局形态。城市发展与放射线规划

总体可划分为三个阶段：

1） 第一阶段：沿城市 3 条核心发展轴

布局城市轨道交通干线。

在《深圳市城市总体规划(1996—2010)》

实施期，工业化与城市化加速发展，城市建

设由原特区内主导向全市域梯度拓展。为支

撑以原特区为中心，西、中、东 3条核心发

展轴为基本骨架的组团式空间结构，深圳市

规划布局了轨道交通1号线、4号线和3号线

3条放射形市区干线(见图1)。

2）第二阶段：引入城市轨道交通快线

加强城市中心与外围组团、对外交通枢纽

联系。

在《深圳市城市总体规划(2010—2020

年)》实施期，城市进入产业转型升级、土

地存量发展阶段。为支撑形成“三轴两带多

中心”城市空间结构，深圳市在既有 3条城

市轨道交通干线的基础上增加城市组团轨道

交通快线功能层级，规划轨道交通 6号线、

10号线、11号线、12号线、13号线、14号

线等 9条放射线，进一步加强中心区与外围

副中心、组团中心之间的联系及面向主要对

外交通枢纽的服务(见图2)。

3）第三阶段：适应多中心城市空间结

构完善放射线功能层次。

在《深圳市国土空间总体规划(2020—2035

年)》编制阶段，城市迈向高质量、均衡化

的都市圈发展阶段。深圳市规划构建多层次

图1 1996—2010年深圳市城市空间结构和中心放射形轨道交通线路

Fig.1 Plan of urban spatial structure and rail transit lines radiating from

the central area of Shenzhen from 1996 to 2010

资料来源：根据《深圳市城市总体规划(1996—2010)》中城市布局结构规划图绘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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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2 2010—2020年深圳市城市空间结构和中心放射形轨道交通线路

Fig.2 Plan of urban spatial structure and rail transit lines radiating from

the central area of Shenzhen from 2010 to 2020

资料来源：根据《深圳市城市总体规划(2010—2020年)》中城市布局结构规划图绘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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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体化城市轨道交通网络，总体布局 16条

放射线，由 7 条市域快线 (以下简称“快

线”)和 9条普速线路(以下简称“普线”)组

成，适应“一核多心网络化”的多中心、组

团式城市空间结构(见图3和图4)。

11..22 放射线客流特征放射线客流特征

1） 现状放射线向心集聚特征显著。

2022 年深圳市运营 11条城市轨道交通

线路，其中有普线 1号线、3号线、4号线、

10 号线和快线 6 号线、11 号线共 6 条放射

线，运营里程为243 km，占现状网络里程的

60%。放射线客流呈现典型的向心通勤和高

峰集聚特征。向心通勤特征方面，2022年在

中心区就业、外围地区居住的通勤人口有

110万人，在进出“二线关”②的客运走廊上

通勤交通占比超过60%，轨道交通客流方向

不均衡系数达6.4:1；高峰集聚特征方面，放

射线承担 63%的进关客流，且高峰时段(早

晚各 3 h)客流量占放射线全日客流量的

57%，高峰小时系数为16.8%。

具体分析各条线路特征，早期开通的1号

线、3号线、4号线以承担进出城市中心区

的通勤功能为主，早晚高峰时段线路运行已

处于超饱和状态(见图 5)。西部客运走廊 11

号线承担中心区与机场枢纽、外围组团快速

联系功能的同时分担了高峰时段40%的跨关

交通压力；中部客运走廊 6号线开通后，对

4号线高峰小时时段客流量较大方向的最大

客流断面(以下简称“高峰断面”)客流压力

短期有一定疏解(下降 11%)。总体上既有放

射线难以满足快速增长的客流需要。

2）放射形快线服务范围更大、联系效

率更高。

一方面，放射形快线出行空间尺度、外

围地区客流量明显高于普线。深圳市机场快

线11号线开通前(见图6a)，西部客运走廊和

东部客运走廊分别由 1号线和 3号线提供服

务，出行空间尺度和客流量相似，主要客流

集中分布于15 km范围以内。11号线开通后

(见图6b)，西部客运走廊的客运强度显著增

长，11 号线主要客流已经辐射至外围地区

30 km范围，而东部客运走廊的客流特征与

2016年相比并未发生明显变化。同时，11号

线福田、前海中心区与宝安福永、沙井组团

之间的客运量占线路总客运量的 31.6%，也

明显高于 3号线福田、罗湖中心区与同等尺

度龙岗大运、龙城中心的客运量(占线路总

客运量的6.1%)。

另一方面，快线平均运距更长、外围地

区可达性更高。与同走廊的 1号线相比，11

号线 20 km及以上的中长距离客流出行比例

都市核心区
市级功能中心
城市功能节点

功能联系轴线
区域联系方向
生态绿色空间

图3 2020—2035年深圳市城市空间结构和中心体系规划

Fig.3 Plan of urban spatial structure and central system of Shenzhen

during 2020-2035

资料来源：根据《深圳市国土空间总体规划(2020—2035 年)》 (草案)空间结构
与中心体系规划图绘制。

规划放射形快线
规划放射形普线
已运营放射线

综合交通枢纽
换乘站

都市核心区
生态绿色空间

图4 2016—2035年深圳市中心放射形轨道交通线路布局

Fig.4 Layout of rail transit lines radiating from the central area

of Shenzhen during 2016-2035

资料来源：《深圳市轨道交通线网规划(2016—203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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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5 早期开通的放射线高峰断面客流饱和度与客流方向不均衡系数

Fig.5 Peak-hour cross-section passengers flow saturation and unbalanced

directional factor of radiating lines in early operation stage

资料来源：深圳市规划国土发展研究中心交通仿真实验室。

注：以轨道交通1号线为例，5.3万人次·h-1表示早高峰小时时段内客流量较大方向
的最大客流断面客流量；140%为客流饱和度，是早高峰小时时段内客流量较大
方向的最大客流断面客流量与线路运能的比值；9:1为客流方向不均衡系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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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显更多 (见表 1)。且由中心区福田站出

发，通过 11号线 45 min③能够到达 30 km范

围的桥头站，通过 3号线仅能到达 20 km范

围的横岗站，一定出行时间约束下快线与外

围地区的联系效率更高。

22 放射线规划要点放射线规划要点

在城市轨道交通线网规划中，交通需

求、线路功能层次、线网布局是开展规划编

制的基础。本文重点围绕这三方面论述深圳

市如何适应城市特征，开展放射线的规模研

判、功能组织、布局方法等规划实践。

22..11 规模研判规模研判：：前瞻预留放射线通道规前瞻预留放射线通道规

划弹性划弹性

1）早期规划对高峰断面客流需求、放

射线通道预留考虑不足。

早期深圳市轨道交通线网规划主要基于

中心放射形客运走廊高峰小时客流需求来研

判放射线规模，对高峰断面特征及趋势预估

不充分，导致西、中、东客运走廊上轨道交

通 1号线、3号线、4号线的运能投放偏低，

高峰断面单向客运量均已超出远期规划预测

水平(见表 2)。例如 4号线开通时选择 6A制

式、4节编组，实际运营初期高峰断面客运

量就已超过 《深圳市轨道交通线网规划

(2016—2035)》预测的远期 4.6万人次·h-1水

平，后续线路运能提升空间有限，一度成为

深圳市最拥挤的城市轨道交通线路。

另一方面，早期规划布局的放射线规模

偏低、新增通道预留不足。例如：南山中心

直达外围地区的放射线通道预留不足，在

《深圳市城市轨道交通第四期建设规划调整

(2017—2022年)》编制过程中仅有 4条可供

选择实施的线路，放射线规划建设已经明显

15 km

15 km
15 km

15 km

30 km

a 2016年 b 2020年

图6 客运走廊轨道交通客流OD空间分布

Fig.6 Spatial distribution of rail transit passengers OD on the passenger corridor

资料来源：深圳市规划国土发展研究中心交通仿真实验室。

表1 轨道交通1号线与11号线客流出行距离分布

Tab.1 Distribution of passengers travel distance on rail transit Line 1 and Line 11

出行距离 d /km

0< d ≤10

10< d ≤20

20< d ≤30

>30

>20

所占比例/%

1号线

68

24

7

1

8

11号线

30

32

21

17

38

资料来源：深圳市规划国土发展研究中心交通仿真实验室。

表2 既有放射线现状客运量与预测客流量比较

Tab.2 Comparison of existing and predicted passengers flow of radiating lines

通道
区位

西部
客运
走廊

中部
客运
走廊

东部
客运
走廊

城市轨道
交通线路

1号线(普线)

11号线(快线)

4号线(普线)

6号线(快线)3)

3号线(普线)

现状客运量 1)/
(万人次·d-1)

112.9

47.4

66.2

28.1

83.5

现状客运强度 1)/
(万人次·d-1·km-1)

2.8

0.9

3.4

0.6

2.0

高峰断面单向客运(流)
量/(万人次·h-1)

现状 1)

5.3↑
3.7

5.3↑2)

1.8

4.9↑

线网规划
(2035年)

4.7

6.1

4.6

4.7

4.2

1）考虑到 2020年新型冠状病毒肺炎疫情、延伸线(2号线东延、3号线南延、4号
线北延)开通等因素对客流影响较大，本文选取2019年放射线客流数据说明线路特
征；2） 2020年8月同走廊快线6号线开通后，4号线高峰断面单向客运量降至4.7
万人次·h-1；3）轨道交通6号线于2020年8月开通，客流尚在培育期，不具有特征
代表性，采用2020年12月数据加以说明。
资料来源：深圳市规划国土发展研究中心交通仿真实验室、《深圳市轨道交通线网
规划(2016—203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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滞后于城市发展的速度。

2）放射线通道应结合高峰需求适度超

前规划预控。

结合城市人口及就业岗位分布、重点产

业布局、土地利用模式等发展趋势，对放射

形客运走廊的空间联系及需求特征进行预

判，2035年在外围地区居住的中心区就业人

口将增至 250~300万人，放射形客运走廊出

行需求将达到 1 000万人次·d-1以上(为 2015

年的 2.6倍)。在西、中、东 3条核心发展轴

的基础上，进一步识别南山与光明、龙华、

龙岗等主要放射形客运走廊。

面向 2 300万人以上交通服务人口的高

密度超大城市且中心区对外通道资源紧缺，

放射线系统规模应加强对高峰断面客流需求

与能力的校核分析，预留一定的规划余

量[9]，适度超前规划预控通道空间，应对远

期城市发展的不确定性。各主要中心放射形

客运走廊至少需要布局 2条城市轨道交通线

路，且每个中心需要建立多向的联系通道

(见图7)。

22..22 功能组织功能组织：：沿核心发展轴构建沿核心发展轴构建““快快

线线++普线普线””复合通道复合通道

1）放射线有必要建立快线和普线两个

功能层次。

放射线功能层次与城市空间特征及乘客

出行需求紧密相关。一方面超大城市中心辐

射范围不断拓展，需要多层次轨道交通满足

便捷、快速、可靠的公共交通出行需求，如

深圳市近2 000 km2区域内衍生了中心通勤圈

(15< s≤25 km， d 表示市民中心至城市某圈层

的直线距离)、中心辐射圈(25< d ≤35 km)、

临深都市圈(35< d ≤50 km)等主要空间尺度

活动区域。国外大城市如东京、巴黎等均构

建了由轨道交通快线 (区域快线、市域快

线、市域(郊)铁路)、轨道交通普线(普速地

铁、中运量轨道交通)等构成的多层次一体

化城市轨道交通系统。

另一方面，不同空间尺度的出行活动均

受到1 h“门到门”的基本时间约束[10]。除去

15 min两端接驳时间，普线有效覆盖范围基

本为中心通勤圈。若采取以放射形普线继续

延伸的短站距密集设站模式解决郊区出行问

题，会导致线网功能层次单一、外围地区可

达性低，难以实现中心区与外围地区的快速联

系和带动外围地区发展。部分学者也从规划

理论及实践反思等角度论述了超大城市放射线

建立快线和普线两种功能层次的必要性[7, 9-13]。

2）规划“快线+普线”复合通道以强化

放射线功能。

深圳市陆续建设了轨道交通 11号线、6

号线、13号线(预计 2022年通车)和 14号线

(预计2022年通车)等快线，但尚未构建完善

的放射线体系，快线与普线整体效能未充分

发挥。在城市中心区与外围功能中心联系的

至少2条城市轨道交通放射线

至少2条城市轨道交通放射线

至少4条城市轨道交通放射线

至少3条城市轨道交通放射线

至少4条城市轨道交通放射线

4, 3(1)

7, 5(1)

20, 15(4)

26, 19(4~5)

27, 19(4~5)
26, 22(4~5)

9, 7(2~3)

15, 10(4) 5, 4(2)

7, 5(2)

12, 10(2~3)

4, 2(1)

6, 5(2)

38, 28(7~8)

图7 客运走廊高峰断面客流量与放射线通道规模研判

Fig.7 Maximum peak-hour cross-section passengers flow on the passenger corridor and the channel scale

of radiating lines

资料来源：《深圳市轨道交通线网规划(2016—2035)》客流预测专题报告。

注：以西部客运走廊为例，38表示走廊上早高峰时段高峰断面机动化出行需求/(万人次·h-1)；28表示扣除道路交通承
载能力达到上限前提下小汽车及公共汽车承担的客流后，城市轨道交通需承担的高峰断面客流量/(万人次·h-1)；7~8表
示根据单条轨道交通线路运能预判的该走廊需要布局的放射线通道规模/条，包括城际线、放射线、中心区延伸局部跨
关线路或中心区环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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核心发展轴上，应进一步构建“快线+普

线”复合通道[7, 13]的组织模式，强化放射线

的交通服务和引导城市发展功能。

在交通服务方面，通过快线与普线的共

同支撑，实现不同空间尺度范围的城市轨道

交通高效可达、精准覆盖，提高中心区与外

围功能中心联系效率，以及沿线区域的多层

次轨道交通服务水平。其中快线主要承担中

心区与外围功能中心及组团中心的快速联系

功能，实现中心区与外围功能中心45 min通

达，重点服务中心辐射圈和临深都市圈所在

的外围地区，设计速度为 100~160 km·h- 1，

平均站间距宜为2~5 km；普线主要承担中心

区与延绵高密度建成区及组团中心的覆盖服

务功能，重点服务中心通勤圈地区，设计速

度为80~100 km·h-1，平均站间距宜为1~2 km。

在引导城市发展方面，规划通过复合化

放射线功能组织，引导人口、产业等资源要

素在城市核心发展轴上梯度布局、向外围功

能中心集聚，促进用地功能混合、高效开

发，推动城市空间结构向新一轮国土空间规

划确立的多中心形态有序拓展。然而，也需

客观认识多中心结构的形成需要外围中心功

能培育、产业优化布局、土地政策激励等综

合因素的持续作用，高效的交通设施只是其

中一个必要方面。

22..33 布局方法布局方法：：重视快线与普线差异化重视快线与普线差异化

及空间协同布局及空间协同布局

1）同走廊快线与普线应体现差异化布

局策略。

同走廊放射形快线与普线应进行差异化

布局，服务核心发展轴上集聚分布的重点功

能区，发挥复合通道的交通服务功能和引导

城市发展功能。快线主要沿城市主中心与外

围功能中心的核心发展轴布局，串联至少 1

个主中心、1个功能中心和沿线 2~3个组团

中心，且覆盖至少 1个外围重点产业片区，

加强在中心区及外围沿线就业岗位密集、更

新潜力大的片区设站。普线主要沿城市主中

心与延绵高密度建成区的主要客运走廊布局

(包括核心发展轴)，串联至少 1个主中心和

沿线 2~3个组团中心(或外围功能中心)，加

强对重点就业片区、大型居住片区、公共服

务设施的设站服务。

以西部核心发展轴的轨道交通 1号线、

11号线为例，1号线主要串联对外交通枢纽

(罗湖站、宝安国际机场)、中心区重点就业

片区 (大剧院、华强北、会展中心、车公

庙、科技园等)以及中心通勤圈内以居住功

能为主的组团中心 (香蜜湖、白石洲、新

安、宝中、坪洲等)；11号线主要服务对外

交通枢纽(福田站、宝安国际机场)、中心区

重要功能节点(车公庙、后海、前海湾、宝

安)以及外围潜力功能中心(福永、沙井、松

岗)。通过“快线+普线”的复合放射通道组

织，提升罗湖-福田、前海-南山中心与对

外交通枢纽的联系效率，强化中心区对西部

核心发展轴上宝中、宝安北等地区的辐射带

动(见图8)。

2）快线与普线需加强与城市空间高效

协同规划。

在城市核心发展轴以及主要客运走廊分

别构建主中心与外围6大市级功能中心(宝安

北中心、光明中心、龙华中心、平湖中心、

龙岗中心、坪山中心)直连的复合通道，并

串联沿线组团中心和重要功能节点，形成与

城市中心体系相契合的放射形轨道交通布局

(见图 9)。要以实现中心区与外围功能中心

45 min直达为首要约束目标进行快线规划布

局，在技术标准、空间布局、设站服务等方

面保证同走廊快线与普线的功能协调、差异

分工。

空港新城

机场

宝中

前海 南山
福田

罗湖

至东莞

T4 机场东

坪洲

新安 科技园

后海

白石洲
华侨城

深南大道

香蜜湖

车公庙

福田站

会展
中心

华强北

大剧院
老街

罗湖站

107科
创
走
廊

图8 西部核心发展轴轨道交通1号线、11号线差异化布局

Fig.8 Differentiated layout for rail transit Line 1 and Line 11 on the core

development axis in the western are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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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时，加强放射线与轨道交通线网东西

向线路和对外交通枢纽的换乘衔接布局，构

筑与多中心城市空间结构高度耦合的轨道交

通枢纽，扩大放射线网络辐射范围。具体包

括：城市核心发展轴上的放射线特别是快线

接入机场、铁路等对外交通枢纽，实现放射

线与对外交通门户快速直达联系；加强放射

线与中心区外不同空间圈层半环线的串联衔

接，构筑与外围功能中心、组团中心相耦合

的地区轨道交通枢纽，实现放射线与外围功

能节点高效联结；加强放射线与中心区内贯

穿东西客运走廊线路的换乘衔接，确保放射

线与东西向干线至少形成 2处换乘节点，结

合中心区重点就业片区、重要功能节点构筑

多线换乘枢纽，提升放射线换乘可达性。

33 结语结语

放射线对城市出行需求、城市轨道交通

线网布局、城市空间结构拓展等具有重要作

用。本文针对深圳市富有特点的“中心扇面

放射”空间形态，对放射线的规模研判、功

能组织、布局方法等进行研究。随着城市发

展阶段、空间结构拓展目标以及轨道交通服

务需求的逐步演化，放射线的规划方法、布

局策略也应向系统性、内涵化探索。超大城

市放射线在规划实践中需更多考虑对中心对

外通道资源的前瞻预留，论证沿核心发展轴

构建“快线+普线”复合通道的功能必要

性，重视放射线自身系统的差异化布局及与

城市空间的协同规划。

需要指出的是，本文仅对放射线规划布

局的三个要点进行了研究，针对这一领域尚

有进一步探讨空间，如不同城市空间形态、

不同功能层次的放射线实证比较分析，放射

线对于城市空间、产业、职住分布、沿线土

地开发的影响分析，都市圈层面放射线的多

层次一体化布局等。

注释：

Notes:

①根据《国务院关于调整城市规模划分标准的

通知》(国发〔2014〕51号)，城区常住人口

1 000万以上的城市为超大城市。根据国家

统计局 2021年公布的《经济社会发展统计

图表：第七次全国人口普查超大、特大城

市人口基本情况》，超大城市包括上海市、

北京市、深圳市、重庆市、广州市、成都

市、天津市。

② “二线关”为 1982年设立的深圳经济特区

管理线，2018年已撤销，用以将城市分为

中心区内和中心区外。由于深圳市中心区

呈东西向带状组团结构，受限于自然山体

分隔、组团式地域形态，中心区与外围地

区的交通联系主要沿城市核心发展轴上的

多条客运走廊，且必须跨越位于中心区边

缘的二线关。文中“二线关”指自西向东

由外围地区进入中心区经过的南头关、白

芒关、福龙关、梅林关、布吉关等主要交

通瓶颈(节点)。

③《深圳市轨道交通线网规划(2016—2035)》

提出城市核心区与外围功能中心之间45 min

轨道交通通达的规划目标。

东莞市
东莞市

惠州市

规划放射形快线

规划放射形普线 城市功能节点

市级功能中心 都市核心区

生态绿色空间

区域联系方向

图9 放射线与城市空间协同规划组织架构

Fig.9 Organizational structure of coordinated planning of radiating lines and urban land use development8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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