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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常规公交在城市公共交通系统中具有不可替代的作用 。 常规公交线网规划体系的构建对于提高

规划的系统性 、 增强规划的实施性意 义重大 。 在反思大城市常规公交线网规划体系的基础 上 ，

针对规划层次缺失的问题 ， 划分全网 、 片区 、 线路等三个公交线网规划层次 ， 重点突出 中观层

面的片区线网优化规划 ； 针对规划类型单
一的问题

， 在全网和片区两个层次根据不同主题细分

公交线网规划类型 ，
应对多样化的公交线网优化需求 ；

针对规划评估不足的问题 ， 增加线路层

面和全网层面的后评估研究及公交线网年度报告 ，
使公交线网规划体系形成闭环。 研究最终构

建了分层次 、 多主题、 重评估的常规公交线网规划体系 ，
并以苏州市为例 ，

介绍常规公交线网

规划的发展历程和具有借鉴意义的实践工作 。

关键词 ：

大城市 ；

常规公交线网 ；

规划体系 ：

苏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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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０ １ ９． ０ １交通 丨ＴＲＡＮＳＰＯＲＴ

０ 引言

国 内 大城市正面 临机动车快速增长

的严峻挑 战 ，
加快实施公交优先发展战

略转变 以小 汽车 为主的交通发展模式是

应对交通拥堵的重要 举掊。 大城市常规

公交分担率却普遍呈现下降趋 势 ， 除了

受到小汽车交通的挤 压外 ， 常规公交 自

身不平衡、 不充分发展是其 中主要的原

因 。 尽管诸 多大城市正积极推进 轨道交

通系统的建设 ，
但却 忽视 了对 常规公交

的持续关注和投入。 轨道交通和 常规公

交分担率的
一

升
一降使得公共 交通分担

率并没有显著提高 。 常规公交在城市 发

展 中始终具有不可替代的作用 ， 不仅提

供 出行服务 ，
也体现社会公平 ， 是关系

人 民群众 日 常生产生活的民生工程。

国内外关于常规公交的研究较多 ，
主

要集 中在公交优先政策
［
１

＞

２
］

、 公交都市建

设
［
＞５

］

、 公交系统规划方法等领域 。 在常

规公交系统中 ， 线网是基础 ， 场站和专用

道是保障 ， 因此对常规公交系统规划方法

的研究也主要集中在常规公交线网规划模

型上 。 常规公交线网规划模型一般首先建

立网络模型生成公交路径集 ， 再使用模拟

或启 发式算法组成公交线路
［
６

］

。 尽管模型

研究较 为成 熟 ， 但在常规公交线网规划

实践中 仍然面临着
一

些技术 问 题。

一

方

面尽管模型理论上可 以处理复杂公交线

网规划 问 题 ， 但模型应用 存在较高的技

术门槛 。 针对这一 问题 ，
也有

一

些研究

提 出 了
一些较 为 简单的 基于指标的方法 ，

首先设计指标体系建立评价模型 ， 再分

区或分线路的应 用 基于指标的方法识 别

公交系统存在的问题
［
７
＿

１ １
］

。 尽管基于指

标的方法不能直接生成公交线网 ， 但可

以辅助公交线网规划方案的制定 ，

一定

程度上降低了 技术门 槛。 另
一

方面是公

交线网规划体系不够完善致使规划 难以

落地。 与 城市道路网规划体系相 比 ， 城

市道路网规划从总规到控 规再到近 期建

设规划 ， 实现 了 路网层 层 细化、
逐年分

解实施 ，

一些城市设计也会对片区道路网

提出反馈 ， 构成了 完善 的规划体 系。 常

规公 交线 网 由 于涉及运输组织问 题 ， 相

比城市道路网规划 更加复杂 ， 但很多大

城市却只 开展 了全市层面的 常规公交线

网规划 ， 很难直接指 导具体线路的落地

实施。 随着轨道交通的发展 ，

一

些大城

市开展了 轨道交通开通后的常规公交线

网规划 ， 但这类特定主题的 公交线网规

划 与全市层面的公 交线网规 划是什么 关

系 、 该 如何协调有待明确。 常规公交线

路涉及公众切身利益 ， 常规 公交线网规

划实施后是否需要调研公众体验 、 听 取

公众意见 ，
即是 否需要 开展评估和如何

开展评估 尚需研究。 本次研 究针对 上述

常规公交线网规划体系中 存在的诸多问

题 ， 从规划 层级、 规划类型 、 规划 实施

的视 角 出发 ， 对常规公交线网规划体系

进行思考和构建 。 以苏州 市为 例 ， 介绍

常规公交线网规划体系 的发展历程 ， 探

讨其中具有借鉴意义 的实践工作。

１ 大城市常规公交线网规划体系的反思

１ ．

１ 规划层次缺失

国 内 大 城市的 常规 公 交线 网规 划

或包含在公交发展规划 中或单独开展全

市层 面的常规公交 线网优化。 宏观的常

规公交线 网规划 由 于研究内 容多 、 研究

范围 大等原因 无法对近期公交线路实施

做精 细化研究。 规划方案既设有对供需

的详 细调研 ，
也设有对线路的深入分析 ，

因 而可实施性差 ， 公交企业更倾向于根

据 日 常运营中 发现的问题和 自 身发展的

诉求实施公交线路 ，
致使 实施和规划脱

节。 类 比城市规划体系 ， 常规公交线网

规划仅有
＂

总规
＂

而没有
＂

控规
”

和
＂

近

期建设规划
＂

。

１ ． ２ 规划类型单
一

公 交 发展规 划 中 的常 规公 交线 网

规划通常 以 目 标导 向 为主 ， 重点考虑远

期线网发展 目 标 、 模 式以及 如何 响应远

期城市空 间和用地的 发展要求 。 全市层

面的常规公交线网优化则通常 以问 题导

向为主 ， 关 注公交线路的技术指标 。 大

城市常规公交系统面临的问 题非常复杂 ，

比 如轨道交通的发展带来了 两网融含问

题 ， 大型公共设施、 交通设施、 居住区

的建设带 来的公 交需 求变化 问题 ，
无法

通过
一个宏观的公交线网规划全部解决 。

１
． ３ 规划评估不足

常规公交线网规划大 多仅 关注方案

的制定 ， 对方案实施后的效果和 问题没

有跟踪反馈 ， 可能造成方案 实施的
“

失

控
＂

。 虽然部分大城市编制了公交发展年

报 ， 但年报 中涉及常规公交线网的仅线

网规模、 密度 、 重复系 数 、 线路长 度等

技术指标 ， 缺 乏对公交线网规划实施的

评估 。 常规公交线网规划的 实施广 受群

众关注 ， 往往 牵一发而动 全身 ， 不仅需

要重视方案的制定 ， 更需要加强方案实

施后的评估 ，
为主管部 门和公交企业提

供常态化的决策信息 。

２ 构建分层次 、 多主题 、
重评估 的常规公

交线网规划体系

２ ．

１ 规划体系分层次

针对 常规公交线网规划仅有宏观层

面规划而缺乏 中微观层 面规划而导致的

实施性的 问题 ， 构建全网 、 片 区 、 线路

三 个层次的公交线网规划体系 ， 解决从

宏观线网规划到微观线路实施缺 乏 中观

层面的规划控制与指导的问题。

中观层 面开展 片区 公交线网优化规

划 ， 其面向分区 突出近期 实施的特点可

以解决公交线网规划体系中
＂

控规
＂

和
＂

近

期建设规划
＂

缺失的 问题 。 片 区 公交线

网优化规划 内容主要包括片 区 用地及综

含 交通莫展现状分析、 公交客流需求调

查 、 公交线网优化调整策略及 目 标 、 公

交线网优化 调整方案 、 保障措施及 实施

计划等。 其中 公交客流需求调查是规划

的基础和 关 键环节 ， 釆用 大数据分析和

７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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传 统调研相结含的方 式。 大数据分析主

要使用 公交刷卡数据分析片 区 内 公交线

路乘客的出 行特征、 出行 ０ Ｄ 等 ； 传统调

研 包括公交 出行客流 问卷调查、 站点上

下客流量调查和座谈会三种方式 ， 主要

了解市民公交 出行需求及公交发展面临

问题 ， 为后续线网优化调整提供依据。

在片 区 公交线网优化规划的基础上

进
一

步对规划 中提出 的具体线路方案开

展微观层 面的公交线路可行性研究 ， 强

化 线路客流特征分析 ， 重点关注运营组

织
、
运营风险、

运营安全 。

２ ． ２ 规划类型多主题

针对常规公 交线 网规划类型单
一

的

问 题 ， 在分层 次的基础上根据不 同主题

细分公交线 网规划 类型 ， 应对大城市在

不同 发展 阶段所面临的 多样化的线网优

化需求。 根据不同的主题提出 全网层面

的公交线 网优化规划 、 分级公交线网优

化规划 、 公交线网年度 实施方案 ， 片 区

层面的片 区 公交线 网优化规划 、 轨道交

通开通 后公 交线网优化规划 、 大型设施

建设后公交线网优化规划 。 不 同类型规

划的技术要点如表 １ 所示 。

２ ． ３ 规划实施重评估

针对常规公交线 网规划方案评估反

馈不足的问题 ，
提出 线路和全网两个层

面的后评估研究
，
同 时辅 以公交线网车

度 报告 ， 既可以持续跟踪线路 实施效果 ，

又能动态掌握线网年度发展状况 ， 使公

交线网规划体系构成闭环。

线路层面的后评估是在某 条公交线

路开通运营
一

段时间 后 ， 结含线路开行

的背景和 目 的
，
以 实地 客流 调查数据和

沿线居 民出 行诉求为 基础 ， 对线路进行

全面诊断 ，
同 时将线路纳 入公交线 网进

行整体评估 ， 最终形成评估结论和优化

建议 。 其中优化方案不仅仅考虑线路的

调整 ，
而且 从线路服 务质量提升上也提

出相应的优化建议 ， 如发车间 隔 、 末班

时间等方面 ， 整体上提升线路的服务水平 。

全 网层面的后评估是在相关规划提

出的公 交线网方案实施后 ， 应用轨道和

公交刷 卡数据 ， 辅 以手机信令数据 ， 对

线网运行特征进行总体评估 。 构建线路

优化指标体系 ，
筛选 问题线路 ， 提 出进

一步优化方案和相应的保障揞施 。

公交线 网年度报告内 容包括 公交线

网 发展现状 、 年度线 网优化 与后评估方

案 回顾、 线网 发展预测 、 线网发展 目 标

与建议等 。 通过对轨道和公交刷 卡数据

的分析 ， 全面阐述公 交线 网的 发展情况 、

运行特征 。 对年度线 网优化 与后评估成

果进行 回顾 ， 总结经验 、 提出 问题作 为

下 年度工作的参考 。 预测下年度可能发

生 的变化
，
提 出 下车度线 网发展 目 标和

建议。

最终构建 的分 层次 、 多主题 、 重评

估的公交线网规划体系如图 １ 所示 。

３ 新常规公交线网规划体系下的苏州实践

随着社会经济的快速发展 ， 苏州市

机动车保有量急剧增长 ， 城市交通拥堵

问题 日 益严重 。 转变 以 机动车交通为主

的交通发展模式已经成 为共识 。 苏州市

抓住公交优先、 公 交都市 创 建等 多个国

家政策导向的契机 ，
大力 发展公 共交通 ，

特別是主动思考 、 积极谋划 、 稳步推进

公交线网规划工作 。 苏 州市 公交线网规

划体系的发展大致经历了三个阶段 。

（
１ ） 宏观规划 弓 Ｉ领阶段。

这
一

阶段公 共交通发展主要满 足城

市空 间发展要末 ， 包括为 响应 ２００ １ 年行

政区 划调整编制的第
一

版 《 苏州市城市

公共交通规划 ＞ ， 为 响应 ２００ ７ 版苏州市

城市总体规划 和综含交通规划的修编编

制的第二版 《 苏州市城市公共交通规划 ＞。

在两版公共交通发展规划的栺导下苏州

又 分 别 于 ２００５ 年和 ２００８ 年开展 了 《 苏

州 市公交线网 与场站优化研究 》 和 《 苏

州市公交场站 与公交主千线规划 》。 该 阶

段的公交规划主要起到 宏观 引领的作用 ，

公交线网仅作为规划内 容的一部分 ， 并

未开展单独的公交线网专项规划编制。

表 １ 多主题的常规公交线网规划

层次 主题 技术要点

全网 公交线网优化规划 以全市公交线网为研究对象 ， 通过对现状线路指标的分析诊断 问题 ， 提出近期线路的规划方案 ， 并开展方案评

价、 安排实施时序、 提出保障掊施 。

分级公交线网优化规划 以不同级别的公交线网为研究对象 ，

比如快线、 主干线 、 社区 巴士等 。 其中快线和主干线的规划要在梳理现状

线路并考虑城市发展需求和客流通道基础上 ， 提出规划方案并开展方案评价和安排实施时序 ： 社区巴士等次支

线路的规划重点从需求 出发 ， 结含多种调査手段提出规划方案并开展方案评价和安排实施时序 ，
同时加强保障

措施研究。

公 交线网年度 实施方案 以全市公交线网为研究对象
，
通过对上位规划和本年度居 民出行诉求的梳理 ， 结含大数据分析提出年度规划方

案并开展方案评价和安排实施时序 。

片区 片区公交线网优化规划 以分片区的公交线网为研究对象 ， 通过对片区内现状线网的问题分析和居民公交出行需求的调査 ， 结含大数据

的分析 ， 开展精细化的方案设计和评估 ， 并对场站、 道路等配套保障揞施提出建议。

轨道交通开通后公交线网优化规划 以与轨道交通线路有衔接或重叠关系公交线网为研究对象 ， 通过对线路的相？和分类 ， 结含轨道站点的功能定

位 ， 提出重复线路的优化和薄弱区域的线路新增等方案 ， 并开展方案评价、 提出实施保障揞施。

大型设施建设后公交线网优化规划 以大型设施周边公交线路为研究对象 ， 使用多种调査手段了解设施的功能定位 、 辐射范围 、 公交出行强度等 ，

分析固边已有公交线路存在的问题 ， 提出新的线路规划方案 ， 并开展方案评价和安排实施时序 。

７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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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２） 多主题规划萌芽阶段。

随着国家层面关于优先发展公共交

通 政策的 实施 ， 苏州市 于 ２０ １０ 年首 次

单独编制 了 《苏州市公交线网优化规划 ＞。

２ ０１ ２ 年和 ２０１ ４ 年 ， 为 了 配含轨道 １ 、 ２

号 线的开通 ， 分別编制 了 《 轨道交通 １ 、

２ 号线开通后线网优化规划 》。 为 了提升

公交线网规划的可实施性 ， ２０ １ ４ 年 以胥

□
、 金 阊新城等 片区 为试点 ，

开展了 片

区公交线网优化规划 ， 取得了 良好的效果。

２ ０１ ５ 年 ， 基于片区公交线网优化试点取得

的经验 ，
发布了 《苏州市公交线网优化技

术导则
＞ ， 公交规划类型日趋多样 。

（
３） 规划体系形成阶段。

在 《苏州市公交线网优化技术 导则 》

指 导下 ， 片 区公交线网优化规划在全市

范 围铺 开 ，
２０ １ ５

－

２ ０ １ ７ 年 累计 开展了 近

１ ０ 个 片区 线网优化规划 。 对片 区线网优

化规划中 提出 的 １ ００ 余 条优化和新开的

公交线路均单独进行了可行性研究 ， 并每

年编制公交线网年度实施方案 ，
实现了公

交线网规划从宏观引领 、 中观栺 导到微

观实施全覆盖 。 公交线 网规划主题也进

一

步丰富 ， 针对现状公交线网层次不清

晰的问 题 ，
陆续开展了 公交快线 、 主干

线及社区 巴 士等分级 公交线网优化规划。

２０ １ ５ 年首次尝试从线路层面开展单条线

路的后评估研究 ， 至 ２０ １ ７ 年底已 累 计完

成 ５ 条公交线路的后评估研究 。 ２０ １ ７ 年

在轨道交通初步成网的背景下 ， 尝试 开

展 了 全网层面 的后评估研究 。 至此 ， 苏

州市 初步 构建起了分层 次 、 多主题、 重

评估的公交线网优化体系 。

３ ． １ 分层次
一一

以金阊新城公交线网优化

为例

片 区 线网优化规划是上承全市性公

交线 网规划 ，
下启 公交线路 可行性研 究

的中观层 面规划 ， 是分 层次 公交线网规

划的核心 。 本次研究选取苏州 市于 ２０ １ ５

年开展金 阊新城公交线网优化规划进行

案例分析 。

金阊 新城地处苏州 古城西北 部的 白

洋湾街道内 ， 占 地 １ １ ．２ ｋｍ
２

。 近 年由 于

开发速度加快 ， 产 业与 用地布局 进行 了

较大的调整 ，
居 民出 行需求发生 了较 大

的变化 ，
亟需主动 调整和提 升公交线 网 。

现状金阊新城共涉及公交线路 １ ４ 条
， 包

括途经虎泉路的线路 ５ 条 ， 途经金 闾 新

城内 部线路 ８ 条 以及途经沪 宁 以北线路

１ 条
， 如 图 ２ 所 示 。 线路 主要联系姑 苏

区
，
与高新 区 、 相城区 、 园 区等联系较

差。 与固边街道相 比 ， 尽管 公交线 网长

度不低 ， 但线网 密 度和站点覆盖率偏低 ，

表明公交线路分 布不含理 ， 站点 覆盖范

围有待提 升。 釆用 网络调查 与纸 质问卷

调查相结含的方法收集了２ ７００ 余份问卷。

面向辖区 机 关单位 员 工、 社区 居民 、 专

业市场商户 、 学校师生 、
企事业单位职工 、

公交驾驶员等组织了１ ６ 场座谈会 。 梳理

出 目 前公众主要出 行需求是 与外 围 片区 、

换乘枢纽 、 重 要客流集散点等的联系 以

及内 部南北向主要节点的串 联。 使用 公

交刷卡数据对公交出行 ０ Ｄ 进行分析发现

现状途经金闾新城的公 交线路 中金闾 新

城区内 客流仅 占 １ ６％ ， 表明线路对金阊新

城服务相对较差 。

针 对 公众 公 交出 行 需 求和 公 交线

网存在的问 题 ， 提 出 公 交线网优化的近

期 目 标是加强对外和内 部联系 ， 具体策

略 包括强化干线 、 衔接枢 纽 、
丰富层 次。

公交线网优化 中总计调 整 ７ 条 公交线路 ，

新辟 ３ 条公交线路 ， 如 图 ３ 所示 。 对比调

整前后的公交线网 ， 线网密度由 １ ．９ｋｍ／ ｋｍ
２

增加 至 ２ ．３ｋ ｍ／ ｋ ｍ
２

，３００ ｍ 站 点覆盖 率由

６４％ 增加至 ７０ ％
，
区域 内部覆盖 范围扩大 ，

覆盖道路增多。 平均线路长度 由 ２２ ．６ｋ ｍ下

降至 ２ １ ．６ｋ ｍ
， 线网重复系数由 ３ ．１ 下降至

２ ． ９
， 整体运行效率明显提升 。 对 照群众

座谈会、 问 卷调查反 映的问题 ， 总体解

决情况较好 。

３ ． ２ 多主题一一以社区 巴士线网规划为例

分级公交线网优化规划是针对线网

层次不清晰的问 题提 出 的全市性公交线

网规划的延伸和拓展 ， 是宏观层面公交



大城市常规公交线网规划体系的反思与构建一以苏州为例 丨 韩兵 邓
一

凌 徐建刚

线 网规划的新类型 。 本次研究选取苏州

市于 ２０ １ ６ 年开展的社区 巴士线网规划进

行案例分析。

〈苏州市公交线网优化技术导则 ＞提

出构建
＂

快一主
一

次
一支一微

一

特
＂

的

公 交线网体系 ， 针对 以往更多关注轨道

交通和公交干线的建设 ， 忽略 了
＂

最后

一

公里
＂

问题 ， 建议重点强化微线 （ 即

社 区 巴士 ） 在服务社区 、 填 补空 白 、 接

驳轨道等方面的功能 。 苏州市于 ２０ １ ３ 年

开通了第
一

条社区 巴士线路 ， 至 ２０１ ６ 年

１ 月
，
已 开 通 １ ５ 条线路 ， 如 图 ４ 所 示 。

社区 巴士 日 均总客流 １
．
６ ４万人 次 ， 千公

里客流约 １ ４００ 人次 ， 其 中多条线路千公

里客 流超过 ２ ０００ 人 次 ， 达到市区公交行

业平均水平 ， 为轨道交通喂绾客流比 例

占社区 巴士总 日均客流量达 ３０％ 。

通过对社区 巴 士线路客流特性的分

析 ， 明确 社区 巴士的服务功能 ， 具体如

表 ２ 所示 。 中心 区社 区 巴 士主要服务社

区 出行 、 配含线网优化 ， 外围 区社区 巴

士则主要接驳轨道交通 、 填补公交盲区 。

通过对现有公交盲 区 的排查 ， 对人

大 、 政协提案 以及寒 山闻 钟等投诉信息

的总结 ， 提 出社 区 巴 士的初步方案集 ；

在 此 基础 上 ， 对 线路 涉 及的 沿 线道路、

设站等情况进行现 场勘查 ， 形成社区巴

士的备选方案集 ； 通过 与社区 居民 的座

谈充分了 解实际的出行诉求 ，
确定社区

巴士的最终方案 集。 规划社区 巴 士线路

４ ６ 条 ， 其 中姑苏区作为先行 示范区 规划

巴士线路 ２ １ 条
，

６４％ 的社区 实现社区 巴

士线路覆盖 ， 如 图 ５ 所示 。

３ ． ３ 重评估
一一

以公交扪 ４路后评估为例

后评 估既是对规划方案的总结 ，
也

是对实施效果的持续跟踪 ， 使公交线网规



表２ 苏州社区巴士服务功能分类表


功能分类


具体说明


服务社区社 区巴士釆取
＂

走街串巷
＂

的运行方式 ， 将公交延伸进入居住区 ， 使居民可以更加直接、
便捷地乘坐公 交 ，

且能为老人 、 儿童及行动

困难群体提供便利 。

接驳轨道社区巴士受道路等因素制约小
，
适用性强

，

可用于衔接居住区 与轨道交通 ， 发挥接驳和集散的作用。

填补盲区社 区巴士车辆小 、 线路灵活等特点可 以填补干线公交的服务盲区 ， 同时避免公交干线过度延伸和绕行 。


图 ５ 姑苏区社区巴士线路规划图 图６ ８ １ ４路现状线路图

７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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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７ 下行方向 （
相城一园区 ） 客流分布特征

图 ８８ １ ４路和８３９路规划线路图

划体系形成闭环 。 苏州市在线路层面的后

评估开展较早 ， 积累 了丰富的经验 ， 本次

研究选取苏州市于 ２ ０１ ５ 年开展的公交 ８ １４

路后评估进行案例分析。

８ １４ 路 于 ２０ １２ 年 １ ２ 月 ２ ８ 日 开 通 ，

目的是旨在实现苏相含作区 与工业园 区的

直接沟 通 ， 填补活 力岛 华元路公交 盲区 ，

提升活力岛公交服务水平 ， 线路走向如图

６所示。 但在实际运营中发现线路较长且

客运量较低 ， 没有达到预期效果。

从客流变化、 潮汐特征、 分布特征、

实载特征等四个方面评估客流情况 ，
发现

客流没有达到跨区次干线的标准 ， 车型与

客流水平不匹 配 ， 客流的主要出行方向 与

线路开行目的不
一致

， 在苏相含作区至园

区间未有较大客流 ， 如图 ７ 所示 。

通过开展相城开发区管委会、 相城区

运管处、 公交企业以及苏相含作区 的居民 、

村民和企事业单位职工的座谈会， 明确了

苏相含作区的出行需求方向主要为高铁新

城及高铁北站 、 相城区中心区 、 姑苏区等 。

将 ８ １ ４路纳入公交线网进行整体评估 ， 重

点 分 析 ７２ 路 、 ７８ 路、 ８ １ ８ 路、 ８ ２４ 路 等

对外联系线路 ，
发现 ７２ 路为苏相含作区

对外交通主干线路 ，
已能够满足前往平江

新城、
火车站和姑苏区等需求 。

结含客流特征分析、 需求调查、 线网

评估 ， 得出 ８ １４ 路客流总量较低 ， 客流方

向 与开行 目的不
一致

， 开行以来客流增长

缓慢 ， 各类运营绩效指标在同类型线路中

处于较低水平 ， 社会效益和经济效益均未

达到预期。 因此 ，
评估后提出 ８ １ ４ 路短期

内可釆取更换小车型和缩短末班时间等措

施降低成本 ，
同时 ８ １ ８ 路适 当延 长运 营

时间 以弥补 ８ １４ 路园区至香城花园的末班

客流 ； 并建议在 ２０ １ ７ 年将拆分为 ８ １ ４ 路

和 ８３ ９ 路两条 ， 并将 ８１ ４ 路的发车 间隔由

３０ｍｉｎ 缩短至 １５ｍ ｉ
ｎ

， 如图 ７ 所示 。

４ 结语

论文针对 目前 大城 市常规公交线 网

规划存在的规划层次缺失、 规划类型单一、

规 划评估不足的问 题 ，
提 出构 建分层次、

多主题、 重评估的常规公交线网规划体系 ，

并 以苏州 为例对规划体系进行了详细介绍。

尽管该公交线网规划体系在苏州的实践中

取得了良好的效果 ， 其他类型城市在应用

时需要根据 自身城市的特点和需求对公交

线网规划类型进行优化调整。 另外 ， 城市

的持续发展会对公交线网规划提出新的要

求 ， 催生出新的公交线网规划类型 ， 公交

线网规划体系也应随之调整。 特别是当未

来轨道交通完全成网后 ， 随着常规公交定

位的转变 ， 公交线网规划体系特别是公交

线网规划类型会发生较大的变化 ， 对常规

公交与轨道交通的耦含也会提出新的要求 。

随着公交线网规划层级和类型的 日趋多样 ，

将不同公交线网规划成果统
一纳入到基于

Ｇ Ｉ Ｓ 的城市规划信息平台中 ， 能有肋于实

现不同公交线网规划间的信息共享和方案

协调 ， 并便于主管部门的统一管理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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