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6
CHONGQING DAILY

2023年2月24日 星期五
责编 陈龙华 美编 乔宇

运营总里程即将突破500公里！

架桥挖隧，穿楼绕市……轨道交

通伴着城市发展延伸，成为重庆人出

行 的 重 要 交 通 工 具 。 从“0”到

“500+”，重庆轨道交通是如何建设发

展起来的呢？

近日，本报在读者中征集了重庆

轨道交通最受关注的五个问题，并就

此采访了市住房城乡建委轨道交通

建设处处长邹家驹、重庆交通开投轨

道集团（前身为重庆市轨道交通总公

司）首任董事长沈晓阳、重庆交通开

投集团建设管理部经理陈军、林同

棪国际工程咨询（中国）有限公司轨

道桥梁经理漆勇等重庆轨道交通建

设的参与者，挖掘出许多不为人知的

故事。

【核心提示】

500公里背后 那些不为人知的故事

运营线路数
●12条线路

投用站点数
●共284座轨道交通站点

●轨道换乘车站34座

单日运营能力
●突破500公里后，单日运营运力将提升

到600万人次以上

单日最大客运量
●今年2月17日，重庆轨道交通全网客流

425.3万人次，单日客运量再创历史新高

三个客流大站
（今年2月6日至10日）

●观音桥站日均21.0万人次

●沙坪坝站日均18.4万人次

●小什字站15.9万人次

最小发车间隔
●2分钟

年客运总量
●2022年，轨道交通客运总量9.1亿人

次，占公共交通出行比例提升至42%

●截至目前，轨道交通全网累计客运量为

83.7亿人次

运营总里程
●到今年底，轨道交通运营里程将达到

537公里

●到2025年，运营里程达600公里以上，

轨道交通占公共交通出行比例超过50%

过江轨道桥
●建成12座

●在建5座

（记者杨永芹、廖雪梅整理）

425.3万人次
单日客运量创新高

数 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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蔡家嘉陵江大桥和蔡家轨道大桥被雾气蔡家嘉陵江大桥和蔡家轨道大桥被雾气
笼罩笼罩，，宛如仙境宛如仙境。（。（本报资料图片本报资料图片））

首席记者首席记者 龙帆龙帆 摄摄//视觉重庆视觉重庆

众所周知，相较于单轨，地铁运量更大，很多城
市都选择修建地铁，为何重庆建成通车的第一条轨
道交通线——2号线，以及后来的3号线，都选择了
单轨？

“选择单轨，当时做这个决定并不容易。”沈晓
阳说，上世纪90年代初，重庆就开始勘察线路，进
行技术论证和评估，并赴欧美考察，最后结合重庆
地形条件、客流量大小、经济条件和各种交通方式
的技术得出结论：在德国和日本成功运营的跨座式
单轨交通制式更适合重庆。

为啥说是更适合重庆？沈晓阳说，当时的重庆

财力非常有限。根据测算，单轨每公里的投资额不
到3亿元，而地铁则要6亿元。同时，单轨高架站
每天耗电量，只相当于地铁的1/10。此外，单轨还
有爬坡能力强、转弯半径小、噪音少、占地少等优
点。

尽管如此，当时专家和相关部门的意见并不统
一，前前后后花了近10年时间，2号线单轨项目才
进入审批流程。

在审批项目时，国家相关部委又担心重庆单轨
国产化率达不到70%，项目曾面临搁置。经过重庆
的积极沟通，2号线才最终拿到了“准生证”。

最初为啥不选地铁而选单轨

一个城市开通的轨道交通线路，普遍以建成时
间为序，用数字来进行编号。为啥重庆首条建成投
用的轨道线路不叫1号线，而叫2号线呢？

沈晓阳介绍，重庆给轨道线路取番号名，依据
的是线路规划时间的先后，与开竣工时间无关。轨
道线路建设时间由地质条件、规划时长、线路长短、
资金投入、建设难度等多方面综合因素决定。换句
话说，有的线路可能开工早、竣工晚，有的线路可能
开工晚、竣工早。

重庆轨道交通1号线，早在1992年12月就开
工了。当时，重庆准备利用人防工程，建设从燕喜

洞到朝天门小什字这一段约3公里的地铁线路。
它的规划时间，远早于2号线。不过，1号线的建设
很不顺利，由于资金缺口等原因，1994年工程停工
搁浅。

1号线开工8年以后，也就是2000年，2号线
一期工程（较场口-新山村）才正式动工，并于
2004年开通试运营。

1号线可谓起个大早赶个晚集，直到2号线一
期开通两年后，也就是 2007 年，这条线路朝天
门至沙坪坝段才开工。2011年，1号线小什字至
沙坪坝段开通试运营，成为重庆首条地铁线路。

首条开通的轨道为啥不叫1号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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问22

3号线当初规划时，只有四公里到新
牌坊一段，全长13.5公里。但如今，这条
线路的运营里程达67.09公里，沿途有45
座车站，日最高客流量超过100万人次，成
为全球单线运营最长、运输效率最高、客运
量最大的跨座式单轨线路。

“这条线路后来的大幅延伸，与重庆城
市版图的扩大和城市布局的优化有关。”沈
晓阳告诉记者。

2000年，北部新区（现为两江新区的
一部分）成立，辖区面积150多平方公里，
人口50多万。同时，这里集聚了长安汽车
新工厂等众多企业，每天市民的出行需求
量很大，地面交通难以承载。所以，重庆就
把3号线线路延伸计划提上了议事日程。

“哪儿有人口，有产业聚集，需要更大
运量的交通方式，轨道就该往哪儿延伸。”
沈晓阳举例说，重庆汽博中心当时正在规
划建设奥林匹克花园小区，为支持房地产

发展，市里决定设奥林匹克花园站，后来
又将奥林匹克花园站改为金渝站。借助
于便利的轨道交通，如今，金渝站附近聚
集了宜家、奥特莱斯及红酒广场商圈等众
多商业。

3号线从汽博中心继续向北延伸，主
要考虑的是重庆江北国际机场的需求。当
时，重庆正规划扩建江北国际机场，出于机
场、轨道交通同步规划的理念，市里最终
决定提前将3号线延伸到江北国际机场。

3号线向南延伸，也是基于同样的原
因。为了解决重庆交通大学学生的出行问
题，首先将建设线路延伸到二塘。后来，大
渡口、巴南区加快建设开发，如巴南区正在
建设龙洲湾和巴滨路，两区希望将3号线
能延伸到龙洲湾、鱼洞。经过相关部门及
专家规划论证，2号线和3号线最终在鱼洞
形成环线。这样，重庆最长的这条轨道线
路就形成了。

当初10余公里的3号线为啥成了全球最长

目前，重庆已建成12座轨道交通跨江大桥，另
外还有5座在建。很多城市在选择轨道交通过江方
式时，更多会考虑过江隧道，重庆为啥偏爱桥梁？

在漆勇看来，这样的选择也实属无奈。其他平
原大城市选择隧道过江，对航道的影响更小，因为
他们的地形地势有隧道过江的建设条件。但重庆

受通航、地形等限制，过江隧道建设难度比其他平
原城市大得多。加上山城地势起伏太大，车站需要
建设得比较密集。一旦采用隧道过江，要么车站的
埋深会达一两百米，造成车站人员疏散困难。如果
拉大站间距，通过坡度展线抬高车站减小埋深，那
车站的密度较小，沿线居民出行就不方便。

此外，重庆是有名的“桥都”，在桥梁建设方面
有非常扎实的技术储备和丰富的建设经验。漆勇
认为，重庆人也更愿意发挥这种优势，今天来看，重
庆轨道交通桥梁设计可谓形式多样，创新不断。

轨道过江为啥要选择桥梁而非隧道

一般来说，便捷的交通延伸到哪儿，
哪儿就会形成新的人口集聚和产业集
聚。重庆是由多个组团形成的大城市，组
团之间山水阻隔，要实现组团间无障碍交
流，高效的、大流量的轨道交通必不可
少。在城市轨道交通规划时，重庆是如何
考虑引领城市发展格局的？

在邹家驹看来，重庆独特的地形地貌特
征，决定了轨道交通对于区域经济社会发展
将发挥更大的引领作用。所谓独特，即重庆
形成了“四山两江三片”的组团式城市空间
结构，中部槽谷人口及岗位密集，且南北向
出行特征较为明显，东中西三大槽谷之间及
各组团之间的出行需求逐年增加。

陈军则表示，顺应地形地貌特征和
产业、人口的分布特征，重庆选择建设3
号线、5号线、6号线、9号线、10号线等
串联南北向的线路，1号线、4号线等串
联东西向的线路，再通过环线整体串联
成网，形成“环射+纵横”的运营网络，
284 座轨道交通站点高效串联起机场、

高铁站、各大商圈、大型居住区等重要功
能节点。

邹家驹举例说，18号线一期和18号
线北延工程就加密了石桥铺、大坪、小什字
等人口密集区轨道交通线路，其中石桥铺
站是轨道交通3线换乘站：1号线、5号线
和18号线，小什字成为4线换乘站，即1号
线、6号线、环线和18号线北延。正在建
设的4号线西延伸段，则解决江北区国奥
村及江北农场区域的公共交通出行缺失和
单一的问题。

从解决中心城区与主城新区之间的跨
区域通勤问题看，重庆规划建设了市域（郊）
铁路尖璧线、江跳线，解决了璧山、江津两区
通往中心城区密集的人口出行问题。目前，
从璧山城区到大学城只需5分钟，江津市民
半个小时即可快速进入中心城区。

本报记者 吴刚 杨永芹 廖雪梅

轨道交通是如何引领城市发展格局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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