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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月2日，重庆市城市轨道交通第
四期项目中的4个项目集中开工，即4
号线西延伸段（盘桂路-民安大道）、18
号线北延伸段（富华路-小什字）、15号
线一期（九曲河东-两江影视城）、24号
线一期（鹿角北-广阳湾）。

其中，15号线一期是重庆首条城
轨快线，线路全长38.7公里，设九曲河
东站、重光站、龙安路站、金童路站、果
塘路站、西南政法大学站、宝圣湖站、绣
湖路站、T3航站楼站、龙骏大道站、两
江大道站、复盛站、现代大道站、两江影
视城站共14座车站，其中换乘站7座。

城轨快线与城轨普线（地铁、单
轨）、城际铁路有何区别？将如何方便
市民出行？3月2日，重庆日报记者采
访了重庆交通开投铁路集团相关负责
人。

重庆日报：城轨快线与城轨普线、
城际铁路有何区别？

答：通俗地说，城轨快线是轨道交通
的“主动脉”，主要连接城市主中心、副中
心、内外组团中心、对外门户枢纽等重要
城市功能节点。城轨普线是轨道交通的

“毛细血管”，承担中心城区内部大运量
公共交通需求，两者功能互补。

一般来说，干线/城际铁路主要是服
务两个或两个以上城市之间的旅行出
行。城轨普线主要是服务中心城区内通
勤出行的大容量公共交通，服务半径一
般在40公里内，站间距1公里到2公里。

城轨快线为通勤出行提供快速、大
容量、公交化服务的新型快速轨道交通

方式，站间距大、通常约3公里。与城
轨普线相比，运行速度高，设计速度为
120-160公里/小时，且与市域（郊）铁
路贯通运营，与城市轨道交通线网有机
衔接，实现多点换乘。

重庆日报：能在多大程度上提高市
民出行效率？

答：重庆中心城区两江环抱、四山
围绕，市民出行要跨江、穿山。城轨快
线可有效解决城轨普线单线出行时间
过长、对外交通枢纽与城市中心重要节
点联系效率低等问题，可以形成快慢组
合、互联互通、协同运输的主城都市区
轨道交通一体化格局。

城轨快线车最高运行速度为140
公里/小时，车辆速度快，主要服务构建
中心城区至城市新区的“1小时通勤
圈”和“1小时经济圈”。

以15号线一期为例，九曲河东站
到两江影视城站的距离约39公里，坐
城轨快线只需34分钟；若设计成普轨，
运行时间则需约1个小时。因此，城轨
快线大大提高了市民出行效率。

重庆日报：列车载客量有多大？
答：根据设计，15号线列车不仅车

速高，而且车体宽、载客量大。列车设
计采用3.3米宽体车，车内空间大，车
体采用横纵结合的方式对座位布置，大
大提高座席率，居民乘坐更加舒适；车
辆最大载客量为2612人。

目前重庆轨道交通载客量最大的
轨道交通AS车车体（环线、5号线、10
号线等列车）宽为3米，最大载客量为
2322人。

重庆日报：有哪些设施让进出站

更加便捷？

答：重庆是立体城市，相对来说，存
在部分轨道交通车站深埋，乘客出站时
间相对较长。为提升乘客出站效率，
15号线一期电梯拟采用“垂直运输+扶
梯”模式，有条件车站将增加两组即6
台垂直运输电梯，乘客进出站时间将缩
短一半。

重庆日报：15 号线一期站间距是
普轨的一倍多，车站换乘是否方便？

答：较普轨相比，城轨快线换乘
站更多。15号线一期14个车站，车
站平均站间距2.94公里，换乘站达7
个。

根据规划，目前规划城轨快线达8
条，这些线路全部运营后，全网85%以
上的站点为换乘站，可与城轨普线实现
多点换乘、无缝换乘。居民可以通过快
线完成中心城区内快速穿越、外围组团
向中心城区的快速转移，再换乘普线、
公交到达最终目的地。

重庆日报：15 号线服务功能上有
哪些改进？

答：15 号线在设计上充分体现
“国际化、绿色化、智能化、人文化”特
点，着力打造“智慧快轨”。这条线路
已获批按全自动运行设计实施，将采
用全自动运行、人脸识别自动售检
票、自动检修等技术系统。同时，正
在构建智慧乘客服务体系，推进城轨
快线与其它轨道交通系统安检互信、
资源共享、票制互通、支付兼容等技
术，乘客出行也将更加安全、便捷、高
效等。

重庆首条城轨快线如何方便市民出行
●最高运行速度140公里/小时 ●最大载客量2612人 ●全自动运行

重庆日报记者 杨永芹 廖雪梅

加快打造“轨道上的主城都市区”，
推动“1小时通勤圈”建设，重庆轨道交
通建设迎来“加速跑”。

3月2日，重庆市城市轨道交通第
四期项目中的4个项目集中开工，即4
号线西延伸段（盘桂路-民安大道）、18
号线北延伸段（富华路-小什字）、15号
线一期（九曲河东-两江影视城）、24号
线一期（鹿角北-广阳湾），标志着我市
轨道交通第四期规划正式落地开工建
设。

这，只是重庆打造“轨道上的主城
都市区”的最新动作。

“城市轨道交通是现代大城市交通
的发展方向。发展轨道交通是解决大
城市病的有效途径，也是建设绿色城
市、智能城市的有效途径。”市住房城乡
建委相关负责人表示。根据规划，“十
四五”末，主城都市区将实现运营及在
建轨道交通规模1000公里。

年内还将争取开工4个项目
今年轨道在建规模

有望达到384公里

来自市住房城乡建委的消息称，自
2000年轨道交通2号线开工建设至

今，全市运营轨道线路里程达370公
里，中心城区形成“环+放射型”轨道运
营网络，覆盖了机场、火车站、长途汽车
站等交通枢纽、各大商圈和社区，日客
流量最高达387万人次。目前，重庆轨
道交通出行在公共交通出行中占比达
到40％，在公共交通体系中的骨干地
位日益凸显。

重庆交通开投集团党委书记、董事
长李方宇表示，为加快建设轨道上的主
城都市区，我市正按照“中心加密、两槽
加速、两翼联通、外围辐射”思路，全力
推进重庆轨道交通四期规划项目建设。

重庆轨道交通第四期包括4号线
西延伸段、6号线东延伸段、18号线北
延伸段、15号线、24号线一期、7号线
一期、17号线一期和27号线共8个项
目，总长度198公里。除了3月2日集
中开工的4个项目，剩余的4个项目力
争年内开工。

“此次开工的这4个项目，是轨道
交通第四期规划的重要骨架线，对加快
轨道交通建设成网具有重大意义，能更
好地解决重庆中心城区交通问题，支撑
城市空间结构调整、增强城市承载力和
竞争力，为推动重庆经济高质量发展提
供重要支撑，助推成渝地区双城经济圈

建设。”重庆交通开投集团相关负责人
表示。

加快推进城市轨道
交通成网计划

2025年轨道交通占公
共交通出行比例将达80%

在加快推进在建轨道交通项目的
同时，重庆还着手研究轨道交通第五期
建设规划，加快推进城市轨道交通成网
计划。预计到2025年，第四期规划的
8条、198公里线路将全部建成。届时，
重庆轨道交通运营和在建里程有望达
到1000公里，重庆将形成以轨道交通
为骨干的公共交通系统，轨道交通占公
共交通出行比例有望达到80%。

“在推进轨道交通建设中，我市将
注重畅通‘大中小’三个循环，进一步提
高市民出行便捷度。”重庆交通开投集
团相关人士表示。

所谓畅通“大循环”，即加快推进城
市轨道交通与铁路干线、城际铁路、城
轨快线“融合”，推动轨道交通与重庆东
站、重庆江北机场等交通枢纽的换乘，
提升市民出行通达性；畅通“中循环”，
即加强轨道交通与周边商圈、社区、学

校等衔接布局，提高轨道交通出行效
率；即畅通“微循环”，力争公交轨道一
体换乘同步设计、同步建设、同步投用，
实现无缝换乘。

打造重庆轨道“新名片”
推动约 98 个轨道站

场TOD综合开发

值得一提的是，重庆第四期规划线
路将充分考虑TOD建设模式。

轨道TOD模式，是指以轨道交通
为导向的城市发展模式，包括轨道交通
项目本体以及站场周边综合开发，打造
集工作、商业、文化、购物、娱乐、出行、
居住等为一体的混合功能区，实现生
产、生活、生态高度和谐统一。

市住房城乡建委人士介绍，按照
《重庆城市轨道交通TOD综合开发实
施方案》，我市将开展TOD综合开发项
目策划、规划设计、招商推介以及强化
TOD综合开发项目用地管控、加强建
设运营管理等5个方面、12项重点工
作，着重推进包括第四期建设规划线路
在内约98个轨道站场TOD综合开发
工作。

同时，在第四期轨道交通建设中，
重庆将坚持“国际化、绿色化、智能化、
人文化”的建设思路，打造重庆轨道“新
名片”，全面提升轨道交通品质。比如，
对标国内外发达城市的建设标准，积极
探索构件工厂化预制，大力推行工业化
建造；深入应用BIM（建筑信息模型）
技术，全面打造智慧车站，推行全自动
驾驶，构建轨道交通云平台等。

2025年重庆运营和在建轨道交通里程
将达1000公里

重庆日报记者 杨永芹 廖雪梅

延伸阅读

城轨快线车效果图。 （重庆交通开投铁路集团供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