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旅游轨道车辆基地方案设计研究
秦宇杰

（苏交科集团股份有限公司，江苏 南京 210000）

摘　要　旅游轨道交通作为“交通 +文旅”融合发展的新模式，其中车辆基地作为该系统的“心脏”，伴随着旅

游的特性加入，车辆基地设计需突破传统交通设施单一功能定位，助力地区构建“轨道 +旅游 +”的新模式。本

文以葡萄沟车辆段为主要研究对象，针对社会资本主导、旅游功能优先、开发协同三大核心特征，提出了通过委

外维养模式、模块化分散布置、用户体验和感知、功能复合等关键要素进行比选与参数化模拟，构建针对旅游轨

道的车辆基地设计方案的核心理念，旨在为相关人员提供有益参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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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　引言

近年来，旅游业是五大幸福产业之首，已经成为“小

康生活标配、美好生活必备”，交通运输部办公厅【2020】

26号通知明确鼓励创建以交通资源为特色的资助旅游

品牌活动；轨道交通从“运输工具”向“旅游吸引物”

转型；传统车辆基地设计理念难以满足项目复合开发

需求和社会资本对项目收益预期；国内以武汉光谷、

丽江旅游轨道等项目近年来建成并运营，设计方案在

集约用地和交通融合上有很大提升，但是针对社会资

本主导、旅游功能优先、开发协同三大核心特征上开

发建设车辆基地尚处于理念或探索实践之中，本次结

合旅游轨道车辆基地的设计特点，设计核心理念、主

要任务、技术要点、技术路线等方面阐述设计理念和

提供总平面设计范式。

1　旅游轨道车辆基地的特点

1.1　功能定位

传统轨道以车辆运维为核心，服务对象为通勤乘

客和运维人员。而旅游轨道则在运维的基础上增加了

文旅服务和景观体验，对象以游客为主，兼顾运维人员，

功能包括商业开发、公共空间和物流基地。

1.2　空间布局

1.空间布局：传统模式采用平面延展式布局，功

能集中布置；旅游轨道则通过立体叠合或模块化分散

布局。

2.流线设计：传统模式以人车平面分离为主；旅

游轨道升级为人、车、物流的立体分层分流 [1]。

3.景观融合：传统设计侧重工业风格；旅游轨道

强调文化地标化设计，与地域特色深度融合。

1.3　投资与收益模式 

1.投资主体：传统模式以政府主导投资为主；旅

游轨道引入社会资本参与，形成多元投资主体结构。

2.收益来源：传统依赖票务收入与政府补贴；旅

游轨道构建多元化收益体系，涵盖票务、商业租金、

文旅增值及土地增值，整体收益显著提升。

3.成本控制：传统模式侧重压缩运维成本；旅游

轨道通过商业收益反哺运维支出，实现可持续收益。

1.4　规划协同性

1.规划目标：传统轨道以衔接城市交通网络、提

升通勤效率为核心；串联自然景区、文化遗产与城市

文旅核心区，通过轨道廊道推动“交通—文化—旅游”

产业深度融合。

2.社会效益：传统模式侧重缓解交通压力；旅游

轨道通过塑造与资源整合，拉动区域经济发展。

3.环境效益：传统轨道注重减少碳排放；旅游轨

道强调生态保护，结合绿色设计降低开发对自然环境

的干扰。

1.5　选址约束

1.选址逻辑：传统靠近线路终点或交通枢纽，优

化车辆调度效率与成本控制；旅游轨道邻近核心景区

入口或旅游廊道，强化“轨道 +景区”的体验连贯性。

2.环境敏感性：传统涉及敏感区较少，与周边环

境兼容即可；旅游轨道涉及敏感区多且报批复杂，景

观协调性严苛。

3.土地成本：传统城市边缘或工业用地，成本较低、

拆迁成本高；景区周边或城市文旅核心区，稀缺性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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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成本，土地整合和协调各方困难。

2　旅游轨道车辆基地方案设计核心理念

2.1　维养极简化和模块化布置

2.1.1　主要任务

1.委外维修方案：实行社会化的监护、保养、维

修一体化，减少车辆基地规模和后期运营定员。

2.模块化布置：科学布局 [2]设施设备，其中停车

区、检修区、试验区划分单独功能模块集中布置或分

散化布置，追求效益最大化。 

2.1.2　技术要点

1.维保委外：直接委托厂商或将其中内容分解给

不同专业服务商。

2.模块化布置：停车库、列检库、三月检修库、

换轮修库、全 /重点修库、洗车库和辅助房屋可以根

据初、近、远期灵活配置，跳出城市轨道配置标准，

配置原则根据实际解决运营为主；单独功能可以结合

用地分块布置，分散布置，试车线功能在正线实施，

进而减少占地规模；全自动驾驶技术中自动唤醒和休

眠技术将列车存放车站，减少占地规模 [3]。

2.2　智慧化和绿色化

2.2.1　主要任务

1.智能化检测和系统集成平台：利用先进的传感

器技术、无线通信、大数据分析实时高效的检测与监

测；实现集应急场景、全景监控、监测预警、指挥调度、

防空研判、信息维护、移动应急为一体的指挥平台。

2.绿色技术：提高清洁能源在车辆基地能源供应

中的比例；优先选用环保、可再生的材料。

2.2.2　技术要点

AI智能决策与自动化响应搭建：人工智能算法和

大数据分析能够实现智能决策和自动化响应；利用图

像和语音识别等技术识别人员、车辆和物体；车辆滚

动轴承故障轨边声学诊断和轮对受电弓轨旁监测系统

的应用；全自动出勤、退勤、洗车和试车作业、调车

作业系统的应用 [4]。

2.3　用户感知和体验

2.3.1　核心任务

1.特色建筑：因地制宜地打造出既富有文化底蕴

又兼具时代感的建筑作品。

2.细分人群：调查游客、车辆操作人员、管理人

员、技术人员、安全人员、物流人员、养护等员工空间，

根据不同的特点和实际需求进行设施设备配置。

3.智能化与信息化建设：构建信息化平台 [5]，实

现车辆信息和人员流动的实时共享和查询。

2.3.2　技术要点

1.建筑造型：建筑结合项目的性质和当地传统文

化，提供一个具有文化底蕴、不失现代气息的空间。

2.光影设计：综合考虑自然光的利用、人工照明，

利用光影的多样性和变化性，创造出多样化的建筑氛围

与艺术效果，实现对光影效果的精确调控和动态变化。

3.立体叠合与流线分层：游客、车辆和物流流线

实现动态优先级调控，确保高峰时段游客、车辆、物

流的高效协同与冲突最小化。

2.4　功能复合

2.4.1　主要任务

1.文旅增值：建设文化展廊、主题体验馆，提升

游客停留时长。

2.开发协同：释放土地价值，反哺运维成本。在

满足景区和城市规划条件，预留弹性空间。

2.4.2　技术要点

1.设施融合：与大型社会停车场、公交站、旅游

巴士停车场、旅游服务中心集中建设，观公园、观景

平台、慢行系统和景区及城市公共空间结合。

2.多元开发：运用库和车站平行设置，开发屋顶

空间，注重开放性与互动性，地域文化融入；物资库

建立小规模的物流基地；培训中心开发模拟驾驶列车

体验项目 [6]。

2.5　安全化

2.5.1　主要任务

1.风险内容专项设计：系统性识别、评估和控制

遇到的各种风险，前期设计方案将这些风险降至最低，

确保安全实施和运营。

2.安防系统集成平台和救援设施设备设置：实现

应急指挥平台，配备完善的救援设施设备。

2.5.2　技术要点

1.防洪墙：围墙结合设置，减少占地。

2.救援设备：工程运输车、清障车、备用电源、

应急抢险救援车、个人防护与救援装备、通信与指挥

设备等系统配置。

3.数据共享和集成管理：通过统一的平台和接口，

实现了数据的互联互通，提高了系统的整体效能和综

合分析能力，构建安防集成平台。

2.6　设计方案导图和技术路线

2.6.1　设计方案导图

结合旅游轨道车辆基地的行业特点，从 6大视角、

关键要素、核心理念、主要任务、技术要点等方面制

定技术方案导图（见图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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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大视角 12关键要素 核心理念

维修极简化和规模最小化 社会化维修、检修资源选择性配置、新技术引入（移车平台）

因地制宜地打造出既富有文化底蕴又兼具时代感的建筑作品

系统谋划和合理压减空间需求，统筹规划和既有设施，实现
空间高效利用与城市功能融合

构建智能化舒适生活和工作环境、细分人群配置设施设备

充分结合周边和项目资源条件，综合布局，利用库顶空间实现
多样化服务，例如屋顶大平台空间进行商业和低空经济开发

智慧感知识别系统搭建、智能决策和自动化设备搭建、应急和
救援设备科学配置

在项目全周期内，BIM模型将作为核心信息平台，实现信息的
全面集成和共享

INFRAWORKS和 CIVIL3D结合具有强大的综合分析能力，实现数
据交互、模型整合及优化，从而提高设计效率和准确性

提高清洁能源（如太阳能、风能、地热能等）能源供应中的比例

优先选用环保、可再生的材料；设置雨水搜集和利用系统

车辆检修、运营、自然灾害、技术更新风险专项设计

辆滚动轴承故障轨边声学诊断系统、轮对受电弓轨旁监测系统、
全自动出勤、退勤作业、调车作业

智能、舒适、交通便捷安全

集约整合
规划和既有设施

空间利用、商业旅游开发

清洁能源

环保选材、水循环利用

风险内容专项设计

智慧安防系统集成平
台和救援设施设备

BIM技术应用

高效精准

目标定位

技术领先 智能检测

特色建筑

自动作业

智韵交通用户感知

设施协调

节能降碳

建设安全

理念落实

用户体验

功能复合

生态环保

运营安全

技术应用

实现路径的主要
任务和技术要点

领先化

融合化

安全化

人文化

绿色化

智慧化

图 1　技术方案导图

2.6.2　技术路线

螺旋递进逻辑通过循环优化模型，从“单向推进”

升级为“多方共建”的技术路线：需求洞察—概念规

划—技术验证—实施反馈—详细方案设计—多专业和

多部门协同验证—调整需求—深化设计—施工和运营

数据—全周期维护升级。

3　案例分析

3.1　葡萄沟车辆段

3.1.1　维养极简化

结合市场，本线车辆大架修和部分定修复杂的内

容由乌鲁木齐中车轨道交通装备有限公司承担，并借

助自动识别和监控系统进行部分日常维护工作，因此

相比较架大修节约用地 0.6 ha，车辆段用地规模 540

平方米 /辆。

3.1.2　总平面布局

总图布置采用横列尽端式，葡萄沟站临近东侧设

置，出入段线短且道路交通影响最低；运用库和检修

库合并设置；办公楼和调度指挥中心位于车辆段最北

侧，临近丝绸大道建成特色建筑。规划阶段用地约 14 

ha，设计后 8 ha，预留约 6 ha用于商业开发。

3.1.3　特色建筑和光影设计

建筑造型新颖美观，结合现代智能控制系统，实

现对光影效果的精确调控和动态变化，体现有轨电车

建筑的主题和色彩标识。

3.2　南通洲际梦幻岛空轨

3.2.1　模块化布置

存车库和检修库分散布置景区内，利用景区道路

连通。

3.2.2　智能化

全自动化运行，自动唤醒和休眠技术让列车停放

车站而不影响维护运营，从而减少规模。

4　结束语

本文以吐鲁番旅游现代有轨电车车辆基地为研究对

象，系统探讨了旅游轨道车辆基地与传统轨道交通车辆

基地的核心差异，提出“功能复合与收益创新、维养极

简化、用户体验导向设计、安全与生态协同、模块化布

置”的设计理念，探索旅游轨道车辆基地可兼顾交通效

率、体验与商业收益，破解土地稀缺与生态约束难题，

推动“轨道 +旅游 +城市 +景区”协同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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