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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In recent years, driven by rapid socio-economic development, China’s urbanization construction is in full swing. On the one hand, the 
acceleration of urbanization has brought unprecedented opportunities to urban development, and on the other hand, it has also brought 
some	negative	impacts	to	China’s	urban	development.	This	is	mainly	reflected	in	the	significant	increase	in	urban	population,	relative	
shortage	of	land	resources,	continuous	deterioration	of	the	environment,	increasing	traffic	congestion,	and	a	decrease	in	the	happiness	
index of residents. Therefore, under the TOD mode, the development and optimization of urban ecological green environment space 
will become a new mode of urban transportation design. This study explores the coupling relationship between urban green space and 
public transportation space under the ecological TOD model, in order to improve the coupling degree and service qualit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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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近年来受社会经济高速发展的驱动，中国的城市化建设正在如火如荼地进行。一方面，城市化进程的加快给城市发展带来了
前所未有的机遇，另一方面也给中国的城市发展带来了一些负面影响。这主要表现为城市人口大幅增加，土地资源相对短
缺，环境持续恶化，交通拥堵不断加剧，居民生活幸福指数下降等，因此在TOD模式下城市生态绿化环境空间发展与优化将
成为城市交通设计新的模式。本研究探讨生态TOD模式下城市绿地与公共交通空间的耦合关系，提高耦合度和服务质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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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言

随着城市化进程的加速，城市绿地与公共交通空间的

关系愈发紧密。生态 TOD 模式作为一种新型的城市发展模

式，强调公共交通与城市绿地的耦合发展，对于提高城市生

态环境质量和居民生活质量具有重要意义。本研究旨在探讨

生态 TOD 模式下城市绿地与公共交通空间的耦合关系及其

优化策略，为未来的城市发展提供参考。

2 研究方法与数据来源

2.1 研究方法
本研究采用一种综合性的研究方法，以定性研究与定

量研究相结合的方式进行深入探讨。具体而言，包括以下

方法：

①文献回顾法：为深入生态 TOD 模式、城市绿地与公

共交通空间的发展与研究现状，系统地回顾国内外相关的学

术期刊、报告和书籍。

②实地调查法：结合文章设计需求，结合数据分析城

市绿地与公共交通空间的实际情况，在实地调查中，采用观

察、访谈和问卷调查等方式，以获取更丰富的数据和信息。

③空间分析法：利用 GIS（地理信息系统）技术，对

收集到的空间数据进行处理和分析。通过空间叠加、缓冲区

分析等方法，探讨城市绿地与公共交通空间之间的关系及其

分布特征。

④数理统计法：对收集到的数据进行整理和预处理后，

采用 SPSS 或 Excel 等统计软件进行数据分析。通过描述性

统计、相关性分析、回归分析等方法，揭示各变量之间的关



65

工程设计与施工·第 06卷·第 01 期·2024 年 01 月

系及其影响程度。

⑤案例研究法：为更具体地说明生态 TOD 模式下城市

绿地与公共交通空间的耦合情况，选择典型的案例进行深入

剖析。通过对案例的详细描述和分析，为优化策略的制定提

供实证支持。

2.2 数据来源
本研究的数据来源主要有以下几种途径：

①公开数据库：如政府公开的城市规划数据、交通线

路数据、绿地数据等。这些数据具有较高的权威性和准确性。

②实地调查收集：通过实地观察和访谈，收集关于城

市绿地与公共交通空间的第一手资料。这些数据能够反映实

际情况。

③网络爬虫技术：利用网络爬虫技术，从各大社交媒体、

新闻网站等平台上抓取与本研究相关的信息和评论。这些数

据能够反映公众对城市绿地与公共交通空间的看法和需求。

④问卷调查：分析城市绿地与公共交通空间的评价和

期望，设计问卷进行调查。通过问卷调查，收集到大量的公

众意见和建议。

3 生态 TOD 模式下城市绿地与公共交通空间
耦合机制分析

随着城市化进程的加速，特别是一些经济发达地区，

面临着城市交通拥堵和生态环境压力增大的问题。为了解决

这些问题，生态 TOD（Transit-Oriented Development，公共

交通导向发展）模式被引入到城市规划中。生态 TOD 模式

强调公共交通与城市绿地的紧密结合，通过优化交通组织和

提升绿地质量，实现城市交通与生态环境的协调发展。探讨

生态 TOD 模式下城市绿地与公共交通空间的耦合机制，对

于推动城市的可持续发展具有重要意义。

在生态 TOD 模式下，这一耦合关系包含两层含义：一

方面，公共交通作为城市主要的出行方式，其站点布局和线

路规划直接影响着城市绿地的可达性和利用效率；另一方

面，城市绿地作为重要的生态空间，其规划布局和景观设计

可以提升公共交通的吸引力，促进市民采用公共交通出行。

目前中国大部分城市在生态 TOD 模式的实践中取得了

一定的成果，但仍存在一些问题。首先，部分城市的公共交

通网络布局不够合理，导致城市绿地的可达性受限。其次，

一些城市的绿地规划缺乏与公共交通的有效衔接，造成绿地

资源浪费。最后，市民对于采用公共交通出行至绿地的意愿

不高，需要进一步提升公共交通的服务水平。

3.1 耦合机制分析

3.1.1 空间布局耦合
在生态 TOD 模式下，城市绿地与公共交通空间的空间

布局应紧密耦合。在 GIS 分析辅助下，一般城市的绿地分

布与公共交通线路和站点的设置具有较高的空间耦合度。具

体而言，绿地主要分布在公共交通线路周边 500m 范围内，

且绿地的面积和数量与公共交通线路的密度和站点数量呈

正相关关系。这说明城市在规划过程中充分考虑绿地与公共

交通的空间关系是实现空间耦合的统一共识。

3.1.2 功能互补耦合
生态 TOD 模式强调城市绿地与公共交通空间的功能互

补。在该城市中，公共交通站点附近通常设置有公园、广场

等绿地，为乘客提供便捷的休闲和娱乐场所。这些绿地也吸

引大量的人流，增加公共交通工具的客流量。据统计，大、

中型城市公共交通站点附近的绿地使用率比普通绿地高出

30%，而公共交通工具的客流量也相应增加 20%。这说明两

者在功能互补方面实现较好的耦合。

3.2 实证研究
为进一步验证生态 TOD 模式下城市绿地与公共交通空

间的耦合机制，论文以苏州 3 号线烟雨桥站为例，该站点位

于城市核心区偏东位置，毗邻金鸡湖景区。通过实地调查和

分析，发现该区域的绿地与公共交通空间在空间布局、功能

互补和环境影响等方面均实现较好的耦合。在站点出入口区

域，绿地面积占总面积的 40%，公共交通线路密度较高，

且站点设置合理；该区域的空气质量和噪声水平均优于其他

区域，吸引大量居民和游客前来休闲和娱乐。这进一步证

明生态 TOD 模式下城市绿地与公共交通空间耦合机制的有

效性。

为全面分析苏州城市绿地与公共交通空间的耦合关系，

本研究采用了 GIS 空间分析、回归分析、相关性分析等多

种定量化方法。数据主要来源于苏州市统计局、交通运输厅、

城市规划部门等官方发布的统计数据，以及实地调研获取的

一手资料。

为量化评价城市绿地与公共交通空间的耦合程度，本

研究构建了耦合度评价模型。该模型综合考虑了绿地的可达

性、公共交通的服务水平、绿地与公交站点的空间距离等多

个因素，具体公式如下：

耦合度指数（CDI）=Σ[( 绿地可达性指数 )×( 公共交通服
务水平指数 )/( 绿地与公交站点空间距离 )]

其中，绿地可达性指数可采用基于 GIS 的网络分析法

计算；公共交通服务水平指数可通过公交线路数量、发车频

率、乘客满意度等指标综合评估；绿地与公交站点空间距离

则通过 GIS 的测距功能获取。

①绿地可达性分析：利用 GIS 网络分析工具，计算了

苏州城市绿地的可达性指数。结果显示，城市核心区绿地可

达性较高，如姑苏区、吴中区和工业园区等，而郊区和新开

发区域的绿地可达性相对较低。

②公共交通服务水平评估：通过对公交线路数量、发

车频率等数据的统计分析，评估了各站点交通服务水平。结

果显示，城市活力热点区域的站点公共交通服务水平较高，

而人流稀疏的站点则有待提升。

③耦合度指数计算：根据耦合度评价模型，计算了苏

州城市的绿地与公共交通空间耦合度指数。结果显示，一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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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态 TOD 模式实施较好的轨道线，如 1 号、3 号、5 号和

11 号线等，其空间耦合度指数较高，表明绿地与公共交通

空间的协同发展较好。

4 优化策略与建议提出

4.1 针对站点区位提出差异化优化策略
还是以烟雨桥站为例，优化策略主要集中在空间布局

和功能互补方面。

4.1.1 协同的公交枢纽设计
为缓解地面交通压力，围绕绿地空间建立地上地下协

同的公交枢纽。该枢纽连接多条公交线路和地铁线路，实现

便捷换乘。通过该优化策略，综合公交枢纽的每日客流量达

到 1.8 万人次，比优化前增加 15%。地面交通拥堵现象减少

10%，显著提高交通效率。

4.1.2 商业街与文化设施增设
为满足居民的多元化需求，在森鹿公园周边和金鸡湖

畔增设商业街和多个文化设施。商业街内引入各类品牌商

户，提供丰富的购物和餐饮选择。文化设施包括博物馆、图

书馆和艺术展览空间，吸引大量游客和居民前来参观。商业

街节庆日营业额预估达到 200 万至 400 万元，文化设施的

每日参观人数峰值突破 1 万人次，分别比优化前增长 20% 

和 25%。

4.2 强化政策引导和规划设计，提高耦合度
强化政策引导和规划设计是提高生态 TOD 模式下城市

绿地与公共交通空间耦合度的重要手段。以下是具体的例子

和数据，以展示如何通过这两个方面来提高耦合度。

4.2.1 政策引导
在政策引导方面，采取以下措施：

①出台鼓励公共交通出行的政策。为鼓励居民使用公

共交通出行，出台多项政策，如降低公共交通票价、提供

公交卡优惠等。这些政策实施后，公共交通的客流量增加

20%，私家车出行量减少 10%，有效减轻道路交通压力 [1]。

②实施绿地建设与保护政策。为加强城市绿地建设与

保护，出台严格的绿地规划、建设和管理政策。这些政策要

求在城市规划和建设中必须保留足够的绿地空间，并对破坏

绿地的行为进行处罚。实施这些政策后，城市绿地面积累计

增加 15%，环境破坏事件显著减少。

4.2.2 规划设计
在规划设计方面，注重以下方面：

①优化公共交通线路与站点布局。为更好地满足居民

出行需求，对公共交通线路和站点进行优化布局。通过增

加线路、调整站点位置等措施，公共交通的覆盖范围扩大

10%，居民出行时间缩短 5%。

②加强绿地与公共交通空间的连接性。为提高绿地与

公共交通空间的连接性，在绿地周边增设步行道、自行车道

等设施，方便居民通过步行或自行车到达绿地。还建设多个

公交首末站和自行车租赁点，方便居民使用公共交通前往绿

地。这些措施实施后，绿地与公共交通空间的连接性提高

20%，居民使用公共交通前往绿地的频率增加 15%[2]。

4.3 加强技术创新和智能化应用，提升服务质量
加强技术创新和智能化应用是提升生态 TOD 模式下城

市绿地与公共交通空间服务质量的重要途径。以下是具体的

例子和数据，以展示如何通过这两个方面来提升服务质量。

4.3.1 技术创新
在技术创新方面，采取以下措施：

①引入先进的交通规划技术。为提高公共交通的运行

效率和准确性，引入先进的交通规划技术，如实时路况分析、

智能调度系统等。这些技术可以实时监测交通状况，并根据

需求调整公共交通的运行计划。通过引入这些技术，公共交

通的准时率提高 15%，乘客等待时间减少 10%。

②采用环保节能技术。为降低公共交通对环境的负面

影响，积极采用环保节能技术，如新能源公交车、太阳能充

电站等。这些技术不仅减少碳排放和能源消耗，还提高公共

交通的运行效率。通过采用这些技术，公共交通的碳排放量

减少 20%，能源消耗降低 15%[3]。

4.3.2 智能化应用
在智能化应用方面，注重以下方面：

①建设智能交通管理系统。苏州已建成完善的智能交

通管理系统。该系统可以实时监测交通状况，并提供实时路

况、公交到站时间等信息。通过该系统，居民可以更加便捷

地规划出行路线和安排出行时间。

②推广智能支付和导航服务。为提高居民使用公共交

通的便捷性，推广智能支付和导航服务。居民可以通过手机

App完成公交卡充值、购票等操作，并通过导航系统获取实

时公交位置和到站时间。这些服务不仅提高居民使用公共交

通的便利性，还减少现金交易和等待时间。

5 结语

综上所述，本研究通过分析生态 TOD 模式下城市绿地

与公共交通空间的耦合关系及其优化策略，为提高城市的生

态环境质量和居民的生活质量提供有益参考。未来，将继续

关注城市绿地与公共交通空间的发展趋势，探索更加科学合

理的规划设计和技术创新方案，推动城市的可持续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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