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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虹桥综合交通枢纽工程建设和管理创新研究与实践》借鉴了国内外工程建设的理论和方法，系
统地总结了虹桥综合交通枢纽建设和管理创新研究与实践。
全书共分为十八章，介绍了虹桥综合交通枢纽工程的发展战略、总体规划的基本思路和内容，探讨了
工程组织与指挥体系、进度总控、投融资模式、总体设计管理、应急管理体系、工程运营准备等组织
管理方法，分析了核心体建筑、市政综合配套工程、一体化管理信息等系统设计思路和技术原理，梳
理了工程区域化施工、核心体建筑工程施工、市政配套工程施工的管理实践，并结合科研和技术创新
实践，总结了工程设计和施工关键技术、节能环保技术在工程中的应用成效，还阐述了市、区有关政
府部门在工程建设中所发挥的核心作用。
《虹桥综合交通枢纽工程建设和管理创新研究与实践》对城市规划、城市综合交通体系规划、设计、
建设、运营和管理等专业人员具有较高参考价值，也可供大专院校相关专业师生参考阅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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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在以上契机的基础上，为了促进长三角地区社会经济进一步快速发展，增强上海对长三角的辐射
和带动作用，上海市政府提出了建设面向全国、服务长三角的“虹桥综合交通枢纽”的设想，即建设
涵盖航空港，高速、城际铁路，磁浮，城市轨道交通，公交车和出租车等多种交通方式的轨、路、空
三位一体的日旅客吞吐量在110万人次的超大型、世界级交通枢纽中心，并提出了依托虹桥综合交通枢
纽、规划和建设连接服务长三角经济区、服务全国的现代服务业集聚区——虹桥商务区的设想。
　　在虹桥综合交通枢纽和虹桥商务区概念形成和设想提出以后，一系列的分析和论证工作，包括虹
桥国际机场总体规划的调整、京沪高速铁路和磁浮沪杭线的站位选址、虹桥枢纽概念和商务区设计方
案的国际征集等项目建设前期工作随之展开。
　　2.虹桥国际机场总体规划的调整　　虹桥国际机场总体规划修编采用近距离跑道，为虹桥综合交
通枢纽建设提供了空间。
按照上海航空枢纽战略规划，浦东和虹桥两场远景规划满足1.1亿／年旅客吞吐量，其中浦东国际机场
满足8000万／年，虹桥国际机场满足3000万／年。
根据两场分工和定位，浦东国际机场和虹桥国际机场分别于2004年和2005年完成了总体规划修编工作
。
　　虹桥国际机场总体规划修编将1993年规划的1700m间距的远距离跑道改为365m间距的近距离跑道
，由此腾出了约8km。
的土地。
这为综合交通枢纽的建设提供了充足的空间。
由于虹桥机场西边一直是机场发展预留的用地，地块上没有重大建设项目，居民搬迁也比较顺利。
同时，修编的总体规划提出了新建2号航站楼与未来西侧综合交通枢纽的各种交通方式进行直接连接
，从而形成一个多式联运的综合交通枢纽的概念。
　　另外，从城市结构上说，虹桥机场一条长4km的跑道用地阻断了上海中心城和西部的部分联系。
如果在七宝地区再建一个铁路车站，会延长这种阻断，对上海向西的发展非常不利。
而上海中心城区在东边，长三角在西边，与西边的联系对上海来说极为重要。
把高铁车站移到虹桥地区以后，对城市结构的影响会大为减小。
　　3.京沪高速铁路和磁浮沪杭线的站位选址　　京沪高速铁路和磁浮沪杭线站位选址于虹桥，使综
合交通枢纽成为可能。
在虹桥国际机场总体规划修编的同时，京沪、沪宁、沪杭高速铁路和磁浮沪杭线也在进行站位选址工
作。
虹桥国际机场总体规划修编使虹桥国际机场西侧的规划预留土地让出，为航空、铁路、磁浮等交通方
式在虹桥国际机场汇集、形成一体化的综合交通枢纽提供了可能。
枢纽的建设不仅可以整合各种交通方式、方便旅客换乘，而且由于设施的集约化使用将大大节约投资
和运行成本。
　　另外，京沪、沪宁、沪杭高速铁路和磁浮沪杭线的建设，以及建设中的浦东国际机场交通中心、
虹桥综合交通枢纽，将为上海机场开展空磁、空铁联运提供可能，这将有利于实现多种交通方式的一
体化运营，延伸上海机场的服务，有利于上海机场的枢纽建设。
　　磁浮虹桥站的选址，强化了内外多种交通方式的衔接，实现了虹桥、浦东两个国际机场快捷联系
，缩短了中心城区与上海机场间的时空距离。
 　　⋯⋯

Page 4



第一图书网, tushu007.com
<<虹桥综合交通枢纽工程建设和管理创新>>

版权说明

本站所提供下载的PDF图书仅提供预览和简介，请支持正版图书。

更多资源请访问:http://www.tushu007.com

Page 5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