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沈阳市前清遗产区域交通组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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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随着辽宁省对历史遗产保护的重视，历史遗产区域的整体挖掘与保护得到了更广泛的关

注，这对其交通组织方面提出了更高的要求，也将是对遗产点所在城市的一次考验。为了在交通方

面满足其遗产区域发展的要求，在分析沈阳市交通现状的基础上，对遗产区域空间布局及交通方式

进行研究，针对沈阳故宫、清福陵等１１处前清遗产点各自的特征，从基础设施、路网选择及线路组

织等方面对沈阳市遗产区交通进行组织规划，保障与历史遗产相关的交通需求，使整个城市的交通

布局合理、畅通有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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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沈阳市地处我国东北部，有２３００余年的建城

史，在１９８６年被国务院列为第二批国家级历史文化

名城，别称盛京、奉天。城市历史遗迹众多，有清福

陵、清昭陵、沈阳故宫等１１处前清文化遗产点，分布

于皇姑、沈河、和平等区域，各遗产点单独存在，相互

之间联络性较差，这样的分布特点不利于前清遗产

的整体保护，无法形成完整的遗产区域。鉴于沈阳

市在交通组织模式中属于小尺度区域，为加强遗产

点之间的有效联通，构筑整体性较强的遗产网络，应

着重发展城市内部以陆地交通为主的交通组织，力

求形成合理的遗产区域交通规划。

１　沈阳市交通现状与问题

沈阳市三环内道路达１６４０ｋｍ长，其中客运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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路将近８００条，处于全国中偏上水平；有客运站

２５个，依托客运网络，以枢纽站为主要节点，与全市

的所有乡镇和村落实现联通；全市有机动车８０万

辆，公交、私家车的出行比例增高，自行车出行比例

降低，居民出行范围显著增加。

１．１　交通组织现状

沈阳市的交通组织方式大多是以陆地交通为主

来满足方便快捷的城市交通任务，解决了小尺度区

域的交通组织问题，实现了人群的短时间分流与集

聚，主要分布以下几种方式。

１）城市公交：全市的公交营运线路达到３００多

条，并含有夜间通宵的车辆，线网分布广泛，延伸到

居民区的内部。２）城市地铁：全市现有地铁一、二号

线载客运营中，形成十字交叉的地铁网络，远期规划

由“四横、四纵、两Ｌ、一弦线”１１条线路组成，总长

４００公里。３）城际铁路：沈阳与周边城市大力修建

轨道交通，通过沈抚城际铁路、沈本城际铁路构筑以

沈阳为中心的“一小时经济圈”，以形成更便利的交

通联系。４）专线巴士：城市形成了固定线路的专线

巴士，根据季节的不同分为敞篷式和封闭式两种，形

成古迹线路、生态线路、工业线路等专线，通过专线

巴士实现相同性质地区的连接。现在已通车的线路

中包含了清昭陵、清故宫两大世界文化遗产；清真南

寺、太清宫、抚近门、张氏帅府４个历史古迹，具有沈

阳历史性的代表。

１．２　遗产区交通存在的问题

沈阳市前清遗产点周边的道路主要以次干道或

支路为主，等级较低、机动车与非机动车混行、通行

率不高，导致出现以下的交通问题［１２］。

１）交通组织较混乱。遗产点地区形成的年代较

早、道路等级低，大多只能允许单一交通方式的通

行，造成了不同交通方式的相互干扰；并且遗产点区

域的道路还承载着当地居民活动的功能，机动车的

进入带来了人车之间的矛盾。

２）交通区位较弱势。遗产点地区大多处于老旧

城区，而这个地区是城市曾经的发展中心，人口密度

较大，对其改造的相关因素较多、成本较高，且较为混

乱的格局无法提供必要的交通组织空间，最多只能到

达老城区的外围地段，造成该区域的发展停滞不前。

３）交通基础设施滞后。由于遗产点地区建筑物

的不可移动性和道路的可达性低、通行能力差，使得

停车设施供应严重不足，仅仅能通过路内停车的方

式来解决，有些地区更存在占用人行道的情况，给行

人带来不便。

１．３　遗产区交通问题的成因

遗产点地区交通问题的成因与其他地区有相似

之处，也有其自身因素，主要有以下几点［１，３］。

１）机动车的增长速度过快。近几年沈阳市机动

车的增长速度十分迅速，保有量呈倍数增加，大大超

过了目前道路的承载能力，而当前道路的增长率仅

为千分之几。

２）路网布局结构不合理。城市的路网结构问题

是先天不足和后天人为所共同造成的。随着城市范

围的扩大，外围形成的居住型新区距离居民购物、工

作、游玩等地较远，造成跨区的长距离交通存在；其

次是遗产点附近道路的可达性较低，道路等级不明

确且道路用地不足，宽度较窄且系统性差，导致道路

的发展布局与遗产点的保护存在矛盾。

３）公交发展不均衡。沈阳市公交车辆从２００１

年开始快速发展，每年都以５００～１０００辆的速度发

展，覆盖范围较之前扩大了一倍；公交枢纽站和公交

场站的建设远远跟不上线路的发展，大多数公交线

路的终点都设置在道路上，２／３的现有公交线路均

无停车场站；此外公交线路自身也存在分布不均的

问题。多种原因造成了干道的交通瓶颈，给城市和

居民都造成了一定的影响。

４）缺乏强有力的政策保障。当前多数城市在总

体规划中都会提到保护和振兴历史街区，并做出相

应规划，但在具体实施阶段往往得不到落实，既造成

了城市的重复规划、资源浪费，又将造成历史地段发

展的混乱。

２　沈阳市遗产区空间布局

城市可通过加强遗产点的空间布局，增强对人

群的吸引力，形成城市的遗产区，实现城市建设和遗

产区域开发的综合一体化［４］。

２．１　空间布局结构

１１处前清遗产点大多分布在城市的二环内，较

为分散，只有清福陵和永安石桥处于城市三环的外

侧，可根据遗产点的分布情况及其重要程度，形成一

个中心、两条轴线和两个特色区的布局结构（见图１）。

１）主副两条遗产轴。轴线的布局旨在构筑城市

遗产区域发展的主要方向与路线。东西向主轴线是

沿沈阳市的东西快速干道所形成的交通廊道，主要

涵盖的遗产点有永安石桥、实胜寺、清真南寺、沈阳

故宫、东塔、清福陵。南北向副轴线是沿黄河南大

街、大南街、南塔街等干道所形成的交通廊道，主要

涵盖的遗产点有清昭陵、北塔法轮寺、盛京城址、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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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１　沈阳市遗产点空间布局结构图
　

阳故宫、慈恩寺、南塔。

２）一个遗产中心。两条遗产轴线在沈阳故宫遗

产地段相交形成遗产区域中心，沈阳故宫是中国现

存仅次于北京故宫的最完整的皇宫建筑，是沈阳市

前清建筑遗产中最为重要的一处，也是位置较为重

要、较为中心的一处。遗产中心的布局旨在强化沈

阳市遗产区域的集聚、辐射功能，通过这一遗产中心

的形成也将加强此地的重要性，巩固其城市中心的

地位。

３）两个特色区。两个特色区分别围绕清福陵、

清昭陵两处世界级遗产点形成，保存都较为完整。

两个区的布局结合遗产点与周边共同发展，增强了

区域的吸引力，形成城市发展新格局（见表１）。

表１　沈阳市遗产特色区特征情况

遗产名称 周边道路 特　色

清福陵
沈阳高速公路

东陵路、森林路

以东陵公园为中心，周边

有沈阳鸟岛、

市植物园、市森林动物园

清昭陵
白山东路、黄河北大街

泰山路、陵北街、陵东街

以北陵公园为中心，周边

有省级文物保

护单位北塔法轮寺

２２　交通方式的选择

由于前清遗产点散落在不同区域的不同地段，

在陆地交通中不易采用轨道交通，主要选择地面交

通的运输方式，包括公交、巴士等，用来满足方便快

捷的运输任务，实现人群短时间的分流与集聚［５］。

１）公共交通系统。采用以公共交通为主的交通

方式，将遗产区域分布在各线路网上，利用现有的路

网，形成固定时间、固定线路的网络，实现遗产区域

的全覆盖。注重公交专用线的覆盖程度，在道路较

为混乱的地段强化公交专用线的使用，使道路更为

畅通。通过公交枢纽站点，可以在不妨碍现状交通

的情况下实现乘客的换乘，方便不同方向的衔接。

２）专线巴士系统
［６］。专线巴士能够提供更为便

捷和舒适的服务。整个遗产区域可以依托专线巴士

进行相互连接，组织相同性质的遗产点；制定相应的

营运时间和路线，时间更为灵活，线路走向更为快

捷、具有更优美的景观环境；并成立相应的集散中

心，更好的组织和管理遗产区域的巴士专线系统。

３）私家车、的士运输系统。小汽车运输较为灵

活，时间和线路都较为丰富多变，可以实现遗产点之

间的快速衔接。

３　沈阳市遗产区交通规划

前清遗产点可依托交通组织形成整体的遗产区

域，以增强遗产点的整体吸引力为主，培育城市历史

遗产方面的综合活力。

３１　基础设施布置

城市遗产区域应完善与增设一定的基础设施，

以保证区域的畅通合理：第一、在沈阳故宫南侧建立

公交枢纽站点，形成遗产区域的衔接，并在此实现换

乘，成为集散中心，促使整个遗产区域的公交体系能

正常运转。第二、由于各遗产点存在停车问题，加剧

了社会停车和道路资源的紧张情况，可在各个遗产

点提高公共停车和建筑物配建停车的供应，采用的

方式主要有：路面停车、机械式停车、合理利用周边

琐碎的地区停车（见表２）。

表２　沈阳市遗产点周边公用停车场布置表

遗产名称 停车方式 停车类型 建设程度

沈阳故宫 地上机械 路外 新建

清福陵 地上平面 路外 已有

清昭陵 地上平面 路外 已有

实胜寺 地上平面 路内 已有

慈恩寺 地上平面 路外（利用南侧空地） 新建

永安石桥 地上平面 路外 新建

清真南寺 地上平面
路外（利用省博物馆

的停车场地）
已有

北塔法轮寺 地上平面 路外 已有

南塔 地上平面 路外 已有

东塔 地上平面 路内 新建

盛京城址 地上平面
路内（利用西北侧乐

购的停车场）
已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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３．２　道路网的选择与优化

１）路网类型的选择
［７］。根据沈阳遗产区域的空

间布局结构，路网大体按照轴线方向布设，并根据较

为分散的遗产布局，路网也可以布置的较为灵活。

首先根据地形和交通的需要主要采用的类型是环形

放射型路网，放射式的路网联通市区与外围，环形的

路网能连接城市不同方向的区域，避免交通向市区

中心的过度集中。其次采用以自由式为辅的路网结

构，将遗产点之间进行快速连接，沿风景较好的地段

布设，形成更为灵活、便利的交通，也带来了变化多

样的景观效果，形成良好的城市环境。

２）路网的优化。为了保障遗产区域与整个城市

地区的综合协调发展，应对其周边的道路进行合理

的分布。通过规划、管理等方面进行统筹，既不对城

市主次干道造成影响，也能加强支路的使用效率，保

证道路的通畅（见表３）。

表３　沈阳市遗产点周边路网优化情况表

遗产名称
周边路

网等级
路网优化

沈阳故宫 次干路
对次干道进行交通管制，对过境交通

进行调流

清福陵 主干道
利用内部的停车场集聚车辆，减少对

干道的影响

清昭陵 次干道

减少次干道行车流量的形成

利用内部的停车场集聚车辆，减少对

干道的影响

实胜寺 支路
适当拓宽部分地段的支路宽度，利用

扩宽部分形成路内停车

慈恩寺 支路
利用新建的停车场集聚车辆，保证支

路的顺畅

永安石桥 乡道

利用新建的停车场集聚车辆，在附近

新建其他桥梁以减少永安石桥的交

通流量

清真南寺 次干道
利用周边的停车场集聚车辆，减少对

干道的影响

北塔法轮寺 支路
利用已有的停车场集聚车辆，保证支

路的顺畅

南塔 次干道
利用路外的停车场集聚车辆，减少对

干道的影响

东塔 次干道
适当拓宽部分地段的支路宽度，利用

扩宽部分形成路内停车

盛京城址 主干道
利用周边的停车场集聚车辆，减少对

干道的影响

３３　交通线路的组织

１）公交线网规划设计。当前沈阳市采用的是多

复线、少换乘的公交运营模式，能够方便居民出行，

提高可达性，但随着对历史遗产点的保护、开发的重

视，若仍然只为了追求高直达率而不断添加新线路，

只会给城市交通造成巨大的压力，更不利于资源的

整合。因此，按照公交线网分层规划方法，应从以下

几个方面考虑［８］：

１）整个区域线路分层：采用“先主后次、先粗后

细”的思路，将线网中１１个历史遗产点依次分成四

个组团。建立四大片区（即西北部、东北部、南部、北

部）间的联系通道，构成遗产区的主要公交骨架，把

整个四大片区连为一体。

２）逐层逐次进行规划：这个层次是建立在遗产

点之间的公交联系通道，西北部遗产点包含永安石

桥、实胜寺、清真南寺；东北部遗产点包含清福陵、东

塔；南部遗产点包含南塔、慈恩寺；北部遗产点包含

清昭陵、北塔法轮寺、盛京城址。四大片区都在沈阳

故宫交汇，经过布设公交线路已分层成网，将全市各

遗产点基本联系在一起（见表４）。

表４　沈阳市遗产区域公交线网表

公交线 始发站 途径线路 终点站

西北线 沈阳故宫

（沈阳路、西顺城路、小西路、

奉天街）清真南寺（南清真

路、小西路、市府大路、和平

北大街）实胜寺（和平北大

街、市府大路、北一路、重工

北街、沈马线）

永安

石桥

东北线 沈阳故宫

（正阳街、南顺城路、东顺城

路、大 东 路、长 安 路）—东

塔—（东塔街、和睦路、新东

一街、东陵路）

清福陵

南线 沈阳故宫

（正阳街、南顺城路、大南街、

大南街龙凤寺巷、大南街大

佛寺 巷）—慈 恩 寺—（大 南

街、若寺巷、东滨河路、小南

街、文化路、南塔街、文萃路）

南塔

北线 沈阳故宫

（沈阳路、西顺城街）—盛京

城址—（广宜街、小北关街、

泰山东路）—北塔法轮寺—

（泰山东路、北陵大街）

清昭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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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西北线和东北线共同形成了东西主要线路，

南线和北线共同形成了南北次要线路（见图２）。

图２　沈阳市遗产区域公交线网图
　

３）专线巴士规划设计。按照遗产区域类型，将

１１处遗产点分为前清建城（沈阳故宫、永安石桥、盛

京城址），前清建陵（清福陵、清昭陵）和前清宗教（实

胜寺、慈恩寺、清真南寺、北塔法轮寺、南塔、东塔）三

类。并根据不同的遗产类型形成三条特定的大巴线

路，并成立相应的集散中心（见表５）。

表５　沈阳市遗产区域巴士线网表

专线巴士 始发站 途径线路 终点站

前清建陵线 清昭陵
（泰山路、陵东路、金山路、观

泉路、高官台街、东陵路）
清福陵

前清建城线 沈阳故宫

（沈阳路、西顺城街）盛京城

址（广宜街、哈尔滨路、北一

路、重工北街、沈马线）

永安

石桥

前清宗教线 东塔

（长安路、傍江街、北海街、崇

山东路）北塔法轮寺（崇山东

路、北陵大街、青年北大街、

北三经街）实胜寺（和平北大

街、市府大路）清真南寺（奉

天街、风雨坛街、五爱街、文

化路、南塔街）南塔（南塔街、

文化路、小南街、东滨河路、

小河沿路、长安路）

东塔

路网的布置尽量便捷且沿景观要素，避让较为

拥堵的道路，提高路线的可行性（见图３）。

图３　沈阳市遗产区域巴士线网图

４　结　语

沈阳市依据前清遗产点分布现状，结合遗产点

区域交通存在的问题及相关原因，选择合理的空间

布局，形成了一个中心、两条轴线和两个特色区的布

局结构，并通过对道路网的优化、停车设施的合理布

局形成遗产区域有效的交通线路，将沈阳市的１１处

遗产点形成整体有效的遗产网络区域，为前清遗产

点提供整体的保护与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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