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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目的 致力于探索在交旅融合背景下，如何适应信息技术的快速发展，应用数智化手段提升重庆

轨道交通公共设施的功能性、便捷性和用户体验等，为乘客打造一个高效、舒适且互联互通的出行环境。

方法 采用定量与定性相结合的研究方法。通过调查问卷收集使用群体的需求与偏好；运用层次分析法

（AHP）分析重庆轨道交通公共设施，建立评价指标体系，并基于结果分析确立指标权重。结果 将大

数据、物联网、人工智能等数智化工具应用于重庆轨道交通公共设施中，可以帮助政府部门、轨道交通

运营单位和设计师等利用科学数据全面提升服务功能和水平，精准满足乘客的功能性、文化性、情感性

需求。结论 探索一套适用于重庆轨道交通的公共设施数智化设计方法。该方法着眼于乘客的真实需求，

兼顾科技发展趋势，有效促进重庆轨道交通公共设施的现代化改造，促进交旅融合。相关研究也为未来

类似项目提供了重要的理论依据和实践指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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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mart Design Methods for Public Facilities in Chongqing Rail Transit in  

the Context of Integrated Transportation and Tourism 

CHEN Ziqian, LI Lihua, QUAN Li 
(Chongqing Jiaotong University, Chongqing 400074, China) 

ABSTRACT: The work aims to explore how to adapt to the rapid development of information technology in the context 

of integrated transportation and tourism and focus on applying smart methods to enhance the functionality, convenience 

and user experience of public facilities in Chongqing rail transit, creating an efficient, comfortable, and interconnected 

travel environment for passengers. A combined quantitative and qualitative research approach was employed. User group 

demands and preferences were collected through surveys. The Analytic Hierarchy Process (AHP) was used to analyze 

public facilities in Chongqing rail transit. An evaluation indicator system was established, and indicator weights were de-

termined based on results analysis. The application of smart tools such as big data, the Internet of Things (IoT), and arti-

ficial intelligence (AI) in public facilities of Chongqing rail transit could help government agencies, rail transit operators, 

and designers to use scientific data to fully enhance service function and level and precisely meet passengers' functional, 

cultural, and emotional demands. The study proposes a set of smart design methods applicable to public facilities in 

Chongqing rail transit. These methods focus on the genuine demands of passengers, take into account technological 

trends, effectively enhance the modernization of public facilities in Chongqing rail transit, and promote the integration of 

transportation and tourism. The related study also provides important theoretical foundations and practical guidelines for 

similar projects in the futur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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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着交旅融合背景下人们在出行的便利性、舒适

度等方面需求的不断提高，如何将现代技术和数字化

手段应用于轨道交通设施的设计和建设中，成为了一

个迫切需要解决的问题，其主要涉及以下几个方面的

考虑。 

1）提升服务质量的需要。数智化设计可以提升

轨道交通公共设施的管理效率和服务水平，为市民提

供更便捷、安全、愉悦的出行体验。 

2）智能交通管理的需要。通过数智化设计，可

以有效实施重庆轨道交通体系中的智能管理、故障监

控、智能调度等功能，提高运营效率和安全性。 

3）旅游产业融合的需要。重庆是一个旅游胜地，

将交通与旅游融合可以更好地服务游客、提升旅游体

验，同时促进城市旅游产业的发展。 

4）信息化时代的需要。面对信息化时代的挑战，

数智化设计使得轨道交通系统能更好地适应新技术

和信息化趋势，保持竞争力。 

本研究旨在交旅融合视域下，通过探索数智化设

计方法及交旅融合，提升重庆轨道交通公共设施的功

能性、便捷性和用户体验。本研究不仅为重庆轨道交

通系统提供了一套适用的数智化设计方法，也为类

似项目提供了理论依据和实践指南，促进了交旅融

合发展。 

1  重庆轨道交通公共设施现状分析 

1.1  重庆轨道交通发展现状 

在我国大力推进质量强国建设的背景下，城市轨

道交通的相关研究步入了新的发展阶段。例如，郑玲

芳 [1]对城市轨道交通规划环评能耗指标体系展开探

讨；张唯[2]对城市轨道交通智能运维指标体系的建设

与应用进行探索；陈剑[3]结合国家规范和标准，研究

城市轨道交通科学的、客观的设计评价指标体系。这

些研究涉及领域广泛，具有较高的学术和应用价值，

但聚焦城市轨道交通公共设施的探索还比较薄弱，尚

未实现系统化。此外，立足重庆这一特定区域开展城

市轨道交通公共设施的研究仅有零星探讨。为了改变

这一现状，近年来重庆政府与运营公司结合交旅融合

的新趋势、新要求，联合相关研究部门在轨道交通公

共设施数智化开发方面积极采用先进技术和创新方

法，以期加快轨道交通的发展。这其中采取的举措不

仅有引入自动化的安全控制系统和监测设备，还涉及

到开发智能调度系统，实现运营数据的实时监测和综

合分析，优化线路运行和列车间隔，提高运输效率。

而智能调度系统还可应用于紧急情况下的应急管理

和响应，提高轨道交通系统的应变能力。此外，还包

括引入数智化信息系统和互动性设施，为乘客提供更

加丰富和便捷的出行体验，以及探索如何解决数据共

享和系统集成等问题。 

1.2  重庆轨道交通公共设施发展现状 

近年来重庆轨道交通的发展为城市公共交通系

统带来了显著的变化，有效减轻了道路交通的压力。

然而，在相关轨道交通公共设施的设计和建设方面，

还存在很多不足之处。赵雪瑞[4]在调研中明确指出，

重庆轨道交通各站点公共设施的文化意蕴、城市特

色、站点地域属性极其匮乏，设计形式也如集体采购

般显得千篇一律。重庆轨道交通官方 APP 在全城公

开招募意见和改进的举措时，市民也围绕电梯数量、

楼梯尺度，以及高峰期老年人出行设施等问题提出了

诸多质疑，要求改变公共设施相对简陋、人性化设计

缺乏、用户体验不佳的现状。与此同时，在重庆轨道

交通数字化建设中如何使公共设施变得智慧化也未

能做到与时俱进。例如，智能客服中心在票卡处理、

信息查询等方面如何更高效地提高市民轨道出行的

便利性；智慧综合显示屏如何更好地指引乘客乘车等

还存在很大的不足。这些都需要人们在未来公共设施

的规划和设计中，破解重庆轨道交通智慧出行服务如

何更“聪明”的问题。 

2  基于层次分析法的轨道交通公共设施评

价指标体系 

2.1  研究框架 

鉴于城市轨道交通公共设施的设计应当以乘客

为中心，要从提高乘客体验出发，为乘客提供一个安

全、舒适、便利、环保的使用环境，只有这样才能确

保公共设施整体品质的提升。例如：李丽华等[5]就针

对乘客的社交心理与行为模式变化，提出城市轨道交

通站点设施设计的基本方法和设计路径，从而满足新

时期乘客对美好出行的需求；范晓莉等[6]也从人性化

设计角度，通过乘客的行为、认知、反应，分析了城

市轨道交通公共空间环境、公共设施等基本要素的设

计。因此，首先笔者通过用户采访、专家咨询，以及

焦点小组等研究方法，调查了乘客对重庆轨道交通公

共设施设计的需求。在此基础上，总结并选取了乘客

普遍关注和看重的设计要素，明确了重庆轨道交通公

共设施数智化设计的系统化指标。其次，笔者采用层

次分析法构建了重庆轨道交通公共设施数智化设计

的层次模型，通过对模型的计算和检验，确定了各级

指标的权重并进行了深入分析，为后续进行具体的设

计活动提供了指导。最后，笔者针对重庆轨道交通公

共设施进行了实际的设计实践，有针对性地构思和创

作符合乘客需求的公共设施设计方案。具体研究框架

见图 1。 

2.2  研究方式 

李奋强等[7]在研究中明确了层次分析法（AHP）

是一种多准则决策方法，由萨蒂（Saaty）于 1970 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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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  研究框架 
Fig.1 Research framework 

 
提出。AHP 主要用于处理复杂的决策问题，其中涉

及多个层次、多个因素和多个决策目标。首先，笔者

构建了一个复杂的层次模型，用于系统性地描述决策

问题，其中包括目标、标准、子标准和备选解决方案。

其次，通过进行两两比较，笔者确认了各标准和子标

准的权重，以获得它们相对的重要性系数。这些系数

随后被用于对备选方案进行全面评估，并确定它们的

优先次序。本研究制定了基于层次分析法的专家评估

问卷，然后使用 9 级评价体系，通过对比矩阵，专家

对各指标进行两两配对比较，根据专家反馈结果，计

算出轨道交通设计评价指标体系各层级指标的权重

值，并根据所得数据划分设计重点目标与策略。 

2.3  数据来源 

通过前期围绕乘客的系统性设计需求调研，笔者
发现在关于城市轨道交通诸多公共设施建设中，乘客
特别关注其安全性、高效性、便捷性、舒适性、主题
性等，而涉及到的具体公共设施设计类别主要有公共
座椅设施、应急医疗求助站设施、公共卫生间设施、
信息服务等。基于此，研究团队拟定了《轨道交通设
施量评价指标体系权重设计专家咨询问卷》表，并且
为了保证研究的专业度和科学性，在接下来的深入研
究中采用了专家打分的方式收集数据。为此，本研究
选择了 10 位来自重庆交通大学、重庆大学等院校的
轨道交通领域专家，并就该领域展开了专家讨论，分
发了 10 份专家咨询问卷。问卷的回收数量达到了 10
份，专家咨询问卷的回收率达到 100%。表明专家对
研究表现出了积极的参与意愿。 

2.4  评价指标的权重分类 

2.4.1  构建评价指标体系系统 

笔者构建了轨道交通设施评价指标体系的层次结
构模型，并运用层次分析法进行了建模，见图 2。在
模型中，首层为目标层，内容为“轨道交通设施评价
体系”；第二层为准则层，主要包括“安全性”“便捷
性”“高效性”“舒适性”和“主题性”共 5 个一级
指标；第三层为指标层，主要包括“应急医疗求助站”
“安保与报警求助”“安检设施”等 25 个二级指标。 

 

 
 

图 2  评价指标体系 
Fig.2 Evaluation indicator system 

 
2.4.2  计算指标权重分析 

对于层次模型的构建，首先在建立了层次结构模

型之后，笔者进行了各层次指标的相对比较，以构建

判断矩阵，从而计算各指标的权重值。专家评分采用

了 9 级标度法（如表 1 所示），通过此方式确定了各

指标的相对重要程度，以进行设计指标的比较。 

完成层次模型的构建后，必须对各级指标进行两

两比较，以生成判断矩阵，并进一步计算各层级指标

的权重值。邀请行业内 10 位轨道交通设计专家成立

评分小组，首先运用 9 级标度法（如表 1 所示）对各

级指标进行评分；其次，采用德尔菲法（Delphi）进

行多轮评分；最后，达成专家小组在各评分意见上的

基本一致。通过专家对指标重要性的评分结论，确定

了一级指标与二级指标的判断矩阵见式（1）。 
 

表 1  判断矩阵分值含义表 
Tab.1 Score meaning of judgment matrix 

分值 含义 

1 表示两个元素相比，具有同样重要性 

3 表示两个元素相比，前者比后者稍重要 

5 表示两个元素相比，前者比后者明显重要

7 表示两个元素相比，前者比后者强烈重要

9 表示两个元素相比，前者比后者极端重要

2、4、6、8 表示上述相邻判断的中间值 

倒数 
若元素 i 与 j 的重要性之比为 aij，那么元素

j 与元素 i 重要性之比为 aji=1/aij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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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5 3 3 5

1/ 5 1 1 3 3

1/ 3 1 1 3 5

1/ 3 1/ 3 1/ 3 1 1

1/ 5 1/ 3 1/ 5 1 1

 
 
 

  
 
 
  

A  (1) 

基于一级指标层的构建方案层分为 5 个二级指

标，分别为：安全性（B1）、便捷性（B2）、高效性

（B3）、舒适性（B4）、主题性指标（B5），对应的

判断矩阵分别见式（2）~（6）。 

1

1 3 5 6 7

1/ 3 1 3 5 6

1/ 5 1/ 3 1 3 5

1/ 6 1/ 5 1/ 3 1 3

1/ 7 1/ 6 1/ 5 1/ 3 1

 
 
 

  
 
 
  

B  (2) 

2

1 1/ 7 1/ 5 1/ 4 1/ 3

7 1 3 5 6

5 1/ 3 1 3 5

4 1/ 5 1/ 3 1 3

3 1/ 6 1/ 5 1/ 3 1

 
 
 
 
 
 
 
 
 
 
 
 
 

 B  (3) 

3

1 5 3 1/ 7 1/ 3

1/ 4 1 1/ 3 1/ 7 1/ 5

1/ 3 3 1 1/ 6 1/ 5

6 7 6 1 3

4 5 5 1/ 3 1

 
 
 
 
 
 
 
 
 
 
 
 
 

 B  (4) 

4

1 1/ 3 1/ 5 4 3

3 1 1/ 3 6 5

5 3 1 7 5

1/ 4 1/ 6 1/ 7 1 1/ 3

1/ 3 1/ 5 1/ 5 3 1

 
 
 
 
 
 
 
 
 
 
 
 
 

 B  (5) 

5

1 5 3 1/ 3 1/ 5

1/ 5 1 1/ 3 1/ 5 1/ 7

1/ 3 3 1 1/ 6 1/ 5

3 5 6 1 1/ 3

5 7 5 3 1

 
 
 
 
 
 
 
 
 
 
 
 
 

 B  (6) 

在进行各指标两两比较并计算权重之前需完成

一致性检验。这是为了避免出现前后矛盾的情况。一

致性指标 CI 的计算，见式（7）。 
max

I 1
nC

n
 

  
(7) 

检验系数 CR 的计算，见式（8）。 

I

I

R
CC
R


 

(8) 

当计算结果 CR<0.1 时，则认为判断矩阵可以通

过一致性；而计算结果 CR>0.1 时，则需要对判断矩

阵进行修正。CI 为一致性指标，RI 为随机一致性指标。

其中，一致性指标 CI 越大，意味着矩阵的偏离一致

性就越大；而一致性指标 CI 越小，则意味着矩阵的

偏离一致性越小。将本研究目标层（A）的一级准则

层指标 B1、B2、B3、B4、B5 各自的判断矩阵数据进行

检验，结果表明所有一致性比率（CR 值）均小于 0.1。

因此，所有对应的矩阵均通过了一致性检验，见表 2。 
 

表 2  一致性检验结果 
Tab.2 Consistency test results 

判断矩阵 λmax CI RI CR 

A  5.30 0.08 1.12 0.07 

1B  5.32 0.08 1.12 0.07 

2B  5.31 0.07 1.12 0.06 

3B  5.41 0.10 1.12 0.09 

4B  5.32 0.08 1.12 0.07 

5B  5.40 0.10 1.12 0.09 

 
确定指标权重。根据以上结果，综合多位业内专

业人士的打分结果，针对轨道交通公共设施评价体系

各阶层、各指标权重进行计算，得到轨道交通公共设

施计算评价指标体系的权重值，见表 3。 

3  基于 AHP 的重庆轨道交通公共设施数智

化设计重要性评价结果分析 

根据表 3 可知，在重庆轨道交通公共设施设计相

关的 5 个一级指标层次中，“安全性”被赋予最高的

权重值。这表明，在数智化的环境中，乘客对公共设

施的使用和体验仍然最关注安全性；与此同时，“高

效性”“便捷性”等的权重值也比较高；而“舒适性”

与“主题性”紧跟其后。其中，“主题性”表明乘客也

很关心重庆轨道交通公共设施中对地域文化的融入。 

而在二级指标层中，乘客对“应急医疗求助站”

“电梯与扶梯设施”“公共休息区座椅设施”的需求

均靠前，这说明在设计阶段应全面考虑乘客对这些公

共设施的需求，通过巧妙的数智化手段进行合理设

置，以提升乘客在使用体验时的满意度。从乘客对“站

内母婴公共卫生间设施”这一项目所赋予的权重值可

知，设计需要充分考虑特殊使用者。另外在二级指标

层中的“站内、车内音乐和广播”“站内车内互动展

示和展览”等，虽然权重值较低，但也是在设计过程

中需要考量的要素。 

根据以上基于 AHP 的重庆轨道交通公共设施数

智化设计的重要性评价结果，设计团队清晰地发现了

影响乘客出行体验和提升公共设施整体服务水平的

问题所在，具体如下。 

1）在应急医疗求助站方面，部分车站的应急医

疗求助站设施不够醒目，乘客在紧急情况下可能不容

易找到。 

2）在电梯与扶梯设施方面，一些车站的电梯和

扶梯设备经常出现故障，导致乘客难以顺利进出站

台。部分电梯和扶梯因维护不及时而存在安全隐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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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3  各级指标的权重值 
Tab.3 Weight values of indicators at all levels 

目标层 一级指标层 权重 二级指标层 权重 综合权重

应急医疗求助站（C11） 0.48 0.221 

安保与报警求助站（C12） 0.26 0.119 

安检设施（C13） 0.14 0.065 

站内、车内监控设施（C14） 0.07 0.034 

安全性（B1） 0.46

服务咨询设施（C15） 0.04 0.018 

候车休息室设施（C16） 0.04 0.008 

公共休息区座椅设施（C17） 0.49 0.086 

便利店、药店、自动贩售机设施（C18） 0.26 0.045 

无障碍设施（C19） 0.14 0.024 

便捷性（B2） 0.18

弱病残孕专用车厢设施（C20） 0.08 0.013 

导视系统设施（C21） 0.13 0.350 

售票机与售票点设施（C22） 0.04 0.043 

网络售票 APP 系统（C23） 0.07 0.074 

电梯与扶梯设施（C24） 0.49 0.487 

高效性（B3） 0.22

进出站检票设施（C25） 0.26 0.261 

站内、车内温度与通风（C26） 0.14 0.012 

座位设施空间与尺度性（C27） 0.27 0.040 

有无站内母婴公共卫生间设施（C28） 0.48 0.560 

有无车内行李放置设施（C29） 0.04 0.003 

舒适性（B4） 0.08

车内到站语音及数字屏幕提示设施（C30） 0.08 0.007 

有无站内、车内地域文化主题装饰（C31） 0.14 0.010 

有无车内互动展示和展览（C32） 0.04 0.003 

有无轨道交通旅游推广（C33） 0.08 0.005 

有无车内轨道交通地图和导览（C34） 0.27 0.018 

轨道交通公共设施设计（A）

主题性（B5） 0.07

有无站内、车内音乐和广播（C35） 0.47 0.031 

 
需要加强设备巡检和保养力度。 

3）在座椅人性化设计方面，部分车站公共休息
区的座椅存在舒适性不足的问题，缺乏符合人体工学
设计的座椅，其设计融入的文化元素也相对较少，缺
乏创意和个性。同时，一些车站公共休息区的设施相
对简陋，缺乏兼具多样性与美感的座椅，使得整体休
息环境欠缺吸引力。 

4）在智能充电设施方面，随着人们使用电子设
备的增加，部分车站的智能充电设施相对不足，导
致乘客难以方便地为电子设备充电，影响了出行的便
捷性。 

5）在公共卫生设施方面，部分车站在卫生间和
垃圾处理区域存在清洁度、通风性等问题，需要更加
注重维护和改善。 

6）在车站导向系统方面，部分轨道交通车站的
导向系统存在不足，缺乏清晰的指示标识，导致乘客
在车站内难以迅速找到出入口、换乘口等关键位置。 

7）在信息服务方面，部分车站的信息发布系统
存在延迟或不准确的情况，乘客难以及时获取列车到
站信息、换乘信息等，降低了整体的服务效能。 

以上这些存在的问题极大地影响了重庆轨道交

通系统的整体服务水平和用户体验，亟需人们针对这
些问题提出相应的改进建议，从而更好地满足乘客对
重庆轨道交通公共设施的多样化需求，增加轨道交通
的吸引力，实现智慧城市下可持续发展的轨道交通设
施体系。 

4  重庆轨道交通公共设施数智化设计策略 

4.1  应急医疗救助站 

在现代城市的轨道交通系统中，为了提高站台乘
客的安全性和应对紧急情况的能力，应急医疗求助站
的设计变得至关重要。相关的设计策略如下。 

1）设施布局：轨道系统中应急医疗求助站应布
局在站台附近，保证乘客在任何站台位置都能快速到
达。同时，在站台覆盖范围内选择多个站点来设置求
助站，以应对紧急情况的多样性。 

2）设备配备：配备基础医疗设备，如血压计、
血糖仪、急救箱等，以满足常见的急救和医疗需求。此
外，引入可穿戴设备，如自动体外除颤器（Automated 
External Defibrillato，AED），以提高急救效率。 

3）急救人员配置：确保应急医疗求助站配备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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业急救人员，他们应受过专业培训，熟悉常见疾病的

应对方法和急救程序。建议与当地医院合作，确保人

员具备专业背景和丰富的实践经验。 

4）紧急按钮设计：在应急医疗求助站附近设置

显眼的紧急按钮。按钮应具备明确的标识和指示灯，

以便乘客在紧急情况下可快速找到。按钮应易于操

作，保证任何人都能轻松使用。 

该设计策略旨在为轨道交通站台提供即时的医

疗服务，李青等[8]在研究中明确应急医疗求助站的合

理配置对保障人民健康和生命安全有重要的意义。应

急医疗卫生体系可有效应对紧急情况，减缓突发状况

下的伤病恶化。通过在站台设置应急医疗求助站，将

医疗资源推送到乘客身边，提高了急救的响应速度。

应急医疗求助站的设施布局和设备配备应考虑到站

台的覆盖面积和乘客密集度，以确保在任何位置发生

紧急情况时都能迅速得到医疗援助。该设计策略将安

全性作为首要考虑，其目的是在紧急情况下最大限度

地减少医疗援助的等待时间，提高站台的整体安全水

平，见图 3。 
 

 
 

图 3  应急医疗救助站 
Fig.3 Emergency medical rescue station 

 

4.2  电梯与扶梯设施 

在轨道交通系统中，电梯与扶梯设施是乘客出行

的重要工具，因此设计需要注重高效运行、舒适体验

和多样化服务。相关的设计策略如下。 

1）电梯与扶梯设计需高效顺畅：电梯与扶梯的

设计应注重高效的运行和顺畅的体验。引入智能调度

系统，利用大数据和实时乘客流量信息，动态调整电

梯和扶梯的运行模式，以减少高峰时段的拥堵情况，

提高整体运行效率。 

2）舒适体验提升等待时间：采用先进的电梯调

度算法，以缩短乘客等待时间，确保乘客能够迅速、

舒适地进出电梯。同时，在电梯和扶梯区域设置合适

的座椅和休息区，让乘客在等待过程中能够感受到舒

适和便利。 

3）多层次服务设计：在电梯和扶梯区域根据乘

客需求设计多层次服务，包括普通乘客、老年人和残

障人士等。为老年人和残障人士提供更多关怀，如增

设扶手、提供语音提示等，以确保所有乘客能够方便

快捷地使用这些交通工具。 

4）智能化服务质量提高：导入智能 AI 技术，通

过对电梯和扶梯的使用数据进行分析，提前预测可能

出现的故障，实现设备的远程监控和维护。这样可以

大大提高设备的可用性，减少故障对乘客出行的影响。 

袁艺钊等 [9]在研究中推荐了轨道交通电梯布置

方案策略。夏赞鸥等[10]也在研究中表明地方城市轨道

交通车站无障碍设计标准的发展反映了城市的文明

程度和民众的社会公共服务需求。设计策略应注重提

升电梯与扶梯设施的效率、舒适性和智能化服务水

平。通过智能调度系统和高效算法，优化电梯和扶梯

的运行，减少拥堵，缩短乘客候车时间，设立舒适的

休息区域，同时考虑不同乘客群体的需求，实现多层

次服务。引入智能化技术，通过数据分析和远程监控，

提高设备可用性和服务质量，将无障碍设计融入电梯

与扶梯设计中。通过这些措施，致力于为乘客打造一

个高效、便捷且智能化的出行环境，这也符合交旅融

合的设计理念。 

4.3  公共休息区座椅 

公共休息区座椅在轨道交通设计中具有重要的意

义，不仅关乎乘客的舒适体验，还直接影响到交通枢

纽的形象、文化特色和服务水平。相关的设计策略如下。 

1）座椅舒适性符合人体工学设计：融入交旅文

化元素，选用符合人体工学的设计，关注座椅的弹性、

通风性和支撑性，以确保乘客在休息区能够坐得舒

适，避免因久坐而引起的不适。 

2）文化元素加入：在座椅设计中融入当地的交

旅文化元素，如艺术品或图案，以提升座椅的审美感，

使休息区更具文化特色。根据不同形式的座椅提供多

样化的座椅设计，包括靠背椅、躺椅、交谈式座椅等，

以满足不同文化和乘客的需求，并增加休息区的包容

性和灵活性。 

3）文化主题座椅：设计一些以特定文化主题为

基础的座椅，既可以为乘客提供舒适休息的场所，又

能够展现当地交旅文化的独特魅力。 

4）交互式智能充电站：在座椅旁设置电源插座

和 USB 充电口，考虑使用智能充电站，通过交互式屏

幕提供充电服务，使乘客更方便地为电子设备充电。 

5）智能充电推荐：根据乘客的电子设备类型和

电量情况，智能推荐最优充电方式，提高充电效率，

体现智能化服务的便捷性。 

该设计策略充分结合了便捷性、舒适性和智能化

服务，符合人体工学的设计并加入了交旅文化元素。

曹志伟等 [11]在公共设施座椅研究中认为通过为在心

理上具有不安全感的人群提供等候和休息的座位，不

仅提高了座椅的实用性，还为乘客打造了更为人性化

和愉悦的公共休息区，为车站增添了独特的交旅文化

氛围，见图 4~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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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4  部分公共休息区座椅设计 
Fig.4 Seat design in some public rest areas 

 

 
 

图 5  公共休息区座椅 
Fig.5 Seats in public rest areas 

 

4.4  母婴公共卫生间 

母婴公共卫生间的设计旨在为母亲和婴儿提供
舒适、便利的卫生间环境和服务。相关的设计策略
如下。 

1）婴儿护理台：在卫生间内设置婴儿护理台，
配备柔软的垫子和便于清理的表面，为母亲提供更方
便的婴儿尿布更换和护理服务。 

2）哺乳区设计：划分独立的哺乳区，提供舒适

的环境和设备，如柔软座椅、遮挡窗帘等，为母亲提

供相对私密的哺乳空间。 

3）卫生间整洁和私密性：注重卫生间的整洁和

私密性，通过科学的卫生间布局和有效的清洁服务，

确保使用环境的卫生和舒适。 

该设计策略聚焦母婴需求以提供更好的使用体

验。陈蕾[12]在轨道交通车站内公共服务设施优化设计

研究中认为面临使用功能不健全、卫生条件不达标等

不利条件时，应充分考虑数智化设施设计。刘小梦[13]

通过数智化设备管理排风量和送风量、优化气流组织

等以改善车站卫生间，从而提高舒适度。在婴儿护理

和哺乳的特殊场景下，干净整洁的卫生间和定期清

洁，可为母婴乘客提供更加舒适的服务，使其在车站

内感受到关怀和温暖，见图 6。 

4.5  车内语音及数字显示 

在交旅文化推动下，数字化交通设施渐渐普及，

与车载语音数字显示屏相关的一些设计策略如下。 

1）交旅文化音乐：结合交通与旅游的特点，引

入体现当地文化和历史的音乐元素，为乘客创造出旅

途中的独特体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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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6  母婴公共卫生间 
Fig.6 Public maternal and infant restrooms 

 

2）智能推荐：通过分析乘客的历史喜好和当前

心情，智能地推荐音乐，提高个性化服务水平。 

3）交通资讯智能广播：引入智能语音系统，播

报实时交通状况、乘车提示，提供更贴近乘客需求的

信息服务。 

4）智能推送文化活动：结合智能算法，根据乘

客兴趣推送当地文化活动信息，激发乘客参与城市文

化的积极性。 

5）交互式音乐体验：引入互动式音乐系统，允

许乘客参与播放列表的选择，提高智能化服务体验。 

6）智能推荐与位置服务：结合定位技术，根据

车站不同区域推荐不同风格音乐，使音乐更贴合当地

的文化氛围。 

该设计策略将交旅文化与智能化服务结合。区继

军等[14]在研究设计中通过建立数据库，对人流进行智

能化的监测，通过音乐元素、广播频道、数智化屏等

增加了乘客对城市的了解，创造了独特的交旅文化体

验，提高了服务效率，全面展示了车站的智能化水平，

见图 7。 
 

 
 

图 7  车内语音及数字显示 
Fig.7 Voice and digital display screen in subway car 

 

6  结语 

交通与旅游之间有密不可分的关系且能相互促

进发展。在交旅融合不断推进的当下，数智化手段必

将为重庆城市交通系统注入新的动力，推动智慧城市

轨道交通系统的持续性健康发展。从使用者的角度来

看，它可反馈乘客的真实需求，提升乘客的使用体验，

满足乘客多样化公共设施的期待，增加轨道交通的吸

引力；从管理者和运营者的角度来看，它可以帮助

重庆轨道交通公共设施建立高效、科学、客观的设计

方法，从而不仅提高管理能力和效率，也可以使重庆

轨道交通系统更好地应对信息化趋势的挑战，保持

竞争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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