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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目的目的 对适用于成都市内旅游线的悬挂式单轨车造型进行设计研究。方法方法 以成都的轨道交通

现状为基础，分析交通与城市旅游的关系，对适用于城市内的几种轨道交通型式进行比较，明确了每

种型式的优、缺点；然后将车辆造型与城市地域文化元素相结合，形成具有成都特色的旅游线轨道交

通车辆造型设计。结论结论 得出悬挂式单轨车更适合用于城市内的观光线路，并提出在成都市内几个重

要旅游景点间建设一条悬挂式单轨旅游线路，以成都元素熊猫为题材，设计出一款具有成都地域特

色，适合市内旅游线路专用的悬挂式单轨概念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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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It aims to study the appearance of suspended monorail vehicle which is suitable for the tourism route of
Chengdu city. It analyzes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rail transit and urban tourism；and then by contrast，it summarizes both
the advantages and disadvantages for each rail transit；in order to get a design solution with regional characteristics，it tries
combining the features of regional culture with form of the vehicles.It can conclude that the suspended monorail is more
suitable for the target tour route，and a conceptual design case of the suspended monorail vehicle is proposed in this article
based on analysis of the key elements of Chengdu-Pand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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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9年12月1日，《国务院关于加快发展旅游业

的意见》提出，把旅游业培育成为国民经济战略支柱

产业和人民群众更加满意的现代服务业，并且力争到

2020年使我国旅游产业达到世界旅游大国水平，国家

已把旅游业的发展放在一个前所未有的战略高度

[1]

。

同时，随着社会的发展和国人生活水平的不断提高，

旅游成为了当下人们休闲娱乐的一种热门选择。在

这个大背景下，成都力求打造成为一个以休闲、服务、

旅游为主导的国际大都市

[2]

。文献[1]还指出，旅游景

点之间所用时间的成本也是影响游客选择的重要因

素，交通对旅游业的影响至关重要。成都市内景点

多，并且分布较广，各主要景点间缺少有效的交通连

接，旅游者往往需要花费很长时间用于往返景点间的

路上。这里针对成都轨道交通路线及城市旅游现状，

对比符合条件的轨道交通型式，结合城市的地域文化

特色，提出一款适用于成都几个重要旅游景点线路的

悬挂式单轨车，并进行了外观造型设计。

1 成都轨道交通线路及成都城市旅游分析

1.1 成都轨道交通线路分析

成都市区内主要骨架道路是由3条环城线和多条

横贯主道组成的，即“环状+放射型”的道路体系。但

包装工程

PACKAGING ENGINEERING

第 37 卷 第8期

2016 年 4月
126



第37卷 第8期

此体系建设在车流与人流的外散能力上具有局限性，

会导致交通变得非常紧张。由于市区街道规划较早，

预留路面不够宽，无法进行明确的区域区分，也进一

步导致交通拥堵。为缓解交通压力，政府修建了地铁

与二环高架，但并未构建成网络，因此也不能有效疏

导地面交通

[2-3]

。为了便于旅游者高效快速地实现一

天内多景点游览的现实需求，成都需要建设一种新型

的、能够高效准时、建设成本相对低廉并且节约占地

空间的交通型式。

1.2 成都城市旅游现状分析

成都是一个旅游资源丰富且具有历史文化的美丽

都市，但城市各个景点均处于单兵作战不成熟形式

[4]

。

人们在城市内各个景点旅游多是通过转乘旅游专线或

公共汽车的方式，加大交通负荷的同时时间消耗也

多；也有通过换乘地铁的方式，但这样却无法满足地

面旅游线路的观光，因此结合成都现有交通线路，研

究分析后规划出一条具有成都市内特色景点的观光

线路，景点路线见图1，然后选择一种既能缓解交通压

力，又对现有城市环境无破坏的交通型式，最后融入

当地人文特色。

2 轨道交通车辆的类型比较和选择

2.1 类型比较

1）单轨、轻轨与地铁比较。轻轨与地铁是城市轨

道交通中常见的交通型式，通过与单轨车对比分析可

知：单轨交通方式相比地铁、轻轨，更为低碳环保，从施

工到运营甚至扩线拆迁都相对省时省力，同时也更为

符合成都的城市交通与地形概况，3种交通工具指标对

比见表1。由此可以得出，单轨既可以满足连接几个成

都特色观光景点，同时又对城市环境无破坏的要求。

2）单轨列车与现代有轨电车比较。现代有轨电

车车身长度灵活，是主要行走于市内地面专用轨道之

上，注重外观与城市环境相协调的一种轻轨车辆

[5-6]

。

通过与单轨列车对比分析可知：单轨列车占地面积极

小，与地面交通互不干涉，运行准点，更好地缓解了交

通压力；同时无人驾驶节约了更多的人力物力；较好

的适应性和移动性减少了很多后期移动拆迁改建问

题，有轨电车和单轨列车指标对比见表2。由此也可

以得出，单轨列车从操作方式、路面选择、视野、占地

与路面影响和建造及拆迁上来说都更为适合。

3）跨坐式与悬挂式比较。单轨列车是一种轨道

为单根带形梁体，轨道梁由支撑柱支撑列车，车辆分

为跨座式和悬挂式2种

[8]

。悬挂式与跨坐式指标对比

见表3，比较后得出悬挂式单轨更适合城市内的旅游

线路使用。

2.2 悬挂式单轨车

悬挂式单轨车具有以下特点

[7-9]

：全封闭型线路，

外形美观整洁，舒适视野开阔，电力牵引，环保低噪节

能，全自动运行，占地面积小，空间适应性能强，与地

表1 3种交通工具指标对比

Tab.1 Comparisons among three kinds of transport

交通方式

单轨

轻轨

地铁

指标对比

造价低（0.5~1.5亿元/ km）工程简单且快；占地面

积小；不影响原有建筑；对环境影响小；可拆迁改

建，扩线容易，载客约1.5万人/h

造价高（2~3亿元/ km）工程大且耗时长；占地面

积大；影响原有建筑；动迁困难且复杂；对环境影

响大；载客1~2万人/h

造价昂贵（7~8亿元/km）工程巨大且耗时长；施工

对环境交通影响大；受地质限制；一旦建成绝无

更改可能；载客约3万人/h

图1 景点路线

Fig.1 Route map of attractions

表2 有轨电车和单轨列车指标对比

Tab.2 Comparisons between modern tram and monorail
车辆

类型

有轨

电车

单轨

列车

操作

方式

有人

驾驶

无人

驾驶

路面

选择

平坦

道路

简单

地形

复杂

地形

特殊

地质

视野

同一视平

面沿途的

风景

远眺、

正视或俯

视风景

占地及

路面影响

地面专用轨

道，与地面

交通工具同

时运行

高架交通中

挡光最小，

与地面交通

互不影响

建造

与拆迁

修建专

用轨道

可拆迁

可移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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面交通互不干涉，受外界影响小，适应复杂地形与特

殊地质，建造时间短，施工便捷，建造性价比高，可拆

卸可移动。悬挂式单轨车相比于其他的交通方式，具

有以下5个方面优势：环境友好性、交通友好性、经济

友好性、旅游友好性以及安全友好性，因此更适合作

为成都市内旅游线路。

3 世界上现有悬挂式单轨车的造型现状

3.1 各国悬挂式单轨车的造型现状

当前，世界上已有多个国家建设了悬挂式单轨车

系统，其中以德国、美国和日本等国的运营线路最具代

表性。经调查

[10]

，各国的悬挂式单轨车造型现状见表

4：德国悬挂式单轨车车身造型整体上讲究严谨，线条

运用较多，造型简洁朴实，非常符合德国当地的文化特

点；美国悬挂式单轨车车身造型整体上讲究科技感，随

着科技的发展，车身造型也从棱角分明发展到曲面造

型，造型时尚且美观，同时城市的文化也影响着车体的

外观造型细节；日本悬挂式单轨车车身造型与装饰融

入日本动漫文化，整体形象体现出可爱乖巧的特点。

不同国家的悬挂式单轨车造型都各具特色，无论是造

型还是色彩，都体现出了本地的地域文化特色。

3.2 悬挂式单轨车的造型特点分析

根据上述车辆的造型分析可知，悬挂式单轨车的

造型具有以下共同特点：（1）车身线型风格统一，注重

与运营环境的呼应和融合；（2）车体玻璃覆盖面积大，

视野开阔，便于观光旅游；（3）色彩涂装上多采用较为

鲜艳的主体色，通常与运营环境对比较为明显，识别

性较强；（4）由于地域文化的差别，不同国家的车辆造

型和色彩都或多或少地融入了本国的文化特色。

4 设计实例

随着社会的进步和发展，本应被时间赋予独特风

格与特质的城市呈现出高度趋同的面貌，以至形成了

“千城一面”的恶果，并逐步扼杀城市的灵魂

[11]

。其中

作为城市和文化状态表现重要载体的公共交通系统，

普遍缺乏与地域文化的联系和融合，然而具有城市文

化元素的公共交通工具不仅可以作为城市的名片，而

且有助于强化人们对城市的认同感与归属感。

以成都为例，对其地域文化元素的提取进行探

讨，并设计一款能够体现该城市地域文化特色的旅游

专用悬挂式单轨车。

4.1 成都市地域文化元素探析

1）地域文化元素的提取途径。地域性是地域文

化最显著、最根本的特征，但只有以某种可以被感知

的形式，才能够在城市公共交通系统中得以应用和体

现

[12]

，因此可以通过对该城市地域文化的物质与非物

质载体进行研究分析，提炼出能被人们所感知的符号

化、形象化的语言符号。

2）成都城市元素的提取。从视觉元素切入，根据

图1规划的旅游线路，提取地域文化的语言符号。对

比分析后选择被人们所认同的成都符号，即熊猫作为

设计的核心形象元素。

4.2 概念推敲

随着社会的发展，人们的审美观念也不断变化，

现今更加追求用型、面、线表达出的“神似”意向，这也

是本次设计的视觉形象表现方式，因此为了摆脱现有

冰冷、机械、冷漠的外观，将抽象仿生的方法

[13]

应用于

悬挂式单轨车上，将熊猫的形象元素融入到设计之

表3 悬挂式与跨坐式指标对比

Tab.3 Comparisons between suspension-type and
straddle-type

单轨

列车

悬挂式

跨坐式

导电轨

等装置

隐藏在内部，不

易受外界天气

条件影响，不便

检查维修

暴露在外，易检

修，但受外界天

气等影响

运营

时间

全天候运营

受天气条件

等影响

安装与站台

高度

安装高度高

于跨坐式，

站台高度低

于跨坐式

最小曲

半径

极小

有一定

限制

表4 各国悬挂式单轨车造型现状

Tab.4 The suspended monorail vehicles in various countri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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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概括提出了悬挂式吊轨车设计方案的前脸基本形

态，使其能够体现出生命力和亲切感。抽象仿生过程

见图2。这个过程既不是简单地复制熊猫的外形，也

不是简单地进行“打散-重构”，而是通过对它的外部

形态的反复观察，抽象提炼出简约的形式，并运用到

车辆外观的整体造型设计中。

4.3 概念方案设计

在车体标准尺寸的基础上进行外观设计。第一

阶段为草图方案设计。以手绘速写的形式绘制大量

构思草图，经反复修改完善得出悬挂式单轨车造型方

案，并将其作为最终选定的设计方案。

4.4 计算机辅助造型设计

以确定的手绘设计方案为依据，进行计算机辅助

造型设计。在三维建模软件Rhinoceros 5中进行建模，

然后使用专业渲染软件KeyShot 4进行渲染，经过后期

处理并获得了设计方案的效果图，外观效果见图3。

5 结语

对成都轨道交通线路和成都城市旅游的特点进

行了分析，并对轨道交通车辆的类型进行了比较，得

出悬挂式单轨车更加适合所提出的旅游线路。以成

都市为例，从地域文化入手，以能够反映目标旅游线

路特色的熊猫为主题元素，设计了一款悬挂式单轨概

念车。对该方案的设计流程、设计创作思路进行了介

绍，给出了设计方案的效果图，为成都今后设计和建

设悬挂式单轨车提供了参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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