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微更新视角下航站区规划路径探索

朱宏佳

民航机场规划设计研究总院有限公司西南分公司 四川 成都 610200

随着机场建设逐步迈入存量建设阶段，机场物质空间环境更新审慎发展，机场微更新的小尺度优势成为

激发机场活力和提升既有品质的试验田。本文基于微更新思维，剖析西部某机场现状运行主要问题，通过微优化和低

冲击方式对航站区布局进行问题解决和价值再造。

关键词：微更新；航站区；机坪

1 研究背景

我国民用机场建设正在经历有速度优先转变为品质

优先的过程，当下的机场研究呈现出更加注重精度和温

度的趋势，研究关注的侧重点由机场建设的技术方法转

变为关注机场的提质增效。机场的顺畅运行依赖于各环

节的优化配置。徐思敏基于机场场面资源协同调度的角

度,根据机场场面运行的分析结果,建立机场场面资源联合

调度模型[1]。罗志新总结白云机场一期工程经验,讨论了

T2航站楼空侧陆侧的规划设计原则和标准[2]。储宁平研究

影响浦东机场航站区服务质量与旅客满意度的关键因素,

针对存在的问题提出相应的措施[3]。目前对于机场航站区

的研究与实践多集中在大型枢纽机场，对机场小规模的

更新改造缺乏重视。微更新目前主要应用于城市更新层

面，国内城市微更新源于吴良镛先生有机更新的概念，

主张城市建设遵循内在秩序和规律，以适当的规模和合

理的尺度处理现实问题[4]。诚然机场的建设离不开跑道、

滑行道、空管台站、助航灯光、航站区等为代表传统机

场功能区对机场完整性的连续控制，但触及人本尺度的

旅客和机场工作人员实际需求的深入落地实践，也是机

场高质量发展的重要环节。

2 微更新的背景和内涵

微更新是相较于机场大规模改扩建的渐进式更新，

更加关注减少对机场现状运行的影响，尽量利用机场闲

置地块进行的功能健全、投资可控、不停航施工难度小

的更新模式。更新过程中立足机场运行和旅客的基本需

要，注重流程的合理性和功能复合性，主张通过小规模

和包容持续的改造方式，逐步提高运行服务质量。微更

新基于问题导向，强调尊重机场内在秩序和规律，通过

小干预、低冲击、广参与解决机场发展实际需求，以微

更新介入机场存量空间突出空间落实，注重方案落地的

可实施性，是有深度和温暖的改扩建新模式，实现机场

的良性发展。

3 航站区运行困境

通过与运行部门访谈、现场踏勘、资料收集，挖掘

机场主要困境。

航站综合楼面积为2896平方米，且包含办公、场

务、机务、航管等用房，用于旅客候机及进出港的面积

有限，无论从保障能力还是旅客乘机舒适性都存在较大

的局限性。

目前航管业务用房和塔台位于航站综合楼内，其

中航管业务部分面积为290平方米，狭小局促，无法找到

新的能够满足承载要求的位置安装新的机柜。如在现有

机房旁扩展，涉及到现有航站综合楼二层结构荷载的问

题。根据《建筑结构荷载规范》，一般机房的使用活荷

载标准值为7.0kN/m2；原结构二层楼板多为办公，原设计

活荷载为2.5kN/m2，远不满足机房的荷载要求。《塔台

管制室位置和高度技术论证办法》规定下视角不小于0.8

度，当前塔台管制室管制人员视线角远远小于0.8度的规

范要求。

货运站面积仅102平方米，极大制约了货邮业务

的发展。

机场目前消防保障等级仅为5级，仅能满足B737-

700、A319及以下机型使用，同时也限制了B737-700和

A319机型连续三个月航班架次不能超过700架次。

污水处理站因年限使用较长，部分设备老化导

致故障率较高，在设备抢修期间仅可通过预埋管网将雨

水、污水直排进入飞行区雨水沟，不满足国家污水处理

环保要求。

市政供水保障率低，存在供水压力不足，供水站

现有泵房泵坑底标高为-3.0米，水池池底标高为-4.3米，

已经不能满足消防水泵应采取自灌式吸水的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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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1 航站区现状平面图

4 微更新策略模式

拆除新建

保障安全是民航运输的基础，当现有建构筑物阻碍

运行安全或不能满足新的功能要求且占据关键要害位置

时，拆除新建并更新硬件配套设施，释放增量，使其重

新承担相应职能，提高空间使用价值。

织补修缮

部分航站区建筑修建时间较长，对目前低效空间和

老旧建筑的外立面进行织补和修缮。织补修缮要结合周

边环境进行考虑，尊重原有功能的完整性和特征，嵌入

新元素，恰当平衡新与旧、局部与整体的关系，与航站

区整体氛围相统一。

腾移置换

腾移置换指保留原有建构筑物，通过策略性功能转

换，用符合发展需要的新功能取代原有功能。既巩固建

构筑物既有价值，又复兴建构筑物活力。此外，也可将

原有单一韧性不足的功能转换为复合功能。

提升整治

提升整治主要针对空间环境质量较高，设施完善的

功能区，从空间塑造的角度，充分考虑到使用者的需求

和行为活动，契合场地条件，融入精细化设计，通过便

捷的基础设施、清晰的标识系统、独特的公共艺术增强

使用者体验，丰富空间便利性和趣味度。

5 微更新策略

机坪运行微顺畅

机坪运作顺畅、安全、高效在机场运行中尤为重

要。现状机坪与航站楼之间间距约46米，下移14.5米后

增加机坪宽度，不仅能满足A321自滑进出要求，同时机

坪和航站楼之间的31.5米的间距可以满足高杆灯、标记

牌、服务车道、电力和消防管线的布置空间，在投资可

控的范围内，顺畅机坪运行流线。由于该机场冬季的寒

冷，在机坪靠近跑道起飞位置一侧新增除冰机位，缩短

飞机除冰完成后滑行至跑道准备起飞的时间，并设置独

立的除冰液收集设施，实现除冰液的集中处理，回收再

利用。结合现有场地，增加硬化区域作为设备停放区，

解决各类特种车辆和无动力设备有序摆放，减少特种车

辆保障作业时的行驶距离。

空间布局微调整

航站区空间应基于航空业务量预测合理布局，完善

功能，统筹近远期发展需求。机场现状空间结构基于原

设计旅客吞吐量10.8万人次，本次设计目标年旅客吞吐量

65万人次。统筹考虑现状设施和全域资源，重新组构航

站区结构。在现状航站综合楼和近期航站楼之间航管小

区和塔台，塔台接近跑道构型的几何中心，经过计算，

新建的塔台下视角大于0.8度。位于机场中部的塔台与

航站楼作为标志性建筑物，一并构建航站区天际线，结

合旅游机场的定位，打造航站区视觉核心，凸显地域形

象。变电站和热能中心集中布置于航站区负荷中心，节

能高效。生活区和生产保障设施都尽量尊重现状建筑，

不进行拆改，利旧基础上新增规模。

交通结构微连接

航站区的道路交通系统不仅要保障旅客快捷方便的

进出机场，良好衔接城市地面交通，也要为众多内部工

作流线提供路径支撑。现有的航站区专用进场道路为

双向两车道，连接航站区大门和国道线。目前航站区出

入口与国道之前三角地带存在一定视线盲区，本次在其

东侧新建社会车辆出入口，西侧新建油车和垃圾车出入

口，原有出入口关闭。场内道路结合功能分区布置，分

为外部旅客交通及内部工作交通。航站楼前围绕停车场

及中心广场形成单向逆时针环状交通组织旅客进出港车

流。工作区车辆通过工作区道路形成独立的内部交通流

线，以此减少相互交叉干扰，做到内外部交通分流，流

线便捷、通畅。航站区道路系统采用集中式道路系统。

为了旅客车辆流线尽量顺畅，减少交叉，让新老航站区

道路能连成环线，使航站陆侧交通流线组织形成大循环

布局。在航站楼空侧、贵宾区、社会停车场、工作区配

置充电车位，在航站楼出入口及车道边配置盲道 ,并在

出入口外设置了无障碍停车位。优化航站区慢行步道体

系，构建连续系统的航站区步道，创造多层次的驻留空

间，强化交通空间识别性。

现状建筑微利用

对于现状建筑的利旧设计应在尽可能保留建筑本体

特色和可利用物理空间的基础上灵活变通，通过物理空

间的提升匹配性的发展要求，与改造后的航站区整体功

能定位和建筑风格融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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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状货运站位于现状道口和航站楼之间，建筑面积

102平方米，2018年投入使用。由于投入时间不长，直

接拆除造成资源浪费，设计因地制宜进行了多方案比

选。方案一现有货运站朝北扩建，由于机场整体货运量

较小，此次扩建规模仅为98平方米。方案一方案优点是

不用拆改现有货运围界，缺点是目前货运站空陆侧场地

较小，且货运站与空侧服务车道之间有一定高差，如果

在此扩建，空侧装卸平台面积较小，装卸平台到站坪服

务车道坡度较大，行李牵引车根据货物类型可能出现为

减少爬坡坡度二拉长行驶长度的情况。方案二改造现有

货运站西侧的道口，现有道口另行选址建设。方案二未

有效节约投资，因机场道口安保管理和监管严格，改造

期间增加运行保障风险。方案三改造现有道口西侧的车

库，该处车库目前主要停放吹雪车、除冰车等尺寸较大

的车辆，如改造成货运站，新建车库中还需规划这类大

尺寸特种车辆停放车位，并未解决根本问题。方案四是

在方案一的基础上进一步优化，部分改造现状货运站东

侧的航站楼出港行李房，此部分可与现状货运仓库可以

连通，对机场现有运行的扰动最小，不拆改现有场地，

作为推荐方案。现状航站综合楼利旧用于机场业务楼和

货运站，不另行选址新建，节约投资，机场业务办公集

中于此，提升工作效率。

图1 现状航站楼利旧改造一层平面功能示意图（红色为货运，黄色为机场办公用房，绿色为安保中心，蓝色为物业设

备仓库用房）

图2 现状航站楼利旧改造以二层平面功能示意图（黄色为机场办公用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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保障设施微健全

机场早期的保障服务设施随着时间推移功能滞后，

需要根据发展新要求健全配套设施。

随着用电负荷增加，扩建现有变电站，配置相应高

低压设备用于新增单体负荷供电，现有变电站（含灯

光）设备维持不变。变电站附近原有电缆排管利旧，按

照近期新增单体线缆容量在附近扩容。扩建方案可有效

节省因迁改造、更换的设备费用，变电站附近可利旧现

有电缆排管，造价经济。

机场近期消防保障等级提升为7级考虑，配备车配器

材、人身防护装备、通信器材、破拆抢险救生工具、车

辆维修设备、防火检查仪器、体育训练器材、备用灭火

剂等。

新建供水站，设置6套泵组，包括生活泵组、自喷泵

组、室外消火栓泵组、室内消火栓泵组、室内消火栓稳

压泵组、自动喷淋稳压泵组。在航站区地势低点规划建

设污水及垃圾转运站。污水处理后水质用于航站区绿化

浇灌、广场及道路冲洗等。在设计中考虑雨水回收利用

和增加透水地面，方便雨水利用和就地入渗，减少雨水

管网负荷降低造价。

基于平疫结合需求，增加航站楼体温筛查空间，划

定救护车位，停车场增加卫生间，机坪设置机务休息方

舱和消毒方舱，航站区设置医疗废物收集方舱。

景观小品微嵌入

绿化景观设计充分考虑与当地的人文和自然风景相

结合，突出航站区的绿化景观效果，针对航站楼广场核

心区景观和航站区闲置用地不同景观属性，根据各功能

区的划分，针对性打造航站区景观系统，既有以展示性

为主的航站楼门户广场，又有微小叙事性的景观节点。

均衡绿地布置，在道路两旁栽种适合气候的植物，关注

微观而具体的可感空间场所，配合硬质铺地景观，使机

场在不同的季节里有不同的景色，在环境舒适优美的环

境中唤醒旅客和工作人员的情感需求。

6 结语

随着机场建设逐步从大规模改扩建转向存量经营，

机场更新问题已成为当前机场发展的重要课题。机场不

仅要满足飞行区的各项技术标准，保障飞机安全运行，

也要为旅客提供高质量的服务，亟需探索与之适应的更

新模式和方法。本文引入微更新，探讨机场空陆侧联动

的微更新模式，以西部某机场为例，梳理现状运行主要

问题，通过微优化和低冲击对机场空间进行问题解决和

价值再造，点线面结合织造机场构型，构建机场微更新

机制，完善和补充对机场改扩建实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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