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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铁车站建筑设计思路及要点分析

高醒然
中煤天津设计工程有限责任公司 天津 300120

摘� 要：本文探讨了地铁车站建筑设计的总体思路，包括安全性、功能性、舒适性和美观性四个方面。详细分析

了地铁车站建筑设计的具体要点，如站厅站台层房间布置、设备管线规整、公共区楼扶梯布置、清水混凝土风格装修

设计以及人流组织。针对地铁车站建筑设计面临的挑战，如空间封闭性、施工复杂性和环境适应性，提出了相应的应

对策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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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言：地铁车站作为城市轨道交通系统的重要组成

部分，其建筑设计不仅关系到乘客的出行体验，还直接

影响到城市的形象和交通效率。本文将从地铁车站建筑

设计的总体思路出发，详细分析设计要点，并探讨设计

过程中面临的挑战与应对策略，以期为地铁车站建筑设

计提供有益的参考和启示。

1 地铁车站建筑设计的总体思路

1.1  安全性思路
安全性是地铁车站建筑设计的首要原则。在地铁车

站的建筑设计过程中，确保结构安全可靠是首要任务。

地铁车站通常位于地下，承受着来自上方土层的巨大压

力，车站的结构设计必须严格遵循国家相关规范，确保

车站主体结构的稳定性和耐久性，防止坍塌等事故的发

生。除了结构安全外，地铁车站还需考虑防火、防爆、

防水等安全问题。地铁车站内部设备复杂，人员密集，

一旦发生火灾或爆炸事故，后果将不堪设想。车站内应

设置完善的消防系统，包括消防栓、灭火器、烟雾探测

器等，并定期进行维护和检查。车站的建筑材料也应具

备防火、防爆性能，以降低事故发生的可能性。防水问

题同样不容忽视。地铁车站位于地下，地下水位的波动

可能对车站结构造成威胁。车站的防水设计应综合考虑

地质条件、地下水位等因素，采用有效的防水措施，如

设置防水层、排水系统等，确保车站内部干燥、安全。

设置合理的逃生通道和安全出口也是地铁车站安全设计

的重要一环。在紧急情况下，逃生通道和安全出口能够

为乘客提供快速、安全的撤离路径。车站内应设置明显

的逃生指示标志，并定期进行演练，确保乘客在紧急情

况下能够迅速找到逃生通道并安全撤离。

1.2  功能性思路
功能性是地铁车站建筑设计的核心要求。地铁车站

作为城市交通的枢纽，其设计必须满足乘客的出行需

求，优化站点布局，提高换乘效率。在站点布局方面，

地铁车站应充分考虑乘客的出行习惯和需求，合理规划

车站出入口、售票区、候车区、换乘通道等功能区域。

车站内应设置清晰的导向标识系统，帮助乘客快速找到

目的地。为了提高换乘效率，地铁车站应优化换乘流线

设计[1]。换乘流线是指乘客在车站内从一个线路转移到

另一个线路的路径。在换乘流线设计中，应尽量减少换

乘距离和换乘时间，提高换乘效率。车站内还应设置足

够的楼梯、扶梯和电梯等垂直交通设施，方便乘客上下

车。地铁车站还应合理规划设施设置，方便乘客使用。

例如，车站内应设置足够的座椅、垃圾桶、饮水机等公

共设施，满足乘客的基本需求。车站内还应设置无障碍

设施，如无障碍电梯、无障碍卫生间等，方便特殊人群

使用。

1.3  舒适性思路
舒适性是地铁车站建筑设计的重要考量。地铁车站

作为乘客候车、换乘的场所，其环境舒适度直接影响乘

客的出行体验。在照明设计方面，地铁车站应充分利

用自然光，减少能耗。车站内应配备适当的人工照明设

备，确保照明质量。照明光线应均匀、柔和，避免刺眼

和反光，为乘客提供舒适的候车环境。通风与空气处理

也是提高地铁车站舒适性的关键。地铁车站内部空间相

对封闭，人员密集，空气流通不畅。车站内应设置合理

的通风系统，改善室内空气质量。车站内还应配备空气

净化设备，减少异味和细菌滋生，为乘客提供清新的候

车环境。地铁车站还应考虑噪音和震动对乘客的影响。

在车站设计过程中，应采用有效的隔音、减震措施，降

低噪音和震动对乘客的干扰，提高车站的舒适度。

1.4  美观性思路
美观性是地铁车站建筑设计的又一重要方面。地铁

车站作为城市形象的窗口，其外观设计应体现城市的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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化内涵和时代特色。在与周边环境和建筑风格相协调方

面，地铁车站的外观设计应充分考虑周边环境的建筑风

格、色彩搭配等因素，确保车站与周边环境融为一体，

形成和谐的城市景观。提升城市形象方面，地铁车站的

外观设计应注重艺术性和时代感。车站的外观造型应简

洁大方、富有创意，能够吸引人们的目光。车站的外观

设计还应体现城市的文化特色和历史底蕴，让乘客在候

车、换乘的过程中感受到城市的魅力。地铁车站的内部

设计也应注重美观性。车站内部的空间布局、色彩搭

配、材质选择等方面都应精心设计，为乘客提供舒适、

美观的候车环境。

2 地铁车站建筑设计的具体要点

2.1  站厅站台层房间布置与空间优化
地铁车站的站厅站台层房间布置，无疑是建筑设计

的关键环节，直接关乎车站的整体功能性和空间舒适

度。站厅层，作为乘客进入车站的第一印象区，其规划

显得尤为重要。售票区、安检区、候车区等功能区域需

合理布局，既要满足乘客的基本出行需求，又要确保流

线顺畅，减少拥堵现象。售票区应设置在车站入口的显

眼位置，方便乘客快速找到并购票。安检区则需紧邻售

票区，通过高效的安全检查流程，确保每一位进站乘客

的安全。候车区则应布置在站台层与站厅层的连接处，

提供充足的座椅和站立空间，让乘客在等候列车时能够

感到舒适。站台层的设计同样不容忽视。乘客上下车的

便捷性是站台层设计的核心。清晰的指示标识能够引导

乘客快速找到乘车位置，减少寻找车厢的困扰。足够的

候车空间则是确保乘客在高峰时段不会感到拥挤的关

键。站台层还应设置无障碍设施，如电梯、坡道等，为

特殊乘客提供便利。为了进一步提升车站整体空间舒适

度，可以考虑站厅层加高设置管线夹层。通过加高层

高，将设备管线等隐蔽设施布置在夹层内，不仅避免了

管线外露对车站美观和乘客体验的影响，还为车站未来

的扩建和改造预留了空间。这种夹层设计不仅提高了车

站的可持续性，还为车站增添了更多的可能性，如设置

商业区、休息区等功能区域，满足乘客的多元化需求。

2.2  设备管线规整与站厅层侧墙排水
在车站主体设计阶段，设备管线的预留和规整是一

个不容忽视的问题。设备管线是车站运行的生命线，它

们往往会对车站的美观和乘客体验造成一定影响。在

设计阶段就需要做好设备管线的布局规划，确保它们能

够有序地布置在车站内部。特别是对于清水混凝土风格

的车站，设备管线的隐蔽性尤为重要。清水混凝土以其

简约、大气的外观受到广泛喜爱，但设备管线的外露会

破坏这种美感。可以采用集成化、模块化的设备安装方

式，将管线、设备等尽可能隐藏在结构内部或夹层中。

这样不仅可以减少对外观的干扰，还可以提高车站的整

体美观性。站厅层侧墙排水也是车站设计中需要重点考

虑的问题。由于车站位于地下，排水系统对于车站的运

行至关重要。在设计阶段就需要规划好排水系统，设置

合理的排水沟和排水口，确保排水顺畅。还需要考虑排

水系统的维护和清洁便利性，确保车站长期保持良好的

运行环境。

2.3  公共区楼扶梯布置与换乘站客流换乘方式
公共区的楼扶梯布置直接影响乘客的出行效率和舒

适度。在设计中，需要根据车站的客流量和乘客流线，

合理设置楼扶梯的位置、数量和宽度。特别是在换乘

站，不同线路之间的客流换乘方式更需充分考虑。为了

确保乘客能够快速、便捷地完成换乘，可以采用立体换

乘、同台换乘等多种方式。立体换乘通过不同层高的站

台实现线路之间的换乘，减少了乘客的行走距离和时

间。同台换乘则让不同线路的列车在同一站台上停靠，

乘客无需跨越站台即可完成换乘。在选择换乘方式时，

需要根据车站的具体情况和客流量进行权衡。还需要设

置清晰的指示标识和引导系统，帮助乘客快速找到换乘

路线，减少换乘时间。

2.4  清水混凝土风格车站的装修设计
清水混凝土风格的车站以其独特的魅力受到越来越

多人的喜爱。在车站主体设计阶段，就需要充分考虑清

水混凝土风格的装修要求。除了预留设备管线和组织

站厅层侧墙排水外，还需要注重混凝土的质感和色彩搭

配。清水混凝土的质感是其魅力所在，因此需要在设计

阶段就注重混凝土的浇筑和养护工艺，确保混凝土表面

的光滑和细腻。色彩搭配也是清水混凝土风格车站装修

设计的重要环节。通过合理的色彩搭配，可以营造出简

约、大气的车站氛围[2]。清水混凝土风格的车站还应注重

细节处理。墙面、地面的接缝处理、边角处理等都需要

做到精致、细腻。通过精心的装修设计，将清水混凝土

风格的车站打造成城市中的一道亮丽风景线。

2.5  人流组织
人流组织是地铁车站建筑设计的关键环节之一。有

序组织进站和出站人流、优化换乘流线、设置足够的楼

梯、扶梯和电梯等措施，可以提高车站的运行效率，为

乘客提供更加便捷的出行体验。在进站和出站人流的组

织方面，需根据车站的功能需求和空间布局进行合理规

划。通过设置明确的导向标识和流线引导，可以帮助乘

客快速找到进站口和出站口，避免拥堵和混乱。优化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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乘流线是提高车站运行效率的重要手段之一。在换乘流

线的设计中，需充分考虑不同线路之间的换乘关系，合

理设置换乘通道和换乘平台，确保换乘流线相互衔接，

以减少换乘距离和时间。在楼梯、扶梯和电梯的设置方

面，需根据车站的人流量和空间布局进行合理配置。在

人员密集区域和换乘通道等关键位置，应设置足够的楼

梯、扶梯和电梯，以方便乘客上下车和换乘。这些设施

还需具备足够的承载能力和安全性，以确保乘客的安全

出行。

3 地铁车站建筑设计的挑战与应对策略

3.1  空间封闭性带来的挑战
地铁车站由于其特殊的地下位置，空间封闭性成为

了其建筑设计中的一大挑战。这种封闭性不仅给乘客带

来闭塞和压抑感，还可能影响乘客的识别性能，使他们

在车站内容易迷失方向。为了克服这一挑战，设计师们

需要从多个方面入手，改善车站环境。照明设计是改善

地铁车站空间封闭性的重要手段之一。合理的照明不仅

能提供足够的光线，使乘客在车站内能够清晰地看到周

围环境和指示标识，还能通过光影的变化营造出宽敞、

明亮的视觉效果，减轻乘客的压抑感。设计师需要精心

规划照明布局，选择合适的灯具和光源，确保照明效果

既满足功能需求，又符合审美要求。通风系统也是改善

地铁车站空间封闭性的关键因素。由于地铁车站位于地

下，自然通风条件有限，因此需要通过机械通风来保持

空气流通。设计师需要合理布置通风口和风道，确保车

站内的空气新鲜、流通，为乘客提供一个舒适的乘车环

境。通风系统还需要与车站的空调系统相结合，根据季

节和天气变化调节室内温度，使乘客在车站内感到宜

人。除了照明和通风，绿化也是改善地铁车站空间封闭

性的有效手段。在车站的出入口、站台、候车区等区域

适当布置绿色植物，不仅能美化环境，还能增加车站的

生机和活力，使乘客在乘车过程中感受到自然的气息。

绿色植物还能吸收空气中的有害物质，净化空气，为乘

客提供一个更加健康的乘车环境。

3.2  施工复杂性的挑战与应对
地铁车站的施工因其位于地下，面临着复杂的地质

条件和水文环境，这无疑给建筑设计带来了巨大挑战。

施工过程中的安全、稳定以及对地面交通和周边环境的

影响，都是必须考虑的因素。虽然施工技术的选择和管

理方法的运用主要属于工程实施范畴，但建筑设计阶段

也需充分考虑施工的可行性。为应对施工复杂性，建筑

设计需与施工技术紧密配合。在设计阶段，就应考虑采

用何种开挖方式能最少影响地面交通，如何设置支护结

构以确保施工安全，以及如何采取有效的防水措施来保

障车站的长期稳定运行。设计师需与工程师密切合作，

确保设计方案既满足建筑美学和功能需求，又符合施工

实际。

3.3  环境适应性的挑战与策略
地铁车站作为城市的基础设施，其建筑设计必须与

周边环境相协调，这同样是一大挑战。不同城市的地

质、水文、文化等背景各异，要求设计师必须具备高度

的环境适应性[3]。在防淹要求方面，车站设计需充分考虑

当地的水文条件，合理设置排水系统和防水设施。这包

括但不限于车站出入口的防水设计、站台层的排水系统

布局等，确保在极端天气条件下，车站能够正常运行，

乘客安全不受威胁。车站出入口的地面亭造型设计也是

环境适应性的重要体现。设计师需深入了解当地的文化

背景、建筑风格和城市规划，使车站出入口的设计与周

边环境融为一体，既美观又实用。通过采用与当地相协

调的设计元素和色彩搭配，车站可以成为城市的一道亮

丽风景线，提升城市的整体形象。车站的功能布局也应

考虑与周边环境的融合。例如，可以与周边的商业设

施、公共设施等相结合，设置便捷的通道和连接点，为

乘客提供更加便捷的出行体验。这种融合设计不仅提升了

车站的实用性，也增强了其与城市的互动性和整体性。

结束语：地铁车站建筑设计是一个综合性强、涉及

面广的工程，需要充分考虑安全性、功能性、舒适性和

美观性等多个方面。通过科学的设计思路和具体的设计

要点分析，结合有效的应对策略，可以克服地铁车站建

筑设计中的诸多挑战，为乘客提供更加安全、便捷、舒

适和美观的出行环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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