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交通枢纽类室内空间设计
——以肇庆市火车站综合体建设PPP项目为例

李蔓蔓
上海市建工设计研究总院有限公司 上海 200000

摘� 要：作为城市交通系统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轨道交通枢纽站已然成为了城市交通网络中的一个关键点，它

是旅客换乘和集散的一个重要地方，目前正逐步发展成为一个城市的门户。与此同时，它在推动城镇化进程、促进城

市空间发展、产业布局、土地的合理开发与利用等方面发挥着导向与选择的功能。在城市轨道交通中，换乘空间的组

织和设计是一个非常重要的环节。在城市轨道交通模式多元化发展的背景下，城市轨道交通枢纽站点已由单一的功能

性换乘空间演化为以多种功能性换乘空间为主体、多种功能性空间共存的高密度聚集体。而换乘空间正是实现了多种

交通模式与设施的有机融合，将多种城市功能空间有机地融合在一起，共同发挥其各自的功能优势，从而构成了现代

城市轨道交通枢纽站点“站-城”空间融合的发展趋势。有效布局的换乘空间，既可以满足旅客的出行需要，又可以
最大限度地优化交通资源的配置，而且还可以有效地提高枢纽车站及其周围地区的城市功能效益，特别是经济效益。

本文以肇庆市火车站的综合体建设为研究对象，从交通枢纽的空间流线，装饰设计的创新思路出发，探索在现代的交

通枢纽空间如何创造出具有自身特色的多元空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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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设计背景

本项目位于肇庆市位于广东省中部偏西地区，作为珠

三角链接大西南的重要枢纽门户城市。随着广福肇城际铁

路的建成，肇庆区域交通地位迅速提升；迫切需要一个火

车站综合体的建设。建设项目包括公交总站、口岸联检、

长途汽车站、交通枢纽综合楼、站前广场、下穿隧道。

2 项目概况

本工程为民用公共建筑，地上裙房3层，局部7层，
地下2层，功能为口岸联检大楼、长途汽车站、公交停车
场和以及为进出火车站服务的出租车停车场、社会停车

场、非机动车停车场、进出站道路及桥梁等，总建筑面

积138853平方米(其中地上建筑面积76093平方米，地下建
筑面积62760平方米)；
3 我国换乘空间的现状分析

在做此项目之前，我们进行的周边城市的相应交通

综合体的实地调研，发现大部分色交通综合体缺乏个性

化，造成“千站一面”导致各个地方的交通枢纽难以区

分。换乘空间及枢纽站周边城市功能空间发展呈平面化

态势，立体化程度低。

虽然我们的国家在近年来的城市轨道交通建设发展

中取得了飞速的进步，但是，轨道交通枢纽站的设计实

践在国内仍然是一项探索性的任务。因此，我们这次的

设计重点就是如何打造一个具有肇庆本地特色的交通综

合体。我们将努力将当地的环境优势和高铁文化融入到

整个项目中，从而营造出一个既具有国际化又充满现代

感的复合型城市交通公共枢纽。

目前我国城市城市轨道交通枢纽站换乘空间存在的

问题有：

对于已有的交通枢纽站，由于在设计阶段未充分考

虑交通需求，导致换乘空间的安排存在混乱，影响了乘

客换乘的效率。在高峰期，这种问题甚至可能引发严

重的交通阻塞。例如，轨道交通和公交的换乘站点通常

设置在人行道上，这样的布局仅适合交通流量较小的地

区，因为它只是一个基本且简单的站点设计。

为解决已建枢纽站中出现的换乘效率低和交通拥堵

的问题，新建枢纽站的设计采取了扩大换乘空间规模的方

法，如上海虹桥站的案例。这种布局创造了一个相对宽敞

的大空间，以便应对较大的人流换乘需求。然而，这样的

设计可能会使得空间的使用效率下降。尽管这种方案能够

应对大规模的人流，但它的效率并不高，特别是在人流量

较小的时段，空间的利用率可能会显得尤为低下。因此，

在设计新建枢纽站时，我们需要找到一个平衡点，既要考

虑到换乘的效率和流量，又要提高空间的利用率。

虽然交通功能的组织有朝向竖直方向发展的趋势，

但现有的开发程度仍局限在较为浅层次的范围内。换乘空

间的开发主要沿着平面方向进行，尚未充分利用地上或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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下空间。现有的换乘空间层次较少，主要集中在地面层或

地下一层，对地下空间的开发力度显然不足。因此，我们

需要探索和考虑更深入到地上空间或地下空间的发展可能

性，以充分利用并优化换乘空间的使用效率和组织逻辑。

对于交通聚合的枢纽站而言，空间使用率确实有所

提升，然而，换乘区域的层次安排并不明确。这意味

着，虽然我们成功地集中了交通功能并提高了空间利用

率，但同时，我们也需要确保换乘空间的层次性更为明

确和清晰，以提升乘客的导航和换乘体验。

过去，枢纽站的设计常常导致换乘厅的空间流线变

得混乱无序，这种混乱的布局导致人流混合并最终引发

交通拥堵。此外，由于空间标识不明确，乘客可能会在

缺乏明确指引的区域停留，这进一步降低了换乘效率。

为优化我国轨道交通枢纽站的换乘空间，在其规划

阶段就应充分考虑并采用一体化设计方法，以提高换乘效

率，实现轨道交通线路的无缝换乘。同时，我们也应秉持

一体化理念，对于已建成的枢纽站进行改造，以最大限度

地发挥城市轨道交通的运输能力，缓解城市交通堵塞。

4 一体化设计理念

“一体化”是将相互独立的实体结合成一个实体的

过程。交通枢纽换乘空间"一体化"是以一定层次结构分
布的多个交通要素或系统，在特定环境下形成的一个集

合体。其主要包含一是交通的集成，即将不同的交通要

素整合在一起；二是空间的整合，即将空间布局进行优

化。因此，在设计交通枢纽换乘空间时，我们需要从这

两个方面进行深入考虑。

4.1  交通集成
交通集成是将多种交通线路整合在一起，充分利用

以便更好地组织乘客的换乘行为，并最大程度地满足人

们的交通需求。

在保持原有建筑功能和投资的基础上，肇庆火车站

通过优化布局，综合体合理设计了公交总站、长途汽车

站、口岸联检以及出租车停车区域等功能。本项目建成

后将集国铁车站、城际轨道、长途客运、城市公交、口

岸联检、社会停车场、出租车等多种客运方式于一体的

现代化交通枢纽综合体，具有交通特色的城市新地标。

4.2  空间整合
空间整合涉及对所有交通换乘空间进行统一规划、

组织和设计，旨在整体优化轨道交通枢纽站。

肇庆火车站综合体公交车站坐落在车站发车区首

层，来往客运站的旅客可以在此轻松换成公交车。想要

搭乘城轨和出租车的乘客，只需按照站台内明显标识移

步目标站台便能换乘。同时，考虑到乘客携带行李的情

况，综合体内遍布扶手电梯和观光电梯，以方便乘客在

综合体内换乘。

4.3  “一体化”的核心是同步和协调。
“一体化”设计的目标是协调，它着重于确保系统内

的各个元素以高度有序的方式整合，以实现交通枢纽站

换乘空间的高效换乘。同时，“一体化”也强调同步，

即在整个过程中需要保持步调一致。一体化设计将各个

轨道站视为一个整体进行设计，能够实现各个元素的协

调匹配，提升交通枢纽站换乘空间的效率。

5 轨道交通枢纽站换乘空间设计策略

5.1  打造具有特色的交通枢纽
从当地的文化出发，挖掘其城市历史及文化特色。

肇庆作为岭南山水名城，拥有广袤丰富的自然景观资源，

全市野生动物有210多种，其中鸟类150种、两栖类11种、
爬行类20种、兽类32种和亚种。并因此获得国家级风景名
胜区、首批中国优秀旅游城市、国家园林城市、全国十大

文明风景旅游区示范点等相关荣誉，尤以星湖景区、封开

千层峰为代表的山水景观最为著名。肇庆市火车站背山面

水，建筑外形酷似大鹏展翅的形象。从室内设计出发，结

合建筑及景观的设计理念对火车轨道的平行转折交错的形

象提取出室内的设计语言，实现建筑与室内的视觉统一。

提出“展翅山水中，翱翔天地间”的室内设计理念。

在该空间中，以展翅翱翔为主要设计灵感，将建筑

天际线进解构、重构融入到该空间中去，形成丰富的视

觉层次和空间记忆点。

5.2  运用好导视系统
导视系统是公共交通系统中至关重要环节，在提高

整个空间的使用效率，提升空间品质上起着重要的作

用，在进行空间布局规划的同时，综合统筹考虑设计标

识引导系统。

首先，我们需要通过分析项目的区域位置、功能以

及人流动向，来为不同的主体功能区域设定合理的进站

标识规划。通过确保标识引导信息的连贯性、清晰性和

准确性，我们能实现区域标识引导的一体化。这种一体

化的标识引导会使旅客的出行更加高效和便捷。

室内设计除了通过空间导向、功能提示、标志标识

等几方面来强调空间的识别性之外，设计中运用折线吊

顶的线条形式、灯带、留缝等处理手法来强化通道空间

的方向感和导向性。为了进一步细化交通枢纽换乘空间

的室内设计，可以在处理室内墙、顶、地等界面时采取

一些措施。其中，可以借鉴标志色的概念，并结合旅客

流程和换乘特点来进行设计。在关键的区域，可以适当

运用强烈醒目的色彩并形成序列，以便于旅客更好地辨



城市建筑与发展·2024� 第5卷�第17期

105

认和记忆不同区域，提供更好的导航和指引体验。

5.3  空间进行多元化及人性化设计
我们的交通枢纽不仅提供便捷的交通服务，还为人

们创造了一个融合多种功能的空间，使人们在其中能够

享受到丰富的文化体验、获取信息和科技服务。通过将

这些元素有机地融合在交通枢纽中，我们为城市居民和

访客创造了一个多样化、综合化的场所。

我们在空间更多的去赋予其除交通外的功能，如利

用一层的长约300米的换乘通道，将其与文化宣传进行
相结合，形成形式多样的文化长廊。提出三步一景，五

步成诗，十步入画，百步不胜在人间的设计理念。将浮

雕，多媒体，实物及与市民互动平面摄影作品相结合，让

人流较大换乘通道同时成为了肇庆对外展示的一个窗口。

5.4  人性化设计
5.4.1  充分考虑多种人群：设置独立的在残疾人卫生

间，母婴室，母子卫生间等等。

5.4.2  在不同功能区域：卫生间内尺寸上考虑到旅客
的行李放置，将卫生间隔间进行适当放大，便于行李的

进出。

5.4.3  空间利用：设计全身镜及置物架便于旅客的衣
帽整理。母子卫生间内设置大小坐便器，可以给携带婴

儿的父母带来极大的方便和安全感。

5.4.4  异味的处理：在卫生间的墙面上设置垂直绿
化，起到很好的一个净化空气的作用，赋予其观赏的能

力的同时使整个空间更加灵动。

6 轨道交通枢纽站换乘空间组织统一性原则

6.1  色调的统一
整个交通综合体以白色调为主基调，与交通综合体

简洁高效的特性匹配，把整个室内空间统一在一个理性

的氛围内。同时浅色调也为了凸出标示系统，标示性的

强化易于旅客辨识和理解，给旅客带来一种轻松愉悦的

旅途感。

6.2  材料的统一
在材料的选择上，我们尽量将材料进行统一，避免

繁多杂乱。室内的主材料以白色铝板饰面为主，采用简

单而明确的材料，有利于空间感受的统一，简洁大方。

而且便于采供及施工。墙面：白色铝板；顶面：白色微

孔铝板；地面：水磨石。

6.3  模数的统一
在材料达到统一的同时，我们将模数根据空间比

例，也将其进行了统一分割。墙顶地的材料划分统一在一

种模数之下，方便材料的定制，简化现场的施工程序。

6.4  强调空间识别性
整个交通综合体识别性，起到至关重要的作用，除

了标示标牌的重点设计之外，强化空间导向也是另一种

视觉指引。室内设计中我们运用到了吊顶的线条，灯

带，留缝等处理方式，强化通道的方案感和导向性，使

空间导向与旅客路线一致，强调空间的可读性。

6.5  个性化空间创造
针对不同的空间功能，室内进行了进一步的强化设

计，将当地文化跟建筑景观理解进行融合。不同的功能

空间具有不同设计意义。

6.5.1  售票大厅
售票大厅位于项目的一层，面对的肇庆七星岩分景

区，我们将七星岩景区的自然景观进行重新取读分析，

提取出了设计语言----山峦流光，肇庆文脉。
6.5.2  候车大厅
候车大厅位于项目的二层，临近火车站，室内设计

从火车轨道出发，结合大鹏展翅的设计理念。使空间拥

有明确的导向性且富有灵动。

等候区的后厅延续了前厅一个线型的设计手法，加

上凿井的天窗形式，配合电动百叶，让前后空间成为一

体，不会让游客有种走错了的错觉感。前后两个空间的设

计也呼应了我们的设计主题展翅山水中，翱翔天地间。

结束语：通过对国外先进轨道交通枢纽站换乘空间

实例的分析研究，本文总结了常见的轨道交通枢纽站换

乘空间的组织模式，并探讨了枢纽站与其他交通方式之

间的空间组织。以下是本文的主要研究结论：

(1)从分类和特征的角度出发，分析了国内外案例中
的换乘方式和换乘空间设计，以展示国外优秀案例的设

计经验并概述我国的发展现状。(2)城市轨道交通综合枢
纽站换乘空间基础性研究：以研究空间本体为出发点，

采用系统观点和方法，从基本内涵、空间组织方式、空

间功能和具体形式等方面分析总结了这类空间的特点。

(3)对于换乘空间一体化，介绍了其高效性、集约化、可
持续性和人性化的设计原则，并提出了确定换乘枢纽站

类型，然后根据交通规模等进行空间组织设计，最后进

行环境设计的设计策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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