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泉城新枢纽，鹊华新客站

杜昱霖 赵 畅

中国铁路设计集团有限公司 天津市 300308

摘 要：济南东客站项目是济南铁路枢纽“三主一辅”主要客运站之一，也是济南市基于TOD背景下打造东部

城市片区的核心起步工程，具有较为重要的带动和引领意义。项目在设计之初，就坚持了“站城融合”的设计理念和

方向，通过城市总体规划、城市空间设计、建筑布局、流线统筹、功能定位等多个层面，将这一目标进行了贯彻和执

行，是一次较为成功的尝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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济南东客站城市片区

济南东客站项目位于济南市东部新城片区，依托于

济南市总体规划“一城两区”的要求，城市东部片区致

力于打造基于TOD背景下，以铁路客站及城市轨道交通

建设为引领的，具有现代规划设计理念及地方城市特色

的典范城区，在提升济南市总体服务水平、优化城市整

体空间结构体系的同时，带动东部城区的发展建设，促

进济南市建设目标的实现。这其中，以济南东客站为核

心的枢纽城区规划设计，是新城建设的原点和开端。

济南东客站概况*

济南东客站是济南铁路枢纽“三主一辅”主要客运

站之一，共设13台27线，站场规模为山东省最大。综合

交通枢纽工程以高铁功能为核心，集合了城市配套道路

系统、城市轨道交通、长途客运站、公交/BRT车站、出

租车蓄发区、社会停车库、配套附属用房、南北站前广

场以及外围长途蓄车及公交保养基地等功能。

通讯作者：杜昱霖，1987年1月，汉族，男，天津

市，中国铁路设计集团有限公司建筑院土建二所，副所

长，高级工程师，大学本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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济南东客站在无缝衔接的“大交通”格局下，按照

客运站场集成化、设施布局人本化、接驳公交高端化、

信息建设一体化、枢纽城市门户化的原则，实现几种客

运方式规划协调、建设同步、标识完善、公交快捷、功

能齐全、零换乘的理念，进而推动东部新城核心区“绿

色出行、公交优先”等先进城市建设理念的实现，降低

居民对小汽车出行的依赖程度，从而促进济南城市可持

续发展。

设计目标

如何将“站城融合”的规划与建筑设计理念充分融

入济南东站建筑设计方案中是设计起始阶段重点考虑的

问题，这需要从多个维度共同推进和探索。首先是城

市规划的角度，城市设计、外部交通组织、站城空间结

构是最初需要构想、稳固和明确的，做到宏观的“畅通

融合”。其次，枢纽建筑空间的布局、流线、功能在满

足枢纽本质交通功能的前提下，重点做好与周边城市功

能、空间的融合。

城市的发展是综合交通枢纽存在和发展的依托，城

市的发展必将推动综合交通枢纽规划的进一步建设和完

善。同时，城市综合交通枢纽是城市建设和发展的基础

条件，是城市综合交通系统的有机组成部分。“站”与

“城”二者相辅相成的关系，已经越来越受到重视。

济南东客站在设计之初便将“站城融合”的理念贯

彻在了城市规划与建筑设计的前期方案中。在枢纽站城

关系最为密切的南侧站房站前空间，创新性的提出了

将南侧进站高架桥内置于站房与铁路车场之间的创新构

想，最大限度地巩固了站房、市政配套建筑与城市之间

的联系。同时，将站房与周边城市区域有机联系在一

起，市政南广场的意义不仅作为疏散功能，同时也承载

着城市市民广场的作用。通过对站房、市政配套及城市

广场的系统性设计，将三者进行有机融合，通过国铁站

房、市政建筑体、站台雨棚、站前广场之间建筑造型的

呼应共同构建了以交通功能为基础的城市交通综合体。

遵循规划理念



城市建筑与发展·

239

济南东站综合交通枢纽所在的片区城市规划，遵循

由美国建筑师彼得·卡尔索普 提出的以公

共交通为导向的开发模式

简称TOD模式 [1]，有效指导了城市空间的合理布局和土

地开发利用。片区采用步行优先的邻里社区，优先发展

自行车网络，创建密集的街道网络，建设多功能混合的

邻里社区，支持高质量的公共交通，开发强度与公交运

力相匹配，提倡紧凑型发展与短距离通勤理念。

济南东站片区规划中核心区城市设计遵循“五小尺

度”理念，着力塑造紧凑集约又充满地方特色的开放街

区和活力中心。将济南老商埠区传统城市性格与小尺度

密集划街区设计有机契合，突显“在新区中打造老城”

规划思路。根据枢纽周边交通组织分析，北侧紧邻城市

快速通道，是未来枢纽对外交通主要路径，因此将北侧

广场定义为功能性交通广场；南侧面向主城区，为枢纽

区域规划格局的重要节点，因此将南侧广场定义为城市

景观广场，为实现城市空间的大融合提供了条件。

城市设计的过程中，在规划理念的整体控制下，结

合城市片区“交通枢纽”及“城市次中心”的总体定

位，开展了以济南东客站为核心的产业定位规划、城市

风貌规划、综合交通规划、城市景观规划、空间建筑规

划、结合济南特色的水系规划等一系列专项设计内容，

这些内容都是充分结合了济南东站的建筑、规划方案进

而展开的。

优化枢纽结构

在济南东站前期方案规划和研究过程中，摒弃了传

统铁路客站落客高架桥前置于站房正立面的布置形式，

而将南侧进站高架桥内置于站房与铁路车场之间，最大

限度地巩固了站房、市政配套建筑与城市之间的联系，

打破了传统意义上国铁站房与市政配套之间的分界，通

过这种“融合”能给提供更好的城市立面，将枢纽与周

边城市区域有机联系在一起，市政南广场的作用不仅作

为疏散功能，同时也承载着城市市民广场的作用。

同时通过对枢纽核心区交通组织调整，将南侧站前

道路等级降低，将原道路范围地面做法调整为城市广场

的地面铺装形式，预留未来公交车通行的能力，为城市

空间的拓展与融合提供了可能。其次，利用济南东站枢

纽核心区采用的放射式轴线广场布置形式，将建筑与广

场绿地通过城市街道视线的尺度，营造城市天际线，将

景观轴线与人行轴线结合。

打造城市客厅

对以济南东站站房为主体的综合交通枢纽建筑造型

进行一体化设计，通过清晰精炼的建筑语言将国铁站

房、站台雨棚及市政广场进行统筹设计。南入口广场与

北入口广场通过站房连成一个连续的城市空间，站房主

体建筑造型选取双曲抛物面围合而成渐变异形空间，结

构选型采用大跨度拱形钢结构桁架体系。建筑设计上针

对这一特殊空间进行了屋面选型、室内空间、幕墙体

系、照明、声学等一系列关键技术研究，从而实现整体

造型空间的整体最优效果为旅客提供优质的候车空间环

境提升车站服务品质。

新建济南东站作为一座引领济南东部枢纽新城的标

志建筑，通过建筑、规划等手段强化站房、广场、周边地

块的有机融合，赋予济南东客站新型枢纽车站先进的架构

理念，实现车站与城市共赢的依存关系，站房主体、商业

裙房与景观广场相互作用，营造出围合式的景观广场，为

整个枢纽创造了一处供旅客与市民共同使用的城市花园客

厅，环抱的建筑姿态有利于城市空间的延伸，展现济南开

放包容的城市风采与朴实热情人文底蕴。

枢纽片区的规划设计强调集中的开发密度、公交导

向式开发、标志性的开放空间体系、绿色街道网格、适

合步行的小街区、邻里公园和配套设施等概念，这充分

体现新城市主义原则，很好地践行了“新城市主义”低

碳城市与可持续发展的理念，以枢纽为中心，塑造了具

有复合城市功能的具有传统济南城市风貌尺度特色的站

前核心区，突出了密集的街道网络、高质量的公共交通

服务、功能混合的邻里社区，实现了土地与交通的协调

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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统筹功能布局

济南东站站房综合交通枢纽配置南、北广场市政配

套工程，总体设计规模245519m2。北广场为交通性广

场，主要配置长途客运站、公交车站及地下社会停车

场。南广场为城市景观广场，兼顾交通换乘及商业开

发。地面层另有西侧地面BRT车场，东侧公交车场，地下

一层包括中央换乘大厅、东西两侧社会停车库、公交及

BRT换乘通道与商业开发空间，地下二层为社会车停车

库、轨道交通R3线站台层、轨道交通M1线设备层，地下

三层为轨道交通M1线站台层。

济南东站南北两侧广场的差异化功能布局，是在充

分结合了城市的整体布局基础上，策略性展开的。车站

外围交通组织方面，北侧结合城市高、快速路系统，是

以快进快出为目的的远程达到客流为主，结合其客流特

点，布置了长途车场功能。南侧面向城市核心区，以轨

道交通及周边到达客流为主，这为站城融合带来了大量

的源动力和城市界面，在这一侧充分利用交通客流及城

市客流，布置复合化功能的城市综合体，带来活力。

中央站房

济南东站站房枢纽核心区以铁路车场为核心形成内

外环形路网，济南东站站场规模为13座站台27条线，车

站最高聚集人数为5500人，远期高峰小时发送量为5523

人。站房工程总规模10.8万平米。

车站采用上进下出的进出站模式。南、北站房前面

设进站高架桥，进站的出租车与社会车辆直接可以把旅

客送到站台层。为保证站房与城市广场的连贯性，将南

侧进站高架桥放置在侧式站房与基本站台之间。

地下一层本层主要由中央站房地下出站通道（兼做

城市过境通廊）、出租车道及上客平台（济青工程代建

范围）组成。为地下主通道层，柱跨24m，连通广场南

北。车站通廊兼做城市过境通廊。出站厅两侧设置办

公、设备用房、卫生间等辅助房间。地下出站通道北接

北广场地下综合换乘中心：可换乘社会车及长途车；南

接南广场地下换乘大厅：可换乘地铁M1、R3线，公交，

BRT，社会车。站台层（0.0m层）本层主要由南北进站

厅、售票厅及辅助办公用房组成。高架层（9.0m层）

为铁路旅客的高架候车进站层。济南东站站房南北全长

408.60m（轴线距离），南北山墙面宽约180m，高架站房

部分最窄处约宽100m。候车大厅由中间候车大厅、两侧

卫生间等辅助房间、贵宾厅、旅客服务用房（含商业开

发）组成。南北端扶梯至高架层后设安检设施。

南广场枢纽配套

济南东客站枢纽南广场是站城融合概念的主要表达

空间，该区域以国铁南站房为中心，对称布局。地下空

间部分，结合国铁出站，地下一层中央位置为公共换乘

大厅，是南广场枢纽换乘的核心空间，通过这一换乘大

厅，可以实现各类交通功能的换乘。为了更好的发挥客

流活力，在大厅空间四周换乘客流的流线上布置商业开

发功能，形成功能复合化开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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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面部分，在最贴临站房的地面层位置布置公共交

通系统：西侧为快速公交BRT首末站车场，东侧为公交首

末站车场，充分结合高质量的公共交通优先原则。BRT车

场与公交车场面向城市的南侧为商业区，呈环抱式。中

间为站前集散广场及景观广场，形成标志性的开放空间

体系。充分体现“公交导向开发”的新城市主义原则，

通过紧凑型发展、短距离通勤创建适合步行的小街区人

文环境。

商业区以地下一层中央换乘大厅为中心，形成东西

两翼，两翼对称设置，曲线形对广场形成环抱式。商业

区的布局主要遵行“卡尔索普”的城市设计理念，将

城市规划总轴线引入枢纽整体规划中，形成整体设计。

通过主设计流线将客流从地上或地下引入枢纽。地下一

层中央换乘大厅为两层通高设计，大厅南端中轴线上设

置采光天窗。两翼配套商业部地下一层与中央换乘大厅

直接相通，两翼又分别分为南北两部分，北侧部分地上

三层，南侧部分地上二层，两部分间在二层通过天桥连

接，在地下一层设置采光天井，天井中布置楼扶梯，作

为与室外地面联系之用，两翼商业屋顶设计屋顶花园，

形成交通功能为核心，结合流线配套的城市综合开发功

能区。

提升换乘效率

济南东站综合交通枢纽从换乘流线角度分析，主要

存在枢纽外部的市政道路与枢纽内部之间的联系，其次

是枢纽内部各交通功能之间的流线流线；而流线的分类

从使用性质上大概可分为车行流线和人行流线两大类。

车行流线

西侧车流为BRT、出租车和社会车。BRT车由地面从

BRT车场西南角入口驶入BRT车场，在车场绕行后由位于

入口北侧的BRT车出口从地面层驶离；出租车由BRT车

场西北角出租车入口处经坡道向下进入地下一层出租车

通道驶往出租车上客区，接乘客后从北广场驶离；小型

（微型）社会车辆由西南角社会车入口处经坡道向下进

入，可选择在地下一层停车，也可由车库内部坡道下至

地下二层停车；地下二层车辆可从西南角地下过街管涵

出口驶出，也可由车库内部车道上至地下一层，从西北

角车库出口驶离。轻型社会车辆由西南角路对面的轻型

社会车入口经坡道向下进至地下过街管涵，直接进入地

下二层车库，驶离时也由地下二层西南角地下过街管涵

出口驶出。

东侧车流为公交车、出租车和社会车。公交车由地

面从公交车场东南角入口驶入公交车场，在车场绕行后

由位于入口北侧的公交车出口从地面层驶离；出租车

从北广场经地下出租车通道在上客平台处载客后，由位

于公交车场东北角的出租车出口处经坡道向上进入城市

道路；小型（微型）社会车辆由东南角社会车入口处经

坡道向下进入，可选择在地下一层停车，也可由车库内

部坡道下至地下二层停车；地下二层车辆可从东南角地

下过街管涵出口驶出，也可由车库内部车道上至地下一

层，从东北角车库出口驶离。轻型社会车辆由东南角路

对面的轻型社会车入口经坡道向下进至地下过街管涵，

直接进入地下二层车库，驶离时也由地下二层东南角地

下过街管涵出口驶出。

高架送客车流由枢纽西南角城市道路上的高架上桥

口上桥，沿进站高架从西往东经高架落客平台送客后，

从枢纽东南角城市道路上的下桥口处驶入城市道路。

人行流线

济南东站综合交通枢纽人行流线是以国铁站房为中

心，出站旅客换乘其他市政配套交通流线为主要需求流

线，国铁出站旅客换乘其他交通功能主要流线形式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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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换乘BRT车的客流从国铁出站通廊进入换乘大

厅，从西侧通过BRT换乘通道的楼扶梯到达地面BRT车站

台。（2）换乘公交车的客流从国铁出站通廊进入换乘大

厅，从东侧通过公交车换乘通道的楼扶梯到达地面公交车

站台。（3）换乘地铁的客流从国铁出站通廊进入换乘大

厅，购票后进入地铁付费区，向下到达各自的地铁站台，

换乘地铁。（4）换乘出租车的客流在国铁出站通廊内直接

进入两侧的联系通廊进入出租车旅客上客平台。（5）换乘

社会车辆的客流从国铁出站通廊进入换乘大厅，从东西两

侧的通道进入社会车停车场，换乘社会车。

综合交通枢纽是个复杂庞大的系统性工程，是城市

综合交通系统重要组成部分，其集多功能于一体，在解

决多种交通方式有效衔接换乘的同时腰围旅客提供多种

服务。结合国家《交通强国建设纲要》[2]及四部委联合发

布的《关于推进高铁站周边区域合理开发建设的指导意

见》[3]等政策性要求，构筑以铁路客站为中心，有机衔

接枢纽内外交通，高效推进干线铁路、城际铁路、市域

铁路、城市轨道“四网融合”，实现与城市市政交通快

捷换乘的综合交通枢纽，势在必行。进入新时代，国铁

集团提出了“畅通融合、绿色温馨、经济艺术、智能便

捷”的客站建设新理念[4]，铁路客站更为关注与周边相邻

城市片区的“畅通”和“融合”。

在交通一体化的大背景下，其具有节约城市用地、

整合地块和枢纽功能等多项优势，推动城市化进程，以

一体化的设计理念指导综合交通枢纽的设计必将成为

趋势。其中，济南东站综合交通枢纽充分以“融合”理

念为设计指导，核心区内以立体交通组织方式，实现枢

纽交通系统高度集成化，将出租车、社会车、公交车、

BRT、轨道交通多种公共交通组织有效的结合在一起，使

得市政配套的多种交通功能与国铁交通流线之间的多种

换乘方式实现“零换乘”，这种高效的便捷换乘方式高

效服务于广大出行旅客，无论是整体造型，亦或是功能

布局都将这种“融合”式的一体化设计贯穿始终。

其次，综合交通枢纽集多种交通方式于一体，不同

的交通方式场站属于不同的建设单位，由于不同的管理

方式和建设规划时序，使枢纽建设中出现多家建设单位

协调沟通难给工程建设带来很多问题，有些枢纽工程在

铁路建成投入使用后，市政配套设施却由于其规划建设

晚于站房还在施工中，严重影响铁路站房的正常运营和

使用。新型城市综合交通体的建设时至今日对于整个枢

纽的建设管理也提出了更高的要求，在建筑空间的设计

上已提供快速换乘，高效集约特点的同时，日益凸显的

“二次安检”问题还需要管理层面的妥善解决，以达到

真正意义上的“互融互通”。济南东站综合交通枢纽的

各个组成部分在铁路部门和济南市政府各级主管部门通

力协作下，以一体化的核心为枢纽建设的理论指导，整

个枢纽同步规划、同步设计、同步施工，最终能够同步

投入使用，保证济南东站的正常运行，为旅客提供较为

完善的出行环境。

一体化设计的核心是同步和协调，同步强调过程，

协调则是一体化的最终目的，使体系内各个要素高度有

序的整合，最终达到彼此的协调匹配，实现综合交通资

源的优化配置。济南东站综合交通枢纽的设计在各级建

设行政主管部门、建设单位、设计单位、管理单位和施

工单位等各方积极配合协调下，从枢纽的宏观规划到微

观设计始终坚持“一体化”的理念作为指导，使各种交

通方式在各自的优势范围内发挥特长，互相补充，互相

促进，共同发展，改善乘客换乘环境，均衡客流布局，

提高公共交通吸引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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