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苏州地铁南门站与地块结合建设实例

周 维
北京城建设计发展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苏州分公司 江苏 苏州 215000

摘� 要：地铁作为城市公共交通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其建设不仅关乎交通功能的实现，更与周边地块的开发、

城市空间的优化等方面密切相关。地铁建设周期长，受地质条件、管线迁改、征地拆迁、周边环境等许多因素制约，

与周边地块的开发往往存在时间差。苏州地铁南门站作为古城区的重要交通枢纽之一，其与周边既有及新建建筑的结

合建设，为类似工程提供宝贵的实践经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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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言：地铁交通能改变区位条件，对商圈的形成与

发展产生影响[1]。南门商圈作为苏州古城区打造的重要

商圈，地区内历史文化资源丰富，北部有沧浪亭，西部

有盘门三景，南部有苏古城绿带，在漫长的历史发展进

程中形成了传统的商业购物活动与旅游休闲活动相结合

的模式，与同在古城区的观前商圈和石路商圈相似。然

而南门商圈虽历史悠久，但发展相对滞后，人气不足，

早在轨道交通规划之初，就有设计建议在人民路下的地

铁内建地下商业街，并借此将周边的旅游和历史文化资

源整合到步行体系中[2]。随着地铁4号线和5号线南门站的
相继开通运营，南门商圈迎来了前所未有的发展机遇。

地铁的开通不仅带来了大量的日常客流，使南门商圈的

人气大幅提升，而且通过地铁与周边建筑地下商业的连

通，形成巨大的地下商业街，消费者可以在地铁站点与

周边商业之间无缝衔接，享受更加便捷、舒适的购物体

验，进一步开拓了商圈的辐射范围和影响力。

1 工程概况 *

南门站地处繁华的南门商圈核心地带，位于新市

路、竹辉路与人民路的交叉口，为苏州轨道交通4号线与
5号线换乘站，是一座T型节点换乘车站。4号线沿人民
路南北向建设，5号线沿新市路、竹辉路东西向建设。
4号线车站建设时，车站周边已建成文庙古玩、工人文
化宫、瑞富广场、三友商厦及泰华商城等标志性商业建

筑。人民路西侧有一大片待开发的空地，是苏州实验小

学拆迁地块，规划为一个全新的商业综合体，即金地广

场。5号线车站建设时，金地广场开始动工，与车站同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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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设，这座高24米，地上4层，地下4层的庞然大物，不
仅是苏州古城区内规模空前的商业综合体，更是南门商

圈的新名片。5号线运营后，新市路北侧的原市政院大楼
拆迁地块上又建成了地铁的配套楼。至此，南门站地铁

及周边建筑已基本全部完工。

苏州地铁南门站从2012年4号线正式开工，到2021年
5号线正式运营，加上报批、验收等流程上的时间，前后
历时十余年，在此期间，周边地块有拆除、改建，也有新

建。城市轨道交通站点与城市综合体从点一线一面这三个

层面上以不同的形式进行对接，将交通、功能、环境形象

三大因素综合到一个整体的空间中去考虑[3]。通过不同的

结合方式，目前车站已与金地广场、地铁配套楼、泰华商

城地下室连通，出入口可方便的到达宏基大厦、文庙古

玩、工人文化宫、瑞富广场、三友商厦等周边商业办公

楼，详见图1。为综合利用地上和地下空间，改善道路两
侧沿街面，南门站出入口、风亭、无障碍电梯及冷却塔等

附属设施，均被精心设计与金地广场及地铁配套楼这两处

新建建筑结合。地铁与周边建筑结合建设既确保了地铁站

的顺畅运营，提升了乘客的出行体验，又极大地丰富了周

边建筑的功能性与便捷性，促进了周边商业的发展，为南

门商圈带来了前所未有的活力与魅力。

2 结合建设方案

南门站总共有6个出入口、3个风亭组与周边地块的
建筑结合建设，另外还设有2个对接口，其中4号线车站
的1个出入口及1个风亭组是改造后接入地块建筑的，详
见图2。本工程代建及改造的工程量巨大，实施的难度
很高，不仅要考虑实施方案的合理性，更要注重其安全

性，改造工程不能影响4号线的正常运营，代建工程不能
影响5号线开通运营的时间节点，设计方案、施工方案以
及具体实施过程等都需要遵循《苏州市轨道交通条例》

中轨道交通保护的相关规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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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1 总平面图

图2 结合建设平面图

2.1  与泰华商场对接口
4号线建设时，泰华商城早已建成。泰华商城因为早

期设计规划、后期扩建等原因分为东西两楼，中间隔了

人民路这条主干道，两楼联系不紧密。地铁车站与泰华

商场地下室对应位置为地铁地下商业，与泰华商城东西

两楼都设置对接口，可直达泰华商城两楼的负一层，对

接口通道内设置楼梯及扶梯解决高差问题。对接口完成

后，不仅泰华商城东西两楼的地下室得以连通，而且地

铁地下商业与泰华商城连成一片。

2.2  与金地广场结合建设部分
4号线南门站先于金地广场建设，1号出入口及1号风

亭组位于金地广场地块内，作为地铁正常运营的必要附

属设施，在工期不匹配的情况下，为满足地铁车站消防

疏散和运营管理的要求，需按照临时建筑建成并投入使

用，后期改造后接入金地广场并拆除地面部分。5号线
南门站与金地广场同期建设，位于新市路南侧的6号、7
号、8号出入口及5号、6号风亭组均位于金地广场地块
内，在设计阶段已考虑结合建设的方案，地铁车站的土

建工程仅建设至设计分界处，预留对接条件，剩余部分

由金地广场代建。5号线南门站除6号出入口外，其余附
属均为地铁运营必要的设施，应在车站运营前建设完

成。结合建设部分示意详见图3。
4号线南门站原1号出入口为公共区出入口，设置于

人民路与新市路交叉路口西南侧，主要引导新市路西向

客流及人民路南向客流，是1个无盖出入口，通道宽度
为6米，设置有2部扶梯和1部楼梯。原1号出入口深入地
块较多，对金地广场方案影响很大，且与5号线南门站8
号出入口距离近，功能上有所重复。经各方协商，将原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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号出入口人防门藏门段以外部分拆除后与金地广场负二

层商业空间连通，在分界处设置2道防火卷帘及2道管理
卷帘分隔，金地广场内新建1号出入口的1部楼梯及1部无
障碍电梯，在一层通往室外。原先4号线南门站因为周边
条件限制的原因，车站公共区仅有1号出入口及3号出入
口建设完成，为确保原1号出入口拆除期间车站的正常运
营，在对原1号出入口改造前，需将5号线车站的8号出入
口先行完工，暂时作为4号线车站的出入口使用。原1号
风亭组设置于人民路西侧，是1个高风亭组，设有1个新

风井、1个排风井、2个活塞风井及2个设备区疏散口，另
设有冷却塔1组，放置于顶部。与金地广场结合建设后，
1号风亭组的新风井与排风井通过一层的百叶窗侧出，2
个活塞风井通过屋顶的百叶窗侧出，2个设备区疏散口在
一层直通室外，冷却塔放置于屋顶。1号风亭组作为车站
运营的必要附属设施，无法采用先拆除后重建的方案，

需先完成金地广场内的代建部分，与原1号风亭组地下部
分连通，在确保4号线车站能正常运营后，方可拆除原1
号风亭组的地面部分。

图3 金地广场代建部分示意

5号线南门站6号出入口为车站物业开发出入口，通
道宽度为6米，设有一组剪刀楼梯；7号出入口为公共区
出入口，通道宽度为6米，设有2部自动扶梯及1部楼梯；
8号出入口为公共区出入口，通道宽度为6米，设有2部
自动扶梯及1部楼梯。6号出入口与金地广场负一层商业
连通，7号出入口及8号出入口与金地广场负二层商业连
通，分界处均设置2道防火卷帘及2道管理卷帘分隔。5号
风亭组设有1个新风井、1个排风井、1个车站物业开发排
风井、2个活塞风井及2个设备区疏散口，均从金地广场
负二层接入，为满足各风井的间距要求，新风井和1个活
塞风井在一层通过百叶窗侧出，1个活塞风井在二层通过
百叶窗侧出，排风井和车站物业开发排风井在屋顶通过

百叶窗侧出，2个设备区疏散口通过1组剪刀楼梯在一层
通向室外。6号风亭组设有1个新风井、1个排风井、1个
设备区疏散口及1个冷却塔，风道均从金地广场负二层接
入并在屋顶通过百叶窗侧出，疏散口在负三层接入并在

一层通向室外，冷却塔放置于屋顶。

2.3  与地铁配套楼结合建设部分
5号线建设期间，新市路北侧的原市政院大楼地块同

意纳入搬迁范围，地块内新建地铁配套楼，楼内设置出

入口解决车站西北象限出入口缺失问题。地铁配套楼地

下2层、地上2层，地下功能为地铁运营用房，工作人员
可从地下室直达车站站厅层，地上功能为商业。楼内设

有4号出入口及5号出入口，均直接对外，4号出入口为公
共区出入口，设有1部无障碍电梯，5号出入口为地铁物
业开发出入口，设有1部扶梯、1部楼梯及1部货梯。地铁
配套楼建设完成后，不仅车站服务水平提高，而且车站

地下商业、配套楼商业与金地广场商业得以连通。

结束语

城市高速发展，人口密集，交通压力巨大，土地资

源稀缺。地铁建设时往往需要采用与周边地块的建筑结

合建设的方案，受地铁与地块建筑建设先后顺序、结合

建设部分的工程量大小以及结合建设部分是否为地铁运

营的必要设施等因素影响，需根据实际情况采取不同的

设计，以实现连通周边地块建筑，方便大家出行购物，

营造出良好的商业氛围，进而推动商圈发展的目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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