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城市轨道交通高架车站的建筑设计探讨

王明君

福州轨道交通设计院有限公司　福建　福州　350004

【摘　要】本文通过阐述城市轨道交通高架车站建筑设计的意义，并结合实际工程案例对其进行具体分析与探讨，以期对

今后类似工程有较好的借鉴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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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城市轨道交通设计中，地铁车站按照车站埋深可分

为三大类，由下到上依次为地下车站、地面车站和高架车站。

其中，高架车站是指站台设置于高架结构上并与高架桥联通

的车站形式。其特点是整个车站建筑架于空中，与一般的地

面民用建筑一样，能直观地看到车站建筑的体量和外观造

型。

从整个城市的角度来看，高架车站作为看得见的地铁

车站，在一定方面体现出了城市的经济发展水平，展现出了

城市各区域的交流、城市发展的活力。一个有特色的高架车

站一定程度上代表着城市的名片。这个“名片效应”很大程

度上通过高架车站的建筑设计来体现的。本文以福州至长乐

机场轨道交通工程的一个高架车站——首占站为例，分别从

其总平面、平面、剖面和立面设计等，对高架车站的建筑设

计进行探讨。

1 工程概况

首占站为福州至长乐机场轨道交通工程的一个高架车

站，车站位于长乐市站前大道北侧，营滨路东侧。车站以北

与福平铁路长乐火车站贴临建设，目前福平铁路该段已完成

桥体施工，站房已完成设计工作，尚未施工，该地块周边地

块拟建设规划为城市绿地、市政交通用地、商业及住宅用地。

根据线型确认本站为高架双岛四线车站，两条外侧线为避让

线，与远期规划 A5 线（低运量线路）预留通道换乘，车站

与福平铁路同样沿东西向敷设，为地上 2 层车站，总建筑面

积 8343 ㎡。（如图 1 所示）

图 1  站址环境图

2 总平面设计

首占高架车站总平面设计功能分区明确、布置紧凑，

便于管理，并具有良好的通风、照明、卫生、防灾等设施，

为乘客提供安全、舒适的乘车环境。首占站总长 140 米，标

准段宽 44.5 米。车站中心线处轨面标高 19.000。车站以北

与长乐火车站紧临建设，车站南广场西南侧为长途客运站，

东南侧为公交首末站，车站周边设置消防车环形通道。车站

共设置 4 个：A 号出入口正对车站南广场的中间，为车站主

要进出口； B 号出入口位于车站西广场的中间，主要为福

平铁路长乐站换乘首占站的客流服务；C 号出入口位于车站

与铁路站之间走廊的西侧，服务于长乐站至首占进站客流；

D 号出入口位于车站南广场的中间，服务于首占换乘到长乐

站客流。（如图 2 所示）

图 2  总平面图

3 单体设计

3.1 平面设计

3.1.1 站厅层平面

站厅层平面设计以满足使用功能，平面紧凑为原则。

车站一层为站厅层，一层西侧与中部设置站厅的付费区与非

付费区；车站东部设置设备区。车站公共区内共设 8 部扶梯，

4 部楼梯及 2 部电梯。乘客可以从站前南广场、西广场及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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火车站共用的通道进入站厅后，经过买票、检票进站后进入

付费区，以最便捷的路线通过自动扶梯及楼梯道站台层候

车。（如图 3 所示）

图 3 站厅层平面图

3.1.2 站台层平面

车站二层为站台层，共设置两个端部均为 10.9 米、站

中心处宽度为 12.6 米的鱼腹式岛式站台。车站有效站台范

围内布置 8 部扶梯，4 部楼梯及 2 部垂直电梯，平均分布于

两个站台。站台端部设有少量设备用房，两端设有空调候车

室，两端设置疏散平台与两侧区间疏散平台相连。（如图 4

所示）

图 4   站台层平面图

3.2 剖面设计

车站公共区部分站厅层装修面净高为 8 米，夹层设备

区净高不小于 2.8 米，站台层净高不小于 6.5 米。站台层屋

面材料选用轻钢结构，彩钢板弧形顶盖，线路上方通透。（如

图 5 所示）

图 5   横剖面图

3.3 立面设计

车站立面为了与北侧长乐火车站和周边环境相协调，

经过多次方案比选、改进，在满足车站基本功能的前提下，

精简平面布局，合理设计建筑体量，在形态设计上强调水平

向的延伸关系，与车辆的行进相呼应，进一步凸显列车飞驰

的速度感；此外，再加上人性化的细致入微设计，使车站建

筑立面设计更趋完美。在立面表达上，通过点、线、面的组合，

成为具有鲜明时代特征的轮廓线，清晰地表达了高架车站的

时代感，扩大了空间的感染力，大面积的玻璃和金属材质的

运用，赋予了交通建筑明快的节奏感。（如图 6 所示）

图 6  车站效果图

4 结束语

在整个城市的建筑物中，轨道交通高架车站属于比较

典型的建筑物，它是交通建筑与城市建筑文化的演绎与传

承。在对高架车站进行建筑设计的时候，首先应满足车站的

相关功能需求，还要对其艺术性和美观性进行充分的考虑，

使其形成一个风景亮点，从而为整个城市增添一定的色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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