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铁路站房对于一个城市不仅仅是一座公共建筑，它

是市民脑海中共同的记忆，是一个城市给乘客的第一印

象。在乘客、市民的心中，火车站代表了这个城市的氛

围与底蕴。“.... 昔日喧嚣的火车站，会有多少人从这里进

进出出，而又会有多少 .... 人在这里留下驻足的脚印。当

他们迈过这个 ... 门坎时，可否能想到自己生死未卜的命

运，和掂量出安知祸福的征程。火车从这里驶出或停息，

而他们的人生道路或许就在这里发生转折”。[1]

1　中国铁路站房发展历史

随着时代的发展，铁路运输网络的完善，中国铁路

站房亦经历了代代变革，这里将铁路站房功能与形式概

括为四个发展阶段。

1.1 建国前

世界上第一台火车被命名为“旅行者号蒸汽火车”

是被誉为“铁路机车之父”的英国人斯蒂芬森发明的，

于 1825 年正式通车运行，铁路发展至今已经有近 170 年

的历史。世界上最早的火车站是 1928 年建成的位于应该

曼彻斯特的利物浦火车站。早期火车站的产生伴随着铁

路运输的发展，站房以轨道上雨棚的形式出现。早期站

房的形式及功能非常简单，是覆盖在铁路轨道上方的大

站棚，为旅客及货物提供遮阳避雨空间。因为早期站房

没有明确室内外分隔，旅客与火车处于同一空间，因此

无法提供安全舒适的候车环境。中国的第一个站棚火车

站是唐胥铁路天津站。始建于清光绪十二年（1886 年），

1888 年 8 月 28 日开通，的是天津步入近代工商业城市

的重要标志。由于建在天津县河东旺道庄，称“旺道庄

站”（又称“天津东站”、“老龙头火车站”等）。随着天

津近代工商业发展，老站很快便不能满足需要，于是将

车站向西南移址 500 米左右复建，新站房于 1892 年建成

使用。1900 年新站房被八国联军烧毁，《辛丑条约》签订

后，又在烧毁的车站旧址上重修。[2]

1.2 建国初期

建国初期，随着中国经济发展，铁路网体系完善，

客流快速增长，铁路站房的发展顺应时代的发展趋势。

北京站作为新中国成立初期的十大建筑之一，最能代表

这一时期的铁路站房成就。

北京站修建共用时八个月，于 1959 年 1 月 20 日开工

修建，于 9 月 10 日竣工，9 月 15 日开通运营，为新中国

成立 10 周年献礼。北京站总建筑面积 8 万平方米，站前

广场面积 4 万平方米，是新中国成立初期最繁忙的火车

站。站房采用中轴对称式布局，中央大厅为 35 米 ×35 米

的双曲扁壳屋顶结构，使阳光洒入候车空间，满足采光

要求。关于中央大厅对称的两侧钟楼高耸，方便市民从

广场的各个角落仰望时间。候车大厅的四部自动扶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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候车室的自动电话，花格、柱头上的中国传统纹样，都

体现着具有中国文化特色的建筑设计的创新，体现着建

国初期中国铁路站房设计的最高水平。北京站作为建国

初期铁路站房的代表，既有为新中国成立十周年献礼的

历史使命，又承载着重要的铁路运输职能。

图片一　北京站

1.3  21 世纪

进入 21 世纪，中国铁路网络日益完善，铁路运输

迅猛发展，高铁出行成为重要的交通方式之一，铁路站

房迎来了更新换代的新时代。铁路站房的定位从“城市

门口形象”向“便捷换乘”转换，站房功能从“单一高

铁站房”向“换乘枢纽”转换，站房的管理从“安全稳

定”向“以人为本、高效舒适”转变。

“高效换乘，无缝衔接”是新一代站房设计的核心思

路。在站房布局中，充分综合考虑不同交通方式的换乘

接驳，把地铁、轻轨、长途大巴、公交、出租车、网约

车、私家车的接送客流线及停车场站与城市设计、站房

设计综合设计，从旅客角度出发实现无风雨短距离换乘。

武汉站是这一时期的代表铁路站房之一。

武汉站于 2009 年 12 月开通运营，总建筑面积 33.2 万

平方米，设有 11 座站台，20 条轨道。武汉站西侧 15 条到

发线为京广高铁，东侧 5 条到发线为普速城际车场。武

汉站是集地铁、长途大巴、公交、出租车、网约车、私

家车多种交通方式于一体的综合交通枢纽。武汉站东广

场定位为综合交通枢纽广场，设置小汽车停车场、长途

汽车场、公交车场站，靠近城市快速路，便于衔接城市

交通。高架匝道衔接高架候车厅与城市道路，小汽车、

出租车通过高架匝道送客进站，实现快进快出的送落客

方式。西广场定位为人行广场，设计以景观绿化、硬质

铺底为主，方便城市步行进站人群，为步行进站提供舒

适宜人的站前环境。武汉站地下设置地铁 4、10 号线换

乘厅，实现地铁与铁路无缝衔接，无风雨换乘。

站房空间组织形式由“线侧式”向“立体叠合”模

式发展。在传统的站房布局模式下，站房与站场位于

同一标高，方便候车厅乘客水平方向进站。武汉站打

破传统站房布局模式，把候车厅、站台、换乘大厅、地

铁换乘厅及站台自上而下立体布局，满足多种交通方式

进站。乘地铁的人群从地下站厅乘坐扶梯进入高架候车

层；小汽车、出租车及网约车乘客在高架落客平台平层

进站；步行人群、公交车、大巴车乘客从东西广场进

站。“立体叠合”的空间组织模式，高效便捷的流线组

织，使武汉站成为一座集多种交通方式于一体的综合交

通枢纽。

图片二　武汉站

1.4 车站与城市

我国近期的火车站，都有着宏大的建筑体量、地方

文化元素鲜明的内外空间形象。铁路站房在满足其交通

功能的同时，也是地方的门户和地标，对展现当地文化

风貌和城市精神具有重要意义。另一方面由于国内早期

车站因对大人流集散的需求，以及缺乏成熟公共交通配

套、以小汽车为优先疏散导向，强调“快进快出”的交

通组织，使得国内多数站房需要超大尺度的集散缓冲广

场或绿地以及巨大体量的建筑设计模式，宏大且缺乏人

性化的站房建设尺度多与周边建筑格格不入。大尺度建

设下的站前广场和车站的确强化了站房作为交通枢纽的

集散作用，但弱化了站房与城市交融关系，缺乏街区尺

度和人本公共交往空间，站城关系松散 [3]。21 世纪我国

进入高速铁路发展以来，站房和城市的关系一直在不断

的探索中，而实际发展来看，车站通车数十年，多数车

站依旧和城市保持强距离感，线路两侧城市发展常常泾

渭分明。比如盐城站，一边是繁华的城市，一边是人烟

稀少的农田，加之政府、国铁各自严格的管理界限，很

难将铁路两侧城市缝合 [4]。随着车站体量的增大，功能

的复杂，交通方式的多样化，站房与城市的关系成为现

代站房设计的重要话题。为解决轨道对城市的割裂，与

周边城市设计的融合发展，“站城融合”成为新时代站房

设计的核心要素。

2　“站城融合”模式概况

站房设计融入城市，通过站房步行地下通廊，高架

步行连廊等功能织补城市，解决轨道对城市两侧交通的

割裂。车站功能融入商务办公、酒店、商业、文化等配

套功能，打造功能复合、充满活力、开放共享、智慧创

新的新型车站。苏州北站概念设计从建筑设计角度探讨

站房、城市、景观融合策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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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站城融合”策略

3.1 站景融合

苏州地处中国华东地区、江苏省东南部、长三角中

部，自然景观资源丰富。苏州北站位于高铁新城南片区，

周边有盛泽湖、阳澄湖、植物园等众多生态斑块。站房

北侧环秀湖公园与南片区中心绿地形成南北向绿化轴线，

与沿铁路线的东西向绿化轴交汇，形成“十字”形绿轴。

将位于十字交汇处的高铁站房，打造成绿色景观节点，

使车站融入自然肌理成为苏州北站设计的一个核心思路。

苏州古典园林是苏州文化的代表元素，这种建筑形

态的形成，是人类依恋自然、追求与自然和谐相处、美

化和完善自身居住环境的创新，是解决不断增长的人口

密度与有限生存环境矛盾冲突的结果。苏州北站借鉴苏

州传统民居与绿色庭院和谐统一的布局模式，结合腰部

落客匝道，形成高架落客平台，打造落客迎宾园林。乘

坐私家车、网约车、出租车的乘客由腰部落客平台落客

后步入迎客庭院，沿檐下回廊进入高架候车厅候车。庭

院空间在节假日可以作为临时进站广场，疏解瞬时客流。

苏州北站设计借鉴国内外成熟的交通导向原则，由

传统的汽车交通方式为主导向绿色公共交通、步行为主

导转变。从日本和欧洲等经验成熟的站城关系来看，城

市发展更强调绿色步行和公共交通系统，并不提倡车道

对城市的分割和主宰，强调人性化街区开发，构建城市

绿色步行网络 [5]。苏州北站结合两侧腰部高架落客平台，

在两侧设置绿色慢行城市通廊，连接北侧环秀路和南侧

光谷，为市民打造绿色休闲慢行城市空间。

3.2 站城融合

苏州北站枢纽依托铁路和轨道交通客流优势构建

TOD 城市综合体，沿湖开发体量成“U”形引入枢纽

内。基地除站房主体建筑之外，其余地块建筑功能以商

务办公为主，融入酒店与公寓、商业、文化以及其它公

共配套功能，打造功能复合、充满活力、开放共享、智

慧创新的苏州北站高铁新城核心。综合考虑用地功能布

局、沿铁路城市轮廓线、城市视廊等，推演出五个建筑

高度分区。高层建筑集中在站北，两栋地标建筑高度

为 110m；商务办公塔楼为 80-100m；商办综合体为 50-

80m；文化建筑及部分铁路办公建筑以 30-50m 为主；商

业建筑群及道夹缝地块配套服务建筑基本低于 30m。规

划区空间开发强度分为三个等级。站房北部设置两处地

标建筑，为最高开发强度（容积率 5.3-6.2）的发展用

地；南北两侧商务办公、文化、酒店公寓多元复合板块，

以中高开发强度（容积率 3.5-5.0）为主；站西南侧商业

板块，以低开发强度（容积率 2.0）为主。站房北侧的两

栋地标建筑形成天际线上的两个高峰，高铁北侧发展轴

沿线部分办公建筑形成视觉次高点，和稍矮的裙房、站

房，一起构成错落有致、中间低两侧高的城市天际线。

3.3 多维叠合

苏州北站立体叠合地铁、私家车、网约车、出租车、

公交车、长途大巴车等多种进站方式，实现多种交通方

式立体便捷换乘。站房主体建筑面积约 20 万平米，采用

线上线下双厅候车的模式。线上主厅主要承接高架落客

及广场步行进站客流，线下辅厅主要承接地铁客流。

站房地下一层为地铁换乘层，安检互信，联络地

铁 2 号线，-13m 为城市开发层，中央布置预留商业空

间，两侧布置公交、长途、社会车场。城市开发层把地

面空间还给城市，实现站房南北两侧城市空间流线贯通，

弥补轨道线路对城市的割裂，实现城市织补。线下夹

层 -8m 为国铁出站层。出站层同时作为枢纽的主要接客

层，由出站通廊、以及出租、网约车场组成。站房地上 2

层，分别为站台层 0m，以及 10 米高架候车层和腰部落客

匝道。

图片三　苏州北站

4　结束语

铁路站房的发展随时代的发展而更迭，现代站房设

计从人性化空间、便捷换乘、土地集约、业态融入、环

境肌理、绿色出行、环保设计等多重角度出发，以更柔

和的姿态与城市空间相融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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