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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经济发展及科技力量的提升为我国基础建设事业带来了极大的进步，一些高效便捷的出行方式如地铁、高铁等等改善了国民出行方

式，有效服务于国民日常生活。我国国土面积广阔，各地文化特色存在一定差异，地铁建设作为现代化城市中的一大主要环节，地域特色

的融入能优化国民使用体验，促进城市形象提升，保障传统地域文化的流传。笔者结合实际工作经验，就如何将地域特色融入进地铁建筑

设计问题提出个人意见及建议，以供相关工作人员参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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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言：地铁作为现代化城市居民主要出行方式之一，其建筑环

境是城市文化的有效体现途径。虽受国内大环境影响我国的地铁建

设起步较晚，但发展至今我国的地铁建设已取得了一定成果，有四

十多个城市已经开通地铁，大型城市中的地铁线路更是数量不少。

地铁作为现代城市文化风向标，在注重基础建设的同时也不能忽视

建筑设计美学，将当地文化特色元素弘扬宣传出来，将地铁的实用

性及美观性同步提升。 

一、地铁建筑的主要特点 
地铁作为现代地下公共交通系统，其地铁建筑和地面建筑相比

具有一定的建筑难度，在初期建设、后期维护中往往需要消耗较多

的时间、空间、财力及人力成本，在国民生活中扮演着促进交通、

生活和消费的重要角色，且地铁作为人们在两地间的中转交通工

具，人群个体对地铁建筑的关注程度并不高，在地铁中呆的时间较

短，地铁旅行已经成为人们生活中的一种固定模式和程序。受此因

素影响，相关设计人员在建筑设计中越发重视建筑简约性和安全

性，忽略了一定程度的建筑美学设计。地铁多数运行于地下封闭空

间中，和各类地上交通相比，在环境上本身存在一定匮乏性，封闭

属性下的地铁建筑又要同时满足城市内各个年龄段、职业的使用需

求，造成了地铁建筑环境的同质性，缺少了一定设计美学。 

二、地域文化融入地铁建筑中的重要意义 
地铁建筑是现代化城市的地标之一，地铁建筑中蕴含的设计元

素在一定程度上展现了该城市的经济水准及地域文化，良好的地铁

建筑设计能为城市居民提升居住体验，提振自豪感，也是外地游客

了解当地文化背景的一大有利途径。我国地域广阔、历史悠远、多

民族共存。在长久的发展历程中各个地域产生了风格不同、独具特

色的独特地域文化，它与不同地域范围内的环境互相融合，最终形

成了我国多样性的传统文化。地域文化是一座城市的底蕴，随着国

家对传统文化的弘扬与推广，各类传统文化已经逐渐融入进了人们

的居住环境中，地铁便是其中之一。将地域文化融入进地铁建筑设

计中已经是世界范围内公认的文化推广手段之一，其中例如法国巴

黎地铁线路、雅典地铁、莫斯科地铁等等，都将富有自身文化风格

的建筑设计融入其中，而我国地铁检建设中例如西安地铁也将自有

的秦汉文化结合进了地铁建筑设计中。地域文化在地铁建筑中的融

入，改善了地铁建筑环境，让地铁建筑设计在拥有一定设计美学的

同时能兼顾起弘扬传统文化的重要使命，将传统地域文化的传播途

径改良创新，让地铁建筑不再只是冰冷机械的交通工具，实现地域

文化的现代化推广[1]。 

三、地域特色下的地铁建筑设计方式方法 
3.1 弘扬当地历史文化 

我国有着上下 5000 年的悠久历史，各地域在历史长河发展中

都催生了互不相同又极具特色的历史文化，这些地域文化是我们的

文化宝藏，是我国文化在面对外来文化冲击时急需保存并弘扬下来

的珍贵产物。历史为一座城市赋予其独特魅力，而在现代化城市生

活中，人们对传统历史文化的关注程度已经大大降低，各类传统历

史文化已经面临了不小的传承危机。地铁建筑作为人们生活中经常

接触的生活环境之一，相关建筑设计师在进行设计工作时，需要将

该地域独具魅力的历史文化元素应用进自身的设计中去，为传统文

化的弘扬及地铁建筑的独特性和多样性创造发展基础。例如在西安

地铁中我们可以看到地铁站内古香古色的汉唐人物石刻壁画，将地

铁站变成了地下大型文化展览馆，让行走在其中的人们能随时随地

感受一场创意文化之旅。 

3.2 展现本地人文环境 

人文环境是当下时代背景下人类活动所演变而生的社会环境，

是一片地域、一座城市的生活态度、人生观念、风俗习惯等元素的

结合，各地文化带来的差异性造成了不同地域下的人文环境差异，

形成一些例如方言、个人饮食习惯上的不同。这些全然不同的人文

环境是现代化城市软实力的构成元素之一，在地铁建筑设计中的应

用更能体现不同地区地铁建筑设计的独特性及地域性[2]。例如四川

作为我国著名省市之一，当地的“辣味”元素便是四川在全国人民

眼中的一大重点标签，四川方言、“辣妹子”、大熊猫等元素都可以

合理的手段融入进四川省内的地铁建筑设计中，将四川本地的人文

特色展现出来，让外地游客在必不可少的交通过程中，感受四川人

文环境的独特魅力。 

3.3 注重人性化设计 

地铁建筑设计在注重地域文化融入的同时，也要兼顾使用者的

使用体验，以人性化的合理设计，将地域文化有针对性、有重点的

展现出来。例如当前地铁建筑内的人流量通常较大，相关设计人员

在将地域特色融入进建筑设计中时不仅要考虑该元素的合理性及

代表性，更要考虑该元素在建筑环境中的融入位置、形式等因素是

否合理，是否符合人们的行为习惯及心理需求，在地域内不同元素

的使用中需要考虑各元素间的融洽性及独特性，保障相关元素的使

用符合设计主题又层次分明，在重点地域特色元素的运用上要以更

多的空间面积展现出来，在各类辅助元素的选择上从色彩、类别等

细节做起，保障建筑设计的美观程度和适用性并存[3]。 

结束语： 

结合以上，我国地铁建设尚处于发展中阶段，随着城市化建设

进程的不断加速及传统文化传承问题的出现，地铁建筑设计会面临

更为重大的机遇及挑战。地铁作为现代化城市中人们的主要出行方

式，建筑设计环境在优化人们使用体验的同时，也是城市进行自我

展示和文化弘扬的有力途径之一，设计人员应当抓住地域特色元素

并以人为本，将现代地铁建筑设计质量有效提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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