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揖摘 要铱铁路交通的发展促进了区域之间的连通性不断加强，越来越多的高铁站出现，缩

短了铁路运输的时间，提高了相应的工作效率。而高铁站的出现对于城市发展来说是一种

大型的公共建筑的建立，与城市空间的互动关系非常显著。论文针对铁路车站综合体与城

市空间的整合进行研究，旨在为后期的交通运输枢纽建设提供参考建议。

揖Abstract铱The development of railway traffic promotes the connectivity between regions to

strengthen, more and more high-speed railway stations appear, shorten the time of railway

transportation, improve the corresponding work efficiency. For urban development, the emergence

of high-speed railway station is the establishment of a large public building, which has a significant

interactionwith urban space. This paper studies the integration of railwaystation complex and urban

space, aimingat providing reference for the later transportationhub construc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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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言

在铁路车站建设的过程中，将其打造成为一个城市综合

体，与城市空间发生相互作用已经成为非常重要的城市设计

手法。其中，铁路车站综合体的作用和功能相对于传统的交通

运输枢纽来说，已经不再是单一的出入货量和客流量吞吐，不

仅是城市的地标性建筑，也是一道亮丽的风景线。

2 铁路车站建筑发展阶段中的综合体功

能特征分析
第 1 个特征是单纯的铁路运输基本生产单位，所拥有的

功能就是货运和客运[1]。在二十世纪四五十年代，北京站是一

个十分具有时代特征的铁路车站建筑代表。到了 20 世纪 80

年代，中国在实行改革开放后，社会需求发生了明显变化，在

铁路车站建筑建设过程中表现出比较浓重的市场经济色彩，

出现了一些餐馆、商铺，为的是满足当时人们出行的基本生活

需求。

第 2 个特征是多模式转换与换乘的交通功能综合。以 21
世纪初期北京南站为代表，大型铁路车站的出现是在综合交

通的发展过程中衍生的，地铁、公交、飞机、步行等方式的出现

对铁路车站建筑的综合性提出了较高的要求。因此，铁路车站

建筑在设计过程中更多的是倾向于综合体的模式演变，需要

将铁路交通与城市交通资源进行融合，以解决城市交通问题，

实现一体化的综合交通设计，从平面到立体都能够更好地进

行人流疏导，实现彼此之间的高效率衔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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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3 个特征是多元化交通空间的城市功能整合。高速铁

路的建设在一定程度上使得城市之间的连通性不断加强，相

应的运输连续性和便捷性也在大幅度提升，公交、地铁、大巴、

步行等换乘体系变得越来越方便。这些显著的变化集合在铁

路车站综合体的建设过程中就是多种城市功能的复合和整

合。因此，当下的铁路车站综合体建设不仅需要考虑交通运输

的外部路线和内部空间设置，还需要建立铁路车站综合体与

周边区域之间的关系，将服务功能、生活功能等融合起来，在

城市空间的整合层面上实现彼此的共赢。常见的就是在铁路

车站综合体内设置购物中心，将商业、商务、服务等功能结合

起来，促进铁路车站综合体及其周边的活力提升，为城市资源

的整合利用提供新颖的途径。

3 铁路车站综合体与城市空间的互动

首先，铁路车站综合体与城市空间的互动关系之一就是

整合，英国学者曾说过：“铁路用地形成的一些城市肌理的裂

口，被轨道上的发展填补了。”这句话足以表明铁路车站综合

体与城市空间融会贯通的作用，彼此的综合性得到了极大的

提升。其次，两者之间的互动关系是拓展，铁路车站综合体与

城市空间的关系从一开始的对抗，发展至今已经成为统一。

彼此之间的结合使得城市交通运输行业的工作效率得到明

显提升，相应的人民生活和工作舒适度也被提高。铁路车站

综合体与城市空间结合起来使得运输功能丰富为生活娱乐

功能一体化的综合功能，城市公共空间的精神面貌也焕然一

新。最后，铁路车站综合体还可以优化城市景观空间，它较大

的体量发挥统领周边区域的重要作用，所具备的识别性和唯

一性也很强。在进行铁路车站综合体设计的时候，还需要体

现出城市特色，并且与周边环境进行融合，是优化城市景观

的重心核建筑。

4 铁路车站综合体与城市空间的整合途径

4.1 完善铁路车站综合体与城市交通的链接

一般来说，传统的铁路车站建筑都会被繁忙的交通孤立，

与周边的城市生活区和工作区没有基本的联系，这就导致了

严重的“城市割裂”。而目前，铁路车站综合体的设计，充分利

用了枢纽自身的平面和立体交通模式灵活转换，借助“分层分

流”的模式形成了彼此统一却又相互独立的空间组织形式。同

时，将其与城市其他类型的交通方式结合在一起，大力改善了

该地区整体的交通环境。

4.2 加强铁路车站综合体与城市空间的过渡

加强铁路车站综合体与城市空间的过渡是打破建筑封

闭性的重要措施，这一建筑空间的设计手法被称为“灰空

间”。第一，是必备的入口处理。入口在建筑设计上属于空间

的分界点，但实际上又是一种连接点，它能够控制不同空间

类型的功能转化，实现人员的疏导。一般来说，在铁路车站综

合体的入口空间处都是采取凹口的形式，然后，在外部悬挑

处张拉膜结构的雨篷，避免极端恶劣天气带来的影响。另外，

车站屋顶的悬挑很多时候会被当做半室外活动空间，满足了

人员的娱乐和休息功能。第二，铁路车站综合体在进行底部

作业的时候会采取收进的方法，运用柱廊、敞廊等“灰空间”

来实现彼此之间的空间融合度提升，激发城市的活力。第三，

还有一种底部作业形式是底层架空。底层架空设计更多的是

为了实现和地铁之间的换乘，将城市空间的穿越性体现出

来，增强其公共性。

4.3 促进铁路车站综合体与城市空间的互融

目前，铁路车站综合体与城市空间的融合变得越来越

紧密，建筑内部空间与城市公共活动空间之前的界限逐渐

模糊，在进行铁路车站综合体设计的时候，也要以开放性和

公共性为主要思路进行，将相应的城市属性和建筑内部空

间属性融合在一起承担城市公共化的功能。其中，常见的一

种形式就是挑空中庭的设计，在一般的铁路车站综合体中

都会借助这样的空间设计将复杂的功能进行分层处理。以

中国广州南站为例，一层、二层之间是通过电梯或者步梯联

系的，但是，二层建筑之间并不存在隔绝性的楼板，一层用

来候车、检票进站，二层用来休息、吸烟、餐饮、娱乐等，而对

于公共卫生间和开水间这种必要的公共服务设施则是两层

都具备。这样的挑空中庭设计不仅实现了两层空间的相互

融合，也保障了运输功能和服务功能的独立性，还解决了铁

路车站综合体内部的采光和通风问题。有很多的建筑设计

师还会在挑空中庭内部做很多的创意设施，缓解候车人群

的疲劳。

5 结语

铁路车站综合体作为城市中功能开放的交通运输和服

务枢纽，现阶段已经不仅仅是单纯的交通运输功能，还具有

全方位的城市生活和服务功能。论文通过对铁路车站综合体

与城市空间的整合研究发现，两者之间的共同融合促进了城

市空间环境的健康发展，相应的现实意义和理论价值都极具

积极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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