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方略学科导航（www.firstlight.cn） 
 

重庆轨道交通地下车站出入口建筑设计初探 

  

摘要：本文从设计角度，探讨如何使重庆轨道交通地下车站出入口建筑，在满足功能要求的前提下，实现与城市整体景

观环境的和谐共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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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出入口是联系车站内外的重要空间节点，是乘客进出车站的流线通道，其建筑体量虽然并不大，但由于一般出现在

大都市较为繁华的地区，因而受都市文化影响较深。出入口的外观形象往往集中反映了城市建设水平和设计师对城市文

化的独特理解，成为塑造城市景观、展示城市形象、体现区域文化特色和促进城市对外文化交流的窗口性建筑。许多国

际大都市对此十分重视，不惜花费重金聘请知名的设计师参与设计。目前，重庆作为西部经济发展的龙头城市，在国际

化大都市发展目标的指引下，正开展着如火如荼的“九线一环”轨道交通建设。因此，以车站出入口为研究对象，探讨如

何运用设计手段，满足交通功能需求、塑造建筑外观形象、体现城市文化特色，对重庆城市轨道交通建设与发展具有重

要意义。 

      重庆轻轨交通线路分为地铁、轻轨和城际铁路三部分，车站则分为地下、地面和高架线路三种形式。由于地面、高

架线路的车站出入口与车站主体作为一个整体进行建筑设计，这里不作深入讨论，本文只对重庆轨道交通地下车站出入

口的建筑设计进行初步探讨。 

1 出入口存在的主要问题 

      轨道交通对于重庆城市环境而言始终还是一个新鲜事物。出入口设计在如何满足功能、安全需求，如何协调融入城

市环境、体现城市特色方面尚存在很多不尽人意的地方。 

1.1 出入口场地空间尺度狭小 

      出入口场地是重要的乘客集散地和应急安全疏散空间，应具备足够的空间尺度，以满足人流高峰时期的乘客集散以

及紧急状态下的人员安全疏散。然而，重庆地下车站出入口常常紧靠城市主干道，出入口处即是马路边缘，场地尺度狭

小且入口处经常人车混行。每到上下班人流高峰期，乘客离开车站出入口不得不立刻面对来往车辆（如图 1），致使出

入口场地往往成为交通事故的多发地段。而且，一旦遭遇紧急状态，出入口场地也难以为庞大人流提供足够的紧急疏散

空间，安全隐患堪忧。 

  

 

1.2 出入口易识别性较差 

      由于山地城市特色，重庆各种功能的地下通道出入口较多，且外部形象千篇一律，仅从外观上根本无法确定其类别，

因此经常让许多不熟悉城市环境的人晕头转向。而地下车站在出入口的标志，有的隐没于醒目的广告牌（如图 1，偌大

的“淘宝街”标志严重弱化了车站的入口识别），有的被置于毫不显眼的位置（如图 2，识别标志被置于入口顶盖下，不

接近则根本无法识别其存在），导致许多外地乘客虽已置身出入口附近却仍不知车站的存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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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 出入口建筑整体形象与城市环境不相协调 

     随着国家西部大开发战略的不断深化，重庆城市经济文化对外交流日渐增强，轨道交通车站出入口也成为塑造城市

景观形象、体现城市地域特色的重要节点建筑。然而重庆已建地下车站出入口普遍形象单一、环境单调，缺乏依据城市

文脉而进行的精心设计。建筑整体形象始终如轨道交通本身一般，像是城市的舶来品，与整体环境不相协调（如图 3）。 

 

2 出入口建筑设计原则 

      车站出入口作为展示城市形象的窗口性交通建筑，兼具功能与景观双重意义。因此，应遵循如下功能与景观设计原

则： 

2.1 功能第一的原则 

      轨道交通是为了满足城市扩张需求，缓解交通压力而产生的一种公共交通方式。因此，能否为乘客提供方便、快捷

的进出通道以及紧急状态下的安全疏散，是设计者必须优先考虑的基本要素。 

2.2 便于识别的原则 

      轨道交通以快速、便捷而著称，这恰恰满足了现代城市的快速化生活节奏需求。如何体现快速、便捷，除了交通方

式本身，出入口的易于识别也是一种重要方式。因为出入口的使用者是乘客，只有醒目、明显的外观形象，才能让所有

乘客迅速意识到其存在并方便进出。 

2.3 和谐融入城市整体景观环境的原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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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城市景观能够塑造城市形象，提升环境品质，体现区域特色，它是城市文化的重要载体之一。车站出入口作为城市

景观不可或缺的构成要素，其设计不可能游离于城市景观之外，更不应与城市景观相矛盾，而应从区域人文环境特色中

汲取灵感，使之和谐融入城市整体景观环境。 

2.4 生产和施工模数化、工业化的原则 

      轻轨建设的目的是为市民提供便利的出行条件，但由于其线路主要沿城市交通干线布置，建设期间势必对地面交通

产生较大的影响和干扰。为了把这种干扰减到最小，一是必须做好施工期间交通疏解方案的合理设计和论证；二是要尽

量缩短施工工期。为此，出入口应尽可能采取模数化设计，实现工厂生产、现场装配，最大限度缩短现场安装工期，以

减少对地面交通的干扰和影响。这也体现了社会化大生产的现代工业原则。 

3 出入口建筑设计手法 

      以国际化大都市为发展目标的重庆，在轨道交通地下车站出入口的建筑设计上，可合理借鉴国内外经济文化发达城

市的成功设计实例，并结合城市地域文化特色，营造多样化的外部景观形象，使其在满足吸引、疏散乘客等交通需求的

前提下，做到醒目、协调、美观。在数量设置上，通常一个车站设 2～4个出入口，且以分散布置为宜；在位置选择上，

应以方便城市居民日常生活，有效缓解城市交通压力为首要原则；在场地设计上，须具备足够的空间尺度以满足人流高

峰期及紧急状态下乘客的安全疏散要求；在交通方式上，要合理考虑残障人群的特殊需要；在外部形象上，可采取独立

设置敞口、独立设置有盖和与其他建筑合建三种基本形式。 

3.1 独立设置敞口出入口 

      此类出入口设计形式最为简单，即地面不设上盖，仅在出入口周边安装安全防护不锈钢围栏和钢化玻璃，高度控制

在 1.5m左右即可。为了防止地面雨水流进车站内，出入口周边须高出地面 100～200mm，并通过数级台阶与地面相连

接。此外，还应利用出入口旁的灯箱，设计具有典型山地城市环境特色的地铁标志，以方便乘客识别，如广州地铁的“Y”

符号，已经作为地铁出入口的专用识别标志而深入人心。由于重庆属多雨地区，需在出入口与车站的连接通道设置集水

坑和排水系统。当车站出入口的提升高度超过 6m时，应设置自动扶梯。自动扶梯露天遇雨水容易锈蚀，尤其是现代城

市工业飞速发展，导致空气中酸性物质增多，雨天酸性物质溶入雨水，对露天扶梯的腐蚀更加严重，进而减少自动扶梯

使用寿命。因此露天扶梯设计上要重点研究其防腐蚀处理。 

      独立敞口出入口形式简单，外部形象对城市整体景观环境影响不大。在艺术设计上，可以利用通道两侧的墙壁，将

沉闷单调的出入口通道变成丰富多彩的艺术长廊，使其成为展现山城地域文化特色的窗口。如瑞典斯德哥尔摩的地铁（如

图 4）装有半个世纪以来的 150多位艺术家的作品。浮雕、塑像和油画应有尽有；古典派、现代派和超现代派不一而足。

被誉为世界上最长的艺术陈列馆，成为该城一道亮丽的艺术风景线，充分展现了斯德哥尔摩浓厚的文化艺术气息。 

 

3.2 独立设置有盖出入口 

      独立设置的有盖出入口，建筑体量较小，屋顶除遮风挡雨外一般无其它承重要求，因而往往可以突破传统束缚，呈

现比较自由的形式。一般位于城市街道或广场重要部位的地铁出入口可多采用这种形式，将其作为城市的“雕塑”、“小品”

或“装置设计”来重点对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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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具体设计而言，在材料选择上，应尽量使用现代材料，并采用模数化设计，由工厂生产，现场分块拼装；在形式

风格上，应以简洁轻巧的现代风格为主，为加强其易识别性，所有此类出入口可采用统一醒目的色彩，并结合专门的重

庆地铁标志；最重要的是，其外部景观形象必须既能凸显地铁作为现代工业产物所特有的精神内涵，又能与重庆特有的

山地城市人文景观协调共生。在这一点上，广州地铁晓港站和深圳地铁出入口 B型竞标方案可以带来有益的借鉴。 

      广州地铁晓港站（图 5）采用工字钢支撑的反“∫”铝材飞顶，围以钢化玻璃侧墙，并采取由工厂预先生产、现场分块

拼装的方式完成施工。其造型简洁轻巧，线条流畅，视觉通透，现代感强。整个出入口，从工业化的生产施工方式到现

代化的外部造型，处处体现着广州城浓郁的现代工业精神。 

      深圳地铁出入口 B型竞标方案（如图 6），出入口的立面设计力求简洁，轻巧，采用弧线造型，轻钢玻璃结构体；

顶面及基座采用灰色复合铝板，由八块折板互为搭接而成；侧面采用点驳式钢化安全防火玻璃、不锈钢柱及不锈钢驳接

爪。其材料与节点充分体现了高科技特性，而整个设计则富有动感，与周边繁华的商业环境融为一体，相得益彰。 

 

3.3 与其他建筑合建的出入口 

      此类出入口依附于周边建筑与其共用一个出入口，不具有独立的外部景观形象，因此可利用在洞口设置重庆地铁专

有标志的方式给乘客以明确指引。合建的形式可以分为两种。一是与既有建筑合建，通过适当改造，把地铁出入口功能

赋予既有建筑。这种合建的前提是要做详细的方案设计和论证，还要变更既有建筑部分面积的使用功能，协调难度较大；

二是与周边建筑统一设计，同步建设。这要求两者在建设工期上同步协调，施工工序紧密配合。合建形式的出入口对城

市整体景观几乎没有影响，但因为大多与人流相对密集的公共建筑共用一个出入口，所以应重点解决紧急状态下的安全

疏散问题。出入口的宽度必须保证在火灾发生时，车站乘客、工作人员以及公共建筑里顾客与销售人员能够在 6分钟内

疏散完毕，且应避免所有出入口都采用合建形式；出入口与城市街道之间应保知识窗持适当距离，以保障车站逃生人群

疏散后的交通安全。 

 

4 结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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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随着重庆“九线一环”轨道交通建设事业的快速推进，对地下车站出入口设计的研究亦将不断深入，设计观念和手法

也随之不断更新。将来，地下车站出入口设计在建筑材料、风格形式上将面临更广阔的选择，真正做到与城市整体景观

环境和谐共生，成为展现山城地域文化特色，促进重庆对外交流的重要艺术窗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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