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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国是陆地大国, 铁路运输在交通运输体系中占据着

举足轻重的重要地位。随着经济的发展,社会活动的繁荣,人

员和物资运输、流动的需求越来越高,铁路客运基础设施建

设事业随之获得蓬勃发展。中小型铁路站房,遍布全国铁路

网,建筑规模与大型枢纽客站相比,具有建筑规模小、建设标

准低、公众关注度低的特点,然而作为铁路交通的重要节点,

却对铁路运输的影响起到举足轻重的作用。随着近年铁路

建设的快速发展,中小型客站的建设速度激增,中小型铁路

客站项目需求量大, 是各地铁路交通基础设施建设的重要

内容。铁路客站是铁路交通运输体系的有机组成部分,做好

中小型铁路客站设计、建设,对于促进我国铁路运输事业健

康发展, 保障经济发展和人民群众生活顺畅开展有着积极

的促进作用。

1当前中小型铁路客站特点分析

铁路客站的建设设计特点,与所在时期的经济、社会特

点密切相关。由于中小型客站自身的功能特性,就绝大部分

决定了当前中小型铁路客站的特点。目前我国中小型铁路

客站主要有以下几方面特点：

1.1客站建筑规模小

相对于结构复杂、功能丰富的省级、副省级大型、特大

型客站项目,中小型客站主要为地、县地区提供铁路客运中

转、集散服务,功能更加简单、相邻客站间间隔里程有限,客

流量相对较少。按照我国铁路管理部门关于铁路客站建设

规模的有关规定, 县级铁路客站建设规模最小为 3千平方

米,最大不得超过 5千平方米。地级铁路客站建设规模最小

为 6千平方米,最大不得超过 8千平方米。相对于这些铁路

客站目前的实际客运量, 上述建筑规模的规定额度具有的

裕度不大,设计人员创新难度较大。

1.2建设项目多而繁杂

我国陆地国土面积广阔,相关数据显示,我国铁路营业

里程从 2010年的 9.1万公里增长到 2015 年的 12万公里,

增长 30%以上。目前,我国经济发展迅猛,经济规模不断增

加,建设里程逐年上涨,铁路运输规模持续上升,由此给铁路

基础设施建设创造了巨大空间。“十二五”时期,全国计划建

设新客站近 600座,其中绝大部分为中小型客站,做好中小

型客站设计、建设工作,是铁路建设事业的主要任务。

1.3铁路客站属地性模糊

对城际铁路或区域性干线铁路, 省会城市节点之间的

铁路客站大多属于中小型客站。中小型铁路客站数量多,分

布间隔不大,受所在地域的社会、文化影响而体现出来的特

点呈现出渐变特性,彼此间地区属性差异有限。

1.4交通流线简单

从实际情况看,地级和县级地区社会、经济发展尚未成

熟,铁路客运规模不是很大,运输车辆品种单一,同时,中小型

铁路客站建筑结构简单, 与配套设施以及车站外部对接方

式清楚简洁,进出车站人群流动路线单一、不复杂。

2中小型铁路客站建筑设计要点

2.1将铁路客站融入到当地发展规划中

一般来说,铁路客站位于城市的一个节点,这与地方规

划的基本出发点一致, 对促进城市建设和带动服务产业的

发展至关重要。但在实际的建设和发展中,客站建设与地方

规划步伐往往不一致,相关设施不配套,这已成为制约铁路

客站建设的一个重要方面。为了促进城市的发展和客站建

设的带动效应,客站站位大多规划在远离市区的地方,而这

些区域往往是地方规划的“空白”部分,即地方规划滞后于

铁路客站建设。另外,不少地方还要等客站建设方案确定之

后,再来制定和完善地方规划。

铁路客站建设不仅仅是站房设计, 还涉及到与城市道

路的衔接,与周边其他交通方式的换乘,以及旅客集散功能

分区的划分等问题。也就是说城市区域的功能划分及城市

道路引入客站的条件是客站方案设计的前提, 有了地方规

划方案,才能系统考虑客站建设与周边道路、市政、景观、建

筑风格的衔接与协调, 但客站方案设计时对地方规划方案

并非全部“照单全收”。另一方面,地方制定规划时铁路客站

在规划图上往往是一个概念, 对各流线组织和功能分区缺

乏深入的分析,因为客观原因的存在和条件限制,也无法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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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中小型铁路客站是铁路交通运输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随着我国铁路建设事业的蓬勃发展,铁路客运专线、城际

铁路的建设发展,大型铁路客站方案设计已基本完成,一部分已建成投入使用。近年客站建设大多属于中小型客站,中小型铁

路客站有其自身特性,在设计、建设时需要切实、充分考虑到这些特性,针对性地开展设计工作,因此其结构和造型成为业界

关注的热点和重点。文章围绕我国铁路中小型客站建筑设计有关问题进行探讨,分析了当前铁路中小型客站所具有的特性、

特点,着重阐述了中小型铁路客站建筑设计要点和需要注意的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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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各流线组织和功能分区的深入分析。只能在铁路客站方

案设计时进行分析和统筹考虑, 反过来对地方规划的某区

域加以适当修正,使之与客站方案设计能协调一致。

2.2做好车站广场、站房、站场的设计协调

车站广场、站房和站场客运设施三个单元构成了铁路

客站的主体。铁路客站是铁路网络和城市人员物资交流的

联系节点,车站广场则是车站和城市的桥梁纽带,在这里,城

市公共交通系统和铁路车站实现对接。站房主要用于为旅

客提供办理乘车业务、候车、进出站等服务。站场客运设施

则主要指包括站台、站台雨棚、天桥、地道等。

车站广场、站房、站场三者联系紧密,彼此间有着直接

影响。设计铁路客站,必须充分考虑三者间的联系与影响,在

系统研究车站交通流线、站位的场地高程差异等因素基础

上,科学设置车站广场、站房、站场三者平面和立体构成,要

拿出多个方案进行对比,全面评估后选择最优方案。对于中

小型客站来说,线侧平站型和线侧下站型是其常用站型。采

用高架桥站位,通过充分使用桥下空间,能够最大限度降低

对土地资源的占用,适应当前土地资源紧张的客观实际。正

下站型对于站房空间高度允许的情况也较为适用, 但容易

出现站房场坪与车站站台间高度差异较大的情况, 采用线

侧下站型更加有利于经济效益和交通流线组织目标的实

现。

2.3协调好站房与雨棚间的关系

现代社会,铁路交通运输节奏更加快捷。传统的车站候

车室候车模式逐渐被车站站台候车模式所取代。如此以来,

车站站台与站台雨棚的作用就越加显著。二者提供的服务

更加丰富,要求也更高。无站台柱雨棚和站棚一体化设计是

当前车站站台候车模式设计的主流方向, 在候车环境和美

观方面具有很大的优势。

2.4协调好站房与周边自然环境的关系

车站建于城市中, 必然要注意与周边环境的联系和影

响。建设车站要占用土地,因此车站设计首先要注意提高土

地的使用效率,以实际情况为基础,因地制宜进行设计,选用

适宜的建筑形式,在保障车站使用功能的基础上,充分利用

当地已有自然景观,实现美观和成本上的双赢。

2.5建筑形态与建筑结构的关系

建筑结构是产生建筑形态和空间的唯一条件, 也是形

成建筑艺术形象的重要因素之一。所以,中小型客站设计在

注重建筑形态的同时,更应注重建筑结构的经济合理性。不

要只追求建筑形态的新、奇、特,而无视建筑结构的理性逻

辑和工程造价。

2.6注意车站建筑立意与当地社会文化间的联系

车站作为人工建筑的一个分支, 设计时必然离不开当

地社会文化因素的影响。设计人员要尊重这个原则,顺应当

地社会文化潮流,体现当地人文风采。

2.7注重建筑设计创新和经济成本间的协调

中小型铁路客站由于各方面因素, 一直没有受到足够

的重视,特别是在建筑设计创新方面,长期停留在传统的单

一设计阶段。针对这种情况,我国铁路管理部门先后采取措

施,推动中小型客站设计创新工作,取得了较好的成果。铁路

客站创新,要注意设计方案的优化,真正做到思想创新、意识

创新、理念创新,不能单纯以提高经济成本为前提开展设计

创新。

3结束语

在铁路发展的历史中, 铁路旅客车站是同人们的出行

最密切相关的重要组成部分。当前我国的铁路建设正如火

如荼的展开,铁路的绝对速度飞速发展,引起了铁路旅客车

站的功能与空间形态都产生了重要的变革。根据十二五规

划,我国将新建 900多座铁路旅客车站,其中 90%以上都是

中小型客站, 这对于一个城市的交通环境和改善人们的出

行条件带来了重大的改变。在设计中小型铁路客站时,要牢

固树立以人为本的设计理念,坚持实事求是。地方政府要从

客观实际出发,做好客站设计指导、规划工作,切忌忽视客观

因素,人为主观主导设计工作。设计人员要充分发挥主观能

动性,在已有基础上,创造性开展工作,改善用户体验,为乘车

旅客提供舒适、安全、便捷的换乘和集散服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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