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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为了研究济南市地铁站出入口广场空间的使用现状和问题，本文对济南市地铁2号线的62个出入口广场

进行分类调查，并重点研究了地铁站出入口广场空间环境，将2号线的地铁站出入口广场划分为独立式

出入口广场和共用式出入口广场两种类型。通过对2号线出入口广场空间的实地调研，从空间布局、出

入口建筑、基础服务设施、“B + R”非机动车停车场、使用者满意度五个方面对其进行分析。研究发现，

当前人们对于济南市地铁站出入口广场空间的需求还处于重视实用性的初步阶段，应通过更加合理的景

观营造为使用者提供品质良好的城市公共空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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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In order to study the current situation and problems of the use of entrance and exit plaza space in 
Jinan metro station, this paper classifies and investigates the 62 entrance and exit plazas of Jinan 
metro line 2, and focuses on the spatial environment of the entrance and exit plazas of the metro 
station, dividing the entrance and exit plazas of the metro station of line 2 into two types: inde-
pendent entrance and exit plazas, and shared entrance and exit plazas. Through the field research 
on the entrance/exit plaza space of Line 2, we analysed it from five aspects: spatial layout, e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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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rance/exit buildings, basic service facilities, “B + R” non-motorized vehicle parks, and user satis-
faction. It is found that the current demand for entrance and exit plaza space in Jinan metro sta-
tion is still in the preliminary stage of practicality, and a more reasonable landscape should be 
created to provide users with a high-quality urban public spac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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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前言 

随着城市化全球性进程的快速推进，城市规模扩大，城市人口比例增加，城市交通需求剧增，同时

也对城市环境与城市人口流动提出了更高的要求，带来了巨大的压力。进入 21 世纪以来，城市轨道交通

尤其是地铁，日益成为快速城市化建设道路上的重要举措。地铁作为地下空间发展的重要交通工具，为

城市居民的生产生活带来了极大的便利，在优化城市空间结构、缓解城市交通拥堵、保护城市环境等方

面均显示出积极的推动作用[1]。地铁站是地铁系统中重要的节点，承载地铁运输人流集散与换乘的功能，

也是地铁系统与城市空间重要的转换枢纽。因此地铁站出入口广场空间是地铁站周边建成环境中的重要

组成部分，它既是地铁站与城市空间物质交换的场所，又是地铁站公共集散的外部空间，是地铁城市中

一种特殊的城市公共空间类型[2]。济南地铁线路的运营始于 2019 年 4 月 1 日。自 2019 年 4 月首条线路

运营至今，济南已开通运营 1 号线、2 号线、3 号线一期三条线路，共设 43 座车站，总运营里程 84.1 km，

全国排名第 26 位。2 号线是首条贯穿市区的地铁线路，连接了 1 号线和 3 号线，其客运量占济南地铁系

统客运总量的 55%。本文以济南市地铁 2 号线为例，通过实地调研和问卷调查对出入口广场空间的使用

现状和问题进行了综合研究与分析，以期为济南市地铁出入口广场空间的建设提供依据，使其在满足乘

客换乘和交通穿行需求的同时，也能为周边居民提供便捷、舒适的城市公共空间。 

2. 济南地铁 2 号线出入口广场现状调研 

2.1. 济南地铁 2 号线概况 

济南地铁 2 号线(以下简称 2 号线)途径西客站片区、腊山片区、西部新城核心区、老城区、东部新区

及唐冶新城，整体走向大致呈东西向，全长 36.4 km，其中地下线路里程 34.8 km、高架线路里程 1.6 km。

该线路共设 19 座车站，包括 18 座地下站和 1 座高架站，共开放 62 个出入口。同时，2 号线通过换乘车

站王府庄站(可换乘 1 号线)和八涧堡站(可换乘 3 号线)与 1 号线、3 号线相连，形成了济南地铁“一横两

纵”的“H”型网络格局。根据济南市轨道交通规划，未来 2 号线还将增设 5 座换乘车站，包括腊山南

站(可换乘 4 号线)、老屯站(可换乘 6 号线)、历山路站(可换乘 7 号线)、凤凰路站(可换乘 6 号线)、彭家庄

站(可换乘 4 号线)。2 号线跨度广，站点多，环境比较复杂，该线路的 19 座车站的 62 个出入口广场空间

为本文的重点研究对象。 

2.2. 济南地铁 2 号线出入口广场的分类 

结合地铁站出入口广场的性质和周边环境特点，可将地铁站出入口广场分为独立式出入口广场和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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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式出入口广场[3] 2 种类型(表 1)。 
 

Table 1. Classification of entrance square of Jinan Metro Line 2 
表 1. 济南市地铁 2 号线出入口广场分类 

独立式出入口广场 共用式出入口广场 

鲍山站 A 口、B 口/凤凰路站 A 口、B 口、G 口/姜家庄站 C 口、D 口/八涧

堡站 A 口、B 口、C 口、D 口、E 口、F 口/祝甸站 B 口、G 口/历山路站 F
口、G 口、H 口、K 口/北园站 A1 口、C 口、D 口/济泺路站 B 口、F 口/
济南站北站 B 口、D 口/益康路站 A 口、B 口/八里桥站 B 口/二环西路站 C
口、D 口/腊山站 A 口、B 口/腊山南站 B 口、C 口、D 口/王府庄站 A 口、

D 口、E 口、F 口/彭家庄站 A 口、B 口、C 口、D 口 

七里堡站 A 口、B 口/历山路站 A 口、

B 口/生产路站 A1 口、A2 口、C 口、

D 口/济泺路站 A 口、C 口/济南站北

站 C 口、E 口/八里桥站 A 口、F 口/
老屯站 A 口、B 口/二环西路站 A 口、

B 口 

 
(1) 独立式出入口广场 
独立式出入口广场不仅指其出入口建筑独立设置，不依附于其他公共建筑，而且其出入口广场也是

独立为地铁站服务，不与其他建筑广场共享。2 号线中的此类广场有 44 个，此类出入口广场有以下特点：

① 与地铁建设所拆除的原有建筑场地或市政绿地结合，设计成口袋公园，交通组织和流线设计通常简洁

明了，以满足交通穿行的功能需求，同时也为周边居民提供了游览和休憩的场所；② 绿地占比较高，植

物景观层次丰富，植物种类以乡土树种为主，如国槐、白蜡、大叶黄杨等，同时搭配观花植物如紫薇、

海棠等和色叶植物如鸡爪槭、红叶石楠等增加植物景观的观赏性；③ 临近居住区，公交与地铁连接性较

强，同时配置非机动车停车场，实现绿色交通无缝换乘。④ 建筑设计与植物配置景观效果较好，与周边

环境融合度高，基础设施相对完善。例如如益康路地铁站(如图 1 所示)，站点位于天桥区堤口路与益康路

交叉口，设置 A、B 两个出入口，站点 500 m 范围内有 6 个居住区。A 出入口广场面积约 3800 m2，B 出

入口广场面积约 1900 m2，形成了两个包含非机动车停车场、树阵广场的口袋公园。 
 

 
Figure 1. Layout plan of Yikang Road subway station entrance square 
图 1. 益康路地铁站出入口广场空间平面布局图① 

 
(2) 共用式出入口广场 
共用式出入口广场是指地铁站出入口与周边其他建筑共用广场空间。共用式出入口广场中的出入口

建筑通常设置在其他原有建筑的广场上[4]。2 号线中的此类广场有 18 个，此类地铁站出入口广场有如下

特点：① 通常广场面积较大，但独立服务于地铁出入口的空间相对较少，绿化面积也较少；② 缺乏非

机动车停车场，但大多有机动车停车场，人流量较大，地面交通较为拥堵，交通组织复杂；③ 休闲游憩

设施少，主要承载快速通行的功能，场地空旷，景观视线焦点薄弱。例如生产路地铁站(如图 2 所示)，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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点位于生产路与北园大街的交汇处，毗邻北园高架桥，东临北园立交桥，周边主要为商业用地和居住用

地，人流量大。生产路地铁站共有 4 个出入口：A1、A2 出入口均与大利家居商场南侧广场共用；C、D
出入口与东亚家居商场北侧广场共用。 

 

 
Figure 2. Plan of Shengchan Road subway station entrance square 
图 2. 生产路地铁站出入口广场空间平面图① 

3. 济南市地铁 2 号线出入口广场空间设计分析 

在地铁站出入口广场的设计过程中，必须充分关注乘客的穿行需求以及周边居民在心理和行为上的

需求。遵循以人为本的核心设计原则，旨在创造一个舒适、便捷的环境，以满足人们对出入口广场的使

用期望[5]。 

3.1. 空间布局 

3.1.1. 平面形态与布局 
地铁站出入口广场空间通常为单一形态广场，按照场地平面形态可分为规整形广场和自由形广场，

规整形广场又可细分为长方形广场、正方形广场、梯形广场、椭圆形或圆形广场。由于地铁出入口主要

沿线布置在道路两侧，与道路市政绿化相结合，场地沿道路展开，2 号线出入口广场主要以长方形的规

整形广场为主，但也有部分出入口设置在路口或周边有可利用场地，形成灵活多变的自由形广场[6]。按

照平面布局形式可分为规则式、自然式和混合式，每种形式各有不同的特点。为了满足合理的交通系统

规划需求，通过出入口广场空间将地铁站内部交通与城市道路系统有机地连接起来，同时顺应地铁站出

入口建筑形式，2 号线地铁站出入口广场中有 59 个采用了规则式的平面布局形式。规则式广场空间的功

能分区往往呈线状分布，交通组织简洁明了。也有少数地铁站出入口广场是自然式和混合式布局方式，

如八里桥地铁站 B 出入口广场和二环西路地铁站 A 出入口广场采用自然式布局方式，老屯站 B 出入口广

场为混合式布局，这类场地的绿化类型、活动空间和活动路线更加灵活多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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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1.2. 人群活动与空间利用 
为了充分了解使用者多元化的需求，从而更加合理的规划广场的布局，为乘客提供便利的通行路径

和舒适的休憩区域，本文根据济南轨道交通官方客流数据及百度热力图，选取客流量较大，使用频率较

高的鲍山站 A 口和七里堡站 B 口 2 个出入口广场，作为独立式出入口广场和共用式出入口广场的代表站

点，展开进一步调研。从统计地铁站早晚高峰进出客流量和观察广场人群主要行为活动入手，分析出入

口广场空间内活动分布和动线形成，得出使用者的行为需求及其与地铁站出入口广场空间布局之间的关

系[7]。 
(1) 鲍山站 A 出入口广场 
鲍山站全网进出站客流量排名第六，日均客流量近万人，站点周边用地性质以居住用地为主，小型

商业、办公、文娱功能为辅。鲍山站周边居住区多以高层住宅为主，规模大、容积率高，配套设施较完

善，生活气息浓厚。根据济南轨道交通官方客流数据，早 7:00~9:00，晚 17:00~19:00 为济南地铁客流量

最高的时段。鲍山站 A 出入口早晚高峰进出站客流量显示，其早高峰进站量(910 人次/小时)高于出站量

(277 人次/小时)，晚高峰出站量(800 人次/小时)高于进站量(392 人次/小时)，“早出晚归”的通勤特征明

显，使用人群主要以乘坐地铁通勤的周边居民为主。使用者主要活动类型除通行活动外，还有停留活动

发生，如等待、逗留、聊天等。从人流统计的整体情况来看，以通行居多，停留人数较少。场地内的主

要人行轨迹分布在地铁站南侧向东西方向分散(如图 3 所示)，通过公交或非机动车进行换乘，因市政人行

道非机动车停放造成道路狭窄，部分乘客选择通过场地内部步道步行到达地铁口。停留活动主要发生在

17:00~20:00，活动地点主要在出入口附近，活动类型以等待为主，停留时间相对较短。场地西部和中部

虽较为安静，但缺少凉亭、座椅等设施，同时没有较大而规整的空间供人们开展广场舞、健身等长时间

停留活动，难以发生长时停留。鲍山地铁站 A 出入口广场空间主要为人们提供了快速通行和慢行游览的

空间，穿行空间品质良好。 
 

 
Figure 3. Schematic diagram of main pedestrian tracks and main stopping points in Entrance Square A of Baoshan subway 
station 
图 3. 鲍山站 A 出入口广场主要人行轨迹及主要停留点示意图① 

 
(2) 七里堡站 B 出入口广场 
七里堡地铁站全网进出站客流量排名第四，日均客流量超 1.5 万人，站点东临二环东路，临近洪楼

商圈，周边用地性质多样，人口密集，流动人口多。相较于鲍山站 A 出入口，七里堡站 B 出入口早晚高

峰客流总量更高。七里堡站 B 出入口早高峰进站量 919 人次/小时，出站量 941 人次/小时；晚高峰进站

量 705 人次/小时，出站量 739 人次/小时。同时段客流进站量、出站量相近，此区域既是高频外出区域又

是高频到访区域，使用人群复杂。场地内的主要人行轨迹分布在地铁站东侧，穿过出入口广场后向南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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方向分散(如图 4 所示)。七里堡站 B 出入口广场硬质铺装面积较大，但是未设置非机动车停车场地，大

量非机动车停放在出入口广场，通行功能与非机动车换乘功能场地重合，造成该广场高峰期人行拥堵。

除了通行活动外，该出入口广场同样有少量停留活动发生，停留活动发生时间较为分散。停留活动主要

发生在出入口附近，活动以等待和逗留为主，逗留原因主要为接打电话，停留时间相对较长，加剧了高

峰时期的人行拥堵情况。七里堡地铁站 B 出入口广场空间主要承载快速通行的功能，但交通组织和场地

功能的混乱，造成该区域穿行空间品质较差。 
 

 
Figure 4. Schematic diagram of main pedestrian tracks and main stopping points in Entrance Square B of Qilibao subway 
station 
图 4. 七里堡站 B 出入口广场主要人行轨迹及主要停留点示意图① 

 
通过对人群活动与空间利用的进一步分析可知，共用式地铁站出入口广场使用人群复杂，相较于独

立式出入口广场空间有更高的快速通行需求，需要将疏散通行功能与其他功能区分。因此在进行共用式

地铁站出入口广场空间的设计中，要进行精细化设计，通过合理的动静分区，充分利用场地空间。独立

式出入口广场空间的使用人群主要以乘坐地铁出行的周边居民为主。这种类型的广场不仅承担着进出地

铁的过渡空间功能，更是周边居民日常游览、休憩的城市公共绿地，有更高的游览和休憩的需求，在空

间布局时应注重场地的功能性和设计感。 

3.2. 出入口建筑 

随着地铁建设的快速推进，越来越多的地铁站出入口建筑出现在城市之中。地铁站出入口建筑既是

地铁系统不可或缺的组成部分，同时也与城市景观环境密不可分。地铁出入口建筑大部分都是坐落在城

市交通主干道周边，位置优良，方便人们发现站口。作为地铁站出入口广场的一部分，出入口建筑的形

式、颜色及材质等方面应与周围环境相融合，并且具有较高的辨识度[8]。除高架站外，2 号线出入口建

筑均为独立设置的全封闭式覆盖站口，出入口顶部上方设有顶盖且周边有墙体围护。2 号线出入口主要

建筑形式是“方盒子”建筑，以黑色大理石贴面的钢筋混凝土为基座，钢架构屋顶，立面采用透明钢化

玻璃，增加视线通透性，棕色流线造型穿插，寓意济南流动的泉水，旨在体现泉水“水穿石出，虚实穿

插”的文化内涵，并通过细节展示出老济南的古韵，呈现出古色古香的氛围建筑风格统一，造型现代大

气，简洁明快，能够使得地铁出入口与其他类型的建筑具有显著的区别，可识别性强。高架站采用钢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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构顶棚加清水混凝土立面相结合的造型，具有朴实无华、自然沉稳的外观韵味(见图 5)。然而，部分站点

之间的距离较近，周边环境相似，统一的出入口建筑形式会导致乘客对于这些站点的位置混淆，如历山

路地铁站和北园路地铁站。 
 

 
Figure 5. The architectural form of the entrance and exit of the subway station of Jinan Metro Line 2: underground station 
(left) and elevated station (right) 
图 5. 济南地铁 2 号线地铁站出入口建筑形式：地下站(左)及高架站(右)② 

3.3. 基础服务设施 

地铁站出入口广场空间中的基础服务设施包括导向服务设施和配套服务设施。标志标识、垃圾桶和

休憩设施等。2 号线出入口广场的导向服务设施主要是导向标志标识[9]，分为两部分，一是公示地铁站

信息的地铁导向标示，包括导向立柱、导向牌等；二是规范非机动车停车的标识，包括地上白色划线标

识和标识牌。导向立柱结合济南城市文化，提取运用济南市花荷花这一文化元素进行装饰，高度醒目，

为乘客指引前往地铁站出入口方向。导向牌展示地铁站周边街区图、公交信息、旅游咨询和安全乘车提

示，但导示牌展示的信息千篇一律，未能结合站点进行有效信息宣传。地上白色划线标识圈定了非机动

车停车范围，规范了非机动车停放，非机动车停放标识牌与市政道路标识牌一体化设计，蓝底白字，引

导车主有序停放车辆，营造良好的停车秩序，保障道路通畅。 
配套服务设施主要是垃圾桶、烟灰器、座椅等设施。2 号线各出入口广场空间均配置垃圾桶和烟灰

器，但仅有 5 处出入口广场设置了座椅，其他广场空间内，乘客与居民只能在台阶处休憩。在座椅设置

方面，可以借鉴凤凰路地铁站 A 出入口广场和八里桥地铁站 A 出入口广场做法。凤凰路地铁站 A 出入口

广场为面积 6900 平方米的带状游园，分别划分出封闭式、半封闭式和开放式三类休憩区域，坐凳与绿化

结合十分巧妙且景观效果较好，该出入口广场的设计不仅满足了市民不同的休息需求，还确保了站外广

场的交通人流畅通。八里桥地铁站 A 出入口广场的树池与防腐木相结合而成的休憩座椅，不仅增强了景

观效果，还提供了夏季避暑纳凉的功能。 

3.4.“B + R”非机动车停车场 

交通接驳尤其是非机动车换乘是地铁站出入口广场设计中的重要一环，与出入口广场的使用频率息

息相关。“B + R”(非机动车换乘公共交通)是一种经济环保的绿色交通接驳方式，可以有效解决城市交

通出行中的“最后一公里”问题，实现各交通方式的无缝对接[10]。截止到 2023 年 8 月，2 号线“B + R”
非机动车停车场已由运营初始的 10 处增加到 25 处，在没有条件设置非机动车场地的出入口附近，也结

合人行道等划定非机动车停车范围，规范非机动车的停放。但非机动车停车场配置并不均衡，如益康路

地铁站因设置在居民区中，且上下车站距离均相对较近，乘客多步行可达地铁站，无需交通接驳，导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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该站 2 个非机动车停车场空闲；祝甸站因周边用地性质复杂，人流量大，现有非机动车停车场地不能满

足停放需求，仍有大量自行车停放在人行道或机动车道路两侧。还有部分非机动车停车场因距离地铁站

出入口较远而被闲置，如八里桥地铁站两处非机动车停车场、北园地铁站 C、D 出入口之间的非机动车

停车场。 
非机动车停车场不仅能够解决换乘的停车问题，科学合理的的设置非机动车停车场还能够有效组织

广场内部行人动线，营造安全有序的空间环境。在 2 号线中，王府庄路地铁站 F 出入口广场对于地铁出

入口站外广场的非机动车停车场的建设方面做出了很好的示范和借鉴。该广场的非机动车停车场结合绿

地设置在出入口北侧，既有良好的景观效果，又为场地提供了绿荫；同时，该非机动车停车场通过透水

砖铺装形式的变化区分了停车区域和通道区域，而不是白色划线，使得场地融入更加自然，不显突兀。 

3.5. 满意度调查 

为了更全面地了解济南地铁 2 号线出入口广场中乘客的需求，本文采用了问卷调查的方式，在独立

式出入口广场代表性站点鲍山站 A 口和共用式出入口广场代表性站点七里堡站 B 口各发放并收回调查问

卷 50 份，共计 100 份。 
(1) 鲍山地铁站 A 出入口广场 
该站点的 50 名调查对象中，男性 22 人，女性 28 人；按照年龄划分，0~15 岁人群有 4 人，15 至 25

岁人群有 16 人，25 至 45 岁人群有 19 人，45 至 60 岁人群有 9 人，60 岁以上人群有 2 人。问卷调查结

果显示，基本满意者有 41 人，占总受访者的 82%；有 76%的受访者认为广场面积适中，能满足使用需求，

剩余 24%的受访者认为广场面积较大，人多时也比较空。关于站外广场需增添设施的问题中，大家对座

椅、非机动车停车场的建议较多。 
(2) 七里堡地铁站 B 出入口广场 
在该站点的 50 名调查对象中，男性 29 人，女性 21 人；按照年龄划分，0~15 岁人群有 3 人，15 至

25 岁人群有 16 人，25 至 45 岁人群有 21 人，45 至 60 岁人群有 10 人。问卷调查结果显示，基本满意者

为 17 人，占比仅有 34%；有高达 90%的受访者认为广场面积较小，人多时比较拥挤，剩余 10%的受访

者认为广场适中，能满足使用需求。在问卷调查关于站外广场需增添设施的问题中，大家的建议主要集

中在增添非机动车停车场上。 
问卷调查结果显示，独立式地铁站出入口广场空间的满意度高于共用式地铁站出入口广场空间。共

用式地铁站出入口广场空间虽实际面积更大，但独立服务于地铁站的面积较小，因此造成使用者感知上

认为空间不足。独立式地铁站出入口广场空间尺度上更加合理，绿化和配套设施更加完善。 

4. 结语 

本文基于济南市地铁 2 号线出入口广场空间的设计，对 2 号线各站点出入口广场进行了大量调研，

发现其站点出入口广场空间的规模较大，完善度较高，在景观营造上进行了一定的设计与配置，基本能

够满足使用者的需求。同时，本文也总结出 2 号线地铁站在出入口广场空间设计上存在的一些问题：① 地
域文化特色不突出，没有充分考虑周边环境中的文化特征并应用于出入口广场空间的设计与建设中；② 
未能从城市景观的视角对出入口广场空间的设计进行思考，设计精细度不足，对城市景观的美化提升不

足。针对 2 号线出入口广场空间中存在的问题，本文提出以下设计策略：① 要挖掘站点周边场地中存在

的文化要素，通过更加形象化设计进行区域文化展示；② 要分析不同站点周边环境与乘客的使用需求，

对独立式出入口广场和共用式出入口广场展开不同形式的设计，使其与城市景观相融合。 
当前人们对于济南市地铁站出入口广场空间的需求还处于重视实用性的初步阶段，这与济南市地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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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设的初步阶段相吻合。济南作为一个人口密集的省会城市，在地铁建设的初步阶段，地铁网络覆盖还

不全面，需要通过非机动车换乘解决“最后一公里”的问题，从而导致人们对地铁出入口广场的非机动

车停车场有巨大需求。但是，在地铁出入口广场空间的建设上，不仅要满足人们对于非机动车停车场、

座椅等实用性景观的需求，更应该在前期规划设计中进行长远考虑，通过合理的设计满足使用者的使用

需求，为城市居民提供良好的活动场所，创造出舒适、宜人、美观、人性化的出入口广场空间环境。 
由于时间和条件限制，本文研究具有一定的局限性。但对地铁站出入口广场景观设计的研究还在进

一步深入探索中，在今后也将会继续进行深入研究。同时希望通过此次调查研究能为其他城市的地铁出

入口广场空间建设提供参考，以期能够营造更好的城市公共空间环境。 

注  释 

①图 1~4 来源：作者自绘 
②图 5 来源：作者自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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