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地域文化的窗口建筑——赣州机场航站楼设计
Terminal of  Ganzhou Airport: Way of  Native Design

撰文 赵海鹏 中国航空规划建设发展有限公司民航工程设计研究院

摘 要 航站楼是地域文化的重要载体，同时具有较强的专业性。近年来国内航站楼的设计风格

趋同性较为明显。支线机场的航站楼规模较小，工艺流程相对简单，更有利于在展现地

域文化层面进行多元风格的尝试。赣州航站楼设计以地域风格为重点，在满足特定功能

和流程的基础上，进行了有益的探索，使其成为了国内独具特色的窗口性建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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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 引言

近年来民航事业发展迅速，国内的大量机场都在进行新建或改、扩建。航站楼是每个民用机场

中的核心建筑，又是专业性较强的交通建筑。从美学和空间上讲，航站楼是城市的窗口，给到来的

人带来最初的城市印象，给离开的人留下最后的旅程回味；从功能上讲，安全、快捷的流程是航站

楼正常运行的保证。因此，在航站楼的设计中，建筑师不仅要关注构思和创意，民航类建筑的相关

要求、规范的工艺流程也同等重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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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设计原则

赣州机场属国内支线机场，预测2015年国内旅客吞吐量20万人次，高峰时可达270人次/小时，一期

总建筑面积约7 000m 2。2035年扩建后总建筑面积将达到10 000m 2。赣州机场航站楼于2008年竣工投入使

用，尊重地域文化是其核心理念，因此在国内诸多支线机场航站楼建筑中独具特色。

设计除了遵从功能性与艺术性并重原则外，针对航站楼这一专门类型的交通建筑，建立了高效处理旅

客及其行李的各种业务系统，为旅客进出及办理各种手续提供了方便。例如，离港旅客进入航站楼，要快

速找到和到达值机柜台，办完登机手续后能顺畅通过安检通道，流程直接、引导性强；内部工作人员能方

便、快捷、不受干扰地到达陆侧、空侧和停机坪，高效完成各类操作。

航站楼设计要体现航站楼的商业价值，设置充足、便利的商业设施，在为旅客提供优质服务的同时，

充分挖掘航站楼的商业潜力，使机场在取得良好社会效益的同时又取得满意的经济效益。例如旅客进入安

检之前、候机时以及迎接旅客者都会有购物、餐饮、休闲、商务的需求，在相应位置应配置商业设施。

航站楼设计要考虑适度弹性。由于近年的国民交通方式快速升级，民航客流量增长迅速，往往在改扩

建目标年之前，就面临饱和或功能调整。因此，航站楼设

施要有适度的可调整性。比如，候机厅尽量空间完整，留

有充足的进深，便于灵活调整旅客候机座位区域和各类商

业空间；内院的设置也要为根据需要适度扩充值机柜台和

安检通道的数量留有充足空间。

2 地域文化背景

赣州市位于江西省南部，不仅是一座历史悠久、人

文荟萃的古城与名城，还是一座山川秀丽、景色宜人的山

城与江城。自然景观独具山水意境，人文景观内涵丰富。

“千年宋城”、客家文化、革命圣地都是其独有的地域文

化品牌。赣州人民对其地域文化的深厚底蕴怀有浓厚感

情，建设单位在招标文件中明确提出“不过于追求方正、

平整，充分利用山势和周边环境⋯⋯达到民族特色与现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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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筑的有机演绎，塑造融山水于一体、园林式、具有赣南特色的机场第一印象”。建筑师努力在设计中实

现“让赣州的机场属于赣州，展现赣州”，体现“人文、民俗、客家、宋城”等概念。同时，虽然机场建

设用地非常平整开阔，但在航站区周边，环绕着不少位于低矮丘陵、台地上的自然村落，形成错落有致的

背景环境。因此，在平面布局和形体组合上进行了合理拆分，将航站楼主体、贵宾厅和附属用房分为三个

部分，进一步将航站楼主体按照空、陆侧界线进行体型组合，互相衬托，主次有致地契合中国建筑文化的

神韵。

3 设计手法

机场建设用地一般都非常平整，较少出现明显的高差、起伏。按照赣州机场总体规划和规模，航站楼

适宜采用前列一层半集中式构型，通常为“T”字型或“工”字型布局。为避免形体和空间呆板，工程利用

各个功能分区，围合出人性化的庭院，使航站楼空间层次丰富，形成内外、远近交相渗透的多重景观。

3.1 引入院落

利用航站楼工艺上进、出港流线的分隔和空、陆侧区域的分隔，适度地拉开一些空隙形成院落，

创造园林小景，改善采光、通风条件，降低能耗，减少运行和管理费用。例如，在陆侧出港手续大厅

的东侧布置了可用于零售或餐饮的商业面积，而空侧对应位置为远机位候机厅。两部分之间的院落对

陆侧产生有效的隔离，保证了安防需要，而对空侧的敞开则可以让旅客享受到室外的自然空间。这两

部分以及相连接的安检通道都获得了良好的采光和景观，大大改善了候机体验。在航站楼主体和西侧

的贵宾厅之间，也以院落分隔，自然地表达了功能上的不同，而到港旅客和贵宾都获得了园林一隅的

景观环境。

3.2 引入文化符号

优美的坡屋顶、马头墙、仿木构的花格等元素代表了宋代风格、南方民居、客家围屋的文化“表意符

号”。经 过有机地组合，达到集中展现赣州文化、相互衬托协调的效果。

3.3 引入有机空间

建筑体型的错落变化带来了室内空间的变化，站前广场与室内空间收放过渡，庭院与室内景观互

相渗透。手续大厅作为“正房”，方整端庄，高大宽敞，形成航站楼陆侧建筑形象的主体。候机厅沿停机

坪直线延展，旅客能快捷地到达机位登机。值机柜台及其它手续、服务柜台结合现场办公用房集中布置，

采用轻质隔断，便于扩建时灵活调整，增加处理能力。航站楼东端布置了商业面积，可通过离港大厅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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入。通过内院与隔离区间隔，气氛休闲，景观良好，远期航站楼规模扩大时，便于扩大手续大厅面积，并

增加厨房、餐厅的服务面积。

建筑构架、重檐特征鲜明，坡屋面和山墙面交错，丰富而协调，增加了室内外空间的渗透及广场与站

坪的通视性。同时采用千思板和铝板创造“白墙灰瓦”的独特风格，通过精细的比例划分，提炼地方建筑

神韵，展现现代建筑技术。

4 技术措施

造型各异的坡屋顶是本方案地域特色的重要特征。采用金属屋面系统，并有相应的防潮、防结露等技

术措施。设计中采用了不间断长板，无需纵向搭接，没有穿孔及螺钉外露，保证了屋面的整体质量。在不

同功能区设置高分子合成材料屋面采光带，具有较好的抗紫外线能力和透光率。候机厅内清新明亮，光线

柔和，空调能耗小，创造运行经济、使用舒适的空间环境。

5 结语

我国经济长期高速发展，建筑师拥有了前所未有的宽广创作舞台，设计理念和水平不断提高。同时，

中国建筑师们始终没有停止思索：如何在创新和传统之间寻找平衡点。我们的视线当然不能只集中在规模

庞大、功能复杂、地位尊崇的建筑上，而要对大量的中小规模建筑予以足够关注并投入创作热情。

航站楼作为地域文化的重要载体成为重要的标志性建筑，同时由于其设计专业性较强，技术门槛相对

较高，近年来不少大规模航站楼的设计任务往往被国外公司或国内有限的几家在航站楼领域有丰厚技术积

累的设计院所囊括，一般的设计机构因缺乏必要的技术储备，即使理念、外观独树一帜，却往往不能满足

工艺、功能的专业要求。在这种情况下，不少新建航站楼由金属、玻璃、起伏的曲面形成大同小异风格的

趋同性也较明显。

相反，支线机场虽规模不大，但数量众多，在我国民航市场中占据相当份额。支线机场的航站楼工艺

流程相对简单，更有利于国内设计单位踊跃投身其中，从尊重和体现所在地域的文化角度入手，设计出更

具人文特色的航站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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