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项目地点：杭州萧山国际机场

建设单位：杭州萧山国际机场二期工程建设指挥部

设计/建成时间：2009年/2012年

建筑面积：162 000m2

建筑设计：上海现代设计集团华东建筑设计研究院有限公司

撰文  高文艳  上海现代建筑设计(集团)有限公司

杭州萧山国际机场T3航站楼
New Termimal 3 of Hangzhou Xiaoshan International Airport

摘  要

关键词

杭州萧山国际机场二期工程是浙江省迄今为止投资额最大的机场项目，设计大胆提出T3与原有T1航站楼

在功能上的无缝衔接，成为新的一体化的国内航站楼。平面功能布局强化以人为本、方便旅客的理念，增

强旅客的可识别性。建筑造型与原有航站楼巧妙地融为一体，航站楼主体波浪屋面从两侧由低到高逐渐上

升，形成了新的中轴对称的富有动感的建筑造型，极具气势且飘逸柔美，体现出江南水文化风格。

萧山国际机场  无缝衔接  一体化

杭州萧山国际机场是我国重要的干线机场、国际定期航班

机场和对外开放的一类航空口岸，机场一期工程于2000年12月

建成通航运营，二期工程一阶段的T2国际航站楼也于2010年6

月投入使用。二阶段工程主要为T3航站楼和第二跑道及配套工

程，建设目标是2015年和T1航站楼共同承担国内年旅客吞吐量

2 176万人次。新建T3航站楼与T1航站楼无缝衔接，巧妙地融合

在一起，原T1将全部改造为国内航站楼，T1与T3也将共同形成

新的完整的国内航站楼，成为杭州机场从大型机场向区域性枢

纽机场转变的重要载体。新的杭州萧山机场国内航站楼设计充

分考虑以人为本、方便旅客、配备完善的服务设施，营造怡人

的空间环境，体现功能布局的合理性和旅客使用的舒适性，努

力达成将杭州萧山国际机场建设成为“秀美精致、高效现代、

安全舒适、开放创新”的新机场，以及以人为本、智能化、环

保节能型的绿色机场的总体目标。

杭州萧山国际机场近期航站区总体规划杭州萧山国际机场远期航站区总体规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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设计对萧山机场远期总体规划进行了优化和整合，整个机

场航站区呈现东、南、北三大航站楼半围合的“U”字形总体

布局，体现出强烈的集中式“一体化”特征，三个主楼可根据

客流量的逐年增加分期实施，并形成沿东西轴线南北对称的格

局。在“U”字形围合的陆侧区域，东、南、北三大航站楼门

前分别规划布置了各自独立运作的交通体系，道路系统形成了

终端三环的格局；大型单元式立体停车库楼前布置，尽可能缩

短旅客步行距离，结合远端廉价停车库共同服务陆侧航站区；

按流量预测和轨道交通规划，城市轨道交通1#， 6#线将引入萧

山机场陆侧航站区，并设站。航站区规划设计“交通中心”，

涵盖城市轨道交通车站、长途巴士车站等的换乘。为兼顾东、

南、北三大航站楼的旅客步行距离，交通中心设置在陆侧居中

的位置。“交通中心”的枢纽层面为地下一层，设有地铁站厅

及长途巴士车站的候车大厅，并直接接驳地下一层人行廊道系

统，同层换乘可通达三个航站楼和停车楼，向下可至地铁站

台，向上直通地面层巴士车站，换乘长途和社会大巴。整个地

下旅客步行换乘体系以“交通中心”为核心呈“十”字形格

局，与商业零售、餐饮娱乐结合，相得益彰。地下一层步行换

乘廊道运用天窗、下沉庭院等要素，并结合换乘节点有节奏的

设计，大大提高了地下空间环境品质，并随相关陆侧设施的分

期扩建，逐步建构完成。

新建T3航站楼与原有T1航站楼结合设计，两者的协调与统

一非常重要。通过对整体的新形象和功能空间的塑造，以及对

T1航站楼的少量局部改造，使两个航站楼不仅在功能上而且在

形象上结合成一个完整、统一的新的整体，共同承担国内年旅

客吞吐量的需求，同时保留了原有T1航站楼波浪屋面的意蕴，

既尊重历史又体现出时代感。特别是T1改造，在满足使用要求

的前提下尽量以最少的修改取得最大的效果，同时分区域、分

步骤实施，做到非停航改建，确保运营安全。

在功能方面，T3航站楼旅客工艺流程为“二层式”布局，

出发和达到旅客被安排在不同层面上，旅客步行距离短，楼层

转换次数少，导向性好，识别性强。主楼6.5m标高的出发办票

大厅，与现有T1航站楼平层相连，主要功能为出发大厅、办票

大厅和陆侧商业等；±0.0m标高层主要设置到达行李提取大厅

T3+T1国内航站楼出发层平面

原T1航站楼陆侧外观 原T1航站楼出发办票大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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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迎客厅，以及相关的商业和旅客服务设施等，亦与T1航站楼

底层连通，将原有T1到达迎客厅向外扩展，有效增加了进深，

各种服务设施有充分的布置空间，增加了商业开发的机会；-

5.6，-6.5，-7.0m标高为地下室，主要包括设备机房、部分到

港行李输送线和人防设施等。指廊由与主楼平行的南北向指廊

和东西向的北指廊和中指廊组成，南北指廊与T1指廊贯通，主

要功能包括+8.4，6.5m标高的出发候机厅和+4.2，3.1m标高层

的到达通道，以及±0.0m标高层的远机位出发候机厅、站坪用

房等。主楼北侧还预留了未来中期北指廊的衔接段，一次规划

设计，分步实施，可操作性强，扩展实施方便灵活，避免了未

来扩建时对运营和机场形象产生较大影响。中转流程的设计符

合自主性、通用性、灵活性、便利性原则，最大限度地方便旅

客，减少转机时间，满足基地航空公司及其联盟中枢运营的需

要。由于未来政策发展存在不确定性，考虑了中转旅客提取行

李和不提取行李两种可能；在行李提取厅中部设有集中的中转

厅，可作为中转旅客转机办票托运行李之用，中转利用出发安

T3航站楼模型主楼屋面和指廊屋面

T3+T1西立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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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3+T1出发办票大厅室内

T3+T1出发办票大厅吊顶“蚕茧”意象

T3+T1出发车道边雨篷 T3+T1主楼幕墙

检设施，便于充分利用设施和集中管理。

在形象方面，T1雨篷、前厅、办票厅三层波浪屋面层层叠

叠，已经成为代表杭州萧山机场的独特形象。T1老楼原设计仅

为不足1 000万吞吐量的中型机场，而今T3扩建后将成为一个大

型机场，原有的空间高度和尺度无法满足扩建后主楼开间增大

近一倍约450m宽的空间需求。T3扩建后的航站楼已形成你中有

我、我中有你的一体化功能布局，因此造型设计也应满足航站

楼整体运作的使用要求。整个航站区呈“U”字形的格局，航站

楼群以东西中轴线左右对称分布，因此T1、T3航站楼的西立面

为整个航站区的主立面，新的T3主楼屋面在办票厅部分延续T1

波浪屋面造型，向车道边方向缓缓上升。T1低矮的前厅部分结

合T3形象进行局部抬高，既克服了T1部分大厅空间低矮、局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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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3出发候机厅商业区室内

的缺点，又使T1与T3形成一个完整的建筑形象。波浪屋面造型

简洁大气，波浪从两侧由低到高逐渐上升，屋面最高处位于规

划中轴线，形成了新的中轴对称的富有动感的建筑造型。主楼

出挑深远的大屋面，有效遮挡了西向阳光的直射，幕墙和屋面

天窗设置通风开启扇促进空气流动。此外，还采用节能幕墙技

术配合主楼幕墙外遮阳系统有效地降低了建筑能耗。雨篷采用

简洁且尺度宜人、通透动人的独立玻璃雨篷形式，精致的结构

构件使雨篷呈现轻盈飘逸的效果，从而充分突出车道边主体建

筑波浪檐口造型。T3长廊采用简洁的整体化屋面形象，曲面形

态平缓，简洁流畅，呈现出平湖微澜的波纹意向。高大的长廊

空间结合条形采光天窗强化了旅客的空间体验。长廊屋面仅在

短指廊空间转折处和端部屋面略有变化，整体仿佛是一架即将

起飞的巨型飞行器。

室内空间设计延续波浪造型语言，体现了内外空间的统

一。设计以柔和的色彩和现代、简洁、朴素的材质，表现建筑

清雅的格调，反映“秀美”的主题；以周到的细部设计来体现

建筑的精美感，体现高品质的建筑格调，反映“精致”的主

题；在波峰处天窗下，吊顶上的采光孔由外向里逐步放大，整

体呈蚕茧状排列，将自然光引入室内，形成整个空间的高潮和

亮点。柔美的吊顶曲线和蚕茧形天窗表达出杭州西湖、丝绸意

象，体现水文化和丝绸文化。以墙饰、小品点缀、景观绿化表

达自然景观、茶乡和南宋官窑艺术典藏，体现杭州文化之都的

内涵。整个室内空间也改变了原有T1暴露钢结构的室内空间形

象，给人焕然一新的感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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