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太原机场改扩建工程新航站楼设计
New Terminal Building Design of Taiyuan Airpor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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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设单位   太原机场改扩建工程建设指挥部

太原机场改扩建工程由两部分组成：飞行区部分、航站区部

分。其中航站区部分由新航站楼、旧航站楼改造、航空货运楼、动

力区、污水处理改造及中水回用、环境景观及总图管网等项目组成

（图1）。新航站楼的建设是本次改扩建的核心（图2），位于旧

航站楼东侧，总建筑面积5.5万m2，改扩建完成后，新、旧航站楼

建筑面积将达到约8.08万m2，扩建高架桥投影面积13 492m2，扩

建连廊2 160m2，空侧站坪共设13个近机位，旅客吞吐量600万人

次/年。

1  设计思想

1.1 设计概念（图3）

以三角翼飞行器形象为母题，将新航站楼各功能空间通过7个

高低起伏的弧形屋面巧妙地组合在一起，形象地突出了“起飞 三

晋”的主题，体现了千年古城太原迎接新时代挑战的进取精神。建

筑布局吸取山西传统院落布局的特点，高低错落的檐口神似传统建

摘  要

关键词

通过对新航站楼的创作与设计全过程回顾，解析了从城市环境定位入手，并结合

地域文化、建筑功能、结构形式、新技术与材料的应用等设计要素，展示出一个

经过理性推导而诞生的融时代性、地域性、先进性于一体的现代航空港建筑。

三角翼飞行器  地域文化  航空港建筑  技术创新

筑重檐造型，建筑飞扬的弧形屋面则传递着传统建筑飞檐的神韵。

建筑外立面借鉴古建筑分段处理的方法，外露的钢结构构件既是传

统木构建筑斗拱的意象，也反映了太原作为现代钢都的特征。

1.2 变化丰富的室内空间

三角形屋顶造型使建筑内外形象和空间丰富而统一。三角形

生态景观内院形成了独特的机场空间，既符合功能分区的要求，又

丰富了视觉层次。同时也将更多阳光引入室内，实现自然采光和通

风，为旅客带来一个真正的全阳光旅程。  

2  功能布局特点

新航站楼分为国际和国内扩建两个部分，围绕3个三角形生态

景观内院布置，形成短指廊。新航站楼为两层半式流程，一层为到

达层，局部设有夹层，作为进港通道；二层主要为出发层。新航

站楼设有可满足功能使用的垂直交通设施：楼梯17部，自动扶梯9

部，客梯8部，货梯2部，食梯4部，景观电梯2部。

图1 总平面图

图2 夕阳下的新航站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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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3 无障碍设计

根据国家规范及有关要求，在航站楼内要创造无障碍的通行

环境，使残障人士、老年人可方便地使用航站楼的出入口、卫生

间、餐饮、娱乐等各种服务设施。在航站楼的出入口及车道边均设

有盲道，停车场设置无障碍停车位。在航站楼公共区域的公共卫生

间旁均设有一个无性别的无障碍卫生间。同时，还设置了低位柜

台、低位电话、残障人士专用座椅等。所有为旅客服务的公共区域

均设置无障碍电梯。每部电梯外铺设盲道提示，并加装盲文操纵按

钮，电梯内为残障旅客设置语音提示系统、低位按钮、平面镜、残

疾人扶手等。 

4  建筑形象

机场是城市的门户，在一定程度上代表着一个城市乃至整个

地区的形象；机场同时又是一个功能复杂、体现当代科技发展水平

的现代化交通建筑。因此，我们通过对山西历史文化和现代航空港

3  平面设计

3.1 标高±0.00m的到达层（图4）

主要功能为国内及国际旅客进港、行李提取、远机位候机厅

（国际和国内）、商业用房、内部办公和机电设备用房。国内及国

际旅客进港后由登机桥进入标高3.50m的夹层（图5），再经自动

扶梯下至行李提取大厅。

3.2 标高7.30m的出发层（图6）

本层是新航站楼最重要的空间，由出发大厅和候机厅组

成。出发大厅共设有36个旅客值机柜台，其中国际值机柜台6

个。旅客换票后经安检区进入到隔离区的候机厅。候机厅内设

有座位2 362个，设有商店、电话亭、航显屏、特服区等服务设

施，在邻近候机厅内院的一层设置VIP、CIP等用房。出发大厅

建筑面积10 188.6m2，靠北侧玻璃幕墙一侧设有连接首层的中

庭，中庭周边分别设有售票、问询柜台。旅客可通过中庭内的

自动扶梯、景观电梯下到一层的迎客大厅。

图3 设计理念
图4 到达层平面图

图5 夹层平面图
图6 出发层平面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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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筑特性的解析、浓缩和提炼，选择三角翼飞行器作为创作的母

题，将山西传统古典建筑的院落布局、重檐斗拱、退台等手法经过

艺术抽象和变形，有机地通过三角翼飞行器的造型，形成高低起

伏、动态飞翔的建筑轮廓线，在满足使用功能的前提下创造出生

动、新颖、现代同时也能完美诠释山西地域文化特色的现代航空港

建筑形象。7片三角弧形屋面的起伏感是建筑形象的点晴之笔，充

分展现了现代航空港建筑腾空而起的动态美。建筑外立面的划分借

鉴了传统建筑的三段式手法，基座部分为深红色石材幕墙，朴实浑

厚；建筑主体以通透的框式玻璃幕墙为主，配以水平舒展的金属格

栅、百页、檐口等，形成简洁明快的特征。3个生态景观内院采用

山西地方院落文化的布局特点，增强了旅客对山西地域文化、传统

民俗的体验。

新航站楼的主立面正对机场路方向，飞翔的三角翼造型给旅

客以强烈的视觉冲击，为旅客带来独特的可识别性，成为太原市的

新地标（图7~14）。

5  立、剖面设计（图15）

航站楼共两层（局部设有夹层），一层层高7.3m，二层

平均层高13~20m，房中房净高3.0m。大厅柱网24m×36m及

图7 从停车场看新航站楼主立面 图8 从高架桥看主入口

图9 空侧跑道效果 图10 东南一角

图11 高架桥下仰视主屋面 图12 从低跨屋面看主屋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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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4m×24m，指廊进深为21m及24m。新航站楼主体被7片三角弧

形金属屋面所覆盖，其中6片屋面檐口标高最高点为24.00m，距地

高度为24.45m；主体中心屋面檐口最高点为陆侧（邻高架桥），

标高35.00m，距地高度为35.45m；最低点为空侧，标高20.00m，

距地高度为20.45m。

6  技术设计

6.1 节能环保

航站楼复杂的功能和工艺要求，决定了其具有空间高大、平

面连续、进深很大的特点。太原机场新航站楼在建筑布局上打破传

统布局，采用主体与指廊间设置内院的方式，形成别具特色的生态

景观内院（图16），作为新航站楼的“肺”，不仅有效地解决了

自然采光和通风的问题，而且使新航站楼成为一个会“呼吸”的建

筑，节省了能源消耗，极大地减少了机场日常运行费用。

6.2 结构体系

结构体系采用钢筋混凝土框架结构，用抗震缝将主体结构

分为4部分。标高7.2m以下基本柱网为12m×12m，7.2m以上为

24m×24m、36m×36m、48m×48m。7.2m标高采用现浇梁、板

体系，屋顶采用螺栓球形网架。

6.3 高大空间设计的技术创新

空调柱是高度集约化的设备竖井，融空调送回风、消火栓和

立管、配电箱等于一体，保证了建筑空间的整体性、连续性和通透

性，并结合装饰及灯箱广告，使之成为空间的亮点（图17）。在

高大空间采用线性红外线光束感烟探测器及线性光束图像感烟探测

器，大大提高了报警的可靠性。

7片高低不同的弧形屋面形成多种形式的高低跨，此处是屋面系

统、雨水系统、幕墙系统、吊顶系统的汇集处，技术难点较多。经

过认真研究，多专业密切配合，较好地解决了这个问题（图18）。

屋面系统选用WS-360直立锁边钢屋面（图19）。严格要求

厂家改用高强聚脂垫块和滑动支架等措施，有效解决冷桥和金属屋

面的温度变形问题，并在屋面设置有挡雪板、屋面清洗口、安全

缆绳等。在保证外立面高完成度的前提下选用如图20所示幕墙体

系，主体玻璃幕墙采用中空透明玻璃8Low-e-12A-8。

图13 屋面交接处 图14 中庭

图15 立、剖面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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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16 生态景观内院

图17 空调柱

图18 高低跨 图19 屋面系统

图20 幕墙节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