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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哈尔滨西客站西广场建筑景观设计
Design of Harbin Haxi Train Station Square 
建筑设计: ZNA建筑事务所

场地面积/规划面积：14.6ha

建筑面积：59 000m2

项目状态：施工中

哈尔滨西客站位于哈西新区公共核心区域，是哈大高铁客运专线的重要枢纽。西广场位于火车站房的西

北侧，占地面积 14.6ha。区位重要、周边交通情况复杂、场地高差变化剧烈以及季节限制等是设计面临的主

要挑战。

项目定位为在满足交通疏散和接驳的前提下，以植被景观为特色的城市生态休闲广场。巧妙利用高差创

造建筑使用空间，设置停车楼、广场商业、滨河商业、路下商业以及与景观桥合二为一的铁路博物馆等。依

据阶梯型的现状地形和流经场地的何家沟河布置了不同主题、不同大小的市民活动场所，场所成为舞台，演

员是访客和市民，二者构成了有趣的看与被看的互动关系。西客站西广场整体设计将使人重新思考和定义火

车站前广场的内涵，也重新认识哈尔滨别样的当代活力。

可持续发展

场地周边多条城市道路、公交线路、轨道交通交汇，交通状况复杂多样，交通功能的解决极为重要。何

家河从场地穿过，基地是河道生态系统的一段，也是滨河开放空间上一个重要的公共节点，需要在满足生态

安全的前提下，满足防汛要求，同时兼顾市民休闲活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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场地地形变化剧烈，标高从何家河的 129m，至火车站方向渐至 137m 左右，未来城市道路标高 136m，

火车站出站层标高 136m，进站层标高 147m，现状场地及规划高程关系复杂。设计需结合场地地形特点，有

效利用空间。

传统的火车站前广场要解决人流疏散与各种交通方式的对接，复杂的流线穿越广场，使之不可避免造成

缺乏人性化的空间并呈现出无趣的外观，仅作为交通设施的附属空间功能得到了解决，而作为城市空间则是

一个消极的被人忽略的场所。哈西站前广场的交通接驳方式最大程度地压缩了以往站前广场的疏散空间，大

部分人流在到达广场之前都已经和各种交通模式接驳。因而广场一方面是一个火车站前的疏散广场，同时由

于其所在的城市开放空间系统的位置，也是一个市民的窗口，是城市文化展示的舞台。

设计的灵感来自舞台，阶梯型的现状地形和流经场地的何家沟河赋予场地史诗般的场景，与之紧密结合

形成停车楼前的商业文化广场（高程在 136 ～ 134m 之间）、何家沟滨河景观带（高程在 128 ～ 129m 之间）

和对侧的城市休闲绿地（136 ～ 134m 之间）三个标高层。很好地保留了现状场地的空间特征，也使建设中

的土方量最小。

停车楼呈现出帷幕一般的水平向层次，一方面顺应了现状场地特征，另一方面和西广场景观融合在一起，

很好地烘托了火车站建筑。

广场中间为宽 40m 的带状中央疏散广场，直接到出站口标高（136m）。疏散广场以中心景观桥的方式

跨过何家沟河一直到场地的西北界，并通过地下人行通道与街对侧的商业步行轴线相连，形成了强烈的从城

市空间到门户的礼仪性空间。这一空间为舞台性空间的核心，两侧停车楼层层退进的立面烘托出主轴的核心感，

广场两侧的旱喷泉在炎热的夏季向客人们表达真诚的欢迎。为了促进标高 136 和 129m 之间的交通联系和无

障碍设计，沿着中央疏散广场两侧，设置了 4 组小“盒子”，结合具体的位置，盒子分别承担竖向交通联系、

商业服务、观景远眺以及冬季和恶劣天气下作为遮蔽所的功能。夜晚，4 组盒子成为有吸引力的夜景。

在解决了广场的疏散要求后，方案设计了容纳各种各样城市生活的空间，这些空间类似于个性化的舞台，

很好地丰富了主轴空间。停车楼外侧的商业界面在为旅客提供商业服务的同时也为广场带来活力和人气。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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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地形高差，在何家沟滨河带设置了沿河的商业，形成富有活力的公共水岸。何家河对侧的休闲景观带突出

自然生态，以绿地树林和自然草坡驳岸为主，也更多考虑了城市居民户外活动的需求，靠近中轴广场设置了

椭圆形大草坪，可以容纳演出、庆典、冰雕展览等多种大型城市活动。林地和花草地廻转穿插，鸟语花香，

无论是家庭型的户外聚会还是朋友间的交谈，孩子和老人，喜爱热闹的和独处的，都可以找到属于自己的空间。

除中央景观桥外，场地内还有 6 座大小不一的景观桥，用以联系两岸的人流。其中右侧翼桥采取了景观

的塑造方式，和地形融合在一起，并且利用场地和西侧规划道路之间的高差，在桥下设置铁路博物馆，为整

个场地的文化属性增色不少。风格各异的跨河景观桥提供了不同角度眺望场地的机会，也产生许多桥下空间，

将这些空间加以定义，使之变成恶劣天气下有益的遮蔽，也使这些空间变得积极起来：有些桥下作为露天电

影的放映场所，有些则是滨河自行车租赁网点的一个服务店，有的结合桥下的喷泉活跃气氛，有的利用灯光

照明来塑造夜晚活力。设计还保留和改造了现状齿轮路桥，作为一种跨河的方式，也是对场地记忆的保存。

在细部设计上充分体现人性化，因为基地地处寒冷地区，场地内提供了大量冬季可供休息和遮蔽的设施

和场所，坐凳、扶手等都采用了触感舒适的木质材料。水岸采用了石笼岸线、草坡岸线等生态型的处理方式，

同时增加地方性水声植物进一步净化水质。铺装材料除了充分考虑透水性和冬季使用的安全性外，还在活动

场地内穿插使用了哈尔滨历史街区常见的小料石铺装，来表达对城市历史的追忆 .

竖向分析图 功能分区图

人行步道系统 场地交通联络线分析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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设计还为城市提供了难得的展示地域文化的场所：河道在冬季成为溜冰场，阶梯型的岸线成为很好的休

息区，露天剧场可以作为冰雕及雪雕艺术的展示空间。这里将真正成为这个城市新区的门户和窗口，以其特

有的文化活力向访客展示哈尔滨的城市特色。

A 缓冲台驳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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