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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机场航站区建设项目作为复杂的系统工程，具有项目推进一次性、不同阶段目标的差异性、

多单位协同性等特点，业主基本上都会选用总承包单位负责施工。经过多年的实践与验证，组织理论

在施工管理中的应用已逐渐成熟，总承包施工单位如何根据机场航站区建设项目的规模、特点、目标，

选择合适的项目施工管理组织结构模式至关重要。在机场改扩建工程的建设中，航站区的规划建设是

一个十分重要且较难解决的问题，论文结合实际工程的具体建设条件和情况，全面分析影响规划设计

的因素，并提出解决这一规划设计问题的具体思路和办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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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As a complex system project，the airport terminal area construction project has the character

istics of one-time project promotion，the difference of different stages of goals，multi-unit coordinatio

n and so on，etc. The owner will basically choose the general contractor responsible for the constructi

on. After years of practice and verification，the application of organizational theory in construction man

agement has gradually become mature. It is crucial to choose the appropriate project construction mana

gement organization structure mode according to the scale，characteristics and objectives of the construc

tion project in the airport terminal area. In the construction of the airport reconstruction and expansio

n project，the planning and construction of the terminal area is a very important and difficult problem 

to solve. The paper combines the specific construction conditions and conditions of the actual project，

comprehensively analyzes the factors affecting the planning and design，and puts forward the specific ide

as and methods to solve the planning and design problem. 
 

1 引言 
航站区作为机场建设的核心部分，其规划的合理性与可行

性是整个机场建设的重中之重。而对于改扩建机场，其规划设

计的影响和限制因素较多，并且航站区的总体规划设计不可能

全部新建，要考虑与现有机场航站区进行衔接，充分考虑利用

现有航站区的设施设备。 

2 机场航站区规划设计应遵循的原则 
首先应布局合理、统筹规划。随着航空运输需求的增长，

机场的建设是一个持续发展的过程。航站区规划应根据航空业

务量预测，合理确定机场各设施分期建设的适当时机，妥善安

排各种设施的扩建规模和先后顺序。其次应结合地形特点，保

障运行安全。功能分区应明确、流程合理。避免各功能区之间

相互干扰，交通组织合理、车辆运行方便、快捷、有序。再次

在满足各项使用功能要求以及消防、安全等相关规范后，注重

环境规划及建构筑物的群体景观。最后机场未来的发展受多种

因素影响，具有不确定性，航站区规划要保持良好的弹性，以

适应未来需求变化时的功能改变和布局调整。 

3 航站区规划设计要点 
3.1 航站区位置选择 

航站区平面布局应尽量顺应地势条件，场区土方工程量应

平衡，且宜布置在靠近机场主起降方向，减少飞机重载滑行时

间，节约燃油；与周围公路应衔接方便，各种公用设施投资小；

应预留远期发展用地。 

3.2 航站区平面规划设计要点 

3.2.1 功能布局 

航站区位置确定后，根据机场发展规模预测的结果，对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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站区各类设施进行近、远期规划。平面设计需结合场址的自然

地形条件、气象条件、工程地质，以及各功能建构筑物的使用

特点。航站区按功能可以划分为旅客航站区、生产辅助设施区、

公用设施区、办公生活区等。旅客航站区包含航站楼、站前广

场、停车场。航站楼布置需考虑与空侧站坪的联系，保证合理、

快捷的工艺流程，建筑设计应兼顾当地文化、民俗特点。站前

广场是形成整个航站区的绿色核心点，应融入当地地域文化，

将城市的情感引入到航站区内部。与空侧联系紧密的生产辅助

设施区的陆空交界面应较长，便于该区的长远发展；公用设施

发展空间应位于负荷中心区域，减少线路长度，并且预留发展

用地。 

3.2.2 交通组织流线 

根据机场规模及人流、车流数量，航站区交通流程为集中

式地面道路系统，车行道沿站前广场周围环行布置，车辆在站

前广场环路上为逆时针单向行驶。通过带状主干道路，达到广

场、停车场、航站楼及工作区的合理布局。 

3.3 航站区竖向设计要点 

竖向设计和排水应按照飞行区、工作区功能布局和土石方

工程要求，结合机场地势、地形、地质和水文条件进行综合比

较后确定。竖向设计尽可能合理利用地势地形，尽量减少工程

量，宜使全场土石方填挖量平衡，并且运距较短。场地平整坡

度应有利于排水系统的设置，但应减小冲刷。竖向设计还需正

确的处理并妥善的协调好机场建设与周围环境的关系。 

3.4 航站区道路及管网工程 

场内道路系统的设计应结合机场竖向设计，有利于场地及

道路排水并与环境布置相协调。道路线路设计平面上主要考虑

线形顺直，使用方便。场内道路尽可能的平行主要建构筑物的

轴线，路网布置成环型，有利消防。管网系统应结合机场总平

面布置、竖向设计、道路网设计及绿化布置统一进行。应使管

线之间、管线与建、构筑物之间在平面与竖向上相互协调，紧

凑合理。管线综合设计，在满足生产、安全、检修的条件下，

节约用地。全面规划，近期集中，远近结合。近期管线穿越远

期用地时，应不影响远期土地的使用。 

3.5 航站区绿化景观 

绿化景观布置应结合地区自然条件、当地人文景观与风土

人情及植物生态习性与花木来源，因地制宜进行。进场道路为

机场绿化的第一景观，布局应注重大空间景色简洁、丰富，考

虑行车的动态观赏效果。以航站楼内外作为机场绿化美化的重

点，站前广场的绿化布局应能显示机场的现代与自然和谐美，

具有较佳的观赏效果。绿化树种的选择应以保证飞行区安全为

前提，树种选择、植物配置与栽种方式应不使鸟类喜爱在机场

领域、空域栖息、停留与飞行。 

4 航站区总体规划设计 
航站区功能分区及流线设计与控制性单体建筑位置的确

定是机场改扩建工程航站区总体规划要解决的最主要的问题，

二者相互影响、相互制约，在规划设计时需同步考虑、同步设

计。现以某改扩建机场为例简要说明上述问题。 

4.1 航站区功能分区及流线设计想 

航站区主要功能分区有：机场工作区、办公生活区、能源

动力区、车库区、油库区等。各功能分区包含单体建筑主要有：

机场工作区包含航站楼、航管楼、货运库、机务场务用房、消

防救援站、机场办公楼等；办公生活区包含职工公寓、餐厅、

文化活动中心等；能源动力区包含中心变电站、锅炉房、供水

泵站、水池等；车库区包含特种车库区、普通车库区；油库区

包含油车库、油泵棚、加油站。规划设计时，首先，应明确各

功能分区的主、次相关关系[1]。其中主相关关系的功能分区

有机场工作区—办公生活区、机场工作区—能源动力区、机场

工作区—车库区，且关系最为紧密，应作为紧密关系进行规划

设计；其他功能分区之间的关系相对较弱，作为次要相关关系

规划设计，各功能分区关系如图 1所示。 

 

其次，应注意航站区的几种重要流线应充分考虑，尽量减

少流线之间的相互干扰。几种重要流线有旅客→机场工作区

（航站楼）→飞机；工作人员→机场工作区（航管楼、机务场

务、货运、消防救援站）→站坪；工作人员→能源动力区→车

库区→站坪。通过对上述功能分区及流线的总体分析，应大致

对航站区进行功能分区的布置和相关流线的布置，在此基础上

进行控制性单体建筑位置的确定（见图 2）。 

 

4.2 控制性单体建筑位置确定 

4.2.1 新建航站楼 

新建航站楼作为航站区内最主要的建筑单体，它的位置应

首先确定。首先，根据规划的站坪位置规划新建航站楼；其次，

新建航站楼的位置应位于新建航站区的一边、一角或一侧，规

划时应尽量利用新建航站楼的一边或一侧规划其他新建建筑，

这样有利于航站楼的远期规划和发展。若无法做到，应充分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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留远期航站楼的发展空间。对于改扩建机场，新建航站楼的位

置还要考虑如何与现有航站楼相联系的问题。首先，要确定现

有航站楼的功能：经过一定的改造后继续作为航站楼使用，还

是经过一定改造作为其他功能使用。由于原有老旧航站楼在设

计时层高较高，为了合理、充分地利旧，可以将其改造为机场

职工文化活动中心或车库、货运等功能使用，其原有的设施设

备也可作为新建航站楼的设施设备的一部分进行利用。 

4.2.2 新建航管楼 

新建航管楼位置的确定，主要应考虑下列因素：（1）新建

航管楼与新建航站楼合建还是单独建设航管小区；（2）考虑能

否完全满足遮蔽要求以及这 2个条件是否能够同时满足；（3）

现有航管楼与新建航管楼如何联系以及现有航管楼内的各设

施设备的利用问题。这3方面的因素决定了新建航管楼的位置。 

4.2.3 新建中心变电站、锅炉房、水泵房 

新建中心变电站、锅炉房、水泵房作为能源动力区的主要

建筑单体，要结合能源动力功能分区位置及主要供电、供水、

供热、供冷负荷位置进行规划，要位于主要负荷中心，以缩短

各类管线长度，减少能源损耗。其中，锅炉房应位于主要建筑

群体的下风方向。中心变电站、锅炉房等建筑还要考虑与油库

区的安全间距等问题。这些因素决定了能源动力区各单体的位

置。 

4.2.4 新建机场办公楼、职工宿舍公寓 

新建机场办公楼、职工宿舍公寓为机场办公生活区的主要

建筑单体，应紧邻机场工作区布置，以缩短步行距离，提高工

作效率。在确定了上述控制性单体的位置后，可以确定其他相

关建筑单体位置，整个航站区的各建筑单体位置就可以初步的

确定了。整个改扩建机场航站区规划是一个不断调整、不断变

化、相互影响、相互妥协的过程，直到最后出现一个或多个相

对合理、可行的规划方案。在此基础上进行方案对比和优化，

推荐一个相对最优的方案进行建设。 

5 结语 
本文认为改扩建机场航站区规划应从航站区功能分区及

流线设计与控制性单体建筑位置确定这 2 个最主要的问题入

手，同时充分考虑利用现有设施设备，为改扩建机场航站区规

划设计提供一些思路和经验做法，以提高规划设计的效率和质

量。机场航站区设计应统筹规划，使飞行区与航站区和导航设

施之间相互协调，保障运行安全，对小型支线机场航站区进行

设计要从多个方面和多个角度进行综合分析，结合地区特点采

用先进的设计理念设计符合自身的特色机场，以发挥机场的社

会效益和经济效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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