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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海轨道交通 6号线上南路站建筑设计回顾 

  

摘 要:对原上海轨道交通 6、8号线上南路站总体布置以及地下一、二、三层车站建筑设计的难点作了介绍和分析,在此

基础上,对车站功能布局、换乘方式、空间形式、资源共享等方面的设计作了新的探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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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工程概况 

上海轨道交通 6号线上南路站位于上南路与规划的华夏西路(中环线)路口,按原来的上海轨道交通线网设计, 6号线与规

划 8号线南延伸线在此“十”字相交换乘: 6号线车站沿华夏西路东西向布置,为地下二层浅埋侧式车站; 8号线车站沿上南

路南北向布置,为地下三层岛式车站。 

在工程实施过程中,上海轨道交通线网进行了调整, 8号线南延伸线路从经由上南路站调整到了济阳路站。因此, 6号线上

南路站最终实施方案取消了与 8号线的换乘,改为普通地下二层浅埋式车站。本文只是从原车站建筑设计的角度,介绍了

6、8号线的换乘方案及特点。 

2 设计重点及难点 

(1)换乘站建筑设计的重点是为乘客提供完善、方便的换乘功能。本工程为地下三层换乘站,在预留地下管线敷设条件的

前提下应充分利用地下空间。因此,设计提出站厅设置二层中庭的方案。 

(2)规划华夏西路为中环线,已确定采用桥梁上跨上南路方案。因中环线工期滞后,必须与中环线设计单位协调处理桥桩及

车站位置关系,确保不影响中环线后期的实施。 

(3)通过一站式设计,让 6、8号线部分设备形成共享,使轨道交通成本效益最大化。因考虑到 8号线延伸段后期实施,所以

土建施工一次实施、部分设备预留接口。 

3 总体布置 

3. 1 建设条件分析 

6号线上南路站站址周围以新、旧住宅区为主。新住宅区有东北角的恒大瀚城、西北角的日月新苑等;旧住宅区有倪家宅、

孙家弄、杨南新村等,东南侧有小型企业。车站周边有大量的客流,出入口的设置应便于吸引客流。 

上南路现状,地下设有电话、海底光缆、上水、煤气、雨水、污水及电力等管线。受区间线路标高的控制, 6号线车站轨

面标高为-6. 669 m,现状路面标高 4. 20 m左右,车站为地下二层。因此,车站顶部基本无覆土,路面恢复时如果直接做在

车站顶板上,可能会影响到上南路南北向管线的敷设。 

华夏西路为规划中环线,道路宽度为 100 m,快速路双向 8车道。鉴于华夏西路路幅宽,上南路交通量大等因素,车站设计需

要兼顾行人过街的功能。 

3. 2 总体布置方案 

经对本站设计方案长时间的研究和论证,最终采用两线斜交地下三层的方案。 

经过与中环线设计单位的多次协调, 6号线车站主体避开了中环线高架桥墩,同时为了保证 8号线车站布置空间和上南路

地面交通通行条件,中环线采取大跨度高架桥跨越上南路路口的方案。6号线车站位于中环线高架北侧、地面辅道沿华夏

西路东西向布置,为浅埋地下二层侧式车站。8号线车站沿上南路路中南北向布置。地下一层为设备层,地下二层为 6、8

号线共用站厅层和 6号线站台层,地下三层为 8号线站台层。 

车站在路口四个象限共设 5个出入口,方便各个方向的客流集散,同时能兼顾上南路和华夏西路客流过街功能。 

车站共设 3组风井。其中一组结合 1号出入口布置在恒大瀚城前绿化带内,另外两组风井和冷却塔均布置在华夏西路路中

6m宽绿化带内。为减少对周边景观的影响,全部采用低风井形式。 

4 建筑设计 

4. 1 平面设计 

6号线与 8号线车站东南侧附属结构无法避让中环线的两个桥墩,西侧附属结构与一个桥墩距离约 1 m。因此,经过与中环

线设计单位的多次协调,3个桥墩基础与车站一并施工,以确保不影响中环线后期的实施。 

(1)地下一层。本层为设备层,顶板道路局部抬高后,覆土厚约为 500~700 mm。因此,在 15~17轴之间未设夹层,预留三跨

(宽约 18 mm)作为地下管线敷设走廊,解决了上南路方向的地下管线敷设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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按照资源共享的原则,本层布置了 3个环控机房、3个区间通风机房、1个冷水机房等主要设备用房。并在公共区东侧布

置了上跨 6号线的通道,兼顾过街功能。 

(2)地下二层。本层为 6、8号线共用站厅层和 6号线站台层。6号线为侧式站台,站台宽 4 m、长 78 m。站台东南侧为

降压变电所,为 6、8号线共用。 

本站设南北两个站厅,北站厅接 4、5号出入口;南站厅接 1、2、3号出入口。两个站厅与 6号线两侧站台同层设置, 6号

线客流进出便捷。两个站厅各设一组双向扶梯联系 8号线站台,乘客无论是进出车站还是换乘均很便捷(见图 1、图 2)。 

 

北站厅北端为 8号线区间通风机房,南站厅南端为管理用房。 

(3)地下三层。本层为 8号线站台层,站台宽 2m,长 137 m。公共区中部设一部电梯、两组楼梯与站厅层联通,作为进出站

和换乘使用。 

4. 2 剖面设计 

根据 6号线区间浅埋明挖的条件限制,车站轨面标高较高。因此,确定本站为浅覆土地下三层车站。站厅为三柱四跨,平面

规模约为 24 m×40 m,空间宽敞。结合地下一层的高度在站厅中部设置二层通高的中庭,形成结构净高达 9. 4m的高敞空

间。站厅形态有别于一般的地下车站,视野开阔。两个中庭之间为 6号线站台,上面为行人平台,周边设玻璃栏板;换客、过

街和进出车站客流在中庭空间上下流动,改善了地铁车站公共空间的形态(见图 3)。 



方略学科导航（www.firstlight.cn） 
 

 

4. 3 共享设计 

本换乘站的设计按照“一站”设计,包括土建和机电设备等内容。资源共享不仅有利于实现轨道交通资源利用及管理的集约

化,还有利于控制建设投资。车站资源共享包括空间共享和机电设备共享。 

(1)公共空间和管理用房共享。按照一站式设计,本站出入口、站厅及站长室、警务室等设备管理用房两线共用。设计提

出了两线风井合并设置的方案,减少了 4个风井,以节约用地和减少对环境影响。 

(2)机电设备共享。在条件允许的前提下,对环控机房、冷水机房、消防泵房、降压变电所、车控室、自动售检票系统、

部分通信子系统及楼扶梯、电梯等设备系统均设计成两线共用。 

4. 4 换乘组织设计 

6号线的南北两个站厅内各布置一组扶梯通至地下三层 8号线站台。因此,两条线的客流可通过此扶梯直接进行换乘(见

图 4)。 

 

5 结语 

6号线上南路站自 2002年 9月开始设计,至 2007年 12月通车运营,历时 6年。这期间,轨道交通线网、中环线过上南路

路口的交通形式等方面均有不少变化和调整,导致车站从初步设计至最终施工图发生了多次变化。 

由于 8号线调整了走向,本站改为浅埋地下二层站,取消了地下三层。但由于围护结构已经实施,设计调整方案只能在已实

施的结构内进行。因此,基本保留了原方案的布局,站厅二层中庭得以保留, 同时将多余的 8号线设备管理用房改做商业

开发。 

虽然车站总体布局基本按原设计实施,但仍有诸多遗憾。中庭方案由于结构的原因不得不减小一跨,宽度由18 m减为12 m;

中部残疾人电梯未按照透明电梯实施;中庭装修设计不够到位,如吊顶采用了单调的平顶、通顶柱子的设计不够美观等。

尽管如此,在上南路站设计过程中,我们还是在换乘和公共区空间设计等方面积累了一些经验,或许对今后同类工程设计具

有一定的参考价值。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