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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城市轨道交通地面车站
动力照明设计方法的分析

胡泽旸

（中国电建集团华东勘测设计研究院有限公司，浙江 杭州 311100）

摘　要　城市轨道交通地面车站的动力照明设计是确保车站正常运营和乘客安全的重要组成部分。本文通过对动

力照明设计方法的综述和分析，深入探讨了城市轨道交通地面车站的动力照明设计方法，旨在提供一个有针对性

的参考框架，为城市轨道交通地面车站的动力照明设计提供指导和优化方案，从而为提高城市轨道交通系统的可

持续性和舒适性水平提供理论和实践支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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城市轨道交通地面车站作为城市交通体系的重要

组成部分，其设计和运营面临着日益严峻的挑战。而

动力照明作为地面车站设计中的重要一环，既关系到

乘客的出行安全和舒适体验，又与城市能耗和环境可

持续性密切相关。因此，对城市轨道交通地面车站的

动力照明设计进行深入分析和研究，具有重要的理论

和实际意义。本文将从城市轨道交通地面车站的特点

出发，结合现代照明技术和智能控制系统，深入探讨

动力照明的设计方法。首先，通过对城市轨道交通发

展现状的概述，揭示动力照明在地面车站设计中的地

位和作用。其次，结合可持续性、安全性和用户体验

等多个维度，提出动力照明设计中应考虑的关键因素。

再次，通过对不同环境条件下照明需求的分析，探讨

了具体的设计方法和技术手段。最后，通过实例分析，

展示了一些成功的动力照明设计案例，并总结了设计

中的关键经验。通过这一系列的研究，旨在为城市轨

道交通地面车站的动力照明设计提供可行性和创新性

的建议，以推动城市轨道交通系统的可持续发展 [1]。

1 现代城市轨道交通地面车站的发展现状

城市轨道交通地面车站作为城市交通网络的节点

之一，承担着枢纽转换、乘降服务等多重功能。随着

城市轨道交通系统的不断发展，地面车站的数量和规

模也在逐步增加。然而地面车站的特殊环境和多功能

性要求，对其动力照明设计提出了更高的要求。

1.1 特殊环境

在特殊环境下的地面车站照明设计必须全面考虑

城市建筑和交通流线的影响，以确保在白天和夜晚、

晴天和雨雪等各种气象条件下实现有效照明。不同区

域如车站进出口、站台存在多样化的乘客需求和安全

性考虑，因此照明方案应具备高度灵活性，能够在各

种情况下提供最佳照明效果。这涉及细致的规划和技术

创新，以确保车站在任何特殊条件下都能够保持良好的

照明状态，为乘客提供安全、舒适的候车和通行环境。

1.2 多功能性要求

地面车站作为城市交通枢纽，不仅承担着基本的

乘降服务，还具备多功能性，涵盖商业设施、公共服

务等。这使得照明设计需要更高的标准，既要满足运

输功能，又要关注商业环境的舒适性和吸引力。设计

师在制定照明方案时必须兼顾功能性与美观性，以确

保在提供安全高效的交通服务的同时，为车站创造出

宜人的氛围。这不仅能促进商业活动和公共服务的蓬

勃发展，也能提升地面车站在城市空间中的综合价值

和吸引力 [2]。

2 动力照明设计中的关键因素

2.1 可持续性

在城市轨道交通系统建设中，可持续性照明设计

是至关重要的理念。通过采用节能灯具和智能光控系

统等先进技术，旨在降低照明能耗，有效减轻城市电

网的负担，从而为照明系统的可持续发展奠定基础。

这一举措不仅有助于实现能源资源的有效利用，同时

也促进城市交通系统向更为环保和经济可行的方向发

展。通过引入创新技术，可使城市轨道交通系统更加

智能、高效，为未来城市交通的可持续性发展提供了

切实可行的解决方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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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 安全性

安全性在城市轨道交通系统地面车站动力照明设

计中占据关键地位，要确保各区域的照明均匀分布，

以避免因光线过强或过弱而引发的安全隐患，为乘客

人身安全提供不可或缺的保障。特别是在夜间和恶劣

气象条件下，照明系统的可靠性显得尤为重要，为保

障正常运营和乘客行走提供了基础保障。这种注重安

全性的照明设计既是对乘客的责任，也是对城市轨道

交通系统安全运行的关键保障，为创造一个安全可靠

的乘车环境提供了必要的技术和设计支持 [3]。

2.3 用户体验

为确保地面车站的动力照明设计能够提供卓越的

用户体验，需细致考虑不同区域和场景的照明需求。

通过科学布局光源，创造舒适、明亮、清晰的环境，

有效提升乘客的出行体验。在站台区域，采用柔和而

均匀的照明，既确保安全，又避免刺眼感。在候车区

域，充分考虑人流密集度，采用符合人眼舒适度的光

线，营造轻松愉悦的氛围。同时，采用智能照明系统，

根据不同时间段和客流情况进行调节，以提高能效并

进一步提升用户体验。这种精心设计的照明系统将为

城市轨道交通系统赋予更为吸引人的特色，使乘客在

旅途中感受到更多便捷和舒适。

3 照明需求与设计方法

3.1 站台区域

为了提高乘客在夜间或低光条件下的安全感，站

台区域的照明需要确保充足的光线，防止潜在的危险

或障碍物造成的安全隐患。良好的照明设计可以提高

站台区域的视觉舒适度，使乘客在等待列车的过程中

感到更加愉悦和轻松。合理的照明设计能够突出站台

区域的标识和信息牌，方便乘客获取列车信息，提高

站台的运营效率。为了满足不同时间和气象条件下的

照明需求，可调光技术成为站台区域照明设计的一项

重要手段。通过智能照明系统，可以根据白天、夜晚

和气象变化，实现光照强度的灵活调整，从而更好地

满足不同需求。在白天，通过充分利用自然光，可调

光系统可以降低人工照明的亮度，减少能耗，同时保

持站台区域的明亮度。在夜晚，可调光系统可以增加

照明亮度，确保站台区域的充足照明，提高乘客的安

全感和视觉舒适度。针对不同气象条件，如雨雪、雾

霾等，可调光系统可以根据实时气象数据调整光照强

度，应对复杂的气象情况。站台区域的照明设计不仅

需要满足基本的照明需求，更需要具备一定的设计创

新，以提升用户体验。通过巧妙的灯光布局，可以营

造出更为宜人的站台环境，避免过强或过弱的光线造

成视觉疲劳或不适。考虑到不同时间段和气象条件下

的色彩温度，运用柔和的色彩，使站台区域的照明更

加舒适和自然。结合智能控制系统，可以实现照明与

音响、信息屏等设施的智能交互，提升用户在站台区

域的整体体验。通过设计创新，站台区域的照明不仅

满足了基本功能，更为乘客营造了一个安全、舒适、

具有现代感的等候环境。在提高用户体验的同时，也

有助于城市轨道交通地面车站形象的提升 [4]。

3.2 进出口区域

进出口区域作为车站的门面，其照明设计既要满

足基本的安全照明要求，又要注重环境美观和城市形

象的展示。为确保行人在进出口区域的安全通行，照

明系统需要提供充足的、均匀的光线，避免阴影和视

觉盲区，减少安全隐患。进出口区域是车站的门户，

其照明设计应考虑到建筑结构、景观绿化等因素，通

过合理的灯光布局和亮度调整，营造出美观的环境氛

围。进出口区域的设计要符合城市的整体形象和风格，

通过照明设计突出建筑特色，展示城市的现代化和独

特魅力。为了更好地适应进出口区域的复杂环境和变

化需求，智能感应技术成为照明设计的一项关键技术。

通过智能感应技术，可以实现照明系统的智能化控制，

根据行人流量和环境亮度自动调整照明亮明系统的变

化，展示城市的活力和多彩生活，使进出口区域成为

城市亮丽的窗口。通过设计创新，进出口区域的照明

系统不仅是为了满足基本功能，更是为了打造一个具

有城市个性和文化内涵的区域。照明设计的创新不仅

提升了进出口区域的美观度，还通过展示城市形象，

为城市轨道交通地面车站树立了独特的城市标志。为

提升用户体验，进出口区域的照明设计应注重人性化

和城市交互，以更好地服务于乘客。根据不同时间段

和气象条件，智能感应系统可以调整亮度，创造出更

为舒适和温馨的光照环境，提高乘客的整体体验。通

过巧妙的导向照明设计，为行人提供清晰的导航路径，

提高进出口区域的通行效率，增强用户体验。结合照

明系统，可以设置信息显示屏或互动装置，提供实时

列车信息、城市动态等，使进出口区域成为信息交流

的平台，增强用户的参与感。通过充分考虑用户体验

和城市交互，进出口区域的照明系统不仅满足了基本

的照明需求，更为乘客创造了一个智能、便捷、富有

文化氛围的空间。这有助于提升城市轨道交通地面车

站的服务水平，增强乘客对城市的好感度 [5]。

3.3 商业区域

商业区域作为地面车站的一部分，其照明设计不

仅需要满足基本照明需求，更要注重舒适度和商业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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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力。商业区域通常是乘客休息、购物的地方，因此

需要创造出舒适、温馨的照明环境，使顾客感到放松

和愉悦。商业区域照明设计需要突出商品展示区域，

通过合理的灯光布局和色彩搭配，提升商品的吸引力

和陈列效果。通过照明设计营造出时尚、温馨的商业

氛围，使商业区域成为乘客愿意停留的场所，增加商

业活动的吸引力。为实现商业区域的照明设计目标，

可以采用多种照明设计手法，以提升舒适度和商业吸

引力。采用柔和的光线，可以降低商业区域的整体亮

度，创造出更为温馨、轻松的氛围，提高顾客的舒适感。

运用色彩丰富的灯光，可以突出商业区域的特色和商

品的吸引力，营造出更具时尚感的购物环境。针对商

品陈列区域或特定展示区域，采用重点照明手法，使

这些区域在整体环境中更为突出。在商业区域照明设

计中，不仅要注重舒适度和吸引力，还应考虑节能环保，

符合可持续性发展的原则。使用 LED照明技术，具有

高效能、长寿命、低能耗的特点，能够满足商业区域

照明需求，并降低能源消耗。引入智能照明控制系统，

通过感应器和定时器，实现商业区域照明的智能化管

理，避免不必要的能源浪费。充分利用天窗设计，白

天充分利用自然光，减少人工照明的使用，降低能耗，

提高照明系统的可持续性。商业区域的照明设计应注重

用户体验和购物导向，以提高商业活动的吸引力。通过

巧妙的照明设计引导顾客关注特定商品或促销区域，提

高购物导向性，促进销售。商业区域的餐饮区域，应设

计舒适的就餐区域照明，创造出宜人的用餐氛围，提升

用户体验。引入交互式照明设计，通过与顾客的互动，

不仅能增加商业区域的趣味性，还能吸引更多顾客参与。

4 未来展望

4.1 智能化照明技术的发展

未来，城市轨道交通地面车站的照明设计将更加

注重智能化和科技化。随着物联网、人工智能等技术

的不断发展，可以预见照明系统将更加智能，能够通

过感应、学习、自适应等技术，实现对环境的实时调

节。例如，通过人流监测，系统能够预测车站客流高

峰，提前调整照明亮度，既保障安全又节约能源。同

时，利用智能控制系统，还可以实现远程监测和管理，

提高照明系统的运行效率。

4.2 绿色照明设计的推广

未来城市轨道交通地面车站的照明设计将更加注

重绿色环保。随着社会对可持续发展的追求，绿色照

明将成为照明设计的主流趋势。LED等低能耗、长寿命

的光源将得到更广泛的应用，减少了能源浪费。同时，

通过充分利用自然光、引入可再生能源等手段，进一

步减少对传统能源的依赖，推动城市轨道交通系统照

明的绿色化。

4.3 人性化照明体验的提升

未来城市轨道交通地面车站的照明设计将更加注

重乘客的人性化体验。通过深入了解乘客的需求和行

为习惯，照明系统可以更加精准地满足不同场景下的

照明需求。在车站不同区域，如站台、商业区、进出

口等，采用个性化的照明设计，以提升乘客在车站的

舒适感和体验感。同时，借助智能技术，可以根据季节、

天气、时间等因素，调整照明颜色和亮度，创造出更

适宜的环境。

4.4 艺术与科技的融合

未来城市轨道交通地面车站的照明设计将更加强

调艺术与科技的融合。通过引入艺术元素，如光雕、

投影等，使照明系统不仅是功能性的设施，更是城市

文化的表达和交流平台。照明设计可以结合城市活动、

节庆庆典等元素，创造出丰富多彩、富有艺术感的照

明景观，为城市交通系统增色添彩。

4.5 跨界合作与创新

未来城市轨道交通地面车站的照明设计将更加注

重跨界合作与创新。照明设计不再是孤立的技术领域，

而是需要与建筑、城市规划、信息技术等多个领域进

行紧密合作。通过跨界的创新，可以更好地满足城市

轨道交通系统对于照明的多元化需求，使其更好地融

入城市发展的整体策略。

5 结语

城市轨道交通地面车站的动力照明设计是一个综

合性、复杂性的工程，需要在可持续性、安全性和用

户体验等方面进行全面考虑。通过合理运用先进技术

和智能控制系统，结合不同区域的需求，设计出符合

城市特点和未来发展趋势的照明方案，将有助于推动

城市轨道交通系统的现代化和可持续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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