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笔者于2011年9月下旬赴日本考

察，重点了解日本结合轨道交通建

设的城市地下空间形态规划、建设

模式和运营管理情况等方面的实践

经验。期间，先后走访了日本东京

六本木综合体、汐留站、东京站、

名古屋21世纪城市绿洲、京都火车

站、大阪难波公园等城市案例。日

本城市地下空间开发的规模之大、

综合规划设计和经营管理体系之健

全，给人留下深刻的印象，这对我

国大都市缓解城市交通压力、集约

土地资源、实现城市空间立体开发

具有很大的借鉴意义。

1 日本地铁及地下空间发展概况

日本是亚洲最早开发和建设城

市地铁的国家，早在1927年，东京

就建成了日本第1条地铁线路——银

座线（上野站—浅草站），20世纪

70年代开始日本地铁建设进入高速

发展期，到20世纪80年代末，日本

的东京、大阪、名古屋等大城市已

基本完成了中心城区地下铁道交通

网络的规划与建设。截至2011年，日

本已有9个大城市（东京、大贩、名

古屋、横滨、札幌、仙台、京都、神

户、福冈）共建有732.8  km地铁（图

1），日客流量达数千万人次。

纵横于日本各大城市的地铁线

路，宛如城市的地下神经系统，纵

横交错，四通八达，给城市带来不

竭的活力和动力，同时也有效缓解

了地面交通压力。地铁与地面交通

形成的立体交通系统在为居民出行

提供方便的同时，也为城市合理布

局，改善城市环境提供了条件。自

20世纪60年代开始，城市地铁、地下

街、共同沟以及大深度地下空间开发

利用等逐渐形成了具有特色鲜明的日

本模式。日本的第1条地下街是1930

年建成的东京上野车站地下街，目前

城市地下街分布于日本各大城市，至

2005年，日本政府认定总共有70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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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下街，总面积达113万m2  [1]。

2 重点案例项目

2.1 东京汐留站

汐留与银座、新桥和筑地等

大规模商业地区相毗邻，也与丸之

内、霞关、虎之门及滨松町等日本

中枢业务地区相近，是城市中心最

繁华的地带之一。并且，东侧有滨

离宫庭园、南侧有竹芝码头和芝恩

赐公园，都是市中心的休憩之地。

该地区由都营地铁、JR线、新交通

系统的各新桥站和地下通道等相互

连接。同时，周围还有第一京滨、

海岸大街、昭和大街、首都高速公

路等干道环绕，因此，成为交通要

地（图2）。

该区域内轨道交通车站包括：

都营地铁大江户线与新交通海鸥线

汐留站；JR山手线、东京地铁银座

线、都营地铁浅草线和新交通海鸥

线新桥站。大江户线汐留站与浅草

线新桥站间有地下通道连接，步行

时间仅需3～5  m i n。同时，换乘前

往新宿、六本木、台场等地也非常

便捷。

地下1～2层设有Caretta购物中

心，其中设有特色餐厅、咖啡厅、

烧酒专门店、日本茶专卖店等精品

店，另外，还设有可免费参观的日

本首家广告资料馆——东京广告博

物馆（ADMT）。并且，地下2层宽

阔的室外下沉广场Caretta PLAZA

可举行各种时令活动。乘坐观光电

梯，可从地下2层直接上升至离地面

约200  m处的最上层的天空餐厅，彩

虹大桥、御台场、银座等都可在此

一览无余。

2.2 东京火车站

东京火车站是日本陆上交通的

总枢纽，拥有JR的18条站线（地面

10条，地下8条）、新干线10条站

线（地面）、以及东京地铁2条站

线（地下），共15个站台（地面10

个，地下5个）。每日出发和到达的

列车数量约4  000列，是最能代表日

本繁忙交通的车站。火车站将东京

和日本各大主要城市连接成四通八

达的交通网，乘坐新干线列车从大

阪前往东京仅需要3  h的时间。

车站共有4个出入口，东西南北

各有1个，分别是西面的丸之内口，

东面的八重洲口，北面的日本桥口

和南面的京叶线地下出口（图3）。

东京火车站，如今每天上、下

车旅客数百万人次，秩序井然，没

有人满之患，这也不能不归功于八

重洲地下街的建设。八重洲地下街

位于东京站八重洲侧，在八重洲大

街地下，有4条地铁线在此交汇。车

站与地下街联成一体，大量的客流

转入地下，并且从地下街疏散。

东京火车站八重洲地下街一

期建成于1964年，二期建成于1973

年，由7家民营公司联合建设和经营

管理。占地面积3.5万m2，总建筑

面积达6.4万m2，商业空间面积1.84

万m2，总体上呈I形布局，与城市道

路走向吻合，其南北向长约440  m，

东西向长约300  m，是日本至今为止

最大的地下商业街之一。

地下1层主要以商业街为主，主

要为出租店铺，包括服饰、餐饮、

休闲服务、电器、酒吧和咖啡座

等；地下2层布置停车场；地下3层

主要为设备用房、辅助用房等。

东京火车站车站前有干线公

路，交通十分拥挤，每天有大量行

人穿越马路，行人非常不安全。八

重洲地下街的建设成功将地铁车站图2  汐留地区总平面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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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火车站相连接，构建了地下安

全步行体系，从而实现“人车分

流”，有效缓解了地区周边交通矛

盾和确保行人安全。并且，地下街

将整个地下空间与东京火车站及周

围16栋大楼连通，与地面商业交叉

定位，相辅相成，最大程度地实现

了地下空间资源的开发利用。

2.3 京都火车站

京都位于日本列岛中心的关西

地区，面积约为610  km2，是世界著

名的古都。公元794年平安京城始

建于京都，至1868年迁都到东京为

止，京都一直是日本的首都，为日

本的经济、文化中心。

京都是日本最重要的历史名

城，但城市规模比东京和大阪小许

多，该城地铁线路呈十字形，其地

铁乌丸线穿过京都火车站（图4），

京都火车站位于日本新干线上，是

多条铁路线路的总站，是拥有1  800

万人口的京阪神地区（东京、大

阪、神户）的客流中心。

京都车站大厦是一个功能上

高度综合的建筑体，除了铁路车站

和地铁车站外，内部还包含伊势丹

百货公司、购物中心、1家有3个观

众厅的文化中心、1座博物馆、1家

旅馆以及1座占9层楼面、可停数千

辆汽车的大型立体车库，此外，还

有大量室外和半室外的公众活动空

间。在车站大厦的内部，设置了1

个巨大的公共空间——超大尺度的

厅，联系着室内、室外以及各层的

各种使用空间，不仅巧妙地连接了各

种功能，同时也解决了多种交通方式

的换乘问题。因此，京都火车站具有

交通枢纽与商业中心双重角色。

大厅东侧呈阶梯状，各阶之间

通过自动扶梯联系（图5），尽端

是旅馆区围合的屋顶广场；西侧设

置了1个巨大的楼梯，形成连续上升

的坡面，位于西侧的百货店在各层

都有开口与楼梯相连，楼梯尽端是

位于百货店和停车场屋顶上的开敞

空间；北侧是面向室外广场的主入

口，玻璃拱顶支撑在几个粗大的桁

架柱塔上；南侧是乘坐铁路和地铁

的检票口，由室内可以看到铁道线

路及列车的停启。大厅与站台空间

相通，最大程度地实现了现代交通

建筑所具备的迅速与便捷。

在中央大厅顶部有1条距地面45 

m高的东西向空中走廊，它同时也是

俯瞰大厅本身和眺望京都城市风貌

的最佳位置。

京都火车站占地约3.8万m2，

总建筑面积达23.8万m2，地下3

层，地上饭店部分16层，百货商店

部分12层，塔屋1层，高达60  m。

地下与地铁换乘通道全部做成商业

街，纵横交错，包括食品、餐饮和

服饰杂品文具店等，与伊势丹主力

店形成互补。同时，京都火车站西

图3 东京火车站总平面图

简析日本轨道交通与地下空间结合开发的建设模式  杨振丹

图4 京都火车站总平面图

简析日本轨道交通与地下空间结合开发的建设模式  杨振丹 国 外 城 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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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侧设置了地面公交停车场，最大限

度地实现铁路、地铁和地面公交的无

缝接驳。

京都火车站已经不是一个纯粹

的火车站，而是城市的大型开敞式

露天舞台、大型活动的聚会中心、

古城全景的观赏点、地上地下综合

购物中心和空中城市。与此同时，

它更是1座大型交通换乘枢纽。

3 日本轨道交通结合地下空间

建设的启示

日本轨道交通与地下空间结合

开发的建设模式对我国城市轨道交

通建设和城市地下空间开发利用提

供一定的启示和借鉴意义。

(1）科学规划、大力发展轨道

交通系统。以日本的人口密度、出

行频次和窄小的城市道路结构，但在

交通上并不特别拥堵，其根本原因在

于合理规划、密集分布的地下轨道交

通系统。例如，日本首都东京的地铁

是日本发达的地铁建设的缩影，其线

路四通八达，至今已拥有13条路线，

路线总长300多km，每500  m半径内

必有1个地铁站，每日平均运量达

800多万人次，有效缓解了地面交通

压力，方便了市民出行。

(2）地上地下统一规划、立体

开发。应结合城市轨道交通线网规

划，从全局角度编制地下空间开发

利用的总体规划，合理确定区域地

下空间开发利用步骤，统一衔接地

下空间与地铁等城市交通体系及周

边建筑的接驳位置。在合理规划的

基础上，可以实现地下街与地铁项

目同期建设实施，既实现地下空间

商业和交通设施的无缝衔接，又可

以避免后施工项目对地铁运营安全

的干扰和影响。例如，东京火车站

八重洲地下街将整个地下空间与火

车站、地铁及周围大楼相连通，使

地下街与周边建筑地下室形成了有

机整体，同时与地面商业交叉定

位，相辅相成，最大程度地实现了

地下空间资源的开发利用。

(3）地下商业街的建设应依附

于城市地铁建设项目。本次考察东

京、大阪、名古屋等城市，所到之

处都是以地铁线路为纽带，以地铁

站为节点，向空中、地下和周围地

区辐射发展，形成较大规模的地下

商业街。纵观日本地下街的开发建

设历程，其建设内容、规模与形式

随着城市的发展需求而逐渐更新演

变，由最初的通道型地下街发展成

如今的地铁车站、地下停车场、地

下商业等功能于一体的综合型地下

街。目前，日本的地下街全部是以

地铁站为中心进行建设。从而利用

地铁强劲的运力为商业带来更多的

人流，给地铁商业和与地铁联通的

城市商业带来旺盛的人气，同时也

因地铁交通便捷、高效、经济而提

高了整个商业区的吸引力。

(4）大型轨道交通枢纽建设成

为重要商业中心区。东京火车站是

日本陆上交通的总枢纽，将东京和

日本各大主要城市连接成一个四通

八达的交通网。与东京站轨道交通

系统相联通的八重洲地下商业街更

是日本最长的地下商业街，与周围

16栋大楼连通，日均活动人数上

百万人，著名的大丸百货东京站店

地下2层位于八重州商业街内，高岛

屋百货也毗邻地铁口。再如京都火

车站交通换乘枢纽，地下与地铁换

乘通道全部做成商业街。

(5）利用地铁车站节点的有效

开发，采用以公共交通为导向的开

发（TO D）模式带动新兴区域的

发展。近年来，日本持续利用地铁

车站节点，充分开发周边商务、商

业设施，取得了明显的成效。如日

本新建的汐留Ca r e t t a商业，位于

大江户线与新交通海鸥线汐留站，

成为政府重点规划的兼具“职”、

“住”、“憩”、“游”四大功能

的开发区。

(6）各种地下设施分层设置、

相互连通。日本地下街实际上是一

个地下综合体，包括商店、停车场

等主要设施，并与周围建筑物地下

室、地铁车站或铁路车站等步行通

道和楼、扶梯相连通。从各层分布

情况来看，商店主要在地下1层，与

地铁站厅层相连通；停车场多在地

下2层，有单独的坡道出入，并有少

量楼梯与地下1层相通；机房等辅

助房间一般布置在地下2层或3层。

此外，在地下街中，常利用一些

边、角或其他一些不便使用的位置

布置一些管道和电缆。这种分层面

的地下空间，以服务的功能区为中

心，人、车分流，（下转第99页）

简析日本轨道交通与地下空间结合开发的建设模式  杨振丹

图5 京都站大厅

简析日本轨道交通与地下空间结合开发的建设模式  杨振丹国 外 城 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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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下工程中的土工技术

Analysis on Combined Construction Mode of Rail Transit and
 Underground Space in Japan

Yang Zhendan

Abstract: The paper makes an analysis on the combined development 
of Tokyo Shiodome station, Tokyo railway station and Kyoto railway 
station and underground space as the case study, and describes the 
overall development of the Japanese rail transit hub and underground 
space, the development model combined with construction, and it is 
an important enlightenment in planning for construction of urban rail 
transportation hubs in China.
Keywords: rail transit, underground space, development and 
utilization, construction mode

（上接第96页）市政管线、电缆设

施等分置于不同的层次，各种地下

交通也分层设置，从而减少了相互

干扰，保证了地下空间利用的充分

性和完整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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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议在基础下面用旋喷注浆技术加

固地基土。施工进行得很顺利，房

屋在加固过程中未出现显著变形，

加盖房屋产生的沉降仅10  mm。归

根结蒂，主要是加固土壤满足了设

计要求。

旋 喷 注 浆

技术首次在圣彼

得堡地下建筑中

的应用是在马林

斯基剧院第二舞

台的场地。根据

设计，把基坑周

边围护下面2  m

厚的土壤用旋喷

注浆加固，这样

避免了基坑围护

向 开 挖 土 层 以

下 下 沉 的 可 能

性，从而保证了

邻近建筑物和管

线的安全。采用

旋喷注浆技术不

仅可以在基坑底部下面建立水平的

反滤层，而且还可以建立垂直的反

滤层。需要牢记的是，用旋喷注浆

技术形成的水泥土，不是混凝土，

它比土壤强得多，但比混凝土差得

多。水泥土不能成为整体的块体，是

由彼此紧靠的柱体组成，不适合使用

钢筋混凝土规范。当然旋喷注浆技术

优点可嘉，但不能勉为其难，强其

所不能。

地下建筑的所有技术都有它有

效的使用范围，土工技术人员在确

定使用范围时采用3种方法：现代计

算、在试验工地验证技术以及进行

土工监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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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4   在建立环状钢筋混凝土刚性结构
      的条件下开挖基坑的步骤

支撑 支撑

圈梁

基坑底

环状结构 环状结构

留在结构
下面的桩

留在结构
下面的桩

板桩围护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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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nalysis on Combined Construction Mode of Rail Transit and
 Underground Space in Japan

Yang Zhendan

Abstract: The paper makes an analysis on the combined development 
of Tokyo Shiodome station, Tokyo railway station and Kyoto railway 
station and underground space as the case study, and describes the 
overall development of the Japanese rail transit hub and underground 
space, the development model combined with construction, and it is 
an important enlightenment in planning for construction of urban rail 
transportation hubs in China.
Keywords: rail transit, underground space, development and 
utilization, construction mode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