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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疫情时期轨道交通站点设施设计的应对策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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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目的 补充和完善城市轨道交通站点设施的设计方法及应对策略，使其符合后疫情时期人们的出

行需求，提高城市轨道交通站点设施设计的研究现状和设计品质，探索疫情后基于人们社交心理与行为

模式变化的城市轨道交通站点设施设计的未来发展方向，最终满足人们对美好交通出行的“新需求”。

方法 以适应后疫情时期人们社交行为模式的城市轨道交通站点设施为研究对象，以人的心理活动与行

为模式相互关系的设施设计为切入点，围绕后疫情时期不同人群行为活动对城市轨道交通站点设施提出

的新要求，从环境心理学和设计学层面探索城市轨道交通站点设施的设计路径，建立适合人们在站点中

行为流程需求的设施设计，以满足人们对美好出行的需求。结论 结合后疫情这一背景主动应对“人”

的新需求进行了城市轨道交通站点设施设计的改革和创新，使其更好地承载城市活动、功能、形象等诸

多职能，以及符合人流集散的要求。在实际项目中予以实践，并且持续补充完善，为“满足人们美好生

活需求”战略下城市轨道站点设施设计整体品质的提升提供了值得借鉴的路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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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trategies for the Design of Rail Transit Station Facilities  
during the Post-Epidemic Period 

LI Li-hua, QUAN Li, CAI Xiao-yan 
(Chongqing Jiaotong University, Chongqing 400074, China) 

ABSTRACT: The work aims to supplement and complete the design methods and coping strategies of urban rail transit 
station facilities to make the facilities meet the demand of people to travel after the outbreak, improve the research situa-
tion and design quality of the urban rail transit station facilities, explore the future development of urban rail transit sta-
tion facilities based on people’s social psychology and behavior change after the outbreak and finally meet people’s new 
needs for a better travel. With the facilities of urban rail transit stations adapted to people’s social behavior patterns in the 
post-epidemic period as the research object and the facilities design of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people’s psychological 
activities and behavior patterns as the breakthrough point, the design path of urban rail transit station facilities was ex-
plored from the aspects of environmental psychology and design based on the new requirements of different people’s be-
havior activities for urban rail transit station facilities in the post-epidemic period and the facilities design suitable for 
people’s behavior flow requirements in the stations to meet people’s needs for better travel were established. Combined 
with the background of post-epidemic situation, the reform and innovation of the facilities design of urban rail transit sta-
tions were carried out according to “people’s” new requirements to better carry many functions such as urban activities, 
functions and image, and meet the requirements of people flow and distribution. It was practiced in practical projects and 
continuously supplemented and improved, which provided a reference path for improving the overall quality of urban rai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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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tation facilities design under the strategy of “meeting people’s needs for a better life”. 
KEY WORDS: post-epidemic period; coping strategies; behavior pattern; rail transit stations 

新型冠状病毒肺炎打破了中国乃至全球在政治、

经济、民生等方面的原有秩序，随着疫情在国内外的

不断变化，人们将面对一个对各方面都产生深远影响

的后疫情时期。这其中因人的心理产生变化而引发的

行为模式变化成为了当前研究者关注的焦点。鉴于这

一变化在城市轨道交通出行上表现得尤为明显，因

此对城市轨道交通站点设施设计的探讨显得十分必

要[1]。城市轨道交通站点中公共设施是交通系统运行

的重要组成部分，尤其我国的城市轨道建设里程最新

统计已经达到 5295 km，居世界第一位，旅客周转量、

旅客货运量均为世界第一，轨道交通站点其承载着城

市活动、功能、形象等诸多职能，再加上对人流集散

的要求，更需要结合后疫情这一时代背景，主动应对

“人”的新需求对城市轨道交通站点设施设计进行改

革和创新。 

1  后疫情时期人们乘坐城市轨道的社交心

理和行为模式变化 

1.1  疫情后人们的社交心理变化 

疫情对人们乘坐轨道交通时的心理产生了一定

影响，这主要体现在三个方面：消极情绪、回避行为

和负性认知[2]。在完全了解这些变化后，才能积极采

取应对策略设计符合人们需求的轨道交通站点设施，

营造健康便捷的城市轨道交通出行体验[3]。 
人的消极情绪主要有紧张、焦虑、痛苦等，而体

现在轨道交通出行方面的表现是在人流密集的地方

容易产生紧张情绪，尤其在封闭的空间中表现得尤其

明显，遇见有咳嗽、发烧等行为的人时会形成条件反

射，从而产生抵抗与恐惧心理。 
回避行为是指对主观判断负面的认知进行逃避

行为，这体现在乘坐轨道交通出行时，人们不愿与陌

生人接近，加大社交距离，不愿与人面对面接触，不

愿皮肤接触到扶梯、卫生间水龙头、把手、机器按钮

等部件。在不着急的情况下，还会避开早晚高峰、节

假日等人流密集的时间出行。 
人的负性认知是对任何事物和事件抱有消极看

法，其涵盖的内容十分广泛，在乘坐轨道交通出行时

则主要体现在安全性及易感性上。在人流多、卫生条

件差、空气质量不好的封闭环境中，人们会没有安全

感，不信任任何人，认为自己处在危险之中，不能很

好地保护自己，并因此流露出不安的情绪。 

1.2  疫情后人们的行为模式变化 

人们乘坐轨道交通的行为模式包括秩序模式、流

动模式、分布模式。秩序模式是人在轨道站点空间中

的一系列活动规律，体现为进站、购票、安检、购物、

等候、换乘、出站等行为的活动序列；流线模式是指

人在空间中移动的行为，轨道交通站点空间人流密集

集中，且流动速度较快，要通过估算出单位时间的人

流数量、流动方向与方位来进行设施设计；分布模式

是群体性的（毕竟人不是单独在环境中），它是一种

人的社交行为状态，对应的是设备的尺度，宽阔的通

道和站台会让人产生舒适感。人会受环境的影响，好

的环境促进人的积极行为，人们的需求得到满足时就

会产生积极行为，疫情后引发的轨道交通出行行为模

式变化会产生新的需求，应该根据新需求来构建设施

设计的应对策略。 

2  后疫情时期城市轨道交通站点设施设计

的不适应性 

目前城市轨道交通站点设施设计的使用功能不

完善，卫生条件达不到舒适的程度[4]。很多站点没有

应对疫情或突发事件的安全监测系统；公共家具陈设

不符合人体工程学；照明系统设计不科学。应急设施

设计缺失，在面对突发事件的时候，很多站点没有卫

生消毒设备、疾病处理与监控设备、紧急避难设备、

逃生救生设备等，甚至连节假日人流剧增时的出行设

施都不能满足。升降电梯的封闭性很强，很多轨道交

通站点位于地下或高架，开放空间较少，这是由地理

位置决定的，不可改变[5]。由于封闭感会加剧人们利

用轨道交通出行时的消极情绪、负性认知、回避行为

等一系列负面心理，所以要通过改善其中的设施设计

来缓解人们的这种情绪。 
在温度、湿度等方面设计薄弱。在通风、温度控

制上严重依赖空调系统，疫情发生后空调系统被完全

停用，因此轨道交通站点的通风设备设计就会出现问

题。另外，自然采光较少，过度依赖人工照明，光源

分布不合理等会造成人们视觉疲劳，不符合当下可持

续、生态环保的设计理念。 

3  构建轨道交通站点设施设计的应对策略 

每次重大突发事件都给设计带来新的挑战，同时

也使方法和理念更加科学先进。通过构建科学合理的

设施设计，可以对疫情后人们在轨道交通站点行为活

动中的不适进行调节，营造健康美好的轨道交通出行

体验。 

3.1 “平时—战时”双轨设计 

疫情的发生猝不及防，突发事件不可预知，因此，
在轨道交通站点设施设计中应该考虑“平时—高峰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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合”、“平时—疫情结合”、“平时—灾难结合”的使用
需求，弹性设施设计为城市轨道交通站点设施设计开
拓新的设计思路，最终使城市轨道交通站点设施蜕变
为不同时态和境遇下具有应变之策的形式[6]。 

轨道交通站点设施设计的战略储备可从各环节
研究，对基础性设施和应急性设施的合理对接，对结
构、设备、卫生防疫、通风系统等“平时—战时”转
换具有技术储备。 

3.2  网格化设置与适度隔离 

适合人们在疫情后的社交心理不是紧密的连接，
而是适度的隔离，通过网格化设置管理可以应对人们
社交疏离的问题，严格控制人们之间的社交距离，加
大隔离或半隔离的设施来保障人们的心理稳定感。 

3.3  智能化、无接触的设施设计 

为了营造更安全健康的轨道交通站点出行体验，
应该增加必要的消毒、灭菌、监测等设备，对季节性
疾病和突发疫情进行及时应对。将大数据、人工智能、
云计算等应用到轨道交通站点设施设计中，通过生物
识别、体温监测、移动健康码等的运用，及时建立数
据库，对人流进行智能化的监测[7]。不仅可以从行为
上监测到人们的活动规律，及时发现病人，还能够通
过对血压、心率的监测统计出人们的情绪变化。 

通过减少封闭电梯与按钮，避免人与设备的直接
接触，采用感应设计，如感应门、感应水龙头等设施
来积极应对人们的回避抵抗心理。通过智能化、无接
触化的设施设计打造智慧轨道交通设施设计。 

3.4  健康有品质的通风空调系统 

为了人们在轨道交通站点中能呼吸到有品质的
空气，应设计更科学的供暖与空调系统，增加消毒设
施和风口、风道，尽量采用自然通风，引入自然的空
气，或采用一些新风系统来净化空气质量。避免或减
少空调系统的使用，尽量保持自然空气流通。或者采
用应急弹性转换措施，将建设传染病医院的设计引入
轨道交通站点设施设计中来，建立两种设备系统，平
时可以正常使用的空调通风系统，在发生突发情况时
则可进行正负气压模式的转换，通过建立更健康清新
的通风设施，使其在突发情况下能够灵活应对[8]。 

引入建筑设计中“被动房”设计理念，设计“被
动”系统，不是全部依赖空调系统，通风装置也与热
循环系统相连，运用垂直绿化调节空气质量、太阳能
供电、地下水制冷；轨道交通的运行需要各种设备，
消耗大量的能源，可以取消传统的供暖设备，将设备
产生的大量废气热量回收用来供暖，节约能源经济环
保。严格控制好湿度，使环境不利于细菌、病毒等的
传播及繁殖，还可以增加抽湿设备来保持干燥。舒适
的温度与湿度可以让人的心情保持愉悦。 

3.5  干净卫生的消毒设施 

为了人们在轨道交通站点中能有干净卫生的出

行体验，设计消杀缓冲、水气封止等设施，及时阻断

传染源，做到洁污分区和对污物的及时处理[9]。做好

厕所卫生与排放处理，设计合理的地漏与弯管，减少

使用各种把手，尽量采用无接触的感应设计。增加应

对疫情和其他自然灾害的临时性消毒设施，保障公共

卫生安全，从而缓解人们的恐慌情绪。设计的卫生消

毒设施尽可能循环利用，采用具有循环作用的生化处

理系统，使设施达到一级排放标准。增加自动消毒的

设施，可以通过智能机器人来完成消毒，特别是对于

人们经常接触的扶手、门、座位等位置。 

3.6  加大设施之间的尺度 

通过增加各种通道、设施、座位等的尺度，加大

人与人的社交距离，让售票、等候、安检等公共活动

区域之间的人的活动范围和设备尺度适当扩大，并具

有灵活性。设施尺度的舒适性可解决人流密集引发的

不适感，让人的回避心理得到很好的缓解。 

3.7  符合心理的公共家具陈设 

在满足人体工程学的基础上设计符合疫情后人

们心理需求的公共家具陈设，疫情后人们往往不需要

紧密的联系，而应适当隔离，因为与陌生人隔离能够

增加人们的安全感，所以应该增加对应的防护隔离设

施或陈设。人们对座位的选择反映出尽端趋向，大多

不愿选择近门及人流频繁通过处的座位，而靠窗和墙

的座位比较受欢迎，因此，在进行轨道交通站点设施

设计时要尽可能形成更多的尽端，以符合人们对于防

范心理的要求。人们在轨道交通站点中活动时会利用

依托物寻找安全感，特别在大型室内空间内，人们通

常更希望有依托物。这说明并不是越开阔越好，处在

空旷的地方人们更愿意待在柱子或家具附近，以此来

寻找安全感。因此，在室内外设计出更多的绿化，形

成小气候，让人们可以在绿色的平台上休憩等待，或

运用绿化进行座位、安检、排队、等候的隔离，带给

人们更自然的舒适体验。 

3.8  科学合理的照明设施 

在轨道交通站点活动中人们具有从众性与趋光

心理，人们往往会跟随人多的方向行走，或朝着人多

聚集的地方汇集。并且人们具有从暗处向明亮处运动

的趋向，紧急情况下照明引导会优于图文引导，基于

这个特征，结合疫情后人们的心理，利用亮度、光色、

照明度、灯光形态、光源等来合理营造聚集区域，适

度引导，以方便消防及疏散人群，也能使人的情绪沉

稳、心情愉悦。 

4  建立适应行为流程需求的设施设计 

满足人的生理与心理需求是非常重要的，人的需

求在轨道交通站点设施设计上按照“进站—购票—安

检—等候—排队—上车—下车—出站—换乘”的行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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流程，具体表现为以下几点。 

4.1  进站与安检设施设计 

从室外进入轨道交通站点大厅，首先设计智能化

的健康监测设施，掌握好每个站点具体的人员数据，

统计出人流数量、人员特征、健康数据等，从而进行

全方位、不遗漏的实时监测。通过设计警示系统及时

发现病人，建立先进的电力通讯系统，根据不同的病

情设置临时性隔离设施，灵活地转变临时性设施的功

能，对地震、传染病、暴力事件等突发情况具备应对

方法。 
在进站时，增加人员分流设施，通过快慢线结合

的入口通道设计，可按目的地、使用人（学生、上班

族、游客等）的不同类型对人群进行精细化分流，减

缓因快速流动聚集产生放大的安全危机，减少人流大

规模聚集的可能性，特别是在早晚高峰、节假日人流

激增的情况下，分散人流或隔离人流。考虑适应发展

变化的改造需求，增加入口分流设施还可以在特殊的

时候进行人群单向流动，不用的时候可以关闭，使轨

道交通站点设施设计具有普适性和应变力，增加设施

使用的灵活性。 
将安检设施设计结合在进站设施中。如果将安检

这一步融合在智能监测系统中，就可以省掉这个环

节，尽量提高安检的速度和效率，从而加快人们的流

动速度，减少人们在交通站点空间中的活动时间。应

对疫情后人们的不安情绪最好的方式还有以快应变， 
 

加快人流的流动速度更适合疏散高密集人流，不会因

人流拥挤或挤压而引起混乱[10]。  

4.2  购票设施设计 

在购票设施设计上，如同银行一般设置网格式的

标记，提醒乘客保持安全的社交距离。在售票机之间

加入隔断和绿化，增加人们购票时的距离，见图 1。

传统的个人距离是 0.45~1 m，为了人们的心理安全可

以适当地扩大到 1 m 以上。考虑到疫情后人们可能会

害怕接触自动购票系统和使用轨道乘坐卡的情况，可

以参考高铁，设计一个 APP，通过移动平台购票，直

接扫码出入站和乘坐，或运用医院的预约方式，对出 

行站点进行预约。另外，考虑到乘客有很多儿童及老

年人，也可借鉴 ETC 设计，通过生物识别直接出入

站，绑定的银行卡根据出行信息直接扣款。 

4.3  等候排队设施设计 

在排队等候的站台上同样要设计网格化设置，见

图 2，以保障出行的安全距离。等候区的座椅可以设

计半隔离的屏障，把一部分座位使用玻璃进行单独的

半隔离，为心理具有不安全感的人群提供等候和休息

的座位，见图 3[11]。设计出更多的绿化，不仅能通过

垂直绿化的设计使其形成小气候，调节空气质量和温

度，而且能让人在绿色的平台上休憩等待，或运用绿

化进行座位、安检、排队、等候的隔离，见图 4。这

样既环保生态，又可以使乘客保持愉悦的心情，获得

自然良好的轨道交通出行体验。 

 

图 1  自助购票场景 
Fig.1  Self-service ticket buying scene 

 

图 2  等候站台 
Fig.2  Waiting platform area 

 

图 3  站台座椅 
Fig.3  Platform seat 

图 4  车站大厅 
Fig.4  Station hal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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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5  智能机器人 
Fig.5  Intelligent robot 

图 6  应急车与智能机器人 
Fig.6  Emergency vehicles and intelligent robot 

 
4.4  出站及换乘设施设计 

在轨道交通站点中换乘，主要体现在连接通道
上，对于不熟悉环境的人群，特别是外地人，可以设
计智能机器人来为其引路，减少他们与陌生人群之间
的交流，见图 5。地面的圆圈还可以作为机器人的定
位点，就像感应器，通过定位点去确定具体位置。对
于带小孩和行李过多的人群也可运用智能机器人或
儿童车、手推车等设施，使传统的人的帮助转化成智
能机器人的帮助。特别是在机场、火车站、汽车站等
轨道交通站点设计上，应该增加这方面的设施，体现
更人性化的关怀，切实地解决人们的出行难题。 

传统单股人流通道设计尺度是 0.6~0.9 m，为适
应目前的形势可以适度地增加到 0.8~1.2 m，更宽敞
的站点设施设计更能缓解人们的紧张情绪。除了传统
的消防设施、喷淋系统之外，在通道设施设计上还应
该增加应对疾病、地震等的应急设施，留有专门的特
殊应急通道或应急车，平时可以让残疾人、孕妇、儿
童等特殊人群使用，一旦发生突发状况则可以转为
由特殊病人或伤者等使用，见图 6，具有灵活应变的
能力。 

5  结语 

在后疫情时期人们对于健康、安全的交通出行要

求达到了前所未有的高度，因此满足美好交通出行这

一迫切需求成为了实现美好生活的必要条件。城市轨

道交通站点设施设计的出发点和立足点都是“人”，

当前城市轨道交通设施设计的重要任务是积极应对

人们新的出行需求，加大人性化设计的外延，提升出

行的舒适感。根据疫情后人的心理变化与微观行为的

分析，研究出适应后疫情时期人们轨道交通出行的设

计理论与方法，并根据行为流程准确对位进行设施设

计，城市轨道交通站点设施给人们带来心理安全感和

舒适性，以人为本的设计理念能体现社会温度和价

值，满足人们对健康出行美好生活的需求。 
通过对城市轨道交通站点设施的设计，希望解决

设计不够到位，舒适性较差，人性化、智能化、可持

续设计方面严重缺失的问题，设计出更科学合理的轨

道交通站点设施。希望在疫情后，关于城市轨道交通

站点科学合理的设施设计能引起人们的重视，形成一

批成果，让这一观念成为设计常态，并得到行业的推

广实施，为不可预测的下一次突发事件做好充分的准

备，为满足人们美好交通出行贡献力量，促进城市轨

道交通站点设施设计的合理化、人性化、可持续性发

展，为城市轨道交通站点设施设计提供理论依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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