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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ttps://www.100test.com/kao_ti2020/63/2021_2022__E8_AE_BF_E

9_A6_96_E9_83_BD_E6_c41_63545.htm 首都机场扩建工程处在

紧锣密鼓的方案优化和图纸设计阶段时，本刊记者采访了首

都机场扩建指挥部副总指挥长兼总设计师朱静远女士，此前

朱女士是民航机场建设总公司建筑院院长，也是首都机场扩

建工程前期工作的项目设计负责人。 记者：这次各方专家一

共提交了七个新航站楼设计方案，这个寓意为龙形的方案中

标的主要原因是什么？ 朱总：首先，方案中标严格按我国重

大建设项目的招标规定进行。2003年初，首都机场集团公司

面向世界进行方案征集，经过意向征询和资格预审，选择了

八家世界著名、业绩突出的机场设计公司或联合体，其中七

家如期递交了新航站区的建筑方案。7月初，21位来自中外的

建筑、机场规划设计、运营和管理方面的专家，对这些方案

进行了评审，推荐了其中A、B、D三个候选方案。9月又将七

个方案对公众展示，进行民意评审。最后指挥部将专家和民

众的评价意见上报民航总局、北京市、国务院领导审定，最

终确定B方案。航站楼是功能性建筑，经过这次扩建，首都机

场要建成为大型航空枢纽机场，因此特别注重流程的合理简

捷、功能齐全。与其他方案相比，B方案最大的特点是满足枢

纽功能要求，流程简捷，功能合理，方向感强。该方案采用

的旅客捷运系统、自动分拣和高速传输行李系统、高度集成

和可靠的信息系统，将使旅客在新航站楼中的离港和到港时

间大大缩短。 同时，树立新的国门形象是本次扩建的重要目

标之一，B方案的新航站楼气势恢弘，富于动感，其外形和色



调处理很好地利用了中国传统文化理念，具有首都北京的特

色。 记者：请您介绍一下该方案的设计

者NACO-FOSTER-ARUP联合体。 朱总：对于这样一个挑战

性很强的大型项目的设计，需要设计者具有丰富的机场规划

设计、建筑结构设计、工艺设备设计的经验。因此，投标者

都是各专业设计公司的强强联合。尤其，B方案的设计联合体

中，荷兰机场顾问公司（NACO）在机场规划设计方面具有

国际领先水平；以世界著名的英国建筑大师FOSTER爵士命名

的建筑设计公司是德国新议会大厦、香港汇丰银行大厦、香

港新机场等著名建筑的设计者；英国ARUP则是世界上最优秀

的结构设计公司。该联合体成员有世界大型机场的设计经验

，如香港新国际机场、伦敦希思罗机场和荷兰阿姆斯特丹机

场等。 记者：1980年和1999年，首都机场曾有过两次大规模

扩建，时隔仅四年，又进行第三次大规模扩建，您认为这次

为什么选择扩建，而不是直接建第二机场？ 朱总：机场是一

种交通设施，其建设规模是根据业务量的增长来逐步实施的

。1999年的首都机场扩建的设计目标年是2005年，满足年旅

客吞吐量3500万人次。从目前情况看，当时的预测是相当准

的，2002年旅客吞吐量已达2714万人次，现有设施容量已趋

饱和。本次以2015目标年6000万人次的规模进行扩建。机场

建设期一般为三至四年（不含前期工作），因此现在动手本

次扩建是合理的。 关于为什么在首都机场扩建的问题，目前

世界上建设国际枢纽机场已经形成一种趋势，东北亚、东南

亚地区的不少机场正在努力占据枢纽机场的制高点，我国应

该尽快建成大型枢纽机场，确保我国民航事业健康、持续的

发展。首都机场具备建设枢纽机场最好的条件，有通往欧美



快捷良好的地域条件、已有相当的业务量基础、是周边地区

仅有的大型机场、而且离城区距离适中，交通便捷，市政设

施完善，又具备扩建条件等，因此，选择扩建有利于航线、

航班尽量集中，方便旅客中转，强化枢纽功能，更好服务旅

客；有利于对原有设施资源的充分利用；有利于机场、航空

公司及驻场各单位的运行管理，降低运行成本。 记者：这次

扩建与前两次的大规模扩建比较，有哪些特点？ 朱总：这次

扩建的规模比以往更大，项目更多，技术复杂，包括新建航

站楼、跑道以及相应配套设施，几乎相当于新建一个机场。

扩建后3条远距离平行跑道运行、两个航站区运行、轨道交通

和捷运系统的引用等在国内尚无先例，需要解决的技术难点

较多。另外，该项目必须满足2008年奥运会的需要，所以从

时间上说比以往的工程更加紧迫。 记者：这次扩建与前面的

工程将如何衔接？ 朱总：机场扩建的设施必须与原有设施作

为一个整体来运作，新建航站区在原有航站区的东侧。东、

西两个航站区有合理的分工，并通过空侧和陆侧的道路充分

连接，三条跑道通过滑行道、联络道等系统实现整体运行，

制定科学统一的飞行程序和空域管理。公用配套设施也是在

充分利用原有设施潜力的基础上进行合理扩建和布局。 记者

：新航站区对于航班、旅客流程的合理性是如何考虑的？ 朱

总：首先要结合建设枢纽机场要求对新航站区作合理的功能

定位，扩建后的东航站区主要由国航联盟和外航使用，西航

站区，即现在的1号、2号航站楼用于其他国内航空公司的航

班。旅客对于乘坐哪个航空公司的航班，应该前往哪个航站

区，将有明确的分辨。 新航站楼（简称T3），分为南北两个

分区：T3A和T3B。T3A是主楼，设办票厅、行李提取厅和国



内旅客候机厅，T3B为国际旅客候机厅，通过分区实现了国际

、国内旅客的分流。另外T3A出港在三层、到港在二层，T3B

出港在二层、到港在三层，这样在实现了出港、到港旅客分

流的同时，国际到港旅客在最高层，视野开阔，可看到机场

全貌，有利于展现国门形象。另外设计中还充分考虑了简化

旅程、减少楼层变化、缩短旅客步行距离和转机时间的措施

，楼前的交通中心、旅客捷运系统、行李系统的设计体现了

以人为本、方便旅客的设计理念。 100Test 下载频道开通，各

类考试题目直接下载。详细请访问 www.100test.com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