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沙坪坝上空悬浮的宇宙船

2020年的时候，如果你可以搭乘成渝高铁，或者地铁来到沙坪坝车站，出站的瞬间抬头

仰望，你首先看到的，将是一个悬浮在空中的宇宙飞船。这个长80米，宽36米的椭圆体

量悬浮于头顶，成为引导乘客涌向城市的光标。它向着三峡广场的方向展开，不断吸引

着周边人群的聚集，也不断向城市释放着它的个性和魅力。

重庆沙坪坝铁路综合交通枢纽工程－龙湖光年项目，位于成渝高铁线中的重要节点——

沙坪坝站之上，总面积48万平米，是一个综合了公共交通、商业、办公、酒店、酒店式

公寓的站城一体开发项目。

自由通道——缝合城市

基地的北侧为商区，南侧为居住区，西侧则毗邻沙坪公园和大学。铁道的出现，割裂了

南北两侧的城市。而本项目不仅仅承担了联系周边地块的节点作用，也肩负着缝合城市

肌理的功能。

以车站为中心，建立步行网络系统，将通过铁道，地铁等的人流与周边的步行网络相

连。同时沿洄游流线引入公共空间，形成促生各种社会活动的“舒适步行街区”。

城市绿廊——引入自然

基地的西南侧为沙坪公园。通过在项目中引入“绿色城市走廊”的概念，将沙坪公园的

绿色引入项目，并扩大至周边街区，带动城市环境的改善。

车站核——贯通站城

项目中，地下7-8层为三条地铁的换乘车站，地下4层为高铁的出站大厅，地下2层为公

交站台，地下1层为出租车乘坐点。面对如此多层级的复杂交通流线，车站核的概念被

引入进来：通过车站核来顺畅引导不同高度上的各个公共交通之间，以及公共交通与商

业之间的转换乘，并通过车站核进一步将公共交通的人流疏导向周边的城市。

车站核被设置在所有公共交通流线的交叉点上。以人流量最大的地铁为原点，明晰化地

铁人流与商业设施，公交，出租车等公共交通的联系。在其地上部分设置高辨识度的地

标，建立垂直流线，完成地下公共交通到地上城市的引导。

车站核并不仅仅是一个单纯的交通空间。而是结合其的地上部分也配置了商业。同时车

站核下方的“虚”空间也将自然引入到地下，创造公共交通的利用者也能够舒心使用的

高效区域。

立面塑造——与车站一体，与城市一体

将低层商业与新车站一体设计，并利用低层商业与中央的双子塔楼的群体体量，整理以

塔楼为中心的天际线，使这个具有连续性的天际线成为原本无序环境中的区域标志。

双塔楼的裙摆处向两侧的裙楼和车站核延伸，加强设计上的一体感。同时这样向两侧打

开的姿态，也对正面的站前广场进行了强调。塔楼顶部宛如山岩般的造型，也提高了项

目在远处的识别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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