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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目的目的 通过日本自行车停放设施的设计案例，探讨自行车停放设施和城市环境及其他城市公共设施

共同设计的可能性，以期为今后的自行车停放设施设计提供参考。方法方法 介绍了我国自行车停放设施的

现状及设计原则,分析了博多地下自行车停放场设计和品川“星形公园”地下自行车库设计案例，对自行车

停放设施和城市地下通道的结合，以及地下自行车库的地上设施和城市公共环境的结合进行研究、探

讨。结论结论 优秀的自行车停放设施设计既能给人们带来便利，又能成为城市环境的一部分。自行车停放

设施的发展能引导更多人使用自行车出行，从而减轻城市污染，改善城市环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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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Through the design cases of Japan bicycle parking facilities，it explores the possibility of co-design between
bicycle parking facilities and urban environment and other city public facilities，so to provide references for future design of
bicycle parking facilities. It first introduces the current situation of bicycle parking facilities and design principles，analyzes
the underground bicycle parking design in Hakata and "Star Park" underground bicycle storage design in Shinagawa，studies
the combination of bicycle parking facilities and city′s underground tunnels，ground facilities of underground bicycle
storage and urban public environment. Excellent bicycle parking facilities design is convenience and a part of urban
environment. Development of bicycle parking facilities can lead more people to use bicycles，thus reducing urban pollution，
improving the urban environmen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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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行车是重要的交通工具，是绿色环保的交通方

式之一[1]。自行车作为短距离交通工具具有方便个人

出行、节约购置保养费用、不损耗能源、不产生废气噪

声以及方便停放等优点。现代城市道路交通拥堵，能

源消耗严重，随之带来了环境污染、城市环境恶化等

问题，直接影响城市居民的居住生活环境[2-3]。自行车

交通具有节能、环保的优势，是城市内部短距离交通

发展的重要方向[4-5]。可随着自行车使用量的增加，也

给其停放带来一系列的问题：停放空间狭小，乱停乱

放的现象影响市容市貌，人行道与自行车道重叠设计

影响交通，立体停放设施缺乏以人为本的思想，无法

和城市环境相协调等。自行车停放设施作为城市公

共环境设施的重要组成部分，其规划与设计引起了行

业与学界的重视。关注和探讨自行车停放设施设计，

将其和城市环境设计、城市其他公共设施设计相结

合，既能满足自行车停放的需要，又能和城市环境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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机结合，成为城市公共环境的一部分，对城市自行车

交通的发展建设具有十分积极的意义。

我国自行车的数量很多，但自行车停放设施和场

所还相对紧缺，布局比较混乱。部分停放场所过于简

陋，缺乏基本的自行车固定设施，很容易造成车辆的

无序停放，也容易导致大面积倒车现象，堵塞交通，影

响市容；有的缺乏明显的标识，容易造成乱停乱放现

象；有的停放场所直接占用人行道，妨碍人行交通，影

响城市的景观风貌等。邻国日本虽大多依靠汽车和

公共交通出行，但自行车仍然是非常重要的市内交通

手段之一。由于自行车利用频率过高，城市内部，特

别是在城市中心区寻找自行车停放场所十分困难，因

此也带来了许多随意停放自行车的现象。日本的一

些公司和设计师开始对自行车停放设施进行研究和

探讨，他们进行了各种不同的尝试，并取得了很好的

效果。

1 自行车停放设施的设计原则

自行车停放设施的形式各具特色，但不管何种

类型，都应遵循相关的设计原则和规范。首先，自行

车停放设施的规划应注重便利性，公共建筑附近应

就近布置，以便于停放；城市中心区在不影响交通和

城市环境的前提下应分散多处设置自行车停放设

施，方便停放；停车场出入口宽度应为2.5~3.2 m；停

车场内交通路线应明确，行车方向需一致，线路尽量

不交叉。其次，要方便车主进行停放，且安全可靠；

固定停车场要有车棚，能够遮风挡雨和避免太阳直

晒，内设车架，以便按顺序停放；场内要利于排水

等。最后，自行车停放设施的标识要醒目，让人容易

找到并进行停放，停放方式有垂直式和斜放式两种，

每辆车占地约1.4~1.8 ㎡[6-7]。

2 博多地下自行车停放场设计

中国和日本都属于东方民族，但两国的设计艺术

存在较大的差异。日本的建筑、雕塑、设施设计往往

带有工艺美术色彩，日本设计作品最大的魅力就是将

工匠般的执着融入设计形态之中[8]。位于日本福冈市

博多区博多站前的博多口自行车停放场设计就具有

浓厚的工艺色彩，见图1。

博多口自行车停放场位于博多站前2-19番地，能

存放460辆自行车及轻型摩托车。该停放场位于地铁

博多站和纸园站之间的联系通道上，在大博通主干道

上设有地上出入口供自行车上下出入，停放场由博多

区地区整备部自行车对策生活环境课进行日常管

理。整个停放场入口设计简洁醒目，标识明显，有很

好的引导作用。地下停放场建在两个地铁站的联系

通道上，既节约了空间，又不影响行人的通行，将自行

车停放场和地下通道进行了有效的结合。停放场中

设置有专门的自行车停车架及摩托车链条锁等设施，

方便停放、计费等，并且让人自觉地按顺序停放。

博多口自行车停放场最巧妙的地方为出入口两

侧供自行车上下推行的坡道设计，非常人性化，见图

2。下行坡道的中间设有约6 cm的凹槽，自行车向下

推行的时候车轮刚好卡在凹槽里，防止龙头来回摆

动。上行坡道设有自动感应传送装置，中间也设有凹

槽，凹槽里铺设有履带，坡道起始处地下设有感应装

置，自行车来到坡道前履带开始自动运行，就好像把

自行车放在自动扶梯上一样，使用者只需掌握好龙头

方向就可以把自行车推到地面上。通道转角处安装

有拐角镜，方便看到拐角处的人流。

3 品川“星形公园”地下自行车库设计

品川车站是东京日平均客流量达90万人次的城市

玄关之一，近年来随着车站周边大规模商业设施、办公

楼及高层公寓的开发建设，使其成为城市商业中心之

图1 博多口地下自行车停放场

Fig.1 Underground bicycle parking of Hakata

图2 停放场出入口坡道设计

Fig.2 Design of parking entrance ram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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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随着车站客流量的增加，车站周边自行车的停放

问题也越来越突出。为了缓解该地区的自行车停放压

力，日本技研制作所有限公司开发了一套环保循环的

机器人系统，在地下11 m处修建了一个可容纳数百辆

自行车的地下车库，整个建设过程只有2个月[9]。该地

下自行车库位于日本东京品川区品川车站前，地下停

车库建造在“星形公园”内，车库地上部分设计和周边

环境设计融为一体，非常前卫、时尚，具有未来感，一改

自行车停放场所的混乱局面，成为城市环境有机的一

部分。最初的方案构想有5个地下圆柱体，每个能存放

204辆自行车，整个方案共计容纳1020辆，地上设施和

城市公共环境进行有机融合设计，见图3。

品川“星形公园”地下自行车库设计旨在探讨“自

行车停放场到底应该有哪些功能”，追求地上文化、地

下功能的设计理念，并在此基础上开发具有抗震功能

的地下机械式自行车停放场。地上只建设较小的车库

出入口装置并和景观融合在一起，创造放置自行车的

魅力空间，地下建造安全、高速、高效的自行车停放

场。每个圆柱形单体直径大约8.5 m，普通自行车、轮

幅较宽及稍重的电动助力车和市面上贩卖的45~72 cm

的自行车都可以使用。考虑施工对周边环境的影响，

整个项目采用压入法进行施工：用专用的油压设备将

圆形筒压入地下，作为整个地下停放场的抗震主体，然

后安装其内部的停放设施，减少现场施工环节。整个

施工周期快速安全，同时避免对环境的影响。

该设计的自行车存放系统使用起来非常简单，见

图4。使用该车库的自行车前轮都装有智能IC卡，停

放系统感应并读取IC卡，地下停车库的门就自动打

开。用户将自行车推进机械门，稍稍提起自行车，使

其前轮牢牢地进行固定，然后站在黄线以外，确认后

按绿色按钮，自行车就会被送到车库中，通过机械传

动，自行车被快速安全地放置到相应位置。用户取出

自行车的时候只需刷一下IC卡，巨大的机械臂会快速

地寻找到用户的自行车并安全取出，非常便利[10]，应用

这种技术修建的自行车库也让人非常安心。整个设

计将技术与艺术进行了融会贯通，将自行车存放设施

放在地下，地上空间返还给城市公共环境，达到自行

车停放设施和城市公共环境设计的有机结合。

4 结语

自行车停放设施遍布世界各地，给人们带来了许

多便利。设计师对自行车停放设施进行分析研究，将

其和城市其他公共设施或城市环境相结合进行设计，

使其融入到城市环境中成为城市的一部分，既能满足

人们日常自行车停放的需要，对城市环境也是一个有

益的补充，还能减少许多社会问题的发生。优秀、便

利的自行车停放设施设计可以引导更多的城市民众

使用自行车作为代步工具，从而减少城市车流量和交

通拥堵现象，减轻城市空气污染，改善生态环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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移默化的开放式探索游戏娱乐中，获得可持续性的开

放的情感方面的用户体验。

5 结语

从人类学、心理学和人机工程学等多方面来看，

生物性在儿童身上占主导因素，要让公共产品及服务

的设计激发儿童生物本能的情感，从而促使其与设计

进行积极会话，在交互会话过程中获得娱乐及教育的

体验，并选择继续使用公共产品设计及服务，用户体

验的A.C.T.情感模型是一种较好的解释及应用模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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