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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摘要]近几年中国各大城市大力发展地铁，地铁的机车车型选择及设计得到广泛的关注。本文通过调查具有40多年历史的法兰克福地铁．对其地铁的历代机车进

行纵向对比．研究其设计方式以及设计表现，重点讨论城市需求与乘客需求对于地铁设计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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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兰克福是德国最大的金融中心。其地铁开通

于1968年，至2014年每天有30多万人乘坐法兰克

福地铁。法兰克福地铁共有9条线路，长达65千米，

它连接了法兰克福市内各个地区，并使周围卫星城

更加紧密，成为法兰克福人民及周边城市居民习以

为常的便捷出行方式。其发展可以根据线路的扩展

与地铁机车的更换分为四个阶段。

第一阶段：1968一1978，地铁建设初期

当时建设地铁政府便提出了要将地铁轨道与原

有的电车轨道相连接，并且在地面部分使用原有站

台，这样做既能节省财政支出，又能加快建设的速

度。法兰克福地铁机车在设计时也要考虑地下与地

上的情况，这便是法兰克福地铁机车地域性特色的

重点表现之一。

最开始的车辆为U l号，这是德国机车公司

Duewag设计的。其设计灵感来源于电车机车造

型。从整体上看，造型几乎是从电车机车照搬过来

的，正方形前脸，带圆弧的车顶；前险三折窗，圆

形大灯。配色：以红色、白色、米色为主色，中间

用绿色线条相隔，这是后来主要使用的配色方案。

内饰的设计还比较简略，为木质的家具和地板。

第二阶段：1979一1988，地铁大扩展期

法兰克福政府为了加深地铁城市形象引进了新

车型U2。U2是基于U1的造型设计的。考虑到地

铁机车车底与地铁站台平台的完美契合与连接，机

车车底提高了。车厢长度变长，增加到三节车厢，

客流量大时增加为6节车厢。

受到当时现代设计风潮的影响，机车造型深化

了前睑方形的视觉效果，用车顶圆弧来弱化木讷

感，削弱了头顶突出的部分，达到整体化；保留隔

窗传统，三格改为两格，通过中线实现车窗弧度，

增强前脸立体感。驾驶室两侧增加了窗户，与车身

窗户相连，使车体一体化。车门中间开启的柱子去

除，加快开门速度，减少地铁延误时间。门开启用

黄色灯，增加了视觉、听觉上的提醒。内饰，白色

木质桌改为绿色金属桌，棕色仿皮改为橙色布料，

光滑地板改为了不易滑倒的橡胶地板。配色，改为

橙色与象牙白，配合德国当局统一的公共交通配

色。

第三阶段：1989一1998，地铁机车现代化改变

这个时期引进了车型U3与U4用于新轨道的

使用。考虑到地上地下通用的特殊性，U3是专为

地下线路而设计的。U3是现代双向车辆，有4节

车厢。与u2相比，U3最大的特色是体积大，承载

能力增强。隔窗式设计被淘汰，整块曲面玻璃的运

用使前脸具有科技感。驾驶室比车身略矮略窄，形

成斜坡，削弱了直筒式车厢的木讷感。车身侧面线

条出现折角，车身横向空间增大。

变化最大的是U4。U4用于最繁忙的线路与时

段，具有地上和地下行驶两个阶段。为了与地面站

台相连接，U4地板比U3低。U4列车有四节车厢、

两个车头，前后车头一样，这一点十分罕见。车身

与地面垂直，到达顶部稍微弯曲，巨大的挡风玻璃

与前脸灯缓和了这种垂直感，前脸与地面形成了一

定的角度，使车体显得更有速度感。而挡风玻璃增

大至超过三分之二的前脸整体面积，玻璃极度接近

A柱以及顶部，现代科技感迎面扑来。侧窗无圆角

设计，比前代面积更大，边缘统一用深色，使侧面

从整体上看来与车窗连为一条黑带，在列车前行的

过程中更加具有速度感。车体降低，使得开门更加

靠近地面，有利于防止门夹伤人事件发生。

U3与U4在配色上一改从前的橙色与象牙白

配色，而为subaru—vista‘blue的蓝绿色，代表的是

蓝天与美好的未来。地铁公司标志、电车、公交车

也改为该色，并且站牌也统一为该色。

U3与U4的内饰相似。天花板两条白色长条灯

从车头延伸至车尾，具有延续性，与天花板不锈钢

的材料进行配合，显得车厢更加干净明亮。因为没

有空调，考虑到要行驶到路面上，所以两侧的窗户

上部分可以打开，并且配有通风栅格。驾驶室与乘

客室用大玻璃墙体隔开，显得车内十分通透。四个

座位一排，每边两组的分布，共有16组椅子，总

共64个座位，其中包含了多功能区域的5个折叠座

椅。座椅为了防止被破坏，将硬塑料椅子换成了软

垫座椅，用蓝绿色图案的编织物覆盖，也是为了与

外壳的蓝绿色进行搭配。多功能区域去除了中间撑

杆，大大增加了空间使用率，而且在门上用橙黄色

涂层进行标示，让乘客容易识别。车内扶杆统一为

橙黄色，与蓝绿色座椅形成恰当的对比，显得整齐

而具有现代化。

车内外的信息系统设计也大幅度增加，车头显

示屏内置其中，字大而显眼，方便乘客识别。每节

车厢外部上方、车内每节车厢天花板上都有显示屏

幕，显示着车号、终点站名称以及下一站名称，并

伴有声音提示。

第四阶段：1999—2014，地铁机车人性化发展

随着时代的发展，地铁的设计更加注重人性化

设计。

U5从外部造型上来看，虽然还保留方形的前

脸的视觉感受，但是四条线的大圆角切角显得越发

的圆润温和，更加符合现代审美标准。车灯与挡风

玻璃的开模线加强并与底部内切，使层次感与现代

感随之而来。挡风玻璃呈现出大弧度转角，既是现

代技术的体现，又使车头与车身更加契合。整体车

身的顶部圆角加大，也是契合了圆润温和的特点。

黑色的窗户边缘让挡风玻璃与车体玻璃连为一条黑

带，加之底部开模线的配合，层次分明，又具有整

体性。

U5最大的特色便是人性化的设计。第一，开

门的速度进一步加快，尺寸加大，加快了乘客的上

下车速度，使列车延迟得到了改善。第二，多功能

区域的门用黄色条纹装饰在门上方，黄色的箭头明

显地表示在窗户与视线齐平的部分，让乘客一眼便

能识别。第三，内饰是由橡胶材质装饰的，它们被

固定在天花板到地面的各个部分，比其他材质更加

友好安全。第四，黄色的扶杆在视觉和触觉上都有

进步，更方便残障人士触摸识别。门的开关与门的

门框都是向外凸出的，方便了视觉障碍者触摸。第

五，充分考虑地面行驶部分，空调首次引进。且驾

驶室的温度是单独调节的。第六，要行驶到地面，

噪声的减少很重要，所以窗户和轮子上有消音装

备。最后，在车内配有摄像头，因地铁是案发集中

地，安装摄像头不仅给乘客带来了安全感，还可以

有效地减少犯罪，减少公共设施的破坏。

通过对法兰克福地铁机车设计演变的剖析与研

究，我们发现它一直在跟随着城市的变化与乘客的

需求不断进步着。总结起来有以下几个特点。

1．外部造型越来越符合现代人的审美需求。2．

多功能区域更加宽敞完善，充分满足了老年人、轮

椅使用者、残障人士、婴儿车使用者、携带行李乘

客的多方面需求。3．人性化设计的发展，充分考虑

乘客的乘坐体验，比如座位数量增加、空调的引

入、消音器设置、摄像头设置等。4．信息系统完善，

在视觉、触觉、听觉上同时传达各种信息。5．满足

可持续发展道路，比如通过新技术实现能量回收

等。6．注重交流性，一直采用面对面的座位安排，

让乘客在乘坐时可以交谈而不乏味。7．法兰克福作

为一个观光城市，地铁不仅是在地下工作，而且是

地上的一个部分。机车窗户增大正如一个相框，让

风景能够完美地展现在乘客眼前，充分营造出良好

的旅途氛围。

作为地铁设计者，在进行地铁机车设计时应该

!充分了解此城市的现状与乘客的需求，从实际出发

}去改进、设计机车。这样才能更好地解决城市及其

居民的具体问题，给乘客带来良好的乘坐体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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