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打破常规 创新理念

甘孜格萨尔机场为国内民用支线机场建设树立新标杆

2019 年 9 月 16 日，我国西南地区第 50 个民用运输机场，也是

我国第 5 个海拔 4000 米以上的民用运输机场——甘孜格萨尔机场正

式建成通航。这座海拔 4068 米的高高原民用支线机场在以鲜明的格

萨尔文化特色让广大旅客眼前一亮的同时,其整合机场航站区各功能

单体,合建形成航站综合楼的建设模式也开创了先河，成为国内民用

支线机场整合建设首例。

甘孜格萨尔机场于 2015 年 12 月 15 日经国务院、中央军委批准

机场立项，2017 年 6 月正式开工建设，是《四川省“十三五”综合

交通运输发展规划》中 6 座新建民用机场之一，也是甘孜州“十三五”

期间“交通先行”战略的重大项目之一。机场总投资 24.25 亿元，飞

机等级为 4C，跑道长度 4000 米，按目标年 2025 年旅客吞吐量 22万

人次，年货邮吞吐量 660 吨设计。

《甘孜机场预可研究报告》获得“2016 年度全国优秀工程咨询

成果优秀奖”，甘孜机场通航被评选为“榜样中国-2019 四川十大经

济影响力事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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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 甘孜格萨尔机场航站楼（机场标高 4068m）

图 2 甘孜机场航站前绿化环境

一、我国高高原机场面临的建设难题

我国地形复杂多样，据统计其中高原占比 26%，山地占比 33%。

呈现出分布范围广、面积占比大的特点。在我国机场建设领域，高原

山地支线机场广泛的分布于西藏、云贵川、青海等西部地区,在改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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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地对外交通、促进地区经济社会发展、维护地区社会稳定、促进民

族团结、提高防灾救灾能力方面发挥了巨大的作用。到 2020 年，全

国民航运输机场将达 260 个左右，其中高原山地机场将达 30 多个，

是我国民用运输机场布局的重要组成部分。《中国民用航空发展第十

三个五年发展规划》提出，要增加中西部地区机场数量、提高机场密

度、扩大航空运输服务覆盖。随着全国支线机场建设事业的深入发展，

高原山地机场也迎来了大力发展契机。

高原山地机场所处的地形地貌、气候气象等自然条件相比平原地

区差异极大，而我国现有支线机场航站区规划无论平原还是高原山地

基本统一采用分散式布局，即航站楼、航管楼、消防站、办公楼、货

运仓库等功能建筑各自独立布置。这种传统的分散式规划建设模式有

着功能独立、扩建灵活性大等特点，但却不能很好的适应于高原山地

自然环境下的机场。

第一，高原山地机场往往海拔高度高，早晚温差大，年平均气温

低。航站区分散式布局带来建筑体形系数大、室外管网距离长，导致

机场运营能耗大。对于部分能源匮乏的高原山地地区如四川省甘孜州，

由于缺乏有效的冷热源，机场的运行保障需要依赖电锅炉能源，机场

能耗大带来机场高昂的运营成本。

第二，由于地形条件限制，高原山地机场的建设往往需要削山填

谷，高挖填方的背后是巨大的工程投资，航站区分散式布局模式的土

地利用效率差、投资成本高。

第三，高原山地特别是高寒高海拔机场，气候恶劣，加上高原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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氧，工作环境十分艰苦。航站区分散式布局模式下，建筑之间缺乏必

要的室内连接，员工工作需要频繁在室外穿行，对机场员工是巨大的

身心挑战，长此以往，不利于机场职工队伍的稳定。

第四，受限于自然条件，高高原地区往往人口密度较低。西藏、

四川等藏区高原山地支线机场的吞吐量增速较为缓慢。机场的运营成

本高、经济效益差，对地方财政依赖性大。机场规划设计的核心需求

往往不在机场远期发展，而在于如何更好的实现机场的功能组织、改

善旅客乘机和员工工作环境以及降低机场的建设运营成本。

二、四型机场理念在本项目的应用简介

为了深入贯彻落实新发展理念，推进民航强国建设，民航局适时

提出了“平安机场、绿色机场、智慧机场、人文机场”的“四型机场”

建设理念，对全国机场建设事业提出了新的要求。在平安篇章里提出

了安全生产基础牢固，安全保障体系完备，安全运行平稳可控的建设

要求；在绿色机场篇章里提出了资源节约型、环境友好、低碳减排、

运行高效的建设要求；在人文机场篇章里提出了基于旅客、驻场单位、

机场员工的人本关怀理念的建设要求。本项目基于四型机场理念，结

合甘孜机场面临的建设难题，创新的采取了一系列技术措施，简介如

下：

（一）基于平安机场理念下的设计和建设

甘孜机场填方垂直高度达到 110 米（民航国内第一高），边坡高

度超过 130 米；场区地质条件复杂，存在软土、地表（下）水、变质

砂岩软化和高地震烈度（抗震设防为 8度）等众多工程问题。平安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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场要求安全生产基础牢固，甘孜机场地处高高原地区，环境恶劣，工

程地质问题较多，如何保证高填方地基的稳定性和牢固性是甘孜机场

建成后安全运行平稳可控的基础，在建设过程中采取了多种有效措施。

（1）科研和设计结合，以科研成果指导设计。为了使机场建设

方案合理，投资可控，保证机场的地基处理和高填方边坡稳定性。建

设单位提出了《高地震烈度下高填方地基变形和稳定性研究》的科研

课题，科研和设计结合，以科研成果指导设计，推动高原地区机场建

设技术的发展。

（2）进行高填方边坡专项勘察，优化边坡设计。通过边坡专项

勘察，进一步查明了软土分布空间、细分强风化变质砂岩层，优化了

其参数，使边坡坡比从 1：3.5 优化成 1：2.5，节约了土方量和征地

面积。

（3）地基处理和土石方施工全过程监测。甘孜机场挖填总量达

6000 万方，高高原地区施工日期有限，通过全场道槽区、边坡区布

置监测网对高填方沉降和边坡稳定性进行监测，形成信息化施工模式，

提高效率。

甘孜机场通航运营期间，坚持系统思维和底线思维，全力建设“平

安机场”，确保机场发展的稳定性和可持续性，落实了一系列措施，

如组织开展隐患排查、危险源识别培训；国庆期间申请武警驻场，联

合本场公安进行巡逻，确保本场安全可控，将“安全隐患零容忍”的

理念贯彻到机场安全管理的全过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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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3 甘孜机场东南端高边坡和铁塔（东南往西北视图）

图 4 甘孜机场东南端高边坡和铁塔（南往北视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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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基于绿色机场理念下的项目技术创新

1、航站区建筑单体整体合建策略节地节能节材

甘孜机场突破传统支线机场分散式建筑布局模式，将航站区各功

能单体尽量整合设计，整个航站区主体建筑仅一幢航站综合楼，内设

航站楼区、空管区、机务场务区、动力设施区和员工生活区等不同分

区，并实现了功能分区独立、流线互不干扰。经过测算，通过合建实

现节约建筑用地面积达50%，为机场远期发展让出了足够的发展用地。

同时，航站区建筑表面积相比于分散式布局节约了近 30%，总图管网

节约了 30%。再者，航站综合楼通过功能重组使旅客候机、值机等各

项业务保障能力得到了较大提升，各项资源配置得到了进一步整合优

化，机场员工几乎不用出航站楼就能完成绝大部分工作流程。通过这

样的优化设计方案，使该机场旅客吞吐量保障能力从原设计的年 22

万人次提高到年 55 万人次。

图 5 甘孜机场航站区总图（正视图）

2、近远期发展模式下的功能置换发展模式

甘孜航站综合楼整合设计后，如何应对建筑的近远期分期建设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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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个新的挑战，甘孜机场创新的设置了渐进式发展模式。首先，在针

对旅客保障能力的关键流程如值机、安检、候机等，通过预留改造空

间来解决航站楼未来发展问题。其次，建筑采用统一建筑柱网尺寸、

统一的建筑做法，方便未来功能调整。附属设施功能区可以通过渐次

搬迁部分功能，来实现功能内部有序更新改造。整个甘孜机场设计充

分考虑使用弹性，通过渐进式发展理念，可以有效避免在未来改扩建

过程中出现保障能力与规划建设时序不匹配的困局，也更有效的提升

机场设施的使用效率。

图 6 甘孜机场航站区总图（俯视图）

3、空间化整为零，创新能源精细化管控模式

在空间设计上，甘孜机场充分考虑降低机场运行使用成本。近机

位候机厅突破传统机场大空间候机模式，而创新性的采取各自相对独

立的小厅候机布局理念，在有航班时，楼内的供水、供电、供暖、供

氧都只需对正在使用的某一两个候机小厅进行集中供应，而无需同时

供应其他闲置区域，极大程度地实现了节能降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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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环境友好，与周围自然环境和谐相融

（1）植被恢复。高高原地区生态环境恶劣，机场建设后不能破

坏原有的生态环境系统，设计中采取相关措施，防止水土流失，做好

生态环境恢复，主要考虑对飞行区、航站区、净空区的挖填边坡进行

浆砌框格网护坡铺植草皮进行绿化，对土面平整区考虑草皮土覆盖撒

播草籽进行补植绿化。

（2）尽量减少施工对环境的影响。采用新施工技术和工艺，缩

短施工时间，减少环境影响。甘孜机场导航台机房均采用一体式方舱

机房，有效地缩短了导航台土建施工时间、设备工艺安装时间，且方

舱机房具有更好的保温性和密封性、空调耗电量更小、强度和稳定性

更好，将原有的 3个月土建机房施工时间有效缩短至 20天。

图 7 甘孜机场航站区周边绿化环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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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8 甘孜机场飞行区周边绿化环境

5、基于动态变化的机场智慧能源管理系统

针对机场冬季的高寒气候，为了给旅客和工作人员提供一个相对

舒适的出行和工作环境，甘孜机场设置了智慧能源管理系统，能根据

室内温度的即时变化即时调整锅炉的出力。机场能源管控平台旨在打

破供热能源供应系统单独规划、单独设计和独立运行的既有模式，与

供电、供水等各种能源供应在规划、设计、建设和运行阶段，通过对

各类能源的生产、传输、分配、转化、储存和消费等环节进行有机协

调与优化，实现机场能源的梯级利用和协同调度。机场智慧能源管控

一体化平台建设，是机场绿色节能运行、增强可持续发展能力、提升

综合服务水平的重要保障。

（三）基于人文机场理念下的项目技术创新



11

1、交通与旅游双重定位，多层次打造格萨尔景观机场

甘孜机场在传统支线机场交通功能定位基础上，丰富机场旅游观

光定位，多层次打造格萨尔景观机场。功能航站区以坛城印象为规划

理念，航站楼以格萨尔圣殿为立意，通过规划、建筑、景观、室内全

方位设计，打造一条格萨尔文化纪念序列长廊。航站楼从当地传统藏

式建筑作为切入点，通过对于格萨尔圣殿的想象，让建筑成为格萨尔

王与甘孜人民的重要联系节点。甘孜格萨尔机场在装修风格上将格萨

尔文化元素融入航站区及候机区的各个细节，大至壁画、浮雕、楼体

外观，小至各室内艺术摆件，让广大旅客在进入航站区时就能感受到

浓郁的地方文化特色，使其在乘机进出港的过程中能有印象深刻的文

化体验。

图 9 甘孜机场航站区总图布置（南往北视图）

2、空间人性化考虑，提高员工和旅客使用舒适度

（1）针对机场工作人员，甘孜机场充分考虑了机场员工的生活

工作需求，机场所在海拔高度为 4000m 以上的高高原地区，生存条件

极其恶劣，为了最大程度规避了严苛气候环境对机场员工的影响，缓

解高海拔给员工生活、身体带来的不利影响，为机场员工创造相对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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适的生活环境，在海拔相对较低的甘孜县内配置甘孜机场综合服务基

地做为机场轮换人员生活性设施。

（2）针对机场旅客，充分考虑提升机场舒适的室内环境和人性

化设施设备的布局。机场配备了登机桥系统，实现了全室内登机流程；

通过设置阳光棚，引入阳光提高室内光环境舒适度；通过在楼体顶层

覆盖植物土，并在室外区域大面积进行绿化，提高航站区保温效果和

景观效果；通过设置了母婴室、吸烟区、饮水区、会议室等多项功能

设施，提升了候机旅客的舒适度，实现了周到的人性化服务。

3、对机场工作人员和旅客进行人文关怀，在机场设置了供氧系

统

甘孜机场区域天气复杂多变，气候恶劣，空气稀薄，大气中氧气

含量只有海平面的 60%左右，绝对最低气温-22.7℃，以上各种原因

决定了甘孜机场飞行安全保障任务艰巨，是一个工作条件艰苦的地方，

民航专业技术人员需要更多的精力和坚定的毅力，确保机场运行安全，

时刻准备应对突发的极端天气。

甘孜地区人烟较少，当地教育相对落后，机场管理、航空管制等

专业技术人员缺乏，很多外地到机场工作的专业技术人员对高原地区

气候条件很难适应，有些甚至患慢性高原病，给员工带来长期的痛苦，

严重影响机场工作人员的工作和生活质量，不利于机场安全运行。另

外他们不仅需要克服艰苦的工作环境，还要面对机场业务量增长带来

的繁重工作。因此为机场工作人员提供相对人性化的工作环境是十分

必要的，甘孜机场航站区从一开始就考虑了进行人文关怀的供氧设计：

在工作人员活动区域和医疗室、氧吧、贵宾室等旅客活动区域设计了

弥散供氧或分布式供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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打破常规，化零为整，注重绿色环保，彰显文化魅力，甘孜格萨

尔机场为国内民用支线机场建设树立起了一支新的标杆。在 4000 多

米的高原上，经过两年多的施工建设期，民航建设者们交出了一份完

美的答卷，为甘孜州实现脱贫致富、经济腾飞贡献了自己的力量，也

是民航人对于“不忘初心、牢记使命“主题的深入实践。

图 10 甘孜机场飞机滑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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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1 甘孜机场航站楼和停机坪

图 12 甘孜机场冬季雪景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