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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北市政府捷運工程局第二區工程處

  **
中興工程顧問股份有限公司軌道工程二部 

    工程案例回顧與熱門議題報導 

交通樞紐～臺北捷運東門站 
孫禮賢*  林煒僑**  林承翰**  

為完善路網及方便轉乘，臺北捷運一共有

包含東門站、中正紀念堂站、古亭站及西門站

等4座同月台平行轉乘車站。其中，東門站為

中和新蘆線 (以下簡稱「橘線」 )及淡水信義線

(以下簡稱「紅線」)的交會站(圖一)，其與中正

紀念堂站與古亭站所建構的三角轉乘站組形成

臺北捷運重要的轉乘系統，可為中永和地區民

眾提供更為方便的轉乘方式，有效縮短民眾至

市區的乘車時間與舒緩其他轉乘車站流量。「平

行轉乘」係指旅客於月台一側路線下車後，可

直接步行橫穿月台至對側的其他路線上車，多

數轉乘旅客無需經樓梯、手扶梯或電梯等垂直

動線移動到另一月台。以東門站而言，經旅客

轉乘行為分析後，規劃地下二層的第一月台為

橘線往迴龍、蘆洲方向，第二月台則為紅線往

北投、淡水；地下四層第三月台為橘線往南勢

角方向，第四月台則為紅線往象山 (圖二、圖

三)，可提升通勤效率及降低轉乘時間。 
東門站為地下四層島式月台明挖覆蓋結

構，包含八處出入口及兩座通風井，位於金山

南路與連雲街間之信義路二段道路下方 (圖
四、圖五 )，因係橘線及紅線轉乘，故站內有

橘線上、下行線及紅線上、下行線等4條隧道，

再加計路線外之共同管道，合計共5條潛盾隧

道在此交會(圖六)，而為配合月台及轉乘動線

設計，潛盾隧道如麻花般立體交叉，隧道堆

疊、交會、近接及穿越建物下方等均為本工程

特色，亦都是高難度、高風險工項。  
東門站長度約217公尺、寬度約25公尺，

開挖深度達31.2公尺，搭配厚1.5公尺、深72
公尺連續壁，採十階開挖九階支撐方式設計。

工址地質為黏 /砂土互層的松山層 (圖七 )，地表

深度40公尺以下為景美卵礫石層，67公尺以

下則為堅硬黏土層。由於站體開挖深度超過30
公尺，考量若於開挖區內抽水則水量龐大，而  

 
圖一  東門站交會路線示意圖 

 

圖二  東門站同月台平行轉乘示意圖 

 

圖三  東門站垂直配置透視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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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四  東門站平面位置圖 

 
圖五  工址鳥瞰圖 

 
圖六  近站隧道線形示意圖 

 
圖七  工址地質剖面圖 

工址位處市中心排水系統佈設困難，經檢視鑽

探資料後，考量卵礫石層下方即為低滲透堅硬

黏土層，故設計將連續壁貫入此不透水層中，

藉此避免未來開挖時基礎上舉與隆起的風

險，亦能減輕抽水管控問題。  
另一方面，為避免極端氣候下洪水及強降

雨對車站甚至整體路線的危害，東門站出入口

及通風口等與地面連通設施的開口，均採200
年頻率洪水位加 1.1公尺的防洪高程進行設

計，且所有出入口均加設防洪門，以避免洪水

入侵。另考量本站為系統交會站，若有洪水事

故發生將導致交會路網一併受災，基於防洪安

全考量，於車站兩側與橘線及紅線上、下行潛

盾隧道交界處，合計設置八樘垂直昇降式防水

隔艙閘門，以達整體防洪目的。  
於建築設計部分，本站站名 -「東門」具

古城門直接意象，且站體上方信義路沿街及鄰

近街廓為傳統的東門市場及永康商圈亦為景

觀特色，故本站建築風格以古典、精緻、古城

門等元素，以「傳統建築空間」為主題，選用

傳統古典窗欞剪紙藝術圖案(圖八 )，以細緻的

現代手法呈現本站風貌。此外，本站主體採用

統一且簡潔明亮風格，與本區傳統古典特色合

為一體，塑造捷運系統整體之氣勢與獨特之風

味，站內穿堂及月台地坪為具節奏感的地磚鋪

面圖案，大廳則是古典窗欞格子天花，搭配古

典幾何窗花圖案，展現本站兼具古典傳統及簡

單輕鬆現代氣息的風格(圖九、圖十)。  
於公共藝術方面，本站內裝空間以「傳統

建築空間」為設計主題，在此氛圍下，選擇車

站內部旅客必經之垂直動線端牆 (2面，各

8.64x3.6公尺 )作為公共藝術設置場所，展示

藝術家張乃文先生所創作的「璀璨東門‧龍躍

永康」藝術品 (圖十一、圖十二 )，其中「璀璨

東門」以不鏽鋼材質及LED燈結合日出東方與

時光任意門的圖像，勾勒本站連接傳統與現代

的時光穿越。而「龍躍永康」則以打造傳統「龍」

的象徵，藉由現代的不鏽鋼材質，將捷運快速

穿梭於各區間的意象連結展現。  
此外，為呼應車站主題並融合周遭環境、

提升都市空間品質，地面出入口及通風井，採

減體減量、輕巧穿透的方式設計，以降低對市

容景觀與視覺造成的衝擊，亦為已擁擠不堪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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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八  古典剪紙藝術圖案 

 
圖九  穿堂層地坪及天花 

 
圖十  月台層地坪及天花 

 
圖十一  車站內部公共藝術－璀璨東門 

 
圖十二  車站內部公共藝術－龍躍永康 

城市空間注入輕鬆透氣的清晰。出入口為曲面

金屬板屋頂、透明玻璃側牆、精巧鋼構架與較

深色傳統穩重之崗石基座，與周遭傳統商圈形

成有趣的相映，同時將都市現代化的輕巧穿透

與古典商圈人文氣息融為一體 (圖十三 )。通風

井則是逐層退縮量體塑造出高低風格差異之

韻味，與鄰近民宅風格相融，周遭空地綠化為

廣場，服務鄰近社區居民，另搭配夜間照明設

計，營造舒適親切的空間 (圖十四 )。  
東門站月台分別於101年9月30日及102

年11月24日，隨橘線「忠孝新生 -古亭」段及

紅線「中正紀念堂 -象山」段的通車同時啟用，

正式營運後的東門站，不僅為古典的永康商圈

帶來現代化的風格，也因轉乘功能的發揮，使

民眾更便捷使用捷運，為商圈帶入更多人潮與

商機，也為促進周遭地區的經濟發展提供更多

的助力。東門站的啟用不僅為周遭創造良好發

展環境，優化了整體臺北捷運路網，更成為整

體路網中不可或缺的交通樞紐。  

 
圖十三  車站出入口意象 

 
圖十四  車站通風井造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