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土城線延伸頂埔段車站建築與公共藝術

土城線頂埔站為土城線延伸至頂埔科技園區所增設之車站，未來與三鶯線連接可由臺

北市直至三峽、鶯歌地區，最後再與桃園捷運系統整合，該車站將帶來北部都會區行動上

的快捷與便利。頂埔站是土城線終點站也是三鶯線起點站，與未來三鶯線高架頂埔站形成

二個終點轉運站。

2015年中通車之本站，為高運量地下車站。以下就車站建築出入口造型及建築裝修

與公共藝術，提出設計說明。

頂埔站：

一、設計主題：節點密碼－C的方程式

二、設計說明：

頂埔站在地理位置上既是臺北捷運土城線的終點，又是捷運三鶯線高架車站的起

點；另方面在時間軸上，頂埔回溯以海山大規模工業化採礦榮景，傳統產業的轉型，

乃至通往未來的高科技研發重鎮，呼應了「節點」另具有「時間的收斂」與「流動的

重合」的意義。

本車站設計由地區環境特色出發，連接高科技奈米為未來整體車站的主軸。由二

個車站位置及時間方向，由下至上、從過去到未來，形成由－煤碳的碳元素（原子）

進化到奈米碳管（Carbon�nanotubes），並同煤礦挖掘般一層一層的展開與延伸。

車站地面層上安排4個出入口位置，1號出入口為土城分局頂埔派出所共構，地下

連通至頂埔站穿堂層。2號出入口及4號出入口考量與基地環境融合與居民生活品質，

採用局部變更路型及合併量體的設計手法，再以碳奈米管的外型設計概念，分別以旋

轉、抽離等方式，作為出入口造型。3號出入口則與三鶯線頂埔車站出入口結合為一共

構出入口。

頂埔站3號出

入口用地為聯開用

地，也成為地下、

地上站及聯開大樓

溝通的重要橋梁。

所有的整體規劃皆

以全面性未來作

為整體設計考量，

包含三鶯線車站轉

2號出入口外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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乘，聯合開發大樓連通等，以開發規模及土地利用率最大為設計重點。

延伸整體概念設計，室內設計則是由上至下，如煤礦工業般一層一層向下挖掘，

結合設計元素中的光元素，將「光」引入地下車站，隱喻著未來光明之路引入地下車

站室內，讓位於地下室內活動的人們，也可以享受真正的戶外陽光感覺。

車站室內設計構想說明

將車站室內充滿自然的太陽光，形成「光．穿堂」及「光．月台」。由「穿堂

之眼」搭配光波設計，形成流線型天花，成為本車站一大特色。透過光的三種變化：

「光波」、「光暈」、「光芒」轉換為車站設計中的「天」、「地」、「牆」元素。�

「穿堂之眼」引進自然光及流線型天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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藉由「穿堂之眼」自然採光搭配造型天花設計排列出流線型之律動形成「光波」

意象及活潑的效果；穿堂層及月台層的地坪設計則是將光的第二種變化「光暈」及隱

喻的字母「C」，融入至地坪設計當中。穿堂層空間配合「穿堂之眼」所產生的日光時

序變化，將光的第三種變化「光十字」，融入穿堂層的牆面設計中，形成日間及夜間

充滿詩意的變化。同樣利用不同顏色燈光組合，結合感應地面層溫度差異控制機制，

將牆面形成一溫感光牆，讓旅客能有與戶外環境產生互動感覺。

穿堂層光牆（光十字與桐花結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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頂埔站公共藝術與本站主題「節點密碼–C的方程式」互相呼應共同編織出完整的

新圖像。作品中垂直向下與向上的動勢線條，隱含礦穴中水的穿透力與地氣的排昇，

象徵生命活力的永不止息。主結構體中六角形多向的拼接與擠壓結構，更轉換傳統煤

礦產業意象與新科技奈米碳管的網格造型，將延伸循環的張力隱喻交通運輸與文化創

意共同更迭的新起點。

月台層座椅及月台門 穿堂層驗票閘門

公共藝術作品名稱：飛旋‧夢的起點
材質：不鏽鋼、石材、氟碳烤漆、鋁合金

尺寸：365X900X40公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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