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在线开放课程

第九章

主讲 ：牛红凯

车站设计



在线开放课程

目录

• 9.1 概述

• 9.2 车站建筑设计

• 9.3 换乘车站设计



在线开放课程

9.1 概述

• 车站是城市轨道交通的重要组成部分，在整个
城市轨道交通系统土建投资中，车站所占的比
重最大。同时，车站是吸引客流和疏散客流的
基本设施，也是轨道交通面向公众开放的窗口
，车站的规模、设施、服务水平，从某种程度
上也反映了城市的综合实力和科技发展水平。
车站往往又是连接其他交通的枢纽，方便的交
通必然促进城市的发展。因此，合理地进行城
市轨道交通车站设计具有重要的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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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1 概述

• 车站的分类：

城市轨道交通车站可按车站与地面相对位置分为地
下车站、地面车站和高架车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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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1 概述

• 车站的分类：

按车站的运营性质可分为中间站、区域站、联运站
、枢纽站、换乘站和终点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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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1 概述

• 车站的分类：

按车站站台形式可以分为岛式站台车站、侧式站台
车站、混合式站台车站等车站形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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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1 概述

• 车站的组成：

• 城市轨道交通车站一般包括车站主体、出入口及通道、
通风道及风亭和其它附属建筑物。 

• 车站主体根据功能的不同，可分为乘客使用空间和车站
用房。

• 乘客使用空间，如站台、站厅等，它是车站设计的重点
，设计时要注意人流流线的合理性，以保证乘客方便快
捷地出入车站。

• 车站用房包括运营管理用房、设备用房和辅助用房3部
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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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1 概述

• 车站的组成：



在线开放课程

9.2 车站建筑设计

• 车站建筑设计的原则：
– （1）适用性

– （2）安全性

– （3）识别性

– （4）舒适性

– （5）经济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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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2 车站建筑设计

• 车站建筑设计的主要内容与流程：
– （1）车站规模确定

– （2）车站建筑平面布置

– （3）站厅设计

– （4）站台设计

– （5）附属设施设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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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2 车站建筑设计
• 车站规模确定：

车站规模直接决定着车站外形尺寸及整个车站的建筑面
积，因此车站设计的第一步是确定合理的车站规模。决定车
站规模的主要因素是客流量,一般根据预测出的远期日均乘降
客流量和高峰小时客流乘降量来综合确定车站乘客的集散量
和设备容量。

地铁车站规模主要根据车站远期预测客流及所处位置确
定，一般可分为3级：A级适用于客流量大、地处大型客流集
散点以及地理位置十分重要的车站；B级适用于客流量较大、
地处市中心或较大居住区的车站；C级适用于客流量较小、地
处郊区的各站。

轻轨车站规模分级见表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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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2 车站建筑设计

• 车站平面布置：

车站平面布置的原则是力求紧凑，能设于地面的设
备，应尽量设于地面，以降低造价。同时，车站布置要
方便乘客使用，迅速进出站，并且要有良好的通风、照
明、卫生、防火等设备条件，以提供旅客安全和舒适的
乘降环境。 

站台是车站最基本的组成部分，不论车站的类型、
性质有何不同，都必须设置。站房、站前小广场、垂直
交通及跨线设备等部分，一般情况都设置，但在某些特
殊的情况下，在满足功能要求的前提下，其中的某些部
分可能被简略。 



在线开放课程

9.2 车站建筑设计
• 车站平面布置的步骤：

– 1、分析影响因素，确定边界条件（周围环境、建筑
物及地下管线等）

– 2、根据功能要求构思总体方案。

– 3、确定车站线路与区间的连接关系。

– 4、确定出入口及风亭的数量和位置。

– 5、规划旅客活动流线，设计站台、站房及跨线设备
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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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2 车站建筑设计

• 旅客活动流线：

车站总体布局应按照乘客进出车站的活动顺序，合
理布置进出站的流线，使其不发生干扰，要求流线简捷
、通畅，为乘客创造便捷、舒适的乘降环境。下图为一
般车站的旅客进、出站活动流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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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2 车站建筑设计

• 站厅设计：

站厅的作用是将进入车站的乘客迅速、安全、方便
地引导到站台乘车，或将下车的乘客同样地引导至出入
口出站。对乘客来说，站厅是上、下车的过渡空间。乘
客在站厅内需要办理上、下车的手续，因此，站厅内需
要设置售票、检票、问讯等为乘客服务的各种设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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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2 车站建筑设计
• 站厅设计：

站厅的布置型式有以下4种:

1．站厅位于车站一端：这种布置方式常用于终点站，且车站
一端靠近城市主要道路的地面车站。

2．站厅位于车站两侧：这种布置方式常用于侧式车站、客流
不大的情况。

3．站厅位于车站两端的上层或下层：这种布置方式常用于地
下岛式车站及侧式车站站台的上

层，高架车站站台的下层。客

流量较大者多采用。

4．站厅位于车站上层：这种布

置方式常用于地下岛式车站及

侧式车站。适用于客流量很大

的车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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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2 车站建筑设计
• 站台设计：

• 站台型式的选择：

岛式站台车站站台
设置在上下行线路中间
，可供上下行线路共同
使用，站台利用率较高
。但双方向列车同时到
达时容易发生交错混乱
。

     线路由区间进入车站
时，由于线间距变宽，
形成一个喇叭口过渡段
，在结构上增加了复杂
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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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2 车站建筑设计
• 站台型式的选择：

侧式站台车站在上下行线路两侧各设一站台，两侧
客流不会混合，站台利用率较低，管理分散。

优点是区间线路通过车站时，线间距保持不变，线
路结构简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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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2 车站建筑设计
• 站台型式的选择：

岛侧两种形式的站台各有优缺点，可根据实际需求
来选择。对在不同时间单方向客流量大的车站，采用岛
式站台较为合理；地铁系统常采用岛式站台，而轻轨系
统采用侧式站台较多；此外，在两条线路换乘的车站，
可采用混合式站台满足不同的客流需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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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2 车站建筑设计

• 站台设计的主要技术标准——站台长度：

站台长度由车辆编组的计算长度决定。计算公式如
下：

    

站台长度(m)= 车辆长度 (m) × 车辆编组数

   考虑到停车位置的不准确和车站值班员、司机确定
信号的需要，一般需预留4m左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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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2 车站建筑设计

• 站台设计的主要技术标准——站台宽度：

为保证车站安全运营和安全疏散的基本需要，我国
《地下铁道设计规范》规定了车站站台的最小宽度尺寸
，如表2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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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2 车站建筑设计
• 站台设计的主要技术标准——站台高度：

站台高度指站台到轨顶面的高度，与车型（车厢地
板面到轨顶面的高度）有关。考虑到由于车辆弹簧的挠
度，在最大乘车效率时，车厢地板下沉的范围在90mm以
内，故站台高度宜低于车厢地板面50~100mm为宜。

 

• 站台设计的主要技术标准——轨道中心到站台边缘距离 
：

从轨道中心到站台边缘的距离由车辆尺寸决定，还
应考虑站台的施工误差，一般施工误差为l0mm。例如车
体宽为2.6m，则轨道中心到站台边缘的距离定为1.4m。
当车站设在曲线上时，该距离应适当加宽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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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2 车站建筑设计
• 车站附属设施设计——跨线设施：

由于城市轨道交通列车的速度快、密度高，要求整个线
路封闭程度较高。考虑乘客候车安全，侧式站台上、下行线
间加防护栏杆隔开，所以有上下行越线问题。岛式站台乘客
进站也有越线问题，而且行人过街也同样有越线问题。对地
面站来说，除了客流量小，一般均需设跨线设施。地面站的
跨线设施可以是天桥或地道两种方案。天桥方案较经济，施
工方便，对交通干扰少，应优先考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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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2 车站建筑设计
• 车站附属设施设计——垂直交通：

高架和地下车站与地面的联系必然通过垂直交通来实现
，天桥或地道等跨线设施也需要垂直交通。垂直交通的设计
要求位置适宜，路线便捷通畅，宽度合理。

高架站的垂直交通布置，通常有两种方式：一种为街道
两侧布置垂直交通，经天桥进入高架车站，即天桥进出方式
。另一种是利用桥下空间，由楼梯通向休息平台，再向两侧
通向站台，即桥下进出方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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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2 车站建筑设计

• 车站附属设施设计——出入口及通道：

地下站的出入口及通道的数目和宽度应根据高峰小
时客流量确定，并考虑紧急情况下，站台的乘客和停在
列车内的乘客必须在6分钟内全部疏散出地下站并上到
地面。

我国《地铁设计规范》规定：“车站出入口的数量
，应根据客运需要与疏散要求设置，浅埋车站不宜少于
4个出入口。小站的出入口数量可酌减，但不得少于2个
。”

出入口及通道宽度一般不小于2m，最小不得小于
1.5m。地下通道净高一般为2.5m左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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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2 车站建筑设计

• 车站附属设施设计——无障碍设施：

在一些重要车站及大型车站，需要考虑无障碍设计
，为残疾人乘坐轨道交通提供方便条件。对于地下车站
和高架车站，一般设置供残疾人使用的轮椅升降台或坡
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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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2 车站建筑设计
• 车站附属设施设计——人防设施：

地铁车站利用它已有的结构条件
，在战争时期是城市人民防空的理想
待蔽场所和疏散、运输通道，按国家
规定，在地铁建设中应结合人防按六
级抗力等级设防，在常规武器袭击下
，能保障列车运行及人员出入，作为
城市人防疏散运输干道；在核武器、
生化武器袭击下，车站能作为800人的
临时待蔽场所。因此，要求地铁车站
在战时必需的出入口、通风口、人防
连通口及其它孔口的防护设施，应结
合车站结构同步建设到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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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2 车站建筑设计
• 车站附属设施设计——通风亭（风井）：

通风亭是地下车站重要的附属建筑物，通风亭不应
设在易燃、易爆、有污染源并挥发有害物质的建筑物阻
近，与上述建筑物之间的防火安全距离应符合有关规范
的规定。在城市中，应尽量将通风亭设置在大片绿地或
机动车道中间的绿化隔离带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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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2 车站建筑设计

• 车站附属设施设计——指示标志：

指示标识是实现车站信息功能的重要设施，乘客通
过它的指引，可以安全便捷的完成旅程。同时指示标识
的艺术造型又是体现现代化轨道交通车站室内环境的重
要元素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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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2 车站建筑设计

• 车站建筑风格：

车站是空间、光和结构三者协调的一门艺术。一般
来说，车站就不同实体（外观、内部装饰等）形式可分
为古典、现代、民族、地方、个人等多种不同的风格。

我国《城市轻轨交通工程设计指南》中建议的车站
建筑设计应遵循以下5条原则：

（1）反映城市的特点和轻轨交通的特点；

（2）与城市其他交通建筑及设施有所区别；

（3）反映车站建筑的多样性；

（4）充分利用有限空间，体现车站功能的综合性；

（5）与区域环境相协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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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2 车站建筑设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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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2 车站建筑设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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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2 车站建筑设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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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2 车站建筑设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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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2 车站建筑设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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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2 车站建筑设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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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2 车站建筑设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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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2 车站建筑设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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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2 车站建筑设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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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2 车站建筑设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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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2 车站建筑设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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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3 换乘车站设计

• 换乘车站的作用：

换乘车站是城市轨道交通网络中各条线路
的交叉点，是提供乘客转线乘车的场所。除了
供乘客上下车外，还要能实现两线或多线车站
站台之间的人流沟通。城市轨道交通只有形成
基本网络的情况下才能充分发挥其应有的功效
，这其中换乘车站起着重要的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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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3 换乘车站设计

• 换乘站设计的原则：

1 .尽量缩短换乘距离，换乘路线要明确、简捷，尽量方便乘
客。

2 .尽量减少换乘高差，降低换乘难度。

3 .换乘客流宜与进、出站客流分开，避免相互交叉干扰。

4 .换乘设施的设置应满足乘客换乘客流量的需要，且需留有
扩、改建余地。

5 .应周密考虑换乘方式和换乘形式，合理确定换乘通道及预
留口位置。

6 .换乘通道长度不宜超过100m；超过100m的换乘通道，宜设
置自动步行道。

7 .尽可能降低造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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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3 换乘车站设计

• 换乘方式设计：

根据乘客换乘的客流组织方式，可将车站
换乘方式分为站台直接换乘、站厅换乘、通道
换乘、站外换乘和组合式换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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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3 换乘车站设计
• （1）站台直接换乘

站台直接换乘有两种方式，一种是指两条不同线路
的站线分设在同一个站台的两侧，乘客可以在同一站台
由甲线换乘到乙线，即同站台换乘。另一种站台直接换
乘方式是指乘客由一个车站的站台通过楼梯或自动扶梯
到另一个车站站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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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3 换乘车站设计

• （2）站厅换乘

站厅换乘是指乘客由一个车站的站台通过楼梯或自
动扶梯到达另一个车站的站厅或两站公用的站厅，再由
这一站厅通到另一个车站站台的换乘方式。此方式一般
适用于侧式站台间换乘或与其它换乘方式组合使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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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3 换乘车站设计
• （3）通道换乘

当两线交叉处的车站结构完全分开，车站站台相距
一定距离或受地形条件限制不能直接设计通过站厅进行
换乘时，可考虑在两个车站之间设置单独的换乘通道来
实现乘客换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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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3 换乘车站设计
• （4）站外换乘

这种换乘方式是乘客在车站付费区以外进行换乘，
实际上是没有专用换乘设施的换乘方式，该方式不宜推
荐。

• （5）组合式换乘

在换乘方式的实际应用中，往往采用两种或几种换
乘方式组合，以达到完善换乘条件，方便乘客使用，降
低工程造价的目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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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3 换乘车站设计

• 其它换乘方式

国外个别城市轨道交通系统中的换乘站采用同一站
台、不同线路车辆的停靠来实现换乘。乘客不用走动，
就像地面公交同站换乘一样的方便。这种方式更大地体
现了对人的关怀，但在目前我国的经济和技术条件下，
尚难实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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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3 换乘车站设计

• 换乘站形式：

两线之间的换乘关系一般取决于两条线路
的走向和站位条件，在两条平行线的线路上，
可选择“一”字形换乘或“工”字形换乘。在
两条交叉的线路上，一般采用“十”字形换乘
、“T”形换乘和“L”字形换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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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3 换乘车站设计

• （1）“一”字形换乘

两个车站上下重叠设置构成“一”字形换乘车站，
一般采用站台直接换乘或站厅换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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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3 换乘车站设计

• （2）“工”字形换乘

两个车站在同一水平面设置，以换乘通道和车站构
成“工”字形，这种车站一般采用站厅换乘或站台的通
道换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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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3 换乘车站设计

• （3）“十”字形换乘

两个车站在中部相立交，在平面上构成“十”字形
，这种车站一般采用站台直接换乘或站厅加通道换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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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3 换乘车站设计

• （4）“T”形换乘

两个车站上下相交，其中一个车站的端部与另一个
车站的中部相连，在平面上构成“T”形，一般可采用
站台或站厅换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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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3 换乘车站设计

• （5）“L”字形换乘

两个车站平面位置在端部相连构成“L”字形，高
差要满足线路立交的需要。这种车站一般在相交处设站
厅进行换乘，也可根据客流情况，设通道进行换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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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3 换乘车站设计

• 小结：

换乘车站设计是城市轨道交通车站设计的
重点与难点，所涉及的影响因素较多，技术要
求也更高。本课程简单介绍了主要的换乘方式
与换乘车站型式，实际设计中应结合客流预测
结果、地质环境、施工条件等因素进行综合考
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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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结

• 9.1 概述

• 9.2 车站建筑设计

• 9.3 换乘车站设计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