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第二节车站建筑基本构成



城市轨道交通车站建筑的基本构成







1、车站主体

（1）乘客使用空间

–乘客使用空间是直接为乘客服务的场所

–可分为非付费区和付费区



• 乘客空间约占总面积的50%，主要包括：站

厅、站台、出入口、通道、售票处、检票
口、小卖部、楼梯及自动扶梯等。



（2）车站用房

车站用房区域包括运营管理用房、设备

用房和辅助用房，

①运营管理用房

运营管理用房是车站运营管理人员使用

的办公用房，是直接或间接为列车运行和乘

客服务的，主要包括车站控制室、票务室、

站长室会议室和公安保卫室等。



a ）车站控制室

• 车站控制室内主要设备有：

– IBP盘（调度屏，综合后备盘）
IBP 盘上设置紧急控制按钮，状态指示灯等，对重要设备进行应急监控

–综合控制台（车站监控计算机）

–防灾报警设备

–各种通信联络电话

–车站广播设备

–事件报表打印机等



b）车站票务室

• 车站票务室是车站票务工作的心脏，是现
金、车票、票务物资的集散地。

• 票务室内有存放现金、有值车票的保险柜、
票箱、票款箱、票务钥匙及点钞机、验钞
机、点币机、便携式查询机、票务台账等
票务工器具。

• 该房间也可作为车站人员进行票务结帐、
清点钱箱、结算报表等票务工作的场所。



②设备用房
• 设备用房是为保证列车正常运行、保证车站内良好

环境条件和在事故灾害情况下保障乘客安全所需的
设备用房

• 它是直接或间接为列车运行和乘客服务的，可分为
弱电设备房和强电设备房。
– 车站里的弱电系统通常指综合监控系统、通信系统、信号

系统和AFC系统。弱电设备房主要包括：主要包括综合监
控设备室、通信设备室、通信电源设备室、信号设备室、
信号电源室、商业移动通信机房、屏蔽门设备控制室等。

– 车站里强电系统主要是指高压牵引供电系统，其设在车站
的设备用房主要有牵引降压混合变电所、降压变电所，
33kV高压开关柜室等。这些设备用房需根据需要安装空调
系统和气体灭火系统。

强电的处理对象是能源（电力），其特点是电压高、电流大、功率大、频率
低，主要考虑的问题是减少损耗、提高效率，弱电的处理对象主要是信息，
即信息的传送和控制，其特点是电压低、电流小、功率小、频率高



③辅助用房

• 辅助用房是为保证车站内部工作人员正常
生活所设置的用房，是直接供站内工作人
员使用的

• 主要包括卫生间、茶水间、更衣室、休息
室等。

• 这些用房均设在站内工作人员使用的区域
内。



2、出入口及通道

• 车站出入口的主要作用在于吸引和疏散客
流，车站出入口位置都在轨道交通沿线主
要街道的交叉路口或广场附近，尽量扩大
服务半径，方便乘客。

• 车站出入口布置应与主客流的方向一致，
宜与过街天桥、过街地道、地下街、邻近
公共建筑物相结合或连通，统一规划、同
步或分期实施。



3、通风道及风亭（仅地下车站）

• 通风道及风亭是为了满足地下车站通风要求而设置的。
由于地下车站四周封闭，空气不流通，客流量大、机
电设备多，站内湿度较大，空气较为污浊，为了及时
排除车站内的污浊空气，给乘客创造一个舒适的乘车
环境，需在轨道交通车站内设置通风与空调系统。

• 风亭具有将地面的新鲜空气送入地铁内的作用；冷却
塔的作用则是将挟带废热的冷却水在塔内与空气进行
热交换，使废热传输给空气并散入大气。风亭的位置
应根据周边环境及城市规划要求进行合理布置。

1、地铁风亭在地面，是地表的建筑。
2、地铁风井是连通地下车站和地铁风亭的通风通道，连接地表
和地下。





2.2 城市轨道交通车站设计

一、城市轨道交通车站的总体设计原则

二、城市轨道交通车站的平面布局与设计

三、城市轨道交通车站的其他设计



一、城市轨道交通车站的总体设计原则

(1)最大限度地吸引客流。

(2)车站设计规划应根据远期高峰小时预测客流集散量
和车站行车管理、设备用房的需要来确定。

(3)个别车站可按极限运量需求。

(4)预留适当的运能空间。

(5)车站布设应与旧城改造和新区土地的开发相结合。

(6)车站布设应与城市道路网及公共交通网络密切结合。

(7)车站设计需采用多方案比选，确定较优方案。



二、城市轨道交通车站的平面布局

（1）车站出入口的设计

• 车站出入口的主要作用在于吸引和疏散客流,因此,车
站出入口位置最好选择在沿线主要街道的交叉路口或
广场附近。车站出入口数量可根据进出站客流的数量
以及方向确定,首先要满足进出站客流的通过能力;其
次,应尽可能照顾各个方向的客流,以方便乘客进出站。
《地铁设计规范》(GB 50157—200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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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分期修建时,初期不得少于2 个。
小站的出入口数量可酌减,但不得少于2 个。”





车站出入口的设计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