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汽车客运站设计



课 程 介 绍

§  课程学习主要内容：

  第一讲：公共建筑设计原理—旅馆设计

  第二讲：建筑消防设计—无障碍设计 

  第三讲：建筑形式与内容对立统一的辨证关系 

  第四讲：功能与空间

  第五讲：公共建筑设计原理—汽车站设计

  第六讲：空间与结构

  第七讲：形式美的规律—主从与重点，均衡与稳定；对比与微差

  第八讲：形式美的规律—韵律与节奏；比例与尺度 



认识交通建筑
       
供人们出行代步使用的公共交通枢纽建筑。

可分为：汽车站、火车站、航空港、客运码头。

另外还有：高速公路服务站、地铁站、轻轨站、高铁站、游
客集散中心等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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术语
       
年平均日旅客发送量：车站统计年度平均每天旅客发送量；

旅客最高聚集人数：一年中旅客发送量偏高期间，每天最大  
                           的同时在站人数的平均值；

有效发车位：符合旅客上车条件的停车位；

站前广场：旅客进出站集散用的广场；

站房：候车、售票、行包、业务、驻站办公的总称；

站场：客运车辆停放的内部场地；

行包装卸廊：用于装卸行包的廊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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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汽车客运站概述

       
汽车客运站是汽车运送旅客的转运站．在这个站内
车辆的运行、停放，旅客的售票、侯车、进出站、
休息及行包的托运、提取等活动构成了完整的工艺
流程过程。 



设计目标
     

设计中要针对现代型汽车客运站特色，结合地域环境人文特征，提出了
公共空间、环境、人本主义、系统四大目标，以此为基础展开全面分析。

(1)公共空间目标—— 表达城市独特的社会经济和文化内涵。展现未来
                    城市新形象的窗口、成为高效率的交通枢纽；展
                    现城市独特的地域风貌，新的旅游观光点。

(2)整体环境目标—— 体现生态特征的有机整体：自然、环境、人的和
                    谐统一。

(3)人本主义目标—— 体现对人的关怀：满足人的多层次需要。

(4)规划系统目标—— 注重城市交通枢纽的系统效益与整合：土地的综
                    合利用、交通组织的合理安排。



二、汽车客运站等级和指标
      

1．汽车客运站等级划分

 等级 　　   发车位 　　 年平均日旅客发送量(人次) 
 一级 　　　 20-24 　　　10000-25000
 二级 　　　 13-19 　　　5000-9999 
 三级 　　　 7-12 　　　 1000-4999 
 四级 　　　 6以下 　　　1000以下 
    
 当年平均日旅客发送量超过25000人次时，宜另建汽车客运站分站。



  2．汽车客运站面积指标
    
① 根据交通部公路规划设计院通过全国30多个车站的调查，初步拟定  
   (不含停车场用地) 数字折算各级汽车站占地面积如下： 一级站 
   1．67公顷-2公顷以上；二级站l公顷．-1．67公顷；三级站 0．67
   公顷-l公顷；四级站0．53 公顷 。

② 站前广场面积：按旅客最高聚集人数每人1平方米计算。

③ 停车场及行车道路面积：按客车投影面积*4驻站客车数。

④ 发车位占地面积：按客车投影面积*2发车位数。    



三、汽车客运站总平面设计及外部交通组织



1．符合城市规划要求，合理选址；
    
     汽车客运站属城市大型公共建筑，且为陆路交通门户，不仅在选址
时要根据城市总体规划的要求进行选择，同时还要考虑城镇详细规划对
车站的布局、流线组织、旅客和车辆进出口的设置，以及建筑造型和外
观处理等各方面的要求。

a、符合城市规划的总体交通要求；
b、与城市干道联系密切，流向合理及出入方便；
c、地点适中，方便旅客集散和换乘其它交通；
d、具有必要的水源、电源、消防、通信、疏散及排污条件。



2．合理布局，分区明确；
    
总平面设计即客运站的总体布局。应处理好站前区、站房区、站场区三
者之间的关系，根据工艺要求合理分区，布置紧凑、流畅。方便使用，
明显突出站房的位置。要求如下：

a、站前区：进出站人流聚散用的广场。
b、站房区：等候及调度、行政用房。
c、站场区：内部交通枢纽。 站场区

站房区

站前区



3．流线简洁，各功能流线明确
    
     汽车客运站属城市交通型公共建筑，功能流线多且复杂，分类来说
主要有“车”和“人”二大类交通。。

a、站前广场的“人”的流线；
b、站前广场“车”的流线；
c、站场区“车”的流线；



站前广场“人”的流线

人的流线有四条：

1、进站候车人流

2、售票厅人流

3、托运提取行李人流

4、出站人流



站前广场“车”的流线

车的流线有三条：

1、公交车车流

2、出租车车流

3、社会车流



站前广场“人和车”的流线组织原则：

1、人车分流；
2、站前广场的要做绿化景观设计，以供人休憩；并具有当地文化性， 
   体现汽车站的交通门户展示作用。
3、考虑“进站”与“出站”人流尽量不交叉。





站场区“车”的流线

站场的流线有二条：

1、进站流线

2、出站流线

车辆出口

车辆进口
洗车台

停
车
场

保
养
场
地

加油站
发
送
车
位

卸
客
区



站场区“车”的流线组织原则：

1、单方向逆时针循环，流线不交叉；
2、“卸客区”要有足够的空间，并不得干扰后面进站客车的运行。
3、停车场布置尽量紧凑合理，灵活运用侧向停车及地下停车，以减少
   交通面积和停车面积。





四、汽车客运站内功能组合及内部流线设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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Ø    不同等级的售票
处的组成部分也不
尽相同，按照客运
站的等级划分，主
要由售票厅、售票
室、票据库以及办
公室四部分组成。 

售票厅

售票室

票据库

办公室

售票处
组成

       售票处



售票厅 



Ø 根据级别，一、二、三级站售票厅需要单独设置，而四、五级站因为
旅客较少，可以将售票厅与候车厅合用较为经济。

Ø 售票厅的面积是由售票窗口的数量决定的，售票窗口的个数的多少以
客源站候车最高聚集的人数为依据。一般其使用面积应按每个售票口
15㎡计算;

Ø 根据《汽车客运站建筑设计规范》（JGJ60-99）和中华人民共和国交
通行业标准《汽车客运站级别划分和建设要求》（JT 200-2004）的
规定，一般按每120人设置一个售票窗口（120人为每小时每个窗口可
售票数），不足的尾数，也可以设置一个。

Ø 售票窗口数应取旅客最高聚集人数/120

售票厅的面积 



Ø 售票窗口数= 旅客最高聚集人数 /每窗口每小时售票张数 

Ø 售票厅面积=20.0㎡/窗口×售票窗口数

Ø 售票室面积=6.0㎡/窗口×售票窗口数+15.0㎡，采用微机
售票时应增设20.0㎡的总控室。 



 售票厅
 的类型

分向
售票厅

长短途
售票厅

袋形
售票厅

双向
售票厅

其它
形式

售票厅的形式 



分向
售票厅



按长短途方式

长短途
售票厅



袋形
售票厅



双向
售票厅



上海汽车客运总站圆形售票大厅



• 售票厅应该包含有一个长12～13米的袋形排队空间以及一个提供
穿行的3～4米的通道区；

• 售票厅不能兼作过厅，就是为了保证人们在售票厅内能够正常的
购票；  

售票厅的空间尺度







Ø 售票室是整个售票处的另一重要组成部分，它与售票厅之间一般通过
墙体或是玻璃窗分隔开； 

Ø 售票室室内地面至售票口窗台面不宜高于0.80m;

Ø 通常设有卷柜存放文件或私人物品，宽度在0.5～0.6米为宜；之间还
应保持有2.4米左右的自由活动空间； 

Ø 按照售票室内家具以及人体活动尺寸需要，整个售票室的总体进深不
应小于4米。  

售票室 



售票室 基本尺寸



n 大于四级车站应附设不小于9㎡票据库，票据库和办公室应尽量与售
票厅、售票室紧密相连，便于出入，构成客运站统一的售票体系，便
于管理使用。

n 应设置相应的卫生间。 

票据室 



• 托运流线 

• 提取流线

• 用房面积

    行包房



旅客购票  办理托运手续 

行包进入
行包库房 

行包被分检至
当班车的待装货位

行包托运的流线



旅客下车  办理提取手续 

从库房提
取行包 出站

行包提取的流线



• 行包业务应由托运厅、托运行包房、库房、行包装卸廊、提取行包房
及提取厅等部分组成，按站级规模可全设也可部分设置。

•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交通行业标准《汽车客运站级别划分和建设要求》
（JT 200-2004）的规定如下：

行包托运处面积=托运厅面积+受理作业室面积+行包库房面积

行包业务用房面积

其中： 

托运厅面积=25.0 ㎡/托运单元×托运单元数 

受理作业室面积=20.0㎡/托运单元×托运单元数

 

行包库房面积=0.1㎡/人×设计年度旅客最高聚集人数+15.0㎡ 



售票处与行包房的位置关系

（1）行包发送与到达分开布置：

行包 售票 候车



（2）行包发送与到达集中布置：

行包 售票 候车



• 功能

• 形式

• 面积及尺寸

候车厅



候车厅
的功能

候车 检票 附属服务

候车厅的基本功能关系



Ø 一、二、三级车站多有大面积候车空间，多通道检票，适
应多班次客车同时检票进站台的操作程序 ;

Ø 四级、五级车站旅客少，汽车班次少,其候车形式及空间
构成多简单集中; 

Ø 候车厅应按规范要求设置足够的检票口，每三个发车位不
得少于一个。



Ø 按照实际流向安排检票口的不同方向，可形成单向、双向、
三向检票区域。

Ø 候车厅应设置座椅，其排列方向应有利于旅客通向检票口，
每排座椅不应大于20座，两端应设不小于1.50m通道。   

Ø 候车厅内除了检票口外，应安设必备的问讯、公用通讯、
传播营运动态、饮水、厕所和盥洗等设施，还应设置总服
务台、小卖、餐厅、娱乐、银行等社会服务功能，以方便
旅客使用。周围应方便与站务、医务、公安等辅助功能房
间形成紧密的联系。 



• 四、五级站的候车形式：

    
    ①侧向候车形式：这种候车形式用于人员极少的四级站和五级站，由

于旅客流量较小，因此，其优点是流线较为简洁，便于旅客候车、检
票和登车。

   

   ②两侧对称候车形式：这种候车形式的优点是平面布局呈对称式，流
线清晰，有利于柱网布置，同时也便于立面造型。

候车厅的形式





• 2.一、二、三级站的多通道候车形式：

   多通道候车形式，可以多条通道同时检票，适应多班次客车同时检
票进站台的操作程序。这种形式可以形成较大面积的候车厅，不仅适
应了更大的客流量，还使候车空间变得宽敞明亮，同时也便于管理，
使候车厅秩序井然。

• 3.一、二、三级站的二次候车形式：
   二次候车形式的优点，是在节省人力的同时，又创造了一个井然有序

的候车环境，但是由于其面积上的浪费较大，人流在一次候车时也显
得比较拥挤，所以现在很少采用。



Ø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交通行业标准《汽车客运站级别划分和建设要求》
（JT 200-2004）的规定：

Ø 候车厅面积=1.0㎡/人×设计年度旅客最高聚集人数

Ø 重点旅客候车室视实际需要设置，但总面积不应超过候车厅面积的1/3。

候车厅的面积与尺寸计算

        面积



• 柱网：柱网的确定，要先看候车厅下层是否还有其它建筑层。如果候
车厅下层是地下车库，它的柱网确定就要依据下层柱网的尺寸来设置。
如果没有下层空间，那么其柱网的确定则要考虑到候车座椅与过道的
尺寸，以及一些结构的尺寸。也可使用新型的无柱结构。

• 过道宽：在考虑到经济的同时，还要考虑到残疾人的无障碍设计。允
许单排人单向通行的过道所需要的最小宽度是900㎜；允许两排人流
或一排人流一排轮椅通行的最小尺寸，宽度为1500㎜，也是无障碍通
道的最小宽度；在高等级的大型客运站中，当需要两排轮椅通行，或
者是三股人流通行时，走道宽度最小为1800㎜。

        细节尺寸





• 检票口：根据一股人流的宽度为550㎜，两股人流的宽度为1100㎜-
1400㎜，一个人单手提行李的宽度为650㎜，所以检票口的宽度为750
㎜左右比较适合。当检票口与站台有高差时，应设坡道，其坡度不得
大于1/12。每3个发车位不得少于1个检票口。 

• 座椅的尺寸：根据人体尺寸来计算，候车厅单个座椅的尺寸为长550
㎜，宽450㎜，高400㎜比较适宜，相邻两个座椅之间的间距为200㎜
比较合适。

• 安全出口：安全出口净宽不应小于1.40m，安全出口外的室外通道净
宽不应小于3m；太平门外如设踏步，应在门线1.40m以外处起步；如
设坡道，坡度不应大于1/12，并应有防滑措施。



Ø 附属用房：

Ø a.服务台和问讯处：使用面积不应小于6㎡，问讯处前应设不小于
10㎡的旅客活动场地。

Ø b.饮水点：应设于便于旅客交通疏散处，面积在10㎡左右。

Ø c.公用电话亭：除四级站以外，应设供旅客使用的公用电话亭。
面积应以当地客流量为计算依据。其位置在设计时应以方便明显
为主，同时注意避免管线的交叉。





• 站台平面 

• 站台柱网、柱距

• 站台雨棚 

      站台与发车位



站台各部分剖面图



站台平面

一字式站台锯齿式站台

n弧形或扇面式站台 
分列式站台 

一字式站台 

锯齿式站台 

弧形或扇面式站台

分列式站台 



• 一般柱网的设置中距受客车的宽度和旅客的通行宽度影响，因此柱距
不应小于3.9m ，也有的客运站采用3.9m的倍数设置柱网。 

• 目前的汽车客运站，多设置在多层或高层建筑的底部，作为一个整体
的建筑设置。柱网的设置受到多层或高层部分的影响，下部受到的荷
载较大。因此，站台上的柱结构断面要求较大，中心柱距要相应加大。
柱间净宽不应小于3.5m，以保证车站进出车和旅客上下车的安全和方
便。

• 为保证站台上旅客和站务人员的正常通行，并且还要除去客车的后悬
部分在站台上所占的部分，站台柱网与候车厅外墙面或外墙面的壁柱
外突部位之间的净宽不应小于2.5m。

站台柱网、柱距



• 站台雨棚，为满足功能要求，净高不应小于5.0m。考虑到
不应影响雨棚下部的行车，站台雨棚下不应设悬挂式灯具。

• 遮蔽措施来保证旅客免受烈日的照射和雨淋。  

站台雨棚



①．支承式雨棚 

         a.单柱支承、局部悬挑式雨棚

         b. 双柱支承式雨棚

②．悬挑式雨棚

支撑雨蓬 悬挑式雨棚

雨棚构造形式



本次授课结束，谢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