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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盖物业开发的车辆基地总图设计要点探讨

李明泽1 王 寅2 刘国辉3 党立国4

中铁华铁工程设计集团有限公司 100071

摘 要：文章基于设计实践，探讨上盖物业开发的车辆基地总图设计中的技术要点。目的在于总结、分享设计经

验，希望能够为其他相关从业者提供一些有价值的参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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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言

在城市化不断发展的背景下，人们对出行的质量要

求日益提高，全国城市轨道交通建设逐年增加。截止

2021年底，全国已开通城市轨道交通运营的城市有50余

座，已开通线路达260余条。车辆基地作为城市轨道交通

车辆停放、检修和日常维护的基地，是每条线路均需设

置的，常见车辆基地用地规模在10至30公顷之间，用地

规模庞大。随着城市土地集约利用的迫切需求及车辆基

地可开发规模总量的巨大，上盖物业开发模式迎来发展

契机。上盖物业开发也必然成为车辆基地建设的趋势，

地铁行业设计理念需与之相适应。

车辆基地总图设计，广义上包含：出入线及车场线线

路设计；站场路基设计；站场排水设计；站场道路设计；

室外管线综合设计；建筑总平面设计；道路交通标志标线

设计等内容。车辆基地生产具有设备大型化、工艺连续

化、生产自动化、运输多样化[1]的复杂特征。而上盖物业

开发的车辆基地总图设计，在以上内容基础上又涉及到与

上盖物业开发设计团队中的总图、建筑、结构、给排水等

专业进行协同设计，从而使上盖物业开发的车辆基地总图

设计成为一个，设计内容繁杂、设计接口众多、设计学科

多样的总体性、综合性设计专业。我们有必要对上盖物业

开发的车辆基地总图设计中遇到的要点（重点、难点、易

遗漏点）进行分专题总结、探讨，以期能够为其他相关从

业者提供一些有价值的参考。

现行《地铁设计规范》等相关国家标准对线路平、

纵断面设计做出了具体要求。其中最为重要的两个设计

参数为线路平面圆最小曲线半径，线路纵断面最大坡

度。两个参数直接关系到线路运行的安全性、舒适度，

设计最高行车速度等，因而在历届专家评审，设计审查

中都成为专家关注的重点。实际设计中，应尽量适当加

大线路的最小曲线半径，减小最大坡度，以优化线路条

件，同时为后期线路调线调坡留足空间。

由于出入线、试车线相对于段内其他线路而言设计

行车速度较高，也成为了上盖车辆基地的重要振动、噪

声来源。出入线、试车线布置应根据环评报告结论，适

当远离环境敏感场所，同时研究出入线U型结构、试车线

上盖可能性。例如，北京地铁19号线新宫车辆段，出入

线东北侧为既有上盖高层住宅，出入线U型结构附近、试

车线附近未来设置盖上建筑，对环境要求较高，设计中

各专业配合出入线U型结构、试车线临近建筑部分均设置

了上盖，行车产生的噪声、振动得到了较好的缓解。

车辆基地是轨道交通系统的重要设施，一旦发现水

淹事故，经济和社会影响巨大。近年来洪水、内涝灾害

频发，特别是2021年发生的河南特大暴雨灾害，以及国

务院灾害调查组出具的《河南郑州“7•20”特大暴雨灾害

调查报告》成为标志性事件。其危害之深、影响之广、

处罚力度之大，无不引起相关行业的深刻反思。总图设

计也应吸取教训，防水灾于未然。

场坪标高设计应满足防洪排涝相关要求

场坪标高是车辆基地开其他设计工作的基础，对整

个工程的安全性、功能性及经济性具有决定性意义。[2]参

考根据现行《地铁设计规范》规定，场坪标高应基于用

地周边的百年一遇洪水位、内涝水位进行确定。场坪标

高的确定还需综合考虑场地土石方平衡；出入线纵断面

条件；与周边规划道路相协调。另外上盖物业开发的车

辆基地常在铁路区域设置减震道床。道床结构高度的变

化也影响场坪标高的确定。

防洪排涝措施

若场坪标高设计受限，总图设计也应协调各方，尽

量提高场坪标高。同时，和相关专业配合做好防洪排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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措施。总图专业常见的防洪排涝措施有，在场地边缘设

置急流槽、排洪沟等沟槽。同时协调给排水专业研究增

设雨水调蓄水池，雨水泵站等。协调防洪专业研究在厂

区周边设置防洪堤坝等。有条件的地区建议委托专业机

构针对设计方案整体进行水影响评价，并以评价结论为

指导，进行后续设计。

大连市地铁2号线工程张前路车辆段与综合基地，在

总图设计中提供了一个很好的案例：张前路车辆段与综

合基地场地南侧靠近山体，面临山体上的洪水影响。实际

设计中设计师把南侧山体的雨水经天沟汇入边坡内的急流

槽，进入场地内排洪沟，路基内排水经铁路纵横向排水槽

汇入排洪沟，路基外建筑屋面、道路及绿地雨水经雨水口

汇入排水暗管，再汇入场地内排洪沟或直接排入排洪沟；

最终把洪水有组织的排出，保证了场地安全。

近年来火灾频发，给人民生命财产安全造成了较大

损失。上盖物业开发的车辆基地具有建筑规模庞大，

建、构筑物类型复杂，盖板范围较大等特点。目前针对

上盖物业开发的车辆基地消防设计，国家尚未发行使用

全国的国家标准。总图设计主要遵照现行《地铁设计防

火标准》、《建筑设计防火规范》执行。此外，部分城

市还专门颁布了相关的地方标准，委托有资质的单位出

具针对上盖物业开发的特殊消防报告，作为设计的重要

基础资料。

环形消防车道布置

综合相关规定，设计经验：一般在火灾危险性较

大、建筑规模较大、失火后危害程度较大的建筑周边应

设环形消防车道。此类建筑一般有：主变电所、停车列

检库（运用库）、检修库、易燃品库。另外，牵引降压

混合变电所是车辆基地的电力负荷中心，综合楼是车辆

基地人员最为密集的场所，两者虽无相关规范明确，也

建议归类为应设环形消防车道的建筑。北京地铁19号线

一期工程新宫车辆段实际设计中，为综合楼、运用库、

联合检修库、物资总库、牵引降压混合变电所，易燃品

库设置了环形消防车道，即保证了消防要求，又利于运

营使用。

大库中间“可供消防车通行的道路”布置

综合相关规定，设计经验：停车列检库（运用

库）、检修库（联合检修库），长、宽超过规范规定要

求，需设在库中间设置“可供消防车通行的道路”以保

证消防安全。以北京地铁17号线为例，运用库总宽度

超过150m，沿轨道方向设置了“可供消防车通行的道

路”。同时，运用库采用“一线两列位”型式布置，按

照规范要求，在列位之间，垂直轨道方向设置了“可供

消防车通行的道路”。满足了相关消防要求。

甲类建筑的布置

车辆基地内的建筑、构筑物类型复杂，上盖物业开

发后平面空间更显局促，以易燃品库为代表的甲类仓

库，一直是平面布置中的重难点。设计中应严格遵守

《建筑设计防火规范》中甲类仓库与建筑、场内道路、

场外道路、铁路的防火间距要求；同时根据各地情况充

分论证甲类建筑与上盖盖板边缘、盖上建筑的合理间距

取值，从设计层面防患于未然。

模式

停车库、检修库宜作为上盖主要开发区域

停车列检库（运用库）、检修库（联合检修库）作

为车辆基地建设规模最大的两个厂房，具有建筑轮廓简

单、结构柱网规则、占地面积较大等特点，上盖结构实

施也相对容易。一般可在顶盖上开发荷载较大的建筑，

以最大化经济效益，目前常见的开发类型为盖上中高层

住宅开发。

咽喉区宜进行低规模开发

车辆基地咽喉区曲线密集、道岔较多，列车运行速

度快，产生噪声和振动较大，对上盖及周边物业造成较

大环境影响[3]。咽喉区设置盖板既能解决以上缺点，又可

在盖板上设置一定绿化，改善上盖建筑环境。由于咽喉

区曲线密集，柱网布置难以规则，进行大规模开发结构

代价较大，经济效益不高。咽喉区盖板宜设置中低层商

业用房、活动场地、公园、绿化等低规模，小荷载建设

内容。

其他不宜开发及可开发区域

易燃品库一般为甲类仓库；单独建设的酸性蓄电池

充电间，一般为甲类厂房；单独建设的油漆库、喷漆车

间一般为乙类仓库。以上建筑火灾危险性较大，建议不

应设置上盖物业开发。锅炉房防火、卸爆要求较高，一

般建议不应设置上盖物业开发。集中停放电动汽车、电

动自行车的停车库（棚、场），由于今年来发生火灾事

故较多，建议不应设置上盖物业开发。

污水处理站、垃圾站对环境有一定影响，且容易产

生易燃、有害气体，封闭、半封闭环境会加大不利因素

影响。一般不建议设置上盖物业开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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办公楼、物资总库、混合变电所、水泵房、工务料

棚、工程车库等其他单体，经过各方充分研究后，有条

件的一般可进行上盖物业开发。

车辆基地室外管线涉及雨水、污水、废水、给水、

消防、中水、采暖、路灯、强电、燃气、通信、信号等

多种专业管线，管线种类多数量多。无上盖物业开发的

车辆基地为节省投资，一般尽量按照设计规范进行地下

管线直埋敷设。前期设计中，如建筑单体间距仅按防火

间距控制，后期管线排布就显过于局促，相反单体间距

如果足够很多问题迎刃而解。

上盖开发的车辆基地由于需考虑上盖经济效益，设

置了大量盖板，盖板立柱常设置在建筑单体之间，客观

上占用了原有的地下管线空间，原有排布方式已很难

满足要求。结合已完成工程，建议可在上盖开发的车辆

基地推行综合管沟技术，综合管沟一般可集成给水、消

防、中水、弱电、采暖等多种管线，实现立体化布置，

即节省了平面空间，又利于检修。同时，大量的上盖顶

盖对于车辆基地而言，又形成了大量的盖下空间。这就

使原来主要敷设于地下的室外管线，又多出一条架空敷

设的路径。

结语:集约化、立体化、复合功能的车辆基地上盖综

合利用是轨道交通站场综合利用的发展方向[4]，设计领

域也在不断总结经验推陈出新。总图设计既要满足地铁

功能上的基本要求，又要适当根据上盖物业需求优化设

计。以期既能解决地铁基本功能需求，又能降低开发成

本、提高开发经济效益，同时提高土地利用率，达到多

方共赢的局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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