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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城市轨道交通 场站及周边土地综合开发 技术要求》

（征求意见稿）编制说明

1. 任务来源、协作单位

1.1 任务来源

近年来，全国各地对城市轨道交通场站及周边土地综合开发利用进行了一定规

模的探索尝试。在实践过程中发现城市轨道交通相关综合开发在规划、建设和管理

过程中，涉及较多原有规范、标准中未涵盖的内容亟需制订、补充与完善。

为了规范城市轨道交通场站及周边土地综合开发的高效建设，提高开发质量，

上海市隧道工程轨道交通设计研究院提出的团体标准提案《轨道交通场站及周边土

地综合开发设计规范》获得批准，该项团标的编制符合行业发展和标准需求。

2019年 12月 5日，中国城市轨道交通协会资源经营专业委员会发邀请编制工

作的函（中城轨经[2019]第 13号），邀请上海市隧道工程轨道交通设计研究院作为

主编单位，开展标准编制工作。

2021年 7月 7日，中国城市轨道交通协会下达《关于下达中国城市轨道交通协

会 2021年第二批团体标准制修订计划的通知》（中城轨〔2021〕44号），《城市轨

道交通场站及周边土地综合开发设计规范》正式立项，计划编号为：2021045-T-06，

由资源经营专委会提出，上海市隧道工程轨道交通设计研究院牵头组织起草，归口

单位为中国城市轨道交通协会标准化技术委员会，计划完成时间为 2022年 6月。

1.2 协作单位

主编单位：上海市隧道工程轨道交通设计研究院

参编单位：华东建筑设计研究院有限公司、北京城建设计发展集团股份有限公

司、中国城市规划设计研究院、应急管理部天津消防研究所、上海申通地铁集团有

限公司、成都轨道交通集团有限公司、深圳市地铁集团有限公司、苏州市轨道交通

集团有限公司、合肥城市轨道交通集团有限公司、南通城市轨道交通有限公司、北

京中轨交通研究院有限公司、西南交通大学（上海）TOD研究中心、温州市轨道交

通资产经营管理有限公司、宁波市轨道交通集团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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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编制工作组简况

2.1 编制工作组及其成员情况

牵头主编单位上海市隧道工程轨道交通设计研究院在城市轨道交通综合开发领

域具有丰富的经验和实践案例，实施了近二十多个城市轨道交通大型综合开发项目，

并取得良好的社会效益和经济效益。

参编单位覆盖了民用建筑及轨道交通建筑设计院、规划设计院、消防研究所、

城市轨道交通建设运营公司、TOD研究中心、轨道交通综合开发公司等，均具有丰

富的城市轨道交通综合开发的设计、建设、管理、运营经验，组成合理，技术优势

明显，为本规范的编写提供了坚实的技术支撑。

2.2 标准主要起草人及其所做的工作

表 1 标准主要起草人及其所做的工作

序

号
姓名 单位 职务/职称 分工

1 陈鸿 上海市隧道工程轨道交通设计研究院 总工程师/教授级高级工程师
项目总负责人、

项目组织与协调

2 施政 上海市隧道工程轨道交通设计研究院 院长/教授级高级工程师 项目组织与协调

3 利敏 上海市隧道工程轨道交通设计研究院 院副总工程师/教授级高工
项目负责人、大

纲起草、通稿

4 张俊杰 华东建筑设计研究总院 院长/教授级高级工程师 审核

5 刘京 北京城建设计发展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副总建筑师/教授级高工 审核

6 赵一新 中国城市规划设计研究院 交通研究分院院长/教授级高工 规划

7 王宗存 应急管理部天津消防研究所 副研究员 消防

8 李尧 上海市隧道工程轨道交通设计研究院 主任工程师/高工
建筑、

标准化人员

9 杨雷 上海市隧道工程轨道交通设计研究院 分院副院长/高工
规划、

标准化人员

10 刘辉 上海市隧道工程轨道交通设计研究院 分院副院长/高工 机电、项目流程

11 郑晋丽 上海市隧道工程轨道交通设计研究院 院副总工/教授级高工 机电

12 叶蓉 上海市隧道工程轨道交通设计研究院 院副总工/教授级高级工程师 结构

13 朱蓓玲 上海市隧道工程轨道交通设计研究院 院副总工/教授级高级工程师
环境保护和减振

降噪



3

序

号
姓名 单位 职务/职称 分工

14 冯爽 上海市隧道工程轨道交通设计研究院 环境工程分院院长/高工 机电

15 王晨 上海市隧道工程轨道交通设计研究院 机电分院院长/教授级高工 机电

16 周晓玲 上海市隧道工程轨道交通设计研究院 主任工程师/高工 机电

17 赵琼 上海市隧道工程轨道交通设计研究院 高级工程师 交通

18 查君 华东建筑设计研究总院 规划院院长/教授级高级工程师 规划审核

19 杨琦 华东建筑设计研究总院 技术中心总工/教授级高级工程师 机电审核

20 朱晓兵 西南交通大学（上海）TOD 研究中心 主任 审核

21 李少浦 北京中轨交通研究院有限公司 南京分公司副院长 审核

22 许怡
中国城市轨道交通协会资源经营专业委

员会
秘书长助理兼办公室主任 审核

23 廖元靖 北京城建设计发展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教授级高级工程师 审核

24 马书晓 中国城市规划设计研究院
交通研究分院 TOD 中心主任/高级

城市规划师
规划

25 陈长祺 中国城市规划设计研究院 高级工程师 交通

26 温玉君 上海申通地铁资产经营管理有限公司 总工/教授级高工 审核

27 叶旭峰 上海申通地铁资产经营管理有限公司 总经理/工程师 审核

28 高觉 上海申通地铁资产经营管理有限公司 副总经理/工程师 审核

29 王文华 成都轨道城市投资集团有限公司 副总工程师/工程师 审核

30 石晓伟 深圳市地铁集团有限公司 总经理/高级工程师 审核

31 胡幼纲 苏州市轨道交通集团有限公司 资产经营有限公司 审核

32 李慧明 合肥市轨道交通集团有限公司 前期发展部副主任/高级工程师 审核

33 解明媛 南通城市轨道交通有限公司 资源开发公司副部长/高级工程师 审核

34 徐绍辉 西南交通大学（上海）TOD 研究中心 总建筑师 审核

35 江庆锋 温州市轨道交通资产经营管理有限公司 执行董事兼总经理/高级工程师 审核

36 吴燕
宁波市轨道交通集团有限公司物产业置

业有限公司
副总经理/总工程师 审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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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起草阶段的主要工作内容

2021年 7月 21日，中国城市轨道交通协会资源经营专业委员会、上海市隧道

工程轨道交通设计研究院、上海申通地铁资产经营管理有限公司等单位在上海市隧

道院 17楼大会议室召集启动会，一致同意本标准的编制适应当前轨道交通建设发展

的需求，也响应我国规范体制改革、完善行业标准体系的要求；明确参编人员任务

目标；同时明确标准内容应包含规划、交通、建筑、结构、机电设备、消防设计及

环境保护与减振降噪等章节。

2021年 8月~2021年 11月，经过收集各省市相关综合开发项目建设资料，在现

场实地勘察各省市设计建造城市轨道交通场站综合开发工程的实践情况，对比差异

性和相同性，总结问题及经验教训。形成编制初稿,提交至编制组内部讨论审议。

2021年 11月 11日，上海市隧道工程轨道交通设计研究院院内在中国城市轨道

交通协会资源经营专业委员会秘书长的主持下开展了规范编制稿讨论会，推动编制

进度，会间讨论了各项议题。后续上海市隧道工程轨道交通设计研究院与多家参编

单位完成初稿深化，内部讨论稿正式形成。

2022年 2月 16日，《城市轨道交通场站及周边土地综合开发设计规范》修改

后的初稿提交各参编单位，征询各方意见。在中国城市轨道交通协会资源经营专业

委员会副秘书长的主持下，通过视频会议形式召开了编制组讨论会，华东建筑设计

研究院有限公司、北京城建设计发展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应急管理部天津消防研究

所、上海申通地铁集团有限公司、南通城市轨道交通有限公司、西南交通大学（上

海）TOD研究中心等单位的专家参加会议，中国城市规划设计研究院、成都轨道交

通集团有限公司等未参会的单位在会议前也做了讨论和沟通。编制工作组对文本内

容进行了认真细致的讨论和修改，对规范文本内容均达成了一致意见。会后，上海

市隧道工程轨道交通设计研究院将参编单位意见处理表以书面形式提交协会。

2024年 7月 10日，在中国城市轨道交通协会资源经营专业委员会秘书长的主

持下召开了 TOD团体标准编制推进协调会，协会标准部、上海市隧道工程轨道交通

设计研究院及北京城建设计发展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参会做讨论和沟通。协会标准部

建议按标准化文件编制的规定要求对标准名称和内容做调整，上海市隧道工程轨道

交通设计研究院标准编制组根据 GB/T1.1 标准化工作导则的规定将原标准名称《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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市轨道交通场站及周边土地综合开发设计规范》改为《城市轨道交通 场站及周边

土地综合开发 技术要求》，并按照要求类标准的编制要求对条文内容做完善，修

改完善征求意见稿提交协会。

4. 标准编制原则与国家法律法规和强制性标准及有关标准的关系

4.1 编制原则

1）标准格式统一、规范，符合 GB/T 1.1- 2020要求。

2）标准内容符合统一性、协调性、适用性、一致性、规范性要求。

3）标准技术内容安全可靠、成熟稳定、经济适用、科学先进、节能环保。

4）标准实施后有利于提高城市轨道交通场站与周边土地综合开发利用，符合行

业发展需求。

4.2 与国家法律法规和强制性标准及有关标准的关系

本文件遵循国家法律法规内容，未违反强制性标准的内容。

5. 标准主要技术内容的论据或依据；修订标准时，应增加新、旧标准水平的对比

情况

《轨道交通场站及周边土地综合开发技术要求》共分 11章和 3个附录，主要内

容包括：1 范围；2 规范性引用文件；3 术语和定义；4 总体要求；5 规划设计；6

交通设计；7 建筑设计；8 结构设计；9 机电设备设计；10 消防设计；11 环境保

护与减振降噪。主要技术内容的依据如下：

表 2 主要技术内容确定依据

主要技术内容 确定依据和理由

5.1.3 衔接城市地面与上盖平台的道路和

垂直交通设施用地应列入综合开发的用地

范围。

参照《城市轨道交通上盖建筑设计标准》DG/TJ

08-2263-2018 第 4.1.5 条，及《成都市轨道交通场站综

合开发设计技术规定》第 4.1.3 条。

5.5.1 城市轨道交通车辆基地及其上盖综

合开发的规划绿地率若无法达到当地标准

时，可通过控规在区域内统筹平衡。

参照《上海市轨道交通车辆基地综合开发利用建设导则

（试行）》第 4.6.2 条

6.2.3 当车辆基地与综合开发项目的出入口

设置在主干路上时，与相邻交叉口的距离不

应小于 100m；设置在次干路上时，与相邻交

叉口的距离不应小于 80m；设置在支路上时，

与干路相交的相邻交叉口的距离不应小于

50m，与支路相交的相邻交叉口的距离不应

小于 30m。

参照《城市道路交叉口设计规程》CJJ-152-2010 第

4.2.17 条

6.2.5 b） 单向车行道宽度宜为 4 米，双

向车行道宽度宜为 7 米；

参照《车库建筑设计规范》JGJ 100-2015 第 4.2.4 条及

《民用建筑设计统一标准》GB 50352-2019 第 4.2.1 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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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要技术内容 确定依据和理由

6.5.2 当综合开发与轨道交通车站合并设置

出租车候客泊位时，合并候客泊位数不宜小

于 5 个。

结合既有全国多个城市轨道交通上盖开发导则确定。如：

《上海市轨道交通车辆基地综合开发利用建设导则》、

《深圳地铁上盖及周边土地综合开发设计标准》、《郑

州市轨道交通段 (场) 及沿线站点毗邻区域土地综合开

发建设导则》中均提到相关数值

7.1.7 种植绿化的板地或上盖平台覆土厚度

应为 0.15m--1.8m，覆土厚度 1.5m 以上的绿

化面积不小于总绿化面积的 30% 。

该规定引自《园林绿化工程施工及验收规范》CJJ82-2012

第 4.1.1 条

当板地和上盖平台受限于结构荷载条件时，种植于板地

或上盖平台上的草坪、地被覆土厚度应大于 0.15m，灌

木类覆土厚度应大于 0.45m，乔木应大于 0.8m；当具备

较好的覆土厚度条件时，胸径小于 20cm 的乔木，覆土厚

度宜不小于 1.5m，胸径不小于 20cm 的乔木，覆土厚度

宜不小于 1.8m。

8.1.6 车站结构直接相关区域、车辆基地上

盖建筑的板地及以下结构的耐久性设计应

满足设计使用年限 100 年的要求。

8.2.3 当综合开发的设计工作年限低于下部

车站时，车站结构直接相关区域的板地设计

应考虑上部建筑倒塌的影响。

8.3.2 板地及下部车辆基地结构的安全等级

为二级，其中含控制中心、变电所、通信信

号用房的结构单元安全等级为一级。

根据现行国家标准《地铁设计规范》GB50157 规定，同

时考虑车站结构直接相关区域、车辆基地上盖建筑的板

地结构的耐久性和设计使用年限直接影响轨道交通工程

的结构安全，对该部分区域的设计标准给予补充。

8.3.9 板地设计应符合下列构造要求：

a 楼板厚度不应小于 250mm；

b 板底钢筋的混凝土保护层厚度不小于

45mm；

c 梁底及梁侧钢筋的混凝土保护层厚度不小

于 45mm。

根据本标准 10.2.4 要求，板地自身的承重柱和墙的耐火

极限不应低于 4.00h，梁板的耐火极限不应低于 3.00h。

参考现行国家标准《建筑设计防火规范》和英国规范

BS8110，综合考虑板地的刚度、后期施工荷载的受力要

求，对楼板的最小厚度及楼板的板底、梁侧及梁底钢筋

的混凝土保护层进行了规定。

9.1.1 综合开发与轨道交通场站的风、水、

电等机电设备系统及其机房应分别独立设

置、管理和计量。

9.1.2 综合开发与轨道交通场站的设备管廊

应分别设置，且宜分设维修通道。

轨道交通场站和综合开发分属两个管理方，使用性质和

时间不相同，因此要求各机电系统各自独立设置，互不

干涉，方便管理。

9.2.1 综合开发与轨道交通场站的风井应分

设，确有困难时，新风井可合设。

风井是供多个通风系统合用的连通室外大气的通道，通

风时（包括事故）会关联到共用风井系统的连动，如果

风阀等管道系统的阀件故障，造成多个建筑空间之间空

气（含污浊空气或烟气）的流动扩散。为限制系统之间

的相互影响，要求风井分设。新风井的影响程度相对较

小，特别困难时，可合设。

9.2.2 当综合开发建设滞后时，与其结合设

置的轨道交通场站风井（口）应满足以下要

求：

a 应明确结合范围内风井（口）、风道允许

的阻力和设置条件；

b 综合开发不宜变更原设计风井（口）和井

道，当确需变更时且阻力超出原风机系统能

力时需进行改造。

本条制定的目的是为了确保先期建成的轨道交通场站风

井通风系统的正常运行。在轨道交通场站与综合开发一

体化建设项目中，往往轨道交通场站建设时综合开发方

案尚未稳定，而场站用部分风井（口）需要在盖上或结

合周边开发建筑设置。此时，要求后期建设的开发建筑

不得随意变更轨道交通场站用风井（口）。如果确需变

更风井（口）位置和井道，需严格控制风道弯头数量、

风速、风道长度以及风口间距，并在原风机系统允许的

阻力范围内。当不能满足时，应对原系统进行改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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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2.3 除个别设备用房外，板地下方车辆基

地的排风（烟）应直接排向室外，新风应直

接取自大气。

同现行国家标准《地铁设计规范》GB50157 中的 13.2.2

和 13.2.12 条。

9.2.4 冷却塔、多联机外机、空气源热泵机

组等散热散湿设备应设置在板地外或板地

边缓进排风畅通的场所；当确有困难时，应

采取必要措施。

冷却塔、多联机外机、空气源热泵机组的外机散发大量

热（湿），如果通风条件不良，会影响系统正常运行、

甚至诱发故障。在车辆基地上盖开发项目中，由于盖下

建筑单体多，为防止服务这些建筑的空调室外散热设施

设在距离室外较远的盖下、导致散热不良，特别提出本

要求。

9.2.5 板地下方车辆基地的通风机宜设在风

机房内，并避免设在轨行线、作业线正上方，

且应方便日常维护。

盖下车辆基地的风机数量多，车辆基地投运后轨行线、

各类作业线上空供维修作业的窗口期不多。为保证风机

良好的工作环境和方便维护，提出本要求。

9.2.6 设备管廊内应有良好的通风措施和有

害气体检测系统，且宜采用自然通风。

参照现行国家标准《城市综合管廊技术规范》GB50838

中 7.2 章节中的相关要求制定，保证管廊使用环境和安

全。

9.3.3 板地或上盖平台室外场地的雨水排水

设计标准不应低于相结合的车站屋面或车

辆基地场坪的设计标准，并宜设置独立排水

系统。

为了保证轨道交通运营安全，车站屋面或车辆基地场坪

的排水标准一般均高于周边同类工程，与轨道交通项目

结合的开发区域如果标准偏低，暴雨时积水或溢流等情

况会给轨道交通运营带来安全隐患，故要求其设计标准

不低于结合建设的轨道交通工程，并考虑在结合界面上

尽可能有效分隔，减少互相影响。

9.4.1 综合开发与轨道交通场站的供电系统

应各自独立，任一方的供电系统发生故障不

得影响到另一方的供电安全。

轨道交通供电系统一般以线为单位通过主变电所（或开

闭所）引入外电源经变压（或分配）供给全线的牵引、

降压变电所，满足轨道交通的牵引系统及通信、信号、

动力照明等设备安全用电需求；上盖开发建筑一般属于

民用建筑且体量较大，为避免相互影响，两者供电系统

应各自独立设置。

9.4.2 综合开发与轨道交通场站的建筑合建

时防雷接地系统宜相互连通，接地电阻不应

大于 1Ω。

建筑合建时防雷接地系统难以彻底分开故宜相互连通，

且接地电阻须满足各系统最小接地电阻值要求。

9.4.3 综合开发与轨道交通场站的建筑智

能化系统应分别满足各自建筑智能化整体

功能需求。对客户服务的相关信息应共享，

涉及公共安全的系统应具有应急互动机制。

轨道交通和综合开发因其各自不同的建筑功能要求和长

久以来形成的行业习惯，在智能化系统上存在各自的特

点。当两者结合建设时，应根据合建的特点，从车辆到

发信息、故障延误通知、重大活动人流密度、火灾报警

信息传递、安防门禁警情互通等方面展开技术对接，协

商形成相互信息的预警和处理预案，从而保证各自更好

地运营和管理。

依据现行国家标准《智能建筑设计标准》GB50314 相关

要求及既有工程运营实施经验做出本规定。

10.1-10.5 在遵循现行国家标准《地铁设计防火标准》GB51298 和

《建筑设计防火规范》GB50016 的前提下，参考多个地

方标准，如：上海市《城市轨道交通上盖建筑设计标准》

DG/TJ08-2263-2018、四川省《成都轨道交通设计防火标

准》DBJ51/T163-2021 等多个城市地方标准或上盖开发

导则，并结合城市轨道交通场站及周边土地综合开发项

目的特殊性制定。

如：本标准的第 10.4.4 条，当车辆基地在做上盖开发时，

板地进深通常较大，造成板地下方库外道路无法直接“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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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因而需要在板地下方合适的位置：如板地居中的

运用库与检修库之间的通道位置或者距离盖边较远、无

法自然排烟的板下库外道路设置相对安全的区域，作为

火灾区域人员疏散的缓冲过渡带，也就是标准条文中提

及的符合特定要求的“基地内部道路”。一旦发生火灾，

疏散过程中，人员离开火灾发生区域后进入另一个不受

火灾影响的区域内，实际上是处于一个相对安全的区域。

因此，人员可以通过此类过渡区继续向室外疏散。为确

保人员进入此过渡区的安全，条文中从建筑防火及消防

设施等角度提出相应设置要求。

10.6.1.4 除 GB 50016 中规定的场所外，

设于地下和有上盖建筑的车辆基地内的停

车库、列检库、停车列检库、运用库、检修

库及上述库房的辅跨应设置自动喷水灭火

系统。

设于地下和盖下的大型库房在火灾时从外部救援相对困

难，库内人员疏散到安全区域的时间也相对较长，故应

考虑自动灭火系统尽量在第一时间控制火势，为疏散和

救援争取时间，并为库内人员和设备提供安全保障。

10.6.2 防烟和排烟

10.6.2.1 有上盖建筑的车辆基地内停车库、

列检库、停车列检库、运用库、检修库、不

落轮镟库、工程车库、用于疏散的车辆基地

内部道路等场所均应设排烟设施。

10.6.2.2 停车库、列检库、停车列检库、运

用库、检修库等场所的排烟量应按列车设计

火灾规模计算；当设有自动灭火系统时，其

设计火灾规模可取列车设计火灾规模的

50%；

10.6.2.3 当车辆基地内部道路需设排烟设

施时，宜采用自然排烟方式。

10.6.2.4 当综合开发建设滞后时，与其结合

设置的轨道交通场站风井（口）应符合 9.2.2

的相关规定。

设置排烟的场所依据现行国家标准《地铁设计防火标准》

GB51298-2018 中第 8.2.7 条；设置自动灭火系统的火灾

规模确定依据现行国家标准《建筑防烟排烟系统技术标

准》GB51251-2017 中第 4.6.7 条原则。

10.6.3 火灾自动报警和消防通信

10.6.3.1 综合开发与轨道交通场站的火灾

自动报警系统应独立设置，并能实现火灾报

警信息互通。消防控制室相互间应设消防电

话分机，图形显示装置应能显示对方确认的

火灾报警信息。

参考现行国家标准《地铁设计规范》GB50157 中第

19.3.9 条相关规定。

10.6.3 火灾自动报警和消防通信

10.6.3.2 板地下方建筑外区域应于室内消

火栓处设置手动报警按钮、消防专用电话插

孔，设备的防护等级不应低于 IP55。

参考现行国家标准《火灾自动报警系统》GB50116 对隧

道内消防设备的防护要求，并考虑板地下方建筑外区域

环境做出本规定。

10.6.3 火灾自动报警和消防通信

10.6.3.5 综合开发与车站连通工程中的封

闭连接通道、防火隔间、下沉式广场连通口

部、电（楼）梯前室、楼梯间应设置消防广

播。

依据现行国家标准《火灾自动报警系统》GB50116 第

4.8.7 条集中报警系统应设置消防应急广播及现行国家

标准《民用建筑电气设计标准》GB 51348 第 13.3.6 条

规定，电梯前室、疏散楼梯间内应设置消防应急广播的

要求做出本规定。

10.6.4.1 有上盖建筑的车辆基地，其板地下

方库外用于人员疏散的通道应设置疏散照

明，其疏散照明最低水平照度不应小于

实施上盖开发的车辆基地，其盖下库外用于工作人员疏

散的通道由于自然采光受到很大影响故需要设置疏散照

明。照度要求符合现行国家标准《建筑设计防火规范》



9

主要技术内容 确定依据和理由

3.0lx； GB50016 第 10.3.2 条的要求。

10.6.4.2 综合开发与车站的连接工程应设

置疏散照明，其疏散照明最低水平照度不应

小于 3.0lx。

连接工程参考现行国家标准《地铁设计防火标准》GB

51298 第 11.2.4 条第 1 款的规定。

6. 主要试验（验证）的分析、综述报告，技术经济论证，预期的经济效果

6.1 主要试验（验证）的分析

规范前期进行了多项课题研究并有实际开发项目进行试验及验证，其中城市轨

道交通上盖开发关键技术在车辆基地上盖开发时的创新和应用取得了良好的试验成

果。以下为上海市轨道交通 10号线吴中路停车场、17号线徐泾车辆段、15号线元

江路车辆段、18号线航头定修段的应用证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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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2 综述报告

国内各省市的轨道交通场站及周边土地综合开发大致经历了“上盖绿化——上

盖商业——结合轨道交通场站的城市综合体”等阶段的探索，在开发模式和技术积

累方面都取得了非常宝贵的经验，并从各自实际情况出发，总结、编制了一系列地

方级、企业级的设计导则、条例。在上述成果基础上，本规范汲取了各省市相关标

准、导则、条例等内容，使一些取得实际开发成果省市的先进经验能直接应用于其

他省市轨道交通综合开发项目，弥补了现有规范、标准体系中针对综合开发内容的

缺失，创新一套适用于我国国情且在各地均能通用的城市轨道交通综合开发设计体

系和标准。

本规范的编制，促进了全国城市轨道交通场站及周边土地综合开发项目的经验

共享和系统研究，改变以前城市轨道交通开发项目 “一事一议”的现状；提供同类

项目经验共享与总结提高的平台，并在规划建设层面形成一套行之有效的技术规范

体系，成为项目技术体系上的有力支撑。标准的制订，明确综合开发从规划到实施

再到运营管理的各阶段、各环节之间相互关系、接口界面、设计标准，能有效指导

这类型综合开发工作，避免开发建设过程中矛盾与问题，方便后期项目使用和管理。

本规范的编制，有利于轨道交通综合开发利用一体化设计走向科学、规范之路，

保证城市轨道交通综合开发整体设计符合安全可靠、功能合理、经济适用、节能环

保、技术先进的要求，更好地集约利用土地，拓展提升城市轨道交通功能，这也是

贯彻国务院要求加强公共交通用地综合开发利用政策精神的重要举措。

6.3 技术经济论证

以上海为例：上海市轨道交通综合开发项目始终坚持成为全国高质量轨道交通

综合开发发展样板。上海市目前 4座已建车辆基地上盖开发板地，共可创造约 100ha

城市新用地，为城市增加总开发建筑面积约 165 万㎡。在上海市新一轮轨道交通建

设规划中，新增可上盖开发的车辆基地 6处，预计可再造板地约 200ha，土地综合利

用效益十分显著。本次规范编制，将对未来城市轨道交通场站周边土地综合开发提

供设计依据、明确设计标准、确立设计原则，在已有项目的成功经验上进一步发挥

土地综合利用的巨大价值，促进轨道交通与城市社会的和谐发展。

6.4 预期的经济效果

成果可成功应用于拟进行城市轨道交通场站及周边土地综合开发的城市，可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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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更多的国内城市轨道交通综合开发的专业品牌，高新技术产业化发展能迅速推广

到全国，创造显著经济效益。立足于既有城市轨道交通场站综合开发实践、总结与

研究基础上的规范编制，形成核心自主知识产权，符合可持续发展的政策要求。

7. 采用国际标准的程度及水平的简要说明

无。

8. 重大分歧意见的处理经过和依据

无。

9. 贯彻标准的要求和措施建议（包括组织措施、技术措施、过渡办法等内容）

1）联合各起草单位积极推广本文件，向城市轨道交通综合开发的设计方、建设

方进行新标准规范的宣讲，深入阐述规范的优越性和合理性，进一步说明本文件对

于轨道交通综合开发利用的设计、建设、运营等所起的规范效用。

2）建立相关实施反馈机制，在实际工程应用中同步优化，同步提升标准的先进

性和合理性。

10. 其他应予说明的事项，如涉及专利的处理等

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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