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城市轨道交通地下车站环境质量要求

1 范围

本文件规定了城市轨道交通地下车站内的环境质量要求。

本文件适用于新建、改建和扩建的城市轨道交通地下车站公共区域和地下车站管理用房的合格室内

质量要求的判定。

2 规范性引用文件

下列文件中的内容通过文中的规范性引用而构成本文件必不可少的条款。其中，注日期的引用文件，

仅该日期对应的版本适用于本文件；不注日期的引用文件，其最新版本（包括所有的修改单）适用于本

文件。

GBZ 127 X射线行李包检查系统卫生防护标准

GB/T 18204.1 公共场所卫生检验方法第 1部分：物理因素

GB/T 18204.2 公共场所卫生检验方法第 2部分：化学污染物

GB/T 18204.3 公共场所卫生检验方法第 3部分：空气污染物

GB/T 18204.4 公共场所卫生检验方法第 4部分：公共用品微生物

GB/T 18204.5 公共场所卫生检验方法第 5部分：集中空调通风系统

GB/T 18883—2022 室内空气质量标准

GB 50325—2020 民用建筑工程室内环境污染控制规范

GB/T 50833—2012 城市轨道交通工程基本术语标准

3 术语和定义

下列术语和定义适用于本文件。

3.1

地下车站 underground station

轨道设在地下的车站。

[来源：GB/T 50833——2012, 7.2.4]

3.2

车站公共区 public zone of station

车站内允许乘客进出的区域，包括费区和非付费区。

[来源：GB/T 50833——2012, 7.2.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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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3

地下车站管理用房 management room of underground station

位于地下车站区域范围内，轨道交通工作人员需要较长时间驻留的工作和休息场所，包括车控室、

工作室、会议室、值班室、休息室等。

3.4

公共区域设施物体表面 public zone object surface

地下车站站台层、站厅层公共区域内所设置的、乘客正常活动中可接触到的、临时或固定的物体表

面，如扶手、座椅、护栏、触摸屏等。

4 环境质量要求

4.1 地下车站公共区域

正常运营期间，地下车站公共区域环境环境质量指标应符合表 1中相关要求，检验方法满足任一

即可。采样点布设可参照附录 A。

4.2 地下车站管理用房

地下车站管理用房环境质量指标应符合表 2 中的要求，检验方法满足任一即可。采样点布设可参

照附录 A。

表 1 公共区域环境质量要求

对象 环境质量指标 单位 标准值 备注 检验方法

环境

二氧化碳 % <0.15 — GB/T 18204.2

PM10 mg/m3 ≤0.15 24h平均

GB/T 18204.2

GB/T 18883-2022

附录 F

PM2.5 mg/m3 <0.05 24h平均

GB/T 18204.2

GB/T 18883-2022

附录 F

温度 ℃

夏季：低于室外

干球温度 2℃，且

≤30℃

车站采用空调时适用；极端气象条件除

外
GB/T 18204.1

相对湿度 % 40~70 车站采用空调时适用；极端气象条件除

外
GB/T 18204.1

风速 m/s ≤5 瞬时风速（明确） GB/T 18204.1

细菌总数

(空气) cfu/m3 ≤1000 —
GB/T 18883-2022

附录 G

氨 mg/m3 ≤0.2 1小时平均 GB/T 18204.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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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象 环境质量指标 单位 标准值 备注 检验方法

空气比释动能

率
μGy.h-1 <5 — GBZ 127 X

一氧化碳 mg/m3 ≤10 存在一氧化碳发生源的车站适用 GB/T 18204.2

总挥发性有机

化合物

（TVOC）
mg/m3 ≤0.50 1小时平均（适用于新建、改建、扩建和

装饰装修的场所）

GB 50325-2020
附录 E
GB/T 18883-2022
附录 D

苯 mg/m3 ≤0.09 1小时平均（适用于新建、改建、扩建和

装饰装修的场所）

GB 50325-2020附
录 D
GB/T 18204.2
GB/T 18883-2022
附录 C

甲苯 mg/m3 ≤0.20 1小时平均（适用于新建、改建、扩建和

装饰装修的场所）

GB/T 18204.2
GB/T 18883-2022
附录 C

二甲苯 mg/m3 ≤0.20 1小时平均（适用于新建、改建、扩建和

装饰装修的场所）

GB/T 18204.2
GB/T 18883-2022
附录 C

甲醛 mg/m3 ≤0.08 1小时平均（适用于新建、改建、扩建和

装饰装修的场所）

GB/T 18204.2
GB/T 18883-2022
附录 B

放射性氡

（222Rn） Bq/m3 ≤150
1小时平均（适用于新建、改建、扩建和

装饰装修的场所）

GB 50325-2020
附录 G
GB/T 18883-2022
附录 H

臭氧 mg/m3 ≤0.16 1小时平均 GB/T 18204.2

集中

空调

卫生

质量

积尘量
g/m2

日常：≤20 g/m2

清洗后 7天内：

<1.0 g/m2

－ GB/T 18204.5

细菌总数

（风管积尘

中）

cfu/cm2 ≤100 － GB/T 18204.5

真菌总数

（风管积尘

中）

cfu/cm2 ≤100 － GB/T 18204.5

嗜肺军团菌

（冷却水、冷

凝水）

－ 不应检出 － GB/T 18204.5

细菌总数

（送风中）
cfu/m3 ≤500 － GB/T 18204.5

真菌总数

（送风中）
cfu/m3 ≤500 － GB/T 18204.5

可吸入颗粒物

（送风中）
mg/m3 ≤0.12 － GB/T 18204.5

β-溶血性链球

菌

（送风中）

— 不应检出 — GB/T 18204.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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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象 环境质量指标 单位 标准值 备注 检验方法

嗜肺军团菌

（送风中）
— 不应检出

冷却水、冷凝水检出嗜肺军团菌阳性或

必要时
GB/T 18204.5

新风量 m3/(人.h)

通风系统：

≥30 m3/(人.h)；

空调系统：

≥20 m3/(人.h)。

供应新鲜空气量不应少于总送风量的

10%。车站换气次数不少于 5次/h。

二氧化碳浓度符合标准时，可不测新风

量

GB/T 18204.1

公共

区域

设施

物体

表面

细菌总数 cfu/25cm2 ≤300cfu/25cm2 清洗消毒后或必要时 GB/T 18204.4

大肠菌群 — 不应检出/25cm2 清洗消毒后或必要时 GB/T 18204.4

注：未标注检测周期者，即为瞬间值。

表 2 地下车站管理用房环境质量要求

环境质量指标 单位 标准值 备注 检验方法

二氧化碳 % <0.10 — GB/T 18204.2

PM10 mg/m3 ≤0.15 24h平均 GB/T 18883-2022 附录 F

PM2.5 mg/m3 <0.5 24h平均 GB/T 18883-2022 附录 F

甲醛 mg/m3 ≤0.08

1小时平均（适用于新

建、改建、扩建和装

饰装修的场所）

GB/T 18204.2

GB/T 18883-2022 附录 B

温度 ℃ 夏季：<27
极度气温等异常气象

条件除外
GB/T 18204.1

相对湿度 % 夏季：<65
连续雨雪等异常气象

条件除外
GB/T 18204.1

噪声 dBA ≤90 — GB/T 18204.1

一氧化碳 mg/m3 ≤10
①1小时平均/瞬时值

②存在一氧化碳发生

源的车站适用

GB/T 18204.2

总挥发性有机化

合物（TVOC） mg/m3 ≤0.50

1小时平均（适用于新

建、改建、扩建和装

饰装修的场所）

GB 50325-2020附录 E
GB/T 18883-2022 附录 D

苯 mg/m3 ≤0.09
1小时平均（适用于新

建、改建、扩建和装

饰装修的场所）

GB 50325-2020附录 D
GB/T 18204.2
GB/T 18883-2022 附录 C

甲苯 mg/m3 ≤0.2
1小时平均（适用于新

建、改建、扩建和装

饰装修的场所）

GB/T 18204.2
GB/T 18883-2022 附录 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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环境质量指标 单位 标准值 备注 检验方法

二甲苯 mg/m3 ≤0.2
1小时平均（适用于新

建、改建、扩建和装

饰装修的场所）

GB/T 18204.2
GB/T 18883-2022 附录 C

新风量 m3/(人.h) ≥30
二氧化碳浓度符合标

准时，可不测新风量。
GB/T 18204.1

细菌总数 cfu/m3 ≤1500 — GB/T 18204.3

注：未标注检测周期者，即为瞬间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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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录 A
（规范性）

现场采样检测补充要求

现场采样点布设除了应符合依照环境质量指标检验方法相对应的采样要求，还应结合车站运营和现

场特点，满足以下要求：

a） 管理用房应至少设置 1个测点，设置在中央；

b） 站台层、站厅层公共区域应至少设置 3个测点，覆盖在对角线四等分的三个等分点上；

c） 测点距离地面高度 1m~1.5m，距离墙壁不小于 0.5m；

d） 测点选择应避开客流量密集的狭窄通道、上车通道、楼梯和电梯出入口等可能影响客流正常通

行的区域。测点选择应尽量避开工作人员操作区域，避免影响正常工作；

e） 站台层测点可优先选择邻近乘客候车用座位区；站厅层测点可优先选择邻近客运服务中心区;
f） 设车站外对照点，可设于站厅层客流出入口外或站外风亭附近，并记录检测当天的气象条件、

当地大气空气质量指数和主要大气污染物日平均浓度等信息;
g） 现场采样检测时，应对可能影响检测结果的环境条件尽可能详细记录，如检测点相对范围内的

滞留人数、集中空调通风系统运行状况、空气净化设施设备的开启运行状况、新风井内卫生状

况、对应送风口散流器卫生状况等。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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