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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团体标准-城市轨道交通地下车站环境质量要求》

（征求意见稿）编制说明

1 任务来源、协作单位

1.1 任务来源

根据中国城市轨道交通协会《关于下达中国城市轨道交通协会 2020 年第一批团体

标准制修订计划项目的通知》（中城轨 [2020]22 号文）的文件，由工程建设专委会

提出，上海申通地铁集团有限公司牵头组织编写的团体标准《城市轨道交通地下车站

环境质量要求》，计划编号为“2020003—T—02”。本标准起草工作组由广州地铁集团

有限公司、深圳地铁集团有限公司、合肥市轨道交通集团有限公司等单位组成。原计划

2021 年 4 月完成，受疫情影响，第一次工作会议推迟至 2022 年 9 月 23 日启动。

1.2 协作单位

本标准编制单位包括：上海申通地铁集团有限公司、广州地铁集团有限公司、深

圳地铁集团有限公司、住房和城乡建设部科技与产业化发展中心、复旦大学、上海市

疾病预防控制中心、上海市环境保护产品质量监督检验总站、天津轨道交通集团有限

公司、宁波市轨道交通集团有限公司、大连地铁集团有限公司、昆明轨道交通集团有

限公司、成都轨道交通集团有限公司、上海安合环境检测技术有限公司。

2 编制工作组简况

2.1 编制工作组及其成员情况

本标准编制组由各编制单位参编人员组成，覆盖了轨道交通建设运营单位、卫生

健康主管部门、高等院校、第三方检测机构等多方领域，为本标准的编写提供了坚实

的技术支撑。

2.2 标准主要起草人及其所做的工作

表 1 标准主要起草人及负责工作情况

序 号 姓 名 单 位 分工

1 田林
上海申通地铁集团有限公司技术

中心

提出立项、总体负责 1-4

章节

2 郑懿
上海申通地铁集团有限公司技术

中心

提出立项、总体负责 1-4

章节



序 号 姓 名 单 位 分工

3 周慧敏
上海申通地铁集团有限公司技术

中心

标准起草总体负责 1-4 章

节

4 宋洁
上海申通地铁集团有限公司技术

中心
负责第 1、2章节编制

5 邹学成
上海申通地铁集团有限公司技术

中心
负责第 3章节编制

6 贺磊 广州地铁集团有限公司 负责第 4章节编制

7 李艺 深圳铁路投资建设集团有限公司 负责第 4章节编制

8 梁浩
住房和城乡建设部科技与产业化

发展中心
总体组织及协调

9 何纳 复旦大学公共卫生学院 负责第 4章节编制

10 袁政安 上海市疾病预防控制中心 负责第 4章节编制

11 丁臻敏
上海市环境保护产品质量监督检

验总站
负责第 4章节编制

12 冯进峰 天津轨道交通集团有限公司 负责第 4章节编制

13 董琴
宁波市轨道交通集团有限公司运

营分公司
负责第 4章节编制

14 马劲航 大连地铁集团有限公司 负责第 4章节编制

15 孟帅 昆明轨道交通集团有限公司 负责第 4章节编制

16 李君 成都地铁运营有限公司 负责第 4章节编制

17 杨军 上海安合环境检测技术有限公司 负责第 4章节编制



3 起草阶段的主要工作内容

3.1 提案阶段

2020 年 5 月，成立标准编制筹备小组、填写标准项目立项申报书，拟定编制工作

大纲初稿，编写规范建议稿，上报中城轨。

3.2 立项阶段

2020 年 5 月，根据“中城轨建专委[2020]9 号文”——《关于做好 2020 年第一批

团体标准制修订工作的通知》，本标准正式列入 2021 年第一批团体标准制修订计划，

计划编号“2020003—T—02”。

3.3 起草阶段

2020 年 6 月,上海申通地铁集团有限公司牵头成立标准编制组，编制组多次组织

内部研讨会对初稿进行讨论修改，在文献综述、现况调查的基础上，识别出目前城市

轨道交通车站公共场所和作业场所中主要存在的健康危害因素，并确定标准编写的框

架、基本内容等，基本形成了内部征求意见稿。

2020 年 6 月-2021 年 9 月：上海申通地铁集团有限公司牵头发起邀请成立编制组。

2021 年 9 月-2022 年 6 月：课题组综述了国内外相关法律、法规、标准和技术文

件。

2022 年 6 月-2022 年 8 月：在文献综述的基础上，识别出目前城市轨道交通车站

公共场所和作业场所中主要存在的健康危害因素，并确定标准编写的框架、基本内容

等。

2022 年 9 月：因疫情原因，组织在线召开第一次工作组会议。编制组成立及启动

会议于 2022 年 9 月 21 日在上海申通地铁集团有限公司召开。会议由中国城市轨道交

通协会工程建设专业委员会秘书处(以下称秘书处)主持，来自中国城市轨道交通协会、

中国城市轨道交通协会工程建设专业委员会、上海申通地铁集团有限公司技术中心、

住房和城乡建设部科技与产业化发展中心、上海市环境保护产品质量监督检验总站

上海安合环境检测技术有限公司、宁波市轨道交通有限公司智慧运营分公司、天津轨

道交通集团有限公司、广州地铁集团运营事业部安全监察部、深圳铁路投资建设集团

有限公司、昆明轨道交通集团有限公司、大连公共交通投资建设集团有限公司参与了

在线视频会议。主编单位代表编制组进行了标准修订工作大纲和编制大纲汇报，与会

代表就相关内容进行了讨论，并形成一致意见，原则通过标准编制计划和分工。

3.4 起草组内部意见

目前，上海申通地铁集团有限公司已将将标准内容在标准编制组内部进行意见征

求工作，详细意见如下：

序

号
意 见 内 容 单位 备注 回复意见

1

根 据 《 地 铁 设 计 规 范 》

GB50157-2013 集中中央空调系

统 新 风 量 空 调 系 统 为

宁波轨道交通集

团有限公司运营

分公司

与空调系统：大

于等于

采纳哪本标准，

可按当地需求



序

号
意 见 内 容 单位 备注 回复意见

12.6m3/(人.h）；换气次数不少

于 6次/h。
20m3/(人.h）数

值不一致，改如

何执行，

及卫生规范，自

行选择。

2

根据《城市轨道交通技术规范》

GB5050490-2009

当采用空调时，每个乘客每小时

需供应的新鲜空气量不应少于

12．6m3(人.h），且所供应的新

鲜空气量均不应少于总送风量

的 10％。

3

可吸入颗粒物等指标为《地铁设

计规范》相关要求，低于《室内

空气质量标准》及《公共场所卫

生指标及限值要求》，由于卫生

评价多按此两标准执行，建议低

于此两标准的指标按此标准执

行。 广州地铁设计研

究院股份有限公

司

-

采纳。卫生评价

按当地要求执

行。

4

建议规范引用文件补充《公共场

所 卫 生 指 标 及 限 值 要 求 》

GB37488-2019

-
采纳。已补充。

5
建议补充相对湿度、风速、噪声等指

标要求
-

采纳。

6
建议公共卫生间通风量不低于《城市

公共厕所设计标准》
-

采纳

4 标准编制原则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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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遵守国家有关法律、法规；

（2）与现行国家标准、行业标准相协调；

（3）标准编制格式符合 GB/T 1.1-2020 规定；

（4）符合《中国城市轨道交通协会团体标准管理办法》要求；

（5）结合国内城市轨道交通地下站环境的相关特点。

4.2 与国家法律法规和强制性标准及有关标准的关系

目前，国内外并没有专门针对轨道交通环境质量的标准。而国内在轨道交通车站

环境监测方面所主要依据的标准无论在适用对象、污染物来源，还是监测手段等方面

与轨道交通车站的实际情况存在较大差异。

我国目前现行主要相关规范标准一览表

标准名称 标准号 标准提及的环境健康风险因子

《地铁设计规范》 GB 50157 二氧化碳、PM10

《城市轨道交通工程 DG/TJ08-2232 二氧化碳、PM10

https://www.baidu.com/link?url=YvyShHtx4Ni-uS4T9pUjVQtjqdSa9yef6pSCkYy7t4BKrKcqe4uskgd2HsoLhTmfuOtH9zbzlvia4VqOzb8BPmccy6U8dOV5VyBsDCrykx_&wd=&eqid=d6db585d0001c6f9000000065fb26384
https://www.baidu.com/link?url=YvyShHtx4Ni-uS4T9pUjVQtjqdSa9yef6pSCkYy7t4BKrKcqe4uskgd2HsoLhTmfuOtH9zbzlvia4VqOzb8BPmccy6U8dOV5VyBsDCrykx_&wd=&eqid=d6db585d0001c6f9000000065fb26384


标准名称 标准号 标准提及的环境健康风险因子

技术规范》

《公共交通等候室卫

生标准》
GB 9672

温度、相对湿度、风速、二氧化碳、

一氧化碳、甲醛、可吸入颗粒物、

细菌总数、噪声、台面照度

《室内空气质量标准》 GB/T 18883

4 项物理性指标（温度、相对湿度、

空气流速、新风量）、13 项化学性

指标（二氧化硫、二氧化氮、一氧

化碳、二氧化碳、氨、臭氧、甲醛、

苯、甲苯、二甲苯、苯并[a]芘、可

吸入颗粒物、总挥发性有机物）、1

项生物性指标（菌落总数）和 1项

放射性指标（放射性氡）

《民用建筑工程室内

环境污染控制规范》
GB50325

游离甲醛、TVOC、氨、氡、苯

民用建筑工程所选用的建筑材料和

装修材料所释放的环境污染物做出

了限量规定

《室内装饰装修材料

有害物质限量》和《建

筑材料放射性核素限

量》

GB 18580～18588 和 GB6566

10 种常见的装饰装修材料中可能

含有的污染物限量（如苯、甲醛、

铅等）作出了强制性规定。

《公共场所集中空调

通风系统卫生规范》
WS 394

冷却水和冷凝水中 嗜肺军团菌

新风量

送风（PM10、细菌总数、真菌总数、

致病微生物）

风管内表面（积尘量、致病微生物、

细菌总数、真菌总数）

净化消毒装置（臭氧、紫外线、总

挥发性有机物、PM10）

《公共场所空调通风

系统运行卫生要求》
DB31/ 405

冷却水和加湿设备水中 嗜肺军团

菌

新风量或二氧化碳

送风（PM10、细菌总数、真菌总数、

β-溶血性链球菌等致病微生物）

风管内表面（积尘量、致病微生物、

细菌总数、真菌总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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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1 标准主要技术内容的论据或依据

本标准主要关注城市轨道交通地下车站公共区域以及地下车站管理用房的人群环

境健康相关风险，本标准提出了环境质量指标体系，并设定了相应的控制目标标准值

（限值）。

针对表 1 和表 2 的限值，设定了相应的检验方法。其中对于公共区域环境质量的

检测参考了《公共场所卫生监测技术规范》（GB/T 17220）和《室内空气质量标准》

（GB/T 18883），既强调了代表性和随机性，也兼顾到检测成本以及工作时效性，要

求所有检测项目可先进行瞬间值检验，发现超标后再按照累积法进行检测。检测点如

有平行样，取平均值后作为该检测点的检测结果。集中空调通风系统的检测主要参考

了《公共场所集中空调通风系统卫生规范》（WS 394）和《集中空调通风系统卫生管

理规范》（DB31/405），其中送风中可吸入颗粒物以单个送风口为单位，将所有检测

值取平均值，作为该送风口的检测结果。

对于行车管理用房，采样规范主要参考了《工作场所空气中有害物质监测的采样

规范》（GBZ 159）和《室内空气质量标准》（GB/T 18883），并兼顾了轨道交通地下

车站的特点。每一个检测点取平均值后作为该检测点的检测结果。由于每个车站此类

房间数量较多，但污染特征相似度较大，如所有房间均进行检验，成本过高。因此要

求以所有行车管理用房为对象，抽取 10%作为检测对象，但每次检测应强调与前次检

测对象（房间）不能重复，有利于及时发现问题。

5.2 修订标准时，应增加新、旧标准水平的对比

本标准为新编制标准，无对比数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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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文献综述和现况调查的基础上，识别出目前轨道交通车站公共场所和作业场所

中主要存在的健康危害因素。并采用访谈手段，筛选出现阶段可操作、能切实降低健

康风险的轨道交通车站环境质量指标和要求。同时通过上海申通地铁集团有限公司科

研计划项目课题，在轨道交通地下车站进行了现场环境实测。经过以上试验全面验证

标准编写条款的适用性和可行性，从验证结果来看，满足标准编写要求。

6.2 综述报告

轨道交通特别是车站作为相对封闭的环境，存在自然通风不足、人群密集、流动

性大、缺乏自然采光等客观不足。国内外研究也表明，轨道交通车站环境中存在颗粒

物、CO2、微生物、甲醛和挥发性有机物（VOCs）的污染，这些都会对车站环境舒适度

以及乘客和车站工作人员健康产生不利影响。



在此背景下，《城市轨道交通地下车站环境质量要求》提出了轨道交通地下车站

公共区域和地下车站管理用房的环境质量要求，对公共区域子、公用区域设施物体表

面、地下车站管理用房、集中空调通风系统、环境质量风险因子提出建议标准限值。

6.3 技术经济论证

《城市轨道交通地下车站环境质量要求》标准可以提升轨道交通管理能级、反应

轨道交通车站现状的环境质量标准，改善车站环境质量，提高环境舒适度和降低涉及

人群的健康风险。

6.4 预期的经济效果

可填补目前可以反映城市轨道交通地下车站及管理用房的环境质量实际情况及适

用于当前环境监测手段标准的空白，同时还可以提高环境舒适度，降低涉及人群的健

康风险，提升轨道交通行业管理能级和服务质量。

7 采用国际标准的程度及水平的简要说明

本标准暂未采用国际标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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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标准规定了城市轨道交通地下车站内的环境质量要求，适用于城市轨道交通地

下车站公共区域和地下车站管理用房。

标准制定后拟为团体标准，标准制定后将在上海地铁、宁波地铁、天津地铁、成

都地铁、昆明地铁、大连地铁等国内相关单位进行试点，标准制定后逐步向全国城市

轨道交通建设进行推荐使用。

10 其他应予说明的事项，如涉及专利的处理等

无。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