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国 家 铁 路 局 公 告

２０２４ 年 第 ８ 号

国家铁路局关于发布铁道行业标准的公告

(工程建设标准 ２０２４ 年第 ４ 批)

为进一步规范铁路旅客车站规划建设ꎬ 从严控制铁路旅客车

站规模ꎬ 推动高铁快运业务健康有序发展ꎬ 国家铁路局组织对

«铁路旅客车站设计规范» ＴＢ １０１００－２０１８ 相关内容进行局部修

订ꎮ 现公布局部修订条文ꎬ 自公布之日起实施ꎮ

一、 新增第 １ ０ ３ 条 (原条文号依次顺延)ꎮ

新增正文为: 铁路旅客车站设计应按照适度超前、 不过度超

前的原则ꎬ 从严控制建筑及站前广场规模ꎮ 铁路客站规模应根据

城市规模、 城市规划、 路网规划、 功能定位、 客流需求、 站场规

模、 与其他交通设施衔接方式以及综合开发需求等因素综合

确定ꎮ

新增条文说明为: 近年来ꎬ 随着我国铁路网特别是高速铁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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网规模和质量大幅跃升ꎬ 铁路客站设施条件不断提高ꎬ 有效满足

了人民群众出行需求ꎬ 促进了铁路客站周边土地综合开发和经济

社会发展ꎮ 但与此同时ꎬ 一些地方超出自身发展实际ꎬ 盲目求大

求全ꎬ 存在过度超前规划建设铁路客站的倾向ꎬ 造成资源闲置ꎮ

为规范铁路客站设施规划建设ꎬ 发挥以铁路客站为核心的综合交

通枢纽作用ꎬ 促进铁路客站与城市发展的协同配套ꎬ 按照适度超

前、 不过度超前的原则ꎬ 控制建筑及站前广场规模是必要的ꎮ 另

外ꎬ 本条明确了影响铁路客站规模的相关因素ꎬ 铁路客站在规划

建设中需进行统筹考虑ꎬ 并科学确定其规模ꎮ

二、 新增第 １ ０ ６ 条ꎮ

新增正文为: 铁路旅客车站设计应遵循高铁快运快进快出的

原则ꎬ 畅通作业流线ꎬ 减少货物站内停留时间ꎬ 为高铁快运提供

安全、 便捷的作业条件ꎮ

新增条文说明为: 本条规定高铁快运快进快出ꎬ 是为减少在

站作业和库存等停留时间ꎬ 提高作业效率ꎮ

三、 新增第 ２ ０ １３ 条ꎮ

新增正文为: 高铁快运 ＣＲＨ Ｅｘｐｒｅｓｓ

依托动车组列车资源ꎬ 为客户提供的小件物品全程运送

服务ꎮ

新增条文说明为: 本规范所指高铁快运区别于利用普速旅客

列车行李车运输的行包ꎬ 特点是利用载客动车组列车、 确认车等

动车组列车资源ꎬ 不含利用整列动车组开展的规模化、 专业化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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件运输业务ꎮ

四、 第 ３ １ １ 条新增第 ２ 款 (原款号依次顺延)ꎮ

新增正文为: 满足旅客出行需求ꎬ 宜设在中心城区或者靠近

城市建成区ꎬ 距离中心城区宜在半小时以内ꎮ 同时ꎬ 城市应配备

完善的交通配套设施ꎮ

五、 修改第 ３ ２ ２ 条ꎮ

正文修改为: 铁路客站站房建筑面积应满足客流运输、 旅客

服务需求ꎬ 根据铁路客站最高聚集人数ꎬ 按下列指标计算确定:

１ 小型铁路客站站房建筑面积宜为 ５ ㎡ / 人 ~ １２ ㎡ / 人ꎬ 可根

据城市规模按表 ３ ２ ２—１ 确定ꎮ 高速铁路小型客站站房建筑面

积不宜小于 ２０００ ㎡ꎮ

表 ３ ２ ２—１　 小型铁路客站站房建筑面积指标

城市规模 站房建筑面积指标 (㎡ / 人)

小城市

Ⅱ型小城市 ≤８

Ⅰ型小城市 ≤９

中等城市 ≤１０

大城市及以上 ≤１２

２ 中型铁路客站站房建筑面积宜为 ７ ㎡ / 人 ~ １５ ㎡ / 人ꎬ 可

根据城市规模按表 ３ ２ ２—２ 确定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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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３ ２ ２—２　 中型铁路客站站房建筑面积指标

城市规模 站房建筑面积指标 (㎡ / 人)

小城市
Ⅱ型小城市 ≤１０

Ⅰ型小城市 ≤１１

中等城市 ≤１３

大城市及以上 ≤１５

３ 特大型、 大型铁路客站站房建筑面积宜为 ９ ㎡ / 人 ~ ２０ ㎡

/ 人ꎬ 可根据城市规模按表 ３ ２ ２—３ 确定ꎮ

表 ３ ２ ２—３　 特大型、 大型铁路客站站房建筑面积指标

城市规模 站房建筑面积指标 (㎡ / 人)

大城市
Ⅱ型大城市 ≤１５

Ⅰ型大城市 ≤１６

特大城市 ≤１８

超大城市 ≤２０

４ 设有城市通廊、 交通配套设施、 站外综合开发和其他交

通设施之间换乘区域的铁路客站ꎬ 城市通廊、 交通配套设施、 站

外综合开发和换乘区域的建筑面积可根据实际情况确定ꎮ

５ 设有预留车场、 位于风景名胜区和特殊新区规划的铁路

客站以及地下车站ꎬ 站房建筑面积可根据实际情况确定ꎮ

条文说明修改为: 本条中的 “铁路客站站房建筑面积” 是

指站房内具有铁路客运功能房间的建筑面积之和ꎮ 铁路客运功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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房间包括进站出站集散厅、 候车区 (厅、 室)、 售票用房、 客运

作业及附属用房、 为旅客服务的商业用房等ꎬ 不包括城市通廊、

交通配套设施、 站外综合商业和与其他交通设施间换乘区域以及

合建的其他功能用房ꎬ 也不包括站台雨棚、 旅客天桥、 旅客地

道、 高铁快运用房、 行包用房、 站房外旅客专用进出站通道等ꎮ

在旅客公共区内ꎬ 候车区 (厅、 室) 面积所占比例最大ꎬ

且其面积根据最高聚集人数确定ꎮ 因此ꎬ 本条规定了站房建筑面

积根据最高聚集人数和人均面积指标计算确定ꎮ 另外ꎬ 铁路客站

站房的建筑面积指标受铁路客站所在城市规模、 站房形式、 等

级、 客流组织方式、 合并设置的设备类型、 气候分区等影响ꎬ 略

有不同ꎮ

说明表 ３ ２ ２—１、 ３ ２ ２—２、 ３ ２ ２—３ 是对近年运营效果较

好的铁路客站站房的建筑面积指标统计数据ꎮ

说明表 ３ ２ ２—１　 小型铁路客站站房建筑面积指标统计数据

城市规模
城区常住
人口

(万人)
站名

最高聚
集人数

建筑面积
(㎡) 车站规模

指标
(㎡ /人)

Ⅱ型
小城市

<２０

庆城站 ６００ ３０００ 小型 ５ ００

威信站 ６００ ３５００ 小型 ５ ８３

松溪站 ５００ ３０００ 小型 ６ ００

开化站 ５００ ４０００ 小型 ８ ００

Ⅰ型
小城市

２０ ~ ５０

兴国站 ６００ ３０００ 小型 ５ ００

尚志南站 ５００ ３０００ 小型 ６ ００

西华站 ６００ ４０００ 小型 ６ ６７

三星堆站 ４００ ３０００ 小型 ７ ５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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城市规模
城区常住
人口

(万人)
站名

最高聚
集人数

建筑面积
(㎡) 车站规模

指标
(㎡ /人)

中等城市 ５０ ~ １００

惠安堡站 ６００ ３５００ 小型 ５ ８３

镇安西站 ６００ ４０００ 小型 ６ ６７

雁石南站 ４００ ３０００ 小型 ７ ５０

淮阳站 ６００ ５０００ 小型 ８ ３３

墨江站 ６００ ５０００ 小型 ８ ３３

曲子站 ２００ ２０００ 小型 １０ ００

大城
市及
以上

>１００

沙湖站 ６００ ３０００ 小型 ５ ００

蕉城站 ５００ ３０００ 小型 ６ ００

凤台南站 ６００ ５０００ 小型 ８ ３３

江津站 ２００ １８００ 小型 ９ ００

昌平站 ５００ ５０００ 小型 １０ ００

大港站 ５００ ６０００ 小型 １２ ００

说明表 ３ ２ ２—２　 中型铁路客站站房建筑面积指标统计数据

城市规模
城区常住
人口

(万人)
站名

最高聚
集人数

建筑面积
(㎡) 车站规模

指标
(ｍ２ /人)

Ⅱ型
小城市

<２０

林芝站 ２０００ １５０００ 中型 ７ ５０

珲春站 １０００ ８０００ 中型 ８ ００

庐山南站 １０００ ８０００ 中型 ８ ００

红河站 ２０００ ２００００ 中型 １０ ００

Ⅰ型
小城市

２０ ~ ５０

太仓站 １５００ １１０００ 中型 ７ ３３

黄冈西站 １６００ １２０００ 中型 ７ ５０

楚雄北站 １２００ １００００ 中型 ８ ３３

宝应站 １０００ ９０００ 中型 ９ ００

普洱站 １２００ １２０００ 中型 １０ ００

—６—



城市规模
城区常住
人口

(万人)
站名

最高聚
集人数

建筑面积
(㎡) 车站规模

指标
(ｍ２ /人)

中等
城市

５０ ~ １００

张家港站 １５００ １１０００ 中型 ７ ３３

梅州西站 １５００ １２０００ 中型 ８ ００

丹阳站 １０００ ９３００ 中型 ９ ３０

双鸭山西站 １０００ １００００ 中型 １０ ００

新沂站 １０００ １１０００ 中型 １１ ００

濮阳东站 ２０００ ２６０００ 中型 １３ ００

大城
市及
以上

>１００

万州北站 ２０００ １５０００ 中型 ７ ５０

长宁站 １０００ ８０００ 中型 ８ ００

富阳站 １２００ １２０００ 中型 １０ ００

巫山站 １０００ １２０００ 中型 １２ ００

邵通东站 ２５００ ３２０００ 中型 １２ ８０

扬州南站 ２０００ ２８０００ 中型 １４ ００

说明表 ３ ２ ２—３　 特大型、 大型铁路客站站房建筑面积指标统计数据

城市规模
城区常住
人口

(万人)
站名

最高聚
集人数

建筑面积
(㎡) 车站规模

指标
(ｍ２ /人)

Ⅱ型大城市 １００ ~ ３００

盐城站 ５２００ ５００００ 大型 ９ ６２

赣州西站 ４０００ ５００００ 大型 １２ ５０

义乌站 ６０００ ７５０００ 大型 １２ ５０

大同南站 ３０００ ４００００ 大型 １３ ３３

株洲站 ３２００ ４５１００ 大型 １４ ０９

Ⅰ型
大城市

３００ ~ ５００

扬州东站 ３３００ ２８０００ 大型 ８ ４８

泰州南站 ３０００ ２８０００ 大型 ９ ３３

厦门北站 ３５００ ５００００ 大型 １４ ２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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城市规模
城区常住
人口

(万人)
站名

最高聚
集人数

建筑面积
(㎡) 车站规模

指标
(ｍ２ /人)

特大
城市

５００ ~ １０００

南通站 ６０００ ５５０００ 大型 ９ １７

昆明南站 １２０００ １２００００ 特大型 １０ ００

福州南站 ４０００ ６００００ 大型 １５ ００

杭州西站 ６０００ １０００００ 大型 １６ ６７

新合肥西站 ４５００ ８００００ 大型 １７ ７８

超大
城市

≥１０００

上海宝山站 ９０００ ８１０００ 特大型 ９ ００

广州白云站 １００００ １４３０００ 特大型 １４ ３０

天府站 ５０００ ５７０００ 大型 １１ ４０

上海东站 ５０００ ６００００ 大型 １２ ００

沈阳北站 ８５００ １２１１００ 大型 １４ ２５

丰台站 １４０００ ２７２０００ 特大型 １９ ４３

站房建筑面积根据城市规模划分后ꎬ 参与铁路建设各相关部

门和单位需要根据城市发展和旅客出行需求ꎬ 集约高效进行铁路

客站设施规划建设ꎬ 科学合理选择站房建筑面积指标ꎮ 经过更加

深入对比、 研究发现ꎬ 影响面积指标的因素主要是城市规模和客

流特征ꎮ 城市规模可以根据 «国务院关于调整城市规模划分标准

的通知» (国发 〔２０１４〕 ５１ 号) 确定ꎬ 城市规模与城区常住人口

的对应关系详见说明表 ３ ２ ２—４ꎮ 客流特征对站房规模的影响主

要体现在铁路客站最高聚集人数上ꎬ 最高聚集人数一般根据车站

旅客最大月日均上车人数和高峰聚集系数来确定ꎬ 可以参照 «铁

路工程设计技术手册—铁路运量» 中的相关内容来计算ꎮ 其中高

峰聚集系数反映了旅客列车开行数量、 密集程度、 客流构成和城

市交通疏解条件等因素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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说明表 ３ ２ ２—４　 城市规模与城区常住人口的对应关系表

序号 城市规模 城区常住人口 (万人)

１

２
小城市

Ⅱ型小城市 <２０

Ⅰ型小城市 ２０ ~ ５０

３ 中等城市 ５０ ~ １００

４

５
大城市

Ⅱ型大城市 １００ ~ ３００

Ⅰ型大城市 ３００ ~ ５００

６ 特大城市 ５００ ~ １０００

７ 超大城市 ≥１０００

六、 修改第 ５ １ ５ 条ꎮ

正文修改为: 办理行包、 高铁快运的铁路客站应根据需要设

置相应的用房、 场地及配套设施ꎬ 并应方便旅客办理行包、 高铁

快运业务ꎮ 行包、 高铁快运货物流线宜与旅客流线分开设置ꎮ 高

铁快运用房面积应根据高铁快运作业需求和客站规模等因素综合

确定ꎮ

条文说明修改为: 近年来ꎬ 由于运输发展需要ꎬ 各铁路客站

不同程度地开展了行包、 高铁快运业务ꎬ 探索铁路物流的新模

式ꎮ 为满足行包、 高铁快运业务发展需要ꎬ 铁路客站可以根据需

求设置和预留库房、 场地以及物流通道和安检设施等ꎮ

通过调研部分已经投入运营的客站ꎬ 其高铁快运用房面积情

况详见说明表 ５ １ 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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说明表 ５ １ ５　 部分已投入运营客站高铁快运用房面积情况

序号 客站规模 站名
是否满足目
前作业需求

高铁快运用房
面积 (ｍ２)

发展空间

１

２

３

４

５

６

７

８

９

特大型

大型

北京丰台

兰州西

北京朝阳

太原南

天津西

北京清河

大连北

济南西

南昌西

满足

６００

７６０

１２００

８００

８００

７００

２００

２００

２９５

缺少

不缺少

缺少

１０

１１

１２

１３

１４

１５

１６

１７

１８

１９

２０

２１

２２

２３

２４

特大型

大型

北京南

上海虹桥

成都东

广州南

西安北

贵阳北

昆明南

南京南

南宁东

杭州东

合肥南

深圳北

武汉

长沙南

郑州东

不满足

２７０

１５０

２００

２００

４６０

１５０

１７９

１３０

２８０

１２０

１６０

１００

３３０

２９０

３６０

严重缺少

由上表数据统计分析ꎬ 北京丰台、 兰州西、 北京朝阳、 太原

南等 ９ 座客站高铁快运用房面积满足目前作业需求ꎬ 但除北京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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阳、 太原南、 天津西和北京清河等 ４ 座客站外ꎬ 其它 ５ 座客站尚

缺少未来业务发展空间ꎻ 北京南、 上海虹桥、 杭州东、 合肥南等

１５ 座客站的高铁快运用房面积不能满足目前作业需求ꎬ 且严重

缺少未来业务发展空间ꎬ 制约了高铁快运业务的发展ꎮ 综合考虑

高铁快运实际作业需求和未来业务发展空间要求ꎬ 高铁快运用房

面积参考值为特大型客站 １２００ｍ２ ~ １８００ｍ２ ꎬ 大型客站 ４００ｍ２ ~

８００ｍ２ ꎬ 中型客站 １５０ｍ２ ~ ３００ｍ２ ꎮ

七、 修改第 ５ ５ ３ 条第 ２ 款ꎮ

正文修改为: 候车区 (厅、 室) 内厕位数 (不含站位) 宜

根据最高聚集人数按每百人 ２ ５ 个计算确定ꎬ 男厕位 (不含站

位) 与女厕位比例应为 １ ∶ ２ꎮ 男厕位 (不含站位) 数量不应少于

３ 个ꎬ 女厕位数量不应少于 ４ 个ꎮ 出站厅男厕位 (不含站位) 数

量不应少于 １ 个ꎬ 女厕位数量不应少于 ２ 个ꎮ 每个厕所应至少设

置 １ 个坐位ꎬ 男厕所应设置不少于蹲位、 坐位数量之和的站位ꎮ

条文说明修改为: 根据 «城市公共厕所设计标准» ＣＪＪ １４－

２０１６ 第 ４ １ １ 条ꎬ “在人流集中的场所ꎬ 女厕位与男厕位的比例

不应小于 ２ ∶ １” 的规定ꎬ 本条规定男厕位 (不含站位) 与女厕位

比例应为 １ ∶ ２ꎮ 根据实际建设和运营经验ꎬ 当最高聚集人数较少

时ꎬ 计算出来的厕位数很少ꎬ 本条补充规定了男厕位 (不含站

位) 与女厕位的最少数量要求ꎮ 例如: 最高聚集人数为 ２００ 人的

铁路客站ꎬ 根据每百人 ２ ５ 个计算得出男厕位 (不含站位)、 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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厕位总数量为 ５ 个ꎮ 按照 １ ∶ ２ 比例ꎬ 男厕位 (不含站位)、 女厕

位分别为 １ ７ 和 ３ ４ 个ꎬ 即可分别设置为 ２ 个和 ４ 个ꎮ 但根据实

际建设和运营经验ꎬ 当男厕所少于 ３ 个厕位 (不含站位)、 女厕

所少于 ４ 个厕位ꎬ 部分车站存在使用紧张情况ꎬ 所以项目建设时

需要按照男厕位 (不含站位) ３ 个、 女厕位 ４ 个设置ꎮ 根据客站

运营情况ꎬ 特大型、 大型铁路客站的候车区 (厅、 室) 面积较

大ꎬ 旅客走行距离较远ꎬ 卫生间尽量靠近旅客候车较密集的区域

布置ꎬ 且此卫生间尽量提高厕位占比ꎮ

另外ꎬ 根据运营经验和旅客需求ꎬ 增加了铁路客站出站厅设

置男、 女厕所厕位的要求ꎮ 鉴于铁路客站建设秉持站城融合、 基

础设施共建共享的原则ꎬ 铁路客站出站厅经常与城市市政配套一

体化设计ꎬ 男、 女厕所设置位置可以统筹考虑ꎬ 以节省建设

成本ꎮ

八、 修改第 ５ ７ ２ 条ꎮ

正文修改为: 办理行包业务的铁路客站应设置行包通道ꎬ 特

大型、 大型铁路客站的行包库宜与跨越线路的行包地道相连ꎮ 办

理高铁快运业务的特大型、 大型客站应设置综合物流通道ꎬ 中型

客站宜设置综合物流通道或货运电梯ꎮ 综合物流通道和货运电梯

应与高铁快运用房、 停车区相连ꎬ 其尺寸、 荷载等设计参数宜根

据高铁快运的载运工具确定ꎮ

条文说明修改为: 考虑特大型、 大型铁路客站行包作业频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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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 数量大ꎬ 行包库房与跨越铁路线路的行包地道相连ꎬ 将大量

减少拖车在站台、 站内作业对其他流线的干扰ꎬ 有利于旅客安

全ꎬ 并能显著提高作业效率ꎮ 办理高铁快运业务的客站为实现高

铁快运作业流线与旅客流线分开ꎬ 参照行包作业ꎬ 设置综合物流

通道或货运电梯ꎮ 综合物流通道和货运电梯与高铁快运用房、 停

车区连通ꎬ 便于货物快速搬运ꎬ 提高快运作业效率ꎮ

九、 修改第 ６ １ ３ 条第 １ 款ꎬ 新增第 ４ 款ꎮ

第 １ 款正文修改为: 站台应采用刚性防滑地面ꎬ 并应满足通

行车辆的荷载要求ꎮ

新增第 ４ 款正文为: 通行高铁快运车辆的站台应满足车辆作

业要求ꎮ

条文说明修改为: 关于旅客站台面的说明:

１ 站台需要采用刚性地面ꎬ 是为了满足承受旅客、 行李和包

裹运输及消防车辆、 高铁快运车辆等的磨压要求ꎻ 站台防滑性能

一般可按照 «建筑地面工程防滑技术规程» ＪＧＪ / Ｔ ３３１ 中室外地

面防滑要求进行设计ꎮ 通行车辆一般包含行包、 邮政、 消防、 高

铁快运等车辆ꎮ

２ 站台地面横坡的规定是根据 «高速铁路设计规范» ＴＢ

１０６２１－２０１４ 第 １０ ４ ２ 条第 ５ 款制定的ꎮ

３ 站台面设置安全警戒线主要是考虑旅客和列车安全ꎮ 安全

警戒线距站台边缘距离主要受两方面条件限制ꎬ 一是列车通过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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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速ꎬ 二是考虑临近站台的线路为正线还是到发线ꎮ 如 «高速铁

路设计规范» ＴＢ １０６２１－２０１４ 第 １０ ４ １ 条第 ２ 款规定 “站台邻靠

正线设置ꎬ 列车通过速度大于 ８０ｋｍ / ｈ 时ꎬ 应在距离站台边缘

１ ５ｍ 处设置站台安全标线ꎬ 必要时在距离站台边缘 １ ２ｍ 处设置

安全防护设施ꎻ 列车通过速度不大于 ８０ｋｍ / ｈ 时ꎬ 应在距离站台

边缘 １ ０ｍ 处设置站台安全标线”ꎮ

４ 高铁快运车辆上站台作业可以缩短高铁快运在站作业时

间ꎮ 作业要求是指车辆出入口或建筑物边缘至线路侧站台边缘的

安全距离需要与高铁快运车辆设备宽度相匹配ꎮ

十、 修改第 ６ １ ４ 条第 ５ 款ꎮ

正文修改为: 旅客和货物进站、 出站流线上的雨棚应连续

设置ꎮ

新增条文说明为: 货物进站、 出站流线上的雨棚连续设置ꎬ

避免了高铁快运货物在站作业过程中可能会出现的雨淋、 暴晒等

情况ꎬ 减少安全隐患ꎬ 满足货物运输安全需求ꎬ 保证服务质量ꎮ

国家铁路局

２０２４ 年 ５ 月 １０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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