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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章 总 则

第 条 为保证港口客运站建筑设计符合适用 安全和

卫生等基本要求 并统一技术要求 制定本规范

第 条 本规范适用于新建 扩建和改建港口客运站的

建筑设计

第 条 港口客运站的建设 应按以客运为主 兼顾货

运的原则进行设计

第 条 港口客运站的建筑规模应根据设计旅客聚集量

按表 的规定划分为四级 设计旅客聚集量的计算 见附录一

国际航线港口客运站的建筑规模 可根据客运站的实际需要

确定

港口客运站建筑规模分级 表

分 级 设计旅客聚集量 人

一级

二级

三级

四级

注 政治 经济地位重要的港口客站运 其建筑规模等级可按实际需要确定 报

主管部门批准

第 条 对于条件适宜的港口客运站 可根据需要设置

方便旅客的综合服务设施

第 条 港口客运站建筑设计除应执行本规范外 尚应

符合现行国家和行业的有关标准 规范的规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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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章 站址和总平面

第一节 站 址

第 条 站址选择应符合城市和港口规划的布局要求

第 条 站址应具有足够的水域 陆域面积 适宜的码

头岸线和水深

第 条 站址应选在靠近城镇及交通便利的地区 并应

具有良好的供水 供电和通讯等外部条件

第 条 站址与危险品 有毒品 粉尘等污染物作业场

地的防护距离 应符合环境保护 安全和卫生等有关规定

第二节 总 平 面

第 条 港口客运站应包括站前广场 站房 客运码头

及其他附属设施等

第 条 总平面设计应合理利用地形条件 布局紧凑 节

约用地 远 近期结合 并留有发展余地

第 条 客运站的总平面布置 应符合城市规划和港口

总体布置的要求 一 二级客运站宜与港口货运作业区分开设置

三 四级客运站可根据港口具体情况确定

第 条 总平面设计应功能分区明确 客 货流线通顺

简捷 并宜使客 货 车流分开 进 出站口分开 国际客运站

的平面布置 尚应符合联检的有关要求

第 条 客运站的站前广场 站房和客运码头应配套设

置 站前广场 站房和客运码头应布置在沿江或沿海城市道路的

同一侧

第 条 客运站站房的布置 应靠近客运码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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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章 站 前 广 场

第 条 站前广场应包括机动车与非机动车停车场 道

路 旅客活动 绿化等用地

第 条 站前广场的规模 可根据客运站规模分级及港

口实际情况确定 当按设计旅客聚集量计算时 每人不宜小于

第 条 站前广场与城市道路的衔接 应有利于合理组

织交通 并方便旅客安全进出

第 条 站前广场设计应合理组织客流 车流 力求流

线短捷 顺畅

第 条 站前广场应有良好的排水设施 防止地面积水

第 条 站前广场的绿化设计 应符合城市和港口的有

关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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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章 客 运 码 头

第 条 客运码头宜集中布置 亦可根据航线 船型 码

头岸线水深等情况分散布置

第 条 客运码头应满足客船靠离 停泊等作业要求 并

应设置安全 方便的旅客上 下船设施

第 条 客 车滚装船码头应设置安全 方便的旅客和

车辆上 下船设施 在码头附近 应设置乘船车辆的专用停车场

停车场的停车规模 不应小于同时发船所载车辆数的一倍

第 条 客运码头的泊位数 可根据客货吞吐量 航线

数 船型 船期 到发船密度等因素合理确定

第 条 客运码头的设计 尚应符合现行港口工程技术

规范的有关规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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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章 站 房 设 计

第一节 一 般 规 定

第 条 站房应按客运站等级设置各类用房 一般由候

船 售票 行包 站务用房和上下船廊道等组成

第 条 站房应功能分区明确 客流 货流安排合理 有

利于安全营运和方便使用

第 条 站房的建筑空间布局和结构选型应具有适当的

灵活性和通用性 且能适应改建和扩建要求

第 条 站房应设置保障旅客安全和方便的上下船廊

道 且应设置方便残疾人使用的相应设施

第二节 候 船 用 房

第 条 候船厅可根据客运站的等级 旅客构成 设置

普通候船厅 母子候船厅 二等舱候船厅和团体候船厅 必要时

设候船风雨廊等其他候船设施

第 条 候船厅的位置应接近客运码头 其中母子候船

厅应邻近上船设施 上船路线应便捷

第 条 候船厅的设计应符合下列要求

一 候船厅的使用面积按设计旅客聚集量计算 每人不应小

于

二 普通候船厅采用自然通风时 净高不宜低于

三 应充分利用天然采光 其窗洞口面积与地面面积比不宜

小于

四 天棚和墙面宜作吸声处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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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 地面和墙裙应易于清洁 宜设排水地漏

六 候船厅座椅排列方式应有利于组织旅客上船

七 当候船厅设于楼层时 一 二级站宜设置电梯

八 候船厅的检票口应设导向栏杆 其栏杆高度不应低于

九 母子候船厅的墙角 柱角等应作成圆角

十 候船厅内应设饮水处

第 条 室外候船处 宜有避雨设施 并设专用检票

口

第 条 候船风雨廊宜结合上船通道设置 每道宽度宜

为 高度不应低于 并设检票口

第 条 候船厅检票口与客运码头间可根据需要设置登

船平台或廊道 平台和廊道均宜设有顶盖 其高度不应低于

对于无侧墙者应设置安全栏杆 其高度不应低于

第三节 售 票 用 房

第 条 售票用房应由售票厅 售票室和票据库等组

成

第 条 售票厅宜单独设置 并与候船厅联系方便 四

级站可与候船厅合并

第 条 售票厅的设计应符合下列要求

一 售票厅的使用面积 按设计旅客聚集量计算 每人不应

小于

二 售票厅采用自然通风时 净高不宜低于

三 应充分利用天然采光 其窗口面积与地面面积比不宜小

于

四 天棚和墙面宜作吸声处理

五 售票口数目可根据本站历年使用经验确定

六 售票口宜面对售票厅主要出入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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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 售票口中距不宜小于 靠墙售票口中心距墙边不

宜小于

八 售票口窗台高度宜为 窗台宽度宜为

九 售票口前宜设导向栏杆 栏杆高度不宜低于

第 条 售票室应有采光 通风 隔声和安全措施

第 条 售票室地面至售票口窗台面不宜高于

第 条 票据库应有通风 防火 防盗 防鼠 防水和

防潮等措施

第四节 行 包 用 房

第 条 行包用房应由托运厅 提取厅 托运仓库和提

取仓库等组成

第 条 行包用房位置应方便托取和装卸

第 条 一 二级站宜有行包装卸运输设施的停放和维

修场所

第 条 行包托运厅和提取厅均应设业务办公用房

第 条 行包用房设计应符合下列要求

一 行包用房的使用面积 按设计旅客聚集量计算 每人不

应小于

二 行包托取受理处的门净宽不应小于

三 行包托取和小件寄存处受理柜台高度不宜高于

四 行包受理口应有可关闭的设施

五 行包托运厅 行包提取厅 行包托运仓库和行包提取仓

库的主要出入口地面有高差时 宜设坡度不大于 的坡道

六 行包仓库应有利于运输工具通行和行包堆放 其窗台高

度不宜低于

七 行包仓库和小件寄存处应通风良好 并应有防火 防盗

防鼠 防水和防潮等措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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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节 站务用房和其他用房

第 条 站务用房应由站长室 客运值班室 业务办公

室 会议室 服务人员休息室和派出所等组成

第 条 每层候船厅应设服务人员值班室

第 条 公安派出所应布置在与售票厅 候船厅 值班

站长室联系方便的位置 室内应有专用的通讯设施 其窗口应设

栅栏

第 条 问询处应邻近旅客主要出入口 问讯处前应有

不少于 的旅客停候面积

第 条 广播室宜设在便于观察旅客活动之处 且应采

取隔音 防潮措施

第 条 站内根据需要设置小卖部 书店 邮电 电话

亭 医务室和理发室等

第 条 厕所和盥洗室设计应符合下列要求

一 站内应设厕所 二等舱候船厅和母子候船厅宜单独设厕

所 站内工作人员厕所应与旅客厕所分设 四级站可合设

二 厕所应有天然采光和良好通风

三 厕所应设前室 一 二级站应单独设盥洗室

四 旅客厕所应采用水冲式 厕所内应设挂物钩

五 旅客厕所及盥洗设备应符合表 的规定

厕所盥洗设备数量指标 表

房间名称 指 标 说 明

男厕
每 人设大便器一个 小便斗

一个 或小便槽 长
大便器至少设两个

女厕 每 人设大便器一个

母子候船室有专用厕所 应扣

除其数量

大便器至少设两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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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表

房间名称 指 标 说 明

母子厕所 每 人设大便器一个

母子候船人数按设计旅客聚集

量的 计

另设部分男孩小便槽

盥洗槽
每 人设洗手盆一个 或盥

洗槽 长
炎热地区按每 人计

注 总人数按设计旅客聚集量计算

男女旅客比例为

第六节 国际客运用房

第 条 国际客运用房应由出境用房 入境用房和驻站

业务用房等组成 并可与国内客运用房合建

第 条 出境和入境用房应包括候检 联检 售票 行包

和服务等用房 出境用房和入境用房可以互用

第 条 出境和入境用房的布置 必须避免联检前的旅

客及行包与联检后的旅客及行包接触混杂

第 条 出境和入境用房应符合联检程序的基本要求

流程短捷 联系方便 并宜具有适当的灵活性和通用性

第 条 出境和入境同一种联检程序用房宜布置在同一

层内 当布置在不同楼层时 宜设电梯

第 条 边防 卫生检疫 动植物检疫 公安 海关 海监

旅行社 邮电 银行和免税商店等部门的驻站业务用房 可按需要

设置 其布局应有利于联检工作联系

第 条 候船厅 联检厅均应单独设置厕所和盥洗室 可

根据需要设置旅客餐厅等服务设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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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七节 附属建筑和服务配套设施

第 条 港口客运站的附属建筑 可根据需要 设变配电

室 锅炉房 浴室 食堂 宿舍 维修用房 仓库 车库和自行车棚等

第 条 港口客运站的服务配套设施 可根据客运站的

需要和城市规划要求 设置旅客餐厅 旅馆和商店等

第 条 附属建筑和服务配套设施的设计要求 应符合

现行有关标准和规范的规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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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六章 防火和疏散

第 条 港口客运站的防火和疏散设计 除应执行国家

现行的建筑设计防火规范外 尚应符合本章的规定

第 条 各级客运站的站房耐火等级均不应低于二级

第 条 候船厅和售票厅 由厅内的最远一点至最近疏

散口的直线距离不宜超过

第 条 候船厅和售票厅安全出口的数目均不应少于两

个

注 设有导向栏杆的门 其疏散宽度按实际宽度的 计

第 条 底层疏散外门和疏散楼梯的最小宽度不应小于

疏散外门不应设门槛 门锁 紧靠门口 范围内不应

设踏步 如设坡道 其坡度不应大于

第 条 电梯不得计作安全出口

第 条 一 二 三级站应设室内消防给水系统

第 条 一 二 三级站及国际客运站的行包仓库 应设

火灾自动报警装置 国内二等舱候船厅和国际客运用房 宜设自动

喷水灭火设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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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七章 建 筑 设 备

第一节 给 水 排 水

第 条 客运站应设置室内外给水排水系统 二等舱候

船厅和国际候检厅的盥洗室 宜设置热水供应设施

第 条 作为饮水的开水或自来水 应进行煮沸 过滤或

消毒处理

第 条 国际候检厅的化粪池应单独设置

第 条 污水应进行处理 达到排放标准后 方可排入下

水系统

第二节 采 暖 通 风

第 条 采暖地区的一 二 三级客运站 冬季应采用集

中采暖系统 四级站可采用其他采暖方式

第 条 采暖室内计算温度应符合表 的规定

采暖室内计算温度 表

序号 房 间 名 称 室内计算温度

候船厅 售票厅 行包托运 提取厅

二等舱候船厅 母子候船厅 医务室

国际客运用房 通信用房

售票房 广播室 问询处

值班室 休息室 各办公室 会议室

厕所 盥洗室 饮水处 内走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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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条 候船厅 售票厅的散热器及其支管应设防护罩

第 条 候船厅 售票厅应进行通风换气 当自然通风达

不到要求时 可采用机械通风或自然与机械相结合的通风方式 其

新风量人均不应小于

第 条 机械通风时 冬季可采用值班采暖与热风采暖相

结合的采暖方式

第 条 厕所应设排气系统 其换气次数每小时不应小

于 次

第 条 采暖室外计算温度低于 地区的一 二级

客运站 其候船厅和售票厅通往室外的主要出入口宜设空气幕系

统

第 条 二等舱候船厅和国际候检厅宜设舒适型空调系

统 其夏季空调室内计算温度宜控制在

第三节 电 气

第 条 一 二级站的用电负荷为二级负荷 国际客运站

用电负荷等级根据实际情况确定

第 条 客运站照明可分为正常照明 应急照明 值班照

明

第 条 客运站及站场照度标准应符合国家现行 民用

建筑照明设计标准 的有关规定

第 条 客运站的通讯设施 可根据需要设置调度电话

公用电话 有线广播及无线对讲电话等

第 条 一 二级站和国际客运站 宜设置营运班次动态

显示装置

第 条 站房建筑物应设防雷装置 一 二级站为二类防

雷建筑 三 四级站为三类防雷建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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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录一 设计旅客聚集量的计算

港口客运站的设计旅客聚集量 可按下式计算

附

式中 设计旅客年发客量 人

客运站的年客运天数

聚集系数 见附表

客运不平衡系数 由统计资料确定 当无统计资料

时 可参照附表 确定

注 对于每日发船次数少于两次的港口客运站 设计旅客聚集量可采用最高量

春运期间除外 每航次的平均发客量

对于国际航线的港口客运站 当站内同时有国际旅客进 出港时 设计旅客

聚集量的确定 尚应考虑进客量的因素

聚集系数 附表

规模分级

适用港口
一 二级站 三级站 四级站

沿 海

长江 珠江 西江

黑龙江 松花江

其他内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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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平衡系数 附表

规模分级

适用港口
一 二级站 三级站 四级站

沿 海

长江 珠江 西江

黑龙江 松花江

其他内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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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录二 本规范用词说明

一 为便于在执行本规范条文时区别对待 对于要求严格程度

不同的用词 说明如下

表示很严格 非这样做不可的用词

正面词采用 必须

反面词采用 严禁

表示严格 在正常情况下均应这样做的用词

正面词采用 应

反面词采用 不应 或 不得

表示允许稍有选择 在条件许可时首先这样做的用词

正面词采用 宜 或 可

反面词采用 不宜

二 条文中指明必须按其他有关标准和规范执行的写法为 应

按 执行 或 应符合 要求或规定 非必须按所指定的标准

或规范执行的写法为 可参照 执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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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加说明

本规范主编单位 参加单位

和主要起草人名单

主 编 单 位 大连市建筑设计研究院

参 加 单 位 交通部水运规划设计院

西安公路学院

长江航务管理局

主要起草人 杨连级 李景奎 王恒山

曹振熙 曹大洲 沈永康

杨贵松 郑官振 董文彩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