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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连市地铁 2 号线某车站的结构设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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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随着现代科学逐渐进步，城市发展愈加迅速，城市交通存在的问题日益凸显，

为了缓解城市交通压力，减少道路拥堵问题，我国目前大力发展以地铁为中心的

地下交通。相比于传统交通运输方式，地铁具有速度快、准点率高、运输量大、

能耗低、污染少等优点，发展地铁交通是解决城市交通问题的绝佳的方式。

地铁主要由线路、列车及车站三大部分组成，其中车站是人流相对集中的重

要交通建筑，从站台形式上看车站可分为三类：①侧式站台②岛式站台③混合

式站台。由于侧式站台会使乘客换乘困难，且在工况复杂的城市地下缺乏灵活性，

而岛式站台具有占地小、利用率高、管理方便、乘客换乘方便等优点，因此现在

大多采用岛式站台。

作为一名城市地下空间工程的学生，应该学会独立进行地铁车站的建筑设计、

结构设计。

本次设计主要步骤如下：

（1）基础资料分析：车站周边环境、建筑、地质、盾构施工筹划、总体设

计院制定的技术要求和原则、相关专业的提资资料 

（2）制定总体结构方案：施工方法及工况设定、墙体形式 

（3）基坑工程设计：环境保护等级及安全性等级、基坑方案设计、基坑详

细设计、编制设计文件（说明、图纸、计算书）

（4）主体结构设计：拟定结构尺寸、重要性等级、耐久性要求、缝的设置、

确定分析模型及结构分析、结构配筋、编制设计文件（说明、图纸、计算书） 

（5）防水设计：设计原则及防水等级、全包或半包、标准段、诱导缝处、

施工缝处

关键词：地铁车站；建筑设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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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1章  绪论

1.1 地铁发展现状

世界上第一条地铁于 1863 年诞生于英国首都伦敦。19 世纪末，相继有芝加

哥、布达佩斯、格拉斯哥、维也纳和巴黎 5 座城市修建地铁。20 世纪上半叶，

柏林、纽约、东京、莫斯科等 12 座城市也先后修建地铁。中国于 1965 年开始修

建北京地下铁道，天津和上海也分别于 70 年代初和 80 年代初开始修建地铁。虽

然中国地铁起步较晚，但在后来居上，如今的中国已经拥有 3000 多公里的地铁

里程，比欧洲所有国家加起来还要多，俨然成为了一个交通大国。

中国人口众多，当前中国有很多大城市为了改善城市交通问题，都纷纷策划

修建大、中运量的地铁或轻轨交通项目。近 10 多年来已有 20 多座城市包括北京、

上海、广州、南京、重庆、大连、鞍山、青岛、武汉、天津、成都、长春、深圳、

沈阳、苏州、杭州、兰州、昆明、西安和济南等都编制了本地的各大城市对市内

繁忙的客运通道上建设轨道交通已形成普遍的认识。截止 2020 年，中国地铁里

程排名前五的城市分别为：上海、北京、广州、深圳、武汉，其中排名第一的上

海地铁全长 705 公里。

1.2 本次设计主要内容

本次设计为大连市地铁 2 号线虹锦路车站的设计，建筑设计包括基本计算：

预测客流、车站有效长度、楼梯与自动扶梯计算、疏散时间计算、站台宽度计算、

售票设施计算等；图纸绘制：站台、站厅、纵剖图、横剖图、总平面布置图等。

结构设计包括围护结构设计及图纸绘制、车站主体结构设计及图纸绘制等。

1.3 站址环境

虹锦路车站位于小辛寨子境内的张前路东侧，紧靠虹锦路南侧，石门山北坡。

此处地势起伏较大，填挖方基本平衡，车辆段范围内拆迁较小，且与大连市规划

干扰较小。车辆段高程基本与规划明珠路高程相等，有利于段内道路的引出。车

辆段位于一期工程线路虹锦路站附近，出入段作业和车站的折返作业无干扰;收
发车空车运用距离较短，运营效率高。

图 1-1 大连市地铁 2 号线虹锦路车站站址环境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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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2章  车站建筑设计

2.1 建筑设计概述

2.1.1  设计范围

本章节设计范围包括相关参数确定车站总平面设计、站厅层及站台层公共区

域布置等。

2.1.2  设计原则

（1）合理组织人流路线，划分功能分区： ①乘客与站内人员路线分开； ②
进、出站客流要尽量避免交叉和相互干扰； ③乘客购票、问讯及使用公用设施

时，均不应妨碍客流通行； ④换乘客流与进、出站客流路线分开； ⑤当地铁

与城市建筑物合建时，地铁客流应自成体系。 （2）车站宜设在直线段上； 
（3）车站公用区应划分为付费区与非付费区； （4）无障碍通行。

2.2 车站规模计算

2.2.1  车站预测客流量

虹锦路远期高峰客流见表 2.2.1-1

表 2.2.1-1   虹锦路远期高峰小时预测客流量表

上行 下行
预测

客流

（人

次/小

时）

上车

人数

下车

人数

上车

人数

下车

人数

超高

峰系

数

27047 12508 1633 1650 11256 1.4
上车设计流量为：（12508+1650）*1.4=19821.2

下车设计流量为：（1633+11256）*1.4=18044.6

2.2.2  站台有效长度计算

（1）站台有效长度按下式计算：

l = sn + δ

式中     l——（m）；

         s——所用车型的车辆全长

         n——远期车辆编组

         δ——列车停车误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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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线采用 A 型电动期列车均为 5 俩编组。

采用屏蔽门系统，则l = sn + δ=22.1×5+2=112.5

2.2.3  楼梯与自动扶梯宽度计算与验算

（1）自动扶梯台数

按出站客流走扶梯的，自动扶梯可按如下公式计算：

n =
𝑁上𝐾
𝑛1𝜂

式中    N上——预测的上行与下行的出站客流量（人/h）

          K——超高峰小时系数，取 1.4

          n1——每小时输送客流的能力，取 11000 人（人/h）

          η——自动扶梯的利用率，取 0.9

则n =
N上K
n1η = (1633 + 11256) ∗ 1.4

0.9 ∗ 11000 = 1.82268取 2

（2）楼梯宽度

按客流进站走楼梯，楼梯宽度 m 可按下式计算：

m =
N下K
n2η

 式中     N下——预测的上行与下行的出站客流量（人/h）

             K——超高峰小时系数，取 1.4

             n2——每小时输送客流的能力，取 11000 人（人/h）

             η——自动扶梯的利用率，取 0.9

则m =
N下K
n2η = （12508 + 1650） ∗ 1.4

3200 ∗ 0.7 = 8.84875取 8.9

（3）楼梯宽度安全疏散时间验算

事故疏散时间可按如下公式计算：

T = 1 +
M + N

0.9[n1(n−1) + n3m] < 6min

  式中     M——列车乘客总量（人），在一列车的上行或下行中取大者

             N——站台候车乘客（上行+下行）与车站管理人员总量（人）

             n1——每小时输送客流的能力，取 11000 人（人/h）

             n3——楼梯上行单向通过能力，取 3700 人（min·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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则T = 1 +
M + N

0.9[n1(n−1) + n3m] = 1 +
310 ∗ 5 + （12508 + 1605） ∗ 1.4

60
∗ 2

0.9 ∗ [11000/60 ∗ (2−1) + 3700 ∗ 8.9/60]

= 4.3546 < 6min

车站楼梯、自动扶梯的数量及布置满足紧急疏散要求。

2.2.4  站台宽度计算

本站台为岛式站台。

（1）站台宽度计算

岛式站台宽度可按如下公式计算：

B = 2b + nc + d

式中     B——岛式站台宽度（m）

          b——侧站台宽度（m）

          n——站台横断面的立柱数量

          c——柱宽

          d——楼梯与自动扶梯宽（m）

计算实际值不小于 8m。

 （2）侧站台宽度计算

侧站台宽度可按如下公式计算：

b = Q上·ρ
L + ba或 b = Q上、下·ρ

L +M，二者取大者

则b1 = Q上·ρ
L + ba = 583.71 ∗ 0.4

112.5 +0.4 = 2.4754, b2 = Q上、下·ρ
L +M =

659.9133 ∗ 0.4
112.5 +0.4 = 2.7464，取 b=2.7464≈2.8.

车站站台宽度为：B = 2b + nc + d = 2 ∗ 2.8 + 2 ∗ 1 + 5.7 = 13.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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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3章  车站围护结构设计

3.1 设计范围

本章节使用理正深基坑软件进行虹锦路车站围护结构内力计算及验算，计算

完成后使用 cad 绘制围护结构平面布置图。

3.2 连续墙支护

3.2.1  连续墙支护图示

图 3-1 连续墙支护示意图

3.2.2  连续墙支护基本信息

（1）规范与规程：《建筑基坑支护技术规程》 JGJ 120-2012

（2）内力计算方法采用增量法，支护结构安全等级为一级，支护结构重要

性系数为 1.1

（3）基坑深度 h=12.070m，嵌固深度为 9.700m，墙顶距地表 1.800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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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连续墙类型：钢筋混凝土墙，墙厚为 1.0m，混凝土采用 C40 强度的混

凝土

（5）冠梁宽度为 1.0m，冠梁高度为 1.0m，水平侧向刚度为 4814.813MN/m

3.2.3  连续墙计算相关信息及参数

使用理正深基坑软件采用瑞典条分法计算围护整体稳定，计算时内力采用有

效内力法确定，计算时考虑内支撑、考虑空隙水压力、考虑结构抗倾覆稳定，条

分法中的土条宽度为 0.4m，刚度折减系数 K=0.85。

表 3.2.3-1  连续墙支护附加水平力信息表

水平力 作用类型 水平力值 作用深度 是否参与 是否参与

序号  (kN) (m) 倾覆稳定 整体稳定

1 开挖后 10.000 2.500 √ √

2 开挖后 10.000 5.000 √ √

3 开挖后 10.000 8.000 √ √

4 开挖后 10.000 11.000 √ √

5 开挖后 10.000 13.000 √ √

表 3.2.3-2  土层参数

层号 土类名称 层厚 重度 黏聚力 内摩擦角 与锚固体摩 计算方法 m,c,K 值

  (m) (kN/m3) (kPa) (度) 擦阻力(kPa)   
1 杂填土 1.40 16.5 15.00 15.00 40.0 m 法 4.50
2 素填土 2.90 20.2 15.00 15.00 25.0 m 法 4.50
3 粘性土 6.30 20.3 60.00 18.00 35.0 m 法 10.68
4 粉土 5.90 20.8 15.00 21.00 60.0 m 法 8.22
5 粉土 7.80 18.5 6.00 30.00 50.0 m 法 15.60
6 粉砂 6.70 20.8 5.00 36.00 50.0 m 法 22.82
7 细砂 7.20 20.3 0.00 38.00 120.0 m 法 0.18

围护结构设置三道内撑竖向间距分别为 2.3m、4m、4.5m，水平间距均为

3m，材料抗力为 2084.94KN，调整系数为 0.8。施工时超挖深度为 0.5m，各工况

如下：

1. 开挖，深度 2.8m；2.加第一道内撑；3.开挖至 5.8m；4.加第二道内撑；

5.开挖至 10.3m；6.加第三道内撑；7.开挖至 12.07m；8.在坑底加钢性铰；9.施作

底板结构，拆除第三道内撑；10.施工侧墙至中板，拆除第二道内撑，施作侧墙

及顶板结构；11.拆除第一道内撑。

3.3 理正连续墙结构计算结果

3.3.1  各工况内力图

施工工况 1 至 11 的内力位移包络图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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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3-2 工况 1 内力位移图

图 3-3 工况 2 内力位移图

图 3-4 工况 3 内力位移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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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3-5 工况 4 内力位移图

图 3-6 工况 5 内力位移图

图 3-7 工况 6 内力位移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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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3-8 工况 7 内力位移图

图 3-9 工况 8 内力位移图

图 3-10 工况 9 内力位移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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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3-11 工况 10 内力位移图

图 3-12 工况 11 内力位移包络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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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3.2  内力位移包络图

图 3-13 内力位移包络图

3.3.3  地表沉降图

图 3-14 地表沉降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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