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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    言 

为推动《北京城市总体规划（2016年-2035年）》实施，按照《北京
市“十四五”时期规划和自然资源标准化工作规划（2021 年-2025 年）》
和北京市市场监督管理局《2022年北京市地方标准制修订项目计划（第
二批）》（京市监发[2022]30 号）的要求，标准编制组在深入调查研究、
认真总结实践经验、参考有关国内外先进标准、广泛征求意见的基础上，

制定本标准。 
本标准共分 15 章，主要内容包括：1.总则；2.术语；3.基本规定；

4.规划及布局；5.车辆基地功能配置；6.车辆定检标准及设施规模；7.总
图布置；8.车辆运用整备设施；9.车辆检修设施；10.综合维修中心；11.
物资总库；12.房屋建筑；13.综合利用预留工程；14.资源共享；15.检修
管理系统。 

本标准由北京市规划和自然资源委员会、北京市市场监督管理局共

同负责管理，由北京市规划和自然资源委员会归口并负责组织实施，北

京市规划和自然资源标准化中心负责日常管理，北京市基础设施投资有

限公司负责具体技术内容的解释。（地址：北京市朝阳区小营北路 6号；
邮政编码：100101；电话：84686060） 

本标准执行过程中如有意见和建议，请寄送至北京市规划和自然资

源标准化中心，以供今后修订时参考。（地址：北京市通州区承安路 1号
院；电话：55595000；邮箱：bjbb@ghzrzyw.beijing.gov.c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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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总   则 

1.0.1  为适应北京市轨道交通规划建设及网络化运营高质量发展需要，
进一步强化线网资源共享，降低建设运营成本，规范轨道交通车辆基地

规划设计技术标准，使轨道交通车辆基地达到安全可靠、技术先进、功

能布局合理、用地节约、经济适用、节能环保，制定本标准。 
1.0.2  本标准适用于北京市钢轮钢轨系统的轨道交通车辆基地新建、改
建及扩建工程的规划设计。 
1.0.3  车辆基地的规划设计应符合已批准的城市总体规划、轨道交通线
网规划。 
1.0.4  车辆基地的规划设计除应符合本标准外，尚应符合国家和北京市
现行有关标准的规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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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术   语 

2.0.1  车辆基地 vehicle base 
轨道交通系统的车辆停修和后勤保障基地，通常包括车辆大修厂、

检修基地、车辆段、停车场，综合维修中心、综合维修工区，物资总库、

材料库，培训中心以及相关的配套设施。 
2.0.2  车辆大修厂 overhaul factory 

承担线网车辆厂修任务的基本生产单位。 
2.0.3  检修基地 maintenance base 

停放车辆，以及承担车辆的运用管理、整备保养、检查、定修工作

和承担线网车辆架修任务的基本生产单位。 
2.0.4  车辆段 depot 

停放车辆，以及承担车辆的运用管理、整备保养、检查工作和承担

车辆定修任务的基本生产单位。 
2.0.5  停车场 parking lot , stabling yard 

停放配属车辆，以及承担车辆的运用管理、整备保养、检查工作的

基本生产单位。 
2.0.6  检修修程 examine and repair program 

根据车辆技术状态和寿命周期所确定的车辆检查、修理的等级，包

括日常维修和定期检修。 
2.0.7  检修周期 examine and repair period 

相邻两次同等级检修的运用里程或时间间隔。 
2.0.8  上盖综合利用车辆基地 comprehensive utilization of urban rail 
transit vehicle base 

轨道交通车辆基地用地范围内，在满足车辆基地正常使用功能的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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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下，利用车辆基地结构顶板和覆土地面建设其他城市功能的车辆基地。 
2.0.9  板地 top slab floor 

在轨道交通车辆基地上方，承载上盖建筑的结构顶板。 
2.0.10  运用整备设施 application facilities 

车辆基地内承担列车运营、停车、列检、洗车、月检等工作的设施

及设备，包括相关的站场股道、房屋建筑等基础设施以及进行列检、洗

车、月检等作业的工艺设备。 
2.0.11  检修设施 maintenance facilities 

承担车辆定期检修、临修及不落轮镟修等工作的设施及设备，包括

相关的站场股道、房屋建筑等基础设施以及进行定期检修、临修、不落

轮镟修等工作的工艺设备及其他相关的辅助设施。 
2.0.12  检修管理系统 maintenance management system 

通过数据采集、数据分析，为车辆检修作业提供数据支持的人机系

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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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基本规定 

3.0.1  车辆基地包括车辆大修厂、检修基地、车辆段、停车场，综合维
修中心、综合维修工区，物资总库、材料库，培训中心和其他配套设施。 
3.0.2  车辆基地的布局、功能和各项设施的配置，应根据线网规划、近
期建设规划、既有车辆基地的资源配置及共享情况、基地选址条件及运

营需求等综合确定。 
3.0.3  车辆基地的设计年度应分为初期、近期、远期。初期应按建成通
车后第 3年确定，近期应按建成通车后第 10年确定，远期应按建成通
车后第 25年确定。 
3.0.4  车辆基地的设计应初、近、远期相结合。其站场线路、生产房屋
和机电设备等设施设备应按近期需要实施，用地范围应按远期规模预留。

远期扩建困难时，生产房屋土建工程可按远期规模一次建成。 
3.0.5  车辆基地资源共享方案应结合车辆制式、联络线、用地条件等因
素研究确定。 
3.0.6  综合维修、物资总库、培训中心的辅助生产设施及配套设施宜与
车辆运用、检修同类设施合建。 
3.0.7  车辆基地设计应满足消防安全要求。总平面布置，房屋设计和材
料、设备的选用等应符合现行国家及地方标准的有关规定。 
3.0.8  车辆基地的选址应避开工程地质和水文地质不良的地段，并应具
有良好的排水条件，满足防洪、防涝要求。 
3.0.9  车辆基地设计应考虑环境保护、劳动安全卫生、建筑防火、节约
能源等措施，其设施应与主体工程同时设计、同时施工、同时投入使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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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规划及布局 

4.1  一般规定 

4.1.1  车辆基地的规划及布局应具备满足功能需要、空间环境协调、用
地集约高效、灵活共享、韧性安全永续的特征，应符合下列规定： 

1  符合城市总体规划、轨道线网规划以及其他上位规划； 
2  符合环境保护要求，车辆基地选址时宜避开噪声敏感建筑物集

中区域； 
3  符合文物保护和城市景观要求； 
4  符合轨道交通网络、线路以及周边地区功能配置需求； 
5  符合运营控制指挥安全要求，降低后期运营成本； 
6  符合城市功能融合需求，综合设置城市其他适宜功能； 
7  符合节地、降本、增效要求，实现功能集约、用地节约、经济

合理； 
8  符合城市防灾减灾需求； 
9  符合内外部交通便利要求； 
10  符合易于分期实施的需求，用地按远期规模控制，设施设备按

近期需求建设，设置过渡方案高效利用预控用地。 
4.1.2  车辆基地的功能定位、设计规模、用地范围、设施配置情况，应
根据线网规划、联络线设置、选址条件及资源共享要求等因素分析确定。 
4.1.3  上盖综合利用车辆基地应在规划阶段明确综合利用内容、性质和
规模的要求。总平面布置应在满足车辆基地功能和规模的基础上，对车

辆基地的各项设施设备与上盖综合利用的内容进行统一规划。 
4.1.4  车辆基地给水、雨污水排放、供电和燃气的规划统筹，应结合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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市规划及现状的市政接入条件，做好临时与永久相结合。 
4.1.5  车辆基地规划布局应具备合理的交通流线组织条件以及外来物
资、设备、车辆出入的运输条件，同时应预留远期发展条件。 

4.2  规划选址 

4.2.1  车辆基地的选址布局应根据线网特征、线路需求，贯彻节约、集
约用地的方针，并应考虑城市地形地质、生态保护红线、永久基本农田、

城市空间发展结构、重点地区建设控制等城市规划要求，并落实线网资

源共享要求。 
4.2.2  车辆基地的选址布局应符合北京市土地利用空间布局特征，占地
较大的检修基地、车辆段优先安排在城市的东部或南部，占地相对较小

的停车场优先安排在城市的西部或北部。 
4.2.3  车辆基地的功能、规模和布局应根据需求与运力特征统筹确定。
车辆基地布设宜符合表 4.2.3的规定，并宜符合下列规定： 

1  中心地区应围绕超长线路，设置可服务不同类型车辆的停车场； 
2  中心地区以外地区应就近廊道统筹规划布局，易于资源共享； 
3  用地紧张区域，宜采用立体化布设方式。 

表 4.2.3  车辆基地布设建议表 

车辆基地类型 中心地区及 
城市副中心 

中心地区以外的 
中心城区 其他地区 

车辆大修厂 不宜布设 不宜布设 不宜布设 

检修基地 不宜布设 不宜布设 可布设 

车辆段 不宜布设 可布设 可布设 

停车场 可布设 可布设 可布设 

4.2.4  车辆基地用地范围宜避开工程地质及水文地质不良地段，用地位
置应靠近线路，便于出入线布置，并应有利于与城市道路连接。车辆基

地宜于末端三站 1km范围内设置，出入线长度不宜超过 1.5km。用地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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积应满足功能和布置的要求，并宜为远景发展预留弹性。 
4.2.5  车辆基地设置间距宜按不超过本线旅行速度数值进行控制，且应
满足列车故障情况下的救援要求。 
4.2.6  车辆基地用地条件应满足：尽端式停车线、停车库、列检库宜按
一线两列位布置，贯通式停车线、停车库、列检库宜按一线三列位布置。 
4.2.7  车辆基地有条件共址时，应优先按共址设置。 

4.3  占地指标 

4.3.1  线网规划、建设规划阶段，单线车辆基地预留用地宜按表 4.3.1
进行控制。 

表 4.3.1  网络规划阶段车辆基地用地指标（ha/km） 

 区域快线（含市域（郊）轨道交通） 城市轨道交通 

车辆基地 0.6 0.8 

4.3.2  线路规划阶段应依据上位规划选址意向进行方案深化，并结合相
同类型既有车辆基地的运用状况评估成果进一步划定用地范围。车辆基

地车均占地面积宜按表 4.3.2进行控制。 
表 4.3.2  车辆基地选址用地规模指标表（ｍ2/车） 

车辆基地类型 区域快线（含市域（郊）轨道交通） 城市轨道交通 

检修基地 1040-1300 1040-1300 

车辆段 780-1170 600-900 

停车场 520-780 400-6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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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车辆基地功能配置 

5.0.1  车辆大修厂的功能应包括下列内容： 
1  列车的管理和编组工作； 
2  车辆的厂修、技术改造及厂修、改造后的列车试验； 
3  基地内设备、机具的维修。 

5.0.2  检修基地的功能应包括下列内容： 
1  列车的管理和编组工作； 
2  列车停放、列检、月检、清扫洗刷、定期消毒等日常维护保养

工作； 
3  基地内配属列车的乘务工作； 
4  车辆的临修； 
5  车辆的定修、架修及检修后的列车试验； 
6  基地内设备、机具的维修和调车机车、工程车等的整备及维修。 

5.0.3  车辆段的功能应包括下列内容： 
1  列车的管理和编组工作； 
2  列车停放、列检、月检、清扫洗刷、定期消毒等日常维护保养

工作； 
3  段内配属列车的乘务工作； 
4  车辆的临修； 
5  车辆的定修及检修后的列车试验； 
6  段内设备、机具的维修和调车机车、工程车等的整备及维修。 

5.0.4  停车场功能应包括下列内容： 
1  列车的管理工作； 
2  列车停放、列检、清扫洗刷、定期消毒等日常维护保养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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必要时可包括月检及临修工作； 
3  场内配属列车的乘务工作。 

5.0.5  综合维修中心根据其规模和工作范围可分为维修中心和维修工
区。维修中心宜设置在检修基地，维修工区宜设置在车辆段和停车场。 
5.0.6  维修中心的功能应包括下列内容： 

1  管辖线路工务、建筑、供电、机电、通信、信号及自动化设备
和系统的运用、巡检、抢修、检修、部件修理和管理； 

2  各系统设备以及土建设施的大修或大修委外管理工作。 
5.0.7  维修工区的功能应包括：线路工务、建筑、供电、机电、通信、
信号及自动化设备和系统的运用、巡检、抢修和管理。 
5.0.8  物资总库根据其规模和工作范围可分为物资总库、分库和材料库。
物资总库宜设置在检修基地，物资分库宜设置在车辆段，材料库宜设置

在停车场。 
5.0.9 物资总库的功能应包括：管辖线路各系统、各专业运营检修所需
的材料、配件、备品、钢轨、道岔、设备、机具、工器具、劳保用品及

非生产性固定资产等的采购、储备、保管、发放、废旧物资处置等管理

工作。 
5.0.10  物资分库（材料库）的功能应包括：线路各系统、各专业运营、
检修所需的材料、配件、备品、钢轨、道岔、设备、机具、工器具、劳

保用品及非生产性固定资产等的储备、保管、发放等管理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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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车辆定检标准及设施规模 

6.0.1  车辆基地的规模应满足车辆运用、检修功能要求，并根据线路长
度、行车交路、运行对数、运营计划、列车编组、车辆检修周期、车辆

检修时间、车辆技术参数等因素确定。 
6.0.2  车辆宜采用预防性计划维修制度，并宜采用状态修与计划修相结
合的检修制度。 
6.0.3  对于制约车辆检修时间的零部件，宜实行换件修。 
6.0.4  零部件检修宜采用专业集中检修与社会化委托相结合的维修模
式。车辆零部件检修设施规模及设备选型，应根据年检修工作量确定。 
6.0.5  车辆检修修程分为日常维修和定期检修。车辆日常维修和定期检
修的修程和周期应根据车辆技术条件和既有车辆基地的检修经验制定。

6.0.6  车辆基地各检修列位数，应根据运用车辆全年走行公里、检修周
期、检修时间和各修程的检修不平衡系数计算确定。检修不平衡系数宜

按月检 1.2，定、架、厂修 1.1计取。 
6.0.7  备用车和检修车数量的计算应符合下列规定： 

1  检修车应根据车辆检修制度和检修任务量计算确定； 
2  备用车宜按每座车辆基地配属 1列计算。 

6.0.8  车辆基地的办公及辅助用房规模应根据生产组织构架及定员确
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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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总图布置 

7.1  一般规定 

7.1.1  车辆基地总平面布置应以车辆运用、检修设施为主体，根据地形
条件及综合维修、物资仓储和其他设备、设施的功能要求和工作性质，

按有利生产、方便管理的原则进行统筹安排，分区布置，并应满足远期

发展的需要。 
7.1.2  车辆基地应具有外来物资、设备及新车进入的运输条件，有条件
时应设连接国家铁路的专用线。车辆基地内应有运输、消防道路，并应

有不少于两个与外界道路相连通的出入口，且不宜设置在同一条城市道

路上。运输、消防道路与线路设有平交道时，应在道口前安装安全警示

标识及限高、限载标识牌。 
7.1.3  车辆基地宜设置在地面，受地形地质、线路及规划条件等因素限
制时，经技术经济比较后，可采用地下或立体设置。地下车辆基地或立

体车辆基地的布置应满足下列要求： 
1  总体布置应与地形地质条件相适应，满足生产运营、节能环保、

抗震、消防、防洪防淹要求； 
2  建筑单体应按地面与地下相结合，运营管理方便的原则布置。

火灾危险性小的车辆运用整备设施厂房可设置在地下；车辆检修设施厂

房宜设置在地面；公寓用房应设置在地面；办公用房宜设置在地面； 
3  地下车辆基地的消防设计应符合现行国家标准的有关规定。 

7.1.4  车辆基地的内涝防治设计重现期不应小于 100年，场地设计标高
不应低于设计内涝水位及安全超高要求。当无法满足时，应符合下列规

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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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场地周边设置有挡水能力的墙体，且挡水高度应高于设计内涝水
位及外侧地面均不少于 0.5m； 

2 基地出入口路面设计标高应高于周边市政道路不少于 0.2m，同
时应有防止客水进入基地的措施； 

3 出入线 U 型槽的地面开口部位四周应设置防淹设施，防护高度
应高出道床不少于 1.1m。 

7.2  总平面布置 

7.2.1  车辆基地的空压机站、变配电所、给水泵房和综合能源站等动力
房屋，应靠近负荷中心设置，其中空压机站宜单独设置。 
7.2.2  产生噪声、冲击振动或易燃、易爆的车间应单独设置，并宜远离
周边居民住宅等噪声敏感建筑物；产生粉尘、有毒或有害气体的车间宜

布置在常年主导风向的下风侧，并宜远离生活、办公区。 
7.2.3  上盖综合利用车辆基地的污水处理站宜设置在板地外侧，受用地
限制设置于板地下方时，应靠近板地边缘设置，并应采取通风和净化措

施以保证板地下空气质量满足环评要求。污水处理站与给水泵房及清水

池水平距离不应小于 10m。 
7.2.4  采用列车全自动运行的车辆基地，其总平面布置应按全自动运行
区和非全自动运行区进行分区设置，全自动运行区、非全自动运行区的

设置应符合下列规定： 
1  停车线、列检线、洗车线及其牵出线等应设置在全自动运行区； 
2  架修线、定修线、临修线、镟轮线、吹扫线、静调线、调机工

程车停放线、材料线等应设置在非全自动运行区； 
3  月检线根据运营组织需要，可设置在全自动运行区，也可设置

在非全自动运行区； 
4  试车线宜设置在非全自动运行区，并应能满足列车全自动运行

动态调试的场景需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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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各分区功能应相对独立，尽量减少交叉设置，防止出现作业干
扰的情况； 

6  全自动运行区与非全自动运行区之间应设置转换轨。 
7.2.5  车辆基地内出入线、试车线、洗车线、镟轮线等车场线群外侧以
及车场全自动运行区与非全自动运行区线群之间，应设通透的隔离栅栏。 
7.2.6  室外管线综合布置应与车辆基地总平面布置、竖向设计和绿化布
置相结合，统一规划。管线之间、管线与建筑物、构筑物、道路、铁路

等之间在平面及竖向上应相互协调、紧凑合理布局，并符合现行国家标

准《工业企业总平面设计规范》GB 50187的有关规定。 

7.3  站场设计 

7.3.1  车辆基地内线路包括出入线、运用和检修库线、调机和工程车库
线、洗车线、镟轮线、牵出线、试车线、平板车线、材料线、走行线、

回转线、待修车和修竣车存放线等，应根据功能需要进行设置。 
7.3.2  线路平面设置应符合下列规定： 

1  线路平面最小曲线半径应符合表 7.3.2的规定，且线路平面应按
线网资源共享的要求满足所有类型检修车辆的通过条件； 

表 7.3.2  最小曲线半径（m） 

  车型 

 

线路 

A型车 B型车 市域C型车 市域D型车 

一般 

地段 

困难 

地段 

一般 

地段 

困难 

地段 

一般 

地段 

困难 

地段 

一般 

地段 

困难 

地段 

出入线 250 150 200 150 300 200 250 150 

车场线 150 - 150 - 200 - 150 - 

2  出入线圆曲线和夹直线最小长度不宜小于 20m，困难情况下不
得小于一辆车的全轴距；车场线圆曲线和夹直线最小长度不应小于 3m； 

3  出入线曲线地段应设缓和曲线，缓和曲线长度应根据列车运行



DB11/T 2232—2023 
 

14 
 

速度、曲线设计超高、超高或欠超高时变率、超高顺坡率计算确定，且

不应小于 20m；车场线可不设缓和曲线和超高； 
4  试车线应为平直线路，条件困难时，在满足试车速度要求的情

况下可适当设置曲线； 
5  室外停车线线间距应根据作业功能确定，并应满足限界及线间

接触网支柱、信号机、排水槽等设施的设置要求。 
7.3.3  线路纵断面设置应符合下列规定： 

1  出入线最大坡度为 35‰（不含坡度折减）； 
2  出入线坡段长度不宜小于远期列车长度，并应满足相邻竖曲线

间的夹直线长度不小于 50m 的要求；两相邻坡段的坡度代数差大于或
等于 2‰时，应设圆曲线型的竖曲线连接，竖曲线半径不应小于 2000m； 

3  库内线路应设在平坡道上；库外线路宜设在平坡道上，困难条
件下可按不大于 1.5‰设计。 
7.3.4  车辆基地出入线的设计，应符合下列要求： 

1  出入线宜在车站接轨，并宜选在线路的终点站或折返站；必要
时可根据车辆基地的位置和接轨条件，按八字形两站接轨； 

2  出入线应按双线、双向运行设计，并应避免切割正线；困难条
件下，规模小于或等于 12 列位的停车场出入线可按单线设计；当采用
贯通式车辆基地或八字形出入线时，宜在主要方向采用两条出入线； 

3  出入线与正线间的接轨形式，应满足正线设计运能要求； 
4  出入线应根据行车和信号的要求，留有必要的信号转换作业长

度。 
7.3.5  道岔铺设应符合下列规定： 

1  运行 A型车、B型车的车场线宜采用 7号道岔；运行市域 C型
车、市域 D型车的存车场到达（出发）端宜采用 9号道岔，其他车场线
宜采用 7号道岔；试车线上采用的道岔号数不应小于 9号； 

2  利用既有铁路时，改扩建的道岔号数不宜小于既有道岔号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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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道岔应设在直线地段，道岔至曲线之间的直线段长度应根据曲
线半径、曲线轨距加宽值和道岔结构等因素计算确定； 

4  道岔附带曲线可不设缓和曲线和超高，但其曲线半径不应小于
道岔导曲线半径； 

5  两组相邻道岔间插入短钢轨的长度应满足要求：7 号单开道岔
间短轨长度不应小于 4.5m，9 号单开道岔间短轨长度不应小于 6.25m。 
7.3.6  车辆基地内道路设计应符合下列规定： 

1  道路应采用混凝土路面或沥青路面。主干道为双车道，宽度不
应小于 7m；次干道为单车道，宽度不应小于 4m，单车道长度大于 200m
时应增加停靠区； 

2  道路最小圆曲线半径不得小于 15m。道路交叉口路面内边缘最
小转弯半径要求：主干道不宜小于 12m，困难情况下不小于 9m；次干
道不宜小于 9m，困难情况下不小于 6m；行驶超长的特种载重汽车时，
道路圆曲线半径和交叉口路面内边缘最小转弯半径不宜小于 25m； 

3  主干道纵坡不应大于 6%，次干道纵坡不应大于 8%。道路纵坡
变化处的相邻两个坡度代数差大于 2％时，应设置竖曲线。竖曲线半径
不应小于 100m，竖曲线长度不应小于 15m； 

4  当道路平面交叉时，节点上相交道路的条数不得超过 4 条。交
叉节点宜为正交，当需要斜交时，交叉角不宜小于 45°； 

5  道路路基压实度不应低于表 7.3.6的规定（采用重型击实标准），
路基顶面设计回弹模量值不应小于 20MPa； 

表 7.3.6  路基压实度要求 

项目分类 路床顶面以下深度（m） 压实度（％） 

填方路基 

0~0.8 92 

0.8~1.5 91 

＞1.5 90 

零填及挖方路基 0~0.3 9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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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应结合道路设置机动车和非机动车停车场地，高层综合楼宜设
置地下车库。机动车车位数量宜按不小于 6 辆/万建筑平米进行配置，
且应按现行地方标准《电动汽车充电基础设施规划设计标准》

DB11/T1455配建充电车位； 
7  应设置交通标志和标线，交通标志的形状、尺寸、颜色、图形

及位置应符合现行国家标准《道路交通标志和标线》GB 5768的有关规
定； 

8  车行道路上方设置有架空接触网、管架、匝道桥等设施时，宜
在临近的适当位置设置限高设施。 
7.3.7  车辆基地内的消防车道应符合下列规定： 

1  车辆基地内应设置不少于两条与外界道路相通的消防车道，并
应与基地内各建筑的消防车道连通，形成环形消防车道。消防车道不宜

与咽喉区前的出入线平交； 
2  运用库、检修库、物资总库及易燃品库周围应设置环形消防车

道； 
3  每线停放、检修两列或两列以上的运用库或检修库，宜在列位

之间沿横向设置可供消防车通行的道路。当库房的宽度大于 150m 时，
应在库房的中间沿纵向设置可供消防车通行的道路； 

4  消防车道应设置标志标识； 
5  除上述规定外，消防车道设计尚应符合现行国家及地方标准的

有关规定。 
7.3.8  站场线路路肩设计高程应根据车辆基地附近内涝水位和周边道
路高程综合确定。沿河道附近地区的站场线路路肩设计高程不应小于

1/100洪水频率的洪水位、波浪爬高值和安全高之和。 
7.3.9  路基面形状设计应符合下列要求： 

1  有砟轨道路基面形状应为三角形路拱，由路基中心线向两侧设
2％的人字排水坡，一个坡面最大线路数量不应大于 3条。曲线加宽时，



DB11/T 2232—2023 

17 
 

路基面仍应保持三角形。上盖综合利用车辆基地板地下方的路基面可设

计为平面； 
2  无砟轨道路基面宜为平面，轨道支承层两侧设 2%的横向排水

坡。  
7.3.10  路基基床结构应由基床表层和基床底层组成，路基基床结构尺
寸应符合表 7.3.10的规定。 

表 7.3.10  基床结构尺寸（m） 

轨道类型 基床表层厚度 基床底层厚度 基床厚度 

有砟轨道 
试车线 0.5 1 1.5 

车场线 0.3 0.9 1.2 

无砟轨道 0.3 1.4 1.7 

7.3.11  基床填料、压实标准、路堤、路堑、工后沉降、地基处理、过渡
段等应符合现行国家及地方标准的有关规定。 
7.3.12  站场排水设计应符合下列规定： 

1  站场排水应整体规划、系统设计，并与地方排水系统有效衔接。
纵向、横向排水设施应紧密结合，水流径路应短直。改建车辆基地宜利

用既有的排水设施； 
2  站场路基面地表水应引排至路基范围外，引排水不得冲刷路基

及边坡等。当地下水对路基、道床有影响时，应设置排水构筑物将其引

排至路基外侧的排水系统； 
3  站场排水设施的断面尺寸应按照 1/50洪水频率的流量设计，有

充分依据时，可按当地采用的洪水频率进行设计。纵、横向排水槽的底

部宽度不应小于 0.4m，深度不宜大于 1.2m；当深度大于 1.2m时，其底
部宽度应加宽。排水槽起点槽深不应小于 0.3m。 
7.3.13  站场排水槽的设置应符合下列规定： 

1  路基面横向坡度及一个坡面的最大线路数量，可按表 7.3.13 确
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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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7.3.13  路基面横向坡度及一个坡面的最大线路数量表 

序号 路基岩土种类 
地区年平均降

水量（mm） 

横向坡度

（％） 

一个坡面的最大线

路数量（条） 

1 
块石类、碎石类、砾石类、

砂类土（粉砂除外）等 

＜600 2～4 4 

≥600 2～4 3 

2 除上述外其他岩土 
＜600 2～4 3 

≥600 2～4 2 

2  横向排水槽宜利用车辆基地内桥涵；无桥涵可利用时，可采用
横向排水槽或排水管； 

3  纵横向排水槽（管）的交汇点、排水管的转弯处和高程变化处
应设检查井或集水井。 
7.3.14  站场排水槽坡度及坡长应符合下列规定： 

1  纵向排水槽单面排水坡长度不宜大于 300m，必要时可设置横向
排水槽； 

2  纵向排水槽的坡度不应小于 2‰，穿越线路的横向排水槽的坡
度不应小于 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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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  车辆运用整备设施 

8.1  一般规定 

8.1.1  车辆运用整备设施应根据停车、整备、日常维修等作业要求设计。 
8.1.2  车辆运用整备设施包括：停车线（棚）、停车库、列检库、月检
库、洗车库、车辆状态在线检测设施及辅助生产房屋。 
8.1.3  停车列位数量及线网布局宜根据行车组织方案确定。 
8.1.4  停车库、列检库可根据列检制度单独设置或合建为停车列检库。 
8.1.5  当月检库为贯通式时，可按每股道两列位设置；当月检库为尽端
式时，宜按每股道一列位设置。 
8.1.6  月检库宜与列检库合建，也可单独设置或与定修库合建。 
8.1.7  出入线宜设置车辆状态在线检测设施，检测装置两端宜各设置一
辆车长的平直股道。 
8.1.8  车辆基地各车库有关部位最小尺寸应按表 8.1.8确定： 

表 8.1.8  车辆基地各车库有关部位最小尺寸(m) 

项目名称 

车库种类 

停车库 列检库 月检库 
定临 

修库 
架修库 调机库 

车体之间通道

宽度（无柱） 
1.4（1.6） 1.8（2.0） 3.0 4.0 4.5 2.0 

车体与侧墙之

间通道宽度 
1.4（1.5） 1.6（2.0） 3.0 3.5 4.0 1.7 

车体与柱边通

道宽度 
1.2（1.3） 1.4（1.8） 2.2 3.0 3.2 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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项目名称 

车库种类 

停车库 列检库 月检库 
定临 

修库 
架修库 调机库 

库内前、后通

道净宽 
4.0 4.0 4.0 5.0 5.0 4.0 

车库大门净宽 B+0.6 

车库大门净高 H+0.4 

注：1  B为车辆或调机的宽度； 

    2  H为车辆或调机的高度（受电弓电动车辆按受电弓落弓高度计算）；车库大门净 

高未考虑受电弓升弓进库状态下的高度； 

    3  调机库为单线库时，车体与侧墙（或柱）表面之间的距离应有一侧不小于 2m； 

    4  静调库、吹扫库各部分尺寸按月检库设计； 

    5  表中停车库、列检库括号内尺寸适用于接触轨供电的车辆； 

    6  库内前、后通道净宽为立柱在车辆高度范围内不包括附属结构和外挂设备的净 

尺寸。 

8.1.9  车辆基地库前股道宜设置一段平直线路，其长度应满足车辆进出
库时车辆外侧各部距库门净距不小于 150mm的要求。 

8.2  停车库 

8.2.1  停车库应根据停车列位作业需求设计。当气温对运营和作业无影
响时，停车股道可按停车棚设计。当条件受限时，停车股道可按露天设

计，并应设置司机上下车的道路、蹬车梯和遮雨设施。 
8.2.2  停车库应根据车辆的受电方式设置架空接触网或接触轨。 
8.2.3  停车库的长度应结合厂房组合情况、建筑、结构、车挡安装距离
及信号系统设计要求确定，并不应小于下列公式计算值： 

     Ltk=（L+2）×Nt+（N-1）×8+Ly×2+D         （8.2.3） 
式中： 



DB11/T 2232—2023 

21 
 

Ltk—停车库长度（m）； 
L—列车长度（m）； 
2—停车误差，车辆前后各取 1m； 
Nt—每条线进行作业的列车数（组），一线一列为 1,一线两列为 2； 
8—列位间通道宽度（m）； 
Ly—车库两端横向通道宽度（m）； 
D—车挡安装距离与停车信号确认距离之和，车挡安装距离应跟据 
选用的车挡形式确定。 

8.2.4  停车库兼顾车体外皮洗刷、车厢内部清洁、车内垃圾收集及转运
整备作业时，可设置通长列位的清洁平台，平台标高与车厢地板面平齐，

列位间设分断隔离开关及警示设施。 
8.2.5  采用列车全自动运行的车辆基地，停车库应位于全自动运行区。
车库大门为全自动库门时，应与信号系统设置联锁。停车库应设置防护

分区，每个防护分区应设置门禁。 

8.3  列检库 

8.3.1  列检列位数量宜根据列检制度按不大于总停车列位的 50%设置。 
8.3.2  列检库应根据车辆的受电方式设置架空接触网或接触轨。列检库
设置 DC1500V 架空接触网时，架空接触网导线标高宜为+5.0m；设置
AC25kV 架空接触网时，架空接触网导线标高宜为+5.3m。列位端部应
设置供电隔离的启闭设备、带电显示设施、出入库声光警示设施等，接

触网绝缘段应靠近车库大门设置。 
8.3.3  列检库的长度应结合检查坑形式、厂房组合情况和建筑、结构、
车挡安装距离及信号系统设计要求确定，并不应小于下列公式计算值: 

Ljk=（L+2）×N+（N-1）×8+Lx×N+Ly×2+D        （8.3.3） 
式中： 

Ljk—列检库长度（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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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列车长度（m）； 
2—停车误差，车辆前后各取 1m； 
N—每条线进行作业的车辆数（组），一线一列为 1,一线两列为 2； 
8—列位间通道宽度（m）； 
Lx—检查坑两端阶梯踏步或每列位两端斜坡长度（m）； 
Ly—车库两端横向通道宽度（m）； 
D—车挡安装距离与停车信号确认距离之和，车挡安装距离应跟据

选用的车挡形式确定。 
8.3.4  列检库应设检查坑，并应符合下列规定： 

1  列检列位宜设柱式检查坑。检查坑深宜为 1.4m～1.6m，宽宜为
1.1m； 

2  检查坑外侧宜设深 0.9m～1.1m的低位作业地坪，两端设斜坡或
踏步，斜坡或踏步应与库内±0.00m 的通道相连；斜坡处应采取防滑措
施；低位作业地坪坡底长度不应小于远期列车首尾第一个轮对之间距离； 

3  检查坑内和检查坑外低位作业地坪应有良好的排水设施，并应
采取防止水倒灌的技术措施； 

4  检查坑内应设动力插座和安全照明。照明设备宜按列位分别控
制，且每列位照明宜分段联动控制。 
8.3.5  列检库内可根据需要设置三层作业平台，设置三层作业平台的列
位数量宜为总停车列位的 20%。 
8.3.6  采用列车全自动运行的车辆基地，列检库应位于全自动运行区。
车库大门为全自动库门时，应与信号系统设置联锁。列检库宜按 2～3
股道设置一个防护分区，每个防护分区应设置门禁。 

8.4  月检库 

8.4.1  月检库规模应根据检修工作量和检修时间计算确定。 
8.4.2  月检库设置架空接触网时，架空接触网导线标高宜为+5.7m，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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车端部应设置供电隔离的启闭设备、带电显示设施、出入库声光警示设

施等，接触网绝缘段应靠近车库大门设置；采用接触轨供电时，接触轨

不应进入月检库。 
8.4.3  月检库的长度应结合检查坑形式、厂房组合情况、建筑、结构、
车挡安装距离及信号系统设计要求确定，并不应小于公式 8.3.3计算值。 
8.4.4  月检库应设检查坑，并应符合下列规定： 

1  月检列位宜设柱式检查坑，检查坑深宜为 1.4m～1.6m，宽宜为
1.1m； 

2  检查坑外侧宜设深 1.0m的低位作业地坪，两端设斜坡或踏步，
斜坡或踏步应与库内±0.00m 的通道相连；斜坡处应采取防滑措施；低
位作业地坪坡底长度不宜小于远期列车长度，困难条件下，不应小于远

期列车首尾第一个轮对之间距离； 
3  检查坑两端应设阶梯踏步，检查坑内和检查坑外低位作业地坪

应有良好的排水设施，并应采取防止水倒灌的技术措施； 
4  检查坑内应设动力插座和安全照明。照明设备宜按列位分别控

制，且每列位照明宜分段联动控制。 
8.4.5  月检列位应设置三层作业平台。三层作业平台高度根据车辆地板
高度及车顶高度确定。采用接触网入库的股道，进入顶层作业平台的门

与接触网隔离开关应设置安全联锁。 
8.4.6  月检库根据所承担的检修作业和整备作业内容可配置探伤、注油、
加砂等设施设备。 
8.4.7  月检库辅助间宜在库边跨集中设置，包括车辆检修检测工具用房、
零部件立体存储用房、生产管理用房、班组用房及通信设备室等。 
8.4.8  采用列车全自动运行的车辆基地，月检库可设置于全自动运行区，
也可设置于非全自动运行区。当月检库设置于全自动运行区时，月检库

宜每股道设置为一个防护单元，每个防护单元应设置门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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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5  洗车库 

8.5.1  车辆段、检修基地应设置洗车库，停放规模超过 12 列的停车场
可根据需要设置洗车库。 
8.5.2  洗车线根据选址用地条件及工艺布局，宜采用贯通式布置。当用
地受限制时，可结合工艺布局按八字形往复式或尽端式布置。 
8.5.3  机械洗车设施应设置于洗车库内，并设有采暖设施。根据洗车设
备要求设置辅助生产房屋、清洗水处理及循环使用系统。洗车库的尺寸

应根据洗车机的作业要求确定。 
8.5.4  洗车库前后线路的有效长度，应满足远期列车编组长度、信号设
备设置附加长度要求。 
8.5.5  采用 DC1500V接触网供电时，应满足下列要求： 

1 洗车线应设置接触网，并应满足列车洗车作业连续供电的要求； 
2 洗车库内设置接触网，应具有局部切断电源的功能。 

8.5.6  采用 AC25kV接触网供电时，洗车线应设置接触网，洗车设备作
业范围内的接触网不应带电。 
8.5.7  采用接触轨供电时，洗车设备作业范围内不应设置接触轨。 
8.5.8  采用列车全自动运行的车辆基地，洗车库应位于全自动运行区。
车库大门为全自动库门时，应与信号系统设置联锁。洗车机应为全自动

洗车机，并设有远程控制终端。 

8.6  在线检测设施 

8.6.1  车辆基地可根据需要设置车辆运行状态检测，轴承故障声学诊断，
车底走行部温度检测，受电弓动态检测，轮对动态检测，车顶、车侧及

走行部图像监测等轨旁在线综合检测设施。 
8.6.2  受电弓动态检测，轮对动态检测，车顶、车侧及走行部图像监测
设施宜集中布置在车辆基地入段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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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  车辆检修设施 

9.1  一般规定 

9.1.1  车辆检修设施应根据检修作业内容及要求设计。 
9.1.2  车辆检修设施包括厂修库、架修库、定修库、临修库、镟轮库、
静调库、吹扫库、试车线、调机库等，以及相应的线路、辅助生产房屋

及设施，并应配备满足检修要求的工艺设备。车辆基地应根据其功能定

位和检修工艺要求设置相应的检修设施，其设计应符合下列规定： 
1  应根据线网互联互通条件、车辆类型、年检修工作量、配件检

修工艺、节能环保、劳动卫生等，落实车辆检修设施的资源共享； 
2  检修基地的建设应统筹规划车辆厂修、架修等车辆检修设施的

综合利用；新建线路车辆的厂修、架修应优先共享线网既有厂修、架修

资源；当既有厂修、架修规模不能满足需要时，可对既有厂修、架修设

施进行改扩建或在新线集中规划建设检修基地； 
3  检修基地应根据线网资源共享方案，设置构架、轮对、钩缓、

杆件、电机、空调、车门等主要部件的检修基地，积极推进车辆主要部

件的集中修、互换修，充分发挥线网的规模效应； 
4  生产工艺及设备选型应根据轨道交通线网规模，车辆的年检修

纲领，车辆及配件的检修内容综合确定； 
5  车辆检修设施的规划设计应明确生产组织构架、生产班制，大

型关键检修设备可采用两班制灵活组织生产； 
6  应根据线网规模和建设时序，合理规划车辆部件集中检修或社

会化协作的技术方案； 
7  积极推广车辆检修自动化、信息化、智能化技术，保证检修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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量，提高检修效率； 
8  厂修库设计应根据车辆厂修工艺流程，按工业厂房有关标准执

行。 
9.1.3  车辆检修厂房的设计应满足下列规定： 

1  应根据车辆年检修工作量、检修规程、生产进度、工艺流程进
行厂房的工艺平面设计； 

2  厂房长度应根据列车长度、检修工艺流程、运输通道宽度、厂
房组合情况和建筑、结构设计要求等因素确定； 

3  厂房宽度应根据库线数量、线间距、作业场地、设备尺寸、人
行及运输通道、起重要求及起重设备跨度等计算确定； 

4  厂房高度应根据检修工艺、车辆限界、车顶作业起重机结构尺
寸等因素确定； 

5  工艺平面设计应明确生产、存放区域的面积。厂房内的纵向安
全运输通道不宜小于 2m，横向安全运输通道不宜小于 3m，并满足生产
物流、人流、消防的要求。库门及通道设置应满足运输车辆的正常出入； 

6  厂房内生产作业区的设施设备、物料与车辆、安全通道、墙柱
的安全距离不应小于 300mm； 

7  车辆进出厂房的运输通道，坡度设计应满足运输车辆满载情况
下的通行要求； 

8  厂房内供热、供风、供水、供电、供气（汽）等管线宜利用屋
架等设施综合布置。架空管线不宜进入起重设备作业范围，进入作业范

围的管线应做好安全防护； 
9  工艺设计应考虑生产环节的废水、废气、污染物等有害物质的

储存、排放，并应明确需求及位置； 
10  应根据生产性质及可燃物危险性特征，确定生产厂房的火灾危

险性类别。 
9.1.4  车辆大修厂、检修基地内重大关键检修设备应进行方案比选，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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备负荷率不宜低于 80%。 
 

9.2  架修库 

9.2.1  架修库应由架修主库、转向架检修间和部件检修间组成。 
9.2.2  架修库的布置和尺寸应根据厂房组合形式和检修作业要求确定。 
9.2.3  架修库应根据作业要求设置架车设备，起重设备，部件运输设备
及必要的检修、检测、试验、存储等设备。 
9.2.4  架修主库与转向架检修间之间应设置转向架运输通道及转向架
换向设备。 
9.2.5  架修主库设计应符合下列规定： 

1  库内不宜设接触网（接触轨），车辆出入库宜采用调机或公铁两
用车牵引； 

2  可根据作业需要设置壁式检查坑及作业平台，检查坑应设置动
力插座和安全照明。 
9.2.6  转向架检修间设计应符合下列规定： 

1  转向架检修库宜靠近架修主库布置，其规模应根据转向架检修
任务量、生产工艺和作业时间综合确定，并应与架修库检修能力相匹配； 

2  转向架检修宜采用流水作业方式，配件宜采用互换修； 
3  转向架检修库应根据需要设置转向架、构架、轮对、轴承等零

部件的分解、组装、清洗、检修、探伤和试验设备。 
9.2.7  部件检修间设计应符合下列规定： 

1  部件检修间宜靠近架修主库布置，其规模应根据线网车辆部件
的检修工作量、生产工艺及作业时间综合确定； 

2  部件的清洗、涂装、探伤设施及设备宜集中布置，污染物宜集
中处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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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3  定修库 

9.3.1  车辆定修宜采用定位作业方式，按每股道一列位设计。 
9.3.2  定修列位宜设柱式检查坑，股道内侧坑深宜为 1.4m～1.6m，宽
宜为 1.1m；检查坑外侧宜设深 1.0m的低位作业地坪，两端设斜坡或踏
步，斜坡处应采取防滑措施；检查坑内和检查坑外低位作业地坪应有良

好的排水设施，并应采取防止水倒灌的技术措施；检查坑内应设动力插

座和安全照明。 
9.3.3  定修库的长度应根据列车定修作业内容、列位两端通道宽度计算
确定，并不应小于下列公式的计算值： 

Ldk=Ldw+Nd×1+10             （9.3.3-1） 
式中：Ldk—定修库计算长度（m）； 
      Ldw—含斜坡或踏步的低位作业地坪长度（m），其中坡底长度不
应小于列车长度； 

Nd—列车单元数； 
      1—列车单元解钩后车钩检修作业所需距离为 1m； 
      10—定修库设计附加长度 10m。 

当采用壁式检查坑时，库长不应小于下列公式的计算值 
Ldk=L+Nd×1+16              （9.3.3-2） 

式中：16—定修库设计附加长度 16m。 
9.3.4  定修库不宜设置接触网/接触轨，车辆出入库宜采用调机或公铁
两用车牵引方式。 
9.3.5  定修库可根据需要与临修库或架修库合并设置。 

9.4  临修库 

9.4.1  车辆临修宜采用定位作业，按每股道一列位设计。 
9.4.2  临修库长度不应小于下列公式的计算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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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lk=L+Lz+20                 （9.4.2） 
式中：Llk—临修库计算长度（m）； 
      Lz—转向架长度（m）； 

      20—临修库设计附加长度 20m。 
9.4.3  临修库应配备起重设备，具备转向架更换条件，库内应有备用转
向架及大部件存放场地。 
9.4.4  临修线宜按近期列车编组数量设置移动式架车机或地坑式架车
机，预留按远期列车编组数量的设置条件。 
9.4.5  当车辆临修采用移动式架车机时，临修列位应设壁式检查坑，坑
深宜为 1.2m～1.4m，宽宜为 1.1m。检查坑内应有良好的排水设施，并
应采取防止水倒灌的技术措施。检查坑内应设动力插座和安全照明。 
9.4.6  临修库内不应设置接触网或接触轨。 

9.5  静调库 

9.5.1  静调库应满足单辆车及整列车调试的要求。 
9.5.2  静调库宜设置车辆外接调试电源设备。 
9.5.3  采用接触网供电方式的车辆基地，静调线应设置接触网。 
9.5.4  静调库应设置柱式检查坑及三层作业平台，检查坑及三层作业平
台可按月检库设计。 
9.5.5  静调库的长度不应小于下列公式的计算值： 

Ljt=L+16                  （9.5.5） 
式中：Ljt—静调库计算长度（m）； 
      16—静调库设计附加长度 16m。 

9.5.6  静调线宜设置为零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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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6  吹扫库 

9.6.1  车辆吹扫宜采用定位作业，按一线一列位设计。 
9.6.2  吹扫库的布置和尺寸应根据厂房组合形式和吹扫作业要求确定，
与其他厂房合并设置时，应以实体隔墙隔开。 
9.6.3  吹扫库应设置柱式检查坑及三层作业平台，检查坑及三层作业平
台可按月检库设计。 
9.6.4  吹扫库可根据作业需要设置吸尘、高压冲洗等吹扫设备，设备选
型应避免对工作环境的污染。 
9.6.5  吹扫库不应设置接触网或接触轨，车辆出入库宜采用调机或公铁
两用车牵引。 

9.7  镟轮库 

9.7.1  车辆基地应根据需要设置镟轮库。其设计应符合下列规定： 
1  镟轮设备的数量及选型应根据线路及运营条件、工作量及设备

能力确定； 
2  镟轮库及线路应结合工艺流程和厂房组合情况布置，可单独设

置；当与其他厂房合并设置时，宜以实体隔墙隔开； 
3  镟轮库的长度和宽度应满足设备安装和镟轮作业的需要，设备

基坑应有良好的防水性能和排水设施，库内宜根据作业需要设置起重设

备； 
4  镟轮线的有效长度应满足列车所有车辆轮对镟修作业的要求，

镟轮设备前后应为 1辆车长度的直线段； 
5  镟轮库基坑内应设置照明设施，宜根据条件设置烟气收集和排

放措施； 
6  镟轮库基坑内宜设置采暖、制冷设施，在不影响作业的前提下，

基坑上方宜加装方便开启的保温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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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7.2  镟轮线不应设置接触网或接触轨。当牵引回流采用轨道回流方式
时，镟轮线应设置轨道绝缘节，2个绝缘节之间的距离不应小于远期列
车编组长度与牵引作业车长度之和。机床应设置可靠的接地装置。 

9.8  试车线 

9.8.1  试车线长度应根据列车性能、技术参数以及试验要求综合确定。
试车线有效长度宜满足列车高速试验要求；困难条件下，可按中速试验

条件设计，高速试验在正线完成。 
9.8.2  试车线宜远离噪声振动敏感建筑，并应采取隔离措施。 
9.8.3  试车线应配置列控车载设备测试及试验的地面设备，以及其他必
要的设备。 
9.8.4  试车线宜在适当位置设置检查坑和试车设备房屋，检查坑长度不
应小于 2辆车长度加 5m，检查坑深度应为 1.2m～1.5m，坑内应有照明
和良好的排水设施。 
9.8.5  试车线应根据列车的供电方式设牵引供电设施，并应单独设隔离
开关。 

9.9  调机库 

9.9.1  车辆基地应配备调车机车及调机库，调车机车的牵引能力应满足
牵引远期一列车在空载状态下通过全线最大坡度地段的要求；调车机车

的数量应满足段内调车作业的需要。 
9.9.2  调机库的规模应按远期配属调车机车的数量确定。 
9.9.3  调机库长度不应小于公式（9.9.3）的计算值： 

Lnk=（Ln+2）×Nn+（Nn-1）×4+7         （9.9.3） 
式中：Lnt—调机库计算长度（m）； 
      Ln—调车机车长度（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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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Nn—每条线上停放调车机车台数； 
      2—机车停车误差； 
      4—两台机车之间通道宽度； 
      7—机车台位距车库前后横向通道宽度之和。 
9.9.4  调机库内应至少有一股道设置检查坑，检查坑尺寸应满足作业要
求，坑内应设置动力插座和安全照明，并有良好的排水设施和防倒灌措

施。库内可根据需要设置上下水设施等。 
9.9.5  调机库内应设置起重设备、充放电设备等，可根据需要设置移动
式架车设备及调试电源等。 
9.9.6  调机库存放内燃机车时，库内应设排烟设施。 
9.9.7  调机库应根据作业需要设置必要的附属用房。 
9.9.8  调机库可与工程车库合并设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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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  综合维修中心 

10.1  一般规定 

10.1.1  综合维修中心应根据轨道交通线网规划统一布局，实现资源共
享。综合维修中心应设置在车辆基地内，承担本线或多线的线路、路基、

轨道、桥涵、隧道、供电、通信、信号、机电设备、房屋建筑等基础设

施的检测、养护和维修等工作。 
10.1.2  综合维修中心根据其规模和工作范围宜分为维修中心和维修工
区，按照线网内维修资源共享的原则，实行维修中心集中修和维修工区

现场修的维保模式。 
10.1.3  综合维修设施及设备应按满足运营天窗时间内的“专业修、机械
修、集中修”原则进行设计。 
10.1.4  综合维修中心宜按资源共享、集中管理的原则进行布局和规划。
维修中心和维修工区宜与车辆基地同址设置。 
10.1.5  综合维修中心应根据各专业需要设置生产房屋。房屋布置应根
据作业性质并结合车辆基地总平面布置进行合理布局。 
10.1.6  综合维修中心宜设置综合维修管理信息系统，统一调度基础设
施维修作业。 
10.1.7  综合维修中心各系统专业宜考虑设置信息化系统设备和接口。 

10.2  车间组成与设施 

10.2.1  综合维修中心宜按生产功能分区布置，避免流程交叉和相互干
扰。 
10.2.2  综合维修中心所属检测部门应承担线路、桥梁、隧道、轨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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接触网、通信、信号等基础设施的动态检测、质量状态分析，并提出维

修建议等工作。 
10.2.3  综合维修中心宜根据各专业的作业性质设置工务车间、供电车
间、机电车间、自动化车间、通号车间、建筑车间、工程车库等。 
10.2.4  工务车间的组成及设施应符合下列规定： 

1  宜由养护工区和修配工区组成，设置工具材料室及车间办公室； 
2  应负责全线轨道、道岔、路基的日常巡视、检查、养护及一般

的紧急抢修处理工作，并负责线路的沉降监测、线路安全保护区范围内

的控制与监测等； 
3  应设置钢轨磨耗测量、轨道及道岔修整打磨、钢轨焊接、钢轨

锯断及打孔等设备； 
4  设有焊轨基地的车辆基地，应设置相应的线路、场地、焊轨、

起重、运输等设施设备。 
10.2.5  供电车间的组成及设施应符合下列规定： 

1  应负责全线牵引供电系统设备的日常运行管理、巡视值班和日
常维护、检修测试、事故抢修、材料供应等工作； 

2  应设置高压试验间和电缆室、蓄电池、变电二次维护等生产用
房、材料储存用房； 

3  应配置接触网静态几何参数检测、弓网动态参数在线检测、接
触网检修作业车等设备，根据需要可配置全线供电系统安全运行生产管

理平台。 
10.2.6  通号车间的组成及设施应符合下列规定： 

1  宜由通信车间和信号车间组成； 
2  应负责全线通信、信号系统的保养、维护及检修工作。正线设

备日常维修宜以现场检修（更换）为主、车间检修为辅；车载设备日常

维修宜以车间检修为主； 
3  通信车间应根据作业要求配备测试仪器仪表、电缆及光缆专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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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具、专用编程器等设备；信号车间应根据作业要求配备测试诊断仪器

仪表、转辙机测试仪、专用维护工具等设备。 
10.2.7  机电车间的组成及设施应符合下列规定： 

1  宜由巡检工区和修配工区组成； 
2  应负责全线机电系统的巡检、保养和维修工作，并承担设备的

一般性维修及中、小修，设备的大修工作可利用社会资源承担。机电设

备应以现场检修为主、车间检修为辅。自动扶梯及电梯设备维修和定期

检验应由具有专业资质的机构承担； 
3  应根据作业要求配备机电设备测试仪器仪表等设备，机械加工

设备应与车辆基地设施合用。 
10.2.8  自动化车间的组成及设施应符合下列规定： 

1  宜由自动售检票工区、综合监控工区、火灾报警工区和办公室
组成； 

2  应负责全线自动化系统的巡检保养和维修工作； 
3  设备的日常维修及调试应以现场检查、更换为主，车间检修为

辅； 
4  应根据作业要求配备测试仪器仪表等设备，机械加工设备应与

车辆基地设施合用。 
10.2.9  建筑车间的组成及设施应符合下列规定： 

1  宜由建筑工区、桥梁工区、隧道工区组成； 
2  宜采用现场修理为主，建筑、桥梁、隧道的中修、大修宜利用

社会资源； 
3  应根据作业要求配备冲击钻、切割机、测距仪等设备，机械加

工设备应与车辆基地设施合用。 

10.3  工程车辆及其他设施配置 

10.3.1  维修中心应结合轨道交通线网规模、检测及维修作业内容、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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业量、维修周期、机械作业能力，根据资源共享原则统筹配置综合检测

车、钢轨探伤车、桥梁检测车、钢轨打（铣）磨车、接触网检测车、接

触网放线车、接触网抢修车、隧道清洗车等大型工程车辆以及轨道车、

平板车等通用工程车辆，并配备相应的停放线及工程车库。 
10.3.2  维修工区应根据抢修和维修时效性等要求，结合维修中心与维
修工区设置距离，配备轨道车、接触网抢修车、平板车等工程车辆，并

配置相应的停放线或工程车库。 
10.3.3  维修中心可根据需要配置生产用汽车、大型检测维修车组的维
修设备，以及其他相应仪器仪表、试验、化验设备等。 
10.3.4  维修中心可设接触网、变配电、电力事故抢修训练场所，适当
架设接触网支柱、模拟变配电所等设施。 
10.3.5  维修中心承担大型养路机械检修任务时，应根据功能需要选择
性设置出入线、走行线、整备线、停放线、检修线、转向线、标定线、

试验线、牵出线、材料装卸线等设施及配套设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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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  物资总库 

11.0.1  物资总库应结合轨道交通线网规模统筹设置，宜与维修中心集
中设置于检修基地内，可在车辆段或停车场内分设物资分库或材料库。 
11.0.2  物资总库宜靠近生产区域及车辆基地的出入口布置，方便车辆
运输进场、物资卸货及物资在车辆基地内的分配和运输。 
11.0.3  物资总库应设置各种仓库、材料棚以及必要的材料堆放场地，
并设置必要的管理房屋。 
11.0.4  不同性质的材料和设备宜分库存放。存放易燃易爆品的仓库应
符合现行国家及地方标准的有关规定。 
11.0.5  各种物资存放设施的规模应根据存放材料、配件和设备种类和
周转数量的需求确定。 
11.0.6  具有网络资源共享或有特殊功能需求的物资总库宜采用自动化
立体仓库形式，其他宜采用普通仓库形式。材料堆放场地应采用硬化地

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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