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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中国的高铁事业从 2000年开始至今一直处于蓬勃发展阶段，目前中国高铁无论是里程数还是建造技术和管理水平均处于

世界领先地位，高铁已成为中国的一张靓丽名片。随着《新时代交通强国铁路先行规划纲要》推行，近些年来我国高铁路网建

设的快速发展，使得人们的出行得到了极大的改善，各地方的既有铁路车站已不能满足快速增加的客流需要，基于此，全国各

地的高铁车站新建及改扩建应运而生，高铁站房设计技术也日新月异，已积累了丰富的经验，需要总结和提高，为今后大型高

铁乃至机场、体育场馆等大型公共建筑的设计提供借鉴。本论文针对高铁站房结构设计中的技术要点和注意事项进行分析探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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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rief Analysis of the Key Points of Structural Design for High-speed Railway Station Building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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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Chinese high-speed rail industry has been in a booming stage since 2000. Currently, Chinese high-speed rail is at the 

forefront of the world in terms of mileage, construction technology, and management level. High-speed rail has become a beautiful 

business card for China. With the implementation of the "Outline of the Railway Pilot Plan for a New Era of Transportation Power", 

the rapid development of Chinese high-speed railway network construction in recent years has greatly improved people's travel. 

Existing railway stations in various places can no longer meet the rapidly increasing passenger flow needs. Based on this, new 

construction, renovation and expansion of high-speed railway stations have emerged across the country. The design technology of 

high-speed railway station buildings is also advancing rapidly, and rich experience has been accumulated, which needs to be 

summarized and improved to provide reference for the design of large-scale high-speed railways, airports, sports venues and other 

large public buildings in the future. This paper analyzes and discusses the technical points and precautions in the structural design of 

high-speed railway station building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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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言 

中国的高铁事业从 2000 年开始至今一直处于蓬勃发

展阶段，目前中国高铁无论是里程数还是建造技术和管理

水平均处于世界领先地位，高铁已成为中国的一张靓丽名

片。随着《新时代交通强国铁路先行规划纲要》推行，近

些年来我国高铁路网建设的快速发展，使得人们的出行得

到了极大的改善，各地方的既有铁路车站已不能满足快速

增加的客流需要，基于此，全国各地的高铁车站新建及改

扩建应运而生，高铁站房设计技术也日新月异，已积累了

丰富的经验，需要总结和提高，为今后大型高铁乃至机场、

体育场馆等大型公共建筑的设计工作提供借鉴。 

作者参与了近些年来既有铁路龙游站站房改扩建工

程、沪昆铁路义乌高架站房建设工程、九景衢铁路常山站

站房改扩建工程等大中型高铁站房新建及改扩建工程的

设计咨询工作。结合相关经验，对高铁站房结构设计中的

技术要求和注意事项进行分析探讨。 

1 高铁站房的特点 

高铁站房具有以下特点:（1）平面尺寸大，最大平面

尺寸超过 500m。（2）楼盖及屋盖柱距大，楼盖最大柱距

超过 60m，大部分超过 20m；屋盖柱数量减少，屋盖跨度

加大，最大跨度超过 100m，一般也超过 40m，大跨度楼盖

和屋盖给结构设计带来较大的挑战。（3）建筑形态复杂，

大型高铁站房建筑面积大，一般位于省会城市，建筑设计

必须体现省会大城市的文化和历史，是省会城市乃至全省

的一张名片，往往也是城市中新城的中心。（4）建筑功能

复杂，为满足城市交通无缝衔接，一般将高铁车站建筑与

国铁、地铁合建；对结构设计而言，高铁站房建筑除大跨

度、复杂建筑结构外，结构荷载种类繁多，既有一般的建

筑荷载，也有铁路桥梁荷载(包括动力荷载)；车站结构设

计要满足建筑结构、铁路行业等相关标准的规定，设计方

法和设计规定差异较大。以下三个大中型枢纽站房概况如

表 1 所示。 

根据表 1 站房概况所示，除常山站规模较小外，其余

站房主体区域基本上均采用钢筋混凝土组合结构（部分大

跨度框架梁采用预应力结构），屋盖均采用空间网架或网

桁结合的结构形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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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1  站房概况 

站名 站房建筑面积（m2） 平面尺寸（m） 站房结构 屋盖结构 

义乌站 75000 128³380 钢管混凝土柱+预应力混凝土框架梁（钢箱梁） 正交空间管桁架结构+空间网架 

龙游站 15000 163³55 
钢筋混凝土柱（局部为型钢混凝土框架柱）+钢筋混

凝土框架梁（局部为型钢混凝土框架梁） 
箱型桁架结构+空间网架 

常山站 6000（不包含前部换乘大厅） 108³45 钢筋混凝土框架 钢筋混凝土屋盖 

2 高铁站房结构设计要点 

2.1 站房结构设计、研究的基本思路、技术路线和目标 

结构设计应首先满足建筑使用功能的要求，同时应注

重创新，创新的根本目的是获得良好的经济效益和社会效

益。结构设计一方面要满足规范的要求，同时创新不可避

免地存在突破规范的问题，需要开展相关的科研工作。为

了确保工程安全，结构创新设计应遵循理论分析与结构试

验、结构监测相结合的技术路线。 

2.2 站房屋盖结构设计 

站房屋盖设计应注意以下几个要点
[3]
（1）应考虑结

构合理受力、建筑形态、建筑采光、施工组织、建筑运维

等因素，大跨度屋盖结构一般采用空间网格结构，为一种

或几种类型空间网格组合的结构。充分利用各种空间结构

的受力特性，发挥其材料特长，使结构合理受力，传力路

径直接，是确保屋盖结构“安全、经济、适用和美观”的

基本要求。（2）屋盖结构选型应充分利用建筑形态，将结

构合理受力与建筑形态巧妙结合，达到“结构即建筑”的

设计目标。（3）屋盖荷载作用效应：对大平面屋盖结构而

言，除恒载外，应特别关注温度作用和风荷载。降低温度

作用主要是降低结构的边界约束或减小屋盖平面尺寸；而

屋盖体形、刚度对风荷载影响较大。（4）复杂空间钢结构

在各种荷载工况、不同初始缺陷下的弹塑性全过程分析是

非常重要的，对于新型结构形式，必要时需进行结构试验

确定其承载力，确保结构安全、可靠。 

2.3 站房高架层（含商业夹层）楼盖结构设计 

站房楼盖设计应注意以下几个要点
[4]
（1）柱距大于

20m 高架层楼盖，一般采用型钢混凝土或预应力混凝土、

钢桁架楼盖，由于受建筑层高和下部列车限界的限制，再

加上荷载较大，楼盖结构高度受限，楼盖竖向刚度较弱，

需充分考虑人行荷载和列车振动荷载作用下楼盖舒适度，

采取必要的减振措施。（2）与屋盖一样，大平面必然导致

温度作用效应较大，如何降低温度作用对结构安全和经济

性极为重要。 

2.4 站房结构健康监测 

大型高铁站房结构受力复杂，人员聚集度高，铁路运

营安全责任重大，需在运营阶段进行结构关键部位的健康

监测。健康监测内容的目标主要是对结构的安全性进行评

价与预警；对荷载的长期效益以及结构的老化、病变进行

定期的综合性诊断；建立结构的健康档案，为建筑的日常

运行与维护提供可靠依据；通过监控中心再现结构的当前

受力状态，向管理者提供相关信息。 

3 高铁站房结构设计注意事项 

3.1 规范的更新 

站房结构设计时应考虑现行规范的条文更新。为适应

国际技术法规与技术标准通行规则，2021 年住房和城乡

建设部印发了《工程结构通用规范》《建筑与市政工程抗

震通用规范》《建筑与市政地基基础通用规范》《混凝土结

构通用规范》等 9 本全文强制的结构通用规范，强制性工

程建设规范实施后，现行相关工程建设国家标准、行业标

准中的强制性条文同时废止。现行工程建设地方标准中的

强制性条文应及时修订，且不得低于强制性工程建设规范

的规定。现行工程建设标准（包括强制性标准和推荐性标

准）中有关规定与强制性工程建设规范的规定不一致的，

以强制性工程建设规范的规定为准。 

《工程结构通用规范》（GB 55001—2021）
[1]
第 3.1.13

条建筑结构的作用分项系数、4.2.2 条民用建筑楼面均布

活荷载标准值的调整及《建筑与市政工程抗震通用规范》

（GB 55002—2021）第 4.3.2条地震作用的分项系数的调

整对站房结构设计影响较大。 

根据几本通用规范中房屋建筑结构荷载的分项系数、

车站的活荷载标准值及地震作用的分项系数的标准较之前

的规范均有所提高，结合以上几处站房工程预算费用的对

比分析，执行《工程结构通用规范》（GB 55001—2021）
[1]
、

《建筑与市政工程抗震通用规范》（GB 55002—2021）
[2]

后站房结构的建设费用增加约 8%～10%。 

3.2 施工阶段的不利情况。 

站房结构设计时应充分考虑施工阶段的各种不利情况

因素。根据《工程结构通用规范》（GB 55001—2021）
[1]

第 3.1.5 条要求：结构设计时选定的设计状况，应覆盖正

常施工和使用过程中的各种不利情况。各种设计情况状况

均应进行承载能力极限状态设计，持久设计状况尚应进行

正常使用极限状态设计。 

以既有铁路龙游站站房改扩建工程为例，为避免施工

期间塔式起重机的倾覆影响既有线路的运营及施工场地

的限制，塔式起重机的摆设位置在施工屋面期间无法覆盖

整个空间网架提升，给施工屋面造成了一定的困难。经设计

单位与施工单位的反复协商后，在二层候车室未施工的区域

增设移动的小型起吊设备，用以辅助塔式起重器提升空间网

架。二层候车室未施工的区域的活荷载标准值进行了相应的

提高，相关的楼板、楼面梁及框架柱配筋也进行了加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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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  二层候车室考虑起吊设备施工图 

3.3 型钢混凝土组合结构节点设计 

站房结构设计时应重视大跨度结构型钢混凝土组合

结构节点的设计，特别是柱脚节点及型钢混凝土梁柱节点。

根据《组合结构技术规程》（JGJ 138—2016）
[3]
第 6.5.2

条、6.6.12 条要求：无地下室或仅有一层地下室的型钢

混凝土柱的埋入式柱脚，其型钢在基础底板(承台)中的埋

置深度除应符合本规范第 6.5.4 条规定外，尚不应小于柱

型钢截面高度的 2.0 倍；型钢混凝土柱与钢筋混凝土梁的

梁柱节点宜采用刚性连接，梁的纵向钢筋应伸入柱节点，

且应符合现行国家标准《混凝土结构设计规范》（GB50010）

对钢筋的锚固规定。柱内型钢的截面形式和纵向钢筋的配

置，宜减少梁纵向钢筋穿过柱内型钢柱的数量，且不宜穿

过型钢翼缘，也不应与柱内型钢直接焊接连接。以上条文

对柱脚节点及型钢混凝土梁柱节点作出了相关的规定。 

以既有铁路龙游站站房改扩建工程为例，型钢混凝土

框架柱中采用型钢为 700X500X30X40，故柱型钢埋入的构

造深度为 1400mm，桩基础承台高度按此标准对应确定；

型钢混凝土梁柱节点中需控制每排梁纵筋数量，采用套管

与型钢柱翼缘连接，尽量减少穿过型钢翼缘而削弱构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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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2  埋入式型钢柱脚节点详图 

3.4 站房结构健康监测 

大型高铁站房结构受力复杂，需在运营阶段进行结构

关键部位的健康监测。 

以沪昆铁路义乌高架站房建设工程为例，监测范围为

新建高架站房（杭长、沪昆场部分）及整体钢屋盖结构，

监测时间从站房和屋盖钢结构拼装施工开始到运营阶段，

总时间为 36 个月。 

监测总体目标：监测系统可自动计算、并可实时查询

结构关键指标（应力、挠度、温度、风速风向和加速度等）；

监测系统可实时预警、评估结构安全，从而达到降低运营

风险和节约专业检测评估成本的目的。 

监测内容：结合高铁站房的结构特点，确定健康监测

的内容、参数和限值标准。主要为重要结构构件的挠度、

应变、加速度和温度；屋面结构的风速风向、挠度、应变、

加速度等内容。 

 
图 3  监测内容图例 

4 结束语  

综上所述，高铁站房结构设计应结合站房建筑的特点，

需对一些大跨度的楼盖、屋盖的结构形式作出不断地研究

和创新，同时应特别注意规范的更新内容、施工阶段的不

利情况、组合结构节点设计及结构健康监测等设计中关键

的注意事项，以达到“安全、经济、适用、绿色、美观、

耐久”的目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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