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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    言 

按照北京市规划和自然资源委员会《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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关于印发 2022 年北京市地方标准制修订项目计划（第二批）的通知
（京市监发[2022]30 号）的要求，标准编制组经广泛调查研究，认真
总结实践经验，参考有关国内外先进标准，并在广泛征求意见的基础上，

制定本标准。 
本标准的主要技术内容是：1.总则；2.术语；3.基本规定；4.技术参

数；5.技术措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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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京市市政工程设计研

究总院有限公司负责具体技术内容的解释（地址：北京市海淀区西直门

北大街 32号 3号楼；邮政编码：100082；电话:010-8221679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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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电话：55595000，邮箱： 
bjbb@ghzrzyw.beijing.gov.c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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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总    则  

1.0.1   为贯彻国家有关法律法规和方针政策，落实碳达峰碳中和决策部
署，适应首都高质量发展的要求，遵循可持续发展原则，优化城市综合

客运交通枢纽用能需求，提高能源资源利用效率，减少建筑碳排放，制

定本标准。 
1.0.2   本标准适用于低碳技术在北京市新建、扩建和改建的城市综合客
运交通枢纽的设计应用。 
1.0.3  城市综合客运交通枢纽低碳技术的设计应用，除应符合本标准外，
尚应符合国家和北京市地方现行有关标准的规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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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术    语 

2.0.1  城市综合客运交通枢纽 urban comprehensive passenger transfer 
hub 

在城市客运交通系统中，含有两种及两种以上公共交通方式的客流

集散换乘场所。 
2.0.2  换乘厅 transfer hall 

联系不同交通方式，供乘客进行交通转换的室内空间。 
2.0.3   城市通廊 city corridor 

站城一体化工程内联系不同功能设施或站城一体化工程联系相邻

建筑或室外场地的人行廊道。 
2.0.4  可再生能源 renewable energy 

可再生能源是指风能、太阳能、水能、生物质能、地热能、海洋能

等非化石能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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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基本规定 

3.0.1   综合客运交通枢纽设计应以环境适应性为原则，优先采用可再生

能源、被动式低碳技术、装配式技术和高能效设备系统的主动式低碳技

术。 

3.0.2   综合客运交通枢纽设计应保证绿色交通方式优先，方便公共交通

乘客集散与换乘。 

3.0.3   本标准的综合客运交通枢纽能耗能效指标和碳排放指标计算应

以建筑运行阶段的单栋建筑或建筑群为计算对象。 

3.0.4   碳排放量指标计算方法应符合现行国家标准《建筑碳排放计算标

准》GB/T 51366的有关规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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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技术参数 

4.1  低碳室内环境参数 

4.1.1   综合客运交通枢纽建筑主要功能用房室内设计参数和换气次数

应符合表 4.1.1规定。 

表 4.1.1  各功能用房空调室内设计参数 

房间名称 
夏季 冬季 

最小新风量 

[m³/（h.人）]
换气次

数 

室内二氧

化碳浓度 
（ppm） 温度

（℃） 
相对湿度

（%） 
温度

（℃）

相对湿度

（%） 

换乘

厅 
 

与空调区相通 26～28 ≤ 65 16～18 - 12.6 - 

≤1000 

与非空调区相通 28～30 ≤ 65 14～16 - 12.6 - 

城市

通廊 

与空调区相通 26～28 ≤ 65 16～18 - 10 - 

与非空调区相通 - - - - - 6 

候车区（室内封闭） 26～28 ≤ 65 16～18 - 12.6  

上、

落客

区 

室内封闭空间 26～28 ≤ 65 16～18 - 10  

室内非封闭空间 - - - - - 6 

停、蓄车区 - - - - - 6 

指挥中心 24～26 ≤ 60 18～20 ≥ 30 30  

会商室 24～26 ≤ 60 18～20 ≥ 30 30  

票胆间 26～28 ≤ 65 16～18 - 30  

驻班宿舍 26～28 ≤ 65 18～20 - 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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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1.2  综合客运交通枢纽建筑的室内光环境应综合考虑天然采光和人

工照明，主要功能房间室内天然采光环境参数应不低于表4.1.2-1规定，

室内人工照明环境参数应符合表 4.1.2-2规定。 

表 4.1.2-1  综合客运交通枢纽建筑主要功能房间室内天然采光环境参数限值 

房间名称 
侧面采光 顶部采光 

采光系数标准值

C（%） 
室内天然光照

度（lx） 
采光系数标准值

C（%） 
室内天然光照

度（lx） 

换乘厅 3.0 450 2.0 300 

办公用房 3.0 450 — — 

配套商业服务

设施 
2.0 300 1.0 150 

驻班宿舍 2.0 300 — — 

其他辅助房间 1.0 150 0.5 75 

表 4.1.2-2  综合客运交通枢纽建筑主要功能房间室内人工照明环境参数限值 

房间或场所 参考平面 照度标准值

（lx） 
照明功率密度限

值（W/m2） 

指挥中心 0.75m水平面 500 ≤ 13.5 

票胆间 0.75m水平面 300 ≤ 8.0 

蓄车区 地面 50 ≤ 1.9 

换乘厅/集散大厅 地面 150 ≤ 6.0 

候车区、上落客区（普通） 地面 150 ≤ 6.0 

候车区、上落客区（高档） 地面 200 ≤ 8.0 

驻班宿舍 地面 150 ≤ 4.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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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2  低碳能耗能效指标和低碳排放量指标 

4.2.1  新建综合客运交通枢纽建筑应结合自然资源条件及建设情况，优

先采用可再生能源。由可再生能源提供冷量和热量比例不应低于 20%，

宜将可再生能源作为补充电力能源。 

4.2.2  综合客运交通枢纽建筑在进行低碳能耗能效指标和低碳排放指

标计算时，应分为甲类或乙类：建筑面积≥20000 m2为甲类综合客运交

通枢纽建筑，建筑面积＜20000 m2为乙类综合客运交通枢纽建筑。 

4.2.3   综合客运交通枢纽建筑单位面积年耗热量指标不应高于表 4.2.3

中所列的约束值；宜低于表 4.2.3中所列的引导值。 

表 4.2.3  综合客运交通枢纽建筑单位面积年耗热量指标约束值和引导值 

 [单位：GJ/（m2·a）] 

综合客运交通枢纽建筑类型 约束值 引导值 

甲类 0.40 0.25 

乙类 0.32 0.20 

4.2.4  综合客运交通枢纽建筑单位面积年耗冷量指标不应高于表 4.2.4

中所列的约束值；宜低于表 4.2.4中所列的引导值。 

表 4.2.4  综合客运交通枢纽建筑单位面积年耗冷量指标约束值和引导值 

 [单位：GJ/（m2·a）] 

综合客运交通枢纽建筑类型 约束值 引导值 

甲类 0.40 0.30 

乙类 0.32 0.24 

4.2.5  综合客运交通枢纽建筑单位面积年供冷能耗指标不应高于表

4.2.5中所列的约束值；宜低于表 4.2.5中所列的引导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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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4.2.5  综合客运交通枢纽建筑单位面积年供冷能耗指标约束值和引导值 

[ 单位：kWh/（m2·a）] 

综合客运交通枢纽建筑类型 约束值 引导值 

甲类 40 28 

乙类 32 22 

4.2.6  综合客运交通枢纽建筑碳排放量指标不应高于表 4.2.6中所列的

约束值；宜低于表 4.2.6中所列的引导值。 

表 4.2.6  综合客运交通枢纽建筑碳排放量指标约束值和引导值  

[单位：kgCO2/m2] 

综合客运交通枢纽建筑类型 约束值 引导值 

甲类 97.7 71.1 

乙类 77.3 56.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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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技术措施 

5.1  建筑 

5.1.1  综合客运交通枢纽设计应近远期结合，设计规模应根据远期或客

流控制期的客流量确定。 

5.1.2  建筑或建筑群的总体规划应布局合理、紧凑集约，并应增加夏季

自然通风及冬季日照，减少热岛效应及冷风对建筑的渗透。地下空间宜

设置采光窗、下沉式广场等，创造自然通风和采光条件。 

5.1.3  公交车场、出租车场、社会车场等停车区域，宜采用敞开式。 

5.1.4  当上落客区为室外环境或非空调区，上落客区与空调区的连通口

处应设置门斗或冷热风幕等措施。 

5.1.5  建筑材料宜优先选用节能、环保、可循环利用的产品。 

5.1.6  室外广场地面竖向设计应充分利用自然地形，优先采用重力排水。 

5.2  交通 

5.2.1  综合客运交通枢纽规划设计阶段应编制慢行交通、公共交通、智

能交通等交通规划设计专项内容，通过合理布局减少交通碳排放量。 

5.2.2  综合客运交通枢纽交通组织设计应近远期结合。 

5.2.3  综合客运交通枢纽人行流线组织应结合功能布局，减少乘客步行

距离。车行流线组织应遵循公共交通优先的原则，不宜迂回、交叉，进

出流线宜分开，分层、分方向进出。 

5.2.4  综合客运交通枢纽停车设计应高效利用场地资源，社会车宜采用

共享车位设计。 

5.2.5  综合客运交通枢纽公共停车场应配置电动汽车充电设施。新建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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纽公共停车场电动汽车停车位配建数量不应低于总停车位的 20%。 

5.2.6  综合客运交通枢纽内部道路结构设计应因地制宜、合理选材、降

低能耗，充分利用再生材料。枢纽内部道路宜优先采用混凝土路面结构，

当采用沥青混凝土结构时，宜采用节能降耗型路面技术。密闭空间范围

内采用沥青混凝土路面时，宜采用阻燃温拌沥青混合料。 

5.3  结构 

5.3.1  枢纽设计应优先选择规则的形体，并宜考虑平面、立面的规则性。 

枢纽结构设计方案应传力直接、抗力效率高、对建筑适变性强。 

5.3.2  应合理选用高强建筑结构材料，减少材料用量。 

5.3.3  地上结构宜选择可循环再利用和生产能耗低的结构材料。 

5.3.4  结构设计中可适度提高建筑材料的耐久性。对于混凝土构件，可

提高钢筋保护层厚度或采用高耐久混凝土；对于长期暴露在大气环境中

的钢结构构件，可采用耐候结构钢或耐候型防腐涂料。 

5.3.5  应优先采用符合工业化建造要求的结构体系与结构构件。 

5.3.6  结构整体加固时，应采用加固作业量最少的结构体系加固方案，

并应采用节材、节能、环保的加固技术。 

5.4  给排水 

5.4.1  给水系统设计应充分利用市政供水压力。 

5.4.2  生活用水、空调用水、道路广场与景观绿化用水以及各功能区域

工艺用水的用水定额、水压、水质等标准应符合现行国家标准《建筑给

水排水设计标准》GB 50015和《民用建筑节水设计标准》GB 50555的

有关规定。 

5.4.3  应根据不同使用性质及计费要求分别设置计量水表；应使用用水

能效等级为 1级的卫生洁具；应使用密闭性能好的阀门、设备以及耐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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性能好的管材、管件。 

5.4.4  生活给水、中水系统的水池和水箱进水阀门应与溢流报警水位自

动联动关闭。 

5.4.5  集中热水供应系统的热源选用应进行技术经济比较，并应按下列

顺序选择： 

1  宜采用有可供利用的废热或工业余热； 

2  宜采用太阳能； 

3  不具备以上条件时，可采用能保证全年供热的热力管网热水、

空气源热泵等。 

5.4.6  雨水系统应优先采用重力流，场区雨水应根据汇水面积、流量、

道路和场地坡度等确定雨水口形式及数量、雨水管管径并建设调蓄设施。 

5.5  暖通空调 

5.5.1  冷源与热源的确定，应符合现行国家标准《民用建筑供暖通风与

空气调节设计规范》GB 50736、《建筑节能与可再生能源利用通用规范》

GB 55015及北京市现行标准的有关规定，优先利用地热能、再生水（污

水）源热能、空气能、太阳能、城市及工业余热、生物质热能、绿色电

力等新能源及可再生能源。 

5.5.2  应结合资源条件合理布局能源站位置，采用加大供回水温差、优

化输配系统等方式。 

5.5.3  综合客运交通枢纽制冷机房宜按高效机房进行设计，冷源系统季

节能效比宜≥4.2；暖通系统设备能效满足现行国家标准《建筑节能与

可再生能源利用通用规范》GB 55015中有关规定。 

5.5.4  宜采用磁悬浮、空调自控技术、负荷预测技术等节能空调技术。 

5.5.5  冷热源机组的台数及单机容量宜根据全年逐时负荷进行合理配

置。  

5.5.6  空调冷热源、输配、末端设备全系统宜考虑动态客流的特性，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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