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各有关单位：

为贯彻落实党的十九大精神，全面推进《北京城市总体规划（2016 年～ 2035 年）》实施，落实《北

京市机动车停车条例》第十九条的要求，指导交通枢纽、中小学校、医院等客流集中场所上落客区的规

划设计工作，改善交通枢纽、中小学校、医院周边城市道路交通秩序和环境，我们组织编制了《交通枢

纽学校医院上落客区规划设计指导性图集》（以下简称《图集》）。

《图集》主要内容包括：城市道路衔接、交通枢纽上落客区、中小学校上落客区、医院上落客区等

四部分，坚持以人为本理念，并给出了具体图示和说明，可操作性强。请各相关单位，结合实际工作，

在满足国家及我市现行政策、法规和标准的前提下，按照《图集》的要求开展相关规划设计工作。

特此通知。

北京市规划和自然资源委员会

北 京 市 交 通 委 员 会

 2019 年 1 月 18 日





前    言

为贯彻落实党的十九大精神，全面推进《北京城市总体规划（2016 年～ 2035 年）》实施，落实《北京市机动车停车条例》第十九

条的要求，指导交通枢纽、中小学校、医院等客流集中场所上落客区的规划设计工作，改善交通枢纽、中小学校、医院周边城市道路交

通秩序和环境，遵循相关国家政策、法规和规范，按照原北京市规划和国土资源管理委员会《北京市“十三五”时期城乡规划标准化工

作规划》的要求，编制组在广泛调查研究，认真总结实践经验，吸取科研成果以及广泛征求意见的基础上，完成本图集的编制工作。

图集主要内容包括：城市道路衔接、交通枢纽上落客区、中小学校上落客区、医院上落客区等四部分。坚持以人为本理念，以安全、

效率、便捷、友好为原则，强调与城市道路顺畅衔接、上落客区与建筑主体相融合，并针对交通枢纽、中小学校、医院上落客区提出了

设计要求、设计方案及设计案例。

本图集由北京市规划和自然资源委员会归口管理，北京市城乡规划标准化办公室负责图集日常管理，北京市城市规划设计研究院

负责具体技术内容的解释（地址：北京市西城区南礼士路 60 号，邮编：100045，电话：68056058，邮箱：lw4319@sina.com）。

本图集执行过程中如有意见和建议，请寄送至北京市城乡规划标准化办公室（电话：55595005，邮箱：bjbb3000@163.com），以

供今后修订时参考。

编制单位：北京市城市规划设计研究院

北京市建筑设计研究院有限公司

北京城建设计发展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北京市市政工程设计研究总院有限公司

北京交通发展研究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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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 编制目的

为落实《北京市机动车停车条例》第十九条的要求，指导交通枢纽、中小学校、医院等客流集中场所上落客区的规划设计，改善

交通枢纽、中小学校、医院周边城市道路交通秩序，缓解道路拥堵，遵循相关国家政策、法规和规范，特编制本图集。

1.2 设计理念

坚持创新、协调、绿色、开放、共享的规划设计理念，因地制宜，布局合理，技术先进，经济适用，保护人民群众上落客的安全和便利，

确保城市道路交通顺畅，创造安全、有序、便捷的交通环境，着力提升城市环境质量。

1.3 基本原则

（1）新建、改建、扩建交通客运换乘场站、中小学校、医院及其他客流集中的公共场所，应当在项目用地内设置上落客区，用于

机动车临时停靠上下乘客，并与主体工程同步交付使用。

（2）应优化项目周边道路公交车站位置，合理设置自行车停车设施，为绿色交通出行提供方便条件。

1.4 适用范围

适用于北京市新建、改建、扩建交通客运换乘场站、中小学校、医院及其他客流集中的公共场所的上落客区规划和设计。

1.5 主要内容

为便于不同项目的人员使用，本图集将上落客区分为城市道路衔接、交通枢纽、中小学校、医院四部分内容。

1.6 编制依据 

1)《北京市机动车停车条例》2018

2)《民用建筑设计通则》GB50352-2005

3)《建筑设计防火规范》GB50016-2014

4)《汽车库、修车库、停车场设计防火规范》GB50067-2014

总则

总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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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无障碍设计规范》GB50763-2012

6)《中小学设计规范》GB50099-2011

7)《城市道路交通规划设计规范》GB50220-95

8)《城市道路交叉口规划规范》GB50647-2011

9)《道路交通标志和标线第 2部分：道路交通标志》GB5768.2-2009

10)《城市道路交叉口设计规程》CJJ152-2010

11)《车库建筑设计规范》JGJ100-2015

12)《城市道路公共交通站、场、厂工程设计规范》CJJ/T15-2011

13)《交通客运站建筑设计规范》JGJ/T60-2012

14)《中小学与幼儿园校园周边道路交通设施设置规范》GAT1215-2014

15)《城市道路空间规划设计规范》DB11/1116-2014

16)《北京地区建设工程规划设计通则》

17)《北京市步行和自行车交通环境设计建设指导性图集》2018

18)《北京市中小学办学条件标准（建设部分 -试行）》2018

 

注 1：《北京市机动车停车条例》第十九条规定：“新建、改建、扩建交通客运换乘场站、中小学校、医院及其他客流集中的公共

场所，应当在项目用地内设置落客区，用于机动车临时停靠上下乘客，并与主体工程同步交付使用。” 

注 2：本图集未标明尺寸单位的，单位均为 m。

总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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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1.1 设计理念

坚持以人为本、精细化的规划设计理念，改善建设项目周边交通秩序，提高出行效率，确保交通安全。

2.1.2 设计原则

（1）上落客区出入口的设置应坚持统筹协调、衔接顺畅、环境友好的原则，提倡同一项目不同出入口、不同项目出入口之间的协

调设置，确保项目交通与社会交通的顺畅衔接，塑造良好的行人与机动车交通环境，综合考虑社会效益、环境效益与经济效益。

（2）上落客区出入口，宜结合其他机动车出入口设置，尽可能减少出入口数量。

2.1.3 分类

依据建设项目周边道路的建设情况，分为在新建道路上，和改建、治理道路上设置上落客区出入口两种类型。

2.1.4 设计要求

应满足现行国家和地方标准、规定，确保城市道路交通安全、有序、通畅。

2.1.5 设计目标

统筹协调建设项目及周边项目出入口的关系，降低上落客区出入口对道路交通的影响，减少对行人和自行车交通的干扰，满足交

通安全的要求，提高上落客区的出行效率。

综述

2.1 综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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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1 新建道路上落客区出入口设计要求

新建道路上的出入口

2.2 新建道路上的出入口

（1）当建设项目上落客区出入口与城市道路发生关系时，应

选择在低等级城市道路上。

（2）一般同一项目在同一道路上的车辆出入口，双向的不应

超过一个，单向的不应超过一对。有特殊要求的项目车辆出入口

数量可适当增加。

 
 √ 

图 2-1 上落客区出入口与城市道路关系示意图

图 2-2 建设项目出入口分布示意图

注：  表示机动车出入口（双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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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建设项目上落客区出入口位置应符合下列要求。

1）不应规划在交叉口范围内。

·当平面交叉口已完成道路渠化或渠化方案设计，平面交叉口规划范围应包括构成该平面交叉口各条道路的相交部分和进口

道、出口道及其向外延伸 10m ～ 20m 的路段所共同围成的空间。

2）距离非道路交叉口的过街人行道（包括引道、引桥、地铁出入口）最边缘线不应小于 10m；

3）距离公交站台边缘不应小于 10m；

4）距离公园、学校、儿童及残疾人等建筑的出入口不应小于 20m；

5）与立体交叉口距离应在距起坡点 10m 以外设置。

新建道路上的出入口

图 2-3 渠化交叉口范围示意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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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一般项目的上落客区出入口宽度单向应为 5m，双向应为

7m。有特殊要求的项目，上落客区出入口宽度可适当增加。

（5）建设项目上落客区出入口应具有通视条件，与城市道路

连接的出入口地面坡度不宜大于 5%。

（6）建设项目上落客区出入口处的路缘石转弯半径应为 5m，

公交车辆进出的应为 6m。

（7）建设项目相邻机动车出入口之间的最小距离不应小于

15m，且不应小于两出入口道路转弯半径之和。

（8）利用地下车库设置上落客区的，车库出入口与道路垂直

时，出入口与道路红线应保持不小于 7.5m 安全距离；出入口与

道路平行时，应经不小于 7.5m 长的缓冲车道汇入城市道路。

（9）建设项目上落客区出入口应符合行车视距的要求。

（10）主、次干路应采取右进右出的交通组织方式。

（11）建设项目上落客区出入口应设置减速安全设施。

新建道路上的出入口

图 2-4 地下车库上、落客区出入口设计要求示意图 图 2-5 上、落客区出入口交通组织示意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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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上落客区出入口两侧 15m 范围内为机动车禁停区。 （13）上落客区出入口的机动车道路面应施划黄色网格线，

非机动车道应施划路面标线和标识，人行道应施划人行横道。

图 2-6 上落客区出入口两侧禁停区示意图

图 2-7 上落客区出入口道路路面标线和标识施划要求示意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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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3 改建、治理道路上的出入口

2.3.1 改建、治理道路上落客区出入口设计要求

（1）改建、治理道路上落客区出入口设计要求应满足 2.2.1 中（2）、（3）2）～ 5）、（4）～（13）的设计要求。

（2）改建交叉口附近地块或建筑物出入口应满足下列要求：

主干路上，距平面交叉口停止线不应小于 100m，且应右进右出；

次干路上，距平面交叉口停止线不应小于 80m，且应右进右出；

支路上，距离与干路相交的平面交叉口停止线不应小于 50m，距离同支路相交的平面交叉口不应小于 30m。

改建、治理道路上的出入口

（出入口）

图 2-8 上落客区出入口设计要求示意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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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2-9 不满足规范要求的，可将出入口设在距交叉口最远端

（3）条件困难，满足不了规范要求的，可设在建设项目离交叉口的最远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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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4 上落客区指示标志设计要求

2.4.1 上落客区在城市道路的出入口，应设置指引标志。

上落客区指示标志设计要求

图 2-10 上落客区指示标志设置位置示意图 图 2-11 上、落客区指示标志示意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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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1.1 设计理念

（1）枢纽的总体布局应优先满足公共交通的便利性。

（2）枢纽上落客区设计应保障城市道路公共交通安全高效运营，着力提升城市环境质量。

（3）枢纽上落客区的设置应根据当地经济、交通发展条件，结合当地气候、地理、人文等特点综合考虑。

（4）枢纽上落客区的设置不应对外部道路交通造成影响。

（5）枢纽上落客区的设置应以人为本，高效、安全、舒适。

3.1.2 设计原则

（1）上落客区应人车分流，避免冲突。

（2）上落客区应靠近换乘空间，减少乘客走行距离。

（3）上落客区应减弱对枢纽其他交通流线的干扰。

3.1.3 设计目标

（1）规范城市综合客运交通枢纽社会车辆的上落客交通秩序。

规范社会车辆的上落客区交通秩序，减少其对其他交通方式的影响，减少对外部道路交通的影响，提高道路交通秩序，提高枢纽

的综合服务水平。

（2）完善城市综合客运交通枢纽的换乘功能。

统筹考虑城市综合交通枢纽的换乘功能，统一设计，各组成要素间应做到良好衔接，构建完整的交通枢纽体系。通过完善社会车

上落客区的设置，并与其他交通方式有机衔接，达到枢纽换乘体系的完整性、便捷性、高效性的核心目标。

3.1 综述

综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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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1.4 适用范围

适用于新建、改建、扩建的城市综合客运交通枢纽的设计，不含航空客运、水路客运。

3.1.5 设计分类

根据枢纽承担的交通功能和服务范围，城市综合客运交通枢纽应分为城市对外客运交通枢纽和城市内部客运交通枢纽两大类。

城市对外客运交通枢纽包含铁路客运和长途客运交通枢纽 ,城市内部客运交通枢纽包含城市轨道交通枢纽。

3.1.6 技术要求

（1）枢纽上落客区应结合交通枢纽建筑方案，在项目用地红线内考虑设置。

（2）根据周边路网条件，合理设置车辆出入口及流线组织，并充分考虑与其他交通流线的衔接。

（3）车行及人行流线组织应清晰明确，换乘便捷，并充分考虑大客流情况下的换乘安全性。

（4）车辆出入口宜分别设置，车辆流线宜采用单向交通组织。

（5）枢纽上落客区的设置应按照车型及车辆使用性质进行区分。

（6）枢纽上落客区的设置，应满足无障碍、交通安全设施、交通导向标识等相关规范要求。

（7）枢纽上落客区的小汽车停车位每列不宜超过 10 个，大客车停车位每列不宜超过 5个。

（8）应设置监控设备，防止上落客区被长时间占用。

（9）上落客区出入口的位置应符合本图集第 2章的要求。

综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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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1.7 本章术语

（1）城市综合客运交通枢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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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城市对外客运交通枢纽：含有对外交通方式的城市综合客运交通枢纽。

（3）城市内部客运交通枢纽：不含对外交通方式的城市综合客运交通枢纽。

（4）上落客区：社会车辆临时停靠上下乘客的专用停车区域。

（5）社会停车场（库）：供停放营运车辆之外的其他社会车辆的场地。

（6）枢纽换乘厅：供乘客乘车前的等候和换乘通行的大厅。

（7）发车位：上客区符合乘客和行包上车条件的停车位。

（8）到车位：落客区符合乘客和行包下车条件的停车位。

 

综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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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据主导交通方式的不同，城市对外客运交通枢纽包含铁路客运和长途客运交通枢纽。

3.2.1 与铁路结合的枢纽

（1）设计要求

1）上落客区的设置应充分与交通枢纽内其他功能布局、交通组织相结合，有利于安全运营和方便使用；

2）上落客区应分开设置，落客区可设置于地面层及高架层，上客区可设置于地下层；

3）车辆进口与出口宜分开设置，进出口净宽不应小于 5m，净高不应小于 4m；

4）社会车进出口应与公交车进出口分开设置，车行出入口之间应不小于 15m 的距离；

5）社会车进出口与乘客主要出入口之间应不小于 5m 的距离，并应有隔离措施；

6）上落客区车行单车道宽度应不小于 2.5m，人行通道宽度应不小于 2m；

7）上落客区内出租车与小汽车应分车道设置；

8）上落客区内小汽车与大客车应分车道设置；

9）上落客区内货运车辆应与其他车辆分车道设置；

10）落客区设置于地面层时，场地条件允许的情况下，其站台宜与站前广场相结合。

3.2 城市对外客运交通枢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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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典型设计方案

与铁路结合的枢纽应充分结合火车站建筑空间布局，符合火车站上进下出的进出站交通组织模式，上落客宜分层设置，其中落客

区可设置于地面层接驳或高架层接驳，优先考虑地面层接驳；上客区可设置于地下层接驳。

·案例一

某市火车站站前枢纽，火车站年旅客发送量为1400万人。本站枢纽需满足国铁、市域公交、城市轨道、出租车、社会车的客流换乘。

站前枢纽设地面一层、地下一层。地面层主要功能为站前集散广场、公交场站、社会车落客区。地下层为枢纽出站换乘厅、社会车上客区，

包含出租车蓄车及社会停车场。

落客区详见 P21 图 3-3

1

3 

4

5 6

2

5

图 3-1 案例一 总平面图

1 落客区       2 国铁站房 
3 站前广场     4 公交场站      
5 社会车出口   6 社会车入口
     

案例一 总平面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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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3-2 案例一 地下层平面图

案例一 地下层平面图

1 上客区     2 上客站台     3 枢纽换乘厅     4 出租车蓄车区   5 社会停车库      

42

5

3

1

上客区详见 P22 图 3-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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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图 3-3 案例一 地面层落客区平面图

 图 3-4 落客区地面层接驳

 图 3-5 落客区地面层接驳

案例一 地面层落客区平面图

出租车落客站台 通行道出租车落客车位

小汽车落客车位 小汽车落客站台 通行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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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图 3-6 案例一 地下层上客区平面图

 图 3-7 上客区地下层接驳  图 3-8 上客区地下层接驳  图 3-9 上客区地下层接驳

案例一 地下层上客区平面图

上客站台 出租车蓄车区上客车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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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4

3

5

1

1 高铁站房   2 落客区   3 站前集散广场   4 社会车入口   5 社会车出口         

落客区详见 P25 图 3-12

图 3-10 案例二 总平面图

案例二 总平面图图

道路红线

·案例二

某市高铁车站站前枢纽，高铁车站年旅客发送量为 800 万人次。本站枢纽需满足国铁、市域公交、长途公交、出租车、社会车的

客流换乘。站前枢纽共三层（无地下室）。三层高架平台为社会车落客区，二层为出站厅和站前集散广场，一层为社会车上客区，包含

出租车蓄车及社会停车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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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3

2

3

4

1 出租乘客排队区     2 出租停靠区    3 社会停车库    4 地面广场      
     

上客区详见 P26 图 3-13

图 3-11 案例二 一层平面图

案例二 一层平面图图

道路红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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落客站台落客车位国铁站房 通行道

图 3-12 案例二 高架层落客平台平面图

案例二 高架层落客平台平面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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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客站台上客车位

出租蓄车区

图 3-13 案例二 地下层上客区平面图

案例二 地下层上客区平面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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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2.2 与长途结合的枢纽

（1）设计要求

1) 上落客区设计应以方便乘客为原则，为乘客创造安全、快捷的乘车及换乘环境。

2) 上落客区宜采用单向交通组织的方式组织车辆运行，并尽量避免人车交叉。

3) 上落客区可根据功能布局设置在地面或地下。

4) 上落客区与其他交通方式换乘距离不宜大于 300m。

5) 上落客区可采用直列式、港湾式，客流较大时可采用组合站台方式。

6) 上落客区站台宽度不宜小于 2m。

（2）典型设计方案

与长途结合枢纽应充分考虑长途的到、发区布局，上落客区应分别临近长途的到站厅和候车厅设置，场地条件允许的情况下，优

先考虑地面设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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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3-14 案例一 总平面图

案例一 总平面图

6

4

4

5

1 综合交通枢纽      2 落客区            3 枢纽长途部      

4 枢纽车辆出入口    5 长途人行入口      6 长途人行出口    7 上客区       

7

2

3

1

4
4

4

4

·案例一：

某城市对外综合交通枢纽，全日换乘客流 37 万人次。枢纽内包含轨道交通、普通公交、长途、出租车、社会车、自行车等交通方

式之间的衔接换乘，其中长途日发送量 0.8 万人次。地面层在靠近长途候车厅处设置社会车、出租车即停即走的落客区，在靠近长途到

站厅处设置社会车、出租车即停即走的上客区。

道路红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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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3-15 案例一 首层平面图

案例一 首层平面图

1 落客区     2 枢纽车辆出入口     3 枢纽人员出入口    

5

1

2

3

2
4

4 长途部分   5 上客区

落客区详见 P30 图 3-16

上客区详见 P31 图 3-17道路红线

道路红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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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3-16 落客区地面接驳

落客区地面接驳图例

落客站台 地下车库出入口 通行道 落客车位 道路红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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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3-17 上客区地面接驳

上客区地面接驳图例

上客站台 上客车位 通行道 枢纽换乘厅

道路红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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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2

1

6

6

5

4
4

案例二 总平面图

1 综合交通枢纽         2 落客区               3 枢纽长途部      

4 枢纽车辆出入口       5 枢纽人行出入口       6 地下车库出入口       

图 3-18 案例二 总平面图

·案例二：

某城市对外综合交通枢纽，全日换乘客流 57 万人次。枢纽内包含轨道交通、普通公交、长途、出租车、社会车、自行车等交通方

式之间的衔接换乘，其中长途日发送量 2.8 万人次。地面层设置社会车、出租车即停即走的落客区，地下层结合地下停车库设置社会车

的上客区。

道路红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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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3-19 案例二 首层平面图

图 3-20 案例二 地下平面图

1 落客区     2 枢纽车辆出入口     3 枢纽人员出入口        

5

2

2 3 4

1

4 长途部分   5 上客区 

落客区详见 P34 图 3-21

上客区详见 P34 图 3-22

道路红线



34图 名 页 次

图 3-21 落客区地面接驳图例

图 3-22 上客区地下接驳图例

上落客区接驳图例

停靠车道 落客站台 通行道 枢纽换乘厅 城市道路

枢纽换乘厅

上客区 地下车库

道路红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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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据主导交通方式的不同，城市内部客运交通枢纽包含城市轨道交通枢纽。

（1）设计要求

1) 上落客区的设置应充分与交通枢纽内其他功能布局、交通组织相结合，有利于安全运营和方便使用；

2) 上落客区可结合一处设置，场地条件允许的情况下，优先考虑地面设置，并充分与枢纽换乘厅临近设置；

3) 车辆进口与出口宜分开设置，进出口净宽不应小于 5m，净高不应小于 4m；

4) 社会车进出口应与公交车进出口分开设置，车行出入口之间应不小于 15m 的距离；

5) 社会车进出口与乘客主要出入口之间应不小于 5m 的距离，并应有隔离措施；

6) 上落客区车行单车道宽度应不小于 3m，人行通道宽度应不小于 2m；

7) 上落客区设置于地面层时，场地条件允许的情况下，其站台宜与站前广场相结合。

（2）典型设计方案

城市内部交通枢纽主要以轨道交通及公交换乘为主的枢纽，上落客区可结合一处设置，场地条件允许的情况下，优先考虑地面设置，

并充分与枢纽换乘厅临近设置。

城市内部客运交通枢纽

3.3 城市内部客运交通枢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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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综合交通枢纽   2 上落客车位    3 地铁出入口    4 社会车出入口   5 枢纽出入口            

图 3-23  案例一 总平面图

1

35

5

4

2
4

案例一 总平面图

·案例一

某城市内部交通枢纽，临近旅游景区，用地较大，全日换乘客流 20 万人次。枢纽内包含轨道交通、普通公交、旅游大巴、出租车、

自行车等交通方式之间的衔接换乘，其中公交线路 18 条，轨道交通线路 1条。

道路红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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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3-24  案例一 地面层平面图

2

1

3

1 上落客车位     2 换乘厅    3 地铁站入口     

上落客区详见 P38 图 3-25

案例一 地面层平面图

道路红线



38图 名 页 次案例一 地面层上落客区平面图

图 3-25  案例一 地面层上落客区平面图

枢纽换乘厅上落客车位通行道 站前广场  道路红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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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综合交通枢纽         2 公交停车场         3 公交站台            

4 社会车出入口         5 枢纽出入口         6 小汽车库出入口     

图 3-26  案例二 总平面图

3

2

5

1

4 4

6
6

案例二 总平面图

·案例二

某城市内部核心商务区交通枢纽，用地紧张，全日换乘客流 30 万人次。枢纽内包含轨道交通、普通公交、快线公交、出租车、

P+R、自行车等交通方式之间的衔接换乘，其中公交线路 12 条，轨道交通线路 2条。

道路红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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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1

案例二 地下层平面图
（与地下车库结合）

2

上落客区详见 P42 图 3-29

1 上落客车位     2 换乘厅 (经扶梯上至地铁换乘厅 )       
3 汽车坡道       4 社会停车库         5 设备用房

3

4

图 3-27  案例二 地下层平面图（与地下车库结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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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3-28  案例二 地下层平面图（与地下换乘厅结合）

人行道 街头公园节点 绿化设施带

道路红线

步行出入口 临街建筑节点 休憩设施 行道树设施带 街道转角空间

建    筑

案例二 地下层平面图
（与地下换乘厅结合）

1 上落客车位      2 换乘厅        3 地铁入口  
4 枢纽配套服务    5 社会停车库    6 汽车坡道 

2

3

4

5

6
1

上落客区详见 P42 图 3-29



42图 名 页 次案例二 地下层上落客区平面

图 3-29  案例二 地下层上落客区平面图 

枢纽换乘厅 社会停车库上落客车位通行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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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4 图例

图例

图 3-30 直列式站台

图 3-31 港湾式站台

车位

站台

车位

站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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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3-32 直列式 +直列式

车位

站台

车位

站台

图例

图 3-33 港湾式 +直列式

车位

站台

站台

车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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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1 综述

4.1.1 中小学校上落客区设计理念

（1）新建、改建中小学校，其用地和建设指标中应包含上落客区。

（2）中小学校上落客区的规划设计应遵循需求适应、土地节约、人车安全、交通顺畅、经济合理等原则。适度满足接送停车需求，

利用既有停车资源，提高利用效率。

（3）中小学校上落客区应结合城市环境、中小学校门前区出入口、等候区综合规划，通过合理有效的交通组织设计，安全高效地

集散人流和车流。

4.1.2 中小学校上落客区特点

（1）中小学校上落客区的使用具有潮汐式的特点，上落客区的使用时间大多集中在早 6：30 ～ 8：00 及午后 15：30 ～ 18：00，

其他时间利用率较低。

（2）学生接送车辆上学时段落客时间较短，可实现即停即走；放学时段有等候需求，停车上客时间较长。

4.1.3 中小学校分类

为方便计算中小学校落客区所需停车位数量，本图集参照北京市教委《北京市中小学校办学条件标准》（2018年5月），根据学生学龄、

学校规模等将中小学校划分为三类，具体分类方式见表 4-1。

                                                学校规模分类                                           表 4-1

小学 初中 高中

一类  >30  >36  >36

二类 24-30 27-36 27-36

三类 12-18 12-24 18-24

注：九年一贯制学校可参照小学与初中校的指标合计，全中学可参照初中校和高中校的指标合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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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1.4 中小学上落客区设计方式分类

根据中小学校各种不同用地条件，将上落客区分为四类设计模式

（1）校内停车式上落客区

（2）单向单车道港湾式上落客区

（3）单向双车道港湾式上落客区

（4）校外停车式上落客区

4.1.5 设计原则

（1）中小学校在新建、改建、扩建过程中需因地制宜，合理选择上落客区的设置方式，确定设计规模。

（2）为节约土地，在设置上落客区时应结合学校其他用地需求，或者利用学校周边 20 ～ 150m 范围内的社会停车场资源。

（3）即停即走的通道式落客区与临时停车的上客区宜结合设置。

（4）上落客区与城市接口的设置需与所在道路、交叉口及人行过街通道等交通设施进行一体化设计。

4.1.6 技术要求

（1）根据中小学校分类，用班级规模乘系数计算落客区停车数量

一类学校：按每班 0.15 ～ 0.2 个上落客车位计算，并宜设置 3个以上大客车停车位。

二类学校：按每班 0.2 ～ 0.25 个上落客车位计算，并宜设置 2～ 3个大客车停车位。

三类学校：按每班 0.25 ～ 0.3 个上落客车位计算，并宜设置 1～ 2个大客车停车位。

（小学取高值，中学取低值）

（2）上落客区出入口的位置应符合本图集第 2章的要求。

（3）应设置监控设备，增强监管，防止上落客区被长时间占用。

（4）上落客区域的地面宜划定涂装，道边应有明显的标识牌，也可设置气压升降桩等，专区专用，避免学校上落客区变成社会车

辆停车场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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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1.7 本章术语

（1）学校上落客区：为服务上下学时段接送学生车辆（包括校车、小汽车、出租车）上落客，实现即停即走，缓解中小学校城市

道路交通拥堵而设置的场地。

（2）校前区：以学校主入口为界的外部空间区域。既属于城市公共空间，又紧邻校园的入口空间区域

（3）港湾式上落客区：在学校用地范围内，利用建筑退线部分设置的进入式港湾临时停车带，即停即走。

（4）停车式上落客区：在学校用地范围内，划定的专用区域，用于接送学生上落客使用，可与绿化、临时停车等学校使用功能结

合利用。

（5）学生等候区：在上落客区域附近划定的供学生放学等候车辆的区域，与学校出入口直接连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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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2 分类设计要求
4.2.1 校内停车式上落客区

1）适用于一类、二类且具备用地条件的中小学校。

2）应在学校用地范围内专门划定区域用于上落客区，设置即停即走落客车位及临时停车位。

3）上落客区进、出口宽度应为 5m。上落客用地应与 6mX6m 树阵绿化用地相结合。

4）港湾入口前端道路两侧应设置上落客区提示标识牌，港湾内上落客区域地面宜涂装即停即走车位标识。

5）应设置等候区，等候区与上落客区宜使用气压升降路桩隔离，非上落客时段路桩降下可作为活动场地。

6）上落客区域出入口应具备可关闭功能，与校外区域应有隔离。

图 4-1 校内停车式上落客区

详见 P51 图 4-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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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4-3 校内停车式上落客区 A-A 剖面图

图 4-2 校内停车式上落客区详图

A

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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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2.2 单向单车道港湾式上落客区

1）适用于二类、三类且学校出入口附近具备用地条件的中小学校。

2）应在学校的门前区一侧或两侧，在学校用地范围内划定长条形区域，设置单向单车道港湾。

3）进、出口宽度应为 4m。上落客时段车辆依次排队进入港湾，在上落客车位即停即走，上落客后排对依次出港。

4）应设置学生等候区，保证人等车的管理方式，不允许车辆长时间停留。

5）港湾入口前端道路一侧应设置上落客区提示标识牌，港湾内上落客区域地面宜涂装即停即走车位标识。

6）港湾出入口宜设置气压升降路桩便于学校管理。

图 4-4 单向单车道港湾式上落客区

详见 P53 图 4-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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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4-5 单向单车道港湾式上落客详图 图 4-6 单向单车道港湾式上落客 A-A 剖面图

A

A

分类设计要求详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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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2.3 单向双车道港湾式上落客区

1）适用于二类学校且出入口附近具备用地条件的中小学校。

2）应在学校的门前区一侧或两侧，在学校用地范围内划定长条形区域，设置单向双车道港湾，出、入口宽度应为 5m。

3）上落客时段车辆依次排队进入港湾，依次停入上落客车位，即停即走。其他车辆根据电子显示屏车位指示，在外侧车道进入空

闲上落客车位。

4）应设置等候区，保证人等车的管理方式，不允许车辆长时间停留。

5）港湾入口前端道路一侧应设置上落客区提示标识牌；港湾入口处宜设置电子显示屏，用于提示空闲车位位置。港湾内上落客区

域地面宜涂装即停即走车位标识。

6）港湾出入口处宜设置气压升降路桩便于学校管理。

图 4-7 单向双车道港湾式上落客区

详见 P55 图 4-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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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4-8 单向双车道港湾式上落客详图 图 4-9 双向双车道港湾式上落客 A-A 剖面图

A

A

分类设计要求详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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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2.4 校外停车式上落客区

1）适用于各类用地紧张、不具备校内用地条件，但学校周边具备用地条件的现有中小学校改扩建。

2）应在学校周边 200 米范围内建设专用上落客区。

3) 该区域在中小学校上下学时段作为上落客区使用，并应配建相应等候区域。

4）非上落客时段可开放作为社会短时停车场或公共活动场所。作为社会短时停车场时，应配合电子计时设备，避免长时间占用车位。

5）接送学生车辆应配发专用标识等管理手段，保证上落客时段内接送学生车辆的使用。

6）港湾入口前端道路两侧应设置上落客区提示标识牌；港湾内上落客区域地面宜涂装即停即走车位标识。

图 4-10 共享式上落客区

分类设计要求详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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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4-11 某 48 班高中总平面图

案例一 总平面图

后勤楼

教学楼

教学楼

实验楼
行政楼

风雨操场 教研楼

详见 P58 图 4-12

4.3 案例
4.3.1 案例一：某 48 班高中校

该高中学校属一类中学，利用校园一角，结合访客停车场设置上落客区，并于校园主体通过绿篱、围墙、格栅门等分隔开。上落

客区与 6米 x6 米树阵绿化相结合，作为上落客区用地及绿化用地，非上落客时段也可作为休闲活动场地。      

应设置上落客车位数量：48x0.15=7.2，设置 7个上落客车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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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注：

1. 家长接送小客车流线

2. 乘车学生流线

3. 即停即走车位

图 4-12 上落客区局部详图

              
树阵绿化

空闲时段
活动场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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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4-13 某 18 班初中校总平面图

案例二 总平面图

4.3.2 案例二：某 18 班初中校

该初中学校属三类初中，四周临路，在校门北侧院墙内凹，设置单向双车道港湾式上落客区，并设置相应学生等候平台。

应设置的上落客车位数量：18x0.25=4.5，设置 4个上落客车位。

教学楼

实验楼

风雨操场

详见 P60 图 4-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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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4-14 上落客区局部详图

图注：

1. 家长接送小客车流线

2. 乘车学生流线

3. 即停即走车位

学生等候平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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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4-15 某 36 班初中校总平面图

案例三 总平面图

4.3.3 案例三：某 36 班初中校

该初中学校属二类初中，具备用地条件，利用校园一角，设置校内停车式上落客区。上落客区环绕绿化用地形成岛型上落

客停车带，并设置学生等候平台。

上落客区与校园主体通过绿篱、围墙、格栅门等分隔开。

应设置上落客车位数量：36x0.2=7.2，设置 7个上落客车位。

教学楼

教学楼

实验楼

教研楼

详见 P62 图 4-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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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4-16 上落客区局部详图

图注：

1. 家长接送小客车流线

2. 乘车学生流线

3. 即停即走车位

学生等候平台

绿化用地

落客车位

上客车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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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4-17 某 12 班小学校总平面图

4.3.4 案例四：某 12 班小学校

该小学校属二类小学，校园外一角具备可利用条件，结合社会停车场设置上落客区，与校园用地间隔绿化带，有直通校园的步行道路。

应设置上落客车位数量：12x0.3=3.6，设置 4个上落客车位。

教学楼

教学楼

风雨操场

详见 P64 图 4-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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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4-18 上落客区局部详图

图注：

1. 家长接送小客车流线

2. 乘车学生流线

3. 即停即走车位

社会停车车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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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4-19 某 60 班九年一贯制学校总平面图

案例五 总平面图

4.3.5 案例五：某 60 班九年一贯制学校

学校由 48 班小学校和 12 班初中校组成，48 班小学校属一类小学，12 班初中校属三类初中。利用校园内用地设置上落客区，与校

园用地间隔绿化带，有直通校园的步行道路。

应设置上落客车位数量：48x0.2=9.6，12x0.25=3，设置 13 个上落客车位。

详见 P66 图 4-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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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4-20 上落客区局部详图

图注：

1. 家长接送小客车流线

2. 乘车学生流线

3. 即停即走车位

树阵绿化

空闲时段
活动场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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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1.1 设计理念

（1）新建、改建医院，其用地和建设指标中应包含上落客区。

（2）医院上落客区设计应结合医院总体规划，遵循以人为本、安全舒适、高效便捷、经济合理等原则，统筹考虑医院外部交通环境、

内部功能分区、流线组织、交通组织等因素，满足高效疏导就诊人流、车流、缓解医院周边城市道路交通压力、提高患者就诊舒适度等要求。

5.1.2 设计原则

（1）医院就诊高峰时段内就诊人员及车辆密集且种类繁多，医院上落客区的设置应根据就诊患者的特点及车辆上落客的不同而有

所区别。

（2）医院患者行动不便，上落客区的设置需考虑上落客患者与医院就诊功能空间的紧密联系，并考虑上落客后车辆的停车流向。

（3）医院流线复杂，在考虑上落客区设置的同时应统筹考虑医院各种流线关系及功能分区组成，建立多层次的快速上落客区，鼓

励人车分流。对于新建医院及有条件进行改扩建的医院，可充分利用地下空间，与医院垂直交通无缝对接形成便捷的上落客区域。

5.1.3 设计目标

通过对医院交通体系的整体规划，综合分析医院各种人流车流物流及停车空间，为北京市医院上落客区新建、改建、扩建的设计

实践提供参考与指导。

5.1.4 适用范围

适用于北京市地区新建、改扩建医院上落客区的规划设计与建设。三级甲等医院、三级医院（非甲等）、二级医院需根据本图集

设置上落客区，一级医院可根据实际情况设置上落客区。

5.1.5 医院上落客区分类

根据不同的设置位置，分为院前上落客区、院内上落客区和地下上落客区三类。

5.1.6 本章术语

医院上落客区：为方便医院就诊车辆上落客患者，实现即停即走，缓解医院周边城市道路交通拥堵而设置的空间。

5.1  综述

综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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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2.1 医院上落客区设计要求

(1) 院前上落客区：设置在医院用地范围内，与城市道路紧密联系，落客车辆不进入医院院区，即停即走，快速通过。

院前上落客区的设置位置应充分考虑与周边城市道路和医院就诊功能空间的衔接关系，紧邻上落客区患者入口处应设置方便患者

到达各个就诊单元的交通厅。

(2) 院内上落客区：设置在医院入口之内，与医院就诊空间紧密联系，方便就诊患者快捷到达就诊区域。

院内上落客区的设置位置应统筹考虑进入医院的人流、车流关系及落客后停车流向，避免人车混杂引起交通拥堵。

(3) 地下上落客区：充分利用地下空间，结合医院街、交通联系廊及院内地下停车库设置。

地下上落客区应尽量利用下沉庭院自然通风采光，就近设置公共医疗街或交通接驳厅紧密联系，应合理设置电梯或扶梯等竖向交

通系统，方便患者便捷到达各个就诊单元。

(4) 上落客区宜设置方便病患通行及等待的服务设施，包括：落客雨棚、等候座椅、轮椅租借处、落客导引标识、就医导引标识等。

(5) 上落客行人道宽度需满足无障碍通行的要求，宽度不宜小于 3.0m。

(6) 人行道应设置通行及提示盲道，并符合《无障碍设计规范》GB50763-2012 中的相关规定。

(7) 上落客车道宽度不宜小于 2.5m; 快速通过车道宽度不宜小于 3.5m。

(8) 应设置监控设备，防止上落客区被长时间占用。

(9) 上落客区出入口的位置应符合本图集第 2章的要求。

 

分类设计要求

5.2 分类设计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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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 1：新建医院可根据项目实际情况选择一种或多种落客区形式组合，落客车位数满足设置要求。

注 2：一级医院上落客区应根据实际需求参照二级医院设置。

注 3：建议落客区形式选择优先顺序依次为 ●（优先）；◎（宜选）；○（可选）。

5.2.2 医院上落客区形式选择推荐表

医院落客区形式及规模要求

5.2.3 医院落客区规模要求

（1）落客车位尺寸：宽度不宜小于 2.5m，长度不宜小于 6m。

（2）落客车位设置规模：每 50 张床设置一个机动车上落客车位。

（3）妇产科医院、儿童医院、骨科医院、老年病医院等专科医院因患者所需落客时间较长，落客车位数量的设置可适当增加

10% ～ 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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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2.4 医院上落客区设计图示

（1）院前上落客区

    A 型——设置一条上落客车道及一条快速通车道

图 5-1 A 型院前上落客区示意图

A型院前上落客区示意图

详见 P73 图 5-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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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5-3 A 型院前上落客区详图

A型院前上落客区详图

图 5-2 A 型院前上落客道路横断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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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B 型——设置两条落客车道及两条快速通车道，中间设置安全岛

图 5-4 B 型院前上落客区示意图

B型院前上落客区示意图

院区内道路

详见 P75 图 5-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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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5-5 B 型院前上落客区道路横断面

图 5-6 B 型院前上落客区详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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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院内上落客区

I型：直达式

图 5-7 I 型院内上落客区示意图

Ⅰ型院内上落客区示意图

详见 P77 图 5-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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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5-9 I 型院内上落客区详图

Ⅰ型院内上落客区详图

图 5-8 I 型院内落客区道路横断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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院内上落客区

II 型——两侧式

图 5-10 II 型院内上落客区示意图

Ⅱ型院内上落客区示意图

详见 P79 图 5-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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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5-11 II 型院内上落客区详图

图 5-12 II 型院内上落客区道路横断面

说明：

1、上落客车道分开设置，机动车流线与人行流线应互不干扰

2、院内结合停车场考虑车辆落客后停车需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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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地下上落客区

图 5-13 地下上落客区示意图

地下上落客区示意图

详见 P81 图 5-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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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5-15 地下上落客区详图

地下上落客区详图

宣传栏

绿化 落客雨棚座椅

花池

落客平台

景观树

交通厅

图 5-14 地下上落客区道路横断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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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5-18 上落客雨棚

5.2.5 医院上落客区设施

1）雨棚

图 5-16 上落客雨棚

图 5-17 上落客雨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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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座椅

图 5-21 共享轮椅参考案例一

图 5-22 共享轮椅参考案例二图 5-20 休息座椅旁设置轮椅停靠空间

图 5-19 休息座椅设置助力扶手

3）轮椅借还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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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3 案例

5.3.1 新建医院院前上落客区案例

某新建综合医院，床位数 500 床，院区四周临城市道路，结合门诊入口和急诊入口于院前分别设置门诊和急诊落客区。                                                      

落客区上、下落客分开设置，落客后车辆可便捷驶离落客区或就近停入医院内地下停车库。

图 1 A 型院前落客应用案例总平面图

详见 P85 图 5-24

图 5-23 院前上落客应用案例总图

院前上落客应用案例总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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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5-24 院前上落客应用案例流线分析图



86图 名 页 次

5.3.2 新建医院院内上落客区案例

某新建综合医院，床位数 800 床，上落客区设置于院内门诊广场内，分为上落客区和下落客区。上、下落客区分开设置，落客后

车辆可便捷驶离院区或就近停入医院内地下停车库。落客区车行流线与门诊人行及医院停车机动车流线互不干扰。

II 型院内上落客应用案例总图

图 5-25 II 型院内上落客应用案例总图

详见 P87 图 5-2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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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5-26 II 型院内上落客应用案例流线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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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3.3 新建医院地下上落客区案例

某新建医院门急诊楼，医院上落客区设置于地下。分为门诊上、下落客区，急诊落客区；就近落客平台设置医院竖向交通厅。院

区首层地面为人行广场，机动车进入院区后就近引入地下落客，人车分流，门诊落客与入院区停车统筹考虑，互不干扰，落客后车辆直

接驶出院区或进入地下停车库。

急诊落客区

急诊交通厅

门诊交通区

下沉景观平台

门诊交通区

门诊落客区（上客）

门诊落客区（下客）

门诊落客区进口 门诊落客区进口

门诊落客区出口 门诊落客区口

地下上落客区应用案例总平面图

图 5-27 地下上落客区应用案例总平面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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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图 5-28 地下上落客区应用案例流线分析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