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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言： 

本文将结合自己实际项目中的工作经验及对规范的理解，

针对如何提高在实际使用过程中，地下车库的使用舒适度，

提出几条建议以作为设计同行参考，但由于个人经验及理解

有限，若有不合理之处，敬请谅解。

1、车位尺寸设计

车辆轮廓尺寸，加上车辆间预留的开车门及人员通行的

间距尺寸，组成我们常见的车位尺寸。一般设计中按小型车

4800mm[ 长 ]*1800mm[ 宽 ]*2000mm[ 高 ] 进行设计；根

据现行相关规范要求，背靠背垂直停车形式的小型车位，小

型车位尺寸至少应满足 2.40m（宽）*5.10m（长）；对于

单侧停车，即车尾靠墙垂直停车形式，车位尺寸至少应满足

2.40m（宽）*5.30m（长）。随着人们对汽车空间舒适度的

要求提升，现行规范中小型车尺寸已不满足当前汽车配置的

要求，如果想要提高地下车库的使用舒适度，首先应考虑加

大单车位尺寸。比如恒大地产明确要求地下停车位应保证有

不少于 25% 总车位数的车位尺寸满足 2.60m（宽）*5.30m

（长）；同样作为地产行业的后起之秀的永威地产，其上

和苑项目的地下车库中，约 60% 车位尺寸为 2.70m（宽）

*5.70m（长），相对于国家规范要求的车位尺寸增大了不少。

随着全世界的城市污染越来越严重，电动汽车因使用新

能源，自研发上市以来，普及率越来越高。自 2018 年 9 月

11 日国家颁布《电动汽车分散充电设施工程技术标准》GB/

浅谈提高住宅小区地下车库的

使用舒适度的方法

【摘要】近年来，大家生活水平的提高，出行也渐渐由之前的出租车、公交车出行，变成私家小汽车。近年来，国内汽车市场已

逐渐由之前的合资汽车垄断行情，发展到国产车已占据相当一部分市场；汽车价格整体水平降低，但是性能却越来越全面化、智

能化。经济收入的增加，已有相当部分家庭拥有至少两辆小汽车。国民素质的整体提高，对生活舒适度要求也就显得越来越重要，

而作为每个小区配套使用的地下车库的舒适度也渐渐被住户们纳入到购买小区的考量范围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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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51313-2018（以下简称《电动车规》）以来，要求全国

各省市制定相应的政策以促进新能源产业健康发展。根据规

范要求，充电设备与充电车位、建（构）筑物之间的安全距

离应满足安全、操作及检修的要求；充电设备外廓距充电桩

车位边缘的净距不宜小于 0.4mm[1]。据了解，现今市场上

的充电桩车位一般采用壁挂式或落地式两种充电方式。其中

壁挂式可直接挂于车库结构柱或车库内墙体上；落地式需将

设备固定于地面上，一般对于地下车库，可设置于车位部位。

因此对于充电桩车位，车位尺寸至少满足 5.3m 方能满足规

范要求。

综上所述，尽管不同楼盘定位不同，反应到地下车库中

车位大小也不相同，结合经济条件、舒适度等多方面的原因，

并为适应日后多变的汽车发展形式，应鼓励在国家标准车位

基础上进行放宽，比如可出具政府文件要求一定比例车位数

的车位尺寸满足 2.50m（宽）*5.30m（长），以适应人们

日益增加的生活需要。

2、柱网尺寸选择

车位尺寸反应到设计中，最直观的体现即为柱网尺寸。

在实际项目中，一般有三种柱网形式可供选择，小柱网（纵

横柱距 5m ～ 6m），大小柱网（横间距 8.1m ～ 8.4m，纵

间距 5m ～ 6m）；大柱网（纵横间距 8.1m ～ 8.4m）。

（1）当加大柱距时，柱对出车的遮挡作用开始减小，通

道跨尺寸相应减小，但加大到一定程度后，柱不再成为出车



51

的障碍 [6]。单从停车舒适角度考虑，小柱网因一柱跨仅停放

两辆车，停车出车均较方便；其余两种柱网形式，横向一柱

跨间停放三辆车；实际使用时，若靠柱子两辆车停放完毕，

两侧车位形成的看似狭窄的空间，使得中间车位较难以停放，

尤其对于开车不甚熟练的人士来说，不便性显得更加突出。

反观缺点就是在实际工程中，对于停放相同数量的车位数来

说，小柱网在横向至少增加一个柱宽的尺寸，单车位指标甚

至会增加 1 ～ 2 平方米，这对某些严控单车位指标的房地产

商来说，也许将不予认可。

（2）大柱网较其余两种柱网形式，首先对于相同车位

数量，结构柱数量较少，实际使用时，形成的空间视觉效

果优于其余两种柱网形式。其次大柱网结构形式，车头一

般突出结构柱至少 700mm 左右。考虑一般车前轮距车头

约 0.5m ～ 1.0m 左右，车辆前进时，很快即可左转或右

转行驶。将柱向外移，超越停车位前端线后，通道跨尺寸

就需要加大 [6]。因此小柱网或大小柱网，可能因前进距离

较长，导致驶出车位时相对较麻烦一些。例如杭州绿城西

溪诚园结构柱内收停车位外边线约 1050mm 左右，出车

十分便捷。

（3）结构受力，竖向荷载施加于水平承重构建如结构板

后，传至水平承重构建如结构梁，再由结构梁传至竖向承重

构件结构柱，再由结构柱传至基础筏板，最后由地基将受力

分散至受力土层中。车库中主要为竖向荷载，结构柱的增加

会加强结构整体抗压性能，对结构受力更加合理。然而柱跨

的加大，会使得结构梁配筋或尺寸加大，经研究分析，在相

同的外界条件限定下，如车库层高、车库水平荷载大小及车

库覆土厚度等方面，大柱网较其余两种柱网形式，成本会增

加 10% ～ 20% 左右，这也反应现阶段多数住宅项目房地产

商更愿意采用大小柱网或小柱网的原因。

综上所述，若从使用者角度来说，个人建议采用大柱网

结构形式，不仅带来更宽敞的空间体验感，更满足个人驾车

的优越感，同时也能提升整个小区的居住品质，是一件值得

每个设计师，房地产商去细细品味，并借鉴的设计方式。

3、车库出入口

在地下车库中行驶，行车流线是否舒畅是影响车库舒适

度主要因素之一。而行车流线的舒适要求从项目方案前期阶

段就应统筹考虑。

（1）首先应设置合理的车库出入口。一般车库出入口可

分为小区内出口，小区外与市政道路相交出入口。位于小区

内的车库出入口应避开人员出入频繁位置，可选择建筑山墙

位置（一般单体山墙为不开设门窗洞口的实体墙），可避免

车库玻璃顶盖造成的视线及听觉干扰。若车库出入口脱开建

筑设计，且出入口四周墙体开设门窗洞口，应至少保证车库

出入口与门窗间距 6m 要求；并保证车库出入口不应影响消

防车救援要求。

（2）与市政道路相交出入口，应尽量采用垂直市政道路

的设计方式。此种方式能保证驾驶员仅一次左转或右转即可

进入道路。若采用 S 弯或 U 型转弯进入道路，应保证行驶过

程中满足车辆转弯半径的要求。当出入口直接连接基地外城

市道路时，其缓冲段长度不宜小于 7.5m[2] 。同时应保证车

辆在出入口视线良好，一般为后退出入口 2m，沿车辆驶出

方向垂直法线左右 60°形成的 120°范围内，避免建筑或树

木等障碍物遮挡驾驶人视线，造成事故发生。若不能满足，

首先在满足规范要求前提下，尽可能减小出入口距道路的间

距。其次可以加大障碍物与坡道出入口的间距，保证障碍物

在 120°范围以外。

保证出入便利性，预防事件的突发性，对于仅设置两个

车库出入口的工程项目，优先将出入口设置在不同的市政道

路上，并尽量远离城市交叉口，避免在出入口附近形成较大

规模的车辆拥挤。如新疆某住宅小区，用地四周临路，且整

个小区内部主要车道北侧为高层住宅，南侧为多层别墅，规

划设计阶段，将车库两个出入口均设置于场地北侧，且北侧

设有城市交叉口，距离车库出入口均较近，车辆驶入车库时

在北侧道路极易容易造成车辆拥挤，若遇到市政路面修整，

将对整个小区的车辆出入带来严重的影响，建议将北侧一个

车库出入口调整东侧道路，保证两个出入口分别设置于不同

道路更为合理。

4、车行道宽度及间距

首先应区分两个概念，进出车位的最小通车道宽度及行

驶时的通车道宽度。设计师在车库设计时，一般都要求通车

道宽度至少满足 5.5m 要求，这个 5.5m 仅仅是指小型车在

垂直式停车，采用后退式停车所需的最小宽度。汽车行驶过

程中所需的通车道最小宽度，现行国家规范中并没有明确要

求，但是可参考《车规》中对坡道宽度的要求参考设计，对

于小型车直线单行、双行分别为 3.0m、5.5m；曲线单行、

双行分别为 3.8m、7.0m。

汽车在直线阶段所要求的行驶宽度，和其在进行转弯时

所要求的行驶宽度，两者之间的变化是不同的。当转弯半径

越小，两者之间的差别越明显 [5]。经研究表明，汽车轴距、

前后轮距、前悬尺寸、后悬尺寸等性能参数，对车辆转向行

驶同样起着一定的影响。由此得出小型车最小转弯半径不应

小于 6m，即汽车发生转向时，沿行驶方向，位于外侧的汽

车前轮按照地面圆形轨迹行驶时的最小半径。除大型铰链车

外，市场上绝大多数小型汽车前进行驶过程中靠前轮调整方

向，一般前轮转动角度 0°～ 30°不等，后车轮在前轮带动

下相应驱动行驶，因此对于单向通车道，汽车 90°转向行驶

过程中，内侧不应设有影响转向的障碍物，若车辆内侧部分

设有墙体时，一般要求弧形墙体半径至少满足 4m。对于车

库内，多数车道交叉处仅停放车辆，视线相对坡道更加开阔，

经研究发现，当车辆行驶两个方向的通道均满足 4.5m，车辆

即可转弯通过交叉口。

车 行 道 宽 度 不 同， 在 交 叉 口 处 造 成 通 车 堵 塞 程 度

也不一样。若保证双车通行，即要求在交叉口处，保证

其中一辆车转弯时不影响其他辆车通行，车道宽度满足

4.5m+3.0m=7.5m 较为合理。对于两侧垂直停车的 5.5m 宽

的车行道，则认为只能满足单车通行。实际工程若保证垂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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停车处车道宽度 7.5m 尺寸，虽满足行车的通畅性，却加大

了车库纵向进深，地下空间的利用率却大大降低，并不能作

为一个合理的设计手法。系统内部主要通道上虽然只有一个

方向的车流，但由于车辆频繁的进出各停车单元，为避免转

弯车流对直行车流的影响，至少应设置双车道 [3]。因此设计

时可将车库内主车道（垂直于主要停车方向的车道）设计为

至少 7.5m 宽，而次车道（平行于主要停车方向的车道）设

计为 6.0m，降低交叉转弯处的拥堵现象，更为合理。

5、流线设计

（1）一个舒适的车库流线，应保证车库主要行车通道为

直线型车道，避免出现所谓的 S 型转弯车道，即车辆由一个

平行车道，经一段短距离的垂直车道（无法满足车辆转弯需

要的转弯半径），进入另一段平行车道的情况。在 S 型转弯

的过程中，由于操作的复杂，容易造成驾驶者来回倒车前进，

出现在 S 弯处车流拥堵情况，会严重降低行驶的舒适度。尤

其对于大型商业综合体式地下车库更应慎重采用。住宅地下

车库由于同一时间段，车流量较少，若因场地及其他条件限制，

无法避免 S 型转弯情况，可采用加宽转弯处垂直车道宽度的

方法，减弱 S 型转弯带来的不适感。

（2）在较密闭的地下车库空间内，空间场景较大，但是

高度较低（一般车库层高在 3.4m ～ 3.9m 不等较常见），

其形成的空间心理感受较差。由于车辆在车库中行驶时一般

为低速行驶，行驶过程通过的车道越长，车库行驶至停车位

上时间越长，在如此压抑的车库空间内，人的心理感受就越差，

应尽量降低垂直通道的间距。结合地方相关规定，对于特大

型车库，停车通道的可控制在 85m（8.4m 柱网约 10 跨）以内。

（3）车库应尽可能采用循环式车道，即车辆由车库内任

何一点沿某一方向前进行驶，在不采用倒车行驶的情况下，

可直接驶出车库。但实际工程中，尤其对于住宅项目，受建

筑单体位置，地下开挖范围等条件限制，无法做到循环式车道，

会出现一定情况的尽端式车道。对于尽端式车道，首先在端

部的停车位将难以停放；其次尽端式车道由于宽度的限制（一

般 5.5m），无法满足车辆的回转。在设计中，可采用取消尽

端一个停车位，作为车辆倒车使用的倒车空间；或者将行车

道沿平行车道方向加长一个车位的长度，以满足车辆倒车掉

头的空间要求。

6、车库坡道设计

车辆由室外场地通过地上地下间连通的坡道进入地下空

间，坡道宽度越大，高度越高；设置位置越合理，行驶顺畅

感越强，舒适度越高。一般坡道要求净高应至少满足 2.2m，

实际工程中，坡道采用防火隔墙与停车区域分开，而位于防

火分区分隔处的坡道顶板应设置喷头等喷淋设施，坡道高度

应尽量满足净高 2.5m 左右，同时应避免设备风管进入坡道

空间造成车道空间的压抑。

坡道的位置应结合车库流线设计，分散布置在车库的不

同方向，并避免布置在相同的防火分区内。坡道位置选择可

结合如下几点考虑设置：

（1）尽量将坡道设置在垂直于车库内车行道位置，保证

车辆垂直驶入坡道。

（2）坡道设置于整个车库范围的靠外墙部位，可减少设

置在车库中间位置造成尽端停车的情况。

（3）设置于车库内部平行于行车道的坡道，应保证车辆

行驶时满足车辆转弯半径的要求，即坡道临近车道一侧墙体

距最近车行道间距满足 10m（最小环形车道内半径 4m 加上

一个车位尺寸）左右较为合适。

7、设备管线设计

相同的车库层高，管线交叉越少，车库净高越高，舒适

度越高。地下车库设计中，电气线路及给排水、消防系统均

成环布置，暖通送风机房一般在机房侧墙设置低位送风口即

可，因此影响管线交叉主要环节就是排烟及排风管道设置。

排风系统与排烟系统二合一即共用风机和风管的方式，风机

由于经常运行可以及时发现系统中的故障，可以提高系统运

行的可靠性，减少日常的试运行检查 [6]，而被广泛应用。车

库防火分区面积应小于四千平方米，一个车库防烟分区面积

约两千平方米，一般车库一个防火分区采用一送两排的设计

方式，为降低风管与其他专业间管线交叉，首先防火分区尽

量规整，避免出现“细脖子”，造成穿越防火分区时交叉严

重的情况；其次优先将机房布置在停车利用率较低，且集中

停车空间的外围场所，优先单体山墙位置，保证出地面风井

位置合理；最后降低风管管道截面宽度，控制在 1.2m 以内，

可避免风管管道下部设置自动喷淋头。

结语：

我们应该清楚的认识到，作为设计师，在满足国家及政

府相关要求的前提下，应把提高使用者使用舒适度作为我们

的设计目标。首先不断提升自身的专业素质；其次可借鉴优

秀项目中的设计手法，与自身项目相结合；最后应加强与建

设单位的沟通联系，将设计师置身于设计项目中，“以人为

本”、“以使用者为导向”、“以提升质量为目标”铭记于心，

提高作为一名建筑师应有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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