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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    言 

根据中国工程建设标准化协会《关于印发〈2019 年第二批协会标准制订、修

订计划〉的通知》（建标协字〔2019〕22 号）的要求，编制组在深入调查研究，

认真总结实践经验，参考有关国内外现行标准，并在广泛征求意见的基础上，制

定本导则。 

本导则共分为 9 章和 1 个附录，主要技术内容包括：总则、术语和符号、基

本规定、交通需求预测、交通设施功能布局、进场路和航站区道路设计、车道边

设计、陆侧车辆引导标识系统设计、陆侧旅客信息导向系统设计。 

请注意本导则的某些内容可能直接或间接涉及专利，本导则的发布机构不承

担识别这些专利的责任。 

本导则由中国工程建设标准化协会城市交通专业委员会归口管理，由北京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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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导则在执行过程中

如有需要修改或补充之处，请将有关资料和建议寄往解释单位（地址：北京市海

淀区西直门北大街 32 号 3 号楼，邮政编码：100082），以供修订时参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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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总    则 

1.0.1  为规范航空枢纽陆侧交通设施设计，提高设计质量，科学利用陆侧空间，

高效组织交通流，制定本导则。 

【条文说明】现行与机场相关的建设标准、技术规范主要是针对航空枢纽飞行区、

航站楼内空间设计制定的技术标准，缺乏陆侧交通设施设计技术标准。航空枢纽

陆侧交通方式多样、集散客流车流集中、设施连接功能类型多、交通组织复杂，

有必要总结航空枢纽陆侧交通设施设计经验，制定统一技术标准。另外，《“十

四五”民用航空发展规划》提出：推动机场与各种交通方式深度融合，形成一批

以机场为核心的现代化综合交通枢纽。多种交通方式的综合高效运转迫切需要从

设计入手，平衡各种交通方式的需求和效率，保障陆侧交通高效安全运行。 

1.0.2  本导则适用于新建、改扩建的航空枢纽陆侧进场路、航站区道路、车辆和

旅客引导标识系统的设计。 

1.0.3  航空枢纽陆侧交通设施设计应以航空枢纽总体规划、综合交通规划等为依

据，综合协调社会效益、环境效益和经济效益，合理采用技术标准，遵循和体现

技术先进、资源节约、环境友好的设计原则。 

1.0.4  航空枢纽陆侧交通设施设计除应符合本导则外，尚应符合国家和中国工程

建设标准化协会现行有关标准的规定。 

【条文说明】本导则所涉及的陆侧交通设施主要包括进场道路、车道边、航空枢

纽陆侧车辆和旅客引导标识系统。航空枢纽停车场（楼）、机场工作区道路、货

运区等设计可参照国家现行有关标准的规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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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术语和符号 

2.1  术语 

2.1.1  航空枢纽  aviation hub 

以航空功能为主，具有中转换乘、运输组织与管理、多交通方式联运和辅助

服务等功能的综合性交通基础设施。本导则对象为以客运为主的航空枢纽。 

2.1.2  空侧  airside 

机场内的飞机活动区、与其连通的场地和建筑物，为航空安全保卫需实施通

行管制和检查的隔离区域。 

【条文说明】运输机场的空侧和安保隔离区在范围上是一致的，包括航站楼、货

运站、机库等建筑物内的隔离区域，以及这些建筑物外进入受限制的场地。飞机

活动区指机场内供飞机起飞、着陆、滑行和停放使用的部分。（参考《运输机场

总体规划规范》（MH/T 5002-2020）） 

2.1.3  陆侧  landside 

机场内空侧以外的区域，主要包括航站楼（部分）和进出机场的地面交通系

统等。 

2.1.4  到达  arrival 

指飞机降落，乘客乘坐城市接驳交通方式疏散的方向。 

2.1.5  出发  departure 

指飞机起飞，乘客或送客司机从城市接驳交通方式进入机场的方向。 

2.1.6  进场路  access roadway 

连接机场外围道路（市政路或公路）与车道边的道路，是航空旅客进出机场

的主通道。 

2.1.7  航站区道路  road in the terminal area 

位于航站楼前，主要服务于旅客车辆，将进出场车流引导至航站楼各乘降点、 

停车设施等区域，通常采用定向循环、无冲突点的交通组织模式，包括车道边、

循环道路、辅助道路。 

2.1.8  车道边  curbsid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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航站楼建筑人行出入口范围，供机动车停靠、乘客上/落客的车行道区域。 

2.1.9  贯通车道  through lane 

车道边横断面组成中供车辆实现快进快出或直通过境行驶的车道，通常位于

车道边远离航站楼一侧。 

【条文说明】当区域存在连续多个航站楼时候，通常会设计贯通车道，以实现航

站楼之间快速联通；三车道条件下的车道边，为提升车道边服务水平，增加通行

效率，会选择远离航站楼一侧车道作为贯通车道，禁止车辆停放上下客，实现车

辆快进快出功能；两车道条件下的车道边，不再设计贯通车道。 

2.1.10  上/落客车道  load/unload lane 

车道边横断面组成中供车辆停靠、供旅客上下车的车道，通常位于车道边靠

近航站楼一侧。 

2.1.11  转换车道  maneuver lane 

车道边横断面组成中供车辆变速换道至上/落客车道的通行车道，紧邻上/落

客车道设计。 

2.1.12  车道边横断面  curbside cross section 

车道边横断面由设施带、路缘带、贯通车道、转换车道、上/下客车道、落

客平台（人行广场）组成。 

2.1.13  车道边通行能力  curbside capacity 

在一定的车道边和交通条件下，车辆完成上落客并能驶出车道边的最大交通

流量。 

2.1.14  循环道路  recirculating road 

连接进场路、停车设施和航站区其他道路的单向通行道路，实现航站区各功

能设施之间的交通转换，并提供车流行驶容错功能。 

2.1.15  陆侧交通标识系统  landside traffic sign system  

机场陆侧区域内，用于引导机动车和行人行驶的各种交通引导标志。 

 

2.2  符号 

Hc —— 机动车车行道最小净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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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p —— 人行道最小净高； 

Wc —— 机动车道的车行道宽度； 

Wpc—— 机动车道的路面宽度； 

Wmc—— 机动车道路缘带宽度； 

Wp —— 人行道宽度； 

Wf —— 设施带宽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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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基本规定 

3.0.1  设计应符合城市总体规划、机场内部交通系统规划、机场与外部交通系统

规划要求，并依据机场近期、远期发展目标，合理确定航空枢纽陆侧交通设施分

期建设规模。 

【条文说明】机场陆侧交通设施设计应遵循全局性、整体性和系统性原则，统筹

陆侧交通各类设施布局和规模，根据机场近期、远期规划，对陆侧交通设施进行

分期预测，近远期结合对陆侧交通设施进行整体布局和发展空间的控制。 

3.0.2  航空枢纽陆侧交通设施宜包括进场路、航站区道路、停车设施、各功能区

道路、旅客捷运设施、城市轨道和铁路设施及综合交通枢纽等，本导则主要以进

场路、航站区道路、车道边、停车设施为主。分期建设的航空枢纽应明确进场路、

航站区道路等陆侧交通设施建设标准和规模。 

【条文说明】航站区道路可由城市快速路、主干路、次干路和支路独立或组合；

车道边分为离港车道边和到港车道边，一般情况单独分层设置，客流量小的机场

可混合设置；停车设施分为：机动车停车场和非机动车停车场，机动车停车场包

括：出租车停车场、大巴车停车场、社会车停车场、网约车停车场等，结合空间

布局和交通组织方案，上述停车场可设置相应远端调度场。 

3.0.3  陆侧交通设施布局应遵循“公交优先、高效便捷、客货分离”的原则，强

化航空枢纽陆侧交通设施与城市轨道交通、干线铁路、城际铁路、高（快）速路

等交通系统的衔接连通。 

【条文说明】根据《“十四五”民用航空发展规划》，要以枢纽机场为中心节点，

强化与干线铁路、城际铁路、城市轨道交通、高（快）速路等衔接连通。 

3.0.4  机场陆侧交通标识系统设计应能与城市其他道路交通标识系统合理匹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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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交通需求预测 

4.1  一般规定 

4.1.1  交通需求预测应以航空业务量预测为基础，应包括客运需求预测、货运需

求预测和交通设施规模测算。 

4.1.2  交通需求预测年限应符合下列规定： 

1  与机场总体规划期限一致，一般分为近期和远期，近期为 15 年，远期为

30 年。 

2  当机场预计在远期之后仍有更多运输需求和发展空间时，宜结合机场总

体规划预测远景年陆侧交通需求。 

4.1.3  交通需求预测应遵循定量和定性分析相结合的原则，并应符合下列规定： 

1  应对机场陆侧交通现状情况和区域交通情况进行调研分析。 

2  应结合机场总体规划，综合考虑经济、人口、区域用地开发、综合交通

规划和其他专项规划等影响因素。 

4.1.4  交通设施规模测算宜符合下列规定： 

1  应以客运需求预测和货运需求预测为基础，明确设计标准、服务水平和

建设规模。 

2  交通设施规模应包括进场路、航站区道路和各类停车设施规模等。 

3  各类停车设施规模宜包括小客车停车场、网约车停车场、中巴车停车场、

大客车停车场（包括机场大巴、长途大巴、旅游大巴、城市公交等）、出租车蓄

车区、VIP 停车场、工作人员停车场和非机动车停车场等。 

4.2  客货运需求预测 

4.2.1  客运需求预测宜包括下列内容： 

1  机场客运现状出行特征。 

2  服务城市交通出行特征。 

3  旅客分布及特征分析。 

4  各特征年客运流向分析。 

5  各特征年客运需求总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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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各特征年高峰日客运量。 

7  各特征年典型高峰小时客运量。 

8  各特征年综合交通出行方式划分比例。 

9  各特征年各种交通方式高峰日和典型高峰小时客运量。 

10  各特征年各种交通方式典型高峰小时机动车交通量。 

11  各特征年各种交通方式典型高峰小时高峰方向机动车交通量。 

4.2.2  货运需求预测宜包括下列内容： 

1  机场现状货运出行特征。 

2  货运分布及特征分析。 

3  各特征年货运流向分析。 

4  各特征年货运需求总量。 

5  各特征年高峰日货运量。 

6  各特征年典型高峰小时货运量。 

7  各特征年各种类型货运车辆运输比例。  

8  各特征年各种类型货运车辆高峰日和典型高峰小时货运量。 

9  各特征年各种类型货运车辆典型高峰小时机动车交通量。 

10  各特征年各种类型货运车辆典型高峰小时高峰方向机动车交通量。 

4.2.3  陆侧客运需求总量由到发旅客需求量、迎送人员需求量和工作人员需求量

构成。到发旅客需求量预测应在航空旅客吞吐量的基础上，减去中转旅客量；迎

送人员需求预测应以到发旅客需求量预测为基础，按迎送客比例进行预测；工作

人员需求预测宜以航空旅客吞吐量或已建机场的运营数据为基础。 

【条文说明】参考国内部分机场运营数据，国内机场的旅客中转率一般不超过

20%，国际旅客中转率低于国内旅客中转率；迎送人员需求预测量一般取到发旅

客需求预测量的 20%~50%，国际旅客迎送比例高于国内旅客迎送比例；工作人

员需求预测量一般取航空旅客吞吐量预测量的 10%~30%。对于新建或改扩建机

场，优先采用同类机场或该机场的历史数据作为参数的取值依据。 

4.2.4  陆侧货运需求总量预测应在航空货运吞吐量的基础上，同时分析空侧中转

货运率的影响，在计算时应减去中转货运量。 

4.2.5  典型高峰小时系数应以现状调查数据为基础，综合考虑机场分期建设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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求，合理取值；若无现状调查数据可参考时，宜类比同类机场选取合适的数据。 

【条文说明】参考国内部分机场运营数据，典型高峰小时系数一般取 10%~15%。 

4.2.6  客运交通典型高峰小时机动车交通量应符合下列规定： 

1  自然车交通量应以典型高峰小时机动化交通方式的陆侧旅客需求量、迎

送人员需求量和工作人员需求量预测为基础，根据各种机动化交通方式的需求量

与平均载客人数的比值进行计算。 

2  当量车交通量应以客运交通典型高峰小时自然车交通量预测为基础，采

用小客车为标准车型，根据各种车辆的换算系数进行换算。 

【条文说明】根据北京首都国际机场、上海虹桥国际机场、上海浦东国际机场、

昆明长水机场实际调研数据，参考其他机场运营数据，小客车、出租车和网约车

平均载客人数一般取 1~2 人，中巴车平均载客人数一般取 10~15 人，大客车（包

括机场大巴、长途大巴、旅游大巴等）平均载客人数一般取 15~25 人。 

4.2.7  货运交通典型高峰小时机动车交通量应符合下列规定： 

1  自然车交通量应以典型高峰小时各种类型货运车辆货运量预测为基础，

根据各种类型货运车辆的货运量与单车平均载重量的比值进行计算。 

2  当量车交通量应以货运交通典型高峰小时自然车交通量预测为基础，采

用小型货车为标准车型，根据各种车辆的换算系数进行换算。 

4.2.8  客货运交通典型高峰小时高峰方向机动车交通量应以典型高峰小时机动

车交通量为基础，结合客货运出行需求特征确定不同机动化交通方式的高峰方向

和高峰方向系数进行预测。 

【条文说明】根据机场航班分布特性，陆侧交通出发及到达高峰小时出现时段不

同，进出场道路交通呈现一定的潮汐性，参考国内部分机场运营数据，客货运高

峰方向系数一般取值为 50%~60%（不含 50%）。 

4.3  进场路及航站区道路规模测算 

4.3.1  进场路的车道数应以各特征年客货运流向以及陆侧旅客、迎送人员和工作

人员的高峰小时高峰方向机动车交通量预测为基础，根据道路等级、设计速度和

通行能力等因素确定。 

4.3.2  出发车道边规模应符合下列规定： 



9 

 

1  出发车道边规模测算应以各特征年典型高峰小时高峰方向机动车交通量

预测为基础。 

2  出发车道边规模测算应分析各种机动化交通方式车辆集中到达时间、集

中到达比例、停靠时间和周转率等影响，并预测车道边车道组数、每组车道数和

车道边长度。  

【条文说明】根据北京首都国际机场、上海虹桥国际机场、上海浦东国际机场、

昆明长水机场实际调研数据，参考其他机场运营数据，出发层车道边小客车、出

租车和网约车停靠时间一般取 1~3min，中巴车停靠时间一般取 2~5min，大客车

（包括机场大巴、长途大巴、旅游大巴等）停靠时间一般取 3~8min。对于新建

或改扩建机场，优先采用同类机场或该机场的历史数据作为参数的取值依据。 

4.3.3  到达车道边规模应符合下列规定： 

1  到达车道边规模测算应以各特征年典型高峰小时高峰方向机动车交通量

预测为基础。 

2  到达车道边规模测算应分析各种机动化交通方式车辆集中到达时间、集

中到达比例、停靠时间和周转率等影响，结合到达车道边设置形式，预测车道边

合理泊位数。 

【条文说明】停靠时间可参考 4.3.2 的调研数据。对于新建或改扩建机场，优先

采用同类机场或该机场的历史数据作为参数的取值依据。 

4.3.4  循环道路和辅助道路的车道数宜结合进场路、车道边、场区道路和停车设

施规模等合理设置。 

4.4  停车设施规模测算 

4.4.1  小客车停车场规模应符合下列规定： 

1  停车场规模测算应以各特征年陆侧旅客和迎送人员典型高峰小时小客车

交通量预测为基础。 

2  停车场规模测算应分析长时停车和短时停车的比例、长时停车和短时停

车周转率以及单车停车面积等影响。 

【条文说明】根据北京首都国际机场、上海虹桥国际机场、上海浦东国际机场、

昆明长水机场实际调研数据，参考其他机场运营数据，长时停车比例一般不宜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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过 10%，短时停车比例一般不宜低于 90%，不同机场小客车长时停车和短时停

车周转率差异较大。参考《城市停车设施建设指南》（建城[2015]142 号）中有

关地面停车场、地下停车库和地上停车楼的要求，小客车单车停车面积一般取

25~40m2。 

4.4.2  VIP 停车场规模测算应以航空旅客吞吐量预测为基础，停车泊位数量与航

空旅客吞吐量成正相关关系。 

4.4.3  网约车、中巴车、大巴车停车场和出租车蓄车区规模应符合下列规定： 

1  规模测算分别以各特征年典型高峰小时机动车交通量预测为基础。 

2  停车场规模测算应分析停车周转率和单车停车面积等影响。 

【条文说明】参考《城市停车设施建设指南》（建城[2015]142 号）中有关地面

停车场、地下停车库和地上停车楼的要求，网约车和出租车单车停车面积一般取

25~40m2，中巴车单车停车面积一般取 50~80m2，大巴车单车停车面积一般取

62.5~100m2。 

4.4.4  工作人员停车场规模应符合下列规定： 

1  工作人员停车场规模测算应以各特征年工作人员典型高峰小时机动车交

通量为基础。 

2  工作人员停车场规模测算应分析小客车停车周转率和单车停车面积等影

响。 

【条文说明】参考《城市停车设施建设指南》（建城[2015]142 号）中有关地面

停车场、地下停车库和地上停车楼的要求，工作人员停车场单车停车面积一般取

25~40m2。 

4.4.5  非机动车停车场规模应结合机场区域非机动车总体规划和行驶路径等要

求确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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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交通设施功能布局 

5.1  一般规定 

5.1.1  陆侧交通设施总体布局应符合机场总体规划的要求，并应结合航空枢纽陆

侧交通需求预测结果、地形地貌条件、总平面布局要求等，统筹考虑与飞行区、

航站区、货运区等其他功能区之间的关系，分近远期合理布局各种交通设施，分

阶段有序实施。 

【条文说明】航空枢纽陆侧交通设施总体布局是在有限空间内对各类交通服务设

施的合理布设，应从功能发挥、提升效率、保障安全等三个方面开展设计。首先

应与枢纽总平面布局与功能区设置相匹配，以保证枢纽功能的有效发挥；其次要

考虑交通需求，提高实际运营效率；同时也要考虑地形地貌的影响，满足排水、

运行安全管理的要求。 

5.1.2  机动车、非机动车引导标识和旅客引导标识，应依据设施布局和交通组织

流线合理布设。 

5.2  设施布置原则 

5.2.1  交通设施总体布局应保证机场内部交通与外部交通衔接顺畅，满足以人为

本、公交优先、人车分流、有序组织的原则。 

【条文说明】本导将机场枢纽区域内进场路、航站区道路、场区道路、车道边、

停车设施、交通换乘中心等成为陆侧交通系统，系统内部不同设施之间衔接称为

内部交通衔接；陆侧交通系统与城市道路系统、航空枢纽空侧交通系统衔接称为

外部交通衔接。两者均应在保障安全、高效、有序、快捷的目标下，按照以人为

本、公交优先、人车分流、有序组织的原则开展。 

5.2.2  交通设施布局宜符合下列规定： 

1  为航空旅客服务的客运交通设施宜与航站楼衔接顺畅、换乘便捷。 

2  客运交通设施总体布局应依据客流预测结果确定，遵循主客流优先，相

应设置就近布设的原则。 

5.2.3  进场路车道数宜平衡设置，分合流区域和车道边应进行服务水平评价。 

【条文说明】一般情况下，进场路存在较多驶入与驶出匝道通向枢纽腹地，在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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空枢纽有限的空间布局内，容易形成短距离交织、短距离合流、短距离分流等情

况，造成枢纽交通运行组织的瓶颈点。为了缓解上述现象，在设计时需要保证进

场路和航站区道路车道数的平衡设置。 

5.2.4  出发车道边宜按各种车型进行分离设置，应符合下列规定： 

1  根据交通需求量大小，车道边功能可设置为混合车型服务类或专用车型

服务类。 

2  大客车落客区应设置在内侧车道边，当大客车落客车道边长度有余量时，

宜优先布置出租车共用内侧车道边，且大客车落客车位宜设置在两端，出租车落

客车位宜设置在中间位置。 

3  小客车、网约车等中小型客车的专用落客区宜设置在外侧车道边。 

【条文说明】出发层车道边承载旅客转换至航站楼的功能。本导则中内侧车道边

是指靠近航空枢纽建筑体一侧的车道边。公交、大巴等大客车通常载有较多的旅

客，按照就近原则将其设置在内侧车道边，在方便旅客进入枢纽的同时，还可以

降低对车道边交通流运行的干扰。出租车相比大客车的加速、转向等运动特性更

加灵活，将其布置在车道边中间位置能够提高整体运行效率。 

5.2.5  到达车道边宜按各种车型分别设置，宜符合下列规定： 

1  出租车上客区宜临近航站楼就近布设。 

2  大巴车上客区宜结合车道边布局以及交通换乘中心就近航站楼布设，或

可结合大巴车停车场将上客区与停车场、交通中心集中布设。 

3  小客车、网约车可结合限时停放等管理规定，合理设置上客区。 

5.2.6  公交车停靠站点宜靠近航站楼（换乘空间）位置就近布设。 

【条文说明】公交车停靠站是城市公共交通系统与航空枢纽的衔接点，在布置是

应按照以人为本、方便快捷的原则就近布设。 

5.2.7  停车场设施布局应预留充电设施建设条件，且具备充电条件的停车位数量

不宜小于停车位总数的 10%。 

【条文说明】参考国家、行业以及地方标准，最低不宜小于 10%。 

5.2.8  机动车停车场布设宜符合下列规定： 

1  大巴车停车场和出租车蓄车区可结合用地特征统筹设置。 

2  大巴车停车场和出租车蓄车区均可远端布设，主要提供驻车功能，远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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布设的出租车蓄车区应实现多级（含两级）调运。 

3  小客车停车场宜靠近航站楼位置，就近布设。近端空间不足时，可设置

远端停车场，应增加停车场与航站楼之间的交通接驳设施。 

4  网约车停车场宜独立设置，与小客车停车场合并使用时，应划定各自专

用停车区。 

【条文说明】大巴车、出租车、网约车等能够一次性调度至航站楼楼前区域的场

地称为近端区域，需要两级及以上调度至航站楼前区域的场地称为远端区域。 

5.2.9  非机动车停车场设置应符合下列规定： 

1  非机动车停车场宜分散布设。 

2  应与航空枢纽区域步行系统有效衔接，减少与航空枢纽机动车流线交织。 

5.2.10  各类交通设施之间的换乘距离应符合下列规定： 

1  应根据设施布局和客流组织流线，测算各种交通方式之间的换乘距离，

换乘距离应满足相关规范的要求。 

2  进出港旅客与各类交通设施的最大换乘距离不宜大于 300m，超过 300m

时宜设置自动人行道或采用立体换乘形式。 

【条文说明】换乘距离是指乘客换乘不同交通工具间的水平距离，包含通过楼梯、

自动扶梯、自动人行道的水平投影距离。 

5.3  交通组织流线 

5.3.1  陆侧交通组织流线应以“以人为本、分区组织、公交优先”为基本原则。 

5.3.2  当航空枢纽包含多个航站区（楼）时，宜对“先分航站区（楼），后分到

发”或“先分到发，后分航站区（楼）”的两种交通组织方案进行比选。 

【条文说明】“先分航站区（楼），后分到发”是指先抵达某个航站区（楼）之

后，再去往该航站区（楼）的到达层或出发层；“先分到发，后分航站区（楼）”

是指在区分到达层和出发层的基础上，通过进场路、航站区道路，去往不同的航

站区（楼）。 

5.3.3  交通组织流线主要包括出租车流线、网约车流线、大巴车流线（含机场市

区穿梭巴士、长途大巴和公交大巴等）、中巴车流线、小客车流线、员工车辆流

线、非机动车流线和人行流线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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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3.4  交通组织流线应符合下列规定： 

1  交通组织流线设计应减少交织。 

2  客货流线宜分离。 

3  出发、到达车道边宜分离设置。 

4  人行流线应保证连续，并宜尽量减少换乘距离。 

5  车行组织进出流线宜分开。 

6  交通组织流线交织段宜核查交织段运行服务水平，保障道路交通运行顺

畅高效。 

【条文说明】航空枢纽陆侧交通系统的交通流组织，按照分离的原则，减少不同

交通流之间的干扰，主要包括：进出港交通流、客货运交通流、快慢行交通流等。

对于小型航空枢纽，在空间不允许的情况下，可采用到发合置的形式。 

5.3.5  交通组织应保证机场内外交通组织衔接顺畅，保证航站区间交通组织衔接

顺畅，保证航站楼、交通中心、机场过夜用房、附属交通设施场站等间进出交通

顺畅。 

【条文说明】交通流线消除交通流冲突点，保证充足的交织距离，提供明晰的道

路指引条件，集约化道路形式，为航站区的开发提供用地条件。 

5.3.6  交通组织流线按照重要性分为主要流线、次要流线和第三类流线，并应遵

循以下原则： 

1  主要流线包括旅客交通流线、VIP&CIP 流线，交通组织原则宜为快捷。 

2  次要流线包括 VIP&CIP 流线、机场过夜用房等，交通组织原则宜为方便。 

3  第三类流线包括员工办公、塔台、能源中心等，交通组织原则宜为通达。 

5.3.7  以航站区为单元，结合航站楼布局，场内交通组织流线整体宜为单向逆时

针组织，也可以采用贯穿式运营模式。 

5.3.8  场内外可采用单向、双向或多向进离场交通组织。尽可能实现“客货分离”，

系统衔接清晰，相互转换满足流线需求。 

5.3.9  交通组织流线设计应在近期规划建设方案中预留足够的灵活性以满足远

期的发展需求。 

5.3.10  到发交通设施布设形式宜根据客运需求预测结果、机场陆侧交通设施布

局情况等综合确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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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3.11  非机动车流线和人行流线宜与机动车流线分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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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进场路和航站区道路设计 

6.1  一般规定 

6.1.1  进场路和航站区道路设计包括线形设计、横断面设计、出入口设计、匝道

设计等内容。 

【条文说明】进场路和航站区道路设计包含进场路、循环道路和辅助道路的设计，

车道边由于横向布置特殊性另成章节。 

6.1.2  进场路和航站区道路线形设计中的平面与纵断面应进行综合设计，做到平

面顺适，纵断均衡，横面合理。应保证视觉性诱导，线形连续，安全与适舒。 

6.1.3  进场路设计速度宜采用 50km/h ~80km/h，衔接路段之间速度差应小于

20km/h；航站区道路设计速度宜采用 30km/h ~60km/h。 

6.1.4  航站区道路应根据交通需求预测确定车道数及路幅宽度，其车行道宜分向

独立设计，单向车行道数量不宜小于 2 条。 

6.1.5  航站区道路应对出入口位置、间距、形式进行综合设计，达到系统通行能

力的均衡。 

6.1.6  航站区道路在航站楼区域应设置循环道路，实现车辆驶离、车辆容错掉头、

车辆调用等功能。 

6.1.7  进场路路基路面设计标准宜与相衔接的高速公路及城市快速路设计相一

致，航站区道路路基路面设计宜采用城市道路设计标准。 

6.1.8  进场路和航站区道路中桥梁设计时，汽车荷载等级应根据道路功能、等级

等，应按照现行行业标准《城市桥梁设计规范》CJJ 11 选取。对于重型车辆较少

时，汽车荷载可按照城-A 级车辆荷载的效应乘以 0.8 的折减系数或城-B 级进行

设计。 

6.2  通行能力及服务水平 

6.2.1  航空枢纽进场路和航站区道路通行能力可分为基本通行能力和设计通行

能力。 

【条文说明】基本通行能力是指在基准条件或标准条件下的道路断面最大通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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量，设计通行能力是指在一定设计服务水平要求下，道路断面所设计的最大通行

量。 

6.2.2  设计通行能力应为基本通行能力乘以道路相应设计服务水平的饱和度及

道路条件修正系数。 

6.2.3  航空枢纽进场路和航站区道路一条车道的基本通行能力可采用表 6.2.3 的

数值。 

表 6.2.3  一条车道的基本通行能力（pcu/h） 

设计车速（km/h） 80 60 50 40 30 

基本通行能力（pcu/h） 2000 1800 1650 1400 1200 

6.2.4  航空枢纽进场路与航站区道路设计服务水平分级标准应符合表 6.2.4 的规

定。 

表 6.2.4  设计服务水平判别阈值 

等级 判别指标 

设计车速（km/h） 

80 60 50 40 30 

一级 

饱和度 

（0.00,0.35] （0.00,0.30] 

二级 （0.35,0.55] （0.30,0.50] 

三级 （0.55,0.75] （0.50,0.80] 

四级 （0.75,0.90] （0.80,0.90] 

五级 （0.90,1.00] （0.90,1.00] 

六级 — ＞1.00 ＞1.00 

6.2.5  航空枢纽进场路设计时宜采用三级服务水平，航站区道路设计时宜采用四

级服务水平，一条车道的设计通行能力应符合表 6.2.5 的规定。 

表 6.2.5  一条车道的设计通行能力（pcu/h） 

设计车速（km/h） 80 60 50 40 30 

进场路对应设计通行能力值（pcu/h） 1500 1350 1250 — — 

航站区道路对应设计通行能力值（pcu/h） — 1600 1500 1300 1100 

6.2.6  航空枢纽进场路和航站区道路分合流区域主线路段设计服务水平不应低

于三级，车道设计通行能力折减系数应考虑分合流点前后匝道车道数及加减速车

道距离对主线分合流影响，其取值宜符合表 6.2.6-1 和表 6.2.6-2 的规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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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6.2.6-1  分流点对主线设计通行能力折减系数 

设计速度

（km/h） 

 

分流车 

道数（条） 

减速车 

道长度(m) 

80 60 50 40 30 

1 ≥2 1 ≥2 1 ≥2 1 ≥2 1 ≥2 

100 0.80 0.83 0.82 0.85 0.82 0.85 0.83 0.86 0.85 0.88 

200 0.83 0.85 0.85 0.88 0.85 0.88 0.85 0.89 0.89 0.91 

300 0.85 0.88 0.88 0.90 0.88 0.90 0.89 0.91 0.91 0.93 

400 0.88 0.90 0.89 0.91 0.89 0.91 0.90 0.92 0.92 0.94 

500 0.90 0.92 0.90 0.92 0.90 0.92 0.91 0.93 0.93 0.95 

表 6.2.6-2  合流点对主线设计通行能力折减系数 

设计速度

（km/h） 

 

分流车 

道数（条） 

加速车 

道长度(m) 

80 60 50 40 30 

1 ≥2 1 ≥2 1 ≥2 1 ≥2 1 ≥2 

100 0.74 0.76 0.76 0.79 0.76 0.79 0.78 0.80 080 0.82 

200 0.78 0.8 0.80 0.82 0.80 0.82 0.81 0.83 0.83 0.85 

300 0.82 0.84 0.83 0.85 0.83 0.85 0.84 0.86 0.86 0.88 

400 0.85 0.87 0.86 0.88 0.86 0.88 0.87 0.89 0.89 0.91 

500 0.85 0.87 0.86 0.88 0.86 0.88 0.87 0.89 0.89 0.91 

6.2.7  通行能力计算时，各种车辆类型换算系数应符合表 6.2.7 的规定。 

表 6.2.7  车辆折算系数 

代表车型 车辆折算系数 车    型    说    明 

小客车 1.0 ≤19 座的客车和载质量≤2t 的货车 

中型车 2.0 ＞19 座的客车和载质量＞2t～≤7t 的货车 

铰接公交车 4.0 衔接式多节车厢大型公交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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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3  横断面设计 

6.3.1  横断面设计应依据道路功能、用地条件、交通需求、交通安全与管理、市

政设施敷设、景观绿化等因素，并应协调近远期建设和场内外衔接等要求。 

6.3.2  横断面空间与路权应按照公共交通、小客车交通、步行交通的优先级顺序

组织道路空间资源分配。 

6.3.3  航空枢纽进场路与车道边相连部分宜采用分离式横断面，其他部分宜采用

整体式横断面。整体式横断面可采用中央隔离带将上下行车流分隔单向行驶，分

离式横断面可实现上下行车流单向行驶。 

6.3.4  航站区道路横断面可分为单幅路、两幅路、三幅路、四幅路和特殊形式。

横断面形式的选用应结合道路等级、交通流、红线宽度、景观、市政管线等因素

确定。 

6.3.5  同一条道路宜采用同一横断面形式，当受道路功能、交通需求和用地条件

等因素的变化采用不同的横断面形式时，不同的横断面之间应保持车道数平衡，

进行合理、顺畅地衔接。 

【条文说明】道路横断面变化将会引起车流行驶轨迹的变动，为保证车流不发生

紊乱现象，横断面变化前后车道数量宜保持平衡，横断面变化下游车道数量宜大

于等于横断面变化上游车道数量。 

6.3.6  进场路和航站区道路一条机动车道宽度可按设计车速及设计车型划分，并

应符合表 6.3.6-1、6.3.6-2 的规定。 

表 6.3.6-1  一条机动车车道宽度（m） 

设计速度 V（km/h） 

车道宽度（m） 

大型车或混行车 小客车 

V>60km/h 3.75 3.50 

30km/h＜V≤60km/h  3.50 3.25 

V≤30km/h 3.25 3.00 

注：1、当大型车混入率小于 15% 时，可按小客车车道取值。 

表 6.3.6-2 地下道路一条机动车车道宽度（m） 

设计速度 V（km/h） 车道宽度（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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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型车或混行车 小客车 

V>60km/h 3.50 3.25 

V≤60km/h 3.25 3.00 

6.3.7  航空枢纽进场路和航站区道路出入口间距宜满足表 6.3.7 规定。当条件限

制难以满足时，宜增设 1 至 2 条辅助车道。 

表 6.3.7  出入口最小间距(m) 

主线设计速度

V(km/h) 

出入口型式 

出-出 出-入 入-入 入-出 

    

80 550 180 550 800 

60 460 160 460 760 

50 350 140 380 600 

40 300 120 300 450 

30 250 120 220 300 

20 250 120 220 300 

6.3.8  变速车道（加减速车道）的设计应符合下列规定： 

1  出入口均应设置变速车道。 

2  变速车道可设 1 至 2 条，宽度应与直行方向主路车道宽度相同。 

3  变速车道宜选用平行式设置，条件受限时可选用直接式。 

【条文说明】出入口平行式变速车道可实现主线与匝道车流运行的顺利转换，能

够保障交通运行安全与效率，建议优先选用平行式变速车道。 

6.3.9  航空枢纽进场路主线不宜在机动车道外侧设硬路肩。 

【条文说明】综合考虑航空枢纽交通应急管理水平、道路建设经济性、交通组织

管理和既有航空枢纽实际使用情况，航空枢纽进场路主线机动车道外侧建议取消

硬路肩设置。 

6.3.10  航空枢纽进场路和航站区道路车道数量小于等于 4 时，路面横坡宜采用

单面直线坡；车道数量大于 4 时，路面横坡宜采用双面直线坡。路面横坡根据气

候条件及路面面层类型可选用 1.5%～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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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条文说明】我国降雨量大的地区路面横坡宜采用 2%；严寒积雪地区、透水路

面宜采用 1.5%。 

6.4  线形设计 

6.4.1  航空枢纽进场路线形设计应符合下列要求：  

1  应根据航站楼进出场车道边、停车楼的高程进行控制，合理运用技术指

标。 

2  线形设计中平面、纵断面、横断面应进行综合设计，总体应协调、平面

顺适、纵坡均衡，横断面合理。 

3  线形设计应保证车辆行驶安全与舒适、视线良好。 

4  不同设计车速的路段之间技术指标应逐渐变化，变化处应设置明显标志。 

6.4.2  平纵线形组合设计应符合下列规定： 

1  平曲线宜与竖曲线相对应。 

2  平曲线应与竖曲线半径协调，竖曲线半径应大于平曲线半径的 10 倍。 

3  平曲线长度宜大于竖曲线长度。 

4  竖曲线顶部或底部不应设置小半径平曲线或作为反向曲线转向点。 

5  竖曲线与缓和曲线不宜重合。 

6  在同一平曲线内不宜同时出现凸形竖曲线及凹形竖曲线。 

6.5  平面设计 

6.5.1  航空枢纽进场路最短直线的长度应符合表 6.5.1 的规定。 

表 6.5.1  最短直线长度（m） 

设计车速（km/h） 80 60 50 40 30 

同向曲线间最小直线长度（m） 480 360 300 240 180 

反向曲线间最小直线长度（m） 160 120 100 80 60 

【条文说明】航空枢纽进场路与车道边衔接时，可依据实际条件设置，不受本条

款限制。 

6.5.2  圆曲线半径、最小长度应符合下列规定： 

1  航空枢纽进场路圆曲线最小半径应满足表 6.5.2-1 的规定。一般情况下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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采用大于或等于不设超高最小半径值。当地形条件受限制时，可采用设超高最小

半径一般值。地形条件特别困难时，可采用设超高最小半径极限值。 

表 6.5.2-1  圆曲线最小半径（m） 

设计车速（km/h） 80 60 50 40 30 

不设超高最小半径（m） 1000 600 500 400 350 

设超高最小半径（m） 

一般值 400 300 250 200 160 

极限值 250 150 125 100 85 

2  平曲线长度与圆曲线长度应大于或等于表 6.5.2-2 规定的值。 

表 6.5.2-2  平曲线与圆曲线最小长度（m） 

设计车速（km/h） 80 60 50 40 30 

平曲线最小长度（m） 140 100 80 60 40 

圆曲线最小长度（m） 70 50 40 30 20 

3  当航空枢纽进场路中心线转角(a)小于或等于 7°时，小转角平曲线长度应

大于或等于表 6.5.2-3 规定的值。 

表 6.5.2-3  小转角平曲线最小长度（m） 

设计车速（km/h） 80 60 50 40 30 

平曲线最小长度（m） 1000/α 700/a 550/a 400/a 250/α 

注：α小于 2°时按 2°计。 

6.5.3  航空枢纽进场路缓和曲线应符合下列规定： 

1  航空枢纽进场路直线与圆曲线、大半径圆曲线与小半径圆曲线之间应设

缓和曲线。缓和曲线应采用回旋线。缓和曲线长度应大于或等于表 6.5.3-1 规定

的值，且不应小于本导则第 6.5.3-2 条规定的超高缓和段的长度。 

表 6.5.3-1   缓和曲线最小长度（m） 

设计车速（km/h） 80 60 50 40 30 

缓和曲线最小长度（m） 70 50 45 40 30 

当圆曲线半径大于表 6.5.3-2 规定的值时，可不设缓和曲线。 

 

 

表 6.5.3-2  不设缓和曲线的最小圆曲线半径（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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设计车速（km/h） 80 60 50 40 30 

最小圆曲半径（m） 2000 1000 800 600 400 

2  为确保线形美观、视觉协调，在满足表 6.5.3-1 和表 6.5.3-2 规定的缓和

曲线最小长度的前提下，缓和曲线长度的选用宜符合下式： 

R/9≤Ls≤R                             (6.5.3) 

式中：Ls—缓和曲线长度（m）； 

R—圆曲线半径（m）。 

6.5.4  由直线上的正常路拱过渡到圆曲线上的超高断面时，必须在其间设置超高

缓和段。超高缓和段长度应按下式计算： 

Le=b*⊿i/ε                             (6.5.4) 

式中：Le—超高缓和段长度（m）； 

       b—超高旋转轴至路面边缘的宽度（m）； 

      ⊿i—超高横坡度与路拱坡度的代数差（%）； 

       ε—超高渐变率，超高旋转轴与路面边缘之间相对升降的比率，应符合表 6.5.4

的规定。 

表 6.5.4  超高渐变率 

设计车速（km/h） 80 60 50 40 30 20 

超高渐变率 1/200 1/175 1/165 1/150 1/125 1/100 

6.5.5  当圆曲线半径小于不设超高最小半径时，应在圆曲线上设置超高；最大超

高横坡与合成坡度应符合表 6.5.5 的规定。 

表 6.5.5  最大超高横坡度与合成坡度 

设计车速（km/h） 80 60 50 40 

最大超高横坡（％） 5 4 4 4 

最大合成坡度（％） 7 7 7 7 

注：冰冻积雪地区最大超高横坡宜不超过 3％。 

6.5.6  当圆曲线半径小于或等于 250m 时，应在圆曲线内侧加宽，每条车道加宽

值应符合表 6.5.6 的规定。 

 

表 6.5.6  圆曲线内每条车道的加宽值（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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车型 汽车轴距加前悬(m) 

圆曲线半径 (m) 

200＜R≤250 150＜R≤200 100＜R≤150 

小客车 3.7 0.28 0.30 0.32 

小型客（货）车 4.7 0.30 0.32 0.36 

大型客（货）车 8.5 0.40 0.50 0.60 

铰接客车 7.5+7.0 0.46 0.60 0.80 

注：混合车道条件下，宜按照大型车辆作为加宽车型。 

6.5.7  航空枢纽进场路每条车行道的停车视距应大于或等于表 6.5.7 规定的值。 

表 6.5.7  最小停车视距（m） 

设计车速（km/h） 80 60 50 40 30 20 

最小停车视距（m） 110 75 65 55 45 35 

6.6  纵断面设计 

6.6.1  纵断面设计应符合下列要求： 

1  纵断面设计应根据航空枢纽车道边和停车场位置控制标高；当在某些地

段出现矛盾时，应采取技术措施保证道路及附近区域地表水的排放。 

2  纵断面设计应综合考虑地上、地下构筑物及管线、水文、地质条件。 

3  纵断面坡度设计应均匀、缓顺，不宜突变。 

4  纵断面设计坡度变坡点应与平曲线设计相配合。 

6.6.2  纵坡设计应符合下列规定： 

1  航空枢纽进场路和航站区道路最大纵坡应小于或等于表 6.6.2 规定的值。 

表 6.6.2  进场路最大纵坡(%) 

设计车速（km/h） 80 60 50 40 30 

最大纵坡（％） 

一般值 4 5 5.5 6 

极限值 5 6 6.5 7 

注： 1 积雪冰冻地区一般不超过 4.0％；如果能够具有及时消除积雪冰冻的措施，最大纵坡不得超过

5.0%。 

2 海拔 3000m 以上高原城市最大纵坡宜比表列数值减小 1％。 

2  航空枢纽进场路和航站区道路最小纵坡不应小于 0.5％，困难地段不应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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于 0.3％。 

6.6.3  航空枢纽进场路最小坡长与最大坡长应符合下列规定： 

1  航空枢纽进场路和航站区道路坡段长度应大于或等于表 6.6.3-1 规定的

值。 

表 6.6.3-1  最小坡长（m） 

设计车速（km/h） 80 60 50 40 30 

最小坡长（m） 200 150 125 100 75 

2  航空枢纽进场路和航站区道路坡段长度应小于或等于表 6.6.3-2 规定的

值。 

表 6.6.3-2  最大坡长（m） 

设计车速（km/h） 80 60 50 ≤40 

纵  坡 （%） 5.0 5.5 6.0 6.0 6.5 7.0 6.0 6.5 7.0 6.0 6.5 7.0 

最大纵长（m） 600 500 400 400 350 300 400 350 300 400 350 300 

6.6.4  航空枢纽进场路竖曲线最小半径及最小长度应符合表 6.6.4 的规定，设计

中竖曲线半径应采用大于或等于一般最小半径的值，条件特别困难时，应大于或

等于极限最小半径。 

表 6.6.4  竖曲线最小半径及最小长度值 

设计车速（km/h） 80 60 50 40 30 

凸型竖曲线 

一般最小半径(m) 4500 1800 1800 1200 1200 

极限最小半径(m) 3000 1200 1200 800 800 

凹型竖曲线 

一般最小半径(m) 2700 1500 1500 1000 1000 

极限最小半径(m) 1800 1000 1000 700 700 

竖曲线最小长度(m) 70 50 40 35 35 

6.6.5 航站区道路承担行人和非机动车交通通行功能时，应参照《城市道路工程

设计规范》CJJ37，满足纵坡设计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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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车道边设计 

7.1  一般规定 

7.1.1  车道边设计主要是横断面设计及长度设计，设计车速宜采用 20km/h～

30km/h。 

7.1.2  车道边长度应根据车道边构型、车道边通行能力、建筑外立面等综合确定。 

7.1.3  车道边横断面设计应以通行能力及服务水平为依据，同一断面不宜多于 3

幅。 

7.1.4  出发层多幅车道边布置宜以公共交通优先为基本原则，最右侧路幅宜优先

安排大客车、公交车辆使用；当大客车、公交车落客停放空间富余时，优先布置

出租车使用。 

7.1.5  到达层车道边宜优先大客车、公交车、出租车使用，私家车和网约车可采

用即停即走模式使用到达层场地资源。 

7.1.6  多个航站楼或航站区一体运营时，出发层与到达层车道边均宜设置大巴

车、公交车串行通道。 

7.2  通行能力 

7.2.1  出发层和到达层车道边可根据空间大小选择平行式、斜列式和矩阵式设计

形式，其中出发层车道边宜按平行式设计。 

【条文说明】不同车辆停靠模式的车道边设计形式图示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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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7.2.1-1  出发层车道边示意图 

 

图 7.2.1-2  到达层车道边示意图 

7.2.2  出发层车道边、到达层车道边设计通行能力宜分别符合表 7.2.2-1 和表

7.2.2-2 的规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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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7.2.2-1  出发层车道边设计通行能力（pcu/h） 

车道边对应分组 设计通行能力（pcu/h） 

第一组 

长度 

车道数 
100m 200m 300m 400m 500m 

2 450 720 880 990 1080 

3 575 920 1120 1265 1380 

4 950 1520 1850 2090 2280 

第二组 

长度 

车道数 
100m 200m 300m 400m 500m 

2 400 640 780 880 960 

3 500 800 975 1100 1200 

4 820 1310 1600 1800 1970 

第三组 

长度 

车道数 
100m 200m 300m 400m 500m 

2 280 450 550 620 670 

3 380 600 740 840 910 

4 570 910 1110 1250 1370 

 

表 7.2.2-2  到达层车道边设计通行能力（pcu/h） 

布置形式 合理泊位数（个） 设计通行能力（pcu/h） 

平行式 

1 车道（单排平行式） 4～8 200～300 

2 车道（并排平行式） 10~14 350～500 

3 车道（矩阵式） 15～21 530～600 

4 车道（矩阵式） 12～24 550～770 

斜列式 
单车道 1 个车位 5～8 300～450 

单车道 2 个车位 10～16 450～600 

7.3  横断面设计 

7.3.1  出发层车道边每幅车道组成至少包括 1 条落客车道和 1 条贯通车道，每幅

车道总数量不宜多于 4-5 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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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3.2  出发层车道边落客车道宽度按 3.0m-3.5m 设置，其他车道宽度按

3.25m-3.5m 设置；路缘带按照 0.25m 设置；设施带按 0.5m-1.0m 设置。车道边布

置形式，宜包括单幅式车道边、双幅式车道边和三幅式车道边三种形式，详见图

7.3.2。 

 

a）单幅式车道边 

 
b）两幅式车道边 

 
c）三幅式车道边 

图 7.3.2 车道边路幅形式 

 

7.3.3  出发层车道边落客平台供乘客下车后短暂滞留使用，有效宽度应不低于

2.5m 设置；落客平台高度宜为 0.1~0.15m，不得高于 0.15m。 

7.3.4  到达层车道边上客平台供乘客等待车辆使用，上客平台宜结合枢纽建筑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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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空间统筹考虑，提高旅客服务水平。 

7.3.5  车道边路缘带应布置在每组车道边的最左侧，宽度为 0.25m。 

7.3.6  出发层每幅车道边宜采用单向横坡设计，坡向应远离航站楼方向，横坡值

取宜为 1%。 

7.3.7  车道边宜结合航站楼入口设置人行横道，每两个相邻航站楼入口中间位置

宜设置一条人行横道，人行横道宽度不宜低于 3m。  

7.3.8  出发层、到达层车道边应在航站楼出入口位置设置至少 1 个无障碍停车

位。 

7.4  平面和纵断面设计 

7.4.1  出发层车道边与航站区道路应匹配，并应满足下列规定： 

1  设计速度大于 50km/h 的进场路应实现速度逐级递减，与车道边设计速度

匹配； 

2  单幅式车道边衔接的进场路车道数量不宜少于 2 条； 

3  二幅式和三幅式车道边衔接的进场路车道数量不宜少于 3 条； 

4  衔接区应尽量减少交织。 

7.4.2  车道边平面线形设计应与航站区主体建筑外轮廓线保持一致。 

7.4.3  车道边纵断面设计宜与建筑出入口高程相协调，纵坡不宜大于 0.5%，并

应做好排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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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  陆侧车辆引导标识系统设计 

8.1  一般规定 

8.1.1  陆侧车辆引导标识系统用于告知道路使用者行驶规则、指示道路交通信

息。主要包括禁令标志、警告标志、指示标志、指路标志、辅助标志和地面标识

等内容。 

【条文说明】禁令标志主要包括停车让行标志、禁止大型（或小型）载客汽车驶

入标志、禁止载货汽车驶入标志、禁止车辆停放标志、禁止车辆长时停放标志、

禁止鸣喇叭标志、限制高度标志、限制质量标志、限制轴重标志、限制速度标志

等；警告标志主要包括注意行人、注意人行横道标志等；指示标志主要包括车道

行驶方向标志、机动车行驶标志、停车位标志、人行横道标志等；指路标志主要

包括地点方向标志、地点距离标志、停车场标志、车道数增加（减少）标志、车

型专用标志、车种专用标志、交通监控设备标志、线形诱导标等；辅助标志主要

包括时间范围标志、车辆种类标志、行驶方向标志等。地面标识包括地面文字、

地面图案等。 

8.1.2  本《导则》仅对陆侧车辆引导标识系统中常用的的指示标志、指路标志和

地面文字标识的设计进行规定，其他标志设计可参照《道路交通标志和标线》

GB 5768 和《城市道路交通标志和标线设置规范》GB 51038 执行。 

【条文说明】《道路交通标志和标线》GB 5768 和《城市道路交通标志和标线设

置规范》GB 51038 中规定了常规道路条件下的标志和标线设置方法，包括禁令

标志、警告标志、指示标志、指路标志等标志的使用，但由于机场陆侧交通组织

复杂，区域内存在较多目的地，道路上有众多的决策点，车辆及人员高度聚集，

进出场道路及航站楼前车道边、等区域人车混行，因此需对指示标志和指路标志

作单独规定。 

8.1.3  陆侧车辆引导标识系统设计应适应航空枢纽道路及各类交通设施设计与

布局，与城市其它道路交通系统合理匹配，并遵循系统性、清晰性、连续性和易

见性原则。 

8.1.4  陆侧车辆引导标识系统应根据车辆交通组织流线合理布局，指引车辆由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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场路顺利到达机场区域各个目的地。 

8.1.5  陆侧车辆引导标识系统应和路侧旅客信息导向系统协同配套，确保信息传

递的一致性。 

8.1.6  陆侧车辆引导标识系统应和枢纽道路同步设计、施工和验收。 

8.2  设计原则 

8.2.1  陆侧车辆引导标识系统应覆盖陆侧全部交通组织流线和全部相关设施点

位，并符合以下要求： 

1  宜根据要到达目的地的先后顺序进行信息分级： 

A  一级信息：航站区（航站楼）、工作区、货运区、生活区等； 

B  二、三级信息：航站楼、离港、到港、停车楼；  

C  四级信息：车道边分车道指引、上客落客等。 

【条文说明】按照先分航站区或航站楼，后分到发的交通组织流线，二级信息为

航站楼，三级信息为离港、到港和停车楼；按照先分到发，后分航站区或航站楼

的交通组织流线，二级信息为离港、到港和停车楼，三级信息为航站楼。 

2 宜根据信息重要程度对标识进行分类： 

A 重要级 —— 交通组织流线引导标识 

B 次要级 —— 非交通组织流线标识 

【条文说明】交通组织流线引导标识是陆侧车辆引导标识系统中最重要的部分，

所有其它标识的设计都居于其次。正确、恰当的引导标识设置是必须的，因为机

场区域大量而快速的车流的通行都依赖于此。 

常见的车辆引导标识包括： 

· 目的地预告标志：指引车辆前方目的地名称、目的地的距离、行驶方向。 

· 目的地告知标志：指引车辆前方目的地名称和行驶方向。 

· 目的地确认标识：确认车辆到达目的地的标识。 

非交通组织流线标识是比流程引导标识次一级的标识，这类标识包括禁令标

志、警告标志、地面文字标识等。 

3 应根据交通组织流线对陆侧车辆引导标识系统各设计要素进行分别规定。 

8.2.2  陆侧车辆引导标识系统应根据道路条件、交通条件、环境条件、道路使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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者的需求及交通管理的需要进行设置，并应与周边的设施环境和景观条件相协

调。当设置条件发生变化时，应及时增减、调换、更新标志和路面标识。 

8.2.3  陆侧车辆引导标识系统内各标志传递的信息应协调、连续，同时与地面标

识、交通管理设施协同设置，实现信息传递功能。 

8.3  设计要素 

8.3.1  陆侧车辆引导标识系统各设计要素包含版面设计、材料、支撑方式、设置

位置、地面文字标识等。 

8.3.2  陆侧车辆引导标识版面设计应包括版面尺寸、形状、颜色、信息布置、字

符、图符等设计，本《导则》仅规定了颜色、信息布置、字符、图符等内容，其

他参照相应规范标准。陆侧车辆引导标识版面设计应符合以下要求： 

1  引导标识颜色除应符合《道路交通标志和标线》GB 5768 第 4.3 条规定

外，还应保持版面底色的一致性，不同目的地信息宜增加目的地图符表示，图形

符号宜使用不同颜色区分，颜色组合宜根据表 8.3.2 选用，并宜与陆侧旅客信息

导向标识相协调。 

表 8.3.2  版面底色与图形符号衬底色组合使用参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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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目的地图形符号宜采用圆形，高度宜与目的地文字信息保持一致，见图

8.3.2。 

 

图 8.3.2-1  出发 F1 层目的地图符示例 

3  同一标志版面的目的地名称不宜超过 2 个，目的地名称应在 1 行或 2 行

内按照信息由近到远的顺序由左至右或由上至下排列，且直行方向信息不宜竖向

排列。  

4  相邻数个行驶车道的目的地一致时，宜将标志信息置于同一版面，并采

用向下箭头指引车道，方向箭头必须置于图文之下，且置于该箭头控制车道的中

心上方，竖直向下指向该车道中央的位置，见图 8.3.2-1。 

5  标识字符设计应满足下列要求： 

 A  陆侧车辆引导标识的字体、字宽、字高和字间距应符合《道路交通标志

和标线》GB 5768 中的要求，并适当增大或突显航空枢纽区域主要目的地。 

 B  标识中地名英文译法应用汉语拼音，按照《地名 标志》GB 17733 相关

规定执行。 

C  陆侧车辆引导标识的字符宜采用主动发光。 

6  航空枢纽区域常用的图符主要包括：出发、到达、航班信息、租车、出

租车、网约车、公交车、地铁、停车场、停车楼、航空货运等，见图 8.3.2-2。 

       

a）出发                        b）到达                    c）航班信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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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租车                      e）出租车                     f）网约车    

     

g）公交车                   h）地铁                      i）停车场 

      

     j）航空货运 

图 8.3.2-2  交通标识图符 

7  图符元素设计及使用应满足以下要求: 

A  图符元素应简单便于理解; 

B  图符位置应合理布置； 

C  同一地点信息的图符应保持一致； 

D  配合陆侧车辆引导标识使用，也可单独使用。 

8.3.3  标识版面反光材料及照明应采用环保节能材料，并应符合下列规定： 

1  标识版面在白天和夜间的颜色应满足现行国家标准《道路交通标志和标

线 第 1 部分:总则》GB 5768.1 的规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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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标识应采用逆反射材料制作版面，应采用一级~三级反光膜，也可根据地

形、观测角度、日照等情况增加主动发光式或外部照明设备。 

3  逆反射材料的逆反射性能应符合现行国家标准《道路交通反光膜》GB/T 

18833 的规定,使用中当其性能不能满足该规范最低要求时应及时更换。 

8.3.4  标志底板可采用铝合金板、挤压成型的铝合金型材、薄钢板、合成树脂类

板等板材制作，板材相关指标及制作应符合现行国家标准《道路交通标志板及支

撑件》GB/T 23827 的规定。在保证视认性前提下，标志板可分块制作，现场拼

装。 

8.3.5  陆侧车辆引导标识满足以下条件时应采用门架式支撑方式： 

1  同向三车道以上的多车道道路需分别指示各车道去向; 

2  交通量较大、外侧车道车辆阻挡内侧车道车辆视线; 

3  受空间限制，柱式、悬臂式安装有困难。 

8.3.6  同一支撑结构上不宜多于三块指路标志，版面数量不宜多于四块。 

8.3.7  陆侧车辆引导标识的设置位置应符合以下要求： 

1  应设置在道路行进方向右侧或车行道上方,也可根据具体情况设置在左

侧，或左右两侧同时设置； 

2  重要的信息可重复放置； 

3  禁令标志和指示标志应设置在禁止、限制或遵循开始的位置； 

4  目的地预告标志宜分级设置在分流点上游 100m~1000m； 

5  设置空间充足时，目的地预告标志可设置三级； 

6  目的地告知标志宜设置在分流点上游 30m~80m； 

7  不得影响道路的停车视距和妨碍交通安全，不得被上跨道路结构、照明

设施、监控设施、绿化设施以及广告构筑物等遮挡。  

8.3.8  车辆引导标识宜与路面文字标识协调使用，当目的地预告层级不足三级时

应设置路面文字标识。路面文字标识尺寸与纵向间距应满足下表要求： 

表 8.3.8  路面文字标识尺寸和纵向间距 

设计速度（km/h） 80、60、50 40、30、20 

字高（cm） 300~400 150~200 

字宽（cm） 100~150 50~70 

纵向间距（cm） 200~300 100~15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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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  陆侧旅客信息导向系统设计 

9.1  一般规定 

9.1.1  陆侧旅客信息导向系统应包含引导标识、提示标识、禁止标识和警示标识。

本导则仅针对引导标识进行规定。 

9.1.2  服务于旅客的信息导向系统应做专项设计，各交通设施中的旅客信息导向

系统应统一规划，并遵循系统性、一致性、连续性、醒目性、通用性和可持续性

原则。 

9.1.3  旅客引导标识设置，应结合环境、功能、流线等进行整体规划布局。 

9.1.4  旅客引导标识设置应符合人体工程学参数。 

【条文说明】人体工程学是指以人为主体，运用人体计测、生理、心理计测等手

段和方法，研究人体结构功能、心理、力学等方面与室内环境之间的合理协调关

系，以适合人的身心活动要求，取得最佳的使用效能，其目标应是安全、健康、

高效能和舒适。人体工程学与有关学科以及人体工程学中人、室内环境和设施的

相互关系。在本导则中指人、空间环境和信息导向系统的相互关系，例如观察距

离、引导标识高度、字体和版面排布等如何满足人对信息获取的视觉、心理等特

征的要求。 

9.1.5  旅客引导标识应考虑无障碍使用需求，并应符合国家现行标准《无障碍设

计规范》GB 50763、《公共信息导向系统基于无障碍需求的设计与设置原则》

GB/T 31015 的相关要求。 

9.2  设计原则 

9.2.1  旅客引导标识系统应覆盖陆侧全部旅客流程和全部相关设施点位，并满足

以下要求： 

1  流程规划在总图或平面图的基底上，对旅客流程和设施点位进行绘制和

标注。 

2  确定方向决策点，依据决策点来放置方向引导标识。 

3  核查决策点之间的视距，决定是否需要增加标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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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根据最低可识别性的要求计算视高，以确定标识牌尺寸。 

5  需要检查可视性——在远处是否容易看清标识、是否有其他元素干扰标

识可视性及周围环境是否对视觉造成影响 

6  核查光照条件，如果标识牌本身不发光，需根据标识牌所在环境的光照

水平来选择安装点位。 

【条文说明】旅客流程指旅客以出行为目的的交通流线及根据航空业务相关要求

和业务服务需要办理的相关手续。例如出发、到达及中转是航站楼旅客三个最主

要的基本旅客流程。航站楼旅客流线目的单纯、线路复杂、专业性强，为了让旅

客能顺利快捷地完成行程，便捷地使用各类设施和服务，旅客引导标识系统是必

不可少的公共服务设施。 

9.2.2  交通标识系统应统一命名和编码，并符合下列规定： 

1  所有设施类型和设施单体、每一个主要的空间分区均应进行命名和编码。 

2  命名和编码系统应具备一致性、连续性、易读性。 

3  编码应考虑设施的数量、分布规律，以及整个旅客流程当中所有设施编

码之间的协调，可采用数字（数字串）、数字段、字母、数字（数字串）与字母

的组合等方式。 

【条文说明】编码系统对于航空交通枢纽这种设施重复率很高、且同类设施形态

相近的交通建筑是很有效的标记方法。旅客设施包括旅客流程设施和旅客非流程

服务设施两类。 

流程设施是指为了完成旅客航空流程必须具备的手续办理、检查、查验等设施，

是流程导向标志的指示目标，一般包括：出发、到达、问询、售票、办理值机手

续、行李手推车、行李托运检查、安全检查、边防检查、海关检查、候机厅、头

等舱候机室、贵宾候机室、中转联程、登机口、红色通道、绿色通道、行李提取、

行李问询等。服务设施是指为旅客提供卫生、商业、文化等服务的设施，常见的

非流程服务设施有：餐饮、卫生间、更衣室、母婴室、公用电话、礼品店、邮局、

商务中心、银行兑换、旅客服务中心、行李寄存、失物认领、儿童托管、饮用水、

钟点客房服务、娱乐活动中心等。这类服务设施不一定是旅客乘机时一定要经过

的，但有助于提高旅客对机场的满意度。 

9.2.3  旅客引导标识设置位置应符合以下要求： 

1  导向标识宜放置于与主要流程垂直或与垂直方向夹角小于 10°的方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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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旅客服务设施信息标识宜与主要流程平行放置。 

3  建筑空间构造明确界定最佳路线时，可不提供额外的标识。 

4  当两个标识之间的距离超过 50m 时，应提供再次确认标识。枢纽内部服

务行人及自行车的传递同一信息的导向标志设置间距应小于 30m公共交通客运。 

标志第 5 部分：客运枢纽。 

5  观察视角应符合国家现行有关标准的要求。 

9.2.4  引导标识分级分类应符合下列要求： 

1  按照重要程度分为重要级和次要级，重要级为流程引导标识；次要级 为   

非流程服务设施信息标识 

【条文说明】引导标识是航站楼标识系统中最重要的部分，所有其它标识的设计

都居于其次。正确、恰当的引导标识设置是必须的，因为机场大量而快速的人流、

车流及特殊人群的通行都依赖于此。 

引导标识对于以下人群尤为重要：迟到、时间紧迫的旅客；没有行动能力的

旅客；外国旅客；不会说中文的旅客；一但进入大量人流的机场或者中转区就会

迷失方向的旅客。常见的机场引导标识包括： 

· 平面导流图：指引人们顺利乘机的流程图。通常提供航站楼或航站楼某

一楼层、某一区域的平面图或鸟瞰图；列出场所中使用的标识及图形符号并

给出中英文的含义解释 

· 导向标识：一般由一个或多个图形符号加文字和箭头符号组成，用以表

明方向及目的地，连续地引导人们选择方向 

· 流程设施位置确认标识：确认旅客流程设施位置的标识。 

· 综合（航班及相关）信息显示屏标识：以滚动信息屏的方式告知流程相

关信息 

信息标识是比流程引导标识次一级的标识，这类标识提供了各类辅助功能设

施的明确细节。 

2  标识按信息呈现载体分为静态标识、动态标识（动态显示屏）、通讯设

备交互标识。 

【条文说明】 

静态标识包含布告板的形式，这种形式可以被分成三种类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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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支持流程的标识 

· 非支持流程的标识 

支持流程标识应该包含以下内容： 

· 位置，方向和信息性标识 

· 指引性标识  

· 确定性标识  

它们指引旅客通过较好的路线到达他们所要达到的目的地。 

非流程支持标识提供额外的参考，指向并标识服务区域，比如洗手间、银行、

信息办公室、警察局、等等。对这些设施的位置基本上是在楼层设施平面图及指

引目录上提供。 

动态标识由视觉信息媒介提供。  

视觉动态信息可以是由小型的标识，也可以是由大型的航班信息显示系统提

供。航班信息显示系统 由屏幕和大型信息板组成。应当考虑到最新的信息技术

的发展，比如移动或无线系统。  

常见的视觉动态信息提供包括： 

· 出港大厅的出港航班登机牌办理柜台分配信息屏 

· 出港大厅值机岛柜台上航班信息屏 

· 候机厅登机口登机信息屏 

· 行李提取大厅行李转盘分配信息屏。岛外、岛上分别设置。 

· 中转区中转信息屏 

· 迎候大厅到港航班信息和城市交通信息 

在决定屏幕和信息板的时候，必须将周围环境的光线水平、易读性、以及建

筑环境考虑进去。 

通讯设备交互标识是基于个人智能手机和移动终端设备的航站楼引导及航

班动态信息。它可以提供数字楼层平面、终端导航、综合信息（设施信息、登机

门信息和航班信息），并连同电子登机牌一起共同形成无缝的旅客登乘体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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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3  设计要素 

9.3.1  标识常用的设置方式宜包括立面附着、悬挂/悬挑、立地、台式、地面附

着式。 

1  立面附着：背面直接固定在物体上。 

2  悬挂/悬挑：与建筑物顶部或墙壁连接固定的悬空式。 

3  立地：由一根或多跟支撑杆支撑的方式。 

4  台式：附着在一定高度的倾斜台面上。 

5  地面附着：通过镶嵌、喷涂、粘贴等方法将标识以平面方式固定在地面

上。 

9.3.2  标识下方有人员通行时，标识的下表面距地面的距离应大于 2200mm，并

符合已有幕墙或内装修系统的建筑模数要求。 

9.3.3  引导标识不宜设在幕墙或其它精装修墙壁中。 

9.3.4  图形符号的图面设计应尽可能简化，常用图符标识详见附录 A，并应满足

以下要求： 

1  统一场所内标识中的图形符号尺寸应该尽量相同，流程标识的尺寸也可

比非流程标识的尺寸大一个系列。 

2  导向标识一般由一个或多个图形和一个箭头组成，箭头以不带边框为宜，

表示其独特的指示功能，并与其他带边框的图形区别。 

3  一个箭头最多可带四个图形合并为一组，导向标识竖向最多设置五组，

水平方向每组间距是图形水平宽度的整数倍。 

4  具有方向性的图形与箭头结合时，图形应与箭头方向一致。 

 

图 9.3.3 图形与箭头方向一致性示例图 

9.3.5  文字和排版应遵循以下原则： 

1  英文字体应为大小写字母或两者结合，英文字母的宽度（数字的宽度）

应控制在大写字母“O”高度的 55% ~ 110%，字母之间的间距应控制在字高度的

10%~3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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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不应采用手写体、高装饰性字体、观赏性字体、多衬线字体和过于压缩

的、过于延伸的或其他不常见的字体形式。 

3  笔画粗细应该控制在大写字母“I”高度的 10% ~ 30%。 

4  最小的字高应当由视距决定。英文字高应当以大写字母“I”的高度为基

准。 

5  词间距应当控制在大写字母“I”的高度的 35%~75% 。 

6  相关信息之间的行间距，应当控制在中文字高度的 10% ~ 35%。对于无

关的独立信息之间的行间距应当控制在中文字高度的 75% ~ 100%。 

7  页边距应当为中文字高度的 75%，若空间受限时，页边距应不小于中文

字高度的 50%。 

9.3.6  标识上英文小写字母高度不应小于观察距离的 1/300。最小观察距离不应

小于 3m，对应不小于 1cm 的英文小写字母高度。中文字与英文小写字母的高度

比例宜为 20:11。 

9.3.7  标识牌中图形文字符号色彩与衬底色的对比度不应低于 70。衬底色宜采

用深色。 

【条文说明】对比度=100×（Rmax-Rmin）/Rmax，最低的对比度值为 70。多种

色彩对比度计算示例如下表： 

米黄色 白色 深灰色 黑色 棕色 粉色 紫色 绿色 橙色 蓝色 黄色 红色

红色 78 84 32 38 7 57 28 24 62 13 82 0

黄色 14 16 73 89 80 58 75 76 52 79 0

蓝色 75 82 21 47 7 50 17 12 56 0

橙色 44 60 44 76 59 12 47 50 0

绿色 72 80 11 53 18 43 6 0

紫色 70 79 5 56 22 40 0

粉色 51 65 37 73 53 0

棕色 77 84 26 43 0 ﹤70 不能使用

黑色 89 91 58 0

深灰色 69 78 0 ≥70 可以使用

白色 28 0

米黄色 0

色彩组合-对比

 

方格中的数值显示了对应的两种色彩的对比度，只有那些对比度高于

70 的色彩组合是可以接受的。 

三类常用标识色彩搭配方式： 

· 组合一：黑色字体/背景  ——白色背景/字体 

· 组合二：黑色字体/背景  ——黄色背景/字体 

· 组合三：深蓝色字体/背景——白色背景/字体 

其颜色的技术指标如下： 

颜色        色相         饱和度        亮度 

黑色     0      0     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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白色  255     255   255 

黄色         41           255           122  

深蓝色      170           255            84  

9.3.8  标识排版应遵循以下原则： 

1  版式网格宜为箭头、图标和文字等设立模块，模块的大小由标识的高度

决定，每个模块之间的距离一致，同时需要指定模块到指示牌四周边缘的距离。

为使方向和内容更加容易区分，箭头模块的尺寸可以区别于图标和文字，并与图

标文字保持更大的间距。 

2  版面的顺序一般为：箭头、图标、文字、辅助信息。方向按照箭头的方

向排序，箭头始终应当位于所有信息的最前端，若无箭头时，应按照由左向由的

顺序排列。 

【条文说明】版面示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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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  录  A 

（资料性附录） 

常用图符标识 

图标 

   

中英文翻译 机场（Airport） 到达（Arrivals） 出发（Departures） 

图标 

   

中英文翻译 
航班信息 

（Flight Information） 
停车（Parking） 租车（Rental Car） 

图标 

   

中英文翻译 出租车（Taxi） 公家车（Bus） 地铁（Subwa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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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词说明 

为便于在执行本规程条文时区别对待，对要求严格程度不同的用词说明如下： 

1  表示很严格，非这样做不可的： 

正面词采用“必须”；反面词采用“严禁”； 

2  表示严格，在正常情况下均应这样做的： 

正面词采用“应”；反面词采用“不应”或“不得”； 

3  表示允许稍有选择，在条件许可时首先应这样做的： 

正面词采用“宜”；反面词采用“不宜”； 

4  表示有选择，在一定条件下可以这样做的，采用“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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