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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港口客运站码头属于交通运输码头的一种,主要包括站前广场、站房(客运大楼)、客运码头及附属设施四

大类建设要素,客运码头类型根据码头性质、规模和层类可有不同的划分方法。目前关于港口客运站码头用海面

积计算无专门规范可以参考,将与港口客运站码头相关的分散资料进行了整理,给出了港口客运站码头规模所依

据的设计旅客聚集量的计算公式,探讨了站房、站前广场和客运码头三类建设要素用海面积的计算方法,对码头主

要组成部分用海面积计算时应采取的思路、应注意的问题和参考借鉴的参数等进行了说明。在实际应用中,站房、

站前广场和客运码头用海面积应结合具体码头类型确定用海面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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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国自2001年颁布《中华人民共和国海域使用管理法》[1]以来,海洋管理的制度和方法都不断得以完

善,2008年修订后的《海籍调查规范》[2]对各种用海类型的用海面积界定方法给出了准确的说明,其中涉及

各种类型的码头,包括:渔业码头、盐业码头、油气码头、修造船码头、电厂码头、交通码头和旅游码头等,对于

港口客运站码头,应属于交通码头中的一种,现有的《海籍调查规范》对码头用海面积的界定主要考虑的是涉

海的一些构筑物和设施,像码头后方配套的其它建筑物和设施并没有给出明确的要求,但实际工程建设过程

中,工程占用的海域面积不仅包括直接涉海的内容,而且含有后方配套的其他建设要素,因此,准确界定港口

客运站码头各建设要素的面积,对确定项目的用海面积是十分必要的。现有的一些规范和标准对港口客运

站码头主要组成部分的面积界定给出了一些解释和说明,但不具有针对性,资料比较零散,本文参考了现有

的关于港口客运站码头的一些规范和文本,并查阅参考了其他的一些行业标准、规范和文献[3-4],给出了港口

客运站码头主要组成部分用海面积确定方法的参考,希望为港口客运码头相关规范的编制或海洋行政管理

部门的用海管理提供参考。

1 港口客运站码头类型

港口客运站码头根据其性质、规模和层类分为3种类型[5],其中按性质分主要从功能方面考虑,按规模

分主要考虑建设级别,而按层类分主要是依据客运站大楼的楼层数来考虑。之所以要对港口客运站码头的

类型进行说明,主要是不同功能、规模和建设方式的客运站涉及的建设内容会存在一定差异,因而在进行用

海面积的计算时会有不同的侧重。

1)按性质划分

港口客运站根据使用性质分为专用客运、客货兼用客运站及多功能客运站。一般港口客运站以客运为

主兼顾货运;当客运量较大可建设专用客运站。对于客运量较大、航班较多的客运站,在条件允许时可建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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多功能客运站。

2)按规模划分

根据搜集的资料显示,按规模划分是当前各家比较认可的一种形式,主要依据设计年发客量和设计旅客

聚集量两个参数划分为4个等级,如表1所示。

表1 港口客运站建筑等级划分

Table1 Architecturalgradedivisionoftheportpassengerterminal

建筑规模等级 设计年发客量/万人 设计旅客聚集量/人

一级站 >200 >2500

二级站 100~200 1500~2500

三级站 30~100 500~1500

四级站 3~30 100~500

3)按层类划分

单层式:进出站旅客、行包流线均在同一层,流线平面分开,可避免互相干扰交叉。
双层式:靠广场侧设有送站车辆坡道或步行道,进站旅客由二层直接登船出港,一层供出站或短途旅客

使用,行包和货物运输使用一层引道。
跃层式:进站旅客由一层到局部二层登船出港,出站或短途旅客使用一层,行包或货物则利用底层引道

运送。

2 建设要素组成

所谓建设要素指的是港口客运站码头的主要建设内容,含主体、配套、辅助等设施。根据现有的一些规

范和行业标准[5-6],本文对港口客运站的建设要素进行了梳理分类,主要包括:站前广场、站房(客运大楼)、客
运码头及其他附属设施四个大类(表2),对于个别建设要素所属类别,各家可能归入的大类有一定差异。另

外,本文所提建设要素主要针对国内航线的客运站码头,对于国际航线的码头本文暂时没有讨论,根据码头

的功能类型,部分建设内容可能不涉及,这个根据具体情况具体讨论。

表2 港口客运码头组成表

Table2 Componentsoftheportpassengerterminal

项 目 组成内容

站前广场 停车场、道路、旅客活动、绿化带

站房

(客运大楼)

候船厅 普通候船厅、母子候船厅、团体候船厅、贵宾室

售票 售票厅、售票室、票据库

行包房 托运厅、提取厅、托运仓库、提取仓库

站务用房 站长室、客运值班室、业务办公室、会议室、休息室、派出所等

旅客服务用房 寄存处、问讯处、广播室、小卖部、文娱阅览、邮电、医务室、理发室、餐厅及小吃

客运码头 上下船设施、专用停车场、码头、水域设施

附属设施 配电室、锅炉房、浴室、食堂、宿舍、维修房、仓库、车库和自行车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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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用海面积确定方法

港口客运站码头用海面积的计算主要涉及2种情况:1)整个客运站码头的建设要素全部通过填海形成,
用海面积为各建设要素的面积之和;2)整个客运站码头的建设要素部分通过填海形成,其它部分占用已有的

陆域,用海面积为各建设要素面积之和减去已有陆域的面积。下面对各建设要素面积计算的参数、方法及存

在的问题进行讨论。

3.1 设计旅客聚集量计算

在讨论港口客运站码头建设规模时,必须首先认识“设计旅客聚集量”这个概念,设计旅客聚集量是港口

客运站在站旅客的最多人数,它反映的是一天中出港航班密集时段旅客同时在站聚集人数,可以比较真实地

反映旅客对港口客运站的使用强度[7-8],此参数是确定港口客运站站房及旅客服务设施规模的重要依据。计

算公式为

M=Q/p×K1×K2, (1)
式中:M 为设计旅客聚集量;Q 为设计旅客年发客量(人);p 为客运站的年客运天数;K1 为聚集系数,K2 为

客运不平衡系数。K1,K2 的参考值见表3。

表3 计算系数参考值

Table3 Referencevaluesforcalculationcoefficients

级 别   K1 K2

一、二级站   0.35~0.40 1.2~1.3

三级站   0.40~0.45 1.3~1.4

四级站   0.45~0.50 1.4~1.5

3.2 站房(客运大楼)面积计算

港口客运站码头建设要素用海面积指建筑物的占地面积,是指建筑物所占有或使用的空间实体在水平

方向上的投影面积,计算一般按底层建筑面积考虑,对于站房而言,占地面积主要是依据首层建筑物的建筑

面积进行计算。

1)站房面积组成

《海港工程设计手册》规定港口客运站码头的站房建筑面积由旅客使用面积、营运管理使用面积、辅助使

用面积、交通面积和结构面积五部分组成[9]。其中:旅客使用面积、营运管理使用面积和辅助使用面积这三

项与本文在表2中所列的售票厅、候船厅、行包房、站务用房和旅客服务用房等各项的面积一致,交通面积指

的是门廊、门厅、走道、楼梯等单纯用于交通的面积,结构面积等于建筑面积减去使用面积,是站房涉及的内

部墙体的面积,这两部分面积在表2中并未给出。

2)站房建筑面积计算

港口客运站码头根据站房层类可分为单层、双层及跃层三种,对于单层站房可认为建筑面积为所有房间

和设施的建筑面积之和,但对于双层和跃层则需根据首层建筑涉及的各类房间和设施的建筑面积之和确定。
郑斌等[10]曾对客运站码头的站房建筑面积进行过计算,认为客运大楼建筑面积可根据国内航线、国际

航线分别列出各类房间的组成,通过各类房间使用面积定额指标Ai进行累加求和得到∑Ai,并通过系数k
求出客运大楼的建筑面积A=∑Ai/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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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认为上述计算方法是正确的,但不能在不考虑站房层类的前提下对各类房间建筑面积进行简单的

求和,这个要根据站房设计方案有针对性的选择求和,另外要考虑站房除使用房间面积之外的其它面积。
《建筑资料设计集》[5]给出了站房涉及的主要房间使用面积的定额指标,分为国内航线和国际航线两类,

采用上述公式进行计算的时候可以参考。
另外,《港口客运码头设计规范》[6]也给出了站房主要组成部分的面积定额指标,使用面积是根据设计旅

客聚集量进行计算,候船厅每人不应小于1.1m2;售票厅每人不应小于0.2m2;行包用房每人不应小于

0.3m2。
上文讨论的参考资料或规范并没有给出站房所有组成部分的定额指标,仅对客运大楼主要组成部分的

使用面积计算方法进行了说明,至于其他一些未涉及的组成部分,诸如前文所说的交通面积,建议参考其他

资料或规范进行确定,也就是说在计算站房的占地面积时,各组成部分都要考虑,具体问题要具体分析。

3.3 站前广场面积计算

站前广场指客运大楼前方供旅客活动的公共空间,主要由停车场、道路、旅客活动、服务设施和绿化用地

组成。其面积的确定主要依据设计旅客聚集量获得。《建筑资料设计集》根据设计旅客聚集量计算时,一般

按3.0~3.5m2/人。《港口客运码头设计规范》给出:站前广场的规模,可根据客运站规模分级及港口实际情

况确定,当按设计旅客聚集量计算式,每人不宜小于2m2。

3.4 客运码头

港口客运站码头范围内的客运码头区域包括:

1)码头前沿

码头前沿一般指码头泊位至后方客运大楼或停车区之间的区域,此区域内主要布置连接通道或上下船

设施。上下船设施主要供旅客上船或下船使用的辅助设施,包括:廊道、栈桥(升降桥)、滑道、雨棚等[11],一
般由客运码头集中布置。用海范围主要为码头前沿线至海岸线之间通过透水或非透水方式建设的前沿区域

(图1中阴影部分)。
码头前沿部分的面积主要由其长度、宽度决定,对于生产作业型码头,码头前沿长度、宽度与码头的作业

工艺流程、采用的交通或机械设施有关系,例如:件杂货码头前沿作业带宽度一般在25~40m,长度根据停

靠设计船长确定。对于港口客运码头而言,由于其并无生产作业工艺,码头前沿长度、宽度一般可根据上下

船设施的尺寸进行合理界定。
根据《海籍调查规范》[2],典型码头布置方式主要有顺岸码头、突堤码头、T型码头和L型码头;码头结

构又分为透水式码头和非透水式码头。不同类型码头长度均取决于设计泊位数和船长(L),宽度主要取决

于合理的平面布置参数。

2)码头专用停车区域

码头是否配备专用停车场与客运码头的性质有关,对于客货兼用的滚装船,一般需要配备专用停车场,
而对于专用客运船,则无需配备。

根据《港口客运站建筑设计规范》[6]的规定,滚装船码头在码头附近应设置专用停车场,停车场规模不应

小于同时发船所载车辆数的一倍。根据《滚装码头设计规范》要求,对于客货滚装码头应单独设置汽车待渡

场,并按车型分区和分组布置[12]。
滚装客运码头配套的专用停车场面积计算方法如下

S=2×m×n, (2)
式中:S 为滚装码头停车区域面积;m 为滚装码头设计最大载船车辆数;n 为停车位额定面积(m2/车),根
据《城市道路公共交通站、场、厂工程设计规范》[13]规定一般地面停车场用地面积,每个标准当量停车位宜为

25~30m2;根据《城市规划定额指标暂行规定》[14]每辆小汽车可按14~16m2计算,每辆大客车可按3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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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0m2 计算;建议根据实际情况参照上述规范进行选择。

3)码头水域设施

码头水域设施包括:停泊水域、回旋水域、港池及航道等,防波堤口门的方向、位置设计应充分考虑常风

向、波浪、潮流、泥沙运动的影响,注意避免客船受横浪作用[15]。根据《海港总平面设计规范》(JTJ211-99)的
要求[16],在设计船型一定的情况下,上述水域设施的面积都可以进行限定,由于码头掩护条件不同,涉及的

计算方法会各不相同,而且码头水域设施是否单独建设还是共用其它现有设施,这些因素都需要具体情况具

体分析。不同类型码头水域用海面积界定原则是一致的(图1中包含回旋水域的规则范围),码头长度通常

取决于设计泊位数和船长(L),宽度为2倍设计船长(2L)或与回旋水域的外缘相切(以两者中距码头前沿线

较远者为准)。

图1 典型码头结构型式

Fig.1 Typesoftypicalwharfstructure

4 结 语

港口客运站码头在建设过程中所需的用海面积如何计算是本文要解决的问题,现有的研究成果或资料并

没有单独针对港口客运站码头各建设要素的面积给出全面的解释,本文将与港口客运站码头相关的分散资料

进行了整理,给出了码头主要建设要素用海面积的计算方法,对面积计算应采取的思路、计算时应注意的问题、
可参考借鉴的参数等均有不同的说明,由于资料和数据的限制,本文尚有一些问题需要再进一步去研究。

1)本文所讨论的对象主要针对港口客运站码头的主要组成部分,包括:站房、站前广场和码头,而附属设

施并没有单独说明,主要由于港口客运码头的附属设施建设内容并不完全一致,另外建设地点也不固定,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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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统一对其占用面积进行界定,只能根据设计资料,具体的附属设施内容具体分析其占地面积。

2)站前广场面积主要依据设计旅客聚集量得到,郑斌等[10]认为用《建筑资料设计集》、《港口客运码头设

计规范》给出的2.0~3.5m2/人的额定面积对站前广场面积进行计算所得结果偏小,考虑到现今私家车拥有

量越来越多,站前广场的额定人均面积应适当增加,以8~12m2/人为宜。
现有关于港口客运码头的规范和标准发布时间较早,都在20世纪90年代初,其所参考或依据的资料数

据可能更早,因此,远远不能适应现有港口客运码头建设的需要,尤其像停车场面积,私家车数量的急剧增加

势必影响原有参考面积标准的适应性。建议在站前广场计算时可以适当放宽额定指标。
在实际应用中,站房用海面积应结合码头类型确定计算对象;站前广场用海面积额定指标考虑汽车数量

增加可在已有参考资料基础上适当放宽;客运码头应根据上下船设施尺寸、配套停车场大小及水域设施类型

和特点合理确定用海面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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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eterminationoftheSeaAreaofMainComponentsofthePort
PassengerTerminal

WANGEn-kang,SUNYong-gen,JINYu-xiu
(TheFirstInstituteofOceanography,SOA,Qingdao266061,China)

Abstract:Portpassengerterminalbelongstoakindoftrafficwharf.Itconsistsoffourmajortypesofcon-
structioncomponents:i.e.afrontsquare,astationbuilding(passengerhall),apassengerwharfandsome
ancillaryfacilities.Thetypeoftheportpassengerterminalcanbedividedindifferentwaysaccordingtothe
nature,sizeandclassofthewharf.Concerningthecomputationoftheseaareaoftheportpassengertermi-
nal,thereisnospecialspecificationtobereferredtoatthepresent.Inthispaper,somescattereddatare-
latedtotheportpassengerterminalareprocessed,aformulatocalculatethemaximumpassengersinthe
waitinghallisgiven,onwhichthesizeoftheportpassengerterminalwillbebased,andthemethodsfor
calculatingtheseaareasofthefrontsquare,thepassengerhallandthepassengerwharfarediscussed.Be-
sides,thewaysofthinking,theproblemstobepaidattentiontoandthereferenceparameterswhich
shouldbetakenwhencalculatingtheseaareasofthemaincomponentsoftheportpassengerterminalare
explained.Inpracticalapplications,theseaareasofthefrontsquare,thepassengerhallandthepassenger
wharfshouldbedeterminedinaccordancewiththespecifictypeoftheterminal.
Keywords:portpassengerterminal;constructioncomponents;seaare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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