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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言

居住建筑地下车库因为上部主体建筑为较小空间的住

宅或公寓，因此在设计时需要考虑到以下几个方面：第一，

要满足车库建筑功能要求和流线通畅；第二，要合理布置结

构柱网和剪力墙体系，提高停车利用率；第三，要根据场地

特点合理布置车库层高及坡度，减少土方量；第四，要考虑

平战结合，满足人防要求，使得设计能符合功能性、合理化、

经济性、安全性等要求。论文针对中国目前的居住建筑地下

车库空间存在的不足之处，结合一些个人工作经验及项目实

际情况，从平面布局、结构设计、场地设计以及人防消防等

方面入手分析，提出一些个人见解和思考。

2 居住建筑地下车库建设特点

居住建筑地下车库是指与居住建筑结合建造，并共用

或部分共用建筑主体结构与设备系统的室内地坪低于室外

地坪高度超过该层净高 1/2 的车库。解决了住户泊车问题而

且有利于小区人车分流，改善了居住环境和场所安全性，同

时也保证了经济效益。在居住密度较大的城市中，地下车库

的建设虽然成本较地上建筑高昂，但是却能极大提高土地利

用率，优化地上环境，并且带来实在的车位收益，长期来看，

具有可观的经济效益。因此，对地下车库优化设计具有重要

意义 [1]。

居住建筑地下车库是一种封闭或半封闭的设置于居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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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筑下部的地下空间，其建设特点包括：①由于城市用地紧

张，要求其建设应合理协调其与周围房屋、道路、市政设施

和其他相关等因素的关系；②为了提高地下车库土地利用率

及使用效率，其结构形式、柱网尺寸与平面功能流线布局等

方面都属于重要影响因素，所以对于其结构和施工方面都有

较高要求 [2]；③由于地下室所处位置环境复杂，上部主体结

构荷载的承受以及地基的具体特点，决定了地下车库施工难

度大，工期长，且多采用高强度钢材、高标准混凝土以及物

理性能较好的防水材料等建材，造价占比高；④在地形条件

较复杂的项目中，住宅单体布置方式及车库土石方情况直接

决定了项目经济性，场地设计及车库内部坡道，而车位的合

理布置决定了车库的高度及开挖程度，属于项目建设最具有

经济价值的内容之一。

3 居住建筑地下车库的设计重点

根据居住建筑地下车库的特点，依据实际项目经验，

地下车库设计中考虑的设计因素主要有以下几个方面，即功

能流线、空间布局及场地、主体结构、防火分区以及人防等。

3.1 功能流线

3.1.1 功能
居住建筑地下车库由于主要服务于住宅小区住户或者

公寓等住宅使用人群，其功能主要包含停车部分和设备部

分。停车位和车道设计是地下车库的重中之重，该功能的合

理性决定车库的舒适度以及车位的经济价值。除此之外，配

合车库及小区使用的各种设备房间、管道等，需要占用一些

空间，部分设备房间有层高、标高的要求，大量井道也需要

合理的位置出地面，这些功能对车库功能布置影响较大，宜

尽量利用车库不太容易布置车位车道的位置布置。再次就是

主体核心筒应与地下车库内部人员疏散相互结合布置，满足

疏散要求。

3.1.2 流线
居住建筑地下车库流线设计相对其他公建车库较为简

单，主要流线只有车流和住宅人流。其中以车流为主，决定

车流通畅明了的主要因素就是车道主次动线规划，主次动线

清晰，动线成环，车道宽度合理，进出导示明确，则停车顺

畅且高效，否则迷宫式布局不仅停车难，车库停车位布局混

乱，也导致车库面积浪费。

3.2 空间布局及场地设计
居住建筑地下车库空间要求主要是满足梁高、停车位

净高，管道设备走线高度，以及个别设备用房的净高要求。

从车库的剖面可以反映出一个车库空间高度是否合理利用，

以及车库与场地的关系，因此在车库设计当中，对层高的把

握，对场地的合理布局，都要结合剖面来适当核算和调整。

在地形复杂的项目中，若车库两端高差很大，则适当考虑车

库内部采用分阶布局，尽量减少土方开挖，尽量不用坡度很

大的大底盘，适时采用地下室与半地下室结合布置，在保证

车库内部空间经济合理的同时，尽量减少土石方量，还要关

注地上场地设计与车库的衔接。

3.3 结构设计
在地下车库建筑结构设计中，上部居住建筑结构特点：

开间小，剪力墙密布，剪力墙下部停车位布置困难以及与车

库结合部分多有变形缝。而地下车库多采用框架结构，但由

于与塔楼温度、不均匀沉降、地震的原因，车库底板常设置

后浇带来规避过多变形缝。因为车库最主要的就是尽量多设

置一些车位以及顺畅的车流线，所以结构必须为此做出一些

改变和配合。例如，塔楼剪力墙刚好落在车库车行主动线上，

导致主动线无法闭环，调整也很困难，则可以将此处剪力墙

采用转换结构柱来承载，避开车道通行区域。除塔楼部分剪

力墙柱结构之外，车库内部柱网布局尽量平行车库轴线，保

证车道和车位布置顺畅，尽量减少车库内异形区域；柱网开

间也应考虑车位停放的舒适性，以 8m、5.4m 为宜，根据车

位尺寸调整柱网开间，注意避免柱子位置正好在车门开启位

置，造成不必要的纠纷。

3.4 出入口及坡道设计
应合理设计出入口位置，避免绕路， 对于设有多层的

地库，负一与负二层等车道出入口建议设置在同一端，避免

负二层车辆绕路；而且出入口旁不适宜设置停车位，容易被

剐蹭；出入口在基地内也尽量避免紧邻住宅外墙，噪声影 

响大。

根据车库规范，住宅项目大型车库汽车出入口数量与

车道数量是一致的，不像公建存在车道数比车道出入口多的

情况（例如，要求做两个出入口，设置两个双车道以满足四

条车道要求）。居住建筑的地下车库，出入坡道宽度尽可能

单车道，一般来说直线单车道 4~4.5m 就能有效满足行车舒

适性。曲线单车道应适当加宽，宜做到 5.5m，方便转弯。

直线坡道优于弧形圆形坡道，坡道位置尽可能不要穿越到场

地中间，宜靠外部设置。不过，具体的项目还是得具体分析，

原则是判断怎么对效率影响最小，怎么对行车更合理，根据

地下车库平面布置、空间利用率等要求确定各部分出入口尺

寸及数量。另外，上下层车道应成组联系，以利于行车指向

性，避免绕远。

3.5 防火及人防设计
地下车库防火分区划分是否合理，直接影响停车效率，

也直接影响设备房间及管道井的排布和数量，也影响到消防

疏散出口的位置和数量。以防火分区方正空间更好，分区墙

平直短造价低为优先。防火分区的划分还应尽可能地让防火

墙在两排车位中间布置，减少防火墙与车行道垂直划分，会

大大减少人防门的数量。用不上核心筒楼梯的，可以在架空

层增加疏散楼梯也不增加公摊面积。

同理，人防分区布置也不应过于异形，类似防火分区

的原理，人防分区方正以减少人防门的数量，分区的划分还

应尽可能地让人防墙应在两排车位中间布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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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居住建筑地下车库优化设计的具体方法及其
影响

对地下车库进行优化设计，要充分考虑到其功能和结

构特点，并在保证安全、经济及实用性前提下实现车库最大

利用率。优化的主要方向有以下几个：明确车库的动线、功

能、结构柱网和剪力墙的优化、出入口坡道的优化、防火分

区和人防分区的优化、车库层高和剖面的优化等。

4.1 明确车库的动线
车库内行车动线宜简洁明了环通，主次动线明确，尽

量减少尽端车位，减少无效面积，减少单边停车，提高停车

效率，提升行车舒适性。如图 1 所示，改变原车位布置方向，

改变车道位置，形成环形动线，取消单排停车和尽端停车。

图 1 某项目优化前后车位流线示意

4.2 地下车库功能优化
优化地下车库功能首先要做的是，要减少地下车库内

无效的和利用率极低的空间区域，这些区域包含单边停车区

域、超宽行车道、平行停车区域以及一些没有利用到的无效

空间（即该空间对项目没产生价值，无车位、无设备用房、

无非机动车库的三无空间，属于无效成本。）

4.3 结构及剪力墙的优化
框架柱和剪力墙的优化分成两种：第一种是不可调整

或可转换的结构，满足地面需要优先；第二种属于可调整结

构体系，满足车位布置优先。

①高层区域核心筒不可调整，也不可结构转换，其余

剪力墙可根据实际情况进行转换。

②纯地下室区域柱网可以调整，不影响上部建筑布置，

可根据地下室车位布置调整，满足地下室车位布置优先。

4.4 出入口坡道的优化
车库内部坡道宜位置对应，成组布置，转弯坡道应调

整直线，改成直线坡道，减少一次转弯，提高车辆行驶舒适

度，增加车位的整体价值；车库坡道尽量选取车库内不易利

用的空间，切忌占用布置车位很好的位置。上下层车道之间

成组联系不便，行车指向性不好的问题，车道重新排布后规

整后上下层之间的联系自然就方便有指向性。

4.5 防火分区和人防分区的优化
防火分区、人防分区随意、无规则，造成分区异形，

空间不方正，也导致防火墙和人防墙过长，车道防火卷帘及

人防大门过多，增加造价，影响车库空间体验。优化要使防

火分区和人防空间方正更好，分区墙平直短造价低为优先。

防火分区的划分还应尽可能地让防火墙在两排车位中间布

置，减少防火墙与车行道垂直划分，会大大减少人防门的 

数量。

4.6 车库层高和剖面的优化
遇到大高差场地的情况下常采用地下室加半地下室的

做法，来减少开挖节约建造成本。不必将车库底板设置成大

斜板，可以采取台阶式布局，放缓破，顶板亦采取同底板同

样的坡度与高差处理方式，可有效减少开挖及多余空间的浪

费。覆土最厚处 1500，最薄处 900，基本可满足景观绿化覆

土要求。

5 结语

对地下车库进行整体设计，使其能够满足建筑功能的

需求，并且在一定程度上减少工程造价。对地下室进行结构

优化时应考虑到施工过程中可能会存在一些问题。例如，地

面建筑、地下车库的平面布置和空间利用等方面都在一定程

度上影响着整个工程建设，也要注意在材料选择与使用环节

上也应该有所改进以满足用户需求。要保证整个建筑物内部

构造具有足够的安全性，防止发生火灾事故。此外，还要注

意在施工中对地下车库的整体设计和规划，使其能够满足建

筑物功能要求 [3]。

在居住建筑地下车库的设计中，根据项目不同情况，

尽量将功能和实际效用紧密结合，多方案对比，深入研究多

优化的可能性，对整个项目经济性合理性具有重要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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