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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下室施工图设计经验总结

赵　琦

中南建筑设计院股份有限公司  湖北武汉   430071

【摘　要】地下室施工图作为建筑施工图的重要组成部分，在绘制过程中设计到与各个专业及专业内部的配合，及时整理

设计思路，理清各个设计环节之间的关系，总结设计经验，有助于对日后工作的展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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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地下室外轮廓的确定

1.1地下室面积的要求：依据各个地方的地下室停车配

建标准或者规划要求，根据项目总建筑面积计算所需总停

车位，再根据报批和实际功能确定地下室所需大致面积。

1.2地下室土方开挖的总量和深度，基坑支护的长度都

对成本影响很大，经过实际论证，能只建一层地下室就满

足设计要求为最优解，如果只做一层地下室不够，需要局

部开挖更深的话，尽量减少地下二层的面积，可以利用提

成效率最高的区域展开地下二层的布置，如果多层地下室

的所需面积差不多，尽量保证上下层地下室的建筑外轮廓

保持一致。对于地下室的外轮廓越方正的形状比越狭长的

形状基坑支护及侧壁的成本越低。

1.3地下室布置时需要划分成不同的防火分区，不同的

防火分区又通过楼梯疏散到上层安全区域。一般情况下利

用上部建筑已有的楼梯疏散最好，上部建筑楼梯不够用或

者地下室在建筑室外的区域的防火分区的疏散需要增加室

外楼梯来疏散。室外楼梯的布置需要在总平面图上论证设

计的可能性，尽量避开主要入口处，隐藏在周边绿化中。

如果无法满足地下室的疏散要求，可以考虑在不方便设置

出地面楼梯间的区域取消地下室，将这部分的地下室的面

积增加到其他区域。

1.4地下室的外轮廓也是方正规整为好，折角和斜角区

域实际使用时，停车布置和设备用房的设备放置都会受影

响，利用效率比较低。这种情况可以直接砍掉折角和斜角

的区域，将这部分面积增加到停车效率高的位置。

1.5地下室受用地轮廓的限制，布置车位时，车道无法

形成大的环形回路，或者地下室各部分可以形成小环形回

路，但是各区域之间无法连通，可以调整地下室外轮廓，增

加通道，保证地下室各个区域可以连通，方便后期使用。

 2  车道出入口的布置

车道出入口的布置，影响地下室的整体布局，在总平面

图中也是重要的构建之一，在项目初始阶段就需要确定车

库出入口及车道接入的位置和方式。

2.1首先基地出口的设置除需要满足《民用建筑设计统

一标准GB50352-2019》5.2道路与停车场的相关规定外，还

需满足《城市道路工程设计规范》及所在地控制性详细规

划的相关规定。

2.2根据JGJ100-2015《车库建筑设计规范》4.2.6条和

《汽车库修车库停车场设计防火规范》6.10的规定，可以

根据规划所需停车数确定机动车出入口数量和车道数量，

注意车道数量可以合并成多车道形成一个出入口。

2.3在报规阶段，交通部门有时会根据项目因地制宜的

提出要求，例如要求增加车库出入口，限制车库出入口的

方向位置等等，需要在项目前期做好沟通，根据要求修改

方案。

在满足规范和法律法规的前提下，在总平面图上设定合

理的出入口位置，确定出入口的可行范围后，再根据场地

特性研讨车道接入车库的方式，对出入口位置进行微调。

车道接入车库的方式一般有三种：

2.3.1第一种情况：车道出入口仅与地下室外轮廓相

交，车道主体部分在地下室以外。这种情况车道相对独

立，对地下室内使用空间，特别是停车空间影响最小，应

该优先选用这种方式。需要注意的是，这种方式主要受限

于总平面中是否有足够的空间在地下室主体外和建筑红线

之间设置汽车坡道，并且也要考虑汽车坡道上空限高空间

是否足够。根据15%的坡度计算，要满足JGJ100-2015《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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库建筑设计规范》4.2.5的限高规定，需要接近20m长的通

高空间。需要根据计算所得的车道宽度以及通高的空间长

度，在总图中论证车道出入口方案的可能性。

2.3.2第二种情况：车道部分占据地下室内部空间，且

与地下室相交的墙体呈平行布置。这种情况会占用延地下

室外墙布置停车位的空间，而且受到双车道宽度（根据《

车库建筑设计规范》4.2.10和表4.2.10-1通常单车道按照

5m考虑，双车道按照7，2m的净宽考虑）的影响，靠地下室

外墙这一段的轴网间距会增大或者轴网距离不变，但是会

占用部分行车道，造成行车道无法连通，只能通过局部的

重排车位和增加新的连通行车道来使空间联通，保证车位

数量，把影响减到最小。

2.3.3第三种情况：车道部分占据地下室内部空间，

且与地下室相交的墙体呈垂直布置。这种情况会对地下室

空间布局会造成很大的影响，可以说决定了车库的布局。

因为垂直的布置，车道出入口通与车道直接连通是最合适

的，这也就决定了车行道的位置，垂直车道的后半部分，

如果没有设备用房可以利用这部分空间，就需要设置新的

行车道与正对车道出入口，这会形成一个小的拐弯，也会

使行车道生出枝节，没有完整的回字形那么流畅，但是这

种情况也没法避免。有时垂直插入的车道会使得空间的长

宽比发生变化，在新形成的空间中需要将车位旋转90度再

进行排布，这样才能保证停车的效率，这在平面轮廓不方

正的项目中常常遇到，需要注意调整停车的排布方式，并

且在变换处，处理好车行道的交接。

2.3.4如果不止一层地下室，每层汽车坡道的位置最好

上下对齐，这样坡道和车道占用的面积最小，可以提高停

车的整体效率。

2.3.4车道的方向与车位的布置方向平行，与车道的方

向处置时，停车效率最高。

2.3.6直线坡道比弧形坡道占用面积小，停车效率

更高。

3  地下室车库停车位的规划

根据以往车库布置停车位的经验总结以下三点基本

原则：

3.1　沿空间长边布置车位，停车效率最高：

停车空间中当沿着空间的长向布置车位时，得到车位数

较多。这是因为同样的空间，减少了所需行车道的空间，

使得停车效率最大化。

3.2　靠地下室外墙布置停车位，停车效率最高：

地下室外墙平整连续，通常空间会有富裕，与红线之间

也有可调整的空间。如果设置为车道，则浪费了一整条的

高效停车空间，所以应通过对地下室外轮廓的微调，满足

一排垂直停车的条件，如果空间距离不够，可以局部布置

水平停车位。

3.3　回字形行车道利用率最高：

主行车道延地下室外墙停车位呈回字形联通，并与每排

次车行道联通。这样的布置在保证车道贯通的情况下，最

大限度的减少了行车道的布置，提高了停车效率。

3.4　双排停车，停车效率最高：

在地库空间最长，最开敞的区域尽量安排双排停车，再

根据双排停车所占空间依次布置剩余车道，这样停车效率

最高。

4  地下室层高的确定

地下室层高与顶板标高，地下室空间要求，底板标高这

三项有关。

4.1　地下室顶板的标高要求：

地下室顶板的降板通常受到以下几个因素的影响：

4.1.1上部空间降板：有水房间降板，配电房层高要求

造成的降板，及其他特殊功能空间造成的降板。

4.1.2绿化种植对覆土深度的要求。

4.1.3水专业埋设管线对覆土深度的要求。

4.1.4土方平衡对总平标高的要求。

4.2　地下室空间的要求

4.2.1车位处净高2.0m,行车道处净高2.2m（《车库建筑

设计规范》4.3.6）

4.2.2疏散通道处门高2.2m（根据《建筑防火通用规

范》7.1.5的要求和门框的宽度）

4.2.3人防区在车道入口处门高通常为2.5m,且上空

500mm处不能有遮挡。

4.2.4各设备用房等特殊用途房间的净高要求

4.2.5结构梁与柱的高度：

大柱网平面，纯地下室结构柱600mm~700mm的尺寸，通

常梁高在650至800之间，大部分为700的梁高，注意局部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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梁对空间净高的影响，特别是使用大柱网的平面地上功能

对结构要求也很高，在有地上建筑的部分对应的地下室空

间，梁高可能会达到0.9m至1.2m,通常为1m的梁高，局部可

能达到1.5m的梁高，需要特别注意。

中柱网平面，纯地下室结构柱500mm~600mm的尺寸，通

常梁高在550至700之间，大部分为600的梁高，注意局部大

梁对空间净高的影响

4.2.6设备管线所需净高：通常主要考虑暖通的竖向占

用空间为700mm，考虑保温包裹等因素可以放大到1m来考

虑。其他管线与风管平行布置。如果是特别窄小的空间，

而管线又必须要同时通过时，则必须考虑管线层间布置和

间距并预留检修空间。

4.3　地下室底板的标高要求

地下室底板通常会为了保证设备用房所需使用净高，

而不整体增加地下室的开挖而在设备用房区域采用局部降

板。一般来说，水专业的各种设备用房和电专业的配电房

对房间净高会有特殊要求，需要根据项目情况与设备专业

配合。需要注意的是地下室的总体埋深，当地下室的埋深

超过10m时，会涉及到一系列规范的边界要求，增加一些设

计的要求。

5  地下室层高对楼梯的影响

1.地下室楼梯需要注意楼梯间开门的方向是疏散方向

开，是开向楼梯间内的，会对梯段的布置产生影响，在平

面布置时需要注意避开梯段和梯柱。

2.根据规范极限要求布置梯段的高度和宽度以后，楼梯

空间仍然不够排布梯段时（这种情况一般出现在层高过高

或者楼梯限制在上部建筑的主题结构空间之中）可以考虑

将部分梯段移出楼梯间，作为台阶布置在楼梯间附近，如

果楼梯间附近不方便布置台阶时，可以考虑将楼梯间周边

区域局部抬高，需要注意高差的衔接和开门的问题。

6  设备用房的设置

6.1尽量利用地下室无法停车的无效空间设置设备用

房，例如车道下方，地下室轮廓不规则处，车位布置剩余

的角落，塔楼下部无法停车的空间。

6.2设备用房最好集中布置方便管理，合并到一个共同

的防火分区时，可以按照2000平方米划分防火分区（有喷

淋）。需要注意设备用房的归属问题，需要在设计前期与

甲方沟通确定，一般来说不同权属的设备用房需要分开设

置，空间上可以相邻，但是功能上分隔开，经济和管理上

也同时分开。

6.3设备用房一般都有特殊的要求。除了层高以外，还

有设备布置对平面形状和柱网都有要求。需要在设计前期

与设备专业沟通确定所有的限制条件。在布置时，不同专

业的设备用房最好集中布置，避免管线互穿，水电相邻的

情况出现，也方便房间边界的调整，可以在专业内部自行

调整。

6.4设备用房涉及到结构需要降板的地方，需要注意与

结构专业配合。特别是多层地下室，设备用房的降板需要

考虑对下层层高的影响，必要的时候可以考虑无梁楼盖的

结构形式。

6.5设备用房中风机房的设置通常需要与暖通专业反复

配合多次，因为涉及到风井出地面的位置以及开百叶的情

况。需要同时对照一层总平面图和暖通专业的要求。根据

现行的规范要求，出地面风井还涉及到面积的问题。这里

有两个面积，一个是地下室顶板开洞的面积，这个面积在

与结构顶板结构布置图核对后确定，需要判断是否满足暖

通专业通风面积的要求；另一个面积是出地面风井外围护

墙围合的面积，这个面积同时反应在一层总平面图和地下

室顶版图上，需要核对并保持一致。

7　 结语 

地下室的功能空间不论是车库还是设备用房，都是以辅

助配套功能为主，部分地下室，比如商业和医院在地下室

部分也会有售卖或医疗功能房间。在工作中应协调好地下

室的辅助功能，在保证车位数量，自身功能流线等的前提

下，积极配合上部建筑的功能调整，保证设备管线布局的

合理性和设备用房系统运作的效率，作为项目的基石，承

托起建筑的整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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