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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1
基 本 情 况



项 目 名 称 : 成都市轨道交通工程人民防空设计管理规程

主 编 部 门 : 成都市人民防空办公室

专 业 : 轨道交通人防工程

制 定 或 修 订 : 制定

编 制 起 止 时 间 : 2019年12月—2021年5月

适 用 的 范 围 : 新建、改（扩）建轨道交通工程地下部分的人民防空设计。包括地
下车站、地下区间隧道以及附属其外独立设置的与轨道交通功能相
关的地下工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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设 计 管 理 规 程 简 况



编制依据

《轨道交通工程人民防空设计规范》（RFJ02-2009）
《人民防空工程设计规范》（ GB50225-2005 ）
《人民防空地下室设计规范》（ GB50038-2005 ）
《人民防空工程防护功能平战转换设计标准》（ RFJ 1-1998 ）
《人民防空工程防化设计规范》（RFJ 013-2015 ）



主要章节架构

第一章：总则
第二章：设计及管理流程
第三章：技术标准

特点：办事流程清晰。
技术标准简明扼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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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 要 解 决 的 问 题



重点解决的问题

1、解释了《轨道交通工程人民防空设计规范》第
4.2.1条，防护单元划分元的问题；
2、解决了浅埋区间、车站设防的标准问题。
3、明确了车辆段、停车场、变电所等配套设施的设
防问题。
4、明确了各设计阶段审批事项和流程。
5、对管线封堵工艺和要求进行了明确。
6、对地块物业开发接口、人防战时连通口分别定义
并进行了明确。





•第三章：建筑章节



与配线人防
单元分隔

换乘通道
单元分隔 配线区

案例：
• 已建成的1、7号线车站为节点换乘，合并为1个人防单元。

• 新建18号线与已建成的1、7号线车站通过两处换乘通道进行连通，单独划分人防单元，
在换乘通道处设置人防双向受力封堵板进行单元分隔。

• 配线区按原规定单独划分单元，按新规可合并入车站防护单元。

节点换乘
单元合并

新建18号线

已建成1、7号线

换乘通道
单元分隔



防3

原划分标准：
• 一个车站与一个相邻区间为一个防护单元
• 换乘车站分线划分防护单元，新线区间两端设门，保证一站一区间

新规程：
• 换乘站可与多段相邻区间隧道划为一个防护单元

防2防1 防4

防6

防7

防8

防5



•第三章：建筑章节



•第三章：建筑章节

A B
C

疏散宽度计算：
• 1000（3000）人/100人*0.3m=3（9）m

• 疏散通道宽度A、门洞宽度B、梯段宽度C中取最小值



•第三章：建筑章节



•第三章：建筑章节

• 战时风道人防门上带通风小门，门开向防护区内，不能在人防战时风道两道人防门间
设置民用设备影响人防门启闭，消声器等设备宜在人防通道后方设置。

• 爬梯：战时风道设爬梯作为人防备用出入口。
战时封堵的风道设爬梯便于封堵人员撤离。



•第三章：建筑章节



•第三章：建筑章节

第一套安全措施：千斤顶

隔断门安全固定措施：
• 第一套安全措施：千斤顶
• 第二套安全措施：安全销机械锁定
• 第三套安全措施：电信号报警装置
• 第四套安全措施，刚性水平拉杆固定装置

第二套安全措施：安全销机械锁定



•第三章：建筑章节

实现BAS系统对人防隔断门状态的监视，一旦门体处于非安全状态，
综合监控画面上提供文字闪烁报警（1级报警）。

第三套安全措施：电信号报警装置



•第三章：建筑章节

第四套安全措施，刚性水平拉杆固定装置



• 按照设备设计要求、防迷流设计要求，钢轨距离隔断门、防淹门的钢门框密封槽构件两侧大
于40mm，钢轨底面距离门槛大于40mm。

• 分析国内曾经发生的打火事件，主要原因大致分为两类:

①门槛附近道床内有钢筋头露出，距离钢轨过近，出现打火情况

②轨道密封块由于长时间受到列车通行时的纵向压力发生形变与开裂，裂缝处产生水与铁屑，
钢轨与绝缘块缝隙处的铁屑之间在潮湿环境形成局部电弧（轨道密封箱橡胶块与绝缘板可临战
安装到位，平时妥善保管，安全存放）

轨道密封箱示例图

•第三章：建筑章节



•第三章：建筑章节



•第三章：建筑章节

地铁人防
周边地块的
防空地下室

城市地下空间
地铁接口通道

人防区外连通
通道结构防护

人防区内连通
设置人防封堵
及人防连通口

连通道防护标准：
• 防护区与防护区连通：连通道结构按对应防护区的等级防护，设置人防封堵及人防连通口。
• 防护区与非防护区连通：连通道结构按对应防护区的等级防护，设置人防封堵。
• 非防护区连通：连通道结构防护标准按属地人防批复标准执行。



规范做法示例

•第三章：建筑章节

连通口做法：
平时通行口设一道封堵，旁边设置一道人防连通口（一墙两门，人防门宽1.2m）



•第三章：建筑章节

规范做法示例

连通口做法：
通道宽度有限制时，为保证最大通行宽度，在通道两端分别设置一道人防门（人防门宽根据通
道宽度灵活选择）



第三章结构章节

• 第十条结构与防护专业设防要求

地铁车站

地铁车站

结建地下车库

地铁换乘通道

地铁车站

地铁车站

地铁换乘
通道



第三章结构章节

• 第十条结构与防护专业设防要求

底板水反力

顶板人防荷载

底板人防荷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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楼板结构自重、设备荷载

人防工况计算简图



第三章结构章节

• 第十条结构与防护专业设防要求

车站要素收集表

人防系统发出联系单 施工图设计文件（人防部分）审查报告

地铁人防工程施工图专项审查送审清单



第三章结构章节

• 第十条结构与防护专业设防要求

地铁车站主体结构与附属
之间的变形缝设置位置
采取可靠措施

严禁设置变形缝位置



第三章结构章节

• 第十条结构与防护专业设防要求

《轨道交通工程人民防空设计规范》（RFJ02-2009）中关于此内容的条文及条文说明。
5.10.3轨道交通工程，由防护密闭门至密闭门的防护密闭段，应采用整体浇筑钢筋混凝土，不得设置沉降

缝、伸缩缝。
5.10.3条文说明：防护密闭门至密闭门的防护密闭段，即是工程口部，又是工程最重要部位，结构防护、

密闭要求高，应采取整体浇筑钢筋混凝土结构。考虑到轨道交通地下工程口部一般尺寸较大，施工收受影响因
素较大，整体浇筑比较困难，具体施工时可能分段浇筑，但对施工缝必须采取可靠的处理措施保证分段浇筑
的密闭可靠性。防护密闭段不得设置沉降缝和伸缩缝。



第三章结构章节

• 第十条结构与防护专业设防要求



第三章结构章节

• 第十条结构与防护专业设防要求



第三章结构章节

• 第十条结构与防护专业设防要求



第三章结构章节

• 第十条结构与防护专业设防要求



第三章结构章节

• 第十条结构与防护专业设防要求



第三章结构章节

第一章总则第四条设防原则

第三章结构章节 第八条总体设防要求



• 第十一条通风专业设防要求

（一）车站宜按丁级防化设防，设置清洁式通风和隔绝式防护两种通风方式。新建车站与原有
车站防化级别不同时，新建车站防化级别不得低于原设防标准。特殊情况下车站按丙级防化设防
时，应设置清洁式通风、滤毒式通风和隔绝防护时的内循环通风。

• 说明：成都地铁7号线火车北站、火车南站与地铁1号线火车北站、火车南站属于节点换乘（换
乘站划分为同一防护单元），7号线设计时，因既有1号线火车北站、火车南站防化级别为丙级，
设计要求这两个站设计防化级别不得低于原设防标准，故也应按丙级防化设防。若换乘关系为
通道换乘时（换乘站划分为不同防护单元），新建车站按此条文宜按丁级防化设防。

• （二）战时清洁式通风新风量可按不小于6m³/人.h计算，滤毒式通风新风量按不小于2m³/人·h
计算，隔绝式防护时间可按3小时计算。

• （三）滤毒通风时，主要人员出入口防毒通道换气次数应为40~50次/h，工程内部超压不小于
30Pa。



（四）通风系统应尽量利用轨道交通平时的进排风竖井、风道和环控风机的送排风管道。

（五）战时通风管道的吊架预埋锚固铁件及接口应一次设计、施工到位。

• 说明：目前人防通风常规设置方式为平时在大系统风管上预留人防战时风管接口，临战时安
装战时风管和人防加压风机，再利用战时风道（利用平时风道）安装到位的人防门自带通风
设备，关闭战时不使用的阀门与通风设备，以此实现人防战时通风，尽量做到平战合用。



• 第十二条 给排水专业设防要求
• （一）战时给水系统应充分利用轨道交通工程平时给水系统供水，并按人防要求做好防护设
计。战时应在防护单元内的站台层贮存战时人员饮用水、在战时主要出入口附近设置战时冲
洗水箱。

• （二）车站平时给水系统应设置战时给水接口，并应在平时实施到位。

• （三）战时人员出入口密闭通道及战时进、排风道，均应设置防爆波地漏，将洗消污废水排
至设置在非人防区的集水坑，防爆波地漏采用不锈钢，排水管道采用热镀锌钢管，防爆波地
漏及其排水管道与结构板（人防墙）一次现浇成型。

• 说明：



• （四）所有进出工程的给水管、排水管、消防水管、各类空调水管、冷媒管等，均应采取
防护密闭措施或临战截断措施。

• 说明：①所有进出工程的给水管、排水管、消防水管、空调冷冻（冷却）水管，应在工程
内侧（防护区内）距人防墙面不大于200mm处设置公称压力不小于1.0MPa的铜芯闸阀。

• ②所有进出工程的喷淋水管、膨胀水管、冷凝水管，因考虑其平时使用需求，故平
时仅需在水管上设置法兰短管，预留战时安装防护闸阀的条件，短管的长度应满足战时安
装闸阀的空间需求。

• ③所有进出工程的冷媒管，平时在管道上不做处理，在战时采取临战截断措施，截
断后对防护密闭套管进行封堵。



• 第十三条 动照专业设防要求
• （一）战时一级负荷主要电源为市电，备用电源为人防区域电源和车站平时配备的蓄电池组
电源；战时二级负荷主要电源为市电，备用电源为人防区域电源；战时三级负荷由电力系统
电源供电；战时应急电源的连续供电时间应不少于3小时。

• （二）战时应急照明、战时通信电源按一级负荷供电；战时正常照明、战时通风设备、电动
阀门、电动防护设备、战时水泵等按二级负荷供电；其余战时设备按三级负荷供电。

• （三）轨道交通每个防护单元应设置战时电源总箱（可利用平时低压开关柜），战时电源总
箱应一步到位。

• 说明：既有做法均利用平时400V低压开关柜作为战时电源总箱，并在400V低压开关柜预留战
时区域电源进线接口。

• （四）平时应急照明、正常照明应结合战时照明要求设置且应一步到位。

• （五）战时疏散照明的照度按不小于5Lx设计，安全照明的照度值不应低于正常照明照度值的
5%，备用照明的照度值不应低于正常照明照度值的10%。

• 说明：平时照度设计标准（按《城市轨道交通照明》照度值）满足战时要求。

• （六）有条件时，应考虑不同通风方式之间转换的自动控制。

• （七）所有穿越人防防护结构的强、弱电气管线及电缆桥架等，均应采取防护密闭措施，人
防口部通道应预留备用穿线管。

• （八）应选择燃烧性能B1级的铜芯电线或电缆。

• 说明：与平时设计要求一致，要求选择难燃材料。



• 第十四条 平战转换
• (五)管线封堵应平时到位，并采用符合工程抗力级别、具有抗爆试验数据和鉴定报告支撑的
封堵工艺措施进行封堵。

• 说明：

• 1、既有线线缆穿人防套管均采用油麻丝与防火胶泥进行封堵，仅满足平时防火要求，临战
时将防火胶泥替换为环氧树脂，满足战时防护密闭要求。因考虑到①老的国标图集封堵做法
没有规定具体的施作工艺及施工流程，没有规定具体的各类封堵填料厚度标准，现场普遍发
现封堵质量较差；②地铁人防工程穿线套管数量多，平战转换工作量庞大。故采取国内具有
鉴定报告的最新封堵工艺进行封堵，既满足人防防护密闭的需求，又满足平时防火的需求，
且专业封堵单位能提供完善的施工工艺、标准及现场质控管理流程。

• 2、经调研国内具有国家防办认可的抗爆性能试验报告、气密性检测报告等合格报告，并具
有国内地铁人防工程人防套管封堵施工经验的专业封堵单位。现搜索到的专业封堵单位共三
家，包括①沁阳市中和致达科技有限公司。②沈阳鑫盾人防工程有限公司。③杭州晶索建材
有限公司。

• 国内已选用上述三家专业封堵单位进行套管封堵的城市包括：北京、天津、石家庄、哈尔滨、
长春、沈阳、大连、太原、西安、郑州、洛阳、济南、青岛、合肥、长沙、杭州、宁波、温
州、厦门、无锡、常州、徐州、南京、重庆、兰州、乌鲁木齐。

• 3、概算：经比对，最新封堵工艺封堵价格与目前使用的封堵工艺封堵价格整体差异不大，
目前每个站概算包含15万的防火封堵费用与15万的人防封堵费用，上述三家封堵单位提供的
报价为每个站18~20万（包含每个站所有点位的防火封堵与人防封堵的材料费与人工费）。



报建环节

一、送审流程

根据《成都市地铁兼顾人防工程送审清单》的要求，
备齐资料报送成都市人防办窗口受理

《成都市人防地铁兼顾人防工程送审清单》序号 资料名称 数量 备注

1
《成都市地铁兼顾人防工程施工图
审查申请表》

1份 可由人防设计单位填写（附
件1）

2
成都市地铁兼顾人防工程专项设计
文件

全套

1）成都市地铁兼顾人防工程
施工图设计图纸；

2）人防结构计算书；

3）报审文件清单；

4）成都市地铁兼顾人防工程
专项施工图设计文件光盘（图
纸+结构计算书+报审文件清
单）；



报建环节

•二、报审组成部分

• 1、报审阶段：平时的工点土建施工图可直接整体
报审，也可以分为两个阶段（第一阶段：主体建筑

和结构人防专册，第二阶段：附属建筑、附属结构

及机电人防专册）进行报建。

• 2、报审要求：

• 1）报审图纸均为强审过后的设计成果文件。

• 2）图纸盖章、签字完整。施工图应盖本单位注册
章、图纸发行章、封面盖总体单位章、强审单位签

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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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报建材料需盖章蓝图一份，光盘一份，电子文

件应与纸质文件吻合。格式按城建档案馆要求执行。

• 4）人防施工图概要表一份见附表。

• 5）报审图纸范围：人防设防范围内的全线地下车

站、区间隧道。

• 6）地质勘探资料和结构计算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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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7）电子文件组成部分：电子文件夹名称：按成都

轨道交通x 号线 x 站点（x 专业），文件夹内将各专

业分别整理，如（主体建筑、主体结构、附属建筑、

附属结构、给排水、电气、暖通、结构计算书）。

•三、附表

•《成都市地铁兼顾人防工程施工图审查申请表》

•《成都市地铁兼顾人防工程设计文件审查回复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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