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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  言 

 
公路服务设施作为公路的重要组成部分，为行车提供了加油、修车等服务，也

为旅客和驾驶员提供了餐饮、休息、如厕等服务，满足司乘人员的生理需要和汽车

机械方面的需要。随着公众对交通出行的舒适度和交通服务水平要求的提升，以及

市场竞争环境的影响，公路行业发展由过去基础设施供给能力总体不足，逐渐转变

为公共服务能力与社会公众要求不相适应。 

目前，现有普通公路管理服务设施规划研究以专项研究为主，尚未有针对各种

公路管理服务设施综合性研究，公路管理服务设施作为普通公路管理养护服务的载

体，对促进我国普通公路转型发展至关重要，因此，研究和探讨普通公路管理服务

设施建设和运营管理具有十分迫切的现实意义。 

为提高广东省普通国省干线公路服务设施建设管理方面水平，针对广东省普通

国省干线公路服务设施设置现状进行资料的收集整理综合分析，并对广东省普通国

省干线公路服务设施存在的问题有针对性的进行分析研究，本着科学性和针对性、

系统性、层次性、代表性、可操作性等原则，综合考虑广东省区域经济、社会、地

形条件以及交通水平等因素，结合国内外类似研究的应用，建立一套广东省普通国

省干线公路服务设施设计理论与方法将是提升广东省普通国省干线公路整体服务

能力的一个重要环节。 

本指南在编制过程中，得到了惠州市公路局、清远市公路局、江门市公路局、

中山市公路局的大力支持，在此表示衷心的感谢！请各单位将使用过程中发现的问

题与建议及时向主编单位反映，以便进一步修改完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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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总则 

1.0.1设置目标 

为了规范我省普通国省干线公路服务设施的规划、设计工作，体现“科

学定位、保障功能、规模适宜、经济实用、生态 环保、安全卫生”的原则，

为普通公路新建、改建服务设施提供技术依据，特制订本指南。 

1.0.2适用范围 

本要求适用于我省新建、改扩建普通国省干线公路的服务设施建设。 

1.0.3 编制依据及相关标淮 

本要求依据现行《道路交通标志和标线》（GB5768）、《公路工程技术标准》

（JTG B01）、《公路交通安全设施设计规范》（JTG D81）、《公路交通标志和标

线设置规范》（JTG D82）、《公路工程项目建设用地指标》（建标[2011]124号）

等标准规范的有关规定，并结合《普通国省干线公路服务设施建设实施暂行

技术要求》进行编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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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术语 

2.0.1 服务设施 

按一定间距要求设置在普通公路上，为司乘人员、车辆、货物提供休息、

餐饮、住宿、如厕、购物、停车、车辆维修和加油等功能的设施。根据设置

规模和功能的不同，可以将服务设施分为服务区、停车区、观景台。 

2.0.2服务区 

为车辆提供停车、能源补给（加油、加气或充电）和为用路者提供饮水、

如厕、休息等基本服务的公路服务设施。 

2.0.3 停车区 

为车辆提供短时间停车和为用路者提供如厕、短暂休息或作为季节性农

副产品销售、旅游驿站等基本服务的公路服务设施。 

2.0.4 观景台 

为车辆提供短时间停车并在路侧供驾乘人员观景的服务设施。 

2.0.5 服务楼 

指包括住宿、餐饮、休息、商场、办公等功能的综合服务建筑单体。 

2.0.6 第三卫生间 

在厕所中专门设置的、为行动障碍者或协助行动不便的亲人（尤其是异

性）使用的厕所。 

2.0.7 贯穿车道 

用于连接减速车道和加速车道，贯穿于服务设施内部的行车道。 

2.0.8 路段交通量 Q 

折合成小客车的年平均日交通量，单位为 pcu/d。 

2.0.9 大型车比例 u 

大型车比例为路段交通量自然数的比例。 

2.0.10 车型分类 

车型分类要求见表 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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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2.1  服务设施车型分类表          
车型 汽车代表车种 说明 

小型车 小货车、小客车 
标准小客车当量换算系数为 1.0的车辆，包括

≤19座的客车和载质量≤2t的货车 

中型车 中货车、大客车 
标准小客车当量换算系数为 1.5的车辆，包
括>19座的客车和 2t＜载质量≤7t货车 

大型车 大货车 
标准小客车当量换算系数为 2.5的车辆，包括

7t＜载质量≤20t的货车 

汽车列车 拖挂车、集装箱车 
标准小客车当量换算系数为 4的车辆，包括载

质量＞20t的货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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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服务设施分类和形式 

3.1 服务设施的分类 

3.1.1 服务设施根据规模及功能可分为服务区（Ⅰ类、Ⅱ类）、停车区（Ⅰ类、

Ⅱ类）、观景台等五类。 

表 3.1  公路服务设施分类表   

服务功能设

施 

分类 

Ⅰ类 

服务区 

Ⅱ类 

服务区 

Ⅰ类 

停车区 

Ⅱ类 

停车区 
观景台 

停车 ★ ★ ★ ★ ★ 

如厕 

★ 
配备第三 

卫生间 

★ ★ ★ 
● 

收费式 

室内休息 ★ ★ ● ● ● 
室外休息 ★ ★ ★ ★ ★ 

机动车能源

补给 

★ 

加油及 

充电 

● 

加油或 

充电 

   

公共餐厅 ★ ●    

公共住宿 ● ●    

工作人员 

食宿 
● ●    

车辆维修 ●     

交通、气象、

旅游信息 
★ ★ ★ ● ● 

便利店 

或超市 
★ ★ ★ 

★ 
季节性土特产 

● 

医疗救护 

（仅器材销售） 
● ● ●   

商务与休闲 ○     

银行 

（柜员机） 
● ●    

客运中转站 ○     

★——必选设置的设施 

●——宜选设置的设施 

○——须经过相关部门批准设置的设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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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1.2 服务设施根据规模及功能选型主要依据为其所在道路路段交通量。 

新建及改建公路服务设施应以设计预测交通量为依（一级公路预测年限

为 20年，二、三级公路预测年限为 15年）；对于既有道路增设服务设施时为

现有年平均交通流量，其交通量 Q（pcu/d）满足： 

1) 四车道 Q≥15000，六车道 Q≥30000，以及八车道普通国省干线公路，宜

设置Ⅰ类服务区； 

2) 双车道 10000≤Q＜15000、四车道 10000≤Q＜15000，六车道 Q＜30000，

宜设置Ⅱ类服务区； 

3) 双车道 6000≤Q＜10000、四车道 6000≤Q＜10000，宜设置Ⅰ类停车区。 

4) 双车道、四车道路段如存在季节性土特产销售需求的，可设置Ⅱ类停车

区。 

5) 双车道、四车道路段如存在旅游观景需求的，可设置观景台。 

6) 采用闲置的既有公路场地改建公路服务设施时，可因地制宜选取服务设

施规模类型。 

3.2 服务设施的设置形式 

3.2.1分离式  

沿主线两侧分别布置停车场，并按上下行方向分别规划成独立设置相关

设施。在 8车道及以上的情况下，尽量采用“分离式”布置方式。同时注意

道路两侧交通量差异较大时可不对称布置两侧服务设施规模。 

 

图 3.1 双侧设置的服务区出入口分开设置示例 

3.2.2 单侧集中式 

将所有服务设施集中布设在一侧供上下行两个方向的车辆使用。6 车道

及以下的情况时，可采用“集中式”布设方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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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3.2 单侧设置的服务区出入口分开设置示例 

 

 
图 3.2 单侧设置的服务区出入口合并设置示例 

采用闲置的既有公路场地改建公路服务设施时，可因地制宜选取服务设

施布设类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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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建设规模 

4.1 一般规定 

4.1.1 新建、改建普通国省干线公路服务设施用地规模及建筑规模应按一级

公路开通后第 20年（二级公路开通后第 15年）的预测交通量进行设计。 

4.1.2 既有普通国省干线公路服务设施用地规模及建筑规模可按现有年平局

日交通流进行设计。 

4.1.3 采用闲置的既有公路场地改建公路服务设施时，可因地制宜选取服务

设施设置规模。 

4.2 用地规模 

4.2.1 服务设施用地规模是由各类设施用地规模组合与叠加而成的，包括停

车场、车行通道、人行通道、园林绿化的用地规模，以及服务楼、办公宿舍

楼、加油站、汽修厂、水泵房、变配电房、污水处理等建、构筑物的基底占

地组成，但不包括加减速车道、边沟、护坡占地。 

4.2.2 服务设施用地规模一般条件（即服务区所在路段按车道数可承载的通

常交通量和大型车比例）下的基准值按表 4.1及 4.2取值。当实际建设服务

设施所在路段的交通量和大型车比例与基准值的编制条件不同时，其用地指

标按表 4.3及 4.4中的系数进行调整；或经过充分论证计算后，将所需用地

指标报初步设计审批部门另行审批。 

4.2.3 某一段路沿线设置有多个服务设施，且各服务设施存在需求不均衡、

驶入率不一致的，可按照《公路工程项目建设用地指标》计算出该路段服务

设施的总用地规模，在不超过总用地规模的前提下，根据服务需求的不同合

理分配各服务设施的用地规模。 

4.2.4 确定本路段服务设施的用地规模之前，应对周边相邻路段服务设施的

规模及使用状况进行调查，如存在明显不足的，宜从完善路网服务设施服务

能力角度出发，根据实际需要增加本路段服务设施的用地规模，超出《公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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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程项目建设用地指标》部分规模，应充分论证计算后，将所需用地指标报

初步设计审批部门另行审批。 

4.2.5 经主管部门批准，服务区可与客运汽车停靠站/物流中心、联合执法站

等设施合建，与服务区合建的设施用地面积应单独列计。 

4.2.6 当服务区需要承担公路交通应急保障功能时，用地规模应根据实际设

计方案增加。 

表 4.1  Ⅰ类服务区建设用地指标标准值 

公路技术 

等级 
车道数 

服务区用地

规模基准值

（hm2/处） 

编制条件 

路段交通量 Q

（pcu/d） 
大型车比例μ（%） 

一级公路 
六车道 2.0/30亩 30000≤Q﹤55000 20﹤μ≤30 

四车道 1.33/20亩 15000≤Q﹤30000 20﹤μ≤30 

 

表 4.2  Ⅱ类服务区建设用地指标标准值 

公路技术等

级 
车道数 

停车区用地

规模基准值

（hm2/处） 

编制条件 

路段交通量 Q

（pcu/d） 
大型车比例μ（%） 

一级公路 
六车道 1.33/20亩 25000≤Q﹤30000 20﹤μ≤30 

四车道 1.0/15亩 10000≤Q﹤15000 20﹤μ≤30 

二级公路 双车道 1.0/15亩 10000≤Q﹤15000 20﹤μ≤30 

对于既有道路增设或采用闲置的既有公路场地改建服务区时，在满足功

能设施配置的基础上，可因地制宜的在Ⅱ类服务区建设用地规模上进行折减，

但最多不宜折减超过 50%或小于 0.33 hm2/处。 

 

表 4.3  Ⅰ类停车区建设用地指标标准值 

公路技术等

级 
车道数 

停车区用地

规模基准值

（hm2/处） 

编制条件 

路段交通量 Q

（pcu/d） 
大型车比例μ（%） 

一级公路 四车道 1.0/15亩 6000≤Q﹤10000 20﹤μ≤30 

二级公路 双车道 0.67/10亩 6000≤Q﹤10000 20﹤μ≤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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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4.4  服务设施用地指标调整系数 

公路技术

等级 
车道数 

大型车比例μ（%） 

μ≤10 10﹤μ≤20 20﹤μ≤30 30﹤μ≤40 40﹤μ 

一级公路 
六车道 0.8 0.9 1.0 1.05 1.10 

四车道 0.8 0.9 1.0 1.10 1.15 

二级公路 双车道 1.0 1.0 1.0 1.0 1.0 

 

对于既有道路增设或采用闲置的既有公路场地改建停车区时，在满足功

能设施配置的基础上，可因地制宜的在停车区建设用地规模上进行折减，但

最多不宜小于 0.33 hm2/处。 

Ⅱ类停车区宜因地制宜设置，最小规模不宜小于 0.33 hm2/处。 

 

注： 1.以上用地规模不包含服务设施出入口加减速车道以及填（挖）方边坡和边沟

的用地。 

2.当服务设施共建时，其用地面积为表中服务设施规定值之和。 

3.经主管部门批准，服务区可与公共汽车停靠站、长途汽车站、物流中心、公

路治理超限超载站、联合执法站等设施合建。与服务区合建的设施的用地面积

应单独计列。 

4.当服务设施需承担公路交通应急保障功能时，其用地面积应根据实际设计方

案增加。 

4.3 建筑规模 

4.3.1 服务设施建筑规模指各类功能建筑物的建筑面积之和。服务设施内的

建筑可分为服务功能建筑、办公生活功能建筑、配套功能建筑三大类。服务

功能建筑主要包括休息区、餐厅、便利店或超市、旅馆、公共厕所、修理站、

加油站等；办公生活功能建筑包括宿舍、办公室、员工餐厅；配套功能建筑

包括水泵房、变配电房等。 

4.3.2 服务设施的总建筑规模应结合服务设施的功能设置要求，经充分论证

后确定，最大建筑规模可按照表 4.5的规定值取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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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4.5   服务设施最大建筑规模 

服务设施类型 
总建筑面积(m2) 

允许值 

Ⅰ类服务区 8000 

Ⅱ类服务区 1500、2000、3000 

停车区 1000 

注： 1.以上规模不含加油站设施面积。 

2.当服务设施共建时，其建筑面积为表中服务设施规定值之和。 

3.经主管部门批准，服务区可与公共汽车停靠站、长途汽车站、物流中心、公

路治理超限超载站、联合执法站等设施合建。与服务区合建的设施的建筑面积

应单独计列。 

4.当服务设施需承担公路交通应急保障功能时，其建筑面积应根据实际设计方

案增加。 

 

4.3.3 停车位数量不应小于表 4.6中的数值。 

 

表 4.6   停车位数量最小值 

服务设施类型 车型 车位数（个） 

作为干线的一、二级公路 

小型车 15 

大型车 10 

超长车 2 

作为集散的一、二级公路 

小型车 5 

大型车 3 

超长车 -- 

三、四级公路 

小型车 2 

大型车 1 

超长车 -- 

 

注： 1.表中停车位数量为客车车位与货车车位数量之和。 

2.小型车车位数量包含无障碍停车位数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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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3.4 公共厕所卫生设施不应小于表 4.7中的数值。 

表 4.7   公共厕所卫生设施数量最小值 

服务设施类型 卫生设施 男（个） 女（个） 

作为干线的一、二级公路 

大便器 3 8 

小便器 5 -- 

洗手盆 2 2 

作为集散的一、二级公路 

大便器 2 6 

小便器 3 -- 

洗手盆 1 1 

三、四级公路 

大便器 2 2 

小便器 -- -- 

洗手盆 1 1 

注：表中卫生设施数量不包含客房和员工宿舍中卫生设施的数量。 

4.3.5 服务区公共厕所宜符合《城市公共厕所设计标准》（CJJ14）中独立式

二类公共厕所或附属式二类公共厕所中的其他规定。 

4.3.6 机动车补充能源用的充电桩应配置不少于 4根。 

4.3.7 一、二级公路服务区内无障碍专用停车位不应少于 2个，三、四级公

路服务区内无障碍专用停车位不应少于 1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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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服务设施选址规划原则 

5.1 选址原则 

5.1.1 服务设施选址需充分考虑地形、地质、占用土地、拆迁量等因素，尽

量设置在地质条件较好、占用荒地、山地、拆迁量小的路段，以及避免位于

高填深挖路段。 

5.1.2 服务设施设置位置的路段要求线形良好，避开隧道出入口，选址要求

不宜与道路平交、立交重合，具体可参考《普通国省干线公路服务设施建设

实施暂行技术要求》。如确实受地形条件限制而必需设置的，应经充分论证后

定。 

5.1.3 采用闲置的既有公路场地改建公路服务设施时，也要求其所在路段线

形、视距良好，并不宜与道路平角、立交重合，不符合上述原则的既有公路

场地不宜改建为公路服务设施。 

5.1.4 在高速公路服务区距离普通公路较近时，也可考虑设置独立联络道的

方式，将高速公路服务区进行共享公用。联络道出入口设置位置的路段要求

线形良好，可与道路平交、立交结合。 

5.1.5 在较大城镇附近，交通流量较大、对服务设施需求较高的路段，需优

先考虑设置功能型服务设施；在郊野路段附近，也需考虑设置保障型服务设

施。 

5.1.6 在多条道路交汇或相邻的交通枢纽地点，服务设施应根据路网整体布

局进行设置，还可考虑设置成共用的大型服务设施以提高土地利用率。 

5.1.7 服务设施宜选择在供电、给排水、员工上下班、物资供应等容易解决

的路段，便于运营管理和维护。 

5.1.8 服务设施的选址应遵循所在地区的城市规划，并优先考虑历史文化氛

围厚重、自然地理环境优越、特色产品丰富的地段，并宜充分发掘所在地区

的商业、旅游资源，以此提高附加值，带动地方经济发展，提升服务设施的

对外形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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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2 规划原则 

5.2.1 依据全省或区域内服务设施总体规划的要求，确定各服务设施的功能、

服务水平、建设规模。 

5.2.2 服务设施的规划应视交通量的增长情况和路网规划变化，区分服务设

施的功能和规模大小，有重点、分层次、分期地进行调整。 

5.2.3 服务设施与公路管理设施同址合建时，应做物理隔离。 

5.3 设置间距 

5.3.1服务区的路网平均间距宜为 50km，对于沿线城镇分布稀疏，水、电等

供给困难的路段，可参考 1小时运行时间路程距离（设置间距=路段运行速度

×1小时），适当加大设置间距。对于考虑治超、应急救援等功能的服务区，

可根据情况减少服务区间距。 

5.3.2I类停车区可在服务区之间布设一处或多处，停车区与服务区或停车区

之间的间距宜为 15～25 公里；II 类停车区如为季节性土特产售卖区的，宜

根据沿线村庄情况设置；II类停车区如为旅游驿站的，宜根据旅游景点情况

设置。 

5.3.3观景台根据路段景观情况设置，与其他服务设施间距不宜小于 5km，如

间距小于 5km的应考虑合址建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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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服务设施总平面规划、布置要求 

6.1 总平面功能分区 

6.1.1 服务设施各功能单体包括为旅客服务的设施和为车辆服务的设施。总

平面图需注意功能合理分区，满足驾驶习惯要求，做到客货分离、车流和人

流通畅。 

6.1.4 变配电所、水泵房、污水处理、垃圾分类 (处理)等附属配套设施应设

置在场地后部，通过场区次要道路及绿化带将其与服务楼分开设置，达到美

化环境、方便管理的目的。附属配套设施的设置，还需综合考虑风向、地形、

管线布置、景观效果等因素，遵循科学、适用、经济的原则。 

6.2 总平面流线设计 

6.2.1出口加油式 

平面流线为进入服务区、停车 (用餐、住宿、购物、修车等)、加油、驶

出服务区。按照这种流线布置的服务区出口处设置加油站。场区从主路至场

区内部依次设置绿化带、停车场、场区主要道路、服务楼前广场、服务楼、

场区次要道路、附属配套设施、绿化带。为便于交通组织，一般推荐这种布

设方式。 

6.2.2入口加油式 

平面流线为进入服务区、加油、停车 (用餐、住宿、购物、修车等)、驶

出服务区。按照这种流线布置的服务区入口处设置加油站，场区从主路至场

区内部依次设置绿化带、停车场、场区主要道路、服务楼前广场、服务楼、

场区次要道路、附属配套设施、绿化带。 

6.3 总平面设计 

6.3.1 服务设施内的建筑物以集中布设为主，以减少占地面积；停车场及区

内道路的面积不宜小于整个场区用地面积的 6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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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3.3 场地内道牙宜采用平道牙，减少因车辆转弯、碾压造成的损坏。 

6.3.4 各建 (构)筑物之间的间距应满足防火要求，消防通道的设置以相关建

筑设计规范为依据。 

6.3.5 污水处理站应设置在场区标高较低方位，方便处理后污水的排放。污

水处理站可根据实际需要分区独立设置或合并设置。 

6.3.6 停车场布置应注意客、货分离，且小型车与中、大型车的停车场完全

分开。条件允许情况下，宜设置独立的内部业务停车场。 

6.3.7 停车场至公共厕所、服务楼等设施应考虑无障碍设施设计。 

6.3.8 园林绿化可结合场区布局设置，进出车道两侧及中大型车辆停车场不

宜设置易遮挡视线的灌木，小型车停车场可设置能提供遮阴的乔木，服务楼

室外休息区域可与园林景观结合设置，办公生活区域可设置供休憩的绿化园

林，可种植冠幅较大的乔木。 

6.3.9 办公生活区域应相对独立，并采取有效的方式与公共服务区进行分隔。

有条件的情况下，宜在办公生活区域设置篮球场、健身场地等设施。 

6.3.10 特种车辆、危险化学品运输车辆应设置独立的停车场，与其他建筑物、

构筑物和停车场保持足够的安全距离，并设置易于识别的标识，同时还应配

置必要的沙池、消防器材等防火应急设施。 

6.3.11 为适应新能源技术的发展需要，应为汽车充电、加气等服务项目预留

发展用地。 

6.4 竖向设计 

6.4.1 合理设置场区各处的标高，保证场区雨水合理组织、合理排出并不受

洪水影响。 

6.4.2合理设置场区各建 (构)筑物的标高及与场区各点的室内外高差，避免

雨水倒灌入建筑物。 

6.4.3 合理确定道路停车场标高、坡度，尽量减少土石方工程量，并与主体

工程统筹考虑土石方工程量平衡。对高差较大地形，可合理利用天然地形，

人行道可设置台阶，绿地尽量利用原有地形。 

6.4.4 停车场适用坡度为 0.25%～0.5%，小型停车场最大坡度可为 1.0%～

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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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建筑设计要求 

7.1休息区 

7.1.1 各类服务设施均应设置休息区，休息区可设置在室内或室外。 

7.1.2 室内休息区宜结合商场、大堂设置，并提供桌椅和免费开水供应。 

7.1.3 室外休息区应提供遮阳伞、免费桌椅、或结合景观设计的凉亭等，同

时需注意与停车场之间进行有效的分隔。 

 

7.2 围护设施 

服务设施应设置造型美观的围护设施与周边进行有效分隔，确保公路及

服务设施的正常的交通环境和经营管理环境。围护设施高度不宜低于 2.1m。 

公路服务设施与现有管理设施合建时，宜统筹考虑功能分区，实行分区

管理，服务设施其他功能区域设置有效的物理分隔，不得妨碍公路管理设施

办公秩序和设施正常使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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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服务设施与主体工程的关系 

8.1 平纵面 

8.1.1 服务设施宜选址在地形平坦的直线或大半径曲线段上。平纵面设计应

符合现行路线设计标准的有关规定，不得降低线形设计标准，具体可参照《普

通国省干线公路服务设施建设实施暂行技术要求》。 

8.1.2 服务设施出入口的加（减）速车道、贯穿车道和联络通道，应由主体

工程设计方同主线一并设计。 

8.1.3 主线设计速度大于等于 60km/h时，服务设施出入口宜设置变速车道。 

8.2.4 道路设有侧分带的，应在服务设施前后设置开口（出入口）。单侧设置

出入口合并设置的，宜在集中出入口设置中分带开口及平面交叉口。 

8.2 服务设施交通指引 

8.2.1 Ⅰ类服务区应分别在服务区入口前 2km、1km、500m、减速车道起点及

服务区入口设置服务区预告标志，预告标志内图案标识应根据该服务区的功

能进行选择设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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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2.2 Ⅱ类服务区、Ⅰ类停车区宜分别在服务区入口前 1km、500m、减速车

道起点及服务区入口设置服务区预告标志，预告标志内图案标识应根据该服

务区的功能进行选择设置。 

 

 

8.2.3 Ⅱ类停车区宜分别在其入口前 500m及其入口设置预告标志，预告标志

内图案标识应根据该区的功能进行选择设置。 

 

8.2.4 观景宜在其入口设置预告标志，预告标志内图案标识应根据该观景台

的风景特色进行选择设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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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录 A 

服务设施建设用地规模计算方法 

 

一、服务设施建设用地规模 

服务设施建设用地规模是由各类单元用地规模(功能空间)组合与叠加而

成的，主要由服务空间、配套空间、附属空间，具体是由停车场、道路广场、

室外休息区、广场、园林绿化、匝道、加油站、洗车场等以及服务楼、办公

宿舍楼、汽修厂、水泵房、配电房、污水处理设施等建筑物和构筑物的基底

占地组成。 

1、服务区用地指标一般条件（即服务区所在路段按车道数可承载的通常

交通量和大型车比例）下的基准值按表 4.1、4.2取值。当实际建设的服务区

所在路段的交通量和大型车比例与基准值的编制条件不同时，其用地指标按

表 4.4中的系数进行调整。 

2、停车区用地指标一般条件（即停车区所在路段按车道数可承载的通常

交通量和大型车比例）下的基准值按表 4.3取值。当实际建设的停车区所在

路段的交通量和大型车比例与基准值的编制条件不同时，其用地指标按表

4.4中的系数进行调整。 

3、服务设施车型分类 

按照车辆用途划分，目前驶入服务设施的车辆可分为小型客车、小型货

车、中型客车、大型客车、大型货车、特大型货车六类，根据各类车辆规格

大小及停车占地面积大小的区别，计算停车场面积时可将车辆分为小型车（含

小型客车、小型货车）、中大型车（含中大型客车、中型货车）、大型货车三

大类，同类型车辆的停车位面积指标套用同一数值。 

4、各类型车辆单位停车面积 

目前服务设施内的车辆的停车方式很多，主要有 30
0、45

0、60
0、90

0等，

如图一、二、三，不同停放方式的单位停车面积也不一样，具体可见附表 1-1。

计算停车场面积时一般采用进方便、土地利用率较高的 45
0停放方式的单位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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车面积指标。  

 

 

 

 

 

 

 

 

 

 

 

 

 

 

 

 

 

 

小型车停车方法、停车车位布置图    附图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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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型车停车方法、停车车位布置图    附图二 

 

 

 

 

 

 

 

 

 

 

 

 

大型车停车方法、停车车位布置图    附图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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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表 1-1  单个停车车位面积                       

车 

型 

停 

车 

角 

停车方

式 

车道宽 

( )wA m  

与车道相垂

直方向的停

车长度

( )dS m  

与车道相

垂直方向

的停车宽

度 ( )wS m  

单位停 

车宽度 

( )W m  

每辆停

放车所

需面积

2( )A m  

备注 

小 

型 

车 

30
0
 前进停车 4.00 4.70 5.00 13.40 33.5 

2w dW A S= +  

 

/ 2 wA W S= ×  

45
0
 前进停车 4.00 5.30 3.55 14.60 25.7 

45
0
 前进停车 4.00 4.45 3.55 12.90 22.9 

60
0
 前进停车 5.00 5.60 2.90 16.20 23.5 

60
0
 后退停车 4.50 5.60 2.90 15.70 22.8 

90
0
 前进停车 9.50 5.60 2.90 19.50 24.4 

90
0
 后退停车 6.00 5.60 2.90 16.00 20.0 

大 

型 

车 

 前进停车 4.00     

/ 2w dW A S= +

 

 

 

30
0
   9.30 6.50 14.30 93.0 

 前进停车 6.00     

 前进出车 7.00     

45
0
   11.50 4.60 18.25 84.0 

 前进出车 6.50     

 前进停车 11.00     

60
0
   12.90 3.75 22.15 82.1 

 前进出车 7.50     

 前进出车 19.00     

90
0
   13.00 3.25 28.00 91.0 

 前进出车 11.00     

 后退停车      

平  6.00 3.25 19.00 6.25 118.8 

 前进出车      

特殊 

大型车

平

行 

后退停车 
6.00 3.50 25.00 6.50 162.50 

wA W S= ×  
前进出车 

注：除特殊大型车按平行停放外，其余车辆单位停车面积一般按照 45
0
停放方式进行设

计。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