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交通建设正面临大发展的机遇。城市轨道交通体系按走行方

式划分为地面、地下和高架三种。当前城市轨道交通建设出

现了线路高架化趋势,使高架车站应运而生。目前上海正在修

建我国第一条高架轻轨线“ 明珠线”,在全部19 个车站中,高

架车站占16 个。高架车站属地上高架结构,轨道列车运行于结

构最上层。高架车站既不是单一的房屋结构, 也不是单一的桥

梁结构,而是桥梁和房建融合在一起的结构体系。作为一种新

的结构形式, 高架车站的结构特性有待进行深入的研究。本文

就高架车站结构的三个关键问题进行初步分析和探讨。 2 结

构形式和比选 国内外高架车站一般为2～4 层,站台层位于结构

最上层,与区间高架桥等高。一般采用现浇或预制钢筋混凝土

结构,优先采用预应力混凝土结构。常见的结构形式有三种。

2.1 空间框架结构体系 该结构属桥梁、房建结合方案(见图1) 

。高架站先形成空间框架结构,再在其上形成连续板梁。该结

构体系受力合理,结构整体性和稳定性好。 高架车站的荷载与

房屋建筑一般所受荷载完全不同,活载占的比重大且受载点不

断变化。框架结构受载不均匀,易造成基础的不均匀沉降,特别

是在地质条件不好的地段。一旦发生基础不均匀沉降将损坏

结构,而且修复困难。 图1 空间框架式车站结构 当列车以一定

速度通过高架车站时,高架车站产生振动。框架结构的动力稳

定性一般比桥梁结构差,因此高架车站的振动控制成为结构分

析和设计的关键问题之一。 南京地铁南北1 号线工程共有5 个



高架车站,均采用空间框架结构体系。框架横向为三柱二跨,纵

向柱距为8～12 m 。行车道梁采用钢筋混凝土板梁,简支或连

续支承于框架横梁上。 2.2 桥梁结构体系 属于桥建结合方案

。高架站先形成桥梁结构(梁、墩柱、基础),再在桥上布置站

台(见图2) 。 图2 桥梁式车站结构(箱梁, Y 形墩) 桥跨结构可选

择的断面形式有箱梁、T 形梁、板梁和槽形梁等。箱梁截面

抗扭刚度大,整体受力性能和动力稳定性好,正在规划的广州地

铁2 号线高架车站拟采用这种形式。T 形梁刚度大,材料用量

省,还可采用预制吊装法施工,宜优先采用。 墩柱常用的结构

形式有T 形墩、双柱墩、V 形墩和Y 形墩。在高架车站中的墩

柱应具有足够的强度和稳定性,在轨道列车作用下应避免产生

大位移。 2.3 框架 桥梁结构体系 属于桥建分离方案(见图3) 。

主体结构分为两个部分:车站建筑和高架桥。车站建筑包在高

架桥之外,高架桥从房屋建筑中穿过,二者在结构上完全分开,

受力明确,传力简洁。 车站建筑和高架桥受力自成系统,可防

止列车运行对车站的不利影响,基础的不均匀沉降和车站建筑

的振动问题可得到解决。“ 明珠线”部分高架车站采用了这

种结构形式。 100Test 下载频道开通，各类考试题目直接下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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