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浅谈既有站房改造综合管理

何华伟

（中铁六局集团建安公司，北京 102200）

摘要：城市既有站房的改造成为带动城市发展的重点。既有站房改造必须与线路提升相匹配，满足现

代化铁路运行要求，提升旅客乘车体验；突出城市特点，能充分体现当地文化。站房装修改造施工内容，涉

及多专业全面改造、多专业交叉作业，系统众多，改造过程中需对各专业进行统一管理，管理过程中应多角

度、多维度采取不同方法，使改造目标实现是既有站房改造的重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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交通强国，铁路先行。强大的铁路网建设不仅是

多方位交通体系的需要，同时也将为我国经济步入高

质量发展提供更为强大的动力支持[1]。构建横贯东西、

纵贯南北、内畅外通的“十纵十横”综合运输大通道

在如火如荼开展着，在建设过程中，站房建设是铁路

建设的重要组成部分，站房建设不仅能改善城市的对

外交通，成为城市发展的新引擎，同时也是综合交通

枢纽形成的重要一环。铁路路网建设的分支延伸使城

市既有站房的改造成为带动城市发展的一个风向标。

既有站房改造是城市亮丽的名片、促发展的点睛之

笔。吕梁站站房改造后照片，如图1 所示。

图1 吕梁站站房改造后照片

1 站房装修改造的意义

既有站房不仅拥有显著的地理位置优势，而且与

城市既有交通运输体系已紧密结合。伴随着线路提

升、客流量增大，城市既有站房装修效果老旧、设施

陈旧、功能不全，无法满足城市发展、路线提升的需

要，必须对既有铁路站房改造。既有站房改造的意

义：一是与线路提升相匹配，满足现代化铁路运行要

求；二是提升旅客乘车体验，满足城市经济发展规

划；三是突出城市特点，有鲜明的时代和地域特点，

能充分体现当地文化[2]。

2 站房改造原则

（1）坚持以人为本、服务运输，体现站房装修与

地方特色、人文背景相融合，突出装修风格与艺术、

创新、科技、文化等方面融合。

（2）完善服务功能，提高站房的文化内涵和艺术

表现力。

（3）装修改造具有超前性，能适应现代化铁路车

站科技化和信息化管理要求。

（4）坚持技术创新，优化施工方案，降低造价，

在经济、技术、质量、安全等方面取得最优的效果。

3 站房改造内容

站房装修改造施工内容，根据需满足、提升的具

体要求，主要涉及建筑、结构、装饰装修、给排水、

暖通、电气、信息、消防等专业。

（1）建筑、结构改造方面主要涉及房间布局更改

增设、装饰结构改造、安装专业结构部分改造。

（2）装饰装修专业改造方面主要涉及外立面装

饰，候车厅、售票厅、商务候车室、卫生间等公共区

域及功能用房改造。

（3）给排水、暖通、电气、信息、消防等安装专

业改造主要涉及站房改造后的功能提升、信息化改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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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站房改造综合管理总体思路

站房改造根据主要改造内容确定总体管理思路：

（1）图纸设计：根据改造要求、站房原始图纸，

调研设计元素进行初步各专业图纸设计。

（2）概括性拆除既有站房原有设施、构件：根据

建筑图、初步装饰装修图，绘制概括性拆除图纸，明

确拆除范围并进行概括性拆除。概括性拆除需达到精

准测量、明确可拆除设施构件的程度。

（3）深化设计、现场样品确认：根据概括性拆除

的结果，进行各专业图纸深化。图纸深化需充分结合

现场不可拆除改造设施、构件，同时满足整体效果。根

据效果图、深化设计图，提供材料样品进行各方确认。

（4）精准性拆除既有站房原有设施、构件：根

据深化设计图纸，绘制精准性拆除图纸，明确拆除构

件、部位的拆除精度。

（5）各专业改造施工：建筑、结构专业改造按照

公共区、配套功能区的顺序组织施工；装饰装修专业

按照室内外同步组织施工，总体装修按先基层再面层

的顺序施工；安装专业按照先管线后末端设备的顺序

施工，施工过程中与其他各专业进行穿插施工。

5 各专业综合管理要点

5.1 深化设计专业综合管理

利用BIM（建筑信息模型）技术，根据设计方图

纸，进行装饰装修、安装专业的节点设计，管线、末

端设备排布定位。

（1）装饰装修深化部位主要包括幕墙、候车厅、

售票厅、商务候车室、贵宾厅、公共区卫生间及配套

辅助用房，深化内容主要包括幕墙、天花板、墙面、

地面排版和节点设计等内容。

幕墙方面明确幕墙与结构连接节点、幕墙分块大

小、缝隙处理，外观效果，安装方式，用模型指导施

工及幕墙加工制作。

（2）安装专业深化主要包括综合布管图、综合布

线图的深化，利用BIM技术解决水、暖、电、通风与空

调系统等各专业间管线、设备的碰撞，优化净空、优

化管线排布方案进行碰撞检查，减少在建筑施工阶段

可能存在的错误损失和返工的可能性。

（3）根据深化图纸绘制建筑、结构专业与室内装

修结合要点图，建筑、结构专业与外立面装修结合要

点图、外立面装修与室外附属工程结合要点图、室内

装修专业与安装各专业结合要点图、外立面装饰与安

装各专业结合要点图，施工过程充分利用结合要点图

进行各专业衔接点的管理。

5.2 建筑、结构专业综合管理

既有站房改造要突出改造这个前提，建筑、结构

专业设计和施工需满足装修效果、功能布局的要求。

（1）建筑专业指明建筑平面布局、功能设置等

内容，施工时要充分考虑装修、安装各专业的排布和

效果。建筑专业改造过程中要重点把控房间布局合理

性、信息化布置、消防等要求。

（2）结构专业改造除根据建筑专业图纸设计施

工，同时要充分考虑室内装修、外立面装修的结构性

要求并充分利用结合要点图。例如：天花节点设计施

工要考虑既有站房顶棚结构形式、可受力构件分布，

墙面干挂节点设计施工要考虑既有站房墙柱面可受力

构件分布，根据需要增加干挂节点的固定构件（圈

梁、过梁、构造柱），管道安装设计施工要考虑结构

构件的位置及设备固定点[3]。

5.3 拆除工程改造综合管理

拆除既有站房设施、构件，拆除分为概括性拆除

和精准性拆除。前者需达到详细深化的条件，后者需

达到满足现场施工的条件。

（1）概括性拆除：此项拆除是根据建筑图、初步

装饰装修图，主要需达到精准测量、明确可拆除设施

构件的详细拆除范围。

（2）精准性拆除：根据深化设计图纸，对拆除部

位尺寸、拆除范围进行精准确定，达到装修、安装专

业下一步施工顺利进行的条件。

5.4 外立面装修改造综合管理

龙骨深化、节点设计需充分考虑结构可受力构件

和原有外立面构件的布局。

（1）外立面装修改造常采用幕墙形式，主要包括

玻璃幕墙、铝板幕墙、石材幕墙。幕墙施工要充分考

虑与室内装修、室外工程的接口。

（2）外立面装修对既有站房的改造是“一站一

景”的目标体现，既有站房的原有外立面装修与原有

结构结合一般能做到充分结合，但外立面装修改造进

行效果图设计时要充分考虑既有站房外立面原有构

件，外立面构件的拆除程度是外立面装修能否实现设

计效果的关键[4]。

5.5 室内装修改造综合管理

在精准性拆除、建筑结构专业完成后，按照装修

总体思路进行施工，总体施工顺序按照天花板、墙

面、地面的顺序进行组织。

（1）自开工开始根据实测实量结果，建立整个站

房的测量控制网，建筑结构、安装、信息等各专业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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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尺寸、位置施工前均必须根据结合要点图同时与装

修专业进行核对，签订总包单位、装修单位、相关专

业三方位置确认单。

（2）顶棚改造从深化开始必须考虑与既有站房四

周接口位置的关系，做到美观。顶棚改造中转换层需

要与既有站房结构件进行受力连接，施工前必须在深

化阶段对节点设计详细核对，对后置受力构件进行相

应的检测。在既有站房装修改造中，转换层的选材较

一般转换层规格高且定制加工量大，一定要提前安排

加工订货。施工过程中对转换层距既有站房四周的距

离要严格把控，确保收边材料受力均匀。面板材料安

装根据深化排版图进行定位安装，面板安装重点是拼

缝、收边缝、墙顶交接缝等缝隙控制，从样板制作、

材料加工、预拼接阶段就要着重控制[5]。

（3）既有站房墙面改造多数采用背栓形式干挂

石材，站房石材采用天然矿材，必须严格控制色差。

色差控制方面从原材入手，毛板中进行选材应避免色

差。石材加工严格控制加工尺寸，做好六面防护，防

护剂应具有渗透性和透气性；石材板圆弧壁厚不得小

于25 mm，垂直方向离两边缘各200 mm，厚度不小于

25 mm；石材缝隙控制在0.5～1.0 mm；干挂石材到顶

饰面时，实施高度应高于吊顶完成面200 mm。

（4）地面改造多采用石材地面，选材加工阶段主

要控制色差、缩尺预留缝。石材涂刷防护时，除装饰

面和四个侧面涂刷饰面型防护剂外，底面、侧面应涂

刷防渗透剂涂层，充分晾干后才可使用，防止石材起

碱。底面型防护剂应保证水泥的黏结强度下降率不大

于5%。石材铺贴必须严格按照排版图施工，做到墙地

对缝。地面变形缝采用SFFS型抗震型平缝成品铝型材

形式，满足站房机械清洁的需要。

5.6 安装专业改造综合管理

安装专业主要包括给排水、暖通、电力、信息、

消防等专业设计施工，站房改造工程在安装专业方面

通常拆除原有所有系统，根据建筑功能重新进行设

计。功能提升系统、设备增多，交错密布。

站房改造的安装工程将各个专业的管道及设备集

合于一个单体建筑中，原有结构空间无法改变，在有

限的空间内布设、增设众多的管道设备并保证各个专

业管道及设备正常运行是安装施工的重点，同时管线

预留预埋及安装，能做到布置合理更是施工中应特别

注意的地方。

运用BIM技术在施工开始前利用搭建的安装各专业

模型，运行碰撞检测，排查各个专业之间以及各专业

内部发生碰撞的构件，将其一一修改，生成施工过程

模拟动画对管线布置进行优化，从而保证施工过程和

工序的正确性和优异性[6]。

对大型设备的安装，要充分考虑原有结构空间，

运用Revit（参数化建模）将设备零部件分别进行建

模，载入到所搭建的整个项目模型中进行运输路线规

划和模拟，制定大型设备的安装方案。候车厅改造中

如图2所示。

图2 候车厅改造中

6 结束语

随着城市经济的发展，充分发挥既有城市铁路站

房的交通、地理、经济布局优势，既有站房改造将成

为带动城市发展的新亮点。既有站房改造施工中，在

结构空间、结构布局及安装专业末端等相对制约的条

件下，将各专业效果完美展示是工匠精神、大智慧的

体现，充分利用新技术、新工艺、新材料、新设备，

合理组织施工是实现既有站房旧貌换新颜的关键。既

有站房改造重要点、重提升、重质量、重安全，既有

站房改造使城市老名片换新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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