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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 言

为更好满足人民群众对美好航空出行的新需要，增强人民

群众对我国民用机场高质量发展的获得感、幸福感，民航局贯

彻四型机场特别是人文机场建设要求，启动机场服务设施提升

专项行动，通过建立健全有关标准和指南文件体系，把真情服

务理念融入机场服务设施规划、设计、建设、运营和维护的全

生命周期。作为机场服务设施的重要组成部分，职工工间休息

区受到广泛关注，其规划设计指南是机场服务设施标准和指南

文件体系的重要内容。

民航一线岗位职工，尤其是机务维修、搬运、勤务等在运

输机场站坪区域作业的职工，工作条件较为艰苦。改善运输机

场一线职工的工作条件和休息环境，对于保障民航安全生产、

维护职工劳动健康权益具有重要意义。目前，国内运输机场的

设施资源多以服务旅客为主，职工工间休息区的规划建设相对

欠缺，服务保障相对不足。民航局高度重视改善职工工间休息

条件，将该项工作列入机场服务设施提升专项行动、《深入推进

新时代民航职工队伍建设改革工作方案（2022—2025）》以及主

题教育“三深入三帮促”实践活动。贯彻落实民航局党组决策

部署，民航工会提出建立健全机场站坪休息室共用共享的理

念，在民航系统全面推动站坪休息室修建工作。

运输机场通常场区面积大、运营单位多，可用资源紧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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运行环境和流程复杂，给职工工间休息区规划设计带来很多挑

战。指南贯彻《深入推进新时代民航职工队伍建设改革工作方

案（2022—2025）》关于使民航广大职工“政治有方向、建功有

平台、事业有发展、生活有品质”的理念，聚焦职工劳动安全

保障和工间休息需求，从解决设施配置不足的问题出发，深入

研究符合机场运行特点的职工工间休息区规划设计建议，推动

提高职工工间休息区规划设计的科学化、合理化水平。

指南坚持设计建设运营一体化的原则，为职工工间休息区

的规划设计、设施设备配置及运行管理提供全方位的指导。指

南建议：在机场规划前期，提前考虑职工工间休息区的规划设

计，明确总体原则；在机场设计前期，全面梳理用户需求，明

确基本功能，结合岗位特点对职工工间休息区功能及设施配置

要求进行分级分类；在设计阶段，确定机场职工工间休息区的

基本标准，适度丰富功能，结合实际情况提供人性化服务；在

运营阶段，制定职工工间休息区的管理制度，实现共建、共

治、共享，充分利用机场资源，合理平衡运维成本。

在编制过程中，编制组对国内各类机场的管理部门和一线

职工进行深入的调研和走访，详细了解职工工间休息区的使用

现状、需求及痛点问题，汇总分析各类机场的实践案例，重点

筛选共享休息区的优秀案例，归纳总结具有普遍参考意义的实

践经验，为国内机场职工工间休息区规划、设计、建设、运营

和维护提供指导性建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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指南共分为 7 个章节和 3 个附录。主要从职工工间休息区

的规划布局、建筑设计、设施设备配置和运行管理及维护等几

个方面提出基本建议，并提供典型案例、调研报告及计算示例

作为本指南附录。

指南的日常管理工作由上海机场（集团）有限公司负责。

执行过程中如有意见或建议，请函告本指南日常管理组（联系

人：陈轶群；地址：上海市浦东新区启航路 900 号；邮编：

201207；电话：021-68341629；邮箱：chenyiqun@188.com），

以便修订时参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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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总 则

1.0.1 为切实保障运输机场一线职工工间休息需求、改善一

线职工休息场所环境、维护职工合法权益、竭诚服务职工群

众，特编制本指南。

1.0.2 本指南适用于新建（迁建）、改建、扩建的运输机场

职工工间休息区的规划设计和运行管理及维护。

1.0.3 运输机场职工工间休息区规划和建设应符合现行国

家、行业有关标准规定，在此基础上参照本指南执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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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术 语

2.0.1 职工工间休息区

指由机场管理机构或各驻场单位利用机场范围内的经营性

或保障性资源，为在机场工作的一线职工提供的工间休息场所

（不包括具有职工过夜功能的倒班宿舍或过夜用房）。职工工间

休息区属于机场的服务设施，包括自用休息区和共享休息区。

2.0.2 自用休息区

指仅供本单位一线职工使用的工间休息场所。

2.0.3 共享休息区

指供各单位一线职工使用的共用工间休息场所，可分为飞

行区共享休息区和航站区共享休息区。（本指南将交通中心、停

车楼等也纳入航站区范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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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一般原则

3.1 统筹规划，鼓励共享

3.1.1 职工工间休息区的建设涉及机场飞行区、航站区等各

个主要功能区域，建议在运输机场的规划前期，提前考虑职工

工间休息区的规划设计，做好机场公共服务设施与运行保障设

施的资源平衡，以形成合理完善的机场总体布局。

职工工间休息区的规划应与机场的运行模式相匹配，鼓励

各机场综合评估机场容量、规模、总体布局、职工人数、航班

特征、既有资源以及地理环境和气候条件等因素后，在机场的

规划前期明确职工工间休息区的规模和选址，尽量减少或避免

机场建成投运后的拆改或重复建设。

3.1.2 在驻场单位多、资源紧张的情况下，建议由机场管理

机构通过整合资源的方式，在飞行区、航站区等区域利用空间

场地合理规划共享休息区，将其与各单位自用休息区有机结

合、互为补充，实现跨单位的资源共享，充分提升机场资源的

使用效率。

3.1.3 职工工间休息区的规划宜与职工食堂、职工活动场

所、职工停车区、摆渡车停靠点位等其他服务设施同步规划建

设，以形成功能完善的职工服务设施体系。

3.1.4 多航站楼（或含卫星厅）运营机场的职工工间休息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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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规划布局宜考虑与机场整体进离场交通设计的衔接。这类机

场职工工作模式较单一航站楼的机场更为复杂，因此职工工间

休息区的选址宜结合建筑单体位置、进离场交通流线及接驳系

统综合考虑。

3.2 深入调研，明确需求

3.2.1 职工工间休息区的规划设计应从各驻场单位一线职工

的实际需求出发，保障职工在工作间隙的休息、补给等基本功

能需求。

3.2.2 职工工间休息区的基本功能需求宜通过科学的调研、

分析、评估进行明确，可通过线上问卷、实地考察以及访谈等

多种形式对一线职工和管理者进行调研，并对使用情况进行跟

踪和收集，以确保基本功能需求的真实性与合理性。

3.2.3 职工工间休息区的功能布局宜结合工作岗位特性和工

作环境考虑，特殊工种、特殊环境的职工工间休息区宜结合实

际需求予以特殊考虑。

3.3 科学建设，完善功能

3.3.1 职工工间休息区的规划建设和设施设备配置应从改善

一线职工工间休息环境入手，逐步落实、持续推进关爱职工工

作，不断增强职工的获得感、幸福感和安全感。

3.3.2 在确定职工工间休息区的基本规模和功能需求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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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各机场可根据实际情况对职工工间休息区进行适当的功能

扩展和外延，有条件的情况下可适当增加文化、休闲、母婴、

安全宣传与教育等设施的配置。

3.3.3 职工工间休息区的设施设备配置应根据使用单位的实

际需求科学配置，并符合经济适用、使用便捷、维护便利、绿

色环保等要求。

3.4 精细管理，安全运营

3.4.1 机场应以设计建设运营一体化理念为指导，通过精细

化的管理，保证职工工间休息区及其设施设备的良好运维，实

现职工保障设施服务水平“从有到优”的提升。

3.4.2 应明确职工工间休息区运行管理及维护的责任单位，

并将日常管理制度与应急机制相结合。

3.4.3 职工工间休息区的建设单位应确保满足建设过程安

全、工程质量优质、配备产品合格的基本要求。

3.4.4 职工工间休息区的规划建设和设施设备配置应符合

《建筑防火通用规范》（GB 55037）、《民用机场航站楼设计防

火规范》（GB 51236）、《民用航空运输机场飞行区消防设施》

（MH/T 7015）中的消防安全相关规定及《民用运输机场安全

保卫设施》（MH/T 7003）中的空防安全相关规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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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规划布局

4.1 基本要求

4.1.1 职工工间休息区的规划设计应结合机场规模（年旅客

吞吐量）及运行情况等因素确定，配置建议如下：

1 规划目标年旅客吞吐量小于 200 万的机场，宜以自用休

息区为主。当其自用休息区已能满足职工休息需求时，可视具

体情况不再建设共享休息区；

2 规划目标年旅客吞吐量 200 万~1000 万的机场，在自用

休息区不能满足使用需求时，可适当增加共享休息区，其数量

宜按照点位服务半径确定；

3 对于航班密集、资源紧张的机场及规划目标年旅客吞吐

量大于 1000 万及以上的机场宜推行共享休息区机制（可参照

《关于改善站坪区域户外作业职工工作环境和休息场所的指导

意见》），其数量宜通过点位服务半径及使用需求估算的方法

（详见本指南 4.3.3和 4.3.5）进行确定。

4.1.2 机场建设项目可研阶段应充分考虑职工工间休息区的

规划布局，确保与机场新建或扩建工程同步推进。

4.1.3 职工工间休息区可与职工食堂相结合，共同为职工提

供就餐、休息等功能完备的服务设施。在机场规划设计前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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宜综合考虑机场工作特点，统筹论证和规划机场职工食堂的点

位布局及规模。职工食堂的具体设计要求可参照《饮食建筑设

计标准》（JGJ 64）。

4.2 自用休息区

4.2.1 自用休息区主要由机场管理机构（或者机场建设项目

法人）根据各驻场单位提供的使用需求开展主体建筑的统筹规

划与投资建设。自用休息区可由使用单位进行运营维护。

4.2.2 自用休息区的功能布局应结合各驻场单位工作特点和

基本需求进行设计，可满足一线职工在工作间隙进行短暂休

息、用餐、会议以及学习与培训等活动的需求，有条件的可在

职工卫生间附近设置。

4.2.3 自用休息区点位宜靠近各一线职工工作区域集中布

置，并结合生产运行需求及既有资源等实际情况合理确定建设

规模，人均使用面积不宜小于 1.5m2，使用人数宜根据本单位职

工工作区域内高峰时段当班（含备勤）职工数量进行确定，具

体测算可参照本指南附录 C.1。（海关、边检等联检单位应按照

国家相关建设规范执行。）

4.3 共享休息区

4.3.1 共享休息区主要由机场管理机构（或者机场建设项目

法人）进行统筹规划、投资建设、运营维护，也可由投资建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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或租用专用航站楼和停机坪的航空运输企业等单位进行投资建

设、运营维护。

共享休息区按照其服务区域可分为以下两大类：

1 飞行区共享休息区：主要服务于在飞行区工作的一线职

工，一般采用独立的建筑形式，其功能布局应满足飞行区职工

短暂休息及工作等需求。

2 航站区共享休息区（含空侧及陆侧）：主要服务于在航站

区（包含航站楼、交通中心等建筑单体）工作的一线职工，一

般采用房中房形式，其功能布局应满足航站区职工短暂休息、

就餐及工作等需求。

4.3.2 飞行区共享休息区的规划布局建议如下：

1 飞行区共享休息区的规划布局应在满足飞行区布局的基

础上进行合理选址，不应影响机坪运作，并符合飞行区安全运

行及下滑台保护区的相关规定。

2 飞行区共享休息区的规划布局应充分考虑飞行区业务分

布情况及一线职工户外作业需求，宜靠近工作场所布置，比如

远机位机坪、货机坪或登机桥固定端等。

3 考虑至飞行区共享休息区的车行时间不宜超过 10min，

按飞行区车辆平均时速测算，其服务半径不宜大于 2km。有条

件情况下可间隔 4~5个登机桥固定端设置 1处。（此处的车行速

度为考虑机坪限速要求及各类服务车辆相互影响后的实际经验

数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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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4.3.2-1飞行区共享休息区点位示意图——多航站楼（或含卫星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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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4.3.2-2飞行区共享休息区点位示意图——多航站楼（或含卫星厅）

4 飞行区共享休息区基本单元的使用面积不宜小于 18m2/

间。按照建筑结构类型划分，主要可分为以下两大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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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装配式休息舱：适用于飞行区共享休息区的基本单

元，采用装配式集装箱形式，单间使用面积约为 18~24m2，使

用人数约为 10~15人；

2) 房建式休息区：适用于具有综合性功能的职工休息

区，采用混凝土等建筑结构形式，使用空间较大、布局形式丰

富，可满足更多数量职工的使用需求。

5飞行区共享休息区可优先考虑利用航站楼站坪层用房资

源，尽可能减少占用飞行区的空间。

4.3.3 飞行区共享休息区使用需求估算的建议如下：

1 高峰时段使用飞行区共享休息区的职工人数需求估算在

扣除自用休息区使用人数后，宜综合考虑日均职工人数、轮班

次数、高峰时段使用飞行区休息区的职工人数比例以及使用共

享休息区的职工人数比例等参数计算确定。不同规模和类型的

机场，飞行区运行的繁忙程度和航班运作存在较大差别，因此

职工休息区使用人数需求估算时需充分考虑飞行区的机位数

量、跑道构型、航班间隔等影响因素，对一线职工工作流程、

日均排班计划等实际运行情况和数据进行深入调研。（具体估算

方法可参照附录 C.2。）

2 高峰时段使用飞行区共享休息区的职工人数需求确定

后，可视项目实际情况选择估算方法，确定休息区点位数量需

求。估算方法可分为以下两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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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若前期规划中飞行区布局已基本明确，可按照飞行区

共享休息区的点位服务半径（详见本指南 4.3.2第 3款）初步确

定职工休息区所需点位数量；

2) 若前期飞行区布局尚未明确，可通过调研确定飞行区

共享休息区的人均使用面积、单个点位使用面积（详见本指南

4.3.2 第 4 款）以及集中使用系数，参照附录 C.2 的公式进行估

算。待飞行区布局方案明确后，可结合方法 1）的服务半径分

析进一步论证点位数量的合理性。

上述两种方法得出的结论可互相校核后作为初步确定飞行

区共享休息区点位数量的参考。

4.3.4 航站区共享休息区的规划布局建议如下：

1 航站区共享休息区的规划布局应符合航站楼（或卫星

厅）功能及运行需求，并结合各驻场单位的设施资源进行统筹

规划。

1) 大型机场航站区共享休息区的点位设置宜覆盖出发、

到达层空、陆侧等主要功能区域；

2) 中小型机场航站区共享休息区宜相对集中设置，便于

整体管理，以实现高效运行；

3) 航站区共享休息区宜与职工卫生间、职工更衣及淋浴

间、职工母婴室等设施统筹规划布局，方便职工使用，减少对

旅客公共区的影响，提高设施使用效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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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航站区共享休息区宜在工作岗位区域附近设置，满足不

同区域各驻场单位一线职工的工作及休息需求。

1) 陆侧区：在不影响主要功能布局及流程的基础上，宜

采用集中式共享休息区，也可兼顾交通中心等其他区域职工的

使用需求；

2) 空侧区：宜根据合理的服务半径均匀设置共享休息

区，服务半径宜不超过 600m，有条件情况下宜适当加密点位或

每个指廊设置不宜少于 1处；（结合调研反馈结果，一线工作人

员一般可接受 5~8min的步行时间，按照人员步行速度测算，步

行距离约为 600m。）

3) 在设有到达层的情况下，指廊内的共享休息区宜优先

考虑布置在到达层，减少对出发层等资源紧张区域的影响。

图 4.3.4-1航站区共享休息区点位示意图（前列式航站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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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4.3.4-2航站区共享休息区点位示意图（指廊式航站楼）

3 航站区共享休息区基本单元的使用面积不宜小于 20 m2/

间，可容纳使用人数不宜小于 10~15人/间。

4.3.5航站区共享休息区使用需求估算的建议如下：

1 高峰时段使用航站区共享休息区的职工人数需求估算在

扣除自用休息区使用人数后，宜综合考虑日均职工人数、轮班

次数、高峰时段使用航站区休息区的职工人数比例以及使用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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享休息区的职工人数比例等参数计算确定。航站区各驻场单位

业务不同，对于职工休息区的需求也存在较大差异，在进行职

工休息区使用人数估算时可按照区域采用不同的估算方式：

1) 陆侧区：考虑到陆侧区内各驻场单位一般设有固定办

公区域，共享休息区可结合自用办公资源进行设置，休息区的

使用人数和规模可由机场根据使用单位提供的需求进行统筹规

划后确定，点位服务半径可参考 4.3.4第 2款 2）中取值建议；

2) 空侧区：对各类一线职工工作流程、日均排班计划、

日均使用频次等运行情况和数据进行深入调研，并综合考虑休

息区共享可能性后，参照附录 C.3的公式进行估算。

2 高峰时段使用航站区共享休息区的职工人数需求确定

后，可视项目实际情况选择估算方法确定休息区点位数量需

求。估算方法可分为以下两种：

1) 若前期规划中航站楼构型已基本明确，可结合航站楼

构型和平面布局，按照航站区共享休息区的点位服务半径（详

见本指南 4.3.4第 2款）进一步确定职工休息区所需点位数量；

2) 若航站楼构型尚未明确，可通过调研确定航站区共享

休息区的人均使用面积、单个点位使用面积（详见本指南 4.3.4

第 3 款）以及集中使用系数，参照附录 C.3 的公式进行估算。

待航站楼构型及平面布局明确后，可结合方法 1）的服务半径

分析进一步论证点位数量的合理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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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述两种方法得出的结论可互相校核后作为初步确定航站

区共享休息区点位数量的参考。

4.3.6共享休息区的使用宜结合职工食堂共同考虑，对各驻

场单位开放的职工食堂在闭餐期间可作为共享休息区的补充。

1 对于驻场单位多、职工需求大、资源紧张的机场，鼓励

设立对各单位开放的职工食堂，以公平合理的价格对各单位职

工开放。食堂运营时间宜与机场运行时间相匹配。

2 对各驻场单位开放的职工食堂，宜根据不同工种的控制

区通行权限，在机场范围内合理设置。

3 在职工食堂资源不足的情况下，机场管理机构可考虑整

合商业餐饮资源，为职工提供服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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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建筑设计

5.1 一般原则

5.1.1 职工工间休息区的建筑设计应以功能为先，遵循安

全、经济、实用的原则，合理控制建设及运行管理成本。飞行

区与航站区的休息区因建设场地和环境不同，其建筑设计的侧

重点也有所不同：

1 飞行区休息区位于室外区域的，需增加建筑的土建投

资，在规划时需综合考虑建筑设计的适用性、安全性、耐久性

和性价比。

2 航站区休息区主要位于航站楼等主体建筑的室内区域，

需结合主体建筑的土建条件进行功能布局、室内装修及设施设

备安装。

5.1.2 职工工间休息区的室内净高不宜低于 2.5m，以满足

空间舒适度的要求，可参考《办公建筑设计标准》（JGJ/T 67）

中 4.1.11条第 1款。

5.1.3 职工工间休息区的建筑装饰、室内装修宜采用装配

式、模数化的设计和材料选型，合理控制建设工期。大部分机

场通过不停航的改扩建方式建设职工工间休息区，因此采用装

配式、模数化的设计及材料，不仅可有效缩短建设周期，也便

于后期运营维护和设施更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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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1.4 职工工间休息区的建筑设计应符合国家及当地的建筑

设计相关规范及标准。

5.1.5 职工工间休息区的建筑出入口应设有明确的标识，便

于职工识别。标识的样式应遵循相关规范及设计标准，并符合

机场整体的标识体系。

表 5.1.5-1 职工工间休息区图形符号及说明

图形符号 含义 说明

职工工间休息区/室 表示职工工间休息的场所

图 5.1.5 共享休息区建筑出入口标识示意图

（以飞行区共享休息区为例）

5.1.6 在满足建筑设计规范的基础上，自用休息区可根据使

用单位需求进行布局和设计。若使用需求尚未明确，其建筑设

计可参照共享休息区建筑设计的相关内容进行布局和设计（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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见本指南 5.2~5.3）。

5.2 飞行区共享休息区

5.2.1 飞行区共享休息区的建筑设计需综合考虑机坪场地的

总体设计、管网布置等条件确定建筑和结构形式，合理利用机

坪空间，为一线职工搭建基本的工间休息场所。按照建筑结构

类型划分，主要可分为以下两大类：

1 装配式休息舱：适用于场地施工条件有限的区域，宜结

合登机桥固定端附近区域布置。若空间不具备搭建条件或者休

息舱距离较远，也可结合登机桥固定端外墙设置室外休息座椅

作为飞行区共享休息区的补充措施。

2 房建式休息区：适用于场地施工条件充足的区域，宜结

合远机位停机坪或货机坪布置。

①休息座椅

图 5.2.1 登机桥固定端下方休息座椅布置示意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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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2.2 飞行区共享休息区的建筑设计应充分考虑地理环境及

气候条件，其围护结构应具备避雷、防风及防雨功能，满足保

温、隔热以及隔声性能等要求。特殊区域需考虑特殊气候条件

下建筑使用的安全性，比如沿海地区需考虑抗台风需求等。

5.2.3 飞行区共享休息区的地坪设计应满足排水、防潮等要

求，满足《建筑地面设计规范》（GB 50037）中的相关规定。

5.2.4 飞行区共享休息区的建筑外立面设计宜合理考虑外窗

设计，满足自然通风、采光的基本需求。

5.2.5 飞行区共享休息区的建筑外立面应符合《民用机场飞

行区技术标准》（MH 5001）要求，确保飞行区安全运行。

5.2.6 飞行区共享休息区功能布局宜动静分区，可根据活动

程度划分为：缓冲区（入口门厅）、工作区和休息区，其中工作

区宜兼顾职工临时简餐的需求。机场可根据实际需求在基本单

元上进行功能扩展，打造综合性共享休息区，为职工提供更优

质的服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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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5.2.6-1 飞行区共享休息区基本单元功能布局示意图

①空调 ②插座 ③阅读桌/餐桌 ④微波炉 ⑤电冰箱

⑥饮水机 ⑦置物台/储藏柜 ⑧沙发 ⑨垃圾桶 ⑩急救箱

图 5.2.6-2 飞行区共享休息区基本单元平面示意图（单位：m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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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5.2.6-3 飞行区共享休息区基本单元剖面示意图（单位：mm）

①空调 ②插座③阅读桌/餐桌 ④微波炉 ⑤电冰箱

⑥饮水机 ⑦置物台/储藏柜 ⑧沙发 ⑨垃圾桶 ⑩急救箱

图 5.2.6-4 飞行区共享休息区基本单元三维示意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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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2.7 飞行区共享休息区宜就近设置职工卫生间，具体设计

可参照《民用机场卫生间规划建设和设施设备配置指南》第 5

章中的相关建议。根据调研情况反馈，飞行区一线职工工间存

在较多的卫生间使用需求，因此建议：

1 新建机场宜在规划设计阶段考虑共享休息区设置卫生间

的条件，其上下水系统应符合机坪排污和环保标准要求。

2 已经建成的机场可考虑采用移动卫生间，方便飞行区一

线职工就近使用。

3 职工卫生间宜合理考虑女性职工卫生设施需求。

5.2.8 飞行区共享休息区的建筑设计应符合飞行区消防设计

的相关规范及标准。

5.3 航站区共享休息区

5.3.1 航站区共享休息区的土建结构与机电系统宜结合航站

楼或交通中心等主体建筑的设计整体考虑，并满足整体结构荷

载及机电系统的设计要求。

5.3.2 航站区共享休息区的功能布局应根据职工休息的基本

需求进行合理分区，可划分为缓冲区（入口及操作区）、休息

区、工作及就餐区，主要功能包括如下：

1 备岗备勤功能：主要满足职工工间休息、就餐、交流、

手机等日常通讯设备充电等功能需求，特殊工种宜结合实际需

求予以特殊考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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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简易办公、学习功能：主要满足职工处理非一线工作业

务需求，比如收发工作文件、学习交流等功能。

图 5.3.2-1 航站区共享休息区基本单元功能布局示意图

①垃圾桶 ②餐桌 ③沙发 ④置物柜及充电设施 ⑤茶几

⑥储物柜 ⑦洗碗槽 ⑧微波炉 ⑨电冰箱 ⑩饮水机

单元 A：沙发+围合式桌椅组合平面示意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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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餐桌 ②充电设施 ③垃圾桶 ④储物柜 ⑤洗碗槽

⑥微波炉 ⑦电冰箱 ⑧饮水机

单元 B：围合式桌椅平面示意图

图 5.3.2-2 航站区共享休息区基本单元平面示意图（单位：mm）

①餐桌 ②沙发 ③置物柜 ④茶几 ⑤储物柜 ⑥洗碗槽 ⑦电冰箱

⑧微波炉 ⑨书架 ⑩阅读桌 ⑪充电设施 ⑫垃圾桶 ⑬自动贩卖机（可选）

⑭电视（可选）

图 5.3.3-1 航站区共享休息区+阅览室平面示意图（单位：m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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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餐桌 ②沙发 ③置物柜 ④茶几 ⑤储物柜 ⑥洗碗槽 ⑦电冰箱

⑧微波炉 ⑨布帘/屏风 ⑩衣柜 ⑪座椅 ⑫垃圾桶 ⑬自动贩卖机（可选）

⑭电视（可选）

图 5.3.3-2 航站区共享休息区+更衣室平面示意图（单位：mm）

①餐桌 ②沙发 ③置物柜及充电设施 ④茶几 ⑤储物柜 ⑥洗碗槽 ⑦电冰箱

⑧微波炉 ⑨布帘/屏风 ⑩报刊/杂志/图书 ⑪垃圾桶 ⑫置物柜

⑬洗手池 ⑭母乳专用冰箱 ⑮自动贩卖机（可选）⑯电视（可选）

图 5.3.3-3 航站区共享休息区+哺乳休息区平面示意图（单位：m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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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3.3 航站区共享休息区在满足基本功能的基础上，可根据

实际需求及空间条件进行功能扩展，考虑设计职工更衣室、阅

览室等区域，打造综合性共享休息区。

5.3.4 航站区共享休息区宜选择靠近楼内外墙区域设置，满

足休息区内自然采光、通风要求。若条件有限时，在满足整体

消防设计的基础上，航站区共享休息区宜向室内大空间开高侧

窗，尽可能减少内区房间无法采光的压抑感。

5.3.5 改扩建的航站区共享休息区设计不应影响既有土建结

构的安全性能和主要功能布局，可充分利用既有空间及设施条

件，有条件的可利用航站楼或交通中心的内部公共空间扩展航

站区共享休息区的配套功能，形成开敞式航站区共享休息区。

5.3.6 航站区共享休息区应满足其所在建筑的消防设计要

求，按照相关建筑的防火设计规范执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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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设施设备配置

6.0.1 职工工间休息区的设施设备配置应与其功能布局相匹

配，并满足其运行管控的要求。

1 合理配置暖通、电气、照明、通信、门禁、监控等设备

系统，满足职工工间休息基本需求和管理要求。职工工间休息

区的设施设备配置应满足职工日常用电设备的实际使用需求，

有条件的宜设置上下水系统。

2 共享休息区宜以保障职工工间休息的基本功能配置设施

设备，设施设备的选型宜便于统一管理和维护。

3 自用休息区宜结合自身岗位业务特点配置设施设备，可

根据实际情况提供更为人性化的设施设备。

6.0.2 应结合当地气候条件配置设施设备。特殊和极端气候

区域需配置相关配套及防护设施，保证生产和工作环境安全。

6.0.3 参照民航工会《推进建立健全站坪区域户外作业职工

休息场所共享机制实施方案》“6+N”的共享休息用房服务标

准，在确保机场安全运行的前提下，合理配置满足基本服务功

能的设施设备。同时，可根据实际情况选配其他自选设施设

备，拓展职工工间休息区服务功能，满足职工多元化的需求。

考虑到运行安全等因素，飞行区共享休息区宜尽量采用可

固定设施设备，避免设施设备及其零部件被移动或者带出休息

区，影响机坪的安全运行。



6 设施设备配置

- 29 -

1 满足基本服务功能的设施设备具体如下：

 休息设施（如排椅、躺椅等）；

 餐饮加热设备（如微波炉等）；

 食物储存设备（如冰箱、保鲜柜等）；

 空调设备（如挂壁式空调、立柜式空调等）；

 饮水设备（如饮水机、电开水器等）；

 充电设备（如插座、USB电源等）；

 消防救援器材（如手持灭火器、灭火毯等）。

表 6.0.3-1满足基本服务功能的设施设备参考图示

序号
设施/设备

大类

设施/设备

名称
图示

空间布

局要求

初始

成本

1
休息设施

座椅

排椅 低 低

躺椅 低 低

沙发 中 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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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号
设施/设备

大类

设施/设备

名称
图示

空间布

局要求

初始

成本

2
餐饮加热

设备
微波炉

家用微波炉 低 低

工业微波炉 低 高

3
食物储存

设备

冰箱 中 中

保鲜消毒柜 中 中

4 空调设备 空调

挂壁式空调 低 低

立柜式空调 中 中

中央空调 高 高

5 饮水设备

立式饮水机 低 低

电开水器

（有上下水条件）
中 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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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号
设施/设备

大类

设施/设备

名称
图示

空间布

局要求

初始

成本

6 充电设备

普通插座 低 低

USB/Type-C插座 低 低

7
消防救援

器材

手持灭火器
低 低

工业灭火毯 低 低

2 有条件情况下，可增加设置一些自选设施设备或适当提高

设施设备的选型：

 自助设施（如自动贩卖机、自动咖啡机等）；

 环保卫生间；

 文化休闲类设施（如电视、Wi-Fi、阅览区等）；

 人文景观类设施（如绿化盆栽、文化展示墙等）；

 生产运营系统显示终端；

 特殊气候区域相关配套设施（如寒冷地区配置的采暖设

备，风沙地区配置的空气净化器、洗手盆等设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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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6.0.3-2自选设施设备参考图示

序号
设施/设备

大类

设施/设备

名称
图示

空间布

局要求

初始

成本

1 自助设施

自动贩卖机 中 中

咖啡机 低 中

自动按摩椅 低 高

2 环保卫生间
可移动

卫生间
低 高

3 文化休闲类设施

电视 壁挂式电视 低 中

无线网络 Wi-Fi 低 低

阅览区 杂志图书 低 低

4 人文景观类设施 绿化盆栽 低 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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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号
设施/设备

大类

设施/设备

名称
图示

空间布

局要求

初始

成本

文化展示墙 低 低

5
生产运营系统

显示终端
智能系统 可移动终端 低 高

6
特殊气候区域

相关配套设施

采暖设备

取暖器 低 低

暖风机 低 低

空气调节

设备

空气净化器 低 低

加湿器 低 低

洗漱

设施

盥洗池/
洗手盆

中 低

6.0.4 宜参照《民用运输机场应急救护设施设备配备》（GB

18040）的相关规定合理配置医药用品、急救箱及便携式除颤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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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ED）等相关基础医疗设施设备。据调研反馈，飞行区一线

职工对医疗急救用品需求较大。某些飞行区工作岗位区域距离

航站楼较远，职工在突发情况下无法及时使用航站楼设施设

备，因此宜在飞行区共享休息区内适当配置急救设施设备。

6.0.5 应充分考虑职工休息区中设施设备使用性能的可靠

性，避免发生由设施设备引发的安全事故。

同时，应充分考虑设施设备的耐久性以及维护便利性等，

尽可能减少机场资源的浪费。据调研反馈，共享休息区对所有

职工开放，其设施设备容易损害或者丢失，保洁难度也较大，

因此建议设施设备选型采用耐久性好、易于维护、性价比较高

的产品，并结合日常巡检制度及智能监控系统实现良好运维。



7运行管理及维护

- 35 -

7 运行管理及维护

7.1 一般规定

7.1.1 应明确职工工间休息区运行管理及维护的责任单位。

责任单位负责制定管理制度，落实运行安全责任；负责区域内

日常巡检、保洁、维护以及突发情况处置。同时，职工工间休

息区的运行管理及维护应结合不同区域作业流程，遵循相应区

域的管理规定。

7.1.2 宜采用智慧化管理模式对职工工间休息区进行运行管

理及维护，通过智能新技术提高管理水平，降低运行成本和风

险，为一线职工提供良好服务。

7.1.3 宜由机场管理机构主导、驻场单位共同参与共享休息

区的运行管理及维护，打造安全和谐的休息场所。（相关建议可

参照民航工会《推进建立健全站坪区域户外作业职工休息场所

共享机制实施方案》。）

7.2 管理机制

7.2.1 应为职工工间休息区的运行管理及维护建立完善的配

套管理制度、使用规范及相关工作机制和流程，并应结合实际

对工作机制和流程进行动态调整。如建立职工使用守则，定期

对各驻场单位职工进行宣贯，强化职工共同维护职工工间休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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区设施设备的责任感；如建立检查机制，定期对职工工间休息

区的日常使用情况、设施设备运行状况、资源配置等情况进行

检查维护。

7.2.2 各机场宜结合自身管理模式制定关于职工工间休息区

突发情况的应急预案，并纳入机场管理机构应急体系，做好常

态下对突发情况的风险评估、预案演练等工作。

7.2.3 共享休息区日常运维成本可由机场管理机构承担，也

可通过协商等方式由使用单位共同承担。有条件情况下可通过

设立增值服务设施来获取适当收益，平衡运维成本。

7.3 安全管理

7.3.1 运行安全。职工工间休息区应加强日常管理，避免出

现运行安全风险隐患。如应着重加强对飞行区职工工间休息区

内物料耗材、废弃垃圾的管控，避免产生 FOD。

7.3.2 消防安全。应建立完善的消防管理制度，配备相应消

防设施设备，严格落实消防责任制；加大消防宣传力度，增强

防火意识；定期开展消防检查，持续做好监督管理。

7.3.3 设备安全。宜加强设施设备全生命周期管理，保证职

工工间休息区的良好运行。设施设备全生命周期管理应包括对

设备选择、设备使用、设备维护修理以及更新改造等全过程的

管理工作。

7.3.4 卫生安全。应加强职工工间休息区的卫生管理，建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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卫生安全责任制，积极为职工营造文明、整洁、优美、温馨的

休息环境；定期做好卫生清扫、垃圾清运等工作，满足机场垃

圾管理的相关规定；持续增强职工的环境卫生意识，养成良好

的卫生习惯；对于公共突发卫生安全事件，应积极配合防疫部

门做好防治工作，满足国家及地方相关卫生防疫政策要求。

7.3.5 治安安全。应加强职工工间休息区的治安综合治理工

作，宜合理采用门禁及监控系统，加强对职工的监管，并加强

职工思想教育和安全防范工作，规范职工行为。

7.4 服务提升

7.4.1 应以职工需求为导向，持续健全保障体系，精准关爱

职工，构建和谐工作环境。

7.4.2 可通过问卷调查等调研方式进行用户意见收集，持续

完善服务内容；通过网络、电话等线上报修的反馈方式，调动

职工爱护休息区设施的积极性，实现双向沟通的管理机制。

7.4.3 应精心构建关心关爱职工文化体系，将职工工间休息

区作为安全教育、文化宣传的阵地，积极营造团结协作、和谐

向上的工作氛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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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录 A 国内各机场职工工间休息区参考案例

A.1 飞行区共享休息区参考案例

表 A.1-1飞行区共享休息区参考案例总览

北京

首都国际机场

上海

浦东国际机场

广州

白云国际机场

深圳

宝安国际机场

南京

禄口国际机场

成都

天府国际机场

南宁

吴圩国际机场

重庆

江北国际机场

航站楼

建筑面积

（万 m2）

141.0
（数据截至 2019）

145.6
（数据截至 2019）

118.17
（数据截至 2019）

68.6
（数据截至 2024）

47.5
（数据截至 2024）

72.0
（数据截至 2021）

21.5
（数据截至 2019）

73.7

（数据截至 2024）

年旅客量

（万人）

10001
（数据截至 2019）

7615
（数据截至 2019）

4376
（数据截至 2024）

5273
（数据截至 2023）

2734
（数据截至 2023）

4478
（数据截至 2023）

1576
（数据截至 2020）

4479
（数据截至 2019）

机位数

（个）
314 340 269 277 154 240 98 220

休息区数

（个）
8 10 17 14 8 35 7 18

总面积（m2） 200 270 484 300 320 1558 197 458



附录 A 国内各机场职工工间休息区参考案例

- 39 -

A.1.1 北京首都国际机场飞行区共享休息区

机场概况：

北京首都国际机场位于北京市东北郊，西南距北京市中心 25km，南

距北京大兴国际机场 67km，为 4F级机场。

北京首都国际机场拥有三座航站楼，面积共计 141 万 m2；有两条

4F级跑道、一条 4E级跑道；共有 314个机位。

休息区建设情况：

目前共有 8处共享休息区，位于远机位站坪区，点位布局如下：

图 A.1.1-1 北京首都国际机场飞行区共享休息区总平面点位布局示意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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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A.1.1-2 北京首都国际机场飞行区共享休息区外观

图 A.1.1-3 北京首都国际机场飞行区共享休息区室内

2020年，其中 4 处飞行区共享休息区被改造为“暖心驿站”，满足职

工办公、充电、学习等需求。

图 A.1.1-4 北京首都国际机场“暖心驿站”外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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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A.1.1-5 北京首都国际机场“暖心驿站”室内

A.1.2 上海浦东国际机场飞行区共享休息区

机场概况：

上海浦东国际机场位于上海市浦东新区，距上海市中心约 30公里，

为 4F级机场。

上海浦东国际机场拥有两座航站楼及一座卫星厅，总面积 145.6 万

m2；有四条跑道；共有 340个机位。

图 A.1.2-1 上海浦东国际机场飞行区共享休息区总平面点位布局示意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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休息区建设情况：

浦东机场主要通过三期卫星厅的站坪用房解决飞行区职工休息问

题，并在此基础上合理考虑飞行区共享休息区的点位服务半径，在 T2

航站楼指廊北端远机位和空管塔台的附近区域设置了两处飞行区共享休

息区，其余需求可通过 T1、T2航站楼站坪层用房解决，就近满足机坪

一线职工的休息需求。共享休息区具体点位布局如上图所示。

图 A.1.2-2 上海浦东国际机场飞行区“小洋房”外观

图 A.1.2-3 上海浦东国际机场飞行区“小洋房”室内

A.1.3 广州白云国际机场飞行区共享休息区

机场概况：

广州白云国际机场位于广东省广州市白云区人和镇和花都区新华街

道、花东镇交界处，距广州市中心约 28km，为 4F级机场。

广州白云国际机场拥有两座航站楼，分别为 T1（国内及国际港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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台）、T2（国内及国际港澳台），建筑面积共 118.17 万 m2；有三条跑

道；共有 269个机位。

休息区建设情况：

目前共有 16处共享休息区，分别位于东南站坪、货机坪、北站坪、

西南站坪以及 T2航站楼周围区域。

图 A.1.3-1 广州白云国际机场东南站坪职工休息区外观及室内

图 A.1.3-2 广州白云国际机场货机坪职工休息区外观及室内

图 A.1.3-3 广州白云国际机场西南站坪职工休息区外观及室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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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A.1.3-4 广州白云国际机场航站楼周围站坪职工休息区外观及室内

在设施设备方面，广州机场工会负责医疗用品的配置，如止血贴、

绷带、血压仪等；其他硬件设施配备和维护均由飞行区管理部负责配

置，包括桌椅、柜子、空调、冰箱、饮水设施等。其中，东南站坪、货

机坪、北站坪、西南站坪职工休息区配置饮水设施，航站楼周围站坪区

域饮用水可就近与航站楼饮水机共用。

A.1.4 深圳宝安国际机场飞行区共享休息区

机场概况：

深圳宝安国际机场位于深圳市宝安区、珠江口东岸，距离深圳市区

32km，为 4F级机场。

目前建成一座航站楼、一座卫星厅，建筑面积共 68.6 万 m2，飞行

区面积为 900 万 m2，机场物流设施面积近 100 万 m2；新航站楼占地

19.5万 m2；有两条跑道；共有 277个机位。

休息区建设情况：

目前共有 14 处共享休息区（坪安舱），分为两种类型。在使用权限

方面，为最大程度对卫星厅内工作人员给予便利，共享休息区实行全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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开放制度，24 小时均可使用。每间坪安舱除了桌椅、空调、电视、冰

箱、微波炉等基本设施外，还配有 AED（自动体外除颤仪），可用于突

发情况下机坪作业职工的急救。

共享休息区具体点位布局如下：

图 A.1.4-1 深圳宝安国际机场飞行区共享休息区总平面点位布局示意图

图 A.1.4-2 深圳宝安国际机场飞行区“坪安舱”外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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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A.1.4-3 深圳宝安国际机场飞行区“坪安舱”室内

A.1.5 南京禄口国际机场飞行区共享休息区

机场概况：

南京禄口国际机场位于江苏省南京市江宁区，为 4F级机场。

南京禄口国际机场拥有两座航站楼、两座货运站和一座交通中心，

航站楼建筑面积 47.5 万 m2，机坪面积近 110万 m2；有两条跑道；共有

154个机位。

休息区建设情况：

共建设 8 处共享休息区，外墙采用单向玻璃，保护职工私密性的同

时可从休息区内对站坪航空器动态进行观察。共享休息区配置冰箱、微

波炉、饮料贩卖机、书刊报纸等。此外，南京机场工会在 4 号机坪休息

区配有 1台血压仪和 1台 AED（自动体外除颤器）。

共享休息区具体点位布局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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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A.1.5-1 南京禄口国际机场飞行区共享休息区总平面点位布局示意图

图 A.1.5-2 南京禄口国际机场飞行区共享休息区外观

图 A.1.5-3 南京禄口国际机场飞行区共享休息区室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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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1.6 成都天府国际机场飞行区共享休息区

机场概况：

成都天府国际机场位于四川省成都市简阳市芦葭镇空港大道（属成

都东部新区建设范围），北距成都市中心 50km、西北距成都双流国际机

场 50km、东北距简阳市中心约 14.5km，为 4F级机场。

成都天府国际机场拥有 2 座航站楼，建筑面积约 72 万 m2；有三条

跑道；共有 240个机位，其中保障机位 234个、特殊机位 6个。

休息区建设情况：

目前，成都天府国际机场共修建 8个房建式共享休息区、27个集装

箱式共享休息区。房建式、集装箱式共享休息区互为补充，分布在机坪

户外作业职工集中区域，可覆盖机坪区域，最大限度地满足了机务维

修、飞机监护、特车驾驶、地面服务、客舱清洁、机坪保洁、货运现场

等户外作业人员的休息需求。

房建式共享休息区均为混凝土框架结构的独立单体单层建筑，层高

4米，抗震设防烈度 6度，单个建筑面积约 134m2，包含约 50m2的公共

休息区、2个独立休息室、2个卫生间（男、女各一个）、1个茶水间和 1

个操作间，其中卫生间均带有下水道系统。

集装箱式共享休息区为利旧改造，外部安装有避雷装置，四周设置

足够重量的石墩加固，内部设置有照明、空调、排椅、储物柜及灭火瓶

等设施，为站坪作业职工提供更多、更近的防雷、避雨、防晒场所。

具体点位布局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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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A.1.6-1 成都天府国际机场飞行区房建式共享休息区总平面点位布局示意图

图 A.1.6-2 成都天府国际机场飞行区共享休息区外观

图 A.1.6-3 成都天府国际机场飞行区共享休息区室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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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A.1.6-4 成都天府国际机场飞行区共享休息区室内部分设施

A.1.7 南宁吴圩国际机场飞行区共享休息区

机场概况：

南宁吴圩国际机场位于广西壮族自治区南宁市江南区吴圩镇，直线

距离市中心 27.8km，为 4E级军民合用机场。

南宁吴圩国际机场拥有两座航站楼，分别为 T1（改造中）、T2（国

内及国际港澳台），建筑面积共 21.48万 m2；有一条跑道；共有 98个机

位（不含 T1）。

休息区建设情况：

共享休息区均为混凝土框架结构的独立单体单层建筑，层高 4.5

米，每个共享休息区建筑面积在 15~40 m2，室内配有座椅、冰箱、饮水

机、空调、微波炉、插座、电视机、自动售卖机、图书角、沙发、书

架、植物、储物柜、吹风机、数据线、药箱、挂钟、凉衣架、意见箱等

设施。休息区 24小时开放。

7 个共享休息区分布在机坪户外作业职工集中区域，最大限度地满

足机务维修、飞机监护、特车驾驶、地面服务、客舱清洁、机坪保洁、

货运现场等户外作业人员的休息需求。具体点位布局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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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A.1.7-1 南宁吴圩国际机场飞行区共享休息区总平面点位布局示意图

图 A.1.7-2 南宁吴圩国际机场飞行区共享休息区外观

图 A.1.7-3 南宁吴圩国际机场飞行区共享休息区室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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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1.8 重庆江北国际机场飞行区职工休息区

机场概况：

重庆江北国际机场位于重庆市渝北区两路街道，距离市中心 19 公

里，为 4F级机场。

重庆江北国际机场拥有三座航站楼，分别为 T1、T2（国内）和 T3A

（国内及国际），建筑面积共 73.7 万 m2；共有三条跑道，长度分别为

3200m、3600m、3800m；共有 220个机位。

休息区建设情况：

共建设 18个飞行区共享休息区。

图 A.1.8-1 重庆江北国际机场飞行区共享休息区外观

图 A.1.8-2 重庆江北国际机场飞行区共享休息区室内



附录 A国内各机场职工工间休息区参考案例

- 53 -

A.2 航站区共享休息区参考案例

表 A.2-2 航站区共享休息区参考案例总览

北京

首都国际机场

北京

大兴国际机场

上海

虹桥国际机场

广州

白云国际机场

深圳

宝安国际机场

长沙

黄花国际机场

呼和浩特

白塔国际机场

重庆

江北国际机场

航站楼建筑面积

（万 m2）

141.0

（数据截至 2019）

78.0

（数据截至 2021）

44.5

（数据截至 2017）

118.2

（数据截至 2019）

68.6

（数据截至 2024）

26.6

（数据截至 2021）

5.5

（数据截至 2018）

73.7

（数据截至 2024）

年旅客量

（万人）

10001

（数据截至 2019）

2505

（数据截至 2021）

4188

（数据截至 2017）

4376

（数据截至 2020）

5273

（数据截至 2023）

1998

（数据截至 2021）

1315

（数据截至 2019）

4479
（数据截至 2019）

机位数

（个）
314 223 155 269 277 87 43 220

休息区个数 5 5 2 9 5 2 1 2

总面积（m2） 810 250 200 300 165 - - 5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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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2.1 北京首都国际机场航站区共享休息区

机场概况：

见附录 A.1.1。

休息区建设情况：

航站楼内共有 5处共享休息区、2处服务专区。点位布局如下：

图 A.2.1-1 北京首都国际机场航站区共享休息区总平面点位布局示意图

图 A.2.1-2 北京首都国际机场航站区共享休息区室内（航站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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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A.2.1-3 北京首都国际机场航站区职工服务专区室内（航站楼）

A.2.2 北京大兴国际机场航站区共享休息区

机场概况：

北京大兴国际机场位于北京市大兴区榆垡镇、礼贤镇和河北省廊坊

市广阳区之间，为 4F级机场。

航站楼、配套服务楼、停车楼总建筑规模约 140万 m2；航站楼面积

78万 m2；有四条跑道、104个登机桥。

休息区建设情况：

航站楼内共有 5处共享休息区，分别位于公共区和隔离区内的 B指

廊。具体点位布局如下：

图 A.2.2-1 北京大兴国际机场航站区共享休息区平面位置示意图

B 指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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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A.2.2-2 北京大兴国际机场航站区共享休息区室内（航站楼内）

共享休息区采用分区设计的方式，分别设置就餐区、私密活动区

（妈妈小屋）、休闲阅读区等区域。根据各区域功能配备专用桌椅、沙

发、冰箱、消毒机、饮水机等设备，尽可能满足职工的休息需求。

A.2.3 上海虹桥国际机场航站区共享休息区

机场概况：

上海虹桥国际机场位于上海市长宁区和闵行区交界处，距市中心

13km，为 4E级机场。

机场有两条跑道、155 个机位。航站楼面积 44.46 万 m2，停机坪约

48.6万 m2。

休息区建设情况：

虹桥机场 T2航站区职工驿站位于 T2航站楼M3层，房间面积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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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0 m2，可容纳 50人；内设有电视、冰柜、电脑、书柜、沙发等设施。

图 A.2.3-1 上海虹桥国际机场 T2 航站区共享休息区总平面点位布局示意图

图 A.2.3-2 上海虹桥国际机场 T2 航站区职工驿站室内（航站楼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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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2.4 广州白云国际机场航站区共享休息区

机场概况：

见附录 A.1.3。

休息区建设情况：

广州白云国际机场在 T2 航站楼内设立 9 个职工驿站，覆盖航站楼

内各个区域。职工驿站配备座椅及充电设施。

图 A.2.4-1 广州白云国际机场航站区职工驿站室内（航站楼内）

A.2.5 深圳宝安国际机场航站区共享休息区

机场概况：

见附录 A.1.4。

休息区建设情况：

为解决职工休息及用餐需求，深圳机场在 T3 航站楼、卫星厅共设

立 5处职工共享休息区，分别位于航站楼四层出发大厅 D值机岛岛头售

票柜台后方、卫星厅四条指廊中段浮岛后方，面积共计 165m2。休息区

内配置桌椅、吧台、免洗手消毒液等设施。2023年底，深圳机场对共享

休息区进行人文环境升级，增设“图书角”、配置阅览书报架、定制绿植

挂饰。共享休息区 24小时向各驻场单位开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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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A.2.5-1 深圳宝安国际机场航站区共享休息区室内（航站楼）

A.2.6 长沙黄花国际机场航站区共享休息区

机场概况：

长沙黄花国际机场位于湖南省长沙市长沙县黄花镇空港城一号路，

西距长沙市中心 23.5km，为 4E级机场。

长沙黄花国际机场拥有两座航站楼，其中 T1 航站楼面积 5.3 万

m2，T2航站楼面积 21.3万 m2；有两条跑道、87个机位。

休息区建设情况：

航站楼共有 2处共享休息区，分别为 T1隔离区内“乐享屋”休息区和

T2隔离区内“乐憩亭”休息区。点位布局如下：

图 A.2.6-1 长沙黄花国际机场航站区共享休息区总平面点位布局示意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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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1隔离区内“乐享屋”休息区位于 9号登机口下方。T2隔离区内“乐

憩亭”休息区位于 213机位下方。

图 A.2.6-2 长沙黄花国际机场航站区职工党团活动区（航站楼内）

图 A.2.6-3 长沙黄花国际机场航站区职工共享阅读室（航站楼内）

A.2.7 呼和浩特白塔国际机场航站区共享休息区

机场概况：

呼和浩特白塔国际机场位于内蒙古自治区呼和浩特市赛罕区机场

路，距离市中心 14.3km，为 4E级机场。

呼和浩特白塔国际机场拥有国内、国际两个航站楼，国际航站楼位

于国内航站楼西侧，直线距离约为 930m；有一条跑道、43个机位；

休息区建设情况：

共有 1处共享休息区。点位布局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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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A.2.7-1 呼和浩特白塔国际机场航站区共享休息区总平面点位布局示意图

图 A.2.7-2 呼和浩特白塔国际机场航站区共享休息区前厅及室内（航站楼内）

图 A.2.7-3 呼和浩特白塔国际机场航站区共享休息区部分设施（航站楼内）

共享休息区分别设置休闲大厅、按摩休息区、健身休闲区、电脑娱

乐区与就餐区等功能区，并经过装修改造增设采暖系统、淋浴间、卫生

间及洗碗池，为职工的工间休息提供舒适的环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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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2.8 重庆江北国际机场航站区共享休息区

机场概况：

见附录 A.1.8。

休息区建设情况：

共有 2 处共享休息区。航站楼出发大厅有 1 处共享休息区，位于

T3A航站楼 L5 层，航站楼内指廊处共有 1 处共享休息区，位于 T3A 航

站楼 F指廊 312机位附近区域。

图 A.2.8-1 重庆江北国际机场航站区共享休息区室内

图 A.2.8-2 重庆江北国际机场航站区共享休息区室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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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录 B 国内各机场职工工间休息区调研报告

B.1 线上访谈调研分析与结论

指南编写组面向全国各地机场开展了线上访谈与数据收集工作，对

现有职工工间休息区的使用与运行情况进行了充分全面的交流沟通，重

点讨论了现状设施存在的问题以及实际运行过程中总结的经验，现将访

谈调研的主要内容梳理如下：

1 线上访谈

共选择 10个机场进行了线上访谈，分别为北京首都机场、北京大兴

机场、上海浦东机场、上海虹桥机场、成都天府机场、哈尔滨太平机

场、深圳宝安机场、广州白云机场、海口美兰机场、南京禄口机场，涵

盖不同规模及不同气候区域的机场情况。通过访谈初步了解并沟通了各

机场现有职工工间休息区的建设与使用情况，以及对后续建设项目的合

理建议。

2 重点问题反馈

1) 前期规划：从调研中可以看出，大多数机场都是通过加建或者改

造来实现职工工间休息区布置，缺乏前期的整体规划和深入调研，选

址、规模和配置都受现状条件的限制。随着目前机场规模的逐步增长，

机场一线职工对工间休息的需求也在逐步凸显；

2) 空间需求：由于可利用资源紧张，休息区空间有限，且大部分休

息区共享使用，使用人员流量较大且类型较多，因此需从规划建设上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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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考虑各类职工的共性需求，充分服务于大多数一线职工的基本需求；

本次调研反馈的职工休息区主要解决职工休息问题，联检单位及航司职

工休息区需结合办公区进行保障；

3) 服务半径：休息区尽可能布置在步行可达区域，方便职工使用，

避免设施闲置；同时需考虑与其他设施的距离，比如职工更衣室、卫生

间及淋浴间等，有条件情况下建议在休息区附近布置；

4) 设施配置：各机场反馈重点关注医疗急救、卫生间、淋浴间、

Wi-Fi等设施的配置，实现“一站式”服务，有条件情况下可在部分休息区

内提供相对私密区域，为“妈咪”职工提供舒适的休息空间；

5) 运行管理：为保证职工工间休息区的正常运作，需定期维护其中

的设施设备，同时落实监管制度，避免设施设备不必要的损坏和丢失；

建立合理的保洁机制，兼顾防疫消杀，保证室内环境质量；设施设备的

使用与管理需满足消防以及安全运行有关规定，避免安全事故发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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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飞行区共享休息区数据整理及初步结论

1) 飞行区共享休息区调研数据整理情况如下：

表 B.1-1飞行区共享休息区基本情况

机场 基本情况

北京首都机场 共建设 8处装配式休息舱，位于远机位，服务半径为 2km，一线职工人数约 3万人

北京大兴机场 共建设 6处房建式休息区，位于远机位及登机桥固定端，服务半径为 400m

上海浦东机场 共建设 10处装配式休息舱，位于远机位及登机桥固定端，服务半径为 2km

成都天府机场
共建设 8处房建式休息区，位于登机桥固定端，约 15个机位设置一处，一线职工人数约 2万人，单个休息区面积约 134 m2，

每间可容纳 20~30人

深圳宝安机场
共建设 14处装配式休息舱，位于远机位及货机坪，一线职工人数约 2万人，装配式休息舱标准舱尺寸为 3m×6m×2.8m，有卫生

间的休息舱尺寸为 3m×8m×2.8m

广州白云机场
共建设 13处装配式休息舱和 3处房建式休息区，位于登机桥固定端，3~4个机位设置一处，服务半径为 300~400m，一线职工

人数约 1万人，休息舱尺寸为 3m×6m×2.8m，房建式休息区单个面积为 70~100m2，设有卫生间

南京禄口机场
共建设 7个装配式休息舱和 1个房建式休息区，位于远机位及登机桥固定端，5~6个小机位或 4~5个大机位设置一处，房建式

休息区单个面积为 42m2，每间可容纳 20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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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B.1-2飞行区共享休息区设施设备配置基本情况

机场 设施设备配置基本情况

北京首都机场 医疗箱、充电插座、电冰箱、微波炉、饮水机、桌椅、沙发、电视、空调

北京大兴机场 沙发、桌椅、书籍、充电插座

上海浦东机场 充电插座、电冰箱、微波炉、饮水机、桌椅、沙发、电视、空调

上海虹桥机场 充电插座、电冰箱、微波炉、饮水机、桌椅、沙发、电视、空调

深圳宝安机场 饮水机、电冰箱、长椅、医疗急救箱、AED、血压计、电视、充电插座、监控设备

广州白云机场 洗手间、空调、电视、桌椅、储物柜、自动贩卖机、充电设施、饮水机

南京禄口机场 座椅、空调、冰箱、微波炉、饮水机、插座、书柜、电视、自动贩卖机

乌鲁木齐机场 冰箱、微波炉、冷饮柜、烤肠机、电饭锅、直饮机、电视、太空舱沙发、按摩椅

南宁吴圩机场 空调、桌椅、自动售卖机、电冰箱、饮水机、微波炉、充电插座、电视机、图书角、沙发、书架、植物、储物柜

武汉天河机场 桌椅、吧台、手机充电接口、航显、空调机、电冰箱、微波炉、饮水机、热水器、卫生间、绿植、书柜、自动售货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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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飞行区共享休息区调研数据分析如下：

a. 建筑类型：可采用装配式（集装箱）或者混凝土框架结构：装配

式适用于规模较小的基本单元，可满足休息区的基本功能需求；混凝土

框架结构功能布局更为灵活，适用于规模较大的综合性共享休息区，比

如职工爱心驿站等；

b. 选址建议：为减少对站坪运作的影响，宜优先考虑结合远机位或

者货机坪设置共享休息区，其次可考虑结合登机桥固定端设置规模较小

的休息设施；

c. 服务半径：设置于远机位区域的共享休息区可控制在 2km以内，

满足服务车辆 10min以内可以到达；结合登机桥固定端设置休息区，服

务半径可控制在 4~5 个机位设置一处，职工步行可达，兼顾极端气候时

户外作业职工的休息问题，也可减少车辆对于站坪的影响；

d. 建筑规模：装配式共享休息区基本单元平面尺寸为 3m×6m，建筑

面积约为 18m2，可满足 10~20人使用；在此基本单元上可进一步扩展其

他配套功能，比如卫生间。综合性休息区布局相对灵活，可根据具体需

求和场所条件规划建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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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航站区共享休息区数据整理及初步结论

1) 航站区共享休息区调研数据整理情况如下：

表 B.1-3航站区共享休息区基本情况

机场 基本情况

北京首都机场 共设有 5个休息区，总面积约为 810m2，位于办公区或结合走道设置，服务半径为 600m

北京大兴机场 共设有 5个休息区，单个面积约为 90m2，位于公共区夹层及隔离区指廊，服务半径小于 600m，单间使用人数约 20~30人

上海浦东机场
共设有 5个休息区，单个面积约为 25~55m2，位于主楼到达层及站坪层交通中心，服务半径小于 600m，单间使用人数约

10~20人

哈尔滨太平机场 共设有 4个休息区，总面积约为 200m2，位于出发层及行李分拣区内

深圳宝安机场 共设有 8个休息区，总面积约为 270m2，位于出发层，每日服务人数约 2000人

广州白云机场

T1共设有 3个休息区，总面积约为 90m2，位于出发层

T2共设有 5个休息区，总面积约为 200m2，位于隔离区内指廊靠近卫生间及饮水机的位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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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B.1-4航站区共享休息区设施设备配置基本情况

机场 设施设备配置基本情况

北京首都机场 桌椅、沙发、插座、电冰箱、微波炉、饮水机、电视、妈咪小屋、咖啡机、自动贩卖机

上海浦东机场 医疗箱、充电插座、电冰箱、微波炉、饮水机、桌椅、沙发、电视、空调、Wi-Fi

上海虹桥机场 桌椅、沙发、Wi-Fi、电视、书柜、电冰箱、电脑

成都天府机场 座椅、空调、冰箱、微波炉、饮水机、插座、电视、开水器、储物柜、绿植

广州白云机场 饮水机、微波炉、桌椅、沙发、医疗急救箱

乌鲁木齐地窝堡机场 冰箱、微波炉、冷饮柜、烤肠机、电饭锅、直饮机、电视、太空舱沙发、按摩椅

哈尔滨太平机场 空调、电冰箱、微波炉、桌椅、沙发、书柜、绿植、插座、饮水机

重庆江北机场 桌椅、绿植、插座

呼和浩特白塔机场 洗澡间、卫生间、洗碗池、跑步机、按摩座椅、组装式电脑、微波炉、冰吧、休闲桌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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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航站区共享休息区调研数据分析如下：

a. 选址建议：航站区陆侧的共享休息区可集中设置，也可与交通中

心等休息区共同考虑；隔离区内可结合指廊布置，每个指廊宜设置一处

休息区，且尽可能靠近职工更衣室、淋浴间等，方便职工出勤使用；

b. 服务半径：共享休息区间距宜步行可达，参照《民用机场旅客服

务质量》不宜超过 600m，有条件情况下可控制在 300m以内；

c. 建筑规模：调研机场现有的共享休息区大多数是通过改造办公区

形成，房间面积基本与办公室一致，有条件的情况下可根据使用需求集

中改造几间办公室形成较大的共享休息区。

5 其他反馈问题及建议：

1) 结合机场疫情防控需求，建议共享休息区的规划可结合防疫需

求，采用灵活分区的布局形式，在控制建筑规模的基础上满足职工洁污

分流需求，实现平疫结合；

2) 考虑到建筑材料的热工性能，对于气候比较极端的地区，其飞行

区共享休息区建议可采用混凝土结构和填充墙形式，利于保证休息区的

保温隔热性能；

3) 行李分拣职工的工间休息区建议与行李控制室等房间统筹布置，

充分利用相关配套资源；

4) 共享休息区的设施设备管理难度较大，因此建议设施设备的配置

尽可能简单，减少安全隐患和管理成本，比如飞行区饮水建议通过站坪

层饮水处解决，减少桶装水成本；

5) 为了更好地使用和运营，引导和督促广大一线职工在使用过程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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爱惜设施设备，自觉维护良好的公共休息环境，鼓励各运营单位设立积

分制度；

6) 共享休息区建成后使用率很高，建议后续机场建设可参考共享办

公的规划设计理念，满足更多类型职工的使用需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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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2 线上问卷调研结果

本次调研主要是通过问卷星向国内各个机场和航司的一线职工进行

线上问卷调研。截至 2023 年 11月 30 日，共收到 1966 份结果，其中反

馈人员主要来自各机场的运行、建设以及航司服务的一线职工，工作岗

位包括飞行区、航站区陆侧及空侧等不同区域。线上问卷是为了了解一

线职工最为关注的使用需求以及迫切希望改善的使用问题，主要调研内

容包括以下几个方面：

共享休息区的服务半径

共享休息区的接受程度

共享休息区的功能需求（重要性排列）

共享休息区的设施需求（重要性排列）

B.2.1 调研对象的基本情况如下：

图 B.2.1-1 调研对象情况分布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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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2.2对于共享休息区及相关设施现状的满意度总体反馈情况

选项 小计 比例

1 132 6.71%

2 41 2.09%

3 53 2.7%

4 77 3.92%

5 292 14.85%

6 259 13.17%

7 238 12.11%

8 302 15.36%

9 153 7.78%

10 419 21.31%

本题有效填写人次 1966

结论：

共享休息区或设施的使用满意程度平均得分为 6.79，职工总体满意

度中等偏上；其中 21.31%的空侧职工给出 10分，占比最大。

B.2.3对于共享休息区或设施可以接受的最远步行距离

题目\
选项

大于 2km 1~2km 500~
1000m

300~
500m

100~
300m

小于 100m 无所谓

备勤室
110

（5.6%）

78
（3.97%）

222
（11.29%）

334
（16.99%）

372
（18.92%）

545
（27.72%）

305
（15.51%）

值班室
131

（6.66%）

70
（3.56%）

211
（10.73%）

356
（18.11%）

384
（19.53%）

519
（26.4%）

295
（15.01%）

临时

休息点

122
（6.21%）

64
（3.26%）

200
（10.17%）

327
（16.63%）

393
（19.99%）

604
（30.72%）

256
（13.0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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结论：

①备勤室步行距离：极值为 27.72%，位于小于 100m 区间，次值为

18.92%，位于 100~300m 区间。因此大部分人选择小于 300m 区间，总

占比 46.64%；

②值班室步行距离：极值为 26.4%，位于小于 100m 区间；次值为

19.53%，位于 100~300m 区间，因此大部分人选择小于 300m 区间段，

总占比 45.93%；

③临时休息点步行距离：极值为 30.72%，位于小于 100m区间；次

值为 19.99%，位于 100~300m 区间，因此大部分人选择小于 300m 区间

段，总占比 50.71%；

综合上述反馈结果，超过 90%的职工可以接受的最远步行距离为小

于 1000m。

B.2.4是否可以接受与其他部门或者单位的职工共享休息区？

选项 小计 比例

可以接受 694 35.3%

不接受 1272 64.7%

本题有效填写人次 1966

结论：

超过一半的职工不可以接受与其他部门或者单位的职工共享休息

区，占比 64.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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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2.5对于共享休息区的设施配置需求，请填写重要程度。

题目\选项 非常重要 比较重要 重要 相对重要
仅需要

但不重要

1）躺椅、沙发等休息设施
998

（50.76%）

292
（14.85%）

325
（16.53%）

149
（7.58%）

202
（10.27%）

2）茶水间、咖啡机等
768

（39.06%)

290
（14.75%）

363
（18.46%）

214
（10.89%）

331
（16.84%）

3）阅览室
526

（26.75%)

209
（10.63%）

367
（18.67%）

274
（13.94%）

590
（30.01%）

4）电子设施：公共电脑、

电视、Wi-Fi、充电设施等

900
（45.78%)

281
（14.29%）

332
（16.89%）

192
（9.77%）

261
（13.28%）

5）更衣室及淋浴间

（对于户外作业）

896
（45.57%)

266
（13.53%）

336
（17.09%）

198
（10.07%）

270
（13.73%）

6）简单的健身设施
569

（28.94%)

225
（11.44%）

339
（17.24%）

276
（14.04%）

557
（28.33%）

7）医疗急救箱
999

（50.81%)

258
（13.12%）

349
（17.75%）

195
（9.92%）

165
（8.39%）

结论：

在设施配置需求方面，医疗急救箱最为重要，其次为躺椅、沙发等

休息设施，再次为电子设施、更衣室、淋浴间等设施需求。

B.2.6 对于共享休息区的使用及功能配置需求，请填写重要程度。

题目\选项 非常重要 比较重要 重要 相对重要
仅需要

但不重要

1）缺少就餐区及相关加热设

备

933
（47.46%）

326
（16.58%）

360
（18.31%）

183
（9.31%）

164
（8.34%）

2）缺少卫生间，存在与旅客

混用情况

987
（50.2%）

296
（15.06%）

322
（16.38%）

173
（8.8%）

188
（9.56%）

3）缺少妈咪小屋等女职工福

利设施

626
（31.84%）

255
（12.97%）

386
（19.63%）

254
（12.92%）

445
（22.63%）

4）休息区距离工作地点太

远，不方便前往

941
（47.86%）

300
（15.26%）

374
（19.02%）

180
（9.16%）

171
（8.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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结论：

在共享休息区使用功能方面，问题较大的是缺少卫生间，存在与旅

客混用情况，其次是休息区距离工作地点太远，不方便前往，再次为缺

少就餐区及相关加热设备。

B.2.7对于飞行区共享休息区，目前存在的问题，请填写重要程度。

题目\选项 非常重要 比较重要 重要 相对重要
仅需要

但不重要

1）临时集装箱房子条件不适

合用于休息区

742
（37.74%）

266
（13.53%）

417
（21.21%）

213
（10.83%）

328
（16.68%）

2）附近没有可达的职工休息

区

775
（39.42%）

300
（15.26%）

417
（21.21%）

187
（9.51%）

287
（14.6%）

3）围护结构的隔热保温性能

不足

771
（39.22%）

289
（14.7%）

438
（22.28%）

182
（9.26%）

286
（14.55%）

4）缺少上下水条件
811

（41.25%）

292
（14.85%）

412
（20.96%）

175
（8.9%）

276
（14.04%）

结论：

在目前使用情况中，飞行区共享休息区最为迫切的问题是缺少上下

水条件，其次是对于休息区的可达性和热工性能的舒适度感到不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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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录 C 职工工间休息区使用需求估算及示例

C.1 自用休息区使用面积需求估算

自用休息区主要服务于各驻场单位的一线职工，宜结合业务需求在

工作岗位区域或办公区域附近设置。当布局确定后，重点在于明确使用

面积需求：

对于已有固定办公区域的职工，自用休息区建议可与办公区域统筹

考虑，提高自用资源的使用效率；

对于无固定办公区域的职工，如安检、保洁、后勤等部门的职工，

自用休息区使用面积需求建议可根据日均职工当班总人数、日均职工轮

班次数、高峰时段使用休息区的比例等参数进行测算，建议参照下述公

式计算。（联检单位应按照国家相关建设规范执行。）

�� =
�
�

× � × � × ��

表 C.1-1：自用休息区使用面积估算参数说明表

参数 公式参数说明

M 日均职工当班总人数（由使用单位提供）

N 日均职工轮班次数（由使用单位提供）

A 高峰时段使用职工休息区的职工人数比例（由使用单位提供）

C
高峰时段使用自用休息区的比例

（由使用单位提供，扣除共享休息区人数）

S0
自用休息区的人均使用面积

（可调研确定，一般为 1.5~2.0m2/人）

QS 自用休息区的使用面积需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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备注：此高峰时段指一天当中职工工间休息高峰的时段，该时段的确定与工作轮

班制度有关，建议结合机场运行的实际情况进行调研后确定；待高峰时段确定

后，可根据此时段的职工人数 M/N，结合使用职工休息区的比例 A、使用自用休

息区的比例 C以及人均使用面积 S0 ,得出高峰时段休息区使用面积的需求。

上述公式估算的自用休息区使用面积需求可作为参考值。使用单位

可对自用资源合理分配后确定职工休息区的具体面积，并在机场总体布

局基础上，通过选用合理的服务半径进行选址和布局。若在机场总体布

局方案不明确的情况下，飞行区的自用休息区可参考以下 C.2内容，航

站区的自用休息区可参考以下 C.3内容。

C.2 飞行区共享休息区使用需求估算

1 高峰时段使用飞行区共享休息区的职工人数可参照以下公式进行

初步估算：

�� =
�
�

× � × �

表 C.2-1：高峰时段使用飞行区共享休息区的职工人数估算参数说明表

参数 公式参数说明

P1 高峰时段使用飞行区共享休息区的职工人数

M 飞行区日均职工总人数（可调研确定）

N 飞行区日均职工轮班次数（可调研确定）

A
高峰时段使用飞行区休息区的职工人数比例

（可调研确定）

B
高峰时段使用飞行区共享休息区的职工人数比例

（可调研确定，应扣除自用休息区人数，飞行区共享需求较

大，一般情况可按照 50%取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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备注：此高峰时段是指一天当中职工工间休息高峰的时段，该时段的确定与工作

轮班制度有关，建议结合机场运行的实际情况进行调研后确定；待高峰时段确定

后，可根据此时段的职工人数 M/N，结合使用职工休息区的比例 A及使用共享休

息区的比例 B，得出此高峰时段使用该休息区的职工人数 P1；

2 高峰时段使用飞行区共享休息区的职工人数确定后，若前期飞行

区布局尚未明确，可参照以下计算公式估算该共享休息区的点位数量需

求 Rn。待飞行区布局方案明确后，宜结合飞行区共享休息区的点位服

务半径（详见本指南 4.3.2第 3款）进一步论证此点位数量需求 Rn的合

理性。

�� =
�� × ��

��
× �

表 C.2-2 飞行区共享休息区点位数量需求估算参数说明表

参数 公式参数说明

P1
高峰时段使用飞行区共享休息区的职工人数

（基于上一公式计算）

Rn 飞行区共享休息区点位数量需求

S0
飞行区共享休息区的人均使用面积

（可调研确定，一般为 1.5~2.0m2/人）

Qn
飞行区共享休息区单个点位的使用面积

（建议参考 4.3.2取值，一般不宜小于 18m2）

α

飞行区共享休息区的集中使用系数

（可调研确定，与工间休息时长有关，若休息时长为 20分钟

~1.0小时，该系数可按 50%取值；若休息时长为 1.0~1.5小
时，如职工就餐需要在休息区内停留较长时间，该系数可按

70%取值）

备注：此高峰时段是指一天当中职工工间休息高峰的时段，该时段的确定与工作

轮班制度有关，建议结合机场运行的实际情况进行调研后确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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飞行区共享休息区的使用需求主要与高峰时段内使用的职工人数有关，但考

虑到职工一般不会持续使用飞行区共享休息区，且会存在错峰使用的情况，所以

设定集中使用系数α：当职工休息时长较短，则出现错峰使用可能性高，集中使

用系数α就较小；当职工休息时长较长，如职工就餐需要在休息区内停留较长时

间，则集中使用系数α较高。

C.3 航站区共享休息区使用需求估算

1 高峰时段各单位使用航站区共享休息区的职工人数可参照以下公

式进行初步估算（该方式适用于空侧区域，陆侧区域共享休息区需求的

确定可详见 4.3.5中第 1款）：

P2=
��
��
×��×��+

��
��
×��×��+⋯+

��
��
×��×��

表 C.3-1 高峰时段使用航站区共享休息区的职工人数估算参数说明表

参数 公式参数说明

P2 高峰时段各单位使用航站区共享休息区的职工人数

Mn
航站区某单位 n日均当班职工人数

（由使用单位提供）

Nn
航站区某单位 n日均职工轮班次数

（由使用单位提供）

An
高峰时段某单位 n使用航站区休息区的职工人数比例

（由使用单位提供）

Bn

高峰时段某单位 n使用航站区共享休息区的职工人数比例

（可调研确定，应扣除自用休息区人数，

航站区一般情况按照 30%取值）

备注：此高峰时段是指一天当中职工工间休息高峰的时段，该时段的确定与工作

轮班制度有关，建议结合机场运行的实际情况进行调研后确定；待高峰时段确定

后，可根据此时段某单位 n的职工人数 Mn/Nn，结合使用职工休息区的比例 An及

使用共享休息区的比例 Bn，得出此高峰时段使用该休息区的职工人数 P2。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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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n代表第 n个使用单位，n=1、2、3、4……n。

2 高峰时段使用航站区共享休息区的职工人数确定后，若航站楼构

型尚未明确，可参照以下计算公式估算该共享休息区的点位数量需求

Rn。待航站楼构型及平面布局方案明确后，宜结合航站区共享休息区的

点位服务半径（详见本指南 4.3.4 第 2 款）分析进一步论证此点位数量

需求 Rn的合理性。

�� =
�� × ��

��
× �

表 C.3-2 航站区共享休息区点位数量需求估算参数说明表

参数 公式参数说明

P2
高峰时段各单位使用航站区共享休息区的职工人数

（基于上一公式计算）

Rn 航站区共享休息区点位数量需求

S0
航站区共享休息区的人均使用面积

（可调研确定，一般为 1.5~2.0m2/人）

Qn
航站区共享休息区单个点位使用面积

（建议参考 4.3.4取值，一般不宜小于 20m2）

α

共享休息区的集中使用系数

（可调研确定，与工间休息时长有关，若休息时长为 20
分钟~1.0小时，该系数可按 50%取值；若休息时长为

1.0~1.5小时，如职工就餐需要在休息区内停留较长时

间，该系数可按 70%取值）

备注：此高峰时段是指一天当中职工工间休息高峰的时段，该时段的确定与工作

轮班制度有关，建议结合机场运行的实际情况进行调研后确定。

考虑到航站区共享休息区的使用需求主要是由高峰时段内使用的职工人数决

定的，但考虑到职工一般不会持续使用航站区共享休息区，且会存在错峰使用的

情况，所以设定集中使用系数α：当职工休息时长较短，则出现错峰使用可能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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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集中使用系数α就较小；当职工休息时长较长，如职工就餐需要在休息区内

停留较长时间，则集中使用系数α较高。

C.4 共享休息区使用需求估算示例（以飞行区共享休息区为例）

以浦东机场现有航站区为例，年旅客吞吐量 8000万人次，职工总人

数约为 12000人次，按照飞行区、航站区各占比 40%考虑，日均驻场一

线职工占比约 80%，因此飞行区日均一线职工总人数约 3840人次（具体

参数可调研复核确定）。

飞行区日均职工总人数M=12000×40%×80%=3840人次

按照日均轮班次数为三班，根据调研高峰时段使用休息区的比例为

50%，其中共享休息区比例为 50%，因此参照上述 C.2 第 1 条的计算公

式，浦东机场高峰时段使用飞行区共享休息区的职工人数估算如下：

�� = �
�

× � × �=3840人次/3 × 50% × 50%=320人次

参数 公式参数说明 计算数据

P1 高峰时段使用飞行区共享休息区的职工人数 320人次

M 飞行区日均职工总人数 3840人次/天

N 飞行区日均职工轮班次数 三班

A 高峰时段使用飞行区休息区的职工人数比例 50%

B 高峰时段使用飞行区共享休息区的职工人数比例 50%

参照上述 C.2 第 2 条的计算公式，浦东机场飞行区共享休息区点位

数量需求估算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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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P1×S0
Qn

× �=���×�.�
��

× 50% =10个

参数 公式参数说明 计算数据

P1
高峰时段使用飞行区共享休息区的职工人数

（基于上一公式计算）
320人次

Rn 飞行区共享休息区点位数量需求 10个

S0 飞行区共享休息区的人均使用面积 1.5m2 /人

Qn 飞行区共享休息区单个点位的使用面积 24m2 /个

α 飞行区共享休息区的集中使用系数 50%

通过上面计算可得，浦东机场高峰时段集中使用飞行区共享休息区

的职工人数约为 160人（考虑集中使用系数α=50%计算得出），按照单个

点位最多可服务约 16人，则此飞行区总共需要约 10 个共享休息区。在

此基础上可进一步结合合理的服务半径复核点位数量和布局的合理性，

若在合理的服务半径下无法满足点位数量需求，则可考虑适当加大单个

点位的使用面积。在保证不影响机坪布局及运行的基础上进行方案比选

后，最终确定飞行区共享休息区所需的使用面积和点位布局。

目前浦东机场飞行区共设有 10个服务于职工的共享休息区，其中 2

个位于机坪区，8 个位于指廊站坪层用房，实际情况基本与上述使用需

求估算匹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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指南用词说明

1 为便于在执行本指南条文时区别对待，对要求严格程度

不同的用词，说明如下：

1）表示很严格，非这样做不可的用词：

正面词采用“必须”，反面词采用“严禁”。

2）表示严格，在正常情况下均应这样做的用词：

正面词采用“应”，反面词采用“不应”或“不得”。

3）表示允许稍有选择，在条件许可时首先应这样做的用

词：正面词采用“宜”，反面词采用“不宜”。

4）表示有选择，在一定条件下可以这样做的，采用“可”。

2 本指南中指定按其他有关标准、规范或者其他有关规定

执行时，写法为“应符合……的规定”或“应按……的规定执

行”。非必须按所指定的标准、规范和其他规定执行时，写法为

“可参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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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献名录

下列文件对于本文件的应用必不可少。凡标注日期的引用

文件，仅所注日期的版本适用于本文件。

1《深入推进新时代民航职工队伍建设改革工作方案

（2022—2025）》（民航发〔2022〕22号）

2《关于改善站坪区域户外作业职工工作环境和休息场所的

指导意见》（民航工发〔2019〕37号）

3《推进建立健全站坪区域户外作业职工休息场所共享机制

实施方案》（局发明电〔2021〕973号）

4《首都机场集团公司一线职工工作、休息环境指导标准》

（自 2021年 4月 9日起执行）

5《民用机场旅客服务质量》（CCAATB 0007—2020）

6《建筑防火通用规范》（GB 55037—2022）

7《民用机场航站楼设计防火规范》（GB 51236—2017）

8《民用航空运输机场飞行区消防设施》（MH/T 7015—

2007）

9《民用运输机场安全保卫设施》（MH/T 7003—2017）

10《民用运输机场应急救护设施设备配备》（GB 18040—

2019）

11《运输机场净空区域内建设项目净空审核管理办法》（民

航规〔2021〕3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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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民用机场母婴室规划建设和设施设备配置指南》（AC-

158-CA-2023-02）

13《民用机场卫生间规划建设和设施设备配置指南》（AC-

158-CA-2022-02）

14《建筑地面设计规范》（GB 50037—2013）

15《办公建筑设计标准》（JGJ/T 67—2019）

16《饮食建筑设计标准》（JGJ 64—20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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