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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工程概况

1. 深圳某地铁车辆段占地面积约 37.9 公顷。地块地

势总体呈西高东低，南高北低；项目综合论证，为保证

所在地生态系统的整体性和生态廊道的延续性，车辆段

采取下沉式方案，车辆段总建筑面积约为 202245 平方

米。给排水及消防工程设计主要包括给水系统、排水系

统、水消防系统等。

2. 给水系统

（1）水源

车辆段给水水源采用城市自来水，水源由附近市政

给水管供给，分别从车辆段周边市政道路既有市政给水

干管上各引入一根 DN250 给水管，水表井后分为 2 路，

一路接生产、生活给水系统，一路接消防供水系统。

（2）用水量

车辆基地设计用水量见表 1。

表1　车辆基地用水量表

生产

用水量 /

（m3·d-1）

生活

用水量 /

（m3·d-1）

绿化、道

路浇洒水

量 /

（m3·d-1）

未预见

用水量 /

（m3·d-1）

合计 /

（m3·d-1）

室外消

防水量 /

（m3/ 次）

187 200.44 46 30.07 463.51 378

（3）生产、生活给水系统

车辆段内给水系统采用生产、生活和消防系统分设

管网。生活、生产给水管网在车辆段室外成支状布置，

并按要求设置阀门井，在引入各建筑单体前设置水表或

水表井等设施。生产、生活给水系统分为 3 个区：低区、

中区、高区。低区（1~2 层）由车辆段市政给水管网直

接供水；中区（3~9 层）由水泵房内的中区变频给水设

备加压供给；高区（10 层及以上）由水泵房内的高区变

频给水设备加压供给。

（4）消防给水系统

车辆段消防系统按同一时间发生一次火灾考虑。车

辆段的室内水消防系统包括：室内消火栓系统和自动喷

水灭火系统。室外消火栓给水系统采用市政管网直接供

水，室外消防秒流量按 35L/s 计，火灾延续时间 3h。室外

消火栓沿室外道路环状布置，室外消火栓采用 DN150 地

上式，保护半径不大于 150m，设置间距不大于 120m。

综合楼、检修主厂房、运用库一、运用库二、污水

处理站、材料棚、调机工程车库、物资总库、杂品库、

镟轮库、试车间、公寓楼、机加工间、洗车机及控制室

设置完善的室内外消火栓给水系统，均采用临时高压给

水系统。综合楼、检修主厂房、运用库一、运用库二、

物资总库、公寓楼设置自动喷水灭火系统。

车辆段设置室内外消火栓系统及自动喷水灭火系统，

各系统分别设置独立的消防专用水泵及增压稳压装置。

表2　车辆基地用水量表

类别
消防用水量 /

（L·s-1）
延续时间 /h 合计 /m3

室内消火栓系统 25 3 270

自动喷水灭火系统 140 1.5 756

合计 1026

①室内消火栓给水系统

综合楼、公寓楼的室内消火栓系统设计流量为 40L/

s，火灾延续时间 2h；物资总库的室内消火栓系统设计流

量为 25L/s，火灾延续时间 3h；运用库二的室内消火栓系

统设计流量为 15L/s，火灾延续时间 2h；检修主厂房、运

用库一、污水处理站、材料棚、调机工程车库、杂品库、

镟轮库、试车间、机加工间、洗车机及控制室的室内消

火栓系统设计流量为 10L/s，火灾延续时间 2h。[1，2，3] 室

内消火栓给水系统均采用临时高压给水系统，由有效容

积 1026m3 的两座消防水池和水泵房消防水泵加压供给。

室内消火栓在各单体建筑内环状布置，设置间距不大于

30m，并满足同一平面、同一防火分区内有 2 股充实水柱

同时到达任何部位的要求。各建筑周边设置与建筑室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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消防用水量相当的消防水泵接合器。

②自动喷水灭火系统

车辆段内自动喷水灭火系统供水由消防水池和消防

泵房中的自喷系统泵组供给。自动喷水灭火系统由消防

水池、喷淋泵、湿式报警阀、水流指示器、信号阀和闭

式喷头组成。信号阀和水流指示器按防火分区设置，在

管网末端设末端试水装置。在各建筑周边设置与建筑室

内自动喷水系统用水量相当的消防水泵接合器。

其他辅助设置灭火器及根据工艺要求设置气体灭火

系统。

3. 排水系统

（1）排水系统构成及排水量

车辆基地排水系统分为生活污水系统、生产废水系

统、雨水系统三类。车辆基地排水量见表 3：

表3　车辆段污、废水量表

编号 类别 排水量 备注

一 生活污水 147.10 m3/d

二 生产废水 以下几项

1 生产废水 169 m3/d

2 洗车废水 18 m3/d

（一）+（二）

合计
334.10 m3/d

三 雨水 以下几项

1 4464.34L/s
9.8m 标高下垫面敞开

区的雨水流量

2 596.83L/s
14.0m 标高下垫面敞开

区的雨水流量

3 14037.49L/s 盖体屋面的雨水流量

（2）雨水系统

前文述及，为保证工程所在地生态系统的整体性和

生态廊道的延续性，车辆段采取下沉式方案。针对下沉

式的车辆段方案，雨水系统的设计依据“高水高排，低

水低排”的原则进行分区考虑，可自流排出的雨水直接

排至市政雨水系统，不能自流排出的应设置提升泵排至

市政雨水系统。

车辆段设置雨水排水设施，盖外屋面雨水采用雨水

斗收集，雨水经雨水斗、立管收集后排至段内室外道路

雨水管道或沟渠。其中，9.8m 标高下垫面敞开区雨水由

车辆段内新建雨水泵站集中抽排至附近市政雨水系统；

14.0m 标高下垫面区域（综合楼地块）雨水汇集后就近由

车辆段内主出入口重力排至附近市政雨水系统。

盖体屋面采用重力雨水排水方式，由建筑专业设置

外挑天沟收集，分片区共设置 12 个雨水出口，重力架空

排至车辆段四周挡土墙顶部天沟，接入附近市政雨水系

统。

车辆段内共设置雨水泵站一座，咽喉区局部雨水设

置雨水提升泵井。雨水泵站的服务范围：a、整个下沉车

辆段敞开区地块（主要含段内 9.8m 标高的下垫面，面积

约 76200 m2）的雨水排水；b、极限条件时盖体屋面雨水

灌入车辆段的部分雨水，按盖体雨水总量的 10% 计算。

要求结构、路基、建筑等专业在整个下沉车辆段四周支

护、底板、出入口均设置挡水、防水设施，确保车辆段

红线外的雨水、地下水、地表水必定不进入车辆段下

沉区域的空间。泵站规模：21600m3/h。配置 5400m3/h，

h=15m，N=315KW 雨水泵共 4 台，4 用。污废水按工艺要

求进行处理后排入市政污废水管网。

二、给排水设备控制方式

给排水设备采用就地控制和自动控制，其中，车辆

段室外地面下的废水泵、局部雨水泵还具有控制室远程

强制启动的控制方式。消火栓泵组、自动喷水灭火泵均

应满足就地控制、控制室集中控制，其中消火栓泵组还

应满足消防水泵出水干管上压力开关、高位消防水箱出

水管上的流量开关自动控制及稳压装置管网压力自动控

制；自动喷水灭火泵组还应满足湿式报警阀组压力开关

自动控制及稳压装置管网压力自动控制。

消防水泵、喷淋泵、消防稳压泵、车辆段室外地面

下的废水泵，敞开段雨水泵及风亭雨水泵按一级负荷供

电；其他给排水设备按二级负荷供电。

三、结束语

在实施给排水设计时，需要以给水系统和排水系统

的综合设计作为核心，确保各个结构的设计形式都符合

工程项目实际建设需求。设计人员要围绕地铁车辆段给

水系统设计进行优化，在掌握工程项目基础建设特征和

要求的基础上不短调整设计方案，同时结合我国现代城

市化建设发展的情况和有关要求采取科学的给排水设备

控制方法，达到设计方案最优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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