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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城市轨道交通的建设中，要重视生产生活用水和

废、污水系统的建设，加快建立完善的配套设施，只有

在保证与市政给水和排水系统相连通的前提下，才能更

好的保证地铁车站的正常运行。当前随着人们生活水平

的提升人们对城市轨道交通运行中的给水、排水系统提

出了更高的要求，所以相关的部门对生产、生活用水和

废水处理系统一定要进行严格的划分，以此来保障给排

水系统的稳定运行。地铁的建设与发展一般都是在地下

进行，所以对地下水系统的供、排水系统的配套要求较

高，为了更好地保证周围建筑的安全，必须提高各方面

的应急处理能力。这就需要各级水利、排水工程施工、

设计单位要认真履行自己的职责，科学合理地规划、设

计、施工，以保证工程的正常运转。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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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城市轨道交通工程给排水系统概述

城市轨道给排水系统是保证城市轨道交通安全的重

要组成部分。另外，在城市排水中，给排水系统起到了

分担城市排涝压力的作用，是城市排水系统的重要补充。

给排水系统由各种阀门、水泵、传感器等组成，因此，

在具体的施工中，要根据实际的交通线路来进行科学的

设计。其中，给水管是铁路运输的重要保证，它为车站

卫生间、乘务人员、空调设备、消队防设备等提供了重

要的水供应。排水系统分为三大部分，分别是雨水，污

水和下水道，和供水系统相比排水系统更加的复杂。

在给排水工程中，市政供水是供水的重要来源，在

建筑设计中应确保供水量、水压等各方面都能满足人民

群众的生产、生活和消防需要。另外，在建筑组织设计

中，应遵循生产生活管网与消防管网相互分离、节约用

水的设计原则。同时，在选择设备时，也要保证项目的

质量和安全，以达到最优的资源配置，以此来节省经济

费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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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给排水系统的主要设备

（一）阀门

（1）闸阀。介子通过阀体时，不会改变特定的流向，

因此在这个过程中产生的电流非常小，而且在安装时没

有任何方向性。该阀门在低速打开时不会产生太大的冲

击，但其最大的缺陷在于它的构造比较复杂，体积也比

较大。闸阀关闭表面的磨损速率很快，在一定程度上增

加了检修的难度。（2）蝶阀。根据其起动模式，可将其

分为两类：手动式和电动式。由于蝶阀具有较小的体积

和良好的气密性，所以在运行中比较容易。（3）止回阀。

它它主要是利用前、后两种不同的压差，实现自动切换，

从而实现了对管内介质流向的有效控制，当介质不按照

预定的方向流动时，就会自动闭合，防止了介质的不规

则流动。（4）排气阀。排气阀的作用就是将积压在管道

内的气体排出，保证输送的顺畅。（5）安全阀。在排水

管内的压力达到一定程度后，安全阀会自动开启，将排

水管内的液体排出，以减轻排水管内的压力，确保排水

管的安全。

（二）水泵

泵的作用是用于输送液体，也可以用于对流体进行

加压。按照其工作原理的不同，水泵可分为容积式和叶

片式两种。两者的区别是：叶轮片泵通过转动叶片和水

流的作用实现能量的转移，而体积泵则是通过体积的改

变来实现能量的转移。

在城市轨道交通中，经常使用的是潜水污水泵，而

潜水污水泵是一种在水下工作的泵，它的输送液中含有

杂质、固体颗粒、纤维等杂质。潜污泵通常是由潜水马

达与泵体直接相连，安装方式为导轨自动耦合，泵体浸

没在水下，并配有便于吊装的设备。

（三）传感器

液面传感器有很多种，如电极式、超声波式、浮球

式液面开关。采用液位检测信号，实现水泵高液位启动、

低液位停止、超低水位报警，并能实时监测液位状况。

在污水集水坑、出入口集水坑、风道集水坑、局部废水

泵房均设有液面检测器。

三、消防给排水系统

（一）水源

由于轨道交通所处的地区都有大量的住宅区和建筑

物，因此在车站周围都有完善的供水管网，以便在发生

火灾时能够及时的进行灭火。此外，还应在消防系统内

安装专用的消防泵房，确保两条通道的供水，确保消防

泵、水泵房和给水管线之间形成一个供水环，从而达到

高效、持久的灭火供水。此外，消防水泵进水管设有防

污隔离阀，使消防水回流至城市供水系统，不会对居民

的日常生活造成任何影响。

（二）泵房与水池

如果目前城市供水系统的供水压力和水量不能满足

消防要求，或附近没有相应的供水管线，应在周边地区

分别设立一个消防水池，以保障火灾时的消防需求。此

外，如果供水系统能够满足消防要求，则必须与地方有

关部门协商，为消防供水系统提供稳定的供水系统。

（三）消火栓系统

目前城市消防系统中的消火栓都是独立的，其工作

原理是由一个增压泵来实现，而且它的扬程要覆盖整个

车站和两个站点之间的所有区域，这样就可以确保一个

消防站在一个消防站的灭火系统上。此外，在消防箱、

控制室中都应设有消防报警按键及消防泵启动键，以达

到对消防栓的控制，而且还能直观的看出消防栓的状况。

在消防水泵的作用下，室内的消火栓可以在一定范围内

形成一个环形的网络，当火灾发生的时候，两道水柱可

以同时扑灭，而且每一道水柱的长度都在 30 米以上。

（四）自动灭火系统

一般情况下，消防自动灭火系统应配备独立的稳压

设备，以确保使用中的安全性、可靠性和高效率。喷头

系统由阀门、稳压泵、气压罐、控制箱等部件构成，喷

头是整个喷头系统的关键部件，一旦发生火灾，喷头就

会向控制室发送信号，触发警报，打开湿阀，喷头就会

喷射。

（五）水幕系统

水幕系统的作用是防止站台楼层发生火灾，并将水

幕系统布置在站台和站厅之间的过道，以实现对站台层

防火的有效控制。水幕系统通常采用干式雨淋系统，并

配有完善的加压装置，可以在泵房中手动阀门、手动雨

淋阀、控制室远程控制。水幕控制是利用热感应器和烟

雾探测器来监控和传输区域内的火情，当监控到的火情

被送到控制室时，火警报警装置就会自动打开，接着就

会打开雨淋阀门，最后打开水幕。

四、城市轨道交通工程给排水施工技术要点

（一）给水系统设计要点

在城市轨道交通中，站内给水系统主要包括生产、

生活供水和消防供水两大类，它们是城市供水的主要来

源。通常来说，城市轨道交通站点都是设置在人口比较

密集的城区内，在车站周围会有两条以上的市政管网。

轨道交通生产、生活给水管道通常采用 DN80 或 DN1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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管道，从市政给水管道引入：消防给水管道从两条不同

的市政给水管道引入两条 nd150 或 DN200 管道。在轨道

交通供水设计之前，相关的建筑单位应联系当地市政供

水部门，在确定车站附近的水源之后，还要检查车站附

近市政水管的管径是否满足消防水管总管道的要求。此

外，还要检查水压与消防泵是否满足吸水要求，最终将

一系列核实实结果整理归档，为之后做出详细施工设

计提供依据。消防供水系统中的主水管直径必须超过

DN300 方可满足消防水泵的抽水要求，所以当城市供水

不足或管线无法作为灭火干线时，应按有关设计要求分

别设置消防水池。此外，由于车站内壁面积大，管线进

入户困难，所以为了有效的防止车站主体连续墙墙体渗

漏情况的出现，就需要将软管从车站风井或者附属结构

出入口引入。为了保证城市轨道交通的正常运营，在铺

设供水管线的时候，还要考虑到供电、通信等方面的问

题，尽量不让 7K 管线和管线接触，以免出现漏水的情

况，进而影响到其它设备的正常工作。

（二）排水系统设计要点

随着社会的发展，轨道交通逐渐成为了人们在出行

中的首要选择，在城市排水系统的污水处理设计中，需

要加强对环境的保护和运行和保养，利用集成式提升装

置取代了传统的蓄水池和污水泵的排泄方式，更好地实

现了防水、防臭，满足了人们对居住环境和舒适度的高

要求。

在对排水系统中除了排出的污水外，还有雨水和废

水的排泄。所以在结构设计时，将地下车站的污水经排

水渠、排水管、地漏与轨行区的排水沟相连，并在安装

时应注意避免站台绝缘。同时，为了保证电梯的正常运

行，不能将排水管道设在电梯的底部。机房的清洁污水、

消防污水、站台、站厅的清洁污水、建筑渗漏污水、车

站污水等，首先排放到轨行区的排水沟，再流入车站污

水井。

（三）水泵及排水房的位置

地铁地铁车站一般设有两个污水井，其主要排水泵

房必须设在车站较低的盾构区域，单线地铁设计时，两

个排水管间的间隔不得超过 3 公里，双线的泵房也不能

超过 1.5 公里。另外，在实际管线中，为了减少地下车站

结构渗漏所造成的压力，还需要在下水道中设置污水泵

房，同时还要考虑到污水池与厕所的间距，以及与电梯

井或自动扶梯的排水情况，这样才能在遇到积水时迅速

排出。在对设备进行选择的时候，考虑到消防废水的排

水量和集水池的容量，设置抽水机，以确保应急情况的

有效处理，需要安装两个喷泉，以防止因火灾等事故而

造成的损失。

（四）管路设计与敷设

给排水管道给水线路应针对轨道交通不同供电方式

设计不同敷设方案，在保证合理设计的前提下，把环保

节能作为设计的主要原则，最大程度的降低施工成本，

根据轨道交通的不同供电方式，给排水管道的给水管线

应该有不同的布置方案。例如，采用接触轨道供电的供

水管线，必须在接线轨道的另一侧铺设；而架空接触网

的供电模式，可以在任意一面进行施工。另外，为了防

止存在安全隐患，在通信机房、变电室等电器设备密集

的地方，也要绕开进行施工。

五、城市轨道交通给排水施工管理措施

在城市轨道交通施工中，由于施工工作量大、工期

较长，因此必须建立一套行之有效的管理机制，并对其

进行科学的管理。首先，建设单位要设立一个专业的项

目管理部，负责整个合同的实施，包括指挥、组织、协

调、沟通和管理。并根据有关规定配备项目经理、技术

人员及相关管理人员，以保证项目的正常进行。

（一）施工管理

城市轨道交通的给水系统是一个复杂的系统，因

此，在进行城市轨道交通的工程建设时，必须要加强

对工程的安全和质量的控制，如果不注意，很可能会造

成管网的混乱，造成管网的混乱，从而影响到整个系统

的正常运转，这将极大地威胁到城市轨道交通的安全运

营。基于此类情况，相关的管理人员必须要树立正确

的安全防范意识，不放过任何一个施工的小细节，只

有这样才能全面管控施工过程，确保给排水系统的工

程的质量。

（二）材料设备管理

在安装给排水工程中使用的设备、主材、辅助材料、

施工设备等必须由专业人员进行收集和整理，对设备的

随机文件如合格证、产品说明书、规格型号、检验报告

等进行检验，确保其满足有关技术标准，并在进场前进

行检验、验收，并请有关监理工程师进行记录、核对。

对设备和主要材料的外观、规格和数量的验收，应由生

产厂家、监理等相关人员到场，并保证其外观完好，表

面没有任何划伤和损坏，如果有任何损坏，应进行进一

步的检验，并保证设备具有完全的随机记录。

（三）安装质量控制

给排水管道和管道的零部件的材料应选用合适的材

料，镀锌管、塑料管或复合管均应严格遵守相关国家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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准、行业标准和地方标准。小直径的镀锌钢管采用螺纹

接头，若镀锌层破损，应进行相应的防腐蚀，直径较大

的采用法兰，法兰的焊缝也要进行防腐处理。塑胶管材

或复合管材，必须采用特殊的管道接头。在户外排水项

目中，混凝土管、铸铁管均需满足有关规范，并在管底、

管壁处、池边等处进行回填，并按有关规定做好隐蔽工

程旁站记录。

六、结论

综上所述，随着我国城市轨道交通的快速发展，其

结构日趋复杂、规模越来越大，对其安全性的要求也越

来越高。工程施工质量管理是一种系统化的管理，根据

工程的具体情况将其划分为单位、分项工程、验收批等，

各层级均有各自的质量指标。城市轨道交通给排水工程

的检测与具体的生产工艺是相应的，工程质量是在施工

中逐步形成的，因而在施工中许多质量形成的过程是不

可逆转的。给排水工程的建设质量对地铁的安全运行有

很大的影响。施工单位在完成前一道工序的质量检查后，

再进行下一道工序的施工，确保各工序的质量符合规定

的要求，避免由于工艺的衔接和协调不当而导致质量问

题。所以，在工程建设中，建筑单位应加强对给水工程

施工的管理与控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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