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佛山地铁高架车站给排水及水消防设计探讨

王亚辉
中交（西安）铁道设计研究院有限公司 陕西 西安 710000

摘� 要：简要介绍佛山市城市轨道交通二号线高架车站的给排水及水消防设计过程，探讨轨道交通高架车站的给

排水及水消防设计内容和方法，供设计人员参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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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言：近年来，我国城市发展比较迅速，众多城市

越来越关注具有快捷、节能和大运量特征的城市轨道交

通建设。地铁作为城市公共交通网络的骨干，这对提高

居民生活质量、缓解城市交通出行矛盾、带动地铁沿线

区域经济发展起到积极的正面影响。当下我们既要把握

机遇、快速发展，也要研究总结轨道交通设计的经验教

训，这对今后地铁的发展建设，具有很大的指导意义。

本人有幸参与设计了佛山地铁高架站项目，在设计

过程中学习了其他高架站的设计方法，也遇到了新的挑

战和困难，因此提出自己的一些建议和方法。

1 设计原则

地铁上的给排水及水消防系统应包括给水系统、排

水系统、水消火栓系统及灭火器的设置。其中给水系统由

生产、生活给水系统和消防给水系统组成。排水系统由污

水系统、废水系统和雨水系统组成，其中污水包括厕所冲

洗水及生活污水；废水则包括车站冲洗水、消防废水和结

构渗漏水等；雨水为屋面雨水。车站污水重力流汇集后就

近接入市政污水系统，站厅层、站台层及板下层废水重力

流汇集后就近接入市政雨水系统，出入口电扶梯基坑及电

缆夹层废水经废水泵提升后就近接入市政雨水系统，屋面

雨水由雨水斗收集后就近接入市政雨水系统。

1）车站消防给水系统设置消防水池和泵房，生产生
活给水系统利用市政现有设施，生产、生活市政给水压

力按供3层楼考虑。
2）排水系统应分类收集后集中排放。车站雨水排

入市政雨水管道；厕所冲洗水及生活污水经化粪池处

理后，其水质达到《污水排入城镇下水道水质标准》

（GB/31962-2015）要求的标准后排入站址就近处的市
政污水管网系统内；结构渗漏水、结构排水、车站冲洗

水、消防废水均排入市政雨水管道。

3）车站消防按同一时间发生一次火灾考虑。
2 设计特点

2.1  给水系统

高架车站给水系统包括生产、生活给水系统和消防

给水系统。某高架站采用城市自来水为水源，市政供水

压力为0.14MPa。车站从文登路南侧DN300市政给水管网
接入1条DN150引入管，生产、生活给水系统和消防系统
在站外水表井内分开，自成独立的系统，消防系统设置

水表单独计量。其中生产、生活给水系统从车站的进水

管上接出1根DN65供水干管，在车站内布置成枝状供水
系统，消火栓系统从进水管上接出1根DN100供水干管，
进入车站设置的消防水池。

2.1.1  生产、生活给水系统
生产、生活给水系统采用一路进水，给水干管在车

站内布置成枝状管网。车站内卫生间、盥洗间等均由该

枝状管道接出。站厅层、站台层公共区两端均设有DN25
冲洗栓。某高架站工作人员生活用水量取50L/班.人计
（含开水供应），时变化系数为2.5，每日按18小时计
算。冲洗用水量按2L/m2.次计，每次1小时，每天一次。
生产设备用水量根据所选设备、生产工艺的要求确定。

空调系统补充水按循环冷却水量的2%计；冷冻水的补充
水量为系统水容量的1.0%计，使用时间按18h；公共卫生
间卫生器具用水量标准按大便器60L/h，坐便器60L/h，小
便器50L/h，洗手盆50L/h，洗涤池60L/h计，时变化系数
1.5，使用时间18h。

2.1.2  消防给水系统
消防系统主要包括两项，分别为水消防系统和建筑

灭火器。根据《建筑设计防火规范》 GB 50016-2014、
《地铁设计规范》GB 50157-2013、《消防给水及消火
栓系统技术规范》 GB 50974-2014和消防主管部门要
求，室内消火栓用水量取15L/ S，室外消火栓用水量取
30L/ S，消防按同一时间发生一次火灾计，火灾延续时
间为2小时。佛山某高架车站最不利点消火栓所需压力为
0.50MPa，市政供水0.14MPa，经计算不满足最不利点消
火栓所需压力要求，且严禁从市政直接抽水，所以在此

站设置了消防水池及消防泵房。消防水池及消防泵房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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置于首层及地表下电缆夹层内，消防水池的有效容积为

360m3，消防泵房内设2台室外消防泵、2台室内消防泵、
1套室外消防稳压装置和1套室内消防稳压装置。
从消防泵房水泵出水管上引出2路消防给水管，在车

站纵向和横向分别连通形成环状消防供水管网。车站站

厅层公共区及设备区设单口单阀消火栓，消火栓间距不

超过30m。车站站台层公共区设双口双阀消火栓，间距
不大于50m。消火栓箱的布置应确保车站内任何部位均
有两支水枪的充实水柱同时到达，每一股水柱流量不小

于5L/s，水枪的充实水柱长度不小于10m。消火栓箱应尽
量暗装，当明装时，应选用不锈钢箱体明装消火栓箱。

车站消防泵房附近设置2座DN150消防水泵接合器，距接
合器15～40m内，设置与水泵接合器供水量相当的室外
消火栓，室外消火栓距路边距离不应大于2m，距房屋外
墙不宜小于5m。室外消火栓系统由消防水池及消防泵房
供水，从消防泵房室外消防泵出水管上引出2路消防给水
管，在室外形成DN150环状给水管网，室外消火栓从该
环状管网上接出。

车站设备区、公共区及出入口通道设置灭火器箱，

灭火器的配置和数量按《建筑灭火器配置设计规范》

（GB50140-2005）有关要求计。高架车站手提灭火器配
置场所的危险等级均按严重危险级考虑计算，火灾种类

统一按A类、电气类考虑。
2.2  排水系统
2.2.1  污水系统
高架某车站站厅层3轴设有公共卫生间，10轴设有员

工卫生间，污水量按其生活用水量的95%计，小时变化系
数2.5，卫生间污水重力流收集，经化粪池和调节池及地
埋式一体化污水处理设备处理后，其水质达到《污水排

入城镇下水道水质标准》（GB/31962-2015）要求的标准
后排入站址就近处的市政污水管网系统内。化粪池和调

节池及地埋式一体化污水处理设备设置于车站小里程端

绿化带，化粪池选用国标图集03S702中G5-12SF标准化粪
池，有效容积为12m3。地埋式一体化污水处理设备应具

备排气问题。

2.2.2  废水系统
车站的废水系统包括消防废水、结构渗漏水和冲

洗水。冲洗水排水量按2L/m2.次。结构渗漏水量按0.5L/
d·m计算。地表下电缆夹层结构渗漏水量为1L/m2.天。
各生产、生活废水及消防废水由每层地漏收集，经排水

立管排至地面废水收集系统；车站电缆夹层废水由集水

坑收集，经水泵提升后排至地面废水收集系统。所有废

水最终都排至市政雨水系统。车站电缆夹层每个集水坑

内均设置2台潜污泵，平时一用一备，轮流使用，必要时
同时使用。消防泵房内集水坑中设潜污泵2台，平时一用
一备，轮流使用，必要时同时使用。车站出入口设集水

坑，排除电扶梯基坑积水。每个集水坑内均设置2台潜污
泵，平时一用一备，轮流使用，必要时同时使用。

2.2.3  雨水系统
屋面雨水系统采用重力流，雨水排水量按设计暴雨

重现期50年、集流时间按计算确定。车站屋面设雨水
斗，雨水立管沿站台层结构钢柱接至站台板下层，穿板

下层外墙后，沿车站外墙排至地面雨水收集系统，最终

排至市政雨水管网。

高架站属于地上站，地面建筑部分的外立面造型复

杂，结构柱多而且跨度比较大，为增加建筑整体视觉效

果的美观，在雨水立管设计过程中，不仅要满足设计规

范而且要尽可能减少立管数量和控制管径，并在管材上

采用不锈钢管。

3 管道敷设

3.1  站厅层的给水干管布置在吊顶上部两侧，每隔
4-6m设管支架或吊架，管道连接处、转弯处及设有阀件
处增加支架或吊架数量；在站台层布置在站台板下，设

不锈钢吊架固定。

3.2  管路附件（包括管接头、法兰、螺栓）由施工单
位根据现场情况现配制。

3.3  车站内管道支、吊架按03S402 《室内管道支架及
吊架》施工安装，其根部固定膨胀螺栓采用不锈钢件，

管卡与管道之间应设5mm厚三元乙丙烯橡胶绝缘垫。抗
震设防烈度6度及以上地区的建筑机电工程设施必须进
行抗震设计，本工程悬吊管道中重力大于1.8kN的设备及
DN65以上的生产生活给水管道、消防管道等管道工程需
专业厂家完成。

3.4  管道穿过主体结构时，应设刚性防水套管；在穿
过混凝土墙、钢筋混凝土墙或楼板和排风道时应装设钢

套管。

3.5  管道在穿过变形缝应加设金属软管，并应在软管
两端安装固定式支架。最大伸缩量为20mm。管道在穿过
直线段适当位置应设波纹管式伸缩节，并应在伸缩器两

端安装固定式支架。波纹管式伸缩节安装时一端靠近固

定支架，第一个固定支架距伸缩节的一端为4DN，第二
个滑动支架距第一个滑动支架为14DN。

4 节能及环保措施

4.1  利用室外管网压力，减少加压设备。车站给水均
直接从室外市政管网接引，充分利用市政管网压力，满

足车站用水水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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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2  选择优质的管材、阀门及其他给水配件防止泄
漏。车站采用总体要求的优质管材；关断阀门采用关闭

比较严实的截止阀、闸阀，尽量减少给水的泄漏。

4.3  高效节能水泵采用节水器具，所选择的产品均应
符合《节水型生活用水器具》 CJ/T 164-2014的要求。

4.4  排水系统尽量利用地形高差，采用重力流直接排
放，尽可能避免提升排放。

5 对高架车站设计的几点建议

5.1  高架车站属于地面站，地面几层高度，因此对建
筑整体的视觉外观和空间要求较高，故各系统专业应根

据每个车站的特点在设计初期时应充分考虑，尽早确定

适合系统专业管线布设的高度和空间要求方案，避免后

期因空间不足而影响管线检修距离及空间不足无法安装

等情况。佛山某高架站在施工图设计阶段时，由于各个

系统专业设计人没有经验，没有充分考虑到管线安装空

间要求，建筑及结构专业设计人按业主要求本着节约成

本的原则，降低了层高，导致前期站厅层吊顶预留空间

不足，最后BIM专业布置管线时发现各个系统专业管线无
法布置的问题影响了整个大方案，费时费力，大大影响

了设计进度。

5.2  高架车站屋面造型设计在方案初期应充分考虑
屋面雨水排放方式，如重力流或虹吸流、立管数量、定

位等，尽可能使建筑造型、景观效果与给排水管线融

为--体，以保证整体效果上的完整性。佛山某高架站屋
面雨水采用重力流，屋面根据建筑找坡每个最低点设雨

水斗，雨水斗接排水管，由于重力流排水立管比较多，

因此各个排水管应尽量汇流至一根排水管经过站台层及

板下、站厅层沿高架站柱子排至市政雨水系统，为了美

观，减少管线路由，尽量多根管汇流至一根管线，不能

散排，尽量沿着结构柱，后期装修将雨水立管暗藏于结

构柱内，视觉上更完美。

5.3  高架车站结构柱及结构板横梁、纵梁及上翻梁比
较多，要特别注意排空站台板下层和设备层板下夹层的

废水及渗漏水。站台板下层有电缆夹层和管线夹层，电

缆夹层不能走给排水管线及排水沟等，管线夹层可以有

给排水相关管线、明沟及地漏等。因此，在施工图孔洞

预留预埋阶段，就要考虑高架站站台板下结构特点，与

建筑、结构专业多沟通，多配合，根据各个站特点提前

考虑清楚适合本站的排水方案，这样可以避免后期修改

方案，牵一发而动全身。首层下面的设备层如果是地面

层，排水比较简单，可以重力流排至市政雨水管。如果

首层下面的设备层是夹层，横跨地面和地下，那么首层

设备夹层的废水由集水坑收集，经水泵提升后排至地面

废水收集系统，所有废水最终都排至市政雨水系统。

5.4  高架站一般市政水量和水压不满足车站消防要
求，所以高架站一般在首层设置消防泵房和消防水池，

室内外消火栓系统由消防水池及消防泵房供水。消防泵

房里设置室内外两套消防泵组，因此在设计阶段根据规

范消防泵房和消防水池尺寸面积必须预留充足，满足泵

组之间和管线的检修距离要求，以免不满足规范要求 ，

消防水池容积经过计算必须满足消防水量要求。

5.5  高架车站里面的给排水管线都需要考虑管道保
温，寒冷地方地上站里面的给排水管线需要根据相关要

求设置电伴热保温和防结露保温，温度比较高的地区给

排水管线只需要考虑防结露保温。高架站给排水管线较

多，若管道需要设置电伴热保温，那么在设计阶段就要

考虑简化管线路由，减少电伴热的设置数量，尽可能的

减少造价，由于电伴热造价比较高，所以设计人在设计

阶段要把这部分预算充分考虑，本着不违反规范，节约

成本，拿出高质量最优设计方案的宗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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