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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佛山地铁2号线魁奇路站改造过程中通风空调设计
探讨

刘瑞光

中交（西安）铁道设计研究院有限公司 陕西 西安 710065

随着城市轨道交通的快速发展，新旧地铁线路交叉换乘等现象快速增加，为了实现接驳，一般都需对既

有地下结构及机电设备进行改造，而现阶段我国在这方面的理论研究还不够深入和丰富，尤其是对改造过程中的通

风空调及防排烟问题研究甚少。本文以佛山2号线与广佛线换乘站魁奇路站为实例，该站2号线部分为地下一层侧式车

站，首先通过分析车站改造过程中通风空调及防排烟系统的内容及难点，然后针对管线布置困难、工艺模式调整困难

等问题进行研究，通过BIM技术解决管线布置困难问题，通过各方研讨提出工艺模式调整解决方案，最终完成了魁奇

路站通风专业改造设计，可为类似项目提供参考和借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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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概述

地铁作为人类利用地下空间的一种有效形式，同时

具有运量大、安全、准时等特点，是城市轨道交通的重

要发展方向，同时也随着地铁线网体系的不断完善，

越来越多的换乘站在工程建设中出现。魁奇路站为佛山

二号线与广佛线换乘车站，二号线车站为地下一层侧式

车站，广佛线车站为地下两层岛式车站（广佛线车站已

建成并在2010年投入运营），车站采用站厅进行侧岛换

乘，改造后广佛线既有车站P~R轴交12~14轴公共区域属

于2号线车站的一部分，如图1所示。

图1 魁奇路站2号线与广佛线换乘交汇区域布置平面图

2 改造工程实施

通风空调及防排烟系统改造原则

（1）两线系统单独考虑，不进行资源共享。

（2）尽量避免对广佛线既有车站通风空调及防排烟

系统进行划分及设备调整。

（3）尽量避免对2号线车站已实施土建工程进行调整。

通风空调及防排烟系统改造内容

（1）车站P~R轴交12~14轴公共区改造后的通风空调

及防排烟设计内容由2号线负责，原广佛线站厅层公共区

面积减小，大系统组合式空调器、回排风机及排烟风机

设备容量均满足要求，无需调整广佛线魁奇路站的系统

设备，仅需对广佛线魁奇路站站P~R轴交12~14轴已安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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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既有风管进行拆除，水管位置进行调整。

（2）广佛线站厅公共区原设计为一个防烟分区，改

造后被防火卷帘自然分隔为两个防烟分区，为满足《建

筑防排烟系统技术标准》 中5.2.4条：“当

火灾确认后，担负两个及以上防烟分区的排烟系统，应

仅打开着火防烟分区的排烟阀或排烟口……”，故工艺

模式需要由一个模式调整为两个模式，且需要对广佛线

魁奇路站通风空调大系统排烟风机执行模式进行相应调

整，同时引起如FAS等相关专业的调整。

（3）建筑专业根据2号线消防局审查意见将2号线公

共区的挡烟垂壁改为防火卷帘，改造过程中建筑专业将

公共区四处挡烟垂壁调整为防火卷帘，调整位置及防烟

分区布置图如图2所示。

图2 公共区防烟分区布置图

增加防火卷帘后，防烟分区二和防烟分区三被防火

卷帘及防火墙独立分隔，需要对防烟分区2及防烟分区3

设置独立的排烟系统。

改造过程中的难点及解决方案

（1）管线布置困难

地铁车站包含通风空调、给排水及消防、动力照

明、通信、信号、FAS、BAS、综合监控、气灭、站台

门等众多专业管线，管线布置本身就存在很大难度，

现将原设计的一套排烟系统改为三套排烟系统后，车

站左端环控机房内将增加四台风机（两台排烟风机和

两台补风机）及相关管道，公共区将增加两套排烟系

统（增加的排烟管尺寸为1250*500mm，补风管尺寸为

1000*400mm），如何在已完成的土建工程条件下既不对

土建工程进行调整又能够保证两套排烟系统相关设备及

管线的顺利安装成了防排烟系统改造中的最大难题。

建筑专业增加防火卷帘后，需将原设计中公共区一

套防排烟系统调整为三套防排烟系统，调整前后防烟分

区设置情况如表1所示。

表1 公共区防烟分区调整前后对比表

内容 排烟风机编号 承担防烟分区 补风形式

调整前 SEF-A01

防烟分区一、防烟

分区二、防烟分区

三、防烟分区四

出入口自然补风

调整后 SEF-A01
防烟分区一、防烟

分区四
出入口自然补风

SEF-A02 防烟分区二 机械补风

SEF-A03 防烟分区三 机械补风

原设计公共区为单端送风，所有公共区相关的通风

空调专业设备均布置在左端环控机房内，调整后就需要

同时在车站左端环控机房内增加两台排烟风机和两台补

风机及其相应的风管、阀门，左端环控机房面积312m2，

高度5m，原设计布置有大系统所有设备、两套小系统通

风设备、一套小系统空调设备，空间布局紧凑，无法满

足公共区增加两套排烟系统的空间安装要求。经过对建

筑空间的详细分析并结合BIM技术，通过用Revit软件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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立各专业BIM模型并不断尝试各种布置方案，在设计人员

和BIM技术人员的配合下，最终将增加的两台排烟风机布

置在车站左端环控机房内，两套排烟系统共用一套补风

系统，补风机布置在右端环控机房内，解决了左端机房

内设备布置空间不足的问题，原理图如图3所示。

图3 公共区系统原理图

车站公共区增加两套排烟系统后，轨道两侧站台区

域分别增加1250*500mm的排烟管，经过与综合管线专业

结合，在不降低公共区吊顶标高的前提下，没有空间增

加1250*500mm的排烟管。通过各专业反复配合并利用

Revit软件建立三维模型不断尝试，最终将原设计中的站

台区域回风管兼排烟管改为新增排烟系统的排烟管，站

台区域均匀回风改为集中回风解决了站台公共区排烟管

道安装困难的问题。站台公共区调整后的管线布置图如

图4所示。

图4 公共区集中回风管布置示意图

（2）广佛线魁奇路站原公共区水管横穿轨行区

广佛线既有车站P~R轴交12~14轴公共区改造后为2号

线公共区部分后，该范围内原有空调冷冻水管仍应保持

贯通，就需要横穿轨行区，影响列车运行安全。通过与

土建专业协商，此区域层高5.0m，在此范围内局部设置

1.25m高的土建夹层，冷冻水管从夹层上方穿过，既保证

了水管贯通，又不会对行车安全造成影响。

（3）广佛线魁奇路站排烟系统工艺模式调整困难

广佛线魁奇路站已通车运营，通风专业调整工艺模

式不仅会对运营造成一定影响，而且可能会引起原有FAS

专业相关设备的调整（通风专业调整工艺模式需要FAS专

业实现）。但排烟系统涉及车站消防安全，不调整又不

能满足《建筑防排烟系统技术标准》 规范

中5.2.4条的要求，如何保证既对运营车站改动小又能满

足车站排烟要求成了最大难题。

经过与广佛线魁奇路站原FAS设计人员沟通，若要

增加排烟模式，则需要在IBP盘上增加模块，需要原FAS

设计人员及原生产厂家深度配合调整，同时要保证不对

既有运营造成影响，难度极大（唯一可实施的方案即是

运营时间内保证车站控制室内IBP盘正常工作，夜间停

运时进行改造）。若IPB盘增加模块后，重新调试后是

否需要再次开展消防验收，已报消防的设计图纸如何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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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更新，运营时间内IPB盘正常工作如何保证等等一系

列问题随之而来，一个问题变成了多个问题。经建设单

位、运营单位、设计院及相关厂家多次会议讨论：广佛

线魁奇路站2009年完成设计，2010年通车运营，站厅层

公共区被2号线实施过程中由一个防烟分区分隔为两个防

烟分区，由于其通车时间运营早且原有排烟系统仍能满

足排烟要求，故不执行《建筑防排烟系统技术标准》

51251-2017规范中的相关要求。

3 总结

魁奇路站为改造车站，机电系统改造时土建部分已

完成施工，站内空间有限且不具备改造条件，改造过程中

公共区增加两套排烟系统造成环控机房及公共区管线布置

困难，最终基于Revit软件建立三维模型，利用BIM手段有

效的解决了环控机房、走道等管线密集区域排布困难的问

题，合理利用站内空间并避免了不必要的返工。

魁奇路站规划时并非换乘站，后期改为换乘站，由

于广佛线魁奇路站2009年完成施工图设计，2号线魁奇

路站2019年完成施工图设计，相隔时间长，当需要广佛

线和2号线相关设计配合时，很难联系设计人员及相关

图纸资料；同时由于行业规范都在不断更新，尤其对于

暖通专业，2017年发布《建筑防排烟系统技术标准》

51251，2018年发布《地铁设计防火标准》 ，对

暖通专业设计中的防排烟部分影响甚大。同时，上述魁

奇路站工艺模式调整问题尽管通过各方讨论采取不执行

新规范的方式解决，但也有打“擦边球”之嫌，属不得

已而为之。因此，对于此类换乘车站，建议尽量提前规

划，同期实施，即使同期实施困难，也应尽量缩短间隔

时间，最大限度减小因政策调整、规范更新等外部因素

对车站造成的影响，同时也能保证换乘车站各系统的正

常有效运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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