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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铁车站给排水及消防设计探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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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Ȟ要：地铁车站给排水及消防设计是确保车站运营安全、稳定的关键。本文探讨了地铁车站给水系统、排水系

统及消防设计的各个方面，包括水源选择、管道系统设计、排水分类与收集、污水提升与排放、废水处理与综合利

用，以及消防给水系统设计、灭火设备配置和火灾报警与联动控制系统等。通过科学规划和先进技术的应用，地铁车

站能够构建出高效、可靠的给排水及消防系统，为乘客提供安全舒适的乘车环境，保障车站运营的持续稳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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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言

地铁作为现代城市的关键交通工具，其车站给排水

及消防设计至关重要，直接关系到乘客的生命安全与车

站的高效运营。随着城市化步伐的加速，地铁车站客

流量激增，这对给排水及消防系统提出了更高要求。本

文全面剖析地铁车站给排水及消防设计的多维度考量，

旨在构建更为安全、可靠的运营环境，为地铁车站的安

全、顺畅运行提供坚实保障。

1��地铁车站供水系统设计

1.1  水源选择与引入
地铁车站供水系统的设计是一个既复杂又至关重要

的过程，它对于确保车站运营的安全性、稳定性和效率

具有决定性意义。在这一精密的系统中，水源的选择

与引入构成了整个供水体系的基石。城市自来水，凭借

其水质稳定可靠、处理工艺成熟完善以及严格的监测体

系等优势，自然而然地成为了地铁车站水源的首选，自

来水经过混凝、沉淀、过滤、消毒等一系列精细处理流

程，水质得以达到甚至超越国家饮用水标准，为地铁车

站提供了安全健康的用水环境。城市自来水管网广泛覆

盖，为地铁车站的连接提供了极大的便利，这不仅简化

了供水系统的建设流程，还有效降低了成本，提升了经

济效益，为了进一步增强供水的可靠性，地铁车站供水

系统普遍采用双路进水设计，并明确划分为消防用水系

统和生产、生活给水系统两个系统，这种设计确保了当某

一系统出现故障或需要维护时，其他系统仍能正常供水，

有效防止了因供水不足而引发的运营中断。特别是在消

防用水系统方面，其独立性和稳定性至关重要。地铁车

站作为公共场所，一旦发生火灾，后果将不堪设想。而

且随着节能减排和智能化管理的发展趋势，地铁车站供

水系统还需融入智能水表、压力传感器等先进的监测设

备。这些设备能够实时监控水质、水量和水压等关键参

数，从而大幅提升供水系统的运行效率和管理水平[1]。

1.2  管道系统设计
在地铁车站的管道系统设计中，管材的选择至关重

要，为确保供水系统的安全性和稳定性，给水管线应优

先选用具有良好抗压力、耐腐蚀性能的不锈钢管。不锈

钢管不仅强度高、耐腐蚀性和卫生性能优良，能有效抵

御水中化学物质的侵蚀，减少腐蚀和结垢风险，保障水

质稳定，而且使用寿命长，有助于降低后期维护和更换

成本。在确定给水管道位置时，需确保其与电气设备和

通信设备保持安全距离，避免电流与水流近距离接触引

发电力事故。管道布局应尽量避开电气设备室、通信机

房等关键区域，若无法避免，则需采取增加绝缘层、设

置防水隔板等防护措施，在站台层和站厅层，给水管线

通常沿墙壁或吊顶内敷设，与电气线路和通信线缆保持

距离，并在交叉处采取特殊防护处理。为保障供水系统

正常运行，还需在给水管道最低处设置泄压阀，在压力

过高时自动释放压力，保护管道和设备；在管道最高处

安装排气阀，及时排除空气，避免气阻影响水流；对于

穿越沉降缝的管道，安装波纹管伸缩器补偿地基沉降导

致的伸缩变形；对于长距离管线，可通过敷设暗管、折

角连接或采用固定支架等方式，有效补偿管道伸缩，增

强稳定性，确保供水系统安全、高效地运行。

1.3  生产、生活给水系统构建
在地铁车站的日常运营中，生产与生活给水系统的

构建是保障车站顺畅运作与乘客舒适体验的关键环节，

该系统要经过精心规划与设计，全面满足车站的生产、

生活用水需求，同时确保供水的稳定性和可靠性。通

常，地铁车站的生产、生活给水系统直接接入城市自来

水，采用单路供水方式，这种设计既简化了供水流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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又提高了供水效率。在车站内部，给水系统以枝状布局

进行灵活配置，确保各个用水点都能获得稳定的水流供

应。为了增强系统的可靠性，部分车站还会采用双路供

水或增设应急水源，以应对潜在的供水故障，确保在任

何情况下都能满足车站的用水需求。在给水系统的构建

中，管道布局的优化至关重要，简洁明了的布局能降低

水流阻力，提高供水效率，还应选用具备良好耐腐蚀性

和抗压性能的新型管材，如PPR、PE等，不仅减轻了安
装难度，还显著延长了给水系统的使用寿命，这些管材

的轻便性和易于安装的特点，也使施工变得更加便捷。

由于地铁车站通常位于地下，空间相对有限，所以在给

水系统的构建中还需特别注重空间的合理利用。通过优

化管道布局、紧凑型设备选用等手段，可以在有限的空

间内实现高效的供水功能，减少对车站运营的影响[2]。

2��地铁车站排水系统设计

2.1  排水分类与收集
地铁车站的排水系统复杂多样，主要包括生活污

水、结构渗漏水、消防废水及雨水四大类。生活污水主

要来源于车站内的卫生间、盥洗室等设施，含有大量有

机污染物和细菌，需通过在这些区域设置地漏，利用排

水管道收集至污水泵房的集水池，以防止直接排放造

成环境污染。结构渗漏水则是由于地铁车站建于地下，

地下水易通过结构缝隙、施工缝等部位渗入，为此，在

车站底板、侧墙等部位安装了排水盲管或排水板，将渗

漏水引导至排水明沟，再通过管道收集至废水泵站的集

水池。消防废水产生于火灾时的灭火过程，会在车站内

积聚，故在站厅层、站台层等区域设置了排水地漏和明

沟，以及消火栓箱下方的专门排水设施，确保消防废水

迅速排入废水泵站的集水池。而雨水主要来自车站出入

口、风亭等敞开部位，通过在出入口设置截水沟和排水

地漏、在风亭处设置集水坑并配备排水泵，将雨水有效

引入地面雨水管网，保障车站排水系统的顺畅运行。

2.2  污水提升与排放
地铁车站的污水提升与排放系统通常采用潜污泵提

升和一体化污水提升装置两种方式。潜污泵提升方式将

潜污泵直接安装在集水池内，利用泵叶轮旋转产生的

离心力将污水提升至地面排放，具有结构简单、成本低

廉、技术成熟且应用广泛的优势，但是该方式泵体长期

浸泡于污水中易受腐蚀和磨损、需要定期维护更换，以

及集水池占用空间并可能散发臭气的问题。而一体化污

水提升装置则将污水泵、集水箱、控制系统等集成于一

体，具有占地面积小、密封性好、安装便捷等特点，尤

其适用于对环境要求较高的地铁车站，其密闭式集水箱

设计有效减少了臭气散发，改善了周边环境，但成本相

对较高，对设备质量和性能要求也更为严格。现阶段，

污水泵房一般采用一体化污水提升装置，但在污水泵房

内也会有一座集水坑，集水坑内采用潜污泵提升，并且

连接到一体化污水提升装置的出水管上一同排出，为确

保排放水质符合国家和地方相关排放标准，在排放前应

进行预处理，去除污水中的大颗粒杂质和砂粒，保障污

水处理的效率和环境质量。

2.3  废水处理与综合利用
地铁车站的废水处理与综合利用是一个综合性的环

保举措，通常采用物理、化学和生物处理相结合的方

式。物理处理阶段，通过格栅、沉淀等方法有效去除废

水中的悬浮物质和较大颗粒杂质；化学处理阶段，则利

用化学药剂如絮凝剂、消毒剂等，进一步处理废水，去

除其中的有害物质；生物处理阶段，则借助微生物的代

谢作用，将废水中的有机污染物分解为无害物质。废水

的综合利用不仅有助于节约水资源、降低运营成本，还能

显著减轻对环境的污染。在地铁车站，经过处理的废水可

被引入公共区域冲洗系统，用于冲洗站台、站厅地面，

或用于车站周边的绿化灌溉，为植物提供必要的水分。

3��地铁车站消防设计

3.1  消防系统概述
地铁车站的消防系统设计融合了水灭火与气体灭火

两种机制，以应对多样化的火灾场景。在公共区域及设

备管理用房等大范围空间，水灭火系统，包括消火栓

系统和自动喷水灭火系统，凭借其强大的冷却与覆盖能

力，成为控制火势蔓延的关键。消火栓系统操作简便，

为初期灭火提供直接支持，而自动喷水灭火系统则高度

自动化，能迅速响应火灾，通过温度变化感应自动喷

水，有效控制火势。对于电气设备房、通信机房等精密

设备区域，水灭火可能带来设备损坏风险，因此采用气

体灭火系统作为补充。这些区域通常选用七氟丙烷或

IG541等气体灭火剂，七氟丙烷灭火高效快速，能迅速中
断燃烧链；IG541则由氮气、氩气和二氧化碳混合，通过
降低氧气浓度灭火，兼具环保性能，在特定防护区内释

放这些气体灭火剂，能在极短时间内扑灭火灾，确保关

键设备与区域的安全，实现了对不同火灾场景和起火源

的最佳灭火效果[3]。

3.2  消防给水系统设计
根据《城市给水工程项目规范》（GB55026-2022）

7.1.5中规定，严禁在城市公共给水管道上直接接泵抽
水，所以消防系统必须要在车站站厅层设置消防水池。

消防水池的有效容积应根据火灾延续时间内的消防用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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量来确定，一般地铁车站的火灾延续时间按2h计算。消
防泵的选型也至关重要，其流量和扬程应能满足整个地

铁车站的消防用水需求。消防泵的流量应根据消火栓系

统和自动喷水灭火系统的设计流量之和确定，扬程则需

考虑最不利点的水压要求、管道沿程损失和局部损失等

因素，为确保消防泵的可靠运行，通常设置备用泵，消

防给水同一泵组的消防水泵型号应一致，且工作泵不宜

超过3台。消防管网的布置应确保在火灾发生时，水能
迅速、均匀地输送到各个灭火点，管网通常采用环状布

置，以提高供水的可靠性，在管道的关键部位设置阀

门，如在分支管处设置检修阀门，便于在局部管道维修

时不影响其他区域的供水，并且对管道的材质和连接方

式也有严格要求，消防给水管一般采用热镀锌钢管或无

缝钢管，连接方式可采用沟槽连接、焊接等，确保管道

的密封性和强度。

3.3  灭火设备配置
地铁车站的消防安全设计中，消火栓与灭火器的配

置至关重要，消火栓作为核心灭火设备，其布置严格遵

循“在任何位置都能有两股充实水柱同时到达”的原

则，确保火灾发生时消防人员能迅速利用消火栓控制火

势。在站厅层、站厅层等区域，消火栓间距一般不大于

30m，人行通道内消火栓的间距不应大于20m，而且设置
时需要兼顾人员流动便捷性，避免疏散障碍。设备管理

用房内，消火栓布置则根据房间大小、布局及设备重要

性合理确定，以迅速扑灭火源，保护设备安全。选型方

面，地铁车站通常选用DN65消火栓，配备25米水带和19
毫米口径水枪，满足灭火需求。灭火器的配置也不可或

缺，根据火灾类型和场所危险等级选型，磷酸铵盐干粉

灭火器因其高效、适用范围广而被广泛采用。灭火器的

配置数量依据场所面积和危险等级计算，人员密集且可

燃物多的公共区域适当增加配置，以确保火灾初期迅速

扑灭火源，减少损失，同时灭火器设置需考虑可见性和

易取性，并定期检查维护，确保其处于良好状态，关键

时刻发挥效用。

3.4  火灾报警与联动控制系统
火灾报警与联动控制系统是地铁车站消防安全体系

的核心，它集成了火灾探测器、火灾报警控制器和联动

控制模块等关键组件，共同织就了一张严密的火灾防控

网络。火灾探测器遍布车站各个角落，利用先进的传感

技术实时监测空气中的烟雾浓度和温度等关键参数，一

旦探测到异常信号，如烟雾浓度超标或温度急剧上升，

便立即将包含火灾信息的电信号传输给火灾报警控制

器。火灾报警控制器内置复杂算法，对探测器传来的数

据进行快速准确分析，一旦确认火灾，立即触发应急响

应机制，启动声光报警器，发出警报声和闪光信号，引

导人员安全撤离，并通过联动控制模块向消防设备发出

启动指令。联动控制模块可以精准传达指令给消防泵、

喷淋系统、防排烟系统等关键设备，使其迅速启动，消

防泵为喷淋系统提供水压，喷淋系统利用高压水雾打击

火源并冷却周围物体，防排烟系统则排出有毒烟雾，为

人员疏散和消防救援创造有利条件。而且系统还能实时

将火灾信息、设备状态和人员疏散情况等关键数据上传

至车站控制室和地铁运营控制中心，使工作人员能够全

面掌握火灾现场情况，做出准确决策，统一指挥和调度

消防力量，确保救援行动高效有序进行[4]。

结语

综上所述，地铁车站给排水及消防设计是一个复杂

而重要的系统工程。通过科学规划、合理布局和先进技

术的应用，可以构建出高效、可靠的给排水及消防系

统，为地铁车站的安全运营提供坚实保障，随着技术的

不断进步和经验的积累，地铁车站的给排水及消防设计

将更加完善，为乘客提供更加安全、舒适的乘车环境。

参考文献

[1]张圣昊.地铁车站给排水及消防设计探讨[J].建筑工
程技术与设计,2020(9):844.

[2]郭春江.给排水及水消防系统在地铁车站建设中的
应用[J].四川建材,2023,49(6):249-250,253.

[3]陈丹丹.地铁车站给排水及消防设计的细部优化[J].
建筑工程技术与设计,2020(7):885.

[4]肖鹏伟.地铁车站给排水消防设计探讨[J].建筑工程
技术与设计,2020(5):630.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