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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铁给排水系统电气设备的维护与管理阐述
李峰杰

（兰州市轨道交通有限公司，甘肃 兰州 730000）

摘 要 地铁属于地下公共建筑，构造较为复杂，其中电气设备在地铁给排水系统当中是重要组成部分，做好给

排水系统的电气设备维护和管理工作，关系着地铁系统运行以及乘客人身安全。本文从电气设备维护的特征入手，

讨论给排水系统与电气设备维护问题，分析如何做好电气设备的维修工作，并提出地铁给排水系统电气设备的针

对性管理措施，希望对相关研究带来帮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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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给排水系统以及电气设备维护的特征

1.1 地铁给排水系统

城市地铁给排水系统中主要包括了给水系统以及

排水系统，其中给水系统包括消防用水和生活用水，

而排水系统主要是排放生活污水，这两个水系统在构

成要素上存在较大差异，需要在设计的过程中分析相

关指标和运行要求。由于地铁车站为地下建筑，设计

排水系统主要是将管道雨水、渗漏废水、区间隧道积水、

车站生活用水进行排放，并且地铁本身是一种公共设

施，人流密集，为了保证人们的安全需要设置水消防

系统，而进行维护管理的过程中需要对水表水阀以及

管道网络进行处理。在城市地铁工程中给排水系统不

仅对地铁的运行有影响，还对城市的绿化与消防存在

影响，这就说明在城市的运转中需要给排水系统和其

它的系统相协调，组成完整的给排水网络。

1.2 电气设备维护的特征

地铁电气设备多数为大型设备，分布较为分散，

大多处于空气潮湿、通风条件差的地下室，在运行期

间脱水机房当中的建筑物会产生腐蚀性气体，进而影

响电气设备正常使用。整体来看地铁给水系统主要满

足于生产生活用水和消防用水，排水系统主要用于生

活污水、雨水和地下渗水的处理，在满足地铁基本运

行给排水要求的同时也能够满足城市管理需要。由于

地铁结构复杂、电气设施数量多，加之客流量较大，

存在一定消防安全隐患，因此对地铁给排水系统的电

气设备防火要求较高。此外，良好的排水系统能够满

足地铁自身排水需要，让城市排水能力得到整体性提

升。因此做好地铁给排水系统的电气设备维护工作有

其必要性 [1]。

2 我国地铁设备维护现状分析

在地铁给排水系统中主要包括排水、给水与消防

用水系统三个部分，其中在排水系统中又包括了管道、

阀门、潜污泵，主要是负责地铁车站中废污水与结构

渗漏水的排放。给水系统中主要由管道和阀门组成，

满足地铁车站生活用水的供应。在消防水系统中可以

为灭火提供水源，相比水系统多了水泵接合器、消防

泵、倒流防止器和消火栓。我国的地铁建设起步较晚，

相关管理经验较为欠缺，对于电气设备的维护来说主

要方式包括设备检查与故障处理，但是在地铁站中维

修工作量较大，并且投入的成本较大，实际维护中也

存在着零件更换困难的问题。

3 地铁给排水系统与电气设备维护问题

在地铁给排水系统当中常见的故障问题包括污水

堵塞故障、管道堵塞故障以及管道腐蚀故障，比如污

水泵运行 4-5小时会开启，由于间歇性运行，出现污

水泵堵塞故障，加大了污水泵的损耗。对于管道堵塞

故障来讲，主要是由于污水在静止状态下导致杂质堆

积，影响管道阀门的正常开启。而管道腐蚀故障是由

于给排水系统当中的污水具有腐蚀性，容易对镀锌层

较薄的位置产生破坏。

给水系统、排水系统以及水消防系统共同组成了

地铁给排水系统，其中给水系统的关键组成部分包括

管道和阀门，满足车站日常生活用水需要；排水系统

由管道、阀门和潜水泵构成，主要是排放车站的污水、

废水以及结构渗水（如图 1）；消防系统主要组成部分

包括管道、阀门、消防泵、水泵接合器以及消火栓，

火灾发生之后能够提供消防用水。相较于发达国家，

我国地铁建设时间较晚，尽管地铁工程逐渐增多，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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过在管理经验方面较为欠缺，特别是地铁电气设备的

维护和管理还存在诸多不足。在城市化进程不断推进

背景下，地铁逐渐成为重要的交通工具，为了满足安

全运行需要必须结合电气工程实际情况找出设备维修

中的问题，制定处理措施。在地铁电气设备维护中主要

采取全面检修的方法以及故障发生后的维修，不过这两

种维修方式都有不足。其一，维护工作量较大，维护成

本偏高；其二，零件的不合理更换影响了地铁正常运营。

对于以上情况需要改进地铁设备维护管理工作模式，通

过完善管理机制保证地铁设备的安全运行。

4 如何做好地铁给排水系统电气设备的维修

工作

地铁给排水系统的电气设备需要 24小时运转，所

以一旦发生故障问题要求维修人员立即明确故障位置

并采取技术性措施处理，还需要对容易出现故障的位

置提出预防性措施，由此消除安全隐患，确保设备的

运行效率。主要电气设备维修措施如下。

4.1 明确电气设备故障类型

在信息技术飞速发展的背景下，对地铁给排水系

统的电气设备维修提供了巨大帮助，在排除故障之前

要求技术人员明确故障类型并加以判断，由此避免配

件浪费、维修时间长、新故障导致维修难度加大等问题。

4.2 分析设备构造以及工作原理

技术人员必须明确电气设备的构造以及工作原理，

然后合理设定相关参数，在调试排水电气设备的过程

中避免出现操作失误情况。比如水泵堵塞后技术人员

到达现场需要使用液位自动控制方法，确保排水管路

的手动阀门处于常开状态，排水泵启停一段时间后淤

泥容易封堵在止回阀区域进而影响闭合效果和上部阀

门作用。技术人员需要将原有的蝶阀被电动蝶阀代替，

通过关闭阀门停止水泵，由此避免管道堵塞。在实际

维修中需要明确电气原理图，掌握变频器、电动闸门、

电动蝶阀、电气设备、鼓风机等参数的设定方法，避

免设定不合理导致的运行软故障。进行给排水系统电

气设备的调试过程中也需要保证电气原理图的完整性，

今后为后续的维修工作开展带来帮助。

4.3 分析电气元件是否完整

技术人员需要在电气设备发生故障后分析设备运

行问题，然后判定其它设备是否存在故障，通常电气

设备不能正常运转多与电气元件损坏有关，并且在维

修期间还需要对相关电气元件进行检查，避免出现类

似故障。比如砂泵不能正常启动并非沙泵自身存在故

障，也可能是由于水压不足导致。因此需要分析压力

泵是否出现电机烧坏情况，比如增压控制泵的接触器

触头烧坏会造成电机单向运行，之后继电气保护动作

导致电机停止运转。热继电气具备自动复位功能，几

分钟后即可自动复位砂泵，收到自动运行指令之后再

次融合管道增压泵接触器，由此可能会导致烧坏电机。

为避免以上事故，技术人员需要更换接触器，然后使

用手动复位的热继电器保护装置，进而排除故障 [1]。

5 地铁给排水系统电气设备管理措施

在地铁排水系统中很多的设备分布分散，并且在

露天或者半露天的环境下工作，还有少数的设备在井

下与地下室，通风性较差并且一些电气设备工作环境

潮湿。比如处理地铁排水系统中污泥脱水机房、曝气

池存在一些有害气体，对设备与管道造成腐蚀，导致

使用年限缩短，这就突出对电气设备管理的重要性，

主要措施如下。

5.1 定期进行电气设备检查

在地铁给排水系统电气设备的维护和管理工作当

图 1 地铁排水系统立面示意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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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定期检查是重要内容。具体说来：其一，利用限位

开关、空气开关、熔断器、漏电保护设备、紧急停止

开关、潜污泵报警装置、报警开关，根据操作规范，

将以上设备安装在给排水系统的电气设备当中，以此

确保设备安全性；其二，需要定期检查电气设备零部

件，使其正常运行，零部件故障出现后要马上停机，

并维修或者更换，更换期间要求技术人员遵守规章制

度，避免短接到保护开关或者行程开关，还要杜绝使

用大电流空气开关替换小电流空气开关 [2]；其三，检查

电气保护装置。为了保证设备的安全运行与人身安全，

需要给排水设备安装漏电保护器、漏电保护器、空气

开关、低液位报警开关、紧急停止开关、低液位报警

开关、熔断器等，并且在设备的检查中分析运行情况、

装置连接情况，保证处于正常的工作条件下。如果在

检查的过程中发现隐患或者故障需要及时停机，并进

行维修或者更换，这一过程中需要遵守相关规定，不

得使用大电流空气开关替换小电流的空气开关，也需

要保证报警信号良好。

5.2 加强电气设备巡视

为了让电气设备维护工作有效落实，要求地铁机

电管理部门完善管理制度。具体说来：其一，需要针

对设备安全操作巡视养护等方面完善管理制度，维修

人员在实际巡查工作中对松动的螺丝及时紧固，对被

腐蚀的电气元件和配件及时更换，由此杜绝安全隐患。

其二，在巡查的过程中还要做好防雨措施，及时清理

电气设备表面的积水，比如接线盒集、配电箱、电环箱、

电气控制箱更要做好防雨措施，尤其是在雨季，如果

紧贴墙壁的电气进水或者暴雨流进地铁站可能导致大

量的电气设备短路，威胁人身安全。为了避免由于防

水措施不到位导致短路情况或者击穿 PLC模块、烧毁

继电器或者接触器，需要保证巡视的频率和全面性，

并且将给排水系统的电气设备积水及时清除，避免受

潮与漏电，还需要分析电气设备运行期间的排风情况。

5.3 定期进行非电气金属管道检查

当前地铁工程施工普遍在站台、站厅层设置管道，

满足消防给水、污水、废水、雨水以及生活给水的需要。

站台板下方其它设备的接地母排通过导线连接各区域

的电位端子箱，然后通过 4-6mm的软铜线连接到接地

点，由此保证非电气金属管道和构建安全接地，杜绝

电气管道由于设施漏电出现触电事故，也可以避免散

电流对管道腐蚀，进而延长管道使用寿命 [2]。

5.4 定期进行电气设备防腐

机电设备人员需要定期做好电气设备的防腐处理

工作，主要处理设备包括电气控制箱、配电箱，清除

存在的物质和铁锈、清理失败涂料，然后根据规定再

次涂抹，还可以安装不锈钢材质的电气控制箱与配电

箱，进而起到防止腐蚀设备的作用 [3]，对内部零配件加

以保护，还可以减少防腐处理的工作量，将更多精力

放在电气设备管理的其它工作中。

5.5 完善电气设备维护制度

进行电气设备维护期间需要制定完善的制度，这

是开展维护管理工作的依据，尤其是在提升设备管理

水平以及增强给排水系统能力方面都有积极意义。为

此，在维护工作开展的过程中为了提升电气设备维护

针对性要制定一套规范的管理制，其中要包括设备巡

视制度、保养与维护制度和交接班制度 [4]。此外，完善

日常检修工作能够为给排水系统电气设备安全运行提

供保障，最大程度降低安全事故发生几率，延长设备

使用年限。

6 常见电气控制故障和处理措施

其一，控制箱内的漏水保护盒故障，导致水泵不

能正常启停；其二，控制箱内中间继电器短路，影响

了水泵正常启动；其三，二次控制回路短路，导致水

泵不能启动；其四，控制箱内的交流接触器吸合不能

复位，进而出现水泵故障报警。解决方法为远程强启

控制，如果该方法失效可以切换到手动模式，进而消

除高水位报警，排放完积水之后根据实际情况更换液

位交替盒、漏水保护盒、中间继电器，然后检查二次

控制回路是否短路。

7 结语

综上所述，地铁给排水系统的正常运行直接关系

着地铁运营秩序和人们的安全，这就要求相关部门要切

实做好给排水系统的电气设备维护工作和管理工作，技

术人员和管理人员要明确设备运行原理，了解常见故障

类型，并且做好日常巡视工作，对设备定期进行检查，

做好防护措施。此外，还需要完善维修保养制度，通过

以上措施能够保证给排水系统的良好运行，保障地铁良

好的运行秩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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