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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铁道岔基坑排水装置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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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城市轨道交通是推动城市化建设发展的重要交通系统，在全国各大城市中体现出了至关重要的作用。然而在实

际运营管理过程中发现，许多地铁线路存在着道岔基坑积水现象，对转辙机设备的正常运转产生了不可忽视的负面影响，甚

至有可能对地铁行车安全质量产生影响。而在传统地道岔基坑排水方案中，实际排水效果普遍难以令人满意，积水排除质量

相对比较差。对此，本文将基于分析现阶段地下道岔转辙机基坑排水方案的基础上，提出地铁道岔基坑排水处理方案，并针

对性分析方案中的排水装置，以期为实际工程提供参考借鉴之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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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言

地铁道岔一般指的是地铁车厢在线路转化过程中的关

键设备，具有较为复杂的设备结构，同样也极易在日常工作

中出现故障现象，地铁道岔可以说是整个城市轨道交通系统

的薄弱环节。现阶段全国各地区的地铁线路中，道岔基坑积

水现象十分普遍，这些积水多从消防废水、结构渗漏水以及

道床冲洗水中产生。而转辙机是地铁道岔基坑周围的重要控

制设备，基坑积水现象很有可能对转辙机设备产生负面影

响，甚至导致道岔线路转换出现问题而引起地铁的正常运

营。因此，加强地铁道岔基坑排水工程质量、提高基坑排水

效果，是现阶段地铁建设与维护工作所应关注的重点问题。

1 现阶段地铁道岔基坑排水方案分析
一般在地铁正线道岔与交叉渡线中，两个基坑对应两台

转辙机，这也是全国多数地铁的道岔基坑设置状况[1]。在以

往的基坑排水设计中，排水通路多以连接基坑与沟槽、排水

沟，从坑底找坡进行排水处理，这种现象无法解决排水量过

大的情况，导致转辙机设备进水现象变得比较常见，所以在

国内地铁交通系统中通常会应用隔离转辙机基坑区域的方

式进行人工干预排水。而为了能够优化道岔转辙机基坑排水

设计，在加强转辙机基坑与沟槽防水处理质量过程中，需要

结合不同地区的地铁特征进行设计，而针对性这种情况，一

般会分成如下三种排水方式。

1.1半隔离排水

在半隔离排水方案中，将基坑与排水沟隔离起来，同时

在沟槽与对侧道床纵向水沟中间位置埋设 PVC排水管，利用

橡胶、软木塞等材料进行填堵。可以有效避免出现排水沟积

水排放至基坑的现象，而在后期维护工作中，工作人员可以

在巡检过程中加强基坑水位监测质量。总体来看，半隔离排

水方案具有较为良好的排水效果，但是也有一定的缺陷，如

对基坑深度有更高的要求，后期维护工作量较大等[1]。

1.2全隔离排水

与半隔离排水相比之下，全隔离排水不再采用软木塞以

及 PVC管进行堵塞处理，集水井被设在基坑旁边位置，在这

其中安装小型自动潜水泵，同时将废水一并排放至集水井

内，当满足预设水位要求之后，潜水泵开始工作，并促进积

水排放至排水沟中，以达到全自动化工作的目的，可以有效

确保基坑干燥状况。全隔离排水具有良好的排水效率，不会

对地铁运营带来干扰作用，道床水沟积水不会产生倒流入基

坑的现象，可以确保基坑的无积水现象，但是全隔离排水对

机械设备成本以及维护工作量具有较高的成本支出。

1.3联通—集水坑排水

这种排水方案是上述两种排水方案的相互结合，即在沟

槽与对侧道床纵向水沟中间区域埋设 PVC水管，同时与排水

沟进行连接，在沟槽底找坡中进行排水，可以有效将基坑积

水排放至轨道排水沟内，而基坑附近会设立集水井，可以在

积水排放量过大的情况下封堵排水管、采取人工手持泵的方

式排除废水。在现阶段的排水应用中，联通—集水坑排水具

有较为简洁的设计优势，可以满足大多情况下的排水需求，

且操作简单、成本比较低。然而该排水方案也具有一定的缺

陷，如对轨道施工找坡质量具有较为严格的要求，后期维护

工作量相对比较多，还要增设手持水泵设备的成本支出等。

2 新型转辙机基坑积水处理方案
2.1明确岔区排水要求

要加强道岔区基坑排水质量，需要明确其中的排水沟、

基坑、废水泵房等标高数据，在这其中还要结合可能出现水

沟淤堵或施工误差的现象，规范岔区线路坡度设计标准要

求。一般采取 2%的坡度标准要求，可以结合实际状况适当

提升坡度设计。在这其中需要注意，如坡度难以满足排水需

求，需要根据排水沟坡度改变设计方案，保障车站废水得以

及时排放进入废水泵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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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做好排水沟与废水泵房标高设计

在给排水设计以及结构、轨道的实际设计工程中，不同

专业的工程必须要加强彼此之间的配合工作。比如，在设计

废水泵房期间，要合理分析调线调坡的标高影响作用，以提

高废水泵房设计质量和实用性。对于轨道工程而言，排水沟

和基坑设计尤为关键，在此之间要能够合理设计废水泵房入

水口标高大小，同时还要关注预埋管预留状况，其目的是为

了保障基坑、废水泵房入口、排水沟等标高数据相互匹配，

以提高排水效率和排水质量。

2.3规范废水泵房标准

一般在车站中设有辅助线以及道岔，废水泵房数量应当

以道岔实际状况为准，在每个道岔区域附近均需要设立废水

泵房。比如，在某个车站中，两端道岔可以各自设立一个废

水泵房，两端各自设立一个即可。然而在一部分车站中，仅

有一端设有道岔，此时设立一个废水泵房即可，同时要靠近

道岔和车站方位，这样一来可以避免车站废水排放距离过远

的问题[2]。

2.4设立集水井

如果在废水泵房和道岔区域距离相对比较远的情况下，

需要及时设立集水井。比如，在转辙机数量越多的区域中，

集水井大小最好要更大。其长度、宽度以及深度均需要设在

1米以上，注意坑底要低于基坑坑底 1米以上。如果某些车

站区域的转辙机只有一个，集水井最好要小一点，其中的长

度、宽度以及深度可以设为 80公分左右即可，同时坑底同

样需要低于基坑坑底 80公分以上。设立集水井可以有效汇

集基坑积水，避免积水进入基坑。另外为了安全保障，需要

将篦子安装于集水井上方位置，要保障篦子安装可靠性质

量。

2.5优化基坑、排水沟设置方案

将基坑与排水沟设置方案进行合理优化，是提高排水质

量的关键环节。首先要将排水沟（管）设置在基坑底部，对

及时排放积水具有很大的帮助。假如排水沟与废水沟路径相

同，可以改变排水沟设计方案，应用双层排水沟方案。比如，

上层与下层各自为车站排水沟、基坑排水沟，在这其中安装

隔板，隔板材料以可拆式密封板为主。另外在转辙机基坑与

排水沟高度大小差最好要小于 1公分左右。最后要注意的是，

转辙机基坑最好要与集水坑之间保持较远的距离，如果实际

施工过程中发现无法保持较远的距离，可以改变排水方案，

以绕行排水的方式进行设置即可。

2.6其他要求

道岔集水井排放积水进入废水泵房过程中，要坚决避免

出现过轨现象。但是在实际工作中可能会不可避免地进行过

轨，因此要提前保障过轨条件。同时将微型排水泵安装于集

水坑周围区域，将低压电源插座安装在其中，检查基坑防水

方案的规范性，是否存在不规范现象，如基坑渗漏水现象的

出现，需要考虑是否是防水措施不到位，一般来说在防水措

施设置过程中，刷上防水涂料后，在基坑表面还要及时填筑

一层防水砂浆，杜绝渗漏积水现象。

3 地铁道岔基坑排水装置及技术分析
排水装置是提高地铁道岔基坑排水质量的重要因素，而

在这其中，传统转辙机基坑积水预警系统与自动处理设备普

遍缺乏应有的先进性与智能化优势，个别地铁单位会应用基

于水位开关的水泵抽排方式，显然这种方案显著提高了后期

维护工作的成本量与工作量。此外，人工排水属于一项事后

处理工作，不存在事前和事中控制效能，加上水位开关联合

水泵抽排放积水的设计相对缺乏应有的先进性和可靠性，可

能会具有一定的信息孤岛现象，在工作人员发现出现基坑积

水现象后可能已经为时已晚，对地铁运营带来了不可忽视的

严重作用。

3.1水位传感器

通常情况下，轨道交通隧道基坑环境普遍比较复杂，在

水位传感器选择中具有较为严格的要求，如下四种水位传感

器各自具有相应的技术指标优劣势，在实际选择水位传感器

中需要充分考虑这些指标进行选择。

（1）超声波水位传感器

其工作原理是应用超声波测距原理测量水位高度，该传

感器成本相对比较低，且维护比较方便，但是在实际应用中

发现，这种测距方式很有可能会受到温度和密度等因素而产

生相应的影响，实际测距效果缺乏应有的准确性。所以超声

波水位传感器对环境条件具有较高的要求，超声波水位传感

器并不适合长期应用于基坑积水环境条件下[3]。

（2）激光式水位传感器

水面上方安装浮子式反射板，在激光测距原理支持下测

量水位高低是激光式水位传感器的工作原理所在，具有较大

的测量量程，且测量精度也比较高，但是其设备结构比较复

杂，对维护工作具有较高的要求，同时反射板可能会受到污

染影响，对传感器工作产生负面影响。

（3）浮子式水位传感器

由于浮子会根据水位高低状况而变动水位高度位置，在

浮子式水位传感器应用中可以结合浮子位置做好对水位的

检测工作，一般可以结合其中的记程原理将浮子式水位传感

器分为机械式传感器以及电磁式传感器等。

（4）压力式水位传感器

其工作原理在于，在水底下方区域装设压力传感单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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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以将水压变成电信号，同时经过数据转换提取水位数据信

息，所以这种传感器一般会由于压力转换原理的不同而分为

两种不同的烈性，即正弦式和压阻式。从整体应用状况上来

看，压力式水位传感器的量程十分大，且安装过程相对比较

简单，实际成本支出也比较便宜。但是考虑到基坑污染现象

比较严重，压力传感器气孔极有可能出现堵塞现象，对传感

器工作产生负面影响。因此，压力式水位传感器并不适用于

泥沙水质中。

对比上述四种水位传感器可以看到，轨道交通隧道基坑

对传感器具有较高的要求，传感器需要长时间在积水中浸

泡，加上底部杂质比较多，在时间越久的情况下，磨损现象

可能变得十分严重。而在此之间，浮子式传感器可以体现出

优异的应用价值，加上设备成本低、结构组成相对比较简单

等诸多优势，可以广泛应用于地铁道岔基坑排水系统中。

3.2排水泵

一般在排水泵选择中，自吸式水泵比较常用，可以在发

生空转、干转的情况下而不受到相应的损坏影响，加上设备

体积比较小、所产生的噪音量也比较低，能够长时间进行工

作，在轨道交通隧道设备基坑中具有较高的应用价值。在实

际选型过程中，设备选型应当以所测量数据为准，以满足实

际需求。另外如果水泵选择大功率水泵的情况下，不仅设备

占有体积十分大，甚至对电源损耗产生过高的影响，加上噪

音量十分大，抽水时长相对比较短，尤其在水位出现频繁变

动的条件下，水泵频繁启停的现象也有可能发生，引起水泵

损坏问题。而在这其中如果出现消防栓破裂、涌水突发等问

题，积水很有可能浸没基坑，这时候大功率水泵的应用也很

难解决实际问题，因此需要结合渗漏涌水速度合理选择排水

泵数量，在排水装置安装过程中进行灵活组合。

3.3系统控制

对于系统控制而言，基坑水位高度一般会划分为十个指

标，在此之间需要及时设立两个水位阈值指标，一个属于高

水位阈值，一个则属于低水位阈值，在具体标准设置中需要

考虑实际状况进行合理设置。另外在实际工作模式中，一般

会分为水位检测工作模式、正常工作模式以及强制性排水工

作模式等，以水位监测工作模式为例，可以在不启动水泵的

情况下进行监测水位，多以应用远程监测为主；以正常工作

模式来讲，可以将水位监测和水泵启停工作进行联动，所以

该模式主要应用于水位监测、自动抽排水装置应用环境当

中。而强制性排水工作模式多用于人工干预环境，如工作人

员在预先得知出现隧道基坑积水涌出的现象，但是还未满足

自动排水水位的检测要求，可以及时开启强制排水模式，及

时提前抽排积水，延缓水位上涨时间，予以人工处理更多的

时间进行补救[4]。

4 结束语
总而言之，地铁道岔基坑积水现象原因相对比较复杂，

对实际地铁线路运营工作具有较高的要求，必须要在线路设

计与施工阶段加强地铁道岔基坑排水系统的设计与安装工

作，避免后期给排水出现意外状况，以促进转辙机基坑积水

问题得到有效解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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