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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传统城市排水往往容易带来恶臭、栅渣、噪声、泥沙等等问题,通过地下泵站的优化设计则能够实现地下排水的优

化,为市政工程的健康开展提供作用支撑。本文在分析传统地下泵站设计缺陷基础上,探索地埋式地下泵站设计路径,并就其在

未来的发展趋势进行分析,希望可以为地下泵站的设计优化提供借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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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传统地下泵站设计缺陷 

1.1 恶臭 

地下污水往往融合雨水,主要由碳、氮和硫元素物质构

成,长时间积水则容易导致恶臭味道产生。而且传统排水泵

站往往采用敞开式格栅间、进出水闸井等结构,很多具有腐

蚀性的物质极容易流入水中,进而导致甲硫醇、硫化氢等恶

臭气体的生成。污水中的渣滓包含 85%的有机成分,一旦遇

到腐蚀物体也同样容易造成恶臭气体产生,恶臭气体还容易

进入到空气之中,造成空气污染。 

1.2 栅渣 

生活、工程,以及自然界的诸多垃圾都成为人们淘汰的

物质,这些物质交融组成栅渣的重要部分。长时间以来,栅渣

的清捞工作通常依靠人工或者格栅除污机来完成,但是其清

理工作并不尽如人意,地面经常泛滥未清理的污杂物与污

泥。栅渣的大量堆积会滋生许多蚊蝇,尤其春季、夏季更是

会滋生大量细菌,造成环境污染。 

1.3 噪声 

排水站的噪声来源主要是一些传动机械设备在工作过

程中所生成的噪声。这些传动机械设备包括电机、水泵、除

臭设备中的离心风机等。尤其除臭设备中的离心风机正常工

作的情况下,其所生成的噪声为80～85dB(A),与国家城市区

域环境噪声标准相比已经明显超标,在汛期夜间更甚,加上

其需要不停的工作运转,所产生的噪声会对附近居民的正常

生活与工作造成严重影响,引发扰民问题层出不穷。 

1.4 泥砂 

城市的景观河道往往成为雨水泵站的排水出口,虽然能

够达到一定排污效果,但是一旦遭遇泥沙堵塞,则难以达到

排水的预期。加上很多工程建设过程中,往往会存在工程垃

圾,这都让景观河道的排水能力下降,并极容易造成管道堵

塞问题发生。尤其雨季时候,雨水的冲刷作用还会让很多无

法预期的垃圾进入排水管道,明显增加排水管道水体含砂量,

再经过提升泵进入景观河道,这些泥砂就会进一步加大河底

的沉砂淤积情况,给景观河道造成二次污染,也加大了水泵

的磨损程度。 

2 地埋式地下泵站类型 

时代的发展和进步让地埋式地下泵站以多样化的形式

呈现出来,加上实用性方面优势的展现,成为当前地下泵站

所采取的重要应用形式。就地埋式地下泵站类型来说,主要

分为两种,一种是泵房为主的地埋式地下泵站,管理用房高

于地面,此种地埋式地下泵站也被成为不完全地埋式泵站；

另一种则是泵房和管理用房均位于地下,此种地埋式地下泵

站被成为完全地埋式地下泵站。 

不完全地埋式地下泵站为泵房在地下,管理用房在地面

上的一种泵站形式。泵房部分可以完全被埋置地下,并在上

面覆盖草皮来遮盖,或者种植根系不发达的树木进行遮掩,

这样就可以实现地埋式泵站设计与绿化面积增大的完美配

合,能够有效改善泵站设计周围环境,实现绿化拓展。此种泵

站设计形式主要采用了粉碎性格栅机设置,这就让泵站的除

臭效果更佳,并达到设计简单的成效,有效避免臭气从格栅

上方开放口外散的情况。 

完全地埋式地埋式地下泵站将泵房和管理用房均埋于

地面下,这中泵站设计方式能够满足环境有效利用的要求,

能够实现城市的更好建设与发展。此种泵站设计方式更多的

应用在繁华热闹的城市建设,能够实现与建筑物融为一体的

效果,或者与地下室建设在一起,有利用在其地表上方对土

地再次充分利用,集约化利用土地。 

3 地下泵站设计在市政工程中的有效应用 

3.1 泵站内工艺设计 

泵站内部主要由雨水泵站、出水箱涵、出雨调蓄池、进

出水闸井等构筑物组成,利用分建形式对雨水泵站和初雨调

蓄池进行设置。 

第一,雨水泵房,雨水泵房可以进行两层设计,格栅间与

变配电间属于地下一层,雨水泵房与早流污水截污设备属于

地下二层。在格栅间内部可以配备一套移动式格栅除污机、

一台螺旋压榨机与一套垃圾小车升降机,以实现更好除污效

果。通过箱涵,可以将雨水输送至雨水泵房,之后利用格栅则

可以截留雨水中存留的垃圾,通过压榨机的压榨功能,升降

机可以将垃圾至地面,并实现对外运输。将垃圾升降机设置

于格栅间内部,能够有效缩减垃圾外运工作中搬运所花费的

时间,促使泵站设计变得更加人性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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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雨水泵站内部可以设置潜水轴流泵。为了避免出水倒

流情况的出现,可以将压力井盖、浮箱拍门设计于水泵上部

和出水处。联合建造出水压力井和泵房,结合透气井和人员

进出口建筑对其上部进行优化。可以将出水压力两端分别连

接出水箱涵和初雨调蓄池及回笼水箱涵,出水口设置闸门,

从而实现二次污染的降低。 

第二,进水闸门井,可以将降水闸门井设置于泵房主体

结构外部,主要功能就是分流配水。进水管一旦进入闸水井

就会分为 2 根箱涵,之后与雨水泵房连接起来。在闸门井内

部最少配备 2 套手电两用方闸门。 

第三,集水池,集水池的设计可以采用梯形断面来进行

设计,上口较窄,下口较宽,最高液位与最低液位分别保持一

定标高。集水池主要采用正向流水,其内部水流会平缓流至

所有水泵,并设定进水扩散角,流速处于平均变化状态之中,

不可存在旋流与回流情况。在设计时候要对集水池的有效容

积予以准确计量,最好相当于一台最大水泵的出水量。 

第四,检修间,检修间的设计可以将电动葫芦纳入其中,

主要负责调潜水排污泵和阀门的管控和维护。在检修间内部

还可以配置一套除臭系统,利用液体转化器,通过风机的功

能,将转化后的其他植物分子通过输送管道排出,植物分子

运动方向为从上至下,能够有效降解车间内部的恶臭分子,

将硫化氢等有毒有害气体去除,避免对周围环境造成影响,

并保障工作人员生命安全。 

3.2 抗浮设计 

地下式泵站抗浮设计应当与抗浮、抗滑、抗渗等需求和

标准相符合,在结构上能够接受来自土地和水力的双重压力,

泵房筒体与底板应当达到不透水的标准,使自身的稳定性能

得到全面保障。如果进行的是完全地埋式地下泵站设计,则

需要考虑土体孔隙与岩体裂缝中所存在的地下水数量比较

多,岩土体中的泵房就会生成浮力,倘若所生成浮力高于泵

房自重,就会引发泵房上拱、地板开裂、整体失稳等事故。

因此在抗压方面还需要就地下泵的抗浮问题予以深入研究

和综合考虑。 

3.3 电气防水设计 

电气防水也是地下泵站设计中所需要考虑的重要内容。

如果变电所处于泵房与格栅间的中间位置,则需要对变电所

外壁与泵房和格栅之间的隔墙都加固成为钢筋混凝土墙壁,

并适当添加高效抗裂防水剂。为了实现土建措施防水效果的

最大化,应当将防水涂层、防水布等应用于变配电所内部的

墙面,以达到防水效果的强化。为了避免变配电所出现雨水

倒灌情况,人员进出口地坪应当高于室外地坪,并设计成先

上再下的形式。为了预防室外水渗入,设备起吊孔应当超出

室外地坪,并做好 TT 型盖板设计。设计过程中,还要尽力抬

高各个电缆进出孔,通过专门的电缆密封件,实现防水封堵

工作的优化。所选用的电缆密封件等除了备一定防水阻火功

能之外,还应属于变径模块,能够适应不同外径电缆需要,这

样日后在增加电缆使用时候不会破坏土建结构。电缆密封件

框架要在土建施工时混凝土一次浇筑完成,从而保证密封件

框架与混凝土之间实现更好的防渗水效果。 

设计过程中,还要对变配电所内可能出现的渗水情况予以

综合考虑,这就需要在电缆沟内设置相应的存水泵。设计过程

中最好可以在土建施工时候预留一定坡度,坡向存水泵坑,浮

球开关设置于存水泵内部,并依照泵坑内液体水位实现自动开

启,从而保证将积水排至管道外部,即室外。在此需要注意一点

则是排水不可排放到集水井内,以避免水倒灌至变配电所。 

4 结束语 

伴随着城市发展的需求以及人们对环境所提出的要求更

加严格,市政工程建设中对于地下泵站的要求越来越高,地下

泵站所发挥的作用越来越显著。不完全地埋式地下泵站和完

全地埋式地下泵站的设计都能够满足市政建设需要,并发挥

不同功效。在市政工程建设过程中,则需要对两种地下泵站形

式予以综合考量和应用,让其附近环境需要结合起来,达到真

正除臭、降噪、除泥沙等作用,符合当前的城市环境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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