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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地铁车站用水情况是城市轨道交通水耗管理和节水工作评价的重要依据，本文分析上海地铁站的用水特征与构

成以及不同类型车站的敷设方式、建筑面积、客流量等因素对用水的影响，探讨空调季与各季度车站用水量变化，对地

铁站用水定额制定分类和单位选择提供科学依据，对用水变化差异较大的地下站提出多种定额制定分类方法，为上海市

轨道交通定额指标的制定提供参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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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年来，随着城市建设步伐的日益加快，城市

轨道交通的建设已如雨后春笋般蓬勃而来。仅 2020

年，中国新增城市轨道交通线路 39 条，新增运营里程

1230.3km，较去年增长了 20.1%[1]。当前，中国城市的

地铁建设已进入了快车道，地铁总里程近 10 年间翻了

4 倍，在开通城市数量、轨道交通运营里程、运营客运

量等方面均居世界第一 [2]。同时，在线路不断增加，客

流日益增长的背景下，城市轨道交通运营线路网络化的

发展趋势也愈发明显，上海、北京、广州等城市已相继

形成城市轨道交通网络，其他城市也都制定了各自的网

络发展规划，中国城市轨道交通网络化运营时代已经到

来。截至 2021 年 1 月，上海地铁运营里程已达 772 公里，

运营线路 17 条，共有 459 座车站（含磁悬浮 2 座），

28 座车辆基地，列车保有量超 7000 辆，2019 年日均客

运量约 1041 万人次，总客运量达到 38 亿人次，2020 年

由于受到疫情冲击，总客运量为 28 亿人次，日均客运

量 767 万人次 [3]。就上海而言，地铁已成为市民出行的

首选，其占公共交通出行的比例已超过 66%[4]，地铁空

间正逐渐成为上海市民的第二大生活空间。

据统计，上海地铁年均用水量约千万吨，为更好

地贯彻落实“节水优先、空间均衡、系统治理、两手发

力”治水理念，进一步推动城市轨道交通行业用水精细

化进程，本文拟根据车站用水结构的摸排和用水数据的

收集情况，对上海地铁车站用水特性和影响因数展开分

析，并结合相关管理要求给出用水定额指标构建的框架

建议，以供参考。

1 地铁车站用水特征分析

1.1 车站用水情况

本文随机选取了 40 座车站（开通运营时间皆为 5

年及以上）进行近三年（2018 年至 2020 年）的逐月用

水量统计，具体情况见图 1，其中地下车站和非地下车

站（地面站和高架站）各 20 座。显然，地下车站用水

量于 5 月开始逐步增加并于 8、9 月达到峰值，而非地

图 1   2018 年 -2020 年上海市地铁站、地下站和非地下站当月站均耗水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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下站的用水趋势则比较平稳，全年波动较小。考虑到地

下站和非地下站的用水结构，初步分析是因为空调季时

（5 月初至 10 月底），地下车站集中空调系统已运行，

此时随着室外温度的增加，车站内空调冷负荷逐步增加，

冷却水用水量相应增加，继而补水量也逐步增加 [5]。

而非地下车站常采用分体空调进行局部供冷或风扇进行

降温，相较于非空调季节不涉及额外的用水项目。通过

计算单位建筑面积用水能耗可知，地下站、非地下站的

空调季用水能耗分别为非空调季（1 月初至 4 月底，11

月初至 12 月底）的 2.82 和 1.05 倍，地下站主要是因为

车站空调系统的用水增项，即冷却水补水，而非地下站

主要是因为夏季清洁和乘客卫生间使用率的增加而导致

用水量的增长。

1.2 车站主要用水环节

地铁站主要用水单元为空调季的冷却水补水、通

风系统滤网清洁用水、乘客卫生间耗水内清洁、工作人

员休息室耗水等环节，其中仅地下站在空调季产生空调

冷却水水耗。根据某地下站水平衡测试结果，该车站 6

月份用水情况见图 2，其中冷却塔补水约占总用水量的

55%，随着气温的升高，该用水环节用水量会逐渐增高。

由于该地下站仅配备一套公共卫生间，乘客、职工使用

卫生间和车站清洁均由此取水，故用水量较大，占整体

用水的 32%。

图 2   某地下站 6 月份各环节用水占比和用水量（m3）

2 地铁站用水影响因素分析

2.1 各省市地铁站用水控制性指标

地铁站的用水控制性指标单位可以反映出影响用

水量的主要因素，各省市地铁站用水控制性指标见表 1。

根据表 1 可见，多省市认为客流量为主要影响因素，与

《用水定额编制技术导则》中推荐单位保持一致 [6]。

表 1   各省市地铁站用水控制性指标

省市 发布时间 类别 单位 通用值 先进值 备注

浙江 2019 地铁站 L/（人次） 0.8 0,5 现行

上海 2019 地铁站 L/（人·d） 15 15
现行，参考《浙江省用水定

额额》（2015）

北京 2021 地铁站 L/（人次） 2.5 1.2 征求意见稿

2.2 车站耗水影响因素分析

地铁站耗水受多方面因素影响，除气候影响外，

建筑面积、客流量、地下站冷却塔吨数等都会影响耗水

量，通过对上海市地铁站的用水调研及相关技术人员和

专家的咨询初步将地铁面积和客流量作为主要影响因

素。考虑到地下站和非地下站的用水环节不同，分别将

不同类型车站用水量与客流量和建筑面积的关联度进行

了 Pearson 分析。具体结果如表 2- 表 4 所示。

表 2   影响因素对地铁站水耗的相关分析结果

耗水量 客流量 建筑面积

耗水量 1

客流量 0.509** 1

建筑面积 0.719** 0.657** 1

**. 在 0.1 水平（双侧）上显著相关。
*. 在 0.05 水平（双侧）上显著相关。

表 3   影响因素对非地下站水耗的相关分析结果

耗水量 客流量 建筑面积

耗水量 1

客流量 0.528** 1

建筑面积 0.798** 0.620** 1

**. 在 0.1 水平（双侧）上显著相关。
*. 在 0.05 水平（双侧）上显著相关。

表 4   影响因素对地下站水耗的相关分析结果

耗水量 客流量 建筑面积 冷却塔吨数

耗水量 1

客流量 0.784** 1

建筑面积 0.432* 0.253 1

冷却塔吨数 0.675** 0.599** 0.516** 1

**. 在 0.1 水平（双侧）上显著相关。
*. 在 0.05 水平（双侧）上显著相关。

可见，地铁站整体和非地下站的用水量与建筑面

积的相关性较强，而地下站的主要影响因素为客流量。

为了便于地铁站的水耗指标制定，降低管理难度，建议

以影响地铁站整体耗水量的最大影响因素为单位，即 L/

（m2·d）。

2.3 地下站用水变化趋势

地下站 2018-2020 年当月耗水量和上海气温变化

趋势见图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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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3   2018-2020 年地下站当月站均用水量变化趋势和室外平均气温

可见地下站每月耗水量的变化趋势基本相同，由

于主要是空调用水量产生的变化，与室外气温变化趋势，

且不同年份同期地下站月均耗水量差异不大，按照空调

季与非空调季、季度或对每个月份都制定定额值可以更

好地掌握定额变化规律。

3 上海地铁车站用水定额指标制定建议

根据上文研究内容，对上海地铁车站用水定额的

指标制定提出以下几点建议：

（1）不分地下站与非地下站，对地铁站提出单一

定额，该方法可供用水管理部门掌握地铁站总体用水情

况；

（2）对地下站和非地下站分别制定定额值，由于

非地下站用水变化趋势不大可以整年采用统一定额加以

考核，地下站再以空调季和非空调季分别制定定额值，

更具有灵活性；

（3）由于目前上海市非居民用水超定额累进加价

制度以季度为考核周期，故可按季度分别制定定额值，

以免出现一四季度考核过于宽松，二三季度考核过严的

情况；

（4）考虑到地下站用水量受气温影响大，且用水

量同月变化幅度基本一致，可制定逐月的用水定额指标，

供企业精细化管理使用。

4 结论及建议

（1）通过对上海轨道交通地铁站用水特征分析，

可见地下站和非地下站的耗水情况有较大差异，非空调

季（11 月 ~ 次年 4 月）各车站耗水量保持平稳，到空

调季（5 月 ~10 月）地下站和非地下站耗水量增加，而

且地下站由于冷却塔的开启耗水增加明显，非地下站主

要是因为夏季清洁和乘客卫生间使用率的增加而导致用

水量的增长。地铁站总体和非地下站主要影响用水量的

因素为车站面积，地下站主要影响因素为客流量影响，

为统一单位以面积单耗为定额单位。地下站的用水量随

温度变化而变化，且每年变化趋势与平均用水量基本保

持一致。

（2）本文对上海市轨道交通车站定额分类提出四

点分类方法，适用于地方标准、企业标准等各情景，可

为标准制定提供支撑与建议。

（3）随着城市节水措施的深入，定额也需要进行

及时的更新制定，做到用水单位节水管理全覆盖，最终

实现全社会的合理用水、节约用水，提升国民节水素质，

体现绿色环保的城市文化。

（4）由于上海市地铁站线路众多，且建设时间不

同，各车站的用水情况、水表设置等情况也不同，目前

仅对上海少数地铁站进行分析得出用水特征和影响因

素，掌握整体变化趋势，但难以制定详细定额值，后续

将加大数据收集，对耗水量较大的车站进行水平衡测试

分析，摸清车站耗水具体情况，并在考虑多方因素的基

础上选用适宜的用水定额指标框架确保能够制定出科学

合理的上海市轨道交通车站用水定额标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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