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轨道交通车站动力与照明供电技术

昝 磊*
西安市轨道交通集团有限公司运营分公司，陕西  710000

摘  要：随着城市化进程的发展，人们对于城市轨道交通出行需求日渐增长，城市轨道交通建设也愈渐科学和智

能。本文将会充分结合某地区的城市轨道交通车站的建设情况，分析车站动力和照明供电技术，总结和延伸轨道交通

中车站动力与照明技术的应用和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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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前言

城市轨道交通与现代人们的都市生活、出行密切相关，随着城市轨道交通的发展已成为各大城市主要的公共出行

方式，对于提升城市运作效率，满足居民日常出行需求的帮助相当巨大[1]。车站动力和照明供电范围包含本站，同时

还有与其相互比邻的半区间，主要涵盖动力配电、照明配电以及环控系统配电等多个组成部分。

二、轨道交通车站动力照明电系统

动力照明系统由降压变电所与动力照明系统构成，容量结合最大负荷来进行设计，同时考虑到安全裕量；低压配

电与照明系统应用的供电方式为220 V/380 V三相四线制TN-S接地系统，安全系数高且避免了因为设备零点漂移现象

导致设备外壳带电损坏电器元件甚至造成人身安全的情况。通过工作零线N和保护接地PE线分离兼具TN-C系统的优

点。正常供电情况下PE线无负荷电流，且与PE线相连的电气设备金属外壳不带电位，所以适用公共服务类设备、数

据处理和精密电子仪器设备供电。

三、轨道交通车站负荷分级与供配电

动力与照明用电负荷按照供电可靠性要求及失电影响程度分为三种，其中一级负荷采用双电源双回路供电，火灾

自动报警系统、环境与设备监控系统、专用通信系统、信号系统、变电所操作电源、应急照明为一级负荷中特别重要

负荷，一级负荷还包含消防系统、消防电梯、排水泵、雨水泵、防淹门以及自动售检票系统等；二级负荷主要包含乘

客信息系统、地上站厅站台等公共区照明、附属房间照明、普通风机、排污泵等系统设备；区间检修设备、附属房间

电源插座、车站空调制冷及水系统设备、广告照明、清洁设备及电热设备和商铺用电等。自变压器二次侧至用电设备

之间的低压配电级数不超过三级设置。

四、车站照明

车站照明种类可分为正常照明、应急照明、值班照明和过渡照明。地下车站公共区的照明负荷应交叉配电、分组

控制，照明照度标准应符合城市轨道交通照明、建筑照明设计标准的照度要求。应急照明包括备用照明和疏散照明，

当正常照明失电后需要确保正常工作或活动继续进行的场所设置备用照明。当正常照明因故障熄灭或火灾情况下正常

照明断电时，需确保人员安全疏散的场所应设置疏散照明。当正常交流电源全部退出，地下线路应急照明连续工电时

间不应小于60分钟，地上线路及建筑的应急照明供电时间应符合现行GB50016、GB50045的有关规定。

（一）正常照明配电与控制

车站正常照明又可分为工作照明、节电照明、值班照明。其中工作照明及节电照明为配电箱供电，在车站执行节

电照明模式情况下只开工作照明和值班照明，车站执行正常照明模式下工作照明、节电照明、值班照明同时启动。

值班照明为EPS供电，在正常情况下车站执行停运模时只亮值班照明由外部交流电源供电。在Ⅰ、Ⅱ段母线同时失电

时，值班照明通过EPS逆变供电可保证60 MIN值班照明亮。

工作照明回路、节电照明回路在一个区域分别有设置四路。在车站站台及站厅两端各设置一个照明配电室。每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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照明配电室设置两个配电箱分别连接两段400 V母线。每个配电箱内有一条工作照明回路及一条节电照明回路。在车

站正常模式下工作照明及节电照明同时打开，节电模式下只打开工作照明回路。公共区域以及进出口环境中的照明灯

具根据BAS系统集中控制，可以根据实际需求通过综合监控系统加以控制，也可以根据运营需求在内部设置相应的应

用场景控制，这样能够进一步贯彻我国节能减排的发展理念[6]。

车站值班照明由车站两端2个EPS供电，每个EPS同时接Ⅰ、Ⅱ路母线，分别引出3个照明回路（站厅、站台、设

备区），如图1所示。

图1 照明回路图

站台板下以及变电所的夹层位置等设置具有24伏电压的安全照明设备，安全变压器应该安装在站台板下所设置的

照明配电箱内部。

（二）应急照明配电控制系统

应急照明按照《建筑设计防火规范》10.3相关条款进行配置。在站厅及站台各两个进行配置，每个应急照明配电

箱接Ⅰ段及Ⅱ段400V母线。应急照明设置专用灯具。在车站正常工况下应急照明熄灭。点亮方式有两种，在火灾模式

由FAS立柜给应急照明控制箱发脉冲信号点亮，在现场应急照明配电柜检测到Ⅰ段及Ⅱ段母线失电后启动。应急照明

为FAS控制启动，在应急照明装置检测到末端电路失去电后也会启动，应急照明由应急装置专设蓄电池供电，可保证

车站60 MIN照明，如图2所示。

图2 车站照明图

（三）区间照明

地下区间照明设置工作照明、应急照明。地下区间工作照明与应急照明交错布置，各占50％负荷。地下区间应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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照明作为正常照明的一部分与工作照明交叉布置，地下区间每隔10米设一套灯具。地下区间每隔20 m设置可变方向的

智能疏散指示标志，联络通道设置带语音的出口标志灯。区间照明灯具设在单线隧道行车方向左侧墙上，道岔区照明

灯具设于中墙或侧墙处，无中墙处也可管吊安装于顶部。区间隧道疏散指示标志广泛采用LED光源。

五、车站动力配电

动力系统通常以树干式以及放射式相互融合的方式供电，并且以放射式供电为核心支撑。水泵电梯、扶梯的电源

以及通信、信号、综合控制室、屏蔽门、自动售检票机的双路电源都是直接由配电所的低压母线馈出。

在车站两端设备区通风空调负荷集中位置设置相应的环控电控室，为通风空调负荷供电和实现低压智能控制。从

环控电控室给各种风机、风阀等环控设备馈出电力，在风机、风阀、空调机组、水泵等终端设备旁设置现场就地箱或

隔离开关，满足动力设备的用电要求，方便运营维护管理，实现中央级、车站级和就地级三级操作。

TVF、TEF、SL风机以及雨水泵、废水泵的单机负荷容量较大，采用降压起动、软起动或直接起动方式，通过

BAS系统在综合监控实现状态监控。隧道风机及区间水泵等较大、较远的设备归属于隧道通风系统也从环控电控室配

出电力。除环控设备具备三级操作，一般动力设备都采用就地控制和远程监（控）两种方式。

六、保护与测量

车站设电气火灾监控系统，保护电器作用于信号。火灾监控系统设置的位置为、小动力箱进线、EPS配电回路馈

线、照明配电箱馈线。通过智能低压元件实现变电所回路（主要包括进线、母联、馈出至通风空调电控室开关）的保

护、测量、控制、监视等功能，实现对变电所各馈出回路运行状态的监视功能，并将数据上传至SCADA。电能数据

上传至电能管理系统。配电线路和设备设置短路、过负荷和接地故障等保护方式。对于突然断电比过负荷造成的损失

更大的线路，其过负荷保护作用于信号而不应作用于切断电路。

七、结束语

综上所述，动照系统在轨道交通行业虽不直接影响行车，但动照系统是各系统的基础专业且直接面向乘客服务、

消防应急和车站环境的调节，需要从规划设计、建造、调试、运营维护环节更好地结合车站运作环境的实际需求优化

并满足规范要求，切实推动动照专业在轨道交通行业的应用和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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