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城市轨道交通通风空调系统风水联动智能控制系统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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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为保证城市轨道交通的稳定运行，需提高对通风空调系统中能源利用效率的关注，掌握风水联动智能控制系统的特点，

控制通风空调系统内的设备，以保证节能运行工作可以顺利实施。据此而论，文中首先简要分析了城市轨道交通通风空调系

统的基本概述。同时对城市轨道交通节能控制理念进行叙述，其次阐述了城市轨道交通通风空调系统的工艺流程要求，最后，

提出了风水联动智能控制计划。希望对城市轨道交通的稳定运行有所帮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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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In order to ensure the stable operation of urban rail transit, it is necessary to pay more attention to the energy utilization 

efficiency in the ventilation and air conditioning system, master the characteristics of the wind water linkage intelligent control system, 

and control the equipment in the ventilation and air conditioning system, so as to ensure the smooth implementation of energy-saving 

operation. On this basis, the paper first briefly analyzes the basic overview of urban rail transit ventilation and air conditioning system. 

At the same time, the concept of energy-saving control of urban rail transit is described. Secondly, the process requirements of the 

ventilation and air conditioning system of urban rail transit are described. Finally, the intelligent control plan of wind and water linkage 

is proposed. It is hoped to be helpful to the stable operation of urban rail transi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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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言 

随着时代的不断发展，我国经济效益的不断提升，政

府以及相关部门逐渐提高对城市轨道交通行业的关注力

度。在此背景作用下，为保证此项目的稳定运行，需重点

考虑通风空调系统，避免在城市轨道运行时产生过大的能

耗，将列车内的通风空调系统的能耗控制在 25%-35%以内，

由此方式，降低列车在行驶期间的牵引供电能耗，这样，

则可控制通风空调系统的节能性质，达到降低城市轨道交

通的总体能耗的目的。 

1 城市轨道交通通风空调系统的基本概述 

在城市轨道交通通风空调系统运行过程中，其主要功

能在于：其一，为人类的呼吸提供相应的保障，满足人们

对氧气的需求，适当稀释室内的污染物，保证人们在呼吸

过程中不存在刺鼻的气味。其二，通过定向排出室内污染

其的方式，减少污染物的产生，有效调节室内环境中的余

湿、余热
[1]
。 

在此背景下，城市轨道交通通风空调系统是由防排烟

系统、除尘系统、净化空调系统、送排风系统以及空调系

统等组合而成的。因此，若工作人员为实现对此区域内容

的控制，需执行风管以及部件的制作工作，实现对设备安

装操作的管控，拓展通风控制范畴，保证在规定范围内局

部通风以及全面通风操作可以顺利实施。 

2 城市轨道交通节能控制理念 

通常情况下，城市轨道交通通风空调系统，会根据列

车内人流量进行调节，例如：在上下班的高峰时期，通风

空调系统会执行资源配置计划，以短期客流为基准，实现

对行车对数的调节操作，适当增加在设备选型环节的富余

量，保证在非高峰时期，系统操控人员可以执行设备的合

理选型计划，有效解决在设备运行阶段的存在的内部空气

不畅通问题。 

与此同时，城市轨道交通通风空调系统受到公共区域

内的风机的影响较大，若交通管理部门需要执行节能控制

操作，则需加强对联动智能化节能控制系统，坚持节能降

耗的基本理念，将系统在运行过程中产生的信息，标注于

监测控制表中。例如：若需在过渡季或是空调季，实施对

系统的调节计划，需要将最大风量控制在 6h 以内，而剩

余 12 小时则需通过正常风量运行。。由此，则可通过调整

车站内部的实际负荷的方式，增加水系统以及风系统之间

的关联，保证空调水系统可以正常的运行。 

另外，则可执行对冷水机组的调节操作，确保此部分

的节能操作可以正常运行，通过适当优化风机的运行方式，

以保证可以在变频控制的基础上进行审计，满足系统的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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能运行要求
[2]
。 

3 城市轨道交通通风空调系统的工艺流程要求 

针对于城市轨道交通通风空调系统而言，其在运行阶

段不仅需要严格遵守节能控制原理，更需要通过风系统以

及水系统的运行方式，执行实施的资源配置操作，有利于

工作人员对系统的运行状态进行监测，在系统正常运行的

过程中适当提升系统的设计水平，让风系统以及水系统可

以维持着耦合关系，由此方式，降低列车在运行过程中的

负荷变化状况，从而执行对风机频率的调节操作，使送风

温度可以被控制在合理区间，进而降低通风空调系统在运

行阶段的基础能耗
[3]
。 

3.1 确立风水联动智能控制的目标 

首先，在城市轨道交通通风系统运行过程中，为保证

系统在行驶环节不会出现过多问题，可结合车站内部的实

际变化状况进行分析，掌握室内的实际负荷变化情况，运

用列车以及行车的组织变化方式，控制室内区域的承载负

荷变化量。由此方式，则可调节列车内部的空气状况，使

车站内的冷负荷可以控制在最低，确保通风空调系统能够

顺利的运行，降低此部分的能源消耗程度，保证系统可以

正常运行
[4]
。 

其次，在车站公共区域内，工作人员可调节列车内部

温度，加强对风水联动智能系统的设计，运用监测环境温

度目标值的方式，掌握车站通风空调的运行状态，提升系

统内部的 COP 值，使其可以在运行过程中达到最大限度。 

3.2 参与监测系统运行的空调设备 

首先，为保证车站通风系统可以顺利运行，可结合车

站内部的新风阀、排风机、电动调节阀以及回风阀进行分

析，掌握在公共区域内车站风系统的实际运行状态，避免

在空调设备运行阶段出现过多的潜在风险，促使车站风系

统可以在规定区域内运行，实现对内部的控制。 

其次，就是车站内部空调水系统而言，其在常规情况

下，会运用对冷却水泵、冷水机组、电动二通阀以及冷冻

水泵等设备的控制，保证车站空调水系统可以顺利制冷。 

3.3 明确通风空调系统的实际工况 

3.3.1 常规工况 

在风水联动智能控制系统中，由于系统 COP 值以及

负荷计算环节会存在一定的差值，增加了通风空调系统在

运行过程中的潜在隐患。因此，就常规工况而言，需要结

合智能控制系统的行驶效率进行分析，增加对室内负荷变

化状况的分析，控制好调节车的输送方式，控制好排风机

的运行效率。这样，则可完成对空调水系统的控制计划，

使设备能够维持原有的运行方式，适当调整系统内的参数

值，以保证在常规工况中，通风空调系统可以顺利运行。 

3.3.2 火灾工况 

在城市轨道交通中，若出现火灾问题，则需在短时间

内关闭水系统，让 BAS 系统不参与设备的运行，运用人工

控制的方式，监测设备的运行状态，加强对风系统的控制

计划，确保 BAS 系统在运行过程中不存在过多的潜在风险，

据此，解读在城市轨道交通内的火灾工况，加强对系统的

控制，以避免在发生火灾事故时，地铁中的人员受到安全

威胁。 

3.3.3 阻塞工况 

由于风水联动智能控制系统在运行过程中，易出现阻

塞问题，一旦此问题发生，它就无法进行节能操作，增加

系统在运行过程中的能源耗损，加剧在城市交通轨道运行

过程中的安全隐患。 

因此，为避免此问题出现，需要运用水系统保持现状

的方式，实现对其原有运行状态的分析，掌握风系统的运

行策略，通过节能的操作手段，避免阻塞工况对地铁造成

过多的影响。在此背景作用下，则可执行权限的交付操作，

将此部分的权限全部递交于 BAS 中，这样，则可实现对系

统的控制，降低阻塞运行工况所带来的影响。 

4 风水联动智能控制计划 

通常情况下，在传统领域的地铁站，通风空调控制系

统会运用定频形式的方式，实现对城市轨道交通成本的控

制，增加对地铁运行过程中的影响。所以，为避免此方面

问题的出现，可制定风水联动智能控制计划，将其应用于

新建地铁项目中，保证地铁的改造操作可以顺利实施，确

保风水联动智能控制技术可以应用于此区域内，这样则可

转换原有的定频运行手段，降低地铁运行成本控制阶段的

问题产生，增加地铁在改造过程中的积极性，大力推广风

水联动智能控制技术，促使空调系统能够秉承着节能控制

的理念，满足空调系统内的工艺要求，确保风水联动智能

控制计划可以适用于城市轨道交通运行过程中，在此基础

上，即可完成交通空调系统的及建设操作。 

4.1 城市轨道交通通风空调系统构成 

结合城市轨道内部的交通系统进行分析，此部分车站

会以独立的方式运行，被规划在风水联动智能系统中，运

用采集控制层、监控管理层以及现场监测层的方式组合而

成，使水泵控制装置、集中控制装置以及传感设备可以在

此基础上起到至关重要的作用。 

此时，工作人员若需实现对城市轨道交通系统的控制，

需要执行对冷却塔控制装置和相关软件设备的控制，运用

分布式控制的操作方式，让不同类型的控制器可以自由组

合，规划出独立段的控制箱以及控制柜，由此方式，构成

城市轨道交通通风空调系统，以满足人们对出行的要求。 

4.2 系统计划 

风水联动智能控制系统在运行阶段，需着重考虑周围

环境以及设备，通过独立并存的操作手段，执行运行计划，

以保证在风水联动智能控制阶段不会出现问题。首先，在

此系统运行阶段，可根据通风空调的工作方式，掌握在实

际工程运转过程中的事故工况，合理选择此项设备的行驶



智能城市应用·2022 第5卷 第5期 

Smart City Application.2022,5(5) 

30                                                          Copyright © 2022 by authors and Viser Technology Pte. Ltd. 

模式，确保在风水联动智能控制阶段，工作人员可以对城市

轨道内部的空调系统运行状态进行监控，由此方式，则可保

证 BAS系统在行驶阶段，它可以负责监管以及控制车站内部

的空调状况，将公共区域内的全部系统信息进行整合。 

其次，在正常运行过程中，风水联动智能控制系统可

以结合设备的被监测信息，执行对公共区域内空调系统的

控制，确保控制策略以及算法可以应用于此，完成对车站

内部空调系统运行状态的监控，以保证系统可以保持节能

的运行理念，完成对此阶段的控制计划。 

4.3 系统模式 

在车站内部，可结合空调系统以及通风系统进行分析。

首先，工作人员需掌握系统内的实际工况，例如：火灾工

况、常规工况以及阻塞工况等，使空调系统在控制工作实

施过程中，可以更好地使用分系统以及空调水系统。其次，

可结合控制模式的具体功能进行分析，掌握在系统运作过程

中的调节方式，增加空调系统以及通风系统之间的关系，让

节能调节操作可以顺利实施，以完成对系统模式的控制操作。 

4.4 系统功能 

4.4.1 控制功能 

在风水联动智能控制系统内，可实施节能控制策略，

保证空调水系统能够正常运行，让工作人员运用对应的施

工手段，执行空调设备的运行保护操作。首先，在空调水

系统运行阶段，可以坚持节能降耗的理念，结合实际状况

测定其负荷变化状况，运用智能化的操作方式，选择对应

的冷水机组，控制好阀门的开合程度，以确认水泵的循环

状态，这样，则可保证冷却塔风机以及相关设备在运行过

程中的频率以及台数能够被操作人员所控制，这样一来，

则可保证空调水系统的运行频率以及工作效率，凸显出节

能降耗的作用。 

其次，可加强对空调水系统的控制计划，掌握其中设

备控制工作的操作方式，控制冷却水泵、电动蝶阀以及二

通调节阀等设备的运行状态，让工作人员根据风水联动智能

系统的运行状态，执行后续操作，亦或是再次执行设备的启

停计划，让其可以根据设备被检测的参数执行后续操作。 

与此同时，为增加风水联动智能系统中的保护机制，

可选用合适的设备，严格遵守其运行顺序，保证冷水机组、

冷水机组等设备的保护工作可以顺利实施，由此方式，则

可设置超温保护计划，规划出此部分的限定值，促使设备

在运行阶段不会产生过多的被破坏情况，进而让非正常停

机状态的设备能够被监测到，使工作人员可以在短时间进

行维修以及养护处理，降低风水联动智能系统中设备问题

的发生，达到给予设备运行相应的保障的目的。 

最后，应执行统一的全局控制计划，了解在监控平台

内部的监控流程，测定在系统运行过程中被监控界面的实

际状况，确保工作人员可以在同一时间内对水系统、通风

空调风系统进行监视，了解空调在运行阶段的实际状态，

增加风水联动智能系统中的实际参数，促使此部分的启停

操作可以在此过程中顺利实施。例如：通过对冷水机组、

冷水阀开度以及实际出口温度的检测，实现对风水联动智

能系统的控制。 

4.4.2 检索以及监视功能 

首先，在风水联动智能控制系统运行阶段，工作人员

需结合空调水系统内的冷冻水泵、冷水机组以及冷却塔风

机等设备进行思考并根据系统用管道内部的传感方式，实

现对控制系统的监视。 

例如：压差、温度等，执行对电动阀门的控制，将流

量计中的参数整合到系统内部，确保其可以通过 BAS 系统

实施通信共享服务，将参数应用于 BAS 系统的通讯采集通

风区域，促使在城市轨道中公共区域的通风环境呈现出良

好的状态，增加空调系统内部设备之间的关联，以保证运

行参数可以适用于风水联动智能控制。 

其次，为展现出系统的监视功能，可运用采集以及存

储的方式，将监控对象中的电能量表计中的数据进行整理，

使工作人员可以在短时间内将系统中的参数进行解读，

从而实现对系统的控制，有效解决 BAS 系统通讯采集环

节存在的问题，确保风水联动智能系统可以在此基础上

正常运行。 

5 结论 

综上所述，为保证城市轨道交通的顺利运行，需更加

重视通风空调系统，掌握风水联动智能控制系统的行驶方

式，通过实时监测分析的方式，控制城市轨道交通在运行

阶段的实际能耗，这样则可在保证电力能耗消耗状况稳定

的基础上，控制设备的运行成本。若未落实到位，势必会

制约城市轨道交通的发展，因此，可通过建立能源管理系

统的方式，适当提升能源的利用率，让设备可以在此阶段

顺利的运行，进而达到降低能源消耗的目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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