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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建筑给水

1.1 管材的薄壁化趋向和连接方式的多样化

管材薄壁化的意义在于节省材料、降低成本和增加产品的

市场竞争力。

有薄壁化趋向的主要管材有 3 种 , 分别为钢塑 ( 涂塑、衬

塑) 复合管、不锈钢管和铜管 , 目前以钢塑复合管和不锈钢管的

薄壁化趋向尤为强烈。

先从钢塑复合管的薄壁化趋向说起 , 确定钢塑复合管壁厚

的因素首先要明确复合管的基材为钢管 , 衬材为塑料 , 基材钢

管受力 , 钢管壁厚占钢塑复合管的主导地位。再明确确定钢管

壁厚的因素有 4 个方面 : ①强度( 内力、外力 ) 和刚度 ; ②连接

方式; ③腐蚀裕量; ④加工裕量。

探讨钢塑复合管可以薄壁化的第一个原 因 是 由 于 连 接 方

式的改变 , 即连接方式从螺纹连接改变为沟槽式连接。螺纹连

接在连接处要留足螺纹高度 , 从而使管壁整体加厚 , 而沟槽式

连接可无需留出螺纹连接的高度因而理论壁厚可小于螺纹 连

接的壁厚。钢塑复合管可以薄壁化的第二个原因是由于内衬塑

料防腐蚀措施得到加强 , 从而可以减少腐蚀裕量。

但沟槽式连接在应用过程中也存在缺陷 , 如 : 对 滚 槽 机 有

定位要求 , 否则沟槽过深影响钢管强度 ; 对滚槽加工有限速要

求 , 否则滚槽过速沟槽处容易产生裂纹 ; 对固定支架有严格要

求 , 否则在充水试压时 , 直线管段会因固定支架不到位而出现

伸长位移而造成横向管段变剪力而破坏 ; 对防水锤有更高 要

求 , 理由同上。此外 , 用箱式炉加工工艺的钢塑管 , 钢与塑的结

合在管道的不同部位结合力不同 , 在管端比在管中部要差 , 滚

槽加工会造成复合管端部钢管和塑料的离层。

为解决沟槽式连接的缺点可采用肩式连接方式 , 在管端焊

上一段管环 , 还用卡箍但不再滚槽采用肩式连接管壁又可以适

当减薄。

螺纹连接改为沟槽式连接时复合管的薄 壁 化 趋 向 仅 是 个

别加工企业的行为 , 而沟槽式连接改为肩式连接后的薄壁化趋

向则会是全行业的行为 , 从而使钢塑复合管形成普通管、薄壁

管 2 个系列。

管材薄壁化的第 2 个管材是不锈钢管。不锈钢管的优点是

耐腐蚀性能好 , 主要缺点是价格偏贵 , 针对不锈钢管缺点的技

术对策是减薄管壁厚度。不锈钢管有多种连接方式 , 主要连接

方式是卡压连接。

卡压式连接方式源于德国 , 以 DN15 规格为例 , 德国标准的

壁 厚 为 1.2mm, 日 本 调 整 为 1.0mm, 我 国 标 准 Ⅰ 型 壁 厚 为

1.0mm, Ⅱ型壁厚为 0.8mm, 0.8mm 为卡压式连接的最小壁厚 ,

如再减薄管道接口拉拔力、抗振动性能都会受到影响 , 会造成

接口渗漏。

但近年来情况发生变化 , 不锈钢管卡压连接方式出现多元

化 倾 向 : ①内 卡 压 式 , 管 子 套 在 管 件 外 面 的 卡 压 式 连 接 , 壁 厚

0.6mm( DN15) ; ②环压式 , 卡压的 外 形 不 是 六 角 形 而 为 圆 形 ,

壁厚也为 0.6mm( DN15) ; ③双卡压式 ; ④外卡压Ⅲ型 , 在插口

的管内侧衬一圆环 , 以增加管壁受力性能 , 从而减薄壁厚管壁

厚度也可减到 0.6mm。

不锈钢管薄壁化的结果是 : 连接方式的多样化 , 同 时 仍 能

保证管材的使用和连接质量、接口性能。

1.2 AGR 管

AGR 管全称为给水用丙烯酸共聚聚氯乙烯管材、管件。它

是 PVC- U 管的一种 , 但性能完全不同于 PVC- U 管。PVC- U 管

的缺点是抗冲击性能差 , 管道在运输、贮存、安装过程中容易受

损 , 从而影响管材的受力和使用 , 而 AGR 管则具有良好的高抗

冲性能。

AGR 管 规 格 : 20mm~110mm; PVC- U 管 ( 国 标 ) 冲 锤 重

0.5kg~1kg, 冲击高度 为 0.5m~2m; 而 相 应 的 AGR 管( 行 标 ) 冲

锤重 1kg、3kg、9kg, 冲击高度为 2m。

1.3 镀合金管材、管件

镀锌钢管曾在建筑给水领域一统天下 , 包括生活 、生 产 和

消防给水无一例外。但由于我国镀锌钢管镀锌层较薄 , 导致腐

蚀现象严重 , 影响管材使用寿命 , 因而镀锌钢管在生活给水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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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令逐步限期禁用。

镀锌钢管被替代后 , 我国的管材现状形成管材 3 大系列 :

①塑料管 , ② 复合管 , ③金属管。

但这 3 大系列的管材都存在不可忽视的缺点 , 如 : 塑 料 管

的老化问题和添加剂安全性问题 ; 复合管的金属和塑料的离层

问题和端口切割防腐问题 ; 金属管的价格昂贵问题等。

镀合金钢管则是另一种情况 , 它有镀层 但 不 镀 锌 而 是 镀

镍 , 但又不同于镀镍钢管 , 镀镍钢管不能满足饮用水水质标准 ,

而镀合金钢管能满足。它是化学镀 , 不同于电镀 , 化学镀可控制

镀层厚度 , 镀层厚度可以厚于电镀工艺的镀层厚度。其优点是

耐腐蚀性能、耐磨性能都较好 , 使用寿命长。目前镀合金管件已

可替代衬塑管件和不锈钢管件 , 与钢塑复合管或内衬不锈钢复

合钢管配套 , 进一步也可扩大应用于阀门、水泵的加工 , 以替代

铜质阀门或不锈钢水泵。

2 建筑排水

2.1 建筑排水试验

我国建筑给水排水的研究现状是 : 我国无建筑给水排水专

门的研究机构 ; 长期以来缺少建筑给水排水的基础性课题 研

究 , 已有的一些研究也侧重在建筑给水和热水方面 ; 仅有的排

水研究也限于苏维脱系统排水立管通水能力的测定 , 这些测定

由于测试手段落后 , 数据仅可参考 ; 因此 2005 年在同济大学进

行的“ 高层建筑排水系统模拟试验”, 难能可贵 , 极有价值 , 影

响深远。

高层建筑排水系统模拟试验地点 : 同济大学留学生楼西侧

消 防 楼 梯 ; 试 验 时 间 : 2005 年 6~9 月 , 历 时 118d; 建 筑 层 数 12
层 , 层高 2.8m; 排水系统采用单立管排水系统 , 伸顶通气方式 ;

管材 : 内螺旋 PVC- U 管 ; 卫生器具设置 : 每层设坐式大便器、洗

涤盆、地漏各 1 套 ; 排水系统模拟试验主要人员同济大学环境

科学与工程学院市政工程系研究生张晓燕 , 指导老师为高乃云

教授和朱立明老师 ; 排水实验第一项成果是研究影响排水立管

气压变化的因素共有 6 个 : ①排水负荷 ; ②通气量 ; ③出水管坡

度; ④出水状态; ⑤入水流量方式 ; ⑥入水高度位置。

通过试验得出如下结果 :

①排水负荷———排水负荷大 , 压力波动增加。

②通气量

敞开通气情况最好 ;

伸顶通气情况其次 ;

吸气阀通气与伸顶通气大致相当 ;

不通气情况最差。

③出水管坡度减小 , 正压加剧 , 此时排水流量减小 , 负压得

到缓解。

④出水状态

自由出流———排水立管压力工况好 ;

半淹没出流———与自由出流相仿 ;

淹没出流———排水立管压力工况极为恶劣。

⑤水流量方式

⑥入水高度位置

排水楼层位置越高 , 立管压力波动越大。

通过影响排水立管气压变化因素的研究可以得出以下结论:

①排水设计负荷应留有余地 ;

②改进通气帽构造 , 增大通气面积和通气量至关重要 ;

③应加强通气系统 ;

④采用特殊单立管排水系统 ;

⑤横支管设通气管、卫生器具设通气管 ;

⑥不采用不通气管排水方式 ;

⑦当一、二层单独排出时 , 宜设通气管与排水立管沟通 ;

⑧确保横干管坡度、横干管设通气管 ;

⑨安装吸气阀进行辅助通气 ;

⑩横管按最小坡度设计 , 以提高充满度 ;

严格防止淹没出流 , 力争自由出流 ;

建筑高度较高的建筑宜增加立管数量等。

排水试验的第二项成果是研究排水立管 气 压 变 化 与 水 封

关系 , 通过试验证实排水立管气压变化直接影响水封是否会被

破坏 , 造成水封破坏共有 4 个因素 : ①压力波动值大小 ; ②压力

波动持续时间 ; ③水封深度 ; ④水封流量( 和水封深度共同构成

水封强度) 。

在每层设置的坐式大便器、洗涤盆和地漏中水封最容易被

破坏的是地漏。

地漏水封破坏的原因有 : ①蒸发 ; ②排 水 管 系 的 负 压 抽

吸———主原因; ③地漏构造和安装。

由此而得出结论 : ①高水封深度 ; ②水封破坏措 施 中 应 引

入水封强度概念 ; ③或不设地漏 ; ④新型地漏⋯⋯等是防止 地

漏水封破坏的主要措施。

排水试验的第 3 项成果是研究排水管系存在气密性问题。

通过试验证实管道存在漏气情况 , 造成的危害是有毒气体污染

室内环境。

造成管道漏气的原因是 : ①排水立管不垂直 ; ②螺 纹 连 接

性能差( 其密封性能不及粘接连接 ) ; ③地漏水封易破坏而 造

成管道漏气。

由此而得出的结论是 : ①排水立管 应 竖 直 安 装 ; ②PVC- U
塑料管应粘接连接 ; ③建筑排水工程验收不仅应进行通水 试

验、通球试验还应有气密性试验。

2.2 HDPE 管在建筑排水系统的应用

HDPE 管即高密度聚乙烯管。长期以来 , PVC- U 管在建筑

排水系统广泛应用 , 其优点是价格便宜 , 其缺点为抗冲击性能

差、噪声高、接口易漏气而散发有毒有害气体等。

相对于建筑排水 PVC- U 管 , HDPE 管有 PVC- U 管无可替

代的优点 , 如 : 抗冲击性能好、曲挠性能好 ; 噪声低 ; 对焊连接 ,

防渗漏性能好 ; 抗紫外线等。

HDPE 普通管连接方式多样 , 以对焊焊接为主。适用于墙体

隐蔽式同层排水系统 , HDPE 加厚管适用于虹吸式屋面雨水排

水系统。

2.3 PVC- U 排水检查井

排水检查井是与排水管道配套使用的小型排水构筑物。现

实情况是我国建筑小区已广泛采用排水塑料管 , 而塑料排水检

查井远远滞后于排水塑料管 , 造成管道采用塑料管而检查井仍

采用砖砌或混凝土井。塑料管和砖砌或混凝土井的连接处往往

造成渗漏, 从而污水外渗污染地下水或地下水内渗使排水量失控。

PVC- U 排水检查井分井筒式和管件式。材质为 PVC- U, 构

造为分体式 , 下部为井座 , 中部为井筒 , 上部为井盖。检查井直

径为 150mm~400mm, 可连接 100mm~300mm 的排水管。

PVC- U 排水检查井按用途分有 : 污、废 水 检 查 井( 底 部 有

流槽) , 雨水检查井( 底部有沉泥室) ; 按位置和功能分有 : 起始

点井、中间点井、转折点井、汇合点井。

与砖砌检查井和混凝土检查井比较 , PVC- U 排水检查井的

优点是 : ① 减少接口渗漏 ; ②预制生产、保证质量、改善水力条

件; ③重量轻、便于施工 ; ④ 雨水回收利用。

雨水回收利用目的为 : ①实现雨水资源化 ; ②节约用水 ; ③

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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修复水与生态环境 ; ④减轻城市洪涝。

建筑给水排水所涉及的雨水回收利用范 围 为 建 筑 小 区 和

建筑物经回收后的雨水 , 主要用于 : 调节循环冷却水补水 ; 绿化

用 水 、场 地 喷 灌 ; 车 辆 冲 洗 用 水 、道 路 冲 洗 ; 消 防 用 水 ; 景 观 补

水; 冲厕用水 ; 地表水、地下水补充。

建筑小区和建筑物的雨水利用系统分为 3 种系统 : ①入渗

系统包括雨水收集、入渗设施 ; ②收集回收系统包括雨水收集、贮

存和处理、回用供水管网; ③雨水排放系统 包 括 雨 水 收 集 、贮 存

设施、排放管道。

雨水的水质硬度低、污染物少、水质主要指标有 COD、SS、

色度 , 目前无可供使用的水质标准 , 暂可参照污水回用的水质

标准。

与其他排水回用不同 , 雨水回收利用的主要特点 是 : ①水

量不确定 , 降雨是随机的 ; ②对补水的依赖性比中水大 ; ③在设

计重现期内的雨水不应丢失 ; ④雨水回收利用设施应充分 利

用 , 而不应成为摆设 ; ⑤初期雨水水质不佳 , 因此初期雨水应弃

流 , 弃流装置有弃流井等。

2.4 综合型特殊单立管排水系统

我国现有特殊单立管排水系统有 3 种:

第 1 种特殊单立管排水系统指管件特殊 , 即特制配件单立

管排水系统。在 20 世纪 70 年代后期和 20 世纪 80 年代应用。

系统有上部特制配件和下部特制配件 , 上部特制配件用以解决

横支管水流和立管水流相互干扰问题 ; 下部特制配件用以解决

立管水流在横干管始端的水跃和壅水问题。

第 2 种特殊单立管排水系统指管材特殊 , 即螺旋管单立管

排水系统 , 在 20 世纪 90 年代后期引入我国并得到应用。螺旋

管为内壁有螺旋肋的排水管 , 采用螺旋管的目的在于 : 减少水

流噪声; 改善排水立管水力工况 ; 增加立管通水能力。

第 3 种特殊单立管排水系统指管件特殊和管材特殊 , 即综

合型单立管排水系统。

管件特殊 : 采用有叶片的旋流器 ;

管材特殊 : 立管采用螺旋管 , 横干管采用蛋形断面 ;

材质特殊 : 铸铁管件与塑料管材配套 ;

组合特殊 : 日式旋流器和日式螺旋管配套。

综合型单立管排水系统在我国上海环球 金 融 高 层 建 筑 首

次应用 , 其排水能力可为 7.5L/s～7.9L/s( DN100) 。

2.5 生态排水系统

生态排水系统是一种全新的系统 , 它的主要技术措施为 :

①污、废水严格分流 ; ②大小便也分流 , 采用特殊的坐式大便器

来实施这一功能; ③特制坐式大便器存有锯屑 , 和固体污物混合

后进入大便器下腔进行生物降解 , 小便则收集后用以制药 ; ④

加强坐便器排气。

生态排水系统的主要优点是节水 , 大便器可不用水冲。资

源可回收用作肥料 , 目前已在工程中试用 , 存在的主要问题是

耗电量还需进一步降低。

3 建筑消防

3.1 自动喷水灭火系统喷头的发展趋向

现阶段灭火系统正在以消火栓给水系统 为 主 向 以 自 动 喷

水灭火系统为主过渡 , 自动喷水灭火系统越来越显示它的重要

性 , 而自动喷水灭火系统的发展取决于喷头的发展。

喷头的发展趋向有 : ①快速响应方向发展、缩短响应时间、

提高灭火效果、产品是快速相应喷头 ; ②加大水滴直径、提高水

滴穿透力 , 这就是大水滴喷头 ; ③雾化 , 是水滴成雾状 , 可用于

扑灭可燃液体火灾和电器火灾 , 这类喷头称为水雾喷头、细水

雾喷头、超细水雾喷头等 ; ④低压 , 为简易喷淋系统而配套 , 称

低压喷头 ; ⑤新的趋向是改变喷头的布水方式 , 取消喷头的溅

水盘 , 在玻璃球上方增加一个利用水力驱动的旋转布水器构成

旋转型喷头。

旋转型喷头的优点是工作性能可靠 , 不堵塞喷头 , 水 滴 不

会雾化 , 保护面积大( 单个喷头可达 65m2) , 喷头间距大、管材

用量少。

我们曾担心由于玻璃球上侧增加了一个 旋 转 布 水 装 置 使

玻璃球与顶板的距离加大 , 会不会影响喷头的动作滞后 , 经过

对比试验证实这个担心是多余的 , 由于旋转布水装置是金属构

件 , 会积聚和反射热量因此旋转型喷头的动作不但不滞后反而

会提前。

旋转型喷头技术参数为 : 流量: 5L/s; 工作压力: 0.1MPa。

旋转型喷头间距明显是大于标准喷头 , 按《 自动喷水灭火

系统设计规范》( 下称《 喷规》) 规定的喷水强度 , 经计算后旋

转型喷头的间距见下表。

3.2 氮气灭火系统

氮气灭火系统是气体灭火系统之一。

氮气灭火系统的特点 : 灭火剂: 纯氮;

灭火机理: 窒息灭火 ;

特性: 与 IG541 相似;

贮存方式: 气态形式 ;

贮存压力: 15.3MPa( 15℃) 。

氮气灭火系统的优点为获取方式方便 , 有空分装置即可获

得氮气 ; 缺点为瓶站占地面积大 , 无相应设计、施工、验收规范

可供使用 , 这些还有待于制订。

3.3《 高规》、《 喷规》局部修订的发布

《 高规》全称《 高层民用建筑设计防火规范》,《 喷 规 》全

称《 自动喷水灭火系统设计规范》这 2 本规范都为建筑给水排

水工程技术人员所关注 , 在 2005 年完成了局部修订工作 , 建设

部以第 360 号文对《 喷规》发布公告 , 以第 361 号文对《 高规》

发布公告正式施行。

《 高规》局部修订的主要内容为 : ①共用系统扩 大 至 屋 顶

消防水箱 ; ② 单一竖管扩大至单元式住宅 ; ③室内消火栓静水

压从 0.8MPa 提高至 1.0MPa; ④喷淋的设置标准将一类高层建

筑提高至超高层建筑标准 , 将二类高层建筑提高至一类高层建

筑标准。

《 喷规》局部修订的主要内容为 : ①规定了非仓 库 类 高 大

净空场所的设计基本参数 ; ②对设有喷淋系统的仓库设计基本

参数作了更为具体的规定 ; ③对有障碍物时喷头的布置作了调

整 ; ④对不设高位消防水箱气压供水设备容积作了调整 ; ⑤增

加局部应用系统。

3.4 优贝液体灭火装置

优贝液体灭火装置由玻璃瓶( 600cc) 、不锈钢套筒、塑料垫

圈、不锈钢支架( 310×90×62) 、灭火药剂( 560cc±2cc) 组成。

其 灭 火 药 剂 由 尿 素 CO ( NH2) 、 氯 化 铵 NH4CI、 硫 酸 铵

危险等级 喷头间距

轻危险级 8.5cm

中危险Ⅰ级 7m

中危险Ⅱ级 6m

严重危险级 5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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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NH4) 2SO4、碳酸铵 NaCO3、脱水明矾、硫酸钠等组成。

药剂贮放在玻璃瓶内 , 当发生火灾时 , 热气流上升 , 传热给

玻璃瓶 , 玻璃瓶受热后破碎 , 内部贮存的药剂产生一系列化学

反应。化学反应的生成物中 , NH3, H2O 有冷却作用 , CO2 有窒息

作用 , Al2( SO4) 和 Na2SO4 有扩散覆盖和隔离作用。冷却、窒息、

和扩散覆盖、隔离综合作用下火灾被扑灭。

由此分析 , 优贝不同于水灭火、泡沫灭火、气体灭火、干粉灭

火而是属于液体灭火方式。优贝液体灭火装置的使用有 3 种: ①

自动灭火法 , 受热膨胀 , 玻璃瓶爆炸( 85℃±5℃) ; ② 投掷灭火

法; ③ 稀释扑救法 , 将药剂放在 8L 水中稀释将稀释液浇洒在火

焰上。其特点是 : 无毒、无害、无污染、可替“ 哈龙”; 自动灭火 ,

具有化学、物理双重作用灭火 ; 适用范围广 ; 不需维护 , 可使用

10 年; 安装方便 , 无需管网; 美观。

适用于 A 类、B 类、C 类和电器火灾。安装时应符合以下要求:

①水平安装 ; ②离地 2.8m( 按层高 3.0m 计 ) ; ③应与排气扇保

持适当距离 ; ④与建筑构件牢固固定 ; ⑤当室内温度高时不宜

安装 , 以免会引起误动作。

4 热水供应

4.1 太阳能热水器在集中热水供应系统的应用

太阳能的利用符合节能原则 , 以往太阳能在热水供应领域

的利用只限于局部热水供应系统 , 而如今太阳能的利用已扩大

至集中热水供应系统 , 而且是较大规模的集中热水供应系统 ,

如杭州大学城热水供应系统。无论在太阳能热水器的设计 , 水

温控制循环方式 , 热能补充等方面都有明显的突破。

4.2 采暖热水两用炉

北方地区需采暖 , 也需要供应生活热水 , 随着改革开放 , 采

暖不再采用单一模式的集中供暖方式 , 也采用每家每户的采暖

方式 , 采暖热水两用炉就是适应这种方式的供热水装置 , 装置

的技术要求已达到或接近欧标标准。

5 协会标准的制订

协会标准全称 : 中国工程建设标准化协会标准 ;

其性质为 : 推荐性标准 ;

特点是 : 立项快 , 一年立项 2 次 ; 周期短 , 一般编制从立 项

至完成约 1~2 年。

除了推荐性标准这一特点外 , 协会标准还具有如下特点 :

①全国范围应用 ; ②等级低于国家标准和行业标准 ; ③覆盖面

窄 ; ④条文相对较为具体 ; ⑤一般为专用标准 ; ⑥条文一般不为

强制性条文。

正由于具有这些特点 , 因而协会标准往往以质量取胜 , 才

能得到重视 , 得到应用。

就建筑给水排水而言 , 协会标准有以下 3 种类型 : ①国标、

行标某些章节的展开, 如《 医院污水处理设计规范》; ②新技术、

新产品、新设备推广应用, 如《 建筑同层排水系统设计规范》; ③

向国标、行标过渡的过渡性措施, 如《 建筑中水设计规范》。

建筑给水排水协会标准目前已有协会标准 28 项 , 在编协

会标准 12 项 , 总数为 40 项 , 约占协会标准总数的 1/5, 按 门 类

疏理 , 其中给水 6 项、排水 9 项、热水 4 项、消防 3 项、建筑小区

12 项、管道和阀门 17 项 , 从中可以看出管道和阀门确实是建筑

给水排水的热点。

①《 医院污水处理设计规范》( CECS07∶2004)

②《 游泳池和水上游乐池给水排水设计规程》( CECS14∶

2002)

③《 建筑中水设计规范》( CECS30∶91)

④《 建 筑 给 水 硬 聚 氯 乙 烯 管 道 设 计 与 施 工 验 收 规 程 》

( CECS41∶92)

⑤《 居住小区给水排水设计规范》( CECS5757∶94)

⑥《 水泵隔振技术规程》( CECS59∶94)

⑦《 半 即 热 式 水 加 热 器 热 水 供 应 设 计 规 程 》( CECS60∶

94)

⑧《 气压给水设计规范》( CECS76∶95)

⑨《 特殊单立管排水系统设计规程》( CECS79∶96)

⑩《 建筑排水用硬聚氯乙烯螺旋管管道工程设计、施工及

验收规程》( CECS94∶97)

《 建 筑 给 水 铝 塑 复 合 管 管 道 工 程 技 术 规 程 》

( CECS105∶2000)

《 公共浴室给水排水技术规程》( CECS108∶2000)

《 建筑给水减压阀应用设计规程》( CECS109∶2000)

《 埋 地 硬 聚 氯 乙 烯 排 水 管 道 工 程 技 术 规 程 》

( CECS122∶2001)

《 建 筑 给 水 钢 塑 复 合 管 管 道 工 程 技 术 规 程 》

( CECS125∶2001)

《 给 水 排 水 多 功 能 水 泵 控 制 阀 应 用 技 术 规 程 》

( CECS132∶2002)

《 燃 油 、燃 气 热 水 机 组 生 活 热 水 供 应 设 计 规 程 》

( CECS134∶2002)

《 建 筑 给 水 超 薄 壁 不 锈 钢 塑 料 复 合 管 管 道 工 程 技 术 规

程》( CECS135∶2002)

《 建筑给水氯化聚氯乙烯( PVC- C) 管管道工程技术规

程》( CECS136∶2002)

《 水力控制阀应用设计规程》( CECS144∶2003)

《 沟槽式连接管道工程技术规程》( CECS151∶2003)

《 建 筑 给 水 薄 壁 不 锈 钢 管 管 道 工 程 技 术 规 程 》

( CECS153∶2003)

《 建 筑 排 水 柔 性 接 口 铸 铁 管 管 道 工 程 技 术 规 程 》

( CECS168∶2004)

《 建筑给水铜管管道工程技术规程》( CECS171∶2004)

《 排水系统水封保护设计规程》( CECS172∶2004)

《 虹 吸 式 屋 面 雨 水 排 水 系 统 技 术 规 程 》( CECS183∶

2005)

《 给水系统防回流污染技术规程》( CECS184∶2005)

《 建 筑 排 水 中 空 璧 消 音 硬 聚 氯 乙 烯 管 管 道 工 程 技 术 规

程》( CECS185∶2005)

正在编制的规程有 :

①《 给水排水 ABS 塑料管道工程技术规程》

②《 给水内衬不锈钢符合钢管管道工程技术规程》

③《 建筑排水高密度聚氯乙烯( HDPE) 管应用技术规程》

④《 埋地硬聚氯乙烯( PVC- U) 螺旋缠绕排水管道工程技

术规范》

⑤《 简易自动喷水灭火系统应用技术规程》

⑥《 大空间智能型主动喷水灭火系统技术规程》

⑦《 旋转型大水滴自动喷水灭火系统技术规程》

⑧《 管网叠压供水技术规程》

⑨《 建筑同层排水系统技术规程》

⑩《 建筑小区排水塑料检查井应用技术规程》

《 真空排水技术规程》

《 小区集中热水供应设计规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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