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建筑给排水施工系统图的新型绘制方法

      赵世明 执笔

(建设部建筑设计院水专业组)

    1 说明

    我院从八十年初开始，给水排水专业施工图从原来的平面图、系统图并重改为以平面

图为主、辅以系统图及大样图的表示方法。即:平面图详细表示水平管道的管径、坡度、定位

尺寸及标高等内容，作为施工的主要依据。平面图中因比例限制不能表示清楚的部分，如卫

生间、水池、水泵房、水箱间、热交换间、各种水处理间、冷却塔布置等给排水内容较复杂处

另画大样图。系统图则借鉴美、英、日等国较简练的绘图方法，在大部分工程设计中用特定

的展开图画法取代传统的轴侧图(又名透视图)画法。
    系统图的这种画法对轴侧图的画线进行了简化，而在系统的原理及功能表述方面做了

加Ao它头大节省了制图画图的时间。经过十几年的实践，效果良好。为使这种设计制图方
法更具科学性，我们又从几何做图法及系统图功能表达要求的角度，对其进行整理、加工及

尧善，使其系统化。本文暂把其称之为系统图的新型画法，并做一简单l}'粒
    l. I 采用新画法的理由
    改革开放以来，随着经济的迅速发展，民用建筑物的功能与体型越来越复杂、庞大，建

筑给排水系统不论从内容上还是繁杂性方面已远远超越了传统的水卫概念。用传统的轴侧

面图画法绘制给排水系统图遇到了困难。这是考虑新型画法的起始原因。综合表述新型画

法的理由和意义，有以下几点:
    (1)系统的庞大复杂造成了轴侧图不同层次的管线相互重叠，图面显得很乱，阅图者不

易理清各管线之间的相互关系，使得本来欲表达系统整体关系的系统图难以看懂。

      (2)一些大型复杂建筑的系统轴侧图在一张图上完不成。

    (3)给排水系统的复杂化使理解、读懂系统原理变得越来越重要。新型系统图充分迎合

这一要求，同时又克服了轴侧图的上述缺陷。
    (4)施工队伍技术人员的素质(学历及技术水平)已有了很大提高，使得图面简化的新

型系统图取代轴侧图作为施工依据成为可能，我院十多年来的实践证明此点。
      (5)建筑工程设计中同国际上的交往与全作日益频繁，这促使新型系统图取代轴测图，

  以有利于与国际接轨。
    (6)新型系统图的绘制可节约大量工时，提高功效。同时避免一些重复标注，减少差

  错。

1.2 名词解释
计算管段— 管径及设计流量均不变的管段。

不同层次横管— 横干管、横管、横支管等横管的统称。
节点— 三个及以上管段的交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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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3 系统图基本线段

系统图由图例符号和下列基本线段构成:

水平线

垂直线

短斜线“/”“、”
短垂直线“1”
1.4 系统图做图法基本规则

平面图中的立管符号“O’’，在系统图中用垂直线表示。

平面图中表示横管的线段(包括非水平横管线)，在系统图中均用水平线段表示。

平面图中的线段相交，在系统图中如下表示:

两线段相交，不反映，见图la

三个及以上线段相交，给水用短垂线表示，排水用短斜线表示，见图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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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1 两线段相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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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2 三个及以上线段相交

    平面图中的横线在系统图中准确地反映在所在层，但不标注标高。标高标注在平面图

中。系统图无比例。

    1.5 几点说明

    根据上述做图法，可以得到以下几点:

    对平面图中的任一计算管段线，系统图中都有一水平线段相对应;同样，对系统图中的

任一水平线段，平面图中都有一计算管段线相对应。平面图中的计算管段线与系统图中的

水平线，有一一对应关系。

    平面图与系统图中的编号立管，互相一一对应。

    供水系统图中两水平线间的短垂线 (两节点间的除外)及排水系统图中两水平线间的

短斜线，不代表标高变化，只表示两横管相交。

2. 1

系统图的功能

  系统图的主要功能

    系统图的功能主要有:

    配合平面图反映并规定整个系统的管道及设备连接状况，指导施工。如立管的设计、各

层横管与立管及给排水点的连接、设备及器件的设计及其系统中所处的环节等等;

    反映系统的工艺及原理。整个系统设计的正确与否、合理与否、先进与否，都在系统图
上有反映

    表示在平面图中难以表示清楚的内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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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 原理及其功能方面，需要反映出以下内容。

    (1)生活给水系统
    系统(用水点)的水量，水压力否满足使用要求或规范要求(水泵选择、水箱设置及容

量、管径确定、竖向分区等不合理时均可造成水点的水量或水压不满足规范要求)。

    水质是否未被污染。生活用水系统与其他非饮用水系统— 如中水、游泳池水、冷却

水、消防水系统等分界是否严格(比如用止回阀分界就不严格)，同时该系统内部是否考虑

了防水质二次污染措施。
    系统压力与器材配置是否得当，管路配置是否得当(若系统压力、管材、阀件不匹配等

会造成漏水;若管道配置的伸缩节等不当也造成漏水等)。

    系统的经济性。

    (z)热水系统

    除了上述生活水系统的内容之外，另外还有:
    各用水点水温是否满足使用要求或规范要求(比如图中热水制备、热水管网设置、循环

系统设计等任一环节不合适时均可造成水温达不到要求)。
    人员有无被烫伤危险和系统有无爆裂危险 (热水温度定得太高或者冷、热水压力不平

衡、不稳定有烫伤人的危险;当加热设备上的安全阀泄压值高于管网工作压力较多、又未采

取其它技术措施时，闭式热水系统有爆裂危险)。

    (3)生活排水系统
    各排水点的水量能否被及时、迅速排出至室外。水封保护措施的安全性，下水道内臭气

会否进人室内造成污染 (支管或立管负荷过大、支管接入立管底部或接人立管转弯处的位

置不妥，通气系统设置不妥均可破坏水封。)
    管道接口及管路设计是否得当(如高层建筑立管接口不用柔性就易漏水)，清通的难

易。系统的经济性

    (4)雨水系统
    各斗处的雨水能否被及时、迅速排走。同一悬吊管上的各斗排水的均匀性。管路配置与

设计是否得当，会否导致漏水、溢水。

    系统的经济性。

    (5)消防系统
    各出水点是否满足水量、水压要求。储水量是否满足要求。自动灭水系统能否及时自动

喷射、启动主设备并提供足够的灭火剂自动灭火。

      管路配置与设计能否承受各对应系统的最高压力。

3. 1

系统图绘制

  总则

    (1)系统展开方式
    系统图以平面图中的立管符号为首要对象在图面上排序，进行展开。立管的展开排列

方式为:以平面图左端(或下端)的立管为基准，在系统图中自左至右展开排列各立管，立管

的排列次序按平面图中的排列次序，并应使读图者能方便的互相对照。所有编号的立管(穿

楼板的立管均要编号)均在系统图中绘出。

横干管以任一个立管与横干管的连接点为基点，向一侧或两侧展开，并依次连接各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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管。连接次序严格按照平面图中的连接次序。

    (2)绘制楼层线
    系统图均绘制楼层线。相同层高的楼层线间距按等距离绘制。当个别层所画内容较多

占不开时，可适当拉大间距。夹层，跃层及楼层升降部分均用楼层线反映。楼层线标注层数
和建筑地面标高。

    (3)管道绘制

    立管的上下两端点及横管均准确地绘制在所在层内。管道均不注标高，其标高标注在

平面图中。立管端点标高反映在平面图中与其连接的横管上。

    立管上所有的阀器件(包括检查口、阀门、逆止阀、减压阀、伸缩节及固定支架等)及接出

支管等均要绘出，并准确地绘制在所在层内。当接出的支管另有详图时，支管线可引出后断掉。

    立管均标注管径及编号、编号与平面图完全一致。

    埋地进、出户管均标注编号、管径和所穿外墙的轴线号。编号与平面图一致。

    (4)设备参数标注

    系统图中所绘各种设备如:冷却塔、水加热设备、水处理设备、增压设备等均要注明主要

设计技术参数或设备招标选型控制参数。

    3.2 供水系统

    (1)立管

    立管包括输水立管和配水管。

    输水立管可按平面图中的立管排列次序在图面上安排位置，亦可布置在图纸的一侧，并
留以一定空白与配水立管族隔开，以便在图面上明显分出输水立管和配水立管。输水立管

通过输水横管与配水横干管连接，连接时可用短垂线(尽管平面图上无竖向连接管)，见图

3。连接点所在的管段与平面图一致。

    从立管上接出的所有的用水点支管(另出详图者及自动喷水系统除外)均应画出。

    立管转位，立管图中一般要反映。大型复杂工程中，立管在某层转位，但平面图上立管

编号未变的，立管图可不反映转位。但若卫生间有转位且立管随之转位的，则其间的立管应
反映出转位。

    立管应标注:支管接出高度(另有大样图的或引用了标准图的除外)，减压阀设计高度及

该阀的设计选型参数(阀前后压力等)。

    (2)横管

    表示给水、消防、热水及中水给水横管的水平线，可不反映横管局部(指吊顶内或相应空

间)的升降变化(标高标注在平面图中)，如图30

图3 横管与横管连接可用垂线，水平环管两端头用垂线封闭

605



    横支管在本层楼顶部或地板下从立管上接出引到本层的器具用水点时，支管的升降应

表示(另出详图的除外)。
    横干管线沿楼层线绘制。当楼板及楼层线有升降而管道标高随之升降时，则系统图中

反映升降。
    管道成水平环时，则管线绘成两条水平平行线，左右两端头用短垂直封闭，以形象地反

映环状，见图3。水平干管或环管上应绘出阀门，阀件(如伸缩节)等。
    横支管应表示所接的水表及各卫生器具数量。卫生器具数量可用文字表示，亦可用节

点引出方式画图表示。
    自动喷水系统各层支管用一水平线示意，见图4。其上所画喷头示意出是上喷还是上下

同喷。试水装置引节点表示。各层横管的设计在平面图中反映。

图4

    不同层次的横管连接使用短垂线，

示相交。

  自动喷水横管

短垂线不表示标高有变化，也不表示任何管段，只表

    接消防水泵接合器的人户管理上要画出水泵接合器及其数量，并与平面图一致。消防

水泵接合器均标注管径。

    所有横管均标注管径。

    l3)横干管与立管的连接
    配水立管与横干管的连接主要有两种画法，见图5。当横干管布置在立管的端部时，可

绘成立管横管垂直相接 (当立管检

修阀门设在立管上时)，立管端头与

横干管间的连接横管线省略;或绘

成立管端头通过一短节横管与横干

管相连 (当立管检修阀门设在该连

接横管上时)。当横干管不是布置在

立管的端部时，则可绘成从立管上

接出一短横管与横干管相连，立管

检修阀门绘在短横管上。

    热水系统的立管与横管连接除

如上绘制外，还应补充连接节点图，

反映出其连接点适应管道热胀冷缩

的特殊性。当平面图中的管道布置

已反映了此特殊性时，节点图可以

梭于管布里在立管的浦部

图5 立管及与横管的连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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省略。

    (4)水泵房

    图6是水泵房图示。

生活水治 份太

图6 水池进水管 水池 吸水管 水泵及出水管

    A、进水管

    水池进水管一般绘于水池上方或沿楼层线下。当进水管为两根时，一般从两个方向引

来，但亦可绘成两根平行线，从同一方向引来，不反映平面图中的引人方向。进水池的方式

进水控制方式应反映。进水管应标注管径，并注明进水管来源及进户管编号。

    B、水池

    水池顶线绘制在上层楼层线之下或与之重合，以反映水池有、无独立的池顶盖。水池底

线应反映池底低于、齐平或高于泵房地面，并表示吸水坑(如有的话)。若水池分成两格，则
池中间用竖线把水池分开。池中画出水位线。水池底可画成水平线。埋地水池还应标明溢

流水及排空水的去向。

    标注:池底标高，生活、消防等各种储水的容积。

    c、水泵吸水、出水管

    水泵吸水出水管线上应绘制出所有的阀器件及仪表，包括稳压泵出水管上的压力控制

器当各台水泵单独设吸水管，可只画一个并与一台水泵相连，其余水泵与第一台泵水平排

列，每强泵上接出一中断短线表示吸水管。当水泵共有吸水管，则吸水管理由两部分构成:

共用吸水管和各台泵从共用吸水管上接出的单独吸水管。单独吸水管的画法同上，只是不

直接接入水池而接在共用管吸水管上。共用吸水管画法:两根管从池外水泵一侧面平等进

人水池，在池外的端点用垂线连接。

    生活、消防合用水池内生活吸水管上表示出不动用消防水的措施。

    标注:管径。

    D、水泵

    全部水泵均绘制出。水泵贴泵房地面线画，各台泵水平排列。自灌式水泵低于水池相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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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途的储水水位，非自灌式水泵高于水池水位。水泵出水管上绘制出阀件及仪表。

    标注:水泵设计参数:包括流量、扬程和转数，非自灌式水泵的中心标高、管径。

    (5)高位水箱及气压罐
    水箱绘制在水箱间所在层内，如图7。水箱底线位置要反映箱底与水箱间地面的高度关

系，并标注二者标高。水箱绘制进出水管并标注管径。管道上的阀件及二次消毒设备等均要

绘出。标注各有效储水量。

停派水位

启泵水位
消防水位

遨流报t水位

至活水 V二

清凿水 v=

                              图7 高位水箱

    气压罐绘制在所在层，并反映出立式或卧式。热水供、回水横管及冷水横管应反映出是
走在水加热设备的上方或下方。水加热设备上连接进、出水管，热媒管。设在水加热间内的

循环泵、膨胀罐、分集水器及管道上的阀器件及水处理设备等均要绘出。

    水加热设备标注设计产热水量及设计储水容积。对于密闭管网系统，应标出水加设备

上安全阀的泄压压力值。冷、热水管及热媒管示注管径。

    z.3 排水系统
    (1)立管

    立管包括排水立管和通气立管。重力流排水立管图上应反映出立管上的任何一个弯

转。立管底端45。角与横管相接可在注释中说明而不在图上反映。

    标注:管径、通气帽出屋面的高度。

    (2)横管
    接人立管的横支管应标出其上各种器具数量，亦可用节点引出方式绘制出。与之相同

的其它横支管可用一中断线表示并与X层相同。

    横支管接入横干管时使用短斜线，沿横干管中的水流方向斜向横干管。支管可画在干

管的上方，也要画在下方，不代表标高关系。当平面图上横干管两侧均有支管且以斜四通方

式接人时，两支管在系统图中可绘于横干管的上下两侧，见图80
    连接立管的横干管及出户管上任何一个竖向转变都应在图上反映，但水平转向可不反

映。横管上如设检查口应在图中绘出。往室外散水面上排水的雨水出户管标注管口底距散

水面的高度。

    (3)污水泵井
    集水井中潜污泵排水，一般如图9绘制。图中的通气管只在污水井中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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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图8 排水横管

图9 污水泵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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