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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给水排水仪表自动化控制工程施工及验收规程》简介
刘鹏远 张新欣 刘灿生

哈尔滨工业大学土木工程学院
,

哈尔滨

摘要 介绍 了《给水排水仅表 自动化控制工程施工 及验收规程 》 的 主要 内容 和

编制过程 中的 一 些思 考
,

本标准 结合 了给水处理厂
、

污水处理 厂 的仪表及 自动化控制形 式
、

配 置 和 可

靠性 的情况
,

总结 了我 国的实践经验
,

采用 了大 量新的标 准 和规 范
、

规程 中的数 据
,

着重 对给水排水

仅表设备 自动化控制
,

集散式控制 系统 的施工验收进行 了规定 和介绍
,

同时对 网络 工

程
、

综 合布线 的施工验 收进行 了规定
。

关键词 给水排水 仅表 自动化 规程

概述

根据 中国工程建设标准化协会 建标协字

第 号文
,

哈尔滨工业大学和上海市政工程设计研

究院编制的《给水排水仪表 自动化控制工程施工及

验收规程 》 已 于 年 月 日

起颁布施行
。

这将对规范我国给水排水仪表 自动化

控制工程施工及验收起到应有的作用
。

我国的给水排水 事业不断发展
,

特别是随着 自

动化技术的 日新月异
,

给水排水 自动化仪表的发展

速度也是很快的
。

但是随之而来的工程施工及验收

方面的问题也 已显露 出来
,

而这方面也缺少标准的

指导
。

在这种情况下
,

制定有关给水排水 自动化仪

表 工程施工及验收方面的规程也已势在必行
。

编制过程

给水排水仪表 自动化控制施工及验收规程 》的

编制是全国水处理 自动化控制学术研究会的一个工

作内容
,

根据 中国工程建设标准化协会 建标

协字第 号文
,

我们 于 年 月提出了初稿
,

根

据参编单位提供 的材料及修改意 见
,

于 年

月份提出 意见修改稿
,

以 全国水处理 自动化控制

学术研究会的名义印送有关 专家和单位进行审查
,

征求意 见
。

根据反馈 回来的文字意见
,

通过对修改

意见稿进行修改
,

并 比照新颁布的《自动化仪表工程

施 及验收规范 》 一
,

从术语
、

内容

等方面进 行 了补充
,

并进 一步 充实 了条文说 明
,

于

年 月完成 该规程的征求意见稿
,

并发送有

关 自来水公司
、

生产厂
、

设 汁院和高校科研等单位征

求意 见
,

而且在相关 网站上发布规程的公开征求意

见稿
,

收到了一些意见
。

根据这些 意 见
,

于 年

月完成了送审稿
。

同年 月 日由中国工程建

设标准化委员会主持在吉林省长春市召开了该规程

的专家审查会议
。

审查会后
,

编制组对审查会提 出

的意见和建议进行 了归纳
、

整理和分析研究
,

并对 文

字
、

内容进行全面核对
,

最后提 出本规程报批稿
。

根

据国家计委计标仁 」 号文《关于请中国 程

建设标准化委员会负责组织推荐性工程建设标准试

点工作的通知 》的要求
,

中国工程建设标准化协会 于

年 月批准了协会标准《给水排水仪表 自动化

控制 工 程 施 工 及 验 收 规 程 》
,

编 号 为
,

推荐给工程施工和使用单位采用
。

本规程的主要内容

《给水排水仪表 自动化控制工程施工及验收规

程 》包括条文和条文说 明两部分
,

其 中条文共 章
,

节
,

条 个附录 条文说明共 章
,

节
,

条
。

现将规程的主要 内容介绍如下

第 章
,

总则
。

规定了本规程的编制目的
、

适 用

范围以及与其它相关标准与规范的关系
。

本规程适

用于给水排水仪表 自动化控制工程的施工及验收
,

包括给水排水控制仪表设备
,

取源部件
,

网络系统 上

程等
。

第 章
,

术语及主要符号
。

因为 自动化控制技

术发展很快
,

大量采用国外的仪表设备
,

致使许多术

语 叫法不统一
,

为了与国际接轨
,

对 于规程中的术语

采用中英 文对 照
,

力求定 义和 解释 的完 整性
、

准 确

给水排水



瑶

性
。

同时对于规程 中出现 的符号进行 了中英文解

释
,

便于读者理解
。

第 章
,

取源部件及仪表
。

本章是规程的重点
,

除了介绍一般性的取源部件及仪表
,

如压力
、

流量
、

物位
、

温度取源部件及仪表外
,

还着重介绍了 目前国

内应用广泛的给水排水常用仪表
,

如电磁流量计
、

超

声波流量计等
。

特别是介绍了经常使用的水质分析

仪表
,

如浊度仪
、

计
、

氧化还原 电位 控制

仪
、

溶解氧仪
、

余氯分析仪
、

污泥浓度计等
。

在编写

流量取源部件部分时
,

自动化仪表工程施工及验收

规范 》 一 的若干规定与实际有些不

符
,

根据我们总结的实际经验情况来看
,

对于给水排

水流量计推荐采用以下标准 涡轮流量计
,

上游不小

于 倍管径
,

下游不小于 倍 电磁流量计上游不

小于 倍管径
,

下游不小于 倍 超声波流量计上游

不小于 倍管径
,

下游不小于 倍
,

这样便于施工

及验收人员准确把握尺度
。

另外
,

水检测仪表采用尽量为常用和先进的
,

国

外引进的仪表 的施工和验收也在规程 中予 以体现
。

流动电流检测器 是投加混凝剂 的专用设备
,

本条重点介绍了控制投加混凝剂的仪器仪表流动电

流检测器 及取样系统
。

对于流动 电流检测器 的工作规定
,

除 了

设备本身的要求外
,

重点在于取样和 防止污染物的

干扰
。

取样点是 控制有效性的关键
,

要求混合

时间不应过长
,

取样点的位置宜满足大约 延

时时间
,

得到的数据最具控制性
。

混合时间大于
,

这将导致系统控制迟缓
,

控制数据不可靠
。

采

用静态混合器
,

可在混合器后 左右取样 采用管

道混合
,

可在距投药点约 倍管径处取样
。

流动电流检测器 的污染现象经常发 生
。

污染物改变了检测器探头的表面特性
,

对探头造成

污染
,

使测定值发 生偏差
。

为了防止水样 中的污染

物干扰 正常工作
,

产生误差
,

应对水样进行预

处理
,

一般要求有除砂
、

排气
、

拦截漂 浮物 等功能
。

保证去除测定干扰物质
,

对检测器起到保护作用
,

延

长其使用寿命
,

减少维护工作
,

在条文中做了规定
。

第 章
,

仪表控制系统设备
。

包括仪表线路
、

仪表

管道
、

仪表控制系统柜
、

操作台
、

仪表电源设备
、

控制系

统
、

防爆
、

防腐和接地等内容
。

因为是给水排水控制系统

的主要部分
,

本章的重点在控制系统和执行机构两节
。

目前
,

我国给水排水使用的控制系统较多
,

既有

集散型控制 另 系统
、 十 系统

,

也有

系统和总线式工业控制计算机构成的系统
。

我们主

要结合 又 系统
、 十 系统

,

依据《自动化仪表

工程施工及验收规范 》以弓 一
、

《工业控制

计算机系统验收大纲 》 一 进行编制
。

十 系统主要介绍 的施工及验收
。

对于仪表

自动化控制工程
,

仪表设备等硬件的验收是 比较容易

的
,

软件一般不太容易确定其准确性和稳定性
,

在本

章中
,

我们采用可靠性和可维护性作为衡量软件的指

标
,

具体采用系统平均无故障工作时间
、

玫
、

系统可用率
、

系统平均恢复

时间 脚 等进行衡量
。

本章编制过程中遇到的另一个问题是
,

由于缺少

相关规程的指导
,

可能导致在施工中要求不同
。

比如

计算机控制系统
、

分散控制系统的制造厂家和工程设

计单位对接地系统的接地方式和接地 电阻规定不相

同
,

对接地极的独立设置或共同的规定也不相同
,

一

部分单位采用化工专业规定的如今 比较流行的等电

位接地方法
,

而还有一部分单位仍然采用以前的单独

接地极的方法
,

这就造成标准的不统一
,

无法保证施

工质量和验收的规范性
。

因此本规程规定接地 系统

应按工程设计文件施工
,

按照电气等 电位联结原则
,

仪表与控制系统
,

包括综合控制系统的接地
,

最终应

与电气系统的接地装置连接
,

这与计算机系统
、

信息

装置的接地要求及有关国家标准和国外标准不矛盾
。

在水处理工艺中
,

混凝剂
、

消毒剂等一些药剂具

有腐蚀性
,

造成 自动化控制仪表的线路
、

电路板
、

管

道等仪器设备损坏
,

无法使用
。

因此
,

规程中
“

防腐
”

单独设置一节
,

规定碳钢仪表管道
、

支架
、

仪表设备

底座
、

电缆槽
、

保护管
、

固定卡等需要防腐的结构和

部位
,

当其外壁无防腐层时
,

均应涂防锈漆和面漆
。

第 章
,

网络工程
。

本章内容主要介绍电缆
、

光

缆
、

光纤等的敷设
,

仪表线路的敷设 以及综合布线
。

本 章 主 要 是 指 厂 区 内 网 络 工 程
,

同 时 介 绍 了 在

连通的内容
。

主要依据 建筑电气工程施工

质 量验收规范 》 一
、

《建筑及建筑群

综合布线系统工程验收规范 》 一 以刃 等
。

第 章
,

防雷安装
。

独立设置一章是因污水处

给水排水 一



解惊
,

对于 生活热水最大 小时耗热量计算的思考
黄秉政 徐 眠

北京凯帝克建筑设计有限公司
,

北京

摘要 通过最大小时冷
、

热水用水量的平衡演算
,

揭示 了《建筑给水排水设计规范 》习 的巧一

中热水小时变化系数存在的问题
。

提 出了对热水小时变化 系数进行修正的建议
,

并指 出修正热水小 时变

化系数
,

可减少热水换热设备容积和热源规模
,

降低基建投资
,

有助于社会生产资源得以合理的使用
。

关键词 最 大 小 时耗热量 小 时变化 系数 热平衡计算 水量平衡计算

随着人们生活质量的 日益提高
,

在高层 民用建

筑 中设置生活热水 系统 已极为普遍
,

在宾馆
、

饭店
、

招待所
、

培训 中心等建筑 中 自然必不可少
,

高 层住

宅
、

公寓采用集中热水供应 系统的也不少
。

在生活

热水工程的设计过程 中
,

首要任务是确 定最大小时

的耗热量
。

热量是水量和温差的函数
,

在冷
、

热水温

度和混 合使用温度确定后
,

最大小时用水量的计算

是关键
。

有了最大小时的耗热量才能进行换热设备

和热源设备的选型计算
。

一般在设计时都采 用《建

筑给水排水设计规范 》 一
,

以 下简称
“

规 范
”

表
一

的 ℃ 热 水 用 水 定 额 及 表
一

及表
一

相应 的小时变化 系数来计算

热水的耗热量
,

在进行最大小时耗热量计算时一般

都不注意最大小时混合热水用水量与最大小时冷水

系统用水量的相互关系
,

其实不然
。

因为在同一工程

中热水混合用水都是由冷水系统供给的
,

所以最大小

时热水的混合用水量应小于最大小时冷水的用水量
。

混合热水的用水量

混合热水的用水量
,

即为用水点使用温度的用水

量
,

这一用水量不包括纯冷水用水点 如厕所的冲洗

和一般的洗涤的用水量
,

即不与 ℃热水混合使用

的冷水
,

所以其用水量应小于冷水用水定额的水量
。

现将下述计算的参数设定如下

—热水系统的供水温度
,

℃

,

—冷水系统的供水温度
,

℃

—热水用水点使用平均用水温度
,

℃

、

—
℃热水的 日用水量定额

,

丫
·

。

—
℃冷水的 日用水量定额

,

了
·

、

—
℃混合热水量

, ·

卜

—
℃热水最大小时用水量

, ·

山

—
℃冷水最大小时用水量

,

丫
·

,

—
℃混合热水最大小时用水量

,

了
·

卜

—热水系统的小时变化系数

理厂和给水处理 厂 区域都较大
,

多雷地 区年平均雷

击 日为 一
,

极易对网络工程造成破坏
。

本章

的规定主要从
“

电源防雷
”

和
“

信号 防雷
”

角度考虑
,

保护对象为人员
、

设备
、

设施
、

仪表
、

线路等
。

第 章
,

工程验收
。

包括试运行
、

移交及验收和

工程验收内容三方面
。

对于仪表 系统
,

在 回路试验

和系统试验合格后
,

经 连续正常运行后
,

即可

验收交接
。

本章考虑到工程监理
、

业主 负责制及许

多工程涉及到与一些国外的企业或公司合作
,

使用

国际通用的
“

承包商
” 、 “

业主
” “

代替
“

甲方
” 、 “

乙方
” 、

“

施 工单位
”

等
。

结语

《给水排水仪表 自动化控制工程施工及验收规

程 》是国内这个领域的第一本施工验收规程
,

对提 高

我国给水排水仪表 自动化控制工程的施工技术和管

理水平
,

统一工程施工验收标准
,

保证施工质量将会

起到一定作用
。

但本规程是第一次编制
,

肯定存在

许多不足
,

请各位同仁指正
。

今通讯处 哈尔滨工业大学二校区 信箱

电话
一

收稿 日期
一 一

给水排水 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