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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叠压供水的含义

（1）《建筑给水排水设计规

范》（G B 50015—2003，2009年

版）中叠压供水定义为：利用室外

给水管网余压直接抽水再增压的二

次供水方式。该定义对余压、室外

给水管网和二次供水进行了强调。

（2）《二次供水工程技术规

程》（CJJ 140—2010）中叠压供水

定义为：利用城镇供水管网压力直

接增压的二次供水方式。这里对压

力、城镇供水管网和二次供水进行

了强调，而没有提到余压。

（3）《管网叠压供水技术规

程》（CECS 221:2007）（以下简称

“叠规”）中叠压供水定义为：由管

网叠压供水设备叠加供水管网水压，

直接从供水管网中取水增压的供水方

式。这里所说的供水方式不限于二次

供水方式，包括城镇给水管网自身的

增压，也包括高层建筑上区从下区管

网吸水增压；供水管网包括城镇给水

管网、自备给水管网、室外给水管

网、室内给水管网。

2  产品标准概况

2.1  管网叠压供水设备有关产品标准

目前的产品标准种类多、数量

多。据不完全统计有：《管网叠压

供水设备》（CJ/T 254—2007）、

《箱式无负压供水设备》（C J/T 

302—2008）、《稳压补偿式无负压

供水设备》（CJ/T 303—2008）、《高

位调蓄叠压供水设备》（CJ/T 350—

2010）、《无负压管网增压稳流给

水设备》（GB/T 26003—2010）、

《 箱 式 叠 压 给 水 设 备 》 （ G B / T  

24603—2009）等。

2.2  产品标准内容概况

2.2.1   标准级别和性质

产品标准既有国家标准，又有

行业标准（城镇建设行业）。国家

标准和行业标准都为推荐性标准。

2.2.2  标准名称

标准名称有些称为叠压供水设

备，有些称无负压供水设备（设计

单位倾向于叠压供水，有的企业强

调无负压供水，较难统一）；有些

称供水设备，有些称给水设备（不

同叫法较难统一，学术组织都叫给

水，行业协会都叫供水；设计规范

都叫给水，供水企业都叫供水）。

2.2.3   关于“无负压”的名称

产品标准有用“无负压”名称

的，但规范不用“无负压”名称，原

因在于：防火规范规定消防时：市政

供水管网的水压在生活、生产和消

防总用水量达到 大时，不能小于

0.10MPa；非消防时：总用水量只有

生活和生产用水量时，市政供水管网

的水压还应高于0.10MPa，因此负压

是不允许出现的。但“无负压”的名

称不能漠视，因为这个名称有一定的

影响；名称的形成有其历史原因；企

业出于销售等实际需要；在相当范围

内已被用户所认可。

2.2.4   标准内容

标 准 内 容 有 涉 及 多 种 产 品 的

《管网叠压供水设备》（CJ/T 254—

2007），也有涉及单一产品的（罐

式、箱式或高位调蓄式）。目前该类

产品从调节方式上区分有：罐式（调节

装置为稳流罐）、箱式（调节装置为低

位水箱）、高位调蓄式（调节装置为高

位水箱）和射水型（调节装置为低位水

箱）四类，但射水型未见有单独标准；

从应用场合区分还有城镇给水管网自身

增压的，这些应有相应标准才好。

2.2.5   产品适用范围

有些规定适用于生活给水、生产

给水和消防给水系统；有些规定适用

于民用和工业建筑中生活或生产给水

系统；有的明确为适用于城市高层建

筑群生活及工业生产用水增压；也有

的仅适用于民用和工业建筑中生活给

水系统。生活给水系统是产品应用的

主流，消防给水系统只有一本标准提

及（消防规范也有条文明确规定），

其实际应用早于生活和生产给水系

统，但具体工程应用不多。生产给水

系统应用条件有时优于生活给水系

统，有的工艺用水流量不变，如水泥

立窑工艺用水；有时是自备水源，限

制条件相应要少些。

2.2.6   规范性引用文件

管网叠压供水技术是从微机控

制变频调速供水技术发展而来，其主

要部件为微机控制变频调速供水设备

（变频调速水泵）。两者的区别在

于：一个是从水池取水，一个是从管

网取水。水池的水深有变化，但变化

的幅度有限，而管网水压的变化幅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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却是较大的。

《 微 机 控 制 变 频 调 速 给 水 设

备》（CJ/T 352—2010）标准修订在

编，主要修改内容包括：增加按介

质温度的分类；将工作条件作为外部

要求单独列章；增加了结构与布置、

外观质量、水泵吸水、设备配置、材

质的基本要求，修改了卫生性能的要

求；增加了手动、自动和远程控制功

能、超压保护功能、水泵自动切换功

能、备用泵自投功能、供水能力、小

流量运行功能、噪声与振动的性能要

求；增加了远程监测、监控、监视功

能、人机对话功能等；增加了变频器

管道、管件、阀门、仪表、气压水罐

的要求（该标准的修改内容应充分反

映在叠压标准中）。

2.2.7   术语和定义

各本标准都对标准的名称作了

解释。定义包含了设备的组成、功能

和作用。有的还强调了保证供水管网

水压不小于设定压力值；强调了水质

不能被污染。除主术语外，其他术语

涉及到技术参数方面的有启动时间、

设定压力、实际压力、压力调节精度

（压力控制误差）等；涉及水量和流

量方面的有市政管网供水量、恒压变

流量供水、稳流补偿器总容积；有对

供水设备向下一层次展开的，如：增

压装置、引水装置、无负压流量控制

器等。

2.2.8   对标准的总体设想

可否分别编制以下标准：罐式

（修订）、箱式（修订）、高位调蓄

式（修订）、射水型（制订）、城镇

给水管网自身叠压供水。相同标准予

以合并，难点在于名称的统一和主编

单位的确定。

3  工程建设标准概况

产品标准涉及产品的材料、分

类、性能和要求等。工程建设标准涉

及产品的应用、选用、使用条件、安装

和验收等。工程设计人员关心工程建设

标准超过产品标准，但工程建设标准对

产品有要求，企业对此应有了解。

3.1  涉及管网叠压供水的条文

《建筑给水排水设计规范》中涉

及叠压供水的仅3.3.2A1条。《二次

供水技术规程》中直接涉及叠压供水

的条文有7条，即5.2.2条、5.2.4条、

5.3.3条、5.4.7条、6.4.14条、8.1.4

条、11.1.6条；其他与叠压供水有关

的条文有11条，其中，与原则规定相

关的条文有5.1.1条、5.1.2条、5.1.3

条、5.2.1条和5.2.4条；相关水质、

水量和水压方面的条文有4.0.1条、

4.0.2条、4.0.3条；相关压力水容器方

面的条文有6.2.1条、6.2.3条和6.2.4

条。《二次供水技术规程》个别条文

在南方地区难以执行，如3.0.5条（室

外整体式叠压供水设备无建筑围护结

构）、5.3.4条（减压阀串联设置按1

个失效情况考虑，还是按2个失效情

况考虑，条文未予明确。配水件水压

试验压力一般为1.5倍，而减压阀至

少为2︰1）、6.1.4条（南方地区水箱

直接设置在屋顶上，不设置在房间

内）、6.5.1条（规模小的水箱难以做

到设置消毒设备）、7.0.2条（生活泵

房有时与消防泵房、水加热器室合并

设置，并非独立设置）。“叠规”全

部条文都与管网叠压相关。

3.2  “叠规”条文介绍

3.2.1   设置管网叠压供水设备的前提

（1）市政供水管网能满足用水

的流量要求，但不能满足水压要求，

因此要设置管网叠压供水设备。

（2）管网叠压供水设备需从供

水管网直接吸水，必然会对供水管网

带来直接影响，为此应有供水行政主

管部门和供水部门的认可。

（3）管网叠压供水设备有不同

的 用 途 ， 有 不 同 的 主 管 部 门 ， 应

征 得 不 同 的 主 管 部 门 的 同 意 。 如

消 防 要 征 得 消 防 主 管 部 门 同 意 。

城 市 管 网 叠 压 供 水 工 程 的 大 使

用 规 模 和 此 处 位 置 的 管 网 低 压

力 ， 应 由 当 地 供 水 行 政 主 管 部 门

及 供 水 部 门 根 据 城 市 供 水 的 实 际

情 况 ， 经 技 术 经 济 及 可 靠 性 比 较

后予以确定。

（4）供水范围、供水规模、使

用人数、管径比（进水管，引入管

管径与设备吸水管管径之比）、管

径级差、流速控制值等是条件，也

应在“叠规”中作出相应规定。

3.2.2   前提条件和原则规定

“叠规”中的3.0.4条对供水管

网做了规定；3.0.1条对优先采用管

网叠压供水设备做了规定；3.0.3条

对城市管网叠压供水工程的 大使

用规模和管网 低压力做了规定；

3.0.5条对不得采用管网叠压供水技

术的区域做了规定；3.0.6条对不得

采用管网叠压供水技术的用户进行

了规定；3.0.8条对供水管网的 低

水压做了规定。

3.2.3  叠压供水设备分类和主要技术

要求

“叠规”中4.0.4条按调节装置

类型对供水设备进行分类；4.0.5条按

供水方式进行分类；4.0.3条按结构形

式进行分类；4.0.9条对调节装置容量

做了规定；4.0.8条对设定压力值的控

制做了规定；4.0.1、4.0.2条对供水设

备的总体要求做了规定。 

3.2.4   水泵的选用和系统设计

水泵是核心（关键）组件。选

泵很重要，供水管网水压不足的原

因往往是由于选泵不妥而造成的。

设计人员在选泵时通常留有过多余

地，在设计秒流量计算方法上又存

在一定问题，造成了水泵选型的不

准确。因此，在水泵选型时，应尽

量 使 水 泵 出 水 量 接 近 设 计 流 量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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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减少水泵运行时对室外给水管网

的影响。当水泵出水量小于或等于

水池进水量时，其对室外管网的影

响 小。在当地有秒流量实测数据

时 ， 应 按 实 测 数 据 确 定 设 计 秒 流

量 。 有 的 专 家 提 出 户 用 水 量 的 概

念，也值得重视。

在进行管网叠压供水设备的水

国家标准《钢铁企业给水

排水设计规范》发布

住房和城乡建设部（以下简称“住建部”）发布第

1112号公告，批准《钢铁企业给水排水设计规范》为国

家标准，编号为GB 50721—2011，自2012年8月1日起实

施。其中，第5.3.6、8.4.3、8.8.4、8.8.6（2）、12.2.6条

（款）为强制性条文，必须严格执行。

本规范由住建部标准定额研究所组织中国计划出版

社出版发行。 

国家标准《室外排水设计

规范》局部修订
住房和城乡建设部（以下简称“住建部”）发布第

1114号公告，批准《室外排水设计规范》（GB 50014—

2006）局部修订的条文，经此次修改的原条文同时废止。

局部修订的条文及具体内容，将刊登在住建部有关网站和

近期出版的《工程建设标准化》刊物上。

3项地方标准备案

住房和城乡建设部（以下简称“住建部”）同意以下

3项地方标准备案。

吉林省《民用建筑太阳能热水系统应用技术规程》标

泵选型时，应使水泵高效区 大出

水量为给水设计流量，应考虑供水

管网的水压波动情况，还应使水泵

在额定转速时的工况点位于水泵的

高效区内。

3.2.5  “叠规”的其他规定

5.4.6条对变频与工频选择的规

定；5.2.1条对流量的规定；5.3.1条和

5.3.2条对水压的规定；5.1.6条对管网

的规定；5.1.7条对管径的规定；5.4.5

条对流速的规定；5.1.8条对管网叠压

供水设备的要求的规定；5.3.7条对压

力瞬间异常波动的规定；5.4.3条对小

型泵配置的规定；5.4.6条对气压水罐

配置的规定。

准作为“中华人民共和国工程建设地方标准”备案，其备

案号为：J11872—2011。

山东省《太阳能 — 地源热泵复合系统技术规程》标

准作为“中华人民共和国工程建设地方标准”备案，其

备案号为：J11860—2011。其中，同意第1.0.3、3.1.3、

3.4.3、3.5.6.4、4.2.3、4.3.2、4.4.3、4.4.5、4.4.6、5.0.1条

作为强制性条文。

山东省《居住建筑太阳能热水系统一体化应用技

术规程》标准作为“中华人民共和国工程建设地方标

准”备案，其备案号为：J11859—2011。其中，同意

第3.0.4、3.0.5、4.1.6、4.6.5、5.1.5、5.3.7、5.3.13.3、

5.3.13.4、5.3.14.3、5.4.5、5.4.8、5.6.2、5.6.5条作为强

制性条文。

以上3项标准的备案公告，将刊登在近期出版的《工

程建设标准化》刊物上。

安徽省建筑节能新标准

正式发布并实施

8月11日，安徽省住建厅、安徽省质监局联合发布新

修订的《安徽省居住建筑节能设计标准》、《安徽省公共

建筑节能设计标准》，并宣布从即日起开始实施，新标准

的出台将促进该省建筑节能迈上新台阶。

安徽省在国家标准的基础上，结合该省地理地质条

件、气候特点、工程建设具体情况，新修订了居住建筑节

能设计标准、公共建筑节能设计标准，新标准的规定更加

全面、更加具体、更加刚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