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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建筑 给水排水设计 规 范 》 一 修订 中
,

补 充
、

调 整和 删 除 了一 些 条文
。

详

细介绍 了在实施过程 中
,

遇到 的生 活 给水设计秒流 量计算
、

水池池体的 独 立 结 构 形 式
、

防 回 流 污染
、

屋 面 雨水排水 系统 的压 力流 和红吸流
、

吸 气阀
、

给水额定流量和 最低工 作压 力
、

消火栓栓 口 所 需水压

计算
、

水泵直接从 室外给水管网吸水等问题
,

并予以讨论
。

关键词 设计秒流量 水池池体 吸 气阀 给水额定流量 水压 水泵直接吸水

《建筑给水排水设计规范 》 一
,

以

下简称
“

新规范
”

是建筑给排水人员的一本主规范
、

母规范
,

用于指导建筑给排水工程设计
,

也对建筑给

排水工程建设 标准起规范作用
。 “

新规范
”

于

年 月 日正式 实施
,

在实施过程 中发现在
“

新规

范
”

条文规定中存在一些问题
,

现提出来供专业 人员

讨论
。

希望通过讨论
,

使问题能得以进一步深化
,

并

从中取得共识
,

供
“

新规范
”

下次修订时参考
。

生活给水管道的设计秒流量计算

生活给水管道的设计秒流量计算用于确定生活

给水管道的管径
。

从各国的情况看
,

管径的确定方

法及设计秒流童 的计算大致有三 种方法
,

即 经验

法
、

平方根法和概率法
。

经验法指按照水龙头的数量确定管径 的方法
,

简单易操作
,

但 由于无流量值
,

因而也无从确定管道

的水头损失
,

从而难以确定水箱的设置高度和水泵

的扬程及选型
。

平方根法有计算公式
,

主要特征是设 汁秒流量

和当量的平方根值成正 比
,

公式表达形式有德 国和

前苏联两种
。

两者的主要 区别在于 德 国计算公式

设计秒流量与当量的平方根值 成正 比 而前苏

联计算公式平方根值为 一 。

室 内给

水排 水 和 热 水 供 应 设 计规 范 》 一 和

巧一 直接 引用前 苏联计算公式
,

建筑给水

排水设计规范 》 巧一 及其 年版采用的

是我国 自行建立的平方根法设计秒流量计算公式
,

该公式以我国流量实测资料为依据
,

以概率论作为

切入点
,

与德国和前苏联的计算公式都有区别
。

概率法计算设计秒流量公式
,

大致有三种模式

①美国模式
,

以卫生器具概率测定为依据而建立的

计算公式 ②日本模式
,

以卫生器具同时使用百分数

测定为依据而建立的计算公式 ③前苏联模式
,

以最

高 日用水定额和卫生器具概率关系而建立的计算公

式
。

三种模式的概率计算公式各具特色
,

各有千秋
。

因此问题不在于采用那种模式 计算
,

而是在 于哪个

公式的计算结果符合我国的实际情况
。

对实际流量值不作任何测定
,

那怕是最基本的

测定
,

就全盘搬用国外概率计算方法的概念和数据
,

从理论到理论
,

将概率法计算设计秒流量作为追求

的 目标
,

而不是作为计算符合实际秒流量的一种手

段
,

这在理念上至少是有欠缺的
。

前苏联模式的概率法计算设计秒流量
,

最早 见

于前苏联 年规范
,

我国在 年开始着 手进

行 建筑给水排水设计规范 》全面修订时
,

曾予以 注

意
,

也曾将之与美国模式和 日本模式的概率计算方

法作过 比较
,

后来之所 以 在 川 一 中未子 以

采纳
,

主要原因有 ①前苏联给水用水定额和卫生器

具使用概率关系和中国的情况不一致 ②如需进行

测试
,

前苏联模式的测试工作量远大于 美国模式的

测试工作量
,

而基本相当于 日本模式的测试工作量

③计算过程和计算步骤繁杂
,

给设计工作带来不便
,

与设计规范应将复杂问题简单化的准则相背离
,

如

采用前苏联模式实质上变成 了把简单复杂化 ④前

苏联模式难以在住宅和公共建筑中实施
。

给水和排水设计秒流量计算应 同时贯彻实施
,

否则会造成规范统一性的欠缺
。 “

新规范
”

采用 厂前

给水排水



絮杯

苏联模式
,

这些缺点就直接出来
,

成为
“

新规范
”

的明

显不足之处
。

水池池体的独立结构形式

把
“

建筑物内的生活饮用水水池 箱 体
,

应采用

独立结构形式
,

不得利用建筑物 的本体结构作 为水

池 箱 的壁板
、

底板及顶盖
”

列为规范条文最早始见

于《建筑给水排水设 计规 范 》 巧一
,

年

版
,

以下简称
“

原规范
” 。

之所 以将该条文列入
“

新

规范
” ,

主要认为
,

当水池池体存在裂缝时
,

池水会漏

失
,

地下水会对储存的生活饮用水造成污染
。

在
“

新规范
”

将该 内容列入条文后
,

产生了以下

问题 ①条文没有区别水池和水箱的不同
,

也没 有区

别地下式水池和地上式水池的不同
。

对于生活饮用

水水箱和地上式水池不存在地下水的污染问题
。

②

没有区别水池壁板
、

底板和顶盖的不同
,

壁板和底板

存在的问题必然比顶盖严重
。

③没有区别水池材质

的不同
,

混凝土 含钢筋混凝土 和非混凝土材质的水

池结构处理方式不同
,

对于混凝土 含钢筋混凝土 水

池
, “

新规范
”

条文也没有抓住问题的实质所在
。

问题的实质在于水池结构 的计算
,

在水池结构

计算中既要考虑水池的强度和 刚度
,

还应考虑 因温

度和其他原因造成的伸缩和变形
,

使之不产生裂缝
。

因此
,

如果其结构计算 已充分考虑池体不产生裂缝
,

此时水池池体无须采用独立结构形式
。

而且即使水

池池体采用了独立结构形式
,

而未按水工结构要求

设计
,

也不能从根本上解决水池池水漏失和地下水

污染问题
,

因此对于混凝土或钢筋混凝土水池与混

凝土或钢筋混凝土材质的建筑物的本体结构是否脱

开
,

不是问题 的症结所在
。

条文合理规 定应如下表

述
“

建筑物内的混凝土或钢筋混凝土水池采用独立

结构形式或利用建筑物的本体结构作为水池池体
,

均应按水工结构设计计算
,

池体不得产生裂缝
” 。

防回流污染
“

原规范
”

对 防水质污染的许多方面作了规 定
,

但未对防回流污染作出规定
。 “

新规范
”

增加了有关

条文
,

这是对的
,

但不足的是对防回流污染规定得过

于原则
,

有些条文还失之偏颇
。

如
“

新规范
”

巧 条规 定
“

管道倒流 防止器

的局部水头损失
,

宜取 一 ’’
。

实际情

况无论是国产的还是进 口 的倒流 防止器
,

其局部水

头损失很少有低于 的
,

只有个别生产厂
、

个别规格 如 的倒 流 防止 器水头 损 失值 为
,

因此
,

按照
“

新规范
”

巧 条去计算水

头损失
,

进而确定水箱设置高度或水泵扬程
,

其直接

后果必然是水压 不足
。

当从市政 给水管接 出引入

管
,

再从引入管接出消防用水管道
,

倒流防止器串联

设置时
,

情况就更为严重
。

倒流防止器 由两个止 回

阀和一个水力控制 阀串联构成
,

其阻力为 一

明显是不可能的
。 “

新规范
”

条文解释
,

认

为开启时的静 压力要 比打开后的动压力要大
,

其实

不然 因为倒流防止器为止 回阀结构
,

一旦开启弹簧

处于压缩状态
,

流量越大阻力越大
,

实测数据 已经证

明了这一点
。

此外
,

对 防回流污染还应注意区别对

待
,

即根据因回流造成污染导致 的后果的严重程度

区别对待
。

对医院
、

幼儿园类建筑
,

由于群体免疫功

能相对较低
,

一旦 回流污染
,

后果严重
,

防回流污染

应提出较高要求
。

对消防用水管道
,

由于长期滞水
,

水质恶化 或绿化喷灌
,

存在农药污染等隐患也应提

出严格要求
,

这与接入生活给水气压水罐或类似给

水设施的防回流污染要求是有明显不同的
。

同样情

况
,

从市政给水管道上接 出用水管道 与用水管道接

出给水配件
,

即管道的始端和终端
,

其防回流污染的

措施也应有所不同
。

再 比如
,

由于倒流防止器的水

头损失值较大
,

因此什么情况下倒流防止器必 须串

联设置
,

什么情况下尽量避免 串联设置
,

也是
“

新规

范
”

应予明确的问题
。

防回流污染应区分不同情况

采用相应技术措施是必要的
,

不应笼而统之过 于原

则地提出要求
。

屋面雨水排水系统的压力流和虹吸流

屋面雨水排水系统就其流态区分有重力流和压

力流
。

重力流与压力流在
“

新规范
”

条文 中
,

未能集

中表述
,

这给使用时带来不便
。

经汇集以后可 认为

有以下方面存在区别 斜线前为重力流
,

斜线后为压

力流
,

建议重新组织条文使之清晰化以便于使用
。

悬 吊管 有坡 度 悬 吊管 无坡 度
“

新 规 范
”

条

悬吊管管径不小于雨水斗连接管管径 悬 吊

管管径可小于雨水斗连接管管径
“

新规范
”

条和 条

立管管径不小于悬吊管管径 立管管径可小

给水排水 一



附

一一一一
一职恒

于悬吊管管径
“

新规范
”

条和 条

雨水管系出口可不放大管径 雨水管系出口

应放大管径
“

新规范
” 一

条

雨水管系出口 不需消能 雨水管系出 口 水流

速度大 于 时
,

应采取 消能措施
“

新规范
”

一

条

管材采用建筑排水塑料管
,

承压塑料管和金

属管 管材采用承压排水铸铁管
、

承压塑料管和钢塑

复合管
“

新规范
”

条

按泄流量确定雨水排水立管管径 按设计流

速和汇水节点水力平衡确定管径
“

新规范
”

条和 条

悬 吊管按非满流设计 悬 吊管按 满流设计
“

新规范
”

条和 条

长度大于 巧 的悬 吊管应设检查 口 悬 吊

管不论 长 度 多少均 不设 检查 口
“

新 规 范
”

条

关于压力流
,

如果进一步探讨的话
,

还可区分为

纯压力流和虹吸流
,

两者在许多方面存在着共同点
,

但也存在区别
。

其共同点表现在 ①都设置有防空气大量掺入

的雨水斗
“

新规范
”

未 明确规定 ②管系都为满流

状态
“

新规 范
” 一

条 ③悬 吊管都 为平 坡
“

新规范
”

条 ④都要求雨水排水管道总水

头损失与流出水头之和不得大于雨水管进
、

出 口 的

几何高差
“

新规范
” 一

条 ⑤对汇水节点都

需进行水力平衡计算
“

新规范
” 一

条
。

其主要区别在于 斜线前为纯压力流
,

斜线后为

虹吸流 ①雨水斗连接管管径不变 雨水斗连接管

管径需根据不同情况作相应变化 ②天 沟水深随实

际降雨量变化 天沟水深至雨水斗设计泄流量后不

再升高 ③同一系统雨水斗宜在同一水平面上 同一

系统雨水斗可在不同水平面上
。

区别这些不同点是

有意义的
,

夭沟水深不再升高对确定屋面荷载有积

极意义
,

可以有效防止屋面系统因超荷载而被损坏
。

允许同一系统雨水斗不在同一水平面上
,

即意味着

高低跨雨水斗可接入同一系统
,

这对简化管系有好

处
。

长期以来对屋面雨水排水系统的设计主要有两

个追求 ①不同天沟的雨水斗接入同一管系
,

这在压

力流系统中已经实施 ②不同高度的雨水斗
,

高低跨

雨水斗接入同一管系
,

这在虹吸流 系统 中可付诸实

施
。

因此认为在
“

新规范
” “

雨水
”

章节中全面而

明确地区分重力流
、

压力流和虹吸流是必要的
。

吸气阀

关于吸气阀
, “

新规范
”

条规 定
“

在建筑

物内不得设置吸气阀替代通气管
” ,

理 由在 条

条文说明中作了表述
。

“

新规范
”

条文规定以后
,

限制了吸气阀的使用
,

但在具体工程中
,

不少工程又不得不使用吸气阀
,

其

中包括不少标 志性工程和重点工程
,

如国家大剧院

工程等
。

这就造成了工程和规范条文的矛盾和不一

致
, “

新规范
”

是不准用
,

工程中又不得不用
,

因此关

于吸气阀的问题有必要予以讨论
。

吸气阀指安装在排水系统
,

只允许空气进 入排

水系统而不允许臭气逸出的部件
。

由于排水管系立

管上部为负压区
、

下部为正压区 水流形成水塞时
,

水塞前为正压区
,

水塞后为 负压 区
。

因此在 负压 区

或形成负压时
,

设置吸气阀
,

通过吸气阀向管系统补

气
,

以平衡管系内压力波动是有作用的
。

将吸气阀

设置在立管相应部位和大便器排出管水封出 口 处效

果更为明显
。

对吸气阀有一系列性能要求
,

同时有相应的测

试标准
,

其中有一项是气密性试验
。

气密性试验要

求试验压力为
、

和 时
,

试验

管段无泄漏
,

而压力损失要求不超过
。

对压力

损失不超过 的要求
,

有不 同的理解 有的认为

意 味着 吸气阀存在泄漏 有的认 为这 意 味着

的不合格率
。

持这两种观点的人对吸气阀持否

定态度
。

而实际 上 只意 味着试验管段 的压力

下降
,

而压力下降的原因是多方面的
,

如塑料管的变

形
、

铸铁管的气孔
、

堵头封 口 处或管道接 口处的少许

缝隙
,

都会造成处于正压状态下的气体漏失
,

而这个

压力下降的指标值
,

对于设置吸气阀的试验管段和

不设置吸气阀的试验管段
,

其要求是相同的
,

不该以

此全盘否定吸气阀
。

在设置了吸气阀后
,

应 当在
“

新规范
”

中明确 以

下问题 ①选用优质合格的吸气阀产品 ②在合理位

置设置吸气阀 ③对设置吸气阀的管系
,

仍提出伸顶

通气和相关通气要求 ④对不宜设置吸气阀的场所

给水排水



禁止使用吸气阀 ⑤加强对吸气阀的维护保养 ⑥在

解决负压补气的同时
,

积极而慎重推出正压调节器
,

以全面解决管系负压和正压两个原因而导致的压力

失衡问题
。

给水额定流量和最低工作压力

卫生器具的给水额定流量和流 出水头在
“

原规

范
”

的第 条和附录一名词解释 中有规定
。

关

于额定流量的说明是
“

卫生器具配水出口在单位时

间内流出规定的水量
” ,

关于流出水头的说明是
“

为

保证给水配件的给水额定流量值
,

而在其阀前所需

静水压
” 。

但在第 条的表 中对不同卫

生器具具体规定额定流量和流出水头值
。

从上面的

说明中可以看出给水额定流量和流出水头是互相关

联的
,

流出水头是保证给水额定流量值所需 的阀前

静水压值
,

要保证卫生器具给水配件的额定流量值
,

其阀前静水压就必须达到所要求的流出水头值
。

“

新规范
”

将流 出水头栏改为最低工作压力
,

而

额定流量栏名称不变
。 “

新规范
” “

术语
”

条对额定流量作了解释
,

额定流量为
“

卫生器具配水

出口 在单位时间内流出的规定水量
” 。

该解释与
“

原

规范
”

基本相同
。

但区别在于最低工作压力在
“

新规

范
”

术语中无解释
,

只在条文说 明中有解释
,

条的条文说 明为
“

表 中的最低工作压力是

指在此压力下卫生器具基本上可以满足使用要求
,

它与额定流量无对应关 系
” 。

这个说 明使人 匪夷所

思
。

表 中的额定流量和最低工作压力无对

应关系
。

额定流量靠什么压力来保证 在最低工作

压力下给水配件的出流量是 多少 这个流量和额定

流量有什么关系 这个流量能否符合使用要求
,

工程

设计是既要符合额定流量和最低工作压力的要求
,

还是只需满足额定流量或最低工作压力两者其 中一

项要求 当同时满足额定流量和最低工作压力有矛

盾时
,

究竟以满足那项要求为准
“

新规范
”

均未作

规定或说明
,

造成设计人员的概念混乱 无所适从
。

消火栓栓 口 所需水压计算和水泵直接从室外给

水管网吸水
“

新规范
”

删除了消火栓栓 口所需水压计算和水

泵直接从室外给水管 网吸水的条文规定
。

这些条文

在
“

原规范
”

中有规 定
,

本文从略
。

认为这些条文不

应在
“

新规范
”

中予以删除
,

理 由如下

关于消火栓栓 口 所需水压计算 ①
“

新规范
”

的

内容不应只限于生活给水
,

消防给水也是建筑给水

的重要组成部分 ②长期以来只有
“

新规范
”

对消火

栓栓 口 所需水压的计算作出规定
,

而一旦取消就没

有规范对该问题作 出规定
,

形成空缺 ③有的设计人

员误认为水枪充实水柱就等于消火栓栓 口所需水压
,

但两者相差约
〕 ,

一旦混淆会造成在工程中消

防水泵供水不足等大错 ④在 消火栓灭火系统设计

规范 》没有正式立项和 出台之前
,

在
“

新规范
”

中对消

火栓栓 口所需水压计算作出规定是合适的
、

妥当的
。

关于水泵直接从室外给水管 网吸水
,

过去这种

做法在工程中实施不多的原因在于 怕 回流污染和

市政给水管网供水水量
、

水压不足
,

一旦水泵直接从

室外给水管网吸水会造成局部水压下降
。

而现在情

况有了很大变化 ①倒流防止器的问世和设置
,

有效

地防止了回流污染问题 ②市政给水管网在不少城

市有了改善
,

水量水压能充分保证
,

供水量远大于用

水量
,

管网材质也有根本变化
,

由灰 口 铸铁转为球墨

铸铁 ③不少城市
,

如福 州
、

厦 门
、

青岛
、

夭津
、

北京
、

上海等已开始应用生活水泵直接从室外给水管网吸

水的做法
,

并取得 了良好的效果
,

有的还是 由城市供

水主管部门推动和 实施该项工作 ④采用水泵直接

从室外给水管 网吸水所需的水泵型号
、

变频技术等

都有很大突破
,

尤其是防止 吸水管出现负压的技术

措施
,

现在可采用不停泵的措施来解决
,

是一个很大

的突破 ⑤向水池供水的引入管如采用水力控制阀

敞开出流
,

其流量大于设计秒流量值
,

因此按设计秒

流量选泵
,

对市政给水管网水压的影响
,

不会造成 比

向水池供水更严重的后果
。

因此现阶段的水泵直接

从室外给水管 网吸水不应 只限于 消防水泵
,

而应以

生活水泵为主 不应只限于设计院设计的工程
,

而是

以城市供水主管部门为主
,

实施的工程以住宅为主
。

最后要强调说明的是
“

新规范
”

的不少条文是有

前提的
,

过去由于系统相对较为简单
,

因而条文的前

提可以省略
,

而现在情况有所不同
,

有些条文应明确

前提条件
,

以便于设计人员操作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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