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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提要 2003年上半年昨典肆虐我国大部分地域，为此人们认真地反思了我国的医疗体制、卫生

习惯和医院建筑设计等。在后外典时期笔者从有关方面了解到香港淘大花园因污水管“窜流效应”

而扩大了昨典疫情的情况，为此对我国建筑排水技米进行了反思，并向有关方面提出了一份紧急动

议，建议对建筑排水系统、排水体制和排水装笠等作相应的和必要的调整。现在杭击柞典已进入常

态、长效管理阶段，笔者认为有必要对当时的动议作必要的阐述，以求进一步落到实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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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排水系统

    住宅或公共建筑的生活排水系统，其目的是为

了排水，重力排水系统排水时水流方向向下，与排水

管系内的空气进行置换，气流方向向上。为排水畅

通，首先应保证气流畅通，这就需要设置通气管:

    (1)将排水立管顶端伸出屋面，并与大气相通称

为伸顶通气管;

    (2)当排水设计流量超过设定值.为改善排水立

管水力工况而另增设不排水只通气的立管称为专用

通气立管;

    (3)当横管上卫生器具较多，距立管较远时，增
设不排水只通气的横管称为环形通气管;

    (4)在卫生器具存水弯附近设置通气管，称为器
具通气管;

    (5)另外还有不设伸顶通气管的不通气立管。

    原规范(建筑给水排水设计规范)(GBJ 15一88)

规定了我国通气管的这五级标准，同时以伸顶通气

管作为主要模式。必须承认伸顶通气管并不是通气

管系统的最佳模式，因为在排水时，一般说来，立管

的水力工况最差，原因在于:

    (1)立管水流和横支管水流互相有干扰，横支管

水流的水舌阻断立管向上的气流，立管水流向下时

也影响横支管水流的顺利排出。

    (2)立管水流和立管底部横干管水流由于水流

方向的改变，流速值的差异和立管底部水跃和塞水

现象的存在，造成立管下部处于正压区。

    (3)当立管排水流量临近临界流量值时，会出现

水塞、水团现象，其下部为正压，上部为负压，造成排

水立管压力的激剧变化和水力工况的恶化。伸顶通

气管补气位置在立管顶端距水力工况最差的立管底
部距离最远，往往远水救不了近火，因此只有伸顶通

气管的普通单立管排水系统，由于补气、排气不及

时，往往在二楼卫生器具处发生冒溢现象，在其他楼

层发生因负压而导致水封破坏，有害有毒气体返溢

至室内污染环境。和发达国家相比，以伸顶通气管

为主要模式的通气系统标准明显偏低，应予调整。
但当年确定该标准确是有其客观原因的:

    (1)从60年代起否定通气系统到80年代开始

重视通气系统的过程中，对通气系统的认识、肯定和

确立还刚刚起步，不能一步到位，需要有一个过程;

    (2)当年国家刚从拨乱反正到经济复苏，国力和

经济现状也不容许一下子将通气系统的标准定得太

高。

    但现在情况有了变化，国力的增强是不争的事

实，对通气系统的认识也相对过去更全面、更透彻

因此有必要进行调整，从以伸顶通气管为主要模式

的通气系统调整到以专用通气立管为主要模式的通

气系统;排水系统从普通单立管排水系统为主改变
为双立管排水系统，这样极大地改善了排水立管的

水力工况，保护了水封不因负压而被破坏，二楼卫生

器具不因正压值过高而至喷贱，同时这对于抗非典

也是十分必要的。

2 排水体制

    生活排水有水还有污物 在迅速及时将生活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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废水排至室外的同时，污物也应及时迅速地排至室

外，但污物与污、废水在排放时情况不同。在排水立

管内污物为自由落体，水流为附壁流，两者并不同

步;在横管内污物仰仗污、废水作为载体才能推移前

进。据国外有关资料介绍污物的外移不是一次完成

的，而是需要几次，才能从室内转移到室外。

    回过头来看我国的排水体制，长期以来，我国住

宅和公共建筑的生活排水系统实际上推行的是污、

废水分流系统，即室内生活排水推荐生活污水和生

活废水分流的系统。从原规范条文看，分流和合流

排水系统的选择，系根据污水性质、污染程度，结合

室外排水制度和有利于综合利用与处理要求确定。

一般情况下，城市或小区有污水处理厂的采用合流

制;城市或小区无污水处理厂的采用分流制，以减少

化粪池容积(同时也为少占面积和节省投资)。但实

际上由于下列原因，在有城市或小区污水处理厂时，

也实施分流制:①污水处理厂的建成和运转晚于小

区建设和投入使用时间;②污水处理厂由于资金等

原因，在建成后不能保证能正常运行;③以化粪池作

为污水处理厂的预处理装置;④市政管道老化，管径

偏小，管坡偏平，为防止污物堵塞管道，要求设置化

粪池截留污物。

    为此，有些地区的规划或建设主管部门强调不

论城市或小区有无污水处理厂，室内排水管系采用

分流制，一概要求设置化粪池。

    但现在情况出现了变化，原因在于节水型卫生

器具的使用。节水型卫生器具的使用节约了用水，

减少了排污量和污水处理量。但与此同时，由于排

水是一个系统工程，卫生器具的使用必然带来一系

列连锁反应，由于作为载体水量的减少，管道的堵塞

机率就会增加，因此使立管靠近大便器，减少卫生器

具横支管长度都是基于这一理念。其中涉及污废水

是合流还是分流，以大便器为例，其冲洗水箱的水量

主要用于:①使污物从大便器内冲洗或虹吸至管道;

②作为污物在管道中推移时的载体;③存水弯水封

水在虹吸破坏后的补充。

    其中①。③两项用水不能或难能被压缩，当冲洗

水量减少时影响的是第②项用水，但这项用水减少

了，就增加了污物在管道中沉积的可能，就增加了管

道堵塞的概率，为此为适应这一情况。污、废水合流

势在必行。以洗脸盆、浴盆排出的生活废水来作为

污物在管道中推移的载体，对防止管道堵塞，保持管

道畅通，极为必要。因此在城市和小区污水处理厂

日益普及的今天，强调室内排水体制的合流制是当

务之急，十分必要。

3 排水装皿

    卫生器具和用水设施(如盛洗槽)的排水栓、地

漏、排水漏斗以及雨水斗都属于排水装置，即欧州标

准中所称的排水口。排水装置不同于清扫口、检查

口这类排水管道附件，不同点在于排水装置涉及通

水能力，还在于排水装置是排水系统的始端。

    排水装置中最有争议的是地漏。争议之一:需

不需要设置地漏，什么场所应设地漏;争议之二:对

钟罩式(扣碗式)地漏和防返溢地漏的评价，肯定还

是否定;争议之三:下行式管道和上行式管道(同层

排水方式)应采用什么型式的地漏，能否在采取相关

技术措施后采用低水封地漏;争议之四:在水封式地

漏之外能否采用机械式地漏(或称止回阀地漏);地

漏还有一个现实问题是我国至今尚无统一的地漏标

准;与此同时，不符合要求的地漏充斥市场，尤其是

水封深度不能满足要求的地漏充斥市场。

    对地漏之所以有争议，是因为地漏不同于卫生

器具和用水设施的排水口。卫生器具经常使用，而

地漏不经常使用;卫生器具的水封水能及时补充和

更新，地漏的水封水往往得不到及时补充和更新。

香港淘大花园的“窜流效应”造成的疫情扩散，据有

关方面介绍，属于排水系统的问题主要有两点:①污

水管墙外敷设，较难维修，一旦损坏，听之任之。该

小区确有墙外管道破损而未予修复的。②地漏采用

直通式地漏，下设存水弯，但存水弯内水封由于蒸发

原因已干涸。排水管系内有害有毒气体连同SARS
病毒随之扩散。

    2003年9月1日起施行的《建筑给水排水设计

规范)(GB50015一2003)(以下简称“新规范”)规定:

“应优先采用直通式地漏”。从淘大花园的案例来

看，尽管直通式地漏有水封深度得以确保、排水性能

水力条件好等优点，但由于地漏使用场所的特点，存

在水封水得不到补充的实际情况，直通式地漏未必

是安全的。

    因此关于地漏笔者有如下考虑，设置地漏目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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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于:①排除易溅水的器具在使用时的溅水;②排除

地面冲洗或清洗水;③排除南方地区在夏季为降温

目的的地面积水;④直接排除经使用后的水(如淋浴

器、洗衣机排水);⑤排除因管道渗漏等原因而产生

的水。

    除第④种情况外，前三种情况和后一种情况，地
漏水封水都难以得到及时补充，因此地漏水封水得

不到补充是常事，大量的地漏都存在水封水因蒸发

而致千涸的隐患。因此，不难理解为什么某些西方

国家卫生间不设置地漏，为什么苏联有以洗脸盆、浴

盆的溢流水作为地漏水封补充水的补水地漏;为什

么日本有以厨房洗碗机排水作为地漏水封补充水的

补水地漏;其目的都在于确保地漏的水封始终有水、

不致干涸。

    关于地漏笔者建议:

    (1)尽快出台地漏的行业标准，统一地漏的技术

要求;

    (2)加强地漏市场的管理，不使不合格的地漏上

市;

    (3)尽量少设或不设地漏:

    (4)在必要设置地漏的场所，应设置符合要求

的、合格的地漏;

    (5)在地漏水封不能经常得到补充水的场所，推
荐采用双通道或多通道地漏、两用或多用地漏。前

者可以洗脸盆或浴盆排水作为地漏水封补充水;后

者可以洗衣机排水作为地漏水封补充水;

    (6)研制开发苏联模式和日本模式的补水地漏;

    (7)继续研制和完善我国业已开发，并已得到应

用的止回阀地漏、浅水封地漏和双层结构地漏等新

颖地漏，提高地漏防臭气的可靠性。

刁 补气装置

    补气装置属于通气装置范畴，通气装置分通气

阀、正压调节器和补气阀三类。通气阀既进气、又排

气;正压调节器用以消除排水管系的正压脉冲;补气

阀(或称吸气阀、进气阀)只进气，不排气。本文只讨

论补气阀，正压调节器和通气阀另文讨论。

    通气阀在新规范中未被肯定，规范条文规定:

“在建筑物内不得设置通气阀替代通气管，在特殊情

况下需要设置时，应将通气阀设置于室外”。

    规范在否定通气阀(条文说明指明通气阀包括

呼吸阀、吸气阀等)时，强调通气管有两大作用:①污

水管道中的有害有毒气体通过通气管排至屋顶释

放。②平衡室内排水管道中的压力波动。而在室内

设置吸气阀也只能平衡负压，而不能消除正压，更不

能将管道中的有害气体释放至室外大气中。结论

是:“故通气阀是不能替代通气管的”。规范条文说

明的另一个理由是:“通气阀由于其密封材料采用软

塑料、橡胶之类材质年久老化失灵，将会导致排水管

道中的有害气体窜入室内，危及人身安全其后患无

穷，’。

    对此，笔者持不同意见，理由如下:

    (1)通气管的主要作用是平衡室内排水管道的

压力波动，释放有害有毒气体是因设伸顶通气管附

带而来的功能，但由于我国(也包括其它国家)允许

不通气立管的存在，因此释放有害有毒气体并不是

通气管必须完成的两大作用之一。同时释放有害有

毒气体并非只有室内通气管唯一途径，苏联要求化

粪池和室外排水系始端设置通气管就是一例。

    (2)吸气阀只能平衡负压，而不能消除正压，这

不假，但吸气阀与正压调节器的组合，吸气阀与通气

管的组合，则不仅能平衡负压，而且也能平衡正压。

    (3)室内排水管系的正压能造成存水弯水封水

的喷溅，负压能造成存水弯水封的破坏，以正压和负

压相比，负压比正压是更需要认真解决的课题。

    (4)在我国，不论原规范和新规范都以推荐和强

调以伸顶通气管为主要模式的通气管系统，而实际

运行时，卫生器具存水弯附近，尤其是大便器在排水

时，因虹吸而造成负压，因负压而导致水封破坏，尽

管可以采用设置器具通气管的办法来解决，但设置

器具通气管的规定，原规范和新规范定位偏高，而且

管道连接(器具通气管、环形通气管和通气立管)复

杂，管材消耗多，未必是经济的，如采用设置补气阀

的办法，以替代器具通气管，实际效果会更好口

    (5)不要将吸气阀和通气管截然对立起来，可以

考虑吸气阀与通气管结合的办法来处理排水管系技

术间题。伸顶通气管和专用通气管重点解决立管通

气，吸气阀重点解决卫生器具排水时，器具排水管和

排水横支管的因负压而造成的压力波动。

    (6)吸气阀，由于建材市场存在伪劣产品，设计

方面因不熟悉产品特点而存在某些失误，施工方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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未按要求正确安装，使用阶段尘土过多导致失灵或

由于维修管理不善等原因，有用得不好的，对此应采

取相应措施予以解决对吸气阀这一有欧洲标准、有

日本建设省认定的产品，应采取的态度应疏而不是

堵。

    (7)吸气阀常见的有侧向进气和正向进气两种

类型，关键部件是阀瓣，制订全国统一吸气阀产品标

准，在当前尤为迫切。

    (S)新规范因通气阀(包括吸气阀)的密封材料，

材质采用软塑料和橡胶材料，会年久老化失灵，而否

定吸气阀的理由是不充分的。柔性接口(承插式或

卡箍式)排水铸铁管的密封材料也采用橡胶，也存在

老化问题，这类管材及其接口方式和密封圈材料都

可以使用;再如排水塑料管管材和管件采用塑料，也

会因老化而出现开裂现象，现在是室内排水管系的

推荐管材。对于存在老化问题的塑料和橡胶材料正

确态度是:凡存在老化而失灵的这类高分子材料(塑

料和橡胶)只要加强维护，及时更换就可以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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