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防倒流技术研讨的思考
姜文源

（中建（北京）国际设计顾问有限公司，上海 200235）

1 前言

防 倒 流 污

染技术的每一步

进展都是技术发

展的必然趋势。

从行业规范里相

关条文规定的出

现，到规范有了

区分倒流污染危

险等级相关条文

的规定，从只有

一项技术标准到

有 多 项 技 术 标

准 出 台 （ 见 附

录），这标志着我们从对倒流污染问题的重视程度与日俱

增；从防倒流污染专用阀具——倒流防止器的问世，到减

压型和非减压型倒流防止器的突破以及对产品水头损失方

面的研发成果，这意味着越来越多的人对此关注；这也是

技术发展的必然趋势。而认识的深化则是另一种形式的必

然，如：消防给水系统究竟是按系统区分倒流污染危险等

级划分，还是按水源、按储水设施、按灭火剂组分（冷冻

液）来区分。倒流防止器的应用从建筑给排水范畴扩大到

市政给排水范畴，这也是一种必然。下面就组建“防倒流

技术学组”的相关问题谈一些个人看法。

2 组建“防倒流技术学组”的意义

首先，组建一个学组的作用和效果是很明显的，因为

个人力量和团队力量是不同的。其次，有组织、有计划、

有步骤地推进和没有准备的推进是有很大区别的。此外，

相比较而言，大家在大会上只是各自阐述研发的成果，与

大家坐下来面对面、心平气和、有理有据地深入研讨一个

问题的效果也是很不一样的。当然，也不是什么技术热点

问题都要组建研讨组织的。目前在建筑给水领域中，出现

了很多热点问题，例如建筑给水管材、叠压供水技术、防

倒流污染、节水、超高层建筑供水方式、管道直饮水供应

等等，而其中“倒流防止器”的问题更是备受关注，发展

速度也是突飞猛进，争论非常激烈，因此非常有必要组建

学组对其中问题进行研讨。

3 学组在重大分歧上能否达成共识

组建以后的“防倒流技术学组” 在重大分歧上能否达

成共识，个人认为主要在于下面的四个重要因素：

（1）沟通。应增加分组讨论形式，建立横向沟通渠

道。

（2）时间。任何问题都不可能马上达成共识。例如

关于排水塑料管和排水铸铁管排水能力的争论，有专家说

按照理论计算，铸铁管排水能力大，但是规范上说塑料管

排水能力大，因为内壁光滑，阻力系数小。经过检测，证

明铸铁管的排水能力比塑料管的排水能力大1.5~1.8倍。如

此说来，2003版规范前的问题，到2009版规范才解决，期

间用了相当长的时间。

（3）验证。关于倒流防止器，我们有减压型、低阻

力型、双止回阀型等类型，我们需要让它们在一个共同的

标准上去衡量，看看回流污染发生的情况是什么样的，要

让数据说话。

（4）客观公证。不要先定基调，再去求证，而应该

根据试验及应用结果，客观公证地评价各种产品。

4 吸纳各方面人才参与

建筑给排水方面的人才并不是全能的，我们要吸纳各

方面人才参与进来，如流体力学、机械、材料等专业的人

才。企业代表除了董事长、总经理外，也需要总工、研发

部门骨干等技术骨干参与。以上海化工城“快速响应喷头

误爆”问题为例。在误爆后查找原因的过程中，同济大学

水力学的老师提出，有可能是管网的问题；而搞焊接的专

家提出，铜分为脱锌铜和非脱锌铜两种，此类喷头应使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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非脱锌铜才能解决强度的问题。综合了两方面意见，问题

得到了 终解决，由此可以看出要吸纳各方面的人才，才

能得出一个比较全面的结论。此外，再以减压稳压消火栓

的问题举例，当时上海消防局专门发了个文件，上海地区

禁止使用减压稳压消火栓，这个问题从1996年一直调整到

2000年， 后有一个年轻女同志，晚上做了个梦，提出把

阀前减压改为阀后减压，问题马上得到了突破性的解决。

所以要吸纳各类奇才，研发工作积累到一定程度就会有突

破。

5 吸纳特色企业

倒流防止器从开发到现在，种类已经不少，结构也

各有特色，会不会还会有石破天惊的突破，也很难说，至

少，上龙公司的非减压型倒流防止器、大禹公司从国外引

进的变阻力倒流防止器、春江公司的磁力式倒流防止器，

都给我以极大的震撼和冲击，这些有特色的企业学组务必

要请进来。

6 如何进一步标准化

在计划经济模式时，水泵行业搞过统一设计，取得过

明显效果。现在是市场经济模式，情况有了变化。如何将

品种繁多的产品筛选、集中，推出若干种优化产品，是我

们的愿望。是通过优胜劣汰式的自然淘汰，还是组织行业

力量统一设计，还没有定论。总之，这涉及到产品进一步

标准化工作的问题。

7 能否兼及真空破坏器

倒流防止器和真空破坏器似乎是两个等级的防倒流污

染措施，真空破坏器是通过进气来造成空气隔断，排水阀

是通过排水来造成空气隔断。真空破坏器的一些理念可以

引进到我们的倒流防止器里面来。压力式真空破坏器和倒

流防止器在许多方面有共同特点。研讨组织的研讨重点确

实应该在倒流防止器上，但是否有可能兼及到真空破坏器

呢？毕竟它也是防倒流污染的阀件，而且阻力较小、是从

源头解决倒流污染的问题。

8 目前关心的问题

我们现在所关心的防倒流污染技术问题主要有以下几

点：

（1）倒流防止器的正确定义是什么？目前在产品标

准、规范、协会标准上都没有一个明确的定义。不同的定

义有不同的涵盖范围，例如止回阀是否要独立、是否要有

排水标准、排水阀的规定等。我们需要一个明确的、统一

的定义。

（2）低阻力倒流防止器能否有效防止回流污染？这

是一个核心的焦点问题。

（3）双止回阀算不算倒流防止器？

（4）倒流防止器的类型和完整体系框架是哪样？

（5）减少倒流防止器的水头损失值有哪些措施？

（6）倒流防止器的水头损失值的底线是多少？

（7）倒流防止器水头损失的流速取值一定要有统一

的标准。

（8）倒流防止器允不允许串联设置？2003版规范上是

允许的，2009版规范上是不允许的，要有一个明确的规定。

（9）中、外倒流防止器的技术差异？

（10）在建筑市场监管不严的情况下，如何防止以y 

型过滤器冒充倒流防止器的现象发生？

（11）当学组无法就某些技术问题取得统一意见时，

如何处置？

9 建议

出台给水系统防回流污染技术规范的相关标准，把

减压型、非减压型、真空破坏器、空气隔断、双止回阀全

部纳入其中。规范中分成五个等级： 好的是空气隔断，

第二是减压型倒流防止器。第三是非减压型倒流防止器和

压力型真空破坏器，第四是大气型和软管接头型真空破坏

器，第五是双止回阀。

附录：

标准名录——工程建设标准

GB 50015——2003《建筑给水排水设计规范》

CECS 184：2005《给水系统防回流污染技术规程》

CECS 259：2009《低阻力倒流防止器应用技术规程》

GB 50015——2003《建筑给水排水设计规范》（2009版）

标准名录——产品标准

CJ/T 160——2002《倒流防止器》

CJ/T 344——2010《中间腔大气隔断型倒流防止器》

GB/T 25178——2010《减压型倒流防止器》

CJ/T 160——2010《双止回阀倒流防止器》

JB/T 11151——2011《低阻力倒流防止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