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给排水施工图目录及内容 
 

项

次 
施工图名称 内 容 图纸

比例 

1 基地排水管 
1接入公共下水道、管渠的位置及高程的详细尺寸。 
2管路转向的检查井清扫口位置，每个节点的高程及管段
的坡度。 

 

2 排水横主管 

1穿越地下室的外墙位置及防水措施的做法 
2管道位置，相关尺寸、坡度 
3管道转向或与其它横干管连接位置 
4清扫口位置详细尺寸 
5与排水立管底端接点位置、高程等。 

 

3 排水立主管 

1管道转向位置及高程 
2通气立管廷伸位置、高程及与邻墙尺寸 
3各排水横支管接入位置、高程与邻墙尺寸 
4伸顶接通气立管位置 
5伸顶管的通气帽位置及高程 
6辅助通气管出入位置及与邻墙尺寸 

 

4 横支管 

1管道位置相邻尺寸、坡度及高程 
2接卫生器具排水管的位置相邻尺寸 
3伸廷通气管的位置 
4管道转向或与其它横支管连接的位置 
5清扫口的位置 
6埋在找平层中的位置及相邻尺寸 

 

5 器具排水管 

1通气管的位置上下接法 
2与背部通气管的接法，位置 
3管路转向与相邻墙的尺寸 
4与存水弯的接法位置与相邻墙的尺寸 

 

6 通气主立管 
1管道转向位置 
2环状通气管、汇合通气管、通气支管接入处位置 
3通气辅助管接入位置 

 

7 通气支管 

1坡度 
2 
3立管与支管的接入点 
4管路转向位置 

 

8 管道间 

1所有管道的位置与固定方式（包括消防、空调、电气）。 
2与结构的相邻尺寸 
3维修口的详细尺寸 
4屋顶泛水 
5屋顶盖、百叶窗、通风等施工措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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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 屋顶配管 
1管路位置、高程 
2支座施工及固定机械详图 
3水箱基础详细尺寸 

 

10 
全栋配管系

统(定位)详
图 

  

11 
雨水管线系

统图   

12 
卫浴及给水

设备配置详

图 
与周边构造物相距详细尺寸  

13 各项器具管

件规格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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壹、设计原则 

（一）设计中应严格遵守国家现行的规程、规范要求，特别应遵守国家规定的强

制性条文的要求。 

（二）选用国家标准图及院标准，应注意选用新标准图号，不能用作废的或已被

新的图号替代的标准图号。 

（三）严格执行国家规定的初步设计、施工图设计深度有关内容。 

 

贰、设计内容 

通常民用建筑给排水包括如下内容 

（一）给水系统； 

（二）排水系统； 

（三）消防系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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叁、初步设计 

初步设计阶段，给水排水专业设计文件应包括设计说明书、设计图纸、主要设备

表。 

A 设计说明书 

（一）设计依据 

Ⅰ、摘录设计总说明所列批准文件和依据性资料中与本专业设计有关的内容； 

Ⅱ、本工程采用的主要法规和标准； 

Ⅲ、其他专业提供的本工程设计资料，工程可利用的市政条件。 

（二）设计范围 

根据设计任务书和有关设计资料，说明本专业设计的内容和分工（当有其他单位

共同设计时）。 

（三）室外给水设计 

Ⅰ、水源：由市政或小区管网供水时，应说明供水干管的方位、接管管径、能提

供的水量与水压。当建自备水源时，应说明水源的水质、水温、水文及供水能力，

取水方式及净化处理工艺和设备选型等。 

Ⅱ、用水量：说明或用表格列出生活用水定额及用水量，生产用水水量，其他项

目用水定额及用水量（含循环冷却水系统补水量、游泳池和中水系统补水量、洗

衣房、锅炉房、水景用水、道路、绿化洒水和不可预计水量等）；消防用水标准

及用水量，总用水量（最高日用水量、最大时用水量）。 

Ⅲ、给水系统：说明生活、生产、消防系统的划分及组合情况，分质分压分区供

水的情况。当水量、水压不足时采取的措施，并说明调节设施的容量、材质、位

置及加压设备选型。如系扩建工程，还应对现有给水系统加以简介。 

Ⅳ、消防系统：说明各类形式消防设施的设计依据，设计参数，供水方式，设备

选型及控制方法等。 

Ⅴ、管材、接口及敷设方式。 

（四）室外排水设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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Ⅰ、现有排水条件简介：当排入城市管道或其他外部明沟时应说明管道、明沟的

大小、坡度、排入点的标高、位置或检查井编号。当排入水体（江、河、湖、海

等）时，还应说明对排放的要求。 

Ⅱ、说明设计采用的排水制度、排水出路。如需要提升，则说明提升位置、规模，

提升设备选型及设计数据，构筑物形式，占地面积，紧急排放的措施等。 

Ⅲ、说明雨水排水采用的暴雨强度公式（或采用的暴雨强度）、重现期、雨水排

水量等。 

Ⅳ、管材、接口及敷设方式 

（五）建筑给水排水设计 

Ⅰ、说明或用表格列出各种用水量标准，用水单位数，工作时间，小时变化系数，

最高日用水量，最大时用水量。 

Ⅱ、给水系统：说明给水系统的划分和给水方式，分区供水要求和采取的措施，

计量方式，水箱和水池的容量、设置位置、材质，设备选型，保温、防结露和防

腐蚀等措施。 

一、给水方式分类 

1、直接给水 

1）给水方式说明：与外部给水管网直连，利用外网水压供水。 

   2）适用范围：（单层或多层建筑）外网水压、水量能经常满足用水要求，室

内给水无特殊要求。在外网压力超过允许值时，应设减压装置。应优先选

择直接供水。 

 

2、设水箱的给水方式 

1）给水方式说明：与外部给水管网直连，利用外网水压供水，同时设高位

水箱调节流量和压力。 

    2）适用范围：（多层建筑）外网压力周期性不足，室内要求水压稳定，并允

许设置高位水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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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水泵和水箱的给水方式 

1）给水方式说明：水泵自外管网直接抽水加压并利用高位水箱调节流量，

在外网水压高时也可以直接供水。 

    2）适用范围：（多层建筑）外网压力经常或间断不足，外网允许直接抽水，

并允许设置高位水箱。如果市政部门不允许直接抽水，则需加设水池，从

水池中抽水。 

 

4、气压给水方式 

1）给水方式说明：利用水泵自外网直接抽水加压，利用气压给水罐调节流

量和控制水泵运行。 

    2）适用范围：（多层建筑）外网压力经常不足，而水压允许有一定的波动，

不宜设置高位水箱。 

 

5、给水方式 

1）给水方式说明：市政压力能够满足下层直接供水，上层利用水泵加压及

水箱调节流量。 

    2）适用范围：（多层和高层建筑）外网允许直接抽水，并允许设置高位水箱。

如果市政部门不允许直接抽水，则需加设水池，从水池中抽水。 

 

二、给水方式选择 

   根据建筑的具体情况和当地市政部门的具体要求能够保证的管网压力对以上

各种供水方式作综合比较，选择最合适的供水方式。 

三、给水系统的计算 

1、给水定额及时变化系数 

根据建筑性质及卫生器具的具体情况选择最高日生活用水定额和小时变化系数

Kh,具体参数选择参见表 3.1.9和表 3.1.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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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表 3.1.9 住宅最高日生活用水定额及小时变化系数 

住 宅 

类 别 
卫生器具设置标准 

用水定额 

(L/人.d) 

小时变化 

系数 Kh 

I 有大便器、洗涤盆 85～150 3.0～2.5 

II 
有大便器、洗脸盆、洗涤盆、洗衣盆、热水器和沐

浴设备器 
130～300 2.8～2.3 

普 

通 

住 

宅 III 
有大便器、洗脸盆、洗涤盆、洗衣机、集中热水供

应（或家用热水机组）和沐浴设备 
180～320 2.5～2.0 

别墅 
有大便器、洗脸盆、洗涤盆、洗衣机、洒水栓，家

用热水机组和沐浴设备 
200～350 2.3～1.8 

 

表 3.1.10集体宿舍、旅馆等公共建筑的生活用水定额及小时变化系数 

序

号 
建筑物名称 单位 

最高日生活

用水定额（L）

使用时数

(h) 

小时变化系

数 Kh 

1 

单身职工宿舍、学生宿舍、招待所、

培训中心、普通旅馆 

设公用盥洗室 

设公用盥洗室、淋浴室 

设公用盥洗室、淋浴室、洗衣室 

设单身卫生间、公用洗衣室 

   

 

每人每日 

每人每日 

每人每日 

每人每日 

   

   

50～100 

80～130 

100～150 

120～200 

   

   

24 

   

   

3.0～2.5 

2 

宾馆客房 

旅客 

员工 

   

每床位每日

每人每日 

   

250～400 

80～100 

   

24 

   

2.5～2.0 

3 

医院住院部 

设公用盥洗室 

设公用盥洗室、淋浴室 

   

每床位每日 

每床位每日 

   

100～200 

150～250 

   

24 

24 

   

2.5～2.0 

2.5～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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设单独卫生间 

医务人员 

门诊部、诊疗所 

疗养院、休养所住房部 

每床位每日 

每人每班 

每病人每次 

每床位每日 

250～400 

150～200 

10～15 

200～300 

24 

8 

8～12 

24 

2.5～2.0 

2.0～1.5 

1.5～1.2 

2.0～1.5 

4 

养老院、托老院 

全托 

  日托 

   

每人每日 

每人每日 

   

100～150 

50～80 

   

24 

10 

   

2.5～2.0 

2.0 

5 

幼儿园、托儿所 

  有住宿 

无住宿 

   

每儿童每次 

每儿童每次 

   

50～100 

30～50 

   

24 

10 

   

3.0～2.5 

2.0 

6 

公共浴室 

  淋浴 

浴盆、淋浴 

桑拿浴（淋浴、按摩池） 

   

每顾客每次 

每顾客每次 

每顾客每次 

   

100 

120～150 

150～200 

   

12 

12 

12 

   

2.0～1.5 

7 理发室、美容院 每顾客每次 40～100 12 2.0～1.5 

8 洗衣房 每 kg干衣 40～80 8 1.5～1.2 

9 

餐饮业 

  中餐酒楼 

快餐店、职工及学生食堂 

酒吧、咖啡馆、茶座、卡拉 OK房 

   

每顾客每次 

每顾客每次 

每顾客每次 

   

40～60 

20～25 

5～15 

   

10～12 

12～16 

8～18 

   

1.5～1.2 

1.5～1.2 

1.5～1.2 

10 
商场 

员工及顾客 

每 m2营业

厅面积每日 
5～8 12 1.5～1.2 

11 办公楼 每人每班 30～50 8～10 1.5～1.2 

12 

教学、实验楼 

中小学校 

高等院校 

   

每学生每日 

每学生每日 

   

20～40 

40～50 

   

8～9 

8～9 

   

1.5～1.2 

1.5～1.2 

13 电影院、剧院 每观众每场 3～5 8～12 1.5～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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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 健身中心 每人每次 30～50 8～12 1.5～1.2 

15 

体育场(馆) 

运动员淋浴 

观众 

   

每人每次 

每人每场 

   

30～40 

3 

   

— 

4 

   

3.0～2.0 

1.2 

16 会议厅 每座位每次 6～8 4 1.5～1.2 

17 客运站旅客、展览中心观众 每人次 3～6 8～16 1.5～1.2 

18 菜市场地面冲洗及保鲜用水 每 m2每日 10～20 8～10 2.5～2.0 

19 停车库地面冲洗水 每 m2每次 2～3 6～8 1.0 

注: 1  除养老院、托儿所、幼儿园的用水定额中含食堂用水，其它均不含食

堂用水。 

2  除注明外,均不含员工生活用水，员工用水定额为每人每班 40～60L。 

3  医务建筑用水中已含医疗用水。 

4  空调用应另计。 

 

2、最高日用水量 

)/( 3 dmmqQ dd =  

dQ ---最高日生活用水量 

m ---设计单位数（人，床，病床，m2等） 

dq ---单位用水定额（L/人.d，---），参见表 3.1.9和表 3.1.10 

3、高日最大时用水量 

)/(/ 3 hmTQkQ dhh =  

dQ ---最高日生活用水量 

hk ---小时变化系数，参见表 3.1.9和表 3.1.10 

hQ ---最高日最大时用水量（m3/h） 

T ---用水时间，参见表 3.1.9和表 3.1.10 

4、流量的计算 

1）工企业的生活间、公共浴室、职工食堂或营业餐馆的厨房、体育场运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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员休息室、剧院的化妆间、普通理化实验室等建筑的生活给水管道的设计秒

流量，就按下式计算： 

∑= bnqq oog                         (3.6.6) 

式中 gq ---计算管段的给水设计秒流量（L/s）； 

oq ---同类型的一个卫生器具给水额定流量（L/s）； 

on ---同类型卫生器具数； 

b ---卫生器具的同时给水百分数，应按表 3.6.6-1～表 3.6.6-3采用。 

 

注：1  如计算值小于该管段上一个最大卫生器具给水额定流量时，应采用一

个最大的卫生器具给水额定流量作为设计秒流量。 

2 大便器自闭式冲洗阀应单列计算，当单列计算值小于 1.2L/s 时，以

1.2L/s计；大于 1.2L/s时，以计算值计。 
表 3.6.6-1 工业企业生活间、公共浴室、剧院化妆间、体育场馆运动员休息室

等卫生器具同时给水百分数 

同时给水百分数（%） 

卫生器具名称 工业企业 

生活间 
公共浴室 

剧院化妆

室 

体育场馆运动员 

休息室 

洗涤盆（池） 33 15 15 15 

洗手盆 50 50 50 50 

洗脸盆、盥洗槽水嘴 60～100 60～100 50 80 

浴盆 — 50 — — 

无间隔淋浴器 100 100 — 100 

有间隔淋浴器 80 60～80 60～80 60～100 

大便器冲洗水箱 30 20 20 20 

大便器自闭式冲洗阀 2 2 2 2 

小便器自闭式冲洗阀 10 10 10 10 

小便器（槽）自动冲洗水

箱 
100 100 100 

1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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净身盆 33 — — — 

饮水器 30～60 30 30 30 

小卖部洗涤盆 — 50 — 50 

注：健身中心的卫生间，可采用本表体育场馆运动员休息室的同时给水百分

率。 

表 3.6.6-2  职工食堂、营业餐馆厨房设备同时给水百分数 

厨房设备名称 同时给水百分数(%) 

污水盆(池) 50 

洗涤盆（池） 70 

煮锅 60 

生产性洗涤机 40 

器皿洗涤机 90 

开水器 50 

蒸汽发生器 100 

灶台水嘴 30 

注:职工或学生饭堂的洗碗台水嘴,按比例 100%同时给水,但不与厨房用水叠

加。 

表 3.6.6-3  实验室化验水嘴同时给水百分数 

同时给水百分数（%） 
化验水嘴名称 

科学研究实验室 生产实验室 

单联化验水嘴 20 30 

双联或三联化验水嘴 30 50 

 

2）住宅、集体宿舍、旅馆、宾馆、医院、疗养院、幼儿园、养老院、办公楼、

商场、客运站、会展中心、中小学教学楼、公共厕所等建筑的生活给水设计秒流

量，应按下式计算： 

ggg KNNaq +•= 2.0                         (3.6.6) 

式中 gq ---计算管段的给水设计秒流量（L/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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gN ---计算管段的卫生器具给水当量总数； 

a  --- 根据建筑物用途而定的系数，应按表 3.6.5采用。 

注：1  如计算值小于该管段上一个最大卫生器具给水额定流量时，应采用一

个最大的卫生器具给水额定流量作为设计秒流量。 

2  如计算值大于该管段上按卫生器具给水额定流量累加所得流量值时，

应按卫生器具给水额定流量累加所得流量值采用。 

3  大便器延时自闭冲洗阀的给水管段，大便器延时自闭冲洗阀的给水当

量均以 0.5计，计算得到的 附加 1.10L/s的流量后，为该管段的给

水设计秒流量。 

4 综合楼建筑的 值应按加权平均法计算。 

 

住宅设计秒流量系数值( a、K值) 

 

 

表 3.6.5 根据建筑物用途而定的系数值( a、K `值) 

建筑物名称 a值 K值 

幼儿园、托儿所、养老院 1.2 0 

门诊部、诊疗所 1.4 0 

办公楼、商场 1.5 0 

学校 1.8 0 

医院、疗养院、休养所 2.0 0 

集体宿舍、旅馆、招待所、宾馆 2.5 0 

序号 建筑物名称 a  K  

1 有大便器、洗涤盆、无淋浴设备 1.05 0.005 

2 有大便器、洗涤盆、淋浴设备 1.02 0.0045 

3 

住宅 

有大便器、洗涤盆、淋浴设备和热水供应 1.10 0.005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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客运站、会展中心、公共厕所 3.0 0 

5、屋顶水箱容积的计算 

1）按照规范规定生活水箱的容积按不小于最高日用水量的 5%计，即： 

          dQV %5=生活  

   2）水箱的设置高度应使其最低水位的标高满足最不利配水点的流出水头要

求： 

          scbx HHZZ ++≥  

式中 xZ ——高位水箱最低水位的标高(m) 

bZ ——最不利配水点的标高(m) 

cH ——最不利配水点需要的流出水头(m) 

sH ——水箱出口至最不利配水点的管道总水头损失（ OmH 2 ） 

6、贮水池容积的计算 

贮水池的有效容积与水源供水保证能力有关，一般根据用水调节水量和生

产事故水量确定，应满足下式要求： 

sbgby VTQQV +−≥ )(  

式中 yV ——贮水池的有效容积（ 3m ） 

bQ ——水泵出水量（ hm /3 ） 

gQ ——水源的供水能力（ hm /3 ） 

bT ——水泵运行时间（ h） 

sV ——生产事故水量（ 3m ） 

注：1.除非有明确要求，一般生产事故水量 sV =0 

   2.当资料不足时，贮水池的调节水量不得小于全日用水量 8%—12% 

 

7、计算并校核三层室内所需压力 

                  4321 HHHHH +++=  

 注： 1H ——3层最不利点与引入管和市政管网连接点之间的标高差； 

2H ——3层最不利点与引入管和市政管网连接点之间的水头损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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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H ——水表水头损失； 

4H ——最不利点流出水头 

一般市政压力以 0.3Mpa计算，如果 H小于等于 0.3Mpa，则三层以下建筑可

采用直接供水的方式。 

8、生活加压水泵的选择 

       1）水泵出水量按最大时用水量的 1.2倍计 

hb QQ 2.1=  

水泵吸水管的最大流速不应超过 1.2 sm / ，其他给水管道的选择参照 

表 3.6.9 

表 3.6.9  生活给水管道的水流速度 

公称直径（mm） 15～20 25～40 50～70 ≥80 

水流速度（m/s） ≤1.0 ≤1.2 ≤1.5 ≤1.8 

 

2）水泵扬程： 

          

)(2 2 口处所需出水头水泵压水管进入水箱入OmHHHH syb ++=  

式中   bH ——水泵扬程（ OmH 2 ） 

       yH ——扬水高度（ OmH 2 ），即贮水池最低水位至高位水箱入口处的几

何高差 

      sH ——水泵吸水管和出水管（至高位水箱入口）的总水头损失（ OmH 2 ） 

 

Ⅲ、消防系统：遵照各类防火设计规范的有关规定要求，分别对各消 

各消防系统（如消火栓、自动喷水、水幕、雨淋喷水、水喷雾、泡沫、气体灭火

系统）的设计原则和依据，计算标准，系统组成，控制方式，消防水池和水箱的

容量、设置位置以及主要设备选择等予以叙述。 

一、 综述 

1、对建筑性质进行界定。如属于高层还是多层，属于一类高层还是二类高

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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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 筑 分 类                           表 3.0.1       

名

称 
一类 二类 

居

住

建

筑 

高级住宅 

十九层及十九层以上的普通住宅 
十层至十八层的普通住宅  

公

共

建

筑 

1.医院 

2.高级旅馆 

3.建筑高度超过50m或每层建筑面积超过 1000m
2
的商业楼、 

展览楼、综合楼、电信楼、财贸金融楼 

4.建筑高度超过 50m或每层建筑面积超过 1500m
2
的商住楼 

5.中央级和省级(含计划单列市)广播电视楼 

6.网局级和省级(含计划单列市)电力调度楼 

7.省级(含计划单列市)邮政楼、防灾指挥调度楼 

8.藏书超过 100万册的图书馆、书库 

9.重要的办公楼、科研楼、档案楼 

10.建筑高度超过 50m的教学楼和普通的旅馆、办公楼、科

研楼、档案楼等 

1.除一类建筑以外商业楼、展览楼、综

合楼、电信楼、财贸金融楼、商住楼、

图书馆、书库 

2.省级以下的邮政楼、防灾指挥调度楼、

广播电视楼、电力调度楼 

3.建筑高度不超过 50m的教学楼和普通

的旅馆、办公楼、科研楼、档案楼等 

 

2、依据业主要求及相应的国家标准及地方标准和行业标准，选择合适的消

防系统；医院消防可能用到的消防系统包括消火栓系统、喷淋系统、灭

火器、水喷雾系统、水幕系统、气体灭火系统，应根据建筑性质和相应

的建筑条件选择合适的灭火系统。无论高层还是多层，灭火器和消火栓

系统一般是必须设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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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选定系统后查询规范或设计手册等，通过计算确定设计参数。根据设计

参数选择设备，并向建筑专业和电气等其他专业提供土建条件和用电条

件等。 

4、所做设计均须在国家强制性规范和地方标准及行业标准允许的范围内，

不得违反。 

 

二、 消火栓系统 

1、设计参数计算： 

1）通过查阅规范分别确定室内和室外消火栓系统设计流量。参见 

表 7.2.2 

2）计算消火栓的保护半径 

sd LLR +=  

式中 R——消火栓保护半径（m） 

     dL ——水带敷设长度（m），考虑到水带的转弯曲折，应乘以折

减系数 0.8 

     sL ——水枪充实水柱在平面上的投影长度（m），一般取 0.7 kS  

注：7.4.6.2 消火栓的水枪充实水柱应通过水力计算确定，且建筑高度不超过

100m 的高层建筑不应小于 10m；建筑高度超过 100m 的高层建筑不应小

于 13m。 

3) 计算消火栓口所需压力，并确定是否需设置增压设备（最不利点消火

栓的静水压力小于 10m则需设置增压设备） 
消火栓口处所需的水压（消火栓直径为 65mm，水枪喷口直径为 19mm）。 

dqhx hHH +=  

其中： qH =
Hmf

Hmf
⋅−

⋅
ϕα

α
1

（kPa），阻力系数ϕ 和实验系数 fα 选用参见

下表： 
阻力系数ϕ 值 

)(mmd f  13 16 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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ϕ  0.0165 0.0124 0.0097 

系数 fα 值 

)(mH m  6 8 10 12 16 

fα  1.19 1.19 1.20 1.21 1.24 

 
 
水枪喷嘴的出流量 

xhq = qBH  

式中 xhq ——水枪的射流量，L/s 

xhq ——水枪水流特性系数，与水枪喷嘴口径有关，参见下表： 

水枪水流特性系数B   
水枪喷嘴直

径（mm） 
13 16 19 22 

B  0.346 0.793 1.577 2.836 
 

水带阻力损失 

102 ×⋅= xhdzd qLAh  

式中  dh ——水带水头损失，kPa 

dL ——水带长度，m 

zA ——水带阻力系数，参见下表 

水带阻力系数 zA 值 

水带直径 
水带材料 

50 65 80 
麻 织 
忖 胶 

0.01501 
0.00677 

0.00430 
0.00172 

0.00150 
0.0007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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消火栓给水系统的用水量                表 7.2.2       

消火栓用水量

(L/s) 
高 层 建 筑 类 别 

建筑 

高度 

(m) 室外 室内 

每根竖管

最小流量 

(L/s) 

每支水枪

最小流量 

(L/s) 

≤50 15 10 10 5 
普通住宅 

＞50 15 20 10 5 

≤50 20 20 10 5 

1.高级住宅 

2.医院 

3.二类建筑的商业楼、展览楼、综合楼、财贸金融

楼、电信楼、商住楼、图书馆、书库 

4.省级以下的邮政楼、防灾指挥调度楼、广播电视

楼、电力调度楼 

5.建筑高度不超过 50m的教学楼和普通的旅馆、办

公楼、科研楼、档案楼等 

＞50 20 30 15 5 

≤50 30 30 15 5 

1.高级旅馆 

2.建筑高度超过 50m或每层建筑面积超过 1000m
2
的

商业楼、展览楼、综合楼、财贸金融楼、电信楼 

3.建筑高度超过 50m或每层建筑面积超过 1500m
2
的

商住楼 

4.中央和省级(含计划单列市)广播电视楼 

5.网局级和省级(含计划单列市)电力调度楼 

6.省级(含计划单列市)邮政楼、防灾指挥调度楼 

7.藏书超过 100万册的图书馆、书库 

8.重要的办公楼、科研楼、档案楼 

9.建筑高度超过 50m的教学楼和普通的旅馆、办公

楼、科研楼、档案楼等 

＞50 30 40 15 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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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建筑高度不超过 50m，室内消火栓用水量超过 20L/s，且设有自动喷水灭火系统的
建筑物，其室内、外消防用水量可按本表减少 5L/s。 

 

4）按照最不利点消防竖管和消火栓的流量分配要求计算出设计流量，并

确定立管管径并计算出管路损失。 

xhxho HH =  

hHHH oxhxh +∆+=1  

式中 H∆ ——0-1点之间的消火栓间距（m） 

    h  —— 0-1管段水头损失(m) 
1点的水枪射流量为： 

11 BHqqxh =  

1
21

2

11 xhALdq
B
xhqhdHqHxh +=+=  

)1(1
2 ALd

B
q xh +=  

ALd
B

Hqxh dh

+
=∴

1
1

1
 

进行消火栓给水系统水力计算时，按系统图以枝状管路计算。 

消火栓给水系统所需总水压（ xH ）应为： 

zgdqb hhhHH +++=  

式中： bH ——消防水泵的压力（ OmH 2 ） 

          qH ——最不利点消防水枪喷嘴所需压力（ OmH 2 ） 

dh ——消防水带的水头损失（ OmH 2 ） 

gh ——管网的水头损失（ OmH 2 ） 

zh ——消防水池水面与最不利点消火栓之高差（ OmH 2 ） 

具体计算模式可参照以下例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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消火栓给水系统配管水力计算表                 

计算管

段 
设计秒流量

qx(L/S) 
管长（L） 
（m） 

DN 
（mm） 

V 
（m/s） 

i 
(kpa/m) 

iL 
kpa 

0-1 5.2 3.5 100 0.60 0.0806 0.282 
1-2 5.2+5.89=11.09 54.7 100 1.28 0.327 17.887 
2-3 2×11.09=22.18 10.0 100 2.56 1.2225 12.225 

管路总水头损失为 Hw=(0.282+17.887+12.225)×1.1 

=33.43kpa 

消火栓给水系统所需总水压（Hx）应为： 

Hb=H1 +Hxh+Hw=[24.3-(-0.7)]×10+212.3+33.43 

=495.73kpa 

按消火栓总用水量：  

Qx=22.18L/S=80m3/h 

 

2、消防水泵选择 

根据计算的设计流量和相应的扬程要求选择合适的消防泵，然后参照水

泵的性能曲线来确定所选择的水泵能否满足最大或最小的流量要求，确

定符合后向电气专业提送协作条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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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校核系统压力 

如果消火栓栓口静水压力大于 1.0Mpa，则应采用分区给水系统。消火栓

栓口的出水压力大于 0.5Mpa时，应采取减压措施。 

4、在布置各层消火栓时，尽量布置在楼梯和电梯附近，及走廊和其他明显

且便于取用的位置，并努力保持所有层的消火栓布置在相同的位置。高

层及甲乙类厂房室内消火栓间距不大于 30m，其他单层和多层则不应大

于 50 m。如果建筑专业要求安装，则应保证放置消火栓的位置便于建筑

专业将其包掉。同时需套结构图，防止立管穿梁的现象出现。消火栓应

尽量避免放置在强、弱电和其他不宜放置消火栓的地方（针对医院），如

DSA、高压氧仓等。消防水管也不能穿过以下房间：X光室、核磁共振、

CT室、血管摄影、后荷、伽马刀、直线加速器、回旋加速器等。 

三、 喷淋系统 
1、首先确定建筑危险等级（轻危险等级、中危险Ⅰ级、中危险Ⅱ级、严重危险
等级）。参见表 A确定火灾危险等级 

 
 

表 A 设置场所火灾危险等级举例 
火灾危险 
等级 

设置场所举例 

轻危险级 建筑高度为 24m及以下的旅馆、办公楼；仅在走道设置闭式系统的建筑等。 

Ⅰ 
级 

1)高层民用建筑：旅馆、办公楼、综合楼、邮政楼、金融电信楼、指挥调度楼、广
播电视楼(塔)等 

2)公共建筑(含单多高层)：医院、疗养院；图书馆(书库除外)、档案馆、展览馆(厅)；
影剧院、音乐厅和礼堂(舞台除外)及其他娱乐场所；火车站和飞机场及码头的建
筑；总建筑面积小于 5000m2的商场、总建筑面积小于 1000m2的地下商场等 

3)文化遗产建筑：木结构古建筑、国家文物保护单位等 
4)工业建筑：食品、家用电器、玻璃制品等工厂的备料与生产车间等；冷藏库、钢
屋架等建筑构件 

中危 
险级 

Ⅱ 
级 

1)民用建筑：书库、舞台(葡萄架除外)、汽车停车场、总建筑面积 5000m2及以上的

商场、总建筑面积 1000m2及以上的地下商场、净空高度不超过 8m、物品高度不超
过 3.5m的自选商场等 
2)工业建筑：棉毛麻丝及化纤的纺织、织物及制品、木材木器及胶合板、谷物加工、
烟草及制品、饮用酒(啤酒除外)、皮革及制品、造纸及纸制品、制药等工厂的备料
与生产车间 

严重 
危险 

Ⅰ级 
印刷厂、酒精制品、可燃液体制品等工厂的备料与车间、净空高度不超过 8m、物
品高度超过 3.5m的自选商场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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级 
Ⅱ级 

易燃液体喷雾操作区域、固体易燃物品、可燃的气溶胶制品、溶剂清洗、喷涂油漆、

沥青制品等工厂的备料及生产车间、摄影棚、舞台葡萄架下部 

Ⅰ 
级 
食品、烟酒；木箱、纸箱包装的不燃难燃物品等 

Ⅱ 
级 

木材、纸、皮革、谷物及制品、棉毛麻丝化纤及制品、家用电器、电缆、B组塑料
与橡胶及其制品、钢塑混合材料制品、各种塑料瓶盒包装的不燃物品及各类物品混

杂储存的仓库等 

仓库

危险

级 
Ⅲ 
级 

A组塑料与橡胶及其制品；沥青制品等 

注：表中的 A组、B组塑料橡胶的举例见《自动喷水灭火系统设计规范》附录 B。 

 

2、确定设计参数 

1)根据危险等级，选择喷水强度，作用面积等参数。参见表 5.0.1 
 

表 5.0.1 民用建筑和工业厂房的系统设计参数 

火灾危险等级 
净空高

度 
(m) 

喷水强度 
(L／min﹒

m2) 

作用面积 
(m2) 

轻危险级 4 
Ⅰ级 6 

中危险级 
Ⅱ级 8 

160 

Ⅰ级 12 
严重危险级 

Ⅱ级 

≤8 

16 
260 

注：系统最不利点处喷头的工作压力不应低于 0.05MPa。 

2）直立型、下垂型喷头的布置，包括同一根配水支管上喷头的间距及相邻配水

支管的间距，应根据系统的喷水强度、喷头的流量系数和工作压力来确定，且不

宜小于 2.4米。 

表 7.1.2同一根配水支管上的喷头间距及相邻配水支管的间距 

喷水强度 

L/min.m
2
 

正方形布置的

边长(m) 

矩形或平形四

边形布置的长

边边长(m) 

一只喷头保护

的最大面积 

(m
2
) 

喷头与端墙的

最大距离(m) 

 

4 4.4 4.5 20 2.2 

6 3.6 4.0 12.5 1.8 

8 3.4 3.6 11.5 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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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20 3.0 3.6 9.0 1.5 

注:1 仅在走道设置单排喷头的闭式系统,其喷头的间距应按走道地面不留漏喷

空白点确定; 

2 货架内喷头的间距不应小于 2m,且不应大于 3m。 

 

3）边墙形标准头的最大保护跨度与间距，应符合表 7.1.12的规定。 

表 7.1.12边墙形标准喷头的最大跨度与间距(m) 

设置场所火灾危险等级 轻危险级 中危险级 

配水支管是喷头的最大间距 3.6 3.0 

单排喷头的最大保护跨度 3.6 3.0 

两排相对喷头的最大保护跨度 7.2 6.0 

注:1两排喷头应交错布置; 

   2 室内跨度大于两排相对喷头最大保护跨度时,应在两排喷头中间增设一排

喷头. 

 

3、水力计算 

1）喷头喷水量 

Hkq =  

式中 q——喷头处节点流量，L/s 

    k——喷头流量系数，玻璃球喷头 k =0.133 或水压 H用 OmH 2 时

K=0.42 

H——喷头处水压，kPa 

2）系统设计流量 

作用面积内的设计秒流量   nqQs = （ n——作用面积内的喷头数） 

3）理论秒流量 

60
''qFQl =  

4）校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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比较 sQ 与 lQ，需符合 sQ =1.15~1.30 lQ  

5）从系统最不利点开始进行编号，直至水泵处，从节点 1开始，至水池

吸水管为止，进行水力计算。管段流量仅计算在作用面积范围的喷头，

作用面积外的喷头不计。 

4、自动喷淋泵的选择 

1）计算水头损失∑h，计算格式可参照以下实例： 

七层喷水系统计算表 
计算

管段 
设计秒

流量 
Q（L/S） 

管长

（L） 
(m) 

DN
（mm） 

V 
(m/s) 

单阻 
（kpa/m） 

沿程

水头

损失 
hy=iL 
(kap) 

水损

累计 
εhy 
(kpa) 

备注 

0-1 0.94 0.6 32 0.99 0.85 0.51  
1-2 1.88 4.56 40 1.50 1.54 7.01  
2-3 2.82 0.31 50 1.33 0.87 0.27  
3-4 3.76 1.81 50 1.77 1.50 2.72  
4-5 4.70 1.30 50 2.21 2.30 2.99  
5-6 5.64 1.50 65 2.66 3.27 4.90  
6-7 7.52 0.62 65 3.54 5.7 3.53  
7-8 8.46 1.36 65 2.40 1.94 2.63  
8-9 10.34 2.89 80 2.08 1.18 3.41  

9-10 10.34 6.15 100 1.19 0.29 1.76  
10-11 15.04 21.7 100 1.74 0.58 12.62  
11-12 15.04 60 150 0.79 0.08 4.89 47.24 

 
 
 

所有喷

头流量

取

0.94L/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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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 =1.3×47.24=61.4 kPa=6.14 m H2O 

2） 最不利点工作压力 oh （10m H2O或 5m H2O） 

3）计算最不利点与给水管或消防水泵的中心线之间的静水压 OmHZ 2，  

4）计算水泵扬程H  

    ∑ +++= ro hhhZH   （ rh ——湿式报警阀损失，取为 2m H2O） 

5）选泵 

5、 系统压力校核 

配水管和配水支管最大允许工作压力不大于 1.0Mpa，报警阀处不大于

1.20Mpa，否则需设置减压装置 

6、 一类高层中除游泳池、溜冰场、建筑面积小于 5m2的卫生间和不宜用水

扑救的部位以外，均需设自动喷水灭火系统。诸如自动扶手梯底部，空

调机房等均需设置自动喷水灭火系统 。而二类高层卫生间和空调机房则

不需自动喷水灭火系统。而单层和多层建筑则卫生间、自动扶手梯底部、

和空调机房均不需设置喷淋。（针对医院）后荷、伽马刀、直线加速器、

回旋加速器、X 光、核磁共振、CT、血管摄影等贵重仪器室均不能设置

自动喷水灭火系统。而浴厕等场所则不需设置自动喷水灭火系统。 

 

四、 灭火器 

1、灭火器配置场所的火灾种类可划分为以下五类： 

1） A类火灾：固体物质火灾。 

2） B类火灾：液体火灾或可熔化固体物质火灾。 

3）C类火灾：气体火灾。 

4）D类火灾：金属火灾。 

5）E类火灾(带电火灾)：物体带电燃烧的火灾。 

2、危险等级划分： 

民用建筑灭火器配置场所的危险等级，应根据其使用性质，人员密集程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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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电用火情况，可燃物数量，火灾蔓延速度，扑救难易程度等因素，划分

为以下三级： 

1）严重危险级：使用性质重要，人员密集，用电用火多，可燃物多，起

火后蔓延迅速，扑救困难，容易造成重大财产损失或人员群死群伤的场所； 

2）中危险级：使用性质较重要，人员较密集，用电用火较多，可燃物较

多，起火后蔓延较迅速，扑救较难的场所； 

3）轻危险级：使用性质一般，人员不密集，用电用火较少，可燃物较少，

起火后蔓延较缓慢，扑救较易的场所。 

4）民用建筑灭火器配置场所的危险等级举例见下表 
民用建筑灭火器配置场所的危险等级举例 

危险等级 举          例 

1． 县级及以上的文物保护单位、档案馆、博物馆的库房、展览室、

阅览室 

2． 设备贵重或可燃物多的实验室 

3． 广播电台、电视台的演播室、道具间和发射塔楼 

4． 专用电子计算机房 

5． 城镇及以上的邮政信函和包裹分检房、邮袋库、通信枢纽及其电

信机房 

6． 客房数在 50 间以上的旅馆、饭店的公共活动用房、多功能厅、

厨房 

7． 体育场（馆）、电影院、剧院、会堂、礼堂的舞台及后台部位 

8． 住院床位在 50 张以上的医院的手术室、理疗室、透视室、心电

图室、药房、住院部、门诊部、病历室 

9． 建筑面积在 2000m
2
及以上的图书馆、展览馆的珍藏室、阅览室、

书库、展览厅 

10．民用机场的候机厅、安检厅及空管中心、雷达机房 

11．超高层建筑和一类高层建筑的写字楼、公寓楼 

12．电影、电视摄影棚 

13．建筑面积在 1000m
2
及以上的经营易燃易爆化学物品的商场、商店

的库房及铺面 

14．建筑面积在 200m
2
及以上的公共娱乐场所 

严重危险

等级 

15．老人住宿床位在 50张及以上的养老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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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6．幼儿住宿床位在 50张及以上的托儿所、幼儿园 

17．学生住宿床位在 100张及以上的学校集体宿舍 

18．县级及以上的党政机关办公大楼的会议室 

19．建筑面积在 500m
2
及以上的车站和码头的候车（船）室、行李房 

20．城市地下铁道、地下观光隧道 

21．汽车加油站、加气站 

22．机动车交易市场（包括旧机动车交易市场）及其展销厅 

23．民用液化气、天然气灌装站、换瓶站、调压站 

1． 县级以下的文物保护单位、档案馆、博物馆的库房、展览室、阅

览室 

2．一般的实验室 

3．广播电台电视台的会议室、资料室 

4．设有集中空调、电子计算机、复印机等设备的办公室 

5．城镇以下的邮政信函和包裹分检房、邮袋库、通信枢纽及其电信

机房 

6．客房数在 50间以下的旅馆、饭店的公共活动用房、多功能厅和厨

房 

7．体育场（馆）、电影院、剧院、会堂、礼堂的观众厅 

8． 住院床位在 50 张以下的医院的手术室、理疗室、透视室、心电

图室、药房、住院部、门诊部、病历室 

9． 建筑面积在 2000m
2
及以下的图书馆、展览馆的珍藏室、阅览室、

书库、展览厅 

10．民用机场的检票厅、行李厅 

11．二类高层建筑的写字楼、公寓楼 

12．高级住宅、别墅 

13．建筑面积在 1000m
2
及以下的经营易燃易爆化学物品的商场、商店

的库房及铺面 

14．建筑面积在 200m
2
及以下的公共娱乐场所 

15．老人住宿床位在 50张及以下的养老院 

16．幼儿住宿床位在 50张及以下的托儿所、幼儿园 

17．学生住宿床位在 100张及以下的学校集体宿舍 

18．县级及以下的党政机关办公大楼的会议室 

19．学校教室、教研室 

中危险等

级 

20．建筑面积在 500m
2
以下的车站和码头的候车（船）室、行李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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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1．百货楼、超市、综合商场的库房、辅面 

22．民用燃油、燃气锅炉房 

23．民用的油浸变压器室和高、低压配电室 

1．日常用品小卖店及经营难燃烧或非燃烧的建筑装饰材料商店 

2．未设集中空调、电子计算机、复印机等设备的普通办公室 

3．旅馆、饭店的客房 

4．普通住宅 

轻危险等

级 

5． 各类建筑物中以难燃烧或非燃烧的建筑构件分隔的并主要存贮难

燃烧或非燃烧材料的辅助房间 

 

3、灭火器的最大保护距离 

1）设置在 A类火灾场所的灭火器，其最大保护距离应符合下表的规定。 

         灭火器型式 

危险等级 
手提式灭火器 推车式灭火器 

严重危险等级 15 30 

中危险等级 20 40 

轻危险等级 25 50 

2）设置在 B、C类火灾场所的灭火器，其最大保护距离应符合下表的规定。 

         灭火器型式 

危险等级 
手提式灭火器 推车式灭火器 

严重危险等级 9 18 

中危险等级 12 24 

轻危险等级 15 30 

3）D类火灾场所的灭火器，其最大保护距离应根据具体情况研究确定。 

4）E类火灾场所的灭火器，其最大保护距离不应低于该场所内 A类或 B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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类火灾的规定。 

      机动车车库和医院手术室、理疗室、透视室、心电图室、药房、住

院部、门诊部、病历室为严重危险等级，灭火器的最大保护半径不超过

12m，其他场所为中危险等级，灭火器的最大保护半径不超过 15m。一般

组合式消火栓箱内都设有一组灭火器，布置灭火器时只需补足缺少的部分

即可。而面积比较大的高、低压配电间可以设置推车式灭火器。 

4、灭火器的最低配置基准 

1）A类火灾场所灭火器的最低配置基准应符合下表的规定。 

危险等级 严重危险等级 中危险等级 轻危险等级 

单具灭火器最小配置灭

火级别 
3A 2A 1A 

单位灭火级别最大保护

面积（m2/A） 
50 75 100 

2）B、C类火灾场所灭火器的最低配置基准应符合下表的规定。 

危险等级 严重危险等级 中危险等级 轻危险等级 

单具灭火器最小配置灭

火级别 
89B 55B 21B 

单位灭火级别最大保护

面积（m2/A） 
0.5 1.0 1.5 

3）D 类火灾场所的灭火器最低配置基准应根据金属的种类、物态及其特

性等研究确定。 

4）E 类火灾场所的灭火器最低配置基准不应低于该场所内 A类(或 B类)

火灾的规定。 

五、 水幕系统 

水幕系统一般设置在不方便设置防火卷帘的区域，通过水幕来达到分

割防火分区的目的。一般可以通过加密自动喷水灭火系统喷头密度的方式来

取代。水幕系统的设计基本参数应符合表 5.0.10的规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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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5.0.10  水幕系统的设计基本参数 

水幕类别 
喷水点高度 

(m) 

喷水强度 

(L/s⋅m) 

喷头工作压力 

(MPa) 

防火分隔水幕 ≤12 2 

防护冷却水幕 ≤4 0.5 
0.1 

注：防护冷却水幕的喷水点高度每增加 1m，喷水强度应增加 0.1L/s⋅m，但

超过 9m时喷水强度仍采用 1.0L/s⋅m。 

其他计算和喷林系统相同，在此不再赘述。 

 

六、 气体灭火 

      一般运用在不宜用水灭火系统的区域，如高、低压变配电室。可以采用

FM200,CO2等气体灭火，但不得采用卤代烷 1211，1301灭火系统。此部

分一般由专业厂商来设计，在此不再赘述。 

 

Ⅳ、热水系统：说明采取的热水供应方式，系统选择，水温、水质、热源、加热

方式及最大小时用水量和耗热量等。说明设备选型、保温、防腐的技术措施等。

当利用余热或太阳能时，尚应说明采用的依据，供应能力，系统形式，运行条件

及技术措施等。 

一、设计程序： 

1、设计热水流量 

2、水加热器的选择 

3、计算热水系统供水损失 

4、管道热量损失计算 

5、循环流量的计算 

6、循环损失计算 

7、循环泵的选择 

8、热水小时耗热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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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热媒量计算 

二、设计步骤： 

1、设计流量的确定 

1）据使用热水的卫生器具数计算 

 Q=∑ bnqk hr 0    （本公式与建筑给排水设计规范中不同，规范中没有混合系统） 

Q ——设计小时热水量 L/h 

qh——卫生器具的热水小时定额 

n0 ——同类卫生器具数 

b ——同时使用卫生器具百分数，公共浴室和工业企业生活间，学校剧院，体育

馆等淋浴器和洗脸盆按 100%，旅馆客房卫生间浴盆按 30~50%其它器具不计；

医院、疗养院按 25~50%其它器具不计。 

Kr——热水混合系数 

1
1

tt
ttK

h

r
r −

−
=  

tr——热水系统供水 

th——水混合后卫生器具出水温度 

tl——冷水计算温度 

注:用水定额为 60度供水,当供水温度不同时要进行换算. 

2、水加热器的选择 

由 tr 、 tl 、Q 以及建筑物的性质，和供水情况选择加热器的类型。 

3、计算热水系统供水损失，校核高位水箱是否可以满足供水压力(开式水箱供水

时) 

ji HHH +>  

H ——水箱与最不利点的高差 m 

Hi——从水箱到加热器,从加热器到最不利点的沿程局布损失 H2Om 

Hj——水加热器的损失 H2Om 

4、管道热量损失 

1）假定系统最不利点计算温度.取 55度(不宜低于 50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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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将水加热器到最不利点管展开计算露在空气中面积 S 

3）计算温降比(T1-T2)/S 

4）计算各节点温度,并计算各管段的热量损失 

)2/))((1(14.3 1tttDLKq zcs −−−= η  

qs——计算管段热损失 W 

D——管道外径 m 

L——管道长度 m 

ŋ——保温系数,无保温取 0.一般保温取 0.6.较好保温取 0.7~0.8 

K——无保温钢管传热系数 11.6W/m
2
.C 

tc——进入该管温度 

tz——出该管温度 

tj——环境温度 

tj   值 

管道敷设情况 tj 

有采暧房间内明装 18~20 

有采暧房间内暗装 30 

敷设在不采暖房间顶棚内 采用 1月份室外平均温度 

敷设在不采暖房间地下室 5~10 

敷设在室内地沟 35 

 

QS=∑Q  

QS——管段上的总损失 W 

Q——各管段上的损失 W 

 

热水配水管网热损失计算 

节点 管段 管长 m 外径 mm 保温系数 节点温度 平均温度 空气温度 温差 热损失 w 循环流量 l/s 
1         55           

  1~2 3 33.5 0.75   55.0435 20 35.044 32.07   

2         55.087 0   0 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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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3 3 42.25 0.75   55.1935 20 35.194 40.62   

3         55.3 0   0 0   

  3~4 3 48 0.75   55.345 20 35.345 46.347   

4         55.39 0   0 0   

  4~5 3 48 0.75   55.44 20 35.44 46.471   

5         55.49 0   0 0   

  5~6 3 60 0.75   55.6 20 35.6 58.351   

6         55.71 0   0 0   

  6~7 3 60 0.75   55.815 20 35.815 58.704   

7         55.92 0   0 0   

  7~8 5 60 0.75   56.035 20 36.035 98.44   

8         56.15 0   0 0   

  8~9 8 60 0.75   56.259 20 36.259 158.48   

9         56.368 0   0 0   

  9~10 12 75.5 0.75   56.664 20 36.664 302.48   

10         56.96 0   0 0   

  10~11 35 88.5 0.75   58.48 20 38.48 1085.4   

11         60       0   

 

5、循环流量 

tC
Q

q
B

s
x ∆

=  

qx ——总循环流量 L/S 

QS  ——总热量损失 W（也可按设计小时耗热量的 5%~10%） 

Δt——进出热水温差 

CB  ——水的比热 4190J/Kg 

F、循环流量通过各节点的温度。当最不利点温度低于 50（40）时。 

  解决方法：提高保温标准，增加循环流量。 

注：各节点流量，以每条干管的热损失和与总热损失和的比来确定各节点设计循

环流量。 

6、循环水头损失计算 

jxp hHHH ++=  

H ——循环管的总水头损失 Kpa 

pH ——循环水在配水管网中的总损失 Kp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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xH ——循环水在回水管网中的总损失 Kpa 

jh ——循环流量通过水加热器的水头损失 Kpa 

注：循环水头计算过程中，只计循环流量通过最不利管的损失来计。 

 

循环水损失（例表） 

循环水头损失计算表 

管段 编号 管长 m 管径 mm 循环流量 L/S 流速 m/s 沿程损失 Kpa 

1~2 3 25 0.049 0.099873 0.039820558 

2~3 3 32 0.049 0.060957 0.011634365 

3~4 3 40 0.049 0.039013 0.003884211 

4~5 3 40 0.049 0.039013 0.003884211 

5~6 3 50 0.049 0.024968 0.001313381 

6~7 3 50 0.049 0.024968 0.001313381 

7~8 3 50 0.049 0.024968 0.001313381 

8~9 8 50 0.049 0.024968 0.00350235 

9~10 12 70 0.099 0.025738 0.003579236 

配水管路 

10~11 35 80 0.149 0.029658 0.011282794 

1~1' 8 25 0.049 0.099873 0.106188154 

1'~1'' 5 32 0.099 0.123159 0.071226161 回水管路 

1''~11 15 40 0.149 0.118631 0.149031634 

 

7、循环泵的选择 

计算循环流量为 Qr>循环流量 

计算循环总水头时,考虑附加一定流量的损失 

xp
x

fx
b HH

q
qq

H −
−

= 2)(  

Hb——循环水泵扬程 KPA 

qx——循环流量 L/S 

qf ——循环附加流量,一般为设计小时用水量的 15%L/S 

Hp——循环水在配水管网中的总损失 Kpa 

Hx——循环水在回水管网中的总损失 Kpa 

循环泵选取管道泵,一备一用。 

8、热水小时耗热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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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QttCQ rr )( 15 −=  

Q ——设计小时耗热量 KJ/h 

CB ————水的比热一般 4.19kj/Kg.C  

tr ——热水温度（水加热器出口温度）  

tl  ——冷水温度 （水加热器进口温度） 

Qr  ——设计小时热水量 L/h 

9、热媒量计算 

1）采用蒸气直接加热时，蒸气耗量计算 

 
hr

m Qi
QG

−
= )2.1~1.1(  

mG  ——蒸气直接加热时的蒸气耗量 Kg/h 

Q——设计小时耗量 KJ/h 

i ——蒸气热焓 KJ/Kg按蒸气绝对压力从下表查得 9-8. 

hrQ ——蒸气与冷水混合后的热焓 KJ/Kg可按 Qhr=CB*tr 

tr ——热水温度 

CB  ——水的比热.4.19KJ/Kg 

热水管道的流速 

公称直径 15~20 25~40 >50 

流速 M/S <0.8 <1.0 <1.2 

饱和水蒸气性质(9-8) 

热焓 KJ/Kg 绝对压力 

pa(kgf/cm
2
) 

水蒸气温度 

(
0
C) 液体 蒸气 

水蒸气的气化

热 KJ/Kg 

1x10
5
(0.33) 100 419 2679 2260 

1.96x10
5
(2) 119.6 502 2707 2205 

2.96x10
5
(3) 132.9 559 2726 2167 

3.92x10
5
(4) 142.9 601 2738 213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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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9x10
5
(5) 151.1 637 2749 2112 

5.88x10
5
(6) 158.1 667 2757 2090 

6.86x10
5
(7) 164.2 694 2767 2073 

7.84x10
5
(8) 169.6 718 2773 2055 

8.82x10
5
(9) 174.5 739 2777 2038 

 

2）采用蒸气间接加热时，蒸气耗量计算 

   Gmh=(1.1~1.2)Q/rh 

Gmh——蒸气直接加热时的蒸气耗量 Kg/h 

Q  ——设计小时耗量 KJ/h 

 rh  ——蒸气的气化热,按表 9-8 

3）采用的热媒为热水时,热媒的耗量的计算 

        
)(

)2.1~1.1(
mzmcB

ms ttC
QG

−
=   

msG ——热媒热水耗量 Kg/h 

Q——设计小时耗量 KJ/h 

BC  ——水的比热.4.19KJ/Kg 

mct —— 热媒供水温度
0
C           

tmz —— 热媒出水温度
0
C 

注:热媒供水温度和出水温度不得相差 10
0
C 

求的热媒耗量后,由暧通专业人员选择相应锅炉. 

注：1、水管网上在下列管段上，应设止回阀 

   1）水加热器或贮水罐的冷水供水管； 

   2）机械循环回水管上； 

   3）冷热水混合器的冷热水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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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热水上下列管段上应装阀门： 

   1）与配水、回水干管连接的分管； 

   2）配水立管和回水立管上； 

   3）从立近接出的支管； 

   4）3个及 3个以上的配水点的配水管； 

   5）与热水设备、水处理设备及温度、压力等控制阀件连接处的管段上按其要 

   6）下行上给的供水管网，最低点无配水点，要加泄水阀。要求配置阀门。 

 3、上行下给供水系统的排气： 

   1）应在配水干管最高点上设置排气阀； 

   2）下行上给配水系统，可利用最高配水点排气； 

4、保温与管道热胀冷缩： 

1）管道热伸缩量 

δL=a(t2-t1)L 

δL——管道伸长量 mm 

L——计算管道长度 m 



给水排水设计手册 
 

 39 

t2——管道中热水最高温度 

t1——安装环境最底温度，室内取-5，室外应按冬季采暧室外温度 

a ——金属的线膨胀系数（mm/m.C） 

      钢管取 0.02 

室内带有支管的热力干管的直线管段,允许不装伸缩器的最大长度 

热水温度 60 70 80 90 95 10

0 

110 120 130 140 143 

蒸气压力 MPA       0.05 0.1 0.18 0.27 0.3 

民用建筑 50 44 39 35 33 32 29 27 24 22 22 

工业建筑 94 55 49 44 42 40 37 32 30 28 28 

注:本表上按固定点到自由端,各立管与干管连接点位移不超过下列值编制的。 

   民用建筑   40mm 

   工业建筑   50mm 

2）常见保温材料及厚度 

   超细玻璃棉 导热系数为 0.0407W/m.C 

   玻璃棉     导热系数为 0.051W/m.C 

   矿渣棉     导热系数为 0.059W/m.C 

   水泥珍株岩 导热系数为 0.070W/m.C 

   水泥珍株岩 导热系数为 0.1047W/m.C 

保温材料的厚度,与保温要求和管径有关,保温程度越高,保温越厚;管径越大,

保温越厚。 

  常用的厚度，小等于 40管   25 30 35 40 

大等于 20管   35 40 50 55 60 65 70 

Ⅴ、排水系统：说明排水系统选择，生活和生产污（废）水排水量，室外排放条

件。屋面雨水的排水系统选择及室外排放条件，采用的降雨强度和重现期。 

A、排水系统的设计 

一、设计程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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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根据建筑的性质,以及当地的环保要求选择排水方式：合流制、分流制 

2、排水横支管的计算 

3、排水立管的计算 

4、排水横干管及排出管的计算. 

5、集水坑的设置 

6、排污泵的选择 

7、化粪池的选择 

8、隔油池的计算选择 

二、设计计算过程： 

1、排水支管的计算 

1） 住宅、集体宿舍、旅馆、医院、办公楼和学校等建筑用水设备不集中，用水

时间长，同时排水百分数随数量增加而减少。 

qu=0.12a +Np qmax                 

 qu  -----计算管段上的设计流量，L/s 

 Np  ----计算管段上卫生器具排水当量总数； 

 qmax-----计算管段上排水量最大的一个卫生器具的排水量 L/s 

 a   -----根据建筑用途而定的系统，宜按 6-1确定。 

建筑用途而定系数 a 6-1 

建筑物的名称 
集体宿舍、旅馆、和其它公共

建筑的公共洗浴室和卫生间 

住宅、旅馆、医院、疗养院、

体养所的卫生间 

a 1.5 2.0~2.5 

注：起始管段上因连接卫生器具较少时，计算结果会大于所接卫生器具总和，这

时以所接管的总和作为设计秒流量。 

2） 工业企业生活间、公共浴室、洗衣房、公共食堂、影剧院、体育场等建筑的

卫生设备使用集中。 

∑= bqnq ou   

  qu------计算管段上的设计流量，L/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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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q -------同类型的一个卫生器具排水流量 L/s   

  n0------ 同类卫生器具数；   

  b ------卫生器具同时排水百分数，冲洗水箱大便器按 12%其它同给水 

根据当量和设计流量结合卫生器具所接最管径确定支管管径(与排水横干管相同,

查表 6-1) 

说明：以上公式适用于生活污水和生活废水。 

最水管径来确定排水支管 

序号 卫生器具 排水流量 当量 管径 最小坡度 备注 

1 污水盆 0.33 1.0 50 0.025  

2 洗手盆 0.10 0.3 50 0.020  

3 大便器 1.50 4.5 100 0.012  

4 小便器 0.05 0.15 50 0.020  

生活污水管道的坡度(塑料管) 

管径 通用坡度 最小坡度 

50 0.035 0.025 

75 0.025 0.015 

100 0.020 0.012 

125 0.015 0.010 

150 0.010 0.007 

200 0.008 0.0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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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排水立管的计算 

1）住宅、集体宿舍、旅馆、医院、办公楼和学校等建筑用水设备不集中，用水

时间长。 

qu=0.12a +Np qmax                 

 qu -----计算管段上的设计流量，L/s 

 Np ----计算管段上卫生器具排水当量总数； 

 qmax----计算管段上排水量最大的一个卫生器具的排水量 L/s 

 a  ----根据建筑用途而定的系统，宜按下表确定。 

2）工业企业生活间、公共浴室、洗衣房、公共食堂、影剧院、体育场等建筑的

卫生设备使用集中。 

qu= ∑q  x n0xb 

  qu------计算管段上的设计流量，L/s 

  q -------同类型的一个卫生器具排水流量 L/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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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n0------ 同类卫生器具数；   

  b ------卫生器具同时排水百分数，冲洗水箱大便器按 12%其它同给水 

根据立管设计流量选取排水方式与管径 

立管水力计算表(例表) 

卫生器具数量 管段

编号 浴盆 

Np=3 

洗脸盆 

Np=0.75 

当量总数 

（Np） 

设计秒

流量 

qu(L/s) 

管径 DN

（mm） 

备注 

4-5 11 11 41.25 2.9 110 

4`-5 15 8 53.8 3.2 110 

4’-5 10 18 43.5 2.9 110 

qu=0.12

5.2
max

=

+

α

α

取

qNp

 

立管一不需各节点计算,从底到顶管径一致。 

排水立管最大允许排水量 

管径 通气情况 立管工

作高度 50 75 100 125 150 

普通伸顶  1.0 2.5 4.5 7.0 10.0 

设有专用通气立管通气   5.0 9.0 14.0 25.0 

特制配件伸顶通气    6.0 9.0 13.0 

小于 2 1.00 1.70 3.80   

3 0.64 1.35 2.40   

4 0.50 0.92 1.76   

5 0.40 0.70 1.36   

6 0.40 0.50 1.00   

7 0.40 0.50 0.76   

无通气 

大于 8 0.40 0.50 0.64   

3）通气管的计算 

 单立管排水系统的伸顶通气管可与污水管相同,但在最冷月平均气温低于-13度

的地区,为防止结霜,应在室内吊顶 0.3米下放大一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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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气管最小管径 

污水管管径 
通气管名称 

32 40 50 75 100 125 150 

器具通气管 32 32 32  50 50  

环形通气管   32 40 50 50  

通气立管   40 50 75 100 100 

4）汇合通气管的计算: 

2
max

2 25.0 jddDN ∑+>   

DN ——通气干管和总伸顶通气管管径 mm 

dmax——最大一根通气管管径 mm 

dj   ——其余通气管管径 mm 

3、排水横干管及排出管的计算 

1) 设计流量的计算 Q 

Q——同立管设计流量的计算 L/S 

废水横管水力计算表(例表) 

卫生器具数量 
管段编

号 
洗脸盆 

（Np=0.75） 

当量

总数 

（Np） 

设计秒

流量 

qu(L/s) 

管径 DN

（mm） 

坡度 

i 
备注 

5-6 22 16.5 1.475 110 0.004 

6-7 44 33 1.95 110 0.004 

7-8 66 49.5 2.35 110 0.004 

qu=0.12×2.5

25.0+Np  

排水横干管的最小坡度和最大设计充满度（塑料管） 

外径 mm 最小坡度 最大充满度 

110 0.004 0.5 

125 0.0035 0.5 

160 0.003 0.6 

200 0.003 0.6 

 



给水排水设计手册 
 

 45 

建筑内部排水塑料管水力计算表（n=0.009）表 6-2 

h/D=0.5 h/D=0.6 

de=50 de=75 de=110 de=160 坡度 

q v q v q v q v 

0.002       6.48 0.60 

0.004     2.59 0.62 9.68 0.85 

0.006     3.17 0.75 11.86 1.04 

0.007   1.21 0.63 3.43 0.81 12.80 1.13 

0.010   1.44 0.75 4.10 0.97 15.30 1.35 

0.012 0.52 0.62 1.58 0.82 4.49 1.07 16.77 1.48 

0.015 0.58 0.69 1.77 0.92 5.02 1.19 18.74 1.65 

0.020 0.66 0.80 2.04 1.06 5.79 1.38 21.65 1.9 

0.026 0.76 0.91 2.33 1.21 6.61 1.57 24.67 2.17 

0.030 0.81 0.98 2.50 1.30 7.10 1.68 26.51 2.33 

0.035 0.88 1.06 2.70 1.40 7.67 1.82 28.63 2.52 

0.040 0.94 1.13 2.89 1.50 8.19 1.95 30.61 2.69 

0.045 1.00 1.20 3.06 2.59 8.69 2.06 32.47 2.86 

0.050 1.05 1.27 3.23 1.68 9.16 2.17 34.22 3.01 

0.060 1.15 1.39 3.53 1.84 10.04 2.38 37.49 3.30 

0.070 1.24 1.50 3.82 1.98 10.84 2.57 40.49 3.56 

0.080 1.33 1.60 4.08 2.12 11.59 2.57 43.29 3.81 

注：表中单位 q-L/s v-m/s de-mm。 

4、集水坑的设计： 

   消防电梯下集水坑不宜小于 2m
3
  消防泵流量不得小于 10L/S 吸水管流速

1.0~1.2m/s出水管在 1.2~1.5m/s之间。 

地下室污水集水坑的设计： 

V=1.2Q/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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Q—— 立管最大时设计流量(注水泵启动次数为 6次时) 

集水坑上应设一根直接通向室外的通气管。 

注:如与集水坑同房间内有敞开水池,则集水坑要强制排风. 

集水池一般有效水深为 1~1.5米,保护高度为 0.3~0.5米,在集水坑上一般要设一

DN25的给水管。用于冲洗集水坑内的沉淀物。 

注:1集水坑底应有 0.05坡度,坡向水泵,集水坑的深度与平面尺才应按水泵类型来确定。 

2 集水坑设计最底水位，应满足水泵吸水要求。 

3 集水坑应设置水位指示器，必要时应设置超警戒水位报警装置，将信号到物业

管理中心。 

5、污水泵的选择： 

1）建筑物内污水水泵的流量应按生活排水设计秒流量来选定，当有集水坑时，

可按最大时流量选定。 

2）扬程满足出水附加 2米的出水水头即可。 

注：水泵每小时不得启动数超过 6次（自动启动） 

水泵运行时间不得大于 5min 

6、化粪池的计算与选择: 

V=cN( Tatq
×+

× 48.0
24

  )x10
-3
 

V —— 化粪池有效容积 m
3
 

N ——设计总人数(或床位数、坐位数) 

c ——使用卫生器具人数占总人数的百分比，与建筑性质有关，医院、疗养院、

有住宅的幼儿园取 100%；住宅、集体宿舍、旅馆取 70%；办公室、教学楼、工业

企业活动间取 40%；公共食堂、影剧院、体育馆和其它类似公共建筑场所取 10%。 

q  每人每天排出量 L/人 d，当生活污水与废水合流时，与生活用水量相同，分

开时取 20~30L/人*d  

a  每人每日污泥量，当生活污水与废水合流时，取 0.7L/d人,分流时 0.4/d人 

t  污泥在化粪池中停留时间取 12~24小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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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 污泥清掏周期 取 3~12个月 

化粪池的保护容积一般由保护高度来提供.保护高度一般为 250~450mm 

7、隔油池的设计 

TQV ××= 60  

vQA /=  

AVL /=  

hAb /=  

V——隔油井有效容积 3m  

Q——含油污水设计流量 sm /3  

T—— 污水在隔油井中停留时间min  

v——污水隔油井中水平流速 sm /  

A——隔油井中过水断面积 2m  

B——隔油井的宽度m  

H——隔油井有效水深,取大于 0.6m 

隔油池常用设计参数 

含油污水种类 停留时间 min 水平流速 m/s 

含食用油污水 2~10 小于等于 0.005 

含矿物油污水 0.5~1.0 0.002~0.010 

污水横管的直线段上检查口与检查口之间最大距离 

距离 

管径 清扫设备类型 
生产费水 生活污水 

含大量悬浮物和沉淀

物的生产污水 

50~75 
检查口 

清扫口 

15 

10 

12 

8 

10 

6 

100~150 
检查口 

清扫口 

20 

15 

15 

10 

12 

8 

200 检查口 25 20 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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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 排水横管上设清扫口,宜将清扫口与楼板或地坪上,且与地面相平。 

在管径小于 100排水管上设置清扫口，清扫口尺寸与管道同径，管径大于 100的管上设

置时，应采用 100的。 

B、雨水设计 

一、外排水 

1、普通外排水设计程序 

 1）根据建筑确定屋面分水线,计算每条天沟或檐沟的汇水面积 

 2）计算天沟过水面积 

 3）计算天沟的水流速度 

 4）求天沟的最大泄流量 

 5）确定重现期,并计算 5分钟暴雨强度 

 6）计算每个汇水区域的雨量 

 7）根据雨水量确定每个汇水区域立管及数量 

2、设计步骤 

1）天沟的汇水面积: 

 天沟服务范围内屋面水平投影的面积 F(m
2
) 

 高出屋面的侧侧墙的汇水面积计算： 

①一面侧墙，按侧墙面积的 50%折算成汇水面积； 

②两面邻墙，按两面侧墙的平方的平方根 22 ba + 的 50%折算成汇水面积； 

③两面相对等高的侧墙，可不计汇水面积； 

④两面相对不等高的侧墙，按高出低墙以上面积的 50%折算汇水面积； 

⑤三面侧墙，按最低墙顶以下的中间墙面积的 50%加上 2，4两种情况的面积； 

⑥四面侧墙，最低墙顶以下的不计，增加 1，2，4，5的情况的面积； 

2）过水面积 m
2
 

HBW ×=  

 W——天沟过水面积 2m  

 B——天沟的宽度 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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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H——天沟的高度m  

3）天沟流速 sm /  

   2
1

3
21 IR

n
V =  

V——天沟流速 sm /  

R——天沟水力半径 

I——天沟的坡度 0.003~0.006 

HB
WR

2+
=  

4）天沟最大泄流量 Q )/( sL  

VWQ ×=  

5） 5q  的确定 

PPtP
Pq lg71.082.0

3.0

5 )lg710(lg
)42.0(2.33
+++

−
=  

 根据不同地区的暴雨强度公式计算 5q （ 2410/ msL −× ） 

 也可根据建筑给排水设计手册查得。 

6）每个汇水区域设计雨量 L/s 

FqQ ×= 5     

7）根据每支立管的最大泄流量及建筑立面确定立管的数量和管径。 

保证每支立管排水量都不大于最大泄流量。 

雨水立管最大设计泄流量 

管径 75 100 125 150 200 

最大泄流量 L/S 9 19 29 42 75 

注：天沟末端设溢流口，溢流口比天沟低 50~100mm，溢流口不得影响行人。 

 

二、内排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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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设计程序 

1）根据建筑性质确定暴雨重期,计算 5分钟暴雨强度 

2）换算为小时降雨厚度 

3）由屋面坡度确定渲泄系数 

4）根据建筑确定分水线,并计算汇水面积 

5）折算为渲泄系数为 1的汇水面积 

6）由渲泄系数为 1的汇水面积和小时降雨厚度选择雨水斗 

7）由渲泄系数为 1的汇水面积折算为 H=100的汇水面积 

8）由渲泄系数为 1的汇水面积折算为 H=100的汇水面积选择悬吊管 

9）由渲泄系数为 1的汇水面积和小时降雨厚度选择立管 

10）排出管一般与立管管径相同,如果为了改善整个雨水系统的渲泄能力可放大

一级 

11）由渲泄系数为 1的汇水面积折算为 H=100的汇水面积选择埋地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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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设计步骤 

1） 5q 的计算 

  根据全国暴雨强度公式计算 5q （ 2410/ msL −× ） 

  根据建筑给排水手册也可以查得。 

2) 由 5q 计算出小时降水厚度 Hmm 

       10000/36005 ×= qH  

3) 由屋顶坡度选出渲泄系数 

屋面坡度小于 2.5%时 K=1,当屋面坡度大于等于 2.5%时,K=1.5~2.0 

4) 根据建筑分水线计算屋面汇水面积 F(m
2
) 

5) 当渲泄系数不为 1时,将 F折算为 K=1时的 F1 

KFF ×=1  

6) 根据得出的 F1与降雨厚度 H,选择雨水斗,查表 7-1。 

7) 计算降雨厚度为 100时的 F2 

              100/12 HFF ×=  

8) 由 2F 选出悬吊管.(管径不小于连接管,但不大于 300,坡度不小于 0.005,查表

7-2 

9) 由 H与 F1选择立管查表 7-3 

10) 排出管与立管,管径相同,当满足室外标高时,可以放大一级查表 7-2。 

11) 根据建筑性质选择埋地管的形式,并由 F2选取,埋地管在 DN200~DN600 

敞开式,埋地管坡度不得小于 0.003,其最大允许充满度 300为 0.5,350~600时为

0.65，大于等于 500时为 0.8.查表 7-4,7-5 

汇水面积重现期 

汇水区域名称 设计重现期 

居住小区 1~3 
室外 

车站、码头、机场的基地 2~5 

一般性建筑屋面 2~5 
屋面 

重要公共建筑屋面 10 



给水排水设计手册 
 

 52 

雨水检查的最大间距 

管径 最大间距 

150 20 

200~300 30 

400 40 

天等于 500 50 

注：重力流流雨水排水系统长度大于 15米的雨水悬吊管，应设检查口 。 

     

K=1雨水斗最大允许汇水面积(m
2
)表 7-1 

小时降雨厚度 mm/h 系统

形式 

雨水斗

直径 mm 50 60 70 80 90 100 110 120 140 160 180 200 

75 684 570 489 428 380 342 311 285 244 214 190 171 

100 1116 930 797 698 620 558 507 465 399 349 310 279 

150 2268 1890 1620 1418 1260 1134 1031 945 810 709 630 567 

单斗

系统 

200 3708 3090 2647 2318 2060 1584 1685 1548 1324 1159 1030 927 

75 569 474 406 356 316 284 259 237 203 178 158 142 

100 929 774 663 581 516 464 422 387 332 290 258 232 

150 1865 1554 1331 1166 1036 932 847 777 666 583 518 466 

多斗

系统 

200 2822 2352 2016 1764 1568 1411 1283 1176 1008 882 784 706 

 

 

K=1  h5=100时多斗悬吊管最大允许汇水面积(m
2
)表 7-2 

管径(mm) h/D=0.8 
坡度 

75 100 150 200 250 300 

0.005 60 129 379 817 1480 2408 

0.006 65 141 415 896 1621 2638 

0.007 71 152 449 976 1751 2849 



给水排水设计手册 
 

 53 

0.008 75 163 480 1034 1872 3046 

0.009 80 172 509 1097 1986 3231 

0.010 84 182 536 1156 2093 3046 

0.012 92 199 587 1266 2293 3731 

0.014 100 215 634 1368 2477 4030 

0.016 107 230 678 1462 2648 4308 

0.018 113 244 719 1551 2800 4569 

0.020 119 257 758 1635 2960 4816 

0.022 125 270 795 1715 3105 5052 

0.024 131 281 831 1791 3243 5276 

0.026 136 293 865 1864 3375 5432 

0.028 141 304 897 1935 3503 5699 

0.030 146 315 929 2002 3626 5899 

 

K=1时立管最大允许汇水面积(m
2
)表 7-3 

管径 mm h5 

(mm/h) 100 150 200 

50 1368 3024 5625 

60 1140 2503 4500 

70 976 2158 3855 

80 855 1890 3375 

90 760 1680 3000 

100 684 1512 2700 

110 621 1373 2452 

120 570 1260 2250 

140 488 1079 1927 

160 427 945 168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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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0 380 840 1500 

200 342 756 1350 

K=1  h5=100时敞开式埋地管最大允许汇水面积(m
2
)表 7-4 

管径(mm) 

h/D=0.50 h/D=0.65 h/D=0.80 坡度 

150 200 250 300 350 400 450 500 550 600 

0.003 139 300 544 885 2020 2884 3948 6757 8713 10989 

0.004 161 346 628 1022 2332 3330 4559 7803 10061 12688 

0.005 180 387 702 1143 1607 3723 5097 8729 11248 14186 

0.006 197 424 770 1252 2856 4078 5583 9556 12322 15540 

0.007 213 458 831 1352 3085 4405 6031 10322 13309 16786 

0.008 227 490 888 1445 3292 4709 6447 11035 14229 17944 

0.009 241 520 942 1533 3498 4995 6838 11705 15091 19033 

0.010 254 548 993 1616 3688 5265 7209 12337 15091 19033 

0.012 279 600 1088 1770 4040 5768 7896 13515 17426 21978 

0.014 301 648 1176 1912 4363 6230 8529 14598 18822 23738 

0.016 322 693 1257 2044 4665 6660 9118 15606 20122 25377 

0.018 341 735 1333 2168 4948 7065 9671 16553 21343 26917 

0.020 360 775 1405 2285 5216 7446 10195 17448 22497 28373 

0.025 402 866 1571 2555 5831 8326 11398 19508 25153 - 

0.030 441 949 1721 2799 6388 9120 12486 21369 - - 

K=1  h5=100时密闭系统埋地管最大允许汇水面积(m
2
)表 7-5 

管径 坡度 

150 200 250 300 350 400 450 500 550 600 

0.003 279 600 1089 1770 2634 3813 5220 6912 8914 11242 

0.004 321 693 1259 2044 3083 4403 6027 7983 10293 12981 

0.005 360 775 1405 2285 3448 4922 6739 8925 11508 145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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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006 394 849 1539 2503 3777 5392 7382 9777 12606 15899 

0.007 425 980 1778 2891 4361 6226 8524 11289 14556 18358 

0.008 455 980 1778 2891 4361 6226 8524 11289 14556 18358 

0.009 483 1040 1886 3066 4626 6604 9041 11974 15440 19472 

0.010 509 1069 1987 3232 4876 6916 9530 12622 16275 20525 

0.012 577 1200 2177 3540 5341 7626 10440 13827 17827 22484 

0.014 602 1297 2352 3846 5769 8237 11277 14934 19257 24486 

0.016 644 1386 2514 4088 6167 8805 12055 15966 20586 25962 

0.018 682 1470 2667 4336 6541 9340 12786 16934 21835 27537 

0.020 720 1550 2811 4571 6895 9845 13478 17850 23016 29027 

0.025 804 1733 3143 5111 7709 11007 15069 19958 25733 - 

0.030 881 1899 3443 5599 8445 12057 16507 21862 - - 

 

Ⅵ、管材、接口及敷设方式。 

（六）节水、节能措施：说明高效节水，节能设备及系统设计中采用的技术措施

等。 

（七）对不隔振及防噪要求的建（构）筑物，说明给排水设施所采取的技术措施。 

B 设计图纸 

（一）给水排水总平面图 

Ⅰ、全部建筑物和构筑物的平面位置、道路等，并标出主要定位尺寸或坐标、标

高，指北针（或风玫瑰图）； 

Ⅱ、给水、排水管道平面位置，标注出干管的管径、流水方向、闸门井、消火栓

井、水表井、检查井、化粪池等和其他排水构筑物位置； 

Ⅲ、场地内给水、排水管道与城市管道系统连接点的控制标高和位置； 

Ⅳ、消防系统标注出干管的管径。 

下图为一商务楼给排水总平面图实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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办公楼

主入口

残疾人坡道

路坊

地下室范围

自行车停车位
地下室范围

中心绿地

DN

DN

用地界线

自行车停车位

地下自行车库出入口

地下室范围

条分厂链

办公楼

次入口

地下停车库出入口

光春

公共通道

上海离合器总厂

车辆出入口

道路红线

 

（二）建筑给排水平面图 

Ⅰ、绘制给排水底层、标准层、管道和设备复杂层的平面布置图，标出室内外接

管位置、管径等。 

下图为一商务酒店一层给排水平面图实例（没有地下层）。 

 

Ⅱ、绘制机房（水池、水泵房、热交换间、水箱间、水处理间、游泳池、水景、

冷却塔等）平面布置图。 

下图为一医院的泵房平面图实例，水泵机组的布置需符合表3.8.14的规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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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3.8.14  水泵机组外轮廓面与墙和相邻机组间的间距 

电动机额定 
功率（kw） 

水泵机组外廓面与墙面之间 
的最小间距（m） 

相邻水泵机组外廓面之 
间的最小间距（m） 

≤22 0.8 0.4 
＞25～55 1.0 0.8 
≥55，≤160 1.2 1.2 

注：1  水泵侧面有管道时，外轮廓面计至管道外壁面。 

2  水泵机组是指水泵与电动机的联合体，或已安装在金属座架上的多台水泵组合体。 

Ⅲ、绘制给水系统、排水系统、各类消防系统、热水系统原理图，标注干管管径，

设备设置标高，建筑楼层编号及层面标高。 

下面列出常用系统图实例，以供参考： 

           喷淋系统图                  消火栓系统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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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排水系统图                         雨水系统图 

 

 

                   泵房系统图和排水系统图（二）        给水系统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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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 主要设备表 

按子项分别列出主要设备的名称、型号、规格（参数）、数量。 

可以参照下面设备表的格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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肆、施工图设计 

（一）在施工图设计阶段，给水排水专业设计文件应包括图纸目录、施工图设计

说明、设计图纸、主要设备表。 

（二）图纸目录：先列新绘制图纸，后列选用的标准图或重复利用图。 

（三）设计总说明 

Ⅰ、设计总说明： 

施工图说明应采用公司统一说明，详见《建筑给排水设计说明》。 

Ⅱ、图例。 

Ⅲ、给水排水总平面图 

一、 绘出各建筑物的外形、名称、位置、标高、指北针（或风玫瑰图）； 

二、 绘出全部给排水管网及构筑物的位置（或坐标）、距离、检查井、化粪池

型号及详图索引号； 

三、 对较复杂工程，应将给水、排水（雨水、污废水）总平面图分开绘制，以

便于施工（简单工程可以绘在一张图上）。 

四、给水管注明管径、埋设深度或敷设的标高，宜标注管道长度，并绘制节点图，

注明节点结构、闸门井尺寸、编号及引用详图（一般工程给水管线可不绘节点图）； 

五、 排水管标注检查井编号和水流坡向，标注管道接口处市政管网的位置、标

高、管径、水流坡向。 

六、 排水管道高程表和纵断面图 

1、排水管道绘制高程表，将排水管道的检查井编号、井距、管径、坡度、地面

设计高、管内底标高等写在表内。简单的工程，可将上述内容直接标注在平面图

上，不列表。 

2、对地形复杂的排水管道以及管道交叉较多的给排水管道，应绘制管道纵断面

图，图中应表示出设计地面标高、管道标高（给水管道注管中心，排水管道注管

内底）、管径、坡度、井距、井号、井深，并标出交叉管的管径、位置、标高；

纵断面图比例宜为竖向1：100（或1：50，1：200），横向1：500（或与总平面

图的比例一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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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水泵房平、剖面图 

一般指利用城市给水管网供水压力不足时设计的加压泵房， 

Ⅰ、平面图 

应绘出水泵基础外框、管道位置，列出主要设备材料表，标出设备型号和规格、

管径、阀件，等位置、尺寸。 

Ⅱ、剖面图 

绘出水泵基础剖面尺寸、标高，水泵轴线管道、阀门安装标高，防水套管位置及

标高。 

（五）水塔（箱）、水池配管及详图 

分别绘出水塔（箱）、水池的进水、出水、泄水、溢水、透气等各种管道平面、

剖面图或系统轴测图及详图，标注管径、标高、最高水位、最低水位、消防储备

水位等及贮水容积。 

（六）建筑给水排水图纸 

Ⅰ、平面图 

一、绘出与给水排水、消防给水管道布置有关各层的平面，内容包括主要轴线编

号、房间名称、用水点位置，注明各种管道系统编号（或图例）； 

二、绘出给水排水、消防给水管道平面布置、立管位置及编号； 

三、当采用异型系统原理图时，应标注管道管径、标高（给水管安装高度变化处，

应在变化处用符号表示清楚，并分别标出标高（排水横管应标注管道终点标高），

管道密集处应在该平面图中画断面图将管道布置定位表示清楚； 

四、底层平面应注明引入管、排出管、水泵接合器等与建筑的定位尺寸、穿建筑

外墙管道的标高、防水套管形式等； 

五、标出各楼层建筑平面标高（如卫生设备间平面标高有不同时，应另加注），

灭火器放置地点；24m 以上住宅，首层做商铺的住宅，必须设置喷淋系统；消火

栓管必须做环管，环管设检修阀门必须满足规范要求，消火栓支管，不能连接多

于2支消防箱，（低层住宅可为枝状），原则上广州地区低层住宅也要设消火栓

系统（地方消防部门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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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若管道种类较多，在一张图纸上表示不清楚时，可分别绘制给排水平面图和

消防给水平面图； 

七、对于给排水设备及管道较多处，如泵房、水池、水箱间、卫生间、报警阀门、

气体消防贮瓶间等，当上述平面不能交待清楚时，应绘出局部放大平面图。生活

水池：优先采用不锈钢生活水箱，水箱溢流管必须高于进水管2倍管径或200mm 以

上。 

（七）系统图 

给水系统必须严格遵守给排水设计的要求，原则上，入户水表，前水压不能低于

10mH2O，卫生洁具水压不能大于45mH2O，否则必须作分区处理。 

Ⅰ、系统轴测图 

对于给水排系统和消防给水系统，一般宜按比例分别绘出各种管道系统轴测图。

图中标明管道走向、管径、仪表及阀门、控制点标高和管道坡度（设计说明中已

交代者，图中可不标注管道坡度），各系统编号，各楼层卫生设备和工艺用水设

备的连接点位置。如各层（或某几层）卫生设备及用水点接管（分支管段）情况

完全相同时，在系统轴测图上可只绘一个有代表性楼层的接管图，其他各层注明

同该层即可。复杂的连接点应局部放大绘制。在系统轴测图上，应注明建筑楼层

标高、层数、室内外建筑平面标高差。卫生间管道应绘制轴测图。 

Ⅱ、展开系统原理图 

对于用展开系统原理图将设计内容表达清楚的，可绘制展开系统原理图。图中标

明立管和横管的管径、立管编号、楼层标高、层数、仪表及阀门、各系统编号、

各楼层卫生设备和工艺用水设备的连接，排水管标立管检查口、通风帽等距地

（板）高度等。如各层（或某几层）卫生设备及用水点接管的接管图，其他各层

注明同该层即可。 

Ⅲ、当自动喷水灭火系统在平面图中已将管道管径、标高、喷头间距和位置标注

清楚时，可简化表示从水流批示器至末端试水位置（试水阀）等阀件之间的管道

和喷头。 

Ⅳ、简单管段在平面上注明管径、坡度、走向、进出水管位置及标高，可不绘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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系统图。 

（八）局部设施 

当建筑物内有提升、调节或小型局部给排水处理设施时，可绘出其平面图、剖面

图（或轴测图），或注明引用的详图、标准图号。 

（九）详图特殊管件无定型产品又无标准图可利用时，应绘制详图。 

（十）主要设备材料表 

主要设备、器具、仪表及管道附、配件可在首页或相关图上列表表示。 

（十一）施工图图纸设计 

设计人员应认真学习给排水专业有关规范、建筑设计防火规范、高层民用建筑设

计防火规范、国家强制性条文规范等。给其它专业委托及给排水方案的确定应与

专业负责人或总工协商。 

（十二）给排水专业与其它专业协调内容 

Ⅰ、给排水与建筑专业 

一、避免水池、卫生间、厨房邻近电房； 

二、避免排水管穿越沉降缝； 

三、优先考虑层间抄表，水表安装于公共空间，并设水表间，水表安装方向长度

>90cm。 

四、水表间楼板预留管线孔洞，保留钢筋，便于完工后封堵； 

五、泵房面积充足，高度大于3m； 

六、消防泵房设防火门，且能直接通向室外或安全出口； 

七、消防、生活水池分别设置； 

八、生活水池预留正，中间无柱、便于安装不锈钢水箱； 

九、水池、水箱水面以上有足够空间安装检修孔和浮球阀等，不考虑结构梁影响

情况下，侧开检修孔的水面以上留80cm，顶开的50cm； 

十、集水坑最好设为长方形，1500×800，以便安装2 台水泵（一用一备） 

十一、消防电梯排水集水坑，1500×1500，深度以消防基坑府深1m，以达到有效

容积2 立方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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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二、电房通道亦需设集水坑，以排除喷淋水； 

十三、提倡卫生间内设管井，减去管道外露以影响外立面； 

十四、要排足够、适合场地设化粪池，以便粪水管道不会太长； 

十五、化粪池及污粪水，雨水管于室外宽度要求5m； 

十六、分户空调室外、室外机要对应，且预留￠80 冷缧管孔，厅空调室外搁板 

1000×400，卧室空调800×400。 

十七、室外机安装位置要考虑到： 

1、 通风散热通畅； 

2、 不影响其它用户； 

3、与室内距离尽量靠近，且使冷缧、冷凝管安装隐蔽和美观、排水方便； 

Ⅱ、给排水与结构专业 

一、卫生间、排水管不能穿越不同住户，要求结构考虑沉箱高度400mm， 

如有穿梁必须征得结构同意，并做加强处理，保证结构稳定性； 

二、埋地管道必须考虑地梁及承载标高； 

三、如有转换梁，不能穿越转换梁，并要求结构提供位置。 

Ⅲ、给排水与甲方 

与甲方人员取得联系，取得所建工程周边的城市资料，如进水管的位置、市政管

压力、排水市政管位置、城市排水系统分流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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伍、设计图纸校对 

每项工程施工图设计完成后，设计人员应对图纸进行自校，并交由专业负责人审

核,内容详见审核记录卡。 

 

给排水专业设计图纸审核要点 

序

号 

项目 审核内容 

1 强制性 

条文 

《工程建设标准强制性条文》(房屋建筑部分)2002 年版(具体条款略)。 

2 设计依据 设计采用的设汁标准、规范是否正确、是否为现行有效版本。 

3 系统设计 

总体要求 

(1)给水、排水、热水等各系统设计是否合理，设计技术参数是否符合标准、

规范要求。 

(2)是否按消防规范的要求，设置了相应的消火栓、自动喷水、气体消防、

水喷雾消防和灭火器等系统和设施，消防水量水压、蓄水池和高位水箱容

积等技术参数是否合理。 

(3)水泵、水处理设备、水加热设备、冷却塔、消防设施等选型是否安全，

符合系统的需要。 

4 给水系统  

4.1  《建筑给水排水设计规范》GB50015-2003(2003 年版) 

(1)在满足使用要求和保持给水系统正常运行的前提下，应采用节水型卫生

器具给水配件。节水型卫生器具给水配件应满足产品标准的要求，并具有

产品合格证。 

(2)第3.2.10 条规定，生活饮用水贮水池和生活饮用水水箱的溢流管必须采

取防污染措施。 

(3)第3.2.14 条规定，在非饮用水管道上接出水龙头时，应有明显标志。 

(4)第3.5.11 条规定，给水管道不宜穿过伸缩缝、沉降缝，如必须穿过时，

应采取相应的技术措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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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第3.5.7 条规定，给水管不得穿过配电间。 

(6)第3.2.5 条规定，给水管网装设消防水泵接合器的引入管和水箱消防出

水管，应装设止回阀。 

(7)第3.4.10 条规定，消防给水系统的减压阀后(沿水流方向)应设泄水阀门

定期排水。 

(8)第3.8.10 条规定，在有防振或有安静要求的房间的上下和毗邻的房间

内，不得设置水泵；在其他房间设置水泵时，水泵机组，吸水管和出水管

上，应设隔振装置。 

(9)第3.7.5 条规定，贮水池应设进水管、出水管、溢流管、泄水管和水位

信号装置。溢流管排入排水系统应有防回流污染措施。溢流管管经应按排

泄贮水池最大入流量确定，并宜比进水管大一级。贮水池应有盖，并应采

取不受污染的防护措施。 

(10)第3.7.5 条规定，水箱应设进水管、出水管、溢流管、泄水管和水位信

号装置。溢流管、泄水管不得与排水系统直接连接。溢流管管径应按排泄

水箱最大入流量确定，并宜比进水管大一级。溢流管出口应设网罩。水箱

进水管淹没出流时，应设真空破坏装置。 

(11)第4.2.15 条规定，公共浴室淋浴器出水水温应稳定，并宜采取下列措

施： 

—、采用开式热水供应系统； 

二、给水额定流量较大的用水设备的管道，应与淋浴器配水管道分开； 

三、多于3 个淋浴器的配水管道，宜布置成环形； 

四、成组淋浴器的配水支管的沿途水头损失，当淋浴器少于或等于6 个时，

可采用每米不大于200Pa：当淋浴器多于6 个时，可采用每米不大于350Pa，

但其最小管径不得小于25mm。 

注：①工业企业生活问和学校的淋浴室，宜采用单管热水供应系统。单管

热水供应系统应有热水水温稳定的拄术措施。 

②公共浴室不宜采用公用浴池沐浴方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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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第4.4.15A 条规定，在闭式热水供应系统中，应采取消除水加热时热水

膨胀引起的超压措施。 

(13)第4.6.6 条规定，热水管网在下列管段上，应装设止回阀： 

一、水加热器或贮水器的冷水供水管。 

二、机械循环第二循环回水管。 

三、混合器的冷、热水供水管。 

4.2  《住宅设计规范》GB50096—1999 

第6.6.4 条规定,公共功能的管道，包括采暖供回水总立管，给水总立管、

雨水立管、消防立管和电气立管等，不宜布置在住宅套内。公共功能管道

的阀门和需经常操作的部件，应设在公用部位。 

4.3  《中小学建筑设计规范》GBl99—86 

第8.2.2 条规定，当化学实验室给水水嘴的水头大于2m，急救冲洗水嘴的

水头大于lm 时，应采取减压措施。化验盆排水口，应设耐腐蚀的挡污篦；

排水管道应采用耐腐蚀管道。 

5 排水系统  

5.1  《建筑给水排水设计规范》GB50015-2003(2003 年版) 

(1)第4.1.4 条规定，建筑物雨水管道应单独排出,而且天面雨水应与阳台分

开 

(2)第4.2.7 条规定，医院建筑内门诊、病房、医疗部门等的卫生器具不得

共用存水弯。 

(3)第4.3.3 条规定，排水管道不得穿过沉降缝、烟道和风道，并不得穿过

伸缩缝，当受条件限制必须穿过时，应采取相应的技术措施。 

(4)第4.3.3 条规定，生活污水立管不得穿越卧室、病房等对卫生、安静要

求较高的房间，并不宜靠近与卧室相邻的内墙。 

(5)第4.3.12 条规定，靠近排水立管底部的排水支管连接，应符合下列要求： 

①排水立管仅设置伸顶通气管时，最低排水横支管与立管连接处距排水立

管管底垂直距离，不得小于表4.3.12 的规定。 



给水排水设计手册 
 

 68 

最低横支管与立管连接处至立管管底的垂直距离  表4.3.12 

立管连接卫生器具的层数(层) 垂自距离(m) 

≤4  0.45 

5～6  0.75 

7～12 1.20 

13~19 3.00 

≥ 6.00 

注：当与排出管连接的立管底部放大一号管径或横干管比与之连接的立管

大一号管径时，可将表中垂直距离缩小一档。 

②排水水支管连接在排出管或排水横干管上时，连接点距立管底部水平距

离不宜小于3. 0m。 

③当靠近排水立管底部的排水支管的连接不能满足本条一、二款的要求

时，则排水支管应单独排出室外。备注：建筑排水用硬聚氯乙烯管或硬聚

氯乙烯螺旋管时，按CJJ/T29-98 或CECS94：97 执行。 

(6)铸铁排水管道在下列情况下应设置柔性接口： 

①高耸构筑物和建筑高度超过100m 的建筑物内，排水立管应采用柔性接

口； 

②排水立管高度在50m 以上，或在抗震设防8 度地区的高层建筑，应在立

管上每隔二层设置柔性接口；在抗震设防9 度地区，立管和横管均应设置

柔性接口。 

注：其他建筑在条件许可时，也可采用柔性接口。 

(7)在生活污水和工业废水排水管道上，应根据建筑物层高和清通方式按下

列规定合理设置检查口或清扫口： 

①、立管上检查口之间的距离不宜大于10m，但在建筑物最低层和设有卫

生器具的二层以上坡顶建筑物的最高层，必须设置检查口，平顶建筑可用

通气管顶口代替检查口。当立管上有乙字管时，在该层乙字管的上部应设

检查口。检查口的设置高度，从地面至检查口中心宜为1.0m，并应高于该



给水排水设计手册 
 

 69 

层卫生器具上边缘0.5m。 

注：如采用机械清扫时，立管检查口间的距离不宜大于15m。 

②、在连接2 个及2 个以上的大便器或3 个及3 个以上的卫生器具的污水

横管上，宜设置清扫口。 

③、在水流转角小于135°的污水横管上，应设检查口或清扫口。 

④、污水横管的直线管段上检查口或清扫口之间的最大距离，应符合表

3.5.3 的规定。 

(8)下列污水管段应设环形通气管； 

①连接4 个及4 个以上卫生器具并与立管的距高大于12m 的污水横支管。 

②连接6 个及6 个以上大便器的污水横支管。 

(9)生活污水集水池的设计，应设置水位指示装置和直通室外的通气管。 

(10)为截留洗车台、汽车修理间和其他少量生产污水中的油类，应设置隔

油池。污水在池内的流速，宜采用0.002-0.01m/s，停留时间可采用

0.5-1.0min。隔油池的拌出管至井底 

深度，不宜小于0.6m。 

(11)为截留公共食堂和饮食业污水中的食用油脂，应设隔油井。污水在井

内的流速不得大于 

0.005m/s，停留时间可采用2-10min。井内存油部分容积应根据顾客数量和

清扫周期确定，且不宜小于该井有效容积的25％。 

注：宜在室内设地上式隔油器。 

(12)医院污水必须进行消毒处理。 

注：医院污水系指医院、医疗卫生机构中被病原体污染了的水。 

5.2  《住宅设计规范》GB50096-1999 

第6.1.6 条规定，住宅的污水排水横管宜设于本层套内。当必须敷设于下

一层的套内空间时，其清扫口应设于本层，并应进行夏季管道外壁结露验

算，采取相应的防止结露的措施。 

5.3  《人民防空地下室设计规范》GB50038-9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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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第6.2.11 条规定，排水干管成污水集水池应设透气管，透气管宜接入排

风竖井。 

(2)第6.2.19 条规定，扩散室应设有防爆波地漏或集水坑(也可与洗消水集

水坑共用)。 

注：防爆波地漏可用法兰堵板或丝堵清扫口代替。 

6 消防设计   

6.1  《高层民用建筑设计防火规范》 GB50045—95(2005 年版) 

(1)第6.3.3.1l 条规定，消防电梯的井底应设排水设施，排水井容量不应小

于2.0m3，排水泵的排水量不应小于10L/S。 

(2)第7.4.4 条：室内消防给水管道应采用阀门分成若干独立段。阀门的布

置，应保证检修管道时关闭停用的竖管不超过一根。当竖管超过4 根时，

可关闭不相邻的两根。裙房内消防给水管道的阀门布置可按现行的国家标

准《建筑设计防火规范》的有关规定执行。 

(3)第7.4.5.3 条规定，水泵接合器应设在室外便于消防车使用的地点，距室

外消火栓或消防水池的距离宜为15-40m。 

(4)第7.4.6 条规定，除无可燃物的设备层外，高层建筑和裙房的各层均应

设室内消火栓，并应符合下列规定： 

①消火栓应设在走道、楼梯附近等明显易于取用的地点，消火栓的间距应

保证同层任何部位有两个消火栓的水枪充实水柱同时到达。 

②消火栓的水枪充实水柱应通过水力计算确定，且建筑高度不超过100m 

的高层建筑不应小于10m；建筑高度超过100m 的高层建筑不应小于13m。 

③消火栓的间距应由计算确定，且高层建筑不应大于30m，裙房不应大干

50m。 

④消火栓栓口的静水压力不应大于1.00Mpa，当大于1.00Mpa 时，应采取

分区给水系统。消火栓 

栓口的出水压力大于0.50Mpa 时，应采取减压措施。 

⑤ 消防电梯间前室应设消火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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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第7.4.7 条规定，采用高压给水系统时，可不设高位消防水箱。当采用

临时高压给水系统时，应设高位消防水箱，并应符合下列规定： 

7.4.7.1 高位消防水箱的消防储水量，一类公共建筑不应小于18 m3；二类

公共建筑和一类居住建筑不应小于12 m3； 二类居住建筑不应小于6 m3。 

7.4.7.2 高位消防水箱的设置高度应保证最不利点消火栓静水压力。当建筑

高度不超过100m 时，高层建筑最不利点消火栓静水压力不应低于

0.07MPa；当建筑高度超过100m 时，高层建筑最不利点消火栓静水压力不

应低于0.15Mpa。当高位消防水箱不能满足上述静压要求时，应设增压设

施。 

7.4.7.3 并联给水方式的分区消防水箱容量应与高位消防水箱相同。 

7.4.7.4 消防用水与其它用水合用的水箱，应采取确保消防用水不作他用的

技术措施。 

7.4.7.5 除串联消防给水系统外，发生火灾时由消防水泵供给的消防用水不

应进入高位消防水箱。 

(6)第7.5.4 条规定，一组消防水泵，吸水管不应少于两条，当其中一条损

坏或检修时，其余吸水管应仍能通过全部水量。 

消防水泵房应设不少于两条的供水管与环状管网连接。消防水泵应采用自

灌式吸水，其吸水管应设阀门。供水管上应装设试验和检查用压力表和

65mm 的放水阀门。 

(7) 第7.6.6 条规定 高层建筑内的下列房间应设置除卤代烷1211、1301以外

的自动灭火系统： 

 ①燃油、燃气的锅炉房、柴油发电机房宜设自动喷水灭火系统； 

②可燃油油浸电力变压器、充可燃油的高压电容器和多油开关室宜设水喷

雾或气体灭火系统； 

(8)第7.6.9 条规定，高层建筑的灭火器配置应按现行国家标准《建筑灭火

器配置设计规范》的有关规定执行。 

6.2  《建筑设计防火规范》GBJl6-87(2001 年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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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第8．6．3 条规定，设置常高压给水系统的建筑物，如能保证最不利点

消火栓和自动喷水灭火设备等的水量和水压时，可不设消防水箱。设置临

时高压给水系统的建筑物，应设消防水箱或气压水罐、水塔，扑应符合下

列要求： 

一、应在建筑物的量高部位设置重力自流的消防水箱： 

二、室内消防水箱(包括气压水罐、水塔、分区给水系统的分区水箱)，应

储存10min 的消防用水量。当室内消防用水量不超过25L/s，经计算水箱消

防储水量超过12m3 时，仍可采用12m3；当室内消防用水量超过25L/s，经

计算水箱消防储水量超过18m3，仍可采用18m3。 

三、沼防用水与其他用水合并的水箱，应有消防用水不作他用的技术设施。 

四、 发生火灾后由消防水泵供给的消防用水，不应进入消防水箱。 

(2)第8.7.7 条规定：建筑灭火器配置应按现行国家标准《建筑灭火器配

置设计规范》的有关规定执行。 

(3)第8.8.2 条规定：一组消防水泵的吸水管不应少于两条。当其中一条

损坏时，其余的吸水管仍能通过全部用水量。 

6.3  《水喷雾灭火系统设计规范》GB50219-95 

3.1.2 条规定，设计喷雾强度和持续喷雾时间不应小于下表的规定： 

设计喷雾强度与持续喷雾时间 

防护

目的 
保护对象 

设计喷雾强度
2min/ mL •  

持续喷雾

时间（h） 

固体灭火 15 1 

闪点60~120℃的液体 20 
液体火灾 

闪点高于120℃的液体 13 
0.5 

油侵式电力变压器、油开关 20 

油侵式电力变压器的集油坑 6 

灭火 

电气火灾 

电缆 13 

0.4 

甲乙丙类液体生产、储藏、装卸设施 6 4 

直径20m以下 4 甲乙丙类

液体储罐 直径20m及以上 
6 

 
防护

冷却 
可燃气体生产、输送、装卸、储藏设施和罐

瓶间、瓶库 

9 6 

 

6.4  《汽车库、修车库、停车场设计防火规范》GB50067-9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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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7.2.3 条规定，汽车库、修车库自动喷水灭火系统的设计除应按现行国

家标准《自动喷水灭火系统设计规范》的规定执行外，其喷头布置还应符

合下列要求： 

①应设置在汽车库停车位的上方； 

② 机械式立体汽车库，复式汽车库的喷头除在屋面板或楼板下按停车位

的上方布置外，还应按停车的托板位置分层布置，且应在喷头的上方设置

集热板。 

③错层式、斜楼板式的汽车库的车道、坡道上方均应设置喷头。 

6.5  《剧场建筑设计规范》JGJ57-88 

(1)第7.1.2 条规定，甲等及乙等的大型、特大型剧场舞台台口应设防火幕，

并应同时设置水幕保护，如受条件限制未设防火幕时，应符合第7.3.2 条

之规定。 

(2)第7.1.3 条规定，舞台主台通向各处洞口均应设甲级防火门，或按7.3.1 

条规定设置水幕。 

(3)第7.3.2 条规定，甲、乙等的大型及特大型剧场的舞台与观众厅、侧台、

后台的隔墙的孔洞处，应设置水幕系统。 

6.6  《建筑排水硬聚氯乙烯管道工程技术规程》CJJ/T29-98 

第4.1.14 条规定，高层建筑内明敷管道，当设计要求采取防止火灾贯穿

措施时，应符合下列规定： 

①、立管管径大于或等于llOmm 时，在楼板贯穿部位应设置阻火圈或长度

不小于500mm 的防火套管，且应按本规程第4.1.13 第一款的规定，在防

火套管周围筑阻水圈。 

②、管径大于或等于llOmm 的横支管与暗设立管相连时，墙体贯穿部位应

设置阻火圈或长度不小于300mm 的防火食管，且防火套管的明露部分长度

不宜小于200mm。 

③、横干管穿越防火分区隔墙时，管道穿越墙体的两侧应设置阻火圈或长

度不小于500mm 的防火套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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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施工图的 

设计深度 

 

（1）是否符合《建筑工程设计文件编制深度的规定》。 

（2）是否叙述室外可资利用的市政给水管根数、管径、压力或生活、生

产、室内外消防给水来源情况。 

（3）设计总说明中应对高层建筑的分类、多层建筑中生产和储存物品的

火灾危险性分类、耐火等级、室内外消防用水量、建筑物面积和体积等基

本情况予以说明。 

（4）建筑物中餐饭厨房、游泳池、泡沫灭火设施、气体灭火设施等部分，

如果甲方另外委托专业设计部门设计，应做到给水、排水或消防给水预留

管接头。 

（5）设备表应按《建筑工程质量管理条例》第二十二条的要求注明设备

规格、型号、性能等技术参数和数量。不得指定生产厂或供应商。不得使

用淘汰产品。 

（6）室外给排水管网图应表明接入市政给水、污水和雨水管道的位置、

管径、给水管顶埋深、排水管底（或检查井底）标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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给排水专业设计图纸校对记录 

工程名称：   设计号：    设计人：    校对：    时间： 

图号 校对内容 评价 具体意见 整改情况 

 一、目录    

 1）排序是否合理    

 2）图纸编号是否与目录相符    

 二、给排水部分    

 1）进水管是否安装逆止阀    

 2）管径选择是否正确    

 3）敷设方式是否美观    

 4）平面图与说明中规格是否一致。    

 5）排水管是否分流    

 6）化粪池位置及大小是否正确    

 7）排水管是影响建筑美观    

 8) 套管位置及大小是否正确    

 三、消防部分    

 1、说明    

 1）防火分类是否正确    

 2）说明各选项是否反映本工程特点。    

 2、平面图    

 1）进水方式设置位置管线是否正确    

 2）消火栓布置是否合理。    

 3）喷淋头布置是否合理。    

 4）平面管线管径是否正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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给排水工程师任职能力 

 

知识要求 技能要求 

1.掌握本专业的知识，并熟悉周边及相关专业

的知识。 

2.熟悉常见的类别知识和规范。 

3.掌握本专业的强制性规范。 

4.熟悉建设程序、掌握设计过程和各阶段文件

的要求。 

5.掌握设计概念与技巧，熟悉常用材料和设

备。 

6.了解本专业的最新技术知识，全面了解整个

体系。 

 

1.能在本专业工作过程中独立地完成全过程

工作，自觉地考虑其他专业的因素。 

2.能事先考虑到本专业的关键和重。能预见工

作中的问题并及时解决。 

3.能对工程施工中的实际做法作出处理，以处

理工地变通问题，提出技术方案。 

4.能提出和执行正确的设计标准。 

5.有一定的组织能力、协调能力、工作方法和

合作精神，能解决工种矛盾。能有效地指导

他人。 

6.有一定的沟通能力和专业口头与书写表达

能力。有组织、有系统地描述设计要求，有

一定的说服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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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作职责说明书 

 

专案架构  

                                  

 

 

            

 

 

 

 

  

 

1、承担较大的工业与民用建筑的设计。II 级建筑。 

2、在资深工程师指导下负责较大工程的设计。 
设计人 

3、解决设计和施工疑难问题，进行本专业会审中技

术交底。 

1、审查图纸文件是否符合有关规定，内容是否正确

和矛盾。 

2、安排工程时度、组织工种协调。 

主要职责 

专业负责人 

3、将工程所有图纸整理归档。 

 

 

 

 

 

其他专业负责人 

专案负责人 

专业负责人 

设 计 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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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 作 流 程 

 

设计人：                     

             项目介绍                     审核         校对 

 

 

 

校对人： 

 

 

 

        

                    

专业负责人： 

 

 

 

 

 

 

  

 

 

 

 

 

业主或上司 收集资料，拟定设计构思 设计 修改 

标注意见和写校对书 

打图 晒图 

对照设计深度和相关规范看图 了解设计构思 

设计人修改 对照校对书复核图 批准 

向业主或设计人了解设计任 安排设计任务和设计人选 方案设计 

方案确定 交图及修改 召集工种配合会议 初步设计确定 

安排施工图进度和辅助人选 施工图过程监督 处理工种配合 施工图校核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