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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华人民共和国建设部
      公 告

第 91号

        建设部关于发布国家标准

《给水排水工程构筑物结构设计规范》的公告

    现批准 哎给水排水工程构筑物结构设计规范》为

国家标准，编号为GB 50069-2002，自2003年3月

I日起实施。其中，第 3.0.1, 3.0.2, 3.0.5,

3.0.6,  3.0.7,  3.0.9,  4.3.3,  5.2.1、 5.2.3,

5.3.1， 5.3.2,  5.3.3,  5.3.4,  6.1.3,       6.3.1,

6.34条为强制性条文，必须严格执行。原 《给水排
水I-程结构设计规范D GBI 69-84中的相应内容同

时废止

    本规范由建设部标准定额研究所组织中国建筑工

业出版社出版发行。

    中华人民共和国趁设部

-00二年十一月二十六日

前 言

    本规范根据建设部 ((92)建标字第 16号文的要

求，对原规范 《给水排水工程结构设计规范》GBJ

69-84作了修订。由北京市规划委员会为主编部门，

北京市市政工程设计研究总院为主编单位，会同有关

设计单位共同完成。原规范颁布实施至今已巧年，

在工程实践中效果良好。这次修订主要是由于下列两

方面的原因:

    (一)结构设计理论模式和方法有重要改进

    GBJ 69-84属于通用设计规范，各类结构 (混
凝土、砌体等)的截面设计均应遵循本规范的要求。

我国于1984年发布 《建筑结构设计统一标准》GI习

68-84(修订版为《建筑结构可靠度设计统一标准》

GB 50068-2001)后，1992年又颁发7 《工程结构

可袋度设计统 一标准》GB 50153-92。在这两本标准

中.规定了结构设计均采用以概率理论为基础的极限

状态设计方法，替代原规范采用的单一安全系数极限

状态设计方法，据此，有关结构设计的各种标准、规

范均作了修订，例如 《混凝土结构设计规范》、(砌体

结构设计规范》等。因此，《给水排水工程结构设计

规范)) GBI 69-84也必须进行修订，以与相关的标

准、规范协调一致。

    (二)原规范GBJ 69-84内容过于综合，不利于

促进技术进步

    原规范GBJ 69-84为了适应当时的急需，在内

容上力求能概括给水排水工程的各种结构，不仅列人

了水池、沉井、水塔等构筑物，还包括各种不同材料

的管道结构。这样处理虽然满足了当时的工程应用，
但从长远来看不利于发展，不利于促进技术进步。我

国实行改革开放以来，通过交流和引进国外先进技

术，在科学技术领域有了长足进步，这就需要对原标

准、规范不断进行修订或增补。由于原规范的内容过

于综合。往往造成不能及时将行之有效的先进技术反

映进去，从而降低了它应有的指导作用。在这次修订

GBJ 69-84时，原则上是尽量减少综合性，以利于

及时更新和完善。为此将原规范分割为以下两部分，

共10本标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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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国家标准

    (1)《给水排水工程构筑物结构设计规范》;

    (2)《给水排水工程管道结构设计规范》。

    2.中国工程建设标准化协会标准

    (1)《给水排水工程钢筋混凝土水他结构设计规

程》

    (2)《给水排水工程水塔结构设计规程》;

    (3 )《给水排水工程钢筋馄凝土沉井结构设计规

程》;

    (4) <给水排水工程埋地钢管管道结构设计规

程》;

    (5)《给水排水工程埋地铸铁管管道结构设计规

程》;

    (6)《给水排水工程埋地预制混凝土圆形管管道

结构设计规程》;

    (7)《给水排水工程埋地管芯缠丝预应力混凝土

管和预应力钢筒混凝土管管道结构设计规程》;

    (8)《给水排水工程埋地矩形管管道结构设计规

程》。

    本规范主要是针对给水排水工程构筑物结构设计

中的一些共性要求作出规定，包括适用范围、主要符

号、材料性能要求、各种作用的标准值、作用的分项

系数和组合系数、承载能力和正常使用极限状态，以

及构造要求等。这些共性规定将在协会标准中得到遵

循，贯彻实施口

    本规范由建设部负责管理和对强制性条文的解

释，由北京市市政工程设计研究总院负责对具体技术

内容的解释。请各单位在执行本规范过程中，注意总

结经验和积累资料，随时将发现的间题和意见寄交北

京市市政工程设计研究总院 (100045),以供今后修

订时参考。

    本规范编制单位和主要起草人名单

    主编单位:北京市市政工程设计研究总院

    参编单位:中国市政工程中南设计研究院、中国

              市政工程西北设计研究院、中国市政

                工程西南设计研究院、中国市政工程

              东北设计研究院、上海市政工程设计

                研究院、天津市市政工程设计研究

                院、湖南大学、铁道部专业设计院

    主要起草人:沈世杰、刘雨生 (以下按姓氏笔画

                  排列)

                王文贤、王憬山、冯龙度、

                  刘健行、苏发怀、陈世江、

                  沈宜强、宋绍先、钟启承、

                  郭天木、葛春辉、翟荣申、

                  潘家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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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总 则

1.0.1 为了在给水排水工程构筑物结构设计中贯彻

执行国家的技术经济政策，达到技术先进、经济合

理、安全适用、确保质量，制定本规范

1.0.2 本规范适用于城镇公用设施和工业企业中一

般给水排水工程构筑物的结构设计;不适用于工业企

业中具有特殊要求的给水排水工程构筑物的结构设

计

1.0.3 贮水或水处理构筑物、地下构筑物，一般宜

采用钢筋混凝土结构;当容量较小且安全等级低于二

级时，可采用砖石结构。

    在最冷月平均气温低于一3℃的地区，外露的贮

水或水处理构筑物不得采用砖砌结构

1.0.4 本规范系根据国家标准 《建筑结构可靠度设

计统一标准》GB 50068-2001和 《工程结构可靠度

设计统一标准》GB 50153-92规定的原则制定。

1.0.5 按本规范设计时，对于一般荷载的确定、构

件截面计算和地基基础设计等，应按现行有关标准的

规定执行。对于建造在地震区、湿陷性黄土或膨胀土

等地区的给水排水工程构筑物的结构设计，尚应符合

现行有关标准的规定

2.0.4

Z 主 要 符 号

2.0.1 作用和作用效应

F-k" F}-k— 地下水位以上、以下的侧向土压力

                  标准值;

      F,,k— 流水压力标准值;

      q,.k一一地下水的浮托力标准值;
        几,— 冰压力标准值;

          八— 冰的极限抗压强度;

        f},},— 冰的极限弯曲抗压强度;

          5— 作用效应组合设计值;

        。，n叭x— 钢筋混凝土构件的最大裂缝宽度;

          Y,— 回填土的重力密度;

        Yu 原状土的重力密度口

2.0.2 材料性能
          F:— 混凝土的抗冻等级;

          si 混凝土的抗渗等级;

        ac— 混凝土的线膨胀系数;

          几— 混凝土的热交换系数;

          A— 混凝土的导热系数。

2.0.3 几何参数

        A}— 构件的混凝土净截面面积;

        A。— 构件的换算截面面积;

        A— 钢筋馄凝土构件的受拉区纵向钢筋

        截面面积;

  e0 纵向轴力对截面重心的偏心距;

H, 覆土高度;

  t}— 冰厚;

W。— 构件换算截面受拉边缘的弹性抵抗矩;

Z�一 一自地面至地下水位的距离。

计算系数及其他

K,— 主动土压力系数;

Kf— 水流力系数;

K— 设计稳定性抗力系数;

、。— 取水头部迎水流面的体I系数;

。d— 淹没深度影响系数;

  ，— 竖向土压力系数;

T. 壁板外侧的大气温度;

T�,- 壁板内侧介质的计算温度;

dt 壁板的内、外侧壁面温差

%— 混凝土拉应力限制系数;

a# 钢筋的弹性模量与混凝土弹性模量

        的比值;

  Y— 受拉区混凝土的塑性影响系数;

}Iw 地下水浮托力折减系数;

  F— 受拉钢筋表面形状系数;

  0- 裂缝间纵向受拉钢筋应变不均匀系数;

0c— 可变作用的组合值系数;

汽— 可变作用的准永久值系数。

3 材 料

3.0.1 贮水或水处理构筑物、地下构筑物的混凝土

强度等级不应低于C25o

3.0.2 混凝土、钢筋的设计指标应按 《混凝土结构

设计规范》GB 50010的规定采用;砖石砌体的设计

指标应按 《砌体结构设计规范》GB 50003的规定采

用;钢材、钢铸件的设计指标应按 《钢结构设计规

范》GB 50017的规定采用。

3.0.3 钢筋混凝土构筑物的抗渗，宜以混凝土本身

的密实性满足抗渗要求。构筑物混凝土的抗渗等级要

求应按表3.0.3采用。

    混凝土的抗渗等级，应根据试验确定。相应混凝

土的骨料应选择良好级配 水灰比不应大于0.50

表3.0.3 混凝土抗渗等级Si的规定

最大作用水头与混凝土
壁、板厚度之比值几 抗渗等级Si

<10 一 S4
10-30 S6

>30 S8

注’瓢4舞i Ah}Z X* MOM } 28d 6h)&AM i xo.IMPa*ffFafTWJAdda.凝土试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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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0.4 贮水或水处理构筑物、地下构筑物的混凝

土，当满足抗渗要求时，一般可不作其他抗渗、防腐

处理;对接触侵蚀性介质的混凝土，应按现行的有关

规范或进行专门试验确定防腐措施

3.0.5 贮水或水处理构筑物、地下构筑物的混凝土，

其含碱.最大限值应符合 《混凝土碱含.限值标准》

CFCS 53的规定。
3.0.6 最冷月平均气温低于一3℃的地区，外辱的钢

筋混凝土构筑物的混凝土应具有良好的抗冻性能，并

应按表3.0.6的要求采用。混凝土的抗冻等级应进行

试验确定。

表3.0.10 混凝土热工系数

表3.0.6 混凝土抗冻等级Fi的规定

一一途查鲤类别晒 水取水头名 其他

系数名称 工作条件 系 数 值

线膨胀系数叭 温度在0--100,范围内 Ix10-s (1/℃)

导热系数A

构件两侧表面

  与空气接触

      1.55

[W/ (.,"K)]

构件一侧表面与空

气接触，另一侧

  表面与水接触

      2.03

[W/ (-K)]

热交换系数A

冬季棍凝土表面

  与空气之间

    23.26

[W/(心"K)]

夏季混凝土表面

  与空气之阿

      17.44

[W/ (m}"K)!

1JI=*AImgmf+g&

乡 100一< 100

气候条仍

地表水取水头部的

水位涨落区以卜部

位及外露的水池等

3.0.11贮水或水处理构筑物、地F构筑物的砖石砌

体材料，应符合下列要求:

    I砖应采用普通粘土机制砖，其强度等级不应

低二F MUIO;

石材强度等级不应低十MU30;

砌筑砂浆应采用水泥砂浆，并不应低于Ml。

气

林j

址冷月平均气温低

F. .. IO℃

最冷月 平均气温在

1百1Y'
F250

F250{ 凡朋

F200卜F150 4 结构L的作用

一滋凝土抗冻等级F系指龄期为28d的混凝上试

件，在进行相应要求冻融循环总次数 次作用

后，其强度降低不大于25%.重录损失不超过

5%;

气温应根据连续5年以上的实测资料，统计其平

均值确定;

冻触桥环急次数系指一年内气温从十3℃以上降

至一3t一以下，然后回升全十3℃以匕的交替次

数;对于地表水取水头部，尚应考t1r.--年中月平

均气温低 于 3C期间，因水位涨落而产生的冻

融交林次数，此时水位每涨落 一次应按一次冻融

计算〔

4.1 作用分类和作用代表值

3.0.7 贮水或水处理构筑物、地下构筑物的混凝土，

不得采用抓盐作为防冻、早强的挣合料。

3.0.8 在混凝土配制中采用外加剂时，应符合

《混凝土外加剂应用技术规范》Gh] 119的规定

并应根据试验鉴定，确定其适用ft -及相应的掺合

fit �

3.11.9 混凝土用水泥宜采用普通硅酸盐水泥;当考
虑冻融作用时，不得采用火山灰质硅酸盐水泥和粉煤

灰硅酸盐水泥;受健蚀介质影响的混凝土。应根据侵

蚀性质选用。

3.0.10 混凝土热工系数，可按表3.0.10采用。

  5- 5- 6

4.1.1结构I_的作用可分为三类:永久作用、可变

作用和偶然作用。

4.1.2 永久作用应包括:结构和水久设备的自重、

上的竖向压力和侧向压力、构筑物内部的盛水压力、

结构的预加应力、地基的不均匀沉降
4.1.3 可变作用应包括:楼面和屋面上的活荷载、

吊车荷载、雪荷载、风荷载、地表或地F水的压力

〔侧压力、浮托力)、流水压力、融冰压力、结构构件

的温、湿度变化作用

4.1.4 偶然作用，系指在使用期间不一定出现，但

发生时其值很大且持续时间较短，例如高压容器的爆

炸力等，应根据S程实际情况确定需要计入的偶然发

生的作用

41.5 结构设计时，对不同的作用应采用不同的代

表值:对永久作用，应采用标准值作为代表值;对可

变作用，应根据设计要求采用标准值、组合值或准水

久值作为代表值

    作用的标准值，应为设计采用的基本代表值

4.1.6 当结构承受两种或两种以上可变作用时，在

承载能力极限状态设计或正常使用极限状态按短期效

应标准组合设计中，对可变作用应取其标准值和组合

值作为代表值

    可变作用组合值，应为可变作用标准值乘以作用

组合系数。



4.1.7 当正常使用极限状态按长期效应准永久组合

设计时，对可变作用应采用准永久值作为代表值。

    可变作用准永久值，应为可变作用的标准值乘以

作用的准永久值系数。

4.1.8 使结构或构件产生不可忽略的加速度的作用，

应按动态作用考虑，一般可将动态作用简化为静态作

用乘以动力系数后按静态作用计算。

F '-k K,[ Y,zw+Y .( z一z-)]  (4.2.4-2)

上列式中

4.2 永久作用标准值

F_ k— 地下水位以上的主动土压力
        (kN/m2);

F', k— 地下水位以下的主动土压力
        (kN八n2);

  K,— 主动土压力系数，应根据土的抗

        剪强度确定，当缺乏试验资料

    时，对砂类土或粉土可取告;

1一剩
对粘性土可取告

              z— 自地面至计算截面处的深度(m);

            z�— 自地面至地下水位的距离 (m);

            Y'.一 地下水位以下回填土的有效重度

                  (kN/m3)，可按lOkN/m3采用

4.2.5作用在沉井构筑物侧壁上的主动土压力标准

值，可按公式4.2.4-1或4.2.4-2计算，此时应取Y,

= Y-。位于多层土层中的侧壁上的主动土压力标准
值，可按下式计算:

川艺
。

4.2.1结构自重的标准值，可按结构构件的设计尺

寸与相应材料单位休积的自重计算确定。对常用材料

和构件，其自重可按现行 《建筑结构荷载规范》GB

50009的规定采用

    永久性设备的自重标准值、可按该设备的样本提

供的数据采用。

4.2.2 直接支承轴流泵电动机、机械表面曝气设备

的梁系，设备转动部分的自重及由其传递的轴向力应

乘以动力系数后作为标准值。动力系数可取2.0,

4.2.3 作用在地下构筑物上竖向土压力标准值，应

按下式计算:

                Fr. k=n,Y,H, (4.2.3)

式中 F-. k— 竖向土压力(kN/m2) ;
        n,-- 竖向土压力系数，一般可取1.0，当

              构筑物的平面尺寸长宽比大于10时，

              。，宜取1.2;

        Y,— 回填土的重力密度 (kN/m3 );可按

              18kN/m3采用;

        H,— 地下构筑物顶板上的覆土高度 (m) o

4.2.4 作用在开槽施工地下构筑物上的侧向土压力

标准值，应按下列规定确定 (图4.2.4):
    1应按主动土压力计算;

    2 当地面平整、构筑物位于地下水位以上部分

的主动土压力标准值可按下式计算 (图4.2.4):

                F, k=K,Y,z         (4.2.4-1)
    构筑物位于地下水位以下部分的侧壁上的压力应

为主动土压力与地下水静水压力之和，此时主动土压

力标准值可按下式计算 (图4.2.4):
                                                  地面

Fm�,、一K_[ Y, 7,,h+，二，(二。

于. 才乙洁夕冷姊
/一
  一

地下水位

  2 产 产 ， 产 /

F_e

      构筑物

F谕,,

图4.2.4 侧壁上的主动土压力分布图

                                            (4.2.5)

式中 F_k— 第n层土层中，距地面斗深度处侧
              壁上的主动土压力 (kN/mZ) ;

        Y}�- i层土的天然状态重度 (kN/m3) ;

                当位于地下水位以下时应取有效重

                度;

        Y-— 第I层土的天然状态重度 (kN/

              m3);当位于地下水位以下时应取有

                效重度;

        h; :层土层的厚度(m);

        礼— 自地面至计算截面处的深度 (m);

        Kea— 第n层土的主动土压力系数

4.2.6 构筑物内的水压力应按设计水位的静水压力
计算，对给水处理构筑物，水的重度标准值。可取

lOkN/m'-采用;对污水处理构筑物，水的重度标准
值，可取10-10.&N/m'采用。
    注:机械表面曝气池内的设计水位，应计人水面波动的

        影响。

4.2.7 施加在结构构件上的预加应力标准值，应按

预应力钢筋的张拉控制应力值扣除相应张拉工艺的各

项应力损失采用。张拉控制应力值应按现行 《混凝土

结构设计规范》GB 50010的有关规定确定。
    注:当对构件作承载能力极限状态计算，预加应力为不

        利作用时，由钢筋松弛和混凝土收缩、徐变引起的

        应力损失不应扣除。

4.2.8地基不均匀沉降引起的永久作用标准值，其
沉降量及沉降差应按现行 《建筑地基基础设计规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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GB 50007的有关规定计算确定

4.3 可变作用标准值、准永久值系数

4.3.
.1构筑物楼面和屋面的活荷载及其准永久值系

应按表4.3.1采用

表4.3.1构筑物楼面和屋面的活荷载

      及其准永久值系数Wn

项序       构筑物部位

{

1.___._._一一准水久位系数
      0

估何 4称准恢 一

  (kN/rz,2)

1

  不 卜人的屋而、贮

水或水处理构筑物的

顶盖

0.7         0.0

}

2 上人屋面或顶盖 2.0 0.4

3
  操作平台或泵房等

楼而
2.0 0.5

4 楼梯或走道板 2.0 0.4

5
    操作平台、楼梯的

.栏杆
!

水平向

I.OkN/m
0.0

注:1 对水池顶盖，尚应根据施工或运行条件验算施工

      机械设备荷载或运输车辆荷载;

    2 对操作平台、泵房等楼面，尚应根据实际情况验

      算设备、运输I具、堆放物料等Ya部集中荷载;

    3 对预制楼梯踏步，尚应按集中活荷载标准值

      I.5kN验算

    3水压力标准值的相应设计水位，应根据对结

构的作用效应确定取最低水位或最高水位。当取最低

水位时，相应的准永久值系数对地表水可取常年洪水

位与最高水位的比值，对地下水可取平均水位与最高

水位的比值。
    4 地表水或地下水对结构作用的浮托力，其标

准值应按最高水位确定，并应按下式计算:

                Yf,k=)I..hw9.          (4.3.3)

式中 4twk— 构筑物基础底面上的浮托力标准值
              (kN/m2);

        Y}— 水的重度 (kN/m3);可按IOkN/m-

                采用;

        h w.— 地表水或地下水的最高水位至基础底

              面 (不包括垫层)计算部位的距离

                (m);

        lfw 浮托力折减系数。对非岩质地基应取

              1。;对岩石地基应按其破碎程度确
              定，当基底设置滑动层时，应取

                  1.0.

    注:1当构筑物笨底位于地表滞水层内，又无排除卜

          层滞水措施时，基础底面_L的浮托力仍应按式

          433计算确定
        2 当构筑物两侧水位不等时，基础底面J几的浮托

            力可按沿基底直线变化计算。

4.3.4 作用在取水构筑物头部上的流水压力标准值，
计水位

费
”戈

叮一a4..

冲届叮经 最低冲刷线

4.3.2 吊车荷载、雪荷载、风荷载的标准值及其准

永久值系数，应按 《建筑结构荷载规范》GB 50009

的规定采用。

    确定水塔风荷载标准值时，整体计算的风载体型

系数尸应按下列规定采用:
    1倒锥形水箱的风载体型系数应为+0.7;

    2 圆柱形水箱或支筒的风载体型系数应为

+0.7;

    3 钢筋混凝土构架式支承结构的梁、柱的风载

体型系数应为+1.3}
3.3.3 地表水或地下水对构筑物的作用标准值应按

下列规定采用:

    1构筑物侧壁上的水压力.应按静水压力计算:

    2 水压力标准值的相应设计水位，应根据勘察

部门和水文部门提供的数据采用:可能出现的最高和

最低水位，对地表水位宜按1%频率统计分析确定;

对地下水位应综合考虑近期内变化及构筑物设计基准

期内可能的发展趋势确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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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图4.3.4 作用在取水头部上的流水压力图
              (。)非淹没式;(b)淹没式

应根据设计水位按下式计算确定 (图4.3.4):

F}.k二，dK‘Ywv�nKi 2g A (4.3.4)

式中 Fdw.k— 头部上的流水压力标准值(kN);
        ndi 淹没深度影响系数，可按表4.3.4-1

              采用;对于非淹没式取水头部应为

                  1.0;

        K( 作用在取水头部上的水流力系数，

              可按表4.3.4-2采用;

        ‘— 水流的平均速度 (-/s);

        9— 重力加速度 (.屏);
        A— 头部的阻水面积 (m")，应计算至最

                低冲刷线处



表43.4一1 淹没深度影响系数n。

。厂一而
绘

      月

壁板的内

了(从1一几) 执36)
之

外侧壁面温差 (℃);

壁板的厚度 (In);

1材质的壁板的导热系数〔w/(。·K)];

:材质壁板与空气间的热交换系数

「w/(mZ·K川;

一
一
一
一

h

几

念0 501.001 气n2 002.252 503 0035O14。。5.。。一、6.〔、    }

刀J0 700 890960.991000.990 99)，7095石88}。84
注:表中d。为取水头部中心至水而的跟离;Hd为取水

    头部最低冲刷线以L的高度

式中 Ot

表4.34一2 取水头部上的水流力系数Kr

头部体型一方形 矩形{圆形
            一

尖端形
�一

长圆形

  」147
          !

，28{。78 0 69 0 59

    流水压力的准水久值系数，应按433中3的规

定确定

4.3.5 河道内融流冰块作用在取水头部上的压力，

其标准值可按下列规定确定:

    1 作用在具有竖直边缘头部上的融冰压力，可

按下式计算:

                  F浅 、洲声白 (4.3.51)

    2 作用在具有倾斜破冰棱的头部上的融冰压力，

可按下式计算 :

F分一“
八*bt子

f*‘￡了;只夕

(43.5一2)

(4353)

      r.厂— 壁板内侧介质的计算温度 (℃);可按

              年最低月的平均水温采用;

      几— 壁板外侧的大气温度 (℃);可按当地

              年最低月的统计平均温度采用。

    2 暴露在大气中的构筑物壁板的壁面湿度当量

温差0厂，应按10℃采用

    3 温度、湿度变化作用的准永久值系数必。宜取
10计算。

    注:1 对地下构筑物或设有保温措施的构筑物。一般

            可不计算温度、湿度变化作用;

        2 暴露在大气中有圆形构筑物和符合本规范有关

          伸缩变形缝构造要求的矩形构筑物壁板，一般

            可不计算温、湿度变化对壁板中面的作用

5 基本设计规 定
式中 Flk— 竖直边缘头部上的融冰压力标准值

              (kN);

      nh— 取水头部迎水流面的体型系数，方形

              时为1.。;圆形时为0.9; 尖端形时应

              按表4.35采用;

      八— 冰的极限抗压强度 (kN俪2)，当初融

            流冰水位时可按750kN/m“采用;

        t— 冰厚 (n)，应按实际情况确定;

    Fl k— 竖向冰压力标准值 (kN);

    F*、— 水平向冰压力标准值 (kN);

        b— 取水头部在设计流冰水位线上的宽度

              (m);

      介w— 冰的弯曲抗压极限强度 (kN/mZ)，可

            按O7f采用;
        口— 破冰棱对水平线的倾角 〔。)。

5.1 一 般 规 定

表4.3.5 尖端形取水头部体形系数m。

尖端形取水头部迎水流向角度 45。 60. 75。 90‘ 120。

n之卜 0.600.650 690.73 0 81

    3融冰压力的准永久值系数沪。，对东北地区和
新班北部地区可取必。=。.5;对其他地区可取沪q=。。
4.3‘ 贮水或水处理构筑物的温度变化作用 (包括

湿度变化的当量温差)标准值，可按下列规定确定:

    1基露在大气中的构筑物壁板的壁面温差，应
按下式计算:

5.1.1 本规范采用以概率理论为基础的极限状态设

计方法，以可靠指标度量结构构件的可靠度;按承载

能力极限状态计算时，除对结构整体稳定验算外均采

用以分项系数的设计表达式进行设计

5.12 本规范采用的极限状态设计方法，对结构设

计应计算下列两类极限状态:

    1 承载能力极限状态:应包括对结构构件的承

载力 (包括压曲失稳)计算、结构整体失稳 (滑移及

倾覆、上浮)验算

    2 正常使用极限状态:应包括对需要控制变形

的结构构件的变形验算，使用上要求不出现裂缝的抗

裂度验算，使用上需要限制裂缝宽度的验算等。

5.1.3 结构内力分析，均应按弹性体系计算，不考

虑由非弹性变形所产生的塑性内力重分布。

5.1.4 结构构件的截面承载力计算，应按我国现行

设计规范 (混凝土结构设计规范》GBSOO10或 《砌

体结构设计规范》GB50003、《钢结构设计规范》GB

50017的规定执行。

5.1.5 构筑物的地基计算 (承载力、变形、稳定)，

应按我国现行设计规范 《建筑地基基础设计规范沙

6】弓50007的规定执行。

5.1.‘ 结构构件按承载能力极限状态进行强度计算
时，结构上的各项作用均应采用作用设计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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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作用设计值，应为作用分项系数与作用代表值的

乘积

5.1.7 结构构件按正常使用极限状态验算时，结构

L的各项作用均应采用作用代表值。

5.1.8 对构筑物进行结构设计时，根据 喊工程结构

可靠度设计统 标准)) GB 50153的规定.应按结构

破坏可能产生的后果的严重性确定安全等级，按二级

执行。对重要工程的关键构筑物，其安全等级可提高

  一级执行。但应报有关主管部门批准或业主认可

式中 〔、Q、QIk— 第一可变作用的作用效应系数、
                    作用标准值，第一可变作用应

                    为风荷载

5.2.3 构筑物在基本组合作用下的设计稳定性抗力

系数‘，不应小于表5.2.3的规定。验算时，抵抗力

应只计入永久作用.可变作用和侧壁上的康擦力不应

计入;抵抗力和滑动、倾，力应均采用标准值。

表5.2.3 构筑物的设计稳定性抗力系数k

5.2 承载能力极限状态计算规定

5.2.1 对结构构件作强度计算时。应采用下列极限

状态计算表达式:

                    Y} s镇R              (5.2.1)

式中 Yo 结构重要性系数，对安全等级为一、二、
              三级的结构构件，应分别取1.1, 1.0.

                0，;

        S— 作用效应的基本组合设计值;

        R- 结构构件抗力的设计值，应按 《混凝土结

            构设计规范》GB 50010,《砌体结构设计

            规范》GB 50003, 《钢结构设计规范》

              GB 50017的规定确定。

5.2.2 作用效应的基本组合设计值，应按下列规定

确定:

    1 对于贮水池、水处理构筑物、地下构筑物等

叮不计算风荷载效应，其作用效应的基本组合设计

值，应按下式计算:

失稳特征 一设计稳定性抗力系数K·
  沿基底或沿齿墙底
面连同齿墙间土体滑动

1.30

沿地基内深层滑动
  (圆弧面滑动)

1.20

倾覆 1.50

上浮 一

5.2.4 对挡土 (水)墙、
反力，可按直线分布计算

宜出现负值 (拉力)

水塔等构筑物基底的地基

。基底边缘的最小压力，不

5.3 正常使用极限状态验算规定

5一艺Yc;Ce}<%;k+，。C41 Q、+0,艺 YwCwQ"

                                            (5.2.2-1)

式中 Ck— 第1个永久作用的标准值;

      C — 第1个永久作用的作用效应系数;

      Y,— 第 个永久作用的分项系数，当作用效应

              讨结构不利时，对结构和设备自重应取

              1.2，其他永久作用应取1.27;当作用效应

              对结构有利时，均应取1.0;

      Qjk— 第i个可变作用的标准值;

      Cw— 第J个可变作用的作用效应系数;

  Yq, .Yd,— 第1个和第i个可变作用的分项系数，对
              地表水或地下水的作用应作为第一可变

              作用取1.27，对其他可变作用应取1.40;

      o,— 可变作用的组合值系数，可取0.90计算。

    2 对水塔等构筑物，应计入风荷载效应，当进

行整体分析时，其作用效应的基本组合设计值，应按

下式计算:

5.3.1 对正常使用极限状态，结构构件应分别按作

用短期效应的标准组合或长期效应的准永久组合进行

验算.并应保证满足变形、抗裂度、裂缝开展宽度、

应力等计算值不超过相应的规定限值。

5.3.2 对混凝土贮水或水质净化处理等构筑物。当

在组合作用下，构件截面处干轴心受拉或小偏心受拉

(全面处于受拉)状态时.应按不出现裂缝控制;并

应取作用短期效应的标准组合进行验算。

5.3.3 对钢筋混凝土贮水或水质净化处理等构筑物.

当在组合作用下。构件截面处于受弯或大偏心受压、

受拉状态时，应按限制裂缝宽度控制;并应取作用长

期效应的准永久组合进行验算。

5.3.4 钢筋混凝土构筑物构件的.大裂缝宽度限值.

应符合表5.34的规定。

表5.3.4 钢筋混凝土构筑物构件

的最大裂缝宽度限值w二

9一艺，、味- vi4十1.4(G、Q} +0.6E C,,y·Qk)
          (5.2.2-2)

类别 部位及环境条件 tum (mm)

  水 处 理

构 筑 物、

水 池、水

塔

  清水池、给水水质净化处

理构筑物
0.25

  污水处理构筑物、水塔的

水柜
0.20

泵房
贮水间、格栅间 0.20

其他地面以下部分 0.25

  取 水 头

部

常水位以下部分 0.25

常水位以上湿度变化部分 0.20

注:沉井结构的施工阶段最大裂缝宽度限值可取

      0. 25.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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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3.5 甩V6层楼面的支水架应孩作用的长期效应的

准永久组合进行变形计算，其允许挠度应符合下式要

求 :

切、(
750

(5.3.5)

式中 二 支承梁的允许挠度

支承梁的计算跨度(cn,L(cm)}
5.3.6 又寸十止常便用极限状态，作用效应的标1E组

合设计值5，和作用效应的准永久组合设计值S,，应
分别按下列公式确定:

    1 标准组合

式中 入k— 在标准组合作用下，计算截面的边缘

          法向应力(N/mm') ;

      。— 扣除全部预应力损失后，计算截面上
            的预压应力 (N/mm2) ;

      。cl— 预压效应系数，对现浇混凝土结构可
              取1.15;对预制拼装结构可取1.25

5.3.9 钢筋混凝土构筑物的各部位构件，在准永久

组合作用下处于受弯、大偏心受压或大偏心受拉状态

时，其可能出现的最大裂缝宽度可按附录 A计算确

定。并应符合5.3.4的要求

S,一艺认，·认、十LU,·Q、十沪艺Cu,·Q* 6 基本 构造要求

                                          (5.3.6-1)

    对水塔等构筑物，当计人风荷载时可取 o. -
0.6;当不计人风荷载时，应为

6.1 一 般 规 定

S。一艺认 ·鱿、十艺 C},·Q,k

(5.3.6一2)

2 准永久组合

5。一艺“。·G、十艺 cu,·o"·Q,k

                                            (5.3.6-3)

式中 0,— 第I个可变作用的准永久值系数。
5.3.， 对钢筋混凝土构筑物，当其构件在标准组合

作用下处于轴心受拉或小偏心受拉的受力状态时，应

按下列公式进行抗裂度验算:

    1 对轴心受拉构件应满足:

6.1.1 贮水或水处理构筑物一般宜按地下式建造;

当按地面式建造时，严寒地区宜设置保温设施。

6.1.2 钢筋混凝土贮水或水处理构筑物，除水槽和

水塔等高架贮水池外，其壁、底板厚度均不宜小于

20cm,

6.1.3 构筑物各部位构件内。受力钢筋的混凝土保

护层最小厚度 (从钢筋的外缘处起).应符合表

6.1.3的规定

表6.1.3 钢筋的混凝土保护层最小厚度 (:nm)

Nk 。八
AO

(5.3.7-1)

式中 Nk— 构件在标准组合下计算截面卜的纵向

              )了(N);

      J}k 混凝土轴心抗拉强度标准值 (N/

            mm-)，应按现行 《混凝土结构设计规

              范》GB 50010的规定采用;

      Au— 计算截面的换算截面面积(mm') ;

      。— 混凝土拉应力限制系数，可取0.87

    2 对偏心受拉构件应满足:

      Nk(   -0k(YWU·1 lAOJ、一￡‘(，3.7-2)
式中 I,- 纵向力对截面重心的偏心距 (mm);

    w。— 构件换算截面受拉边缘的弹性抵抗矩

            (mm');

      Y 截面抵抗矩塑性系数，对矩形截面为

1.75

5.3.8 对于预应力混凝土结构的抗裂验算，应满足

下式要求 :

<oar一口，(0 (5.3.8)

构件类别 工作条件 保护层最小厚度

墙、板、壳
与水、土接触或高湿度 30

与污水接触或受水气影响 35

梁、柱
与水‘_L接触或高湿度 35

与污水接触或受水气影响 40

基础，底板
有垫层的下层筋 40

无垫层的下层筋 70

注:1墙、板、壳内的分布筋的混凝土净保护层最小厚

        度不应小于 20- 梁、柱内箍筋的混凝土净保

        护层最小厚度不应小于25-

    2 表列保护层厚度系按混凝土等级不低于 C5给

      出，当采用混凝土等级低于C25时，保护层厚度

      尚应增加5-
    3 不与水、土接触或不受水气影响的构件，其钢筋

        的混凝土保护层的最小厚度，应按现行的 《馄凝

        土结构设计规范》GB 50010的有关规定采用;

    4 当构筑物位于沿海环境，受盐雾侵蚀显著时，构

      件的最外层钢筋的混凝土最小保护层厚度不应少

      于45-

    5 当构筑物的构件外表设有水泥砂浆抹面或其他涂

      料等质量确有保证的保护措施时，表列要求的钢

      筋的混挽土保护层厚度可酌量减小，但不得低于

      处于正常环境的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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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1.4 钢筋混凝土墙 (壁)的拐角及与顶、底板的

交接处，宜设置腋角。腋角的边宽不应小于150-m,

并应配置构造钢筋，一般可按墙或顶、底板截面内受

力钢筋的50%采用。

应符合下列要求:

施工缝宜设置在构件受力较小的截面处;

施工缝处应有可靠的措施保证先后浇筑的混

凝土间良好固结，必要时宜加设止水构造

6.2 变形缝和施工缝 6.3 钢筋和埋件

6.2.1大型矩形构筑物的长度、宽度较大时，应设

置适应温度变化作用的伸缩缝。伸缩缝的间距可按表

6.2.1的规定采用。

表6.2.1 矩形构筑物的伸缩缝最大间距 (m)

、霖1.1T}1}f; #Il'J};yg
岩 基 土 基

露天
地下式或有

保温措施
露天

地下式或有

保温措施

砌体
砖 30 40

石 10 15

现t尧混凝土 5 8 R 15

钢筋混

凝 上

装配整体式 20 30 30 40

现浇 15 20 20 30

注:1对于地下式或有保温措施的构筑物，应考虑施工

      条件及温度、湿度环境等因素，外露时间较长

      时，应按露天条件设置伸缩缝

    2 当有经验时，例如在混凝土中施加可靠的外加剂

        或浇筑棍凝土时设置后浇带，减少其收缩变形，

      此时构筑物的伸缩缝间距可根据经验确定，不受

      表列数值限制。

6.2.2 当构筑物的地基土有显著变化或承受的荷载

差别较大时，应设置沉降缝加以分割

6.2.3 构筑物的伸缩缝或沉降缝应做成贯通式，在

同一剖面上连同基础或底板断开。伸缩缝的缝宽不宜

小于20mm;沉降缝的缝宽不应小于30-,o

6.2.4 钢筋混凝土构筑物的伸缩缝和沉降缝的构造，

应符合下列要求:

    l缝处的防水构造应由止水板材、填缝材料和

嵌缝材料组成;

    2 止水板材宜采用橡胶或塑料止水带，止水带

与构件混凝土表面的距离不宜小于止水带埋人混凝土

内的长度，当构件的厚度较小时，宜在缝的端部局部

加厚。并宜在加厚截面的突缘外侧设置可压缩性板

材:

    3填缝材料应采用具有适应变形功能的板材;

    4 嵌缝材料应采用具有适应变形功能、与混凝

土表面粘结牢固的柔性材料，并具有在环境介质中不

老化、不变质的性能。

6.2.5 位于岩石地基上的构筑物，其底板与地基间

应设置可滑动层构造。

6.2.6 混凝土或钢筋混凝土构筑物的施工缝设置，

  5-5- 12

6.3.1 钢筋混凝土构筑物的各部位构件的受力钢筋，
应符合下列规定:

    1 受力钢筋的最小配筋百分率。应符合现行

《混凝土结构设计规范》GB 50010的有关规定;

    2 受力钢筋宜采用直径较小的钢筋配置;每米

宽度的墙、板内，受力钢筋不宜少于4根，且不超过

10根。

6.3.2 现浇钢筋混凝土矩形构筑物的各构件的水平
向构造钢筋，应符合下列规定:

    1当构件的截面厚度小于、等于50- 时，其

里、外侧构造钢筋的配筋百分率均不应小于0.15%.
    2 当构件的截面厚度大于50m时。其里、外侧

均可按截面厚度50-配置0.15%构造钢筋。

6.3.3 钢筋混凝土墙 (壁)的拐角处的钢筋，应有
足够的长度锚入相邻的墙 (壁)内;锚固长度应自墙

(壁)的内侧表面起算

6.3.4 钢筋的接头应符合下列要求:
    1 对具有抗裂性要求的构件 (处于轴心受拉或

小偏心受拉状态)，其受力钢筋不应采用非焊接的搭

接接头;

    2 受力钢筋的接头应优先采用焊接接头.非焊

接的塔接接头应设里在构件受力较小处;

    3 受力钢筋的接头位置，应按现行 《混凝土结

构设计规范》GB 50010的规定相互错开;如必要时，

同一截面处的绑扎钢筋的搭接接头面积百分率可加大

到50%。相应的搭接长度应增加30%.

6.3.5钢筋混凝土构筑物各部位构件上的预埋件，
其锚筋面积及构造要求，除应按现行 《混凝土结构设

i滩L范》GB 50010的有关规定确定外，尚应符合下
列要求:

    1预埋件的锚板厚度应附加腐蚀裕度;

    2 预埋件的外露部分，必须作可靠的防腐保护

64 开孔处 加 固

6.4.1钢筋混凝土构筑物的开孔处，应按下列规定
采取加强措施:

    1 当开孔的直径或宽度大于300二 但不超过

1000- 时，孔口的每侧沿受力钢筋方向应配置加强

钢筋，其钢筋截面积不应小于开孔切断的受力钢筋截

面积的75 ;对矩形孔口的四周尚应加设斜筋;对

圆形孔口尚应加设环筋。

    2 当开孔的直径或宽度大于 1000二 时，宜对

孔口四周加设肋梁;当开孔的直径或宽度大于构筑物



壁、板计算跨度的

配筋应按计算确定

时，宜对孔i-1设置边梁.梁内 F— 纵向受拉钢筋表面特征系数，对光面

    钢筋应取1.0;对变形钢筋应取0.7;

6.4.2砖砌体的开孔处，应按下列规定采取加强措
施:

    1砖砌体的开孔处宜采用砌筑砖券加强。砖券

厚度，对直径小于 LOOOm。的孔[1.不应小于

120- ;对直径大于 1000- 的孔u，不应小于
240nun�

    2 石砌体的开孔处，宜采用局部浇筑混凝土加强、

J,k

a2

混凝土轴心抗拉强度标准值 (N/-z);

系数，对受弯构件可取

偏心受压构件可取 a，=

a2二1。;对大

‘一。2 h-0eo;对
大偏心受拉构件可取。一1 +0.35如

                                                                    ep

A.0.2 受弯、大偏心受压、大偏心受拉构件的计算

截面纵向受拉钢筋应力。，，可按下列公式计算:
    1 等弯构件的纵向辱村钢筋府如

附录A 钢筋混凝土矩形截面处于受
弯或大偏心受拉 (压)状态时的

      最大裂缝宽度计算

  Mq
0.87A,h,

(A刀.2-1)

A.0.1受弯、大偏心受拉或受压构件的最大裂缝宽
度，可按下列公式计算:

飞〔一卜80 E,(1.5,+0.11兰          P七c)(，+a})·，

式中 M。— 在长期效应准永久组合作用下，计算
            截面处的弯矩 (N-- ) ;

      标— 计算截面的有效高度 (- )

    2 大偏心受压构件的纵向受拉钢筋应力

              M,一0.35No(h一0.3en)
J1 二 0.87A,h,

(A.0.1-1)

W 65J}

P+awaz
(A.0. 1-2)

式中 二喻，— 最大裂缝宽度 (mm);

        ，一 裂缝间受拉钢筋应变不均匀系数，当

              O< 0.4时.应取0.4;当0>1.0
              时，应取10;

      。，— 按长期效应准永久组合作用计算的截
              面纵向受拉钢筋应力 (N/-.2);

      F,- 钢筋的弹性模量(N/m.,2);
          — 最外层纵向受拉钢筋的混凝土净保护

              层厚度 (mm) ;

        d— 纵向受拉钢筋直径 (mm) 当采用不

        同直径的钢筋时，应取d一4A,。
              为纵向受拉钢筋截面的总周长

                (mm);

        P,,- 以有效受拉混凝土截面面积计算的纵

                                        (A. 0.2-2)

式中 Nq— 在长期效应准永久组合作用下，计算
            截面上的纵向力 (N);

      eo— 纵向力对截面重心的偏心距 (mm),

    3 大偏心受拉构件的纵向钢筋应力.
M。+0.SNq(h。一a})
A,(h。一a') (A.0.2-3)

式中 “’— 位于偏心力一侧的钢筋至截面近侧边缘

            的距离 (二 )。

附录B 本规范用词说明

向受拉钢筋配筋率，即Pr二
A

0 5IA ，

      L为截面计算宽度，h为截面计算高

      度;A，为受拉钢筋的截面面积

      (mm' )，对偏心受拉构件应取偏心力

      一侧的钢筋截面面积;

a— 系数，对受弯、大偏心受压构件可取

      a,=0;对大偏心受拉构件可取。=

B.0.1 为便于在执行本规范条文时区别对待，对要
求严格程度不同的用词说明如下:

    1表示很严格，非这样做不可的:

        正面词采用 “必须”，反面词采用 “严禁”

    2 表示严格，在正常情况下均应这样做的:

        正面词采用 “应”，反面词采用 “不应”或

        “不得”。

    3 表示允许稍有选择，在条件许可时首先应这

        样做的:

        正面词采用 “宜”或 “可”，反面词采用 “不

        宜”

B.0.2 条文中指定应按其他有关标准、规范执行时，
写法为 “应符合⋯⋯规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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