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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4_BA_8E_E5_BB_BA_E7_c57_536988.htm 对于建筑给排水设

计，教科书和有关规范上已讲得相当详细了，本人根据多年

的工程设计和现场维修经验，认为设计人员如果能注意如下

一些小问题，则工程设计将会更加完美。 1．给水设计 1.1 自

动排气阀的作用 设有延时自闭阀的蹲式大便器的楼房给水系

统，如学校、旅馆、办公楼等，如果在给水管系统的最顶层

设有自闭阀，最好在管系的最高点增设自动排气装置。因为

给水用的延时自闭阀能很好地控制水流，但却不能很好地控

制气流。当系统停水时，给水管内常积存有大量的空气。系

统恢复供水后，管系内空气常会被水流压缩至管系顶部而形

成一个压缩空气区。此时有人再按下延时自闭阀的按扭时，

则压缩的空气会伴随着水流喷薄而出，常会将便器内的污物

吹到地面以上，甚至溅到入厕者的衣物上。在管系的最高点

设一个自动排气阀则可有效地解决这一问题。 1.2 适当增设单

体建筑户外控制阀门 传统的住宅给水设计是在每一根立管的

底层出地面处设切断阀门[1]，而户外小区内则是一个建筑楼

群组共用一个地下控制阀门。笔者认为立管底部的给水阀门

不可少，其目的主要是为了当底层住户发现下水管堵塞引起

地面冒水时，可以及时关闭给水总阀，减少排污量，从而有

效地阻止“事态的进一步扩大”。而小区内多设阀门的目的

则是为了物业管理部门在对楼上某住户的管道进行维修时，

能方便地从楼下户外将水源关闭，从而减少对一楼住户的干

扰。事实上，下水道堵塞和管道维修均在所地免。笔者认为



以停水范围不超过100户时设室外总控制阀为好。 1.3 注意室

外阀门的安装型式 室外安装的阀门大部分都是口径为Dg75以

上的截止阀或闸板问或蝶阀，一般均是法兰安装，而且有国

家标准图。需要注意的一个问题是，这些装于地下的阀门一

旦损坏时如何更换？埋于地下的管道没有多少伸缩的余地，

更换阀门时很难塞进法兰垫片，常常要挖地坑和割管子，费

时费力，停水时间长。而施工图设计时，在每一个法兰连接

阀处设一个伸缩器则可以很好地解决这一问题。这一点，教

科书和规范上都没作规定，却十分实用，且投资不多。 2．

排水设计 2.1 地漏与存水弯的配合 规范上没有规定排水地漏

一定要设存水弯，但这确实能影响用户的使用。全国通用给

水排水标准图集上将带水封的圆形钟罩式地漏分为了甲、乙

、丙、丁四种，虽然标准图上对存水部分的高度都作了具体

规定，但都有一个存水量小，水封易因水的蒸发而被破坏的

毛病。且往往制造和安装时还达不到设计的要求。笔者认为

凡是室内承接有粪便污水的排水系统的地漏，均应配套存水

弯。此可有效地防止串味现象。 2.2 室内排水管最小管径 一

般讲，污水池、小便器（槽）等器具的排出管最小管径

为DN32～50[2]，而含有粪便污水的最小管径为DN100。笔者

通过观察后认为这各种规定只适用于楼面排水，而不适用于

地面排水。原因如下：DN32-50的管径较小，容易堵塞，且

不易疏通（疏通器在其内不易拐弯）。在楼面上排水管系统

尚有楼面下管道清扫口可用，而在地面上的小排水管堵塞时

，则往往要扒开地面方能维修。笔者的经验是，在地面以下

敷设的排水管最小管径宜为DN75，那样并不需要多增加多少

投资，也不占用使用空间，但却方便使用和维修。对于楼房



合粪便污水的底层排出横管，使用Dg150为最小管径更适合中

国国情。一般这段横管长度不大，由Dg100改为Dgl50也不会

增加很多投资，但却能极大地减少管道的堵塞机会。而改变

管径位置宜设在立管地面以下的地方，这样并不影响地面以

上的空间。 2.3 污水紧急排出管 对于厨房和厕所相邻的住宅

来说，如果厨、厕是单独的排水管系统，则直在最底层为两

系统作一个紧急排出联通。笔者的做法是引一个地漏由厨房

至厕所管系或由厕所至厨房管系。其目的是一旦一侧的排出

管突然堵塞，仍下泄的污水溢出地面时可由此地漏进入另一

系统排出室外，而不至使室内其它房问大面积被污水浸漫。 

对目前我国居民的生活习惯来说，下水管道发生堵塞现象是

绝对会发生的，只是堵的次数多与少的问题。设计人员对习

惯作法的稍作改动，则可较大程度地方便用户。 （百考试题

注册建筑师） 100Test 下载频道开通，各类考试题目直接下载

。详细请访问 www.100test.com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