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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庆市住房和城乡建设委员会文件

渝建标〔２０２２〕６号

重庆市住房和城乡建设委员会

关于发布《加强型旋流器特殊单立管排水系统

技术标准》的通知

各区县（自治县）住房城乡建委，两江新区、经开区、高新区、万盛

经开区、双桥经开区建设局，有关单位：

现批准《加强型旋流器特殊单立管排水系统技术标准》为我

市工程建设推荐性标准，编号为ＤＢＪ５０／Ｔ４１１２０２２，自２０２２年５

月１日起施行。

本标准由重庆市住房和城乡建设委员会负责管理，重庆市设

计院有限公司负责具体技术内容解释。

重庆市住房和城乡建设委员会

２０２２年３月３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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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　言

根据重庆市住房和城乡建设委员会《关于下达２０１１年度重

庆市工程建设标准制订修订项目计划的通知》（渝建［２０１１］４６０

号）文的要求，标准编制组经广泛调查研究，认真总结实践经验，

参考有关国内、外先进标准，并在广泛征求设计、施工、监理意见

的基础上，制定本标准。

本标准共分为８章和４个附录，主要技术内容包括：总则、术

语和符号、基本规定、管材及配件、系统设计、施工、验收和维护。

本标准由重庆市住房和城乡建设委员会负责管理，由重庆市

设计院有限公司负责解释。执行过程中如有意见或建议，请寄送

至重庆市设计院有限公司（地址：重庆市渝中区人和街３１号，邮

编：４０００１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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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　总　则

１．０．１　为规范高层住宅加强型旋流器特殊单立管排水系统的设

计、施工、验收和维护，满足安全、卫生、降噪、适用、经济、绿色等

基本要求，制定本标准。

１．０．２　本标准适用于排水系统高度不超过２００ｍ的新建、扩建和

改建高层住宅建筑的加强型旋流器特殊单立管排水系统的设计、

施工安装及验收。

１．０．３　加强型旋流器特殊单立管的材料选用、设计、施工、验收

及维护除应执行本标准外，尚应符合国家及行业有关标准的

规定。

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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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　术语和符号

２．１　术　语

２．１．１　加强型旋流器特殊单立管排水系统　ｓｔｒｅｎｇｔｈｅｎｉｎｇｃｙ

ｃｌｏｎｅｓｐｅｃｉａｌｓｉｎｇｌｅｓｔａｃｋｄｒａｉｎａｇｅｓｙｓｔｅｍ

　　排水立管与排水横支管连接处采用加强型旋流器，排水立管

与排出管（或横干管）采用大曲率半径变径弯头连接，排水立管选

用加强型内螺旋管或加强型中空内螺旋管的排水系统。

２．１．２　排水系统卫生安全　ｈｅａｌｔｈａｎｄｓａｆｅｔｙｏｆｄｒａｉｎａｇｅｓｙｓ

ｔｅｍ

　　在排水系统正常使用的条件下，保障排水系统内水封不被破

坏、阻隔系统内的有害气体和悬浮物质进入住宅室内环境。

２．１．３　排水立管卫生安全度　ｃｏｅｆｆｉｃｉｅｎｔｏｆｈｅａｌｔｈａｎｄｓａｆｅｔｙｏｆ

ｄｒａｉｎａｇｅｖｅｒｔｉｃａｌｐｉｐｅ

　　在足尺实验塔上实测的立管排水能力ｑｃ相较于住宅生活排

水管道设计秒流量ｑｐ的比值，即立管排水能力／设计秒流量。

２．１．４　足尺测试　ｆｕｌｌｓｃａｌｅｅｘｐｅｒｉｍｅｎｔ

　　模拟实际排水系统的管道布置和敷设方式，按１：１的比例搭

建测试系统，并进行测试。

２．１．５　住宅排水系统高度　ｔｈｅｈｅｉｇｈｔｏｆｒｅｓｉｄｅｎｔｉａｌｄｒａｉｎａｇｅｓｙｓｔｅｍ

　　住宅排水系统排出管起点管内底标高与通气帽标高之间的

差值。

２．１．６　加强型旋流器　ｓｔｒｅｎｇｔｈｅｎｉｎｇｃｙｃｌｏｎｅｊｏｉｎｔ

　　连接排水横支管与排水立管，具有消除水舌现象、减缓立管

中水流速度或使水流形成旋流等功能，能改善排水系统水力工况

和气压波动的连接管配件。

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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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１．７　大曲率半径变径弯头　ｒｅｄｕｃｉｎｇｂｅｎｄｗｉｔｈｌａｒｇｅｒａｄｉｕｓ

ｏｆｃｕｒｖａｔｕｒｅ

　　用于连接排水立管与排出管或排水横干管的配件，曲率半径

与进水口管径之比大于１，出水口管径比进水口管径大１～２级。

２．１．８　加强型内螺旋管　ｓｔｒｅｎｇｔｈｅｎｉｎｇｉｎｎｅｒｓｐｉｒａｌｒｉｂｐｉｐｅ

　　管内壁有凸出三角形螺旋肋或导流叶片、具有引导水流沿管

内壁螺旋状下落功能的排水管。其旋肋或导流叶片高度和导程

均经过强化处理的立管管材。

２．１．９　加强型旋流检查口　ｓｔｒｅｎｇｔｈｅｎｉｎｇｃｙｃｌｏｎｅｐｉｐｅｃｈｅｃｋ

ｈｏｌｅｆｏｒｅｎｅｒｇｙｄｉｓｓｉｐａｔｉｏｎ

　　设置在排水立管上带有可开启检查盖的配件，可调整流态、

强化水流附壁旋流功效和进行立管检查清通。

２．１．１０　加强型同层排积水旋流器ｓｔｒｅｎｇｔｈｅｎｉｎｇｓａｍｅｌｙｓｅｅｐｅｒ

ｆｏｒｅｎｅｒｇｙｄｉｓｓｉｐａｔｉｏｎ

　　具有排除同层排水降板区域渗漏水功能的加强型旋流器，且

积水排除装置与立管间设置水封。

２．１．１１　水封比　ｒａｔｉｏｏｆｗａｔｅｒｓｅａｌ

　　水封出水通道端与进水通道端的自由水面面积的比值。

２．１．１２　防干涸双密封地漏　ａｎｔｉｄｒｉｅｄｂｌｅｎｄｓｅａｌｆｌｏｏｒｄｒａｉｎ

　　兼有机械式密封和水封式密封且具有减缓水封蒸发功能的

地漏。

２．２　符　号

　　狇狆———计算管段排水设计秒流量；

　　狇犮———以１：１比例搭建高度为１０４．１ｍ的住宅排水系统进行

足尺测试的立管排水能力；

　　狇犿犪狓———计算管段上最大一个卫生器具的排水流量；

　　犺———住宅排水系统高度；

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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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犖狆———计算管段的卫生器具排水当量总数；

　　ε———排水立管卫生安全度；

　　β———高度系数。

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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３　基本规定

３．０．１　建筑标准要求较高、要求降低水流噪声和改善排水水力

工况的高层和多层住宅的卫生间宜采用加强型旋流器特殊单立

管排水系统。

３．０．２　加强型旋流器特殊单立管的立管排水能力应按现行行业

标准《住宅生活排水系统立管排水能力测试标准》ＣＪＪ／Ｔ２４５的要

求，搭建排水系统进行足尺测试。

３．０．３　加强型旋流器特殊单立管排水系统卫生安全度宜根据系

统高度、建筑标准、卫生器具设置标准等确定，排水立管卫生安全

度不应小于２．０，宜根据配置要求选择对应的卫生安全度。

３．０．４　当加强型旋流器特殊单立管排水系统卫生安全度不能满

足要求时，可采用加强型旋流检查口替代普通检查口，进一步提

升卫生安全度。

３．０．５　加强型旋流器特殊单立管选用的加强型旋流器及管材应

为配套产品。

３．０．６　加强型旋流器特殊单立管采用的阻火措施应符合国家及

行业有关标准的规定。

３．０．７　加强型旋流器特殊单立管排水系统中宜选用防干涸双密

封地漏，水封深度不应低于５０ｍｍ且水封比不应小于１．０，并应符

合现行行业标准《地漏》ＣＪ／Ｔ１８６的有关规定。

３．０．８　卫生器具应使用自带存水弯的便器，洗脸盆、洗涤盆应配

置专用成品存水弯，不得采用软管代替，存水弯的水封深度不得

小于５０ｍｍ且水封比不应小于１．０；卫生器具的排水口排出管与

排水管应严密连接。

３．０．９　住宅排水系统所产生的噪声，应根据现行行业标准《建筑

排水管道系统噪声测试方法》ＣＪ／Ｔ３１２进行测试，并宜提供建筑

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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排水管道系统噪声实验报告。

３．０．１０　当管材及管件采用硬聚氯乙烯材质（ＰＶＣＵ、ＰＶＣＭ）

时，连续排水温度不应大于４０℃，瞬时排水温度不应大于８０℃；

采用聚丙烯材质（ＰＰ）和高密度聚乙烯材质（ＨＤＰＥ）时，连续排水

温度不应大于７０℃，瞬时排水温度不应大于９０℃。

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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４　管材及配件

４．１　管　材

４．１．１　当排水系统中管材与管件材质不一致时，应采取保证连

接处密封性能的可靠措施。

４．１．２　加强型旋流器特殊单立管排水系统的排水立管可采用

ＰＶＣＵ、ＰＶＣＭ、ＨＤＰＥ、ＰＰ或其它材质的加强型内螺旋管，其材

质应符合相应管材及管件的国家及行业标准的要求。

４．１．３　排水横管和排出管应选用光壁管，材质宜与排水立管相

同，光壁管应符合相应材质管材及管件的国家及行业标准的

要求。

４．１．４　加强型旋流器特殊单立管的管材螺旋方向与旋流器螺旋

方向均应为逆时针方向。

４．２　配　件

４．２．１　管托、管卡、管箍等支承件、紧固件宜采用生产厂配套制

造的标准件。当采用金属材料制作时，应符合相应的精度要求，

并应做防腐处理。

４．２．２　加强型旋流器特殊单立管排水系统的配件可采用ＰＶＣ

Ｕ、ＰＶＣＭ、ＨＤＰＥ、ＰＰ或其它材质。

４．２．３　铸铁材质管件应符合国家标准《排水用柔性接口铸铁管、

管件及附件》ＧＢ／Ｔ１２７７２要求。塑料材质管件的物理力学性能

应符合国家及行业现行有关标准的规定。

４．２．４　加强型旋流器应具有下列主要构造（见附录Ｂ．０．１、Ｂ．０．

２、Ｃ．０．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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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１　旋流器由上、下两体组成：上体扩容，使立管水流与横支

管汇入水流快速形成附壁螺旋流；下体为漏斗状锥形体，等高布

置逆时针导流叶片。

　　２　管件上体、下体的上下端口及横支管口均为承口，并与主

体一次性成型。

　　３　宜有１～３个用于连接排水横支管的接口。

４．２．５　大曲率半径变径弯头应具有下列构造（见附录Ｂ．０．５）：

　　１　弯头中部扩容，背部壁厚局部增加。

　　２　进口、出口端均为承口。

　　３　出口端比进口端管径放大１～２级。

４．２．６　加强型旋流检查口应具有下列主要构造（见附录Ｂ．０．７）：

　　１　检查口由上下两体组成，上体扩容，并有检查、清通立管

用的可开启检查盖；下体为漏斗状锥形体，等高布置逆时针导流

叶片。

　　２　管件上体、下体的上下端口均为承口，并与主体一次性

成型。

４．２．７　加强型同层排积水旋流器应具有下列主要构造（见附录

Ｂ．０．３、Ｂ．０．４、Ｃ．０．２、Ｃ．０．３）：

　　１　旋流器由上、下体组成：上体扩容，使立管水流与横支管

汇入水流快速形成附壁螺旋流；下体为漏斗状锥形体，等高布置

逆时针导流叶片。在上下体连接部位环向设置积水回收孔，并设

置水封保护。

　　２　管件上体、下体的上下端口及横支管口均为承口，并与主

体一次性成型。

　　３　宜有１～３个用于连接排水横支管的接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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５　系统设计

５．１　系统配置与管道敷设

５．１．１　加强型旋流器特殊单立管排水系统的配置如图５．１．１

所示。

（ａ）采用一般检查口　（ｂ）采用加强型旋流检查口

图５．１．１　特殊单立管排水系统配置示意图（单位：ｍｍ）

１—通气帽；２—排水立管；３—立管检查口；４—排水横支管；５—旋流器；

６—大曲率半径变径弯头；７—排水出户管（或排水横干管）；８—加强型旋流检查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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５．１．２　加强型旋流器特殊单立管应根据排水立管卫生安全度的

要求按表５．１．２进行选择。

表５．１．２　加强型旋流器特殊单立管的立管排水能力和排水立管卫生安全度

排水立管

管材形式
管径

（ｍｍ）

立管与横支管

连接配件

其他特

殊构造

立管排

水能力

狇犮（Ｌ／ｓ）

排水立

管卫生

安全度ε

旋流器示意图

加强型内螺旋管

（１２旋肋）
１１０

ＲＢＳＩ型加强型旋流降噪管件

（下体设置６条导流叶片）
无 ６．５ １．６２

加强型内螺旋管

（１２旋肋）
１２５

ＲＢＳＩ型加强型旋流降噪管件

（下体设置６条导流叶片）
无 ９．５ ２．３７

加强型内螺旋管

（１２旋肋）
１１０

ＲＢＳＩＩ型加强型旋流降噪管件

（下体设置６条导流叶片）
无 ８．５ ２．１２

加强型内螺旋管

（１２旋肋）
１１０

ＲＢＳＩＩ型加强型旋流降噪管件

（下体设置６条导流叶片）

每层设加强

型旋流检查口
１２．８ ３．１９

加强型内螺旋管

（１２旋肋）
１２５

ＲＢＳＩＩ型加强型旋流降噪管件

（下体设置６条导流叶片）
无 １２．０ ２．９９

加强型内螺旋管

（１２旋肋）
１２５

ＲＢＳＩＩ型加强型旋流降噪管件

（下体设置６条导流叶片）

每层设加强

型旋流检查口
１３．３ ３．３２

加强型内螺旋管

（１２旋肋）
１１０

ＲＢＳ旋流排积水管件

（下体设置６条导流叶片）
无 ６．０ １．５０

加强型内螺旋管

（１２旋肋）
１２５

ＲＢＳ旋流排积水管件

（下体设置６条导流叶片）
无 ８．４ ２．０５

注：１　表中立管排水能力数据系按照行业标准《住宅生活排水系统立管排水能力测试标准》ＣＪＪ／Ｔ２４５有关规定，

以１：１比例搭建高度为１０４．１ｍ的住宅排水系统（接入３４层用户排水）进行足尺测试，在立管垂直状态下采用

定流量测试法，选取立管允许压力波动±４００Ｐａ的数据确定；

２　表中立管排水能力为加强型旋流器特殊单立管排水系统的实测数据，所述立管排水能力仅对相应管、配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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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特定组合条件下负责，采用其他产品及配件、组合形式下的立管排水能力需按本标准５．２．３条的规定，按照

行业标准《住宅生活排水系统立管排水能力测试标准》ＣＪＪ／Ｔ２４５的相关规定进行系统测试确定。

３　表中排水立管卫生安全度ε是根据公式５．２．３（３４层排水接入，卫生器具为洗脸盆、淋浴器、冲洗水箱坐便

器）计算所得，若设计条件与此不同，则应根据上述公式重新计算，以满足卫生安全度ε≥２。

５．１．３　加强型旋流器特殊单立管排水系统的布置、敷设及通气

管的设置除应符合本标准要求外，还应符合《建筑给水排水设计

标准》ＧＢ５００１５的有关规定。

５．１．４　住宅内生活排水塑料横管的坡度、设计充满度，生活排水

铸铁管的最小坡度和最大设计充满度，应符合《建筑给水排水设

计标准》ＧＢ５００１５的有关规定。连接节水型坐便器的横支管坡

度应按产品要求确定。

５．１．５　卫生器具至排水横支管的距离应最短，支管转弯应最少；

当采用节水型卫生器具时，住宅内排水横支管长度不宜大于８．５

ｍ，排水横支管转弯不宜超过２次。

５．１．６　排水系统中最低排水横支管与排水立管连接处距排水立

管管底的垂直距离应符合《建筑给水排水设计标准》ＧＢ５００１５的

有关规定；当加强型旋流器特殊单立管最低横支管与立管连接处

至立管管底的最小垂直距离不满足要求时，排水支管应单独

排放。

５．１．７　当多根排水立管接入排水横干管时，应在横干管管顶或

两侧４５°范围内采用４５°斜三通接入，且立管管底至横干管接入点

应有不小于１．５ｍ的水平管段，汇合后排水横管及主立管的最大

设计排水能力应符合《建筑给水排水设计标准》ＧＢ５００１５的有关

规定。

５．１．８　加强型旋流器特殊单立管排水系统除底层以外，有排水

横支管接入的每个楼层均应设置旋流器，且设置间距不应大于

６．０ｍ；当大于６．０ｍ时，应设置加强型旋流检查口。

５．１．９　排水立管应避免轴线偏置；当受条件限制需要偏置时，应

符合《建筑给水排水设计标准》ＧＢ５００１５及《加强型旋流器特殊

单立管排水系统技术规程》ＣＥＣＳ３０７有关规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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５．１．１０　塑料排水立管应按下列规定设置伸缩节：

　　１　当采用柔性连接时，层高不超过４ｍ的排水立管层间管段

可不设置伸缩节，层高大于４ｍ且不超过６ｍ的排水立管层间管

段宜在该层立管中部设置一个伸缩节；

　　２　当采用刚性连接时，层高不超过４ｍ的排水立管层间管段

每层设置一个伸缩节，层高大于４ｍ应根据管道设计伸缩量和伸

缩节允许伸缩量计算确定伸缩节设置数量。

　　３　按照《建筑排水塑料管道工程技术规程》ＣＪＪ／Ｔ２９的规

定，采用橡胶圈密封连接、全部为固定支架连接、埋地或墙体直埋

的管道系统，可不设伸缩节。

５．２　设计流量与水力计算

５．２．１　卫生器具排水的流量、当量应按《建筑给水排水设计标

准》ＧＢ５００１５确定。排水立管的排水能力应按《住宅生活排水系

统立管排水能力测试标准》ＣＪＪ／Ｔ２４５的有关规定，进行足尺测试

确定。

５．２．２　高层住宅生活排水管道设计秒流量，应按公式（５．２．２）

计算：

狇狆 ＝０．１２×１．５× 犖槡 狆 ＋狇犿犪狓 （５．２．２）

式中：狇狆———计算管段排水设计秒流量（Ｌ／ｓ）；

犖狆———计算管段的卫生器具排水当量总数；

狇犿犪狓———计算管段上最大一个卫生器具的排水流量（Ｌ／ｓ），

住宅内取狇犿犪狓＝１．５。

５．２．３　高层住宅生活排水系统的选择，应根据公式（５．２．３）计算

结果按表（５．１．２）进行选择：

β×狇犮ε×狇狆 （５．２．３）

式中：狇犮———以１：１比例搭建高度为１０４．１ｍ的住宅排水系统进

行足尺测试的立管排水能力（Ｌ／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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β———高度系数，应按表５．２．３确定；

表５．２．３　高度系数β值

住宅排水系统高度犺（ｍ） β

２００≥犺＞１５０ ０．８

１５０≥犺＞１０４．１ ０．９

犺＝１０４．１ １．０

１０４．１＞犺≥５４ １．１

５４＞犺≥２７ １．２

　　ε———排水立管卫生安全度，不小于２．０，并根据压力波动区

间值选择：

　　１、控制排水系统管道内压力波动区间值不大于正负３００Ｐａ

时，ε≥２．０，水封损失值１８毫米以内；

　　２、控制排水系统管道内压力波动区间值不大于正负２００Ｐａ

时，ε≥３．０，水封损失值１０毫米以内；

　　３、控制排水系统管道内压力波动区间值不大于正负１００Ｐａ

时，ε≥４．０，水封损失值５毫米以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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６　施　工

６．０．１　加强型旋流器特殊单立管的安装应按《建筑给水排水及

采暖工程施工质量验收规范》ＧＢ５０２４２、《建筑排水塑料管道工程

技术规程》ＣＪＪ／Ｔ２９、《建筑排水金属管道工程技术规程》ＣＪＪ１２７、

《建筑排水复合管道工程技术规程》ＣＪＪ／Ｔ１６５的有关规定执行；

如另有要求，还应按照有关要求与技术规程执行。

６．０．２　施工单位进场前应编制施工方案，经批准后方可实施，并

应由监理单位对施工全过程进行质量控制。

６．０．３　加强型旋流器特殊单立管管道工程施工前，安装人员应

了解建筑物的结构形式，并应根据设计图纸和施工方案制定与土

建及其他工种的配合措施；安装人员应熟悉特殊管件和特殊管材

的性能，掌握操作要求。

６．０．４　在建筑物主体结构施工过程中，安装人员应配合土建做

好管道穿越墙壁、楼板处的预留孔洞、预埋套管等工作。预留孔

洞、预埋套管的标高和平面位置应符合设计文件的规定。

６．０．５　加强型旋流器特殊单立管所使用的主要材料、成品、半成

品、配件、器具和设备应符合下列规定，并应经监理工程师核查

确认：

　　１　应具有中文质量合格证明文件，规格、型号及足尺检测报

告应符合《住宅生活排水系统立管排水能力测试标准》ＣＪＪ／Ｔ２４５

等相关规定的要求。

　　２　进场时宜做１次随机抽样检查，产品合格率应为１００％。

６．０．６　长期存放的材料，在使用前必须进行外观检查、技术鉴定

和复查。当施工现场与库存管材温差较大时，应在安装前将所用

管材在现场放置，待管材温度接近环境温度后方可使用。

６．０．７　排水横管的管道坡度应符合设计文件的规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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６．０．８　连接卫生器具的排水管道接口应紧密不漏，管道的固定

支架、管卡等支撑位置应正确、牢固，与管道的接触应平整。

６．０．９　与排水横管连接的各卫生器具的受水口和立管均应采取

固定措施；管道与楼板的接合部位应采取防渗、防漏措施。

６．０．１０　隐蔽或埋地的排水管道在隐蔽前必须做灌水试验，灌水

高度不应低于卫生器具的上边缘或底层地面高度。

６．０．１１　施工完毕的管道应严格进行通球试验，并做好试验

记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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７　验　收

７．０．１　加强型旋流器特殊单立管应根据工程规模与特点进行中

间验收和竣工验收，应符合《建筑给水排水及采暖工程施工质量

验收规范》ＧＢ５０２４２的有关规定。

７．０．２　加强型旋流器特殊单立管竣工验收应具备下列文件：

　　１　施工图、竣工图及变更文件。

　　２　旋流器、系统专用配件、加强型内螺旋管材及系统内其他

管材、管件的出厂合格证和产品质量检验报告。

　　３　由具备检测能力的第三方公益机构或省部级重点实验

室、科研院所出具的排水系统排水能力足尺测试报告和用水器具

排水管道输送特性测试报告。

　　４　中间验收和隐蔽工程验收记录。

　　５　工程质量检验评定记录。

　　６　系统灌水试验和通球试验记录。

７．０．３　加强型旋流器特殊单立管管道工程验收的主控项目应符

合下列规定：

　　１　立管系统的排水能力，不应低于本标准第５．２．３条卫生

安全度的要求；并按照《住宅生活排水系统立管排水能力测试标

准》ＣＪＪ／Ｔ２４５的有关规定提供足尺检测报告。

　　２　排水系统内各类存水弯和地漏产品的水封深度不应小于

５０ｍｍ。宜选用防干涸双密封地漏。

　　３　柔性连接结构连接承口应进行耐压性能试验，承压不应

小于０．６ＭＰａ。

　　４　排水主立管及水平干管管道均应做通球试验，通球球径

应按导流叶片间的净空尺寸的２／３确定，通球率应为１００％。

７．０．４　加强型旋流器特殊单立管管道工程验收的一般项目应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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合下列规定：

　　１　检查口与清扫口的设置应符合设计要求。

　　２　金属排水管道的吊钩或卡箍应固定在承重结构上。固定

件的间距：横支管不应大于２ｍ；立管不应大于３ｍ。楼层高度不

超过４ｍ时，立管安装１个固定件；超过４ｍ时，要增设滑动支架

定位，滑动支架的管卡留有３～５ｍｍ的间隙，管底部的弯管处应

设置支墩或采取固定措施，金属排水管道安装的其他要求还应符

合行业标准《建筑排水金属管道工程技术规程》ＣＪＪ１２７的相关

规定。

　　３　塑料排水管道支架、吊架的间距应符合行业标准《建筑排

水塑料管道工程技术规程》ＣＪＪ／Ｔ２９的有关规定。

　　４　排水通气管的设置应满足设计要求，在有人停留的平屋

顶上，当伸顶通气管为金属管材时，还应根据防雷要求设置防雷

装置。

　　５　管道安装的允许偏差应符合现行国家标准《建筑给水排

水及采暖工程施工质量验收规范》ＧＢ５０２４２的有关规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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８　维　护

８．０．１　住宅排水系统的日常维护管理工作应包括下列内容：

　　１　检查卫生器具的牢固性。

　　２　检查用户污水、废水排放的通畅状况，以及管道的密封

状况。

　　３　检查排水横支管、横干管的状态，及时清除管道中的淤堵

杂质。

　　４　检查卫生器具排水口与排水管道的密闭性、水封的有

效性。

　　５　建立日常检查及维护保养档案。

８．０．２　铸铁管应每隔两年涂刷防腐油漆一次，以延长管道使用

寿命，防止管道因腐蚀而产生渗、漏污水的现象。

８．０．３　定期采用通压力水的胶皮管对存水弯、致漏和堵塞隐患

区域进行疏通。

８．０．４　物业管理企业应对住宅排水管道进行日常保养、维修和

管理、按计划检修，并及时更新，保证正常运行。

８．０．５　排水系统出现故障时应立即抢修，防止污水、污物漫溢，

污染环境。

８．０．６　普及使用常识，禁止破布、棉纱、废纸、硬块类等杂物倒入

管道，防止排水系统堵塞。

８．０．７　冬季施工应采取防冻措施，操作场所应保持室内空气流

通，不得密闭。

８．０．８　管道严禁攀踏，系安全绳，搁賔脚手板，用作支撑或借作

他用。

８．０．９　管道粘接操作场所，禁止明火，场内通风要求良好。集中

操作场所，宜设置排风设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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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录犃　加强型内螺旋管材规格尺寸

犃．０．１　硬聚氯乙烯（ＰＶＣＵ，ＰＶＣＭ）加强型内螺旋管构造与规

格尺寸

　　如图Ａ．０．１和表Ａ．０．１所示。

图Ａ．０．１　加强型内螺旋管材构造

表犃．０．１　加强型内螺旋管材规格尺寸表

公称外径

（ｍｍ）

基本

尺寸
公差

壁厚ｅ

（ｍｍ）

基本

尺寸
公差

螺旋肋高ｈ（ｍｍ）

基本

尺寸
公差

导程（ｍｍ）

基本

尺寸
公差

螺旋

肋数

（根）

螺旋

方向

长度Ｌ

（ｍｍ）

基本

长度
公差

１１０
＋０．３

０
３．２

＋０．６

０
３．２

＋０．６

０
７００

＋１００

０
１２ 左旋 按需确定

＋２０

０

１２５
＋０．３

０
３．２

＋０．６

０
３．２

＋０．６

０
７５０

＋１００

０
１２ 左旋 按需确定

＋２０

０

１６０
＋０．４

０
４．０

＋０．６

０
３．４

＋０．６

０
８００

＋１００

０
１２ 左旋 按需确定

＋２０

０

犃．０．２　聚丙烯（ＰＰ）或高密度聚乙烯（ＨＤＰＥ）加强型内螺旋管构造与

规格尺寸

　　如图Ａ．０．２和表Ａ．０．２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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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Ａ．０．２　加强型内螺旋管材构造

表犃．０．２　加强型内螺旋管材规格尺寸表

公称外径

（ｍｍ）

基本

尺寸
公差

壁厚ｅ

（ｍｍ）

基本

尺寸
公差

螺旋肋高ｈ（ｍｍ）

基本

尺寸
公差

导程（ｍｍ）

基本

尺寸
公差

螺旋

肋数

（根）

螺旋

方向

长度Ｌ

（ｍｍ）

基本

长度
公差

１１０
＋０．３

０
３．８

＋０．６

０
６．０

＋６

０
５００

＋１５０

０
１３ 左旋 按需确定

＋２０

０

１２５
＋０．３

０
４．０

＋０．６

０
６．０

＋６

０
６５０

＋１５０

０
１３ 左旋 按需确定

＋２０

０

１６０
＋０．４

０
５．０

＋０．６

０
６．０

＋６

０
７００

＋１５０

０
１３ 左旋 按需确定

＋２０

０

犃．０．３　铝合金衬塑聚丙烯（ＰＰ）或高密度聚乙烯（ＨＤＰＥ）加强型内螺

旋管构造与规格尺寸如图Ａ．０．３和表Ａ．０．３所示。

图Ａ．０．３　加强型内螺旋管材构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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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犃．０．３　加强型内螺旋管材规格尺寸表

公称外径

（ｍｍ）

结构壁厚ｅ

（ｍｍ）

外壁壁厚

（铝合金）

内壁壁厚

（ＰＰ）

螺旋肋高ｈ

（ｍｍ）

导程

（ｍｍ）

基本

尺寸
公差

基本

尺寸
公差

基本

尺寸
公差

基本

尺寸
公差

基本

尺寸
公差

基本

尺寸
公差

螺旋

肋数

（根）

螺旋

方向

１１０
＋０．３

０
３．８

＋０．６

０
１．３

＋０．３

０
２．５

＋０．６

０
６．０

＋６

０
５００

＋１５０

０
１３ 左旋

１２５
＋０．３

０
４．０

＋０．６

０
１．５

＋０．３

０
２．５

＋０．６

０
６．０

＋６

０
６５０

＋１５０

０
１３ 左旋

１６０
＋０．４

０
５．０

＋０．６

０
１．８

＋０．３

０
３．２

＋０．６

０
６．０

＋６

０
７００

＋１５０

０
１３ 左旋

１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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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录犅　硬聚氯乙烯（犘犞犆犝，犘犞犆犕）加强型

旋流器规格尺寸

犅．０．１　ＲＢＳＩ型三通构造与规格尺寸如图Ｂ．０．１和表Ｂ．０．１所示。

图Ｂ．０．１　ＲＢＳＩ型三通构造

表犅．０．１　犚犅犛犐型三通规格尺寸

公称直径（ｍｍ） Ｚ（ｍｍ） Ｌ（ｍｍ） Ｌ１（ｍｍ） Ｌ２（ｍｍ） 导流叶片数

１１０×１１０ １３３ ４４６ ２０５ １００ ６

１２５×１１０ １３６ ４７２ ２２１ １１１ ６

犅．０．２　ＲＢＳＩＩ型三通构造与规格尺寸如图Ｂ．０．２和表Ｂ．０．２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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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Ｂ．０．２　ＲＢＳＩＩ型三通构造

表犅．０．２　犚犅犛犐犐型三通规格尺寸

公称直径（ｍｍ） Ｚ（ｍｍ） Ｌ（ｍｍ） Ｌ１（ｍｍ） Ｌ２（ｍｍ） 导流叶片数

１１０×１１０ １３３ ５３４ ２０５ １００ ６

１２５×１１０ １３６ ５８９ ２２１ １１１ ６

１６０Ｘ１１０ １３６ ５８９ ２２１ １１１ ６

犅．０．３　ＲＢＳ旋流排积水三通构造与规格尺寸如图Ｂ．０．３和表Ｂ．０．３

所示。

图Ｂ．０．３　ＲＢＳ旋流排积水三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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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犅．０．３　犚犅犛旋流排积水三通尺寸

公称外径（ｍｍ） Ｌ（ｍｍ） Ｌ１（ｍｍ） Ｌ２（ｍｍ） Ｚ（ｍｍ） Ｄ（ｍｍ） 导流叶片数

１１０ ４７６ ２０５ １００ １３３ １１０ ６

１２５ ５０６ ２２１ １１１ １３６ １２５ ６

１６０ ５４０ ２２１ １１１ １３６ １６０ ６

犅．０．４　ＲＢＳ旋流排积水多高度三通构造与规格尺寸如图Ｂ．０．４和表

Ｂ．０．４所示。

图Ｂ．０．４　ＲＢＳ旋流排积水三通

表犅．０．４　犚犅犛旋流排积水三通尺寸

公称外径（ｍｍ） Ｌ（ｍｍ） Ｌ１（ｍｍ） Ｌ２（ｍｍ） Ｚ（ｍｍ） 导流叶片数

１１０ ６０１ １９９ １７１ １２５ ６

１２５ ６２２ ２１０ １８３ １２８ ６

１６０ ６５６ ２１０ １８３ １２８ ６

犅．０．５　大曲率半径弯头构造与规格尺寸如图Ｂ．０．５和表Ｂ．０．５

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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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Ｂ．０．５　大曲率半径变径弯头构造

表犅．０．５　大曲率半径变径弯头规格尺寸

公称外径（ｍｍ） Ｚ１（ｍｍ） Ｚ２（ｍｍ） Ｌ１（ｍｍ） Ｌ２（ｍｍ） 曲率半径（ｍｍ）

１６０×１１０ ２５４ ２２２ ２４４ ３０１ ２８０

１６０×１２５ ３７２ ３７８ ４３５ ４２０ ４００

犅．０．６　旋流器（ＲＢＳ型）承口构造与规格尺寸如图Ｂ．０．６和表Ｂ．０．６

所示。

图Ｂ．０．６　ＲＢＳ型承口构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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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犅．０．６　犚犅犛型承口尺寸

公称外径（ｍｍ） ｄ（ｍｍ） Ｄ（ｍｍ） Ｌ（ｍｍ）

５０ ５１．５ ７７ ３３

７５ ７６．５ １０４ ４７

１１０ １１１．５ １４８ ５８

１２５ １２６．５ １６４ ６２

１６０ １６１．６ ２０１ ６８

２００ ２０１．６ ２４５ ８０

犅．０．７　加强型旋流检查口构造与规格尺寸如图Ｂ．０．７和表Ｂ．０．７

所示。

图Ｂ．０．７　加强型旋流检查口构造

表犅．０．７　加强型旋流检查口尺寸

公称直径（ｍｍ） Ｌ１（ｍｍ） Ｌ（ｍｍ） Ｚ（ｍｍ）

１１０ １１８ ４４６ １２６

１２５ １３１ ４７２ １３０

１６０ １３１ ４８０ １３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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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录犆　聚丙烯（犘犘）和高密度聚乙烯（犎犇犘犈）

加强型旋流器规格尺寸

犆．０．１　ＲＢＳＩＩ型三通构造与规格尺寸如图Ｃ．０．１和表Ｃ．０．１所示。

图Ｃ．０．１　ＲＢＳＩＩ型三通构造

表犆．０．１　犚犅犛犐犐型三通规格尺寸

公称直径（ｍｍ） Ｚ（ｍｍ） Ｌ（ｍｍ） Ｌ１（ｍｍ） Ｌ２（ｍｍ） 导流叶片数

１１０×１１０ １３３ ５３４ ２０５ １００ ３

１２５×１１０ １３６ ５８９ ２２１ １１１ ３

１６０×１１０ １３６ ５８９ ２２１ １１１ ３

犆．０．２　ＲＢＳ旋流排积水三通构造与规格尺寸如图Ｃ．０．２和表Ｃ．０．２

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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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Ｃ．０．２　ＲＢＳ旋流排积水三通构造

表犆．０．２　犚犅犛旋流排积水三通尺寸

公称外径（ｍｍ）Ｌ（ｍｍ）Ｌ１（ｍｍ）Ｌ２（ｍｍ）Ｚ（ｍｍ）Ｄ（ｍｍ） 导流叶片数

１１０ ４７６ ２０５ １００ １３３ １１０ ３

１２５ ５０６ ２２１ １１１ １３６ １２５ ３

１６０ ５４０ ２２１ １１１ １３６ １６０ ３

犆．０．３　ＲＢＳ旋流排积水多高度三通构造与规格尺寸如图Ｃ．０．３和

表Ｃ．０．３所示。

图Ｃ．０．３　ＲＢＳ旋流排积水三通构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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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犆．０．３　犚犅犛旋流排积水三通尺寸

公称外径（ｍｍ） Ｌ（ｍｍ） Ｌ１（ｍｍ） Ｌ２（ｍｍ） Ｚ（ｍｍ） 导流叶片数

１１０ ６０１ １９９ １７１ １２５ ３

１２５ ６２２ ２１０ １８３ １２８ ３

１６０ ６５６ ２１０ １８３ １２８ ３

犆．０．４　旋流器电熔承口构造与规格尺寸如图Ｃ．０．４和表 Ｃ．０．４

所示。

图Ｃ．０．４　电熔承口构造

表犆．０．４　电熔承口尺寸

公称外径（ｍｍ） Ｌ（ｍｍ） Ｄ（ｍｍ） ｄ（ｍｍ）

１１０ ５８ １４８ １１０．５

１２５ ６２ １６４ １２５．５

１６０ ６８ ２０１ １６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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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录犇　防干涸双密封地漏规格尺寸

犇．０．１　插入式防干涸双密封地漏构造与规格尺寸如图Ｄ．０．１和表

Ｄ．０．１所示。

图Ｄ．０．１　插入式防干涸双密封地漏构造

表犇．０．１　插入式防干涸双密封地漏尺寸

规格Ｄ（ｍｍ） Ｌ×Ｂ（ｍｍ） Ｈ（ｍｍ）

５０ １００×１００ １７１

５０ １２５×１２５ １８２

７５ １２５×１２５ １９０

犇．０．２　直式器具防干涸双密封地漏构造与规格尺寸如图Ｄ．０．２和

表Ｄ．０．２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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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Ｄ．０．２　直式器具防干涸双密封地漏构造

表犇．０．２　直式器具防干涸双密封地漏尺寸

公称规格Ｄ（ｍｍ） ｄｎ（ｍｍ） Ｈ１（ｍｍ） Ｈ２（ｍｍ）

５０ ３２ ８０ ２１４

７５ ３２ ８５ ２２７

犇．０．３　角式器具防干涸双密封地漏构造与规格尺寸如图Ｄ．０．３和

表Ｄ．０．３所示。

图Ｄ．０．３　角式器具防干涸双密封地漏构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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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犇．０．３　角式器具防干涸双密封地漏尺寸

公称规格Ｄ（ｍｍ） Ｚ（ｍｍ） Ｈ１（ｍｍ） Ｈ２（ｍｍ）

５０ ５６ ４４ １３４

７５ ７０ ４９ １４２

ｄｎ Ｌ（ｍｍ）

２０ ２１

２４ ２１

２８ ２１

犇．０．４　调高防干涸双密封地漏构造与规格尺寸如图Ｄ．０．４和表Ｄ．

０．４所示。

图Ｄ．０．４　调高防干涸双密封地漏构造

表犇．０．４　调高防干涸双密封地漏尺寸

公称规格

ｄｎ（ｍｍ）
Ｈ（ｍｍ） Ｌ１（ｍｍ） Ｌ２（ｍｍ）

表面规格

（ｍｍ）
Ｌ３（ｍｍ）

调高

（ｍｍ）

５０ ５０ ４２ １１０
１２５×１２５

１５０×１５０
１５ ０６０

７５ ５０ ４７ １１５
１２５×１２５

１５０×１５０
１７ ０６０

　１、预埋件公称规格分为５０和７５两种，地漏水封公称规格分为５０和７５两种

２、排水方向为侧排和底排两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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犇．０．５　调高防干涸双密封长条地漏构造与规格尺寸如图Ｄ．０．５和

表Ｄ．０．５所示。

图Ｄ．０．５　调高防干涸双密封长条地漏构造

表犇．０．５　调高防干涸双密封长条地漏尺寸

公称规格ｄｎ（ｍｍ） Ｈ（ｍｍ） Ｌ１（ｍｍ） Ｌ２（ｍｍ） 表面规格（ｍｍ） 调高（ｍｍ）

５０ ５０ ４２ １１０ ３００×８０ ０６０

７５ ５０ ４２ １１５ ６００×１２５ ０６０

　１、预埋件公称规格分为５０和７５两种，地漏水封公称规格分为５０和７５两种

２、排水方向为侧排和底排两种

犇．０．６　调高防干涸双密封同层检修地漏构造与规格尺寸如图Ｄ．０．６

和表Ｄ．０．６所示。

３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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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Ｄ．０．６　防干涸密封同层检修地漏构造

表犇．０．６　防干涸双密封同层检修地漏尺寸

单位：ｍｍ

Ｌ×Ｂ ｄｎ１ ｄｎ２ ｄｎ３ ｄｎ４ Ｈ（ｍｉｎ） Ｌ１ Ｌ２ Ｚ１ Ｚ２ Ｚ３

１５０×１５０

１２５×１２５
７５ ５０ ５０ ５０ １８６ ９５ ９５ ８０ ９５ １２．５

犇．０．７　防返溢侧墙地漏构造与规格尺寸如图Ｄ．０．７和表Ｄ．０．７

所示。

图Ｄ．０．７　防返溢侧墙地漏构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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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犇．０．７　防返溢侧墙地漏尺寸

公称规格ｄｎ（ｍｍ） Ｈ（ｍｍ） Ｈ１（ｍｍ） Ｌ（ｍｍ） Ｂ（ｍｍ）

７５ ８５ ４２ １２５ ６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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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标准用词说明

１　为便于在执行本标准条文时区别对待，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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反面词采用“不宜”；

４）表示有选择，在一定条件下可以这样做的，采用“可”。

２　条文中指明应按其他有关标准执行的写法为：“应符合……

的规定”或“应按……执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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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用标准名录

《建筑给水排水设计标准》ＧＢ５００１５

《建筑给水排水及采暖工程施工质量验收规范》ＧＢ５０２４２

《排水用柔性接口铸铁管、管件及附件》ＧＢ／Ｔ１２７７２

《建筑排水塑料管道工程技术规程》ＣＪＪ／Ｔ２９

《建筑排水金属管道工程技术规程》ＣＪＪ１２７

《建筑排水复合管道工程技术规程》ＣＪＪ／Ｔ１６５

《住宅生活排水系统立管排水能力测试标准》ＣＪＪ／Ｔ２４５

《地漏》ＣＪ／Ｔ１８６

《建筑排水管道系统噪声测试方法》ＣＪ／Ｔ３１２

《建筑排水内螺旋管道工程技术规程》Ｔ／ＣＥＣＳ９４

《高层住宅特殊单立管排水系统卫生安全技术规程》Ｔ／ＣＥＣＳ６９０

《特殊单立管排水系统设计规程》ＣＥＣＳ７９

《加强型旋流器特殊单立管排水系统技术规程》ＣＥＣＳ３０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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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庆市工程建设标准

加强型旋流器特殊单立管排水系统技术标准

犇犅犑５０／犜４１１２０２２

条文说明

２０２２　重　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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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　术语和符号

２．１　术　语

２．１．２　排水系统是连接室外污水排水管道与室内环境的通道，排水

系统导致室内环境的隐性污染一直被忽视。国家课题 “住宅排水系

统卫生性能研究与技术研发”与“十二五”水体污染控制与治理重大专

项课题“建筑水系统微循环重构技术研究与示范”的实地调研报告均

显示住宅卫生间返臭气是普遍现象。臭气中所含的气态污染物大多

属于“三致”污染物，所含的非气态污染物也会威胁居民身体健康。

　　排水系统的安全性能是一个“系统”性能指标，它反映了由横支管

布置方式、立管系统形式、管配件、横干管以及一些辅助配件等组成的

“系统”性能指标。其性能优劣的直观反映于室内水封的稳定性，即水

封抵抗系统内压力波动的能力。

　　针对住宅排水系统，提升排水系统卫生安全的措施包括：一是提

高水封性能，使水封能够适应更大流量下建筑排水系统内的气压波动

而不被破坏；二是改善建筑排水系统的水力条件，使得在更大流量下，

减小建筑排水系统内的气压波动，从而保证水封的密封性能，保证室

内的环境卫生。

　　因此，为提升排水系统卫生安全，本标准规定了地漏、存水弯的性

能要求，提出了“排水立管卫生安全度”的概念，此外针对施工、安装等

提出了具体要求。

２．１．３　国内外对排水系统的设计均要求排水管的最大设计排水能力

（许容流量）大于排水管的设计秒流量（计算值）。从日本的经验看，实

测排水能力是负荷流量（计算值）的１．２倍～２．５倍（图１），可以满足

安全排放的要求；同时考虑到《建筑给水排水设计标准》ＧＢ５００１５的

基本要求，为了保障、提高住宅排水系统的卫生安全性能，剔除不同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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水系统差异性的影响，提出了“排水立管卫生安全度”的概念。

图１　日本不同特殊单立管排水系统的许容

流量与负荷流量统计示意图

２．１．４　依据国际经验来看，进行排水系统排水性能评测，最有效的方

法是进行足尺实验测评。足尺实验时，测试系统需按照１：１足尺度搭

建，管道布置与敷设方式应真实再现排水系统实际的布置情况。

２．１．５　住宅排水系统高度除排水楼层外，还包括排水立管伸出屋顶

的部分以及最低排水横支管与横干管之间的距离。

２．１．５　《特殊单立管排水系统设计规程》ＣＥＣＳ７９中对“特殊单立管

排水系统”的定义是：“排水立管分别采用特殊管件、特殊管材或同时

采用特殊管件、特殊管材的单根立管的排水系统”。但经过高层排水

实验塔测试，未经强化处理的内螺旋管因其导程较大螺旋筋高度较

低，配合特殊管件使用时，其排水能力与普通光壁管相差较小。而加

强型管材配合普通管件使用时因管件水舌影响、横支管口水流扰动或

没有特殊管件导流叶片的辅助强化作用，均导致系统排水能力急剧

降低。

２．１．７　大曲率半径变径弯头是使横干管扩径的连接管件。在超高层

足尺实验塔上，采用模拟污物（胶棉和纸团）在系统（住宅排水系统高

度为１０４．１ｍ）顶部排放时，观察横干管管径分别为ＤＮ１００和ＤＮ１５０

在各自最小坡度时的流态和搬送情况。当横干管管径为ＤＮ１００时，

模拟污物成团堆积、依靠其后端（沿流动的反方向）的水流推动下以极

慢的速度移动，堆积的模拟污物后端的充满度为０．８～０．９，远大于最

４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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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设计充满度。而横干管管径为ＤＮ１５０时，管道内部没有出现模拟

污物成团堆积的情况；水流速度较为平缓，但相较于ＤＮ１００所形成堆

积、依靠水流推动的流速而言更大。

２．１．８　根据螺旋肋导程和高度的不同，内螺旋管分为普通型和加强

型。普通内螺旋管导程较大，旋肋高度较小，对控制水流态作用很小，

故本标准不考虑。加强型内螺旋管导程均小于９００毫米，螺旋肋高大

于３．５毫米，能控制强化水流态大幅度提高排水能力。

２．１．９　根据在超高层实验塔上进行的足尺实验研究，用加强型旋流

检查口代替普通检查口设置在排水系统中，因加强型旋流检查口内部

的导流结构，优化水流流态，将有利于排水系统性能的提升。加强型

旋流检查口的构造和尺寸如图２和表１所示。

图２　加强型旋流检查口构造

表１　加强型旋流检查口尺寸

公称直径（ｍｍ） Ｌ１（ｍｍ） Ｌ（ｍｍ） Ｚ（ｍｍ）

１１０ １１８ ４４６ １２６

１２５ １３１ ４７２ １３０

１６０ １３１ ４８０ １３０

５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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３　基本规定

３．０．１　排水立管系统卫生安全度值越高，在相同的排水流量下，管道

系统内正负值会越低，可以更好的保护系统水封。普通单立管排水系

统已经不适用于１０层及１０层以上的住宅卫生间排水系统了。与双

立管、三立管排水系统相比，加强型旋流器特殊单立管排水系统只有

一根排水立管，在卫生间或管道井面积较小，设置专用通气立管又困

难时，尤其适宜采用。

　　加强型旋流器特殊单立管利用附壁旋流原理，即改善了水流工

况，也降低了由于水、气和管道碰撞产生的震动噪声。

３．０．２　住宅排水系统高度越高，立管排水能力越小。针对具体工程，

可以按照设计排水系统的高度测试立管排水能力；也可按照１０４．１ｍ

的排水系统高度进行测试作为该排水系统立管排水能力的基准值，再

按照实际工程的排水系统高度进行折算。

　　由于采用定流量法和瞬间流量法的结果存在差异，一般情况下，

相同条件下采用定流量法所测得立管最大排水能力小于瞬间流量法。

如图３，某加强型旋流器特殊单立管排水系统分别采用定流量法和瞬

间流量法的ＰＱ曲线图，采用±４００Ｐａ作为判定标准进行测试，立管

最大排水能力分别为８．５Ｌ／ｓ和９．０Ｌ／ｓ。

图３　加强型旋流器特殊单立管排水系统测试结果统计

６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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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试验研究证明，仪器仪表的精度对实验结果有较大的影响，故要

求测试用的仪器仪表应满足《住宅生活排水系统立管排水能力测试标

准》ＣＪＪ／Ｔ２４５的要求。

３．０．３　根据《漩流降噪特殊单立管排水系统技术规程》ＣＥＣＳ２８７、《加

强型旋流器特殊单立管排水系统技术规程》ＣＥＣＳ３０７和《旋流加强

（ＣＨＴ）型特殊单立管排水系统技术规程》ＣＥＣＳ２７１的条文说明所述，

各规程中所列不同类型特殊单立管排水系统的立管最大排水能力均

是“在国内测试数据基础上，参考了日本单管式排水系统协会按照空

气调节·卫生工学会规定的测试方法在１０８ｍ高度测试塔上进行的

定流量测试成果，综合考虑各方面因素，并留有适量余地确定的”。

　　以住宅三件套（洗脸盆、淋浴器、冲洗水箱坐便器）计算３４层（每

层仅接一户排水）的设计秒流量为４．０１Ｌ／ｓ，得到了各系统立管最大

排水能力与设计秒流量的比值为１．６～３．４。

　　为保证、提升住宅排水系统的卫生安全性能，预留一定的安全系

数，本标准排水立管卫生安全度规定不应小于２．０，且应随着排水系

统高度的增加而增加，亦可根据压力波动区间值要求进行选择。

３．０．５　采用不配套的特殊管件和管材，立管排水能力相差较大。图

４为相同条件下，采用相同的旋流器，分别采用光壁管或配套的加强

型内螺旋管时，按照《住宅生活排水系统立管排水能力测试标准》ＣＪＪ／

Ｔ２４５中定流量法测试得到的ＰＱ曲线图，两者的立管排水能力分别

为３．７Ｌ／ｓ和８．５Ｌ／ｓ。

图４　光壁管＋旋流器与内螺旋管＋旋流器ＰＱ曲线图

　　同时，对于特殊双立管排水系统，分别采用普通光壁Ｈ管件和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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流Ｈ管件时，两系统的ＰＱ曲线如图５所示。采用普通光壁Ｈ管件

时，立管排水能力为５．３Ｌ／ｓ，而采用旋流Ｈ管件时，立管排水能力为

１２．８Ｌ／ｓ。

图５　采用普通Ｈ管件与旋流Ｈ管件的

特殊双立管排水系统ＰＱ曲线图

　　因此，特殊单立管排水系统和特殊双立管排水系统选用特殊管件

和特殊管材应为配套产品。

３．０．７　排水行业学术专家对存水弯水封静态蒸发损失试验研究发

现，在地漏上方增加盖板可有效减缓地漏的静态损失，单位时间的蒸

发速率可从４．０１ｍＬ／ｄ（无盖板）降低至０．６６８ｍＬ／ｄ（全遮）。此外，在

对常规水封地漏和水封与机械密封同时存在的复合式密封地漏抵抗

系统内压力波动的比对实验发现（图６），相同压力条件下，复合式密

封地漏的水封损失小于传统水封地漏。因此，排水系统中宜选用复合

式密封地漏。

图６　传统水封地漏与复合式密封地漏水封损失与压力波动的关系

３．０．８　采用软管易造成无水封、水封深度不足或双水封的情况，存在

返臭气、排水不畅的卫生安全隐患，故住宅内部绝对不允许用软管代

替存水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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４　管材及配件

４．２　配　件

４．２．２　塑料材质管件种类繁多，相应的国家标准包括：《建筑排水用

硬聚氯乙烯（ＰＶＣＵ）管件》ＧＢ／Ｔ５８３６．２、《建筑排水用塑料导流叶片

型旋流器》ＱＢ／Ｔ５３０６、《建筑排水用聚丙烯（ＰＰ）管材和管件》ＣＪ／Ｔ

２７８和《建筑排水用高密度聚乙烯（ＨＤＰＥ）管材及管件》ＣＪ／Ｔ２５０等。

９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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５　系统设计

５．１　系统配置与管道敷设

５．１．２　当表中排水立管卫生安全度ε不满足≥２要求时，以住宅三件

套（洗脸盆、淋浴器、冲洗水箱坐便器）、每层仅接一户排水为例，采用

卫生安全度ε为１．６２（表中数据）管材及配件的排水系统最多可接纳

２３层卫生间污水（详例１计算）；采用卫生安全度ε为１．５０（表中数据）

管材及配件的排水系统最多可接纳１７层卫生间污水（详例２计算）。

　　例１：某２４层住宅建筑（底层单独排放，住宅排水系统高度１００＞

ｈ≥５４），根据公式（５．２．３）可知：β×ｑｃ≥ε×ｑｐ，其中，查表５．２．３知，高

度系数β为１．１；查表５．１．２知，本系统立管排水能力ｑｃ（Ｌ／ｓ）为６．５Ｌ／

ｓ；计算得ｑｐ为３．５６Ｌ／ｓ；由此可知ε≤
β×ｑｃ

ｑｐ
，ε≤２．０１满足卫生安全度

大于２的要求，可以使用。

　　例２：某１８层住宅建筑（底层单独排放，住宅排水系统高度１００＞

ｈ≥５４），根据公式（５．２．３）可知β×ｑｃ≥ε×ｑｐ：其中，查表５．２．３知，高

度系数β为１．１；查表５．１．２知，本系统立管排水能力ｑｃ（Ｌ／ｓ）为６．０Ｌ／

ｓ；计算得ｑｐ为３．２７Ｌ／ｓ；由此可知ε≤
β×ｑｃ

ｑｐ
，ε≤２．０２，满足卫生安全度

大于２的要求，可以使用。

５．１．７　为了避免后接入的立管水流对上游横干管水流的影响，排水

立管管底至排水横干管接入点应留有不小于１５００ｍｍ的水平管段，如

图７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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设图７　多根排水立管接入横干管连接示意图（单位：ｍｍ）

１—排水立管（汇合前）；２—排水汇合横干管；３—排水立管（汇合后）；

４—立管检查口；５—横干管清扫口；６—大曲率半径变径弯头

５．１．９　《建筑给水排水设计标准》ＧＢ５００１５中明确排水立管应避免

轴线偏置；若确实因为条件受限，需要偏置，则可参照《加强型旋流器

特殊单立管排水系统技术规程》ＣＥＣＳ３０７相关要求进行管道连接。

５．２　设计流量与水力计算

５．２．３　表５．２．３中所述高度系数β值系根据对某特殊单立管排水系

统在不同排水系统高度进行足尺测试所得到的，如图９。随着住宅排

水系统高度的增加，立管排水能力降低。针对高层住宅，以住宅排水

系统高度为１０４．１ｍ时为基数，得到了高度系数β值：当ｈ＞１０４．１ｍ

时，β＜１；当ｈ＜１０４．１ｍ时，β＞１。

图９　不同住宅排水系统高度时的立管排水能力

　　首先计算立管的设计秒流量，接入３４层用户排水，卫生间内为标

准的三件套卫生器具（洗脸盆、淋浴器、冲洗水箱坐便器），则立管的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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计秒流量为４．０１Ｌ／ｓ。按照实际工程要求搭建高度为１０４．１ｍ的排水

立管系统，变换不同的系统形式、立管管径、连接配件，足尺测试出相

应的立管排水能力。以立管排水能力除以４．０１Ｌ／ｓ，计算为该系统的

排水立管卫生安全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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