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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 言

随着改革开放政策的执行 人民生活水平不断提高 居住小

区建筑在全国大量兴起 为了规范居住小区给水排水设计 我协

会建筑给水排水委员会组织南京建筑工程学院主编 同济大学 江

苏省建筑设计院 杭州市建筑设计院 南京市政工程设计院等单

位参加 共同制订 居住小区给水排水设计规范 规范组经过三

年的工作 广泛征求有关单位和专家的意见 最后由建筑给水排

水委员会审查定稿

现批准 居住小区给水排水设计规范 编号为

并推荐给各工程建设设计 施工单位使用 在使用过程中 请将

意见及有关资料寄中国工程建设标准化协会建筑给水排水委员会

上海广东路 号 邮编

中国工程建设标准化协会

年 月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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总 则

为使居住小区给水排水工程设计符合国家经济 技术政策

法令 做到安全适用 经济合理 特制订本规范

本规范适用于新建 扩建和改建的居住小区的室外给水排

水工程设计

居住小区给水排水工程设计 应以城镇给水排水总体规划

和居住区 居住小区的建筑 道路详细规划为主要依据 综合考

虑小区地形 各专业管道布置和建筑物管道的接点等诸因素 做

到设计合理 施工方便

在地震 湿陷性黄土 膨胀土以及其它地质特殊地区设计

居住小区给水排水工程时 尚应按现行的有关标准 规范的规定

执行

居住小区给水排水工程设计除应符合本规范外 尚应符合

国家现行有关标准 规范的规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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术语 符号

术语

接户管

布置在建筑物周围 直接与建筑物引入管和排出管相接的给

水排水管道

小区支管

布置在居住组团内道路下与接户管相接的给水排水管道

小区干管

布置在小区道路或城市道路下与小区支管相接的给水排水管

道

符号

给水设计秒流量公式中根据建筑物用途而定的系数

降雨历时

地面集水时间

管内流行时间

折减系数

设计流量

过水斯面

流速

水力半径

水力坡度 采用管道坡度

粗糙系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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给 水

水量 水质和水压

居住小区给水设计用水量应根据下列各种用水量确定

居民生活用水量

公共建筑用水量

消防用水量

浇洒道路和绿化用水量

管网漏失水量和未预见水量

居住小区居民生活用水定额及小时变化系数可按表

确定

居住小区居民生活用水定额及小时变化系数 表

住 宅
卫生器具
设置标准

每户设有大便器
洗涤盆 和沐浴设备

每户设有大便器
洗涤盆无沐浴设备

每户设有大便器
洗涤盆 沐浴设备
和集中热水供应

用水
情

况
分区

最高日
人

平均日
人

时
变化
系数

最高日
人

平均日
人

时
变化
系数

最高日
人

平均日
人

时变化
系 数

一

二

三

四

五

注 本表所列用水量已包括居住小区内小型公共建筑的用水量 但未包括浇洒道
路 大面积绿化和大型公共建筑的用水量
所在地区的分区见现行的 室外给水设计规范 中规定
如当地居民生活用水量与表 规定有较大出入时 其用水定额可按当地
生活用水量资料适当增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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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共建筑的生活用水定额及小时变化系数应按现行的 建

筑给水排水设计规范 确定

居住小区浇洒道路和绿化用水量 应根据路面 绿化 气候

和土壤等条件确定

居住小区管网漏失水量与未预见水量之和可按小区最高

日用水量的 计算

居住小区消防用水量 水压及火灾延续时间 应按现行的

建筑设计防火规范 及 高层民用建筑设计防火规范 执行

生活饮用水的水质 必须符合现行的 生活饮用水卫生标

准 的要求

生活饮用水给水管网从地面算起的最小服务水压可按住宅

建筑层数确定 一层为 二层为 二层以上每

增高一层增加

注 指在建筑给水引入管与接户管连接处的最小服务水压

卫生器具所需流出水压大于 时 最小服务水压应按实际

要求计算

水源

居住小区给水水源 应取自城镇或厂矿的生活给水管网

远离城镇的居住小区经技术经济比较合理时 可自设水源

居住小区自设水源的给水管网 不得与城镇给水管网直接

连接 如需要连接时 应征得当地供水部门同意

在严重缺水地区 可采用中水作为便器的冲洗用水 浇洒

道路和绿化用水 洗车用水和空调冷却等用水 设计中水工程时

应符合现行的 建筑中水设计规范 的规定

给水系统

设计居住小区给水系统时 应充分利用城镇给水管网水

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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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严重缺水地区或无合格原水地区 可采用分质给水系

统

多层建筑居住小区 应采用生活和消防共用的给水系统

高 多层建筑混合居住小区应采用分压给水系统 其中高层

建筑部分给水系统应根据高层建筑的数量 分布 高度 性质 管

理和安全等情况 经技术经济比较后确定采用分散 分片集中或

集中调蓄增压给水系统

城镇给水管网的水量 水压能满足小区给水要求时 应采

用直接给水方式 城镇给水管网的水量 水压周期性或经常不足

时 应根据城镇供水条件 小区规模和用水要求 技术经济 社

会和环境效益等综合评价确定给水方式

给水管道的布置与敷设

小区干管应布置成环网或与城镇给水管道连成环网 小区

支管和接户管可布置成枝状

小区干管宜沿用水量较大的地段布置 以最短距离向大用

户供水

给水管道宜与道路中心线或主要建筑物呈平行敷设 并尽

量减少与其他管道的交叉

给水管道与其他管道平行或交叉敷设的净距 应根据两种

管道的类型 埋深 施工检修的相互影响 管道上附属构筑物的

大小和当地有关规定等条件确定 一般可按本规范附录 采用

给水管道与建筑物基础的水平净距 管径

时 不宜小于 管径 时 不宜小于

生活给水管道与污水管道交叉时 给水管应敷设在污水管

道上面 且不应有接口重叠 当给水管道敷设在污水管道下面时

给水管的接口离污水管的水平净距不宜小于

给水管道的埋设深度 应根据土壤的冰冻深度 外部荷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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管材强度与其他管道交叉等因素确定

给水管道一般敷设在未经扰动的原状土层上 对于淤泥和

其他承载力达不到要求的地基 应进行基础处理 敷设在基岩上

时 应铺设砂垫层

设计流量和管道水力计算

居住小区生活给水的最大小时流量 应按本规范

和 条确定

居住小区中生活给水管道的设计流量按下列方法计算

居住组团 人数 人以内 范围内的生活给水管

道 设计流量按其负担的卫生器具总数 以现行 建筑给水排水

设计规范 的生活给水秒流量公式计算

居住小区的生活给水干管 设计流量按本规范

的最大小时流量计算

注 干管管径不得小于支管管径

给水管道担负卫生器具设置标准不同的住宅时 生活给水

管道设计秒流计算公式中的系数 值可取卫生器具当量数的加

权平均值

设有幼托 中小学校 菜场 浴室 饭店 旅馆 医院等

用水量较大的公共建筑 在计算居住组团内的给水管道的设计流

量时 应按现行 建筑给水排水设计规范 生活给水管道设计秒

流量公式计算 在计算居住小区给水干管的设计流量时 应按上

述建筑的最大小时流量计算 以集中流量计入

生活给水管道上设有室外消火栓时 给水管道管径应按生

活给水流量和消防给水流量之和进行校核 如采用低压给水系统

管道的压力应保证灭火时最不利点消火栓的水压从地面算起不低

于

给水管网设有两条或两条以上与城镇给水管网连成环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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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 应保证一条检修关闭 其余连接管仍然供应 的生活给水

流量 生活与消防合并的给水管网还应计入消防流量

给水管道的单位长度沿程水头损失 应按现行 室外给水

设计规范 规定的公式计算

给水管道的局部水头损失 除水表和止回阀等需单独计算

外 可按管网沿程水头损失的 计算

居住小区从城镇给水管网直接供水的给水管道的管径 应

根据管道的设计流量 城镇给水管网能保证的最低水压和最不利

配水点所需水压计算确定

给水管道材料及附件

居住小区给水管道材料的选择 应根据供水水压 外部荷

载 土壤性质 施工维护和材料供应等条件确定 管径小于等于

应采用镀锌钢管 管径大于 应采用承插式铸铁管

有条件时可采用自应力钢筋混凝土管 硬聚氯乙稀给水管

埋地金属管 应根据选用管道材料 土壤性质 输送水的

特性采用相应的内 外防腐措施

居住小区给水管道在下列部位应设阀门

小区干管从城镇给水管道接出处

小区支管从小区干管接出处

接户管从小区支管接出处

环状管网需调节和检修处

阀门应设在阀门井内 在寒冷地区的阀门井应采取保温防

冻措施 在人行道 绿化地的阀门可采用阀门套筒

在城镇消火栓保护不到的建筑区域 应设室外消火栓 消

火栓设置要求应符合现行的 建筑设计防火规范 的规定

居住小区公共绿地和道路需要洒水时 可设洒水栓 洒水

栓的间距不宜大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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水泵房 水池和水塔

水泵房位置宜靠近负荷中心 可独立建设也可与锅炉房或

热力中心等公用动力站 房合建

水泵房机组噪声对周围环境有影响时 应采取隔振消声措

施

泵房的供水流量应满足下列要求

给水系统有水塔或高位水箱 池 时 应满足给水系

统的最大小时流量

给水系统无水塔或高位水箱 池 时 应满足给水系

统管道的设计流量

泵房负有消防给水任务时 同时应满足生活给水流量

和消防给水流量要求

水泵的杨程应满足最不利配水点所需水压

水泵的选择 水泵机组的布置 水泵吸水管和出水管以及

水泵房的设计要求 应按现行的 室外给水设计规范 有关规定

执行 负有消防给水任务时 还应符合有关消防规范的规定

水池的有效容积 应根据居住小区生活用水的调蓄贮水

量 安全贮水量和消防贮水量确定 其中生活用水的调蓄贮水量

无资料时 可按居住小区最高日用水量的 确定

水池贮有消防水量时 应有确保消防用水不作它用的技术

措施

不允许间断供水的水池或有效容积超过 的水池

应分设两个或两格 两池 格 之间应设连通管 并按每个水池

格 单独工作要求配置管道和阀门

水池的溢流管不得直接与排水道相通 应有空气隔断和防

止污水倒流入池措施

水塔和高位水箱 池 的有效容积 应根据居住小区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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活用水的调蓄贮水量 安全贮水量和消防贮水量确定 其中生活

用水调蓄贮水量无资料时 可按表 确定

水塔和高位水箱 池 生活用水的调蓄贮水量 表

居住小区最
高日用水量

调蓄贮水量占
最 高 日 用 水
量 的 百 分 数

水塔和高位水箱 池 最低水位的高程 应满足最不利

配水点所需水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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排 水

排水体制

居住小区排水体制 分流制或合流制 的选择 应根据城

镇排水体制 环境保护要求等因素综合比较确定

新建居住小区下列情况宜采用分流制排水系统

城镇排水系统为分流制 包括远期规划改造为分流

制

小区或小区附近有合适的雨水排放水体

小区远离城镇为独立的排水体系

居住小区内的排水需进行中水回用时 应设分质 分流排

水系统

排水量

居住小区生活污水排水定额和小时变化系数与生活用水

定额和小时变化系数相同 应按本规范 条规定确定

居住小区内的公共建筑的生活污水排水定额和小时变化

系数与生活用水定额和小时变化系数相同 应按本规范 条

规定确定

居住小区内生活污水的最大小时流量包括居民生活污水

量和公共建筑生活污水量 生活污水的最大小时流量与生活用水

量最大小时流量相同 应按本规范 条和 条计算确定

居住小区内的雨水设计流量和设计暴雨强度的计算 应按

现行的 室外排水设计规范 中公式计算确定

小区内各种地面径流系数可按表 采用 小区内平均

径流系数应按各种地面的面积加权平均计算确定 如资料不足 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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区综合径流系数根据建筑稠密程度在 内选用

径 流 系 数 表

地 面 种 类 径 流 系 数

各种屋面

混凝土和沥青路面

块石等铺砌路面

非铺砌路面

绿 地

雨水管渠的设计重现期 应根据地形条件和气象特点因素

确定 居住小区宜选用 年 年

雨水管渠设计降雨历时 应按下列公式进行计算

式中 降雨历时

地面集水时间 视距离长短 地形坡度和

地面铺盖情况而定 一般可选用

折减系数 小区支管和接户管 小区干

管 暗管 明渠

管内雨水流行时间

居住小区中合流制管道的设计流量为生活污水量和雨水

量之和 生活污水量可取平均日污水量 雨水量计算时设计

重现期宜高于同一情况下分流制的雨水管道设计重现期

排水管道的布置与敷设

排水管道的布置应根据小区总体规划 道路和建筑的布

置 地形标高 污雨水去向等按管线短 埋深小 尽量自流排出

的原则确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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排水管道宜沿道路和建筑物的周边呈平行敷设 并尽量减

少相互间以及与其它管线间的交叉 污水管道与生活给水管道相

交时 应敷设在给水管道下面

排水管道敷设时 相互间以及与其它管线间的水平和垂直

净距离应根据两种管道的类型 埋深 施工检修的相互影响 管

道上附属构筑物的大小和当地有关规定等因素确定 一般可按本

规范附录 采用

排水管道与建筑物基础的水平净距当管道埋深浅于基础

时应不小于 当管道埋深深于基础时应不小于

排水管道转弯和交接处 水流转角应不小于 当管径小

于等于 且跌水水头大于 时可不受此限制

各种不同直径的排水管道在检查井中的连接宜采用管顶

平接

排水管道的管顶最小覆土厚度应根据外部荷载 管材强度

和土壤冰冻因素 结合当地理管经验确定 在车行道下不宜小于

如小于 时应采取保护管道防止受压破损的技术措施

当管道不受冰冻和外部荷载影响时 最小覆土厚度不宜小于

冰冻层内排水管道的埋设深度 应按现行的 室外排水设

计规范 有关规定确定

排水管道的接口应根据管道材料 连接形式 排水性质

地下水位和地质条件等确定

排水管道的基础应根据地质条件 布置位置 施工条件

和地下水位等因素确定 一般可按下列规定选择

干燥密实的土层 管道不在车行道下 地下水位低

于管底标高且非几种管道合槽施工时 可采用素土 或灰土 基

础 但接口处必须做混凝土枕基

岩石和多石地层采用砂垫层基础 砂垫层厚度不宜

小于 接口处应做混凝土枕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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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般土壤或各种潮湿土壤 应根据具体情况采用

混凝土带状基础

如果施工超挖 地基松软或不均匀沉降地段 管道

基础和地基应采取加固措施

排水管道水力计算

排水管道的水力计算 应按下列公式进行

流量公式

式中 流量

过水断面面积

流速

流速公式

式中 水力半径

水力坡度 采用管道坡度

粗糙系数 铸铁管为 混凝土管和钢筋混

凝土管为

污水管道的设计流量应按最大小时污水量进行计算 小区

内居民生活污水最大小时流量应按本规范 条和 条计算

确定 小区内公共建筑生活污水最大小时流量应按本规范 条

和 条计算确定 并按集中流量计入

雨水管道和合流管道的设计流量应分别按本规范 条

和 条计算确定

雨水管道和合流管道应按满流计算 污水管道应按非满流

计算 最大设计充满度可按表 采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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污水管道最大设计充满度 表

管径 最大设计充满度

排水管道的最大设计流速 金属管不得超过 非金

属管不得超过

排水管道的最小设计流速 雨水管和合流管道在满流时为

污水管道在设计充满度下为

排水管道的管径经水力计算小于表 最小管径时应选

用最小管径 居住小区内排水管道的最小管径和最小设计坡度宜

按表 采用

最小管径和最小设计坡度 表

管 别 位 置
最小管径 最小设计

坡 度

污水管道

接 户 管 建筑物周围

支 管 组团内道路下

干 管
小区道路 市政道
路下

雨水管和
合流管道

接 户 管 建筑物周围

支管及干管
小区道路 市政道
路下

雨水连接管

注 污水管道接户管最小管径 服务人口不宜超过 人 户 超过 人

户 最小管径宜用

进化粪池前污水管最小设计坡度 管径 为 管径 为

排水接户管管径不应小于建筑物的排出管管径 排水管道

下游管段管径不宜小于上游管段管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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排水管材 检查井 雨水口

排水管道管材应就地取材 采用混凝土管 钢筋混凝土管

穿越管沟 过河等特殊地段或承压的管段可采用钢管和铸铁

管

输送腐蚀性污水的管道必须采用耐腐蚀的管材 其接口及

附属构筑物也必须采取防腐措施

排水管道与室外排出管连接处 管道交汇 转弯 跌水

管径或坡度改变处 以及直线管段上每隔一定距离处 应设检查

井

居住小区内直线管段上检查井的最大距离可按表 确定

检查井最大间距 表

管 径
最 大 间 距

污水管道 雨水管和合流管道

检查井的内径尺寸和构造要求应根据管径 埋深 地面荷

载 便于养护检修并结合当地实际经验确定 排水接户管埋深小于

时宜采用小井径检查井

排水检查井井底应设流槽

小区内雨水口的布置应根据地形 建筑物和道路的布置等

因素确定 在道路交汇处 建筑物单元出入口附近 建筑物雨落管

附近以及建筑前后空地和绿地的低洼点等处 宜布置雨水口

雨水口的数量应根据雨水口形式 布置位置 汇集流量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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雨水口的泄水能力计算确定

雨水口沿街道布置间距宜为 雨水口连接管长

度不宜超过

平篦雨水口篦口设置宜低于路面 在土地

面上时宜低

雨水口的深度不宜大于 泥砂量大的地区可根据需要

设置沉泥槽 有冻胀影响地区的雨水口深度可根据当地经验确

定

排水泵房

排水泵房宜建成单独建筑物 污水泵房与居住建筑和公共

建筑应有一定距离 水泵机组噪声对周围环境有影响时应采取消

声 隔振措施 泵房周围应绿化

雨水泵房机组的设计流量可取与泵房进水管道的设计流

量相同 污水泵房机组的设计流量可按最大小时流量计算

泵房内水泵的选择 机组的布置 水泵吸水管 压水管及

集水池等的设计要求应按现行 室外排水设计规范 有关规定执

行

污水处理

居住小区的污水排放 应符合现行的 污水排放城市下水

道水质标准 和 污水综合排放标准 规定的要求

居住小区污水处理设施的建设 应由城镇排水总体规划统

筹确定

城镇已建成或已规划城镇污水处理厂 小区的污水能排入

污水处理厂服务区内的污水管道 小区内不应再设置污水处理设

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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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建居住小区若远离城镇或其他原因 污水无法排入城镇

污水管道 小区内应按现行 污水综合排放标准 的要求设污水

处理设施 污水经处理后方许排放

城镇未建污水处理厂 小区内污水是否允许采用化粪池作

为分散或过渡性处理设施 应按当地有关规定执行

居住小区内设置化粪池时 采用分散还是集中布置 应根

据小区建筑物布置 地形坡度 基地投资 运行管理和用地条件

等综合比较确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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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录 地下管线 构筑物 间最小净距

种 类

净
距

种
类 给 水 管 污 水 管 雨 水 管

水 平 垂 直 水 平 垂 直 水 平 垂 直

给水管

污水管

雨水管

低压煤所管

直理式热水管

热力管沟

乔木中心

电力电缆
直埋
穿管

直埋
穿管

直埋
穿管

通讯电缆
直埋
穿管

直埋
穿管

直埋
穿管

通讯及照明
电焊

注 净距指管外壁距离 管道交叉设套管时指套管外壁距离 直埋式热力管指保温管壳

外壁距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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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录 本规范用词说明

执行本规范条文时 对于要求严格程度的用词说明如下

以便在执行中区别对待

表示很严格 非这样作不可的用词

正面用词采用 必须

反面用词采用 严禁

表示严格 在正常情况下均应这样作的用词

正面用词采用 应

反面用词采用 不应 或 不得

表示允许稍有选择 在条件许可时首先这样作的用词

正面用词采用 宜 或 可

反面用词采用 不宜

条文中指明必须按其它有关标准和规范执行的写法为

应按 执行 或 应符合 要求或规定 非必须按所指定的

标准和规范执行的写法为 可参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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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加说明

本规范主编单位 审查单位及参加单位

和主要起草人名单

主 编 单 位 南京建筑工程学院

参 加 单 位 同济大学

江苏省建筑设计院

南京市市政工程设计院

杭州市建筑设计院

主要起草人 周虎城 钱维生 陈松华

王阿华 沈兆基

审 查 单 位 建筑给水排水委员会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