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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发布行业标准《建筑排水硬聚氯乙 

烯管道工程技术规程》的通知 

建标[1998]191号 

    根据建设部《关于印发 1995 年城建、建工工程建设行业标准制订修订项目

计划(第一批)的通知》(建标[1995]175号)要求，由上海建筑设计研究院主编的

《建筑排水硬聚氯乙烯管道工程技术规程》，经审查，批准为推荐性行业标准，

编号 CJJ／T29—98，自 1999年 4月 1日起施行。原行业标准《建筑排水硬聚氯

乙烯管道设计规范》(CJJ29— 89)、《建筑排水硬聚氯乙烯管道施工及验收规范》

(CJJ30—89)同时废止。 

    本标准由建设部城镇建设标准技术归口单位建设部城市建设研究院负责管

理，由上海建筑设计研究院负责具体解释工作。 

    本标准由建设部标准定额研究所组织中国建筑工业出版社出版。 

 

 

    中华人民共和国建设部 

    1998年 10月 12日 

 

前   言 

    根据建设部(1995)175号文的要求，规程编制组在广泛调查研究，认真总结

实践经验和吸取科研成果，并广泛征求意见的基础上，对原行业标准《建筑排水

硬聚氯乙烯管道没计规程》(CJJ29—89)和《建筑排水硬聚氯乙烯管道施工及验

收规程》(CJJ30—89)进行了修订。 

    本规程的主要技术内容是：1.适用范围；2.管道布置和敷设；3.管道水力计

算；4.管道粘接技术；5.楼层的立管、横管和埋地管安装施工要求；6.施工验收。 

    修订的主要技术内容是：1.补充了在气温较高的地区管道可设置于外墙的布

置方式；2.推荐管道暗设，有利于隔声降噪；3.推荐 H管管件，有利于管道布置

紧凑；4.在温差小的地区，放宽伸缩节设置条件；5.补充管道穿地下室的施工方

法和措施；6.补充出户管与室外检查井的连接的施工方法；7.删除了局部管段采

用铸铁管的规定，实现了建筑物排水管道全塑化；8.补充了高层建筑明设硬聚氯

乙烯管道穿越楼板、墙体的防止火灾贯穿措施；9.推荐硬聚氯乙烯排水立管的通

水能力。 

    本规程由建设部城镇建设标准技术归口单位建设部城市建设研究院归口管

理，授权由主编单位负责具体解释。 

    本规程主编单位是：上海建筑设计研究院(地址：上海石门二路 258 号，邮

编 200041) 

    本规程参加单位是：上海市建工设计研究院 

    本规程主要起草人员是：张淼、应明康、李海光、周雪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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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总    则 

l.0.1  为使建筑排水硬聚氯乙烯管道工程的设计、施工及验收做到技术先进、

经济合理、安全适用、确保质量，制订本规程。 

l.0.2  本规程适用于建筑高度不大于 100m 的工业与民用建筑物内连续排放温

度不大于 40℃，瞬时排放温度不大于 80℃的生活排水管道的设计、施工及验收。 

1.0.3  建筑排水硬聚氯乙烯管道的管材和管件应符合现行的国家标准《建筑排

水用硬聚氯乙烯管材》(GB／T5836.1)、《排水用芯层发泡硬聚氯乙烯管材》(GB

／T16800)和《建筑排水用硬聚氯乙烯管件》(GB／T5836.2)的要求。 

1.O.4  建筑排水硬聚氯乙烯管道工程的设计、施工及验收除应符合本规程外，

尚应符合国家现行有关标准的规定。 

 

2  术  语 

2.0.1  防火套管 Fire stoping sleeves 

    由耐火材料和阻燃剂制成的，套在硬聚氯乙烯管外壁可阻止火势沿管道贯穿

部位蔓延的管子。 

2.0.2  阻火圈 Firestops Collar 

    由阻燃膨胀剂制成的套在硬聚氯乙烯管道外壁的套圈。火灾时，阻燃剂受热

膨胀挤压聚氯乙烯管道，使之封堵，起到阻止火势蔓延的作用。 

2.0.3   H管 H Pipe 

    用于通气立管与排水立管连接的管件，起结合通气管的作用。 

2.0.4  管窿 Pipe alley 

    为布置管道而构筑的狭小的不进入空间。 

2.0.5  补气阀  Air admittance valve 

    系能自动补入空气，平衡排水管道内压力的单向空气阀。 

 

3  设  计 

3.1  管道布置 

3.1.1  管道明敷或暗敷布置应根据建筑物的性质、使用要求和建筑平面布置确

定。 

3.1.2  在最冷月平均最低气温 0℃以上，且极端最低气温-5℃以上地区，可将

管道设置于外墙。 

3.1.3  高层建筑中室内排水管道布置应符合下列规定： 

    1  立管宜暗设在管道井或管窿内。 

    2  立管明设且其管径大于或等于 110mm 时，在立管穿越楼层处应采取防止

火灾贯穿的措施。 

    3  管径大于或等于 110mm的明敷排水横支管接入管道井、管窿内的立管时，

在穿越管井、管窿壁处应采取防止火灾贯穿的措施。 

3.1.4  横干管不宜穿越防火分区隔墙和防火墙；当不可避免确需穿越时，应在

管道穿越墙体处的两侧采取防止火灾贯穿的措施。 

3.1.5  防火套管、阻火圈等的耐火极限不宜小于管道贯穿部位的建筑构件的耐

 2



火极限。 

3.1.6  管道不宜布置在热源附近；当不能避免，并导致管道表面温度大于 60℃

时，应采取隔热措施。 

    立管与家用灶具边缘净距不得小于 O.4m。 

3.1.7  管道不得穿越烟道、沉降缝和抗震缝。管道不宜穿越伸缩缝；当需要穿

越时，应设置伸缩节。 

3.1.8  管道穿越地下室外墙应采取防止渗漏的措施。 

3.1.9  排水立管仅设伸顶通气管时，最低横支管与立管连接处至排出管管底的

垂直距离 h1不得小于表 3.1.9中数值(图 3.1.9)。 

 

最低横支管与立管连接处至排出管管底的垂直距离   表 3.1.9 

建筑层数 垂直距离 h1（m） 建筑层数 垂直距离 h1（m）

≤4 0.45 13～19 3.00 

5～6 0.75 

7～12 1.20 
≥20 6.00 

注：1.当立管底部、排出管管径放大一号时，可将表中垂直距离缩小一档。 

    2.当立管底部不能满足本条及其注 l的要求时，最低排水横支管应单独排出。 

 

    图 3.1.9最低横支管与立管连接处至排出管管底的垂直距离 

    l一立管；2一横支管；3一排出管；4—45°弯头；5一偏心异径管 

 

3.1.10  当排水立管在中间层竖向拐弯时，排水支管与排水立管、排水横管连接，

应符合下列规定(图 3.1.10)： 

    1  排水横支管与立管底部的垂直距离^，应按本规程第 3.1.9条确定。 

    2  排水支管与横管连接点至立管底部水平距离 L不得小于 1.5m。 

    3  排水竖支管与立管拐弯处的垂直距离儿不得小于 0.6m。 

3.1.11  排水立管应设伸顶通气管，顶端应设通气帽。 

    当无条件设置伸顶通气管时，宜设置补气阀。 

3.1.12  伸顶通气管高出屋面(含隔热层)不得小于 O.3m，且应大于最大积雪厚

度。在经常有人活动的屋面，通气管伸出屋面不得小于 2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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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3.1.10排水支管与排水立管、横管连接 

1一排水支管；2排水立管；3排水横管；4一检查口 

 

3.1.13  伸顶通气管管径不宜小于排水立管管径。 

    在最冷月平均气温低于-13℃的地区，当伸顶通气管管径小于或等于 125mm

时，宜从室内顶棚以下 O.3m处管径放大一号，且最小管径不宜小于 llOmm。 

3.1.14  通气管的设计应符合下列规定： 

1  通气管最小管径应按表 3.1.14确定。 

 

通气管最小管径（mm） 

排水管管径（mm） 
通气管名称 

40 50 75 90 110 125 160 

器具通气管 40 40 — — 50 — — 

环形通气管 — 40 40 40 50 50 — 

通气立管 — — — — 75 90 110 

     

2  通气立管长度大于 50m时，其管径应与污水立管相同。 

    3  两根及两根以上污水立管同时与一根通气立管相接时，应以最大一根污

水立管按表 3.1.14 确定通气立管管径，且其管径不宜小于其余任何一根污水立

管管径。 

    4  结合通气管管径不宜小于通气立管管径。 

3.1.15  结合通气管当采用 H管时可隔层设置，H管与通气立管的连接点应高出

卫生器具上边缘 0.15m。 

3.1.16  当生活污水立管与生活废水立管合用一根通气立管，且采用 H管为连接

管件时，H管可错层分别与生活污水立管和废水立管间隔连接，但最低生活污水

横支管连接点以下应装设结合通气管。 

3.1.17  管道受环境温度变化而引起的伸缩量可按下式计算： 

ΔL=L·α·△t    (3.1.17) 

式中  ΔL——管道伸缩量(m)； 

        L——管道长度(m)； 

       α——线胀系数，采用 6X10
-5
～8×10

-5
m／(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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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t——温差(℃)。 

3.1.18  管道是否设置伸缩节，应根据环境温度变化和管道布置位置确定。 

3.1.19  当管道设置伸缩节时，应符合下列规定： 

     1  当层高小于或等于 4m 时，污水立管和通气立管应每层设一伸缩节；当

层高大于 4m时，其数量应根据管道设计伸缩量和伸缩节允许伸缩量计算确定。 

     2  污水横支管、横干管、器具通气管、环形通气管和汇合通气管上无汇合

管件的直线管段大于 2m时，应设伸缩节，但伸缩节之间最大间距不得大于 4m(图

3.1.1 9)。 

     3  管道设计伸缩量不应大于表 3.1.19中伸缩节的允许伸缩量。 

 

伸缩节最大伸缩量（mm）   表 3.1.19 

管径(mm) 50 75 90 110 125 160 
最大允许伸缩量 12 15 20 20 20 25 
 

 

图 3.1.19排水管、通气管设置伸缩节位置 

1—污水立管；2—专用遥气立管；3一横支管；4一环形通气管； 

5一污水横干管；6一汇合通气管；7—伸缩节，8—弹性密封圈伸缩节；9一 H管管件 

 

3.1.20  伸缩节设置位置应靠近水流汇合管件(图 3.1.20)，并应符合下列规定： 

1  立管穿越楼层处为固定支承且排水支管在楼板之下接入时，伸缩节应

设置于水流汇合管件之下(图 3.1.20中的(4)、(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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圈 3.1.20伸辐节设置位置 

 

     2  立管穿越楼层处为固定支承且排水支管在楼板之上接人时，伸缩节应设

置于水流汇合管件之上(图 3.1.20中的(b))。 

     3  立管穿越楼层处为不固定支承时，伸缩节应设置于水流汇合管件之上或

之下(图 3.1.20中的(e)、(f))。 

     4  立管上无排水支管接入时，伸缩节可按伸缩节设计间距置于楼层任何部

位(图 3.1.20中的（d)、(g))。 

     5  横管上设置伸缩节应设于水流汇合管件上游端。 

     6  立管穿越楼层处为固定支承时，伸缩节不得固定；伸缩节固定支承时，

立管穿越楼层处不得固定。 

     7  伸缩节插口应顺水流方向。 

     8  埋地或埋设于墙体、混凝土柱体内的管道不应设置伸缩节。 

3.1.21 清扫口或检查口设置应符合下列规定： 

     1  立管在底层和在楼层转弯时应设置检查口，检查口中心距地面宜为 lm。

在最冷月平均气温低于-13℃的地区，立管尚应在最高层离室内顶棚 O.5m处设置

检查口。 

     2  立管宜每六层设一个检查口。 

     3  在水流转角小于 135°的横干管上应设检查口或清扫口。 

     4  公共建筑物内，在连接 4个及其以上的大便器的污水横管上宜设置清扫

口。 

     5  横管、排出管直线距离大于表 3.1.21 的规定值时，应设置检查口或清

扫口。 

 

横管在直线管段上检查口或清扫口之间的最大距离     表 3.1.21 

管径(mm) 50 75 90 110 125 160 
距离(m) lO 12 12 15 20 20 

 
3.1.22  当排水管道在地下室、半地下室或室外架空布置时，立管底部宜设支墩

或采取固定措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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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2  管道水力计算 

3.2.1  卫生器具的排水流量、当量、排水管外径，应按现行国家标准《建筑给

水排水设计规范》(GBJl5)确定，但大便槽和盥洗槽的排水流量、当量、排水管

外径宜按表 3.2.1确定。 

 

大便槽和盥洗槽排水流量、当量、排水管管径    表 3.2.1 

卫生器具名称 排水流量 

(L／s) 
当  量 排水管管径 

(mm) 

小于或等于 4个蹲位 2.0～2.5 6.0～7.5 110 大 

便 
槽 大于 4个蹲位 2.5～3.0 7.5～9.0 ≥160 

盥洗槽(每个龙头) 0.2 0.6 50～75 
 
3.2.2  生活排水设计秒流量，应按现行的国家标准《建筑给水排水设计规范》

(GBJl5)计算确定。 

3.2.3  排水立管的最大排水能力应按表 3.2.3确定。 

 

排水立管最大排水能力（L/S）      表 3.2.3 

管径 
(mm) 

仅设伸顶

通气管 
有专用通气管

或主通气立管

管径 

(mm) 
仅设伸顶

通气管 
有专用通气立管 
或主通气立管 

50 1.2 —— 110 5.4 10 O 
75 3.0 —— 125 7.5 16.0 
90 3.8 —— 160 12.O 28.0 

  注：本表系排出管、横干管比与之连接的立管大一号管径的情况下的排水能力。 

 

3.2.4  排水横管水力计算应符合下列规定： 

    1  可按公式计算： 

                  
21

2 31 IR
n

•=ν       (3.2.4) 

    式中  ν——流速(m／s)； 

           n——粗糙系数，宜采用 0.009； 

           R——水力半径(m)； 

           I——管道坡度。 

    2  可按本规程附录 A横管水力计算图确定。 

3.2.5  横管最小坡度和最大计算充满度应按表 3.2.5确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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横管最小坡度和最大计算充满度   表 3.2.5 

管  径 

(mm) 
最小坡度 

(％) 
最大充满度

h／D 
管  径 

(mm) 
最小坡度 

(％) 
最大充满度

h／D 
50 1.20 0.5 110 0.40 0.5 
75 0.70 0.5 125 0.35 0.5 
90 O.50 0.5 160 0.20 0.6 

 
3.2.6  排水立管管径不得小于横支管管径。 

3.2.7  埋地管最小管径不得小于 50mm。 

 

4  施  工 

4.1  一般规定 

4.1.1  管道安装工程的施工应具备下列条件： 

    1  设计图纸及其他技术文件齐全，并经会审通过； 

    2  有批准的施工方案或施工组织设计，已进行技术交底； 

    3  材料、施工力量、机具等已准备就绪，能正常施工并符合质量要求； 

    4  施工现场有材料堆放库房，能满足施工需要。 

4.1.2  在整个楼层结构施工过程中，应配合土建作管道穿越墙壁和楼板的预留

孔洞。孔洞尺寸当设计未规定时，可比管材外径大 50～lOOmm。管道安装前，应

检查预留孔的位置和标高，并应清除管材和管件上的污垢。 

4.1.3  当施工现场与材料储存库房温差较大时，管材和管件应在安装前在现场

放置一定时间，使其温度接近环境温度。 

4.1.4  楼层管道系统的安装宜在墙面粉刷结束后连续施工。当安装间断时，敞

口处应临时封闭。 

4.1.5  管道应按设计规定设置检查口或清扫口。检查口位置和朝向应便于检修。 

    当立管设置在管道井、管窿或横管设置在吊顶内时，在检查口或清扫口位置

应设检修门。 

4.1.6  立管和横管应按设计要求设置伸缩节。横管伸缩节应采用锁紧式橡胶圈

管件当管径大于或等于 160mm时，横干管宜采用弹性橡胶密封圈连接形式。当设

计对伸缩量无规定时，管端插入伸缩节处预留的间隙应为：夏季，5～lOmm；冬

季，15～20mm。 

4.1.7  非固定支承件的内壁应光滑，与管壁之间应留有微隙。 

4.1.8  管道支承件的间距，立管管径为 50ram的，不得大于 1.2m；管径大于或

等于 75mm的，不得大于 2m,横管直线管段支承件间距宜符合表 4.1.8的规定。 

 

横管直线管段支承件的间距    表 4.1.8 

管径(mm) 40 50 75 90 110 125 160 
间距（m) O.40 0.50 O.75 0.90 1.10 1.25 1.60 

 
4.1.9   横管的坡度设计无要求时，坡度应为 0.026。 

4.1.10  立管管件承口外侧与墙饰面的距离宜为 20～50mm。 

4.1.11  管道的配管及坡口应符合下列规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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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  锯管长度应根据实测并结合各连接件的尺寸逐段确定。 

     2  锯管工具宜选用细齿锯、割管机等机具。端面应平整并垂直于轴线；应

清除端面毛刺，管口端面处不得裂痕、凹陷。 

     3  插口处可用中号板锉锉成 15°～30°坡口。坡口厚度宜为管壁厚度的 1

／3～1／2。坡口完成后应将残屑清除干净。 

4.1.12  塑料管与铸铁管连接时，宜采用专用配件。当采用水泥捻口连接时，应

先将塑料管插入承口部分的外侧，用砂纸打毛或涂刷胶粘剂后滚粘干燥的粗黄

砂；插入后应用油麻丝填嵌均匀，用水泥捻口。塑料管与钢管、排永栓连接时应

采用专用配件。 

4.1.13  管道穿越楼层处的施工应符合下列规定： 

     1  管道穿越楼板处为固定支承点时，管道安装结束应配合土建进行支模，

并应采用 C20细石混凝土分二次浇捣密实。浇筑结束后，结合找平层或面层施工，

在管道周围应筑成厚度不小于 20mm，宽度不小于 30mm的阻水圈。 

     2  管道穿越楼板处为非固定支承时，应加装金属或塑料套管，套管内径可

比穿越管外径大 lO～20mm，套管高出地面不得小于 50mm。 

4.1.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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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4.1.14—1)。 

 

图 4.1.14—1  立管穿越楼层阻火圈、防火套管安装 

1— PVC-U立管；2一 PVC-U横支管；3一立管伸缩节；4一防火套管；5一阻火周；6一细

石混凝土二次嵌缝；7一阻水圈；8—混凝土楼板 

 

    2  管径大于或等于 110m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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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防火套管，且防火套管的明露部分长度不宜小于

200mm(图 4.1.14—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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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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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4.1.14—3)。 

4.2  备  料 

4.2.1  管材、管件等材料应有产品合格证，管材应标有规格、生产厂的厂名和

执行的标准号，在管件上应有明显的商标和规格。包装上应标有批号、数量、生

产日期和检验代号。 

4.2.2  胶粘剂应标有生产厂名称、生产日期和有效期，并应有出厂合格证和说

明书。 

4.2.3  防火套管、阻火圈应标有规格、耐火极限和生产厂名称。 

4.2.4  管材和管件应在同一批中抽样进行外观、规格尺寸和管材与管件配合公

差检查；当达不到规定的质量标准并与生产单位有异议时，应按建筑排水用硬聚

氯乙烯管材和管件产品标准的规定，进行复检。 

4.2.5  管材和管件在运输、装卸和搬动时应轻放，不得抛、摔、拖。 

4.2.6  管材、管件堆放储存应符合下列规定： 

    1  管材、管件均应存放于温度不大于 40℃的库房内，距离热源不得小于 lm。

库房应有良好的通风。 

    2  管材应水平堆放在平整的地面上，不得不规则堆存，并不得曝晒。当用

支垫物支垫时，支垫宽度不得小于 75mm，其间距不得大于 lm，外悬的端部不宜

大于 500mm。叠置高度不得超过 1.5m。 

    3  管件凡能立放的，应逐层码放整齐；不能立放的管件，应顺向或使其承

口插口相对地整齐排列。 

4.2.7  胶粘剂内不得含有团块、不溶颗粒和其他杂质，并不得呈胶凝状态和分

层现象；在未搅拌的情况下不得有析出物。不同型号的胶粘剂不得混合。寒冷地

区使用的胶粘剂，其性能应选择适应当地气候条件的产品。 

4.2.8  胶粘剂、丙酮等易燃品，在存放和运输时，必须远离火源。存放处应安

全可靠，阴凉干燥，并应随用随取。 

4.2.9  支承件可采用注塑成型塑料墙卡、吊卡等；当采用金属材料时，应作防

锈处理。 

4.3  管 道 粘 接 

4.3.1  管材或管件在粘合前应将承口内侧和插口外侧擦拭干净，无尘砂与水迹。

当表面沾有油污时，应采用清洁剂擦净。 

4.3.2  管材应根据管件实测承口深度在管端表面划出插入深度标记。 

4.3.3  胶粘剂涂刷应先涂管件承口内侧，后涂管材插口外侧。插口涂刷应为管

端至插入深度标记范围内。 

4.3.4  胶粘剂涂刷应迅速、均匀、适量，不得漏涂。 

4.3.5  承插口涂刷胶粘剂后，应即找正方向将管子插入承口，施压使管端插入

至预先划出的插入深度标记处，并再将管道旋转 90°。管道承插过程不得用锤

子击打。 

4.3.6  承插接口粘接后，应将挤出的胶粘剂擦净。 

4.3.7  粘接后承插口的管段，根据胶粘剂的性能和气候条件，应静置至接口固

化为止。 

4.3.8  胶粘剂安全使用应符合下列规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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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  胶粘剂和清洁剂的瓶盖应随用随开，不用时应随即盖紧，严禁非操作人

员使用。 

    2  管道、管件集中粘接的预制场所，严禁明火，场内应通风，必要时应设

置排风设施。 

    3  冬季施工，环境温度不宜低于-1O℃；当施工环境温度低于 10℃时，应

采取防寒防冻措施。施工场所应保持空气流通，不得密闭。 

    4  粘接管道时，操作人员应站于上风处，且宜配戴防护手套、防护眼镜和

口罩等。 

4.4  埋地管铺设 

4.4.1  铺设埋地管，可按下列工序进行： 

    1  按设计图纸上的管道布置，确定标高并放线，经复核无误后，开挖管沟

至设计要求深度； 

    2  检查并贯通各预留孔洞； 

    3  按各受水口位置及管道走向进行测量，绘制实测小样图并详细注明尺寸、

编号； 

    4  按实测小样图进行配管和预制； 

    5  按设计标高和坡度铺设埋地管； 

    6  作灌水试验，合格后作隐蔽工程验收。 

4.4.2  铺设埋地管道宜分两段施工。先做设计标高±O.00以下的室内部分至伸

出外墙为止，管道伸出外墙不得小于 250mm；待土建施工结束后，再从外墙边铺

设管道接入检查井。 

4.4.3  埋地管道的管沟底面应平整，无突出的尖硬物。宜设厚度为 100～150mm

砂垫层，垫层宽度不应小于管外径的 2.5倍，其坡度应与管道坡度相同。管沟回

填土应采用细土回填至管顶以上至少 200mm处，压实后再回填至设计标高。 

4.4.4  湿陷性黄土、季节性冻土和膨胀土地区，埋地管敷设应符合有关规范的

规定。 

4.4.5  当埋地管穿越基础做预留孔洞时，应配合土建按设计的位置与标高进行

施工。当设计无要求时，管顶上部净空不宜小于 150mm。 

4.4.6  埋地管穿越地下室外墙时，应采取防水措施，当采用刚性防水套管时，

可按图 4.4.6施工。 

4.4.7  埋地管与室外检查井的连接应符合下列规定： 

    1  与检查井相接的埋地排出管，其管端外侧应涂刷胶粘剂后滚粘干燥的黄 
砂，涂刷长度不得小于检查井井壁厚度。 
    2  相接部位应采用 M7.5标号水泥砂浆分二次嵌实，不得有孔隙。第一次应

在井壁中段，嵌水泥砂浆，并在井壁两端各留 20～30mm，待水泥砂浆初凝后，

再在井壁两端用水泥砂浆进行第二次嵌实。 

    3  应用水泥砂浆在井外壁沿管壁周围抹成三角形止水圈(图 4．4．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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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4.8  埋地管灌水试验的灌水高度不得低于底层地面高度。灌水 15min 后，若

水面下降，再灌满延续 5min，应以液面不下降为合格。试验结束应将存水排除，

管内可能结冻处应将存水弯水封内积水沾出。并应封堵各受水管管口。 

4.4.9  埋地敷设的管道应经灌水试验合格且经工程中间验收后，方可回填。回

填应分层，每层厚度宜 O.15m。回填土应符合密实度的要求。 

4.5 楼层管道安装 

4.5.1  楼层管道的安装，可按下列工序进行： 

    1  按管道系统和卫生设备的设计位置，结合设备排水口的尺寸与排水管管

口施工要求，配合土建结构施工，在墙、梁和楼板上预留管口或预埋管件； 

    2  检查各预留孔洞的位置和尺寸并加以贯通； 

    3  按管道走向及各管段的中心线标记进行测量，绘制实测小样图，并详细

注明尺寸； 

    4  按实测小样图选定合格的管材和管件，进行配管和裁管。预制的管段配

制完成后应按小样图核对节点问尺寸及管件接口朝向； 

    5  选定支承件和固定支架形式，按本规程第 4.1.8 条规定的管道支承间距

选定支承件规格和数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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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  土建墙面粉刷后，可将材料和预制管段运至安装地点，按预留管口位置

及管道中心线，依次安装管道和伸缩节，并连接各管口； 

    7  在需要安装防火套管或阻火圈的楼层，先将防火套管或阻火圈套在管段

外，然后进行管道接口连接。 

    8  管道安装应自下而上分层进行，先安装立管，后安装横管，连续施工； 

    9  管道系统安装完毕后，对管道的外观质量和安装尺寸进行复核检查，复

查无误后，作通水试验。 

4.5.2  立管的安装应符合下列规定： 

    1  立管安装前，应先按立管布置位置在墙面划线并安装管道支架。 

    2  安装立管时，应先将管段扶正，再按设计要求安装伸缩节。此后应先将

管子插口试插插入伸缩节承口底部，并按本规程第 4.1.6条要求将管子拉出预留

间隙，在管端划出标记。最后应将管端插口平直插入伸缩节承口橡胶圈中，用力

应均衡，不得摇挤。安装完毕后，应随即将立管固定。 

    3  立管安装完毕后应按本规程 4.1.13条规定堵洞或周定套管。 

4.5.3  横管的安装应符合下列规定： 

    1  应先将预制好的管段用铁丝 I庙时吊挂，查看无误后再进行粘接。 

    2  粘接后应迅速摆正位置，按规定校正管道坡度，用木楔卡牢接口，紧住

铁丝临时加以固定。待粘接固化后，再紧固支承件，但不宜卡箍过紧。 

    3  横管伸缩节安装可按本规程第 4.5.2条进行。 

    4  管道支承后应拆除临时铁丝，并应将接口临时封严。 

    5  洞口应支模浇筑水泥砂浆封堵。 

4.5.4  伸顶通气管、通气立管穿过屋面外应按本规程第 4.1.13条的规定支模封

洞，并应结合不同屋面结构形式采取防渗漏措施。 

4.5.5  接入横支管的卫生器具排水管在穿越楼层处，应按本规程第 4.1.13条规

定支模封洞，并采取防渗漏措施。 

4.5.6  安装后的管道严禁攀踏或借作他用。 

 

5  验    收 

5.O.1  排水管道工程，应按分项、分部工程及单位工程验收。分项、分部工程

应由施工单位会同建设单位共同验收。单位工程应由主管单位组织施工、设计、

建设和其他有关单位联合验收。验收应做记录，签署文件，立卷归档。 

5.0.2  分项、分部工程的验收，可根据硬聚氯乙烯管道工程的特点，分为中间

验收和竣工验收。单位工程的竣工验收，应在分项、分部工程验收的基础上进行。 

5.0.3  验收时应具备下列文件： 

    l  施工图、竣工图及设计变更文件； 

    2  主要材料、零件制品的出厂合格证等； 

    3  中间试验记录和隐蔽工程验收记录； 

    4  灌水和通水试验记录； 

    5  工程质量事故处理记录； 

    6  分项、分部、单位工程质量检验评定记录。 

5.0.4  工程验收时，其检验项目、允许偏差及检验方法应符合表 5.O.4中规定。

同时应检查和校验下列项目： 

    1  连接点或接口的整洁、牢固和密封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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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  支承件和固定支架安装位置的准确性和牢固性； 

    3  伸缩节设置与安装的准确性，伸缩节预留伸缩量的准确性； 

    4  高层建筑阻火圈防火套管安装位置准确性和牢固性； 

    5  排水系统按规定做通水试验，检查排水是否畅通，有无渗漏。 

5.0.5  高层建筑可根据管道布置分层、分段做通水试验。 

 

管道检验项目、允许偏差及检验方法    表 5.0.4 
序号 检验项目 允许偏差 检验方法 

1 立管垂直度 

(1)每 1m高度不大于 3mm 

(2)5m内，全高不大于 lOmm 

(3)5m以上，每 5m不大于 

lOmm，全高不大于 30mm 

挂线锤和用钢 

卷尺测量 

2 接管弯曲度 
(1)每 1m长度不大于 2mm 

(2)lOm以内，全长不大于 8mm 

(3)lOm以上，每 lOm不大于 8mm

用水平尺、直 

尺和拉线测量 

3 

 

卫生器具的排水

管口及横支管口

的纵横坐标 

单独器具不大于±10mm； 

成排器具不大于±5mm 用钢卷尺测量 

4 横干管坡度 不得小于最小坡度 用水平尺或钢卷尺

测量 

5 
卫生设备接口标

高 
单独器具不大于±10mm； 

成排器具不大于±5mm 
用水平尺和钢卷尺

测量 
 

附录 A  横管水力计算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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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规程用词说明 

1.0.1  为便于在执行本规程条文时区别对待，对于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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表示有选择，在一定条件下可以这样做的，采用“可”。 

1.0.2  条文中指明应按其他有关标准执行的写法为：“应按⋯⋯执行”或“应符

合⋯⋯规定或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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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华人民共和国行业标准 

建筑排水硬聚氯乙烯管道工程技术规程 

CJJ／T 29—98 

条 文 说 明 

前    言 

    《建筑排水硬聚氯乙烯管道工程技术规程》(CJJ／T29—98)，经建设部 1998

年 10月以建标[1998]19l号文批准，业已发布。 

    本规程第一版的主编单位是上海建筑设计研究院，参加单位是上海市建工设

计研究院。 

    为便于广大设计、施工、科研和学校等单位的有关人员在使用本规程时能正

确理解和执行条文规定，《建筑排水硬聚氯乙烯管道工程技术规程》编制组按章、

节、条顺序编制了本规程的条文说明，供国内使用者参考。在使用中如发现本规

程条文说明有不妥之处，请将意见函寄上海建筑设计研究院。 

1  总    则 

    本规程是按建设部建标(1995)175号文的要求，将《建筑排水硬聚氯乙烯管

道设计规程》(CJJ29—89)和《建筑排水硬聚氯乙烯管道施工及验收规程》(CJJ30

—89)合并修订而成。 

1.0.2  本条规定了本技术规程的适用范围。 

    (1)  本次修订根据已建高层建筑中采用 PVC—U管的试点工程、使用工程的

运行经验，并在国内火灾模拟试验、“塑料管道贯穿孔洞的防火封堵物耐火试验”

的科研成果基础上，补充了高层建筑中采用 PVC-U排水管的技术措施。目前，试

点和实际安装使用 PVC U排水管的建筑高度绝大部分在 100m之内。建筑高度大 

于 100m的建筑，如需采用 PVC-U排水管，则应与当地消防部门协商解决。 

    (2)  输送排放介质。建筑排水 PVC U 管道比一般化工用管道壁薄，且接头

为粘接而非焊接。管材和管件的物理机械性能决定了它适用于生活污水和废水的

排水。如果用于生产废水的排除应注意生产废水(包括实验室废水)的酸碱和化学

成分对 PVC-U材质的侵蚀，特别有机溶剂废水应注意对管材和胶圈的腐蚀作用。

由于建筑 PVC-U管具有耐腐蚀、通水能力强，故该管材也可用于屋面雨水排水管

道系统。 

    (3)  介质温度。排放介质温度如过高，则会影响 PVC-U 管道抗弯抗拉强度

和使用寿命。连续排放温度不超过 40℃的规定，系按《污水排入城市下水道水

质标准》(CJJ18— 86)中对污水排放温度的要求而规定。瞬时排放系指在管道内

不产生连续流的排放，因瞬问排放流量且温度不超过 80℃，不会造成管道软化

变形、弯曲现象。对于排放温度可能超过上述数值的场所则应慎用。 

1.0.3  本规程的管材规格、允许偏差，管材和管件的物理机械性能系现行的《建

筑排水用硬聚氯乙烯管材》(GB／T5836.1—92)、《排水用芯层发泡硬聚氯乙烯

(PVC-U)管材》(GB／T16800 1997)和《建筑排水用硬聚氯乙烯管件》(GB／5836.2

— 92)所规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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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4  本规程针对建筑 PVC-U管道的设计、施工和验收方面的特点作出规定。 

    在设计、施工、验收时，除执行本规程外，如排水系统选择、生活排水设计

秒流量的计算、卫生器具安装高度、管道布置和敷设、预留洞尺寸等共性问题，

还应执行现行的《建筑给水排水设计规范》和《采暖与卫生工程施工及验收规范》。 

3 设    计 

3.1 管道布置 

3.1.1  本条系原设计规程 2.O.1 条的修改，管道明敷还是暗设耍根据以下几个

因素： 

    (1)气候条件：北方气候寒冷均有结冻可能，宜敷于建筑物内；一般在南方

广东省深圳、海南省等地区管道布置在室外明敷于建筑物外墙。 

    (2)建筑物性质：一般宾馆、公寓、商住楼、高级办公楼均宜暗设；对于防

噪要求的住宅楼也宜暗设。而对于一般性办公楼、集体宿舍盥洗卫生间、学校教

学楼卫生间和多层住宅可明设。 

    (3)建筑平面布置：厨卫相邻的住宅楼，以及相毗邻二个卫生间的旅馆，有

条件暗设于管道井或管窿内，而厨房与卫生间非毗邻的厨房内管道一般明设。在

店堂、大厅内管道一般埋设于柱内或暗设于装饰之内。仓库内管道易受撞击，则

宜暗设或采取保护措施。 

3.1.2  本条对 PVC U管设置于外墙的条件作了规定。最冷月平均最低气温在 OV

以上且极端最低气温  5℃以上的地区系包括海南省、广东省、福建省、广西省

全部，四川省和云南省局部。 

3.1.3   PVC—U 管如在高层建筑中布置，则应采取防止火灾蔓延的措施，其主

要是依据“硬聚氯乙烯管道在高层建筑中防火措施的研究”及其试验项目：模拟

火灾试验；塑料管道贯穿孔洞的防火封堵物耐火试验的科研成果而确定的。 

    1.  在模拟火灾试验中，所有暗设或用建筑耐火材料包覆的立管均安全无

恙。 

    2.  采用阻火圈、无机防火涂料、重力阻火圈均起到一定程度的阻止火灾蔓

延的作用。 

    3.  火室内横向伸出墙外的只有一根 110mm定向管道发软、下弯，160mm作

为通风管有部分裂开。 

    4.  110mm、160mm 的管子在设置无机防火套管情况下，无论在水平炉和垂

直炉中试验，均能达到 2h耐火极限。 

    工程中，如在管道井、管窿内每层楼板处有防火分隔时，排水横支管接人管

道井、管窿处火灾通过横管及管井内再窜过楼板蔓延至上层的可能性不大，故不

必在接人管道井的横支管(De≥110mm)设置防火套管或阻火圈。 

3.1.4  对于体量大的建筑物，根据现行的建筑防火设计规范的规定，要求设置

防火隔墙和防火墙，均有一定的耐火等级要求，但对塑料管未作出规定。本条规

定系根据“塑料管道贯穿孔洞防火堵物耐火试验”成果而确定。 

3.1.6  管道表面受热温度不得超过 60V 的数据系根据美国标准(ANSI／

ASTM)D2665 77附录 XI·TT"表面温度超过 140T的地方，管道采用挡板式轻质隔

热材料加以保护。”立管与家用灶具边净距不得小于 O.4m，系根据上海建筑设计

研究院和哈尔滨市建筑设计院分别对家用煤气灶和原煤灶进行“辐射温度测定”

的结果确定。灶具火焰辐射温度影响小，灶具主要产生上升热气流，距灶边 O.3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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处温度上升不大，故规定不得小于 O.4m，是属安全，且在管道布置上也是可行

的。 

3.1.7  管道穿越烟道，烟气温度一般达 200℃，造成 PVC U 管熔化；建筑物沉

降缝和抗震缝会使管道错位，但目前尚无适应这种错位的能曲挠的 PVC u排水管

配件；故上述场合 PVC—U 管不应穿越。但建筑物横向伸缩与管道纵轴线一致，

故可以用伸缩节适应建筑物横向的伸缩量。    

3.1.8  高层建筑 PVC—U出户管一般要穿越地下室外墙，为了防止地下水通过穿

越处渗入地下室，国外多数用橡胶密封圈，外接头灌浆插入墙体，PVC—U 管插

入外接头内。 

    由于目前国内尚未生产此橡胶止水圈，故一般采用下列做法： 

    (1)参见本规程第 4.4.6 条的刚性防水套管做法，采用聚氯乙烯止水胶泥或

其他止水胶泥。 

    (2)管道在与地下室外墙连接处，管外壁刷上粘胶剂后，然后覆上一层干燥

黄砂，把连接管直接灌浆于墙体内，也可起到防水作用。 

    总之，不能将 UPVC管不作任何处理直接埋设于混凝土墙内。 

3.1.9  本条规定是为防止立管底部所产生的正压值对连接的最底层横支管上的

卫生器具水封产生溢水冒泡等现象。本条系参考英国标准 BS5572：1978 的规定

并结合我国情况提出的推荐值。 

    在某些地区，如管道埋深较浅的地段且底层排水横支管非接在立管上不可

时，则可采取在排出管与立管底部转弯处放大管径，这样可以减小立管底部正压

反力。 

3.1.10  本条中，距离的规定意义与第 3.1.9条相同，一般在底层是公建，楼层

是住宅的建筑物内，立管在二楼楼板之下转弯，如果二层卫生器具直接接入立管

内，则卫生器具产生溢水、冒泡现象，严重影响使用。不得小于 O.6m 的规定，

系摘自美国规范(STANDARD PLUMBING CODE)1985年版第 1306.4条的规定，在该

段管段内，管道内是负压区，如卫生器具接入时，则会产生水封抽吸破坏；，不

得小于 1.5m的规定，系参考了雨水道试验，距立管底部 1～2m后，水气分离，

水流平隐，排出管内无压力存在。 

3.1.11  伸顶通气管不但能排除聚积在排水管道中的污浊气体，而且从大气中向

管道内补入空气，以平衡管道内由于水流在立管中下落而造成负压，防止卫生器

具存水弯被虹吸破坏水封。通气帽的作用是防止杂物从通气管处落入管道内造成

管道阻塞。PVC—U通气帽目前各地有此管件供应。 

    采用补气阀可解决由于建筑布置原因排水立管无法设置伸顶通气管情况下

排水管道中补气问题。补气阀阀瓣由软塑料制成，应有条件地使用补气阀。 

3.1.12  根据现行的《建筑给水排水设计规范》规定，凡经常有人活动的屋面，

通气管应高出屋面 2.0m，使臭气在高出人的大气中散发。硬聚氯乙烯管如高出

2.0m，则其强度不能经受人们活动的碰撞、拴绑，容易折断。 

3.1.13  本条系摘自日本规范 HASS206—1982第 5.1.3条、第 5.11.4条，和前

苏联规范 CHипⅡ30-76第 12、20条的规定，以及吉林省建筑设计院的调查，

寒冷地区通气管顶端结霜严重，应放大管径，以利通气。是根据调查资料和城市

最冷月平均气温，并参考了美国规范手册确定。 

3.1.14  本条系按《建筑给水排水设计规范》(GBJ15—88)规定的基础上补充排

水立管 90mm、125mm两种规格的通气管最小管径。 

3.1.15  为了缩小管道布置占有的建筑面积，便于施工安装，硬聚氯乙烯 H管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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件被广泛应用。本条明确了 H管安装原则，污水立管被堵后，污水不会泛滥进入

通气立管，保证通气管通气效果。因为生活排水在立管中容易产生水塞流，在立

管底部产生正压值较大，故在最低生活污水横支管连接点以下应设置结合通气

管。 

3.1.16  在高层建筑中，生活污水和生活废水分别用两根立管共用一根通气管的

情况较多。本条根据工程实践经验用 H管形式作为结合通气管时，按图 1设置。 

3.1.17  硬聚氯乙烯排水管道与金属管道相比，其线胀系数大，故设计排水管道

时尤应重视。线胀系数的数值系综合了国内外资料、测定数据后推荐值，温差出

Δt为环境温度时，则宜取最热月平均温度和最冷月平均温度之差。 

3.1.18  PVC U 管道是否一定要设置伸缩节?这一直是有争论的问题。按公式计

算出管道伸缩量为无外力作用下自然伸缩量，当管道设固定支承点、嵌墙敷设等，

管道因温度变化内应力增加，伸缩量减小。据广东、福建、广西等地工程实践，

取消了伸缩节，没有发生管道弯曲变形、破裂等现象，在工程施工中受到安装工

人的欢迎，同时，也避免了由于伸缩节质量问题漏水的困惑。南方地区一年四季

温差变化小，设置在室外的管道温差变化亦不大。管道布置在室外，立管无可靠

固定支承点的，一般设置伸缩节。各地应根据实践经验制定本地区的设计施工技

术条件，决定是否设置伸缩节。 

 

图 1 H管件设置示意图 

1一污水立管；2一废水立管；3一专用通气立管；4- H管件；5一伸缩节 

 

3.1.19  1.本款规定立管上设置伸缩节的要求，立管上每层设一个伸缩节，可以

使管道的伸缩量在本层解决，且每层楼板可作为管道固定支承点。当层高大于

 22



4m 时，对于温差大的地区，由于温度变化而引起的伸缩量大，故还得通过计算

确定。 

        2.本款规定了在横管上设置伸缩节的要求，补充了通气横管上亦应设置

伸缩节。横管上设伸缩节系指直线管段而言，非横管的总长度。其长度数据系摘

自日本有关资料。 

        3.由于伸缩节管件无国家统一的规定，为防止伸缩节漏水，故确定的最

大允许伸缩量约为伸缩节支承口深度的 1／3～1／2。 

3.1.20 本条规定了立管和横管上装伸缩节的位置。伸缩节布置在水流汇合管件

如三通、四通等附近，使汇合管件不产生位移，横支管接头处不会产生位移应力

或位移应力很小，且立管伸缩均在直线管段上。伸缩节设置位置规定系参考日本

的资料确定，图中（a)是我国推广应用中总结的安装方法，具有安装快、伸缩量

易控制的特点。伸缩节承口顺水流方向，目的是防止伸缩节密封部分如有微小损

坏，也不致于渗漏，同时管道水流保持较好的水力条件，避免伸缩节密封圈处结

垢，影响伸缩效果。 

    埋设、墙体、混凝土柱体内的 PVC-U管，由于管外壁与埋实的砂浆、混凝土

之间的摩擦力足以限制 PVC-U管伸缩，故不必装设伸缩节。 

3.1.21  由于塑料管内壁光滑，污物不可能在立管上挂积而阻塞管道。通过实际

工程调查尚未发现有在正常施工、使用过程中立管阻塞现象。但在立管与排出管

转弯处阻塞的可能性较大，立管上每隔 6层设置一个检查口的规定是工程实践提

供的经验。 

    严寒地区最高层设检查口，便于除霜。 

    考虑塑料管内壁光滑，通水能力强，污物在横支管内阻塞的可能性小，故在

横支管上设置清扫口的条件适当放宽。 

3.1.22  污水从立管流入排出管时，由于水流方向改变，立管底部产生冲击和横

向分力，立管底部应加以固定，避免管道抖动。 

3.2  管道水力计算 

3.2.1  本条增补大便槽和盥洗槽排水采用 PVC—U管时的排水流量、当量和排水

管外径的规定。大便槽的排水量系经实测后作适当调整，盥洗槽排水流量按水龙

头 100％同时使用确定。 

3.2.3  根据科研测试，PVC-U 管内壁光滑，立管内水流速度大，但立管中下落

水团对横支管的负压抽吸效应影响不大，实际测试证明，如果立管底部的反弹正

压处理得当，则 PVC—U立管通水能力要比铸铁管大： 

    1.  仅设伸顶通气管情况下，PVC-U排水立管通水能力是铸铁管的 1.26倍。 

    2.  设置特殊管件单立管的通水能力，沿用北京前三门的测试资料，通水能

力增加 30％。鉴于目前尚无塑料特殊管件产品，暂不列入。 

    3.  设置消能装置的立管，如管内壁有螺旋流线的管材配以旋流管件组成的

立管，其通水能力约为设伸顶通气管的普通排水塑料立管的通水能力的 1.2倍。 

    4.  设置专用通气立管的 PVC—U 立管通水能力约是设置专用通气立管的铸

铁管排水立管的 1.02～1.2倍。 

3.2.4  本条系排水管道计算通用公式——曼宁公式，公式中粗糙系数是根据国

内外资料和测定数据分析确定。管道坡度系根据汇合管件水流转角为 88.5°，

换算成坡度为 0.026。 

3.2.6  由于排水立管通水能力大，而横支管按重力流设计通水能力小，故不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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只根据计算确定管径，否则出现立管小于横支管的错误，故特规定此条。 

3.2.7  埋地管最小管径如小于 50mm时，由于硬聚氯乙烯管挠度大，埋地敷设不

好施工；日本规范等均规定排水管道埋地敷设时最小管径为 50mm。 

4  施    工 

4.1  一般规定 

4.1.1  强调施工前的准备工作，以避免施工中造成停工、窝工。 

4.1.2  预留洞和凿洞工作，管道安装工程应与土建工程密切配合  进行，使其

留洞位置符合设计图及施工条件。管道安装前，还应  划出各层水平线并对洞孔

进行一次检查和核对，目的是保证其准确无误。 

4.1.3  硬聚氯乙烯材料线胀系数较大，当堆放材料库房或场地与  管道安装施

工现场温差较大时，应放置一定时间，使其管道表面温度接近施工的环境温度，

以确保安装质量。 

4.1.4  在墙面粉刷结束后进行管道安装，可使管道表面不致于在粉刷过程中受

到玷污。有的地区经常在括糙打底后抹面前进行，这些可按地方施工规程进行。

当施工暂告段落时，管道敞口部位必须临时封闭，以免施工异物误入，堵塞管道

影响使用。 

4.1.6  伸缩节设置数量与位置按设计规定，立管伸缩节通常密封性能较差，据

很多工程实践反应横管伸缩节漏水严重，因此不能用于横管。横管应有专用配件，

大口径横管宜采用弹性橡胶密封圈连接，即按 PVC—U 给水管连接形式。本条强

调施工环境季节管端插入伸缩节处预留问隙，以确保一年四季管道系统的正常工

作。 

4.1.7  本条规定目的使管道在楼板墙体的固定支承点之间能自由伸缩，不受阻

碍。支承件应具有一定的刚度和强度，能承受管道的重量或胀缩时所导致的摩擦

力。 

4.1.8  立管外径为 50mm的每层一个点支承太单薄，为了加强，将间距改为 1.2m

增加一个支承点。横支管在器具排水管接入点可作为一个支承点，故表 4.1.8仅

适用于横管直线管段。 

4.1.9  按现行的国家标准《建筑排水用硬聚氯乙烯管件》的规定，由横管转入

立管的管件，水平夹角为 88.5°，推算其坡度为 0.026。 

4.1.10 管道外侧与饰面有一定距离，便于饰面施工和质量控制。由于楼层土建

施工时，不同层楼墙面有一定垂直误差，各层竖管与饰面不会保持一定净距，因

此管道与饰面给出数值范围。 

4.1.11  楼层高度或轴线之间等土建方面可能产生偏差。因此规定锯管长度应根

据实测及连接件的尺寸而定。管材端面应平整并垂直于轴线，因此要选用合适的

锯管工具。不论手工锯或机动锯，均须用细齿锯，国际标准(ISO)《地上排水技

术报告》第 7024号第 5.2条建议采用每 10mm包含有 7～10齿的锯条。管道应有

准确导向，以免锯管时产生偏差。端面毛刺或凸出的边缘应清除干净，以防止在

粘接插入过程中刮掉的毛刺掉人胶粘剂内或溶入接口，坡口角度上述“报告”规

定为 15°～45°，为便于操作确定为 15°～30°。 

4.1.13  竖管穿越楼板部位通常是管道的支承点，应严密牢靠。为防止楼面积水

管壁渗入下一层，应采取二次窝捣细石混凝土后在管道周围筑阻水圈。 

4.1.14  根据“PVC—U 管道在高层建筑中防火措施的研究”课题的模拟火灾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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验，火灾负荷按英国消防研究所(F/0301／26)特别试验报告为 22.5kg／m
2
木材，

我国人均居住面积较小，卫生间堆置杂物较多，故采用 1倍于英国火灾负荷，每

平方米堆垛 45kg 木材。经模拟火灾燃烧试验，当火灾顶部最高温度 800℃时，

测得半砖厚砌筑的管窿内最高温度为 65℃，因此立管布置在管道井或管窿内暗

设能有效起到防火作用。 

    无机防火套管的防火原理是当 PVC-U管在套管端部燃烧时会产生膨胀炭化，

套管可保护膨胀炭化物使其免受火焰高温的直接作用，封堵穿越的管道孔。未直

接受火焰高温接触的塑料管，受热后变软弯曲塌落，套管可直接支持软化塌落的

塑料管对贯穿部位封堵，防止火焰及烟毒气体通过管道扩散。 

    根据燃烧炉燃烧试验及模拟火灾试验观察测定，当管道水平或垂直敷设时，

管径大的比管径小的温升快，火势竖向比横向穿透能力强。课题组分析研究确定

管径＞110mm，应采取防火措施，防火套管竖向长度为 500mm，横向为 300mm。由

于横管的接管位置不同，防火套管按图 4.1.14安装方式。 

4.2  备  料 

4.2.1  产品严格按标准生产，产品必须有生产厂名、商标、批号及生产日期，

便于工程质量监理部门监督，防止伪劣产品混入。 

4.2.2  粘剂的成分与物理化学性能，目前尚无国家标准。一般由管材生产厂配

套供应，其有关技术性能由生产厂进行监督。各地生产的胶粘剂品种较多并存在

着相当差别，国标《胶粘剂产品包装、标志、运输和贮存的规定》(GB2944—82)

对“包装”和“标志”作了具体规定，本条酌取要点，予以强调说明。寒冷地区

冬季施工所用的胶粘剂也有所不同。 

4.2.3  防火套管、阻火圈标有耐火极限的标志是与本规程第 3.1.5条协调一致，

保证起到防止火灾贯穿蔓延的作用。 

4.2.4  施工单位在使用和安装前，对管道及配件再次进行配合公差检查，以防

止漏水或渗水对工程质量影响。规格、型号和质量要求应按现行国家标准进行检

验。 

4.2.5  根据聚氯乙烯塑料制品的性能，本条进一步对装卸、运输过程作一些规

定，以保证材料使用时外观质量。硬聚氯乙烯与其他无机材料相类似，存在刻痕

效应，当管道端面或表面有机械损伤、凹陷、刻痕及缺口，这些部位抗冲击强度

急剧下降并与温度有关。冬季低温时，材质抗冲击性能降低变脆，更应注意。 

4.2.6  管材、管件存放环境温度及距热源有一定距离，主要为防止一定时间后，

管道受热变形弯曲。室外一般在施工安装阶段作临时堆放，不能长期堆存，以免

阳光曝晒。 

    本条参照国外资料制定管材、管件堆放要求。 

4.2.7 胶粘剂超过有效期限或发现含有块状、絮状物及分层时都必须报废，否则

会影响管道施工质量。 

4.2.8  胶粘剂及丙酮等清洁剂均属易燃品，在存放、运输时应远离火源，防止

偶然性起火。胶粘剂又易干结，溶剂易挥发，故必须随用随取，用毕盖紧。 

 

4.3  管道粘接 

4.3.1～4.3.7  粘合面如有油污、尘砂、水渍或潮湿，都会影响粘结强度和密封

性能，因此必须用软纸、细面布或棉纱擦净，必要时蘸用丙酮或丁酮等清洁剂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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净，对难擦净的粘附物，可用细砂纸轻轻打磨，但不可损伤材料表面。砂纸打磨

后，再用清洁布揩净。 

    管端插入深度划标记时，应避免用尖硬工具划伤管材，管端插入承口必须有

足够深度，目的是保证有足够的粘结面。 

    涂胶宜采用鬃刷，当采用其他材料时应防止与胶粘剂发生化学作用，刷子宽

度一般为管径的 1／2～1／3。涂刷胶粘剂应先涂承口后涂插口，应重复二次。

涂刷时动作迅速、正确。胶粘剂涂刷结束应将管子立即插入承口，轴向需用力准

确，并稍加旋转，注意不可弯曲。因插入后一般不能再变更或拆卸。管道插入后

应扶持 1～2min 再静置以待完全干燥和固化。110mm、125mm 及 160mm 管因轴向

力较大，应两人共同操作。 

    连接后，多余或挤出的胶粘剂应及时擦除，以免影响管道外壁美观。 

    管道粘接后静置时间按美国 ANSI／ASTMD2855建议，当环境温度 

15～40℃   静置时间至少 30min 

5～15℃   静置时间至少 1h 

-5～15℃   静置时间至少 2h 

-20～5℃    静置时间至少 4h 

4.3.8  胶粘剂和清洁剂，既是易燃品，又是易挥发品，因此操作场所应有良好

通风条件，冬季或寒冷地区施工应采取防寒防冻措施，严寒时节，操作场地不应

门窗密闭，强调保持通风。 

    冬季施工管道呈现脆性，胶粘剂固化时间长，因此对环境温度作出规定。 

    胶粘剂常有一些毒性并有腐蚀性，故相应作出使用规定。应特别注意防止胶

粘剂误入眼中，导致伤害眼球，医治困难。 

4.4 埋地管铺设 

4.4.1  埋地管道施工属隐蔽工程，在安装前必须做好先期工作。 

4.4.2  埋地管道分二段进行，可使室内部分随土建工程层层施工，一同沉实，

待土建结束，再从墙外口接入检查井。 

4.4.3  埋地管道填层必须平整，沿管道流水方向坡度均匀，填层不应夹有石块

等尖硬物质，以防止管道不均匀受压而损伤。原标准规定的细土或砂子回填高度，

从近十年的实践来看，高度小了一些，上层的渣土容易影响管道，故本次修订将

细土回填高度从 100ram改为 200mm。 

4.4.6  管道穿越地下室外墙必须有可靠防水措施，施工时可预埋刚性防水套管，

套管贯穿部位作临时堵封。 

4.4.7  埋地出户管与检查井连接按程序施工，以防地下水或管内污水互相渗透。 

4.4.8  埋地管属隐蔽工程，为确保管道无渗漏，在回填前应先做灌水试验。灌

水方式，根据国标《采暖与卫生工程施工及验收规范》而定，灌水试验后，必须

把存水排除并封闭各受水管管口，防止掉入砖瓦、砂、石等杂物。 

4.4.9  回填应分层，一般以每层 O.15m 左右为宜。回填土应有足够的密实度，

防止日久受压沉陷导致管道变形、走动或受损，机械回填土时，往往有较大的冲

击力，故先用人工回填一层作为缓冲。 

4.5  楼层管道安装 

4.5.1  楼层管道安装必须做好先期工作，确保管道安装顺利进行。  

    管道安装通常自下而上分层进行，立管具有上下连贯性，应先装立管，并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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临时固定，以避免管子自重而形成累积静荷载。 

4.5.2  做好管卡等支承件很重要，在立管布置的墙面划垂线，能使立管安装保

持规定的垂直度。伸缩节安装要防止橡胶圈顶歪，卷曲偏移，否则达不到止漏目

的，伸缩节预留间隙，使管道胀缩有余地。 

 

5 验    收 

    通水试验目的，在于检查各排水点是否畅通，接口处有否渗漏，高层建筑可

根据管道的布置，分区段进行通水试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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