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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   言 

    硬聚氯乙烯内螺旋管和旋转进水型管件是九十年代从国外引进的新型排水产品，可

用于建筑物内作排水立管。因其内壁有与管壁一起成型的三角形螺旋肋可起导流作用，

水流沿内壁螺旋状下落时形成通畅的空气柱，显著地降低了立管内的压力波动，提高了

排水能力。其配套的三通、四通管件接入口的中线偏向立管中线接入方向的右侧，可使

横管排入立管的水流沿管壁的切线方向进入，形成水流旋转，避免了进水水流与立管及

立管水流碰撞，降低了管道系统的噪音。 

    为了推广应用这种新型管材，通过总结国内外实践经验，于 1997 年颁布了《建筑排

水用硬聚氯乙烯螺旋管管道工程设计、施工及验次规程》CECS94：97。在几年的实施中，

为了适应新的条件，曾于 1998 和 2000 年两次对规程进行局部修订。在 2001 年，生产厂

对这种管件的材质和规格再次作了改进，进一步提高了内螺旋管管道系统的排水性能，

为此再次修订本规程。 

    根据国家计委计标[1986] 1649 号文《关于请中国工程建设标准化委员会负责组织推

荐性工程建设标准试点工作的通知》，现批准《建筑排水用硬聚氯乙烯内螺旋管管道工

程技术规程》，编号为 CECS94：2002，推荐给工程建设设计、施工和使用单位采用。本

规程由中国工程建设标准化协会管道结构委员归口管理（北京市月坛南街乙 2 号北京市

市政工程设计研究总院，邮编：100045），并负责解释。在使用过程中，如发现需要修

改或补充之处，请将意见及有关资料径寄解释单位。 

主编单位：北京市市政工程设计研究总院 

参编单位：中国航天建筑设计研究院 

中国沈阳平和实业有限公司 

主要起草人：潘家多  李桂芬  徐志通  李玉珊  李国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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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总     则 

1.0.1  为了在建筑排水管道工程设计、施工及验收中做到技术先进、经济合理、便于施

工、安全适用、确保质量，制定本规程。 

1.0.2  本规程适用于立管采用硬聚氯乙烯（PVC—U）内螺旋管材及配套连接管件的连续

排放温度不大于 40℃、瞬时排放温度不大于 80℃的生活排水管道工程的设计、施工及验

收。 

1.0.3  建筑排水管道工程应按设计文件和施工图施工。变更设计应经设计单位同意。 

1.0.4  建筑排水管道工程采用的管材、管件、密封圈、胶粘剂等应符合国家现行有关标

准的规定。 

1.0.5  建筑排水管道工程施工必须遵守国家和地方有关安全、劳动保护、防火、环保等

的规定。 

1.0.6  使用本规程时，除本规程有规定者外，应符合国家现行其它有关标准的要求。 

2  术    语 

2.0.1  硬聚氯乙烯（PVC—U）内螺旋管  PVC—Uinner  spiral rib  pipe 

以聚氯乙烯树脂单体为主要材料挤压成型的内壁有数条凸出三角形螺旋肋的圆管。

其三角形肋具有引导水流沿管内壁螺旋状下落的功能，是建筑物内生活排水管道系统中

用作立管的专用管材。 

2.0.2  旋转进水型管件  tum-around  inlet  fittings 

一种接入口中线偏向立管中线接入方向右侧的三通和四通管件。具有侧向导流使进

水沿立管内壁螺旋状下落的功能，是横管接入内螺旋管立管的专用管件。 

2.0.3  螺母挤压密封圈接头  nut  compressed  gasket joint 

一种由螺母、弹性密封囵等组成的管接头。用螺母拧紧管端丝扣来压缩管口弹性密

封圈以达到密封目的，属于管端可在一定范围内伸缩且不渗漏的滑动接头。 

2.0.4  立管  vertical  pipe，stack 

用硬聚氯乙烯内螺旋管竖向安装的排水管道。 

3  管 材 和 管 件 

3.0.1  排水立管用硬聚氯乙烯（PVC—U）内螺旋管（图 3.0.1）的规格尺寸，可按表 3.0.1

采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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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3.0.1       PVC—U 内螺旋管排水立管规格尺寸（mm） 

公称外径 d  n 壁厚 e  螺旋高  E 长度 l  

基本尺寸 偏差 基本尺寸 偏差 基本尺寸 偏差 基本尺寸 偏差 

75 

110 

160 

+0.3 

+0.4 

+0.5 

2.1 

3.1 

3.8 

±0.2 

±0.3 

±0.6 

2.3 

3.0 

3.8 

±0.2 

±0.3 

±0.4 

4,000 

或 

6,000 

±10 

3.0.2  排水横管用硬聚氯乙烯（PVC—U）管材（图 3.0.2）的规格尺寸，应符合表 3.0.2

的规定。 

 

 

表 3.0.1       PVC—U 排水横管规格尺寸（mm） 

壁厚  e 长度 l  
公称外径d  n

平均外径 

极限偏差 基本尺寸 允许偏差 基本尺寸 允许偏差 

40 

50 

75 

+0.3 

+0.3 

+0.3 

2.0 

2.0 

2.3 

+.04 

+0.4 

+0.4 

4,000 

或 

6,000 

±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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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0 

160 

200 

+0.4 

+0.5 

+0.6 

3.2 

4.0 

4.9 

+0.6 

+0.6 

+0.8 

    注：表中 d 200mm 规格尺寸应符合《埋地排污、废水用硬聚氯乙烯（PVC—U）管材》GB/T10002.3

中刚度等级为 4kPa 管材的要求。 

n

3.0.3  管道系统连接用的专用管件，可采用硬聚氯乙烯（PVC—U）、玻璃纤维增强聚丙

烯（FRPP）等热塑性塑料注塑成型制造。 

    1 用于接入立管的旋转进水型三通及四通的规格尺寸，可按附录 A或生产厂的规格

采用。 

    2 用于横管系统的螺母挤压密封圈接头的弯头、三通、四通、异径等管件的规格尺

寸可按附录日或生产厂的规格采用。 

3.0.4  管材和管件的物理力学性能不得低于表 3.0.4-1 和 3. 0.4-2 的规定。 

表 3.0.4-1    管材的物理力学性能 

项    目 技 术 指 标 试验方法标准 

拉伸屈服强度，MPa 

断断裂伸长率，% 

维卡软化温度，℃ 

扁平试验（压至外径管 1/2） 

落锤冲击试验，20℃，TIR% 

纵向回缩率，% 

≥40 

≥80 

≥79 

无破裂 

9/10 通过 

≤9 

GB/T8804.1 

GB/T8804.1 

GB/T8802 

 

GB/T14152 

GB/T6671.1 

表 3.0.4-2     管件的物理力学性能 

项目 技术指标 试验方法标准 

维卡软化温度，℃ 

烘箱试验 

坠落试验 

70 

合格 

我破裂 

GB/T8802 

GB/T8803 

GB/T8801 

3.0.5  螺母挤压密封胶圈接头应符合下列规定： 

1 螺母挤压密封胶圈接头应采用与管材配套供应的圆形胶圈或带止水翼的圆形截

面，其规格尺寸可按表 3.0.5 采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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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3.0.5  螺母挤压密封胶圈接头规格尺寸（mm） 

管材公称外径 Φ1 Φ2 Φ3 Φ4 α  

50 

75 

110 

160 

72.8 

102.9 

126.6 

177.5 

60.2 

89.1 

111.5 

161.5 

58 

86.1 

108 

157 

6.3 

6.9 

7.5 

8 

1.2 

1.4 

1.5 

1.8 

    2 密封胶圈应采有耐油橡胶模压制作，其物理力学性能应符合下列规定。 

硬度（邵尔 A）             55～62 

拉伸强度 MPa               ＞13 

拉断伸长率%              ＞300 

使用温度    ℃            -40～+60 

脆性温度    ℃            -35 

老化系数 70℃×72h         0.8 

3.0.6  支承件（管托、立管卡、吊顶等）、紧固件宜采用注塑成型的塑料产品或铁制产

品，其规格应由厂方提供。 

3.0.7  防火套管宜采用元机耐火材料和化学阻燃剂制作；阻火圈宜采用阻燃膨胀剂制

作，其规格尺寸和防火性能由厂方提供。 

4  基本设计规定 

4.0.1  每根硬聚氯乙烯排水立管与各层接入的横管应为独立的单立管排水系统，并由排

出管接到室外埋地污水管道。 

4.0.2  内螺旋立管通过设计流量时，在室内环境噪音为 37dB（A）时，噪音增量不应大

于 2dB（A），且不大于铸铁排水管通过设计流量的噪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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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0.3  内螺旋立管的设计流量应按下列规定计算： 

1 卫生器具的排水流量、当量及同时使用百分数，排水管管径可按表 4.0.3-1 确定。 

 

2 住宅、集体宿舍、旅馆、医院、幼儿园、办公楼、学校等建筑生活污水管道的设

计秒流量应按公式（4.0.3-1）计算： 

max12.0 qNq Pu += α               （4.0.3-1） 

式中   q ——计算管段污水的设计秒流量； u

PN ——计算管段卫生器具的排水当量总数； 

α ——根据建筑物用途而定的系数，按表 4.0.3-2 确定； 

maxq ——计算管段排水流量最大的一个卫生器具的排水流量（L/s）。 

    注：如计算流量大于该管段上段按卫生器具排水流量累加值时，应按卫生器具排水流量累加值计。 

表 4.0.3-2     根据建筑物用途而定的系数 值 α

建筑物名称 
集体宿舍、旅馆和其它公共 

建筑的盥洗室和卫生间 

住宅、旅馆、医院、

疗养所的卫生间 

α 值 1.5 2.0～2.5 

3 工业企业生活间、公共浴室、洗衣房、公共食堂、实验室、影剧院、体育场等的

生活污水的设计秒流量应按公式（4.0.3-2）计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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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0
bnq

q p
u

o∑=              （4.0.3-2） 

式中  q ——计算管段污水设计秒流量； u

pq ——同类型的一个卫生器具排水量（L/s）； 

on ——同类型卫生器具数； 

b——卫生器具的同时排水百分数，按表 4.0.3-1 确定。 

    注：当计算排水量小于一个大便器排水流量时，应按一个大便器的排水流量计。 

4.0.4  内螺旋管立管的通水能力应符合下列要求： 

1 立管的通水量不得大于表 4.0.4-1 的规定： 

表 4.0.4-1        排水立管的通水能力 

公称外径 （mm） nd 最大通水能力 [ （L/s） ]Q

75 

110 

160 

3.0 

6.0 

13.0 

2 立管的当量负荷可按表 4.0.4-2 采用 

表 4.0.4-2        立管的当量负荷 

﹝ ﹞[ ] α12.0/)( maxqQ − 2 [ ]Q /0.33 

集体宿舍、旅馆等公共

建筑的公共卫生间 

住宅、旅馆、医院、

疗养院的卫生间 
nd  

[ ]Q

（L/s） 

maxq

（L/s） 

α =1.5 α 2.0～2.5 

工业企业生活间

等公共建筑 

0.5 193 109～69.4 
75 3.0 

1.0 123 69.4～44.4 
9.1 

1.5 625 352～225 
110 6.0 

2.0 494 278～178 
18.2 

1.5 4082 2296～1496 
160 13.0 

2.0 3735 2101～1344 
39.4 

4.0.5  横管的通水能力应符合下列要求： 

1 横管坡度不得小于表 4.0.5-1 的规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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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4.0.5-1       横管坡度 

公称外径 d （mm） n 坡度 公称外径 （mm） nd 坡度 

50 

75 

110 

0.025 

0.015 

0.012 

160 

200 

0.007 

0．005 

2 横管最大计算充满度应应符合下列规定： 

n nd ≤110,0.5； d =160～200,0.6。 

3 d 50～200mm 横管的流量Q（L/s）和流速 （/）可按表 4.0.5-2 采用。 n 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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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管道系统的布置及连接 

5.0.1  明设管道的布置应符合下列规定： 

1 管道不得布置在食堂、食品贮藏间、烹调灶具和操作部位的上方。 

    2 管道不得穿越卧室、贮藏柜、烟道、风道、沉降缝、伸缩缝、防火墙等设施。 

    3 工业建筑中，管道不得布置在遇水会引起燃烧、爆炸或损坏的原料、产品和设备

的厂房或车间内。在管道可能受机械撞击部位，应采取保护措施。 

    4 排水立管宜设置在排水量大的器具附近的墙边、墙角或立柱处。立管距灶边净距

不得小于 400mm，与供暖管道的净距不得小于 200mm，且不得因热辐射使管外壁温度高于

40℃。 

5 立管连接管件的螺丝帽外侧与墙饰面的距离不得小于 25mm。 

5.0.2  在高层建筑中，管道布置应符合下列规定： 

1 立管宜敷设在建筑物的管道井内，并靠近一端的井墙。 

    2 管径不小于 110mm 的明设立管，在穿越井内楼层楼板处应有防止火贯穿的措施。 

    3 管径不小于 110mm 的明设排水横管接入管道井内立管时，在穿越井壁处应有防止

火贯穿的措施。当管道井内在每层楼板处有防火分隔时，上述横管在穿越井壁处可不设

防火措施。 

5.0.3  排出管以上立管不得设置转弯管段。 

5.0.4  排水立管底部和排水出管应比立管大一号管径。 

5.0.5  接入立管的横管管径不得大于立管管径。 

5.0.6  房屋最底层横支管接入立管处至立管管底排出管的垂直距离不得小于表 5.0.6

的规定。当层数超过 20 层而不能满足表中的要求时，底层应单独排出。 

表 5.0.6   最低横管接入管处至徘出管的垂直距离 

立管连接卫生用具的层数（层） 垂直距离（m） 

≤6 

7～12 

13～19 

≥20 

0.45 

0.75 

1.20 

3.00 

        注：表中垂直距离指横支管中心与排出管管底的距离。 

5.0.7  管道连接应符合下列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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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横管接入立管的三通和四通管件，必须采用第 3.0.3 条规定的具有螺母挤压密封

圈接头的旋转进水型管件。 

2 横管接头宜采用螺母挤压密封圈接头，亦可采用粘接接头。 

6  伸缩节的设置 

6.0.1  当层高不大于 4m 时，内螺旋管立管可不设置伸缩节。 

6.0.2  横管应采用可伸缩的螺母挤压密封圈接头。当其直线管段长度不大于 4m 时可不

设置伸缩节。 

6.0.3  横管采用粘接接头时，其伸缩节的设置应符合下列规定： 

1 横管上固定支承到立管距离小于 4m 时，可不设置伸缩节。 

2 横管上固定支承（或三通、弯头等连接管件）之间直线距离大于 2m 时应设置伸缩

节，二个伸缩节之间的距离不宜大于 4m。 

3 横管上直线距离大于 4m 时，应根据管道设计伸缩量和伸缩节最大允许伸缩量，由

计算确定。 

    4 管道设计伸缩量不得大于伸缩节的允许伸缩量。 

5 明设管道受内外介质温度变化产生的伸缩量，可按下式计算： 

tll ∆=∆ 07.0                     （6.0.3） 

式中   l——管段长度（m）； 

t∆ ——温差（℃）； 

0.07——PVC—U 管线膨胀系数（mm/m℃  ）； 

l∆ ——由温差引起的伸缩量（mm）。 

注：式中 为闭合温差，应采用安装时大气温度与使用中可能出现的最高和最低大气温度的温

差，可取±25℃。 

t∆

6 横管伸缩节宜设在水流汇合管件上游端。 

6.0.4  埋地排出管上一般不设置伸缩节。 

6.0.5  埋设于混凝土墙或柱内的管道不应设置伸缩节。 

7  伸顶通气管 

7.0.1  房屋中每组单立管排水系统的最高层立管，在接入横管处必须设置向上延伸至屋

顶外与大气连通的伸顶通气立管。在最冷月平均气温低于-13℃的地区，当管径不大于

110mm 时，宜从室内顶棚下 0.3m 处将管径放大 1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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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0.2  伸顶通气管的管径不得小于立管管径。 

7.0.3  伸顶通气管顶端管口伸出屋顶的高度应符合下列规定： 

1  不上人屋顶不得小于 300mm。 

2 上人屋顶不得小于 2000mm。 

3 应比屋顶最大积雪或积灰厚度高出 300mm。 

7.0.4  通气管顶端必须设通气帽。 

8  清扫口和检查口 

8.0.1  在房屋底层的立管上必须设置检查口（清扫口）。高层建筑宜每隔 3层设一检查

口。最冷月平均气温低于-13℃的地区，立管还应在最高层距室内顶棚 0.5m 处设检查口。 

8.0.2  检查口的中心位置可设在距地面 1m 处。 

8.0.3  在横管的直线管段上，检查口（清扫口）之间的间距不宜大于表 8.0.3 的规定。 

表 8.0.3     横管直管段上检查口（清扫口）之间的最大间距 

nd （mm） 50 75 110 160 

最大间距（m） 12（8） 15（10） 

8.0.4  当横管水流转角小于 135°时，必须设清扫口。 

8.0.5  当横管连接 2个及 2个以上的大便器时宜设清扫口。 

8.0.6  当 ≤110mm 时，横管上清扫口的直径应与横管管径相同。清扫口应设置在便于

检修的位置。 

nd

8.0.7  底层埋地横管上接出的安装在地面上的清扫口，其顶面必须与地面做平。 

8.0.8  设置在管道井内的立管和设置在顶棚内的横管，在其检查口或清扫口处应设检修

门。 

9  管 道 支 座 

9.0.1  立管支座的设置应符合下列规定： 

1 立管穿越楼板处应按固定支座设计。建筑物管道井内的立管固定支座，应设置在

每层楼板位置井内的刚性平台或支架上。 

2 当层高不大于 4m 时，立管在每层可设一个滑动支座；当层高大于 4m 时，滑动支

座间距不宜大于 2m。 

9.0.2  横管支座的设置应符合下列规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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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横管支座的间距应符合表 9.0.2 的规定。 

表 9.0.2  横管支座最大间距 

nd （mm） 40 50 75 110 160 

最大间距（m） 0.4 0.5 0.75 1.1 1.6 

    2 当横管上设置伸缩节时，每个伸缩节的两端必须设置固定支座。 

    3 在横管穿越承重墙处可按固定支座设计。 

9.0.3  管托的管卡或管箍的内壁应光滑。在活动支座处，管卡或管箍与管壁之间应留有

微隙；在固定支座处，应箍紧管壁并保持符合要求的固定度。 

9.0.4  固定支座的支架应采用型钢制作并锚固在墙或柱上；悬吊在楼板、梁或屋架下的

横管的固定支座，其吊架应采用型钢制作并锚固在支承结构内。 

9.0.5  悬吊于地下室的架空排出管，对立管底部时管管箍的吊架或托架，应考虑管内落

水的冲击力。在高层建筑中，当 ≤100mm 时，不宜小于 30kN；d =160mm 时，不宜小于

60kN。 

nd n

10  埋地管道敷设 

10.0.1  在室内外地坪以下埋设的立管和排出管，应敷设在原状土上或地坪回填夯实后

重新开挖的槽内。 

10.0.2  室内外排出管开槽的底宽不宜小于管外径 加 300mm。管道基础宜采用不小于

90°的弧形土（砂）基，管底以下砂基厚度不得小于 100mm。 

nd

10.0.3  在排水立管底部排出管连接弯头下应采用混凝土基础。 

    其混凝土等级宜不低于 C15，平面尺寸的长、宽不得小于 3倍管外径，管底以下厚度

不得小于 100mm，高度应浇筑至管中心平面，基础中心应位于立管中心。 

10.0.4  在排出管穿墙基处，在砖墙内应埋预留孔洞或套管，套管可采用钢、铸铁、混

凝土等材料制作；在混凝土墙内可预留洞。套管或预留洞内径不得小于穿越管外径加

100mm。套管与穿越管间空隙可用水泥砂浆或粘性土等材料填实。 

11  管道穿越结构的构造要求 

11.0.1  立管穿越混凝土楼板时宜设带止水环的专用套管，如为预留洞，则直径不得小

于管外径加 100mm。预留洞、套管与管道间缝隙可用元收缩快硬硅酸盐水泥（浇筑水泥）

或 C20 细石混凝土分二次浇捣密实，并应结合地面找平层或铺装层在管道周围筑成厚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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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小于 20mm，宽度不小于 30mm 的阻水圈。 

11.0.2  立管穿越屋面混凝上层时必须预埋套管，套管高出屋面不得小于 50mm，再在其

上做防水面层。 

11.0.3  横管穿越承重墙时，如为固定支承，其构造与第 11.0.1 条相同；如为活动支承，

应采用套管，套管至少比穿越管大一级管径，其缝隙可用柔性嵌缝材料填实，有防水要

求时还应在穿墙处迎水面上用防水材料做止水环。穿越地下室外墙时，穿墙处的防水应

结合地下外墙防水采取相应的防水措施。 

11.0.4  对高层建筑内明设管道，当设计要求采取防止火贯穿措施时，应符合下列要求： 

1 立管管径不小于 110mm 时，在楼板贯穿部位应设置防火套管或阻火圈。防火套管

套在穿越楼板处上、下端的外壁，其长度不应小于 0.5m。阻火圈一般设在楼板穿越处板

底部。 

2 横管管径不小于 110mm 时，穿越管道井井墙的贯穿部位应设置防火套管或阻火圈。

防火套管或阻火圈可设在墙的外侧，防火套管长度不应小于 0.3m。 

3 横管穿越防火分区隔墙时，在管道穿越墙体处两侧均应设置防火套管或阻火圈。 

12  施 工 准 备 

12.0.1  管道工程施工安装前应具备下列条件： 

1 设计图纸及其他技术文件齐全，并由设计单位进行设计交底。 

    2 具有经批准的施工方案或施工组织设计，并已进行技术交底。 

    3 材料、施工力量、施工机具及施工现场的用水、用电、材料贮放场地等条件能满

足施工需要，保证正常施工。 

12.0.2  施工安装前应了解建筑物的结构，并根据设计图纸和施工方案制定与土建工程

及其他工种的配合措施。安装人员必须熟悉硬聚氯乙烯内螺旋管及其配套管材管件的性

能，掌握其基本操作要求，严禁盲目施工。 

12.0.3  在整个建筑结构工程施工过程中，应配合土建作好管道穿越墙壁、楼板等结构

的预留孔、预埋套管、预埋件及凿洞等工序。 

    孔洞尺寸应按设计规定做到标高和位置正确；当设计元规定时，应由现场技术负责

人确定。 

12.0.4  应对管材、管件的外观和接头配合公差进行仔细检查，应清除管材、管件外的

污垢和杂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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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  材     料 

13.0.1  管材和管件应标有生产厂名称、规格及执行标准号、检验部门测试报告和出厂

合格证。包装上应标有批号、数量和生产日期、检验代号。 

13.0.2  管材和管件的外观质量应符合下列规定： 

1 管材和管件的颜色应一致，无色泽不匀及分解变色线。 

    2 管材和管件内外壁应光滑、平整、无气泡、无裂纹、无脱皮和严重的冷斑及明显

的痕纹、凹陷。 

    3  管材轴向不得有异向弯曲，其直线度偏差应小于 1%；端口必须平整并垂直于轴线。 

    4 管件应完整无损、无变形，浇口及溢边应修理平整，无开裂，内外表面平滑。 

    5 管材在同一截面的壁厚偏差不得超过 14%，其外径、壁厚偏差应符合表 3.0.1 和表

3.0.2 的规定。 

13.0.3  管材和管件的物理力学性能应符合第 3.0.4 条规定。 

13.0.4  密封胶圈的物理力学性能应符合第 3.0.5 条第 2款的规定。 

13.0.5  胶粘剂应符合下列规定。 

    1 胶粘剂应标有生产厂名称、生产日期和使用年限，并应有出厂合格证和说明书。 

    2 胶粘剂应呈自由流动状态，不得力凝胶体，应无异味，色度小于 1°，混浊度小于

5°。在未搅拌情况下不得有分层现象和析出物出现；胶粘剂内不得含有团块、不溶颗粒

和其他杂质。 

    3 胶粘剂的剪切强度应不小于 5.0MPa（23℃，固化时间 72h）。 

    4 寒冷地区使用的胶粘剂，其性能应能适应当地的气候条件。 

13.0.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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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并应作防腐处理。 

13.0.7  防火套管、阻火圈必须采用经主管部门许可的生产厂的产品。 

13.0.8  长期存放的材料，在使用前必须进行外观检查和必要的技术鉴定和复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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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定时间，使其温度

接近环境温度。 

14  贮     运 

14.0.1  管材应按不同规格分别捆扎。每捆管材的长度应一致，重量不宜超过 50kg。 

14.0.2  管材和管件在运输、装卸和搬运时应小心轻放、排列整齐、避免油污。不得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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剧烈撞击、尖锐物碰触，不得抛、摔、滚、拖。 

14.0.3  管材和管件均应存放在温度不超过 40℃、有良好通风的库房或棚内。不得露天

存放，距热源不得小于 1m。 

14.0.4  管材应水平堆放在平整的地面上，支垫物宽度不得小于 75mm，间距不得大于 1m，

外悬端部不得大于 0.5m，堆放高度不得超过 1.5m。  

14.0.5  管件不得叠置过高。凡能立放的管件，均应逐层码放整齐。不能立放的管件，

亦应顺向使其承插口相对整齐排列。 

14.0.6  与管件配套供应的密封胶圈不得与管件分开放置，其贮存条件与管件相同。 

14.0.7  胶粘剂、丙酮等易燃品，宜存放于危险品仓库中。在存放、运输和使用时必须

远离火源。存放应阴凉干燥、安全可靠、严禁明火。 

15  管道安装及敷设 

15.0.1  地面以上管道敷设必须在埋地管道敷设完毕并验收后进行。 

15.0.2  埋地管道敷设可按下列规定进行： 

1 室内外地坪以下管道应在土建工程回填土夯实以后，重新开挖进行。严禁在回填

上之前或未经夯实的土层敷设。 

2 敷设管道的槽宽可按第 10.0.2 条的规定执行，沟槽底应平整，不得有突出尖硬物

体，管底上弧基础铺砂厚度夯实后不得小于 100mm，敷管后管底肋角下填砂厚度夯实后不

得小于管外径的 1/4。 

3 管道应按设计标高和坡度敷设。经复核无误后，应进行灌水试验。 

    4 灌水试验高度不得低于底层地面高度。满水 15min 后若水面下降，再灌满延续

5min，以液面不下降为合格。放水后应将存水弯水封内的水沾出。 

    5 灌水试验前应封闭各受水管口，填堵孔洞。 

    6 灌水试验由施工单位主持，邀请有关方面人员参加。试验合格后，应办理隐蔽工

程验收。 

    7 管两侧沟槽的回填土应分层夯实，回填上的密实度不得小于 90%，当现场土质不能

满足密实度要求时，可用粗砂回填至管顶以上至少 200mm 处，踩实后再回填到设计标高，

其密实度不得小于 85%。严防夯坏已敷设的管道。如用机械回填，则管顶以上应有 300mm

以上已踩实的土层。 

    8 管道穿墙构造应按设计图纸施工，当设计无规定时，可按第 12 章的规定执行。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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管离墙较近时，其混凝土支礅可紧贴墙基浇筑，并应支承在墙基础上。 

    9  埋地管道可先敷设室内部分，到伸出外墙为止。如室外排水管道尚未修建，其伸

出长度不宜小于 1m；如室排水管道已建成，则可待建筑土建工结束后，从外墙出口处接

入已建管道检查井。 

    10 墙外排水管穿越街坊道路时，若复土高小于 700mm，应采取相应的保护措施。 

15.0.3  埋地管与室外检查井的连接应按设计图纸施工。当设计无规定时，可按下列规

定进行： 

1 接入井壁处，管端外侧应在涂刷胶粘剂后滚粘干燥粗砂，宽度不得小于井壁厚度。 

    2 相接部位的缝隙应采用 M7.5 水泥砂浆分二次嵌缝，先填实至距井壁外皮 30mm 处，

待水泥砂浆初凝后，再填实预留的缝隙，并在井外壁沿管壁周围抹一圈突出的止水环。 

    3 在软土地基上或低洼、沼泽、地下水位高的地点，接入管端与井壁应采用柔性连

接，或采用短管接入井壁后在管道上设置能适应沉降的柔性接头，连接构造应符合设计

规定。 

15.0.4  室内管道安装可按下列规定进行： 

1 室内明设管道的安装宜在墙面粉饰完成后连续进行。安装前应复核预留孔洞的标

高及位置；发现不符合要求时，应在安装前采取措施满足安装要求。 

2 安装前应按实测尺寸绘制小样图，选定合格的管材和管件，进行配管和断管。预

制管段配制完成后，应按小样图核对节点尺寸及管件接口朝向。 

    3  支承管道的滑动支座和固定支座应符合设计要求。除采用定型的注塑支承件外，

也可采用其它材料制作的支承件。支承件应按设计位置锚固在墙或板内。安装应平整牢

固，管卡与管箍等紧固件与管道外壁的紧密度应按活动或固定支座的要求控制，不得损

伤管道表面。 

    4 钢制支承件应作防腐处理。与塑料管间应采用塑料、橡胶等弹性物质隔填，不得

用硬物隔垫。 

    5 管道安装宜自下向上分层进行，先安装立管，后安装横管，连续施工，安装间断

时，敞口处应临时封闭。 

15.0.5  立管安装可按下列规定进行： 

1 应按设计要求设置固定支座和滑动支座后，进行立管吊装。 

    2 立管采用旋转进水型管件，连接管管端插入深度应按施工现场温度计算确定，亦

可按表 16.0.1 采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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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 安装时先将管段吊正，随即将立管固定在预设的支座上。 

立管管件螺丝帽外侧与饰面的距离不得小于 25mm，不宜大于 50mm。  

4 立管安装完毕后，应按设计图纸将其穿板处的孔洞封严。 

    5 立管顶端伸出屋顶的通气管安装后，应立即安装通气帽。 

15.0.6  横管安装可按下列规定进行： 

1 应先按设计要求设置固定支座和滑动支座。楼板下的悬吊管应设置固定吊架和吊

杆。 

    2 先将配制好的管段用铁丝吊挂在预埋的支承件或临时设置的吊件上，查看无误后

进行伸缩节安装及管段间的连接。 

3 管道连接后应及时调正位置，其坡度不得小于设计规定值。当设计无规定时，坡

度可采用 0.02～0.025。  

4 采用粘接接头的管道可采取临时固定措施，待粘接固化后再紧固支座上的管卡，

拆除铁丝。 

    5 采用螺纹胶圈接头连接的管道，管端插入深度应按施工现场温度计算确定，亦可

按表 16.0.1 的规定采用。 

15.0.7  管道配管应符合下列规定： 

1 锯管长度应根据实测并结合各连接管件的尺寸逐层确定。 

    2 锯管工具宜采用细齿锯、割 或专用断管机具。 

    3 断口应平整并垂直于轴线，断面处不得有任何变形，井除去断口处的毛刺和毛边。 

    4 粘接连接的插口管端应削倒角，倒角宜为 15°，倒角坡口后管端厚度一般为 1/3～

1/2 管壁厚。削角可用板挫，完成后应将残屑清除干净，不留毛刺。 

5 应对承插口的配合程度进行检验，可进行试插。粘接连接的承口与插口的紧密程

度应符合规定的公差要求。用力插入，试插深度宜为承口长度的 1/2～2/3，合格后做出

标记，进行对号入座安装。 

16  管道接头的连接工艺 

16.0.1  管道的螺纹胶圈滑动接头应符合下列规定： 

1 应采用注塑螺纹管件，不得在管件上车制螺纹。 

    2 密封圈止水翼的位置应正确。 

    3 应清除管子和管件上的油污杂物，接头应保持洁净，管端插入接头允许滑动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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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伸缩量应按闭合温差计算确定，亦可按表 16.0.1 的规定采用。 

表 16.0.1  管长 4m 时窗口伸缩量 

施工现场温度 设计最大升温 设计最大降温 伸量（mm） 缩量（mm） 

10℃～25℃ 

20℃～35℃ 

0℃～15℃ 

30℃ 

20℃ 

40℃ 

35℃ 

45℃ 

25℃ 

8.4 

5.6 

11.2 

9.2 

12.6 

7.0 

    注：1 表中，以室内最高温度 40℃，最低温度-10℃的温差计算。 

        2 长度小于 4m 时可按长度比例增减。 

        3 温差小的地区可按实际温差计算伸缩量。 

    4 插入深度确定后应试插一次，并按插入深度要求在管口表面作出标记。 

    5 组装时，在确认密封圈、螺帽等位置方向正确无误后，可将管端平直插入承口到

底，再拔出到管壁有标记的位置。螺帽用手拧紧后再用专用工具，用力要适当，防止螺

帽胀裂。 

16.0.2  粘接工艺应符合下列规定： 

1 管道粘接不宜在湿度很大的环境中进行，操作场所应远离火源，防止撞击。 

    2 管子和管件在粘接前应采用清洁棉纱或于布将承口内侧和插口外侧擦拭干净，并

保持粘接面洁净。若表面沾有油污，应采用棉纱蘸丙酮等清洁剂擦净。 

    3 用油刷涂抹胶粘剂时，应先涂承口内侧，后涂插口外侧。 

    涂抹承口时应顺轴向由里向外涂抹均匀、适量，不得漏涂或涂抹过厚。 

    4 承插口涂刷胶粘剂后，宜在 20s 内对准轴线一次连续用力插入。管端插入承口深

度应根据实测承口深度，在插入管端表面作出标记，插入后将管旋转 90°。 

    5 插接完毕，应即刻将接头外部挤出的胶粘剂擦揩干净。应避免受力，静置至接口

固化为止，待接头牢固后方可继续安装。 

6 粘接接头不宜在环境温度 0℃以下操作，应防止胶粘剂结冻。不得采用明火或电炉

等设施加热胶粘剂。 

17  安装质量要求 

17.0.1  管道系统安装完毕后应对管道的外观质量和安装尺寸进行复核检查，其质量要

求如下： 

1 管道的实测尺寸应符合设计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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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 立管应垂直，横管坡度应均匀一致且不小于规定值，管道不得半明半暗安装。 

    3 固定和滑动支座、管卡等支撑件的位置应正耐，应安装牢固，与管身接触应平整，

不得嵌入杂物。 

    4 立管和横管的检查口、清扫口均应装在便于检修的位置。 

    5 螺母挤压密封圈接头的插入深度应符合规定，螺帽安装应符合要求，粘接接头应

牢固可靠。 

    6 伸缩节安装位置与插入深度，以及固定支座的位置应符合设计要求和第 6章的规

定。 

    7 与横管连接的各卫生器具的受水管口和立管口，均应采取可靠的固定措施。 

    8 立管和横管内杂物均应清除干净，管道应畅通。管道堵塞时，不得使用有锐边尖

口的机具清通。 

    9 管道穿越楼板和墙的孔洞应按规定严密堵实，接合部位的防渗漏措施应牢固可靠，

严禁在接合部位出现渗水漏水现象。 

17.0.2  管道安装允许偏差和检验方法应符合表 17.0.2 的规定。 

表 17.0.2   管道安装允许偏差、检验项目和方法 

检查项目 允许偏差 检验方法 注 

立管直度 

①每 1m 高不大于 3mm 

② ＜5m,全高＜10mm H

③ ＞5m,全高＜30mm H

挂线锤和用钢尺量 

横管弯曲度 

①每 1m 长不大于 2mm 

② ＜10m,全长＜8mm L

③ ＞10m,每 10m＜8mm L

用水平平尺量 

H为立这高度； 

L为横管长度。 

必须符合全部要求 

卫生器具的排水管口

和横支管的纵横坐标 

单独器具不大于±10mm 

成排器具不大于±5mm 
用钢卷尺量  

卫生设备的接口标高 
单独器具不大于±10mm 

成排器具不大于±5mm 

用水平尺和 

钢卷尺量 
 

17.0.3  施工完毕的管道应严格进行通水试验。对高层建筑，可根据管道布置分层、分

段做通水试验。 

17.0.4  通水试验应按给水系统的：1/3 配水点同时开放，检查排水管道系统是否畅通，

有无渗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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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  工 程 验 收 

18.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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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验收应做好记录、签署文件、立案归档。 

18.0.2  分项、分部工程的验收，可根据管道系统的施工情况，分为中间验收和竣工验

收。单位工程竣工验收应在分项、分部工程验收的基础上进行。 

18.0.3  验收时应具备下列文件： 

1 施工图、竣工图和设计变更文件。 

    2 主要材料、零配件、制品的出厂合格证书或试验记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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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8.0.4  工程验收时应检查下列项目： 

1 立管垂直度、横管弯曲度、卫生洁具排水管接口的纵横坐标是否符合表 17.0.2 的

规定。 

    2 连接点或接头的整洁、牢固和密封性。 

    3 固定和活动支架、吊架、管托等支承件安装位置的正确性和牢固性。 

    4 穿越楼板、墙等孔洞的牢固性和密封性。 

    5 伸缩节设置与安装的正确性，伸缩节、螺母挤压密封圈接头预留伸缩量的准确性。 

19  安 全 生 产 

19.0.1  胶粘剂和清洁剂等易燃物品的存放处必须远离火源、热源和电源，室内严禁明

火。 

19.0.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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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9.0.3  在管道粘接操作场所禁止明火，场内通风应良好，在集中操作场所宜设置排风

设施。 

19.0.4  管道粘接时，操作人员应站在上风向，并应配戴防护手套、眼镜和口罩等劳保

用具，避免皮肤、眼睛等与胶粘剂直接接触。 

19.0.5  冬季施工时应采取防寒防冻措施，操作场所应保持室内空气流通，不得密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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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0.6 管道上严禁攀踏、系安全绳、搁搭脚手板等，不得用作支撑或借作它用。 

附件 A    旋转进水型管件规格尺寸 

A.1  三  通 

A.1.1  中心横向进水型 

 

表 A.1.1   中心横向进水型三通规格尺寸（mm） 

规格 1Z  2Z  3Z  1L  2L  3L  4L  W  

75×50 73.5 30 74 131.5 86.5 110 165 110 

75×75 73.5 30 84 131.5 91 143 198 110 

110×50 95 31 96 149 96 132 204 144 

110×75 84 33 104 148 97 160 232 144 

110×110 83 33 113 146 96 176 248 144 

160×110 107 54 126 182 129 199 299 200 

 

A.2  四  通 

A.2.1  中心横向对称进水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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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A.2.1  中心横向进水型四通规格尺寸（mm） 

规格 
1Z  2Z  1L  2L  3L  4L  

110×110 162 106 268 84 167．2 335 

160×110 183 127 310 86 203 4．6 

A.2.1  中心横向直角进水型 

 

表 A.2.1  中心横向直角进水型四能规格尺寸（mm） 

规格 
1Z  2Z  3Z  1L  2L  3L  4L  

110×110 91 36 115 146 100 179 251 

160×110 107 54 107 179 129 199 300 

附录 B  螺母挤压密封圈接头管件 

B.0.1  螺母挤压带止水翼密封圈接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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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B.0.1  螺母挤压带止水翼密封圈接头 

公称外径d  n D  1L  2L  

50 77 25 22 

75 111 40 24 

110 144 48 29 

160 200 58 33 

B.0.2  螺母挤压圆形密封圈接头 

 

表 B.0.2  螺母挤压圆形密封圈接头规格尺寸（mm） 

公称外径d  n 1L  2L  D  

50 33 22.5 75.8 

75 47 25 102.4 

110 58 31 144.2 

160 68 34 198.2 

B.0.3  管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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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B.0.3  管箍规格尺寸（mm） 

规  格 Z  L  

50 2 76 

75 2.5 107.5 

110 3.5 122 

160 4 134 

B.0.4  异径管箍 

 

表 B.0.4  异径管箍规格尺寸（mm） 

规  格 Z  L  

50 20 110 

75 30 128 

110 30 143 

160 40 159 

B.0.5  45°弯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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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B.0.5  45°弯头规格尺寸（mm） 

规  格 Z  L  

50 12 48 

75 17 69 

110 25 85 

160 40 105 

B.0.6  90°弯头 

 

表 B.0.4  45°弯头规格尺寸（mm） 

规  格 Z  L  

50 31 67 

75 43.5 95.5 

110 60.5 120.5 

160 87 152 

B.0.7  45°斜三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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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B.0.7  45°斜三通规格尺寸（mm） 

规  格 1Z  2Z  3Z  1L  2L  3L  

50×50 14 78 78 38 130 116 

75×50 -1 95 98 56 150 136 

75×75 18 120 120 56 194 176 

110×50 -16 106 130 62 152 168 

110×75 -1 131 141 66 196 207 

110×110 22 148 145 66 236 211 

160×110 -1 182 186 64 240 251 

160×160 34 211 211 99 276 276 

B.0.8  45°斜三通(上端封闭型) 

 

表 B.0.8  45°斜三通(上端封闭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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规  格 1Z  2Z  3Z  1L  2L  3L  

50×50 14 78 78 38 130 116 

75×50 -1 95 98 56 150 136 

75×75 18 120 120 56 194 176 

110×50 -16 106 130 62 152 168 

110×75 -1 131 141 66 196 207 

110×110 22 148 145 66 236 211 

160×110 -1 182 186 64 240 251 

160×160 34 211 211 99 276 276 



 

            

B.0.9  45°斜三通(侧端封闭型) 

 

表 B.0.9  45°斜三通(侧端封闭型)规格尺寸（mm） 

规  格 1Z  2Z  3Z  1L  2L  3L  

50×50 14 78 78 38 130 116 

75×50 -1 95 98 56 150 136 

75×75 18 120 120 56 194 176 

110×50 -16 106 130 62 152 168 

110×75 -1 131 141 66 196 207 

110×110 22 148 145 66 236 211 

160×110 -1 182 186 64 24 251 

160×160 34 211 211 99 276 276 

B.0.10  90°顺水三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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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B.0.10  90°顺水三通规格尺寸（mm） 

规  格 1Z  2Z  3Z  1L  2L  3L  

50×50 32 25 36 68 61 74 

75×50 33 24 53 86 77 91 

75×75 53 30 54 107 84 108 

110×50 42 26 80 102 86 117 

110×75 52.5 46 86 112.5 106 137 

110×110 82 55 93 142 117 155 

160×110 68 61 103 133 126 157 

160×160 101 84 110 166 149 175 

B.0.11  90°顺水三通（上端封闭型） 

 

表 B.0.11  90°顺水三通（上端封闭型）规格 

规  格 1Z  2Z  3Z  1L  2L  3L  

50×50 32 25 36 68 61 74 

75×50 33 24 53 86 77 91 

75×75 53 30 54 107 84 108 

110×50 42 26 80 102 86 117 

110×75 52.5 46 86 112.5 106 137 

110×110 82 55 93 142 117 155 

160×110 68 61 103 133 126 15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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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60×160 101 84 110 166 149 175 

B.0.12  90°顺水三通（侧端封闭型） 

 

表 B.0.12  90°顺水三通（侧端封闭型）规格尺寸（mm） 

规  格 1Z  2Z  3Z  1L  2L  3L  

50×50 32 25 36 68 61 74 

75×50 33 24 53 86 77 91 

75×75 53 30 54 107 84 108 

110×50 42 26 80 102 86 117 

110×75 52.5 46 86 112.5 106 137 

110×110 82 55 93 142 117 155 

160×110 68 61 103 133 126 157 

160×160 101 84 110 166 149 175 

B.0.13  检查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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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B.0.13  检查口规格尺寸（mm） 

规  格 1Z  2Z  1L  2L  3L  

50 30 30 53 86 86 

75 40 40 59 93 93 

110 65 65 76 125 125 

160 80 80 111 154 154 

B.0.14  大半径 90°弯头 

 

表 B.0.14  大半径 90°弯头规格尺寸（mm） 

规  格 1Z  2Z  1L  2L  d  1d  1D  D  

160×110 164 153 238 209 111 144 161 200 

200×160 180 205 250 270 161 200 201 215.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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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规程用词说明 

一、为便于执行本规程条文时区别对待，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该这样做的： 

正面词采用“宜”或“可”；反面词采用“不宜”。 

    二、条文中指明应按其他有关标准执行时，写法为“应按……执行”或“应符合……

的规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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