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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  总  则 

1.0.1  为了在给水排水工程中，对埋地矩形管道的结构设计

贯彻执行国家的技术经济政策，做到技术进步、经济合理、

安全适用、确保质量，特制订本规程。 

1.0.2  本规程适用于城、镇公用设施和工业企业的一般给水

排水工程的砌体混合结构、预制装配钢筋混凝土结构和运行

内压不超过 0.2MPa的钢筋混凝土矩形管道设计，不适用于工

业企业中具有特殊要求的给水排水管道结构设计。 

1.0.3  本规程根据现行国家标准《给水排水工程管道结构设

计规范》GB50332 规定的原则进行制定。 

1.0.4  按本规程设计时，有关构件截面计算和地基基础设计

等，应按现行国家标准《混凝土结构设计规范》GB50010、《砌

体结构设计规范》GB50003、《建筑地基基础设计规范》GB50007

及《排水工程混凝土模块砌体结构技术规程》CJJ/T 230的规

定执行。 

1.0.5  对于兴建在地震区，湿陷性黄土或膨胀土等特殊地区

给水排水工程矩形管道的结构设计，除应执行本规程要求外，

尚应符合国家现行有关标准的规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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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 术语和符号 

2.1术语 

2.1.1  砌体混合结构矩形管道  Masonry mixed 

structure rectangular pipe 

由现浇混凝土底板、砌筑墙体及现浇或预制钢筋混凝土

顶板构成的矩形（或准矩形）结构。 

2.1.2  现浇钢筋混凝土矩形管道  Rectangular pipe 

with cast-in-place reinforced concrete structure 

   底板、侧墙和顶板均由现场支模浇筑完成的钢筋混凝土

闭合框架(排架)结构。 

2.1.3  预制装配钢筋混凝土矩形管道  Prefabricated 

reinforced concrete structure rectangular pipe 

   由一种或几种预制混凝土构件，通过现场施工的定位安

装及适当连接构造，形成完整的结构单元，并通过两端接缝

构造实现各结构单元的纵向连接，以满足相应功能的排（输）

水矩形（或准矩形）管道。 

2.1.4  烧结普通砖   fired common brick 

   由煤矸石、页岩、粉煤灰或黏土为主要原料，经焙烧而

成的实心砖。分烧结煤矸石砖、烧结页岩砖、烧结粉煤灰砖、

烧结粘土砖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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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1.5  混凝土模块   concrete small hollow block 

以水泥为主要胶结材料、以砂、石为主要集料和根据需

要加入的掺和料、外加剂等组分，按一定比例搅拌成混凝土，

并由专用设备加工制作而成，具有上下契合、左右嵌锁、纵

横孔道相互贯通的特征，可用于地下（上）市政基础设施中

砌体构筑物的混凝土预制单块砌筑材料。其主要规格尺寸为 

400X400X170、400X300X170、400X250X170 等。 

2.1.6  混凝土模块砌体结构  concrete small hollow block 

masonry structure 

由混凝土模块和砂浆砌筑并经混凝土灌孔形成的墙体作

为构筑物主要受力构件的结构，简称模块砌体结构。 

2.1.7  混凝土普通砖 solid concrete brick 

   以水泥为胶结材料,以砂、石等为主要集料，加水搅拌、

成型，养护制成的一种实心砖。实心砖的主规格尺寸为 240

×115×53mm、240×115×90mm 等。 

2.1.8  混凝土模块砌筑砂浆  mortar for concrete small 

hollow block  

由水泥、砂、水以及根据需要掺入的掺和料和外加剂等

组分，按一定比例，采用机械拌和制成，专门用于砌筑混凝

土模块的砌筑砂浆。简称砌块专用砂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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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1.9  混凝土模块灌孔混凝土  grout for concrete small 

hollow block 

由水泥、集料、水以及根据需要掺入的掺和料和外加剂

等组分，按一定比例，采用机械搅拌后，用于灌筑混凝土模

块砌体芯柱或砌体内其它需要填实部位（孔洞）的混凝土。

简称灌孔混凝土。 

2.1.10  连通孔 

    设置在双孔或多孔矩形管道隔墙上，用于平衡相邻管

道的水压、调整流态并兼有管理维护功能的圆形或矩形洞

口。  

2.1.11  施工缝  construcion joint 

    按设计要求或施工需要分段浇筑，先浇筑的混凝土达

到一定强度，与后浇筑的混凝土之间形成的接缝。 

2.1.12  后浇带  post-pouring belt 

    在超长现浇混凝土结构中，为防止因外部环境温度变

化及混凝土自身硬化收缩引起的混凝土开裂，在混凝土结

构中预留具有一定宽度且经过一定时间后二次浇筑的混凝

土带。 

2.1.13  伸缩缝 expansion and contraction join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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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为有效减少因环境温度变化及混凝土自身收缩引起结构

内部的应力集中，在结构上设置的完全断开的缝。属结构缝

的一种。 

2.1.14  沉降缝  settlement joint 

   为防止由于结构、荷载和地基等差异可能引起结构不必

要的应力集中，在结构上设置的完全断开的缝。属结构缝的

一种。 

2.1.15  引发缝  Induced joint  

   为减小因环境温度变化引起结构内过大的应力集中，通

过局部削弱结构断面或其他构造方式，在结构上形成的非完

全断开的缝。 

2.1.16  检查(窨）井   Inspection well   

   在一个排水管网系统中，同一管道每隔一定距离或支、

干线连接节点处，根据不同需要设置的地下小室构筑物。小

室一般设有不同形式的排水流槽、连接地面的井筒通道、铸

铁踏步和防护井盖等。 

2.2  符号 

2.2.1  管道上的作用和作用效应 

    kepF ,  —  管侧主动土压力标准值； 

       ksvF ,  —  管道单位长度上管顶竖向土压力标准值；       



 11 

vkF   —  管道内真空压力标准值； 

kwdF ,  —  管道的设计内水压力标准值； 

wkF  —  管道的工作压力标准值； 

fkp   —  地基的均布反力标准值； 

,vi k
Q   —  地面车辆的单个轮压标准值； 

kgwq ,  —  地下水压力标准值； 

kveq ,  —  考虑结构整体作用时，车辆轮压产生的 

            管道上竖向压力标准值； 

       
vkq  —  地面车辆轮压产生的管顶处单位面积上竖向    

压力标准值； 

         max  —  钢筋混凝土结构计算截面的最大裂缝宽  

度。 

2.2.2  材料性能 

cE   —  混凝土弹性模量； 

mE  —  砌体弹性模量； 

0E  —  地基土变形模量。 

2.2.3  几何参数 

    
0A  —  钢筋混凝土结构计算截面的换算截面面积； 

    a —  单个车轮着地的长度； 

    
0
a  —  混凝土梁（板）有效支承长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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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
a —  顶板在侧墙上的搁置长度； 

    B  —  管道的净宽； 

    
cB  —  管道的外缘宽度； 

b  —  单个车轮着地的宽度； 

wb  —  侧墙厚度；  

    H  —  砌体侧墙净高； 

    
c
H  —  钢筋混凝土管道侧墙的计算高度； 

    
sH  —  管顶至设计地面的覆土高度； 

    
cI  —  钢筋混凝土管道顶板的截面惯性矩； 

fc
I  —  底板的截面惯性矩； 

    
wc
I  —  钢筋混凝土管道侧墙的截面惯性矩； 

    
wmI  —  混合结构管道砌体侧墙的截面惯性矩； 

    cL  —  钢筋混凝土管道顶板的计算跨度； 

    p
L  —  轮压传递至管顶处沿管道纵向的影响长度； 

    
0W  —  钢筋混凝土结构换算截面受拉边缘的弹性

抵抗矩。 

2.2.4  计算系数： 

    
cC  —  填埋式土压力系数； 

    
dC  —  开槽施工土压力系数； 

    jC  —  不开槽施工土压力系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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GC  —  永久作用效应系数； 

    QC  —  可变作用效应系数； 

    
0  —  混合结构矩形管道底板跨中的弯矩系数； 

    q  —  底板在均布荷载作用下的定端弯矩系数； 

    p  —  底板在对称集中荷载作用下的定端变矩系数； 

    
s  —  弹性地基上有限长度平面变形截条的抗挠

劲度系数； 

      —  弹性地基上平面变形截条的柔性参数； 

      —  混凝土截面抵抗矩塑性影响系数； 

    0  —  管道的重要性系数； 

    
G  —  永久作用分项系数； 

    Q  —  可变作用分项系数； 

      —  管道顶板与砌体墙顶间的计算摩擦系数； 

    
d  —  动力系数； 

      —  与受拉钢筋表面形状有关的参数； 

      —  裂缝间受拉钢筋应变不均匀系数； 

    
c  —  可变作用组合系数； 

    
q

  —  可变作用准永久值系数。 

 

３  材  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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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1  砌体  

3.1.1  烧结普通砖的强度等级不应低于 MU10；混凝土普通

砖的强度等级不应低于 MU15。 

3.1.2 混凝土模块的强度等级不应低于 MU10。 

3.1.3  石材的强度等级不应低于 MU20。 

3.1.4  砌筑砂浆应采用水泥砂浆。烧结普通砖砌体、混凝

土普通砖砌体、石材砌体的砂浆强度等级不应低于 M7.5;混

凝土模块砌体的砂浆强度等级不应低于 M10. 

3.1.4  烧结普通砖砌体、混凝土普通砖砌体和石材砌体的

物理力学性能指标，应按现行国家标准《砌体结构设计规范》

GB 50003的规定执行。混凝土模块砌体的物理力学性能指标，

应按现行标准《排水工程混凝土模块砌体结构技术规程》

CJJ/T 230 的规定执行。 

 

3.2  混凝土 

3.2.1  用于现场浇筑混凝土的强度等级不应低于 C25。用于

预制构件的混凝土,其强度等级不得低于 C30。 

3.2.2  混凝土管道用的混凝土，密实性应满足抗渗要求。不

同运行条件下，管道结构混凝土的抗渗等级要求应按表 3.2.2

采用。 

   表 3.2.2    混凝土抗渗等级(𝑃𝑖)的确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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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大作用水头与混凝土壁、板厚度比值

（
wi ）    

抗渗等级 

（𝑃i） 

<10 P4 

10～30 P6 

>30 P8 

注：抗渗等级𝑃𝑖的定义系指龄期为 28d的混凝土试体，施加 i ×0.1MPa水压后满

足不渗水指标。 

混凝土的抗渗等级，应根据试验确定。相应混凝土的骨

料应选择良好级配。 

3.2.3  管道结构的混凝土材料，其最大水胶比、最大氯离子

含量、最大碱含量限值应符合现行国家标准《混凝土结构设

计规范》GB50010 的规定。 

3.2.4  在混凝土配制中采用外加剂，应符合现行国家标准

《混凝土外加剂应用技术规范》GB50119 的规定，并应通过试

验鉴定，确定其适用性及相应的掺含量。 

3.2.5  混凝土中的水、水泥、砂、石、粉煤灰等原材料性能

指标均应符合国家现行有关标准的规定。 

3.2.6  设计使用的混凝土物理力学性能指标，应按现行国家

标准《混凝土结构设计规范》GB 50010 的规定采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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４  管道结构上的作用 

4.1  作用分类和作用代表值 

4.1.1  管道结构上的作用，应分为永久作用和可变作用两类： 

1. 永久作用应包括结构自重、土压力(竖向和侧向)、

重力流管道内的水重、预加应力、地基的不均匀沉降； 

2. 可变作用应包括地面人群荷载、地面堆积荷载、车

辆荷载、压力管道内的静水压力(运行工作压力或设计内水

压力)及真空压力、地下水压力。 

4.1.2  结构设计时，对不同性质的作用应采用不同的代表

值，作用标准值应为作用的基本代表值。 

对永久作用，应采用标准值作为代表值；对可变作用，

应根据设计要求采用标准值、组合值或准永久值作为代表值。 

可变作用组合值，应为可变作用标准值乘以作用组合系

数；可变作用准永久值，应为可变作用标准值乘以作用的准

永久值系数。 

4.1.3  当管道结构承受两种或两种以上可变作用时，按承

载能力极限状态的作用效应基本组合进行设计或按正常使

用极限状态的作用效应标准组合进行设计时，可变作用应采

用标准值和组合值作为代表值。 

4.1.4  当按正常使用极限状态的作用效应准永久组合进行

设计时，可变作用应采用准永久值作为代表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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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2  永久作用标准值 

4.2.1  结构自重，可按结构构件的设计尺寸与相应的材料

单位体积的自重计算确定。矩形管道的常用结构材料自重标

准值，可按表 4.2.1 采用。 

表 4.2.1  常用材料结构自重标准值(KN/m3)  

 

材  料 

烧结普 

通  砖 

砌  体 

混凝土 

普通砖 

砌  体 

混凝土 

模  块 

砌  体 

钢筋混 

 

凝  土 

浆 砌 

毛 石 

砌 体 

水 泥 

 

砂 浆 

自重标准值 19 23 24 25 24 20 

4.2.2  作用在地下管道上的竖向土压力，其标准值应根据

管道埋设方式及条件按附录 A 确定。 

4.2.3  作用在地下管道上的侧向土压力，应按主动土压力

计算。其标准值应按下列公式确定： 

１．对埋设在地下水位以上的管道 

   ZKF sakep ,                      (4.2.3-1) 

２．对埋设在地下水位以下的管道 

         wswsakep ZZZKF  '

,            (4.2.3-2) 

式中  kepF , —管侧土压力标准值（kN/m2）； 

      
aK —主动土压力系数，应根据土的抗剪强度确定；当

缺乏试验数据时，对砂类土或粉土可取
3

1
；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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粘性土可取
3

1
～

4

1
； 

 s —回填土的重力密度（kN/m3），一般可取 18kN/m3； 

      Z —自地面至计算截面处的深度(m)； 

      '

s —地下水位以下回填土的有效重度(kN/m3)，可按 

10 kN/m3采用； 

      
wZ —自地面至地下水位的距离（m）。 

4.2.4  管道中的水重标准值，可按水的重力密度为 10 kN/m
3

计算。 

4.2.5  预应力混凝土管道结构上的预加应力标准值，应为预

应力钢筋的张拉控制应力值扣除相应张拉工艺的各项应力

损失。张拉控制应力值应按现行国家标准《混凝土结构

设计规范》GB 50010 的有关规定确定。 

当对管道结构作承载能力极限状态计算，预加应力为不

利作用的工况时，确定预加应力标准值不应扣除由钢筋松弛

和混凝土收缩、徐变引起的应力损失。 

4.2.6  当管道沿线地基土有显著变化时，需计算地基不均匀

沉降对管道结构的影响。不均匀沉降标准值的确定，应按现

行国家标准《建筑地基基础设计规范》GB 50007 的有关规

定计算。 

4.3  可变作用标准值、准永久值系数 

4.3.1  埋地管道的地面可变作用，其标准值及相应的准永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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值系数应按表 4.3.1 的规定采用。 

  表 4.3.1地面可变作用标准值及准永久值系数           

作用类别 标准值(kN/m
2
) 准永久值系数 q  

堆积荷载 10.0 0.5 

车辆荷载 按附录 B 计算确定 0.5 

4.3.2  压力管道的静水压力标准值，应按设计内水压力标准

值确定。设计内水压力可按下式计算： 

wkkwd FF 4.1,                                      (4.3.2) 

式中 kwdF ,  —  压力管道的设计内水压力标准值 (MPa)； 

 
wkF  —  压力管道的运行工作压力标准值 (MPa)。 

相应的准永久值系数可取 q ＝0.7，但不得小于运行工

作内水压力标准值。 

4.3.3  埋设在地下水位以下的管道应计算作用在管道上的

地下水压力(含浮托力)。地下水压力应按静水压力计算，相

应的设计水位应根据勘察部门提供的数据采用。其标准值及

准永久值系数的确定应符合下列规定： 

１．地下水位应综合考虑近期内变化的统计数据及对设

计基准期内发展趋势的变化分析判断，确定其可能出现的最

高及最低地下水位。据此，按对管道结构的作用效应，选用

最高或最低地下水位。 

2．相应的地下水压力准永久值系数（ q ），当采用最

高地下水位时，可取平均水位与最高水位的比值；当采用最

低水位时，应取 1.0 计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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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3.4  压力管道在运行过程中可能产生的真空压力(
vkF )，其

标准值可取 0.05 MPa 计算；相应的准永久值系数可取 q =0。 

 

 

 

 

 

 

 

 

 

 

 

 

 

 

 

 

５  基本设计规定 

5.1  一般规定 

5.1.1  管道工程的结构设计基准期为 50 年。 

5.1.2  本规程采用以概率理论为基础的极限状态设计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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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可靠指标度量结构构件的可靠度，除对管道整体稳定验算

外，均采用分项系数设计表达式进行设计。 

5.1.3  矩形管道结构设计应核算下列两种极限状态： 

1.  承载能力极限状态：管道结构达到最大承载能力，

管体构件因材料强度被超过而破坏；管道结构作为刚体失去

平衡(横向滑移、上浮)。 

2.  正常使用极限状态：管道结构出现超过使用期耐久

性要求的裂缝宽度限值。 

5.1.4  管道结构内力分析，均应按弹性体系计算，不考虑由

非弹性变形所产生的内力重分布。 

5.1.5  下列运行条件的矩形管道，不宜采用砌体混合结构： 

1.  非重力流的压力管道； 

2.  排放污水包括雨、污水合流的管道。 

5.1.6  最冷月平均气温低于-3℃ 的地区，矩形管道与明渠

或河道连接段，不得采用烧结普通砖砌体结构，其连接段长

度不应小于 10 m。 

5.2  承载能力极限状态计算 

5.2.1  管道结构按承载能力极限状态进行强度计算时，结构

上的各项作用均应采用作用设计值。 

作用设计值应为作用分项系数与作用代表值的乘积。 

5.2.2  对管道结构进行强度计算时，应满足下式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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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S 0                      (5.2.2) 

式中 0  — 管道的重要性系数，应根据现行国家标准《给

水排水工程管道结构设计规范》GB 50332 的规

定采用，对给水输水管道取 1.1 或 1.0(当双线敷

设时)，对污水或合流管道取 1.0，雨水管道取

1.0； 

     S  — 作用效应组合的设计值； 

     R —  结构构件抗力的设计值，应按现行国家标准《混

凝土结构设计规范》GB 50010 和《砌体结构

设计规范》GB 50003 的规定确定。 

5.2.3  对管道结构进行强度计算时，作用效应的基本组合设

计值，应按下式确定： 

        S = 𝛾𝐺1𝐶𝐺1𝐺1𝐾 + 𝛾𝐺𝑖(𝐶𝐺𝑤𝐺𝑤𝑘 + 𝐶𝐺sv𝐹sv,k + 𝐶𝐺ep𝐹ep,k) 

mkQmkwdQwdQickgwQQ qCFCqC  ,,11 (  

            )hkQhvkQrvkQv qCqCFC                 (5.2.3) 

式中 
kG1
、

1GC  —  结构构件自重标准值及其作用效应系数； 

     kgwq , 、 1QC  — 管道外侧地下水压力标准值及其作用效

应系数； 

wkG 、
GwC  —  管内水重标准值及其作用效应系数； 

𝐹sv,k、 GsvC  —  管道单位长度上管顶的竖向土压力标

准值及其作用效应系数； 

kepF , 、𝐶𝐺𝑒𝑝—  管侧主动土压力标准值及其作用效应系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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kwdF , 、 QwdC  —  压力管道的设计内水压力标准值及其作

用效应系数； 

mkq 、 QmC —  地面堆积荷载标准值及其作用效应系数； 

vkF 、 QvC —  压力管道内真空压力标准值及其作用效应

系数； 

vkq 、𝐶𝑄𝑟—  车辆轮压传递到管顶处的竖向压力标准值

及其作用效应系数； 

hkq 、 QhC —  车辆轮压传递到管侧的侧向压力标准值及

其作用效应系数； 

1G —  结构构件自重的分项系数，当作用效应对结构 

       不利时应取 1.2；当作用效应对结构有利时应 

       取 1.0； 

𝛾𝐺𝑖—  除结构构件自重外，各项永久作用的分项系数，

当作用效应对结构不利时应取 1.27；当作用

效应对结构有利时应取 1.0； 

1Q  —  地下水压力的作用分项系数，应取 1.27； 

Qi  —  除地下水压力外，各项可变作用分项系 

      数，应取 1.4； 

c  —  可变作用的组合系数，应取 0.9。 

注：作用效应系数为结构在相应作用下产生的效应(内力、应力等)与该作 

    用的比值，可按结构力学方法确定。 

5.2.4 强度计算时的作用组合工况，应按表 5.2.4 的规定

采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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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5.2.4  强度计算的作用组合表 

结 

构 

类 

别 

计 

算 

工 

况 

永  久  作  用 可  变  作  用 

结构 

自重 

1G  

管内 

水重 

wG  

土压力 预加 

应力 

pe  

不均匀 

沉  降 

s  

设计内 

水压力 

wdF  

地下水压力 

gwq  

车

辆

vq  

堆

载

mq  

真空 

压力 

vF  

竖向 

svF  

侧向 

epF  最高 最低 

混 

合

结

构 

1 √ — √ √ △ △ — √ — √ — 

2 √ √ √ √ △ △ — — √ √ — 

3 √ — — √ △ △ — — — — — 

4 √ — √ √ — △ — — √ √ — 

钢

筋 

混

凝 

土

结 

构 

1 √ √ — — △ △ √ — — — — 

2 √ — √ √ △ △ — √ — √ — 

3 √ — √ √ △ △ —  √ √ √ 

4 √ √ √ √ — — √ — √ √ — 

注：①表中打“√”的作用为相应工况应予计算的项目；打“△”的作用应按具 

      体设计条件确定采用； 

②地面车辆、堆载作用不应同时计算，应根据不利设计条件计入其中一项； 

    ③砌体混合结构的工况⑵和钢筋混凝土结构的工况⑷，均为计算地基强度用； 

     ④钢筋混凝土结构的工况⑴为计算闭水试验的工况； 

    ⑤砌体混合结构的工况⑶为核算施工过程中回填土至墙顶的受力状态； 

⑥对永久作用的分项系数，应按对结构不利或有利分别采用。 

⑦当管道地基土质变化显著或管顶覆土变化较大，应计算地基不均匀沉降∆s对管

道结构的纵向影响。 

5.2.5  对埋设在地下水位以下的矩形混凝土管道，应根据最

高地下水位和管顶覆土条件验算抗浮稳定。 

抗浮验算时，各项作用均应取标准值，并应满足抗浮稳

定抗力系数不低于 1.10。 

5.3  正常使用极限状态验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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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3.1  管道结构的钢筋混凝土构件按正常极限状态验算时，

作用效应均应采用作用代表值计算。 

5.3.2  钢筋混凝土结构构件在组合作用下，计算截面的受力

状态处于受弯、大偏心受压或受拉时，截面允许出现的最大

裂缝宽度不应大于 0.2 mm。 

5.3.3  钢筋混凝土结构构件在组合作用下，计算截面的受力

状态处于轴心受拉或小偏心受拉时，截面设计应按不允许裂

缝出现控制。 

5.3.4  当构件的截面设计按不允许裂缝出现控制时，应取作

用效应标准组合计算。作用效应的组合设计值应按第 5.2.3 条

的规定确定，但均不应计入作用分项系数。 

5.3.5  当验算构件截面的裂缝展开宽度时，应按作用效应准

永久组合计算。作用效应的组合设计值应按下式确定：     

𝑆𝑑 = 𝐶𝐺1𝐺1𝑘 + (𝐶𝐺𝑤𝐺𝑤𝑘 + 𝐶𝐺𝑠𝑣𝐹𝑠𝑣,𝑘 + 𝐶𝐺𝑒𝑝𝐹𝑒𝑝,𝑘) + (𝜓𝑞𝑔𝑤𝐶𝑄1𝑞𝑔𝑤,𝑘 

          )hkQhqhvkQrqvmkQmqm qCqCqC           (5.3.5) 

式中 qi  —  相应 i项可变作用的准永久值系数，应按本规 

             程 4.3 的有关规定采用。 

5.3.6  正常使用极限状态验算时，作用组合工况应按表 5.2.4

所列工况中控制构件截面设计的组合工况采用。 

5.3.7  钢筋混凝土结构构件，在组合作用下，验算截面的控

制裂缝出现，应按下列规定进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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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当验算截面处于轴心受拉状态时，应满足下式要求： 

𝑁𝑘

 𝐴0
≤ 𝛼𝑐𝑡𝑓𝑡𝑘                              (5.3.7-1) 

式中 𝑁𝑘 — 在作用效应标准组合下验算截面上的纵向力(N)； 

     
0A  — 验算截面的换算截面积(mm

2
)； 

     
tkf  — 管材混凝土的抗拉强度标准值(N/ mm

2
)； 

     
ct  — 混凝土拉应力限制系数，可取 0.87。 

２．当验算截面处于小偏心受拉状态时，应满足下式要

求： 

𝑁𝑘 (
𝑒0

𝛾𝑊0
+

1

𝐴0
) ≤ 𝛼𝑐𝑡𝑓𝑡𝑘               (5.3.7-2) 

式中  
0e  —  纵向力对截面重心的偏心距(mm)； 

0W  —  换算截面受拉边缘的弹性抵抗矩(mm
3
)； 

  —  受拉区混凝土的塑性影响系数，对矩形截面可 

      取 1.75。 

5.3.8  预应力混凝土结构构件，在作用效应标准组合下，验

算截面的控制裂缝出现，应满足下式要求： 

𝛼𝑐𝑝𝜎𝑠𝑘 − 𝜎𝑝𝑐 ≤ 0             (5.3.8) 

式中  𝜎𝑠𝑘—  在作用效应标准组合下，验算截面上的法向应 

            力(N/ mm
2
)； 

𝜎𝑝𝑐—  扣除全部预应力损失后，计算截面混凝土的预 

       压应力(N/ mm
2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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𝛼𝑐𝑝—  预压效应系数，不应小于 1.15。 

5.3.9  钢筋混凝土结构构件在作用效应准永久组合下，验算

截面处于受弯、大偏心受压或大偏心受拉状态时，最大裂缝

宽度可按附录 C 计算，并应符合 5.3.2 的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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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静力计算 

6.1  砌体混合结构矩形管道 

6.1.1  砌体混合结构矩形管道一般可由三种构件组成：钢筋

混凝土顶板、砌体侧墙、混凝土或钢筋混凝土底板。顶板可

为整体现浇或分块预制装配；底板为现浇整体板。 

对雨水管道，当位于地下水位以上且地基土质较好时，

管道底板可采用分离式结构：侧墙下为条形基础，中间为构

造底板。 

6.1.2  混合结构矩形管道的结构计算简图，可按下列规定确定： 

⒈  顶板与侧墙的连接可视为铰支承； 

⒉  侧墙与底板的连接，当管道的净宽不大于 4.0 m 时，

侧墙可按固定支承于底板或条形基础计算；当管道的净宽大

于 4.0 m 时，侧墙与底板两者宜视为连续支承，按节点变形协

调进行计算。 

⒊  当管道净宽不大于 4.0 m 时，底板的地基反力可视

作均匀分布，条形基础下的地基反力可视作直线分布；当管

道的净宽大于 4.0 m 时，底板宜按弹性地基上的平面变形截条

进行计算。并可根据地基的土质特征，选用适合的弹性地基

模型。 

6.1.3  混合结构矩形管道的静力计算，当管道净宽不大于  

4.0 m 时，可按下列规定进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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⒈  应按 5.2.4 的规定，确定相应工况的组合作用；对结

构截面进行强度计算时，有利的作用的分项系数应取 1.0； 

⒉  顶板可按两端铰支计算；顶板的计算跨度宜为净跨

的 1.05 倍； 

3. 顶板在侧墙顶截面的有效支承长度可按式（6.1.3）计

算，顶板支反力作用点至支承截面内边缘距离，可取有效支

承长度的 0.4 倍计算（图 6.1.3）： 

f

h
a 140                 （6.1.3）  

0a     混凝土梁（板）有效支承长度（mm）； 

h      顶板厚度（mm）； 

f      侧墙砌体的抗压强度设计值（MPa）。 

 

         

图 6.1.3 

      4.侧墙的内力，可按附录 D.0.1 计算。 

 

6.1.4  对混合结构矩形管道的侧墙，尚应验算当回填土至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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顶时侧墙顶端和底端的抗剪强度，并应按下列规规定计算： 

⒈  侧墙顶端应符合下式要求： 

kdB GV ,1
2

1
                      （6.1.4-1） 

⒉  侧墙底端应符合下式要求： 

wvkwkdA bfGGV 







 ,1,1

2

1
          （6.1.4-2） 

式中  AV      在侧土压力作用下，侧墙底端承受的剪力设计

值（kN/m）； 

BV      在侧土压力作用下，侧墙底端承受的剪力设计

值（kN/m）； 

kdG ,1      顶板自重标准值（kN/m）； 

kwG ,1      墙体自重标准值（kN/m）； 

wb      墙体厚度（m）； 

      顶板与砌体墙顶间的计算摩擦系数，可取砌

体的摩擦系数的 0.70 倍，砌体沿砌体或混凝

土滑动的摩擦系数可按现行国家标准《砌体

结构设计规范》GB500003 的规定采用； 

vf      侧墙砌体的抗剪强度设计值（kN/m
2）。 

6.1.5  对于管道净宽大于 4.0 m 的结构静力计算，可按下列规

定进行： 

⒈  根据 6.1.2的规定，结构计算简图可取图 6.1.5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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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6.1.5  B>4 m 时计算简图 

2.  底板在侧墙底部截面内力及其他组合作用下的内力，

应按弹性地基上的平面变形截条进行计算。 

6.1.6  对双孔混合结构矩形管道，其结构静力分析可按单孔

的计算原则进行；对中隔墙尚应验算在组合作用下墙顶端的

承压强度。 

6.2  钢筋混凝土结构矩形管道 

6.2.1  钢筋混凝土结构矩形管道，其构造可为多种形式： 

(a) 顶板、侧墙及底板整体浇筑； 

(b) 顶板为预制构件装配，侧墙与底板采用现浇钢筋混凝

土结构； 

(c) 顶板及侧墙采用预制混凝土构件现场装配，底板采用

现浇钢筋混凝土结构； 

(d) 顶板、侧墙及底板均采用预制混凝土构件现场装配。 

6.2.2  钢筋混凝土结构矩形管道的结构计算简图，可按下列

规定确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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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当管道结构为整体浇筑时，应按闭合框架计算，顶

板与侧墙、侧墙与底板的连接均应视为连续支承。 

2.  当顶板为预制装配结构时，顶板与侧墙的连接可视

为铰支承；侧墙与底板的连接应视为连续支承，按节点变形

协调计算。 

⒊  管道净宽不大于 4.0 m 时，地基反力可按均匀分布

计算；当净宽大于 4.0 m 时，管道结构应视为弹性地基上的闭

合框架（图 6.2.2-（a））或排架（图 6.2.2-（b））计算。 

 

（a）                                （b） 

图 6.2.2  钢筋混凝土矩形管道计算简图 

6.2.3  对净宽大于 4.0 m 的管道，在组合作用下的内力，应按

下列规定计算： 

⒈  矩形管道上部框架或排架与底板连接处的节点弯矩，

可按附录 D.0.2 计算。 

⒉  当上下结构分开计算时,应按节点变形协调计算调

整上部框架或排架内力。 

⒊  对底板应按弹性地基上的平面形截条计算，并应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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虑侧墙底部截面荷载作用及其他组合作用下的内力。 

6.2.4  对双孔或多孔钢筋混凝土矩形管道，其结构静力计算

可按单孔矩形管道的原则进行结构内力计算，但具体采用何

种结构分析方法可视具体条件确定。 

6.2.5  对整体预制装配式(包括 6.2.1（c）、（d）的两种形式)

钢筋混凝土矩形管道,其结构静力计算仍可按单孔的计算原则

进行，计算单元应与预制矩形管道结构构造单元一致，但结

构分析模型应视结构具体连接构造方式确定。 

 

6.3   检查（窨）井小室 

6.3.1  矩形管道检查（窨）井小室应满足排、输水功能及管

道正常检修维护的要求，需要人员及设备进入的通道（井筒），

其直径（或等效孔径）不应小于 600mm；供检修人员上下的

爬梯踏步的垂直距离不应大于 400mm，且不宜小于 300mm。 

6.3.2  矩形管道检查（窨）井小室结构应符合下列规定： 

   1．与检查（窨）井小室连接的支线管道，可在小室侧墙

以外 500mm~1000mm 处设置变形缝与小室结构分开；当接入

支线管为圆形管道时，可由一节相同规格的柔口短管过渡，

短管长度宜为标准管长之半； 

   2．检查（窨）井小室的荷载作用及工况组合，应符合本

规程 6.1 节、6.2 节有关管道主体结构的相应规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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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当检查（窨）井小室为不对称平面布置时，可根据实

际情况考虑侧向偏置荷载作用对结构的不利影响。 

6.3.3  矩形管道检查（窨）井小室可采用混合结构或钢筋混

凝土结构类型；对平面复杂或尺度较大的检查（窨）井小室，

宜采用现浇钢筋混凝土结构，并应符合本规程 6.1 节、6.2 节

有关管道主体结构的相应规定。 

6.3.4  矩形管道检查（窨）井小室宜采用整体建模分析方法

进行结构内力计算；当不具备条件时，亦可将小室结构分解

为若干简单结构（或构件）进行内力计算，且应考虑各部分

结构构件之间因变形产生的相互影响，同时应强化节点连接

和构造措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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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构造要求 

7.1  砌体混合结构矩形管道 

7.1.1  顶板和底板混凝土保护层厚度，应符合下列规定： 

⒈  顶板上层筋不应小于 30mm，下层筋对雨水管道不

应小于 30mm，对污水或合流管道不应小于 40mm； 

⒉  底板下应设置垫层；下层筋不应小于 40mm，上层

筋对雨水管道不应小于 30mm，对污水或合流管道不应小于

40 mm。 

3. 当地下水有侵蚀性时，顶板上层筋的保护层厚度尚应

按侵蚀性等级予以加厚。 

 4.  对于整体装配式钢筋混凝土矩形管道，各预制构

（组）件的混凝土保护层厚度，允许在现浇混凝土结构的基

础上减 5mm。但在任何情况下，混凝土保护层厚度均不应小

于 30mm。 

7.1.2  预制顶板安装时，应采取下列构造措施： 

⒈  墙顶应采用 M10 干硬性水泥砂浆座浆，其厚度不宜

小于 20 mm； 

⒉  预制顶板间应采用强度等级不低于 M7.5 的水泥砂

浆填缝并抹带，水泥砂浆抹带宽度不宜少于 50mm，高度不宜

低于 30mm（图 7.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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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7.1.2  预制顶板板缝节点做法 

3. 预制顶板两侧板面，须设置可靠的防止填缝砂浆及抹

带脱落的卡槽、揳面或其他构造。 

4.  顶板两端与侧墙顶平面间应采用强度等级不低于M7.5

的水泥砂浆抹贴角灰，贴角灰的高度不宜小于板厚的 1/2 且不

宜大于 150mm，贴角灰的宽度不宜小于 100mm 且不宜大于

150mm（图 7.1.2）。 

5． 当顶板覆土较小或无覆土时，预制顶板与侧墙顶面

应有可靠的限位连接构造措施。 

7.1.3  顶板上开设直径不大于 1.0 m 的人孔时，孔口两侧沿受

力钢筋方向应配置加强钢筋，孔口每侧加强钢筋面积不应小

于开孔切断钢筋总面积的 75％；在孔口处尚应配置直径不小

于 12 mm 的环筋，且环筋的搭接长度不小于 40d。 

7.1.4  顶板在砌体墙顶的搁置长度，应按表 7.1.4 的规定采用。 

表 7.1.4    顶板在砌体墙顶的搁置长度 

管道净宽 B（m） W≤1.5 1.5<W≤3.0 W>3.0 

搁置长度（mm） ≥100 ≥150 ≥2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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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当双孔或多孔矩形管道的中隔墙顶端不能满足预制顶

板的搁置长度时，应在墙顶加设钢筋混凝土垫梁，垫梁外挑

长度与其高度之比不宜大于 0.5（图 7.1.4-（a））。 

    2. 当顶板在隔墙顶部有可靠定位连接构造时，顶板在砌

体墙顶的搁置长度可按表 7.1.4 降低一档采用，但最小搁置长

度不得小于 100mm。 

3. 当采用石砌墙体需在墙顶设置混凝土垫梁，垫梁截面

的高度不应小于 120 mm，宽度不宜小于 2/3 墙顶截面宽度和

250 mm 中的较大值（图 7.1.4-b），垫梁截面的宽厚比不宜大

于 3.0。其混凝土强度等级不应低于 C20。 

 

图 7.1.4  带有垫梁预制板板端节点做法 

7.1.5  烧结普通砖砌体、混凝土普通砖砌体、毛石砌体及混

凝土模块砌体墙体的构造，应符合下列规定： 

⒈  烧结普通砖砌体、混凝土普通砖砌体墙厚不应小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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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40 mm；混凝土模块砌体墙厚不应小于 250 mm；毛石砌体

墙厚不应小于 500 mm（采用粗加工的毛料石除外）。 

⒉  内墙面应采用 M10 水泥砂浆抹面，厚度对烧结普通

砖砌体和混凝土普通砖砌体不应小于 15 mm，对毛石砌体不

应小于 25 mm； 

⒊ 外墙面应采用 M7.5 水泥砂浆勾缝。 

7.1.6  墙体开洞处的构造应符合下列要求： 

⒈  对烧结普通砖砌体和混凝土普通砖砌体，当支线为

圆形管道接入时，管顶应发券加强；圆形管道的管径小于 1.0 

m 时，券高可采用 120mm；管径大于 1.0 m 时，券高宜采用

240 mm。 

⒉  当支线为矩形管道接入时，侧墙洞口上下均应设置

钢筋混凝土梁予以加强。 

3.  对毛石砌体墙的开洞处，可采用局部浇筑混凝土加

强，混凝土的强度等级应与毛石砌体相适应，但不宜低于C25。 

 4.  对混凝土模块砌体可采用体内配筋的构造方式进

行加强，具体做法可参见现行标准《排水工程混凝土模块砌

体结构技术规程》CJJ/T 230。 

7.1.7  钢筋混凝土底板应分段浇筑，每段长度不宜超过 30 m；

或可设置后浇带，宽度可为 1.0 m，后浇带混凝土内应掺加适

量微膨胀外加剂。后浇带闭合时间应按现行国家标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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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1.8  砌体混合结构矩形管道侧墙砌体单元长度应符合下列

要求： 

    1．对烧结普通砖砌筑墙体，每段长度不宜超过 40m； 

    2. 对混凝土普通砖砌筑墙体，每段长度不宜超过 15 m； 

 3. 对混凝土模块砌筑墙体，每段长度不应超过 20 m，当

混凝土模块砌体内配置纵向构造钢筋，且墙体配筋率不小

于 0.1%时，其单元长度不宜超过 30 m； 

    4. 对毛石砌筑墙体，每段长度不应超过 10 m。 

    5. 侧墙每段砌筑长度与底板分段浇筑长度应相互协调。 

7.1.9  当采用混凝土模块砌体管道结构时应注意以下要求：   

1. 管道侧墙底层混凝土模块需嵌固底板混凝土 30mm~50 

mm； 

   2. 其灌孔混凝土的强度等级不应低于混凝土模块强度等

级的 2 倍，且不低于 C25； 

   3. 若采用预制混凝土顶板，板端尺寸需与混凝土模块的几

何尺寸形状相匹配。 

   4. 混凝土模块砌体结构及构造要求，应按现行标准《排水

工程混凝土模块砌体结构技术规程》C JJ/T 230 相关条款

执行。 

7.2  钢筋混凝土结构矩形管道 

7.2.1  现场浇筑钢筋混凝土矩形管道结构构件的厚度，不应

小于 200 mm，预制装配矩形管道结构构件的厚度，不宜小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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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0 mm。 

7.2.2  对压力管道、位于软土地基或地基土质不均匀地段的

管道，应采用整体浇筑的钢筋混凝土闭合框架结构，并应在

顶、底板与墙连接处设置腋角。腋角的边宽不宜小于 150 mm，

内配置八字斜筋的直径宜与侧墙的受力筋相同，间距可为侧

墙受力筋间距的两倍（即间隔配置）。 

7.2.3  预制顶板与侧墙或中隔墙的连接，应符合下列规定： 

⒈  预制顶板在墙上的搁置长度，应符合本规范 7.1.4的规定。

当中隔墙顶端不能满足要求时，可将墙顶局部支承面积扩大，

即为单侧或双侧挑口，挑口构造尺寸可参照本规程图 7.1.4-(a)

确定； 

2.  当墙顶端截面抗侧力强度不足时，应设置必要的抗剪构件，

作为侧墙顶部的横向支承。 

7.2.4  钢筋混凝土结构矩形管道应沿长度方向设置伸缩缝；

伸缩缝距不宜超过 25 m；缝宽宜采用 30 mm；缝内应设置止

水构造（止水带、填缝材料及嵌缝材料），具体构造按现行

标准《给水排水工程混凝土构筑物变形缝技术规范》

T/CECS177 的规定执行。 

7.2.5  当管道沿线地基土质有较显著变化时，该处应设置变

形缝，变形缝构造同伸缩缝；当差异沉降较大时，可连续设

置 2～3 道变形缝，变形缝间距不宜大于 10 m。 

7.2.6  矩形管道上开孔处，应按下列规定进行加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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⒈  顶板上开设直径不大于 1.0 m 的人孔时，顶板内的

加强钢筋构造，可同混合结构管道的规定； 

⒉  在支线接入侧墙处，墙体洞口应配置加强钢筋，钢

筋截面积不应小于切断钢筋截面积的 1.5 倍，加强钢筋应配置

在洞口两侧 200mm~300mm 范围内；当开洞的直径或长度大

于墙高的 1/2 时，宜在洞口设置加肋梁，梁内配筋应按计算确

定； 

⒊  当双孔或多孔管道的隔墙设置连通洞孔时，应根据受力

需要设置洞口边缘构件，边缘构件截面宽度可与隔墙厚度相

同(但不宜小于 250mm)，截面高度可取 1.5~2.0 倍隔墙厚度，

边缘构件全截面配筋率不应低于 0.55%，单边不宜低于 0.2%，

其箍筋直径不宜小于 6mm，间距不宜大于 200mm； 

4． 当洞口宽度大于管道单孔净宽时，洞口处的底板应设置

反梁，其高度不宜小于底板厚度的 1.5 倍，梁内配筋应按计算

确定，并应符合现行国家标准《混凝土结构设计规范》

GB50010 的相关规定。 

 5. 当双孔或多孔管道为现浇闭合框架，且隔墙上开设较大连

通孔时，需考虑开孔后对结构纵向刚度的影响，并根据静力

计算结果考虑局部管道结构的纵向配筋及构造。  

7.2.7  管道的纵向配筋，对每一构件的每一侧均应配置不少

于 0.15％配筋率的钢筋量。对敷设于软弱地基上的管道，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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板及底板的纵向配筋率应适当提高。 

7.2.8  预制装配式钢筋混凝土管道应符合下列要求： 

1. 构件拼装节点的构造方式，应与矩形管道结构单元设计假

定相一致； 

2. 构件之间应有可靠的连接构造和有效的止水构造； 

3. 管道结构单元纵向连接应具有与管道纵向变形需求相适应

的止水构造措施。 

7.2.9  钢筋的混凝土保护层厚度，对顶、底板应符合本规程

7.1.1条的规定；侧墙内侧，对输水或雨水管道不应小于30mm，

对污水或合流管道不应小于 40mm；侧墙外侧，对给水或雨水

管道不应小于 30mm，对污水或合流管道不应小于 35mm。当

地下水有侵蚀性时，顶板上层及侧壁外侧筋的保护层厚度尚

应按侵蚀性等级予以加厚。 

 

7.3  矩形管道检查井及防腐 

7.3.1  检查（窨）井小室结构应符合本规程 6.1 节、6.2 节、

7.1 节和 7.2 节的规定，当小室结构位于冻土深度范围内时应

考虑抗冻要求，其抗冻指标不应小于 F150。 

7.3.2  对排污（含合流）管道系统中，跌水检查井的跌差（上

游水位与下游水位之差）大于等于 0.5 m 时，该检查井小室及

上下游相邻管段内的气相（顶板和侧墙）部分，应采取有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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防腐措施，防腐类别及等级应与管道输送介质的腐蚀特性相

匹配，具体实施可按现行国家标准《工业建筑防腐蚀设计规

范》GB/T50046 相关规定执行。 

7.3.3  检查（窨）井的球墨铸铁踏步安装可与结构同步实施，

亦可在结构完成后采用后锚固技术（如膨胀螺栓、化学锚栓

等）安装；当检查（窨）井小室为混凝土模块墙体结构时，

球墨铸铁踏步应优先选择后安装方式。踏步也可采用抗腐蚀

性能更强的材料。 

7.3.4  矩形管道检查（窨）井的防护井盖、铸铁踏步（爬梯）

应符合国家相关产品标准（包括地方相关产品标准）的规定；

凡对所选产品有特殊功能及要求时，均应在设计文件中明确

提出。 

 

 

 

 

 

附录 A  管顶竖向土压力标准值的确定 

A.0.1  埋地矩形管道的管顶竖向土压力标准值，应根据管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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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敷设条件和施工方法分别计算确定。 

A.0.2  当矩形管道设计地面高于原状地面、管顶覆土为填埋

式时，管道竖向土压力标准值应按下式计算： 

csscksv BHCF ,               （A.0.2） 

式中  ksvF ,     管道单位长度上的管顶竖向土压力标准值  

( kN/m )； 

      s       回填土的重力密度（kN/m
3），一般可取 18kN/m

3 

       
   计算； 

 
sH     管顶至设计地面的覆土高度（m）； 

 
cB      矩形管道的外缘宽度（m）； 

 
cC      填埋式土压力系数，可取 1.2～1.4 计算。 

A.0.3  开槽施工的矩形管道，其管顶竖向土压力标准值应按下式

计算： 

cssdksv BHCF ,               （A.0.3） 

式中  
dC      开槽施工土压力系数，一般可取 1.2 计算。 

A.0.4  不开槽施工的矩形管道，其管顶竖向土压力标准值应

按下式计算： 

ctsjksv BBCF ,                （A.0.4-1） 



















2
451

tgBB ct          （A.0.4-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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𝐶𝑗 =
1−𝑒𝑥𝑝(−2𝐾𝛼𝜇

𝐻𝑠
𝐵𝑡

)

2𝐾𝛼𝜇
           （A.0.4-3） 

      

式中 jC      非开槽施工土压力系数； 

tB      管顶上部土层压力传递至管顶处的影响宽度（m）； 

K𝛼𝜇    管顶以上原状土的主动土压力系数和内摩擦系

数的乘积，应根据试验确定；当缺乏试验数

据时，对一般土质条件可取K𝛼𝜇＝0.19 计算； 

      管侧土的内摩擦角，应根据试验确定；如无试

验数据时，对一般土质条件取＝30°计算。 

 

 

 

 

 

 

 

 

 

 

附录 B  地面车辆荷载对矩形管道的作用标准值 

B.0.1  地面车辆荷载对矩形管道的作用标准值，应根据地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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运行条件、车辆载重等级，按我国《公路桥涵设计通用规范》

JTG D60 规定的车辆行驶排列、车轮布置等计算确定。 

B.0.2  地面车辆荷载传递到管顶的竖向压力标准值，应按下

列方法确定； 

⒈  单个轮压传递到管顶的竖向压力标准值，应按下式

计算（图 B.0.2-1）： 

 

（a） 顺轮胎着地宽度分布     （b） 顺轮胎着地长度分布 

图 B.0.2-1  单个轮压的传递分布图 

,
q

( 1.4 )( 1.4 )

d vi k

vk

i i

Q

a H b H




 
        （B.0.2） 

式中 
vkq     轮压传递到管顶处的竖向压力标准值（kN/m

2）； 

𝑄𝑣𝑖,𝑘    车辆的 i个车轮承担的单个轮压标准值（kN）； 

ia     i个车轮的着地的长度（m）； 

ib     i个车轮的着地的宽度（m）； 

 H     行车地面至管顶的深度（m）； 

 
d     动力系数，可按表（B.0.2）采用。 

表 B.0.2  动力系数 
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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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面至管顶深度 H（m） 
0.25 0.30 0.40 0.50 0.60 ≥0.70 

动力系数 
d  1.30 1.25 1.20 1.15 1.05 1.00 

⒉  两个以上单排轮压综合影响传递到管顶的竖向压力

标准值，应按下式计算（图 B.0.2-2）： 

,

1

1

q

( 1.4 )( 1.4 )








  

d vi k

vk n

i i b j

j

nQ

a H nb d H

      （B.0.2-2） 

式中  n     车轮的总数量；Σ 

bjd     沿车轮着地的宽度方向，相邻两个车轮间的净距

（m）。 

 

(a) 沿轮胎着地宽度方向分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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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 沿轮胎着地长度方向分布 

图 B.0.2-2  两个以上单排轮压综合影响传递分布图 

B.0.3  对整体现浇闭合框架式钢筋混凝土矩形管道，地面车

辆荷载的影响可考虑结构的整体作用，此时作用在管道上的

竖向压力标准值可按下式计算（图 B.0.3）： 

pp

p

vkkve
HL

L
qq

2
,


               （B.0.3） 

式中 kveq ,     考虑结构整体作用时车辆轮压传递到管道上的竖 

向压力标准值（kN/m）； 

pL     轮压传递到管顶处沿管道纵向的影响长度（m）； 

pH     矩形管道的外缘高度（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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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B.0.3  考虑结构整体作用时车辆荷载的竖向压力传递分布 

B.0.4  地面车辆荷载传递到矩形管道墙上的侧压力标准值，

可按下列规定计算： 

    ⒈  对混合结构或顶板为预制装配的钢筋混凝土矩形管道： 

kvzkhz qq ,,
3

1
               （B.0.4-1） 

式中  khzq ,     地面以下计算深度 z 处墙上的侧压力标准值

（kN/m
2）； 

      kvzq ,     地面以下计算深度 z 处的竖向压力标准值 

              （kN/m
2）； 

⒉  对整体现浇钢筋混凝土矩形管道： 

kvekhz qq ,,
3

1
               （B.0.4-2） 

⒊  当管顶覆土厚度很小，管顶处由地面车辆荷载作用

产生的竖向压力标准值
vkq 分布长度小于管侧土体的破坏棱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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长度（ sL ）时，墙上的侧压力标准值按下式计算： 

  









2
452

,
s

sskhz tghq


             （B.0.4-3） 

 bjiss

cvvk
s

dbL

Aq
h





               （B.0.4-4） 











2
45 s

ps tgHL
             （B.0.4-5） 

式中  
s     墙侧回填土的内摩擦角，应根据试验确定，当            

无试验数据时，可取 30°计算； 

sL     管侧土体破坏棱体在墙顶处的长度（m）； 

sh     墙顶处土体破坏棱体上车辆传递竖向压力的等代

土高（m）； 

cvA     墙顶处土体破坏棱体上车辆传递竖向压力的作用

面积（m
2）； 

B.0.5  当管道上部地面为混凝土刚性路面时，一般可不计地

面车辆轮压对埋设管道的影响。但应计算路基、路面施工时

运料车辆和辗压机械的轮压作用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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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录 C  钢筋混凝土矩形截面处于受弯或大偏心受拉（压） 

状态时的最大裂缝宽度计算 

C.0.1  受弯、大偏心受拉或受压构件的最大裂缝宽度，可按

下列公式计算： 

      



 1m a x 111.05.18.1 












tes

sq d
c

E
          （C.0.1-1） 

     
2

65.0
1.1




sqte

tkf
                             （C.0.1-2） 

式中  max  — 最大裂缝宽度(mm)； 

         — 裂缝间受拉钢筋应变不均匀系数，当 ＜ 

0.4• 

             时，应取 0.4，当 ＞ 1.0 时，应取 1.0； 

      
sE   — 钢筋的弹性模量(N/mm2)； 

      c  — 最外层纵向受拉钢筋的混凝土保护层厚度(mm)； 

      d   — 纵向受拉钢筋直径(mm)；当采用不同直径的钢 

            筋时，应取
u

A
d s4
 ，u 为纵向受拉钢筋截面的 

            总周长(mm)； 

      
te  — 以有效受拉混凝土截面面积计算的纵向受拉钢 

            筋配筋率，即
bh

As
te

5.0
 ，b 为截面计算宽度，h  

            为截面计算高度；
sA 为受拉钢筋的截面面积 

           （mm2)，对偏心受拉构件应取偏心力一侧的钢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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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截面面积； 

      1  — 系数，对受弯、大偏心受压构件可取 01  ；对 

                 大偏心受拉构件可取
1

0

0
1

2
128.0













h

e
 ，

0e 为纵

向力对截面重心的偏心距（mm），
0h 为计算截

面的有效高度（mm）； 

  — 纵向受拉钢筋表面特征系数，对光面钢筋应取

1.0；对变形钢筋应取 0.7； 

 
tkf  — 混凝土轴心抗拉强度标准值(N/mm2)； 

       2  — 系数，对受弯构件可取 0.12  ；对大偏心受压 

             构件可取
0

0

2 2.01
e

h
 ；对大偏心受拉构件可取 

              
0

0

2 35.01
e

h
 。 

C.0.2  受弯、大偏心受压、大偏心受拉构件的计算截面纵向

受拉钢筋应力（ sq ），可按下列公式计算： 

    1  受弯构件的纵向受拉钢筋应力： 

       
087.0 hA

M

s

q

sq             （C.0.2-1） 

式中 qM  — 在作用效应准永久组合下，计算截面处的弯矩  

(N·mm)。  

    2  大偏心受压构件的纵向受拉钢筋应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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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

00

87.0

3.035.0

hA

ehNM

s

qq

sq


       （C.0.2-2） 

式中 qN  — 在作用效应准永久组合下，计算截面上的纵向力 

（N)。 

    3  大偏心受拉构件的纵向受拉钢筋应力： 

 
 '0

'

05.0

ahA

ahNM

s

qq

sq



             (C.0.2-3) 

式中 'a  — 位于偏心力一侧的钢筋至截面近侧边缘的距离(m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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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录 D  矩形管道侧墙内力计算 

D.0.1  砌体混合结构矩形管道侧墙的静力计算，可按下列规

定进行： 

   1. 侧墙的内力，可按下列公式计算（图 D.0.1）： 

 

图 D.0.1  侧墙计算简图及弯矩图 

BAAFAB MMM
2

1
                （D.0.1-1） 

kwvkwvkAB GBPbPN ,1
2

1
            （D.0.1-2） 

 04.0
4

1
abBPM wvkBA              （D.0.1-3） 

BPbPN vkwvkBA
2

1
                （D.0.1-4） 

s

kd

w

ksv

vk
aB

G

bB

F
P

22

,1,





              （D.0.1-5） 

2.  整体式底板的弯矩，可按下列公式计算： 



 55 

ABAA MM                     （D.0.1-6） 

AAf MBpM  2

0max               （D.0.1-7） 

式中  ABM     侧墙底端由侧墙顶端传递的弯矩（kN•m/m）； 

      BAM     侧墙顶端由于顶板压力偏心引起的弯矩 

            （kN·m/m）； 

      AFM     在墙外侧水平压力设计值作用下，侧墙底端    

视为固端时产生的定端弯矩（kN·m/m）； 

       AAM     底板两侧与侧墙连接处的弯矩（kN·m/m）； 

      maxM     底板跨中的最大弯矩（kN·m/m）； 

      ABN     侧墙底端截面上的轴压力（kN/m）； 

      BAN     侧墙顶端截面上的轴压力（kN/m）； 

      
vkP     顶板上的竖向压力标准值（kN/m

2）； 

      B     管道的净宽（m）； 

      
kw

G
,1     墙体自重标准值（kN/m）； 

      kdG ,1     顶板自重标准值（kN/m）； 

      wb     侧墙的厚度（m）； 

      Sa     顶板在侧墙上的搁置长度（m）； 

      
0a     混凝土梁（板）有效支承长度（mm）；当

0a 大 

于 Sa 时，应取
0a 等于 Sa ；板端支承压力到侧墙 

内边的距离，应取
0a 的 0.4 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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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h     混凝土梁（板）的截面高度（mm）； 

      f     砌体的抗压强度设计值（MPa）； 

      fp     地基的均布反力设计值（kN/m），应按最不利 

            工况确定； 

      
0     底板跨中弯矩系数，对平板可取 1/8；对仰拱式 

            底板取 1/12。 

3.  墙与底板连接处的节点弯矩，可按下式计算： 

 F

AA

F

AB

AAAB

ABF

ABAB MM
SS

S
MM 


       （D.0.1-8） 

 F

AA

F

AB

AAAB

AAF

AAAA MM
SS

S
MM 


       （D.0.1-9） 

H

EI
S W

AB

3
                        （D. 0.1-10） 

式中 ABM     墙底端在组合作用下的弯矩设计值（kN•m/m）； 

     AAM     墙底端处底板在组合作用下的弯矩设计值 

            （kN·m/m）； 

     ABS     侧墙底端的抗挠劲度，即该处单位转角时相应产 

            生的弯矩（kN·m/m）； 

     AAS     底板视为弹性地基上平面变形截条时，墙底端处 

            底板的抗挠劲度，即该处单位转角时相应产生的 

            弯矩（kN·m/m）；可按附录 E 计算确定； 

     F

ABM     侧墙底端视作固定支承时，墙底在组合作用下 

            的定端弯矩设计值（kN·m/m）； 

     F

AAM     底板视作弹性地基上的平面变形截条，在侧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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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底端处锁定不产生角变位时，组合作用对该处产 

            生的定端弯矩设计值（kN·m/m），可按附录E 计 

               算确定； 

      
m
E    侧墙砌体的弹性模量（kN/m

2），应按《砌体结

构设计规范》GB 50003 的规定采用； 

     
Wm
I     砌体侧墙的截面惯性矩（m

4
/m）； 

     H     侧墙计算高度（m），可取墙的净高计算。 

D.0.2  净宽度大于 4.0m 的钢筋混凝土矩形管道内力可按下

式计算： 

1  当钢筋混凝土矩形管道是为嵌固在底板上的框架或

排架时，其侧墙（柱）的抗弯刚度按下式计算： 

当顶板与侧墙铰接时 

 
C

wcC
ABBA

H

IE
S

3
                 （D.0.2-1） 

当顶板与侧墙固接时 

 

























C

dc

C

wc

C

dc

C

wc

C

wcC
ABBA

L

I

H

I

L

I

H

I

H

IE
S

24

23

4
       （D.0.2-2） 

式中  SABBA  上部框、排架的抗挠劲度（kN· m/m）。 

wcI     钢筋混凝土侧墙的截面惯性矩（m
4
/m）； 

dcI     钢筋混凝土顶板的截面惯性矩（m
4
/m）； 

CH     钢筋混凝土墙的计算高度（m），应为顶、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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板截面中线间的距离； 

CL     顶板的计算跨度（m），应为两侧墙截面中线间

的距离； 

CE     混凝土的弹性模量（kN/m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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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录 E  弹性地基上矩形管道底板的定端 

弯矩和抗挠劲度计算 

E.0.1  弹性地基上矩形管道底板一般属于有限长度平面变形

板，其抗挠劲度和在荷载作用下的定端弯矩的计算值，应根

据底板的柔性参数确定，柔性参数可按下式计算： 

   

3

0 210















h

L

E

E

c

                （E.0.1） 

式中     — 底板的柔性参数； 

h  — 底板厚度（mm）； 

0E  — 地基土的变形模量（N/mm
2）； 

cE — 底板混凝土的弹性横量（N/mm
2），应按《混凝 

     土结构设计规范》GB 50010 的规定采用； 

L   — 管道横截面方向底板的长度（mm）。 

E.0.2  底板的抗挠劲度，可按下式计算确定： 

s

fc

cp
L

I
ES 2               （E.0.2） 

式中  pS  — 底板的抗挠劲度（N·mm/mm）； 

fcI  — 底板的截面惯性矩（mm
4
/mm）； 

 
s  — 弹性地基上有限长度平面变形截条的抗挠劲度 

       系数，可根据柔性系数按表（E.0.2）采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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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E.0.2  抗挠劲度系数（
s ） 

     

  
0 1 2 3 5 7 10 

1.0 1.00 1.05 1.10 1.15 1.24 1.32 1.44 

0.9 1.11 1.18 1.24 1.30 1.41 1.53 1.68 

0.8 1.25 1.32 1.41 1.48 1.63 1.79 1.99 

0.7 1.33 1.53 1.62 1.71 1.80 2.08 2.34 

0.6 1.67 1.77 1.87 1.97 2.15 2.33 2.56 

0.5 2.00 2.13 2.26 2.40 2.67 2.93 3.32 

注：1 表中为底板上计算部位（即此处单位转角时相应产生的弯矩）至板 

        跨中心的距离与
2

L 的比值。 

2 对不同值的
s 值可不作内插，直接取靠近值采用。 

E.0.3  底板在均布荷载作用下的定端弯矩，可按下式计算确定： 

2

2










L
qM q

F

q                     （E.0.3） 

式中  F

qM     底板在均布荷载作用下定端弯矩（N·m/m）； 

q     均布荷载（N/m
2）； 

q     均布荷载作用下，底板的定端弯矩系数，可根据 

柔性参数按表（E.0.3）采用。 

表（E.0.3）        均布荷载的定端弯矩系数（ q ） 

  0 1 2 3 5 7 10 

q  0.0832 0.0628 0.0620 0.0608 0.0587 0.0567 0.0540 

注：表中系数正值表示底板右端弯矩为顺时针。 

E.0.4  底板在对称集中荷载作用下的定端弯矩，可按下式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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算确定：  











2

L
PM p

F

p                   （E.0.4） 

式中  F

pM  
   
   底板在对称集中荷载作用下，计算截面处锁定 

           不产生角变位时，相应产生的定端弯矩（N·m/m）； 

P    集中荷载（N/m）； 

p
     底板在对称集中荷载作用下，计算截面处的定端

弯矩系数，可按表 E.0.4 采用。 

表 E.0.4  对称集中荷载作用下的定端弯矩系数（
p

 ） 

 

  

    1  

   

0 1 2 3 5 7 10 

1.0 
1.0 -0.248 -0.264 -0.250 -0.257 -0.250 -0.245 -0.238 

0.5 -0.334 -0.356 -0.351 -0.351 -0.347 -0.340 -0.335 

0.9 
0.9 -0.171 -0.193 -0.191 -0.185 -0.182 -0.177 -0.168 

0.5 -0.234 -0.258 -0.258 -0.255 -0.254 -0.249 -0.239 

0.8 
0.8 -0.090 -0.114 -0.110 -0.112 -0.105 -0.107 -0.099 

0.5 -0.134 -0.162 -0.161 -0.159 -0.158 -0.161 -0.153 

0.7 
0.7 -0.013 -0.031 -0.031 -0.033 -0.031 -0.029 -0.033 

0.5 -0.038 -0.060 -0.061 -0.065 -0.064 -0.065 -0.073 

0.5 

1.0 0.127 0.105 0.103 0.105 0.102 0.101 0.101 

0.9 0.140 0.117 0.115 0.117 0.116 0.114 0.116 

0.8 0.152 0.129 0.127 0.131 0.129 0.131 0.133 

0.7 0.164 0.139 0.136 0.141 0.140 0.141 0.122 

0.5 0.166 0.137 0.134 0.140 0.134 0.135 0.136 

注：1 表中 为集中荷载作用处至板中心距离与(L/2)之比值。 

    2 表中 1 为计算截面至板中心距离与（L/2）之比值。 

3 表中正值表示板右端弯矩为顺时针；负值为逆时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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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录 F   混凝土模块常用规格及尺寸 

 

F01        混凝土模块参数明细表 

名 称 模 块 外 形 

代 码 

外 形 尺 寸 

L×B×H 

(mm) 

公  称

开孔率 

(%) 

参考重

量 

(kg/块) 

250mm

- 

300mm 

标准 

块型 

 

25M 400×250×170 53.7 23.3 

30M 400×300×170 67.0 23.9 

400mm

- 

500mm 

标准 

块型 

 

 

40M 400×400×170 73.5 27.6 

50M* 400×500×170* 78.0 28.6 

注：1 图例所示角块外形均为左直角块，右直角块与之呈轴对称关系。 

2 带“*”号的模块规格为非常用规格。 

表 F02       混凝土模块规格尺寸明细表 

名 称 模 块 外 形 

代 码 

外 形 尺 寸 

S×B×H 

(mm) 

公  称

开孔率 

(%) 

参 考

重 量 

(kg/块) 

D700 

~ 
D900 

弧形 

块型 

 

MY7 

314×180×170 

46.9 15.2 

MY8 42.9 14.8 

MY9 46.7 16.8 

代码说明:例如“MY 8”，其中“MY” 表示弧形模块，“8”表示模块的 

内弧直径为 800 m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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３  材  料 

3.1.1~3.1.4  随着我国保护土地资源的基本国策的贯彻落实力度不断

加大，粘土建材制品必将最终全面退出建筑工程市场。一批新型的替

代产品相继填补了市场空白，如市政工程专用混凝土模块和混凝土普

通砖就是其中的代表。经过近十年的工程实践，从产品标准到工程标

准都形成了一套完整的技术规范及质量保障体系。因此，适时地将这

些新技术纳入本规范完全符合我国的国情和工程实际需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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４  管道结构上的作用 

4.2.1  《砌体结构设计规范》GB50003 及《排水工程混凝土模块砌体

结构技术规程》C JJ/T 230 分别给出了混凝土普通砖砌体和混凝土模块

砌体的物理力学的性能指标，此类新型建材产品及相关技术，在实际

工程应用已经不存在任何技术障碍，特别是某些地区、城市中，此类

新型建材产品已成为替代烧结普通粘土砖的首选产品。采用此类新型

产品设计的工程项目已有相当的数量，大量的工程实践证明，此类产

品特性完全可以满足矩形管道结构需要。本次修编将其纳入规范也是

适应我国全面禁用粘土建材制品、保护土地资源大战略的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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５  基本设计规定 

5.1.5  管道出口同样是管道系统重点所在，由于有些工程设计人对出

口的实际情况往往缺少系统性的了解，在工程设计中容易忽略出水口

的设计规定，尤其是当设计人直接选用标准图时，经常出现问题，故

特列出此条文。 

5.2.2  雨水管道的重要性系数由 0.9 调整为 1.0，与国家标准《给水排

水工程管道结构设计规范》GB 50332（尚未发布）标准一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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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静力计算 

6.1.2  在矩形管道结构是否选择弹性地基模型的分界点的确定上，本

次修改又恢复了原来的规定，即由 3m 改为 4m。原因是就矩形管道结

构的常规尺寸而言，无论净宽 3m 还是 4m，在工程中都无疑属于小跨

度结构。其次，无论哪种弹性地基的理论都与实际工程地质条件存在

明显的差距，谈不上那种方法更精确。再次，当前的岩土资料还不能

给出一个令人满意的关于弹性地基的力学参数指标。因此无论采用什

么方法进行计算，也都是近似计算。就砌体矩形管道而言，从更安全、

更简单的原则考虑，放宽这一限界比较符合当前工程设计的实际情况。  

6.1.3  关于直接支承于砌体上的混凝土梁（板），依据原《砌体结构

设计规范》中曾用两个近似公式计算梁板有效支撑长度，但在《砌体

结构设计规范》GB50003 中只保留了其中一个简化公式，而另一个是

基于两端转角的近似公式，在公式中的构件端部支座转角 θ，原规范

计算公式是基于两端铰支受弯梁板结构模型挠跨比为 1/250 时所对应

的端部转角 θ，考虑到市政工程中的矩形管道普遍跨度较小而板的厚

度较大，板的实际变形较小，故本规程公式（6.1.3）相当于按原《砌

体结构设计规范》GB50003 的计算公式，将顶板挠跨比减小一半时的

有效支承长度，按公式（6.1.3）计算对于矩形管道侧墙砌体结构，其

结果仍是偏于安全的。 

6.1.4  依据砌体的剪摩抗剪强度理论，原规程所采用的抗剪强度计算

公式大大高于《砌体结构设计规范》GB50003 的规定，即便是与市政

工程最接近的公路桥涵设计规范相比，也要高出 40%左右。所以，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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次修编对砌体摩擦效应部分有所下调，主要是考虑到与《砌体结构设

计规范》GB50003 及相关行业规范的协调。 

6.2.5  近些年来，预制装配式钢筋混凝土矩形管道在大城市基础设施

改造项目以及部分新建项目中，都有不同程度的应用。由于预制装配

式结构有着现场湿作业少或无湿作业以及施工作业时间短的显著特点，

在今后的城市建设和基础设施改造中会有更大的需求。预制装配式矩

形管道，可根据工程的具体实际情况确定预制构件的形式，其中用的

相对较多的是现浇底板和侧墙杯口，上部结构采用形式如两铰刚架、

三铰刚架或无铰刚架设计等，几何形状也不局限于中规中矩的矩形。

甚至在有些改造项目中还可以设计成叠合结构形式。 

6.3.1  此条并非结构设计的规定，但此设计到检查（窨）井运行安全

问题，从大量的施工图审查中反馈的信息来看，有相当多的管道工程

设计都是“重管道、轻井室”，这可能源于在相关规范中没有针对检查

井提出具体设计要求有关。就检查井设计而言，所涵盖的内容很多，

直接涉及人员安全的出口与爬梯设置问题，应是结构工程师应予关注

的内容之一。 

6.3.2-1  此处所针对的检查（窨）井小室，是指有支线接入的三通、

四通或多通检查（窨）井小室等，不包括直线、转弯等简单井型。一

般情况下，断开支线结构只是为了简化复杂检查（窨）井小室结构设

计所采取的措施之一。变形缝的设置与井室侧墙间距不可太大，考虑

当前市场上所提供的标准混凝土圆形管产品的长度一般为

2400mm~3000mm,故短管取其长度之半即可充分利用管材，又可达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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结构设计之目的。 

6.3.3、6.3.4  矩形管道检查（窨）井小室的种类繁多，有些小室结构

十分复杂，加上管道本身的尺寸变化，使小室结构尺寸的跨度分布很

大，很难用一种或几种结构形式予以归纳，甚至有些复杂的小室结构，

无法用简单的方法分析清楚，必须依赖于大型结构分析软件。若所有

工程不分大小轻重一视对待，显然，这在现实工程设计中是做不到的，

也没有这个必要。应允许工程师根据自己的工程经验对此加以分析判

断，进而做出适当的简化处理。实践证明，对于那些复杂的小室而言，

采用混合结构并不一定经济。究竟采用何种结构形式，设计人员可根

据具体情况作出自己的判断和选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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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构造要求 

7.1.1  调整顶板和底板混凝土保护层厚度，与《给水排水工程管道结

构设计规范》GB 50332 标准协调一致。 

7.1.2  由于原规程对矩形管道的预制板安装构造规定的归于原则，致

使实际工程中出现各式各样的做法，有些做法显然是不够合理的。为

避免这种情况，本次修编对本条规定作了一些量化处理，以便相关技

术人员参考。此外本条取消了预制顶板勾缝的做法规定，实践证明这

种做法很容易造成勾缝水泥砂浆脱落，随之会导致外部覆土不断进入

管道内部，久而久之，就会造成管道淤堵以及路面沉陷，板缝构造虽

非结构安全问题，但对管道质量及功能的影响亦不可小视。 

7.1.4  近些年来的工程实践表明，用于矩形管道实际使用的结构材料

的强度，由于工程标准的变化和耐久性等多种原因，使之呈现出走高

的趋势。没有了局部抗压强度问题的困扰，合理的控制顶板的搁置长

度，是技术进步的需要。砌体结构研究试验表明，在常规情况下顶板

在墙上的实际搁置长度的大小，与结构安全没有必然联系，合理的节

点构造，才是结构安全的基本保证。 

关于垫梁的规定，本次修编也做了一些调整。众所周知，位于矩形管

道墙上的垫梁（兼做洞口过梁除外）与梁的受力特征没有共同之处，

这里所指的垫梁与梁垫类似，只需满足抗压及抗冲切即可，与搁置其

上的顶板厚度并无必然关联。 

实践表明：对于正常砌筑的毛石砌体的墙顶截面，不可能达到预制顶

板安装要求的平整度，完全靠水泥砂浆找平很难保证砌体抗压强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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故本次修编增加了对毛石砌体侧墙顶部垫梁构造要求。 

7.1.9  此规定与《排水工程混凝土模块砌体结构技术规程》C JJ/T 230

协调一致。除此之外，混凝土模块砌体还有一些构造细节的规定及构

造附图可供设计人参照。 

7.2.1  预制装配矩形管道，除用于新建工程外，也常用于既有矩形内

衬加固，考虑到工厂制作的可能性及尽可能减小对既有设施的功能影

响，故本规程对预制构件截面最小尺寸的控制有所放宽。 

7.2.3  本次修编取消了顶板在墙上的搁置长度不应小于板厚的规定。

从结构设计考虑，矩形管道顶板结构厚度与其在墙上的搁置长度之间

没有因果关系，前者是由抗剪强度决定，后者则是由局部抗压强度决

定。且很多相关砌体研究试验结果都表明，顶板的有效搁置长度并不

会因其实际搁置长度的变化而改变。关于顶部节点抗剪构件的做法可

采用混凝土企口、钢筋销件或埋件以及企口预制顶板等构造方法解决。 

7.2.6  对矩形管道侧墙开洞加固的规定与《给水排水工程构筑物结构

设计规范》GB50069 是协调的，但是由于具体工程中的矩形管道结构

的尺寸千差万别很难简单界定，本规程给出的洞口加固方式只是用于

“大沟小管”的情况。在具体设计中如遇较特殊的重要的侧墙开洞问题，

宜采用相对准确的有限元结构分析方法，并以此计算结果作为配筋依

据。对于中间隔墙的洞口加固问题与侧墙有显著不同，中间隔墙多属

于小偏心受压构件（无覆土和少覆土的情况除外），一般为构造配筋，

故无需按侧墙方法加固，只需强化洞口两侧边缘构件，边缘构件可按

压弯构件计算配筋。对于全现浇钢筋混凝土单孔或多孔矩形管道结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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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在一个局部的墙体集中开洞尤其是开较大的洞时，可能会严重影响

到矩形管道结构的纵向刚度。因此，这会导致与结构的平面变形基本

假定相悖，这不仅会在一定程度上影响矩形管道结构的横向内力分布

形态，更重要的是将会导致矩形管道结构纵向局部内力变化，这种变

化或许是不能忽略的，本规程在此明确提出此要求，在于提请设计人

凡遇到类似情况，不可遗漏对此的受力分析。 

7.2.8  近些年来，预制装配式钢筋混凝土管道在大城市基础设施改造

项目以及部分新建项目中，都有不同程度的应用。由于预制装配式结

构有着现场湿作业少或无湿作业，以及施工作业时间短的显著特点，

特别适合大中型城市对市政工程建设的需求。完全有理由相信，在今

后的城市基础设施建设和基础设施改造中，对这类矩形管道结构形式

一定会有更大的需求。 

7.3.2  在对实际运行管道的调查中发现很多排污管道跌水井的混凝土

及钢筋腐蚀非常严重，这一现象同样发生在污水处理厂水处理构筑物

相对封闭的气相部分。投入运行不到十年的混凝土结构就到了必须加

固的程度。这种腐蚀现象的发生都伴随两个基本特征，一是污水的水

流流态较紊乱，二是存在通风条件很差的气相空间。紊乱流态极易导

致污水中硫化氢的大量逸出，并形成凝胶气体附着在构筑物表面，在

潮湿封闭的环境中（加上微生物的催化作用）产生对混凝土及钢筋都

具有很强腐蚀性的介质。排污管道中的跌水井恰好具备这样的条件，

所以跌水井和邻近的管道腐蚀如此严重就不难理解了。因此在排污管

道系统中，加强类似部位混凝土结构的防腐或系统通风措施是非常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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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的，通风措施在厂站工程中还可以考虑，但在排水管道系统中实现

的技术难度很大，不宜考虑。 

7.3.3  混凝土模块砌体的突出特点是施工效率高，但不适合预设铸铁

装踏步或埋件，那样都会严重影响工效的发挥，并且很难保证设备安

装的准确性。综合考虑本规程不推荐预安装的方法。 

7.3.4  条文所说的特殊功能是指超出国家产品标准所规定的部分，如

防盗、防响、表面纹饰、产权单位标识等，这些内容都不可能在国家

产品标准中规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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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规范用词说明 

 
一、为便于在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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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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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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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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或“可”； 

反面词采用“不宜”。 

二、条文中指定应按其他有关标准执行时，写法为“应符

合……规定”或“应按……执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