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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    言 

 

《建筑供水活水管路系统技术规程》（以下简称规程）是根据中国工程建设标准化协会《关于印

发<2021 年第一批协会标准制订、修订计划>的通知》（建标协字【2021】11 号）的要求进行编制。编

制组经深入调查研究，认真总结实践经验，参考国内外先进标准，并在广泛征求意见的基础上，制定

本规程。 

本规程共分 6 章和 3 个附录，主要内容包括：总则、术语和符号、基本规定、设计、安装和验收、

维护和管理等。 

本规程某些内容可能涉及一种自动冲洗阀 (专利号: CN110306628A)、一种双承弯型环路串联连

接冷水管道(专利号: CN209370712U)、一种文丘里管件(专利号: CN208634614U)相关专利的使用。涉

及专利的具体技术问题,使用者可直接与专利持有人(德房家（中国）管道系统有限公司)协商处理。

除上述专利外,本规程的某些内容仍可能涉及专利,本规程的发布机构不承担识别这些专利的责 

本规程的某些内容可能直接或间接涉及专利，本规程的发布机构不承担识别这些专利的责任。 

本规程由中国工程建设标准化协会建筑给水排水专业委员会归口管理，由华东建筑集团股份有限

公司和德房家（中国）管道系统有限公司负责具体技术内容的解释。在执行过程中，如有意见或建议，

请反馈给华东建筑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地址：上海市中山南路 1799 号世博滨江大厦北座，邮编：200011，

邮箱：jun_tao@ecadi.com）。 

主编单位： 华东建筑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德房家（中国）管道系统有限公司 

参编单位：  

 

 

主要起草人： 

主要审查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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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总则 

 

1.0.1 为规范建筑供水活水管路系统的设计、安装和验收、以及维护和管理，保证建筑内给

水活水管道系统满足安全、卫生、经济、先进、节能等基本要求、制定本规程。 

1.0.2 本规程适用于新建、改建和扩建的民用建筑及公共建筑的生活给水系统中的冷水活水

管道系统、热水循环管道系统和直饮水活水管道系统。 

1.0.3 建筑供水活水管路系统设计、安装和验收以及维护和管理，除应执行本规程外，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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建筑供水活水管路系统 building water supply with living water piping system 

在建筑生活给水管道系统设计时，通过给水管道系统中特殊的布置和配置，确保管道

内水体始终处于预设的温度区间且在管道内不产生长时间停留，以达到保障水质的目的。 

给水活水管道系统一般有冷水活水系统、热水循环系统和直饮水活水系统三种形式。 

2.1.2 活水 living water 

满足冷水温度不高于 25°C、热水温度不低于 55°C 且置换时间：生活饮用水不超过

168h，直饮水不超过 12h 的鲜活水体。 

2.1.3 置换时间 water exchange time 

管道内水体流出管道的时间。 

2.1.4 双承弯 double drop elbow 

 采用双落设计，两侧可同时供水，促进管道内水体流动的一种管件。 

2.1.5 文丘里 venturi nozzle 

 利用文丘里原理，带动支路水循环的一种插入式管件，须与三通管件配合使用。 

2.1.6 环状布置方式 loop layout  

户内配水管的一种布置形式，配水点与用水器具连接处均采用双承弯管件，使管道纵

向、横向相互连通，形成环状。 

2.1.7 链状布置方式 series layout 

户内配水管的一种布置形式，配水点与用水器具连接处采用双承弯管件，使管道横向

相互连通，形成链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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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1.8 枝状布置方式 branch layout 

户内配水管的一种布置形式，干管和支管分明，形成树枝状。 

2.1.9 定时排放装置 timed drainage device 

在给水管道系统中，可设置单次排放时间长度和排放时间间隔的独立或嵌入式装置。 

2.1.10 热水循环系统  hot water circulation system 

 水加热器或贮热水罐与热水供、回管道组成的循环系统。热水循环系统可根据配水点

分布，采用同程布置或异程布置。 

2.1.11 热水同程布置 reversed return hot water system 

 循环系统内对应每个配水点的供水和回水管路长度之和近似相等的热水供应系统。 

2.1.12 动态平衡阀 circulation regulation valves 

 根据管道内水体温度和阀体预设温度差异，可自动调节过水流量，将管道内水体温度

维持在预设数值区间的阀件。 

2.1.13 直饮水管道系统 pipe system for fine drinking water 

 以符合生活饮用水水质标准的自来水或水源为原水，经过净化处理后，通过管道供给

人们直接饮用的供水系统。 

2.1.14 在线监测装置 online monitoring device 

 运用水质在线分析仪、自动控制技术、传感技术并配以专业软件，从而实现对水体流

动、温度实时监测的仪器。 

2.1.15 防漏识别功能 security contour function 

 管件上的特殊装置或结构。可在通水或通气后，通过感官快速识别管路中遗漏的连接

点。 

2.1.16 水处理设备 water treatment devic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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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对原水进行进一步地过滤、置换处理的设备。去除或减少原水中的有机污染物、重金

属、微生物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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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 符号 

2.2.1 流量、流速： 

v ——  管道内水流速度； 

qg —— 计算管段的设计秒流量（m3/s）。 

2.2.2 水压、水头损失： 

𝑝𝑚𝑖𝑛𝑊𝑍 —— 最小供水压力； 

𝛥𝑝𝑔𝑒𝑜 —— 几何高差； 

∑𝛥𝑝𝐴𝑝 —— 器具水头局部损失之和（水表、过滤器、水处理器等）； 

∑𝛥𝑝𝑅𝑉 —— 倒流防止器水头损失； 

𝑝𝑚𝑖𝑛𝐹𝐼 —— 最小流量时管路水头损失； 

R  —— 管道的摩擦压力梯度； 

i —— 管道单位长度的水头损失； 

l —— 管段长度； 

 𝑝𝑔𝑒  𝑖  —— 管路总水头损失； 

𝛥𝑝𝑖 —— 管段沿程水头损失和局部水头损失之和； 

ΔpE —— 管段局部水头损失之和； 

ζ —— 局部阻力系数； 

 ̇𝑖 —— 管段i初始分配秒流量; 

 ̇    —— 第i个用水元件额定流量； 

  ̇  —— 校正秒流量； 

 ̇𝑛 —— 新初始秒流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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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3 计算系数： 

dj —— 计算管段的管道内径； 

ρ —— 水密度； 

h —— 小时； 

ai —— 管段i摩阻系数。 

 

2.2.4 其他： 

L —— 冷凝段长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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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基本规定 

3.0.1 建筑供水活水管路系统设计方案应根据建筑物性质、场所使用功能、区域面积、建

筑结构形式、供水设备机房位置、管道井的位置等情況综合考虑。 

3.0.2 建筑供水活水管路系统应满足下列要求： 

1 建筑给水管道内水体，置换时间：生活饮用水宜三天一次，最长不应超过七天；直饮

水最长不应超过 12h； 

2 冷水管路内配水点水温不宜高于 25°C，热水管路内配水点水温不宜低于 55°C； 

3 管内最大水流速度不宜大于 2.0m/s； 

4 系统内应根据需求用水量、管道设计方案和用户生活习惯，配备定时排放装置或具有

排水功能的卫生器具，以满足水体置换要求； 

5 系统内宜配备水质、水温在线监测装置； 

6 系统内宜配备水处理设备。 

3.0.3 建筑内给水系统的工作压力，应符合国家现行有关标准的规定。  

3.0.4 建筑内给水系统的冷、热水管道尺寸设计，应在满足系统压力的条件下，尽可能选

取内径较小的管道。 

3.0.5 建筑内给水系统采用的管材和管件及其连接方式，应符合国家现行有关标准的规定。

活水管道系统应优先采用耐腐蚀和连接方便可靠的金属管道系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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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设计 

4.1 一般规定 

4.1.1 建筑供水活水管路系统的设计应保证系统运行正常、安全可靠、经济合理、维护方

便。 

4.1.2 建筑供水活水管路系统的水质应符合下列要求： 

1 生活饮用水水质和二次供水水质应符合现行国家标准《生活饮用水卫生标准》GB 

5749 的规定。 

2 生活热水的水质应符合现行行业标准《生活热水水质标准》CJ/T 521 的规定。 

3 直饮水（饮用净水）的水质应符合现行行业标准《饮用净水水质标准》CJ 94 的规

定。 

4.1.3 建筑供水活水管路系统一般有建筑内冷水活水管道系统、热水循环管道系统和直饮

水活水管道系统三种形式，并应符合下列要求： 

1 户内厨房、卫生间配水管路宜根据配水点的分布和数量，采用环状或链状的布置方

式。当配水管采用链状布置时，常用配水点应布置在管路的末端。  

2 热水供应系统宜根据配水点的分布布置为循环管道。循环管道可采用同程布置；当

采用异程布置时，应在各分支热回水管路上设置动态平衡阀，以保证循环效果和管道内水

温。 

3 户内直饮水活水管道系统应采用链状的布置方式。当管路中没有配备定时排放装置

时，常用配水点应布置在管路的最末端。 

4.1.4 建筑供水活水管路系统中的水处理设备，如前置过滤器、中央净水机、软水机、热

水设备等应单独设置在设备机房内，且位于入户管水表之后。末端直饮机应在靠近配水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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处设置。 

4.1.5 建筑供水活水管路系统中的流量和工作压力应满足卫生器具的相关使用要求。 

4.1.6 建筑供水活水管路系统在满足基本使用要求和卫生安全的条件下，应节水节能且系

统运行的噪声和振动不得影响人们的正常工作和生活。 

 

4.2 冷水活水管道系统 

4.2.1  住宅建筑和公共建筑的生活用水定额及小时变化系数，可根据住宅类别、建筑标准、

卫生器具设置标准、区域条件和使用要求等因素，按现行国家标准《建筑给水排水设计标

准》GB50015 的要求确定。 

4.2.2 卫生器具的给水额定流量、当量、连接管公称尺寸和工作压力应按照现行国家标准

《建筑给水排水设计标准》GB50015 的要求确定。 

4.2.3 冷水活水管道系统设计压力应符合下列规定： 

1  应充分利用城镇给水管网的水压直接供水； 

2  当城镇给水管网水压和（或）水量不足时，应根据卫生安全、经济节能的原则选用

贮水调节和加压供水方式。 

4.2.4 冷水活水管道系统布置形式应符合下列规定： 

1 供水干管应布置成枝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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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前置过滤器  2 水处理设备  3 热水设备  4 热水循环管路  5 定时排放装置 

图 4.2.4-1 冷水活水管道系统示意图 

2 支管配水管路应布置成环状或链状，并应符合下列规定: 

1）当采用环状布置方式时，卫间内配水管路应独立成环。环路内管径应保持一致，

常用配水点或自动排放装置宜设置在环路中间位置。单个环路内管道总长度不宜超过 50m，

当装配自动排放装置时，管道总长度应根据装置预设排水量计算确定。 

 

1 台盆  2 座便器  3 定时排放装置  4 淋浴  5 浴缸 

图 4.2.4-2 厨房、卫生间内配水管路环状布置方式示意图 

2）当配水点数量不大于 3 个时，可采用链状布置方式。当管路内装设定时排放装置

时，应将其设置在末端；当管路内无定时排放装置时，常用配水点应设置在末端。采用链

状布置方式，其管道总长度不宜超过 40m。当装配自动排放装置时，管道总长度应根据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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置预设排水量计算确定。 

 

1 配水点  2 配水点  3 定时排放装置 

图 4.2.4-3 厨房、卫生间内配水管路链状布置方式示意图-有定时排放装置 

 

1 配水点  2 常用配水点 

图 4.2.4-4 厨房、卫生间内配水管路链状布置方式示意图-无定时排放装置 

4.2.5 冷水活水管道中使用文丘里管件时，应符合下列规定： 

 1 文丘里管件不宜多个串联使用。 

 2 文丘里管件支配环路中，其管道总长度不应大于 15m。 

 3 文丘里管件支配环路中，其水管外径不应大于 16mm。 

 4 文丘里管件支配环路中，配水点数量不宜大于 2 个，弯头管件数量不宜大于 10

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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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前置过滤器 2 水处理设备 3 热水设备 4 热水循环管路 5 定时排放装置 6 文丘里管件 

图 4.2.5-1 厨房、卫生间内配水管路文丘里管件布置示意图 

  

图 4.2.5-2 文丘里管件安装和使用示意图 

4.2.6 冷热水管平行敷设时，应采取物理隔绝措施，并符合下列规定： 

 1 管路上下水平安装时，冷水连接管应在热水连接管下方； 

 2 卫生器具管路安装时，冷水连接管应在热水连接管右侧。 

4.2.7 室内给水管道敷设时，应采取防止结露、保温的措施。保温材料应采用不腐蚀管材的

材料。当管道明敷时，保温层厚度不应小于 9mm；当管道暗敷时，保温层厚度不应小于

5mm。 

4.2.8 管道系统内宜配备水体流动、水温在线监测装置，监测冷水、热水管路内水体状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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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热水回水管路 2 热水管路 3 冷水管路 4 在线监测装置 5 台盆 6 淋浴  7 座便器   

图 4.2.8 在线监测装置安装示意图 

4.3 热水循环管道系统 

4.3.1 热水循环管道系统应设置热水回水管路，且应符合下列规定： 

1 热水配水点保证出水温度不低于 55°C 的时间，民用建筑不应大于 10s，公共建筑不

应大于 7s。 

2 热水出水时间要求不高的配水点，可不设置热水回水管路。 

4.3.2 热水循环管道系统应根据建筑结构、户型特点和用户习惯进行水力平衡配置，且应

符合下列规定： 

1 当采用循环管道同程布置时，每个配水点的供水管和回水管路总长度应近似相等。 

2 当采用循环管道异程布置时，应在每层回水干管末端设置动态平衡阀，且动态平衡

阀预设温度应小于热水系统供热温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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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前置过滤器 2 水处理设备 3 热水设备 4 冷水活水管路 5 动态平衡阀 

图 4.3.2 热水循环管道系统示意图 

4.3.3 热水循环管道系统中，加热设备出水温度设置不宜小于 60℃， 管道内配水点出水

温度不宜低于 55℃。 

4.3.4 当系统布置不能满足 4.3.2 的要求时，应设支管循环系统。与卫生器具连接的热水配

水管应设置冷凝段，且冷凝段长度 L 不得小于 10 倍的管径。 

 

图 4.3.4 支管循环管路系统冷凝段（长度）示意图 

4.3.5 热水循环系统的回水管管径，应按管路内循环流量经水力计算确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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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4 直饮水活水管道系统 

4.4.1  住宅建筑和公共建筑的直饮水定额，专用水嘴额定流量、工作压力和水处理措施，

应按现行行业标准《建筑与小区管道直饮水系统技术规程》CJJ/T 110 的要求确定。 

4.4.2 直饮水活水管道系统的设计，应符合下列规定： 

1 直饮水应以符合卫生条件的生活饮用水为原水，经深度净化处理，出水水质应符合

现行行业标准《饮用净水水质标准》CJ 94 的要求。 

2 直饮水系统必须独立设置，不得与非直饮水管网相连。 

3 当采用循环供水方式时，直饮水回水应经再净化或消毒处理，水质应符合现行行业

标准《饮用净水水质标准》CJ94 的要求后方可进入直饮水管道系统。 

4.4.3 直饮水活水管道系统布置方式应符合下列规定： 

   1 直饮水管道应设循环管道，其供、回水管路应同程布置。循环管网内水体置换时间

不应超过 12h。从干管连接至龙头的支管管段长度不宜大于 3m。当不能满足上述要求时，

应按第 2 条、第 3 条执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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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前置过滤器 2 水处理设备 3 中央直饮水设备 4 热水设备 5 冷水活水管路   

6 热水循环管路 

图 4.4.3-1 直饮水活水管道系统循环布置示意图 

  2 直饮水管道应布置成链状，管路末端应设置定时排放装置，管道内水体置换时间不

应超过 12h。 

3 直饮水管道链状布置的总长度，应根据定时排放装置的预设排水量计算确定。相关

计算方法和步骤，应符合现行行业标准《建筑与小区管道直饮水系统技术规程》CJJ/T110

的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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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前置过滤器  2 水处理设备  3 中央直饮水设备  4 热水设备  5 冷水活水管路   

6  热水循环管路  7 定时排放装置 

图 4.4.3-2 直饮水活水管道系统链状布置示意图 

4.5  管道系统水力计算 

4.5.1 建筑供水活水管路系统中生活饮用水的设计用水量，应符合现行国家标准《建筑给水

排水设计标准》GB50015 的规定。 

4.5.2 建筑供水活水管路系统中直饮水的设计用水量，应符合现行国家行业标准《建筑与小

区管道直饮水系统技术规程》CJJ/T 110 的规定。 

4.5.3 建筑供水活水管路系统的水力计算，应按下列步骤和方法进行： 

 1  根据系统图纸选择最不利配水点，确定计算管路； 

2 将计算管路划分为计算管段； 

3 根据建筑性质计算各管段的设计秒流量； 

4 根据设计秒流量和表 4.5.2 推荐流速，按下式计算管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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𝑑𝑗 = √
4𝑞𝑔

𝜋𝑣
       (4.5.2-1) 

式中：qg —— 计算管段的设计秒流量（m3/s）； 

   dj —— 计算管段的管道内径（m）； 

   v —— 管道内的水流速度（m/s）。 

表 4.5.2 流速推荐表 

管段类型 

持续流动时长的最大设计流速 

m/s 

＜15min ≥15min 

入户管 1.2 1.2 

单个局部阻力系数＜2.5 的管段* 2 1.2 

单个局部阻力系数≥2.5 的运行管段 1.5 1.2 

*局部阻力系数参见表 A。 

 

5 沿程水头损失计算； 

6 局部水头损失，应按下式计算： 

𝛥𝑝 = ∑ 
 

 
              (4.5.2-2) 

式中：𝛥𝑝  —— 管段局部水头损失之和（kPa）； 

ζ —— 管件阻力系数，按本标准表A取用； 

ρ —— 水密度（kg/m3）; 

v —— 管道内的水流速度（m/s）。 

7 计算水表和特殊附件局部水头损失； 

8 计算给水系统所需总压力和管网最小压力进行比较； 

9 当给水系统总压力大于管网最小压力时，应适当放大部分管段的管径，重复步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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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8，直到给水系统总压力小于管网最小压力。 

 

4.6 环状布置方式水力计算 

4.6.1  建筑供水活水管路系统的采用环状布置时，水力计算应按下列步骤和方法进行： 

 1  初步分配环路内各管段设计秒流量，应按下式计算： 

 ̇ =     ∑  ̇  𝑖
𝑛
𝑖        （4.6.1-1） 

  ̇ =  ̇   ̇           (4.6.1-2) 

 ̇ =  ̇   ̇          （4.6.1-3） 

 ̇4 =     ∑  ̇  𝑖
𝑛
𝑖        （4.6.1-4） 

式中： 

∑  ̇  𝑖
𝑛
𝑖   —— 环路初始总秒流量（L/s）； 

 ̇    —— 第一段管路初始秒流量（L/s）； 

 ̇    —— 第二段管路初始秒流量（L/s）； 

 ̇     —— 第一个用水元件额定流量（L/s）； 

 ̇  —— 第三段管路初始秒流量（L/s）； 

 ̇    —— 第二个用水元件额定流量（L/s）； 

 ̇4   ——第四段管路初始秒流量（L/s）。 

2 沿程水头损失计算； 

3 局部水头损失，应按式（4.5.2-2）进行计算； 

4 摩阻系数 a，应按下式计算： 

∑  𝑖
𝑛
𝑖  =

∑  𝑝 
 
   

�̇� 
      （4.6.4） 

式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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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𝛥𝑝𝑖 —— 管段沿程水头损失和局部水头损失之和（kPa）； 

ai —— 管段摩阻系数； 

 ̇𝑖 —— 管段初始分配秒流量（L/s）。 

 5 校正秒流量，应按下式计算： 

    ̇ =  
∑  𝑝𝑔    
 
   

  ∑ |   �̇� |
 
   

      （4.6.5） 

式中： 

 𝑝𝑔𝑒  𝑖  —— 管路总水头损失（kPa）； 

  ̇  —— 校正秒流量（L/s）。 

6 如不满足水力平衡条件，即  ̇ ≠   且 ∑  𝑝𝑔𝑒  𝑖 ≠  
𝑛
𝑖  ，则进行秒流量迭代，应按

下式计算： 

 ̇𝑛 =  ̇𝑖    ̇      （4.6.6） 

式中： 

 ̇𝑛 —— 新初始秒流量（L/s）。 

 7 重复步骤 2-5，直到环状管路满足水力平衡条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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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安装与验收 

5.1 一般规定 

5.1.1 建筑供水活水管路系统、设备安装应符合现行国家、行业标准《建筑给水排水及采

暖工程施工质量验收规范》GB 50242，《建筑给水排水设计标准》GB 50015，《建筑与小

区管道直饮水系统技术规程》CJJ/T 110的有关规定。 

5.1.2 管道设备施工安装应具备下列条件： 

1 施工图纸和其他技术文件齐全，设计单位已向建设、施工、监理单位进行过技术交

底； 

2 安装所需管材和组件、配件、附件等材料齐备，已核对产品合格证、质量保证书、

产品规格型号、品种和数量，并外观检查合格； 

3 施工现场的施工用水、供电满足要求，材料贮放场地条件能满足需要； 

4 施工机具已到场； 

5 设备基座、预埋件到位。 

5.1.3 施工人员应通过专业培训，持证上岗。 

5.1.4 生活饮用水系统和直饮水系统中的涉水产品应满足卫生安全的要求。 

5.1.5 给水管道系统应在外部设置不同的标识，并符合下列规定： 

 1 冷水管道应使用蓝色系标识； 

 2 热水管道应使用红色系标识； 

 3 热回水管道应使用黄色系标识； 

 4 直饮水管道应使用绿色系标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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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2 施工安装准备 

5.2.1 施工安装前，施工单位应了解建筑物的结构，并根据设计图纸和施工方案制订与土

建工程及其他工程的配合措施。 

5.2.2 应在开始施工时对施工人员进行关于建筑供水活水管路系统管道铺设的安装指导和

培训。安装人员应经专业培训，掌握操作要点。 

5.2.3 管道系统安装前，应对管材、管件、阀门等元件的外观进行认真检查，清除内部污

物和杂质。 

5.2.4 管材、管件不得暴力运输及搬运，货物应包装后存储在无腐蚀性气体的干燥洁净的

独立房间内，应避免杂乱堆放，所有管材及管件应有防水包装。 

5.2.5 管道、管件应避免与水、金属、水泥等直接接触，存放地点应保持干燥、无积水、

漫水、滴水现象。管道存储时，应使用木方在下方架空，木方间距不宜超过 1500mm。 

5.2.6 管道、管件应避免存放在阳光直射、有沙粒及有灰尘的场所，现场应处于干净、整

洁、干燥的环境。 

5.2.7 设备和卫生器具在施工现场运输、保管和施工过程中，应采取防止损坏的措施。 

 

5.3 管道敷设 

5.3.1 给水管道不宜穿越伸缩缝、沉降缝、变形缝。如必须穿越时，应采用金属波纹管、方

形补偿器等补偿管道伸缩和剪切变形的装置。 

5.3.2 给水管道不得穿越生产设备基础，在特殊情况下必须穿越时，应采取有效的保护措施。 

5.3.3 室内给水管道应避免埋地敷设。当埋地敷设时，应符合下列要求: 

1 应避免布置在受重承压处的下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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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管顶到装修面层埋深不宜小于 0.03m； 

3 与排水管之间的最小净距，平行埋设时应不小于 0.5m，交叉埋设时不应小于 0.15m，

且给水管应在排水管的上方。 

5.3.4 管道穿越防火墙时，应设置防火套管。 

5.3.5 防火套管宜选用热浸镀锌钢套管，管道和套管之间不得使用保温材料，应使用防火

阻燃密实材料填实。套管应使用防火泥封堵，且端面光滑，套管管径应比套管内管道管径

大两个规格。管道接口不得设在套管内，且管道不可与防火泥直接接触。 

5.3.6 安装在楼板内的套管，其顶部应高出装饰面20mm；安装在卫生间及厨房内的套管，

其顶部应高出装饰地面50mm，底部应与楼板底面相平；安装在墙壁内的套管其两端与饰

面相平。 

5.3.7 管道应设支架、托架或吊架，固定支架和活动支架的设置位置、间距、形式、材质、

规格尺寸等应按管材性质确定，并应符合现行国家标准《建筑给水排水及采暖工程施工质

量验收规范》GB50242的有关规定。 

5.3.8 管道安装时接口处应清洁无污物，安装过程中应防止施工碎屑落入。 

 

5.4 密闭性测试 

5.4.1 建筑供水活水管路系统的密闭性测试包括：防漏识别测试、气压测试和水压测试。 根

据实际工况，可采用气压测试和水压测试，或只进行水压测试 

5.4.2 防漏识别测试应符合下列要求： 

1 气压测试时，应采用不低于0.0002MPa（2mbar）精度压力表，测试，压力范围为

0.0022MPa~0.30MPa（22mbar~3bar）的无油压缩空气、氮气或二氧化碳气体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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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测试。 

2 水压测试时，应采用0.01MPa（0.1bar）精度压力表，压力范围为0.1MPa~0.65MPa

（1bar~6.5bar）的压力进行测试。 

3 压力稳定后，进行保压，并检查压力表。压力表无压降，管道系统无遗漏连接点；

压力表有压降，应查找遗漏连接点，并在遗漏点处进行补漏操作。 

5.4.3 气压测试应在防漏识别测试结束后进行，先进行严密性试验再进行强度试验，并应

符合下列要求： 

1 严密性试验：试验压力为 150mbar。当管道总容积小于等于 100L，保压时间不得

低于 120min。管道容积每增加 100L，保压时间需延长 20min。容积增加不足 100L，按

100L 计算。在达到试验压力后、保压开始之前，应预留出管道内、外温度达到平衡的时

间。测试全程应无压降、无变形。 

2 强度试验：管道公称尺寸 DN≤50，试验压力为 0.3MPa（3bar）；管道公称尺寸

DN50-DN100，试验压力为 0.1MPa（1bar）。达到试验压力后，稳压时间为 10min。测

试全程应无压降、无变形。 

3 气压测试内容，应进行详细现场记录。记录内容应符合附录 B 的要求。 

5.4.4 水压测试应在防漏识别测试结束后进行，先进性强度试验再进行严密性试验，并应符

合下列要求： 

1 强度试验：当系统设计工作压力等于或小于 1.0MPa 时，水压强度试验压力应为设

计工作压力的 1.5 倍，且不可低于 0.6MPa；当系统设计工作压力大于 1.0MPa 时，水压

强度试验压力应为该设计工作压力加 0.5MPa。水压强度试验的测试点应设在管道系统的

最低点。达到试验压力后稳压 30min。测试全程应无压降、无变形。 

2 严密性试验：在强度试验后，应进行严密性试验。试验压力应为设计工作压力，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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到试验压力后稳压 24h，测试全程应无压降、无变形。 

3 水压测试内容，应进行详细现场记录。记录内容应符合附录 C 的要求。 

 

5.5 管道清洗 

5.5.1 建筑供水活水管路系统管道清洗，应符合下列基本要求： 

1 安装及压力测试结束后，使用管道设施前，应使用生活饮用水分别冲洗生活饮用水

管道和直饮水管道； 

2 水质应符合现行国家标准《生活饮用水卫生标准》GB5749 的要求； 

3 如果系统在调试后没有立即投入使用，则应对管道定时冲洗。冲洗时间间隔应不大

于 7 天。 

5.5.2 进行管道清洗时的步骤和要求，应符合下列规定： 

1 应采取预防措施，保护如卫生间冲洗阀，恒温混合器等敏感的阀门和设备免受因安

装系统而引起的异物污染。冲洗时，管路中阀门可旋转至完全打开状态，使水流畅通无阻

地经过阀门；末端设备的前端可设置保护设备的关断阀门。 

2 根据安装管道的布局，系统应分段冲洗。冲洗管道段长度不得超过 100m。 

3 从冲洗部分入口处的维修阀开始，冲洗程序的顺序应符合从离干管由近至远；从干

管的最低处开始，逐层进行冲洗要求。 

4 在任何待冲洗楼层，放水点应从距离干管的最远端开始，依次完全打开。 

5 冲洗设备的最小速度应不小于 2 m / s。 

6 冲洗期间，系统中水的更换次数不应少于 20 次。 

7 冲洗最远处下游排放点后，应从所有回路上游端的排放点开始依次关闭排放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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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最后一个水龙头打开冲洗后，水龙头应以相反的顺序关闭。 

8 对于水龙头的手动操作，建议“打开”间隔为 5 s，“关闭”间隔小于 2 s。 

9 安装在阀门上游或无法更换的过滤器，冲洗后应反冲洗或更新过滤器。 

10 对于隐藏的恒温阀和其他敏感阀门，应遵循产品的说明要求。 

5.5.3 管道清洗检查，以各出水点的颜色和透明度与接入口的水质一致为合格。管道清洗

结束后，应对冲洗过程进行记录，确认合格，并将其保存移交给业主。 

5.5.4 管道水质应按当地卫生健康部门要求定期进行水质检测，不具备自行检测能力的，

应委托具有资质的机构进行检测，并应将检测结果公示。 

 

5.6 验收 

5.6.1 建筑供水活水管路系统各部分调试检验完成后，应进行工程竣工验收。生活饮用水

管道系统验收应符合现行国家标准《建筑给水排水及采暖工程施工质量验收规范》 

GB50242和《建筑给水排水设计标准》GB 50015的有关规定；直饮水管道系统验收应符

合《建筑与小区管道直饮水系统技术规程》CJJ/T 110的有关规定。 

5.6.2 管道系统竣工验收时，施工单位、工程监理单位、甲方代表等应到现场，并做好相关

记录。出现验收不合格的情况，应要求施工单位整改，然后重新进行验收。 

5.6.3 管道系统验收，应检查管道支架、套管、伸缩补偿措施，并进行气压和水压试验，

或只进行水压试验。 

5.6.4 气压试验包括严密性试验和强度试验。当出现以下情况时，应在水压试验前单独进

行气压试验，： 

 1 管道系统验收与实际运行时间间隔大于 7 天（168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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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 周围环境温度小于 0°C，管道内水体存在结冰风险。 

5.6.5 管道系统经水压试验合格后方可投入运行，水压试验应包括强度试验和严密性试验。

水压试验的水质应符合现行国家标准《生活饮用水卫生标准》GB5749 的要求。 

5.6.6 具有防漏识别功能的管道系统，应在水压试验前先进行防漏识别测试。发现遗漏连

接点，应及时进行补漏措施。 

5.6.7 系统在完成试压测试后，应进行验收移交，移交时应有施工单位、甲方现场工程师、

监理单位、投资公司、管理单位等参与并签署确认，相关资料应及时归档。 

5.6.8 竣工验收时应具备下列文件： 

1 组件、配件、附件、材料出厂合格证和质量保证相关文件； 

2 系统试压和隐蔽工程验收记录； 

3 建筑供水活水管路系统安装记录； 

4 涉水部件试压、冲洗、消毒调试检查记录； 

5.6.9 竣工验收时应重点检查下列内容： 

1 供水水质、水温应达标； 

2 系统运行情况和各用水点额定压力、额定流量、热水温度等参数比对应符合要求； 

3 供水管网水压下降至最低服务压力值时应具备应对措施； 

4 防回流污染装置的防回流污染效果应达到产品技术标准； 

5 管道、管件、附件管径和压力配套性应符合要求； 

6 远程监控功能应实现，数据传输及时准确、数据存储安全、预警、报警及强制操作

可行，访问应方便、报表应准确。 

5.6.10 建筑供水活水管路系统验收合格后应填写验收报告，相关方应签字确认。验收不合

格，应记录不合格项，并通知相关部门返修、返工处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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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维护和管理 

6.0.1 维护管理单位应对建筑供水活水管路系统设施进行定期保养和维护。发生故障后，

应组织抢修。 

6.0.2 维护管理单位应制定建筑供水活水管路系统的维护保养计划，对需要保养的部件应

规范保养频次、保养措施和流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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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录 A 管件局部阻力系数表 

A.0.1 管件局部阻力系数见表 A.0.1。 

 

表 A.0.1 金属管件局部阻力系数表 
 局部阻力系数值 

产品 类型 代号 示意图 DN12 DN15 DN20 DN25 DN32 DN40 DN50 DN60 DN65 DN80 DN100 

 
三通-支流 TA 

 

2.0 2.3 1.2 2.0 1.5 1.0 0.9 1.0 1.1 1.0 1.1 

 

三通-直

流 
TD 

 

0.7 0.6 0.3 0.6 0.4 0.1 0.1 0.1 0.1 0.1 0.1 

 

三通-分

流 
TG 

 

1.2 1.2 1.0 1.3 1.0 1.0 0.9 1.0 1.1 1.1 1.1 

 
三通-汇流 TVA 

 

1.7 1.6 1.5 1.5 1.4 1.4 1.4 1.9 1.8 1.8 1.8 

 

三通-合

流 
TVD 

 

3.1 3.0 2.9 2.8 2.6 2.8 2.8 3.8 3.5 3.5 3.5 

 

三通-对

流 
TVG 

 

1.9 1.7 1.5 1.4 1.3 1.4 1.4 1.8 2.4 2.4 2.4 

 文丘里 EPD 
 

 - 5.8 4.2 6.2 6.2 7.2 6.5 - - - 

 
90° 弯头 W90 

 

0.5 0.6 0.4 0.2 0.5 0.4 0.4 0.3 0.2 0.2 0.2 

 
45° 弯头 W45 

 

1.5 1.6 0.5 0.3 0.2 0.2 0.2 0.2 0.1 0.1 0.1 

 异径对接 RED 
 

 1.9 1.6 1.6 1.5 0.1 0.1 0.1 0.1 0.1 0.1 

 
单承弯 WS 

 

1.4 1.5 3.6 - - - - - - - - 

 

双承弯-

直流 
WSD 

 

1.2 0.4 0.4 - - - - - - - - 

 

双承弯-

支流 
WSA 

 
1.9 1.7 3.7 - - - - - - - - 

 对接 K 
 

0.4 0.4 0.4 0.6 1.2 0.1 0.1 0.1 0.1 0.1 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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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录 B 管道系统气压测试记录表 

适用范围：金属管道气压测试 

测试介质：压缩空气或惰性气体 

施工项目/施工阶段： 

客户/客户代表： 

承包商/承包商代表： 

管道系统材质： 

测试压力：          bar；  测试介质：□无油压缩空气  □氮气  □二氧化碳 

环境温度：          °C；  测试介质温度：          °C 

测试单元：      □管道整体测试   □管道分段测试 

 

· 所有管路已通过金属管塞、管帽、阀门或法兰关闭。       □ 

· 所有设备、压力容器及用水器具已从测试管路中被隔离。      □ 

· 所有采用的带有防漏卡功能的管件接头、螺纹接头、配件已进行 100%检查。 □ 

 

严密性试验-测试压力：150mbar 

· 测试时间： 

管道容量低于 100L，其测试时长不得低于 120 分钟。 

管道容量每增加 100L，测试时长需多延长 20 分钟。 

在达到测试压力后、保压开始前，应预留出管道内、外温度达到平衡的时间。 

· 管道容积：          L；  测试时间：          min。 

· 检查压力表（测量精度 1 mbar）           □ 

· 测试过程无压降。              □ 

 

强度试验-测试压力：3 bar（DN≤50）；1bar（DN＞50） 

· 测试时间：10 分钟。 

在达到测试压力后、保压开始前，应预留出管道内、外温度达到平衡的时间。 

· 检查压力表（测量精度 0.1bar）           □ 

· 测试过程无压降。              □ 

气压测试已按照相关规定测试完毕！ 

日期：        

测试员（签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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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录 C 管道系统水压测试记录表 

适用范围：金属管道水压测试 

测试介质：生活饮用水 

施工项目/施工阶段： 

客户/客户代表： 

承包商/承包商代表： 

管道系统材质： 

 

环境温度：          °C；  测试介质温度：          °C 

测试单元：      □管道整体测试   □管道分段测试 

 

· 所有管路已通过金属管塞、管帽、阀门或法兰关闭。       □ 

· 所有设备、压力容器及用水器具已从测试管路中被隔离。      □ 

· 所有采用的带有防漏卡功能的管件接头、螺纹接头、配件已进行 100%检查。 □ 

· 水压测试使用水质符合生活饮用水水质要求。        □ 

 

强度试验-测试压力： 

· 当系统设计工作压力等于或小于 10bar 时， 

水压强度实验压力应为设计工作压力的 1.5 倍工作压力且不可低于 6bar； 

· 当系统设计工作压力大于 10bar 时， 

水压强度实验压力应为该设计工作压力加 5bar。       □ 

· 测试时长：30 分钟。              □ 

·  测试过程中压力无下降。             □ 

 

严密性试验-测试压力： 

· 为系统设计工作压力。              □ 

· 测试时间：24h。               □ 

· 测试过程中压力无下降。             □ 

 

水压测试已按照相关规定测试完毕！ 

日期：        

测试员（签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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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规程用词说明 

为便于在执行本标准建筑供水活水管路系统技术规程条文款时区别对待，对

要求严格程度不同的用词说明如下： 

1 表示很严格，非这样做不可的： 

正面词采用“必须”，反面词采用“严禁”； 

2 表示严格，在正常情况下均应这样做的： 

正面词采用“应”，反面词采用“不应”或“不得”； 

3 表示允许稍有选择，在条件许可时首先应这样做的： 

正面词采用“宜”，反面词采用“不宜”； 

4 表示有选择，在一定条件下可以这样做的，采用“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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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用标准名录 

  本导则引用下列标准。其中，注日期的，仅对该日期对应的版本适用本导

则；不注日期的，其最新版适用于本导则。 

《建筑给水排水设计标准》GB50015 

《生活饮用水卫生标准》GB5749 

《建筑给水排水及采暖工程施工质量验收规范》GB50242 

《建筑与小区管道直饮水系统技术规程》CJJ/T 110 

《生活热水水质标准》CJ/T 521 

《饮用净水水质标准》CJ9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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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工程建设标准化协会标准 

 
建筑供水活水管路系统技术规程 

T/CECS xxx-202x 

条文说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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制定说明 
 

本规程制定过程中，编制组进行了建筑活水系统的调查研究，总结了我国工

程建设建筑给水的实践经验，同时参考了国外先进技术法规、技术标准。 

为便于广大技术和管理人员在使用本标准建筑供水活水管路系统技术规程

时能正确理解和执行条款规定，《建筑供水活水管路系统技术规程》编制组按章、

节、条顺序编制了本规程的条文说明，对条款规定的目的、依据以及执行中需注

意的有关事项等进行了说明。本条文说明不具备与标准正文及附录同等的法律效

力，仅供使用者作为理解和把握规程规定的参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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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总则 

1.0.1 本条规定了建筑供水活水管路系统技术规程的使用范围，设计、安装、测试、验收及

维护管理。 

1.0.2 本条规定了建筑供水活水管路系统技术规程的适用范围，新建、扩建和改建的民用及

公共建筑冷水活水管道系统、热水循环系统及直饮水活水管道系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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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基本规定 

3.0.2 本条规定了建筑供水活水管路系统需要满足的三个基本条件，水交换、温度以及流速。

同时满足这三个条件的管路系统，方可成为建筑供水活水管路系统。 

 
 

3.0.4 建筑给水管道系统，在压力允许的条件下，选择口径较小的管道有利于提高流速进而

提高水交换频率。口径较小的管道也更加经济、环保。 

 

3.0.5 本条规定了管道材质。现阶段，管道内水的主要污染来自于微生物。金属管道不易于

水中微生物的繁殖，具体抗菌、抑菌的作用。所以，建筑给水活水管路系统的管道材质宜采

用金属材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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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设计 

4.1 一般规定 

4.1.1 本条规定了建筑给水活水管路系统在设计或采用过程中应当考虑的各方

面因素。如，建筑给水活水管路系统组成中包含有电气设备，因此，在使用电气

设备过程中必须考虑相关人员人身安全及健康因素、周围环境安全因素，专业设

备及管道安装工作必须由专业厂家或专业人员指导进行。 

4.1.2 第 1 款，建筑物终端用水设备及器具处的水质应符合现行国家标准《生活

饮用水卫生标准》GB5749 的要求。同时，为保证饮用水的卫生要求，防止水质

二次污染，确保二次供水的卫生质量和使用安全，加强对二次供水设施的监督管

理，保证居民身体健康，二次供水的生活饮用水水质应符合现行的国家标准《二

次供水工程技术规程》CJJ140 的要求。世界卫生组织认为，提供安全的饮用水

对身体健康是必不可少的。 

4.1.3 建筑供水活水管路系统，是对现有给水系统的进一步优化、升级。无论是

生活饮用水系统、还是直饮水系统，都可以通过提高流速、缩小管径，以提升管

道内水体的置换频率，降低水在管道内的停留时间，减少死水区，从而提高水质。

通过限制冷、热水管道内的水温，以降低微生物尤其是军团菌的活跃度、舒适度，

从而降低管道内微生物地滋生所带来的对水质的污染。 

4.1.4 给水泵及给水处理设备宜设置在生活给水设备房内，以便于日常检修及维

护，设备间位置宜设置在建筑物的中部，可减少管材管件的使用及系统的能耗，

应避免靠近主要生活休息区域，设备应采用减震降噪措施。 

4.1.6 本条规定了对隔音防噪要求，给水管道的支架应采用减震措施，如橡胶垫

圈或垫片。  

 

4.2 冷水活水管道系统 

4.2.1 住宅生活用水定额与气候条件、水资源状况、经济环境、生活习惯、住宅

类别和建设标准等因素有关，设计选用时应综合考虑。住宅生活用水定额按住宅

类别、建筑标准、卫生器具设置标准考虑；当住宅生活用水定额需考虑地域分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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城市规模等因素时，可参考现行国家标准《民用建筑节水设计标准》GB50555

选用。当地主管部门对生活用水定额有具体规定时，应按当地规定执行；当地没

有规定的，依据 GB50015-2019 中表 3.2.1 取值。其中，最高日用水定额可用

于计算用水部位最高日、最高日最大时、最高日平均时的用水量，平均日用水定

额可用于计算用水部位的平均日及年用水量。 

4.2.2 由于给水配件构造的改进与更新，出现了更舒适、更节水的卫生器具，故

选用的卫生器具的给水额定流量和工作压力应符合产品要求。 

4.2.4 随着国民经济的发展，人们生活水平的提高，建筑室内给水水质安全越来

越引起人们的重视。目前已有国外的相关资料显示，室内给水管道布置成环状管

网，是保证建筑室内给水水质安全的一项技术措施。因此在经济条件许可的前提

条件下也可将室内给水管道布置成环状。 

第 2 款厨房、集中浴室、洗衣房等场所，因其用水量较大，用水时间与其他

用水点不尽一致，使用时会对系统稳定性产生不利影响，建议设置单独的分路系

统，有利于避免引起其他用水点水量、水压的波动，同时也便于管理和计量。通

过采用特殊的给水配件和装置、支管环状供水布管，以及在管道末端设置定时用

水的卫生器具等方式，减少给水系统内不流动的枝状管段，使管段内的水得以流

动起来，以减缓水质恶化。 

4.2.8 给水管道的防结露计算是比较复杂的问题，它与水温、材的导热系数和壁

厚、空气的温度和相对湿度.绝热层的材质和导热系数等有关。如资料不足时.可

借用当地空调冷冻水小型支管的绝热层做法。在采用金属给水管出现结露的地区，

塑料给水管同样也会出现结露，也需做绝热层。 

4.2.9 为了确保 PWH 装置的温度维持，以避免从热水管到冷水管的任何热交换，

临床设施和疗养院的规划者和操作者近年来逐渐相信，应在每个采样点引入热水

回水管( PWH-C )。原因：一方面，规定的排放时间得到安全保障，另一方面，

罗伯特·科赫研究所( RKI )医院卫生和感染预防指南对危险地区的要求得到遵守。

因此，进行了贯通式安装，不仅给操作人员带来了巨大的额外费用，而且军团菌

问题也由生活热水转向冷水侧：实践表明，冷水管道( PWC )存在永久加热，特

别是在墙配件表面和金属制淋浴器下面和安装的配件的表面。 

在规划和后期的执行中，特别是这两点导致了执行中的问题： 

1. “尽可能短”一词被误解为 RKI 指令对支路水管长度的要求。 

2. 该指示方针中关于冷水管道( PWC )不受热保护的补充提法尚未得到充分考

虑。 

在前面提到的第一点，“尽可能短”这个术语显然在心理上等同于“直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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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至于说到了上述所描述的从循环到冷水管安装的传热问题。然而，如果与普遍

接受的技术规则类似，在规划中列入热水给水管最多 3 升的允许含水量，那么

“尽可能短”这个词就大不相同了。如果将罗伯特·科赫研究所的要求与这些普

遍接受的技术规则结合起来，规划人员得出的结论是，尽可能短的连接指应该短

到不会在明显区域发生损坏。 

第二点，来自经常很少受到关注的罗伯特·科赫研究所指示方针中的共决点

是这样一句话：‘冷水管必须在离热源足够远的地方(例如管道、烟囱、供暖系 )

规划、制造和绝缘，以这样的方式使水质不因加热而受损(微生物的温度相关增

殖) (另见 DIN 1988 第 2 部分 , No.10.2 )’。从罗伯特·科赫研究所指示方针

中的这句话可以看出，为了保护饮用冷水( PWC )不被加热，管道的位置也必须

考虑在内。目前的 DIN EN 806 – 2 第 14.2 点指出：“冷水管要么通过与热源

足够的距离，要么通过绝缘来保护其不受外界热量的影响。” 

例如，如果用户根据 VDI 6003 选择舒适度 III 级淋浴，输出时间为 7 s 的

热水( PWH )，则可在不超过输出时间的情况下，可规划长达 10 m 的尺寸为 16 

mm 的多层复合管的非循环行/单供应线用于淋浴。这种简单的安装方式满足了

所有的要求，从而使预墙单元中的热回水管( PWH-C )完全过剩。 

 

4.3 热水循环管道系统 

4.3.1 设置热水循环系统的目的是为了保证热水使用效果，满足配水点热水水压

和水温的稳定、可靠，消除水质安全隐患，并节水和节能。 

第 1 条，根据现行国家标准《建筑给水排水与节水通用规范》GB55020

的相应条文设置，其中热水配水点水温系指单开热水龙头时的出水温度。规定配

水点最低出水温度出水的时间，居住建筑≤15s，公共建筑≤10s，是为了满足节

水、节能和使用要求，其措施是控制入户热水支管的长度，当长度过长时，应采

取自调控电伴热保温或支管循环措施。 

4.3.2 本条规定了热水系统的循环系统形式： 

管路同程是指相对于每个配水点的供、回水管总长相等或者近似相等，其实

质是使循环水流经各回水管道的阻力近似相等，此种方式比较耗费管材，系统内

水头损失也会增加； 

压力同程是指在每个分支的回水管上设置动态平衡阀，通过阀门调节系统中

压力的平衡，此种方式阀门较多，造价较高，但系统内压力平衡、热水出水效果

好； 



 

47 

 

混合同程是指系统中的部分管路同程，并在同程后的回水管上设置动态平衡

阀，经过动态平衡阀后的回水再进行汇合，回水到加热设备，此种方式综合了上

述两种方式。 

在工程设计中，应根据建筑的平面布局以及业主要求进行合理的同程系统选

择。 

4.3.3 热水供水水温涉及供水安全、卫生、节能、设备管道使用寿命等诸多因素，

热水系统中热水水温大于 60℃时，可在 2min~30min 内杀死系统内的致病菌,

故控制适当的热水供回水水温是灭菌保证热水水质的重要措施。 

4.3.4 为了避免可能产生的烫伤风险，故冷凝段的长度不宜设计的过短。 

 

4.4 直饮水活水管道系统 

4.4.1 第 1 条，直饮水一般均以市政给水为原水经过深度处理方法制备而成，其

水质应符合现行行业标准《饮用净水水质标准》CJ94 的规定。 

第 2 款，为了确保管道直饮水系统的水质稳定达标、运行安全可靠，作出了

系统独立设置的规定。 

4.4.3 直饮水活水管道系统布置方式是参考现行行业标准《建筑与小区管道直饮

水系统技术规程》CJJ/T 110 的相关要求确定的。 

第 1 条 管道直饮水设循环管道，其目的是防止管网中长时间滞流的饮水在

管道接头、阀门等局部不光滑处，由于细菌繁殖或微粒集聚等因素而产生水质污

染和恶化的后果。考虑到循环回水系统一方面把系统中各种污染物及时去掉，控

制水质的下降，同时又缩短了水在配水管网中的停留时间，借以抑制水中微生物

的繁殖。本条规定“循环管网内水力停留时间不应超过 12h”是根据现行国家标

准《建筑给水排水设计标准》GB50015 的条文编写的。循环管网应同程布置，

保证整个系统的循环效果。 

第 2 条 考虑到同一栋建筑内，存在用户对用水水质的不同需求。所以设置

了第 2、3 条。当建筑内无可直接使用的直饮水循环管道系统，用户可根据此条

规定，在户内增加或改造直饮水管道，以满足日常饮用需求。 

 

4.5 管道系统水力计算 

4.5.3 建筑供水活水管路系统的水力计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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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流速的大小直接影响管径选择的技术、经济的合理性，流速过大易产生水

锤，引起噪声，损坏管件或附件，并将增加管道的水头损失，使建筑内的给水系

统所需压力增大。而流速过小，又将造成管材的浪费。 

卫生间内给水环路管径及流速可按下表确定，系统干管管径及流速按《建筑

给水排水设计标准》GB50015-2019 中的 3.7 节确定： 

 

薄壁

铜管 

管材 

卫生间内

水点总数 

同时使用

水点数 

设计秒流

量 L/s 

内径 

cm 

流速 

m/s 
干管管径 环内管径 

1 3个 2 个 0.20  13 1.508  d15 d15 

2 4个 2 个 0.20  13 1.508  d15 d15 

3 5个 3 个 0.30  16 1.493  d18 d18 

4 6个 3 个 0.30  16 1.493  d18 d18 

5 7个 3 个 0.30  16 1.493  d18 d18 

6 8个 4 个 0.40  16 1.990  d18 d18 

薄壁

不锈

钢 

管材 

卫生间内

水点总数 

同时使用

水点数 

设计秒流

量 L/s 

内径 

cm 

流速 

m/s 
干管管径 环内管径 

1 3个 2 个 0.20  14.6 1.195  DN15 DN15 

2 4个 2 个 0.20  14.6 1.195  DN15 DN15 

3 5个 3 个 0.30  14.6 1.793  DN15 DN15 

4 6个 3 个 0.30  14.6 1.793  DN15 DN15 

5 7个 3 个 0.30  14.6 1.793  DN15 DN15 

6 8个 4 个 0.40  18.2 1.538  DN20 DN20 

 

例： 当卫生间内水点总数为 3~4 个时，可按马桶和淋浴 2 个水点同时使用计算，

设计秒流量为马桶和淋浴的额定流量之和。 

当卫生间内水点总数为 4~7 个时，可按马桶、淋浴和浴缸 3 个水点同时使

用计算，设计秒流量为马桶、淋浴和浴缸的额定流量之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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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局部阻力计算示例 

举例1：T型三通，支路分流TA，PWC: 

ζ = 3.0, ρ=999.7 kg/m3, v = 1.5 m/s。 

从而得出 

ΔpE = 3  ⋅
999 7

2
1   ⋅ 1

hPa

1  Pa
= 33 7 ≈ 34hPa  

 
34hPa 的压力损失将被分配到管段TS3。 

 

举例2：T型三通，通道合流TVB，PWH-C： 

ζ = 1.3, ρ= 983.2 kg/m3, v = 0.4 m/s 

从而得出 

ΔpE = 1 3 ⋅
983 2

2
  4 ⋅ 1

hPa

1  Pa
= 1  2 ≈ 1hPa 

 
1hPa 的压力损失将被分配到管段TS1。 

 

4.6 环状布置方式水力计算 

环状布置方式水力计算，需要根据管路内实际管道长度、配水点数量和水头

损失以及初始分配流量，进行多次管路内平差迭代计算。由于迭代计算具有计算

量大、计算过程重复性高等特性，推荐使用计算软件处理，以提高计算效率和准

确性。 

 



 

50 

 

5 安装和验收 

5.3 管道敷设 

5.3.1 当建筑物或室外地面沉降量较大时，凡是穿越建筑的引入管和接出管均应

考虑防沉降措施。 

5.3.2 本条规定给水管道不得穿越生产设备基础，当实在无法避免时，必须采取

有效保护给水管道的措施。确保一定的埋设深度并在给水管道外设置套管，这些

都是有效的保护措施。 

5.3.3 本条是为保证给水管道卫生条件，规定了给水管道与排水管道之间的距离

要求。本条也参考了现行国家标准《城市工程管线综合规划规范》GB50289 的

规定。 

 

5.4 密闭性测试 

 

5.4.4 第 1 条，强度试验测试中，当试压压力超过给水器具及阀芯厂家提供的可

承受压力参考值时，在试验加压前，给水器具及阀芯等需与管路系统断开，予以

保护给水器具及阀芯不受试验时所赋加的高压破坏。 

 

 

5.5 管道清洗 

5.5.2 第 1 条，采取预防措施，保护如卫生间冲洗阀，恒温混合器等敏感的阀门

和设备免受因安装系统而引起的异物污染。在冲洗时管路中维修阀门可旋转至完

全打开状态，使水流畅通无阻地经过阀门；末端设备的前端可设置保护设备的关

断阀门。 

第 7 条，冲洗效果需通过定期打开和关闭空气和水供应来增强，事实证明由快速

打开和关闭的阀门（例如球阀）产生的压力波动特别有效。 

第 8 款，对于水龙头的手动操作，建议采用“打开”间隔为 5 s，“关闭”间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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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于 2 s 方式。通过自动冲洗（例如，根据制造商的说明使用特殊的冲洗设备）

可能会产生较高的压力波动频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