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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总则

1.0.1 为规范和指导承插压合式连接薄壁不锈钢管道的工程应用，做到安全可靠、

技术先进、经济合理、维护方便，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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业建筑和市政工程中采用

承插压合式连接薄壁不锈钢管道工程的设计、施工、验收和维护管理。本规程不

适用于采用承插压合式连接薄壁不锈钢管道的燃气系统管道工程。

【条文说明】承插压合式连接薄壁不锈钢管道具有防腐能力强、耐久性好、安装

方便等特点，在民用建筑、工业建筑及市政工程等项目的给水系统、热水系统、

管道直饮水系统、消防给水系统、虹吸式雨水排水系统、空调水系统、冷库制冷

系统、高纯气体输送系统等系统中得到广泛推广应用。工业建筑领域主要包括电

子工业、仓储物流、石油化工、冷库冷链、海水淡化等方向。

承插压合式连接薄壁不锈钢管道的燃气系统管道工程的设计、施工、验收和

维护管理由专门的技术规程另行规定，不适用于本规程。

1.0.3 承插压合式连接薄壁不锈钢管道的管材、管件和密封材料应符合国家现行

有关产品标准的规定。

1.0.4 采用承插压合式连接薄壁不锈钢管道工程除应符合本规程规定外，尚应符

合国家现行有关标准和中国工程建设标准化协会有关标准的规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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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术语和符号

2.1 术语

2.1.1 承插压合式管件 insert press-fittings

承口为双层结构，内外层连接处为无缝焊接的整体式不锈钢管件，管件夹层

之间可插入相同规格薄壁不锈钢管。

2.1.2 承插压合式连接 insert press-fit connection

采用承插压合式管件，用液压工具压合实现管道连接，以厌氧胶保证连接部

位密封性能的连接方式。

2.1.3 大宗气体 bulk gas

电子工业中使用的氮气、氢气、氧气、氩气、氦气的统称。

2.1.4 AP管 annealed and pickled pipe

真空脱碳制造并经酸洗或钝化的不锈钢管。

2.1.5 BA管 bright annealed pipe

在氢气保护气或真空状态下经过高温热处理的光亮退火不锈钢管。

2.1.6 高纯气体输送系统 high purity gas delivery systems

从大宗气体纯化装置至高纯气体使用点的输送系统。

2.2 符号

Pmin——系统内的允许最大负压计算值；

v——流速；

Pvp——设计气温下水的汽化压力；

Pa——系统安装地海拔高度下的大气压力；

m——管道内制冷剂制冷流量；

dn——管道内径；

p——该管道内制冷剂密度；

λ——摩擦阻力系数；

L——直管段长度；

v——流体流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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ζ——局部阻力系数；

Ld——阀门、弯头和三通的局部阻力当量长度；

i——阀门、弯头或三通；

K——管道粗糙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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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材料

3.0.1 管材、管件和密封材料等应符合国家现行相关产品标准的规定，并应具有

国家认可的产品检测机构出具的产品检测报告和质量证明书文件。

3.0.2 管材应符合现行国家标准《流体输送用不锈钢无缝钢管》GB/T 14976、《流

体输送用不锈钢焊接钢管》GB/T 12771的有关规定。

3.0.3 管件应符合现行行业标准《薄壁不锈钢承插压合式管件》CJ/T 463的有关

规定。

3.0.4 管材宜采用奥氏体不锈钢和奥氏体-铁素体双相不锈钢，管件宜采用奥氏

体不锈钢。管材和管件用料钢可按表 3.0.4选用对应牌号，其化学成分应符合附

录 A的规定，其物理性能应符合附录 B的规定。

表 3.0.4 管材和管件用料钢的力学性能

类型
统一数

字代号
牌号 推荐热处理制度

力学性能

规定塑性

延伸强度
Rp0.2/(MPa)

抗拉强度
Rm/(MPa)

断后伸

长率
A /%

硬度

HV HRC

不小于 不大于

奥氏

体不

锈钢

S30408 06Cr19Ni10 ≥1040℃，快冷 205 515 40 210 -

S30403 022Cr19Ni10 ≥1040℃，快冷 180 485 40 210 -

S35657 08Cr19Mn6Ni3Cu2N ≥1050℃，快冷 355 650 40 250 -

S35656 05Cr19Mn6Ni5Cu2N ≥1050℃，快冷 355 650 40 250 -

S31608 06Cr17Ni12Mo2 ≥1040℃，快冷 205 515 40 220 -

S31603 022Cr17Ni12Mo2 ≥1040℃，快冷 180 485 40 220 -

S35886 05Cr19Ni6Mn4Cu2MoN ≥1050℃，快冷 345 620 40 242 -

S31703 022Cr19Ni13Mo3 ≥1040℃，快冷 205 515 40 220 -

S35887 05Cr21Ni10Mn3Cu2Mo2N ≥1050℃，快冷 310 620 35 242 -

双相

不锈

钢

S22152a 022Cr21Mn5Ni2N ≥1040℃，快冷 450 620 25 - 25

S23043 022Cr23Ni4MoCuN 950℃～1050℃，

快冷
400 600 25 - 31

S22053 022Cr23Ni5Mo3N 1040℃～

1100℃，快冷
450 655 25 - 31

【条文说明】3.0.4 双相不锈钢 022Cr21Mn5Ni2N（牌号 S22152）是一种氮合

金化的奥氏体-铁素体双相不锈钢，具有高耐腐蚀性和良好的焊接性和成形性，

可广泛应用于石油化工、建筑结构、海洋工程及食品加工等领域。

http://www.jianbiaoku.com/webarbs/book/77291/2559933.s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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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0.5 承插压合式连接薄壁不锈钢管道的规格尺寸，应符合附录 C的规定。

【条文说明】3.0.5 生活给水管、雨水排水管、供暖与空调用水管、消防喷淋、

消火栓给水管、冷库制冷低压管道、压缩空气及工业流体等管材的规格尺寸参照

本规程附录 C的规定，宜采用奥氏体不锈钢Ⅰ系、Ⅱ系壁厚管材。

3.0.6 承插压合式连接薄壁不锈钢管件的规格尺寸，应符合附录 D、附录 E、附

录 F、附录 G、附录 H、附录 I、附录 J的规定。

【条文说明】3.0.7 承插压合式连接薄壁不锈钢管件包括：三通管件、四通管件、

弯头、转换接头、法兰接头、承口等管件。

3.0.7 承插压合式连接高压型薄壁不锈钢管道及管件的规格尺寸，应符合附录 K

的规定。

【条文说明】3.0.7 承插压合式连接高压型薄壁不锈钢管道及管件，一般用于高

压细水雾灭火系统，其最高工作压力为 14MPa。

3.0.8 密封材料应符合现行行业标准《厌氧胶粘剂》HG/T 3737和《工程机械厌

氧胶、硅胶及预涂干膜胶应用技术规范》JB/T 7311的有关规定。

3.0.9 密封用厌氧胶的使用条件和物理性能，应符合表 3.0.9的规定。

表 3.0.9 厌氧胶的使用条件和物理性能

最大密封径

向间隙

（mm）

工作温度

（℃)

初固时间

（min)

（23℃±2℃）

完全固化时间

（h）

（≥23℃）

粘度

（MPa.s）

破坏扭矩

强度

（N.m）

≤0.25 -54~+150 5~10 ≥24 6000~9000 7~20

3.0.10 不锈钢管件在成型焊接工艺后，应经保护气体保护的光亮固溶处理，固

溶处理的温度应为 1000℃~1100℃。

【条文说明】3.0.10 保护气体一般可采用全氢或 AX混合气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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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设计

4.1 一般规定

4.1.1 承插压合式连接薄壁不锈钢管道系统的工作压力，应符合下列规定：

1 输送生活给水、管道直饮水、消防给水、供暖与空调循环水、海水等液

体介质时，系统最大工作压力不应大于 3.0MPa；

2 输送燃油、甲醇、乙醇等工业流体介质时，系统最大工作压力不应大于

3.0MPa；

3 输送气体介质时，系统最大工作压力不应大于 1.6MPa；

4 用于虹吸式屋面雨水排水系统时，系统承受负压的最大绝对值不应大于

0.08MPa。

5 用于高压细水雾灭火体系统时，应采用高压型薄壁不锈钢管道及管件，

且最大工作压力不大于 14.0MPa。

【条文说明】4.1.1 承插压合式连接薄壁不锈钢管道外输送的介质分为液体和气

体两大类。承插压合式连接薄壁不锈钢管道最大工作压力和管材、管件的壁厚、

连接方式、介质种类、工程用途等有关。工程设计时，管道系统的设计压力不得

大于管道系统的最大工作压力，或负压的最大绝对值。

本条第 5款，承插压合式连接高压型薄壁不锈钢管道及管件应符合附录 K

的规定。

4.1.2 承插压合式连接薄壁不锈钢管道系统的设计压力，不得大于管材、管件及

连接方式的公称压力或标称的允许工作压力。

【条文说明】4.1.2 对于不用工程用途和建筑性质的管道系统，管材和管件用料

钢的选择、管道系统的防腐性能、承压能力、环境温度等要求差异很大。根据工

程用途的要求，为了提升管道系统的可靠性或耐腐蚀性能，有时可以选择高耐腐

蚀的用料钢牌号，有时可以增加壁厚，有时可采用高可靠性的连接方式或密封材

料。管道系统设计时，应根据工程用途、建筑性质、输送介质、适用环境和压力

等级等因素，综合后考虑确定。

4.1.3 承插压合式薄壁不锈钢管道系统管材和管件的用料钢应根据使用环境、防

腐性能和工程用途等因素安表 4.1.3选用，并应符合现行国家标准《薄壁不锈钢

管道技术规程》GB/T 29038的相关规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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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4.1.3 管材和管件用料钢的适用环境和工程用途

类型
统一数字

代号
牌号

适用环境

防腐性能或工程用途
PH值

含氯量(mg/L）

温度

≤40℃

温度＞

40℃

奥氏

体不

锈钢

S30408 06Cr19Ni10

6~8.5

≤200 ≤50
适用于生活给水、管道直饮水、

气体、压力排水等轻腐蚀环境的

管道。

S30403 022Cr19Ni10

S35657 08Cr19Mn6Ni3Cu2N

S35656 05Cr19Mn6Ni5Cu2N

S31608 06Cr17Ni12Mo2
＞200,

且≤1000

＞50,

且≤200

适用于低温冷链、压力管道及较

高氯介质或耐腐蚀性能比

S30408、S30403 要求更高的场所。
S31603 022Cr17Ni12Mo2

S35886 05Cr19Ni6Mn4Cu2M

S31703 022Cr19Ni13Mo3

5.5~9.5 ＞1000 ＞200

具有优良的耐酸碱及氯离子腐

蚀性能，适用于给排水、消防给

水（细水雾）、供暖与空调水、

雨水/压力排水、压力管道、工

业流体输送、海水淡化、化工等

高腐蚀场所。

S35887
05Cr21Ni10Mn3Cu2

Mo2N

双相

不锈

钢

S22152 022Cr21Mn5Ni2N

6~8.5

≤200 ≤50

可代替 S30408、S30403 材质用

于锅炉、压力容器、压力管道、

消防给水（细水雾）、供暖与

空调用水、雨水、压力排水。

S23043 022Cr23Ni4MoCuN ＞200,
且≤1000

＞50,

且≤200

具有良好的耐腐蚀性能，可代替

S31603,适用于锅炉、压力容器、

压力管道、消防给水（细水雾）、

供暖与空调用水、雨水、压力排

水、工业流体等较高氯介质及气

体管道。

S22053 022Cr23Ni5Mo3N 5.5~9.5 ＞1000 ＞200

可代替 S31703，适用于耐腐蚀

要求更高的化工厂（盐化工）、

炼油厂及海水淡化工程等高腐

蚀环境的管道。

【条文说明】4.1.3 承插压合式薄壁不锈钢管道系统管材和管件的用料钢应根据

适用环境、防腐性能和工程用途或输送介质等因素选用。表 4.1.3中，不同牌号

双相不锈钢具有如下特点：

1 统一数字代号 S22152用料钢，属于低合金双相不锈钢，具有更高强度，

更良好的耐腐蚀性，能代替 S30408、S30403可用于锅炉、压力容器、压力管道、

消防给水（细水雾）、供暖与空调用水、雨水、压力排水。

2 统一数字代号 S23043用料钢，具有更高强度，更良好的耐腐蚀性能代替

S31603,可用于锅炉、压力容器、压力管道、消防给水（细水雾）、供暖与空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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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水、雨水、压力排水、工业流体等高氯介质及气体管道。

3 统一数字代号 S22053用料钢，属于高合金双相不锈钢更优的耐腐蚀性能

代替 S31703。适用于化工厂、炼油厂及海水淡化工程的管道。

4.1.4 承插压合式连接薄壁不锈钢管道宜在无腐蚀介质的环境中敷设，当不可避

免时应采取有效的防腐措施；与其他金属材料的管道、管件和附件相连接时，应

有防止电化学腐蚀的措施。

4.1.5 承插压合式连接薄壁不锈钢管道系统的管材、管件均应采用不锈钢材质，

且宜为同一厂家产品；管道的连接方式应采取配套的工具及方法连接；当不锈钢

管道和其它管道、阀门、水泵、附件等连接时，应采取防止电位差腐蚀的措施。

4.1.6 承插压合式连接薄壁不锈钢管道与其他金属材料的管道等附件连接时，应

符合下列规定：

1 公称直径为 DN15～DN50的不锈管材、管件与其他材料的管材、管件连

接时，应采用专用螺纹或法兰连接件连接；

2 公称直径为 DN65～DN400的不锈钢管道与其他材料的管道连接时，宜

采用专用法兰转换连接件连接。

【条文说明】4.1.8 本条规定了施工中薄壁不锈钢管道与其他材料的管道连接时

应采取的方法、连接形式的选择，避免产生腐蚀和连接不牢固。

4.1.7 埋地敷设的承插压合式连接薄壁不锈钢管道系统的管材和管件用料钢不

应低于 022Cr17Ni12Mo2（S31603）的防腐性能，并应对管道外壁采取防腐蚀措

施，且不宜采用含有氯离子成分的防腐材料。

【条文说明】4.1.7 承插压合式薄壁不锈钢管材与管件的防腐措施包括：

1 不应与水泥、水泥沙浆、混凝土直接接触；

2 对管道外壁采取表面防腐蚀保护措施，避免电化学腐蚀

3 采用覆塑的薄壁不锈钢管道及管件，覆塑管规格尺寸见附录 C。

4.1.8 管道的伸缩补偿量应根据管道计算长度、管材线胀系数、管外环境温度、

管内介质温度变化、管道节点的允许位移量等因素，经计算确定。

4.1.9 管道不宜穿越建筑物的沉降缝、伸缩缝和变形缝。当必须穿越时，应设置

补偿管道伸缩或剪切变形的装置。

4.1.10 承插压合式连接薄壁不锈钢管道的保温材料选用应符合下列规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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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宜采用无机材料，或柔性泡沫橡塑制品、硬质聚氨酯泡沫塑料制品、玻

璃棉等保温材料，且不应使用含有可溶性卤族元素或卤化物材料；

2 保温层厚度应根据保温材料导热系数、管径、环境温度、管内介质温度

等因素经计算确定，并应符合现行国家标准《设备及管道绝热技术通则》GB/T

4272、《设备及管道绝热设计导则》GB/T 8175、《工业设备及管道绝热工程设

计规范》GB 50264的有关规定；

3 保温材料的耐火等级应符合设计要求，并应符合现行国家标准《建筑设

计防火规范》GB 50016的有关规定；

4 在有雨水入侵和湿度较髙的场所，应采用闭孔保温材料，在保温层外应

有外保护层；

4.1.11 承插压合式连接薄壁不锈钢管道采用自限温电伴热保温带时，应采用阻

燃型电伴热保温带，并应符合现行国家标准《自限温电伴热带》GB/T 19835的

有关规定。

4.1.12 承插压合式连接薄壁不锈钢管道的抗震设计，应符合现行国家标准《建

筑与市政工程抗震通用规范》GB 55002、《建筑机电工程抗震设计规范》GB 50981、

《建筑抗震支吊架通用技术条件》GB/T 37267的有关规定。

4.2 给水系统

4.2.1 生活饮用水给水系统的管材、管件和附件应符合现行国家标准《生活饮用

水输配水设备及防护材料的安全性评价标准》GB/T 17219的有关规定。

4.2.2 生活饮用水给水系统的水力计算，应按现行国家标准《建筑给水排水与节

水通用规范》GB55020、《建筑给水排水设计标准》GB 50015、《薄壁不锈钢管

道技术规程》GB/T 29038的有关规定。

4.2.3 生活给水系统管道内水流速度不宜大于 1.8 m/s。当公称尺寸不小于 DN25

时，水流速度宜采用 1.0 m/s~1.5 m/s；当公称尺寸小于 DN25时，水流速度宜采

用 0.8 m/s~1.0 m/s。

4.2.4 生活给水薄壁不锈钢管道敷设，应符合下列规定：

1 薄壁不锈钢给水管道不应敷设在混凝土结构层内，宜明装敷设；

2 敷设在垫层内的不锈钢给水管道应采用覆塑型管道或外缠绕聚乙烯胶带、

玻璃纤维塑胶带等隔离防腐措施；且隔离防腐层不宜含氯离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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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有防结露要求的场所，薄壁不锈钢给水管道应采取防结露措施；

4 当管道设置在屋面等受阳光暴晒部位时，应采取隔热保护措施。

4.2.5 采用薄壁不锈钢管材的生活热水管道，应符合下列规定：

1 当直线段长度超过 15m时，应采取管道伸缩补偿措施；

2 当管径大于 40mm时，宜设置不锈钢波形膨胀节或线性温度补偿器。

3 当热水水平干管与水平支管连接 、水平干管与立管连接、立管与每层热

水支管连接时，应采取在管道伸缩时相互不受影响的措施。

【条文说明】4.2.5 生活热水管道包括生活热水供水管道和回水管道。生活热水

系统为保持水质卫生采用高温消毒时，高温消毒期间，热水温度可能达到 70℃

以上，应按最不利情况的伸缩量，采取管道伸缩补偿措施。

本条第 2款，薄壁不锈钢管道管径不大于 40mm时，宜采用自然补偿措施。

4.2.6 给水管道穿墙、楼板处应设置套管，穿楼板套管应高处楼板完成面不小于

20mm，管道和套管之间应采用柔性密封材料填塞封闭。

4.2.7 需要泄空的管道，其水平管宜设有坡度比为 0.002~0.003的坡向泄水装置。

4.2.8 管道穿越屋面、水池、地下室外墙等有防水要求处，应设置防水套管。

4.2.9 管道不得敷设在配电间、强弱电管道井、烟道、风道和排水沟内。

4.3 空调水系统

4.3.1 空调水系统室内管道布置应符合下列规定：

1 不得妨碍生产操作、运输通行和建筑的使用功能；

2 不得布置在遇水会引起燃烧、爆炸的原料、产品和设备的上面；

3 不得布置在在烟道、配电间、强弱电井、排水沟、电缆沟内；

4 埋地敷设的管道不应布置在可能受重物压坏处；

5 管道不宜穿越建筑物基础；在特殊情况下必需穿越时，应预留孔洞、

敷设套管，并考虑建筑物沉降等不利因素。

4.3.2 空调水系统管道单位长度水头损失宜控制在 100~300Pa/m，不应大于

400Pa/m；管道流速不宜超过下表的限值。

表 4.3.2 空调水管流速限值表

空调水管流速限值（m/s）

公称直径（mm） 15 20 25 32 40 50 >50

一般管网 0.8 1.0 1.2 1.4 1.7 2.0 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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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特殊安静要求的室内管网 0.5 0.65 0.8 1.0 1.2 1.3 1.5

4.3.3 空调水系统用薄壁不锈钢管道应优先采用自然补偿，常用 L型、Z型自然

补偿，弯曲两侧管段的最大允许长度不应大于 10.0m。

【条文说明】4.3.3 自然补偿即利用管道敷设时的自然弯曲、折转等吸收管道的

温差变形，弯曲两侧管段的长度即从管道固定支座至自由端的最大允许长度，见

图 4.3.3。

图 4.3.3 固定支座自由端最大允许长度

4.3.4 空调水系统薄壁不锈钢管道应配置固定支架、活动支架与伸缩补偿装置，

固定支架间距不宜大于 15.0m，且两个固定支架间应有伸缩补偿措施。

【条文说明】4.3.4 固定支架、活动支架可按照图 4.3.4尺寸布置，固定支架应

保证足够的强度，且波形膨胀节应靠近固定支架处安装。根据受力计算，不锈钢

管路中当管道外径为 DN40mm以上时设置不锈钢波纹膨胀节比较合理。不锈钢

波形膨胀节是由一层或多层薄壁不锈钢管坯制成的环形波纹管，装配短接管或法

兰后组成。波形膨胀节的波数应按固定支架内管道的长度和膨胀节的理论特性经

计算伸缩量确定，要根据其弯曲变形、疲劳寿命和安全系数选择波数，波数计算

结果建议增加 30%富余系数选型。波形膨胀节的定位螺杆是运输或安装过程中的

保护装置，工程安装验收后，应及时彻底拧松螺母，拆除定位螺杆，使之发挥和

恢复补偿功能。

图 4.3.4 不锈钢管道支架与膨胀节安装示意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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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3.5 管道的绝热层厚度可按照《民用建筑供暖通风与空气调节设计规范》GB

50736附录 K 和《公共建筑节能设计标准》 GB50189附录 D选用。

4.4 雨水排水系统

4.4.1 承插压合式薄壁不锈钢排水管道宜用于 87型雨水斗雨水排水系统、虹吸

式屋面雨水排水系统和加压提升雨水系统。

4.4.2 采用承插压合式薄壁不锈钢排水管道的建筑屋面雨水排水系统，应符合现

行行业标准《建筑屋面雨水排水系统技术规程》CJJ142的规定。当用于虹吸式

屋面雨水排水系统时，还应符合团体标准《虹吸式屋面雨水排水系统技术规程》

CECS183的规定。

4.4.3 采用承插压合式薄壁不锈钢排水管道的建筑屋面雨水排水系统，应选用符

合现行行业标准《建筑屋面排水用雨水斗通用技术条件》CJ/T245规定的雨水斗。

4.4.4 承插压合式薄壁不锈钢屋面雨水排水管道系统应能承受正压和负压，并应

符合下列规定：

1 承插压合式薄壁不锈钢排水管道系统正压承受能力不应小于工程验收灌

水高度产生的静水压力，且不大于 3.0MPa；

2 承插压合式薄壁不锈钢排水管道系统负压承受能力不应低于-80kPa。

4.4.5 承插压合式薄壁不锈钢排水管道用于虹吸式屋面雨水排水系统时，其水力

计算应符合团体标准《虹吸式屋面雨水排水系统技术规程》CECS183的规定，

并满足下列要求：

1 系统内的允许最大负压计算值应根据管道内流速、系统安装场所的气象

资料、管道材质等确定；

2 当管中流速小于或等于 6m/s时，系统内的允许最大负压计算值应按公式

4.4.5-1计算确定，但不应低于-80kPa；

3 当管中流速大于 6m/s时，系统内的允许最大负压计算值应按公式 4.4.5-2

计算确定，但不应低于-80kPa；

4 系统校核计算应按系统内所有虹吸雨水斗以校核流量运行的工况，复核

计算系统的最大负压值，系统最大负压值不应低于-80kPa；

5 当虹吸式屋面雨水系统设置场所有可能发生虹吸雨水斗堵塞时，应按任

一个虹吸雨水斗失效，失效虹吸雨水斗的设计流量均分给该系统的其他雨水斗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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运行工况，复核计算系统的最大负压和天沟（或屋面）积水深度，系统最大负压

值不应低于-80kPa；

6 应按 1年重现期 5min降雨历时的设计流量，校核管道的对应设计流速不

小于自净流速。

Pmin=15-Pa （4.4.5-1）

Pmin=0.3v2+Pvp-Pa （4.4.5-2）

式中：Pmin ------ 系统内的允许最大负压计算值（kPa）

v ------ 流速（m/s）

Pvp ------ 设计气温下水的汽化压力（kPa）

Pa ------ 系统安装地海拔高度下的大气压力（kPa）

4.4.6 用于屋面雨水排水系统的不锈钢管材和管件应采用耐腐蚀性能不低于

S30408的材料。用于同一系统的管材（含与雨水斗相连的连接管）与管件，宜

采用相同的材质。管材和管件应进行固溶处理。

4.4.7 当承插压合式薄壁不锈钢雨水排水管道敷设在环境温度变化较大的场所

时，应根据管道的伸缩量采取管道伸缩补偿措施。管道伸缩补偿宜采用自然补偿

方式。

4.5 消防给水系统

4.5.1 采用承插压合式连接薄壁不锈钢管道的消防给水系统,应符合现行国家标

准《消防设施通用规范》GB 55036、《消防给水及消火栓系统技术规范》GB 50974、

《自动喷水灭火系统设计规范》GB 50084、《自动跟踪定位射流灭火系统技术

标准》GB 51427、《水喷雾灭火系统技术规范》GB 50219、《细水雾灭火系统

技术规范》GB 50898、《泡沫灭火系统技术标准》GB 50151和现行协会标准《消

防给水用承插压合式连接薄壁不锈钢管道工程技术规程》T/CECS 1146、《装配

式细水雾灭火系统技术规程》T/CECS 1609的有关规定。

4.5.2 承插压合式连接薄壁不锈钢管道应设置在环境温度不低于 4℃的架空区

域。当环境温度低于 4℃时，可采取电伴热等防冻措施，也可采用承插压合式连

接薄壁不锈钢管道的干式系统或预作用系统。

4.5.3 消防给水用承插压合式连接薄壁不锈钢管道的设计流速不宜大于 2.5m/s，

自动喷水灭火系统管道设计流速可按系统设计要求确定，但任何消防管道的给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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流速不应大于 7.0m/s。

4.5.4 在距离各管件和阀门 100mm以内或在管道变径处应采用管卡牢固固定。

4.5.5 当阀门等组件较重时，应对组件加设支吊架。

4.5.6 固定支架宜设置在变径、分支、接口处及所穿越承重墙、楼板等处的两侧。

垂直安装的配水干管应在其底部设置固定支架。

4.6 冷库制冷系统

I 一般规定

4.6.1 不锈钢管采用承插压合式连接时，制冷管道系统设计应符合现行国家标准

《冷库设计标准》GB 50072、《工业金属管道设计规范》GB 50316、《压力管

道规范 工业管道》GB/T 20801和《压力管道安全技术监察规程——工业管道》

TSG D0001的有关规定。

4.6.2 氨、卤代烃及其混合物制冷系统管道的设计压力应根据当地夏季空调室外

计算干球温度和工作压力计算确定。

4.6.3 直接式制冷系统和二氧化碳间接式制冷系统管道，采用承插压合式连接不

锈钢管道时，管材应符合现行国家标准《输送流体用不锈钢无缝钢管》GB/T 14976、

《流体输送用不锈钢焊接钢管》GB/T 12771的有关规定。

4.6.4 直接式制冷系统和二氧化碳间接式制冷系统管道材料宜按照经济适用原

则选择，应符合现行国家标准《工业金属管道设计规范》GB 50316、《压力管

道规范工业管道 第 2部分：材料》GB/T 20801.2的有关规定，并应符合下列规

定：

1 除符合现行国家标准《压力管道规范 工业管道 第 2部分：材料》GB/T

20801.2规定的低温低应力工况的管道外，制冷系统管道材料的使用温度范围应

满足制冷系统管道设计温度的要求；

2 低压侧与热气融霜相关的管道、所在环境温度低于管道材料最低使用温

度的高压侧管道、二氧化碳制冷系统管道不应按低温低应力工况选用材料；

3 氨制冷系统管道不应采用铜、铝及其合金管道，管道内不应镀锌，宜采

用不锈钢管道；

4 不能保冷的低温管道宜采用不锈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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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6.5 直接式制冷系统和二氧化碳间接式制冷系统管道应采用制冷专用阀门和

过滤器，宜采用不锈钢管道，公称直径大于或等于 DN25的管段应采用工厂生产

的成品管件。

4.6.6 直接式制冷系统和二氧化碳间接式制冷系统管道的压力设计、应力分析应

符合现行国家标准《冷库设计标准》GB 50072、《工业金属管道设计规范》GB50316、

《压力管道规范 工业管道 第 3部分：设计和计算》GB/T 20801.3的有关规定。

4.6.7 制冷系统管道的布置应符合现行国家标准《工业金属管道设计规范》GB

50316的有关规定，并应符合下列规定：

1 管道不应布置在电梯及垂直运输设备的通道内，不应布置在电梯前室、

楼梯间前室和楼梯间内。

2 对于生产性冷库和物流冷库，所有直接式制冷系统和二氧化碳、氨水间

接式制冷系统的管道不应穿过与库房生产、管理无直接关系的其他房间和与库房

生产、管理直接有关的辅助房间；氨制冷系统的管道不应穿过其中具有分拣、配

货功能的穿堂或封闭站台。

3 对于商用冷库，直接式制冷系统和二氧化碳间接式制冷系统的管道不应

穿过与库房生产、管理无直接关系的其他房间和与库房生产、管理直接有关的辅

助房间。

4 直接式制冷系统和二氧化碳、氨水间接式制冷系统的管道不应敷设在地

下、管沟和封闭的阁楼、顶棚、夹层、吊顶、管井内。

5 穿过建筑物墙体、楼板、屋面的管道应加套管，除制冷压缩机排气管道

外，管道与套管的空隙应密封；低压侧管道套管的直径应大于管道隔热层的外径，

并且不应影响管道由于温度变化导致的位移；套管应超出墙面、楼板、屋面，并

且不应小于 50mm；管道穿过屋面时，应采取防水措施。

4.6.8 直接式制冷系统和二氧化碳间接式制冷系统管道宜采用承插压合式连接

薄壁不锈钢，不应采用粘接、胀接及填充物堵缝连接。

Ⅱ 氟利昂制冷管道的选型

4.6.9 氟利昂制冷管道、管件及连接应符合下列规定：

1 氟利昂制冷系统宜采用紫铜管、不锈钢管和无缝钢管。

2 小型商用低温系统应采用铜管或不锈钢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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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氟利昂制冷系统用各种阀门均须用氟专用产品，所有阀门应弄清流向，

按标示的流向安装。

【条文说明】4.6.9 氟利昂制冷系统中的各种阀门如截止阀、节流阀、热力膨胀

阀、电磁阀、恒压阀、止回阀及安全阀等。

4.6.10 管道流速和压力降的计算方法应符合下列规定：

1 管道流速计算

4.6.10

式中：m——管道内制冷剂制冷流量，kg/h ；

dn——管道内径，mm ；

p——该管道内制冷剂密度，kg/m3。

2 排气管及高压供液管设计原则根据允许压力降选用管径。防止部分负荷

工作时排气管的积油现象和高压供液管中产生闪发气体。。

4.6.11 管道内单相流压力降计算方法应符合下列规定：

管道内部压力损失为沿程阻力ΔPf、局部阻力ΔPj和静压差 ΔPg之和，即：

ΔP＝ΔPf＋ΔPj＋ΔPg 4.6.11-1

其中，沿程阻力ΔPf、局部阻力ΔPj如公式所示：

4.6.11-2

4.6.11-3

式中：λ—摩擦阻力系数；

L—直管段长度，m；

v—流体流速，m／s；

ζ—局部阻力系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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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6.11-4

4.6.11-5
式中：Ld—阀门、弯头和三通的局部阻力当量长度，m；

i—阀门、弯头或三通。

静压差如公式所示：

4.6.11-6
对于 Re≈2×104至 2×106较高雷诺数范围内，可使用 Hermann提出的如下公

式：

4.6.11-7

对于钢管则采用公示 4.6.11-8：

4.6.11-8

式中：K—管道粗糙度，无缝钢管，取 0.05，不锈钢管，取 xxx 。

Ⅲ 二氧化碳制冷管道的选型

4.6.12 现场组装冷排管的设计应符合下列规定：

1 采用热气融霜的冷排管和二氧化碳冷排管不应按低温低应力工况选用材

料；

2 冷排管采用不锈钢制作，二氧化碳冷排管腐蚀裕量不应小于 2mm，氨冷

排管腐蚀裕量不应小于 1.5mm，卤代烃及其混合物冷排管腐蚀裕量不应小于

1mm；

3 冷排管强度和刚度应按照外表面结冰、管内全部充满液态制冷剂计算；

4 二氧化碳制冷系统管路选用 304L 流体输送用不锈钢钢管，制冷系统

管道、管道元件的材质、规格、型号应满足设计压力和设计温度的要求。

5 二氧化碳制冷系统安全阀的泄压管出口应布置在室外安全处，远离

门、窗、进风口和人员经常停留或经常通行的地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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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6.13 制冷管道和设备的保冷、保温和防腐应符合下列规定：

1 制冷设备和管道的所有能发生冷损失的部位、能产生凝露（结霜）的部

位和易形成冷桥的部位应保冷。

2 所有碳钢和低合金钢设备、管道、支座、支吊架外表面应防腐。穿过建

筑物墙体、楼板、屋面的保冷管道，管道保冷结构不应中断。

4.6.14 保冷和保温层计算应符合现行国家标准《工业设备及管道绝热工程设计

规范》GB 50264的有关规定，并应符合下列规定：

1 保冷厚度应采用经济厚度，并应按防结露厚度校核；

2 对于有过冷或过热度限制的管道，传热导致的温度变化不应超过允许过

冷或过热度。

4.6.15 管道吹扫、排污及压力试验应符合下列规定：

1 管道吹扫、排污时，应设置安全警戒标识，非操作人员不得进入操作区

域。

2 管道安装完成后，应用 0.8 MPa（表压）的干燥氮气（减少水分混入系

统中）对制冷系统管道进行分段吹扫、排污，并在距排污口 300 mm处以白色标

识板设靶检查，直至无污物排出为止，施工人员应逐次做好排污效果的记录。对

R22排管采用 1600kPa（表压力）气压，对 R12排管采用 1000kPa（表压力）气

压，以试验其渗漏性。

3 排污前，应将系统内的仪表、安全阀等加以保护，并将电磁阀、止回阀

的阀芯以及过滤器滤网拆除，待排污合格后方可重新安装复位。

4 系统排污洁净后，应拆卸可能积存污物的阀门，并将其清洗干净后重新

组装。

5 氟系统管道应有坡度，排气管有 1-2％坡向油分离器，吸入管由蒸发器坡

向氟压缩机方向，有不小于 2％的坡度。

6 制冷系统管道应利用干燥氮气进行试压检漏以及气密性试验。

【条文说明】4.6.15 制冷管道气压试验的试验压力应为其设计压力的 1.15倍。

试验前应进行预试验，预试验的压力宜为 0.2 MPa试验时，应逐级缓慢增加压力，

当压力升至试验压力的 50%时，应进行初始检查，如未发现异常或泄漏时，继续

按试验压力的 10%逐级升压，直至达到规定的试验压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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气密性试验：系统压力升至试验压力并保持 10 min后，将压力降至设计压

力，以涂刷中性发泡剂的方法检查有无泄漏。如无泄漏则填写压力试验记录并保

持压力 24 h，以压力无下降为合格；如发现泄漏，必须将系统压力降至大气压力

后方可补焊，严禁带压补漏焊接。

二氧化碳系统抽真空试验：二氧化碳系统抽真空试验应在系统气体压力强度

试验和气密性试验合格后进行；制冷系统抽真空时，除关闭与外界有关的阀门外，

还应将制冷系统中的其他阀门全部开启，系统抽真空操作应分数次进行。

4.7 高纯气体输送系统

4.7.1 承插压合式连接薄壁不锈钢管道系统用于医用气体输送系统时，应符合现

行国家标准《医用气体管道系统 第 1 部分: 压缩医用气体和真空用管道系统》

GB/T 44059.1 的有关规定。

4.7.2 室内高纯氢气、高纯氧气管道应架空敷设，厂区室外高纯氢气、高纯氧气

和窒息性气体管道也可采用直接埋地敷设。高纯气体管道采用架空敷设或直接埋

地敷设时，应符合现行国家标准《氢气站设计规范》GB 50177和《氧气站设计

规范》GB 50030的有关规定。

4.7.3 当高纯氢气、高纯氧气管道必须穿过不使用此类气体的房间时，应采用钢

套管或双层管保护。

4.7.4 高纯氢气、高纯氧气管道穿过墙壁或楼板时，应敷设在套管内，套管内的

管段不应有焊缝。管道与套管间应采用不燃材料填塞。

4.7.5 高纯大宗气体管道设计应符合下列规定：

1 高纯气体输送系统管道应短。

2 应按管道设计容量、气体压力或生产设备要求确定管径，管外径不宜小

于6mm，壁厚不宜小于1mm。

3 不得有不易吹除的“盲管”等死空间。

4 应设置吹扫口和取样口。

4.7.6 高纯氧气、氢气管道的末端或最高点应设置放散管，放散管的设置应符合

下列规定：

1 氢气放散管应设置阻火器；

2 氢气、氧气放散管应引至室外，放散管口应高出屋脊1.0m以上，并应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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置防雷保护措施；

3 氢气、氧气的放散管应分开布置，间距不宜小于4.5m；

4 应采取防雨雪侵入和杂物墙塞的措施。

4.7.7 引入电子工厂的厂房或车间的高纯气体管道上的控制阀门、气体过滤器、

调压装置、仪表仪器等，宜集中设置在气体入口室。

4.7.8 高纯气体管道的材质、洁净处理以及阀门类型、材质的选择，应根据管内

输送气体纯度和杂质含量确定。阀门的材质及表面处理应与管道匹配。

4.7.9 气体纯度低于99.99%，露点低于-40℃的气体管道，宜采用AP管或BA管，

阀门宜采用不锈钢球阀。

4.7.10 气体纯度大于或等于99.999%，露点低于-76℃的气体管道，应采用内壁

电抛光的低碳不锈钢管或内壁光亮抛光的不锈钢管。阀门宜采用隔膜阀或波纹管

阀。

4.7.11 气体纯度大于或等于99.99%、小于99.999%，露点低于-60℃的气体管道，

应采用内壁光亮抛光的不锈钢管。除可燃气体管道宜采用波纹管阀外，其他气体

管道宜采用球阀。

4.7.12 当干燥压缩空气露点低于-70℃时，应采用内壁光亮抛光的不锈钢管；当

露点低于-40℃时，宜采用不锈钢管。阀门宜采用波纹管阀或球阀。

4.7.13 高纯气体管道采用的BA不锈钢管、EP不锈钢管，应符合《大宗气体纯化

及输送系统工程技术规范》GB 50724的有关规定。

【条文说明】4.7.3 BA不锈钢管是一种具有独特的工艺的管材，“BA”代表光亮

退火（Bright Annealed），通过高温退火并以纯氩气作为炉内气氛，进一步清洁

钢管表面，产生亮面效果，从而提高了管道的光洁度和洁净度。EP不锈钢管，“EP”

（Electro Polishing）即电解抛光，一种通过电化学原理优化不锈钢表面特性的处

理工艺。

4.7.14 液态大宗气体管道宜采用不锈钢管道及低温阀门。两端可能关闭的液态

气体管道应设置低温管道的安全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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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施工

5.1一般规定

5.1.1 应防止管材、管件与酸、碱等有腐蚀性液体、铁屑等污物接触；不得与水

泥砂浆、混凝土等直接接触。

5.1.2 管道安装间歇或完成后，管子敞口处应及时封堵。

5.1.3 当管道穿墙壁、楼板及嵌墙暗敷时，应配合土建工程预留孔洞、套管或管

槽。预留孔洞、套管或管槽的尺寸宜符合下列规定：

1 预留孔洞、套管的尺寸宜比管外径大 50 mm~ 100 mm；

2 嵌墙暗管的管槽深度宜为管道外径加 20mm，宽度宜为管道外径加

40mm~50mm；

3 架空管道管顶上部的净空不宜小于 100 mm；

4 管件应错开孔洞、套管布置，当不能错开时应预留足够的安装尺寸。

5.1.4 管道穿过地下室或地下构筑物外墙时，应采取可靠的防水措施。

5.1.5 薄壁不锈钢管与阀门、水表、水嘴等的连接应采用转换接头，不得在薄壁

不锈钢水管上套丝。

5.1.6 安装完毕的干管，不得有明显的起伏、弯曲等现象.管外壁应无损伤。

5.1.7 管道系统的坐标、标高的允许偏差应符合表 5.1.7的规定。

表 5.1.7 管道的坐标和标高的允许偏差

项目 允许偏差/mm

坐标

室外
埋地 50

架空或地沟 20

室内
埋地 15

架空或地沟 10

标高

室外
埋地 ±15

架空或地沟 ±10

室内
埋地 ±10

架空或地沟 ±5

5.1.8 水平管道纵横方向的弯曲，立管的垂直度，平行管道和成排阀门的位置允

许偏差应符合表 5.1.8的规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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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5.1.8 管道和阀门位置的允许偏差

项目 允许偏差/mm

1 水平管道纵横方向弯曲

每 1 m ≤5

每 10m ≤10

室外架空.地沟、埋地每 10 m ≤15

2 立管垂直度

每 1m ≤3

高度超过 5 m ≤10

高度超过 10 m，每 10 m ≤10

3 平行管道和成排阀门位置 在同一直线上，间距 ≤3

5.1.9 饮用水管道在试压合格后应采用 0.03%高锰酸钾消毒液灌满管道进行消

毒。消毒液在管道中应静置 24h，排空后，再用饮用水冲洗。饮用水的水质应符

合现行国家标准《生活饮用水卫生标准》GB 5749的要求。

5.1.10 管子、管件在装卸、搬运时应小心轻放，且避免油污，不得抛、摔、滚、

拖。

5.1.11 管道不得攀踏、系安全绳、搁搭手架、用作支撑等。

5.1.12 不锈钢管道和管件应储存在通风良好、无腐蚀气体的干燥和干净环境内，

应水平、整齐堆放，不得与化学物品一起存放，不应露天存放，严禁被水浸泡，

应远离热源。

5.2 施工准备

5.2.1 承插压合式连接薄壁不锈钢管道施工前，应具备下列条件：

1 设计图纸及其他技术文件齐全，已进行技术交底；

2 应有批准的施工组织方案，并按施工进度要求配备相应的材料、施工人

员、施工机具等；

3 施工现场及施工用水、用电、材料贮放场地等临时设施能满足施工需要。

5.2.2 管材、管件应进行进场检验和现场外观检查，并应符合下列要求：

1 管材、管件应符合本规程第 3章的要求；

2 管材、管件表面应无裂纹、缩孔、夹渣、折叠和重皮；

3 管材、管件不应有妨碍使用的凹凸不平的缺陷。

5.2.3 管道安装前，安装人员应熟悉设计图纸、施工组织方案及其他工种的配合

措施；并应熟悉承插压合式连接薄壁不锈钢管道的性能、结构和安装要求，熟练

掌握装配技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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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2.4 管材及管件宜单独存放。施工现场与材料贮放场地温差较大时，安装前应

使管材和管件的温度接近施工现场的环境温度。

5.2.5 管道安装前，应清除管材及管件内外的污垢和杂质，密封面应清理干净。

5.3 管道安装

5.3.1 承插压合式连接管道施工，应符合下列规定

1 承插压合式连接薄壁不锈钢管道安装应使用专用工具。

2 管材切割时应符合下列规定：

1）切断时，应根据现场测量实际长度确定所需尺寸，且断口端面应与管材

轴线垂直；

2）切管工具应采用专用的电动切管机、砂轮机等设备，砂轮机应采用不含

铁的砂轮片等专用工具；

3 切管后，管端的内外毛刺宜采用专用工具去除干净，内孔毛刺严重可采

用锥度锉刀去除；采用砂轮机切断管后，管端内壁应用毛巾将铁屑和粉尘擦拭干

净。

4 当管道安装间断或完成时，其管道敞口处应及时封堵。

5 应采用专用毛刷或专用滚轮将厌氧胶均匀涂抹在管材内外壁，将涂有厌

氧胶的管材插入管件并旋转，使厌氧胶均匀分布，插到底后用擦布将管件端面多

余厌氧胶擦拭干净。同时，过程中应做好管材和管件之间的封胶措施，防止管道

连接内壁溢胶。

6 压合连接应将管件端面放入专用压接工具的限位台阶内，然后卡上钳座，

操作人员可开始对工具缓慢加压至完成压接。

7 压接完成后的管道收缩应均匀、美观、无明显起皱或凹坑，压接后承口上

的圆环应均匀，管道内壁无厌氧胶溢出。

5.3.2 管道明敷时，应在土建工程粉饰完毕后进行安装。安装前，应先复核预留

孔洞的位置是否正确。

5.3.3 非消防给水系统的薄壁不锈钢管固定支架间距不宜大于 15 m，热水管固

定支架间距的确定应根据管线热胀量、膨胀节允许补偿量等确定。固定支架宜设

置在变径、分支、接口及穿越承重墙、楼板的两侧等处。

5.3.4 非消防给水系统的薄壁不锈钢管活动支架的间距可按表 5.3.3确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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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5.3.4 活动支架的最大间距 单位：mm
公称尺寸

DN
10~15 20~25 32~40 50~80 100~300 350~400

水平管 1000 1500 2000 2500 3000 3500

立管 1500 2000 2500 3000 3500 4000

5.3.5 承插压合式薄壁不锈钢雨水排水系统应设支吊架固定，并应符合下列规定：

1 支吊架应能承受满流管道的重量和高速水流产生的作用力及管道热胀冷

缩产生的轴向应力；

2 宜采用不锈钢支吊架；

3 当采用碳钢支吊架时，支吊架里、外层均应做防腐处理；

4 不锈钢管道采用碳钢支吊架时，金属支吊架与不锈钢管材、管件的接触

部位应采用不小于 3mm厚橡胶衬垫或木块垫绝缘；

5 管道支吊架应固定在承重结构上，位置应正确，埋设应牢固；

6 在雨水立管转向弯头底部应设支墩或其他固定措施；

7 当雨水立管转弯后的排出管悬吊在楼板下时，宜在转弯处采取防脱加固

措施。

5.3.6 消防给水系统的薄壁不锈钢管道支（吊）架的最大安装间距，应符合表

5.3.6的规定。

表 5.3.6 消防给水系统的薄壁不锈钢管道支（吊）架的最大安装间距 m

公称直径 DN 水平管（m） 立管（m）

15 1.0 1.5

20 1.5 2.0

25 1.5 2.0

32 2.0 2.5

40 2.2 2.8

50～65 2.5 3.0

80～125 3.0 3.5

125～200 3.5 4.0

200～400 3.5 4.0

5.3.7 在给水栓和配水点处应采用金属管卡或吊架固定；管卡或吊架宜设置在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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配件 40 mm~80 mm处。

5.3.8 对明装管道，其外壁距装饰墙面的距离：公称尺寸 10 mm~25 mm时，应

为 40 mm；公称尺寸 32 mm~65 mm时，应为 50 mm。

5.3.9 管道穿越承重墙或楼板时，应设套管，采取严格的防水措施，并符合下列

规定：

1、卫生间及厨房内的套管，其顶部应高出装饰地面 50mm；

2、其他楼板内的套管，其顶部应高出装饰地面 20mm；

3、套管的底部应与楼板底面相平；

4、墙壁内的套管，其两端应与饰面相平；

5、安装在楼板内的套管与管道之间的缝隙应使用密实的阻燃材料和防水油

膏填实，且端面应触摸光滑。

5.3.10 管道暗敷时，应在管外壁采取防腐措施。

5.3.11 暗敷的管道，应在封蔽前做好试压和隐蔽工程的验收记录。在试压合格

后，可采用M7.5水泥砂浆填补。

5.3.12 管道敷设时，不得有轴向弯曲和扭曲，穿过墙或楼板时不得强制校正。

当与其他管道平行时，应按设计要求预留保护距离，当设计无规定时，其净距不

宜小于 100 mm。当管道平行时，管沟内薄壁不锈钢管宜设在镀锌钢管的内侧。

5.3.13 管道系统的配管与连接应按下列步骤进行：

1、按设计图纸规定的坐标和标高线绘制实测施工图；

2、按实测施工图进行配管；

3、制定薄壁不锈钢管和管件的安装顺序，进行预装配。

5.3.14 配管应符合下列规定：

1、截管工具宜采用专用的电动切管机或手动切管器；

2、截管的端面应平整，并垂直于管轴线；

3、截管后，管端的内外毛刺宜采用专用工具去除干净。

5.3.15 当管道安装间断或完成时，其管道敞口处应及时封堵。

5.3.16 管道连接应采用专用管件，不应在不锈钢管上套丝。在安装阀门等配件

处应安装活接头或法兰盘，并应符合下列规定：

1 管径小于或等于 DN50时，应加装活接头或法兰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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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管径大于或等于 DN65时，应加装法兰盘。

5.3.17 承插压合式连接薄壁不锈钢管道的公称直径大于或等于 DN50时，每段

配水干管或配水支管设置防晃支架不应少于 1 个，且防晃支架的间距不宜大于

15m；当管道改变方向时，应增设防晃支架。

5.3.18 承插压合式连接薄壁不锈钢管道上设置重量加大的阀门等较重组件时，

应在组件处加设支（吊）架。

5.3.19 承插压合式连接薄壁不锈钢管道的支（吊）架和套管可采用不锈钢管卡。

当采用其他金属管卡或吊架时，管道和管卡之间应采用绝缘性能良好的非金属材

料隔离，且隔离的非金属材料的氯离子含量不应大于 5×10-5mg/kg。

5.3.20 承插压合式连接薄壁不锈钢管道与其他材质的管道和附件连接安装时，

应采用法兰式连接不锈钢管件或黄铜合金管件连接。

5.3.21 当管道与供水设备连接时，接口处应采用可拆卸连接方式。

5.3.22 架空管道外应涂环圈标志，应注明管道名称和水流方向标识；并应符合

《建筑给水排水与节水通用规范》GB 55020、《工业管道的基本识别色、识别

符号和安全标识》GB 7231、《消防给水及消火栓系统技术规范》GB 50974的有

关规定。

5.3.23 管道保温应按现行国家标准《工业设备及管道绝热工程施工规范》GB

50126的有关规定执行。

5.4 试压和冲洗

5.4.1 空调水系统管道试压和冲洗应符合现行国家标准《通风与空调工程施工规

范》GB 50738、《通风与空调工程施工质量验收规范》GB 50243的有关规定。

5.4.2 给水排水等系统管道试压和冲洗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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GB 50242的有关规定。

5.4.3 消防给水系统管道试压和冲洗应符合现行国家标准《消防给水及消火栓系

统技术规范》GB 50974、《自动喷水灭火系统施工及验收规范》GB 50261、《自

动跟踪定位射流灭火系统技术标准》GB 51427、《水喷雾灭火系统技术规范》

GB 50219、《细水雾灭火系统技术规范》GB 50898、《泡沫灭火系统技术标准》

GB 50151等的有关规定。

5.4.4 强度试验和严密性试验介质宜采用自来水。干式系统和预作用系统应做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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压试验和气压试验。

5.4.5 管网试压和冲洗应采用自来水，不应采用地下水、海水、循环冷却水、回

用水或含有腐蚀性物质的水。

5.4.6 水压试验时环境温度不宜低于 5℃，当低于 5℃时，水压试验应采取防冻

措施。

5.4.7 气压严密性试验的介质宜采用空气或氮气，试验压力应为 0.28MPa，且稳

压 24h，压力降不应大于 0.01MPa。

5.4.8 空调水、给水排水、消防给水系统管网安装完毕后，应对其进行强度试验、

严密性试验和冲洗。

5.4.9 冷库制冷系统管道的吹扫、排污及压力试验应符合本规程第 4.6.15条的规

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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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验收

6.0.1 采用承插压合式连接薄壁不锈钢管道系统竣工后，应进行验收，验收不合

格不得投入使用。

6.0.2 管道系统应根据工程性质和特点进行中间验收和竣工验收。中间验收由施

工单位会同工程监理单位进行，竣工验收由建设单位全面负责或委托工程监理单

位进行。必要时，设计单位可参与联合验收。中间验收、竣工验收前施工单位应

先进行自检。

6.0.3 工程竣工质量应符合设计要求和本规程的规定。竣工验收应重点检查和检

验下列项目：

1、管位、管径、标高、坡度和垂直度等的正确性；

2、连接点或接口的整洁、牢固和密闭性；

3、温度补偿设施.管道支承件和管卡的安装位置和牢固性；

4、给水系统的通水能力检验，检查按设计要求同时开启的最大数量配水点

是否全部达到额定流量，对特殊建筑物，可根据管道布置，分层、分段进行通水

能力检验；

5、管道系统阀门的启闭灵活性、仪表指示的灵敏性和标识标牌的完整性。

6.0.4 采用承插压合式连接薄壁不锈钢管道系统验收时，施工单位应提供下列资

料：

1 竣工验收申请报告、设计文件、竣工资料；

2 产品出厂合格证，材料的出厂检验报告与合格证，材料与系统组件进场

检验的复验报告；

3 系统的调试报告；

4 工程质量事故处理报告；

5 施工现场质量管理检查记录；

6 施工过程质量管理检查记录；

7 质量控制检查资料。

6.0.5 采用承插压合式连接薄壁不锈钢管道的系统的验收检查项目、质量判定条

件应符合国家现行有关标准的规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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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维护管理

7.0.1 使用单位应制定承插压合式连接薄壁不锈钢管道的维护管理制度，并应根

据维护制度和操作规程进行，使系统处于正常运行状态。

7.0.2 维护管理人员应经过专业培训，熟悉系统的原理、性能与操作规程。

7.0.3 承插压合式连接薄壁不锈钢管道系统应有管理、检查检测、维护保养的操

作规程，并应保证系统处于准工作状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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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录 A 不锈钢的牌号和化学成分

表 A 不锈钢的牌号和化学成分

类型
统一数

字代号
牌号

引用

标准号

化学成分（质量分数）/ %
（表中所列成分除标明范围或最小值，其余均为最大值）

C Si Mn P S Cr Ni Mo Cu N
其他

元素

奥氏体

不锈钢

S30408 06Cr19Ni10
GB/T

3280-2015
0.07 0.75 2.00 0.045 0.030 17.50~19.50 8.00~10.50 - - 0.10 -

S30403 022Cr19Ni10
GB/T

3280-2015
0.03 0.75 2.00 0.045 0.030 17.50~19.50 8.00~12.00 - - 0.10 -

S35657
08Cr19Mn6Ni3C

u2N
GB/T

20878-2024
0.10 1.00 4.00~7.00 0.050 0.005 17.50~19.50 2.00~3.50 0.60 1.00~3.50 0.20~0.30 -

S35656
05Cr19Mn6Ni5C

u2N
GB/T

20878-2024
0.06 1.00 4.00~7.00 0.050 0.005 17.50~19.50 3.50~5.50 0.60 0.50~2.50 0.20~0.30 -

S31608 06Cr17Ni12Mo2
GB/T

3280-2015
0.08 0.75 2.00 0.045 0.030 16.00~18.00

10.00~14.0
0

2.00~3.00 - 0.10 -

S31603 022Cr17Ni12Mo2
GB/T

3280-2015
0.03 0.75 2.00 0.045 0.030 16.00~18.00

10.00~14.0
0

2.00~3.00 - 0.10 -

S35886
05Cr19Mn6Ni4C

u2N
GB/T

20878-2024
0.06 1.00 4.00~7.00 0.050 0.005 17.50~19.50 3.00~5.00 0.60 1.00~3.50 0.20~0.30 -

S31703 022Cr19Ni13Mo3
GB/T

3280-2015
0.03 0.75 2.00 0.045 0.030 18.00~20.00

11.00~15.0
0

3.00~4.00 - 0.10 -

S35887
05Cr21Ni10Mn3Cu

2Mo2N
GB/T

20878-2024
0.06 1.00 1.00~4.00 0.050 0.005 20.00~22.00 8.50~10.50 1.00~2.50 0.50~2.50 0.20~0.30 -

双相不

锈钢

S22152
022Cr21Mn5Ni2

N
GB/T

3280-2015
0.03 1.00 4.00~6.00 0.040 0.030 19.50~21.50 1.00~3.00 0.60 1.00 0.05~0.17 -

S23043
022Cr23Ni4MoC

uN
GB/T

3280-2015
0.03
0

1.00 2.50 0.035 0.030 21.50~24.50 3.00~5.50 0.05~0.60 0.05~0.60 0.05~0.20 -

S22053
022Cr23Ni5Mo3

N
GB/T

3280-2015
0.03 1.00 2.00 0.030 0.020 22.00~23.00 4.50~6.50 3.00~3.50 - 0.14~0.20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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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录 B 钢的物理性能

表 B 钢的物理性能

类型
统一数

字代号
牌号

密度

（kg/dm3）

20℃

热导率/

[W/(m·K)]

100℃

线膨胀系数

（10－6/K）

0℃~100℃

电阻率/

(Ω·mm2/m）

20℃

纵向弹性模量

/（kN/mm2）

20℃

磁性

奥氏

体不

锈钢

S30408 06Cr19Ni10 7.93 16.3 17.2 0.73 193

无

S30403 022Cr19Ni10 7.90 16.3 16.8 0.73 193

S35657 08Cr19Mn6Ni3Cu2N 7.83 20.7 16.9 0.72 200

S35656 05Cr19Mn6Ni5Cu2N 7.84 15.3 16.3 0.70 200

S31608 06Cr17Ni12Mo2 8.00 16.3 16.0 0.74 193

S31603 022Cr17Ni12Mo2 8.00 16.3 16.0 0.74 193

S35886
05Cr19Ni6Mn4Cu2M

oN
7.90 17.2 17.3 0.74 200

S31703 022Cr19Ni13Mo3 7.98 14.4 16.5 0.79 200

S35887
05Cr21Ni10Mn3Cu2

Mo2N
7.90 15.1 16.1 0.79 200

双相

不锈

钢

S22152 022Cr21Mn5Ni2N 7.75 13.3 15.6 0.69 191

有S23043 022Cr23Ni4MoC
uN

7.80 15.0 13.0 0.80 200

S22053 022Cr23Ni5Mo3N 7.80 19.0 13.7 0.88 18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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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录 C 承插压合式连接薄壁不锈钢管道的规格尺寸

表 C 承插压合式连接薄壁不锈钢管道的规格尺寸 （mm）

公称尺寸

DN

管子外径D 外径允许偏

差

C/mm

公称壁厚

S/mm 覆塑型
壁厚允许

偏差I系列 II系列 S1 S2

15 16.0 15.9 ±0.30 0.8 1.0 ○

±10％S

20 20.0 22.2 ±0.30 1.0 1.2 ○

25 25.4 28.6 ±0.30 1.0 1.5 ○

32 32.0 34.0 ±0.30 1.2 1.5 ○

40 40.0 42.7 ±0.40 1.2 2.0 ○

50 50.8 48.6 ±0.40 1.2 2.5 ○

65 76.1 - ±0.50 1.2 4.0 ○

80 88.9 - ±0.50 1.5 - ○

100 101.6 108.0 ±1.00 1.5 - ○

125 133.0 - ±1.00 2.0 - ○

150 159.0 - ±1.00 2.0 - ○

200 219.1 - ±2.20 2.5 - -

250 273.0 - ±2.70 3.0 - -

300 325.0 - ±3.20 4.0 - -

350 377.0 - ±3.70 4.0 - -

400 406.4 - ±4.00 4.0 - -

注：其他薄壁金属管道规格可参照此表执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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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录 D 承插压合式不锈钢管道等径接头管件的规格尺寸

D.0.1 承插压合式不锈钢管道的等径接头管件（图 D.0.1）的规格尺寸应符合表

D.0.1的规定。

1-不锈钢管；2-管件；D-管子外径；L—管件长度

图 D.0.1 等径接头管件的结构型式

表 D.0.1 等径接头管件的规格尺寸 （mm）

公称尺寸

DN

管子外径

D 管件最小长度

Lmin
I系列 II系列

15 16.0 15.9 72

20 20.0 22.2 73

25 25.4 28.6 75

32 32.0 34.0 86

40 40.0 42.7 98

50 50.8 48.6 98

65 76.1 - 125

80 88.9 - 134

100 101.6 108.0 146

125 133.0 - 214

150 159.0 - 224

200 219.1 - 234

250 273.0 - 286

300 325.0 - 286

350 377.0 - 308

400 406.4 - 3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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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0.2 承插压合式不锈钢管道的异径接头管件（图 D.0.2）的规格尺寸应符合表 E.0.2的规

定。

1-不锈钢管；2-管件；3-不锈钢管；D-管子外径；D1-管子外径；L-管件长度

图 D.0.2 异径接头管件的结构型式

表 D.0.2 异径接头管件的规格尺寸 （mm）

公称尺寸

DN

管子外径 D×D1

管件最小长度Lmin

I系列 II系列

20×15 20.0×16.0 22.2×15.9 79
25×15 25.4×16.0 28.6×15.9 81
25×20 25.4×20.0 28.6×22.2 82
32×15 32.0×16.0 34.0×15.9 88
32×20 32.0×20.0 34.0×22.2 89
32×25 32.0×25.4 34.0×28.6 90
40×15 40.0×16.0 42.7×15.9 95
40×20 40.0×20.0 42.7×22.2 95
40×25 40.0×25.4 42.7×28.6 96
40×32 40.0×32.0 42.7×34.0 102
50×15 50.8×16.0 48.6×15.9 97
50×20 50.8×20.0 48.6×22.2 97
50×25 50.8×25.4 48.6×28.6 98
50×32 50.8×32.0 48.6×34.0 104
50×40 50.8×40.0 48.6×42.7 109
65×20 76.1×20.0 76.1×22.2 112
65×25 76.1×25.4 76.1×28.6 114
65×32 76.1×32.0 76.1×34.0 119
65×40 76.1×40.0 76.1×42.7 125
65×50 76.1×50.8 76.1×48.6 125
80×25 88.9×25.4 88.9×28.6 120
80×32 88.9×32.0 88.9×34.0 126
80×40 88.9×40.0 88.9×42.7 132
80×50 88.9×50.8 88.9×48.6 132
80×65 88.9×76.1 - 146
100×32 101.6×32.0 108.0×34.0 134
100×40 101.6×40.0 108.0×42.7 140
100×50 101.6×50.8 108.0×48.6 14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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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0×65 101.6×76.1 108.0×76.1 154
100×80 101.6×88.9 108.0×88.9 158
125×100 133.0×101.6 133.0×108.0 302
150×100 159.0×101.6 159.0×108.0 293
150×125 159.0×133.0 - 354
200×125 219.1×133.0 - 345
200×150 219.1×159.0 - 351
250×150 273.0×159.0 - 380
250×200 273.0×219.1 - 380
300×200 325.0×219.1 - 380
300×250 325.0×273.0 - 420
350×300 377.0×325.0 - 426
400×300 406.4×325.0 - 465
400×350 406.4×377.0 - 47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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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录 E 承插压合式不锈钢管道三通管件的规格尺寸

E.0.1 承插压合式不锈钢管道等径三通管件（图E.0.1）的规格尺寸应符合表E.0.1

的规定。

1-不锈钢管；2-管件；D-管子外径；L-管件长度；H-管件高度

图 E.0.1 等径三通管件的结构型式

表 E.0.1 等径三通管件的规格尺寸 （mm）

公称尺寸

DN

管子外径D 管件最小长度

Lmin

管件最小高度

HminI系列 II系列

15 16.0 15.9 102 43

20 20.0 22.2 111 45

25 25.4 28.6 121 49

32 32.0 34.0 137 57

40 40.0 42.7 158 67

50 50.8 48.6 164 72

65 76.1 - 225 101

80 88.9 - 246 113

100 101.6 108.0 279 127

125 133.0 - 418 173

150 159.0 - 430 200

200 219.1 - 522 240

250 273.0 - 670 295

300 325.0 - 715 315

350 377.0 - 750 340

400 406.4 - 760 35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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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0.2 承插压合式不锈钢管道异径三通管件（图E.0.2）的规格尺寸应符合表E.0.2

的规定。

1—不锈钢管D；2—管件；3—不锈钢管D1；L—管件长度；H—管件高度

图 E.0.2 异径三通管件的结构型式

表 E.0.2 异径三通管件的规格尺寸 （mm）

公称尺寸

DN

管子外径 D×D1 管件最小长度

Lmin

管件最小高

度

Hmin
I系列 II系列

20×15 20.0×16.0 22.2×15.9 111 45

25×15 25.4×16.0 28.6×15.9
121

48

25×20 25.4×20.0 28.6×22.2 48

32×15 32.0×16.0 34.0×15.9

137

49

32×20 32.0×20.0 34.0×22.2 50

32×25 32.0×25.4 34.0×28.6 51

40×15 40.0×16.0 42.7×15.9

158

55

40×20 40.0×20.0 42.7×22.2 55

40×25 40.0×25.4 42.7×28.6 56

40×32 40.0×32.0 42.7×34.0 62

50×15 50.8×16.0 48.6×15.9

164

58

50×20 50.8×20.0 48.6×22.2 58

50×25 50.8×25.4 48.6×28.6 59

50×32 50.8×32.0 48.6×34.0 64

50×40 50.8×40.0 48.6×42.7 72

65×20 76.1×20.0 76.1×22.2

225

71

65×25 76.1×25.4 76.1×28.6 72

65×32 76.1×32.0 76.1×34.0 78

65×40 76.1×40.0 76.1×42.7 84

65×50 76.1×50.8 76.1×48.6 8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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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0×25 88.9×25.4 88.9×28.6

246

86

80×32 88.9×32.0 88.9×34.0 84

80×40 88.9×40.0 88.9×42.7 90

80×50 88.9×50.8 88.9×48.6 90

80×65 88.9×76.1 - 104

100×32 101.6×32.0 108.0×34.0

279

91

100×40 101.6×40.0 108.0×42.7 97

100×50 101.6×50.8 108.0×48.6 97

100×65 101.6×76.1 108.0×76.1 110

100×80 101.6×88.9 108.0×88.9 115

125×100 133.0×101.6 133.0×108.0 418 132

150×125 159.0×133.0 - 430 185

200×150 219.1×159.0 - 522 229

250×150 273.0×159.0 -
670

249

250×200 273.0×219.1 - 249

300×250 325.0×273.0 - 715 305

350×250 377.0×273.0 -
750

333

350×300 377.0×325.0 - 333

400×350 406.4×377.0 - 760 36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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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录 F 承插压合式不锈钢管道四通管件的规格尺寸

F.0.1 承插压合式不锈钢管道等径四通管件（图 F.0.1）的规格尺寸应符合表 F.0.1

的规定。

1-不锈钢管；2-管件；D-管子外径；L-管件长度；H-管件高度

图 F.0.1 等径四通管件的结构型式

表 F.0.1 等径四通管件的规格尺寸 （mm）

公称尺寸

DN

管子外径

D 管件最小长度

Lmin

管件最小高度

Hmin
I系列 II系列

15 16.0 15.9 102 43

20 20.0 22.2 111 45

25 25.4 28.6 121 49

32 32.0 34.0 137 57

40 40.0 42.7 158 67

50 50.8 48.6 164 72

65 76.1 - 225 101

80 88.9 - 246 113

100 101.6 108.0 279 127

125 133.0 - 418 173

150 159.0 - 430 200

200 219.1 - 522 240

250 273.0 - 670 295

300 325.0 - 715 315

350 377.0 - 750 340

400 406.4 - 760 35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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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0.2 承插压合式不锈钢管道异径四通管件（图 F.0.2）的规格尺寸应符合表 F.0.2

的规定。

1-不锈钢管；2-管件；3-不锈钢管；D-管子外径；D1-管子外径；L-管件长度；H-管件

高度

图 F.0.2 异径四通管件的结构型式

表 F.0.2 异径四通管件的规格尺寸 （mm）

公称尺寸

DN

管子外径 D×D1

管件最小长度Lmin
管件最小高度

HminI系列 II系列

20×15 20.0×16.0 22.2×15.9 111 45

25×15 25.4×16.0 28.6×15.9
121

48

25×20 25.4×20.0 28.6×22.2 48

32×15 32.0×16.0 34.0×15.9

137

49

32×20 32.0×20.0 34.0×22.2 50

32×25 32.0×25.4 34.0×28.6 51

40×15 40.0×16.0 42.7×15.9

158

55

40×20 40.0×20.0 42.7×22.2 55

40×25 40.0×25.4 42.7×28.6 56

40×32 40.0×32.0 42.7×34.0 62

50×15 50.8×16.0 48.6×15.9

164

58

50×20 50.8×20.0 48.6×22.2 58

50×25 50.8×25.4 48.6×28.6 59

50×32 50.8×32.0 48.6×34.0 64

50×40 50.8×40.0 48.6×42.7 72

65×20 76.1×20.0 76.1×22.2
225

71

65×25 76.1×25.4 76.1×28.6 7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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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5×32 76.1×32.0 76.1×34.0 78

65×40 76.1×40.0 76.1×42.7 84

65×50 76.1×50.8 76.1×48.6 84

80×25 88.9×25.4 88.9×28.6

246

86

80×32 88.9×32.0 88.9×34.0 84

80×40 88.9×40.0 88.9×42.7 90

80×50 88.9×50.8 88.9×48.6 90

80×65 88.9×76.1 - 104

100×32 101.6×32.0 108.0×34.0

279

91

100×40 101.6×40.0 108.0×42.7 97

100×50 101.6×50.8 108.0×48.6 97

100×65 101.6×76.1 108.0×76.1 110

100×80 101.6×88.9 108.0×88.9 115

125×100 133.0×101.6 133.0×108.0 418 132

150×125 159.0×133.0 - 430 185

200×150 219.1×159.0 - 522 229

250×150 273.0×159.0 -
670

249

250×200 273.0×219.1 - 249

300×250 325.0×273.0 - 715 305

350×250 377.0×273.0 -
750

333

350×300 377.0×325.0 - 333

400×350 406.4×377.0 - 760 36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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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录 G 承插压合式不锈钢管道弯头的规格尺寸

G.0.1 承插压合式不锈钢管道 90°弯头（图 G.0.1）的规格尺寸应符合表 G.0.1

的规定。

A型 B型

1—不锈钢管；2—管件；D—管子外径；L—承口端长度；L1—插口端长度

图 G.0.1 90°弯头的结构型式

表 G.0.1 90°弯头的规格尺寸 （mm）

公称尺寸

DN

管子外径 D 承口端最小长度

Lmin

插口端最小长度

L1minI系列 II系列

15 16.0 15.9 58 81

20 20.0 22.2 67 95

25 25.4 28.6 75 114

32 32.0 34.0 84 134

40 40.0 42.7 102 167

50 50.8 48.6 111 198

65 76.1 - 145 196

80 88.9 - 150 227

100 101.6 108.0 170 275

125 133.0 - 226 279

150 159.0 - 257 304

200 219.1 - 309 333

250 273.0 - 400 420

300 325.0 - 450 470

350 377.0 - 512 532

400 406.4 - 560 58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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G.0.2 承插压合式不锈钢管道 45°弯头（图 G.0.2）的规格尺寸应符合表 G.0.2

的规定。

A型 B型

1—不锈钢管；2—管件；D-管子外径；L—承口端长度；L1—插口端长度

图 G.0.2 45°弯头的结构型式

表 G.0.2 45°弯头的规格尺寸 （mm）

公称尺寸

DN

管子外径

D 承口端最小长度

Lmin

插口端最小长度

L1min
I系列 II系列

15 16.0 15.9 46 69

20 20.0 22.2 50 78

25 25.4 28.6 54 93

32 32.0 34.0 61 111

40 40.0 42.7 72 137

50 50.8 48.6 75 162

65 76.1 - 93 145

80 88.9 - 103 168

100 101.6 108.0 124 234

125 133.0 - 183 243

150 159.0 - 200 260

200 219.1 - 239 269

250 273.0 - 304 324

300 325.0 - 335 355

350 377.0 - 383 403

400 406.4 - 414 43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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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录 H 承插压合式不锈钢管道转换接头的规格尺寸

H.0.1 承插压合式不锈钢管道内螺纹转换接头（图 H.0.1）的规格尺寸应符合表

H.0.1的规定。

1—不锈钢管；2—管件；D—管子外径；L—管件长度；Rp或Rc—内螺纹接头

图 H.0.1 内螺纹转换接头的结构型式

表 H.0.1 内螺纹转换接头的规格尺寸 （mm）

公称尺寸

DN

管子外径

D 管螺纹

Rp或Rc/in

管件最小长度

Lmin
I系列 II系列

15 16.0 15.9 1/2 57

20 20.0 22.2 3/4 59

25 25.4 28.6 1 61

32 32.0 34.0 11/4 71

40 40.0 42.7 11/2 77

50 50.8 48.6 2 83



45

H.0.2 承插压合式不锈钢管道外螺纹转换接头（图 H.0.2）的规格尺寸应符合表

H.0.2的规定。

1—不锈钢管；2—管件；D—管子外径；L—管件长度；R1—外螺纹

图 H.0.2 外螺纹转换接头的结构型式

表 H.0.2 外螺纹转换接头的规格尺寸 （mm）

公称尺寸

DN

管子外径

D 管螺纹

R1/in

管件最小长度

Lmin
I系列 II系列

15 16.0 15.9 1/2 62

20 20.0 22.2 3/4 63

25 25.4 28.6 1 67

32 32.0 34.0 11/4 76

40 40.0 42.7 11/2 82

50 50.8 48.6 2 9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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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录 I 承插压合式不锈钢管道法兰接头的规格尺寸

I.0.1 承插压合式不锈钢管道法兰接头（图 I.0.1）的规格尺寸应符合表 I.0.1的

规定。

1-不锈钢管；2-管件；D-管子外径；L-管件长度

图 I.0.1 法兰接头的结构型式

表 I.0.1 法兰接头的规格尺寸 （mm）

公称尺寸

DN

管子外径

D 管件最小长度

Lmin
I系列 II系列

15 16.0 15.9 59.5

20 20.0 22.2 62

25 25.4 28.6 78

32 32.0 34.0 84

40 40.0 42.7 104

50 50.8 48.6 112

65 76.1 - 134

80 88.9 - 151

100 101.6 108.0 165

125 133.0 - 121

150 159.0 - 127

200 219.1 - 137

250 273.0 - 178

300 325.0 - 202

350 377.0 - 209

400 406.4 - 2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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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录 J 承插压合式不锈钢管件承口的规格尺寸

J.0.1 承插压合式不锈钢管件承口（图 J.0.1）的规格尺寸应符合表 J.0.1的规定。

1—薄壁不锈钢管；2—管件；

图 J.0.1 承插压合式不锈钢管件承口的结构型式

表 J.0.1 承插压合式不锈钢管件承口的规格尺寸 （mm）

公称

尺寸

DN

管子外径D
管件最

小壁厚

承口直径

（d1）

I系列

承口直径

（d1）

II系列

承口直径

(d2)

I系列

承口直径

(d2)

II系列

承口最

小长度

Lmin
I系列 II系列

15 16.0 15.9 0.60 14.0−0.10
0 14.0−0.10

0 16.2
+0.4
0 16.1+0.40 24

20 20.0 22.2 0.80 17.5−0.10
+0.05 20.0−0.10

0 20.2
+0.4
0 22.4+0.40 24

25 25.4 28.6 0.80 22.9−0.10
+0.05 26.3−0.10

0 25.7
+0.4
0 28.9+0.40 25

32 32.0 34.0 1.00 29.1−0.10
+0.05 31.3−0.10

0 32.3
+0.4
0 34.3+0.40 29

40 40.0 42.7 1.00 37.1−0.10
+0.05 40.0−0.10

0 40.4
+0.4
0 43.1+0.40 35

50 50.8 48.6 1.00 47.9−0.10
+0.05 45.9−0.10

0 51.2
+0.5
0 49.0+0.50 35

65 76.1 - 1.50 72.6−0.15
0 - 76.7

+1.0
0 - 41

80 88.9 - 1.50 84.5±0.2 - 89.5
+1.2
0 - 45

100 101.6 108.0 1.50 96.3±0.1 104.2−0.15
0 102.2

+1.5
0 108.8+1.50 51

125 133.0 - 2.20 127.2±0.5 - 134.0
+1.7
0 - 82

150 159.0 - 2.20 152.7±0.5 - 160.2
+1.9
0 - 8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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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 219.1 - 3.00 211.0±0.5 - 220.5
+2.1
0 - 92

250 273.0 - 3.50 263.7−1.0
0 - 274.5

+5.0
0 - 102

300 325.0 - 3.50 313.0−1.5
0 - 326.5

+5.0
0 - 106

350 377.0 - 3.50 395.0−1.5
0 - 379.0

+5.0
0 - 110

400 406.4 - 3.50 366.0−1.5
0 - 406.9

+5.0
0 - 1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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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录 K 承插压合式连接高压型薄壁不锈钢管道及管件规格尺寸

K.0.1 承插压合式连接薄壁不锈钢高压管件承口的规格尺寸应符合表 K.0.1的规

定。

表 K.0.1 承插压合式连高压型接薄壁不锈钢管件承口的规格尺寸 （mm）

公称尺寸

DN

管子外径

D

承口内径

d

管件最小壁厚

Tmin

承口最小长度

Lmin

15 16.0 16.3 0
+0.50 1.0 23

20 20.0 20.4 0
+0.50 1.4 24

25 25.4 25.8 0
+0.50 1.8 25

32 32.0 32.4 0
+0.50 1.8 29

40 40.0 40.4 0
+0.80 2.1 35

50 50.8 51.2 0
+0.80 2.1 35

65 76.1 76.1 0
+1.20 4.0 41

K.0.2 承插压合式连接薄壁不锈钢高压管道的规格尺寸应符合表 K.0.2的规定。

表 K.0.2 承插压合式连接高压型薄壁不锈钢管道的规格尺寸 （mm）

公称尺寸

DN
管子外径D

外径允许偏差

C

壁厚及允许偏差

壁厚T 允许公差

15 16.0 ±0.10 1.0

±％10

20 20.0 ±0.11 1.2

25 25.4 ±0.14 1.5

32 32.0 ±0.17 1.5

40 40.0 ±0.21 2.0

50 50.8 ±0.26 2.0

65 76.1 ±0.38 4.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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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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正面词采用“可”；反面词采用“不可”。

二、条文中指定应按其他有关标准执行时，写法为“应按……执行”或“应符

合……的要求或规定”。非必须按所指定的标准执行时，写法为“可参照……执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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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用标准名录

本规程引用下列标准。其中，注日期的，仅对该日期对应的版本适用本规程；

不注日期的，其最新版适用于本规程。

《建筑给水排水与节水通用规范》GB55020

《消防设施通用规范》GB 55036

《建筑防火通用规范》GB 55037

《建筑与市政工程抗震通用规范》GB 55002

《建筑设计防火规范》GB 50016

《自动喷水灭火系统设计规范》GB 50084

《泡沫灭火系统技术标准》GB 50151

《水喷雾灭火系统技术规范》GB 50219

《自动喷水灭火系统施工及验收规范》GB 50261

《工业设备及管道绝热工程设计规范》GB 50264

《固定消防炮灭火系统设计规范》GB 50338

《细水雾灭火系统设计规范》GB 50898

《消防给水及消火栓系统技术规范》GB 50974

《建筑机电工程抗震设计规范》GB 50981

《自动跟踪定位射流灭火系统技术标准》GB 51427

《设备及管道绝热技术通则》GB/T 4272

《设备及管道绝热没计导则》GB/T 8175

《流体输送用不锈钢焊接钢管》GB/T 12771

《流体输送用不锈钢无缝钢管》GB/T 14976

《自限温电伴热带》GB/T 19835

《薄壁不锈钢管道技术规程》GB/T 29038

《薄壁不锈钢承插压合式管件》CJ/T 463

《单组分厌氧胶粘剂》HG/T 3737

《工程机械 厌氧胶、硅橡胶及预涂干膜胶应用技术规范》JB/T 7311

《工业金属管道工程施工规范》GB 5023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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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细水雾灭火系统技术规范》GB 50898

《细水雾灭火系统及部件通用技术条件》GB/T 26785

《建筑抗震支吊架通用技术条件》GB/T 37267

《装配式支吊架通用技术要求》GB/T 38053

http://www.baidu.com/link?url=raPWSIWaxygf0RgC0FB3ZHSFEv68pGlFzKsPP3j9hWc2_YE14rP3rXmVc70ZSxWrcGJDFldCGyjQpUdSxDZbZ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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制 定 说 明

本规程制定过程中，编制组进行了消防水系统发展现状的调查研究，总结了

我国消防水系统管道工程建设的实践经验，同时参考了国外先进技术法规、技术

标准，通过对承插压合式薄壁不锈钢管道进行耐压试验、耐腐蚀试验和抗振动试

验等研究，取得了阶段性成果。

本规程遵循技术先进，安全适用，经济合理，管理方便的原则进行编制工作。

关于消防给水系统采用承插压合式薄壁不锈钢管道连接技术和安装等重要问题，

编制组给出了具有可操作性的解决措施，并将对其他尚需深入研究的有关问题多

方取证、试验探究和工程应用后对规程进行更新补充。

为便于广大技术和管理人员在使用本规程时能正确理解和执行条款规定，

《消防给水用承插压合式连接薄壁不锈钢管道工程技术规程》编制组按章、节、

条顺序编制了本规程的条文说明，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规程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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