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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 文章分析 了 目前较为流行 的 小高层住宅建筑给水排水工程的特点
,

的设计实践
,

对小 高层住宅给水排水设计 方法进行若干方 面 的探讨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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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年来
,

由于城市土地资源 日趋紧张
,

小高层住宅渐成城市房地产开发主要模式
.

与一般低
、

多层住宅相 比
,

由于小高层住宅层数多 ( 10 一 14 层 )
、

楼高 ( 30
一
45 m )

、

功能多 (地下或半地下层

为停车库
、

首层为商铺 )
、

建筑面积大
,

其给水排水工程具有系统种类多
,

设备数量多
,

管线布置

复杂等特点
.

本文从某小高层住宅设计实践出发
,

对小高层住宅给水排水设计方法进行若干方面

的探讨
,

以供同行参考
.

该工程为某居住小 区的一个住宅组团
,

地下 1 层为停车库 ( n 类汽车库 ) 及设备用房
,

地上

由 8 幢小高层住宅形成周边式布置
,

首层为架空层
,

局部有商铺
,

2 一 12 层为单元式住宅
,

中庭布

置水景及其他园林景观
.

生活给水系统

该小高层生活用水包括住宅生活用水
、

1
.

1 给水方式

由于本市市政给水服务水压为 3 O m
,

水 自身的压力
,

该住宅采用分 区给水方式
,

商铺用水
、

绿化景观用水
、

停车库洗地用水等
、

根据估算可 以满足六层楼直接供水
.

为了尽量利用 自来

即沿住宅竖向分上下两 区
,

下区 ( 一 1 一6 层 ) 为 自来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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直接给水
,

上 区 (7 一 12 层 ) 采用水泵增压 的给水方式
.

增压给水方式主要有设水泵和天面水箱的

给水方式以及设变频给水设备的给水方式两种
.

l) 设水泵和天面水箱的给水方式

其优点有
:

供水压力稳定
、

水泵 间歇运行及控制简单
,

给水设备较简单
;
其缺点有

:

天面水

箱增加 了结构荷载
,

不利于建筑抗震
,

水箱易造成水质二次污染
,

每幢住宅天面均需设 l 只水箱
.

解决办法有
:

水箱采用不锈钢
、

玻璃钢等材料制作
,

保证定期清洗
,

水 箱容积不宜过大 (减少水

的停 留时间 )
,

生活水箱与消防水箱分开单独设置
.

该给水方式可适用于住宅幢数较少的场合
.

2 ) 设变频给水设备的给水方式

该方式综合 了单设水泵给水和气压给水两种方式 的优点
,

并应用 了电动机 变频调速 的技术
.

该方式取消了天面水箱
,

供水水质较有保证
,

但变频给水设备由于电气 元件多
,

控制相对复杂
,

气压罐调节容积很小
,

为保证供水可靠程度
,

在使用中须加强维护
, _

目
.

应选择售后服务较好的厂

家
.

变频给水设备为成套设备
,

技术 日趋成熟
,

能保证供水
.

该方式 目前在本市小高层住宅供水 中

得到 了广泛应用
,

较适用于住宅数量多
,

供水规模大的场合
.

本案例选择使用该给水方式
.

1
.

2 给水管道布置与敷设

l ) 给水管道材料

本市 目前仍在广泛使用镀锌钢管
,

但从长远来说
,

不应再选择此管型
.

给水管道材料的选择
,

应从水质保证 的角度 出发选用其他管材「’1
.

对现有市场上销售 的各种管材 (u Pv c
、

PP
一

R
、

PE
一

x
、

A B S 等塑料管材 ; 钢塑
、

铝塑等复合管材 ; 铜管
、

不锈钢管等金属管材 ) 从经济和技术 方面进行

权衡 比较
,

结合本地 区的实际情况
,

本工程上区和下区给水 系统的干管和立官均选用钢塑复合管
,

分户水表后选用 U PV C 给水管
.

2 ) 分户水表的设置

分户水表的设置方法影响着生活给水管道的布置121
.

其方法有两种
:

一种是水表设于户内
,

优

点是每单元只设 l 根给水立管
,

给水管道布置简洁
,

造价低
,

但须人户抄表
,

管理不方便
,

解决

办法是采用远传水表或 IC 卡水表 ; 另一种就是水表设于户外
,

每层集中敷设或底层集中敷设
,

该

方法优点是管理较方便
,

缺点是管道数量较多
,

造价 高
.

经 比较及综合各方意见
,

本工程采用在

各住宅楼底层专门设一间水表房
,

各户分户水表均安装在本楼水表房内
,

商铺用水
、

绿化及景观

用水
、

停车库洗地用水等水表就近在水表房内敷设
.

3 ) 给水管道布置与敷设特点

上
、

下区给水系统的水平干管均敷设在地下室顶板下
,

可与消防给水系统的水平干管共支架

敷设
,

以降低管道支撑件费用
.

水平干管布置成环状以提高供水可靠性
.

从水平干管分别引出管道沿地下室顶板下穿顶板至各楼底层水表房
,

经各分户水表后分别敷

设各户专用给水管道进各户 内部
.

各 给水立管在楼梯间管道井敷设
,

安装完毕后必须每隔 2 一 3 层

在楼板处进行防火分隔
.

给水立管不适宜在外墙面安装
,

易锈蚀
,

维修不方便
,

且不美观
.

由于每户均有两个卫生间及 l 个厨房
,

并在大厅 阳台设淋花用水
,

故每户给水管道必须分别

敷设水平管至各用水点
,

一般沿楼板暗敷
,

可在楼板保护层
、

找平层内敷设
,

而不宜在楼板混凝

土中间敷设
.

如敷设在楼板中
,

下层住户装修天花时容易造成水管损坏且难 以修复
.

2 排水 系统

小高层住宅体量大
,

住户人数多
,

需妥善处理生活污水
、

雨水
、

空调冷凝水
、

地下室排水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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各种排水问题
,

其排水系统包括以 下部分
:

2
.

, 生活排水系统

l ) 排水体制

生活排水系统的排水体制包括粪便污水和生活废水的合流或分流两种
.

污废合流即卫生间只设 l 根排水立管
,

生活废水和粪便污水均排入该立管
,

经计算不需设专

用通气立管
,

排水管道布置较简单
,

但由于合流污水进人化粪池
,

增加了化粪池容积
.

污废分流即卫生间设 1 根污水立管和 1 根废水立管
,

管道布置较复杂
.

将污水立管和废水立

管每隔两层连通
,

利用其排水时间差互为通 气立管
.

与合流制相 比
,

污废分流可以改善排水及通

气效果
.

污废分流后仅将粪便污水接人化粪池
,

减少了化粪池容积
.

2 ) 生活排水管道的布置与敷设

厨房排水将立管和地漏均设于贴近厨房的阳台以改善厨房 的卫生条件
,

洗涤盆排水横支管设

于同层
.

卫生间为使排水横支管设于同层
,

将楼板降低 4 0 01 2]
,

横支管在沉箱内布置 ; 为解决沉箱

内积水的排水问题
,

沉箱底部设排水地漏
,

地漏排水管在楼板内暗敷
.

排水立管的布置有两种方法
:

一种是在室内靠墙布置 (无管道井 )
,

为美观常砌砖隐蔽
,

应在

检查 口 处留活动门
,

其缺点是 占用建筑面积
,

优点是对排水立管保护较好 ; 一种是在卫生间外墙

上布置
,

不 占建筑面积
,

但若常暴露在强 日光下
,

U PV C 塑料管易老化变形
,

缩短其使用寿命
.

本

工程采用排水立管在室内布置的方法
.

由于小高层住宅设地下停车库
,

因此所有污废水均需经排水横干管排出
.

排水横干管设于地

下室顶棚下
,

坡度一般要兼顾地下室空间要求
,

但不得小于排水管最小坡度
,

管径经计算确定
.

2. 2 雨水系统

小高层住宅雨水排水除考虑住宅天面排水外
,

还要考虑车库顶面 (一般为 中庭 ) 排水
.

天面

排水采用普通外排水
,

每根雨水立管仅在底层 lm 处设 l 个检查 口
.

中庭雨水排水结合绿化及水景

排水一道考虑
,

按内排水系统设计
.

按汇水范围设雨水斗
,

通过设 在地下室顶棚下 的雨水横 干管

排出
,

每根横干管所接 的雨水斗不超过 4 个
.

设在绿地处的雨水斗设砖砌检查井保护
,

绿地下设

陶砾透水层及塑料滤水管将积水排至雨水斗
.

2
.

3 空调冷凝水排水

将空调冷凝水有组织地排除是住宅人性化设计的一个特点
.

在靠近空调机的外墙上设 D 32 凝水

立管 (支管为 D 25 ) 接纳各层空调冷凝水
.

凝水立管将冷凝水排至室外地面或车库屋面即可 (保留

10 0 空气间隙以免堵塞管 口 )
,

通过车库屋面雨水斗或室外道路雨水 口将冷凝水间接排至雨水系统
.

2. 4 地下室排水

根据 《高层 民用建筑设计防火规范》
,

消防电梯的井底应设排水设施
,

所 以地下室排水应包括

电梯井的消防排水
,

另外还有水泵房水池排污
、

冲洗地面的排水
、

进人地下室的雨水的排水等
.

各

种地下室排水均设集水井和潜污泵解决
,

消防电梯的集水井容积按规范不小于 Zm
, ,

潜污泵的流

量不小于 36 m 3th ; 其他排水井的容积和潜污泵的流量按估算确定
.

3 消防给水 系统

小高层住宅集商住
、

停车库于一体
,

其消防设计应遵循 《高层 民用建筑设计防火规范》
、

《汽

车库
、

修车库
、

停车场设计 防火规范》的有关规定
,

消防系统的种类包括室 内外消火栓给水系统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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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下停车库 自动喷淋灭火系统
、

发电机房水喷雾灭火系统或气体灭火系统
,

还须根据 《建筑灭火

器配置设计规范 》配备灭火器
.

3
.

, 消防用水最

室内外消火栓用水量应根据住宅 和汽车库分别确定
,

取其较大者
.

根据消防规范的规定
,

建

筑高度 毛 5 0 m 的普通住宅室外消火栓用水量为 巧 Ll s ,

室内消火栓用水量为 10 Ll s ; n 类汽车库室

外消火栓用水量为 2 0 Ll s ,

室内消火栓用水量为 10 L/ s ,

则本案例室外消火栓用水量取 巧 Ll s ,

室

内消火栓用水量取 10 Ll s
.

汽车库自动喷水灭火系统用水量根据 《自动喷水灭火系统设计规范 》确定
,

地下停车库属中

危险级的 n 级
,

其喷水强度为 SLl m in
·

m Z ,

作用面积 16 0 m Z ,

则消防用水量为 21
.

3 L/ s
.

3. 2 消防水池
、

水泵与消防水箱

为确保消防水源
,

小高层住宅需要设消防水池
,

并与生活水池分开单独设置
,

以免影响生活

给水水质
,

其有效容积满足室内外消防用水量的要求
.

本工程设 l 个消防水池
.

消防水泵房与生活水泵房分开设 公
,

设消火栓泵和喷淋泵
,

均为一用一备
.

本工程设 l 个消防专用水箱
,

水箱设置高度能保证水箱最低水位至最不利消火栓 的高度差大

于 7 m
.

消防水箱贮存 lo m in 室内消防用水总量
,

即 ( 2 1
.

3 + x o ) x o
.

6二 一s
.

7 sm ,
.

3. 3 消防管道的布置与敷设

l ) 消火栓给水系统

在小高层住宅的外围设室外环状消防给水干管
,

与市政 自来水管道相连
.

本工程按 l 个室外

消火栓的用水量为 10 ~ 巧Ll s
计

,

本工程仅需设 2 个室外消火栓 ; 但按其间距不超过 12 Om
,

保护

半径不超过 巧 Om 算
,

应设 4 个室外消火栓
.

取其大者
,

本工程设 4 个室外消火栓
,

沿地下停 车库

外围均匀布置
.

地下停车库及首层架空层采用单出口 消火栓
,

单元式住宅楼梯间设双出口 消火栓
,

水枪充实

水柱长度均不小于 10 m
.

按消防规范
,

未规定必须采 用消防卷盘
,

但根据本市消防部门意见
,

每

个消火栓均带消防卷盘
.

经计算
,

本案例消火栓给水系统不需分区
,

也不必设减压设施
.

消火栓 系统水平 干管在地下

室顶棚下成环状布置
,

各住宅楼消火栓立管在天面连通
,

成竖向环状
.

2 ) 自动喷水灭火系统

本工程地下停车库设置湿式 自动喷水灭火系统
,

喷头数量为 7 56 个
,

按规范要求设 1 个报警

阀组
,

设在消防水泵房内 ; 由于本地下室划分两个防火分区
,

因此需分设两个水流指示器
,

水流

指示器后管道连接各区的喷头 ; 消防水箱喷淋出水管连接在报警阀前的管段上
.

在进行 自动喷水灭火 系统水力计算时
,

管道流速可取大些 (按规范可达 5 一 10 m / s )
,

这样可以

较大幅度地降低管道造价
,

而喷淋泵所需扬程增加
,

电动机功率增加
.

由于该系统除检验外基本

不消耗电能
,

所以适 当增加管道流速 以减小管径能降低系统的全寿命造价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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