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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根据住房和城乡建设部《关于印发（ 2011 年工程建设标准

规范制订、修订计划〉的通知》 （建标函【2011】 17 号）的要

求，规程编制组经广泛调查研究，认真总结实践经验，参考有关

国内外先进标准，并在广泛征求意见的基础上，编制本规程。

本规程的主要技术内容包括总则，术语和符号，基本规定，

屋面集水沟设计，半有压屋面雨水系统设计，压力流屋面雨水系

统设计，重力流屋面雨水系统设计，加压提升雨水系统设计，施

工安装，工程验收和维护管理。

本规程中以黑体字标志的条文为强制性条文，必须严格

执行。

本规程由住房和城乡建设部负责管理和对强制性条文的解

释，由中国建筑设计研究院负责具体技术内容的解释。执行过程

中如有意见或建议，请寄送中国建筑设计研究院（北京市西城区

车公庄大街 19 号，邮编： 100044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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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总则

I. 0. I 为规范建筑屋面雨水排水工程的设计、施工、验收及维

护管理，做到安全可靠、经济合理、技术先进，制定本规程。

I. o. 2 本规程适用于新建、扩建和改建的民用建筑、工业建筑

的屋面以及与建筑相通的下沉广场、下沉庭院的雨水排水工程。

I. o. 3 建筑屋面雨水排水工程设计、施工应与土建工程密切

配合。

I. o. 4 建筑屋面雨水排水系统应满足使用要求，并应为维护管

理、维修检测以及安全保护等提供便利条件。

I. 0. 5 建筑屋面雨水排水工程设计、施工、验收及维护管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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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建筑屋面雨水排水－工程 building roof rain drainage project 

建筑屋面、雨棚、阳台、窗井、与建筑相通的下沉庭院和广

场、地下室坡道等雨水排水丁今程的统称。

2. 1. 2 承雨斗 hopper 

安装在侧墙的外挂式雨水集水斗。

2. 1. 3 87 型雨水斗 87 roof outlet 

具有整流、阻气功能的雨水斗。其排水流量达到最大值之前，

斗前水位变化缓慢；流量达到最大值之后，斗前水位急剧上升。

2.1. 4 檐沟外排水 external drainage of gutter 

采用成品檐沟或士建檐沟汇水排人雨水立管的排水方式。

2. 1. 5 承雨斗外排水 external drainage of rainwater hopper 

屋面女儿墙上贴屋面设侧排排水口，侧墙设集水斗承接雨水

的排水方式。

2. 1. 6 天沟排水 gutter drainage 

天沟收集雨水，沟内设雨水斗的排水方式。依据雨水管道设

置在室内和室外，分为天沟内排水和天沟外排水。

2. 1. 7 半有压屋面雨水系统 roof rainwater system of half 

pressure flow 

系统的设计流态处于重力输水无压流和有压流之间的屋面雨

水系统，采用 87 (79）型雨水斗或性能与之相当的雨水斗。

2. 1. 8 压力流屋面雨水系统 roof rainwater system of pressure flow 

系统的设计流态为重力输水有压流的屋面雨水系统，并设置相

应的专用雨水斗。当采用虹吸雨水斗时可称为虹吸式屋面雨水系统。

2. 1. 9 重力流屋面雨水系统 roof rainwater system of gravit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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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torm system 

系统的设计流态为重力输水元压流的屋面雨水系统。

2. 1. IO 密闭系统 closed system 

在室内无任何敞开口的雨水排水系统。

2. 1. 11 内排水 internal drainage 

雨水立管敷设在室内的雨水排水系统。

2. 1. 12 夕阳Fl.K external drainage 

雨水立管敷设在室外的雨水排水系统。

2. I. 13 过渡段 transition zone 

水流流态由虹吸满管压力流向重力流过渡的管段。过渡段设

置在系统的排出管上，作为虹吸式屋面雨水排水系统水力计算的

终点，在过渡段通常将系统的管径放大。

2. 1. 14 连接管 spigot pipe 

雨水斗至悬吊管间的连接短管。

2. I. 15 悬吊管 hang pipe 

悬吊在屋架、楼板和梁下或架空在柱上的与连接管相连的雨

水横管。

2. 1. 16 长沟 long gutter 

集水长度大于 50 倍设计水深的屋面集水沟。

2. I. 17 短沟 short gutter 

集水长度等于或小于 50 倍设计水深的屋面集水沟。

2. 2 符 号

2. 2.1 流量、流速

G一一雨水设计流量；

q 设计暴雨强度；

QI\ 能在系统中形成虹吸的最小流量；

Q/\.min一一在单斗、单立管系统（立管高度大于 4m)

中形成虹吸的最小流量；

q咱 水平长沟的设计排水流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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qdg一一水平短沟的设计排水流量；

Qq 溢流口服务面积内的最大溢流水量；

Q, 被测试的虹吸雨水系统排水能力；

1「←集水沟内水流速度；

Vx一－t一「算点的流速；

W→一径流总雨量。

2.2.2 时间和比重

p 设计重现期；

t 降雨历时；

ti 一一汇水面汇水时间；

t2 管渠内雨水流行时间；

Ts 排水日才｜可；

F一一－4℃时水的密度。

2. 2.3 水压、水头损失

h2一一悬吊管末端的最大负压；

R 水力半径；

Ri 水力坡降；

Px一一管路内任意断面 x 的压力；

t,,P 水头损失允许误差；

2: 9. 81ClR十Z）一一一雨水斗至计算点的总水头损失；

z 管道的局部水头损失。

2.2.4 几何特征

A 沟的有效断面面积；

A1 水流断面积；

b 溢流口宽度；

dj 管道的计算直径；

F一－i［水面面积；

h一一溢流口高度；

hmax 屋面最大设计积水高度；

hb 溢流口底部至屋面或雨水斗（平屋面日们的高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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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1一→一溢流口处的堪上水头；

I 集水沟坡度；

L－一悬吊管的长度；

l 管道长度；

vg一一屋面夭沟水容积；

l:lh一一雨水斗和悬吊管末端的几何高差；

l:lH 当计算对象为排出管时指室内地面与室外检

查井处地面的高差；当计算对象为横干管时

指横干管的敷设坡度；

Mver一一雨水斗顶面至排出管过渡段的几何高差；

Mx一一雨水斗顶面至管路内任意断面 x 的几何高差；

ω一－集水沟过水断面积。

2.2.5 计算系数

A、 b, c, n 当地降雨参数；

g一一重力加速度；

K 二一一堪流量系数；

走－一汇水系数；

K" 绝对当量粗糙度；

走dg 折减系数；

kdr一一断面系数；

Lx 长沟容量系数；

m二一折减系数；

N 溢流口宽度计算系数；

n 集水沟的粗糙系数；

Re 雷诺数；

Sx一一－深度系数；

Xx→一形状系数；

A一→摩阻系数；

Pm 径流系数；

辛 局部阻力系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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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基本规定

3.1 一般规定

3.1.1 建筑屋面雨水排水系统应将屋面雨水排至室外非下沉地

面或雨水管渠，当设有雨水利用系统的蓄存池（箱）时，可排到

蓄存池（箱）内。

3. 1. 2 建筑屋面雨水积水深度应控制在允许的负荷水深之内，

50 年设计重现期降雨时屋面积水不得超过允许的负荷水深。

3.1. 3 建筑屋面雨水应有组织排放，可采用管道系统加油流设

施或管道系统无溢流设施排放。采取承雨斗排水或檐沟外排水方

式的建筑宜采用管道系统无溢流设施方式排放。

3.1. 4 当设有溢流耐毡时，溢流排水不得危及建筑湖面和人员安全。
3. 1. 5 屋面排水的雨水管道进水口设置应符合下列规定：

1 屋面、天沟、土建檐沟的雨水系统进水口应设置雨水斗；

2 从女儿墙侧口排水的外排水管道进水口应在侧墙设置承

雨斗；

3 成品檐沟雨水管道的进水口可不设雨水斗。

3. 1. 6 设有雨水斗的雨水排放设施的总排水能力应进行校核，

并应符合下列规定：

1 校核雨水径流量应按 50 年或以上重现期计算，屋面径流

系数应取 1. O; 

2 压力流屋面雨水系统排水能力校核应进行水力计算，计

算时雨水斗的校核径流量不得大于本规程表 3. 2.4 中的数值；

3 半有压屋面雨水系统排水能力校核中，写溢流水位或允

许的负荷水位对应的斗前水深大于本规程表 3. 2. 4 中的数值时，

则雨水斗的校核径流量不得大于本规程表 3. 2. 1 中的数值。

3. 1. 7 建筑屋面雨水系统的横管或悬吊管应具有自净能力，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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设有排空坡度，且 1 年重现期 5min 降雨历时的设计管道流速不

应小于白净流速。

3.1. 8 屋顶供水箱溢水、泄水、冷却塔排水、消防系统检测排水

以及绿化屋面的渗滤排水等较洁净的废水可排入屋面雨水排水系统。

3.1. 9 建筑屋面雨水排水系统应独立设置。

3.2 雨水斗

3. 2.1 建筑屋面雨水采用的雨水斗应符合下列规定：

1 可在雨水斗的顶端设置阻气隔板，控制隔板的高度，增

强油水能力；

2 对入流雨水应进行稳流或整流；

3 应抑制人流雨水的掺气；

4 应拦阻雨水中的固体物。

3. 2. 2 虹吸雨水斗应符合现行行业标准《虹吸雨水斗》 CJ/T

245 的有关规定。雨水斗格栅罩应采用细槽状或孔状。

3. 2. 3 87 型雨水斗应符合下列规定：

1 雨水斗应由短管、导流罩（导流板和盖板）和压板（图

3.2. 3）等组成；

D 

(a）铸铁短管雨水
斗总装配圈

D 

(b)l型钢制短管雨水
斗总装配图

图 3.2.3 87 型雨水斗装配图

D 

(c) II 型钢制短管雨水
斗总装配图

1 导流罩； 2一压板； 3一固定螺栓； 4一定位校；

5 铸铁短管； 6 钢制短管 Cl 型） ; 7一钢制短管 err 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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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导流板不应小于 8 片，进水孔的有效面积应为连接管横

断面积的 2 倍～2. 5 倍，雨水斗各部件尺寸应符合表 3.2. 3 中的

规定，导流板高度不宜大于表 3. 2. 3 中的数值；

3 盖板的直径不宜小于短管内径加 140mm;

4 雨水斗的材质宜采用碳钢、不锈钢、铸铁、铝合金、铜

合金等金属材料。

表 3.2.3 87 型雨水斗各部件尺寸

D (mm) H (mm) 
序
雨水斗规格 导流板高度 Hi

(mm) 铸铁短管 钢制短管
铸铁短管/I 型 E型钢制

(mm) 
号 钢制短管 短管

1 75 (80) 75 79 397 377 60 

2 100 100 104 407 387 70 

3 150 150 154 432 412 95 

4 200 200 207 447 427 110 

3. 2. 4 雨水斗的流量特性应通过标准试验取得，标准试验应按

本规程附录 A 的规定进行，雨水斗最大排水流量宜符合表 3.2.4

的规定。

表 3.2.4 雨水斗最大排水流量

雨水斗规格（mm) 50 75 100 150 

流量（L/s) 21. 8 39. 1 72 
87 型雨水斗

斗前水深（mm）《 68 93 

流量（L/s) 12. 6 18.8 40.9 89 
虹吸雨水斗

斗前水深（mm）王三 47. 6 59.0 70.5 

3.2.5 雨水斗的最大设计排水流量取值应小于雨水斗最大排水

流量，雨水斗最大设计排水流量宜符合表 3.2. 5 的规定。

8 



表 3.2.5 雨水斗最大设计排水流量 CL/s)

雨水斗规格（mm) 50 75 100 150 

87 型雨水斗

虹吸雨水斗

半有压系统

压力流系统

8 I 12~ 16 I 26~ 36 

6 

3.3 雨水径流计算

3.3.1 汇水面雨水设计流量应按下式计算：

12 25 70 

Q = k'P'mqF (3. 3. 1) 

式中： Q一一雨水设计流量（L/s);

走一一一汇水系数，当采用天沟集水且沟沿在满水时会向室

内渗漏水时取 1. 5，其他情况取 1. O; 

Pm一一一径流系数；

q 设计暴雨强度（L/s • hrn2); 

F 汇水面面积（hrn勺。

3.3.2 各种汇水面的径流系数宜按表 3. 3. 2 的规定确定，不同

汇水面的平均径流系数应按加权平均进行计算。

表 3.3.2 各种汇水面的径流系数

汇水面种类 径流系数 'Ym

硬屋丽、未铺石子的平屋面、沥青屋面 1. 0 

水面 1. 0 

混凝土和沥青地面 0. 9 

铺石子的平屋面 0.8 

块石等铺砌地面 0. 7 

干砌砖、石及碎石地面 0. 5 

非铺砌的土地面 0.4 

地下建筑覆士绿地（覆土厚度＜SOOmm) 0.4 

绿地 0.25 

地下建筑覆士绿地（覆士厚度关500mm) 0.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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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3.3 各汇水面积应按汇水面水平投影面积计算并应符合下列

规定：

1 高出汇水面积有侧墙时，应附加侧墙的汇水面积，计算

方法应符合现行国家标准《建筑给水排水设计规范》 GB 50015 

的有关规定；

2 球形、抛物线形或斜坡较大的汇水面，其汇水面积应附

加汇水面竖向投影面积的 50% 。

3.3.4 设计暴雨强度应按下式计算：

167 A Cl十clgP)
q (t+b)" 

(3. 3.4) 

式中： p 设计重现期（a);

t一一降雨历时（min);

A、 b, c, n 当地降雨参数。

3.3.5 建筑屋面雨水系统的设计重现期应根据建筑物的重要性、

汇水区域性质、气象特征、溢流造成的危害程度等因素确定。建

筑降雨设计重现期宜按表 3. 3. 5 中的数值确定。

表 3.3.5 建筑降雨设计重现期

建筑类型 设计重现期（a)

采用外檐沟排水的建筑 1~ 2 

一般性建筑物 3~ 5 

重要公共建筑和工业厂房 10 

窗井、地下室车库坡道 50 

连接建筑出入口下沉地面、广场、庭院 10~ 50 

注：表中设计重现期，半有压系统可取低限值，虹吸式系统宜取高限值。

3.3.6 设计降雨历时的计算应符合下列规定：

1 雨水管渠的设计降雨历时应按下式计算：

t=t1 +mt2 (3. 3. 6) 

式中： t, 汇水面汇水时间（min），根据距离长短、汇水面坡

度和铺盖确定，可采用 5mi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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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一一－折减系数，取 m=l;

lz一一管渠内雨水流行时间（min）。

2 屋面雨水收集系统的设计降雨历时按屋面汇水时间计算，

可取 5min。

3.4 系统选型与设置

3. 4.1 建筑屋面雨水系统类型及适用场所可按表 3. 4. 1 的规定

确定。

表 3. 4.1 建筑屋面雨水系统类型及适用场所

分类方法 排水系统 适用场所

1 屋面面积较小的单层、多层住宅或体量与

檐沟外排水系统
之相似的一般民用建筑；

2 瓦屋面建筑或坡屋面建筑；

3 雨水管不允许进入室内的建筑

y[ 

1 屋面设有女儿墙的多层住宅或七层～九层

水 承雨斗外 住宅；

排水系统 2 屋面设有女儿墙旦雨水管不允许进入室内

方 的建筑

1 大型厂房；
式 2 轻质屋面；

天沟排水系统 3 大型复杂屋面，

4 绿化屋面；

5 雨篷

阳台排水系统 敞开式阳台

1 屋面楼板下允许设雨水管的各种建筑；

半有压排水系统 2 天沟排水；

设 3 无法设溢流的不规则屋面排水

1 屋面楼板下允许设雨水管的大型复杂
流

建筑；
关’‘主，ζ、

压力流排水系统 2 天沟排水；

3 需要节省室内竖向空间或排水管道设置位

置受限的工业和民用建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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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表 3. 4. 1 

分类方法 排水系统 适用场所

设 1 阳台排水；

计
重力流排水系统

2 成品檐沟排水；

流 3 承雨斗排水；

并’t血ζ，、 4 排水高度小于 3m 的屋面排水

3. 4. 2 建筑屋面雨水系统应根据屋面形态进行选择。屋面雨水

斗排水系统的设计流态，应根据排水安全、经济性、建筑竖向空

间要求等因素综合比较确定。

3.4.3 高层建筑的裙房屋面的雨水应自成系统排放。

3.4.4 半有压屋面雨水系统宜采用 87 型雨水斗或性能类似的雨

水斗，压力流屋面雨水系统应采用专用雨水斗。

3. 4. 5 民用建筑雨水内排水应采用密闭系统，不得在建筑肉或

阳台上开口，且不得在室内设非密闭检查井。

3.4.6 严寒地区宜采用内排水系统。当寒冷地区采用外排水系

统时，雨水排水管道不宜设置在建筑北侧。

3.4.7 无特殊要求的工业厂房，雨水管道宜为明装。民用建筑

中的雨水立管宜沿墙、柱明装，有隐蔽要求时，可暗装于管井

内，并应留有检查口。

3. 4~ 8 雨水管道敷设应符合下列规定：

1 不得敷设在遇水会引起燃烧、爆炸的原料、产品和设备

的上面及住宅套内；

2 不得敷设在精密机械、设备、遇水会产生危害的产品及

原料的上空，否则应采取预防措施；

3 不得敷设在对生产工艺或卫生有特殊要求的生产厂房

内，以及食品和贵重商品仓库、通风小室、电气机房和电梯机

房内；

4 不宜穿过沉降缝、伸缩缝、变形缝、烟道和风道，当雨

水管道需穿过沉降缝、伸缩缝和变形缝时，应采取相应技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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措施；

5 当埋地敷设时，不得布置在可能受重物压坏处或穿越生

产设备基础；

6 塑料雨水排水管道不得布置在工业厂房的高温作业区。

3. 4. 9 塑料排水管道穿墙、楼板或有防火要求的部位时，应按

国家现行有关标准的规定设置防火措施。

3. 4.10 雨水斗位置应根据屋面汇水结构承载、管道敷设等因素

确定，雨水斗的设置应符合下列规定：

1 雨水斗的汇水面积应与其排水能力相适应；

2 雨水斗位置应根据屋面汇水结构承载、管道敷设等因素

确定；

3 在不能以伸缩缝或沉降缝为屋面雨水分水线时，应在缝

的两侧分设雨水斗；

4 雨水斗应设于汇水面的最低处，且应水平安装；

5 雨水斗不宜布置在集水沟的转弯处；

6 严寒和寒冷地区雨水斗宜设在冬季易受室内温度影响的

位置，否则宜选用带融雪装置的雨水斗。

3. 4.11 绿化屋面的雨水斗可设置在雨水收集沟内或雨水收集

井内。

3.4.12 一个汇水区域内雨水斗不宜少于 2 个，雨水立管不宜少

于 2 根。

3.4.13 雨水立管的底部弯管处应设支墩或采取固定措施。

3.4.14 高层建筑雨水管排水至散水或裙房屋面时，应采取防冲

刷措施。当大于 lOOm 的高层建筑的排水管排水至室外时，应将

水排至室外检查井，并应采取消声措施。

3.4.15 当雨水横管和立管直线长度的伸缩量超过 25mm 时，

应采取伸缩补偿措施。

3. 4.16 雨水管道的连接应符合下列规定：

1 管道的交汇处应做顺水连接。当压力流系统的连接管接

人悬吊管时，可按局部阻力平衡需求确定连接方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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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悬吊管与立管、立管与排出管的连接弯头宜采用 2 个 45。

弯头，不应使用内径直角的 90。弯头；

3 连接管与悬吊管的连接应采用 45。三通。

3.4.17 设雨水斗的屋面雨水排水管道系统应能承受正压和负

压，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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塑料管的负压承受能力不应小于 80kPa。

3.4.18 建筑屋面雨水排水系统管材选用宜符合下列规定：

1 采用雨水斗的屋面雨水排水管道宜采用涂塑钢管、镀辞

钢管、不锈钢管和承压塑料管，多层建筑外排水系统可采用排水

铸铁管、非承压排水塑料管；

2 高度超过 250m 的雨水立管，雨水管材及配件承压能力

可取 2. 5MPa; 

3 阳台雨水管道宜采用排水塑料管或排水铸铁管，檐沟排

水管道和承雨斗排水管道可采用排水管材；

4 同一系统的管材和管件宜采用相同的材质。

3.4.19 当建筑屋面雨水斗系统采用涂塑钢管时，应符合下列

规定：

1 涂塑钢管应符合现行行业标准《给水涂塑复合钢管》

CJ/T 120 的有关规定；
2 虹吸系统负压区除外的涂塑钢管连接可采用沟槽或法兰

连接方式。当采用法兰连接时，应对法兰焊缝作防腐处理。

3.4.20 当建筑屋面雨水斗系统采用镀钵钢管时，应符合下列

规定：

1 镀钵钢管应符合现行国家标准《低压流体输送用焊接钢

管》 GB/T 3091 的有关规定；

2 虹吸系统负压区除外的镀怦钢管连接应采用丝扣或沟槽

连接方式。

3. 4. 21 当建筑屋面雨水斗系统采用不锈钢管时，应符合下列

规定：

1 不锈钢管应符合现行国家标准《流体输送用不锈钢焊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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钢管》 GB/T 12771 的有关规定；

2 不锈钢管最小壁厚应符合表 3.4. 21 的规定；

3 不锈钢管应采用耐腐蚀性能牌号不低于 S30408 的材

料；

4 管道宜采用沟槽式连接或对接氧弧焊连接方式；

5 当采用对接茧弧焊连接时，应有惰性气体保护。

表 3. 4. 21 不锈钢管最小壁厚

公称尺寸（mm)

管外径（mm) I 57 I 89 I 108 

最小壁厚（mm)

3.4.22 当建筑屋面雨水斗系统采用高密度聚乙烯 CHDPE）管

时，应符合下列规定：

I 高密度聚乙烯 CHDPE）管及管件应符合现行行业标准

《建筑排水用高密度聚乙烯 CHDPE）管材及管件》 CJ/T 250 的

有关规定；

2 管材的规格不应低于 SlZ. 5 管系列；

3 管道应采用对接焊连接、电熔管箍连接方式；

4 检查口管件可采用法兰连接方式。

3.4.23 采用排水铸铁管、排水塑料管时，管材及管件应符合国

家现行有关标准的规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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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屋面集水沟设计

4.1 集水沟设置

4. 1.1 当坡度大于 5%的建筑屋面采用雨水斗排水时，应设集

水沟收集雨水。

4. 1. 2 下列情况宜设置集水沟收集雨水：

1 当需要屋面雨水径流长度和径流时间较短时；

2 当需要减少屋面的坡向距离时；

3 当需要降低屋面积水深度时；

4 当需要在坡屋面雨水流向的中途截留雨水时。

4. 1. 3 集水沟设计应符合下列规定：

1 多跨厂房宜采用集水沟内排水或集水沟两端外排水。当

集水沟较长时，宜采用两端外排水及中间内排水；

2 当瓦屋面有组织排水时，集水沟宜采用成品檐沟；

3 集水沟不应跨越伸缩缝、沉降缝、变形缝和防火墙。

4. 1. 4 天沟、边沟的结构应根据建筑、结构设计要求确定，可

采用钢筋混凝土、金属结构。

4. 1. 5 雨水斗与天沟、边沟连接处应采取防水措施，并应符合

下列规定：

1 当天沟、边沟为混凝土构造时，雨水斗应设置与防水卷

材或涂料衔接的止水配件，雨水斗空气挡罩、底盘与结构层之间

应采取防水措施；

2 当天沟、边沟为金属材质构造，且雨水斗底座与集水沟

材质相同时，可采用焊接连接或密封圈连接方式；当雨水斗底座

与集水沟材质不同时，可采用密封圈连接，不应采用焊接；

3 密封圈应采用三元乙丙橡胶 CEPDM）、氯丁橡胶等密封

材料，不宜采用天然橡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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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I. 6 金属沟与屋面板连接处应采取可靠的防水措施。

4.2 集水沟计算

4. 2.1 集水沟的过水断面积应根据汇水面积的设计流量按下式

计算： Q-u 一
一

ω
 

(4. 2. 1) 

式中： ω 集水沟过水断面积（mZ);

Q一－雨水设计流量（m3/s);

r一集水沟水流速度（m/s）。

4. 2. 2 集水沟的设计水深应根据屋面的汇水面积、沟的坡度及

宽度、雨水斗的斗前水深确定。排水系统的集水沟分水线处最小

深度不应小于 lOOmmo

4.2.3 集水沟的沟宽和有效水深宜按水力最优矩形截面确定。

沟的有效深度不应小于设计水深加保护高度；压力流排水系统的

集水沟有效深度不宜小于 250mm。

4.2.4 集水沟的最小保护高度应符合表 4. 2.4 中的规定。

表 4.2.4 集水沟的最小保护高度

含保护高度在内的沟深 h, (mm) 最小保护高度（mm)

100~ 250 0. 3h, 

>250 75 

4.2.S 集水沟净宽不宜小于 300mm，纵向坡度不宜小于 0.003;

金属屋面的金属集水沟可无坡度。

4.2.6 集水沟宽度应符合雨水斗安装要求，压力流排水系统应

保证雨水斗空气挡罩最外端距离沟壁距离不小于 lOOmm，可在

雨水斗处局部加宽集水沟；混凝土屋面集水沟沟底落差不应大于

ZOOmm，金属屋面集水沟可不大于 lOOmm0

4.2.7 集水沟内水流速度应按下式计算：

v=l_Rf rt 
n 

(4. 2. 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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式中： n~一集水沟的粗糙系数，各种材料的 n 值可按表 4. 2. 7 

的规定确定；

R 水力半径（m);

I 集水沟坡度。

表 4. 2. 7 各种材料的 n值

壁面材料的种类 n 值

钢板 0.012 

不锈钢板 0. 011 

水泥砂浆抹面混凝土沟 0.012~ 0.013 

混凝土及钢筋混凝土沟 0.013~ 0.014 

4.2.8 严寒地区不宜采用平坡集水沟。

4.2.9 水平短沟设计排水流量可按下式计算：

qc1g =kdgkd1A~· 25 SxXx ( 4. 2. 9) 

式中： qc1g 水平短沟的设计排水流量 CL/s);

沟形

走df

18 

kc1g二一折减系数，取 0.9;

kd「一一断面系数，各种沟形的断面系数应符合表 4.2.9

的规定；

AZ－沟的有效断面面积，在屋面天沟或边沟中有固定

障碍物时，有效断面面积应按沟的断面面积减去

固定障碍物断面面积进行计算（mm2);

Sx 深度系数，应根据本规程附录 B 的规定取值，半

圆形或相似形状的短檐沟 Sx=l. O; 

Xx一一形状系数，应根据本规程附录 B 的规定取值，半

圆形或相似形状的短檐沟 Xx=l. O 。

表 4. 2. 9 各种沟形的断面系数

半圆形或相似

形状的檐沟

2. 78 × 10 5 

矩形、梯形或相似

形状的檐沟

3.48× 10 5 

矩形、梯形或相似形状

的天沟和边沟

3.89× 10 ' 



4. 2.10 水平长沟的设计排水流量可按下式计算：

qcg=qdgLx (4. 2. 10) 

式中： q唔←→水平长沟的设计排水流量（L/s);

L, 长沟容量系数，平底或有坡度坡向出水口的长沟

容量系数可按表 4. 2. 10 的规定确定。

表 4. 2.10 平底或有坡度坡向出水口的长沟容量系数

容量系数 Lx

Lo 
平底 坡度 坡度 坡度 坡度hd 

。～3%。 4%。 6%。 8%。 10%。

50 1. 00 1. 00 1. 00 1. 00 1. 00 

75 0.97 1. 02 1. 04 1. 07 1. 09 

100 0. 93 1. 03 1. 08 1. 13 1. 18 

125 0.90 1. 05 1. 12 1. 20 1. 27 

150 0.86 1. 07 1. 17 1. 27 1. 37 

175 0.83 1. 08 1. 21 1. 33 1. 46 

200 0.80 1. 10 1. 25 ]. 40 1. 55 

225 0. 78 ]. 10 ]. 25 1. 40 1. 55 

250 0. 77 ]. 10 1. 25 1. 40 1. 55 

275 0.75 ]. 10 ]. 25 1. 40 1. 55 

300 o. 73 ]. 10 1. 25 1. 40 1. 55 

325 0. 72 ]. 10 1. 25 1. 40 1. 55 

350 0. 70 1. 10 ]. 25 1. 40 1. 55 

375 0.68 ]. 10 1. 25 1. 40 ]. 55 

400 0.67 ]. 10 1. 25 1. 40 ]. 55 

425 0.65 ]. 10 ]. 25 1. 40 1. 55 

450 0.63 ]. 10 1. 25 1. 40 1. 55 

475 0. 62 1. JO 1. 25 ]. 40 1. 55 

500 0.60 ]. 10 1. 25 1. 40 1. 55 

注： Lo 为排水长度（mm）；们为设计水深（m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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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2.11 当集水均有大于 10°的转角时，计算的排水能力折减系

数应取 0. 850 

4. 2.12 当集水沟的坡度小于等于 0.003 时，可按平沟设计。

4. 3 溢流口计算

4.3.1 溢流口的最大溢流设计流量可按下列公式计算：

Qq = 385b/2iih t (4. 3. 1 1) 

h=hmax hb (4. 3. 1-2) 

式中： Qq 溢流口服务面积内的最大溢流水量（L/s);

b一一一谧流口宽度（m);

h一一溢流口高度 Cm);

g 重力加速度 Cm/s勺，取 9. 81; 

hrnax一一屋面最大设计积水高度（m);

hb 溢流口底部至屋面或雨水斗（平屋面时）的高差

(m）。

4.3.2 溢流口的宽度可按下式计算：

b＝鲁hf (4. 3.2) 

式中： h1一一溢流口处的堪上水头 Cm），宽顶堪宜取 0. 03m; 

N一一一溢流口宽度计算系数，可取 1420～1680 。

4. 3. 3 溢流口处堪上水头之上的保护高度不宜小于 50mmo

4.3.4 当溢流口采用薄壁堪时，其设计流量可按下式计算：

Qq=Kb/fiihp (4. 3. 4) 

式中： K 堪流量系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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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半有压屋面雨水系统设计

5.1 系统设置

5. 1.1 天沟末端或屋面宜设溢流口。

5. 1. 2 雨水斗设置应符合下列规定：

1 雨水斗可设于天沟内或屋面上；

2 多斗雨水系统的雨水斗宜以立管为轴对称布置，且不得

设置在立管顶端；

3 当一根悬吊管上连接的几个雨水斗的汇水面积相等时，

靠近立管处的雨水斗连接管管径可减小一号。

5.1. 3 悬吊管设置应符合下列规定：

1 同一悬吊管连接的雨水斗宜在同一高度上，且不宜超过

4 个，当管道同程或同阻布置时，连接的雨水斗数量可根据水力

计算确定；

2 当悬吊管长度超过 20m 时，宜设置检查口，检查口位置

宜靠近墙、柱。

5. 1. 4 建筑物高、低跨的悬吊管，宜分别设置各自的立管。当

雨水立管的设计流量小于最大设计排水能力时，可将不同高度的

雨水斗接人同一立管，且最低雨水斗应在立管底端与最高雨水斗

高差的 2/3 以上。

5.1. 5 多根立管可汇集到一个横干管中，且最低雨水斗的高度

应大于横干管与最高雨水斗高差的 2/3 以上。

5. 1. 6 立管下端与横管连接时，应在立管上设检查口或横管上

设水平检查口。立管排出管埋地敷设时，应在立管上设检查口。

5.2 系统参数与计算

5. 2.1 雨水悬吊管和横管的最大排水能力宜按下式计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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Q= vA1 (5. 2. 1) 

式中： A1 水流断面积（m2 ）。

5. 2. 2 悬吊管的水力坡度可按下式计算：

I=h2f LYi 二 (5.2.2) 

式中： h2 悬吊管末端的最大负压（mH20），取 0. 5; 

tJi 雨水斗和悬吊管末端的几何高差（m);

L一一悬吊管的长度（m）。

5.2.3 雨水横干管及排出管的水力坡度可按下式计算：

t:.H+ 1 
I＝一一一一一 (5. 2. 3) 

L 

式中： t:.H 当计算对象为排出管时指室内地面与室外检查井

处地面的高差；当计算对象为横干管时指横干管

的敷设坡度（m）。

5. 2. 4 悬吊管的设计充满度宜取 0. 8，横干管和排出管宜按满

流计算。

5. 2. 5 悬吊管和横管的敷设坡度宜取 0.005，且不应小于 0.003 。

5. 2. 6 悬吊管和横管的水流速度不应小于 0. 75m/s，并不宜大

于 3. Om/so 排出管接人室外检查井的流速不宜大于 1. 8m/s，大

于 1. 8m/s 时应设置消能措施。

5.2.7 雨水斗连接管的管径不宜小于 75mm，悬吊管的管径不

应小于雨水斗连接管的管径，且下游管径不应小于上游管的

管径。

5.2.8 雨水横干管的管径不应小于所连接立管的管径。

5.2.9 立管的最大设计排水流量应符合表 5.2. 9 的规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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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5.2.9 立管的最大设计排水流量（L/s)

公称尺寸（mm)

建筑高度《12m

建筑高度＞12m

DN75 I DNlOO I DN150 I DN200 I DN250 I DN300 

10 19 75 I 135 I 220 

12 25 go I i5s I 240 



6 压力流屋面雨水系统设计

6.1 系统设置

6.1.1 单个压力流雨水排水系统的最大设计汇水面积不宜大

于 2500m2 0 

6. 1. 2 雨水斗顶面至过渡段的高差，当立管管径不大于 DN75

时，宜大于 3m；当立管管径不小于 DN90 时，宜大于 5mo

6.1. 3 绿化屋面与非绿化屋面不应合用一套压力流雨水排水系

统。当两个屋面共用排水天沟时可以合用一套系统。

6.1. 4 同一系统的雨水斗宜设置在同一水平面上，且用于排除

同一汇水区域的雨水。

6. 1. 5 压力流雨水排水系统的屋面应设溢流设施，且应设置在

溢流时雨水能通畅流达的场所。当采用金属屋面、水平金属长天

沟且沟檐溢水会进人室内时，宜在天沟两端设溢流口，无法设置

溢流口时，可采用溢流管道系统。

6.1. 6 溢流设施的最大溢水高度应低于建筑屋面允许的最大积

水深度，天沟溢流口不应高于天沟有效深度。

6.1. 7 当采用溢流管道系统溢流时，溢流水应排至室外地面，

溢流管道系统不应直接排入市政雨水管网。

6. 1. 8 压力流系统排出管的雨水检查井宜采用钢筋混凝土检查

井或消能井。检查井应能承受排出管水流的作用力，并宜采取排

气措施。

6. 1. 9 雨水斗应设在天沟或集水槽内。当设于屋面时，雨水斗

规格不应大于 50mm。

6.1.10 雨水斗在天沟内宜均匀布置，其最大间距不应大于

20m，并确保雨水能依自由水头均匀分配至各雨水斗。当天沟坡

度大于 0.01 时，雨水斗应设在天沟的下沉小斗内，并宜在天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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末端加密布置。

6.1.11 雨水斗应设连接管和悬吊管与立管连接。多斗系统中雨

水斗不得直接接在立管顶部。当悬吊管上连接多个雨水斗时，雨

水斗宜对雨水立管做对称布置。

6. 1. 12 连接管垂直管段的内径不宜大于雨水斗出水短管内径。

6. 1. 13 雨水斗出水短管可采用焊接、螺纹、法兰等连接方式。

当出现不同材质时，可采用法兰或卡箍连接；当采用相同材质

时，可采用焊接或热熔连接。

6.1.14 压力流排水系统应，设置过渡段，立管底部应设置检

查口。

6. 2 系统参数与计算

6. 2.1 压力流排水系统的水力计算，应符合下列规定：

1 精确计算每一管路水力工况；

2 计算应包括设计暴雨强度、汇水面积、设计雨水流量；

3 应计算管段的管径、计算长度、流量、流速、节点压

力等。

6. 2. 2 雨水斗至过渡段总水头损失与过渡段流速水头之和不得

大于雨水斗顶面至过渡段的几何高差，也不得大于雨水斗顶面至

室外地面的几何高差。

6.2.3 压力流排水系统管路内的压力应按下式计算：

Px=Mxpg 于 L: 9. 81 （船Z) (6. 2. 3) 

式中： Px一一管路内任意断面 x 的压力 CkPa);

Mx 雨水斗顶面至管路内任意断面 x 的几何高差（m);

Vx一一计算点的流速（m/s）。

6. 2. 4 压力流排水管系的各雨水斗至系统过渡段的水头损失允

许误差应小于雨水斗顶面与过渡段几何高差的 10%，且不应大

于 lOkPao 水头损失允许误差应按下式计算：

!J.P=Mverpg-L; 9. 81 ClR1 十Z) (6.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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式中： D.P－水头损失允许误差 CkPa);

D.hver 雨水斗顶面至排出管过渡段的几何高差（m);

F一－4°C时水的密度；

I: 9. 81 ClR1 个 Z）一－雨水斗至计算点的总水头损失 CkPa）；其

中 lR1 为沿程水头损失， Z 为局部水头

损失；

l一一管道长度（m);

R1一一水力坡降；

z 管道的局部水头损失（m）。

6. 2. 5 管道的水力坡降应按下列公式计算：

Rλi 豆
I I\ di 2g 

1 「 k ' 2. 51 1 
主＝ 211:!: I 一一一十~1J). IS I 3. 7ldj ' Po J,d 

式中才 摩阻系数，按公式（6.2.5-2）计算；

dj 管道的计算直径（m);

Re－一雷诺数；

Kn二←绝对当量粗糙度。

(6. 2. 5-1) 

(6.2.5-2) 

6.2.6 管道的局部水头损失应按管道的连接方式，采用管（配）

件当量长度法计算。当缺少管（配）件实验数据时，可按下式

计算：

月5二（6.2. 6) 

式中： F一一局部阻力系数，管（配）件的局部阻力系数 E应按

表 6. 2. 6 的确定。

表 6. 2. 6 管（配）件的局部阻力系数§

管件名称 I 15。弯头 I 30。弯头 I 45°弯头｜旷弯头 I go。弯头｜ 三通 ｜管道变径处

e 0. 1 0.3 0. 4 0.6 0.8 0.6 0.3 

注： 1 虹吸系统到过渡段的转换处宜按 e=L 8 估算。

2 雨水斗的 g值应由产品供应商提供，无资料时可按 e=i. 5 估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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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2. 7 连接管设计流速不应小于 1. Om/s，悬吊管设计流速不宜

小于 1. Om/s。

6. 2. 8 立管管径应经计算确定，可小于上游悬吊管管径。立管

设计流速不宜小于 2. 2m/s，且不宜大于 lOm/so

6. 2. 9 过渡段下游的管道应按重力流设计、计算，流速不宜大

于 1. 8m/s，否则应采取消能措施，且最大流速不应大于

3. Om/s 。

6. 2.10 过渡段的设置位置应通过计算确定，宜设在室外，且距

检查井间距不宜小于 3m。

6. 2.11 当雨水斗顶面与悬吊管中心的高差小于 lm 时，应按下

列公式校核：

QA> 1. lQA,mm (6. 2. 11 1) 

QA＝叫歪 (6. 2. 11-2) 

式中： QA一←能在系统中形成虹吸的最小流量（L/s);

QA, min一一在单斗、单立管系统（立管高度大于 4m）中形成

虹吸的最小流量（L/s）；应由产品供应商实测

获得；

6. 2.12 系统的最大负压计算值应根据气象资料、管道及管件的

材质、管材及管件的耐负压能力和耐气蚀能力确定，但不应小于

一80kPa。

6.2. 13 压力流排水系统应按系统内所有雨水斗以最大实测流量

运行的工况，复核计算系统的最大负压。系统最大负压值不应小

于－90kPa，且不低于管材及管件的最大耐负压值，最大实测流

量应按本规程附录 A规定的测试方法测定。

6.2.14 当压力流排水系统设置场所有可能发生雨水斗堵塞时，

应按任一个雨水斗失效，系统中其他雨水斗以雨水斗最大实测流

量运行的工况，复核计算系统的最大负压和天沟（或屋面）积水

深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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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重力流屋面雨水系统设计

7.1 系统设置

7. 1. 1 重力流雨水系统的雨水进水口应符合下列规定：

1 当位于阳台时，宜采用平算雨水斗或无水封地漏；

2 当位于成品檐沟内时，可不设雨水斗；

3 当位于女儿墙外侧时，宜采用承雨斗。

7. 1. 2 阳台雨水排水立管不应连接屋面排水口，且不应与屋面

雨水系统相连接。

7. 1. 3 阳台雨水立管底部应间接排水，檐沟排水、屋面承雨斗

排水的管道排水口，宜排到室外散水或排水沟。

7. 1. 4 阳台排水、檐沟排水可将不同高度的排水口接人同一

立管。

7. 1. 5 单个悬吊管连接的雨水进水口数量可按水力计算确定。

7. 1. 6 管材选用应符合下列规定：

1 阳台、檐沟、承雨斗雨水排水管道以及多层建筑外排水

可采用排水铸铁管或排水塑料管；

2 建筑内排水系统的管材应采用镀铸钢管、涂（衬）塑镀

怦钢管、承压塑料管；

3 高层建筑外排水系统的管材应采用镀辞钢管、涂（衬）

塑镀钵钢管、排水塑料管。

7.2 系统参数与计算

7. 2.1 悬吊管和横管的水力计算应按本规程第 5. 2. 2 、 5. 2. 3 条

进行，其中水力坡度采用管道的敷设坡度。

7.2.2 悬吊管和横管的充满度不宜大于 0.8，排出管可按满流

计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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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2.3 悬吊管和其他横管的最小敷设坡度应符合下列规定：

1 塑料管应为 0.005;

2 金属管应为 0.01 。

7.2.4 悬吊管和横管的流速应大于 0. 75m/s 。

7. 2. 5 立管的最大泄流量应根据排水立管的附壁膜流公式计算，

过水断面应取立管断面的 1/4～ 1/3，重力流系统雨水立管的最

大设计泄流量可按表 7. 2. 5 的规定确定。

表 7.2.5 重力流系统雨水立管的最大设计泄流量

铸铁管 钢管 塑料管

公称直径 最大泄流量 公称外径× 最大泄流量 公称外径× 最大泄流量

(mm) (L/s) 壁厚（mm) (L/s) 壁厚（mm)

75 4.30 108× 4.0 9.40 75 × 2. 3 

90 × 3.2 
100 9.50 133× 4.0 17. 10 

110× 3.2 

159× 4. 5 27. 80 125 × 3.2 
125 17.00 

158× 6.0 30.80 125 × 3. 7 

160× 4.0 
150 27.80 219 × 6.0 65.50 

160× 4. 7 

zoo × 4. 9 
zoo 60.00 245 × 6.0 89.80 

zoo × 5.9 

250 × 6. 2 
250 108.00 273 × 7.0 119. 10 

250 × 7. 3 

315 × 7. 7 
300 176.00 325 × 7.0 194.00 

315 × 9. 2 

7.2.6 重力流雨水系统的最小管径应符合下列规定：

1 下游管的管径不得小于上游管的管径；

2 阳台雨水立管的管径不宜小于 DN50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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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50 

7. 40 

12.80 

18. 30 

18.00 

35. 50 

34. 70 

54.60 

62.80 

117. 00 

114. 10 

217.00 

211. 00 



8 加压提升雨水系统设计

8.1 一般规定

8. 1. 1 地下室车库出入口坡道、与建筑相通的室外下沉式广场、

局部下沉式庭院、露天窗井等场所应设置雨水加压提升排放系

统。当排水口及汇水面高于室外雨水检查井盖标高时，可直接重

力排人雨水检查井。

8. 1. 2 加压提升雨水系统应由雨水汇集设施、集水池、加压装

置和排出管道构成。

8. 1. 3 连接建筑出人口的下沉地面、下沉广场、下沉庭院及地

下车库出人口等，应采取防止设计汇水面以外的雨水进入的

措施。

8. 1. 4 漫坡式下凹的广场或坡道，应设置地面雨水分水线。

8. 1. 5 连接建筑出入口的下沉地面、下沉广场、下沉庭院等地

面应比室内地面低 150mm～300mm 以上。

8. 1. 6 室外下沉地面不宜承接屋面雨水排水。

8. 2 雨水汇集设施

8. 2.1 地下室车库出人口的敞开式坡道雨水汇集应符合下列

规定：

1 与地下室地面的交接处应设带格栅的雨水排水沟，沟内

雨水宜重力排入雨水集水池；

2 当车库坡道中途设置雨水截留沟且截留沟格栅面低于室

外雨水检查井盖标高时，沟内雨水应排入地下室雨水集水池。

8.2.2 地下室的露天窗井中应设平算雨水斗或元水封地漏，雨

水应重力排入地下室雨水集水池。

8.2.3 与建筑相通的室外下沉广场、室外下沉庭院或室外下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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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面应设置雨水口、雨水斗或带格栅的排水沟，雨水应重力排入

雨水集水池。

8.2.4 室外下沉广场、室外下沉庭院或室外下沉地面的埋地管

道管顶覆土深度应根据管材强度、外部荷载、土壤冰冻深度和土

壤性质等条件，结合当地埋管经验确定。管顶最小覆土深度宜符

合下列规定：

1 人行道下不宜小于 600mm;

2 车行道下不宜小于 700mm;

3 室内埋地管道应设在覆土层内，不宜敷设在钢筋混凝土

层内。

8. 2. 5 雨水汇集管道宜采用塑料排水管或铸铁排水管等。

8. 3 雨水集水池

8. 3.1 雨水集水池宜靠近雨水收集口。

8. 3. 2 地下室汽车坡道和地下室窗井的雨水集水池应设在室内，

也可设于窗井内。收集室外雨水的集水池宜设在室外。

8.3.3 雨水集水池不应收集生活污水。

8.3. 4 雨水集水池除满足有效容积外，还应满足水泵设置、水

位控制器、格栅等安装和检修要求。

8.3. 5 雨水集水池设计最低水位，应满足水泵吸水要求；雨水

集水池的吸水坑和吸水管的布置可按现行国家标准《建筑给水排

水设计规范》 GB 50015 中污废水集水池的要求布置。

8.3.6 雨水集水池底坡向泵位的坡度不宜小于 0.05，吸水坑的

深度及平面尺寸，应按泵类型确定。

8.3.7 雨水集水池应设置水位指示装置和超警戒水位报警装置，

并应将信号引至物业管理中心。

8.4 水泵设置

8.4.1 雨水提升泵应采用排水污水泵，且宜采用自动祸合式潜

水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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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4.2 雨水集水池泵组应设备用泵，备用泵的容量不应小于最

大一台工作泵的容量。排水泵不应少于 2 台，不宜大于 8 台，紧

急情况下可同时使用。

8.4.3 水泵应有不间断的动力供应，并宜设置自冲洗管道。

8.4.4 水泵应由集水池中的水位自动控制运行。

8.4.5 当设计雨水排水量较大时，宜采用多台雨水泵并联工作

模式。

8.4.6 单个雨水集水池的水泵出水管可合并成一条，且宜单独

排出室外。当多个集水池的水泵出水管合并时，各支路在管道交

汇点的水压宜相等。

8.4.7 水泵出水管上应设止回阀和阀门，位置应易于操作。寒

冷地区应采取泄空措施。

8.4.8 水泵出水管宜采用涂塑钢管、焊接钢管和承压塑料管等。

8.5 系统计算

8. 5.1 当车道、窗井与其上方的侧墙相通时，汇水面积应附加

1/2 的侧墙面积。下沉庭院和下沉广场周围的侧墙面积，应根据

屋面侧墙的折算方式计入汇水面积。

8. 5. 2 雨水集水池的有效容积可按下列方法确定：

1 当集水池的有效容积取降雨历时为 t 的总径流雨量时，

水泵设计流量可取降雨历时为 t 时的流量；

2 当水泵的设计流量取 5min 降雨历时的流量时，集水池

的有效容积不应小于最大→台水泵 5min 的出水量；

3 当露天下沉地面汇水面积允许在设计降雨历时内积水时，

下沉地面上的积水容积也可计人贮水容积。

8.5.3 雨水的总径流雨量应按下式计算：

W = 0. 06PmqFt 

式中： W一一径流总雨量 Cm勺。

(8. 5. 3) 

31 



9 施工安装

9.1 一般规定

9.1.1 施工前准备应符合下列规定：

1 施工图纸和其他技术文件齐全，并应经会审；

2 有批准的施工方案或施工工艺，应已进行技术交底；

3 施工人员应经过屋面雨水排水系统安装的技术培训｜｜；

4 施工人员应充分了解设计文件和施工方案；

5 材料、机具等应准备就绪。

9. 1. 2 材料进场验收应符合下列规定：

1 管材、管件、雨水斗等材料的规格、型号和性能应符合

设计要求，并应有质量合格证明文件；

2 管材、管件等材料的表面应完好无损。钢管和管件表面

应无裂纹、夹渣、重皮等缺陷；

3 排水铸铁管管材、管件应元裂缝、砂眼、飞刺和瘪陷等

缺陷；

4 排水塑料管管材、管件应无裂缝、凹陷、分层和气泡等

缺陷。

9.1.3 材料贮运应符合下列规定：

1 管材、管件、雨水斗等应分类堆放。管材应水平堆放在

平整的地上，管件、雨水斗应逐层堆码，且不应超过国家现行有

关标准规定的堆码高度；

2 管材装卸时，不得撞击和抛、摔、拖等；

3 塑料管道贮存堆放时，不得长时间暴晒，且应远离明火、

热源。

9.1. 4 管道敷设应符合下列规定：

1 雨水立管检查口设置应符合设计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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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室内埋地管长度超过 30m 时，应设置检查口；

3 雨水管道位置应符合设计要求；

4 塑料管道穿过墙壁、楼板或有防火要求的部位时，应按

设计要求设置防火措施；

5 当雨水管穿过墙壁和楼板时，应设置金属或塑料套管。

公共卫生间和厨房内楼板的套管，顶部应高出装饰地面 50mm;

其他区域内楼板的套管，顶部应高出装饰地面 20mm，底部与楼

底面齐平。墙壁内的套管，两端应与饰面齐平。套管与管道之间

的缝隙应采用阻燃密实材料填实；

6 管道和雨水斗的敞开口安装处，应采取临时封堵措施。

9.2 进场检验

9. 2.1 雨水斗、主要管材及管件应进行进场检验。

9. 2. 2 雨水斗外观应无损坏，组件应完整，说明书、合格证应

齐全。雨水斗材质、规格应符合设计要求。

9. 2.3 管材、管件检验应符合下列规定：

1 管道的材质、规格、管径应符合设计要求。各类管材、

管件应符合国家现行有关标准的规定；

2 塑料管材应进行燃烧性能试验。

9.2.4 雨水潜水泵外观应无损坏，组件应完整，产品合格证和

安装使用说明书应齐全。流量、扬程和电机功率应符合设计

要求。

9.3 雨水斗安装

9. 3.1 雨水斗的进水口应水平安装。

9.3.2 雨水斗应按产品说明书的要求和顺序进行安装。

9.3.3 屋面结构施工时应按设计要求预留雨水斗预留孔。

9.3. 4 安装在钢板或不锈钢板天沟、檐沟内的雨水斗，可采用

氢弧焊等与天沟、檐沟焊接，也可采用其他防水连接方式。

9.3.5 当屋面防水施工完成、雨水管道确认畅通、清除流人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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管内的密封膏后，再安装整流装置、导流罩等部件。

9.3.6 雨水斗安装后，雨水斗边缘与屋面相连处不应漏水。

9.4 管道安装

9. 4.1 钢管安装应符合下列规定：

1 碳素钢管宜采用机械切割。当采用火焰切割时，应先清

除表面的氧化物。不锈钢管应采用机械或等离子切割；

2 钢管切口表面应平整，并应与管道中心线垂直，不锈钢

管焊接前应打坡口；

3 碳素钢管应采用法兰或沟槽式连接，内外表面应镀辞。

不锈钢管应采用焊接、法兰或沟槽式连接；

4 当采用法兰连接时，法兰应垂直于管道中心线，两个法

兰的表面应相互平行，紧固螺纹部分应做防腐处理；管径大于

DNlOO 的镀辞钢管应采用法兰或卡套式专用管件连接，镀辞钢

管与法兰焊接处应二次镀特；

5 不锈钢管焊接宜采用氧弧焊接、于工电焊或氧弧焊打底、

手工电焊盖面，管内需充氧气保护的焊接工艺；

6 当不锈钢管采用氧弧焊时，环境温度不应低于一5℃；当

温度过低时，应采取预热措施。不锈钢管焊接后，应根据设计要

求及时对焊缝表面及周围进行酸洗钝化处理。

9.4.2 排水铸铁管安装应符合下列规定：

1 应采用机械切割，切口表面应平整元裂缝；

2 应采用机械接口或卡箍式连接；

3 当进行连接时，应先清除连接部位的沥青、哇！人毛刺等

杂物；

4 当采用机械接口时，在插口端应先套入法兰压盖，再套

人橡胶密封圈，然后将插口端推人承口内，应对称交叉地紧固法

兰压盖；

5 当采用卡箍式连接时，应将管道或管件的端口插入橡胶

套筒和不锈钢节套内，然后拧紧节套上的螺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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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4.3 高密度聚乙烯（HDPE）管安装应符合下列规定：

1 当采用切割机切割时，切口应垂直于管中心；

2 应采用热熔对焊或电熔连接；

3 预制管段不宜超过 lOm，预制管段之间的连接应采用电

熔、热熔对焊或法兰连接；

4 悬吊水平管宜采用电熔连接，且与固定件配合安装；

5 当管道对焊连接时，焊接压力应根据壁厚确定，对焊压

力宜为截面积乘以 0. 15MPa。

9.4.4 其他塑料管道安装应符合国家现行相关标准的要求。

9.4.5 排出管安装应符合下列规定：

1 管材选用及敷设应符合设计要求；

2 埋地管道不宜采用不锈钢管，当采用不锈钢管时，应采

取防腐措施；

3 当埋地雨水管穿入检查井时，与井壁接触的管端部位应

涂刷两道胶粘剂，并滚上粗砂，用水泥砂浆砌入，防止漏水。

9.5 雨水潜水泵安装

9. 5.1 雨水潜水泵的规格、型号应符合设计要求，并应有产品

合格证和安装使用说明书。

9. 5. 2 雨水潜水泵的安装应符合现行国家标准《机械设备安装

工程施工及验收通用规范》 GB 50231、《压缩机、风机、泵安装

工程施工及验收规范》 GB 50275 的有关规定。

9. 5.3 每台雨水潜水泵出水管上应安装排水止回阀、控制阀、

压力表和可曲挠接头，压力表量程应为工作压力的 2 倍～

2. 5 倍。

9.6 固定件安装

9. 6.1 排水管道固定件设置应符合下列规定：

1 排水管道固定件应能承受满流管道的重量和水流作用力

及管道热胀冷缩产生的轴向应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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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排水管道金属固定件的内、外层应采取防腐处理措施；

3 管道支吊架应固定在承重结构上，位置应正确，埋设应

牢固。

9. 6. 2 钢管的支、吊架间距，横管钢管管道支架最大间距应符

合表 9. 6. 2 的规定；立管应每层设置 1 个。

表 9. 6. 2 铜管管道支架最大间距

公称尺寸（mm) I DN50 I DN80 IDNlOOIDN1251DN1501DN200IDN2501 DN300 

保温管（m) ｜川 1 4. o 1 4. s 1 6. o I 7. o 1 7. o 1 8. o I 8. s 

不保温管 ＜m> I s. o I 6. o I 6. s I 1. o I 8. o I 9. s I 1 i. o I 12. o 

9. 6. 3 当采用不锈钢管时，不锈钢悬吊管支、吊架最大间距应

符合表 9. 6. 3 的规定。

表 9.6.3 不锈钢管悬吊管支、吊架最大间距

公称尺寸（mm) I DN50 I DN80 IDN100IDN125IDN150IDN200IDN2501 DN300 

保温管（m) I 2. o I 2. 5 I 3. o I 3. o I 3. 5 I 4. o I 5. o I 5. o 

不保温管 ＜m> I 3. o I 3. o I 4. o I 4. o I s. o I 6. o I 6. o I 6. o 

9. 6. 4 排水铸铁管支、吊架的横管间距不应大于 2m，立管间距

不应大于 3m。当楼层高度不大于 4m 时，立管可安装 1 个支架。

9. 6. 5 钢管沟槽式接口、排水铸铁管机械和卡箍接口，其支、

吊架位置应靠近接口，但不得妨碍接口的拆装。

9.6.6 卡箍接口排水铸铁管在弯管处应安装拉杆装置进行固定。

9. 6. 7 高密度聚乙烯 CHDPE）悬吊管固定应符合下列规定：

1 应采用方形钢导管固定，方形钢导管尺寸应符合表

9.6.7-1 的规定；

2 方形钢导管应沿 HOPE 悬吊管悬挂在建筑承重结构上，

HOPE 悬吊管宜采用导向管卡和锚固管卡连接在方形钢导管上；

3 方形钢导管悬挂点间距和导向管卡、锚固管卡（图

9. 6. 7-1 、图 9. 6. 7-2）的设置间距， HOPE横管固定件最大间距

应符合表 9. 6. 7-2 的规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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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9. 6. 7-1 方形钢导管尺寸（mm)

HOPE 管外径 方形钢导管尺寸 A×B

40~ 200 30 × 30 

250~ 315 40 × 60 

吁二…＝ ι才正 扩
巳 FA 

图 9. 6. 7一1 DN40～DN200 的 HDPE管横管固定安装示意图

AA 悬挂点｜可距g FA 锚固管卡间距； RA 导向管卡间距；

1 方形钢导管； 2 悬挂点； 3 锚固管卡； 4 导向管卡

表 9. 6. 7-2 HDPE横管固定件最大间距（mm)

HOPE管外径 悬挂点间距 AA 锚固管卡间距 FA 导向管卡间距 RA

40 2500 5000 800 

50 2500 5000 800 

56 2500 5000 800 

63 2500 5000 800 

75 2500 5000 800 

90 2500 5000 800 

110 2500 5000 llOO 

125 2500 5000 1200 

160 2500 5000 1600 

200 2500 5000 2000 

250 2500 5000 1700 

315 2500 5000 17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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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DN250的HOPE管横管固定安装示意图

(b)DN315的HOPE管横管固定安装示意图

图 9. 6. 7亿 DN250 、 DN315 的 HDPE管横管固定安装示意图

1一方形钢导管； 2 悬挂点； 3 锚固管卡； 4 导向管卡

9. 6. 8 高密度聚乙烯 CHDPE）悬吊管的锚固管卡设置应符合

下列规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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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 锚固管卡应安装在管道的起始端、末端以及 Y形支管的

三个分支上，锚固管卡的距离不应大于 5m;
2 当雨水斗与立管之间的悬吊管长度大于 lm 时，应安装

带有锚固管卡的固定件；

3 当 HDPE 悬吊管管径大于 DN200 时，每个固定点应使

用 2 个锚固管卡；

4 当雨水斗下端与悬吊管的距离大于或等于 750mm 时，
悬吊管或方形钢导管上应增加 2 个侧向锚固管卡。

9.6.9 HDPE立管的锚固管卡间距不应大于 5m, HDPE 导向

管卡间距不应大于 15 倍管径（图 9. 6. 9 ）。

图 9. 6. 9 HDPE管垂直固定安装示意图

1一方形钢导管； 2一悬挂点； 3一锚固管卡； 4一导向管卡

9.6.10 HDPE 管道固定件应与管材配套。

9. 6.11 雨水立管的底部弯管处应按设计要求设支墩或采取其他

固定措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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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 工程验收和维护管理

10.1 一般规定

10. 1. 1 工程验收时应具备下列文件：

1 竣工图和设计变更文件；

2 雨水斗、管材、管件等的质量合格证明文件；

3 主要器材的安装使用说明书；

4 中间试验和隐蔽工程验收记录。

10.1. 2 压力流屋面雨水系统采用的塑料管材，应具备管材及管

件耐正压和负压的检测报告。

10.2 安装验收

10. 2.1 雨水斗安装验收应符合下列规定：

1 雨水斗安装位置应符合设计要求，雨水斗边缘与屋面间

连接处不应渗漏；

2 雨水斗内及周围不得遗留杂物、填充物或其他包装材料。

10. 2. 2 室内雨水管道安装偏差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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 2.3 固定件安装验收应符合下列规定：

1 固定件的安装应符合本规程第 9. 6 节的规定；

2 管道固定件应固定在承重结构上；

3 固定件防腐、防锈措施应完整。

10. 2. 4 天沟验收应符合下列规定：

1 天沟位置、高度、宽度、坡度、溢流口及水流断面应符

合设计要求；

2 沟内不得遗留杂物、填充物等；

3 金属天沟应无影响有效积水深度和水流断面的明显变形。

40 



10. 2. 5 溢流措施应符合下列规定：

1 溢流口尺寸及设置高度应符合设计要求；

2 溢流系统应采用专用溢流雨水斗或雨水斗配合溢流堪方

式，保证溢流系统在溢流工况下正常工作；

3 溢流措施周围不得遗留杂物、填充物等。

10. 2. 6 雨水潜水泵应能在设计要求的水位工况自动运行。

10.3 密封性能验收

10.3.1 密封’性验收应对所有雨水斗进行封堵，并应向屋顶或天

沟灌水，水位应淹没雨水斗并保持 lh 后，雨水斗周围屋面应无

渗漏现象。

10.3. 2 安装在室内的压力流、半有压系统雨水管道，应根据建

筑高度进行灌水和通水试验。当立管高度小于或等于 250m 时，

灌水高度应达到每个系统每根立管上部雨水斗位置；当立管高度

大于 250m 时，应对下部 250m 高度管段进行灌水试验，其余部

分应进行通水试验。灌水试验持续 lh 后，管道及其所有连接处

应无渗漏现象。

10.4 竣工验收

10. 4.1 屋面和天沟应清理干净，不得留有杂物，雨水斗处不得

留有杂物。

10.4.2 溢流口或溢流设施应符合设计要求。

10.4.3 雨水系统应做通水试验，排水应畅通、无堵塞。

10. 4.4 压力流屋面雨水系统做现场排水能力测试时，宜按照本

规程附录 C 的规定进行。

10.S 维护

10. 5.1 雨水排水系统应定期维护，每年至少在雨季前做一次

巡检。

10. 5. 2 雨水排水系统日常检查和维护应符合下列规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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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应检查格栅或空气挡罩固定于雨水斗上的情况；

2 应检查屋面雨水径流至雨水斗情况，并应及时清理屋面

或天沟内杂物；

3 应定期检查雨水管道的功能和状态，并应清除雨水斗和

管道中的杂质；

4 应检查固定系统；

5 有需要的场所应建立检查和维护档案。

10. 5. 3 除雨水以及屋顶供水箱溢水、泄水、冷却塔排水等较洁

净的废水外，其他污废水不得排人雨水排水系统。

10. 5. 4 雨水排水系统备品备件应齐全。

10. 5. 5 对维护过程中发现的缺陷和问题应及时处理。

10.5.6 每年雨季前应对加压提升雨水系统的潜水泵进行巡检和

试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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雨水斗流量和斗前水深试验测试方法附录 A

试验装置（图 A. 0.1) 应满足测试水槽均匀进水的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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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A. 0.1 流量和斗前水深试验装置图

A 测试水槽，槽底应水平安装 ； B一测试水槽尺寸（图上标注尺寸为
最小值）； c 雨水斗； D---排水管； E 排水管末端； F 节流阀； G←
透明管； H 雨水斗连接压板上沿与排水管末端出口之间的高度差；
I 进水管； J 斗前水深测试取压孔g K一玻璃水位计g M一压力传感

器； dj二排水管内径； a一雨水斗深度； h一斗前水深



求，并应符合下列规定：

1 安装雨水斗的平板的水平安装偏差应为土4mm;

2 排水管末端设置节流阀；

3 透明管内径应与所配管内径相同，长应为 lOOOmm;

4 雨水斗连接压板上沿与排水管末端出口之间的高度差应

为 3000mm;

5 应设置四个进水管，靠近测试水槽中心均布，且要求均

匀分配流量；

6 斗前水深测试取压孔距测试水槽中心应为 650mm。

A.0.2 试验装置中的排水管内径宜与雨水斗出水短管内径一

致。排水管出口端安装用于调节系统阻力的节流阀，此阀门全开

时应无明显阻力，且开度调整后不应自行改变。排水管上应设置

一段透明管用于观察管中水流。

A.0.3 斗前水深宜采用压力传感器测量，压力传感器测量精度

不应低于 0. 25 级，并应采用液柱式水位计与之对比。传感器使

用前应进行标定，计量误差应为±2. 5mm 水柱（ ±25Pa）。

A.0.4 流量计应安装在试验装置的供水管上，计量精度不应低

于 1. 0 级。

A.0.5 相对零水位的试验方法：启动供水泵，循环供水 3min

后关闭供水泵，目测排水立管中无水流时，测试水槽内的水位为

相对零水位。

A.0.6 流量与水深测量均需在流量计显示值和测试水槽水位稳

定 lOmin 以后读取数据，测量的采样频率不应低于 lOOHz，每

个测点采样时间不应少于 3min，各参数应取测量时段内的平

均值。

A.0.7 试验步骤：

1 测定最大流量和对应的斗前水深，应按下列步骤进行

试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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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将节流阀开至最大，启动水泵，缓慢加大供水流量，

直到雨水斗达到满管流，目测应无空气通过透明管段；



2）当继续加大流量，测试水槽内水位上升时，应逐渐减

小流量，直到水位稳定且目测应无空气通过透明管段

为止，此时的流量和斗前水深即为雨水斗的最大流量

和对应的斗前水深；

2 测定满管流量与斗前水深关系，应按下列步骤进行试验：

1) 在最大流量和设定的最小流量区间内，应预设不少于

10 个测试流量值；

2）调节供水阀门，使流量接近预设的测试流量值后，应

调节排水管出口处节流阀的开度，至排水管接近满流

时固定节流阀的开度；

3）应缓慢调节供水流量，直到雨水斗达到满管流，此时

的流量和斗前水深即为设定条件下满流流量和对应的

斗前水深；

4）应按预设的流量值从大到小依次重复本款第 2 项、第 3

项操作，并应得到最大流量到设定的最小流量间一系

列满流流量与对应的斗前水深值；

5）应关闭供水阀门、停水泵，并应放空测试水槽。

A.0.8 雨水斗满流流量与斗前水深关系曲线应依据本规程第

A. 0. 7 条取得的满流流量与对应的斗前水深值进行绘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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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录 B 深度系数和形状系数曲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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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录 C 压力流屋面雨水系统容积式测试法

c. 0.1 当屋面本身有较大的蓄水容积时，可根据天沟内的雨水

在单位时间内容积增减，确定系统排水能力。

c. o. 2 测试应按下列步骤进行：

1 应先将该系统位于地面标高 1. 5m 处的检查管段暂时

拆除；

2 检查管段拆除后，应在该部位安装合适规格的阀门，在

阀门上方应安装注水设施；

3 关闭阀门，并应将对应的屋面排水分区其他系统的雨水

斗暂时封堵，并应设立储水区；

4 应在储水区段的天沟内观测天沟高度位置，并应做好标记

线，天沟测试的人数不应少于 3人，并应校对各测试人员的秒表；

5 应从阀门上方的注水管向储水区持续加水至可测试的水

深高度；

6 在测试人员就位后，应打开阔门，检测人员应记录储水

区的各标记段排水时间，并应取得不少于 3 组的数值，应取其平

均值作为单位时间内的排水能力，并应与该系统的设计排水量进

行对比，与设计要求进行核对；

7 测试结束后，应开启其他系统的雨水斗、拆除阀门，并

应将检查管段复位。

c. 0. 3 排水能力应按下式计算：

Q，＝辛 (C.0.3) 

式中： Q, 被测试的压力流屋面雨水系统排水能力（m3/h);

Vg一一→屋面天沟水容积（m3);

T、→÷→排水时间（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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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规程用词说明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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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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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词，采用

“可”。

2 条文中指明应按其他有关标准执行的写法为“应符

合……的规定”或“应按……执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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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用标准名录

I 《建筑给水排水设计规范》 GB 50015 

2 《机械设备安装工程施工及验收通用规范》 GB 50231 

3 《建筑给水排水及采暖工程施工质量验收规范》 GB 50242 

4 《压缩机、风机、泵安装工程施工及验收规范》 GB 50275 

5 《低压流体输送用焊接钢管》 GB/T 3091 

6 《流体输送用不锈钢焊接钢管》 GB/T 12771 

7 《给水涂塑复合钢管》 C]/T 120 

8 《虹吸雨水斗》 CJ/T 245 

9 《建筑排水用高密度聚乙烯（ HOPE）管材及管件》 CJ/

T 25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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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华人民共和国行业标准

建筑屋面雨水排水系统技术规程

℃JJ 142 - 2014 

条文说明



制订说明

《建筑屋面雨水排水系统技术规程》CJJ 142 - 2014，经住房

和城乡建设部 2014 年 3 月 27 日以公告 349 号批准、发布。

本规程编制过程中，编制组进行了深入、广泛的调查研究，

总结了我国工程建设民用建筑屋面雨水排水设计的实践经验，同

时参考了国外先进技术法规、技术标准，通过常用雨水斗和系统

性能测试取得了重要技术参数。

为便于广大设计、施工、科研、学校等单位的有关人员在使

用本规程时能正确理解和执行条文规定，《建筑屋面雨水排水系

统技术规程》编写组按章、节、条顺序编写了本规程的条文说明，

对条文规定的目的、依据以及执行中需注意的有关事项进行了说

明，还着重对强制性条文的强制性理由做了解释。但是，本条文

说明不具备与规程正文同等的法律效力，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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 与建筑相通的下沉广场与下沉庭院，发生积水时雨水会

流入建筑内部，造成水患。这部分区域的排水对于建筑而言和屋

面排水的重要性相似，故本规程包含了这部分内容。
1. o. 4 虹吸式屋面雨水排水系统的管径按重力输水有压流的计

算方法确定，管径小、固体物多，且人水口裸露，很容易出现堵

塞，因此必须做好维护管理。每年雨季到来之前或雨季期间，应

重点做好屋面的清洁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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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术语和符号

2.1. 7 、 2.1. 8 、 2.1. 9 兰种系统的流态名称采用了常用的通俗

称呼，均未采用严谨的学术名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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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基本规定

3.1 一般规定

3. 1. 1 有些建筑在侧边设置下沉地面，低于室外小区地面，下

沉面的雨水需要提升排除。屋面雨水应避免向这种下沉地面或该

地面下的雨水管道排水，以便为雨水自流排到市政雨水管道创造

条件。当向雨水利用的蓄存池排水时，不论水池是否设在下沉地

面，都可向池内排水。

3. 1. 2 本条为强制性条文。允许的负荷水深指建筑和结构专业

允许的积水深度。建筑屋面的积水深度限制主要来自于结构专业

的荷载限制和建筑专业的屋面防水要求。为使积水深度不超过该

限制值，可采取两种方法。方法一：控制溢流口设置高度，且有

足够的泄流能力。方法二，雨水斗的排水流量（50 年重现期）所

需要的斗前水深小于该允许值。雨水斗泄流量所对应的斗前水深

根据标准试验确定。

3.1. 3 对有组织排水的两种方式做选用规定。在目前运行的工

程中有许多这样的情况，在无法设置溢流口的情况下，屋面雨水

全部由雨水斗排水系统排除，应优先采用雨水排水管道系统加溢

流管道系统的排水方式，采用加大雨水排水系统的重现期，雨水

全部由雨水排水管道系统排除，在低重现期时，虹吸雨水系统会

发生不能正常工作时的情况。这里需要注意不设溢流的建筑应满

足本规程 3. 1. 6 条排水能力的校核计算和 3. 1. 7 条自净流速的

要求。

3.1. 4 溢流设施主要指溢流口，对于虹吸排水系统有时甚至要

设溢流管道系统。当建筑屋面采用管道系统加溢流设施方式排水

时，溢流下落的雨水不应砸伤行人或损坏室外地面。

3. 1. 5 屋面范围不包括侧墙和成品檐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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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1. 6 规定校核方法。

第 1 款建筑的设计使用寿命都不小于 50 年，故此处规定

按 50 年重现期降雨作为校核流量。檐沟外排水、承雨斗外落水、

散排水元雨水斗，不需要校核。

第 2 款压力流雨水系统的校核计算是对管径已经确定的系

统进行排水能力计算，该排水能力一般高于设计工况的雨水径流

量，故各雨水斗负担的校核流量可超过本规程表 3. 2. 5 中规定的

最大设计流量，但不应大于本规程表 3. 2. 4 中规定的最大流量。

第 3 款试验已经证明 87 型雨水斗系统在斗前水深达到一

定高度时形成压力流，符合伯努利方程。半有压系统的校核计算

中，如果溢流水位或允许的负荷水位对应的斗前水深大于本规程

表 3. 2. 4 中的数值，则系统有条件形成压力流，这样，校核计算

可采用伯努利方程计算系统的最大排水能力，并遵循压力流计算

方法。在校核工况下，系统（包括雨水斗）的排水能力可大于设计

工况的，因此各雨水斗负担的校核流量可大于本规程表 3. 2. 5 中

的最大设计流量，但不应大于本规程表 3.2.4 中规定的最大

流量。

3. 1. 7 屋面雨水管道作为排水管道，需要达到排水管道的自净

流速要求，并且这种自净流速应在常年降雨中出现。自净流速一

般取 0.75L/s。推荐雨水横管设置坡度的主要原因如下：

1 给排水的压力输水管道普遍要求设置排空坡度，不推荐

元坡度设置；

2 规范要求的 10 年设计重现期中，设计工况降雨平均只出

现一次，其余几百次可以产生径流的降雨都只能产生重力流排水

或两相流排水，这对于北方风沙大、灰尘大的地区，无坡度会产

生排水不畅、甚至横管堵塞。

3.1. 9 本条为强制性条文。屋面雨水和建筑生活排水各自设置

独立的管道排除，即使降雨量很小的干旱地区，或者室外采用合

流制管网，屋面雨水也不应和室内生活污废水管道相连。此处建

筑屋面雨水也含阳台雨水，阳台设洗衣机时，其排水不得进入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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台雨水立管。有顶棚的阳台雨水地漏可接人洗衣机排水管道。

3.2 雨水斗

3. 2. 1 条文规定的雨水斗性能是对我国几十年来屋面雨水排水

文献资料及产品的归纳。

第 1 款中排水能力强指雨水斗的最大排水流量越大越好，相

应的斗前水深越小越好，具体值参见 3. 2. 4 条。通常采取的措施

是在雨水斗的顶端设置阻气隔板，并控制隔板的高度。

第 2 款中的稳流或整流，其目的是抑制雨水口形成谦涡，减

少掺气量。通常采取的措施是设置整流格栅或整流罩。

第 3 款抑制入流雨水的掺气，其目的是增加水气比，提高雨

水斗的排水能力。雨水斗顶端的阻气隔板、周边的整流格栅，都

能抑制、减少人流雨水的掺气。

第 4 款拦阻雨水中的固体物由整流格栅实现，把可堵塞管道

的较大固体物拦截住，如塑料袋、树叶等。

本条是对雨水斗的性能提出要求，依据的排水理念是：屋面

雨水系统排水时掺气量越小越好、排水能力越大越好，即图 1 中

右侧的折点做对应的流量应尽量大，斗前水深应较小。这样既提

高屋面排水的安全性，又节省管道系统的材料。

3.2.3 87(79）型雨水斗自 20 世纪 70 年代末期应用于工程，几

十年来被广泛应用，是我国应用最普遍的雨水斗。但该产品一直

未制定产品标准，故本规程对一些主要性能及构造做技术规定。

技术内容主要参考了国家标准图和相关的设计于册。 65 型雨水

斗的排水性能和 87 型雨水斗相近，但市场使用量已经较少，故

不再列出。

3. 2. 4 雨水斗的最大排水能力指流量特性曲线（图 1) 中的折点

流量，该曲线应根据现行行业标准《虹吸雨水斗》CJ/T 245 规定

的试验取得。表中的数据是试验测试结果。测试在北京建筑大学

的实验装置上进行。 87 型雨水斗由河北徐水兴华铸造有限公司

提供，虹吸雨水斗由北京泰宁科创科技有限公司提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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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2.5 雨水斗的最大设计排水流量取值应小于雨水斗最大排水

流量，留有安全余量。按压力流设计时最大设计排水流量不宜大

于雨水斗最大排水流量的 80%；按半有压设计时最大设计排水

流量不宜大于雨水斗最大排水流量的 50%。表中的数据均分别

小于 80%和 50% ，以策安全。 87 型雨水斗用于排水高度（以室

外地面计）小于 lZm 的建筑，设计雨水流量不宜大于表中的低限

值，用于排水高度大于 lZm 的建筑，满足下列条件之一者可取

上限值：

1 单斗系统；

对称布置的双斗系统；

系统同程布置或同阻布置的多斗系统；

多斗系统最靠近立管的雨水斗。

雨水斗流量特’性曲线图 1

’
血
’

3
A

嘈

雨水径流计算

3.3.2 表中数据引自现行国家标准《建筑与小区雨水利用工程技

术规范》GB 50400 - 2006 表 4. 2. 2 中的流量径流系数参数。此

外，本规程涉及地面为下沉的汇水面，设计降雨重现期较大，因

此径流系数比现行国家标准《室外排水设计规范》GB 50014 中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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数值略高些。

3.3.3 竖向投影面积见图 2 所示。

、

飞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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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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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Ah 

(a）平屋面： A,=Ah

雨斜角

、／一一
、
、
、
、
、
、
、
、
、
、

(b）坡屋面： A,=Ah+A/2 雨斜角

、／一一

(c）坡谷天沟： A厅A、.2-A,1)12+Ah1+Ah2

图 2 屋顶有效集水面积计算

A, 计算汇水面积； Ah→汇水面水平投影面积；

Av 汇水面竖向投影面积

3.3.S 对设计重现期进行规定，重现期取值建议如下：

I 地下室坡道、窗井的雨水设计重现期不宜小于 50 年，当

积水产生的影响较小时，可采用 10 年；

2 下沉广场、下沉庭院等露天下沉地面的雨水设计重现期

不宜小于 10 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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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当下沉地面与室内地面相通且与室内地面的高差小于

150mm 时，设计重现期不宜小于 50 年。

连接建筑出人口的下沉地面、广场、庭院积水时可经由出人

口进入建筑内，产生水患，故规定了较高的设计重现期。对于独

立于建筑、积水不产生水患的下沉地面，可不执行此条而采用室

外小区地面的设计重现期。

连接建筑出入口的下沉地面是指该地面比周围的地面低并且

建筑设有门口供人员进出到该室外地面。该地面比相通的室内地

面低一个踏步台阶时，降落到该地面的雨水有短时积水不会产生

危害，重现期可取低限值。当该地面略低于室内地面甚至没有标

高落差时，重现期应取高限值，当然出人门口设有挡水坎者可取

低限重现期。

3.3.6 第 1 款的计算式在计算室外管道时需要，比如下沉广场

的埋地管道。

3.4 系统选型与设置

3.4.2 排水安全包括屋面少积水、少溢流等，造价经济指系统

的费用低。在建筑竖向空间允许时，应优先选用既安全、又经济

的雨水系统。

3.4.4 条文中的专用雨水斗目前主要指虹吸雨水斗。

3.4.5 本条为强制性条文。条文中的非密闭检查井是指管道在

检查井中开口并敞开，比如常规的污废水检查井。密闭检查井如

图 3 所示，其中管道上的检查口用螺丝紧固，能承受管内的

水压。

屋面雨水管道系统在运行中遇到较大的降雨时会产生压力．

在室内或阳台上开口会发生水患，我国已有很多这方面的经验

教训。

当内排水系统向室内雨水利用收集池排水时，其设计方法应

执行国家标准《建筑与小区雨水利用工程技术规范》GB 50400 的

规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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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3 密闭检查井示意

1－螺栓盖板； 2 排出管； 3 埋地管

3.4.8 此条第 1 款引自国家标准《建筑给水排水设计规范》GB

50015 - 2003(2009 年版） 3.5.8 条和 4.3. 5 条，国家标准《住宅建

筑规范》GB 50368 2005 中 8. 1. 4 条。

3.4.9 国家现行有关标准为：《建筑给水排水设计规范》GB

50015、《高层民用建筑设计防火规范》GB 50045 等。防火措施包

括阻火圈、防火胶带或防火套管等。

3.4.12 条文中一个汇水区域指在溢流水位时，雨水连通的

区域。

3. 4.14 散水面上的防冲刷一般采用氓凝土挠筑水簸冀或水槽，

雨水排入其内。超过 lOOm 的超高层建筑排入室外检查井可采取

的消能措施为：采用钢筋混凝土检查井和格栅井盖，井盖与井座

之间卡固在一起，使雨水不至于把井盖掀开，并通过格栅溢流至

地面。

3.4.15 计算伸缩量时，内排水系统管道温差可取管道施工安装

时的温度和运行时室内温度之间的差值，或取冬季排水温度和室

内温度的差值。

3.4.18 高度超过 250m 的雨水管道系统，其承压能力限定在

2. 5MPa，主要考虑以下因素：第一，管道被污物堵塞时积水高

度如果达到 250m，堵塞物会被该水压冲走或冲开；第二，雨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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管道采用的给排水配件，市场上能采购到的一般为 2. 5MPa 公称

压力及以内。

第 3 款中的排水管材指重力元压流排水管材，如生活排水管

道等。

3.4.22 对于选用 HDPE 管材时，其承压一般考虑不超

过 0. 5MPa。

3.4.23 国家现行有关标准有：《排水用柔性接口铸铁管、管件

及附件》GB/T 12772、《建筑排水用柔性接口承插式铸铁管及管

件》CJ/T 178（或《建筑排水用卡箍式铸铁管及管件》CJ/T 177), 

《建筑排水用硬聚氯乙烯（PVC U）管材》GB/T 5836. 1 和《建筑排

水用硬聚氯乙烯（PVC U）管件》GB/T 5836. 2 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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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屋面集水沟设计

4.1 集水沟设置

4. I. I 屋面坡度大时，设置集水沟可增加雨水斗的排水量。集

水沟包括天沟、边沟和檐沟。

4.1. 2 设置天沟能减少屋面放坡的坡度，有效降低屋面技术深

度。在有条件时，应考虑设置屋面天沟。

4.1. 4 天沟的荷载应提供给结构专业，荷载水深不应小于溢流

口上沿和沟底的高差。

4.1. 6 天沟与屋面板连接处应采取防水措施，应设置卷材或涂

膜附加层，附加层伸入屋面宽度不小于 250mmo

4.2 集水沟计算

4.2.2 考虑天沟设置坡度时，其深度为变化值，但其分水线处

的最小深度不应低于 lOOmmo

4. 2. 3 水力最优矩形截面是指沟宽为二倍时的水深。

4. 2. 5 一般金属屋面采用金属长天沟，施工时金属钢板之间焊

接连接。当建筑屋面构造有坡度时，天沟沟底顺建筑屋面的坡度

可以作出坡度。当建筑屋面构造无坡度时，天沟沟底的坡度难以

实施，故可无坡度，靠天沟水位差进行排水。

4. 2. 6 天沟宽度不足，雨水斗空气挡罩距离沟壁太近，会造成

雨水斗进水阻力增大，进水不均匀等工况。空气挡罩应保持和天

沟壁最小距离要求。

4.2.8 严寒地区天沟积水会结冰，影响天沟过水断面，应设置

天沟坡度保证天沟内积水能迅速排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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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半有压屋面雨水系统设计

5.1 系统设置

5. 1.1 半有压屋面雨水系统的设计最大排水流量只取最大排水

能力的 50%左右，预留了排除超设计重现期降雨的容量。设溢

流口的作用是预防雨水斗或管道被树叶、塑料袋等杂物堵塞时紧

急排水。

5. 1. 2 第 2 款为 87 型雨水斗的传统做法。引自国家标准《建筑

与小区雨水利用工程技术规范》GB 50400 。

雨水斗对立管做对称布置，含义包括了管道长度或者阻力的

对称，即各斗接至立管的管道长度或阻力尽量相近。在流体力学

规律支配下，距立管近的雨水斗和距立管远的雨水斗至立管的管

道摩阻应保持相同，这就造成近斗与远斗泄流量差异很大。规定

雨水斗宜与立管对称布置的目的是使各雨水斗的泄流量均衡，避

免屋面积水。

多斗系统立管顶端不设置雨水斗的主要原因是立管顶端存在

负压，立管顶端设置雨水斗，容易进入大量空气，增加立管中的

掺气量，减小立管的排水能力。

多斗悬吊管靠近立管的雨水斗，到达立管的流程短，使得雨

水斗泄流量大，甚至会在此处进气占据悬吊管内水流空间，从而

抑制远端的雨水斗世流量。缩小该雨水斗出水管径，可抑制其1世

流量，使之与其他雨水斗的泄流量趋于均衡。

5.1. 3 一个悬吊管上连接的雨水斗不超过 4 个是 87 型雨水斗的

传统做法。限制雨水斗的数量主要是避免雨水斗之间的泄流量差

异过大。雨水斗排水管道同程布置或同阻布置也可避免这种流量

差异，并且雨水斗数量不受限制。

5. 1. 4' 5. 1. 5 雨水斗的相对位置见图 4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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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4 雨水斗相对位置示意图

1←雨水斗； 2 悬吊管； 3一立管； 4二排出管

5.2 系统参数与计算

5. 2.1～5.2.4 我国雨水道试验研究证明， 87 型雨水斗排水

系统在屋面溢流水位时会形成有压流，雨水斗呈淹没人流，

管道内呈满流，水流遵循管道有压流公式。对于 50 年重现期

的降雨，雨水斗被雨水淹没，系统可按有压流工况进行水力

计算。当采用 2 年～ 10 年重现期降雨量进行水力计算时，由

于雨量计算值较小，水力计算可简化为表格法，雨水斗、悬

吊管及横管、立管均按非满流计算，预留出足够的空间排超

设计重现期雨水。表格法计算的系统尺寸要大于按 50 年重现

期降雨有压流工况计算的系统尺寸，耗费的材料多些，但方

便设计人员使用。本规程 87 型雨水斗系统的计算采用表格

法。悬吊管及横管的管径可按表 1 选取，立管的管径可按表

5.2.9 选取。

悬吊管及横管的计算公式引自《全国民用建筑工程设计技术

措施二－给水排水》（2009 版）。计算出水力坡度后，可根据表 1

查得管道的设计最大排水能力，表中数据根据 5. 2. 1 和 4. 2. 7 两

式计算，管道坡度取水力坡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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水力坡度 I

0.02 

0.03 

0.04 

0.05 

0.06 

0.07 

0.08 

0.09 

二?o0. 10 

表 1 横管和多斗悬吊管（铸铁管、钢管）

的设计最大排水能力（L/s)

公称直径 DN(mm)

75 100 150 

3. 1 6.6 19.6 

3. 8 8. 1 23.9 

4. 4 9.4 27. 7 

4. 9 10. 5 30. 9 

5.3 11. 5 33.9 

5. 7 12.4 36.6 

6. 1 13. 3 39. l 

6. 5 14. 1 41. 5 

6. 9 14.8 41. 5 

200 

42. l 

51. 6 

59. 5 

66.6 

72.9 

78.8 

84.2 

84.2 

84. 2 

表 1 中的水力坡降指压力坡降，要明显大于管道敷设坡降。

立管顶端的负压见试验曲线，最大负压值随流量的增加和立管高

度的增加而变大（图 5 ）。条文中偏保守取值一 0. 5m 水柱

(0.005MPa），以便流量计算安全。

5. 2. 5 我国雨水道研究组的试验表明，悬吊管中的压（力）降比

管道的坡降大得多（图 6）。图中横坐标为悬吊管上测压点距排水

雨水斗的长度，纵坐标为悬吊管内的压力（mmH20）。悬吊管内

的水流运动主要是受水力坡降的影响，而不是管道敷设坡度。条

文中的敷设坡度要求主要考虑排空要求和小雨量降雨时的排水

需求。

5. 2. 9 表中数据来源于现行国家标准《建筑与小区雨水利用工程

技术规范》GB 50400 2006 中 5. 3. 9 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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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5 立管压力分布曲线

H 高度； P 测压点； h→压强

l叫 2 3 4 5 6 7 8 9 10 11 12 13 （测点长度： m)

-400 

_!l 飞达三1~：：2
压力（mmH20)

图 6 悬吊管中压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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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压力流屋面雨水系统设计

6. 1 系统设置

6.1.1 对于大型屋面，单套系统的服务面积不宜过大，以提高

安全度。

6. 1. 2 当雨水斗顶面至过技段的高差低于本条规定时，压力流

排水系统的效率很低。

6. 1. 5 由于压力流排水系统的水力计算充分利用了雨水水头，

系统的流量负荷未预留排除超设计重现期雨水的能力。为保证超

设计重现期雨水有出路，这部分雨水必须通过溢流口或溢流系统

排除。

6.1. 7 实验表明，当压力流排水系统的出水管淹没出流时，会

导致天沟的水深提高，造成室内进水危险。

6.1. 8 压力流排水系统的水流中含有大量微小气泡。当含有微

小气泡水流进入检查井时，由于减压作用，水中微小气泡从水中

溢出，导致检查井内气压波动，检查井井盖被顶起。设置排气措

施可有效消除检查井内气压波动。

6. 1. 9 雨水斗设于屋面指不设在天沟内或集水槽内，直接设置

在屋面。 50mm 的小雨水斗形成满流时所需的积水深度较小，故

允许不设在沟内。

6. 1.10 雨水斗设置在天沟内，天沟坡度大于 0.01 时，天沟末

端宜设 2 只雨水斗。

6.2 系统参数与计算

6. 2.1 本条对压力流排水系统水力计算应包括的基本内容作了

规定，系统供应商可根据其产品的设计流态、运行工况对计算内

容作增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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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2.4 压力流排水系统的水力计算基于不可压缩流体的 Ber

noulli 方程式。本规程公式 6. 2. 3 和公式 6. 2.4 是根据 Bernoulli

方程式推导出来的。

6.2.5 管道水力坡降计算常用的公式有 Hazen-Williams 公式和

Darcy-W eisbach 公式。由于 Hazen Williams 公式仅适用于常温

下的管径大于 50mm、流速小于 3m／目的管中水流，为了保证计

算精度，建议采用 Darcy-Weisbach 公式。

6.2.6 表 6. 2. 6 的管（自己）件局部阻力系数供缺少实验数据时估

算采用。系统供应商在做系统水力计算时，应采用其所用管（配）

件的实测局部阻力系数或当量长度。

6.2.7 规定连接管、悬吊管设计最小流速是为了保证悬吊管能

在自清流速下工作。根据国外研究资料，当悬吊管内的流速大于

1. Om/s 时，可保证沉积在管道底部的固体颗粒被水流冲走。

6. 2.10 过疲段是水流流态由虹吸满管压力流向重力流过渡的管

段。过渡段设置在系统的排出管上，为虹吸式屋面雨水排水系统

水力计算的终点。过渡段的设置位置应通过计算确定。过渡段管

道通常按重力流流态计算，将系统的管径放大，管道设有排水坡

度。当过渡段设置在室外时，可减少出户管占用的建筑坚向

空间。

6.2. 12 各地不同海拔的大气压力和不同水温的汽化压力可按表

2、表 3 的规定选用。

表 2 不同海拔高度的大气压力

海拔高度（ m) 。 500 1000 isoo I 2000 3000 

大气IF之＜ kPaJ JOO. 7 94. 9 90.0 71. 4 

表 3 不同水温的汽化压力

水温（。（） () 10 15 20 25 30 

大气ff<kPa) 0.6 。.9 1. 2 1. 8 2. 3 3. 2 4. 2 

6. 2.13 由于压力流雨水斗的最大设计排水流量为最大排水流量

的 80%左右，当系统运行于超设计重现期工况下，雨水斗的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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际排水量可达到其实测最大排水流量。为确保系统最大负压值

下，系统不产生气化，且不低于管材及管件的最大耐负压值，故

要求作校核计算。

6.2.14 实际工程中，会发生一个雨水斗被杂物堵住的情况。此

时，该汇水面积的雨量会自动分摊到其他雨水斗，本条要求对此

进行系统的最大负压和天沟（或屋面）积水深度的复核计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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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重力流屋面雨水系统设计

7. I 系统设置

7. I. 2 在降雨量较大时，屋面雨水系统内会产生较大压力。阳

台雨水口若与屋面雨水管道相连，将从阳台溢水。当有合理可靠

的防反溢措施（产品）时，可不受此条限制，减少立管设置。

7.1. 4 、 7. I. 5 阳台排水和成品檐沟排水一般不会产生超量的雨

水进入，基本能保持系统的重力流排水状态，故雨水立管连接的

各雨水口高度、悬吊管连接的雨水斗数量均不受限制。

7. 2 系统参数与计算

7. 2. 5 表中的数据引自现行国家标准《建筑给水排水设计规范》

GB 50015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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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 加压提升雨水系统设计

8.1 一般规定

8.1. 1 本条规定了需要设置加压提升雨水系统的场所，这些场

所的雨水大都不能重力白流人雨水管网，当下沉场所的汇水面高

于外部场地的接纳雨水管顶时，为了确保写外部接纳雨水管道发

生堵塞或外部场地积水时不造成倒灌，也应采取机械加压排水。

对于坡地建筑等有地形高差可利用的情形，允许重力自流排水，

此时若高差不大，排出口上宜设置鸭嘴阀等低开启压力的防倒灌

措施。

8. 1. 2 本条规定了加压提升雨水系统的主要构成，包括雨水的

收集、雨水的调蓄、雨水的提升和雨水的排放等设施，对于汇水

面的杂质较多的情形，宜在雨水集水池前设沉砂、格栅等物理处

理措施。

8. 1. 3 这些场所的雨水需要局部加压提升，一旦场外的雨水进

入，不仅造成雨水径流增加，而且可以重力自排的雨水进入雨水

收集油，既增加造价投资，也提升了雨水事故发生的可能性。因

此，设计汇水面外的雨水涌入下沉场所，可能大大超过雨水泵的

负荷，发生水淹的事故，造成较大经济损失。近几年，部分地区

大暴雨后这种情况屡有发生。采取的措施有：车库坡道反坡抬高

后再下坡、坡道入口设置防洪闸、备砂袋、车道侧壁高出室外场

地等。

8. 1. 4 为让雨水尽快进入集水池，应设分水线。

8. 1. 5 室外地面适当低于室内地面，为防止雨水进入室内提供

一定的安全余量，可以避免当下沉场所排水不畅时雨水灌入

室内。

8. 1. 6 室外下沉地面不宜接纳屋面雨水管的排水，同时屋面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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流口也不应布置在下沉场所的上方。

8.2 雨水汇集设施

8. 2. 2 住l室外雨水含有杂质，设置水封容易堵塞，而且采用平

算雨水斗或元水封地漏的排水速度快。

8. 2. 3 带格栅的排水沟可以是现场建造，也可以是预制式成品

线性排水沟。

8. 2. 4 第 3 款，为不影响室内结构安全和便于检修更换，要求

室内埋地雨水管道应设置在覆土层、建筑垫层内。

8.3 雨水集水池

8. 3.1 雨水集水池靠近雨水收集口，可以缩短雨水汇集管道路

程，及早排除雨水。

8.3.2 为避免倒灌，收集室外下沉场所的雨水的集水池应设于

室外。

8.3.3 雨水和污水成分差别大，污水进人雨水收集池后直接排

至自然水体，容易对自然水体造成污染，同时雨水集水池为敞开

式，为防止臭气散发，也不应接人污水。

8.3.4 雨水集水池的设置位置和周边净空应方便后续安装格栅、

水泵寺，有足够的拆卸电机空间和方便检修空间。

8.3.6 为了保证集水池内雨水尽可能的全部排走，并便于清洗，

应保证池底有一定的坡度，集水池的深度和平面尺寸应首先保证

便于安装和检修水泵。

8.3.7 雨水集水池内水泵受水位自动控制，将水位信号实时传

送至物业管理办公室或综合控制室，可以更好地掌握集水池内水

位情况，及时发现水位异常等现象并采取措施。

8.4 水泵设置

8. 4. 1 雨水收集至集水池过程中，容易携带一些污物、泥沙等，

不应采取清水泵，采用自动调合式潜污泵便于安装、检修和维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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水泵。

8.4.2 一座泵房内的水泵，如型号规格相间，则运行管理、维

修养护均较方便。其工作泵的配置宜为 2 台～8 台。台数少于 2

台，如遇故障，影响太大；台数大于 8 台，则进出水条件可能不

良，影响运行管理。当流量变化大时，可配置不同规格的水泵，

大小搭配，但不宜超过两种。

8.4.3 雨水排水泵应有不间断的动力供应，可以采用双电源或

双回路供电。设置自动冲洗管道可以清洗淤积在池底的泥沙、污

物等，自动冲洗管应利用水泵出口的压力，返回集水池内进行冲

洗；不得用生活饮用水管道接入集水池进行冲洗，否则容易造成

雨水回流污染饮用水水质。

8.4.4 雨水泵的启闭，应设置自动控制装置，通过水位控制装

置将水位信号转换为电信号输送至水泵控制系统，主要有启泵水

位、停泵水位和超警戒水位。当集水池内设置多台水泵时，可以

设置多个水位，水泵分段投入运行。

8.4.5 多台水泵并联运行，可以降低单台水泵因故障导致的雨

水事故，也可以减小水泵和管路的尺寸，但多台水泵应尽可能地

交替运行以保证各自的使用寿命一致和提高排水安全性。

8.4.6 各自的雨水集水池宜单独排至室外，可以减少雨水泵

同时工作时相互间的影响，提高安全性，多个雨水集水池共用

出水总管时，交汇点附近的水压相等或相近，可以保证各自的

排水流量符合设计要求，这主要取决于交汇点前的管道路程，

不符合此要求时，应提升至统一高度后，使雨水重力白流入雨

水检查井。

8.4.7 为了方便检修水泵和防止雨水倒灌，由水管上应沿水流

方向顺序安装止回阀和启闭阀门。有结冻可能的管路上应设泄水

装置。有条件时，水泵出水管应上升至高于室外地面的高度，再

下弯至室外埋深高度穿出地下室外墙。图 7 为干式排水泵安

装图。

8.4.8 水泵出水管呈有压流，宜采用焊接铜管、承压塑料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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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7 干式排水泵安装图

1 －高于向流水平面； 2 回流水平面； 3 墙密封环； 4 压力管道

接下水道； 5 斥力管道柔性接口 DNlOO; 6 二通裤形连管； 7←

阀门（附件） ; 8 止 1~1 阀（附件） ; 9 →阀门（附件） ; 10 2 个止阅阀

（附件）； 11 放水罗盖或子动隔膜泵的接口； 12 潜水泵，泵井；

13 离心泵； 14 通气管道接口 DNlOO，接房顶； 15 法兰接口

（附件） ; 16 进水口； 17 管道连接环； 18 偏心接口

8. 5 系统计算

8. 5. I 木条规定雨水汇水面积的计算原则，车道出人口及窗井

侧墙，由于风力吹动，造成侧墙兜水，因此，汇水面积应附加

1/2 的侧墙面积，下沉庭院和下沉广场周围的侧墙面积，则应附

加其最大受雨面正投影的一半作为有效汇水面积计算。

8.5.2 本条规定了雨水集水池的有效容积和水泵选型的原则。

第 1 款为集水池容积与水泵流量的对应关系，可简单描述

为：集水池大，贝lj水泵小；集水池小，则水泵大。比如，当集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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池容积能蓄存降雨历时 t= 120min 内的降雨总径流时，选泵流量

可按 t=l20min 的雨水流量计算；当集水池容积能蓄存降雨历时

t=60min 内的降雨总径流时，选泵流量可按 f二 60min 的雨水流

量计算。

降雨历时 t 内的降雨总径流量W按下式计算：

w 二 Qt

式中 Q为 t 对应的径流流量。

计算例题：

某工程下沉地面 1000时，径流系数为 1，需要设水泵提升

排水。雨水径流计算如下：

降雨历时 t=60min 时，降雨强度 123. 9L/ ( s • hm勺，下沉

地面汇水。

汇水流量 Q = 123. 9L/(s • hm2 × 0. lhm2 ）二 12. 4L/s 

汇水径流总量W 二 12. 4L/s × 60 × 60s = 44640L = 44. 60旷

降雨历时 t二 120min 时，降雨强度 79.0日，／（ρh日12 ），下沉

地面汇水。

汇水流量 Q= 79.05L/Cs • hm2 × 0. lhm2) = 7. 9L/s 

汇水径流总量W = 7. 9L/s × 120 × 60s 二 56880L = 56. 88m' 

如果集水池有效容和、取 44. 60旷，则雨水提升泵流量可取

12. 4L/目。

如果集水？也有效容积取 56.88旷，则雨水提升泵流量可取

7. 9L/so 

第 2 款中取 5min 而未取《室外排水设计规范》GB 50014 -

2006(2011 年版）中的 30s，是考虑到和建筑室内相通的下沉广场

一旦积水进入室内会造成灾害，应安全取值。

第 3 款为确定集水池容积时，可以利用下沉面的允许积水深

度以减少集水池有效容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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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 施工安装

9. 1 一般规定

9. 1. 3 管材、管件的产品标准见本规程 3.4. 19~ 3.4. 23 条，雨

水斗的产品标准为《虹吸雨水斗》CJ/T 245 。

9.2 进场检验

9.2.3 第 1 款，相关标准为：《给水涂塑复合钢管》CJ/T 120 、

《低压流体输送用焊接钢管》GB/T 3091 、《流体输送用不锈钢焊

接钢管》GB/T 12771 、《建筑排水用高密度聚乙烯CHDPE）管材

及管件》CJ/T 250、《排水用柔性接口铸铁管、管件及附件》GB/

T 12772、《建筑排水用柔性接口承插式铸铁管及管件》CJ/T 178 

（或《建筑排水用卡箍式铸铁管及管件》CJ/T 177 ），《建筑排水用

硬聚氯乙烯CPV巳U）管材》GB/T 5836. 1 和《建筑排水用硬聚氯

乙烯CPVC U）管件》GB/T 5836. 2 等。

第 2 款，此处的燃烧试验主要检测燃烧后残留的无机物质

量。其质量占原材料质量的百分比是否符合该塑料管材生产标准

中对其他无机物添加比例的控制要求。

9.5 雨水潜水泵安装

9.5.3 每台雨水潜水泵出水管上的排水止回阀、控制阀、压力

表和可曲挠接头等应安装于集水坑外部或专用阀门井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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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 工程验收和维护管理

10.1 一般规定

10.1. 2 条文中的塑料管材包括 HDPE 管。耐负压的检测目前

已经实现，不应再用环刚度检测取代耐负压的检测。当压力流排

水系统采用塑料管材时，由于系统工作状态下，管道系统会承受

正压和负压，因此所采用的塑料管材必须能承受相应压力而不变

形和破坏。其承受的最大可能正压及负压值不应大于供应商提供

的管材、管件检测报告的耐压值。

10.2 安装验收

10. 2. 2 室内雨水管道安装偏差可按表 4 的规定执行。

表 4 室内雨水管道安装时允许偏差和检验方法

项
项 目

允许偏差
检验方法

次 (mm) 

1 坐 标 15 

2 标 高 士 15

每 lm 三三l
铸铁管

全长（25m 以上） 三三25

3 锁管纵告
管径小于或等于 lOOmm 1 用水准仪（水

每 lm
管径大子 lOOmm 1. 5 平 f{ ）、自尺、

钢管 全长 管径小于琪等于 lOOmm 王三25
11/.线和尺远检查

向 (25m 
弯曲

以上） 管径大于 lOOmm 王三308

每 lm 1. 5 
塑料管

全长（25m 以上） 三三3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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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表 4

i贞
项

允许偏差
检验方法

次
目

(mm) 

每 lm 3 
铸铁管

全长（5m 以上） 三三 15
、1

管’ 每 lm 3 吊线租尺垦
4 耳毛 钢管

检查直 全长（5m 以上） 王三 10
度

每 Im 3 
塑料管

全长（Sm 以仁） 三三 15

10.2.4 第 3 款，金属天沟的施丁－质量对天沟的过水和蓄水能力

影响较大。若出现天沟变形较大的情况，应对天沟的实际有效积

水深度和水流断面做校核，并验证其能否保证屋面雨水排水系统

正常运行。

10. 2. 5 溢流口或溢流装置是确保屋面安全的必要措施，应保证

其畅通。

10.3 密封性能验收

10.3.2 1长力流、半有压系统雨水管道必须有一定的承压能力。

有条件的项目，除按本条进行灌水试验外，还可以利用消防泵、

生活泵等向屋面或天沟灌水，对系统进行模拟排水试验。

10.4 竣工验收

10.4.2 为保证屋面安全，应在每个汇水区域分别设溢流口或溢

流装置。

10.5 维护

10. s. 2 本条规定了系统的日常检查、维护的程序和应包括的内

容，其目的是保证屋面雨水排水系统在雨季来临时能正常发挥

功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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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5.3 本条明确要求雨、污水应分流，特别是含化学物质的洗

涤废、污水不得排入雨水管道。

10. 5. 5 本条强调对维护过程中发现的缺陷问题应及时采取措

施，以保证系统运行的可靠性。

10. 5. 6 本条要求潜水泵每年雨季前应做开机试运行，防止暴雨

来临时，加压提升雨水系统无法正常丁牛作，造成重大损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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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录 A 雨水斗流量和斗前水深试验测试方法

A.0.5 相对零水位是斗前水深为零的水位，用于计算斗前水

深。该数值在图 A. o. 1 中的水位计 K上显示。在雨水斗流量特

性试验中，水位计上的i卖数减去相对零水位的读数即为斗前

水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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