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探讨小区室外给排水设计与应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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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 　小区室外给排水工程，会对小区居民正常用水和排水形成较大影响，因此工程的前期设计方案尤为重要。本文将结合

小区给排水系统设计原则，阐述小区给水系统、排水系统和热水供应系统的设计要点，希望有一定帮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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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  The outdoor water supply and drainage project of the community will have a greater impact on the normal 

water use and drainage of the community residents, the preliminary design scheme of the project is par-

ticularly important. This article will combine the design principles of the community water supply and drain-

age system, and elaborate on the design points the community water supply system, drainage system and 

hot water supply system, hoping to be of some hel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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室外是小区给排水管道的重要敷设场所，对给排水工程功能实现有重要影响，也是给排水设计质量控制的重点。小区给排水设计通

常包括给水设计、排水设计和热水供应设计等方面，需要结合具体要求，优化设计方案，使设计真正匹配居民用水需求。

一、小区给排水系统设计原则

小区给排水系统功能的实现，和市政给排水管网有一定关

联，若小区水压整体充足，证明可以直接使用市政管网的自来

水，不用额外采用其他设施，不然就应当额外设置设备，使水压

增加，从而实现自来水的通常供水。如果能够省略加压设备，通

常给排水管道包括小区干管、小区支管和进户管等，整体结构相

对简单。如果需要额外设置加压设备，还需要分情况讨论，若给

水量相对充足，但水压长期低于正常值，可正常对接市政管网，

同时设置加压泵房、水塔等设备，保证水压符合居民日常生活预

期 [1]。这可能额外增加污水排放的成本，特别是一些平坦地形，无

法利用高低差势能的小区，排放污水难度可能更大，因此需要再

单独设置排水泵房，保证污水能够正常排放。若是城中村，或者

新开发的小区，和市中心距离较远，应当单独建立供水和配水系

统。如果污水不能向污水处理系统集中排放，应当先针对性搭建

污水处理站，对污水进行集中处理，达到排放标准之后，才能集

中排放。

此外，小区给排水设计时，应依照过渡段特性控制流量，究其

原因，是因为确定过渡段流量，会连带对后续给排水管道直径的选

择造成影响，构筑物与设备的选择也会受到影响。同时，为保证小

区居民的正常用水需求，给水方式也应满足多样化选择要求 [2]。

二、小区给水系统设计要点

小区给水方式通常包括市政管网直接给水，以及小区加压给

水（分散加压与集中加压）等。若是市政管网直接给水，且给水

水压可满足居民用水需求，可直接对接市政管网用水，反之，则

需要在小区建筑顶部设置水箱，达到调蓄供水的目的。若是小区

水压难以满足用水需求，应适当加压。加压方式总体可分成分散

加压、集中加压等，实践中，一般包括水池 - 水泵、水池 - 水泵 -

水箱、水池 - 水泵 - 水塔、水池 - 水泵 - 气压罐、水池 - 变频

调速水泵等加压方式。设计阶段，可以选择单一的加压方式，也

可以不同加压方式互相组合，取长补短。选择给水方式时，以直

接给水方式为主，如果采用加压给水，则需要优先以高层住户为

主，若住户楼层较低，通过评估，也可直接给水 [3]。

小区给水系统，应当适应建筑给水系统，通常可用生活给水

系统与消防给水系统。如果小区建筑楼层较低，通常不会单独设

置室内消防给水系统，生活和消防的给水系统可共用。如果楼层

数较多，建筑高度较高，通常会分区给水。给水管道布设通常需

要考虑干管、支管和进户管等，干管的布设优先级应高于支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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进户管。设计阶段，应当保证管网遍布小区，避免小区偏僻地段

的住户正常用水受到影响。给水干管应保持环状，并连接市政给

水管道。支管与进户管应以枝状管网布置，支管长度应尽量缩减

长度。如果建筑楼层较高，或者用水需求较大，应采用环状布

置，并实现不同侧小区干管与支管、进户管的连接，避免消防和

居民用水受到影响。给水管道和其他用途管道在敷设时，应保持

合理的距离，结合管道类型和附属构筑物等，确定合适的间距。如

果给水管道的敷设位置，需要和污水管道交叉，应当在污水管上方

敷设给水管，而且接口不能有重叠等现象。若因现场要求，必需在

污水管下方敷设给水管，则给水管接口和污水管之间的水平距离，

应至少超过1m。如果是北方天气寒冷的地方，且室外给水管道直

径未超过30cm，应以低于冰冻线的高度控制管底埋深 [4]。

如果小区给水管道直接连接市政管网，无法保证正常水压，

则需要单独设置加压装置。可在小区外建造给水加压站，主要包

括水塔、蓄水池、泵房和附属构筑物等，依照功能差异，可分成

加压站与调蓄加压站。泵房类型通常包括矩形、圆形、地下式、

半地下式、地面式、非自灌式和自灌式等，一般以矩形、半地下

式和自灌式泵房为主。小区中的泵房通常包括动力设备、压水管

路、水泵机组和附属设备等。水泵可选择卧式离心泵，如果小区

建筑楼层较高，需要较高扬程的水泵，可选择多级离心泵。如果

需要尽量降低泵房的噪声，也可选择立式离心泵。如果小区建筑

消防用水同样需要从加压站调用，则水泵流量设置时，除了要考

虑居民的生活用水，还需要同步考虑消防用水，因此在水泵选择

时，应当依照加压站设计扬程，选择对应扬程的水泵。如果小区

在高峰时段的用水量较大，也可以单独设置水池，保证用水量符

合居民需求 [5]。

三、小区排水系统设计要点

小区排水方式一般可分成合流制和分流制，前者实质是共同

收集雨水与生活污水的排放方式，后者是雨水与生活污水分开排

放的方式。由于小区通常会向市政污水管网系统排放，因此小区

排水设计应符合市政管网排水要求。小区排水管道设计时，应确

定合理的管道和建筑水平方向间距，如果管道埋深未达到建筑基

础时，应至少使其距离地表1.5m。如果管道埋深比地下基础更

深，则应不低于2.5m。

小区雨水管渠在设计时，应保证雨水快速排放，避免雨水大

量积水。如果是平面布置，应注重自然地形坡度的利用，尽量依

靠重力作用，使水体流入雨水管道。雨水管道敷设应当和小区道

路保持平行，并尽量在小区内草坪或人行道之下敷设，这样即使

出现积水现象，也基本不会对交通造成影响，同时也能避免路面

维护时，影响居民的正常出行。小区雨水口的布置，应当综合考

量道路、建筑物和小区地形地势的影响。布置位置应贴近单元出

入口，以道路交汇位置为主，也可布置在建筑物绿地和空地位

置。具体数量应结合汇水流量、面积等综合确定。如果沿街道布

置，则应保持约30m 的间距（上下误差不超过10m），连接管长

度需控制在25m 以内 [6]。

小区排水设计方面，如果排水无法完全通过重力作用实现，

或者难度较大，则需要在设计阶段，确定排水泵房，作为排水效

果提升措施。通常情况下，如果小区污水符合直接排放的要求，

则可以直接连接市政污水管道并排放，反之，则需要先经过污水

处理厂，经过相关技术处理之后，才能进行排放。小区是否有必

要单独设置污水处理设施，应当由相关管理部门确定，确定的依

据是污水排放走向。小区污水若未达到排放标准，且其所在区域

没有污水处理厂，应当采取适当污水处理技术，由于小区污水为

一般生活污水，因此对污水处理技术的要求并不高，大多数生物

处理技术都能符合处理要求。处理工艺的选择应当和小区本身特

点相符合，尽量在室内布置构筑物，争取降低对环境的影响。如

果小区整体规模不大，或者需要分散处理污水，可利用二级生物

处理方法，使污水符合排放要求 [7]。

四、小区热水供应系统设计要点

热水供应系统可分成局部热水供应系统、集中热水供应系统

和区域性热水供应系统等类别。局部热水供应系统难以达到较大

的供水范围，一般会分散制备热水，热水管路长度较短，使用灵

活性较强，基本不会造成较大热损失。实践中，针对单元式住

宅，或者空间相对分散的建筑，可采用局部热水供应系统。集中

热水供应系统相较于局部热水供应系统，可进一步扩大供水范

围，热水会通过锅炉房集中制备，并通过管网输送，满足不同建

筑使用要求，热水管网复杂程度较高，设备数量也较多，需要小

区一次性投资，成本控制难度较大。这种供应系统会消耗巨大热

量，使用要求较高，如果建筑位置相对密集，而且用水点较多，

则适合采用这种系统。区域性热水供应系统，在原有基础上进一

步扩大了供水范围，系统同样通过锅炉房集中制备热水，以市政

管网为渠道，向建筑群输水。但是这种热水供应系统管网复杂程

度较高，可能产生巨大热消耗，附件数量较多，需要较高自动化

控制水平的设备，而且也不易控制成本投入。通常较大规模的小

区，适合采用这种供应系统 [8]。

热水加热方式可分成直接加热方式和间接加热方式。其中，

直接加热方式也属于一次换热，实质是通过各类燃料提高水的温

度，或者通过喷射器、穿孔管等，使蒸汽和冷水直接混合，完成

热水的制备。这种加热方式不会要求较复杂的设备，保证热效率

符合热水使用要求的同时，也能够最大程度满足节能要求。但是

加热过程中可能产生一定噪声，而且对热媒质量要求较高，如果

小区不对噪声做严格要求，或者只在特定时段供应热水，则可采

用直接加热方式。间接加热方式为二次换热，指的是通过热媒向

冷水传递热量，使冷水达到热水温度。这种加热方式不会产生巨

大噪声，而且加热水基本不会导致污染，运行的稳定性和安全性

均能得到保证，在办公楼、医院和酒店等建筑中适用性较强 [9]。

热水加热设备选择应结合各因素选择，包括耗热量、使用特

点、维护管理需求和热源等。使用要求方面，不仅需要达到较高

热效率，还应当自动报警，减少烟尘，对温度进行合理控制，保

证燃烧的安全性，并避免设备过于简单，减少水头损失，进而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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证冷热水的平衡，尽量增加维修的便利程度等。如果采用自备热

源，应以一次加热方式为主，保证燃烧媒介的持续供应。如果热

源为高温水或蒸汽，且条件满足要求，为达到节能目的，应尽量

采用低热、工业余热等，实践中可选择半容积式水加热器和导流

型容积式加热器等，若存在现成的热源，而且有温度调节装置，

可采用快速式水加热器。如果没有高温水或蒸汽等现成热源，且

没有燃油或燃气等燃料，而具备相对充足的电源，则可利用电热

水器加热。若采用太阳能作为热源，可采用太阳能热水器。

布置加热设备的位置，应当和有关规范要求相符。如果高压

锅炉不方便在建筑中设置，则需要在单独建筑中设置，否则应提

前由相关部门审批通过。水加热与储热设备，可以单独设置在锅

炉房中，房间空间应满足后续设备检修要求，同时应满足防火、

排水、采光、照明和通风等一系列要求，保证房间的安全性。热

媒管道的布置，凝结水泵、凝结水箱和管道的位置，标高应和热

循环系统要求相符。设计人员需要经过周密的水力计算，确定管

道直径。如果选择半容积式水加热器、导流型容积式水加热器，

应当提前留出通道，通道长度不能低于70cm，并提前在前端留

出空间，方便放置加热盘管。热水管网布置通常以同程式进行布

置，这种布置方式可保证系统水温均匀，管道的敷设可结合建筑

使用要求，以明装与暗装形式为主，一般在厨房、卫生间等场所

会采用明装方式，在预留沟槽和竖井中，可采用暗装方式 [10]。

五、结束语

综上所述，小区室外给排水设计，需从给水设计、排水设计

和热水供应设计等方面加以完善。相关设计人员需明确设计原

则，结合小区居民用水和排水需求，致力于设计方案的完善，从

而提高给排水设计质量，减少水资源和能耗浪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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