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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家标准《室外给水设计规范》ＧＢＪ１３－８６，由上海市政工程设计研究院会同有关单

位进行了局部修订，已经有关部门会审，现批准局部修订的条文，自１９９８年３月１日起

施行，该规范中相应条文的规定同时废止。现予公告。

中华人民共和国建设部

１９９７年１２月５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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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编部门：上海市基本建设委员会

批准部门：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计划委员会

施行日期：１９８７年１月１日

关于发布《室外给水设计规范》的通知

计标〔１９８６〕８０５号

根据原国家建委（８１）建发设字第５４６号通知，由上海市建委负责主编，具体由上海市

政工程设计院会同有关部门所属设计院、高等院校等单位共同修订的《室外给水设计规范》，

已经有关部门会审。现批准《室外给水设计规范》ＧＢＪ１３—８６为国家标准，自一九八

七年一月一日起施行。原《室外给水设计规范》ＴＪ１３—７４自一九八七年一月一日起废

除。

本规范由上海市建设委员会管理，其具体解释等工作，由上海市政工程设计院负责。

国家计划委员会

一九八六年五月二十二日

修订说明

本规范是根据原国家基本建设委员会（８１）建设字第５４６号文件的要求，由上海市建设

委员会主管，责成上海市政工程设计院组织修订组，对原《室外给水设计规范》ＴＪ１３—

７４（试行）进行修订而成。

修订组由上海市政工程设计院、北京市市政设计院、中国市政工程华北设计院、中国给水排

水东北设计院、中国市政工程西北设计院、中国给水排水中南设计院、中国市政工程西南设

计院、同济大学、哈尔滨建筑工程学院、航空部第四规划设计院、华东电力设计院、东北电

力设计院、湖北省轻工业科学研究所等十三个单位组成。

修订本规范时，根据我国给水工程的现实情况，考虑到国民经济发展的需要，保留了原规范

中适用的内容，删除、修改了部分条文，并增加了若干新的内容。修订过程中，曾在全国范

围内征求意见，最后由上海市建设委员会邀请有关部门审查定稿。

本规范共分七章和一个附录。原规范中有关冷却、稳定和软化、除盐部分，因已另有规范规

定，故全部删去。本规范新列“水厂总体设计”一章，其中包括原规范第八章有关生产辅助

构筑物的内容。

在执行本规范过程中，如发现需要修改或补充之处，请将意见及有关资料寄上海市政工程设

计院室外给水排水设计规范管理组，以便今后修订时参考。

上海市建设委员会

一九八六年一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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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加说明

第一章总则

第１．０．１条为指导我国给水事业的建设，使给水工程设计符合党的方针政策，有利于提

高人民健康水平和社会主义建设，特制订本规范。

第１．０．２条本规范适用于新建、扩建或改建的城镇、工业企业及居住区的永久性室外给

水工程设计。

第１．０．３条给水工程设计必须正确处理城镇、工业与农业用水之间的关系，妥善选用水

源，节约用地和节省劳动力。

第１．０．４条给水工程的规设计应在服从城市总体规划，近远期结合，以近期为主。近期

设计年限采用５～１０年，远期规划年限宜采用１０～２０年。扩建或改建的给水工程，应

充分利用原有设施的能力。

第１．０．５条给水工程系统中统一、分区、分质或分压的选择，应根据当地地形、水源情

况、城镇和工业企业的规划、水量、水质、水温和水压的要求及原有的给水工程设施等条件，

从全局出发，通过技术经济比较后综合考虑确定。

第１．０．６条工业企业生产用水系统（复用、循环或直流）的选择，应从全局出发，考虑

水资源的节约利用和水体的保护。并应采用复用或循环系统。

第１．０．７条给水工程设计应提高供水水质、提高供水安全可靠性、降低能耗、降低漏耗、

降低药耗，应在不断总结生产实践经验和科学试验的基础上，积极采用行之有效的新技术、

新工艺、新材料和新设备。

给水工程设备机械化和自动化程度，应从提高供水水质和供水可靠性、降低能耗。提高科学

管理水平，改善劳动条件和增加经济效益出发，根据需要和可能及设备供应情况，妥善确定。

对繁重和频繁的手工操作、有关影响给水安全和危害人体健康的主要设备，应首先考虑采用

机械化或自动化装置。

第１．０．８条设计在地震、湿陷性黄土、多年冻土以及其它地质特殊地区给水工程时，尚

应按现行的有关规范或规定执行。

第１．０．９条设计给水工程时，除应按本规范执行外，尚应符合国家现行的有关标准、规

范的规定。

第二章用水量、水质和水压

第２．０．１条设计供水量应根据下列各种用水确定：

一、综合生活用水（包括居民生活用水和公共建筑用水）；

二、工业企业生产用水和工作人员生活用水；

三、本款删去；

四、消防用水；

五、浇洒道路和绿地用水；

六、未预见用水量及管网漏失水量。

第２．０．２条居民生活用水定额和综合生活用水定额，应根据当地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规

划、城市总体规划和水资源充沛程度，在现有用水定额基础上，结合给水专业规划，和给水

工程发展的条件综合分析确定；在缺乏实际用水资料情况下可采用表２．０．２－１和表

２．０．２－２的规定。

第２．０．２Ａ条城市供水中，时变化系数、日变化系数应根据城市性质、城市规模、国民

经济与社会发展和城市供水系统并结合现状供水曲线和日用水变化分析确定；在缺乏实际用

水资料情况下，最高日城市综合用水的时变化系数宜采用１．３－１．６，日变化系数宜采

用１．１～１．５，个别小城镇可适当加大。

第２．０．３条生活饮用水的水质，必须符合现行的《生活饮用水卫生标准》的要求。



当按建筑层数确定生活饮用水管网上的最小服务水头时：一层为１０米，二层为１２米，二

层以上每增高一层增加４米。

注：计算管网时，对单独高层建筑物或在高地上的建筑物所需的水压可不作为控制条件。为

满足上述建筑物的供水，可设置局部加压装置。

第２．０．４条工业企业生产用水量、水质和水压，应根据生产工艺要求确定。工业企业内

工作人员的生活用水量，应根据车间性质确定，一般可采用２５～３５升燉人燉班，其时变

化系数为２．５～３．０。

工业企业内工作人员的淋浴用水量，应根据车间卫生特征确定，一般可采用４０～６０升燉

人燉班，其延续时间为１小时。

第２．０．５条公共建筑内的生活用水量，应按现行的《室内给水排水和热水供应设计规范》

执行。

第２．０．６条消防用水量、水压及延续时间等，应按现行的《建筑设计防火规范》及《高

层民用建筑设计防火规范》等设计防火规范执行。

第２．０．７条浇洒道路和绿地用水量，应根据路面、绿化、气候和土壤等条件确定。

第２．０．８条城镇的未预见用水量及管网漏８失水量可按最高日用水量的１５～２５％合

并计算；工业企业自备水厂的未预见用水量及管网漏失水量可根据工艺及设备情况确定。

第三章水源

第一节水源选择

第３．１．１条水源选择前，必须进行水资源的勘察。

第３．１．２条水源的选用应通过技术经济比较后综合考虑确定，并应符合下列要求：

一、水量充沛可靠；

二、原水水质符合要求；

三、符合卫生要求的地下水，宜优先作为生活饮用水的水源；

四、与农业、水利综合利用；

五、取水、输水、净化设施安全经济和维护方便；

六、具有施工条件。

第３．１．３条用地下水作为供水水源时，应有确切的水文地质资料，取水量必须小于允许

开采量，严禁盲目开采。

第３．１．４条用地表水作为城市供水水源时，其设计枯水流量的保证率，应根据城市规模

和工业大用户的重要性选定，一般可采用９０～９７％。

用地表水作为工业企业供水水源时，其设计枯水流量的保证率，应按各有关部门的规定执行。

注：镇的设计枯水流量保证率，可根据具体情况适当降低。

第３．１．５条确定水源、取水地点和取水量等，应取得有关部门同意。生活饮用水水源的

水质和卫生防护，还应符合现行的《生活饮用水卫生标准》的要求。

第二节地下水取水构筑物

（Ⅰ）一般规定

第３．２．１条地下水取水构筑物的位置，应根据水文地质条件选择，并应符合下列要求：

一、位于水质良好、不易受污染的富水地段；

二、靠近主要用水地区；

三、施工、运行和维护方便。

第３．２．２条地下水取水构筑物型式的选择，应根据水文地质条件通过技术经济比较确定。

各种取水构筑物型式一般适用于下列地层条件：

一、管井适用于含水层厚度大于５米，其底板埋藏深度大于１５米；

二、大口井适用于含水层厚度在５米左右，其底板埋藏深度小于１５米；



三、渗渠仅适用于含水层厚度小于５米，渠底埋藏深度小于６米；

四、泉室适用于有泉水露头，且覆盖层厚度小于５米。

第３．２．３条地下水取水构筑物的设计，应符合下列要求：

一、有防止地面污水和非取水层水渗入的措施；

二、过滤器有良好的进水条件，结构坚固，抗腐蚀性强，不易堵塞；

三、大口井、渗渠和泉室应有通气措施；

四、有测量水位的装置。

第３．２．４条井群的运行应采用集中控制。

第３．２．５条井群用虹吸管集水时，虹吸管宜采用钢管。每条虹吸管的长度不宜超过５０

０ｍ，管内流速可采用０．５～０．７米燉秒，水平管段沿水流方向的向上坡度不宜小于０．０

０１。

（Ⅱ）管井

第３．２．６条当管井补给来源充足，透水性良好，且厚度在４０ｍ以上的中、粗砂及砾石

含水层中取水时，经抽水试验并通过技术经济比较，可采用分段取水。

第３．２．７条管井及其过滤管、过滤器和沉淀管的设计，应符合现行的供水管井设计规范

的有关规定。

第３．２．８条管井井口应加设套管，并填入油麻、优质粘土或水泥等不透水材料封闭。其

封闭厚度视当地水文地质条件确定，一般应自地面算起向下不小于３米。当井上直接有建筑

物时，应自基础底起算。

第３．２．９条自含有粉砂、细砂的含水层中取水的管井，当直接向管网送水时，在水泵的

出水管道上应设除砂和排砂装置。

第３．２．１０条采用管井取水时应设备用井，备用井的数量一般可按１０～２０％的设计

水量确定，但不得少于一口井。

（Ⅲ）大口井

第３．２．１１条大口井的深度一般不宜大于１５米。其直径应根据设计水量、抽水设备布

置和便于施工等因素确定，但不宜超过１０米。

第３．２．１２条大口井的进水方式（井底进水、井底井壁同时进水或井壁加辐射管等），

应根据当地水文地质条件确定。有条件时宜采用井底进水。

第３．２．１３条大口井井底反滤层宜做成凹弧形。反滤层可做３～４层，每层厚度宜为２

００～３００毫米。与含水层相邻一层的滤料粒径可按下式计算：

第３．２．１４条大口井井壁进水孔的反滤层可分两层填充，滤料粒径的计算应符合本规范

第３．２．１８条规定。

第３．２．１５条无砂混凝土大口井适用于中、粗砂及砾石含水层，其井壁的透水性能、阻

砂能力和制作要求等，应通过试验或参照相似条件下的经验确定。

第３．２．１６条大口井应设置下列防止污染水质的措施：

一、人孔应采用密封的盖板，高出地面不得小于０．５米；

二、井口周围应设不透水的散水坡，其宽度一般为１．５米；在渗透土壤中，散水坡下面还

应填厚度不小于１．５米的粘土层。

（Ⅳ）渗渠

第３．２．１７条渗渠的规模和布置，应考虑在检修时仍能满足用水要求。

第３．２．１８条渗渠中管渠的断面尺寸，宜采用下列数据通过计算确定：

一、水流速度为０．５～０．８米/秒；

二、充满度为０．４；

三、内径或短边不小于６００毫米。



第３．２．１９条水流通过渗渠孔眼的流速，不应大于０．０１米/秒。

第３．２．２０条渗渠外侧应做反滤层，其层数、厚度和滤料粒径的计算应符合本规范第

３．２．１８条规定，但最内层滤料的粒径应略大于进水孔孔径。

第３．２．２１条集取河道表流渗透水的渗渠设计，应根据进水水质并结合使用年限等因素

选用适当的阻塞系数。

第３．２．２２条位于河床及河漫滩的渗渠，其反滤层上部，应根据河道冲刷情况设置防护

措施。

第３．２．２３条渗渠的端部、转角和断面变换处应设置检查井。直线部分检查井的间距，

应视渗渠的长度和断面尺寸而定，一般可采用５０米。

第三节地表水取水构筑物

第３．３．１条地表水取水构筑物位置的选择，应根据下列基本要求，通过技术经济比较确

定：

一、位于水质较好的地带；

二、靠近主流，有足够的水深，有稳定的河床及岸边，有良好的工程地质条件；

三、尽可能不受泥沙、漂浮物、冰凌、冰絮、支流和咸潮等影响；

四、不妨碍航运和排洪，并符合河道、湖泊、水库整治规划的要求；

五、靠近主要用水地区；

六、供生活饮用水的地表水取水构筑物的位置，应位于城镇和工业企业上游的清洁河段。

第３．３．２条从江河取水的大型取水构筑物，当河道及水文条件复杂，或取水量占河道的

最枯流量比例较大时，在设计前应进行水工模型试验。

第３．３．３条取水构筑物的型式，应根据取水量和水质要求，结合河床地形及地质、河床

冲淤、水深及水位变幅、泥沙及漂浮物、冰情和航运等因素以及施工条件，在保证安全可靠

的前提下，通过技术经济比较确定。

第３．３．４条取水构筑物在河床上的布置及其形状的选择，应考虑取水工程建成后，不致

因水流情况的改变而影响河床的稳定性。

第３．３．５条江河取水构筑物的防洪标准不应低于城市防洪标准，其设计洪水重现期不得

低于１００年。水库取水构筑物的防洪标准应与水库大坝等主要建筑物的防洪标准相同，并

应采用设计和校准两级标准。

设计枯水位的保证率，应根据水源情况和供水重要性选定，一般可采用９０～９９％。

第３．３．６条设计固定式取水构筑物时，应考虑发展的需要。

第３．３．７条取水构筑物应根据水源情况，采取防止下列情况发生的相应保护措施：

一、漂浮物、泥沙、冰凌、冰絮和水生物的阻塞；

二、洪水冲刷、淤积、冰冻层挤压和雷击的破坏；

三、冰凌、木筏和船只的撞击。

在通航河道上，取水构筑物应根据航运部门的要求设置标志。

第３．３．８条岸边式取水泵房进口地坪的设计标高，应分别按下列情况确定：

一、当泵房在渠道边时，为设计最高水位加０．５米；

二、当泵房在江河边时，为设计最高水位加浪高再加０．５米，必要时尚应增设防止浪爬高

的措施；

三、当泵房在湖泊、水库或海边时，为设计最高水位加浪高再加０．５米，并应设防止浪爬

高的措施。

第３．３．９条位于江河上的取水构筑物最低层进水孔下缘距河床的高度，应根据河流的水

文和泥沙特性以及河床稳定程度等因素确定，一般不得小于下列规定：

一、侧面进水孔不得小于０．５米，当水深较浅、水质较清、河床稳定、取水量不大时，其



高度可减至０．３米。

二、顶面进水孔不得小于１．０米。

第３．３．１０条位于湖泊或水库边的取水构筑物最低层进水孔下缘距水体底部的高度，应

根据水体底部泥沙沉积和变迁情况等因素确定，但一般不宜小于１．０米，当水深较浅、水

质较清，且取水量不大时，其高度可减至０．５米。

第３．３．１１条取水构筑物淹没进水孔上缘在设计最低水位下的深度，应根据河流的水文、

冰情和漂浮物等因素通过水力计算确定，并应分别遵守下列规定：

一、顶面进水时，不得小于０．５米；

二、侧面进水时，不得小于０．３米；

三、虹吸进水时，一般不宜小于１．０米，当水体封冻时，可减至０．５米。

注：①上述数据在水体封冻情况下应从冰层下缘起算；

②湖泊、水库、海边或大江河边的取水构筑物，还应考虑风浪的影响。

第３．３．１２条取水构筑物的取水头部宜分设两个或分成两格。进水间应分成数间，以利

清洗。

注：漂浮物多的河道，相邻头部在沿水流方向宜有较大间距。

第３．３．１３条取水构筑物进水孔应设置格栅，栅条间净距应根据取水量大小、冰絮和漂

浮物等情况确定，小型取水构筑物一般为３０～５０毫米，大、中型取水构筑物一般为８０～

１２０毫米。当江河中冰絮或漂浮物较多时，栅条间净距宜取较大值。必要时应采取清除栅

前积泥、漂浮物和防止冰絮阻塞的措施。

第３．３．１４条进水孔的过栅流速，应根据水中漂浮物数量，有无冰絮、取水地点的水流

速度、取水量大小、检查和清理格栅的方便等因素确定，一般宜采用下列数据：

一、岸边式取水构筑物，有冰絮时为０．２～０．６米燉秒；无冰絮时为０．４～１．０米

燉秒；

二、河床式取水构筑物，有冰絮时为０．１～０．３米燉秒；无冰絮时为０．２～０．６米

燉秒。

格栅的阻塞面积应按２５％考虑。

第３．３．１５条当需要清除通过格栅后水中的漂浮物时，在进水间内可设置平板式格网或

旋转式格网。

平板式格网的阻塞面积应按５０％考虑，通过流速不应大于０．５米燉秒；旋转式格网的阻

塞面积应按２５％考虑，通过流速不应大于１．０米燉秒。

第３．３．１６条进水自流管或虹吸管的数量及其管径，应根据最低水位，通过水力计算确

定。其数量不得少于两条。当一条管道停止工作时，其余管道的通过流量应满足事故用水要

求。

第３．３．１７条进水自流管和虹吸管的设计流速，一般不宜小于０．６米燉秒。必要时，

应有清除淤积物的措施。

虹吸管宜采用钢管，但埋入地下的管段也可采用铸铁管。

第３．３．１８条取水构筑物进水间平台上应设便于操作的闸阀启闭设备和格网起吊设备；

必要时还应设清除泥沙的设施。

第３．３．１９条当水源水位变幅大，水位涨落速度小于２．０米燉时，且水流不急、要求

施工周期短和建造固定式取水构筑物有困难时，可考虑采用缆车或浮船等活动式取水构筑

物。

第３．３．２０条活动式取水构筑物的个数，应根据供水规模、连络管的接头型式及有无安

全贮水池等因素，综合考虑确定。

第３．３．２１条活动式取水构筑物的缆车或浮船，应有足够的稳定性和刚度，机组、管道



等的布置应考虑缆车或船体的平衡。

机组基座的设计，应考虑减少机组对缆车或船体的振动，每台机组均宜设在同一基座上。

第３．３．２２条缆车式取水构筑物的设计应符合下列要求：

一、其位置宜选择在岸坡倾角为１０°～２８°的地段；

二、缆车轨道的坡面宜与原岸坡相接近；

三、缆车轨道的水下部分应避免挖槽。当坡面有泥沙淤积时，应考虑冲沙设施；

四、缆车上的出水管与输水斜管间的连接管段，应根据具体情况，采用橡胶软管或曲臂式连

接管等；

五、缆车应设安全可靠的制动装置。

第３．３．２３条浮船式取水构筑物的位置，应选择在河岸较陡和停泊条件良好的地段。

浮船应有可靠的锚固设施。浮船上的出水管与输水管间的连接管段，应根据具体情况，采用

摇臂式或阶梯式等。

第３．３．２４条山区浅水河流的取水构筑物可采用低坝式（活动坝或固定坝）或底栏栅式。

低坝式取水构筑物一般适用于推移质不多的山区浅水河流；底栏栅式取水构筑物一般适用于

大颗粒推移质较多的山区浅水河流。

第３．３．２５条低坝位置应选择在稳定河段上。坝的设置不应影响原河床的稳定性。

取水口宜布置在坝前河床凹岸处。

第３．３．２６条低坝的坝高应满足取水深度的要求。坝的泄水宽度，应根据河道比降、洪

水流量、河床地质以及河道平面形态等因素，综合研究确定。冲沙闸的位置及过水能力，应

按将主槽稳定在取水口前，并能冲走淤积泥沙的要求确定。

第３．３．２７条底栏栅的位置应选择在河床稳定、纵坡大、水流集中和山洪影响较小的河

段。

第３．３．２８条底栏栅式取水构筑物的栏栅宜组成活动分块形式。其间隙宽度应根据河流

泥沙粒径和数量、廊道排沙能力、取水水质要求等因素确定。栏栅长度，应按进水要求确定。

底栏栅式取水构筑物应有沉沙和冲沙设施。

第四章泵房

第４．０．１条选择工作水泵的型号及台数时，应根据逐时、逐日和逐季水量变化情况，水

压要求，水质情况，调节水池大小，机组的效率和功率因素等条件，综合考虑确定。当供水

量变化大时，应考虑水泵大小搭配，但型号不宜过多，电机的电压宜一致。

第４．０．２条水泵的选择应符合节能要求。当供水水量和水压变化较大时，宜选用叶片角

度可调节的水泵、机组调速或更换叶轮等措施。

第４．０．３条泵房一般宜设一至二台备用水泵。

备用水泵型号宜与工作水泵中的大泵一致。

第４．０．４条不得间断供水的泵房，应设两个外部独立电源；如不可能时，应设备用动力

设备，其能力应能满足发生事故时的用水要求。

第４．０．５条要求起动快的大型水泵，宜采用自灌充水。非自灌充水水泵的引水时间，不

宜超过５分钟。

第４．０．６条水泵吸水管及出水管的流速，宜采用下列数值：

一、吸水管：

直径小于２５０毫米时，为１．０～１．２米/秒；

直径在２５０至１０００毫米时，为１．２～１．６米/秒；

直径大于１０００毫米时，为１．５～２．０米/秒。

二、出水管：

直径小于２５０毫米时，为１．５～２．０米/秒；



直径在２５０至１６００毫米时，为２．０～２．５米/秒；

直径大于１６００毫米时，为２．０～３．０米/秒。

第４．０．７条非自灌充水水泵宜分别设置吸水管。

设有三台或三台以上的自灌充水水泵，如采用合并吸水管，其数目不得少于两条，当一条吸

水管发生事故时，其余吸水管仍能通过设计水量。

第４．０．８条泵房内起重设备，写按下列规定选用：

一、起重量小于０．５吨时，设置固定吊钩或移动吊架；

二、起重量在０．５至２吨时，设置手动起重设备；

三、起重量大于２吨时，设置电动起重设备。

注：起吊高度大、吊运距离长、起吊次数多或水泵双行排列的泵房，可适当提高起吊的机械

化水平。

第４．０．９条水泵机组的布置，应遵守下列规定：

一、相邻两个机组及机组至墙壁间的净距：

电动机容量不大于５５千瓦时，不小于０．８米；电动机容量大于５５千瓦时，不小于１．２

米。

二、当考虑就地检修时，至少在每个机组一侧设水泵机组宽度加０．５米的通道，并应保证

泵轴和电动机转子在检修时能拆卸；

三、泵房的主要通道宽度不小于１．２米。

注：①地下式泵房或活动式取水泵房的机组间净距，可根据情况适当减小；

②电动机容量小于２０千瓦时，机组间净距可适当减小。

第４．０．１０条当泵房内设有集中检修场地时，其面积应根据水泵或电动机外形尺寸确定，

并在周围留有宽度不小于０．７米的通道。地下式泵房宜利用空间设集中检修场地。装有深

井水泵的湿式竖井泵房，还应设堆放泵管的场地。

第４．０．１１条泵房内的架空管道，不得阻碍通道和跨越电气设备。

第４．０．１２条泵房地面层的地坪至屋盖突出构件底部间的净高，除应考虑通风采光等条

件外，尚应遵守下列规定：

一、当采用固定吊钩或移动吊架时，其值不小于３．０米；

二、当采用单轨起重机时，应保持吊起物底部与吊运所越过的物体顶部之间有０．５米以上

的净距。

三、当采用桁架式起重机时，除应遵守第二款规定外，还应考虑起重机安装和检修的需要。

第４．０．１３条设计装有立式水泵的泵房时，除应符合上述条文中有关规定外，还应考虑

下列因素：

一、尽量缩短水泵传动轴长度；

二、水泵层的楼盖上设吊装孔；

三、设置通向中间轴承的平台和爬梯。

第４．０．１４条管井泵房内应设预润水供给装置。泵房屋盖上应设吊装孔。在条件许可时，

可建成露天式。

第４．０．１５条泵房至少应有一个可以搬运最大设备的门。

第４．０．１６条泵房内直径３００毫米及３００毫米以上的阀门，如启动频繁，可采用液

压或电力驱动。

第４．０．１７条根据生产需要，水泵的运行可采用集中或自动控制。

第４．０．１８条泵房设计应根据具体情况采用相应的采暖、通风和排水设施。

泵房的防噪措施应符合现行的《城市区域环境噪声标准》及《工业企业噪声控制设计规范》

的规定。



第４．０．１９条设计负有消防给水任务的泵房时，其耐火等级和电源以及水泵的启动、吸

水管、与动力机械的连接和备用等，还应符合现行的《建筑设计防火规范》和《高层民用建

筑设计防火规范》的要求。

第４．０．２０条向高地输水的泵房，当水泵设有止回阀或底阀时，应进行停泵水锤压力计

算。当计算所得的水锤压力值超过管道试验压力值时，必须采取消除停泵水锤的措施。停泵

水锤消除装置应装设在泵房外部的每根出水总管上，且应有库存备用。

第五章输配水

第５．０．１条输水管渠线路的选择，应根据下列要求确定：

一、尽量缩短线路长度；

二、减少拆迁，少占农田；

三、管渠的施工、运行和维护方便。

第５．０．２条从水源至城镇水厂或工业企业自备水厂的输水管渠的设计流量，应按最高日

平均时供水量加自用水量确定。当长距离输水时，输水管渠的设计流量应计入管渠漏失水量。

向管网输水的管道设计流量，当管网内有调节构筑物时，应按最高日最高时用水条件下，由

水厂或自备水厂所负担供应的水量确定；当无调节构筑物时，应按最高日最高时供水量确定。

注：上述输水管渠，当负有消防给水任务时，应分别包括消防补充流量或消防流量。

第５．０．３条输水干管一般不宜少于两条，当有安全贮水池或其他安全供水措施时，也可

修建一条输水干管。输水干管和连通管管径及连通管根数，应按输水干管任何一段发生故障

时仍能通过事故用水量计算确定。城镇的事故水量为设计水量的７０％，工业企业的事故水

量按有关工艺要求确定。当负有消防给水任务时，还应包括消防水量。

第５．０．４条当采用明渠输送原水时，应有可靠的保护水质和防止水量流失的措施。

第５．０．５条输水管渠应根据具体情况设置检查井和通气设施。检查井间距：

当管径为７００毫米以下时，不宜大于２００米；当管径为７００至１４００毫米时，不宜

大于４００米。非满流的重力输水管渠，必要时还应设置跌水井或控制水位的措施。

第５．０．６条城镇配水管网宜设计成环状，当允许间断供水时，可设计为树枝状，但应考

虑将来有连成环状管网的可能。在树枝状管段的末端应装置排水阀。工业企业配水管网的形

状，应根据厂区总图布置和供水安全要求等因素确定。

第５．０．７条城镇生活饮用水的管网，严禁与非生活饮用水的管网连接。城镇生活饮用水

管网，严禁与各单位自备的生活饮用水供水系统直接连接。

第５．０．８条管道（渠）的单位长度水头损失，宜按下列公式计算：

第５．０．９条混凝土管和钢筋混凝土管的流速系数Ｃ可按下式计算：

第５．０．１０条配水管网应按最高日最高时用水量及设计水压进行计算，并应分别按下列

三种情况和要求进行校核：

一、发生消防时的流量和水压要求；

二、最大转输时的流量和水压要求；

三、最不利管段发生故障时的事故用水量和水压要求。

第５．０．１１条负有消防给水任务管道的最小直径，不应小于１００毫米；室外消火栓的

间距不应大于１２０米。

第５．０．１２条输配水管道材料的选择应根据水压、外部荷载、土的性质、施工维护和材

料供应等条件确定。有条件时，宜采用承插式预应力钢筋混凝土管、承插式自应力钢筋混凝

土管等非金属管道。

第５．０．１３条承插式铸铁管一般宜采用橡胶圈、膨胀性水泥或右棉水泥接口；当有特殊

要求时，可采用青铅接口。承插式预应力钢筋混凝土管和承插式自应力钢筋混凝土管一般可

采用橡胶圈接口。



第５．０．１４条输水管道和配水管网应根据具体情况设置分段和分区检修的阀门。配水管

网上的阀门间距，不应超过５个消火栓的布置长度。

在输水管道和配水管网隆起点和平直段的必要位置上，应装设排（进）气阀；低处应装设泄

水阀。其数量和直径应通过计算确定。

第５．０．１５条设计满流输水管道时，应考虑发生水锤的可能，必要时应采取消除水锤的

措施。

第５．０．１６条金属管道应考虑防腐措施。当金属管道需要内防腐时，宜首先考虑水泥砂

浆衬里。生活饮用水管道的内防腐不得采用有毒材料。

当金属管道敷设在腐蚀性土中、电气化铁路附近或其他有杂散电流存在的地区时，应考虑发

生电蚀的可能，必要时应采取阴极保护措施。

第５．０．１７条管道的埋设深度，应根据冰冻情况、外部荷载、管材强度及与其它管道交

叉等因素确定。露天管道应有调节管道伸缩的设施，并应根据需要采取防冻保温措施。

第５．０．１８条承插式管道在垂直或水平方向转弯处支墩的设置，应根据管径、转弯角度、

试压标准和接口摩擦力等因素通过计算确定。

第５．０．１９条生活饮用水管道应尽量避免穿过毒物污染及腐蚀性等地区，如必须穿过时

应采取防护措施。

第５．０．２０条城镇给水管道的平面布置和竖向标高，应符合城镇的管道综合设计要求；

工业企业给水管道的平面布置和竖向标高，应符合厂区的管道综合设计要求。

第５．０．２１条城镇给水管道与建筑物、铁路和其它管道的水平净距，应根据建筑物基础

的结构、路面种类、卫生安全、管道埋深、管径、管材、施工条件、管内工作压力、管道上

附属构筑物的大小及有关规定等条件确定。一般不得小于表５．０．２１中的规定：

第５．０．２２条给水管应设在污水管上方。

当给水管与污水管平行设置时，管外壁净距不应小于１．５米。

当给水管设在污水管侧下方时，给水管必须采用金属管材，并应根据土壤的渗水性及地下水

位情况，妥善确定净距。

第５．０．２３条给水管道相互交叉时，其净距不应小于０．１５米。生活饮用水给水管道

与污水管道或输送有毒液体管道交叉时，给水管道应敷设在上面，且不应有接口重叠；当给

水管敷设在下面时，应采用钢管或钢套管，套管伸出交叉管的长度每边不得小于３米，套管

两端应采用防水材料封闭。

第５．０．２４条当给水管道与铁路交叉时，其设计应按《铁路工程技术规范》规定执行，

并取得铁路管理部门同意。

第５．０．２５条管道穿过河流时，可采用管桥或河底穿越等型式，有条件时应尽量利用已

有或新建桥梁进行架设。穿越河底的管道，应避开锚地，一般宜设两条，按一条停止工作时，

另一条仍能通过设计流量进行设计。管道内流速应大于不淤流速。管顶距河底的埋设深度应

根据水流冲刷条件确定，一般不得小于０．５米，但在航运范围内不得小于１．０米。并均

应有检修和防止冲刷的设施。当通过有航运的河流时，过河管的设计应取得当地航运管理部

门的同意，并应在两岸设立标志。

第５．０．２６条在土基上，输配水管道一般应敷设在未经扰动的原状土层上；在岩基上，

应铺设砂垫层；对于淤泥和其它承载能力达不到设计要求的地基，必须进行基础处理。

第５．０．２７条集中给水站设置地点，应考虑取水方便，其服务半径一般不大于５０米。

第５．０．２８条城镇水厂内清水池的有效容积，应根据产水曲线、送水曲线、自用水量及

消防储备水量等确定，并应满足消毒的接触时间要求，当厂外无调节水池时，在缺乏资料情

况下，一般可按水厂最高日设计水量的１０～２０％计算。厂外调节池的有效容积，应根据

水厂送水曲线，用水曲线及消防储备水量等确定，当缺乏资料时，亦可参照相似条件下的经



验数据确定。

第５．０．２９条工业用水的贮水池和水塔的有效容积，应根据调度、事故和消防等要求确

定。

第５．０．３０条清水池的个数或分格数不得少于两个，并能单独工作和分别泄空；如有特

殊措施能保证供水要求时，亦可修建一个。

第５．０．３１条生活饮用水的清水池和水塔，应有保证水的流动、避免死角、防止污染、

便于清洗和透气等措施。

第５．０．３２条水塔应设避雷装置。

第六章水厂总体设计

第６．０．１条水厂厂址的选择，应根据下列要求，通过技术经济比较确定：

一、给水系统布局合理；

二、不受洪水威胁；

三、有较好的废水排除条件；

四、有良好的工程地质条件；

五、有良好的卫生环境，并便于设立防护地带；

六、少拆迁，不占或少占良田；

七、施工、运行和维护方便。

第６．０．２条水厂生产构筑物的布置应符合下列要求：

一、高程布置应充分利用原有地形坡度；

二、构筑物间距宜紧凑，但应满足各构筑物和管线的施工要求；

三、生产构筑物间连接管道的布置，应水流顺直和防止迂回；

四、与水厂生产附属建筑物（修理间、车库、仓库等）宜分别集中布置；

五、与水厂生活福利设施（食堂、浴室、托儿所等）应分开布置。

第６．０．３条并联运行的净水构筑物间应配水均匀性。

第６．０．４条加药间、沉淀池和滤池相互间的布置，宜通行方便。

第６．０．５条水厂排水一般宜采用重力流排放。必要时可设排水泵站。

第６．０．６条水厂应考虑绿化，新建水厂绿化占地面积不宜少于水厂总面积的２０％。清

水池池顶宜铺设草皮。

第６．０．７条本条删去。

第６．０．８条各建筑物的造型宜简洁美观，材料选择恰当，并考虑建筑的群体效果及与周

围环境的协调。

第６．０．９条水厂内应根据需要，设置滤料、管配件等露天堆放场地。

第６．０．１０条锅炉房及危险品仓库的防火设计应符合《建筑设计防火规范》的要求。

第６．０．１１条水厂内应采用水洗厕所，厕所和化粪池的位置应与净水构筑物保持大于１

０米的距离。

第６．０．１２条水厂内应设置通向各构筑物和附属建筑物的道路。一般可按下列要求设计：

一、主要车行道的宽度：单车道为３．５米，双车道为６米，并应有回车道。人行道路的宽

度为１．５～２．０米。大型水厂一般可设双车道，中、小型水厂一般可设单车道。

二、车行道转弯半径不宜小于６米。

第６．０．１３条城镇水厂或设在工厂区外的工业企业自备水厂周围，应设置围墙，其高度

一般不宜小于２．５米。

第６．０．１４条水厂的防洪标准不应低于城市防洪标准，并应留有适当的安全裕度。

第七章水处理

第一节一般规定



第７．１．１条水处理工艺流程的选择及主要构筑物的组成，应根据原水水质、设计生产能

力、处理后水质要求，参照相似条件下水厂的运行经验、结合当地条件，通过技术经济比较

综合研究确定。

注：高浊度水处理，应按有关设计规范执行。

第７．１．２条水处理构筑物的生产能力，应按最高日供水量加自用水量确定，必要时还应

包括消防补充水量。城镇水厂和工业企业自备水厂的自用水量应根据原水水质和所采用的处

理方法以及构筑物类型等因素通过计算确定。城镇水厂的自用水率一般可采用供水量的５～

１０％。

第７．１．３条水处理构筑物的设计，应按原水水质最不利情况（如沙峰等）时，所需供水

量进行校核。

第７．１．４条设计城镇水厂和工业企业自备水厂时，应考虑任一构筑物或设备进行检修、

清洗或停止工作时仍能满足供水要求。

第７．１．５条净水构筑物应根据具体情况设置排泥管、排空管、溢流管和压力冲洗设备等。

第７．１．６条城镇水厂和工业企业自备水厂的废水和泥渣，应根据具体条件做出妥善处理。

滤池反冲洗水的回收应通过技术经济比较确定，在贫水地区应优先考虑回收。

第７．１．７条净水构筑物上面的主要通道，应设防护栏杆。

第７．１．８条在寒冷地区，水处理构筑物应有防冻措施。当采暖时，室内温度可按５℃设

计；加药间、检验室和值班室等的室内温度可按１５℃设计。

第二节预沉

第７．２．１条当原水含沙量高时，宜采取预沉措施。当有天然地形可以利用，且技术经济

合理时，也可采取蓄水措施，以供沙峰期间取用。

第７．２．２条预沉措施的选择，应根据原水含沙量及其组成、沙峰持续时间、排泥要求、

处理水量和水质要求等因素，结合地形并参照相似条件下的运行经验确定，一般可采用沉沙，

自然沉淀或凝聚沉淀等。

第７．２．３条预沉池的设计数据，可参照当地运行经验或通过原水沉淀试验确定。

第７．２．４条预沉池一般可按沙峰持续时期内原水日平均含沙量设计（但计算期不应超过

一个月）。当原水含沙量超过设计值期间，必要时应考虑在预沉池中投加凝聚剂或采取其它

设施的可能。

第三节凝聚剂和助凝剂的投配

第７．３．１条用于生活饮用水的凝聚剂或助凝剂，不得使处理后的水质对人体健康产生有

害的影响；用于工业企业生产用水的处理药剂，不得含有对生产有害的成份。

第７．３．２条凝聚剂和助凝剂品种的选择及其用量，应根据相似条件下的水厂运行经验或

原水凝聚沉淀试验资料，结合当地药剂供应情况，通过技术经济比较确定。

第７．３．３条凝聚剂的投配方式可采用湿投或干投。当湿投时，凝聚剂的溶解应按用药量

大小、凝聚剂性质，选用水力、机械或压缩空气等搅拌方式。

第７．３．４条湿投凝聚剂时，溶解次数应根据凝聚剂用量和配制条件等因素确定，一般每

日不宜超过３次。凝聚剂用量较大时，溶解池宜设在地下。凝聚剂用量较小时，溶解池可兼

作投药池。

第７．３．５条凝聚剂投配的溶液浓度，可采用５～２０％（按固体重量计算）。

第７．３．６条石灰宜制成乳液投加。

第７．３．７条投药应设瞬时指示的计量设备和稳定加注量的措施。

第７．３．８条与凝聚剂接触的池内壁、设备、管道和地坪，应根据凝聚剂性质采取相应的

防腐措施。

第７．３．９条加药间必须有保障工作人员卫生安全的劳动保护措施。当采用发生异臭或粉



尘的凝聚剂时，应在通风良好的单独房间内制备，必要时应设置通风设备。

第７．３．１０条加药间应与药剂仓库毗连，并宜靠近投药点。加药间的地坪应有排水坡度。

第７．３．１１条药剂仓库及加药间应根据具体情况，设置计量工具和搬运设备。

第７．３．１２条药剂仓库的固定储备量，应按当地供应、运输等条件确定，一般可按最大

投药量的１５～３０天用量计算。其周转储备量应根据当地具体条件确定。

第７．３．１３条计算固体凝聚剂和石灰贮藏仓库的面积时，其堆放高度一般当采用凝聚剂

时可为１．５～２．０米；当采用石灰时可为１．５米。

当采用机械搬运设备时，堆放高度可适当增加。

第四节混凝、沉淀和澄清

（Ⅰ）一般规定

第７．４．１条本节所指沉淀、澄清均系通过投加凝聚剂后的混凝沉淀和混凝澄清。

第７．４．２条选择沉淀池或澄清油类型时，应根据原水水质、设计生产能力、处理后水质

要求，并考虑原水水温变化、制水均匀程度以及是否连续运转等因素，结合当地条件通过技

术经济比较确定。

第７．４．３条沉淀池和澄清池的个数或能够单独排空的分格数不宜少于两个。

第７．４．４条经过混凝沉淀或澄清处理的水，在进入滤池前的浑浊度一般不宜超过１０度，

遇高浊度原水或低温低浊度原水时，不宜超过１５度。当生产用水允许沉淀或澄清后水的浑

浊度高于１０度时，本节有关条文中的设计指标可适当放宽。

第７．４．５条设计沉淀池和澄清池时应考虑均匀的配水和集水。

第７．４．６条沉淀池积泥区和澄清池沉泥浓缩室（斗）的容积，应根据进出水的悬浮物含

量、处理水量、排泥周期和浓度等因素通过计算确定。

第７．４．７条当沉淀池和澄清池排泥次数较多时，宜采用机械化或自动化排泥装置。

第７．４．８条澄清池应设取样装置。

（Ⅱ）混合

第７．４．９条混合设备的设计应根据所采用的凝聚剂品种，使药剂与水进行恰当的急剧、

充分混合。

第７．４．１０条混合方式一般可采用木泵混合或专设的混合设施。

（Ⅲ）絮凝

第７．４．１１条絮凝池宜与沉淀池合建。

第７．４．１２条絮凝池型式的选择和絮凝时间的采用，应根据原水水质情况和相似条件下

的运行经验或通过试验确定。

第７．４．１３条设计隔板絮凝池时，应符合下列要求：

一、絮凝时间一般宜为２０～３０分钟；

二、絮凝池廊道的流速，应按由大到小的渐变流速进行设计，

起端流速一般宜为０．５～０．６米/秒，末端流速一般宜为０．２～０．３米/秒；

三、隔板间净距一般宜大于０．５米。

第７．４．１４条设计机械絮凝池时，应符合下列要求：

一、絮凝时间一般宜为１５～２０分钟；

二、池内一般设３～４挡搅拌机；

三、搅拌机的转速应根据浆板边缘处的线速度通过计算确定，线速度宜自第一档的０．５米

/秒逐渐变小至末档的０．２米/秒；

四、池内宜设防止水体短流的设施。

第７．４．１５条设计折板絮凝池时，应符合下列要求：

一、絮凝时间一般宜为６～１５分钟；



二、絮凝过程中的速度应逐段降低，分段数一般不宜少于三段，各段的流速可分别为：

第一段：０．２５～０．３５米/秒；

第二段：０．１５～０．２５米/秒；

第三段：０．１０～０．１５米/秒。

三、折板夹角采用９０°～１２０°。

第７．４．１６条设计穿孔旋流絮凝池时，应符合下列要求：

一、絮凝时间一般宜为１５～２５分钟；

二、絮凝池孔口流速，应按由大到小的渐变流速进行设计，起端流速一般宜为０．６～１．０

米/秒，末端流速一般宜为０．２～０．３米/秒；

三、絮凝池每格孔口应作上下对角交叉布置；

四、每组絮凝池分格数不宜少于６格。

（Ⅳ）平流沉淀池

第７．４．１７条平流沉淀池的沉淀时间，应根据原水水质、水温等，参照相似条件下的运

行经验确定，一般宜为１．０～３．０小时。

第７．４．１８条平流沉淀池的水平流速可采用１０～２５毫米/秒，水流应避免过多转折。

第７．４．１９条平流沉淀池的有效水深，一般可采用３．０～３．５米。沉淀池的每格宽

度（或导流墙间距），一般宜为３～８米，最大不超过１５米，长度与宽度之比不得小于４；

长度与深度之比不得小于１０。

第７．４．２０条平流沉淀池宜采用穿孔墙配水和溢流堰集水，溢流率一般可采用小于５０

０米３/米·日。

（Ⅴ）异向流斜管沉淀池

第７．４．２１条异向流斜管沉淀池宜用于浑浊度长期低于１０００度的原水。

〗第７．４．２２条斜管沉淀区液面负荷，应按相似条件下的运行经验确定，一般可采用

９．０～１１．０米３/米２·时。

第７．４．２３条斜管设计一般可采用下列数据：管径为２５～３５毫米；斜长为１．０米；

倾角为６０°。

第７．４．２４条斜管沉淀池的清水区保护高度一般不宜小于１．０米；底部配水区高度不

宜小于１．５米。

（Ⅵ）同向流斜板沉淀池

第７．４．２５条同向流斜板沉淀池宜用于浑浊度长期低于２００度的原水。

第７．４．２６条斜板沉淀区液面负荷，应根据当地原水水质情况及相似条件下的水厂运行

经验或试验资料确定，一般可采用３０～４０米３/米２·时。

第７．４．２７条斜板设计一般可采用下列数据：

一、斜板间距３５毫米；

二、斜板长度２．０～２．５米；

三、沉淀区斜板倾角４０°；

四、排泥区斜板倾角６０°；

五、排泥区斜板长度不小于０．５米。

第７．４．２８条同向流斜板沉淀池应设均匀集水的装置，一般可采用管式、梯形加翼或纵

向沿程集水等型式。

（Ⅶ）机械搅拌澄清池

第７．４．２９条机械搅拌澄清池宜用于浑浊度长期低于５０００度的原水。

第７．４．３０条机械搅拌澄清池清水区的上升流速，应按相似条件下的运行经验确定，一

般可采用０．８～１．１毫米/秒。



第７．４．３１条水在机械搅拌澄清池中的总停留时间，可采用１．２～１．５小时。

第７．４．３２条搅拌叶轮提升流量可为进水流量的３～５倍，叶轮直径可为第二絮凝室内

径的７０～８０％，并应设调整叶轮转速和开启度的装置。

第７．４．３３条机械搅拌澄清池是否设置机械刮泥装置，应根据池径大小、底坡大小、进

水悬浮物含量及其颗粒组成等因素确定。

（Ⅷ）水力循环澄清池

第７．４．３４条水力循环澄清池宜用于浑浊度长期低于２０００度的原水，单池的生产能

力一般不宜大于７５００米３/日。

第７．４．３５条水力循环澄清池清水区的上升流速，应按相似条件下的运行经验确定，一

般可采用０．７～１．０毫米/秒。

第７．４．３６条水力循环澄清池导流筒（第二絮凝室）的有效高度，一般可采用３～４米。

第７．４．３７条水力循环澄清池的回流水量，可为进水流量的２～４倍。

第７．４．３８条水力循环澄清池斜壁与水平面的夹角不宜小于４５°。

（Ⅸ）脉冲澄清池

第７．４．３９条脉冲澄清池宜用于浑浊度长期低于３０００度的原水。

第７．４．４０条脉冲澄清池清水区的上升流速，应按相似条件下的运行经验确定，一般可

采用０．７～１．０毫米/秒。

第７．４．４１条脉冲周期可采用３０～４０秒，充放时间比为３：１～４：１。

第７．４．４２条脉冲澄清池的悬浮层高度和清水区高度，可分别采用１．５～２．０米。

第７．４．４３条脉冲澄清池应采用穿孔管配水，上设人字形稳流板。

第７．４．４４条虹吸式脉冲澄清池的配水总管，应设排气装置。

（Ⅹ）悬浮澄清池

第７．４．４５条悬浮澄清池宜用于浑浊度长期低于３０００度的原水。当进水浑浊度大于

３０００度时，宜采用双层式悬浮澄清池。

第７．４．４６条悬浮澄清池的上升流速及强制出水量比例，应根据进水悬浮物含量及其变

化情况，参照相似条件下的运行经验确定，一般可采用表７．４．４４的数据。

第７．４．４７条悬浮澄清池单池面积不宜超过１５０米２。当为矩形时每格池宽不宜大于

３米。

第７．４．４８条清水区高度宜采用１．５～２．０米；悬浮层高度宜采用２．０～２．５

米；悬浮层下部倾斜池壁和水平面的夹角宜采用５０～６０°。

第７．４．４９条悬浮澄清池宜采用穿孔管配水，水在进入澄清池前应有气水分离设施。

（Ⅺ）气浮池

第７．４．５０条气浮池一般宜用于浑浊度小于１００度及含有藻类等密度小的悬浮物质的

原水。

第７．４．５１条接触室的上升流速，一般可采用１０～２０毫米/秒，分离室的向下流速，

一般可采用１．５～２．５毫米/秒。

第７．４．５２条气浮池的单格宽度不宜超过１０米；池长不宜超过１５米；有效水深一般

可采用２．０～２．５米。

第７．４．５３条溶气罐的压力及回流比，应根据原水气浮试验情况或参照相似条件下的运

行经验确定，溶气压力一般可采用２～４公斤/厘米２；回流比一般可采用５～１０％。

溶气释放器的型号及个数应根据单个释放器在选定压力下的出流量及作用范围确定。

第７．４．５４条压力溶气罐的总高度一般可采用３．０米，罐内需装填料，其高度一般宜

为１．０～１．５米，罐的截面水力负荷可采用１００～１５０米３/米２·时。

第７．４．５５条气浮池宜采用刮渣机排渣。刮渣机的行车速度一般不宜大于５米/分。



第五节过滤

（Ⅰ）一般规定

第７．５．１条供生活饮用水的过滤池出水水质，经消毒后，应符合现行的《生活饮用水卫

生标准》的要求。供生产用水的过滤池出水水质，应符合生产工艺要求。

第７．５．２条滤池型式的选择，应根据设计生产能力、进水水质和工艺流程的高程布置等

因素，结合当地条件，通过技术经济比较确定。

第７．５．３条滤料应具有足够的机械强度和抗蚀性能，并不得含有有害成分，一般可采用

石英砂、无烟煤和重质矿石等。

第７．５．４条快滤池、无阀滤池和压力滤池的个数及单个滤池面积，应根据生产规模和运

行维护等条件通过技术经济比较确定，但个数不得少于两个。

第７．５．５条滤池应按正常情况下的滤速设计，并以检修情况下的强制滤速校核。

注：正常情况系指水厂全部滤池进行工作；检修情况系指全部滤池中的一个或两个停产进行

检修、冲洗或翻砂。

第７．５．６条滤池的工作周期，宜采用１２～２４小时。

第７．５．７条滤池的滤速及滤料组成，宜按表７．５．７采用。

第７．５．８条快滤池宜采用大阻力或中阻力配水系统。大阻力配水系统孔眼总面积与滤池

面积之比为０．２０～０．２８％；中阻力配水系统孔眼总面积与滤池面积之比为０．６～

０．８％。虹吸滤池、无阀滤池和移动罩滤池宜采用小阻力配水系统，其孔眼总面积与滤池

面积之比为１．０～１．５％。

第７．５．９条水洗滤池的冲洗强度及冲洗时间，宜按表７．５．９采用。当有技术经济依

据时，还可增设表面冲洗设施，或改用气水冲洗法。

第７．５．１０条每个滤池应设取样装置。

（Ⅱ）快滤池

第７．５．１１条快滤池冲洗前的水头损失，宜采用２．０～３．０米。每个滤池应装设水

头损失计。

第７．５．１２条滤层表面以上的水深，宜采用１．５～２．０米。

第７．５．１３条当快滤池采用大阻力配水系统时，其承托层宜按表７．５．１３采用。

第７．５．１４条大阻力配水系统应按冲洗流量设计，并根据下列数据通过计算确定。

一、配水干管（渠）进口处的流速为１．０～１．５米/秒；

二、配水支管进口处的流速为１．５～２．０米/秒；

三、孔眼流速为５～６米/秒。

干管（渠）上宜装通气管。

第７．５．１５条三层滤料滤池宜采用中阻力配水系统。

第７．５．１６条三层滤料滤池承托层宜按表７．５．１６采用。

第７．５．１７条洗砂槽的平面面积，不应大于滤池面积的２５％，洗砂槽底到滤料表面的

距离，应等于滤层冲洗时的膨胀高度。

第７．５．１８条滤池冲洗水的供给方式可采用冲洗水泵或高位水箱。

当采用冲洗水泵时，水泵的能力应按冲洗单格滤池考虑，并应有备用机组。

当采用冲洗水箱时，水箱有效容积应按单格滤池冲洗水量的１．５倍计算。

第７．５．１９条快滤池应有下列管（渠），其断面宜根据下列流速通过计算确定：

一、进水管０．８～１．２米/秒；

二、出水管１．０～１．５米/秒；

三、冲洗水管２．０～２．５米/秒；

四、排水管１．０～１．５米/秒。



（Ⅲ）压力滤池

第７．５．２０条压力滤池的设计数据，可参照本节有关规定执行。

第７．５．２１条当压力滤池的直径大于３米时，宜采用卧式。

（Ⅳ）虹吸滤池

第７．５．２２条虹吸滤池的分格数，应按滤池在低负荷运行时，仍能满足一格滤池冲洗水

量的要求确定。

第７．５．２３条虹吸滤池冲洗前的水头损失，一般可采用１．５米。

第７．５．２４条虹吸滤池冲洗水头应通过计算确定，一般宜采用１．０～１．２米，并应

有调整冲洗水头的措施。

第７．５．２５条虹吸进水管的流速，宜采用０．６～１．０米/秒；虹吸排水管的流速，

宜采用１．４～１．６米/秒。

（Ⅴ）重力式无阀滤池

第７．５．２６条每个无阀滤池应设单独的进水系统，进水系统应有不使空气进入滤池的措

施。

第７．５．２７条无阀滤池冲洗前的水头损失，一般可采用１．５米。

第７．５．２８条过滤室滤料表面以上的直壁高度，应等于冲洗时滤料的最大膨胀高度再加

保护高。

第７．５．２９条无阀滤池应有辅助虹吸措施，并设调节冲洗强度和强制冲洗的装置。

（Ⅵ）移动罩滤池

第７．５．３０条移动罩滤池的分组及每组的分格数，应根据生产规模、运行维护等条件通

过技术经济比较确定，但不得少于可独立运行的两组，每组的分格数不得少于８格。

第７．５．３１条移动罩滤池的设计过滤水头，可采用１．２～１．５米，堰顶宜做成可调

节高低的形式。移动罩滤池应设恒定过滤水位的装置。

第７．５．３２条移动罩滤池集水区的高度应根据滤格尺寸及格数确定，一般不宜小于０．４

米。

第７．５．３３条过滤室滤料表面以上的直壁高度应等于冲洗时滤料的最大膨胀高度再加保

护高。

第７．５．３４条移动罩滤池的运行宜采用程序控制。

第六节地下水除铁和除锰

（Ⅰ）工艺流程选择

第７．６．１条作为生活饮用水的地下水水源，当铁锰含量超过《生活饮用水卫生标准》的

规定时，应考虑除铁除锰。生产用水是否考虑除铁除锰，应根据用水要求确定。

第７．６．２条地下水除铁除锰工艺流程的选择及构筑物的组成，应根据原水水质、处理后

水质要求、除铁除锰试验或参照水质相似的水厂运行经验，通过技术经济比较确定。

第７．６．３条地下水除铁一般采用接触氧化法或曝气氧化法。当受到硅酸盐影响时，应采

用接触氧化法。

接触氧化法的工艺：

原水曝气——接触氧化过滤

曝气氧化法的工艺：

原水曝气——氧化——过滤

注：①接触氧化法曝气后水的ｐＨ值宜达到６．０以上。

②曝气氧化法曝气后水的ｐＨ值宜达到７．０以上。

第７．６．４条地下水除锰宜采用接触氧化法，其工艺流程应根据下列条件确定：

一、当原水含铁量低于２．０毫克/升、含锰量低于１．５毫克/升时，可采用：



原水曝气——单级过滤除铁除锰

二、当原水含铁量或含锰量超过上述数值时，应通过试验确定。必要时可采用：

原水曝气——氧化——一次过滤除铁——二次过滤除锰

三、当除铁受硅酸盐影响时，应通过试验确定。必要时可采用：

原水曝气——一次过滤除铁（接触氧化）——曝气——二次过滤除锰

注：①除锰滤池滤前水的ｐＨ值宜达到７．５以上。

②二次过滤除锰滤池的滤前水含铁量宜控制在０．５毫克/升以下。

（Ⅱ）曝气装置

第７．６．５条曝气设备应根据原水水质及曝气程度的要求选定，一般可采用跌水、淋水、

喷水、射流曝气、压缩空气、板条式曝气塔、接触式曝气塔或叶轮式表面曝气等装置。

第７．６．６条采用跌水装置时，跌水级数可采用１～３级，每级跌水高度为０．５～１．０

米，单宽流量为２０～５０米３/时·米。

第７．６．７条采用淋水装置（穿孔管或莲蓬头）时，孔眼直径可采用４～８毫米，孔眼流

速为１．５～２．５米/秒，安装高度为１．５～２．５米。当采用莲蓬头时，每个莲蓬头

的服务面积为１．０～１．５平方米。

第７．６．８条采用喷水装置时，每１０平方米集水池面积上宜装设４～６个向上喷出的喷

嘴，喷嘴处的工作水头一般采用７米。

第７．６．９条采用射流曝气装置时，其构造应根据工作水的压力、需气量和出口压力等通

过计算确定。工作水可采用全部、部分原水或其他压力水。

第７．６．１０条采用压缩空气曝气时，每立方米水的需气量（以升计），一般为原水二价

铁含量（以毫克/升计）的２～５倍。

第７．６．１１条采用板条式曝气塔时，板条层数可为４～６层，层间净距为４００～６０

０毫米。

第７．６．１２条采用接触式曝气塔时，填料层层数可为１～３层；填料采用３０～５０毫

米粒径的焦炭块或矿渣，每层填料厚度为３００～４００毫米；层间净距不宜小于６００毫

米。

第７．６．１３条淋水装置、喷水装置、板条式曝气塔和接触式曝气塔的淋水密度，一般可

采用５～１０米３/时·米２。淋水装置接触水池容积，一般按３０～４０分钟处理水量计

算。接触式曝气塔底部集水池容积，一般按１５～２０分钟处理水量计算。

第７．６．１４条采用叶轮表面曝气装置时，曝气池容积可按２０～４０分钟处理水量计算；

叶轮直径与池长边或直径之比可为１：６～１：８，叶轮外缘线速度可为４～６米/秒。

第７．６．１５条当跌水、淋水、喷水、板条式曝气塔、接触式曝气塔或叶轮表面曝气装置

设在室内时，应考虑通风设施。

（Ⅲ）除铁滤池

第７．６．１６条除铁滤池的滤料一般宜采用天然锰砂或石英砂等。

第７．６．１７条除铁滤池滤料的粒径：石英砂一般为ｄ最小＝０．５毫米，ｄ最大＝１．２

毫米；锰砂一般为ｄ最小＝０．６毫米，ｄ最大＝１．２～２．０毫米。厚度为８００～１

２００毫米，滤速为６～１０米/时。

第７．６．１８条除铁滤池宜采用大阻力配水系统，其承托层组成可按表７．５．１４选用。

当采用锰砂滤料时，承托层的顶面两层需改为锰矿石。

第７．６．１９条除铁滤池的冲洗强度和冲洗时间可按表７．６．１９采用。

（Ⅳ）除锰滤池

第７．６．２０条除锰滤池的滤料可采用天然锰砂或石英砂等。

第７．６．２１条两级过滤除锰滤池的设计宜遵守下列规定：



一、滤料粒径和滤层厚度同除铁滤池的规定；

二、滤速５～８米/时；

三、冲洗强度：锰砂滤料时：１６～２０升/秒·米
２
；石英砂滤料时：１２～１４升/秒·米

２
；

四、膨胀率：锰砂滤料：１５～２５％；石英砂滤料：２７．５～３５％；

五、冲洗时间：５～１５分钟。

第７．６．２２条单级过滤除锰滤池，可参照两级过滤除锰滤池的有关规定进行设计。但滤

速宜采用低值，滤料层厚度可采用高值。

第七节消毒

第７．７．１条生活饮用水必须消毒，一般可采用加氯（液氯、漂白粉或漂粉精）法。

第７．７．２条选择加氯点时，应根据原水水质、工艺流程和净化要求，可单独在滤后加氯，

或同时在滤前和滤后加氯。

第７．７．３条氯的设计用量，应根据相似条件下的运行经验，按最大用量确定。

第７．７．４条当采用氯胺消毒时，氯和氨的投加比例应通过试验确定，一般可采用重量比

为３：１～６：１。

第７．７．５条水和氯应充分混合。其接触时间不应小于３０分钟，氯胺消毒的接触时间不

应小于２小时。

第７．７．６条投加液氯时应设加氯机。加氯机应至少具备指示瞬时投加量的仪表和防止水

倒灌氯瓶的措施。加氯间宜设校核氯量的磅秤。

第７．７．７条采用漂白粉消毒时应先制成浓度为１～２％的澄清溶液再通过计量设备注入

水中。每日配制次数不宜大于３次。

第７．７．８条加氯（氨）间应尽量靠近投加点。

第７．７．９条液氯（氨）加药间的集中采暖设备宜用暖气。如采用火炉时，火口宜设在室

外。散热片或火炉应离开氯（氨）瓶和加注机。

第７．７．１０条加氯间及氯库内宜设置测定空气中氯气浓度的仪表和报警措施。必要时可

设氯气吸收设备。

第７．７．１１条加氯（氨）间外部应备有防毒面具、抢救材料和工具箱。防毒面具应严密

封藏，以免失效。照明和通风设备应设室外开关。

第７．７．１２条加氯（氨）间必须与其它工作间隔开，并设下列安全措施：

一、直接通向外部且向外开的门；

二、观察窗。

第７．７．１３条加氯（氨）间及其仓库应有每小时换气８～１２次的通风设备。加漂白粉

间及其仓库可采用自然通风。

第７．７．１４条通向加氯（氨）间的给水管道，应保证不间断供水，并尽量保持管道内水

压的稳定。

投加消毒药剂的管道及配件应采用耐腐蚀材料，加氨管道及设备不应采用铜质材料。ＨＴ５

Ｈ〗第７．７．１５条加氯、加氨设备及其管道应根据具体情况设置备用。

第７．７．１６条液氨和液氯或漂白粉应分别堆放在单独的仓库内，且宜与加氯（氨）间毗

连。

药剂仓库的固定储备量应按当地供应、运输等条件确定，城镇水厂一般可按最大用量的１

５～３０天计算。其周转储备量应根据当地具体条件确定。

附录规范用词说明

一、执行本规范条文时，对于要求严格程度的用词，说明如下，以便在执行中区别对待。

１．表示很严格，非这样做不可的用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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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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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首先应这样做的用词：

正面词采用“宜”或“可”；

反面词采用“不宜”。

二、条文中指明必须按其他有关标准和规范执行的写法为：

“应按……执行”或“应符合……要求或规定”。非必须按所指定的标准和规范执行的写法

为“可参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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