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第第一一节节  给给水水排排水水管管道道施施工工  

1K415011 城市排水体制选择 

1K415012 开槽管道施工技术 

1K415013 不开槽管道施工技术 

1K415014 管道功能性试验 

1K415015 砌筑沟道施工技术 

1K415016 给水排水管网维护与修复技术 

一一、、城城市市排排水水体体制制选选择择  

一、我国城市排水体制（P198） 

我国城市排水系统主要为截流式合流制、分流制或两者并存的混流制排水系统，新兴城市或

城区多采用完全分流制排水系统 

在现有城市排水体制下，水环境污染仍较为严重，主要原因有：合流制溢流污染，管道混接，

雨水非点源污染严重等。 

 

二、城市新型排水体制 

催生新型排水体制发展的主要因素是城市雨水控制利用、中水回用的发展。 

新型排水体制指在合流制和分流制中利用源头控制和末端控制技术使雨水渗透、回用、调蓄

排放的体制。 



对于新型分流制排水系统，强调雨水的源头分散控制与末端集中控制相结合，减少进入城市

管网中的径流量和污染物总量，同时提高城市内涝防治标准和雨水资源化回用率。雨水源头

控制利用技术有雨水下渗、净化和收集回用技术，末端集中控制技术包括雨水湿地、塘体及

多功能调蓄等。 

对于新型合流制排水系统，源头雨水控制利用可有效减少合流制溢流频率、溢流水量和溢流

污染物总量；通过在合流干管上设置储存池或调蓄池，实现合流制污水的完全处理，合流制

溢流首先进入储存池，待雨后送到污水处理厂处理，合流制溢流较大时，超过储存池存储能

力的溢流水经过简单处理（如旋流分离、沉淀、消毒）后排放。 

 

三、城市排水体制选择应遵循的原则 

1.应结合我国具体情况，因地制宜地选择排水体制 

不能盲目地选择分流制，老城区合流制改造为分流制更应慎重。 

主要原因为：城市管道错接、混接严重，生活污水乱排现象突出，雨水非点源污染严重，无

法实现完全意义上的分流制，即使实现完全分流，雨水非点源污染得不到有效治理，城市水

环境仍然难以得到保障。 

老城区合流制改造为分流制社会影响大、涉及范围广、难度大、成本高，选择“合改分”更

应慎重。 



2.注重新型排水体制的构建 

新型排水体制的特点有：资源节约、环境友好、点源污染控制与非点源污染控制相结合，污

染物减量-水资源利用-防涝减灾三位一体。新型排水体制应能满足内涝控制、资源利用、污

染控制等多重目标，促进城市水系统健康循环。 

3.应结合当地水资源、水环境的特点建立多目标的雨水控制利用系统 

旧城改造与新区建设必须树立尊重自然、顺应自然、保护自然的生态文明理念，按照低影响

开发的理念，有效控制地表径流，最大限度地减少对城市原有水生态环境的破坏；要与城市

开发、道路建设、园林绿化统筹协调，因地制宜配套建设雨水滞渗减排、收集利用和调蓄排

放等设施。 

二二、、开开槽槽管管道道施施工工技技术术  

一、沟槽施工方案（P199） 

（一）主要内容 

1)沟槽施工平面布置图及开挖断面图。 

2)沟槽形式、开挖方法及堆土要求。 

3)无支护沟槽的边坡要求；有支护沟槽的支撑形式、结构、支拆方法及安全措施。 

4)施工设备机具的型号、数量及作业要求。 

5)不良土质地段沟槽开挖时采取的护坡和防止沟槽坍塌的安全技术措施。 

6)施工安全、文明施工、沿线管线及构（建）筑物保护要求等。 



 

（二）确定沟槽底部开挖宽度 

（1）沟槽底部的开挖宽度应符合设计要求。 

（2）当设计无要求时，可按经验公式计算确定： 

B = D0 + 2 X (b1+ b2 + b3) 

B—管道沟槽底部的开挖宽度，mm; 

D0 —管外径，mm； 

b1—管道一侧的工作面宽度，mm (可按表选取）; 

b2 —有支撑要求时，管道一侧的支撑厚度，可取  

150〜200mm; 

b3—现场浇筑混凝土或钢筋混凝土管渠一侧模板 

厚度，mm。 



 

管道一侧的工作面宽度   表 1K415012-1 

 

  



 

 

（三）确定沟槽边坡 

(1)当地质条件良好、土质均匀、地下水位低于沟槽底面高程，且开挖深度在 5m 以内、沟

槽不设支撑时，沟槽边坡最陡坡度应符合表 1K415012-2 的规定。 

(2)当沟槽无法自然放坡时，边坡应有支护设计，并应计入每侧临时堆土或施加的其他荷载，

进行边坡稳定性验算。 



 

深度在 5m 以内的沟槽边坡的最陡坡度表 1K415012-2 

  

二、沟槽开挖与支护 

（一）分层开挖及深度 

(1)人工开挖沟槽的槽深超过 3m 时应分层开挖，每层的深度不超过 2m。 

(2)人工开挖多层沟槽的层间留台宽度：放坡开槽时不应小于 0.8m,直槽时不应小于 0.5m，

安装井点设备时不小于 1. 5m。 

(3)采用机械挖槽时，沟槽分层的深度按机械性能确定。 



 

（二）沟槽开挖规定 

(1)槽底原状地基土不得扰动，机械开挖时槽底预留 200〜300mm 土层，由人工开挖至设

计高程，整平。 

(2)槽底不得受水浸泡或受冻，槽底局部扰动或受水浸泡时，宜采用天然级配砂砾石或石灰

土回填；槽底扰动土层为湿陷性黄土时，应按设计要求进行地基处理。 

(3)槽底土层为杂填土、腐蚀性土时，应全部挖除并按设计要求进行地基处理。 

(4)槽壁平顺，边坡坡度符合施工方案的规定。 

(5)在沟槽边坡稳固后设置供施工人员上下沟槽的安全梯。 

 



  

（三）支撑与支护 

(1)采用木撑板支撑和钢板桩，应经计算确定撑板构件的规格尺寸；其他形式支护详见本书

1K413022 条。 

(2)撑板支撑应随挖土及时安装。 

(3)在软土或其他不稳定土层中采用横排撑板支撑时，开始支撑的沟槽开挖深度不得超过

1.0m；开挖与支撑交替进行，每次交替的深度宜为 0. 4〜0. 8m。 

 

(4)支撑应经常检查，当发现支撑构件有弯曲、松动、移位或劈裂等迹象时，应及时处理；

雨期及春季解冻时期应加强检查。 

(5)拆除支撑前，应对沟槽两侧的建筑物、构筑物和槽壁进行安全检查，并应制定拆除支撑



的作业要求和安全措施。 

(6)施工人员应由安全梯上下沟槽，不得攀登支撑。 

(7)拆除撑板应制定安全措施，配合回填交替进行。 

 

三、地基处理与安管 

（一）地基处理 

(1)管道地基应符合设计要求，管道天然地基的强度不能满足设计要求时应按设计要求加固。 

(2)槽底局部超挖或发生扰动时，超挖深度不超过 150mm 时，可用挖槽原土回填夯实，其

压实度不应低于原地基土的密实度；槽底地基土壤含水量较大，不适于压实时，应采取换填

等有效措施。 

 

(3)排水不良造成地基土扰动时：①扰动深度在 100mm 以内，宜填天然级配砂石或砂砾处

理；②扰动深度在 300mm 以内，但下部坚硬时，宜填卵石或块石，并用砾石填充空隙找

平表面。 



 

 

    

(4)设计要求换填时，应按要求清槽，并经检查合格；回填材料应符合设计要求或有关规定。 

(5)柔性管道地基处理宜采用砂桩、搅拌桩等复合地基。 

(6)灰土地基、砂石地基和粉煤灰地基施工前必须按本节二、(一) (1)规定验槽并处理。 

(7)岩石地基局部超挖时，应将基底碎渣全部清理，回填低强度等级混凝土或粒径 10~15mm

的砂石回填夯实。 

(8)原状地基为岩石或坚硬土层时，管道下方应铺设砂垫层，其厚度应符合，表 1K415012-3

的规定。 



(9)非永冻土地区，管道不得铺设在冻结的地基上；管道安装过程中，应防止地基冻胀。 

砂垫层厚度表   1K415012-3 

 

 

 

（二）安管 

(1)管节及管件下沟前准备工作。管节、管件下沟前，必须对管节外观质量进行检查，排除

缺陷，以保证接口安装的密封性。 

(2)采用法兰和胶圈接口时，安装应按照施工方案严格控制上、下游管道接装长度、 中心位

移偏差及管节接缝宽度和深度。 

(3)采用焊接接口时，两端管的环向焊缝处齐平，内壁错边量不宜超过管壁厚度的 20%，且



不得大于 2mm。 

     

 

(4)采用电熔连接、热熔连接接口时，应选择在当日温度较低或接近最低时进行；电熔连接、

热熔连接时电热设备的温度控制、时间控制,挤出焊接时对焊接设备的操作等， 必须严格按

接头的技术指标和设备的操作程序进行；接头处应有沿管节圆周平滑对称的内、外翻边；接

头检验合格后，内翻边宜铲平。 

(5)金属管道应按设计要求进行内外防腐施工和施做阴极保护工程。 

 



  

 

  



 

  

 



  

  

  



 

（三）管道防腐 

(1)使用聚乙烯防腐层作为钢管外防腐层时应注意： 

1)防腐层所有原材料均应有出厂质量证明书及检验报告、使用说明书、安全数据单、出厂合

格证、生产日期及有效期。环氧粉末涂料供应商应提供产品的热特性曲线等资料。 

2)防腐层的各种原材料均应包装完好，应按产品说明书的要求存放。 

3)每种牌（型）号的环氧粉末涂料、胶粘剂以及聚乙烯专用料，在使用前均应由通过国家计

量认证的检验机构进行检测，性能检测结果达到相关标准规定要求的材料方可使用。 

 



  

管道防腐蚀保护示意图 

 

 



 

 

 

（2）使用液体环氧涂料防腐层作为钢管内防腐层时应注意： 

1）管道内防腐层的涂敷施工应按涂料生产商推荐的做法进行。宜使用无气喷涂工艺或离心

式涂敷工艺。 

2）涂敷操作钢管温度应高于露点温度 3oC 以上，且应控制在涂料生产商推荐的范围内。混



合涂料的温度不应低于 10oC。 

3）钢管内防腐层涂敷施工时，应在涂料生产商推荐的涂敷温度范围内对涂料、钢管及管件

进行预热。 

4）当环境相对湿度大于 85%时，应对钢管除湿后方可作业。严禁在雨、雪、雾及风沙等气

候条件下露天作业。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