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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筑给排水系统研究与设计

经久松 李 创 李 娜
中国中元国际工程有限公司 北京 100089

摘 要：以福建医科大学附属第二医院东海分院住院楼项目为例，针对住院楼单体简述给排水系统和消防系统设

计思路。

关键词：给水系统；热水系统；排水系统；消火栓系统；自动喷水灭火系统

引言：给排水系统和消防系统在某建筑中起着至关

重要的作用。给排水系统设计综合考虑其安全性、舒适

性及节水节能，同时顾及到不同的某器械对于水质、水

压的特殊要求进行设计；消防系统为灭火救援、人员疏

散提供安全保障，保护公民人身安全和国家财产安全。

1 工程概况

本项目为福建医科大学附属第二医院东海院区新建

住院楼项目，总建筑面积62000m2，其中地上建筑面积

32000m2，地下建筑面积30000m2。分为三个子项：区域

管网、住院楼及地下停车场。住院楼子项：建筑屋面高

度52.75m，规划床位500床，地下两层，地上十层，其
中地下二层功能为住院药房、营养厨房；地下一层为半

地下室，功能为餐厅、会议中心等；首层至十层为病房

及其辅助用房，并在六层设有层流病房。地下停车场子

项：地下三层，除地下一层设有部分设备站房外，其余

均为机械停车位，地下三层设有人防急救医院。

根据“平疫结合”的需求，住院楼内设置可供疫情

发生时转化为负压病房的床位。可转化为负压病房的护理

单元为住院楼东侧四层(免疫科)、五层（消化科）、六层
（血液科）、八层~九层（呼吸科）、十层（RICU）[1]。

2 给水系统

2.1  本项目因地形高差原因，市政供水无法满足供水
要求，故项目用水引自一期工程生活水泵房内的生活水

箱，在此泵房增设一组给水转输泵，通过室外敷设的管

线引入本项目，供本项目生活及消防用水。

2.2  本项目给水系统最高日用水量：Q = 410.20m3/
d；最大时用水量：Q = 35.40m3/h。

2.3  本项目给水系统分区及用水量详见下表：

给水分区 供水区域
最高日用水量 最大时用水量

（m3/d） （m3/d）

低区 B2-3F 221.21 21.10

高区

普通区：4F-7F 70.29 5.3

负压区
污染区：4F-10F（除7F） 76.89 5.8

清洁、半污染区：4F-10F（除7F） 41.81 3.2

2.4  给水设施
2.4.1  生活水泵房位于地下车库子项的地下一层，内

设2座生活水箱（8000×4000×3000mm），每座水箱有效
容积V = 60 m3，水箱材质为食品级不锈钢。

2.4.2  泵房内设3套生活变频供水设备：
低区：设备供水量为41.4 m3/h。选泵参数：单台水泵

参数：Q = 25 m3/h ，H = 0.65MPa，N = 11kW，2用1备，
水泵采用变频控制。

高区：负压区设备供水量为26.8 m3/h。选泵参数：
单台水泵参数：Q = 15 m3/h ，H = 0.90MPa，N = 11kW，
2用1备，水泵采用变频控制；非负压区设备供水量为
22.5 m3/h。选泵参数：单台水泵参数：Q = 12 m3/h ，H = 
0.75MPa，N = 5.5kW，2用1备，水泵采用变频控制。

用水点压力超过0.20MPa处设置器具减压设施，且不
小于用水器具要求的最低工作压力。

3 热水系统

3.1  热源：本项目由空气源热泵系统提供热源。空
气源热泵机组放置在地下车库出地面的楼梯间屋面，加

热水罐、供热水罐、循环泵组等设施设置于地下车库子

项的热水机房内。热水供水温度60℃。冷水计算温度按
10℃计。

3.2  本项目热水供水范围：医护洗手盆、洗涤盆、各层
淋浴间的淋浴器、洗脸盆；病房卫生间的淋浴器、洗脸盆

及营养厨房、需要热水的某科室等所有用热水需求点[2]。

3.3  热水供水方式：全部采用全日制集中供水方式。
3.4  本项目集中热水系统最高日热水用水量（6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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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Q = 155.5m3/d；设计小时热水用水量为Q = 17.6 m3/h，
3.5  本项目设计小时耗热量为4211276kJ/h。各分区设

计小时耗热量和热水量见下表：

热水
分区

供水区域

设计小时
耗热量

设计小时热水
量（60℃）

KJ/h m3/h

低区 B2-3F 1997977 8.7

高区

普通区：4F-7F 775513 3.4

负压区

污染区：4F-10F
（除7F）

1034787 4.5

清洁、半污染区：
4F-10F（除7F）

402999 1.8

3.6  热水供水系统采用分区供水方式，竖向分区同给
水分区。

4 排水系统

4.1  排水体制及排水量
4.1.1  室外排水系统：采用雨、污分流制。
4.1.2  室内排水系统：生活污、废水采用合流制；消

防废水及厨房含油废水单独排放出户。病房生活污、废

水采用双立管排水系统，其它采用单立管排水系统。

4.2  室外排水系统
4.2.1 本项目某污废水由室外污水管网收集经化粪池处

理后与原院区室外污水管网汇合，统一排入院区南侧污水

处理站，处理达标后排入市政污水管网。院区污水处理站

日处理能力1300 m3/d，可以满足本项目增长量需求。
4.2.2  为应对疫情，负压病房区排水单独收集，利用

专用管网排至室外预消毒池处理后再进入院区污水处理

站。专用管网应采用无检查井的管道连接，通气管的间

距不应大于50m，清扫口的间距符合国家现行标准《室外
排水设计规范》GB50014的有关规定，管道系统平时正常
使用。

4.2.3  非负压病房区污水排入化粪池进行处理，污水
停留时间T = 36h，清掏周期360d，共设置3座13#钢筋混
凝土化粪池，V = 100 m3/座，污水经化粪池处理后排入院
区污水处理站。

4.2.4  疫情时负压病房区污水单独排入2座预处理
池，V = 100 m3/座，污水停留时间T = 1h，预一次建设到
位，留加药设施接口[3]。平时作为化粪池使用，污水停留

时间T = 36h，清掏周期360d。
4.3  室内排水系统
4.3.1  公共卫生间设置专用通气立管，污废合流；
4.3.2  普通病房区生活污水采用双立管排水系统，污

废合流，设置专用通气立管；

4.3.3  营养厨房排水经室外隔油池处理后，排至室外

污水管网。

4.3.4  开水间设置地漏，采用间接排水方式。
4.3.5  负压区排水系统在平时正常使用，疫情期间平

战转换。为保证疫情时期的使用，疫情时作为负压病房

的区域排水单独收集，采取污废合流方式，排放至室外

预消毒池处理后再进入院区污水处理站。排水系统采用

双立管制，设置专用通气立管，通气管出口处在接收病

员前加装高效过滤器过滤或消毒处理装置。

5 消防灭火系统水源、用水量

5.1  消防水源：院区室内、外消防水源来自于市政
给水管网。本工程室内消防给水系统采用临时高压制，

由位于地下车库子项中消防水泵房内消防给水泵及消防

水池供给，消防水池由一期生活水箱及给水转输泵提供补

水，给水转输泵（Q = 45m3/h，H = 0.30MPa）增设于一期
生活水泵房内，供水管通过室外管线敷设引至本工程。

5.2  消防用水量

消防给水系统
用水量标
准（L/s）

火灾延续
时间（h）

一次消防用
水量（m3）

室外消防给水 室外消火栓 40 2 288

室内消防给水
室内消火栓 40 2 288

自动喷水 45 1 162

一次消防用水量 738

消防储水量 450

6 室外消火栓系统

院区已建有室外加压消防系统，本工程在其保护范

围内，可以利用。现有室外消防用水由室外消防水池提

供，该水池有效储水容积为433m3。室外消防水泵参数：

Q = 40L/S，H = 0.30MPa。院区室外消防管网呈环状，管
径DN150。利用现有室外消防管网，按需在本项目周边加
设若干室外消火栓。室外消火栓的间距不应大于120m，消
火栓距路边不应大于2m，距房屋外墙不宜小于5m。
7 室内消火栓系统

7.1  本项目室内消火栓系统为临时高压给水系统，由
消防水池和室内消火栓给水泵供水；采用独立的室内消

火栓给水管道。

7.2  为满足消火栓栓口处静压不大于1.0MPa的要求，
室内消火栓给水系统分高、低区设置，低区为地下车库

子项及住院楼地下二层，高区为住院楼地下一层及以

上，采用减压阀组分区方式，减压阀组设置在消防水泵

房内。消火栓系统管道在楼内连成环状管网，各层均布

置消火栓，并保证同一平面任何部位有2个消火栓的水枪
充实水柱同时到达。室内消火栓竖管可保证检修管道时

关闭停用的竖管不超过1根；每根竖管与供水横干管相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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处设置阀门。所有消防管道上的检修阀门平时常开，用

铅封或链条锁住，并有开启标识。

7.3  室内消火栓栓口动压不应小于0.35MPa，消防水
枪充实水柱不小于13m。

7.4  启动与控制
7.4.1  消火栓泵应能手动启停和自动启动，消火栓

泵控制柜在平时应使消火栓泵处于自动起泵状态，由室

内消火栓泵出水管上的压力开关、高位消防水箱出水管

上的流量开关等开关信号直接自动启动消防水泵。手动

启动方式包括消防控制室（盘）远程控制及消防水泵房

现场机械应急启泵功能。室内消火栓系统稳压泵由消防

给水管网上设置的稳压泵自动启停泵压力开关控制。消

防控制室（盘）应能显示水流指示器、压力开关、信号

阀、消防水泵、稳压泵的运行状态。消防水池及高位消

防水箱设置就地水位显示装置，并在消防控制室（盘）

能显示消防水池、高位消防水箱等水源的高水位、低水

位报警信号，以及正常水位。

7.4.2  室内消火栓泵不应设置自动停泵的控制功能，
停泵应由具有管理权限工作人员根据火灾扑救情况确定。

7.4.3  室内消火栓泵应确保从接到启泵信号到水泵正
常运转的自动启动时间不应大于2min。

7.4.4  室内消火栓泵、稳压泵应设置就地强制启停泵
按钮，并应有保护装置。

7.4.5  室外消火栓泵由室外消火栓泵出水管上的压力
开关直接自动启动消防水泵。

8 自动喷水灭火系统

8.1  供水方式及分区
8.1.1  地下车库及住院楼各层均设有临时高压自动喷

水灭火系统，由消防水池及自动喷水泵供水。地下车库

设有机械停车位，自动喷水系统按中危险级II级设计，喷
水强度8L/min.m2，作用面积160m2；其他区域自动喷水系

统均按中危险级I级设计，喷水强度6L/min.m2，作用面积

160m2。

8.1.2  除不宜用水扑救的部位外（如变配电室、消防
控制室、重要设备机房、病案库等），其它部位均设置

自动喷水灭火系统。

8.1.3  自动喷水灭火系统不分区。由自动喷水泵后管
道上引出两根管道，在各报警阀前连成环状管网。其中

住院部地下二层及地下车库区域在报警阀前设置减压阀

组，控制配水管道压力不大于1.2MPa
8.2  本项目共设置14组湿式报警阀组，地下停车库

布置在消防水泵房内，住院楼分散布置与各层报警阀间

内，每组报警阀控制的喷头数不超过800个。
8.3  喷头类型
8.3.1  病房及治疗区域的喷头采用快速响应喷头；其

他区域采用标准响应喷头。吊顶区域采用吊顶型喷头，

无吊顶区域普通直立型喷头。

8.3.2  地下车库采用72℃易熔合金喷头，按中II危险
级标准布置；对于机械停车位，应保证每个车位有两只

喷头保护，喷头应按停车的托板位置分层布置。其他区

域喷头采用玻璃球喷头，其中厨房所设喷头温级93℃，
其余喷头温级为68℃；按中I危险级标准布置。

8.4  超压减压措施及试水
8.4.1  每层配水管入口的压力超过0.4MPa时采用减压

孔板减压。减压孔板采用不锈钢板材质制作。

8.4.2  每个报警阀组控制的最不利点洒水喷头处应设
末端试水装置，其他防火分区、楼层均应设直径为25mm
的试水阀。

结束语

给排水系统和消防系统作为某建筑机电设施中的一

个重要环节，缺一不可。本着“以人为本”的理念，设

计时应与各专业相互协调，密切配合，达到广大民众的

使用需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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