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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 言

硬聚氯乙烯管是目前国内外都在大力发展和应用的新型化学

建材 具有重量轻 耐压强度好 输送流体阻力小 耐化学腐蚀

性能强 安装方便 投资低 省钢节能 使用寿命长等特点 作

为建筑给水管道 可缓解我国钢材紧缺 能源不足的局面 经济

效益显著

本规程参考 吸收了国外有关建筑给水硬聚氯乙烯管道设计

施工及验收标准规范 施工经验及国内试点工程的经验 广泛征

求全国有关设计 科研 施工单位意见 在此基础上制定了本规

程

现批准 建筑给水硬聚氯乙烯管道设计与施工验收规程

并推荐给有关工程建设单位使用 在使用过程中

请将意见及有关资料寄中国建筑技术发展研究中心 北京车公庄

大街 号 邮政编码

中国工程建设标准化协会

年 月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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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章 总 则

第 条 为了在建筑给水硬聚氯乙烯管道工程设计 施

工及验收中 做到技术先进 经济合理 安全适用 确保质量 特

制订本规程

第 条 本规程适用于工业与民用建筑内生活给水管道

系统的设计 施工及验收 给水温度不得大于 给水压力不

得大于 给水管道不得用于消防给水管道 不得在建筑

物内与消防给水管道相连

第 条 给水管道的管材 管件应符合国家标准 给水

用硬聚氯乙烯管材 和 给水用硬聚氯乙烯管件 的要求 用于

建筑内部的管道宜采用 等级的管材 胶粘剂应符合有关

技术标准

第 条 管道系统的设计 施工及验收除执行本规程外

还应符合国家标准 建筑给水排水设计规范 采暖与卫生工程

施工及验收规范 和其他有关标准 规范或规定



第二章 设 计

第一节 管道布置和敷设

第 条 管道一般宜明设 但在管道可能受到碰撞的场

所 宜暗设或采取保护措施

第 条 明敷的给水立管宜布置在给水量大的卫生器具

或设备附近的墙边 墙角或立柱处

第 条 给水管道不得穿越卧室 贮藏室 不得穿越烟

道 风道

第 条 给水管道敷设于室外明露和寒冷地区室内不采

暖的房间内时 在有可能冰冻或阳光照射处应采用轻质材料隔热

保温

第 条 水箱 池 的进水管 出水管 排污管 自水

箱 池 至阀门间的管段应采用金属管

第 条 管道穿过地下室的外墙处应设金属防水柔性套

管

第 条 管道穿过屋面处 应采取有效的防水措施

第 条 明敷管道与给水栓连接处应采取加固措施

第 条 给水管道与其他管道同沟 架 平行敷设时 宜

沿沟 架 边布置 上下平行敷设时 不得敷设在热水或蒸汽管

的上面 且平面位置应错开 与其他管道交叉敷设时 应采取保

护措施或用金属套管保护

第 条 给水管道应远离热源 立管距灶边净距不得小

于 与供暖管道的净距不得小于 且不得因热源辐

射使管外壁温度高于

第 条 工业建筑和公共建筑中管道直线长度大于



时 应采取补偿管道胀缩的措施

第 条 支管与干管 支管与设备容器的连接应利用管

道折角自然补偿管道的伸缩 最小自由臂的长度可按第 条

计算确定

第 条 管道伸缩长度可按式 确定

式中 管道伸缩长度

计算温差

管段长度

线膨胀系数 一般可取

第 条 管道计算温差可按式 确定

式中 管道计算温差

管道内水的最大变化温差

管道外空气的最大变化温差

第 条 最小自由臂长度可按式 确定

式中 自由臂最小长度

自固定支点起管道伸缩长度 可按本规程

式 计算确定

管道外径

材料比例系数 一般可取

第 条 建筑物内立管穿越楼板和屋面处应为固定支

承点

第二节 管道水力计算

第 条 给水管道沿程水头损失可按图 确定 局

部水头损失可按沿程水头损失的 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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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建筑给水硬聚氯乙烯管道水力计算图 公称压力



第三章 材 料

第一节 一 般 规 定

第 条 生活饮用水塑料管道选用的管材和管件应具备

卫生检验部门的检验报告或认证文件

第 条 管材和管件应具有质量检验部门的质量合格

证 并应有明显标志标明生产厂的名称和规格 包装上应标有批

号 数量 生产日期和检验代号

第 条 胶粘剂必须标有生产厂名称 出厂日期 有效

使用期限 出厂合格证和使用说明书

第二节 质量要求与检验

第 条 管材与管件的外观质量应符合下列规定

一 管材和管件的颜色应一致 无色泽不均及分解变色线

二 管材和管件的内外壁应光滑 平整 无气泡 裂口 裂

纹 脱皮和严重的冷斑及明显的痕纹 凹陷

三 管材轴向不得有异向弯曲 其直线度偏差应小于 管

材端口必须平整 并垂直于轴线

四 管件应完整 无缺损 变形 合模缝 浇口应平整 无

开裂

第 条 管材和管件的物理力学性能应符合表 的

规定

第 条 管材在同一截面的壁厚偏差不得超过 管

材的外径 壁厚及其公差应符合表 的规定



管材 管件的物理力学性能 表

项 目 单 位
指 标

管 材 管 件

比 重

拉伸强度

维卡软化温度

液压试验 倍公称压力 倍公称压力

纵向回缩率

扁平试验 无裂缝

丙酮浸泡 无分层及碎裂

落锤冲击试验 次冲击无破裂

冲击

冲击

吸水性

坠落试验 试样无破裂

烘箱试验
无任何起泡或拼缝

线开裂现象

注 为实际冲击率

表中项目检测方法参照国家标准 给水用硬聚氯乙烯管材 和 给水用硬

聚氯乙烯管件 执行



管材尺寸及公差 表

外 径 壁 厚

公称压力 公称压力

基本尺寸 公差 基本尺寸 公差 基本尺寸 公差

塑料管外径与公称直径对照关系 表

塑料管外径

公称直径

公称直径

第 条 管件的壁厚不得小于相应管材的壁厚

第 条 管材和管件的承插粘接面 必须表面平整 尺



寸准确 以保证接口的密封性能 其承口尺寸应符合表 的

规定

管材 管件承口尺寸 表

承口内径 承口长度
承口中部的平均内径

最 小 值 最 大 值

第 条 塑料管道与金属管配件连接的塑料转换接头所

承受的强度试验压力不应低于管道的试验压力 其所能承受的水

密性试验压力不应低于管道系统的工作压力 其螺纹应符合现行

国家标准 可锻铸铁管路连接件型式尺寸管件结构尺寸表 的规

定 螺纹应完整 如有断丝或缺丝 不得大于螺纹全扣数的

不得在塑料管材及管件上直接套丝

第 条 胶粘剂应呈自由流动状态 不得为凝胶体 在

未搅拌的情况下 不得有分层现象和析出物出现 不宜稀释



第 条 胶粘剂内不得有团块 不溶颗粒和其他影响胶

粘剂粘接强度的杂质

第 条 胶粘剂中不得含有毒和利于微生物生长的物

质 不得对饮用水的呋 嗅及水质有任何影响

第 条 胶粘剂的性能必须符合下列规定

一 管径 粘度

管径 粘度

二 剪切强度 固化 后

三 最低静压水密性强度 倍公称压力下保持

不漏水

第 条 管材和管件应在同一批中抽样进行规格尺寸

及必要的外观性能检查 如不能达到规定的质量要求 应按国家

标准 给水用硬聚氯乙烯管材 和 给水用硬聚氯乙烯管件 由

指定的检测单位进行检验

第 条 不得使用有损坏迹象的材料 长期存放的材

料 在使用前必须进行外观检查 若发现异常 应进行技术鉴定

或复检

第三节 贮 运

第 条 管材应按不同规格分别进行捆扎 每捆长度应

一致 且重量不宜超过 管件应按不同品种 规格分别装箱

均不得散装

第 条 搬运管材和管件时 应小心轻放 避免油污 严

禁剧烈撞击 与尖锐物品碰触 抛摔滚拖 在寒冷地区的冬季 需

特别注意

第 条 管材和管件应存放在通风良好 温度不超过

的库房或简易棚内 不得露天存放 距离热源不小于

第 条 管材应水平堆放在平整的支垫物上 支垫物宽

度不应小于 间距不应大于 外悬端部不应超过



堆置高度不得超过 管件应逐层码放 不得叠置过

高

第 条 胶粘剂和丙酮等清洁剂应存放于危险品仓库

中 现场存放处应阴凉干燥 安全可靠 严禁明火



第四章 施 工

第一节 一 般 规 定

第 条 管道的安装工程 施工前应具备下列条件

一 设计图纸及其他技术文件齐全 并业经会审

二 按批准的施工方案或施工组织设计 已进行技术交底

三 材料 施工力量 机具等能保证正常施工

四 施工场地及施工用水 用电 材料贮放场地等临时设施

能满足施工需要

第 条 管道安装前 应了解建筑物的结构 熟悉设计

图纸 施工方案及其他工种的配合措施 安装人员必须熟悉硬聚

氯乙烯管的一般性能 掌握基本的操作要点 严禁盲目施工

第 条 施工现场与材料存放处温差较大时 应于安装

前将管材和管件在现场放置一定的时间 使其温度接近施工现场

的环境温度

第 条 管道系统安装前 应对材料的外观和接头配合

的公差进行仔细的检查 必须清除管材及管件内外的污垢和杂

物

第 条 管道系统安装过程中 应防止油漆 沥青等有

机污染物与硬聚氯乙烯管材 管件接触

第 条 管道系统安装间断或完毕的敞口处 应随时封

堵

第 条 管道穿墙壁 楼板及嵌墙暗敷时 应配合土建

预留孔槽 其尺寸设计无规定时 应按下列规定执行

一 预留孔洞尺寸宜较管外径大

二 嵌墙暗管墙槽尺寸的宽度宜为 深度宜为



三 架空管顶上部的净空不宜小于

第 条 管道穿过地下室或地下构筑物外墙时 应采取

严格的防水措施

第 条 塑料管道之间的连接宜采用胶粘剂粘接 塑料

管与金属管配件 阀门等的连接应采用螺纹连接或法兰连接

第 条 管道的粘接接头应牢固 连接部位应严密无孔

隙 螺纹管件应清洁不乱丝 螺接应紧固 并留有 扣螺纹

第 条 管道系统的横管宜有 的坡度坡向泄

水装置

第 条 管道系统的坐标 标高的允许偏差应符合表

的规定

管道的坐标和标高的允许偏差 表

项 目 允许偏差

坐

标

标

高

室 外

室 内

室 外

室 内

埋 地

架空或地沟

埋 地

架空或地沟

埋 地

架空或地沟

埋 地

架空或地沟

第 条 水平管道的纵 横方向的弯曲 立管垂直度

平行管道和成排阀门的安装应符合表 的规定

第 条 饮用水管道在使用前应采用每升水中含

的游离氯的清水灌满管道进行消毒 含氯水在管中应静置



管道和阀门安装允许偏差 表

序号 项 目 允许偏差

水平管道纵
横方向弯曲

方管垂直度

平行管道和
成排阀门

每 米

每 米

室外架空 地沟 埋地每 米

每 米

高度超过

米以上 每 米

在同一直线上间距

以上 消毒后 再用饮用水冲洗管道 并经卫生部门取样检验

符合现行的国家标准 生活饮用水卫生标准 后 方可使用

第二节 塑料管道配管与粘接

第 条 管道系统的配管与管道粘接应按下列步骤进

行

一 按设计图纸的坐标和标高放线 并绘制实测施工图

二 按实测施工图进行配管 并进行预装配

三 管道粘接

四 接头养护

第 条 配管应符合下列规定

一 断管工具宜选用细齿锯 割刀或专用断管机具

二 断管时 断口应平整 并垂直于管轴线

三 应去掉断口处的毛刺和毛边 并倒角 倒角坡度宜办

倒角长度宜为

四 配管时 应对承插口的配合程度进行检验 将承插口进

行试插 自然试插深度以承口长度的 为宜 并作出标



记

第 条 管道的粘接连接应符合下列规定

一 管道粘接不宜在湿度很大的环境下进行 操作场所应远

离火源 防止撞击和阳光直射 在 以下的环境中不得操作

二 涂抹胶粘剂应使用鬃刷或尼龙刷 用于擦揩承插口的干

布不得带有油腻及污垢

三 在涂抹胶粘剂之前 应先用干布将承 插口处粘接表面

擦净 若粘接表面有油污 可用干布蘸清洁剂将其擦净 粘接表

面不得沾有尘埃 水迹及油污

四 涂抹胶粘剂时 必须先涂承口 后涂插口 涂抹承口时

应由里向外 胶粘剂应涂抹均匀 并适量

五 涂抹胶粘剂后 应在 内完成粘接 若操作过程中 胶

粘剂出现干涸 应在清除干涸的胶粘剂后 重新涂抹

六 粘接时 应将插口轻轻插入承口中 对准轴线 迅速完

成 插入深度至少应超过标记 插接过程中 可稍做旋转 但不

得超过 圈 不得插到底后进行旋转

七 粘接完毕 应即刻将接头处多余的胶粘剂擦揩干净

第 条 初粘接好的接头 应避免受力 须静置固化一

定时间 牢固后方可继续安装

第 条 在零度以下粘接操作时 不得使胶粘剂结冻 不

得采用明火或电炉等加热装置加热胶粘剂

第三节 塑料管与金属管配件的螺接

第 条 塑料管与金属管配件采用螺纹连接的管道系

统 其连接部位管道的管径不得大于

第 条 塑料管与金属管配件连接采用螺接时 必须采

用注射成型的螺纹塑料管件 其管件螺纹部分的最小壁厚不得小

于表 的规定

第 条 注射成型的螺纹塑料管件与金属管配件螺接时



宜将塑料管件作为外螺纹 金属管配件为内螺纹 若塑料管件作

为内螺纹 则宜使用在注射螺纹端外部嵌有金属加固圈的塑料连

接件

注射塑料管件螺纹处最小壁厚尺寸 表

塑料管外径

螺纹处厚度

第 条 注射成型的螺纹塑料管件与金属管配件螺接

宜采用聚四氟乙烯生料带作为密封填充物 不宜使用厚白漆 麻

丝

第四节 室内管道的敷设

第 条 室内明敷管道应在土建粉饰完毕后进行安装

安装前应首先复核预留孔洞的位置是否正确

第 条 管道安装前 宜按要求先设置管卡 位置应准

确 埋设应平整 牢固 管卡与管道接触应紧密 但不得损伤管

道表面

第 条 若采用金属管卡固定管道时 金属管卡与塑料

管间应采用塑料带或橡胶物隔垫 不得使用硬物隔垫

第 条 在金属管配件与塑料管连接部位 管卡应设置

在金属管配件一端 并尽量靠近金属管配件

第 条 塑料管道的立管和水平管的支撑间距不得大于

表 的规定

塑料管道的最大支撑间距 表

外径

水平管

立管



第 条 塑料管道穿过楼板时 必须设置套管 套管可

采用塑斜管 穿屋面时必须采用金属套管 套管应高出地面 屋

面不小于 并采取严格的防水措施

第 条 管道敷设严禁有轴向扭曲 穿墙或楼板时不得

强制校正

第 条 塑料管道与其他金属管道并行时 应留有一定

的保护距离 若设计无规定时 净距不宜小于 并行时 塑

料管道宜在金属管道的内侧

第 条 室内暗敷的塑料管道墙槽必须采用 水泥

砂浆填补

第 条 在塑料管道的各配水点 受力点处 必须采取

可靠的固定措施

第五节 埋地管道的铺设

第 条 室内地坪 以下塑料管道铺设宜分为两

段进行 先进行地坪 以下至基础墙外壁段的铺设 待土建

施工结束后 再进行户外连接管的铺设

第 条 室内地坪以下管道铺设应在土建工程回填土夯

实以后 重新开挖进行 严禁在回填土之前或未经夯实的土层中

铺设

第 条 铺设管道的沟底应平整 不得有突出的尖硬物

体 土壤的颗粒径不宜大于 必要时可铺 厚的砂垫

层

第 条 埋地管道回填时 管周回填土不得夹杂尖硬物

直接与塑料管壁接触 应先用砂土或颗粒径不大于 的土壤

回填至管顶上侧 处 经夯实后方可回填原土 室内埋地管

道的埋置深度不宜小于

第 条 塑料管出地坪处应设置护管 其高度应高出地

坪



第 条 塑料管在穿基础墙时 应设置金属套管 套管

与基础墙预留孔上方的净空高度 若设计无规定时不应小于

第 条 塑料管道在穿越街坊道路 覆土厚度小于

时 应采取严格的保护措施

第六节 安 全 生 产

第 条 胶粘剂及清洁剂的封盖应随用随开 不用时应

立即盖严 严禁非操作人员使用

第 条 管道粘接操作场所 禁止明火和吸烟 通风必

须良好 集中操作场所 宜设置排风设施

第 条 管道粘接时 操作人员应站在上风向 并应配

戴防护手套 眼镜和口罩等 避免皮肤 眼睛与胶粘剂直接接

触

第 条 冬季施工 应采取防寒 防冻措施 操作场所

应保持室内空气流通 不得密闭

第 条 管道严禁攀踏 系安全绳 搁搭脚手板 用作

支撑或借作他用



第五章 检验与验收

第 条 管道系统 应根据工程施工的特点 进行中间

验收和竣工验收 中间验收应由施工单位会同建设单位进行 竣

工验收应由主管单位组织施工 设计 建设和有关单位联合进行

并应做好记录 签署文件 立卷归档

第 条 隐蔽工程在隐蔽之前 必须进行水压试验 施

工完毕的管道系统 必须进行严格的水压试验和通水能力检验 冬

季进行水压试验和通水能力检验时 应采取可靠的防冻措施

第 条 管道系统的水压试验应符合下列规定

一 试验压力应为管道系统工作压力的 倍 但不得小于

二 对粘接连接的管道 水压试验必须在粘接连接安装 后

进行

三 水压试验之前 对试压管道应采取安全有效的固定和保

护措施 但接头部位必须明露

四 水压试验步骤

将试压管道末端封堵 缓慢注水 同时将管道内气体排

出

充满水后 进行水密性检查

加压宜采用手动泵缓慢升压 升压时间不得小于

升至规定试验压力后 停止加压 稳压 观察接头部位

是否有漏水现象

稳压 后 补压至规定的试验压力值 内的压力降

不超过 为合格

第 条 竣工验收时 应具备下列文件

一 施工图 竣工图及设计变更文件



二 主要材料 制品 零件的出厂合格证或检验记录

三 隐蔽工程验收记录和中间试验记录

四 水压试验和通水能力检验记录

五 生活饮用水管道的通水清洗和消毒记录

六 工程质量事故处理记录

七 工程质量检验评定记录

第 条 竣工质量应符合设计要求和本规程的有关规

定 竣工验收时 应重点检查和检验下列项目

一 坐标 标高和坡度的正确性

二 连接点或接口的整洁 牢固和密封性

三 支承件和管卡的安装位置和牢固性

四 给水系统的通水能力检验 按设计要求同时开放的最大

数量的配水点是否全部达到额定流量

五 对有特殊要求的建筑物 可根据管道布置 分层 分段

进行通水能力检验

六 仪表的灵敏度和阀门启闭的灵活性



附录一 建筑给水硬聚氯乙烯管道系统

节点安装推荐示意图

本图与规程配套使用 它是根据上海 黑龙江 福建三省 市

的工程试点经验编制的 使用者可根据当地的施工经验和做法参

考选用 见附图

附图 管道系统 支架



U P V C管和配件

(束接)

钢制管卡

U P V C管配件

(束接)

U P V C短管

钢制管卡

管壁填料

U P V C管道

附图 管道系统固定支架



U P V C管和配件

(外螺纹束接)

(外螺纹束接)

U P V C管和配件

水龙头

镀锌管道配件

(管帽,短管,十字管)

附图 系统沿程用水器具安装 明装



UPVC管和配件

(外螺纹束接)

水龙头

(管帽,短管,丁字管)

镀锌管道配件

附图 系统尽端用水器具安装 明装



水龙头

(外螺纹束接)

U P V C 管和配件

镀锌管道配件

(十字管,短管,束接)

附图 系统沿程用水器具安装 嵌装



附图 系统尽端用水器具安装 嵌装



附图 室内分户水表安装 支管明装



附图 室内分户水表安装 支管嵌装



穿越楼板将镀锌金属

套管改为 套管

附图 管道穿越地坪和楼板



防水胶泥嵌实

细石混凝土

第二次捣实

镀锌金属套管

细石混凝土找平层

屋面保温层

细石混凝土

第一次捣实

混凝土屋面板

UP V C管

两个半片UP V C管

(粘结上下两段)

附图 管道穿越屋面



油麻

镀锌钢管及配件

(短管束接)

混凝土池壁

镀锌钢管及配件

(短管束接)

U P V C管及配件

(外螺纹束接)
U P V C管及配件

(外螺纹束接)

钢制带翼环套管
石棉水泥填料

附图 管道穿越水池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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