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津住建设函〔2024〕13号

各有关单位:

根据《市住房和城乡建设委关于公布 2019年度天津市工程建

设地方标准复审结果的通知》（津住建设〔2019〕83号）要求，

天津市水文水资源管理中心等单位修订完成了《天津市叠压供水技

术标准》，经市住房城乡建设委组织专家评审通过，现批准为天津

市工程建设地方标准，编号为 DB/T 29-173-2024，自 2024年 4月
1日起实施。原《天津市叠压供水技术规程》DB 29-173-2014同时

废止。

各相关单位在实施过程中如有意见和建议，请及时反馈给天津

市水文水资源管理中心。

本标准由天津市住房和城乡建设委员会负责管理，天津市水务

局负责归口并组织实施，天津市水文水资源管理中心负责具体技术

内容的解释。

天津市住房和城乡建设委员会

2024年 1月 18日



前 言

根据《市住房和城乡建设委关于发布2019年天津市工程建设地

方标准复审结果的通知》（津住建设〔2019〕83号）文件要求，标

准编制组经广泛调查研究，认真总结实践经验，参考现行有关国家

标准和行业标准，并在广泛征求意见的基础上，修订了本标准。

本标准的主要技术内容是：1.总则；2.术语和符号；3.设计规

定与计算；4.叠压供水设备；5.电气与控制；6.安装与调试；7.
验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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量校核单条引入管管道的水流速度；4.增加存在有害物质的场所及

应急避难场所不应采用叠压供水方式；5.对倒流防止器、滤网等设

备的材质做出规定；6.对竣工验收材料进行调整；7.取消了强制性

条款的设置。

本标准由天津市住房和城乡建设委员会负责管理，由天津市水

文水资源管理中心负责具体技术内容的解释。执行过程中如有意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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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总 则

1.0.1 为规范我市叠压供水工程的建设，确保正常供水秩序和供水

安全，促进节能降耗，制定本标准。

1.0.2 本标准适用于我市行政区域内新建、扩建、改建的民用与工

业建筑生活饮用水二次加压与调蓄供水中叠压供水工程的设计、设

备选用、安装、调试、验收。

1.0.3 叠压供水工程建设除执行本标准外，尚应符合国家及我市现

行有关标准的规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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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术语和符号

2.1 术语

2.1.1 叠压供水 pressure superposed water supply
利用城镇供水管网压力直接增压的二次加压与调蓄供水方

式。

2.1.2 叠压供水设备 pressure superposed water supply equipment
利用城镇供水管网压力直接增压的二次加压与调蓄供水设

备。

2.1.3 二次加压与调蓄供水 secondary pressurization and storage of
water supply

当城镇公共供水管网或自建设施供水能力不能满足民用与

工业建筑生活饮用水的要求时，通过储存、加压等设施经管道供给

给用户或自用的供水。

2.1.4 回流污染 backflow pollution
背压回流或虹吸回流对生活给水系统造成的污染。

2.2 符号

P1——水泵机组出水口处与供水最不利配水点处的几何高差；

P2——水泵机组出水口处至供水最不利配水点处的管道沿程

水头损失及局部水头损失值；

P3——供水最不利配水点处给水配件的最低工作压力值；

P4——城镇供水管道接入处的供水压力值；

P5——设备正常运行时城镇供水管道接入处允许产生的压降

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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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6——城镇供水管道接入处至设备总进水阀前的管道沿程水

头损失及局部水头损失值；

P7——设备总进水阀前安装压力传感器 PJ 处与城镇供水管道

接入处的几何高差；

P8——水泵机组进水口处压力传感器 PK 与设备总进水阀前压

力传感器 PJ 处的几何高差；

P9——设备总进水阀至水泵机组进水口之间的管道沿程水头

损失及局部水头损失值；

P10——设备正常运行允许管道过滤器等水头损失的增加值；

P11——水泵机组进水口处与水泵机组出水口处的几何高差；

P12——水泵机组进水口至水泵机组出水口之间的管道沿程水

头损失及局部水头损失值；

P13——水泵扬程计算值；

PJ ——设备总进水阀前的压力值；

PK——水泵机组进水口处可利用的供水压力值；

PS——水泵机组出水口的设计压力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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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设计规定与计算

3.1 一般规定

3.1.1 选用叠压供水方式应考虑城镇供水管网与用户的供水安全，

并进行技术经济分析。

3.1.2 选用叠压供水方式，其城镇供水管道压力值应符合下列规

定：

1 滨海新区、市内六区、环城四区压力值不应低于 0.22MPa；
2 武清、宝坻、宁河、静海等区压力值不应低于 0.20MPa；
3 蓟州山区的压力值应根据建筑物所处地区高程与城镇供水

管网实际供水状况确定。

3.1.3 叠压供水系统应独立设置。

3.1.4 设备吸水管应独立接自城镇供水管网或小区环状管网。

3.1.5 设备吸水管所接的城镇供水管网管径不应小于 150mm；所

接的小区供水管网管径不应小于 100mm。

3.1.6 叠压供水应以小区或单体建筑的设计总流量校核单条引入

管管道的水流速度，并应符合表 3.1.6的规定。

表 3.1.6 引入管管道的最大水流速度

3.1.7 当建筑物具备双电源或双回路供电条件时，叠压供水设备应

采用同等条件。

3.1.8 泵房应设置排水设施。当设置调蓄装置时，排水能力应大于

调蓄装置最大溢流量。

3.1.9 设备总进、出水阀前应设置泄水阀。

3.1.10 建筑物内叠压供水系统供水立管的最高点应设置自动排气

公称直径(mm) 100 150 200 250 300
最大水流速度(m/s) 0.75 0.90 0.95 0.97 1.00



5

阀。

3.1.11 二次加压与调蓄供水设施改造项目采用叠压供水方式时，

应根据用户对水量、水压的要求，重新对原有供水管道系统进行复

核。

3.1.12 下列区域和用户不应采用叠压供水方式：

1 城镇供水管道压力低于允许的最低压力值的区域；

2 城镇供水管网末梢或供水管网负荷过大的区域；

3 城镇供水管网采用叠压供水密度过大的区域；

4 要求确保不间断供水的用户；

5 用水时间集中，瞬间用水量过大，且无有效技术保障措施的

用户；

6 医疗建筑及存在有毒有害物质的科研、教学、实验场所等其

他可能对公共供水造成污染危害的相关行业与用户；

7 学校、公园、广场等设置的应急避难场所。

3.2 流量与压力

3.2.1 供水系统设计流量的计算应符合现行国家标准《建筑给水排

水设计标准》GB 50015的规定。

3.2.2 供水系统设计压力的确定应符合下列要求：

1 设计压力应满足系统最不利配水点用水水压要求；

2 供水系统管道的沿程和局部水头损失的计算应符合现行国

家标准《建筑给水排水设计标准》GB 50015的规定；

3 水泵机组出水口的设计压力值应按下列公式计算：

PS=P1+P2+P3
（3.2.2-1）
式中：PS——水泵机组出水口的设计压力值（MPa）；

P1——水泵机组出水口处与供水最不利配水点处的几何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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差（m换算为MPa）；

P2——水泵机组出水口处至供水最不利配水点处的管道沿

程水头损失及局部水头损失值（MPa）；

P3——供水最不利配水点处给水配件的最低工作压力值

（MPa）。

4 设备总进水阀门前压力值应按下列公式计算：

PJ=P4-P5-P6-P7
（3.2.2-2）
式中：PJ——设备总进水阀前的压力值（MPa）；

P4——城镇供水管道接入处的供水压力值（MPa）；

P5——设备正常运行时城镇供水管道接入处允许产生的压

降值（≤0.02MPa）；

P6——城镇供水管道接入处至设备总进水阀前的管道沿程

水头损失及局部水头损失值（MPa）；

P7——设备总进水阀前安装压力传感器 PJ处与城镇供水管

道接入处的几何高差（m换算为MPa）。

5 水泵机组进水口处可利用的供水压力值应按下列公式计

算：

PK=PJ-P8-P9-P10
（3.2.2-3）
式中：PK——水泵机组进水口处可利用的供水压力值（MPa）；

P8——水泵机组进水口处压力传感器 PK与设备总进水阀前

压力传感器 PJ处的几何高差（m换算为MPa）；

P9——设备总进水阀至水泵机组进水口之间的管道沿程水

头损失及局部水头损失值（MPa）；

P10——设备正常运行允许管道过滤器等水头损失的增加值

（≤0.01MPa）。

6 水泵扬程计算值应按下列公式计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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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13=PS-PK+P11+P12
（3.2.2-4）
式中：P11——水泵机组进水口处与水泵机组出水口处的几何高差

（m换算为MPa）；

P12——水泵机组进水口至水泵机组出水口之间的管道沿程

水头损失及局部水头损失值（MPa）；

P13——水泵扬程计算值（MP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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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叠压供水设备

4.1 一般规定

4.1.1 叠压供水设备应安全可靠、节能环保、自动化程度高和维修

简便。

4.1.2 叠压供水系统主要由管路、防倒流装置、压力检测装置、水

泵机组、流量计量装置、电气控制装置等组成，可根据需要设置调

蓄装置、气压罐等组件。

4.1.3 叠压供水设备应符合下列要求：

1 不应对二次加压与调蓄供水水质产生污染；

2 叠压供水设备及各组成部件应符合现行国家标准《管网叠

压供水设备》GB/T 38594、《生活饮用水输配水设备及防护材料的

安全性评价标准》GB∕T 17219及其它现行国家标准的规定；

3 设置常压调蓄装置时，应设置消毒设备，消毒设备应符合

现行行业标准《二次供水工程技术规程》CJJ 140的规定。

4.2 水泵

4.2.1 水泵选用应遵循高效、低噪声、维修方便的原则。

4.2.2 水泵机组应设备用泵，备用泵的供水能力不应小于最大一台

运行水泵的供水能力。

4.2.3 水泵机组应符合下列要求：

1 宜由不同流量的水泵组成；

2 用水量不均衡且持续时间较长时，可设置与工作泵相匹配

的隔膜式气压罐；

3 水泵设计工况点应位于水泵特性曲线高效区右端，水泵调



9

速比例不应低于 0.75；
4 每台水泵应独立设置变频控制器。

4.3 防倒流装置

4.3.1 防倒流装置包括总进水阀、管道过滤器、倒流防止器、可曲

挠橡胶接头、后控制阀。各类部件宜水平安装，其安装高度和位置

应便于操作和维护。

4.3.2 管道过滤器应符合下列条件：

1 与所接管道同径；

2 滤网应采用 06Cr19Ni10及以上等级的不锈钢或铜材质，宜

为（20～40）目；

3 滤网迎流面应光滑，有效过流总面积应大于管道通径面积

的 2倍。

4.3.3 倒流防止器应符合下列条件：

1 与所接管道同径；

2 空气隔断型；

3 低阻力；

4 具有自动排水功能，排水时应有信号反馈；

5 体积尺寸相对较小，安装简单，便于维修；

6 材质宜选用耐腐蚀材料。

4.3.4 倒流防止器应采用间接排水方式，排水口应向下，空气间隙

不应小于 0.15m。

4.4 调蓄装置

4.4.1 调蓄装置可由贮水容器（罐、箱）以及为实现差量补偿而设

置的装置组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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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4.2 贮水容器的选用应符合下列要求：

1 贮水容器宜采用不低于 06Cr19Ni10的不锈钢材质；

2 水箱（罐）的有效容积可按最高日最大小时用水量 3min
计算确定，储水停留时间不应大于 12h；

3 压力水容器应符合现行国家标准《压力容器》GB 150及有

关标准的规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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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电气与控制

5.1 一般规定

5.1.1 叠压供水设备采用变频调速供水方式时，应符合现行行业标

准《微机控制变频调速给水设备》CJ/T 352的要求。

5.1.2 叠压供水设备应能手动运行、自动运行，宜实现远程控制操

作。

5.1.3 水泵应能自动切换或手动切换。

5.1.4 具有人机对话功能的叠压供水设备，对话界面应采用中文显

示，图标明显、显示清晰、便于操作。

5.1.5 叠压供水设备应提供标准通信协议和接口，实现运行数据的

实时采集和远程传输。

5.1.6 叠压变频调速供水时，压力控制误差不应超过±0.01MPa。
5.1.7 叠压供水设备的电控柜（箱），应具有抗干扰能力。并符合

现行国家标准《电气控制设备》GB∕T 3797中的相应要求。

5.2 安全保护

5.2.1 PJ与 PK为城镇供水管网压力控制值，当 PJ或 PK压力值低于

各自设定的控制压力值 0.02MPa 时，设备应报警，水泵机组应停

止运行或采用其它方式供水，当 PJ或 PK压力值恢复到设定压力值

时，设备能自动恢复运行。

5.2.2 当 PJ与 PK差值大于其设定差值 0.01MPa时，设备应报警，

设备管理单位应对 PJ与 PK压力传感器之间的管道、管道过滤器及

倒流防止器等进行清洗。

5.2.3 当倒流防止器持续排水时间超过 1min时，设备应报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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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2.4 电控设备应有过载、短路、过压、缺相、欠压、过热和缺水

等故障报警及自动保护功能，对可恢复的故障应能自动或手动消

除，恢复正常运行。

5.2.5 电控设备应有可靠的接地保护，并符合现行国家标准《电气

控制设备》GB∕T 3797中的相应要求。

5.2.6 电控设备带电电路之间以及带电零部件或接地零部件之间

的电气间隙和爬电距离应符合现行国家标准《电气控制设备》

GB∕T 3797中的相应要求。

5.2.7 电控设备的绝缘电阻及介电强度应符合现行国家标准《电气

控制设备》GB/T 3797中的相应要求。

5.3 压力与流量控制

5.3.1 在 PJ、PK和 PS处均应安装压力传感器，安装条件应符合相

关标准的规定。

5.3.2 叠压供水设备应安装流量计量装置，安装条件应符合相关规

定。

5.3.3 叠压供水设备应能显示电压、电流、运行频率、供水流量设

定值与实际值、PJ、PK、PS压力设定值与实际值、水泵运行状态及

设备故障等。

5.3.4 PJ或 PK压力值降至设定控制压力值时，叠压供水设备应自

动减小供水流量运行。

5.3.5 叠压供水设备总出水管的流量不应大于设计流量值，当超过

设计流量值时，设备应报警并自动减小供水流量运行。

5.3.6 叠压供水设备应能自动进行小流量运行控制。

5.3.7 采用变频调速供水方式时，水泵机组出水口的设计压力值

PS应采用不同流量段多恒压控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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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安装与调试

6.1 安装要求

6.1.1 叠压供水设备的泵房环境条件及安装布局应符合现行行业

标准《二次供水工程技术规程》CJJ 140和现行地方标准《天津市

二次加压与调蓄供水工程技术标准》DB/T 29-69的规定。

6.1.2 给水、排水工程的安装与施工应符合现行国家标准《建筑给

水排水及采暖工程施工质量验收规范》GB 50242的要求。

6.1.3 水泵安装应符合现行国家标准《风机、压缩机、泵安装工程

施工及验收规范》GB 50275的规定。

6.1.4 设备的电源、配电设备、电气管线与布局、设置与安装应符

合现行国家标准《建筑电气工程施工质量验收规范》GB 50303的
规定。

6.2 调试要求

6.2.1 设备调试应按照现行行业标准《二次供水工程技术规程》

CJJ 140和本标准相关规定执行。

6.2.2 调试前应在城镇供水管道接入处和二次加压与调蓄供水最

不利配水点处安装压力表。

6.2.3 调试时应验证水泵的流量与扬程，并确定下列控制值：

1 城镇供水管网压力控制值 PJ、PK，并锁定；

2 PJ与 PK设定差值；

3 出水压力控制值 PS；
4 设计流量值。

6.2.4 调试应模拟下列运行状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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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叠压运行状态；

2 减小流量运行状态；

3 小流量运行状态；

4 报警状态；

5 停机状态。

6.2.5 当 PJ、PK值发生变化时，应满足本标准 5.2.1 和 5.3.4 的要

求。

6.2.6 当 PJ与 PK差值发生变化时，应满足本标准 5.2.2的要求。

6.2.7 当超设计流量运行时，应满足本标准 5.3.5的要求。

6.2.8 模拟倒流防止器持续排水，应满足本标准 5.2.3的要求。

6.2.9 设备供水流量发生变化时，应满足本标准 5.3.7的要求。

6.2.10 模拟设备故障，应满足本标准 5.2.4的要求。

6.2.11 系统调试模拟运转不应少于 30min。
6.2.12 在验收及运行前，应由具有专业资质的清洗消毒单位按照

相关技术要求，对整套供水系统进行清洗消毒，并由具有专业资质

的水质检测单位进行水质检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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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验收

7.1 资料验收

7.1.1 应提供下列竣工资料：

1 施工图、设计变更文件、竣工图；

2 隐蔽工程验收资料；

3 设备、材料的合格证及质量检验报告等；

4 涉水产品卫生许可批准文件；

5 同意采用叠压供水方式的意见书；

6 系统试压、清洗、消毒、调试记录；

7 水质检测报告；

8 环境噪声监测资料；

9 工程质量评定表；

10 天津市二次加压与调蓄供水设施清洗消毒文件。

7.2 现场验收

7.2.1 电源的可靠性。

7.2.2 水泵机组运行状况和扬程、流量等参数。

7.2.3 供水管网水压达到设定值时的保护功能。

7.2.4 管道、管件、设备的材质与设计要求的一致性。

7.2.5 设备控制与数据传输的功能。

7.2.6 防回流污染设施的安全可靠性能。

7.2.7 叠压供水设备的减振及环境噪声的控制措施。

7.2.8 泵房的排水、通风、保温、安防等环境状况。

7.2.9 安装质量应符合本标准 6.1.2、6.1.3与 6.1.4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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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2.10 验收合格后，验收报告应由各参验部门签字，验收资料应归

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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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标准用词说明

1 为便于在执行本规程条文时区别对待，对于要求严格程度

不同的用词说明如下：

1) 表示很严格，非这样做不可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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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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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正面词采用“宜”；反面词采用“不宜”。

4) 表示有选择，在一定条件下可以这样做的，采用“可”。

2 条文中指明应按其他有关标准执行时，写法为“应按……

执行”或“应符合……的规定（或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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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用标准名录

1 《建筑给水排水设计标准》 GB 50015
2 《建筑给水排水及采暖工程施工质量验收规范》 GB 50242
3 《风机、压缩机、泵安装工程施工及验收规范》 GB 50275
4 《建筑电气工程施工质量验收规范》 GB 50303
5 《压力容器》 GB 150
6 《电气控制设备》 GB∕T 3797
7 《生活饮用水输配水设备及防护材料的安全性评价标准》

GB∕T 17219
8 《管网叠压供水设备》 GB/T 38594
9 《二次供水工程技术规程》 CJJ 140
10《微机控制变频调速给水设备》 CJ/T 352
11《天津市二次加压与调蓄供水工程技术标准》 DB/T 29-6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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修 订 说 明

本标准是在《天津市叠压供水技术规程》DB 29-173-2014的基

础上修订而成。本次修订的主要技术内容是：1对标准的名称进行

了修订；2 对行政区域名称进行规范；3 提高了以小区或单体建筑

的设计总流量校核单条引入管管道的水流速度；4 增加存在有害物

质的场所及应急避难场所不应采用叠压供水方式；5 对倒流防止

器、滤网等设备的材质做出规定；6 对竣工验收材料进行调整；7

取消了强制性条款的设置。

为便于广大设计、施工、科研等单位有关人员在使用本标准时

能正确理解和执行条文规定，《天津市叠压供水技术标准》编制组

按章、节、条顺序编制了本标准的条文说明，对条文规定的目的、

依据及执行中需注意的有关事项进行了说明。但是，本条文说明不

具备与标准正文同等的法律效力，仅供使用者作为理解和把握标准

规定的参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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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总 则

1.0.1 为适应天津市城市建设发展需要，《天津市管网叠压供水技

术规程》于 2007年颁布实施。标准实施至今，对提高二次加压与

调蓄供水设施的建设质量起到重要指导作用。在此期间，为保障城

镇供水安全、提高二次加压与调蓄供水工程的建设质量和管理水

平，2010 年住房和城乡建设部颁布实施了行业标准《二次供水工

程技术规程》CJJ 140。
为进一步加强和规范叠压供水工程的设计、施工、调试、验收

与运行管理，并与行业标准保持一致，在多年实践和应用经验基础

上，对原标准进行修订，并将标准名称修订为《天津市叠压供水技

术标准》。修订后的标准，将对叠压供水工程有条件、规范化、科

学化建设，保证城镇供水安全及二次加压与调蓄供水节能、环保具

有重要意义。

1.0.2 规定了本标准的适用范围，明确提出本标准仅适用于民用建

筑（包括居住小区、公共建筑区等）与工业建筑（生活用房）生活

饮用水二次加压与调蓄供水工程的设计、设备选用、安装、调试、

验收。不适用于再生水、直饮水、消防供水、工业生产用水和其他

二次加压与调蓄供水工程。



23

3 设计规定与计算

3.1 设计规定

3.1.1 从城镇供水管网直接吸水的叠压供水方式，一是可能会对城

镇供水管网安全造成影响，二是使用叠压供水的用户存在间断供水

的可能，所以采用叠压供水方式前应进行城镇供水管网与用户供水

的安全评价，在评价同时应充分考虑其经济性。

3.1.2 由于我市各区的供水管网条件和供水负荷状况有很大差别，

所以按区域分别给出了城镇供水管网的压力值。

3 考虑到蓟州区域内部分为山区，所以应当区别对待。

3.1.3 本条独立系统是指生活供水系统需独立设置，不应同时为消

防用水和再生水等用途供水，其目的为保证供水安全。

3.1.5 本条文对设备所接城镇供水管网的最小管径做出了限定。因

为 150mm以下管径的管网，一般都处于城市供水管网的末梢，供

水水压偏低，为保证周边建筑物的正常供水，对于直接与供水管网

连接的叠压供水设备，不适宜与小于 150mm 的供水管网直接连接，

同样道理为了不影响小区内其它建筑的使用，规定了连接叠压供水

设备的小区管网的最小管径。

3.1.6 应用叠压供水系统的前提是城镇供水管网满足用户对水量

的要求。

城镇供水管网管径以沿线流量、转输流量及经济流速确定。城

镇供水管网接入小区的引入管供水量属沿线流量的范畴，该流量控

制在界限流量（经济流速范围内的流量）范围内时，城镇供水管网

是安全的，即满足《建筑给水排水设计标准》GB 50015 相关条款

要求，计算的小区设计总流量（含直接供水区和叠压供水区总体计

算的设计流量），校核引入管的经济流速，在不超过经济流速的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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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下，城镇供水管网是安全的，因此，允许采用叠压供水方式。

本条文中给出的引入管水流速度以经济流速为参考值，并取消

了原条文引入管水流速度以经济流速的 80%～90%进行的折减。原

条文在几年的执行中，很好的保证了市政管网的运行安全。通过调

查研究，按原引入管的水流速度控制引入管管径是有一定的安全裕

度的，因此，以经济流速为参考值控制引入管管径是安全的。

当小区引入管多于一条时，仍按一条引入管校核。

表 3.1.6 引入管管道的最大水流速度和上界经济流速
公称直径(mm) 100 150 200 250 300

最大水流速度(m/s) 0.75 0.90 0.95 0.97 1.00
上界经济流速(m/s) 0.737 0.904 0.935 0.968 1．000

3.1.8 当设置调蓄装置时，应按照现行地方标准《天津市二次加压

与调蓄供水工程技术标准》DB/T 29-69的要求，设置相应的排水设

施，其设施的排水设计能力应保证最大溢流水量的及时排出，以保

证供水泵房及设施的安全。

3.1.9 在叠压供水设备总进水阀前安装泄水阀是为了保证设备竣

工正常通水前和供水管网检修停水后恢复供水时，能排净进水管网

管段受污染的水；设备总出水阀前安装泄水阀，是为了保证设备调

试时，能使设备供水流量达到最大设计流量值，为确定设备正常运

行的有关控制参数提供保证。设备调试完毕，验收后由供水企业对

泄水阀进行处置。

3.1.10 当城镇供水管网停水恢复供水时，设备供水管段会存有大

量空气，设置自动排气阀可将空气排出，以保证设备的正常运行和

供水管网安全。当采用叠压+高位水箱供水方式时，最高点不需设

置自动排气阀。

3.1.11 当原有二次加压与调蓄供水设备改造为叠压供水时，由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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供水方式不同，需要设计人员根据实际管网现状和供水需求对整套

供水系统进行复核，并选择适合的叠压供水设备。

3.1.12 由于叠压供水方式的特殊性，决定了这种供水方式应当比

传统二次加压与调蓄供水的应用条件更加严格，我们应当是有条件

推广这种供水方式。为确保城市的整体供水安全和用户的稳定用

水，本条文规定了不应采用叠压供水方式的七种情况。

1 建筑物二次加压与调蓄供水工程应用叠压供水方式最基本

的原则就是不能影响周边的正常供水，本条文规定在本市供水管网

压力低于允许最低压力值的区域不能设计使用叠压供水方式。

2 城镇供水管网的供水压力是不均衡的，尤其管网末梢供水

压力偏低，如果在这样的区域设计应用叠压供水方式，设备直接从

供水管网吸水加压进行二次加压与调蓄供水，势必对周边地区供水

造成严重影响。因此，在这样的区域不能采用叠压供水方式，其他

管网负荷较大的区域也是如此。

3 叠压供水设备是从城镇供水管网直接吸水加压，如果同一

条供水管网相距很近的用户同时都采用叠压供水方式必然会对供

水管网的水压造成影响，各供水企业应综合考虑城镇供水管网的管

径、用户用水量的大小及管网供水负荷等因素，控制叠压供水的密

度。对应用叠压供水用户密度的控制还需在实践中不断地总结经

验。

4 叠压供水方式的特点是绝大部分设备没有供水的储水设

施，一旦因城镇供水管网维修、故障抢修停水，或城镇供水管网压

力降低造成设备停机，都会造成停止供水。如果用户要求不间断供

水，又没有采取其他的保证措施，不能采用叠压供水方式。

6 如果医疗建筑及存在有毒有害物质的科研、教学、实验场

所等其他可能对公共供水造成污染危害的相关行业与用户应用叠

压供水方式，一旦倒流防止器失灵，发生倒流污染的后果不堪设想。

因此，本条文规定这些行业与用户不能设计应用叠压供水方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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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2 流量与压力

3.2.2 本条文要求叠压供水系统设计的供水压力要达到国家与本

市有关标准的规定，满足供水最不利配水点处对供水压力的要求，

确保所有用户用水点正常用水的需要。四个压力计算公式的理论计

算值与实际值是存在差别的，应通过对设备的现场调试，最后确定

PJ、PK、PS与 P13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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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叠压供水设备

4.1 一般规定

4.1.2 叠压供水系统主要由管路、防倒流装置、压力检测装置、水

泵机组、流量计量装置、电气控制装置等组成（如图 4.1.2所示），

可根据需要设置调蓄装置、气压罐等组件，采用罐式、箱式及高位

调蓄式叠压供水设备。但不论那种形式，都应当具备严格的压力、

流量控制和防回流污染控制，以确保城镇供水安全。

图 4.1.2 叠压供水系统示意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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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1.3 叠压供水设备及各组成部件的产品质量标准和卫生标准直

接关系到二次加压与调蓄供水水质安全、用户的人身安全与设备运

行安全，相关单位和二次加压与调蓄供水用户要严格要求叠压供水

设备及其各组成部件符合国家相关技术标准的规定，具备产品质量

检测报告和卫生许可批件。

国家行业标准对选用消毒设备做出了严格规定，设置调蓄装置

时，消毒设备可选择臭氧发生器、紫外线消毒器、紫外光催化氧化

设备和水箱自洁消毒器等高效节能的消毒设备，其设计、安装和使

用应符合国家现行有关标准的规定，并规定臭氧发生器应设置尾气

消除装置；紫外线消毒器应具备对紫外线照射强度的在线检测，并

宜有自动清洗功能；水箱自洁消毒器宜外置。

4.2 水泵

4.2.2 设置备用水泵关系到二次加压与调蓄供水安全，备用水泵的

技术参数应不小于泵组最大流量水泵的技术参数。不能以水泵机组

运行互为备用为理由取消备用水泵的设置。

4.2.3 本条文提出了选择水泵应当遵循的原则，通过计算，合理设

计水泵台数和配置。不同流量水泵配置是为了水泵机组能有效应对

供水流量的变化，保证水泵在高效区运行，以达到节省能源和运行

费用的目的，同时可减少目前设计水量偏大带来的能源浪费。

水泵机组变频调速控制时，是对水泵进行水泵特性曲线的调节，对

选择水泵一定要做到运行时节能高效。当水泵转数过低时，水泵的

效率将急剧下降，因此，要求水泵的调速比例在 0.75至 1 之间，

水泵机组在发挥更好的节能效果同时保证有效的供水压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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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3 防倒流装置

4.3.1 叠压供水设备因与城镇供水管网直接对接，存在造成回流污

染的隐患，回流污染不易被发现且危害很大。因此，在不能实现空

气间隙防止回流的情况下，倒流防止器应作为叠压供水设备重要的

组成部分，不能以任何其它防倒流方式替代。

要求明装管道过滤器和倒流防止器是为了便于对设备进行检修和

更换。

4.3.2 对管道过滤器滤网的材质、目数和网孔水流总面积做出规

定，是为了确保管道过滤器长时间不锈蚀，既起到除污的作用，确

保倒流防止器的正常工作，又能减小对水流的阻力。过滤器选用在

2m/s 流速时水头损失小于 0.01MPa 的过滤器，直径应与所接管道

同径；滤网应采用 06Cr19Ni10及以上等级的不锈钢材质、铜材质

或铜合金材质，网孔孔径不宜大于 2mm；滤网迎流面应光滑，网

孔总过流面积应大于管道有效过流面积的 2倍；过滤器的设置应便

于在线清洗。

4.3.3 排水时应有信号是为了控制系统能监测倒流防止器是否有

故障，确保城镇供水管网安全。

倒流防止器水头损失的大小，影响到叠压供水设备可利用城镇

供水管网的压力值，关系到设备运行的节能效果；要求使用低阻力

倒流防止器是为了在保证不产生回流污染的前提下更好的节约能

源，应选用在 2m/s流速时水头损失小于 0.04MPa的低阻力倒流防

止器；材质宜选用耐腐蚀材料。

4.3.4 倒流防止器采取间接排水方式及其排水口的安装方向、最小

空气间隙，是为了保证排水阀不被污染，避免回流影响供水管网水

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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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4 调蓄装置

4.4.1 调蓄装置选用应符合现行国家标准《管网叠压供水设备》

GB/T 38594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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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电气与控制

5.1 一般规定

5.1.3 水泵自动切换包括故障切换与定时切换。

5.1.7 设备抗干扰能力的检测方法可在距电控柜（箱）1m处，开

动 500W手电钻或启动 150A电焊机工作时，设备能稳定可靠运行。

5.2 安全保护

5.2.1 条文中设定的控制值反映了城镇供水管网允许使用叠压供

水方式的最低压力值，两者相差为安装几何高差和设备在设计流量

运行下的沿程水头损失与局部水头损失之和。

条文中的 0.02MPa 为设备正常运行时，城镇供水管网吸水处

允许产生的压降值。为了不影响其它用户用水，当 PJ 或 PK 压力

值低于各自设定的控制压力值 0.02MPa 时，反映了城镇供水管网

允许的最低压力值时吸水处产生的压降值大于 0.02MPa，设备应报

警，水泵机组停止运行。

5.2.2 条文中的 PJ与 PK的设定差值为其安装几何高差和设备设计

流量运行下的管道及管道过滤器、倒流防止器等的总水头损失值。

条文中的 0.01MPa 是指总水头损失允许增加值，当 PJ与 PK差值大

于其设定差值加 0.01MPa时，反映了 PJ与 PK压力传感器之间的管

道、管道过滤器及倒流防止器等通水不畅，设备应报警，对其进行

清洗。

5.2.3 倒流防止器正常工作时，只会发生瞬间排水，如果持续排水

时间超过 1min属于不正常状态，应当有报警提示并由设备管理部

门及时检查、维修或更换处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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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2.5 《电气控制设备》GB/T 3797中规定设备的金属结构体上必

须有接地点，与接地点相连接的保护导线的截面应符合下表的规

定：

表 5.2.5 设备接地保护导线截面积
设备的相导线截面积 S(mm2) 相应的保护导线的最小截面积 SP(mm2)

≤16 S
＞16～35 16

＞35 S/2

与接地点连接的导线必须是黄、绿双色线。不能明显表明的接

地点，应在附近标注明显的接地符号“〨”。主接地点与设备任何

有关的、因绝缘损坏可能带电的金属部件之间的电阻不得超过 0.1
Ω。连接接地线的螺钉和接线点不许作其他机械紧固用。

5.3 压力与流量控制

5.3.2 设备安装流量计量装置是为了对供水流量进行监测，以确保

周边地区的供水安全。流量计量装置可用远传水表脉冲信号计数方

式，每个脉冲代表几升可按流量大小选型，每分钟计的脉冲数乘以

60/1000等于小时流量。因流量计量装置的精确度对直管段有明确

的要求，在安装工程中一定要满足安装说明上的要求。

5.3.4 条文中设备自动减小供水流量运行，可用自动降低变频器输

出频率或多泵运行时减少水泵的运行台数。

5.3.7 多恒压控制为叠压变频方式的最低要求，根据现场用水高

峰、正常、低峰不同区间设定三个供水恒压设定值。有条件的单位

可根据供水最不利配水点处的压力记录装置记录其压力波动范围，

现场校正变量变压供水设定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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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安装与调试

6.2 调试要求

6.2.1 现行行业标准《二次供水工程技术规程》CJJ 140中 10.1节
对二次加压与调蓄供水设施安装后的调试工作做了详尽的规定。叠

压供水设备安装后的调试工作应严格执行，并应按本地标及叠压设

备的特殊要求逐条进行。

6.2.3 根据设备的额定流量运行验证水泵扬程。

PJ、PK压力控制的现场锁定：

PJ= P4-P5-P6-P7（3.2.2-2）。P7为几何高差现场核定，P6为设备

设计流量运行时的沿程水头损失与局部水头损失之和。现场测定：

零流量下的 PJ压力读数减去设计流量下的 PJ压力读数的差值，

P5=0.02MPa 允许压降值。

PJ压力控制值为 P4城镇供水管网最低压力值减去 P6现场测定

值，减去 P7现场核定值。

PK=PJ-P8-P9-P10（3.2.2-3）。P8几何高差现场核定，P9为设备

设计流量运行时的管道及管道过滤器、倒流防止器等的总水头损失

值现场测定：零流量下的 PK压力读数减去设计流量下的 PK压力读

数的差值，P10=0.01MPa 为水头损失的增加值。PK压力控制值为

PJ 压力控制值减去 P8 现场核定值，减去 P9 现场测定值，减去

P10=0.01Mpa。
PJ与 PK设定差值现场确定为设备设计流量运行时，PJ压力读

数减去 PK压力读数的差值和其安装几何高差现场核定值之和。

读取供水最不利配水点压力值，满足其要求时，确定供水压力

PS设定值。待正常供水时，根据高峰、正常、低峰时不同流量读取

供水最不利配水点的压力值核定供水压力 PS不同设定值。设计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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量值现场确定：调节设备总出水阀前的泄水阀，当流量计量装置读

数达到设计值确定为设计流量值。

6.2.5 调节设备总进水阀改变 PJ、PK值，应满足本标准 5.2.1和 5.3.4
的要求。

6.2.6 调节 PJ与 PK之间的控制阀改变 PJ与 PK差值，应满足本标

准 5.2.2的要求。

6.2.7 调节设备总出水阀前的泄水阀，应满足本标准 5.3.5的要求。

6.2.8 可短接倒流防止器排水信号触点，应满足本标准 5.2.3的要

求。

6.2.9 调节设备总出水阀前的泄水阀，应满足本标准 5.3.7的要求。

6.2.10 手动模拟设备故障，应满足本标准 5.2.4的要求。

调试注意事项：测试流量时，由于排水量大，要有临时排水措

施。为了节水，调节设备总出水阀前的泄水阀，改变流量时，当流

量计量装置读数达到设计流量值，应同时读取各测量点值，包括城

镇供水管道接入处的压力读数，PJ、PK与 PS的压力读数和电控柜

PS供水压力设定值，读取后，再放大流量的 10%，观察电控柜是

否减频运行，多泵工作时能否减泵运行，最后逐步关闭泄水阀，当

流量减少到一半时，观察电控柜 PS供水压力设定值是否减少，当

流量减少到 20%继续观察电控柜 PS供水压力设定值是否进一步减

少。这样，一次完成有关流量的调试要求数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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