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城市二次供水设施技术规范 

1 范围 

本标准规定了二次供水设施设置的指导原则、基本要求和无负压供水设备、贮水设施、动力设施、

水处理设施、供水管道的技术要求。 

本标准适用于辽宁省二次供水设施设计、施工、改造及验收。 

2 规范性引用文件 

下列文件对于本文件的应用是必不可少的。凡是注日期的引用文件，仅所注日期的版本适用于本文

件。凡是不注日期的引用文件，其最新版本（包括所有的修改单）适用于本文件。 

GB 5749 生活饮用水卫生标准 
GB 17051 二次供水设施卫生规范 
GB/T 17218 饮用水化学处理剂卫生安全性评价 
GB/T 17219 生活饮用水输配水设备及防护材料的安全性评价标准 
GB 50015 建筑给水排水设计规范 
GB 50055 通用用电设备配电设计规范 
GB 50242 建筑给水排水及采暖工程施工质量验收规范 
CJJ 140-2010 二次供水工程技术规程 
CJ/T 302-2008 箱式无负压供水设备 
CJ/T 303-2008 稳压补偿式无负压供水设备 
DB21/T 1727-2009 二次供水贮水设施卫生规范 

3 术语和定义 

下列术语及定义适用于本标准。 

3.1  

二次供水 

当民用与工业建筑生活饮用水对水压、水量的要求超过城市公共供水管网或自建设施供水管网能力

时，通过储存、加压等设施经管道供给用户或自用的供水方式。 

3.2  

二次供水设施 

保障二次供水水质、水压和水量的设备、管道及构筑物。包括贮水设施、动力设施、控制系统、水

处理设施和供水管道等。 

3.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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竖向分区 

建筑给水系统中，在垂直向分成若干供水区。 

3.4  

并联供水 

建筑物各竖向给水分区有独立增（减）压系统供水的方式。 

3.5  

串联供水 

建筑物各竖向给水分区，逐区串级增（减）压供水的方式。 

3.6  

叠压供水 

利用室外给水管网余压直接抽水再增压的二次供水方式。 

3.7  

无负压供水设备 

直接接入城市公共供水管网，采用连续密闭的接力增压方式的供水设备，主要由无负压调节罐、水

泵、稳流罐、智能控制系统等组成，通常无需设置水箱或贮水池。 

4 指导原则 

4.1 因地制宜 

二次供水方式应根据各个城市公共供水管网的水量和水压条件和特点选择。供水管网水量能满足居

民用水需求时，宜采用无负压供水；供水管网水量不能满足居民用水需求时，应设置贮水池等设施。 

4.2 节能环保 

二次供水设施应满足节能、节地、节水和节材的要求，并应符合环保要求。 

4.3 科学先进 

二次供水设施应优先采用先进的科学的设备和方式。 

4.4 尊重历史 

二次供水现有设施能满足居民用水需求，宜继续使用；已不能满足居民用水需求，应遵照4.1、4.2

和4.3三个原则进行改造。 

5 基本要求 

5.1 当城市公共供水管网的水量、水压不能满足用户要求时，应设置二次供水设施。 

5.2 在同一供水区域或相邻供水区域存在多个二次供水设施时，应根据保障水压、节能、运行安全、

管理方便等要求，对二次供水系统进行整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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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3 二次供水设施和供水管网系统应分开设置，引入管同时承担二次供水和管网直接供水时，应采取

相应措施，维持和确保管网直接供水系统的供水。 

5.4 二次供水的生活用水管网系统应为专供系统，应与消防、绿化浇灌、道路冲洗和采暖补水系统等

其他用水系统相独立。 

5.5 二次加压系统应根据服务区的规模、建筑物的布置和高度等因素，确定加压设施的数量、规模和

水压。 

5.6 建筑高度不超过 100m的高层建筑，宜采用竖向分区并联供水的二次供水方式。建筑高度超过 100m 

的高层建筑，宜采用竖向分区串联供水的二次供水方式。建筑物竖向分区应按照 GB 50015-2003 中

3.3.5、3.3.5A的规定，居住建筑入户关给水压力不应大于 0.35MPa。 

5.7 二次供水室外管网中，应设置泄水口。泄水口应与排水系统间采取可靠的空气隔断措施。 

5.8 二次供水设施与饮用水接触表面应保证外观良好，光滑平整。 

5.9 二次供水设施的卫生要求应符合 GB 17051和 DB21/T 1727-2009的规定。 

5.10 二次供水设施应有安装消毒装置的位置。 

5.11 二次供水设施在交付使用前必须清洗和消毒，并经有资质的检测机构检验合格后方可使用。 

5.12 二次供水设施的设计、施工安装和运行维护应由具有相应资质的单位承担。 

5.13 二次供水设备应由具有相应资质的生产企业提供，应有铭牌标识和产品质量相关资料。 

6 无负压供水设备 

6.1 采用无负压供水方式时，应经当地供水企业同意并报当地供水主管部门备案。 

6.2 从城镇供水管网直接抽水的无负压供水系统允许的最大设计水量和城镇给水干管最低供水服务压

力应由当地供水行政主管部门及供水企业根据城镇供水的实际情况，经技术经济及可靠性比较后确定。 

6.3 无负压供水设备的结构可参照 CJ/T 302和 CJ/T 303的结构形式选用。 

6.4 无负压供水设备应具有下列功能： 

——具有限压控制功能，保证设备对城市供水管网周边用户用水不受影响，其工作状态应有明显的

标识； 

——具有防水泵空转、超温保护功能、双（多）泵自动切换，循环运行功能； 

——具有对电气过压、欠压、短路、过流、缺相等电气故障进行报警及自动保护的功能。对可恢复

的故障应能自动或手动消除，恢复正常运行； 

——应有防止系统流量突变导致压力瞬间异常波动的措施。当设置稳流罐时，稳流罐的容积不应小

于 1min系统设计流量； 

——当设备抽吸的供水干管的流量不足时，防负压装置（如：流量控制器）启动；当供水干管流量

足够以后，防负压装置自动关闭； 

——具有全密闭差量（稳流）补偿功能。输送的水不与大气相通，在市政管网压力下降时，设备能

够提供自身功能调节等措施，对用户管网起到差量补偿作用，对市政管网不产生负压影响； 

——具有小流量补偿功能。在用户小流量用水时，设备能够对用户管道保压，避免水泵及控制系统

频繁启动； 

——采用变频控制技术，使整套设备始终处于高效区运行，达到节能效果； 

——必要时可设置远程监控或网络监控、报警功能。 

6.5 无负压供水应根据当地供水和用水实际情况，确定有效防止影响供水管网水力工况的技术措施和

可靠的防负（降）压控制系统。 

6.6 居住小区用无负压供水设备给水设计流量应根据服务人数、用水定额及卫生器具设置标准等因素

确定，应符合《建筑给水排水设计规范》GB 50015的规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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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7 无负压供水设备的设计压力应满足系统最不利配水点的水压要求。 

6.8 无负压供水设备水泵的设计扬程应按照下述方法计算： 

——水泵扬程在计算时应扣除城镇供水管网的最小可利用水压； 

——城镇供水管网的最小可利用水压应为：供水管网与设备进水管连接处实际保证的最小供水压

力，减去水泵吸水管道的沿程和局部水头损失之和，再加上水泵安装处与市政供水管道的几何

高差； 

——应以供水管网的最大可利用水压校核水泵的效率和超压情况。 

6.9 当设置稳流罐时，稳流罐的容积不应小于 1min（有特殊要求时，可为 3～30min）设计流量；当设

置低位水箱时，水箱的容积应为 1～2h 最大小时流量，水箱储水的停留时间不应大于 12h。稳流罐、低

位水箱、高位调蓄罐应采用耐腐蚀材质，宜采用不锈钢。 

6.10 无负压供水设备进出水管之间可设旁通管，并应在旁通管上装设阀门和止回阀。 

6.11 在无负压供水设备前端与市政管网连接的管段上应安装过滤器，并且过滤器应设置在倒流防止器

前(沿水流方向)。  

7 贮水设施 

7.1 贮水设施指用来储存用水的水池、水箱，应结构合理，布置得当，坚固光洁，不渗漏。 

7.2 贮水设施的设置应符合 CJJ 140-2010中 6.1的要求。 

7.3 贮水设施设置与其他用水贮水设施并列设置时，应有各自独立的分隔墙，隔墙之间应有排水措施。 

7.4 建筑物内的生活饮用水贮水池（箱）体，应采用独立结构形式，不得利用建筑物的本体结构作为

水池（箱）的壁板、底板及顶盖。生活饮用水水池（箱）与其他用水水池（箱）并列设置时，应有各自

独立的分隔墙。 

7.5 埋地式生活饮用水贮水池周围 10 m以内，不得有化粪池、污水处理构筑物、渗水井、垃圾堆放点

等污染源；周围 2 m以内不得有污水管和污染物。当达不到时，应采取防污染措施。 

7.6 贮水设施容积若超过用户 48h的用水量的，应设消毒装置。 

7.7 饮用水水池应与消防水池分建。当饮用水水池贮水量大于消防贮水量时，饮用水水池可与消防水

池合并设置，合并贮水池有效容积的贮水设计更新周期不得大于 48h。 

7.8 建筑物内的生活饮用水水池（箱）应设置在维护方便、通风良好、不结冰的房间内，其上层房间

不应有厕所、浴室、盥洗室、厨房、污水处理间等。室外设置的水池（箱）及管道应有防冻、隔热措施。 

7.9 露天屋顶水箱应采取有效的避雷措施。 

8 动力设施 

8.1 动力设施 

8.1.1 除了无负压供水设备之外，水泵不宜与城市公共供水管网直接连通。 

8.1.2 水泵机组应设置备用泵，其供水能力不应小于最大一台常用水泵的供水能力，能进行自由切换。 

8.1.3 采用变频泵组或变频、工频泵组并联供水时，应以额定转速时的工作点位于水泵高效区末端为

原则，进行变频水泵的选择。变频水泵宜采用独立的变频调节装置，并应保证电源正常工作，配备必要

的自动控制设备。 

8.1.4 水泵应选用耐腐蚀的产品。壳体内壁防腐以及密封圈与水接触的部件，应采用不影响水质的材

料，符合 GB/T 172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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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1.5 采用气压供水设备时，气压水罐内的最低供水压力应满足管网最不利处的配水点所需水压，最

高供水压力不应使管网最大水压处配水点的水压大于 0.55MPa。对应泵组的流量不小于相应的供水系统

最大小时用水量的 1.2倍。 

8.1.6 每台水泵宜设置单独的吸水管，单个水池吸水管不宜少于 2条。吸水喇叭口最小淹没深度不宜

小于 0.3m，距池底净距、边缘与池壁净距和吸水管管间净距应符合 GB 50015。 

8.1.7 安装于贮水池内的水泵及其阀组，应具备不入池检修和维护的条件。 

8.1.8 水泵机组的布置、安装高度、吸水管和出水管安装要求，以及检修和减震防噪措施，应符合 GB 

50015的规定。 

8.1.9 居住建筑的水泵等设施的设置，不应毗邻住宅用户，宜设置在建筑的地下二层，如建筑一层为

公建时，可设置在建筑的地下一层。 

8.2 控制系统 

8.2.1 控制系统应显示故障信号，并宜显示运行状况信号，其中可包括水泵运行、泵前水位、供水压

力、水量、电源、电流和变频频率等。 

8.2.2 控制系统应采用可靠安全接地保护措施，符合相应技术标准要求。 

8.2.3 根据设计运行模式，水泵及其配套设备控制应采取就地控制、远程控制及自动控制的方式。 

8.2.4 贮水池和水箱应有可靠的溢出报警和水位传输设施及其控制设备。 

8.2.5 加压设备和消毒设备应有满足设备安全运行的电源和可靠的配电系统，应符合 GB 50055有关规

定。 

8.2.6 在加压系统断水或供水不足以及系统供水超压时，应有自动报警和停机保护功能，当恢复正常

时，应自动启动，进行供水。 

9 水处理设施 

9.1 二次供水设施应每半年清洗消毒一次。 

9.2 二次供水设施清洗消毒业务应由有资质的单位承担。 

9.3 清洗消毒所使用的清洁用具、清洗剂、除垢剂、消毒剂等必须符合国家有关规定和标准。 

9.4 清洗消毒人员进入贮水设施前，要做缺氧实验，若缺氧要进行通风。 

9.5 清洗后应及时向有资质的检测机构申请检验，检验合格后方可使用。 

9.6 清洗从业单位撤离现场前，应将现场清理干净，达到卫生要求，并将贮水设施密封盖、通气孔等

部位密封严密。 

9.7 消毒剂的选择应符合 GB/T 17218的要求，遵循以下原则： 

——杀菌消毒能力强，并有持续杀菌功能； 

——不造成水和环境污染，不改变水的物理、化学性质； 

——产品便于运输，储存安全； 

——对结构、管道和设备无腐蚀或轻微腐蚀； 

——日常费用低，便于现场制备和投加。 

9.8 消毒剂的投加量应根据二次供水的特点、运行模式和总停留时间加以确定。设备最大投加量应满

足最不利条件下的消毒要求。 

9.9 消毒设备应采用合格成套设备，安全、卫生、环保，便于安装检修，有效耐用。其设计、安装和

使用应符合相应技术标准。 

9.10 消毒剂投加点应根据所采用的消毒剂和消毒要求确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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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 供水管道 

10.1 阀门 

10.1.1 在二次供水和管网直接供水系统中，应在下列部位设置管道阀门: 

——由城镇供水管网接出的引入管； 

——室外地下管网节点、分段和支管起端处，满足分隔和分段要求； 

——接户管起端、入户管、水表前和各分支立管处； 

——根据水池、水箱、加压泵房、减压阀和倒流防止器等需求进行设置，满足运行和检修要求。 

10.1.2 管道阀门应满足安装处的最大工作压力。 

10.1.3 建筑外给水管道阀门应设置阀门井或阀门套筒。 

10.1.4 各类管道阀门应具有耐腐蚀性。根据管径大小、所承受的压力和运行要求进行合理选型，可采

用铜质、不锈钢和塑料阀门。在采用闸阀或蝶阀时，应选用弹性软密封橡胶阀门。安装于金属管道上的

阀门其材质宜与管道材质一致。 

10.1.5 水泵出水管应设置止回阀。其选型应根据安装部位、阀前水压、密闭要求和可能引起的水锤大

小等因素确定。在需要削弱水锤的部位，可选择配备有阻尼装置的缓闭止回阀或其它有效措施。 

10.1.6 供水压力高于配水点的最高允许压力时，应设置减压设施。减压阀的设置和安装应符合 GB 

50015的有关规定。 

10.1.7 贮水池和水箱的进水管上，应设置自动水位控制装置，其公称通径应与进水管管径一致，涉水

部件材质应具有耐腐蚀性。 

10.1.8 管道倒流防止器和真空破坏器的设置应符合 GB 50015的有关规定。 

10.1.9 止回阀及普通阀组不得作为防止回流污染的有效措施。 

10.2 管道 

10.2.1 二次供水设施的管道不应与非饮用水管道直接连接，如必须连接时，应采取防污染的措施。二

次供水设施的管道不得与排水管道、大便器（槽）、小便器直接连接，应采用冲洗水箱、冲洗阀和不小

于 0.3m 的空气隔断。 

10.2.2 采用的管材和管件应符合现行产品标准的要求。管道和管件的工作压力不得大于产品的标准公

称压力或允许最大工作压力。 

10.2.3 埋地管道采用的材质，应耐腐蚀和能承受相应的地面荷载。宜选择合适的非金属管道。采用金

属管道时，应采取可靠的内外防腐措施。各类管道宜采用成品管。 

10.2.4 室内管道应选用耐腐蚀和安装连接方便可靠的管材，可采用塑料管、钢塑复合管和不锈钢管等。

管道进行明敷时，不应采用透光性材质。 

10.2.5 水表前的住宅入户管公称通径应根据用户最大用水流量确定，最小设计内径不得小于 20mm。 

10.2.6 采用成品管时，设计应采用与管道相匹配的成品管配件，进行连接和安装。衬(涂)塑复合钢管

不得采用涂塑可锻铸铁配件连接。 

10.2.7 应明确不得对钢塑复合管和其他具有防腐内衬的金属管道进行焊接。不锈钢焊接材料应采用同

质的或适宜的其它材料，应对焊缝进行酸洗钝化等抗氧化处理。塑料管的连接宜采用热熔方式。管道粘

结材料应符合国家有关卫生标准的规定。 

10.2.8 室外给水管道宜沿行车道外平行敷设。行车道下管道设计覆土深度不宜小于 0.7m。管道敷设

不得影响建筑物基础。 

10.2.9 管道不宜与输送易燃、可燃、有害液体或气体的管道同管廊(沟)敷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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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2.10 埋地管道应避免布置在可能受重物压坏处。给水管道不宜穿越伸缩缝、沉降缝和变形缝，必

须穿越时，应采取补偿管道伸缩和剪切变形措施。管道应避免穿越人防地下室，必须穿越时，应按规定

设置防爆阀门。 

10.2.11 建筑物内主立管应设计位于公共部位。塑料立管明敷时，应布置在不易受撞击处，不能避免

时，应采取必要的防撞措施。高层住宅立管不宜采用塑料管（设有专用管道井的高层住宅除外），加压

泵房内与水泵连接的管道不应采用塑料管。 

10.2.12 管道在穿越屋面、地下构筑物和钢筋混凝土池(箱)结构时，应设置防水套管。 

10.2.13 室外明露和住宅公共部位易冰冻的管道，应采取防冻措施。保温层的外壳应密封防渗，采用

的保温材料和保温措施，应便于维护和更换。 

10.2.14 室内管道的敷设要求应符合 GB 50015的有关规定。采用金属管道时，宜采取防结露措施。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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