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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市政给排水管网配置在居民日常生活、水文生态环境、城市化建设等方面具有重要影响作用，文章分析了市政给排水

管网配置存在问题，围绕细化管网设计图纸审核、统筹优化管网结构布局、强化应急处理方案设计、确定最优管网分区方案

四个层面，探讨了市政给排水管网优化配置与管理的具体措施，以供参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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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The allocation of municipal water supply and drainage network plays an important role in the daily life of residents, 

hydrological and ecological environment, urbanization construction and so on. This paper analyzes the existing problems in the 

configuration of municipal water supply and drainage pipe network, and focuses on the audit of pipe network design drawings, the 

overall optimization of pipe network structure layout, the strengthening of emergency treatment scheme design, and the determination 

of the optimal pipe network zoning scheme. This paper probes into the concrete measures for optimizing the allocation and 

management of municipal water supply and drainage pipe network for referenc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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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言 

市政给排水管网由水塔、水泵、给水管道、排水管道、沉淀池等基础设施构成，而材料采购、管网铺设、设施建

设等环节均会对给排水管网的配置结果产生影响，直接决定管网漏损率、泵站工作效率与居民用水质量。因此需密切

结合城市市政建设需求优化给排水管网的配置与管理，保障供、排水系统的正常运转。 

1 市政给排水管网配置存在的问题分析 

1.1 管网规划与实际不符 

部分城市的给排水管网规划相较于市政路桥建设、城市建筑物规划呈现出明显的落后性问题，在管网规划设计方

面缺乏详尽的实地勘察，弱化了设计图的合理性与可行性，进而直接影响到后续施工效率以及使用质量，增加返修、

整修成本，易埋下水量流失等隐患。以某新城区建设为例，该新城区计划以绕城高速作为径向中心线，将大管径给水

管道布设在城区东部边缘位置，由此造成了供水路径不足问题；同时该城市计划选取水源地修建水厂，然而其中几处

重要水源地已被城市建设包围，地表硬化促使水源地下渗成为地下水的主要补给，但其水质却呈现出明显恶化，严重

影响到供水质量。 

1.2 管道材料选择不当 

爆管是给排水管道的常见问题，管道材质较差、施工操作不当等均有可能成为地下给排水管道爆管的诱因，为管网运

行与市民生活带来不便。例如某城市计划选取 PE 管作为管径≤300mm 给水管材料，选取球墨铸铁管作为管径＞300mm

给水管材料，虽然 PE 管、球墨铸铁管在机械强度、耐腐蚀性、造价方面具有明显优势，但在加工生产、抢修环节存在

一定不足，仍需针对管网规划进行系统布置
[1]
。 

1.3 安装工艺存在偏差 

由于市政给排水管道在选材方面呈现出多样性特征，不同管材的安装工艺也存在明显差异，例如在选取球墨管时

应掌握其连接方式，在选取钢管时需注重满足其焊缝要求，在选取内衬钢塑、PE 管等材料时需掌握其配套安装工艺，

施工人员的技术水平、熟练度等均将对管道质量产生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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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 应急处理能力较弱 

通常市政给排水管网的常见突发事件涵盖爆管、污染、泄洪等类型，其中地下管网规划配置不合理、管网上方道

路施工操作不当等因素均有可能引发爆管问题，造成严重经济损失；在排涝期间倘若水源地水质恶化将对管网供水造

成污染，不仅会引发大面积停水问题，还将增大管网污染的处理难度；在暴雨、台风等极端天气条件下，排水系统堵

塞、排水不畅也将造成市区范围内的大面积停水，甚至还会因内涝、泄洪威胁民众的生命财产安全。 

2 城市市政给排水管网优化配置与管理的具体措施探讨 

2.1 细化管网设计图纸审核，加强管线安装管理 

市政给排水管网配置的首要前提是针对管网设计进行系统优化，结合城区的地理位置、气候特征、地质水文条件、

市政建设安排等因素分别完成居住地管线、工程管线的规划配置，将现场实地勘察数据标注在管线设计图纸中，完善

前期基础资料调研准备工作，系统优化施工设计方案。同时，倘若在管线竖向规划过程中存在矛盾问题，则可以采用

支管设计回避主干管，针对无法避开的主干管可以选择将排水管设为弯曲状，确保选取的管线材质具有良好的抗荷载

压力、抗冻性等优势，并注重协调压力管与重力管、小直径管线与大直径管线间的关系，基于“先重力后压力”、“先

深后浅”等原则进行管线搭建，协调后续施工作业的顺利开展
[2]
。 

在管线安装施工环节，应基于质量、成本两项重要指标优化施工组织管理。在质量管理方面，需依据设计图与线

路实际位置进行定线复测，依照道路设计路面标高进行线路高程、位置的确定，保障设计精度；同时加强管道与道路

结构层间距离的把握，当管道顶部与道路结构层底部的距离＜0.5m 或管道上下交叉净距离≤0.2m 时，应选取厚 0.2m

的 C30 钢砼材料进行管道加固处理；当在管道施工过程中涉及到地下水问题，可采用明沟排水、井点降水法使地下水

位下降，待其降至最低点 0.5m 以下后恢复正常施工；此外还应加强对阀门、管线焊接工艺的检查，在管网并网运行前

做好水压试验与水质检测。在成本管理方面，可结合管线设计适当降低管道的水平距离，节约资源、减少浪费，从而

降低管网配置成本。 

2.2 统筹优化管网结构布局，完善配套管网建设 

从市政给排水管网的整体配置层面出发，应密切结合城市、区域规划推进管网结构布局，在原有管网体系改造基

础上采用环、枝结合形式开展新管网的规划编制，综合考虑城市内部地形地貌、水源地、沉淀池、水泵布局以及地铁、

公路等市政基础设施建设情况，围绕水量、水压等指标保障管网规划质量，为后续施工、检修、维护作业创设便捷条

件。在技术手段层面，应积极引入新型技术、算法作为管网配置的辅助工具，综合运用动态规划法、遗传算法、人工

神经网络、GPS 系统、GIS 系统提高线路规划效率，同时结合城市综合体、地下空间等特殊项目进行给排水管网的合理

分区，保障供排水系统处于压力平衡状态，防范管道渗漏、爆裂问题的发生。 

与此同时还需完善配套管网的建设工作，一方面选取新型管材更换老化管网，完善管网的定期巡检与更新机制；另一

方面完善新建管网的配套设施，综合考虑环境变化、城市规划建设对管网系统造成的影响，倘若因市政规划、道路设

计导致管网上方土层变薄或涉及到道路改造问题，则需针对管线的埋深、走向进行重新设计。例如某城区定期针对老

旧管道进行更换处理，平均每年更换管道 10km，使其片区漏损率由原有的 27%降至 15%，并配合主要路段沥青路面改造

工程改移排水管线走向 20km，调节升降阀井 200 余个；同时引入 GIS 系统实行城区地下水的系统监测，利用收集到的

监测数据进行供水规模、供水管道路径的调节，实现管道路径的有效优化。 

2.3 强化应急处理方案设计，健全管网监测系统 

针对市政给排水管网的应急响应机制进行建设，首先由市政工程主管部门完成给排水管网配置专项工程的建设，

利用 GIS 平台构建给排水系统监测平台，实现管网信息的实时更新、动态获取监测数据并进行数据的统计分析，便于

工作人员及时掌握管网最新信息，完善预防性管理工作；同时引入流量液位监测系统、排水管网设施管理系统进行流

量、液位等信息的监控，在发现管网中出现爆管等问题时做到及时预警，并将信息反馈至抢修中心，以此实现对突发

事件的应急处理。其次应与所在城市的气象部门建立合作关系，及时获取到最新气象趋势数据，提高最大降水量的测

算精度，以此调整排水管道、出水口的标准系数，提高雨水、污水的分流处理水平。最后，还应重点防范管网污染问

题，利用给排水管网监测系统采集有关城市污水管道的收集量、负荷、水质等信息，便于及时发现管网淤积、渗漏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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问题，防范污染事故的发生；同时以城市主要水源地为基准增设备用取水口，在人流量密集地段设置管网闭合装置，

便于在出现管网污染事故时及时关闭外网，利用内网保障清洁水源的足量供应，满足城市居民的用水需求。 

2.4 确定最优管网分区方案，明确管线设计重点 

在基于质量标准进行给排水管网配置的基础上，应秉持经济性原则确定管网分区的最优方案，合理调控管网建设

工程的费用成本。从管道造价年费用层面入手，主要涵盖管道造价、管网费用、挖沟填埋等施工费用与折旧、维修费

用，其计算公式为： 

 

从管网年均动力费用层面入手，既包含日常供水的电能消耗费用，同时也要考虑到克服管段摩擦阻力所消耗的电

能，综合考虑管网泵站扬程进行费用相加计算。从泵站造价年费用层面入手，主要囊括泵站与相关建筑物、仪器设备

的折旧、维护保养费用，需综合考虑泵站供水量、大修基金提存率、泵站造价等影响因素
[3]
。 

在协调整体管网分区方案设计的同时，还应明确定位管线设计重点，确保管线配置能够充分发挥效能。例如某城市在

进行市政排水管线设置上，主要围绕以下三个角度进行重点把握：其一是排涝防洪，收集城市排洪流域面积信息，计

算排洪重现期一天之内的降雨量，以此进行排洪标准的设定；其二是管道连接与流速设计，结合不同管线间的间隔距

离进行连接方式的选取，扩大管道局部断面、调节跌水井，并将污水管道流速最小值设为 0.6m/s；其三是污水处理，

采用集中与分散处理相结合的方式，有效提高污水处理效率与质量。 

结束语 

总而言之，市政给排水管网配置对于城市居民用水具有重要影响，对此还应基于以人为本原则进行管网规划配置，

引入新型管材、工艺技术提高管网建设水平，在此基础上实现与既有管网的良好衔接、配套优化，着重提升管网面向

突发事件的应急处理能力，推动市政给排水管网系统的安全、高效、经济运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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