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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章  概  述

1.1 项目名称、承办单位

1.1.1 项目名称

XX县 XX新区排水防涝设施建设项目

1.1.2 项目性质

新建

1.1.3 项目承办单位

XX公司

1.2 地理位置

本项目位于 XX县 XX新区。项目范围如图 1-1所示。

图 1-1  项目范围图

项目范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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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 主要编制依据

1、《关于全面推进乡村振兴加快农业农村现代化的意见》；

2、《乡村产业发展规划（2020-2025年）》；

3、《XX县县城排水工程专项规划(2010～2030)》；

4、《关于做好县城排水防涝设施建设有关工作的通知》（桂发改投

资[2020]92号）；

5、《县城排水设施建设总体工作方案》的通知（桂发改投资

[2021]78号）；

6、《城镇给水排水技术规范》（GB50788-2012）；

7、《城市排水工程规划规范》（50318-2017）；

8、《室外排水设计规范(2016年版)》（GB50014-2006）；

9、《给水排水管道工程施工及验收规范》（GB50268-2008）；

10、《给水排水工程管道结构设计规范》（GB50332-2002）；

11、《给水排水工程构筑物结构设计规范》（GB50069-2002）；

12、《井盖设施建设技术规范》（DBJ440100/T160-2013）；

13、《混凝土结构设计规范（2015年版）》（GB50010-2010）；

14、《城市工程管线综合规划规范》（GB50289-2016）；

15、《建筑地基处理技术规范》（JGJ79-2012）；

16、《建筑基坑支护技术规程》（JGJ120-2012）；

17、《埋地塑料排水管道工程技术规程》(CJJ143-2010)；

18、《混凝土和钢筋混凝土排水管》（GB/T11836-2009）；

19、《市政公用工程设计文件编制深度规定》中华人民共和国建设

部，2013年版； 

20、《建设项目经济评价方法与参数》（第三版）国家发展改革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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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设部投资（2006）1325号；

1、《 市 政 工 程 基 本 建 设 工 程 投 资 估 算 编 制 办 法 》

（HGZ47-101-2007、HGZ47-104-2007）；

2、XX县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规划纲要；

3、业主提供的其他相关资料。

1.4 编制范围

本报告编制范围包括 XX 县 XX 新区排水防涝设施建设项目的雨水管

敷设、排洪渠改造，项目考虑了 XX县总体规划的需求。报告论述了该项

目建设的必要性、建设方案的可行性、节能、投资及社会评价等，具体

研究范围如下：

1、 概述

2、 社会经济概况

3、 项目建设背景及必要性

4、 主要技术标准及建设规模

5、 项目地址及建设条件

6、 工程方案

7、 环境保护

8、 劳动安全

9、 组织机构与人力资源配置

10、 节能与节水

11、 实施计划及工程招标

12、 投资估算及资金筹措

13、 国民经济评价

14、 社会评价及风险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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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5、 结论与建议

1.5 主要结论

1.5.1 项目建设必要性

1、项目的建设是完善 XX新区雨水管网设施配套的需要

2、项目的建设是改善环境质量，创造良好的经济环境的需要

3、项目的建设是全面开展“五网”建设的需要

4、项目的建设是 XX县实施乡村振兴战略的需要

1.5.2 项目主要建设规模及内容

本项目共埋设雨水管 4250m，改造排洪渠 1000m。其中 DN400雨水管

1218.75m、DN600雨水管 781.25m、DN800雨水管 1875.00m、DN1000雨水

管 312.50m、DN1200雨水管 62.5m、1×1.5m排洪渠 281.25m、1.5×1.5m

排洪渠 718.75m。

主要建设内容包括：路面破除工程，雨水管、排洪渠及附属设施工程，

路面修复工程等内容。

1.5.3 投资估算及资金筹措

项目总投资 1332.09万元，其中：工程费用为 1053.61万元，工程建

设其他费用为 157.38万元，预备费为 121.10万元。

项目资金来源于申请上级资金及地方配套资金。

1.5.4 工期安排

为了早日发挥本项目的经济与社会效益，根据本项目的工程特点和

施工条件，本着保证施工质量和提高投资效益的原则，项目建设周期为 12

个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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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5.5 风险分析

根据与类似工程比较分析，结合本项目工程特点，加上采取各种风

险管理措施适当规避、减少、转嫁各类不同风险，本工程的风险等级属

于中等偏下水平。通过采取相应措施后，本项目的风险等级为“低风

险”。

1.5.6 主要技术经济指标

工程主要技术标准如表 1-1：

表 1-1 主要技术经济指标表

序号 工程名称 单位 数量 备注

一 路面破除工程

1 破除路面 ㎡ 6375.00 

二 雨水管及附属设施工程

1 土方工程 m³ 15937.50 

2 DN400HDPE雨水管 m 1218.75 

3 DN600HDPE雨水管 m 781.25 

4 DN800钢筋混凝土管 m 1875.00 

5 DN1000钢筋混凝土管 m 312.50 

6 DN1200钢筋混凝土管 m 62.50 

7 1×1.5m排洪渠 m 281.25 

8 1.5×1.5m排洪渠 m 718.75 

9 φ700雨水检查井 个 50.00 

10 φ1000雨水检查井 个 37.00 

11 φ1500雨水检查井 个 1.00 

12 防坠网 个 88.00 

13 雨水口 个 283.00 

14 雨水口接入管 m 283.00 

15 雨水口篦子 个 283.00 

三 路面修复工程 ㎡ 6375.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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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 建设工期 月 12

五 项目总投资 万元 1332.0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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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章  社会经济概况

2.1XX 县社会经济概况

XX 县位于东北部，桂林市东南部，总面积 1919.34 平方公里，辖 6

镇 4乡，总人口 46万，居住着汉、瑶、壮、回等 13个民族。

地区生产总值增长 6.1%，组织财政收入增长 13.09%，固定资产投资

增长 23.1%，规模以上工业增加值增长 3.0%，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增长

10.3%，城镇、农村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分别增长 7.8%、10.3%，节能减

排完成桂林市下达目标。

2.2 XX 县发展规划

2020年 XX县经济社会发展主要预期目标是：力争地区生产总值增长

7.0%；财政收入增长 7.0%；固定资产投资增长 10.0%，社会消费品零售

总额同比增长 10.0%；城镇、农村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分别增长 7.5%、

1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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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章  项目建设背景及必要性

3.1 项目建设背景

《关于全面推进乡村振兴加快农业农村现代化的意见》提出：全面

建设现代化国家，最艰巨最繁重的任务依然在农村，最广泛最深厚的基

础依然在农村。解决好发展不平衡不充分问题，重点难点在“三农”，

迫切需要补齐农业农村短板弱项，推动城乡协调发展；构建新发展格局，

潜力后劲在“三农”，迫切需要扩大农村需求，畅通城乡经济循环；应

对国内外各种风险挑战，基础支撑在“三农”，迫切需要稳住农业基本

盘，守好“三农”基础。认为，新发展阶段“三农”工作依然极端重要，

须臾不可放松，务必抓紧抓实。要坚持把解决好“三农”问题作为工作

重中之重，举全社会之力加快农业农村现代化，让广大农民过上更加美

好的生活。

《乡村产业发展规划（2020－2025 年）》提出要完善配套设施。加

强乡村休闲旅游点水、电、路、讯、网等设施建设，完善餐饮、住宿、

休闲、体验、购物、停车、厕所等设施条件。开展垃圾污水等废弃物综

合治理，实现资源节约、环境友好。

《基础设施补短板“五网”建设三年大会战总体方案（2020-2022

年）》要求聚焦关键领域和薄弱环节，以项目建设为载体，整合各方资

源和力量，采取超常规举措，用 3 年时间努力谋划和强力推进一批“五

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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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础设施项目建设。到 2022年，初步形成管网结构完善、城市运行

安全、管理水平先进、人居环境美好的地下管网。全面推进雨水管网建

设，加快易涝点整治，到 2020年力争全区城市建成区现有易涝点全部消

除，3 年内力争新建、改造雨水管网约 1600 公里，城市防涝水平进一步

提升。

随着 XX县的发展建设，人民生活水平提高，XX新区为新建城区，除

了新建道路下配套建设了管网，项目区域内大部分地面雨水主要通过自

然地形分散排入附近水体，往往造成部分地段积水严重，给居民生活带

来不便。

雨水管网工程是城市建设与发展的重要保障，为了加强 XX新区基础

设施功能，更好的提供服务能力，基于此切实地建设雨水管网工程具有

重要意义。项目建成后能完善 XX新区雨水管网基础设施配套，改善居民

生活环境，同时对保护桂江水环境及生态平衡具有十分重要的作用，社

会效益明显。因此本项目的建设具有积极的作用。

3.2 项目建设必要性

3.2.1 项目的建设是完善 XX 新区雨水管网设施配套的需要

在市政与环境工程建设中，雨水管网所占总投资的比例很大，城区

雨水管网是重要的城区基础工程设施之一，担负着收集并及时排除降落

在城区的雨水的任务。排水工程设施设计与建设的质量和科学性，直接

决定着城区的发展水平，影响着城区景观和卫生环境，甚至关系到城区

的安全。

本项目的建设有助于进一步完善 XX新区管网的功能，改善城区排水

状况和周边市民的生活条件，加速经济开发利用，带动区域经济发展。

项目的建设将更加便于雨水管道的管理，增强管网之间的相互作用，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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到排水防洪的预期建设效果，对于减少环境影响有着巨大的效果。项目

的建设是完善 XX新区雨水管网的需要。

3.2.2 项目的建设是改善环境质量，创造良好的经济环境的需要

目前，XX新区



XX县 XX新区排水防涝设施建设项目                                                 可行性研究报告

10

雨水管道不完善，将会对该地区的交通及生活造成严重影响，制约

地区的发展。没有良好的环境就无法改善投资环境，投资环境的好坏将

决定一个地区的经济发展。本项目的建设能完善 XX 县 XX 新区市政基础

设施，继而改善该地区的环境质量，达到城乡环境综合治理、创造良好

经济环境的目的。

3.2.3 项目的建设是全面开展“五网”建设的需要

2020 年，自治区开展基础设施补短板“五网”（交通网、能源网、

信息网、物流网、地下管网）建设三年大会战，要求全面推进雨水管网

建设，加快易涝点整治，到 2020年力争全区城市建成区现有易涝点全部

消除，3年内力争新建雨水管网约 1600公里，城市防涝水平进一步提升。

本项目为 XX 县 XX 新区排水防涝设施建设，主要建设雨水管、排洪

渠，与现有的管网接驳，将 XX新区划分汇水片区，统一收集雨水排入周

边水系，项目的实施建设正是五网建设在桂林地区深化落实的具体目标，

是响应政策号召，服务群众百姓的利国利民的工程。

3.2.4 项目的建设是 XX 县实施乡村振兴战略的需要

全面推进乡村振兴落地见效，要加快发展乡村产业，加强精神文明

建设，加强农村生态文明建设，深化农村改革，实施乡村建设行动，推

动城乡融合发展见实效，加强和改进乡村治理。要实施乡村建设行动，

就需要继续把公共基础设施建设的重点放在农村，在推进城乡基本公共

服务均等化上持续发力，注重加强普惠性、兜底性、基础性民生建设。

要接续推进农村人居环境整治提升行动，重点抓好改厕和污水、垃圾处

理。要合理确定村庄布局分类，注重保护传统村落和乡村特色风貌，加

强分类指导。

随着 XX新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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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设发展速度的加快，其用地规模在不断扩张，而其排水管网建设

却略显滞后，仅仅依靠现有的排水设施根本满足不了发展需求，并严重

影响区域的环境和持续发展。排水管网尤其是雨水管网建成后，XX 新区

雨水排水设施将有足够能力解决区域内近年由于天气原因造成的内涝情

况，使区域和整个县区经济发展能够正常有序的进行，使居民生活水平

不断提高，环境不断改善，对新区的发展建设具有重要的意义。

综上所述，本项目的建设是必要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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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章  主要技术标准与建设规模

4.1 主要技术标准

4.1.1 技术规范

1、《城镇给水排水技术规范》（GB50788-2012）；

2、《城市排水工程规划规范》（50318-2017）；

3、《室外排水设计规范(2016年版)》（GB50014-2006）；

4、《给水排水管道工程施工及验收规范》（GB50268-2008）；

5、《给水排水工程管道结构设计规范》（GB50332-2002）；

6、《给水排水工程构筑物结构设计规范》（GB50069-2002）；

7、《井盖设施建设技术规范》（DBJ440100/T160-2013）；

8、《混凝土结构设计规范（2015年版）》（GB50010-2010）；

9、《城市工程管线综合规划规范》（GB50289-2016）；

10、《建筑地基处理技术规范》（JGJ79-2012）；

11、《建筑基坑支护技术规程》（JGJ120-2012）；

12、《埋地塑料排水管道工程技术规程》(CJJ143-2010)；

13、《混凝土和钢筋混凝土排水管》（GB/T11836-2009）。

4.1.2 本项目的性质及功能定位

本项目的功能定位是：完善 XX县 XX新区雨水管网基础设施配套，

解决部分地段积水严重的问题，提升该区域雨水的排放能力，改善居民

生活环境，保护桂江水环境及生态平衡。

4.2 建设规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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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项目共埋设雨水管 4250m，改造排洪渠 1000m。其中 DN400雨水管

1218.75m、DN600雨水管 781.25m、DN800雨水管 1875.00m、DN1000雨水

管 312.50m、DN1200雨水管 62.5m、1×1.5m排洪渠 281.25m、1.5×1.5m

排洪渠 718.75m。

主要建设内容包括：路面破除工程，雨水管、排洪渠及附属设施工程，

路面修复工程等内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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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章  项目地址及建设条件

5.1 项目地址

本项目位于 XX县 XX新区。项目范围图 5-1所示。

图 5-1  项目范围图

5.2 建设条件

5.2.1 地形、地貌特征

XX县境内地貌为中低山、丘陵和岩溶一体。东、南及西南山脉环绕，

属南岭之一的都庞岭分支。东部山脉呈南北走向。主峰石榴界为境内最

高点，海拔 1372.1米。山脉下为一南北走向的平原，并由东南向西北倾

斜，形成东南高，西北低的地貌形态。西南部山脉向南蜿蜒。

项目范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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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峰龙河岭，海拔 1149.6米。北部和中部为峰丛，峰林谷地，洼地

和溶蚀平原等岩溶区及丘陵区。莲花山山脉自二塘镇南部的谢家向西南

延伸。莲花山主峰海拔 953.4 米。大扒乡黄龙的滩底村附近的河面为最

底点，海拔 72米。境内地貌按形态可分为丘陵、平原、台地、山地等类

型。

本项目位于 XX县 XX新区，场地平整。

5.2.2 水文条件

XX县河流属珠江流域，西江水系，主要过境河流有漓江、恭城河（又

名茶江），荔浦河。漓江经阳朔由县西北入境，恭城河、荔浦河分别由

恭城、荔浦流来，经县东北、西部入境，三江在县城汇入桂江。漓江、

茶江、荔江、榕津河、东江、西江和同安河等 7 条主要河流共长 275.9

公里（其中过境河流漓江、茶江、荔江共长 123.5 公里，流量 117.1 亿

立方米）。

XX 县主要内河为榕津河，分别由同安河、东江、西江 3 条支流汇合

而成。主流东江河发源于源头镇的金井、木林的中低山区，由南向北流

经阳安、青龙、张家、二塘至沙子汇入恭城河，在沙子地段因受地形地

貌影响折转由北向南流，经福兴、附城于 XX 县镇注入桂江。为 XX 县的

主要水能基地。此外尚有小河 26 条，集雨面积在 50 平方公里以上的小

河有 14条，总长 533.33公里，河网密度 0.28公里/平方公里。

裂隙水主要分布在大扒、源头、青龙、桥亭的交汇地带的砂、页岩

中，其储量为 1.8273亿立方米，孔隙水分布在河谷的冲积层中及其山前

地带的冲积层中（储量不明）。岩溶水是县境内储量较大的地下水，以

井泉、暗河、岩溶湖的方式排泄于地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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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2.3 气候特征

XX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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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处中亚热带季风气候区，冬短夏长，气候温和，日照充足，雨量

充沛，无霜期长达 310 天以上。年均日照时间 1414-2094 小时之间，年

平均气温 19.9℃，年均降雨量 1355-1865毫米之间。

日照时间长，气温高，热量充足，雨量较充沛，干湿明显。春夏多

雨，常造成山洪泛滥；秋冬降水量骤减，则又出现干旱现象。全年无霜

期长，具有短酷热的桂南气候兼冬寒微雪的桂北气候。

境内太阳辐射强，光能资源丰富，全年太阳辐射为 105718卡/㎝²。

7～9月是太阳辐射量最多的季节，其中 7月是全年最高值，达 14015卡/

㎝²。5～10 月总辐射量 68971 卡/㎝²，占全年总量的 65%。1958～1989

年年平均日照 1658.8小时，日照的年际变化大。

XX县 1957～1989年年平均温度 19.9℃，最高年为 20.45℃（出现在

1963年），最低年为 19.05℃（出现在 1984年）；历年月平均最低温度

在 1 月（9.4℃），月平均最高温度在 7 月（28.3℃）。极端最高气温

39.4℃（出现在 1971 年 7 月 22 日），极端最低气温-4.1℃（出现在

1963年 1月 15日）。

因县内地势南部高，森林草地覆盖面大，北部低平，森林覆盖差，

所以温度的分布规律是自南向北逐渐升高，年平均气温，南部的源头一

带为 19.3℃，中部的同安至西部 XX 县镇一带为 19.7～19.9℃，北部的

沙子一带为 20.2℃。

5.2.4 地震

据地震记载资料，项目所在地及邻近地区范围内历史上未发生过破

坏性大地震。小震活动也很稀少，因此，建设项目所在区域地壳稳定性

较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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据查阅《中国地震动峰值加速度区划图》（GB18306-2015），XX 县

地震动峰值加速度为 0.05g，地震动反应谱特征周期为 0.35s，对应地震

基本烈度为Ⅵ度区，属地壳相对稳定区。



XX县 XX新区排水防涝设施建设项目                                                 可行性研究报告

17

5.2.5 建设材料及运输条件 

1、石料、砂、砂砾料

XX县当地石材料丰富，周边有石料场等。

2、建设材料

工程用的砂石、管材等均可从本地采购，运输便利。

工程用水及用电：均可自市政接入。

3、交通条件

项目地点位于 XX 县 XX 新区，当地交通条件良好，项目材料可以通

过周边道路运送到项目现场。

5.2.6 用水用电

项目的施工管理用水用电线均可从市政就近接入，水电供应有保障，

项目区交通通讯也十分方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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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六章  工程方案

6.1 设计原则

城市排水管网布置应遵照如下原则:

1、排水管道干管管径应考虑到远期，避免重复建设；

2、排水管道应以重力流为主，宜顺坡敷设，不设或少设排水泵站。

当排水管遇或局部城区无法采用重力流或重力流不经济时，可采用压力

流；

3、综合选择管材，合理地确定控制点管道埋深，管道坡度及管径，

降低整个管线的造价；

4、排水干管应布置在排水区域内地势较低或便于雨水汇集的街道；

5、充分利用排洪渠、水面等，多点分散排放，所有雨水排入雨水管

渠，而后分散多点就近排入水体，最终排入桂江；

6、排水管道在城市道路下的埋设位置应符合《室外排水设计规范》

（GB50014-2006）（2016版）的规定。

6.2 排水存在的问题

XX 新区内原有自然水系，由于管理不善，许多坑塘水沟堵塞严重，

破坏了其排涝功能，管网配套滞后，在新区新建道路上均已修建有雨水

管，但雨水管网敷设不够完善，支路及街道未铺设雨水管网；有的管渠

口径不适，水力条件差，且年久失修，造成雨季时排水不畅，影响广大

群众日常生活，有碍 XX新区风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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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3 管道敷设方案

6.3.1 雨水管网敷设范围

本工程敷设范围包括 XX县 XX新区。雨水管道走向示意图如下所示：

图 6-1 雨水管道走向示意图

6.3.2 雨水设计

根据雨水管道的极限强度理论，设计降雨历时按设计汇流时间计算，

即集水时间，其包括地面集水时间 t1和管渠内雨水流行时间 t2两部分。

地面集水时间 t1主要取决于水流距离的长短和地面坡度，t2随着管道长

度和管内流行速度的不同而不同。集水时间如果定的过长，将造成上游

地区的地面积水，定的过短则增加不必要的投资。

式中地面集水时间 t1取 10分钟，按下表 6-1选用。

表 6-1 延缓系数

地面条件—地面坡度 m值的采用

＜0.002 可采用 m=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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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 0.002～0.005 之间宜采用 m=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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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005 不宜采用 m（即 m=1）

1.降雨历时：t=t1+t2。

 式中   t1 —地面集水时间（min）， 取 5～15min；

        t2 — 管渠内雨水流行时间（min）；

在城区中采用暗管排水，t1=10min。

t=10+1=11min

2.根据桂林的暴雨强度公式为，设计暴雨重现取 3年：

688.0)704.9(
503.2840




t
q

式中： q——设计暴雨强度公式（ 2/ hmsL  ）

t——设计降雨历时（min）

q=353.14L/(s.hm²)

3.径流量计算

（1）径流量与雨水量的比称为径流系数。影响径流系数的因素很多，

最主要的是流域的地面性质。地面的种植情况对径流有很大的影响。地

面上如有植物或覆有草皮，就能截流很多雨水。土壤的渗水能力也是影

响径流系数的一个因素。目前在雨水管道的设计中，径流系数通常采用

按地面覆盖种类确定的经验数值。各种地面的径流系数值如表 6-2所示。

表 6-2 各种地面的径流系数值

地面种类 径流系数

各种房屋面、混凝土和沥青地面 0.9

大块石铺砌的路面和沥青表面处理的碎石路面 0.6

级配碎石路面 0.45

干砌砖、石和碎石路面 0.40

非铺砌的路面 0.30

绿地 0.15

综合项目为新区用地，综合径流系数取 0.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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流量公式：

FqQ ψ=

式中：

Q——雨水设计流量 (L/s)

 ——综合径流系数 

F——汇水面积 (
2hm )

q——暴雨强度（
2/ hmsL  ）

根据汇水面积、管道埋深、服务范围根据地块的面积、用途及其周

边路网确定雨水设计汇水分区分为 3个区，XX新区西面 Y33汇水面积为

145hm²，雨水量为 7817.95L/S；XX 新区南面 Y34 汇水面积为 31hm²，雨

水量为 2042.93L/S；XX 新区南面 Y35 汇水面积为 26hm²，雨水量为

1844.4L/S。

考虑到场地平缓，雨水出口高程富余量少，设计考虑采用大管径小

坡度进行排放雨水，确定 XX新区南面 1、2设计管径 d400~d1200，XX新

区西面 1设计采用 1×1.5m、1.5×1.5m排洪渠。雨水排入桂江，全部为

顺坡重力流排放。

6.3.3 设计方案

科学合理的进行雨水管线平面布置是雨水管网系统设计的重要环节，

根据业主提供相关数据得知，本次建设路段地面标高范围为 105m～122m，

根据原有路面的实际情况增加雨水管，本项目雨水管线埋设在项目涉及

范围内的主要街道，利用自然地形，使整个区域内的地面径流能在最短

时间内，沿最短距离流到街道，并沿街道边沟排入最近的现有 XX 新区

排洪河流（规划为 4m×2m 排洪渠），经汇集后就近排入桂江。为便于

检查，本项目雨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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管道在管道拐弯处、变径处、交汇处及直线管道每隔 40米设置一座

检查井。

本项目共埋设雨水管 4250m，改造排洪渠 1000m。其中 DN400雨水管

1218.75m、DN600雨水管 781.25m、DN800雨水管 1875.00m、DN1000雨水

管 312.50m、DN1200雨水管 62.5m、1×1.5m排洪渠 281.25m、1.5×1.5m

排洪渠 718.75m。

6.3.4 排水方式

本项目管道全线采用重力流方式。

6.4 管材选择

目前，常用的排水管材有以下几种：

1、钢筋混凝土管（PCP)这种管道，制作方便，工艺成熟，造价低，

在排水管道中应用很广。但缺点是抗渗性能差、管节短、接口多、重量

大和搬运不便等。钢筋混凝土管口径一般在 300mm以上，长度在 1m～3m。

其接口形式有承插式、企口式和平口式。企口式钢筋混凝土排水管是经

悬辊工艺生产制造成型，并采用“q”型或“楔”型橡胶密封圈密封的柔

性接口管材，具有管壁厚，混凝土强度高，抗压荷载大等优点。应用于

市政重力流工程是比较经济合适的。

2、钢管有较好的机械强度，耐高压，耐振动，重量较轻，单管长度

大，接口方便，有较强的适应性，但耐腐蚀性差，防腐造价高。钢管一

般多用于大口径（1.2m 以上）、高压处、因地质、地形条件限制、穿越

铁路、河谷和地震区。一般在污水管道中钢管宜少用，以延长整个管网

系统的耐久性。

3、排水铸铁管排水铸铁管具有强度高、抗渗性好、内壁光滑、抗压、

抗震性强，且管节长，接头少。但价格昂贵，耐酸碱腐蚀性差。



XX县 XX新区排水防涝设施建设项目                                                 可行性研究报告

23

玻璃钢夹砂管（FRP）玻璃钢夹砂管重量轻，管节长，运输安装方便、

内阻小、耐腐蚀性强，抗渗好，使用寿命可达 50年以上。但价格略高。

国外已广泛使用，给水压力管大多采用直径 1000mm以下管道。无压管已

有采用直径大于 3600mm的例子，它是一种很有发展前途的管材。

4、高密度聚乙烯管（HDPE）HDPE管内壁光滑、耐腐蚀性强、柔韧性

好、管节长、重量轻，运输、施工方便，寿命可达 50年以上，采用热熔

粘接性等多种接口，对管道基础要求低。

5、双壁波纹管（UPVC）UPVC管内壁光滑、耐腐蚀性强、柔韧性好、

重量轻，运输方便，施工便捷。采用橡胶圈承插柔性接口，对管道基础

要求低，但抗外压冲击性能较差。

6、陶土管陶土管由塑性粘土焙烧而成，带釉的陶土管内外壁光滑，

水流阻力小，不透水性好，耐磨损，抗腐蚀。但质脆易碎，抗弯抗拉强

度低，不宜敷在松土中或埋深较大的地方。另外管节短，施工不便。陶

土管直径不大于 600mm，其管长为 0.8m～1.0m。由于陶土管抗酸碱腐蚀，

在各种塑料管问世以前，世界各国广泛采用于排除酸碱废水。接口有承

插式和平口式。

7、大型排水管渠排水管道的预制管管径一般小于 2m。当排水需要更

大的口径时，可建造大型排水渠道，常用建材有砖、石、混凝土块或现

浇钢筋混凝土构件等，一般多采用矩形、拱形等断面，主要在现场浇制、

铺砌和安装。

8、管材采用

从以上分析可以得出，HDPE 和 FRP 管在技术性能上具有较大优势，

UPVC 管适中；经济上，各种管径的 FRP 和 UPVC 管价格相当，HDPE 管材

价格最高。在 HDPE、UPVC 和 FRP 三种管材中，HDPE 管工程综合价格比

UPVC、FRP管约高 8-15%，绝对价格相差不大。从全球战略角度出发，X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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城区以世界先进水平为标准建设，有着高标准，高起点的特点，因

此应站在长远发展的高度，结合实际出发，尽量推荐使用较为先进的管

材和技术。另外，部分区域土壤含盐量较高，对污水管道具有腐蚀性，

缩减管道使用寿命，增加污水系统成本，应使用耐腐蚀性较高的管材，

如 HDPE、玻璃钢夹砂管等将是较好的选择。本方案雨水管径按钢筋混凝

土管进行水力计算，推荐管径大于等于 DN800 使用钢筋混凝土管，管径

＜800时采用的 HDPE。管径 2200以上时采用现场浇注的大型混凝土渠。

6.5 管道接口形式及管道基础

1、接口形式选择

管道接口应根据管道材质和地质条件确定，根据《室外排水设计规范》

(2016年版)，钢筋混凝土管和 HDPE管道宜选用承插式橡胶圈接口。

2、地基处理

基底承载力达 100KPa 以上采用天然基础，坑底用石屑或中砂做 30cm 

找平层，管坑两侧回填至管顶以上 20cm，管顶以上回填级配碎石后回填

原土，密实度应达到 95%以上。过路管段石屑回填至道路结构层，回填质

量应满足道路设计要求。管沟槽底不得超挖，遇到松软地基应会同设计

及监理部门确定处理措施。其它技术指标按《建筑地基处理技术规程》

执行。

3、管道加固及管道基础

在不满足埋深要求的管道必须作外包混凝土等措施加固处理，质量应

符合《给水排水管道工程施工及验收规范》（GB50268-2008）的要求。

钢筋砼管采用砂石基础，钢筋砼管道埋深≤5.0m，采用 120°砂石基

础；钢筋砼管道埋深＞5.0m，采用 180°砂石基础。

管道基础可根据不同地质条件采用以下三种方式处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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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基槽为回填土：人工夯实后以 20cm砂垫层作管道基础；

以上内容仅为本文档的试下载部分，为可阅读页数的一半内容。如

要下载或阅读全文，请访问：

https://d.book118.com/028124074043006116

https://d.book118.com/028124074043006116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