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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 言

本规程的内容原属于《给水排水工程结构设计规范》GBJ 69—84 中的第七章。

为了逐步与国际接轨，并便于工程应用和今后修订，现按照中国工程建设标准化协

会（94）建标协字第11 号《关于下达推荐性标准编制计划的函》的要求进行修订，

并独立成本。

本规程系根据国家标准《建筑结构可靠度设计统一标准》GB 50068 和《工程结

构可靠度设计统一标准》GB 50153 规定的原则，采用以概率理论为基础的极限状态

设计方法编制，并与有关的结构专业设计规范协调一致。

本规程在修订过程中，总结了近十多年来原《给水排水工程结构设计规范》GBJ

69—84 的工程实践经验，吸取了国外相关标准的内容，并经中国工程标准化协会管

道结构委员会多次讨论，使内容有了充实和完善。

根据国家计委标[ 1986] 1649 号文《关于请中国工程建设标准化委员会负责组织

推荐性工程建设标准试点工作的通知》的要求，现批准协会标准《给水排水工程埋

地铸管管道结构设计规程》，编号为CECS 142: 2002，推荐给工程建设设计、施工、

使用单位采用

本规程第3. 1. 1、3. 1. 2、3. 1. 3、3. 2. 1、3. 2. 2、3. 2. 3、5. 2. 2、5. 2. 6、5. 2. 7、

5. 3. 3、8. 0. 3、8. 0. 6、8. 0. 7 条建议列入《工程建设标准强制性条文》。

本规程由中国工程建设标准化协会管道结构委员会CECS/ TC1 7（北京西城区月坛

南街乙二号 北京市市政工程设计研究总院，邮编：100045）归口管理，并负责解

释。在使用中如发现需要修改或补充之处，请将意见和资料径寄解释单位。

主 编 单 位 ： 北京市市政工程设计研究总院

主要起草人：刘雨生 沈世杰 潘家多 钟启承

中国工程建设标准化协会

2002 年 12 月 25 日

第 3 页



 

目 录

1

2

3

总 则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主要符号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料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5

6

9材

3

3

. 1 材质标准.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9

. 2 计算指标.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9

4

5

6

铸铁管管道结构上的作用.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10

4

4

4

. 1 作用分类和作用代表值.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10

. 2 永久作用标准值.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10

. 3 可变作用标准值、准永久值系数.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12

基本设计规定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14

5

5

5

. 1 一般规定.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14

. 2 承载能力极限状态计算规定.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14

. 3 正常使用极限状态验算规定.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16

承载能力极限状态计算.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18

6

6

6

. 1 灰口铸铁管管道的强度计算.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18

. 2 球墨铸铁管管道和铸态球墨铸铁管管道的强度计算. . . . . . . . . . . . . . . 19

. 3 铸铁管管道的稳定验算.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20

7

8

球墨铸铁管管道和铸态球墨铸铁管管道变形验算 . . . . . . . . . . . . . . . . . . . . . 22

构造规定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23

附录A 圆形刚性管道在各种荷载作用下的弯矩系数. . . . . . . . . . . . . . . . . . . . . 24

附录B 圆形柔性管道在各种荷载作用下的最大弯矩系数和竖向变形系数. . . 25

附录C 管侧土的综合变形模量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26

本规程用词说明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28

第 4 页



 

1 总 则

1. 0. 1 为了在给水排水工程埋地铸铁管管道结构设计中贯彻执行国家的技术经济

政策，做到技术先进、经济合理、安全适用、确保质量，制订本规程。

. 0. 2 本规程适用于城镇公用设施和工业企业中一般给水排水工程埋地灰口铸铁1

管管道、球墨铸铁管管道和铸态球墨铸铁管管道的结构设计，其埋设条件为素土平

基或人工土弧基础。本规程不适用于工业企业中具有特殊要求的埋地铸铁管管道结

构设计。

1. 0. 3 本规程是根据现行国家标准《给水排水工程构筑物结构设计规范》GB 50332

规定的原则编制的。

. 0. 4 对于建设在地震区、湿陷性黄土或膨胀土等特殊条件地区的给水排水工程埋

地铸铁管管道结构，其设计尚应符合国家现行有关标准的规定。

. 0. 5 铸铁管管道施工时，尚应遵守现行国家标准《给水排水管道工程施工及验收

规范》GB 50268 的规定。

1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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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主要符号

2. 0. 1 管道上的作用和作用效应

Eak ——主动土压力合力标准值；

Epk ——被动土压力合力标准值；

Fep⋅k ——侧向主动土压力标准值；

F fw⋅k ——浮托力标准值；

FSV⋅K ——管道单位长度上管顶竖向土压力标准值；

Fwd⋅k ——管道的设计内水压力标准值；

Fwk ——管道的工作压力标准值；

Glk ——铸铁管管道结构自重标准值；

Gwk ——管道内水重标准值；

Qvk ——地面车辆轮压产生的管顶处单位面积上竖向压力标准值；

qmk ——地面堆积荷载产生的竖向压力标准值；

ωmax ——管道的最大竖向变形。

2. 0. 2 材料性能

E p ——铸铁管管材弹性模量；

Ee ——管侧回填土的变形模量；

En ——基槽两侧原状土的变形模量；

Ed ——管侧土的综合变形模量；

fmc ——灰口铸铁管管道弯曲抗拉强度设计值；

f tc ——灰口铸铁管管道抗拉强度设计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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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 td ——球墨铸铁管管道、铸态球墨铸铁管管道抗拉强度设计值。

. 0. 3 几何参数2

a ——单个车轮着地分布长度；

b ——单个车轮着地分布宽度；

b0 ——计算宽度；

D1 ——管外壁直径；

D0 ——管的计算直径；

H s ——管顶至设计地面的覆土高度；

r0 ——管的计算半径；

r1 ——管的外壁半径；

t0 ——管壁计算厚度；

t ——管壁设计厚度。

. 0. 4 计算系数2

CGl ——铸铁管管道结构的自重效应系数；

CG⋅sv ——竖向土压力效应系数；

CG⋅ep ——侧向土压力效应系数；

CGw ——管道内水重效应系数；

CQ⋅wd ——设计内水压力效应系数；

CQv ——地面车辆荷载效应系数；

CQm ——地面堆积荷载效应系数；

DL ——变形滞后效应系数；

k 、 k 、 k 、 k ——分别为铸铁管管道结构自重、竖向土压力、侧向土压qm vm hm wm

力、管内水重作用下铸铁管管壁截面的最大弯矩系数；

kb ——竖向土压力作用下柔性管的竖向变形系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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K s ——抗滑稳定性抗力系数；

K f ——抗浮稳定性抗力系数；

γ Gl ——管道结构自重的分项系数；

γ 、 γ G⋅ep ——竖向土压力、测向土压力的分项系数；G⋅sv

γ Gw ——管内水重的分项系数；

γ Q ——设计内水压力、地面车辆荷载、堆积荷载的分项系数；

γ s ——回填土重度；

ψ c ——可变作用组合系数；

ψ q ——可变作用准永久值系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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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材 料

3. 1 材质标准

3. 1. 1 灰口铸铁管的质量应分别符合现行国家标准《连续铸铁管》GB 3422、《柔性

机械接口灰口铸铁管》GB 6483 的要求。

. 1. 2 球墨铸铁管的质量应符合现行国家标准《离心铸造球墨铸铁管》GB 13295 的

要求。

. 1. 3 铸态球墨铸铁管的质量除应符合国家标准《离心铸造球墨铸铁管》GB 13295

的要求外. 其中延伸率指标应根据生产厂提供的数据采用。

3

3

3. 2 计算指标

3. 2. 1 灰口铸铁管管材的强度设计值应按表 3. 2. 1 采用。

表 3. 2. 1 灰口铸铁管管材的强度设计值( N/ mm )2

直径（mm）
强度类别 符号

≤300 350～700 ≥800

抗弯

抗拉

fmc

ftc

185 155 135

78

3. 2. 2 球墨铸铁管管材的抗拉强度设计值 ftd 应采用 230N/ mm2 。

3

3

. 2. 3 铸态球墨铸铁管管材的抗拉强度设计值 ftd 应采用 210N/ mm2。

. 2. 4 铸铁管管材的物理性能指标，可按表3. 2. 4 采用。

表 3. 2. 4 铸铁管管材的物理性能指标

弹性模量
E ( N/ mm)2

重度γ i ( KN/ m
)

3
管材种类 p

灰口铸铁管 ( 0. 2～0. 4) ×105

1. 6×105

72

球墨铸铁管及铸态球墨铸铁管 70. 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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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铸铁管管道结构上的作用

4. 1 作用分类和作用代表值

4. 1. 1 铸铁管管道结构上的作用，可分为永久作用和可变作用两类：

永久作用应包括管道结构自重、竖向土压力、侧向土压力、管道内水重和地

基的不均匀沉降。

1

2 可变作用应包括管道内的设计内水压力、地面堆积荷载、地面车辆荷载和地

下水浮力。

4. 1. 2 铸铁管管道结构设计时，对不同性质的作用应采用不同的代表值。作用标准

值为作用的基本代表值。

对永久作用，应采用标准值作为代表值。对可变作用，应根据设计要求采用标

准值、组合值或准永久值作为代表值。作用的组合值或准永久值，应为作用的标准

值乘以作用的组合系数或准永久值系数。

4. 1. 3 当铸铁管管道结构承受两种或两种以上可变作用，且按承载能力极限状态的

作用效应基本组合进行设计时，可变作用应采用组合值作为代表值。

. 1. 4 当按正常使用极限状态的作用效应准永久组合进行设计时，可变作用应采用

准永久值作为代表值。

4

4. 2 永久作用标准值

4. 2. 1 铸铁管管道的管顶竖向土压力标准值，应根据管道的刚度和敷设条件分别计

算确定。

. 2. 2 对埋地灰口铸铁管管道，管顶竖向土压力标准值可按下列规定计算：

当设计地面高于原状地面，管道为填埋式时，管顶竖向土压力标准值应按下

式计算：

4

1

Fsv⋅k = C γ H D （4. 2. 2- 1）c s s 1

式中 Fsv⋅k ——管道单位长度上管顶竖向土压力标准值（k N/ 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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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c ——填埋式土压力系数，取1. 4；

γ s ——回填土重度（kN/ m3）；

H s ——管顶至设计地面的覆土高度（m）；

D1 ——管外壁直径（m）。

2 对开槽敷设的管道，管顶竖向土压力标准值应按下式计算：

Fsv⋅k = C γ H D （4. 2. 2- 2）d s s 1

式中 Cd ——开槽埋设管道上压力系数，取1. 2；

4. 2. 3 对埋地的球垦铸铁管管道和铸态球墨铸铁管管道，管顶竖向土压力标准值应

按下式计算：

Fsv⋅k = γ H D （4. 2. 3）s s 1

4. 2. 4 侧向土压力沿灰口铸铁管管道可视为均匀分布，其标准值可按管中心处计

算。

4. 2. 5 对埋地的灰口铸铁管管道，其侧向主动土压力标准值应按下式计算：

1Fep⋅k = γ s zL （4. 2. 5）
3

式中 Fep⋅k ——管侧主动土压力标准值（kN/ m2）；

zL ——自设计地面至管道中心处的深度（m）。

4. 2. 6 铸铁管管道内水重标准值可按下式计算：

Gwk = 0.785γ (D − 0.002t)2 （4. 2. 6）w 1

式中 Gwk ——铸铁管管道内水重标准值（kN/ m）；

D1 ——铸铁管管道外径（m）；

t ——管壁设计厚度（mm）；

γ w ——铸铁管管道内水的重度，可按10kN/ m3 计算。

4. 2. 7 铸铁管管道结构自重标准值应按下式计算：

Glk = 0.001γ πD t （4. 2. 7）i 0

式中 Glk ——铸铁管管道结构自重标准值（kN/ 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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γ i ——铸铁管管道结构的重度，按表3. 2. 4 的规定采用；

D0 ——铸铁管的计算直径，按管壁中心计算（m）。

4

5

. 2. 8 地基不均匀沉降的标准值，应按现行国家标准《建筑地基基础设计规范》GB

0007 的规定计算确定。

4. 3 可变作用标准值、准永久值系数

4. 3. 1 铸铁管管道设计内水压力的标准值Fwd⋅k ， 应按下列规定计算：

1

2

当 Fwk ≤0. 5Mpa 时，Fwd⋅k =2 Fwk （4. 3. 1- 1）

（4. 3. 1- 2 ）当 Fwk ≤0. 5Mpa 时，Fwd⋅k = Fwk +0. 5

式中 Fwk ——铸铁管管道的工作压力标准值MPa。

4. 3. 2 地面堆积荷载产生的标准值可按10kN/ m2 计算，其准永久值系数可取ψ q ＝

0

4

. 5。

. 3. 3 地面车辆轮压产生的管顶处竖向压力标准值及其准永久值系数，可按下列规

定确定：

1 单个轮压产生的管顶处竖向压力标准值，可按下式计算（图4. 3. 3- 1）：

µ
d
Q

vkqvk = ( 4. 3. 3- 1)
(a +1.4z)(b +1.4z)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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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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55

130030223011202

式中 qvk ——地面车辆轮压产生的管顶处单位面积上竖向压力标准值( KN/ m2) ；

Qvk ——车辆的单个轮压压力标准值（KN）；

µd ——动力系数，按表4. 3. 3 采用；

a ——单个车轮着地分布长度（m）；

b ——单个车轮着地分布宽度（m）；

z ——车行地面至管顶的距离（m）。

表 4. 3. 3 动力系数µd

地面至管顶的距离( m) ≤0. 25

. 3

0. 3 0. 4

1. 2

0. 5 0. 6 ≥0. 7

µd 1 1. 25 1. 15 1. 05 1. 0

2 两个以上轮压产生的管顶竖向压力标准值，可按下式计算( 图 4. 3. 3- 2) ：
nµ

d
Q

vkqvk = （4. 3. 3- 2）n−1

∑(a +1.4z)(nb + di +1.4z)
i=1

式中 n ——车轮总数量；

di ——地面相邻两个轮压间的净距（m）。

3 地面车辆运行荷载的准永久值系数，应取ψ q = 0.5

4. 3. 4 埋地铸铁管管道浮托力标准值应按最高地下水位计算，地下水的重度标准值

可取10KN/ m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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