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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单相流负压污水收集系统技术规程》编制说明

1 任务来源

本任务来源于中华环保联合会。为适应国家经济社会发展和环境保护工作的需要，进一

步完善国家环境保护标准体系，中华环保联合会于 2021 年 12 月发布了关于《村镇浸没式

膜供水成套设备应用技术规程》等三项团体标准（中环联字〔2021〕 216 号）立项的公告，

《单相流负压污水收集系统技术规程》是三项团体标准之一。

2 标准制定必要性、编制依据 、编制原则

为推进单相流负压排水技术规范化，确保单相流负压排水系统工程质量，指导工程设计、

安装施工、调试验收和维护管理，由中华环保联合会组织《单相流负压污水收集系统技术规

程》团体标准编制工作，该项标准的主编工作由上海在田环境等单位负责，北控水务集团、

福建省环境保护设计院、广西城乡规划设计院、广州市市政工程设计研究总院、航天凯天环

保、江西省水投、上海市机电设计研究院、同济大学建筑设计研究院、中建生态环境集团等

10多家机构、单位参与该项团体标准制定工作。

3 主要工作过程

3.1 成立标准制定编制组

2021年 12月项目任务书下达后，项目主编单位成立了标准制订编制组。编制组初步拟

定了标准制订的工作目标、工作内容，讨论了在标准过程中可能遇到的问题，根据标准编制

任务，制定了详细的标准编制计划与任务分工。分析了现有标准规范的实施情况和实际应用

中存在的问题，确定了标准的原则和技术路线。

3.2 查询国内外相关标准和文献资料、编制大纲及草案

标准编制组根据《标准化工作导则 第 1 部分:标准化文件的结构和起草规则》（GB/T

1.1-2020）、《国家环境保护标准制修订工作管理办法》（国环规科技 〔2017〕1 号）、《环境

保护标准编制出版技术指南》（HJ 565-2010）等相关规定，查询和收集了国内外相关标准和

文献资料。编制组收集了国内外负压排水系统的研究成果，在全面考察国内负压排水系统建

设项目的运行现状、总结编制单位承担的相关项目相关工作成果的基础上，10月完成了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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准草案的编写。

3.3 草案稿预审会

中华环保联合会分别于 2022年 03月 6 日、2022年 10月 25日组织召开《单相流负压

污水收集系统技术规程》（草案稿）评审会，标准编制单位对文件内容进行了汇报说明，专

家组逐条进行了讨论与质询。标准编制单位和参编单位在会后对草案稿做了具体修订，形成

“征求意见稿”。

4 标准编制必要性、原则性和技术路线及主要内容

4.1 标准编制的必要性

4.1.1 村镇排水管网应用领域

《农业农村污染治理攻坚战五年行动方案（2021—2025年）》指出：在生态环境敏感、

居住较为集中、环境要求较高地区，宜采用污水管网收集的区域集中式污水治理模式。村镇

排水管网建设运维通常面临投资费用不足、房屋分散导致管线长度长、障碍物多导致拆迁工

作量大、地下水位高导致降水费用高、地下水内渗造成收集污水浓度低、后期管网易堵塞等

难点。

单相流负压排水系统因浅埋深、少开挖、细管径、少扰民、无坡度要求、可避让障碍物

等技术优势，较传统重力排水技术可节省 20%~40%的管网投资费用、10%~30%的管网运维

费用。单相流负压排水系统用于以下四种重力排水系统施工难度较大地区，特征优势明显：

——地下水位较高东南沿海地区；

——湿陷性黄土、粘性土等松软易下陷土质地区；

——重力排水管网投建成本过高的“房屋临河”地区；

——对排水管网密封性有严格要求的水源地保护区或环境敏感地区；

4.1.2 城镇雨污分流改造应用领域

《“十四五”城镇污水处理及资源化利用发展规划》提出：分流制排水系统应周期性开

展错接、混接、漏接等管网问题的检查和改造，推进管网病害诊断与修复，强化污水收集管

网外来水入渗入流、倒灌排查治理，稳步推进城镇排水系统雨污分流改造。

单相流负压排水系统作为一种管网浅埋深技术特别适用于城镇雨污分流改造项目，浅沟

槽、小开挖面、细管径、管道可避让障碍物、气密性好、无检查井等特点使得单相流负压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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水系统具备快速施工、少扰民、少拆迁量、环境友好等优点，经济效益、环境效益、社会效

益显著。单相流负压排水系统用于以下四种重力排水系统施工难度较大地区，特征优势明显：

——地下水位较高的东南沿海地区；

——地下管线复杂或管道沟槽开挖面受地区；

——“地基较差、管道沟槽开挖深度受限”的古镇；

——对下水道溢出臭气敏感地区；

——需要对多路污废水进行分质分流的工业企业或工业园区；

4.1.3 工业园区废水分质分流应用领域

《工业园区物质流分析技术导则》（GB/T38903-2020）规定了工业园区及其规模以上企

业应建立建全物质流分析账户，对工业园区内污水的等分类收集排放实施相关监控和记录。

上海市生态环境局《产业园区第三方环保服务规范》（试行）：产业园区管理机构应坚持“雨

污分流、清污分流、中水回用”原则，园区内所有污废水妥善收集、并落实有效防渗措施，

鼓励化工等特殊工业污水分类收集、分质处理。

单相流负压排水系统用于工业园区废水分质分流项目可实现污水分类收集、分类处理、

有用物料单独回收等有益效果，有利于发展循环经济、废水资源化利用。

4.2 标准制定的基本原则和技术路线

4.2.1 科学性原则

本标准的编制遵循科学性原则，对供水管网数字化相关生产企业、咨询公司和产业市场

做了充分的调研，在分析产业、行业需求和结构特点的情况下，在充分征询行业意见的基础

上完成标准制订。

4.2.2 可操作性、先进性原则

本标准编制在充分调研和广泛征求意见的基础上，符合现场生产的客观实际和管理需求，

具有可操作性，可保证有效贯彻实施。

4.2.3 标准制订的技术路线（图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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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 技术路线图

4.3 标准主要编制内容和关键条款说明

1. 范围

本文件规定了单相流负压污水收集系统的适用范围。本文件适用于城镇和农村居住区的

生活污水、工业废水排水系统工程设计、安装施工、调试验收和运行维护，老旧城区雨污分

流项目、工业园区污水分质分流等流体分类收集项目也可参照本规程执行。

说明：单相流负压排水收集系统在老旧城区雨污分流改造项目中的实施方式为：新建一

套单相流负压污水收集系统用于收集污水，原合流管网用于单独排放雨水。单相流负压排水

收集系统在工业园区污水分质分流等流体分类收集项目中的实施方式为：污废水分质分流，

负压管道采用管沟敷设、浅埋敷设或高空敷设。

2. 条款 5.1.2 建议单相流负压排水系统宜设置远程控制系统，且远程控制系统应包含远程

启停、故障报警/自检、流量累计等功能。

说明：据实际工程运维经验，单相流负压排水系统的运维管理可借助远程控制系统大幅

降低运维工作量。

3. 条款 5.2.2 规定了负压收集井接收多路污水时，应在每路进水管上分别设置格栅井。

说明：污水经格栅井过滤能有效避免食物残渣等漂浮物进入负压管网，可大幅减少单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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流负压污水收集系统的故障率。

4. 条款 5.3.1 不建议在道路或农田下使用负压收集井。如无法规避时，应采取加固或保护

措施。

说明：必须在道路下使用负压收集井时，可采取加固措施，做法参照《建筑小区塑料排

水检查井》GJBT-1043“防护井盖选用安装”。必须在农田中使用负压收集井时，应采取防护

措施，防止耕种作业损坏负压收集井。

5. 条款 5.6.1 规定了中继井和负压站之间应设置一根 De63 空气管道。

说明：空气管道将中继井和负压站联通形成连通器，使中继井具备和负压站等同的负压

抽吸力，进而达到拓展负压站服务半径的目的。

6. 条款 5.7.1 规定采用单相流负压污水收集系统收集污水时，严禁雨水接入负压管网。

说明：雨污接入单相流负压排水系统，会造成系统在暴雨天气收水量大幅增加，影响系

统正常运行。

7. 条款 6.2.2 第一款规定化工塑料管现场堆放时应考虑高温、紫外线对管材的影响，当无

法避免时，应采取有效的防护措施。

说明：化工塑料管在阳光下长时间暴露时，紫外线会导致塑料管光老化，高温会导致塑

料管热老化，造成化工塑料管性能下降，因此塑料管现场堆放时应考虑高温、紫外线对管材

的影响，当无法避免时，应采取有效的防护措施。

8. 条款 6.2.2 第二款规定禁止施工方对未作试压或试压未合格的管段进行回填土作业。

说明：为确保负压管网气密性，负压管网应采取分段施工、分段试压、分段回填土的方

式进行作业，禁止施工方对未作试压或试压未合格的管段进行回填土作业。

9. 条款 6.4.4 规定负压站采用一体化地埋设备时，底板应与钢筋混凝土基础预埋钢板焊接

牢固。

说明：底板应与钢筋混凝土基础预埋钢板焊接牢固，可有效防止雨季地下水位过高造成

地埋设备上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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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 条款 7.1.2 规定负压管网与负压站连接后，应开启负压站真空泵直至负压站压力达到

-0.08MPa，并维持此负压不少于 30min，且在此后 2h 内的压力变化不得超过 5%。

说明：波动值在 5%以内属正常波动，造成该波动的主要原因是溶解在水中的空气减压

释放所至。

5 标准涉及的相关知识产权说明

本标准的某些内容可能直接或者间接涉及专利及软件著作权，本规程的发布机构不承担

识别这些专利及软件著作权的责任。

6 国内外相关标准及相关项目情况

本标准依据我国现行有关法律、法规，技术内容与现行技术标准相协调。现行标准《室

外排水设计标准》GB50014只有1条负压排水相关内容，本标准对其关键点进行补充完善。

7 重大意见分歧的处理经过和依据

无。

8 其他应予说明的事项

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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