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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 言 

本文件按照GB/T 1.1—2020《标准化工作导则  第 1 部分：标准化文件的结构和起草规则》和GB/T 

1.2 - -2015《标准化工作导则 第 2 部分：以ISO/IEC标准化文件为基础的标准化文件起草规则》的规定

起草。 

本文件代替T/CFA 02010202.03—2018《球墨铸铁给水排水管道工程施工及验收规范 技术条件》，

除编辑性修改外主要技术变化如下： 

—— 标准名称修改为《球墨铸铁给水排水管道工程施工及验收规范 技术规程》； 

—— 增加了 DN 2800 和 DN 3000 规格球墨铸铁管的相关要求，与 GB/T 13295—2019 保持一致； 

—— 将第 6、7、8、9 章合并为一章，开挖管道施工； 

—— 修改了规范性引用文件，增加了与标准内容相关的引用文件； 

—— 增加了插口线术语和定义； 

—— 增加了入场检验的要求； 

—— 将承口和插口清理内容合并到一节； 

—— 修改了密封圈位置的检测方法； 

—— 修改了球墨铸铁管使用的手动葫芦数量和吨位； 

—— 删除了滑入式柔性接口和自锚接口的最大允许转角； 

—— 补充了涂层修补的内容； 

—— 修改了明装球墨铸铁管的安装形式； 

—— 增加了图 15 支撑配置示意图； 

—— 增加了丘陵地区球墨铸铁管的安装； 

—— 增加了跨越铁路和公路的安装； 

—— 修改了水压试验的分段长度； 

—— 修改了允许渗水量的计算公式； 

—— 增加了闭气试验要求和附录 C 闭气法试验方法 

本文件由中国铸造协会标准工作委员会、铸管及管件分会提出。 

本文件由中国铸造协会归口。 

本文件负责起草单位：新兴铸管股份有限公司、际华橡胶工业有限公司、山西华茂智能新材料

有限公司、安钢集团永通球墨铸铁管有限责任公司、圣戈班管道系统有限公司、国铭铸管股份有限

公司、沧州兴源铸业有限公司\天津市际华橡胶制品有限公司、山西大通铸业有限公司、中国城镇给

水排水协会设备工作委员会、西安市政设计研究院有限公司水务分院、安徽同发设备股份有限公司、

唐山鑫业科技有限公司、湖北翊通铸业有限公司。 

本文件主要起草人：陈建波、时文博、刘延学、王  嵩、李华成、陈  勇、贾红光、张洪亮、苏柏

林、何齐书、董建忠、车  蕾、孙  恕、何  根、时文博、刘延学、申  勇、张玉湖、史兴其、史

振元、渠向江、余  强、黄新高、王海玲、蔡  敏、胡德安、张军峰、宋书燕、秦康盛、张晓亮、

贾卫华、焦祥静、杨德军、李艳君、傅红叶。 
 

本文件的历次版本发布情况为： 

——2013 年 1 月 28 日为首次发布。 

——2018 年 5 月 10 日第 1 次复审评议结果发布，结论为继续有效。 

本次修订为第 1 次修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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球墨铸铁给水排水管道工程施工及验收技术规程 

1 范围 

本文件规定了给水排水管道工程中球墨铸铁管（简称管）、管件和附件的术语和定义，基本规定，入

场、吊装、运输及储存，开挖管道施工、非开挖管道施工，特殊条件下球墨铸铁管的施工，管道功能性

试验和工程验收。 

本文件适用于采用球墨铸铁管的给水排水管道工程的新建、扩建和改建的工程施工及验收。 

2 规范性引用文件 

下列文件中的内容通过文中的规范性引用而构成本文件必不可少的条款。其中，注日期的引用文件，

仅该日期对应的版本适用于本文件；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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 13295  水及燃气用球墨铸铁管、管件和附件（GB/T 13295-2019，ISO 2531:2009，MO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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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 20739  橡胶制品 贮存指南（GB/T 20739-2006，ISO 2230:2002，IDT） 

GB/T 26081  排水工程用球墨铸铁管、管件和附件（GB/T 26081-2022，ISO 7186: 2011，MOD） 

GB 50268  给水排水管道工程施工及验收规范 

YB/T 4564  非开挖铺设用球墨铸铁管（YB/T 4564-2016，ISO 13470:2012，MOD） 

T/CFA 02010202.4  非开挖管道施工用球墨铸铁顶管 

3 术语和定义 

GB/T 13295、GB/T 26081 和GB 50268 界定的以及下列术语和定义适用于本文件。 

 

防护桩  pile 

竖直立于车厢内，防止管与车之间相互摩擦或碰撞的桩子。 

 

原状地基  natural foundation 

原始状态下即可满足承担基础全部荷载要求，不需要人工处理的地基。 

 

内自锚接口  inner self-anchored joint 

止脱部件置于承口内部的自锚接口。 

 

插口线  insertion marks 

喷印在球墨铸铁管及管件插口端外表面，控制插口插入深度的标记环。 

4 基本规定 

球墨铸铁给水排水管道工程中管、管件和附件除应符合本文件外，尚应符合国家现行相关标准的

规定。 

管、管件和附件应有产品质量证明文件。 

管、管件和附件的防腐涂层应由制造商按照设计文件的规定，在工厂内完成，因现场施工等引起

的局部损坏时，应按照制造商手册要求进行现场修补。 

球墨铸铁管道设计采用特殊措施时，其施工及验收应符合设计文件的规定。 

与饮用水接触的材料应满足 GB/T 17219 或相关标准的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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施工前，施工单位应充分理解设计文件，结合当地相关规定要求进行调查研究，掌握管道沿线的

下列情况和资料，编制施工组织设计报相关单位审批后执行，有变更时应办理变更审批： 

—— 现场地形、地貌、建（构）筑物、各种管线和其他设施的情况； 

—— 工程地质、水文地质、工程用地及施工用水、排水条件、供电条件等； 

—— 工程材料、施工机械供应条件； 

—— 在地表水体中或岸边施工时，应掌握地表水的水文和航运资料；在寒冷地区施工时，应掌握地表

水的冻结和流冰的资料； 

—— 在土壤有强腐蚀性时，应预先评估土壤的腐蚀性； 

—— 结合工程特点和现场条件的其他情况和资料。 

管道工程施工前，宜对施工人员进行管、管件、附件及设备的施工技术培训。 

5 入场、吊装、运输及储存 

入场 

5.1.1 管、管件及附件等产品运至现场后应进行入场检验，检验应包括下列内容： 

—— 制造商提供的产品质量证明文件； 

—— 核对管、管件及附件的外观、规格尺寸、管材壁厚、防腐涂层等与产品标准和设计文件的一 

致性。椭圆现象的判定和处理宜参照附录 A 执行。 

5.1.2 外观质量检查符合下列规定： 

—— 管和管件金属外表面不应有裂纹，不应有妨碍使用的缺陷； 

—— 采用承插接口的球墨铸铁管，承口的内工作面和插口的外工作面应光滑、轮廓清晰，不应有

影响接口密封性的缺陷。 

5.1.3 需要修补的管、管件和附件应进行标记并分开存放。 

吊装 

5.2.1 吊装工具 

5.2.1.1 管、管件和附件应采用专用工具起吊，起吊时应使用有软性材料外包的专用吊钩（见图 1）、

吊装带及有软性材料保护的钢丝绳，确保内衬和外涂层不受破坏。 

5.2.1.2 施工安装时，球墨铸铁管宜采用吊装带起吊，起吊时应确保管平稳，防止管转动和倾斜造成安

全事故。 

 

图1 球墨铸铁管专用吊钩 

5.2.2 吊装操作 

5.2.2.1 起吊设备的选型、装卸作业及操作人员资格均应符合国家有关规程的规定。 

5.2.2.2 起吊、落吊时应平稳、缓慢，小心吊运，不应与其它物品冲撞。 

5.2.2.3 制造商应提供打包管的相关信息和吊装要求。对于打捆包装的管，应使用吊装带和专用吊具

整捆兜底吊装，不应用吊钩直接钩住包装钢带或单支管起吊。起吊一般一钩一捆，若需要一钩多捆，应

使用专用工具；对于散装的球墨铸铁管，可采用专用吊钩或吊装带一次吊运一根或数根。起吊方式见图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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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2 球墨铸铁管起吊方式 

5.2.2.4 吊运时不得站在吊运的管、管件和附件及吊运路径下面。 

运输 

5.3.1 装管车辆的防护桩应保证足够的强度，其基座应固定可靠。 

5.3.2 防护桩与管接触面应有垫木或橡胶层等保护，以免破坏外涂层。 

5.3.3 管装车时，应轻装轻放，采取合理的堆放方式和保护措施，保证管承插口错开、管与车、管与

管之间不互相摩擦或冲撞。 

5.3.4 封车时应用紧固带将管固定好，防止运输过程中管松动。 

5.3.5 管、管件和附件在运输时应垫稳、垫牢，不应相互撞击。橡胶密封圈在运输中不应受到挤压。 

储存 

5.4.1 堆放地点和要求 

5.4.1.1 所选择存放管和管件的场地，应平摊、坚实，应避免： 

—— 斜坡，不平坦的地方； 

—— 沼泽地； 

—— 存在污染的地方。 

5.4.1.2 管、管件和附件存放时，应按品种规格分开存放并进行适当防护，避免受到污染。 

5.4.1.3 橡胶密封圈应储存在阴凉、干燥的地方，具体要求见附录 B。 

5.4.2 堆放和储存方式 

5.4.2.1 管堆放时不应直接和地面接触，应放置在适当的材料上，如垫木、砂袋等。 

5.4.2.2 管多层堆放时，最底层的管应放在两排平行的垫木上（见图 3），并用楔子进行固定，两排

垫木距承口端和插口端的距离约为 1500 mm，承口不应和地面接触，承插口交错排放，每一层的承口

应伸出下一层的插口，避免承口搭在插口外端。 

 

 
标引序号说明： 

1——垫木 

图3 球墨铸铁管存放时垫木位置示意图 

5.4.2.3 管堆放方式有金字塔式和四方式两种，见图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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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金字塔式堆放 b）四方式堆放 

图4 球墨铸铁管堆放方式 

5.4.2.4 K9 级管的堆放高度宜符合表 1 的规定；首选压力等级管的堆放高度宜符合表 2 的规定。 

表1 K9级球墨铸铁管堆放高度 

公称直径 
建议堆放层数 

公称直径 
建议堆放层数 

金字塔式 四方式 金字塔式 四方式 

DN80 32 20 DN600 8 4 

DN100 26 18 DN700 7 4 

DN125 24 16 DN800 6 3 

DN150 20 16 DN900 5 3 

DN200 18 12 DN1000 3 3 

DN250 17 9 DN1100 3 2 

DN300 14 9 DN1200 2 2 

DN350 12 9 DN1400 2 1 

DN400 12 6 DN1500 2 1 

DN450 

 

10 6 DN1600 2 1 

DN500 

 

9 5 DN1800及以上 1 1 

注1：若增加管堆放层数，请咨询制造商。 

注2：壁厚等级低于K9级时，堆放层数请咨询制造商。 

表2 首选压力等级球墨铸铁管堆放高度 

公称直径 
建议堆放层数 

公称直径 
建议堆放层数 

金字塔式 四方式 金字塔式 四方式 

DN80 26 18 DN450 

 
DN500 

8 6 

DN100 24 16 DN500 

 
7 5 

DN125 21 14 DN600 6 4 

DN150 18 14 DN700 5 3 

DN200 15 11 DN800 4 3 

DN250 14 9 DN900 3 2 

DN300 12 8 DN1000 3 2 

DN350 10 7 DN1100 2 2 

DN400 10 7 DN1200及以上 1 1 

注1：若增加管堆放层数，请咨询制造商。 

注2：压力等级低于首选压力等级时，堆放层数请咨询制造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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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开挖管道施工 

一般规定 

6.1.1 沟槽宜采用平底沟槽。 

6.1.2 开挖沟槽时，在满足设计文件及沟槽稳定性的前提下，可考虑回填取土方便，充分利用开挖料。

沟槽开挖深度超过有关规范规定的，应制定专项方案。 

6.1.3 对交通、地面建（构）筑物、地下构筑物、地下其他管线及其他设施有影响的应制定专项防护

措施。 

沟槽开挖 

6.2.1 沟槽底部的开挖宽度 B，应按公式(1)计算： 

𝐵 = 𝐷𝐸 + 2(𝑏1 + 𝑏2 + 𝑏3) (1) 

式中： 

B——沟槽底部的开挖宽度，单位为毫米（mm）； 

DE——管的插口外径，单位为毫米(mm)； 

b1——管道一侧的工作面宽度,可按表 3 选取，单位为毫米(mm)； 

b2——有支撑要求时，管道一侧的支撑宽度，一般取（100～150）mm； 

b3——现场浇筑混凝土或钢筋混凝土管渠一侧模板的厚度，单位为毫米(mm)。 

6.2.2 球墨铸铁管放入沟中，对管道一侧的工作面宽度要求见表 3。 

表3 球墨铸铁管道一侧的工作面宽度 

管道规格（DN）     管道一侧工作面宽度（b1） 

mm 

≤500 300 

600~1000 400 

1100~1500 500 

1600~2600 600 

2800~3000 800 

注1：槽底需设排水沟时，b1应适当增加； 

注2：采用机械回填管道侧面时，b1需满足机械作业的宽度要求； 

注3：采用轨道龙门吊安装时，b1宜适当增加。 

 

6.2.3 沟槽每侧临时堆土或施加其它荷载时，应符合设计文件及 GB 50268 的规定。 

6.2.4 沟槽需分层开挖时，应符合设计文件及 GB 50268 的规定。 

6.2.5 沟槽的开挖应符合下列规定： 

—— 开挖断面应符合施工组织设计方案的要求，槽底原状地基土不得扰动，机械开挖时槽底预留 200 

mm～300 mm 土层应由人工开挖至设计高程，整平； 

—— 槽底不应受水浸泡或受冻，槽底局部扰动或受水浸泡时，宜采用天然级配砂砾石或石灰土回填；槽

底土质为湿陷性黄土时，应按设计要求进行地基处理； 

—— 槽底土层为杂填土、腐蚀性土等不良土质时，应按设计要求进行地基处理； 

—— 在沟槽边坡稳固后应设置供施工人员上下沟槽的安全梯。  

施工降排水 

6.3.1 对有地下水影响的土方施工，应根据工程规模、工程地质、水文地质、周围环境等要求制定施

工降排水方案，包括：排水量的计算、排水方法的选定、排水系统的布置、抽水机械的选型、排放区的

构造等以防安装好的管和管件产生下沉或浮起。 

6.3.2 设计降水深度在基坑(槽)范围内不应小于基坑(槽)底面以下 0.5 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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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3.3 采用明沟排水施工时，施工单位应采取有效措施控制施工降排水对周边环境的影响，排水井宜

布置在沟槽范围以外，其间距不宜大于 150 m。 

沟槽地基处理 

6.4.1 沟槽局部超挖或发生扰动时，应按下列规定处理： 

—— 超挖深度不超过 150 mm 时，可用挖槽原土回填夯实，其压实度不应低于原地基土的密实度 

超挖深度超过 150 mm 时，应按设计要求处理； 

—— 槽底地基土壤含水量不适于压实时，应采取换填等有效措施； 

—— 岩石及其他硬质基础，应按设计要求进行处理。 

6.4.2 排水不良造成地基土扰动时，应按下列方法处理： 

—— 扰动深度在 100 mm 以内，宜填天然级配砂石或砂砾处理； 

——扰动深度在 300 mm 以内，但下部坚硬时，宜填卵石或块石，再用砾石填充空隙并找平表 

面。 

6.4.3 原状地基为岩石状况时，管道下方应铺设砂垫层，其厚度应符合表 4 的规定。 

表4 砂垫层厚度 

        规格范围 DN≤500 500＜DN≤1000 DN＞1000 

垫层厚度 

mm 
100 150 200 

6.4.4 非永冻土地区，管道不应铺设在冻结的地基上，管道安装过程中，应防止地基冻胀。 

6.4.5 设计要求换填时，应按要求清槽，并经检查合格；回填材料应符合设计要求或有关规定。 

沟槽支撑 

6.5.1 沟槽支撑应根据沟槽的土质、地下水位、开槽断面、荷载条件等因素进行设计，施工单位应按

设计要求进行沟槽支撑。 

6.5.2 支撑的材料可选用钢材、木材或钢材木材混合使用。 

6.5.3 支撑的施工应符合下列规定： 

—— 横撑不应妨碍下管和稳管； 

—— 支撑安装应牢固，安全可靠； 

—— 支撑应经常检查，发现支撑构件有弯曲、松动、移位或劈裂等迹象时，应及时处理； 

—— 拆除支撑前，应对沟槽两侧的建筑物、构筑物和槽壁进行安全检查，并应制定拆除支撑的作业要

求和安全措施。 

—— 施工人员应由安全梯上下沟槽，不得攀登支撑。 

管道安装 

6.6.1 一般规定 

6.6.1.1 应根据施工方案的要求摆放管、管件和附件，摆放的位置应便于起吊和运送，并应采取适当

的安全防护措施防止管滚落。 

6.6.1.2 接口工作坑应结合管道铺设及时开挖，开挖尺寸应符合施工方案的要求。不应采用填块抬高

管身，使管身与沟槽基础分离。 

6.6.1.3 管道安装时，应随时清除管道内的杂物、暂时停止安装时管道两端及所有敞口应采用封堵严

密的堵头进行封堵。 

6.6.1.4 施工现场不应直接在管身钻螺纹孔装压力表或者接分支管，需要时应加装马鞍座或专用装置。 

6.6.2 滑入式柔性接口的安装 

6.6.2.1 安装时宜插口向承口方向安装。 
注： 承口方向与水流方向无一致性要求。 

6.6.2.2 安装前应对承口内部和插口外表面进行清理，如图 5 所示，承口内部不应有土、砂、毛刺或

水等残留物；同时应清扫插口，光滑边缘。严寒气候条件下，安装前密封圈应升温至 20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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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 可采用把密封圈放在温水中浸泡的方式升温。 

 

图5 球墨铸铁管承口的清理 

6.6.2.3 对较小规格（DN800 及以下）的密封圈，宜将其弯成“心”型放入承口密封槽内；对较大规

格（DN800 以上）的密封圈，宜将其弯成“十”型或其它形状。密封圈的安装见图 6。密封圈放入后，

应施加径向力使其完全放入密封槽内，并应检查与球墨铸铁管是否完全吻合，见图 7。 
注： 可使用木锤或橡胶锤轻轻敲击的方式产生径向力。 

           

图6 密封圈的安装 

 

图7 检查密封圈位置 

6.6.2.4 管道安装前应对安装好的密封圈外表面及插口外表面均匀涂抹专用润滑油，见图 8。不应使

用黄油、机油等对水质产生影响并对密封圈存在腐蚀作用的润滑剂。 

 

图8 球墨铸铁管道刷涂润滑剂位置 

6.6.2.5 管可采用不同的安装工具，安装工具与管接触的部位都应垫柔性材料进行防护： 

a) DN 150 及以下规格的管采用撬棍等简易工具进行安装，见图 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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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 DN 200 及以上规格的管应用手动葫芦进行安装，见图 10。 

 

图9 小规格球墨铸铁管的安装 

 

图10 中大规格球墨铸铁管的安装 

6.6.2.6 发现球墨铸铁管插入时阻力过大，或插入时管出现反弹现象，应立即停止，不得强行顶进，

应将管拔出，检查密封圈位置和承插口，查明原因并妥善处理后重新安装。 

6.6.2.7 安装完成后，管承口端面应位于第一条插口线和第二条插口线之间，见图 11。在温差较大的

环境下，施工环境温度较低时，管承口端面宜位于第一条插口线边缘；施工环境温度较高时，管承口端

面宜位于第二条插口线边缘。 
注： 例如对于温差变化较大的寒冷地区，冬季施工时，插口端插入承口端的安装过程中在越过第一条插口线后，尽

量远离第二条插口线，使得承插口间隙满足未来管道升温导致的管道伸长。而对于寒冷地区的夏季施工，插口

端插入承口端的安装过程中在越过第一条插口线后，尽量靠近第二条插口线，使得承插口间隙满足未来的管道

降温导致的管道缩短。 

 
标引序号说明： 

1——第一条插口线 

2——第二条插口线 

图11 插口插入深度示意图 

6.6.2.8 安装完成后，应采用图 12 所示方法检测密封圈位置：对于不超过 DN1200 的球墨铸铁管，

利用一把薄的窄钢尺，沿承插口至少在 90°的四个点检查密封圈位置；对于大于 DN1200 的球墨铸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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管，按照“米”字型样式至少八个点位置检查密封圈位置，钢尺环绕插口位置的插入深度应基本相同，

表明接口连接正常。 

 
标引序号说明： 

1——钢尺 

图12 密封圈安装位置检查示意图 

6.6.2.9 安装不同管径的球墨铸铁管使用的手动葫芦数量和吨位应符合表 5 的规定。 

表5 安装不同规格的球墨铸铁管使用的手动葫芦数量和吨位 

规格 DN(mm) 80-200 250-400 450-1000 1100-1400 1500-2000 2200-3000 

葫芦数量×吨位 1×1 t 2×2 t 2×5 t 2×8 t 2×10 t 2×20 t 

6.6.2.10 当接口安装完毕后，可根据表 6 要求调整管的偏转角度，接口的安装允许转角应符合设计

要求或表 6 的规定。 

表6 滑入式柔性接口球墨铸铁管的安装允许转角 

DN 
滑入式柔性接口 

安装允许转角  ° 

80-300 3 

350-600 2 

700-2600 1 

2800-3000 0.5 

6.6.3 机械式柔性接口的安装 

6.6.3.1 安装前应清扫承口内表面以及插口外表面，不应有土、砂、水等杂物，见图 13。 

6.6.3.2 应将压兰和涂有润滑剂的密封圈套在插口端，见图 14。密封圈截面积较小的一端应朝向承口

端，安装前应仔细检查连接用密封圈，不应粘有任何杂物。 

 

 

图13 清洁球墨铸铁管承口内密封面及插口外表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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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14 装入压兰和密封圈 

6.6.3.3 安装时，应使插口与承口法兰压盖的轴线相重合；螺栓安装方向应一致，宜用扭矩扳手均匀、

对称地紧固。安装完成后，承口端面应位于第一条插口线和第二条插口线之间。宜使用测力扳手，连接

螺栓的力矩宜符合表 7 要求。 

表7 螺栓紧固扭矩 

规格 规定扭矩值 

kgf.m 
推荐最小手柄长度  

mm 
最小手柄长度时施力值  

kgf 

M16 6 150 40 

M20 10 250 40 

M24 14 350 40 

M27 20 450 44 

M30 20 450 45 

6.6.4 自锚接口的安装 

6.6.4.1 安装前应将管承口工作面上的杂物清理干净，检查管承口内表面尤其是密封工作面有无影响

密封的缺陷等。 

6.6.4.2 安装前应检查连接用密封圈、压兰和挡环等无缺陷。 

6.6.4.3 安装前应检查自锚插口倒角以及插口端部焊环满足安装要求。 

6.6.4.4 自锚接口的安装应按照制造商安装手册的要求执行。 

6.6.4.5 自锚接口的安装允许转角应符合制造商给出的值，制造商无推荐值时应满足表 8 的规定。 

表8 球墨铸铁管自锚接口的安装允许转角 

规格 
DN 

自锚接口 

安装允许转角° 

80-300 1.25 

350-600 0.75 

≥700 0.25 

6.6.5 切管和校圆 

6.6.5.1 当管道安装需要切割短管时，应选择有可切割标识的管进行切割；切割前应对拟切割部位进

行测量，确认切割部位符合安装尺寸；管切割后应进行倒角和防腐处理，防腐应相关国家标准以及设计

文件的规定，倒角尺寸应符合接口设计要求。 

6.6.5.2 中小口径球墨铸铁管（DN1000 及以下）宜使用砂轮切割机，大口径球墨铸铁管（DN1000 以

上）宜使用电动金属锯切管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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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6.5.3 校圆的操作应按照附录 A 要求进行。 

6.6.6 涂层修补 

6.6.6.1 可对损坏的或有缺陷的部位进行修补，管的涂层修补过程应按照制造商手册的要求进行。 

6.6.6.2 管道在吊装、运输、安装或抢修时，若发生内、外涂层损坏，应采用下列修补措施： 

—— 水泥内衬破损时，应将破损的水泥内衬清除干净，采用与原有内衬相同的水泥、细砂与水泥

胶均匀搅拌成配料修复破损区域，并应待配料干燥后打磨整平； 

—— 终饰层破损时，应将破损的终饰层清除干净，采用与原有终饰层相同的材料修复破损区域，

终饰层的厚度不得低于设计文件及相关产品标准的要求； 

—— 环氧、聚氨酯等防腐层破损时，应采用制造商提供的修复材料，并应按制造商提供的操作程

序进行修复。 

沟槽回填 

6.7.1 沟槽回填应符合以下规定： 

—— 管道安装完成后应及时回填至设计高程； 

—— 沟槽内砖、石、木块等杂物应清除干净； 

—— 沟槽内不应有积水； 

—— 保持降排水系统正常运行，不应带水回填。 

6.7.2 沟槽应分层回填，分层厚度、回填方式、回填压实指标和腋角回填等应符合设计要求，设计无

规定时，应符合 GB 50268 的要求。 

6.7.3 回填前应检查管道，有损伤或变形的管道应修复或更换。 

6.7.4 沟槽回填前，应作好防止管线上浮、位移的应急预案。 

6.7.5 除满足设计要求外，回填材料应符合下列规定： 

6.7.5.1 采用土回填时，应符合下列规定： 

—— 管底至管顶以上 500 mm 范围内，土中不应含有机物、淤泥、冻土以及大于 20 mm 的砖、

石等硬块； 

—— 冬期在管顶以上 500 mm 范围以外可均匀掺入数量不应超过填土总体积 15 ％的冻土回填，

且冻块尺寸不应超过 100 mm； 

6.7.5.2 采用石灰土、砂、砂砾等材料回填时，其质量应符合设计要求或有关标准规定。 

6.7.6 每层回填土的虚铺厚度，应符合 GB 50268 的规定。 

6.7.7 当管道规格大于 DN 1200 时，安装完成后宜在管道内安装支撑木再进行沟槽回填。 

6.7.8 球墨铸铁管道回填到设计高程时，应在 12h～24h 内测量并记录管道变形率，管道变形率应符

合 GB 50268 的规定。 

7 非开挖管道施工 

一般规定 

7.1.1 非开挖管道施工用球墨铸铁管应符合 YB/T 4564 的规定。 

7.1.2 施工前应编制施工方案，施工方案的内容应符合 GB 50268 的规定。 

顶管施工 

7.2.1 顶管机的外径应与球墨铸铁顶管的外径相符合，球墨铸铁顶管应符合 YB/T 4564 和 T/CFA 

02010202.4 的规定。 

7.2.2 球墨铸铁顶管宜采用柔性接口，接口安装可参考本文件第 6.6 条的规定。 

7.2.3 顶管时应采用顶铁，不应采用千斤顶直接顶推管口；顶推作业面应为承口端面，不应顶推插口

端面。 

7.2.4 根据施工工艺的要求，开设注浆孔的球墨铸铁顶管安装完成后，应对注浆孔进行封堵，堵头材

质宜采用不锈钢，密封材料应满足 GB 17219 要求。 

7.2.5 管道接口顶推工作面应垫入木垫圈，木垫圈宜采用质地均匀富有弹性的松木、杉木或胶合板，

木垫圈的压缩模量不应大于 140 MPa。其外径应不大于顶管外径，内径宜比管道插口外径大 2 m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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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2.6 施工前应复核是否减阻，必要时应采取合适的减阻措施，确保管道承受的顶推力始终符合设计

要求，设计无要求时 K8 级和 K9 级顶管的允许顶推力应符合表 9 的规定。 

表9 球墨铸铁顶管的允许顶推力 

规格（DN） 

允许顶推力  

KN 

K8 K9 

250 560 920 

300 750 1240 

350 770 1270 

400 810 1350 

450 940 1560 

500 1150 1910 

600 1640 2720 

700 1640 2720 

800 1980 3300 

900 2490 4140 

1000 3050 5080 

1100 3670 6110 

1200 4350 7240 

1400 5420 9020 

1500 6810 11350 

1600 7420 12360 

1800 7420 12360 

2000 10190 16970 

2200 10190 16970 

2400 10190 16970 

2600 14010 23340 

2800 14010 23340 

3000 14010 23340 

水平定向钻进施工 

7.3.1 水平定向钻进施工用球墨铸铁管接口应采用内自锚接口。 

7.3.2 施工前，接口处宜包覆收缩套和薄钢皮，收缩套应覆盖接口间隙，薄钢皮应覆盖承口。 

7.3.3 水平定向钻进施工的钻孔直径不应小于管道承口外径的 1.2 倍。 

7.3.4 水平定向钻进施工时，球墨铸铁管接口安装允许转角不应超过本文件第 6.6.4.5 条中表 8 的规

定。 

7.3.5 施工过程中，插口应朝向前进方向，并应采取合适的减阻措施，确保管道承受的拉力始终符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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设计要求。 

7.3.6 水平定向钻进施工部分的管道水压试验应与管线的其他部分分开进行，在管道拉入钻孔前，宜

对已组装的管道进行附加的压力试验，穿越后应对钻孔空隙进行注浆。 

8 特殊条件下球墨铸铁管的施工 

明装球墨铸铁管的安装 

8.1.1 根据工程条件，管道支架可选择混凝土支撑、钢支撑等，支撑设置应符合设计要求，当设计无

明确规定时，可按下列原则设置： 

—— 每节管应设置管道支架，宜设置不少于一套支撑结构； 

—— 管道支架宜设置于靠近承口的位置，且位于承口后直管段 100 mm 之外的区域； 

—— 支撑型式宜采用鞍式，管和鞍形支撑台之间宜设有橡胶垫片，马鞍角 β 宜为 90°~ 180°，见

图 15。 

       
标引序号说明： 

1——管道抱箍  

2——橡胶垫片  

3——螺栓 

图15 明装球墨铸铁管支撑配置安装示意图 

8.1.2 一般情况下，对于采用柔性接口或自锚接口的球墨铸铁管线可不设置膨胀吸收装置，对于局部

伸缩量要求较高的区域（如长距离桥梁的伸缩缝处），宜设置带有限位的滑动支架。接口安装应符合本

文件第 6.5 条的要求。 

8.1.3 密封圈宜采用三元乙丙橡胶密封圈。 

管道跨越河沟的安装 

8.2.1 跨越河沟施工时宜采用自锚管。 

8.2.2 桥梁上安装的形式见图 16。 

  



T/CFA 0005—2024 

14 

 

 
a) 依附已有桥梁的形式 

 

 
b) 设立管道专用桥梁的形式 

 

 
c）吊挂在桥梁上的形式 

图16 典型管道跨越河沟的安装型式 

丘陵地区球墨铸铁管的安装 

8.3.1 一般规定 

在丘陵地带安装滑入式接口球墨铸铁管应采取防护措施。 

8.3.2 管道斜坡锚固 

管道在斜坡上敷设时，宜用支墩、垂直锚固挡墙、自锚接口或支墩与自锚接口混合使用，以抵消由

压力、管重和水的重量产生的轴向重力，见图 17。 

 
说明： 

S——管道轴向力  

P——重力  

a——坡度角 

图17 斜坡上球墨铸铁管受力示意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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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3.2.1 在斜坡上敷设球墨铸铁管可有以下两种方法： 

—— 管道采用滑入式柔性接口时，在每根管上应设置混凝土锚固墩，锚固应置于球墨铸铁管的承

口附近。安装示意图见图 18。 

—— 管道采用自锚接口时，在斜坡顶部及沿管线的一定间距，应设置混凝土支墩进行管道锚固，

见图 19。 

 

 
标引序号说明： 

1——锚固墩     

2——滑入式柔性接口 

图18 斜坡上球墨铸铁管的混凝土支墩布置安装示意图 

 
标引序号说明： 

1——锚固墩     

2——自锚接口 

图19 斜坡上的自锚接口管安装示意图 

8.3.3 丘陵地形管道安装 

8.3.3.1 在丘陵地带敷设管道时，底层布置应考虑以下注意事项： 

a) 在丘陵地区常见的多石地面，应将边缘锋利的石头/硬石从沟底移走。确保沟底平整，应提供

至少 100 mm 深的软土或砂子作为底层； 

b) 避免使用超过 5 mm 的角粒状材料做底层或侧填； 

c) 斜坡铺设时，管道的承口宜向上，采用柔性接口的管线敷设坡度不应超过 1:5（地上铺设）或 

1:4（地下铺设）。超过该坡度的安装，应设锚固墩或使用自锚接口，见图 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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说明： 

1——靠上的自锚弯头     

L——朝弯头方向的自锚管长度     

a——坡度角 

图20 斜坡上球墨铸铁管道的安装锚固示意图 

8.3.3.2 应根据设计要求对管件进行适当锚固。应在盲端、弯头、三通、渐缩管和阀门处提供外部锚

固，以抵抗内部压力和动态载荷产生的推力。 

8.3.3.3 在土壤和管道摩擦较小的地方，应注意确保插口不过多插入或拔脱。敷设前，所有插口都应

标记插口插入深度，并应注意检查所有接口都已安装至标记环处。 

8.3.3.4 当管道敷设于山坡冲刷面时，应在管道上游设置截洪沟分流，并对管道基础及覆土进行处理

见图 21。 

8.3.3.5 管道纵剖面上的每一个高点，都应配备一个排气阀，见图 21。 

 
标引序号说明： 

1——截水沟将水围在上坡侧     

2——不透水填充物，防止水渗入沟槽土壤     

3——软土填充 

4——球墨铸铁管 

5——砌体构造柱 

a——水流方向 

图21 丘陵地带的截水沟球墨铸铁管的敷设方法示意图 

穿越铁路和公路的安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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球墨铸铁管道系统穿越铁路和公路时，可采用YB/T 4564 中定义的方法，并应按设计要求执行。 

综合管廊内的安装 

8.5.1 综合管廊管道应设置管道支架，管道支架的设置应符合本文件第 8.1.1 条的规定。 

8.5.2 管道在管廊内运输可选用无轨小车或专用的牵引拖拉设备。 

8.5.3 管道的吊装宜借助廊顶的吊环或者采用简易龙门吊。 

8.5.4 管廊内的管道宜采用柔性接口连接，弯头处宜采用自锚接口连接，接口的安装宜采用手动葫芦，

其吨位可按本文件第 6.6.2.9 条的规定。 

8.5.5 管道弯头处的支墩应满足抗滑设计要求，弯头处采用自锚接口时，抗滑支墩可设置在弯头两侧

的自锚管上。 

8.5.6 抗滑支墩与管廊底部可采用预埋件焊接相连的方式，也可采用后植筋技术，利用锚固胶将钢筋

与廊底锚固在一起。 

9 管道功能性试验 

一般规定 

9.1.1 有压管道应进行管道水压试验，无压管道应进行管道闭水闭气试验，应符合 GB 50268 规定。 

9.1.2 管道水压试验和闭水试验前设计单位应提供试验技术要求，施工单位应编制试验实施方案。试

验完成后，施工单位应出具试验报告。 

9.1.3 管道水压试验合格的判定标准应为允许压力降值，管道闭水试验合格的判定依据应为允许渗水

量值。 

9.1.4 管道水压试验应有安全防护措施，作业人员应按照相关安全作业规程进行操作。 

9.1.5 管道水压试验用水应使用洁净水，不应使用污染水源进行水压试验。试验前应做好水源的引接、

排放方案，应采取措施确保人员、交通通行和附近设施的安全。试验过程中应及时对有代表性的试验结

果进行计算，初判满足要求程度，对不合理结果和误差应进行调查。 

9.1.6 冬季进行压力管道水压或闭水试验时，应采取防冻措施。 

管道水压试验 

9.2.1 管道水压试验应在具备以下条件后进行： 

—— 试验前对管道进行浸泡，浸泡时间应不小于 24h； 

—— 管道安装，所有接口均应进行检查并合格，管沟回填应已完成； 

—— 止推结构、附属设施施工完成，应经复核满足水压试验的稳定性和强度要求； 

—— 管道内杂物应已清理； 

—— 水压试验工作方案应已批准； 

—— 试验水源、试验场地、试验人员应已落实，试验设备应已安装、调试完成。 

9.2.2 水压试验分段长度应综合考虑地形、水源、建（构）筑物布置等因素确定，应遵从设计文件要

求，设计未做规定时分段长度不宜大于 1 km；管线布置平缓、水资源匮乏的管段，可适当增加试验分

段长度，最大分段长度不宜超过 5 km。 

9.2.3 水压试验压力按以下规定选取： 

—— 当工作压力不大于 0.5 MPa 时，试验压力取 2 倍工作压力； 

—— 当工作压力大于 0.5 MPa 时，试验压力取工作压力加 0.5 MPa； 

—— 任意点的试验压力不小于管道系统内该点的设计压力。 

9.2.4 水压试验时不应采用阀门作为封堵板，阀门宜拆除并对管端封堵，在阀门厂家同意时，可不拆

卸阀门进行水压试验，但阀门应处于打开状态。 

9.2.5 水压试验采用的设备、仪表的规格及安装要求均应符合 GB 50268 的有关规定。 

9.2.6 水压试验前管段注满水后，宜在不大于工作压力条件下充分浸泡再进行水压试验，浸泡时间不

应少于 24h。 

9.2.7 水压试验应采用允许压力降值判定，试验应符合以下规定： 

—— 预试验阶段：通过进水管补水增压，将试验段管道内水压由起始压力缓慢分级升至试验压力并

稳压 30min，期间如有压力下降可注水补压，但不应高于试验压力；升压与保压期间实时应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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查井室内管道接口、配件等处有无漏水和损坏现象；有漏水、损坏现象并可能造成工程事故或

者试验失败时，应及时停止试验，应查明原因并采取相应措施后重新试验。 

—— 主试验阶段：停止注水补压，稳定 15 min；当 15 min 后压力下降不超过 0.03 MPa 时，将试

验压力降至工作压力并保持恒压 30 min，进行外观检查，若无漏水现象，则水压试验合格。 

管道闭水闭气试验 

9.3.1 无压管道闭水试验长度应遵从设计要求，如无要求时，长度不宜超 过 5 个连续井段。 

9.3.2 无压管道闭水试验时，试验管段应符合以下要求： 

—— 管道及检查井外观质量应已验收合格； 

—— 试验管段两端堵板、弯管段止推结构应已完成并满足强度和稳定性要求。 

9.3.3 管道闭水试验压力应符合以下规定： 

—— 试验段上游设计水头（压力）不超过管顶高程时，试验水头应以试验段上游管顶高程加 2 m。 

—— 试验段上游设计水头（压力）超过管顶高程时，试验水头应以试验段上游设计水头加 2 m。 

—— 计算试验水头（压力）小于 10 m，但已超过上游检查井井口时，试验水头（压力）以检查井

井口高度为准。 

9.3.4 闭水试验应采用补水法进行，试验程序执行 GB 50268 的规定。要求渗水量不大于允许渗水量

为合格，允许渗水量应按公式（2）计算： 

𝑄𝑆 = 0.0046𝐷𝑗 (2) 

式中： 

Qs——允许渗水量，单位为立方米每24小时每公里[m³/（24 h·km）]； 

Dj ——管道计算内径，单位为毫米（mm）。 

9.3.5 对于地下水位高于管顶的非开挖施工管道，当管径大于 1400 mm 时，在闭水试验前进行漏水

检查，不得有滴漏、线流现象。 

9.3.6 无压管道的闭气试验应符合下列规定： 

—— 闭气试验宜用于公称直径不大于 DN 1000 的无压管道； 

—— 闭气试验前沟槽不得回填； 

—— 沟槽内不得有积水； 

—— 下雨时不得进行闭气试验； 

—— 闭气试验不宜用于混凝土检查井的严密性试验。 

9.3.7 闭气试验时应采取下列安全措施：   

—— 应正确安装、约束和固定所有橡胶充气堵头，在充气加压前，应检查所有堵头的固定情况； 

—— 在加压过程中，任何人不得进入检查井内、或堵头突然弹出的可能范围内； 

—— 测试压力不得超过 42 kPa，增压设备应带有确保压力不超过 42 kPa 的泄压阀； 

—— 闭气试验完成后，应打开放气阀并排出所有空气；在管道内气压未降至大气压之前，不得取

下堵头。 

9.3.8 闭气试验应按本文件附录 C 的规定进行。 

冲洗与消毒 

9.4.1 给水管道通水运行前应进行冲洗与消毒，经水质检验达到 GB 5749 标准后，方可投入运行。 

9.4.2 给水管道冲洗与消毒应符合下列要求： 

—— 给水管道取用污染水源进行水压试验与冲洗，施工管段处于污染水水域较近时，应严格控制

污染水进入管道；如不慎污染管道，应由水质检测部门对管道污染水进行化验，并按其要求

在管道并 网运行前进行冲洗与消毒； 

—— 管道冲洗与消毒应编制实施方案； 

—— 施工单位应在建设单位、管理单位的配合下进行冲洗与消毒； 

—— 冲洗时应避开用水高峰，冲洗流速不小于 1.0 m/s，并连续冲洗； 

—— 管道应采用含量不低于 20 mg/L 氯离子浓度的清洁水浸泡 24h 进行消毒。 

10 工程验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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施工质量控制的要求 

10.1.1 管道施工的各分项工程应按照施工技术标准进行质量控制，每分项工程完成后，应进行检验。 

10.1.2 相关各分项工程之间应进行交接检验。所有隐蔽分项工程应进行隐蔽验收，未经检验或验收不

合格不应进行下道分项工程。 

10.1.3 管道附属设备安装前应对有关的设备基础、预埋件、预留孔的位置、高程、尺寸等进行复核。 

10.1.4 管道施工时，生产厂商应按照用户要求派驻人员到施工现场进行技术指导，并及时处理施工中

的有关问题。 

工程质量验收的基本规定 

10.2.1 管道工程施工质量验收应在施工单位自检基础上，按验收批、分项工程、分部(子分部)工程、 

单位(子单位)工程的顺序进行，并应符合下列规定： 

—— 符合本规范和相关专业验收的规定； 

—— 符合工程勘察、设计文件的要求； 

—— 参加工程施工质量验收的各方人员应具备相应的资格； 

—— 对涉及结构安全和使用功能的分部工程应进行试验或检测； 

—— 承担检测的单位应具有相应资质； 

—— 工程施工的外观质量应由质量验收人员，通过现场检查共同确认。 

10.2.2 验收批、分项工程、分部(子分部)工程、单位(子单位)工程的质量验收，应符合 GB 50268 标

准中的有关规定。 

10.2.3 管道工程施工质量验收不合格时，应按下列规定处理： 

—— 经返工重做或更换管节、管件、管道设备等的验收批，应重新进行验收； 

—— 经有相应资质的检测单位检测鉴定能够达到设计要求的验收批，应予以验收； 

—— 经有相应资质的检测单位检测鉴定达不到设计要求，但经原设计单位验算认可，能够满足结

构安全和使用功能要求的验收批，可予以验收； 

—— 经返修或加固处理的分项工程、分部(子分部)工程，改变外形尺寸但仍能满足结构安全和使

用功能要求，可按技术处理方案文件和协商文件进行验收； 

—— 经返修或加固处理仍不能满足结构安全和使用功能要求的分项工程、分部(子分部)工程，不

应验收。 

10.2.4 单位工程的质量验收合格后，建设单位应按规定将竣工验收报告及有关文件，报工程所在地建

设行政主管部门备案。 

10.2.5 管道施工工程应经过竣工验收合格后移交，建设单位应将有关文件和技术资料归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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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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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 录 A  

（资料性） 

校圆 

A.1 椭圆度 

 椭圆度 = [(𝐴1 − 𝐴2)/(𝐴1 + 𝐴2)] × 100% ············································· (A.1) 

式中： 

A1 ――直径最大值，单位为毫米（mm）； 

A2 ――直径最小值，单位为毫米（mm）。 

A.2 校圆工具 

校圆工具主要有：千斤顶，木块(或可调整的垫木)，两个橡胶垫盘。 

A.3 操作程序 

校圆的操作程序见图A.1。 

—— 按照图组装工具，准备纠正椭圆； 

—— 调整千斤顶使插口恢复圆形； 

—— 确保校圆过程对水泥内衬没有损坏； 

—— 为防止管弹性变形，请在管安装完毕后取出校圆工具。 

       

 

 
 

 

 

a) 测量椭圆度 b) 校圆 

标引序号说明： 

1——支撑物 

2——千斤顶 

图A.1   球墨铸铁管校圆操作程序 
B  

B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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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 录 B  

（资料性） 

密封圈存储 

 

B.1 注意事项 

应按GB/T 20739 中的要求执行，应注意： 

—— 储存温度； 

—— 储存区域空气的湿度及干燥度； 

—— 避光； 

—— 储存期。 

B.2 密封圈的存储 

从生产到使用之间的任何阶段，密封圈应按GB/T 20739 中的要求贮存，并注意以下几点： 

a) 贮存温度宜低于 25 ℃，宜高于 15 ℃，湿度宜低于 70 %。 

b) 橡胶密封圈应避光贮存，应避免强阳光和高紫外线含量的人造光的照射；需包装存储。 

c) 在存放橡胶密封圈的房间内，不宜有可产生臭氧的设备，如:汞蒸气灯，或可产生电火花或静

电的高压电器。 

d) 密封圈宜以无拉伸、无压缩和无其它形变的松驰自然状态下整齐存放，重叠高度不宜超过 1.5 

m，不宜将密封圈悬挂存放。 

e) 贮存橡胶密封圈的环境宜保持清洁，应不接触各类油脂。 

f) 在贮存中密封圈不应长期受挤压。 

B.3 储存期 

在满足上述贮存环境条件下，贮存期应满足GB/T 20739 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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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  

C  

附 录 C  

（规范性） 

闭气法试验方法 

 

C.1 闭气试验应包括试压和主压两个步骤，并可选用压力下降 7 kPa 或 3.5 kPa 两种方法进行。 

C.2 试压步骤应符合下列规定： 

a) 往管内充气，直到管内压力达到 27.5 kPa。关闭气阀，观察管内气压变化； 

b) 当压力下降至 24 kPa 时，应往管内补气，使压力保持在 24 kPa～27.5 kPa 之间，持续时间至

少 2 min。 

C.3 试压步骤结束后，进入主压步骤，主压步骤应符合下列规定： 

a) 缓慢增加压力直到 27.5 kPa，关闭气阀停止供气； 

b) 观察管内压力变化，当压力下降至 24 kPa 时，开始计时； 

c) 记录压力表中压力从 24 kPa 下降至 17 kPa 或 20.5 kPa 所用的实际时间（T1）； 

d) 比较实际时间（T1）与最小允许时间（T），若 T1 大于或等于 T，则管道闭气试验合格，反之

为不合格； 

e) 如果实际时间（T1）已经超过最小允许时间（T），而气压下降量为零或远小于 7 kPa 或 3.5 

kPa，则也应判定管道闭气试验合格。 

C.4 压力下降 7 kPa 或 3.5 kPa 最小允许时间（T）应分别按表 C.1 或 C.2 取值，也可按下式计算： 

𝑇 = 0.00102𝐷𝐾𝑡/𝑉𝑒 ············································································ (C.1) 
𝐾𝑡 = 5.4085 × 10−5𝐷𝑗𝐿𝑡 ···································································· (C.2) 

式中： 

T ——压力下降 7 kPa或 3.5 kPa最小允许时间,单位为秒（s）； 

Kt ——安全系数，按式C.2 计算，且不应小于 1； 

Ve ——渗漏速率，取 0.45694×10-3，[渗漏量/（时间×管道内表面积），m3/（min·m2）]； 

Dj ——管道计算内径，单位为毫米（mm）； 

Lt ——测试段长度，单位为米（m）。 

表C.1   气压下降 7 kPa最小允许时间(T) 

管道 

内径
(mm) 

最小 

时间
(min:s) 

最小时间

管道长度 

(m) 

测试管道长度(m) 

30 50 70 100 120 150 170 200 300 

100 3:43 185.0 3:43 3:43 3:43 3:43 3:43 3:43 3:43 4:01 6:02 

200 7:26 92.0 7:26 7:26 7:26 8:03 9:40 12:4 13:41 16:06 24:09 

300 11:10 62.0 11:10 11:10 12:41 18:07 21:44 27:10 30:47 36:13 54:20 

400 14:53 46.0 14:53 16:06 22:32 32:12 38:38 48:18 54:44 64:23 96:35 

500 18:36 37.0 18:36 25:09 35:13 50:18 60:22 75:27 85:31 100:36 150:54 

600 22:19 31.0 22:19 36:13 50:42 72:26 86:56 108:39 123:9 144:53 217: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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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C.1（续） 

管道 

内径
(mm) 

最小 

时间
(min:s) 

最小时间

管道长度 

(m) 

测试管道长度(m) 

30 50 70 100 120 150 170 200 300 

700 26:3 26.4 29:35 49:18 69:1 98:36 118:19 147:54 167:37 197:12 295:47 

800 29:46 23.0 38:38 64:23 90:9 128:47 154:32 193:10 218:55 257:33 386:20 

900 33:29 20.5 48:54 81:30 114:05 162:59 195:35 244:29 277:05 325:58 488:57 

1000 37:12 18.5 60:22 100:37 140:51 201:13 241:28 301:50 342:04 402:26 603:39 

注1：可以采取插值法获取其他长度的最小允许时间(T)，对管道直径不可采取插值法； 

注2：表中包括规定的压力从 24 kPa下降到 17 kPa允许最短时间，采用的允许渗漏速率为 0.45694×10-3 m3/

（min·m2），最大渗漏量不应超过 635 Ve。 

表 C.2  气压下降 3.5 kPa最小允许时间 T 

管道 

内径
(mm) 

最小 

时间
(min:s) 

最小时间

管道长度
(m) 

测试管道长度(m) 

30 50 70 100 120 150 170 200 300 

100 1:52 92.5 1:52 1:52 1:52 1:515 1:52 1:52 1:52 2:01 3:01 

200 3:43 46.0 3:43 3:43 3:43 4:015 4:50 6:20 6:51 8:03 12:05 

300 5:35 31.0 5:35 5:35 6:21 6:035 10:52 13:35 15:24 18:07 27:10 

400 7:27 23.0 7:27 8:03 11:16 16:06 19:19 24:09 27:22 32:12 48:18 

500 9:18 18.5 9:18 12:35 17:37 25:09 30:11 37:44 42:46 50:18 75:27 

600 11:10 15.5 11:10 18:07 25:21 36:13 43:28 54:20 66:35 72:27 108:40 

700 13:15 13.2 14:43 24:39 34:31 49:18 59:10 73:57 83:49 98:36 147:54 

800 14:53 11.5 19:19 32:12 45:45 64:24 77:16 96:35 109:28 128:47 193:10 

900 16:45 10.3 24:27 40:45 57:03 81:30 97:48 122:15 138:33 162:59 244:29 

1000 18:36 9.3 30:11 50:19 70:26 100:37 120:44 150:55 171:02 201:13 301:50 

注1：可以采取插值法获取其他长度的最小允许时间（T），对管道直径不可采取插值法； 

注2：采用压力下降 3.5 kPa的方法，可缩短试验时间。 

C.5 如果测试不合格，应检查渗漏点并进行修复。修复之后再次进行测试，并应达到试验的要求。若

多次测试均不合格，则应改做闭水试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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