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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华人民共和国建设部

公 告

第 号

建设部关于发布国家标准

给水排水工程管道结构设计规范 的公告

现批准 给水排水工程管道结构设计规范 为国家标准 编

号为 自 年 月 日起实施 其中 第

条为强

制性条文 必须严格执行 原 给水排水工程结构设计规范

中的相应内容同时废止

本规范由建设部标准定额研究所组织中国建筑工业出版社出

版发行

中华人民共和国建设部

二 二年十一月二十六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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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 言

本规范根据建设部 建标字第 号文的要求 对原规

范 给水排水工程结构设计规范 作了修订 由北京

市规划委员会为主编部门 北京市市政工程设计研究总院为主编

单位 会同有关设计单位共同完成 原规范颁布实施至今已

碾 在工程实践中效果良好 这次修订主要是由于下列两方面的

原因

一 结构设计理论模式和方法有重要改进

属于通用设计规范 各类结构 混凝土 砌体

等 的截面设计均应遵循本规范的要求 我国于 年发布

建筑结构设计统一标准 修订版为 建筑结构可

靠度设计统一标准 后 年又颁发了 工

程结构可靠度设计统一标准 在这两本标准中

规定了结构设计均采用以概率理论为基础的极限状态设计方法

替代原规范采用的单一安全系数极限状态设计方法 据此 有关

结构设计的各种标准 规范均作了修订 例如 混凝土结构设计

规范 砌体结构设计规范 等 因此 给水排水工程结构设

计规范 也必须进行修订 以与相关的标准 规范协

调一致

二 原规范 内容过于综合 不利于促进技术

进步

原规范 为了适应当时的急需 在内容上力求能

概括给水排水工程的各种结构 不仅列入了水池 沉井 水塔等

构筑物 还包括各种不同材料的管道结构 这样处理虽然满足了

当时的工程应用 但从长远来看不利于发展 不利于促进技术进

步 我国实行改革开放以来 通过交流和引进国外先进技术 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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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学技术领域有了长足进步 这就需要对原标准 规范不断进行

修订或增补 由于原规范的内容过于综合 往往造成不能及时将

行之有效的先进技术反映进去 从而降低了它应有的指导作用

在这次修订 时 原则上是尽量减少综合性 以利于

及时更新和完善 为此将原规范分割为以下两部分 共 本标

准

国家标准

给水排水工程构筑物结构设计规范

给水排水工程管道结构设计规范

中国工程建设标准化协会标准

给水排水工程钢筋混凝土水池结构设计规程

给水排水工程水塔结构设计规程

给水排水工程钢筋混凝土沉井结构设计规程

给水排水工程埋地钢管管道结构设计规程

给水排水工程埋地铸铁管管道结构设计规程

给水排水工程埋地预制混凝土圆形管管道结构设计规

程

给水排水工程埋地管芯缠丝预应力混凝土管和预应力

钢筒混凝土管管道结构设计规程

给水排水工程埋地矩形管管道结构设计规程

本规范主要是针对给水排水工程各类管道结构设计中的一些

共性要求作出规定 包括适用范围 主要符号 材料性能要求

各种作用的标准值 作用的分项系数和组合系数 承载能力和正

常使用极限状态 以及构造要求等 这些共性规定将在协会标准

中得到遵循 贯彻实施

本规范由建设部负责管理和对强制性条文的解释 由北京市

市政工程设计研究总院负责对具体技术内容的解释 请各单位在

执行本规范过程中 注意总结经验和积累资料 随时将发现的问

题和意见寄交北京市市政工程设计研究总院 以供今

后修订时参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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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规范编制单位和主要起草人名单

主编单位 北京市市政工程设计研究总院

参编单位 中国市政工程中南设计研究院 中国市政工程西

北设计研究院 中国市政工程西南设计研究院

中国市政工程东北设计研究院 上海市政工程设

计研究院 天津市市政工程设计研究院 湖南大

学

主要起草人 沈世杰 刘雨生 以下按姓氏笔画排列

王文贤 王憬山 冯龙度 刘健行 苏发怀

陈世江 沈宜强 钟启承 郭天木 葛春辉

翟荣申 潘家多



工程建设标准全文信息系统

工程建设标准全文信息系统

目 次

总则

主要符号

管道结构上的作用

作用分类和作用代表值

永久作用标准值

可变作用标准值 准永久值系数

基本设计规定

一般规定

承载能力极限状态计算规定

正常使用极限状态验算规定

基本构造要求

附录 管侧回填土的综合变形模量

附录 管顶竖向土压力标准值的确定

附录 地面车辆荷载对管道作用标准值的

计算方法

附录 钢筋混凝土矩形截面处于受弯或大偏心受

拉 压 状态时的最大裂缝宽度计算

附录 本规范用词说明



工程建设标准全文信息系统

工程建设标准全文信息系统

总 则

为了在给水排水工程管道结构设计中 贯彻执行国家的

技术经济政策 达到技术先进 经济合理 安全适用 确保质

量 特制定本规范

本规范适用于城镇公用设施和工业企业中的一般给水排

水工程管道的结构设计 不适用于工业企业中具有特殊要求的给

水排水工程管道的结构设计

本规范系根据我国 建筑结构可靠度设计统一标准

和 工程结构可靠度设计统一标准

规定的原则进行制定的

按本规范设计时 有关构件截面计算和地基基础设计等

应按相应的国家标准的规定执行

对于建造在地震区 湿陷性黄土或膨胀土等地区的给水排水

工程管道结构设计 尚应符合我国现行的有关标准的规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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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 要 符 号

管道上的作用

管道内的真空压力标准值

管壁截面失稳的临界压力标准值

地面车辆轮压传递到管顶处的单位面积竖向压力标

准值

主动土压力标准值

被动土压力标准值

管道内工作压力标准值

管道的设计内水压力标准值

地面车辆的 个车轮所承担的单个轮压标准值

作用效应组合设计值

每延长米管道上管顶的竖向土压力标准值

几何 参数

管道计算截面的换算截面面积

单个车轮的着地分布长度

矩形管道的外缘宽度

单个车轮的着地分布宽度

圆形管道的计算直径

圆形管道的外径

相邻两个车轮间的净距

纵向力对截面重心的偏心距

管顶至设计地面的覆土高度



工程建设标准全文信息系统

工程建设标准全文信息系统

钢筋混凝土计算截面的有效高度

管道纵向承受轮压影响的有效长度

轮压传递至管顶处沿管道纵向的影响长度

圆形管道的计算半径

管壁厚度

受拉钢筋截面的总周长

管道换算截面受拉边缘的弹性抵抗矩

管道的最大竖向变形

钢筋混凝土计算截面的最大裂缝宽度

计算 系数

填埋式土压力系数

开槽施工土压力系数

不开槽施工土压力系数

永久作用的作用效应系数

可变作用的作用效应系数

变形滞后效应系数

管材弹性模量

管侧土的综合变形模量

主动土压力系数

管道变形系数

被动土压力系数

设计稳定性抗力系数

混凝土拉应力限制系数

管道结构与管周土体的刚度比

受拉区混凝土的塑性影响系数

永久作用分项系数

管道的重要性系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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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变作用分项系数

动力系数

管材的泊桑比

钢筋混凝土管道计算截面处钢筋的配筋率

钢筋混凝土管道计算裂缝间受拉钢筋应变不均匀系

数

可变作用的组合值系数

可变作用的准永久值系数



工程建设标准全文信息系统

工程建设标准全文信息系统

管道结构上的作用

作用分类和作用代表值

管道结构上的作用 按其性质可分为永久作用和可变作

用两类

永久作用应包括结构自重 土压力 竖向和侧向 预加

应力 管道内的水重 地基的不均匀沉降

可变作用应包括地面人群荷载 地面堆积荷载 地面车

辆荷载 温度变化 压力管道内的静水压 运行工作压力或设计

内水压力 管道运行时可能出现的真空压力 地表水或地下水

的作用

结构设计时 对不同的作用应采用不同的代表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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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可变作用组合值 应为可变作用标准值乘以作用组合系数

可变作用准永久值 应为可变作用标准值乘以作用的准永久值系

数

当管道结构承受两种或两种以上可变作用时 承载能力

极限状态设计或正常使用极限状态按短期效应的标准组合设计

可变作用应采用标准值和组合值作为代表值

正常使用极限状态考虑长期效应按准永久组合设计 可

变作用应采用准永久值作为代表值

永久作用标准值

结构自重 可按结构构件的设计尺寸与相应的材料单位

体积的自重计算确定 对常用材料及其制作件 其自重可按现行

国家标准 建筑结构荷载规范 的规定采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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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用在地下管道上的竖向土压力 其标准值应根据管道

埋设方式及条件按附录 确定

作用在地下管道上的侧向土压力 其标准值应按下列公

式确定

侧向土压力应按主动土压力计算

侧向土压力沿圆形管道管侧的分布可视作均匀分布 其

计算值可按管道中心处确定

对埋设在地下水位以上的管道 其侧向土压力可按下式

计算

式中 管侧土压力标准值

主动土压力系数 应根据土的抗剪强度确定 当

缺乏试验数据时 对砂类土或粉土可取 对粘

性土可取

管侧土的重力密度 一般可取

自地面至计算截面处的深度 对圆形管道

可取自地面至管中心处的深度

对于埋置在地下水位以下的管道 管体上的侧向压力应

为主动土压力与地下水静水压力之和 此时 侧向土压力可按下

式计算

式中 地下水位以下管侧土的有效重度 可按

采用

自地面至地下水位的距离

管道中的水重标准值 可按水的重力密度为 计

算

预应力混凝土管道结构上的预加应力标准值 应为预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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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作用在管道上的侧向土压力

圆形管道 无地下水 矩形管道 无地下水

管道埋设在地下水位以下

力钢筋的张拉控制应力值扣除相应张拉工艺的各项应力损失 张

拉控制应力值 应按现行国家标准 混凝土结构设计规范

的有关规定确定

对敷设在地基土有显著变化段的管道 需计算地基不均

匀沉降 其标准值应按现行国家标准 建筑地基基础设计规范

的有关规定计算确定

可变作用标准值 准永久值系数

地面人群荷载标准值可取 计算 其准永久值系数

可取

地面堆积荷载标准值可取 计算 其准永久值系

数可取

地面车辆荷载对地下管道的影响作用 其标准值可按附

录 确定 其准永久值系数应取

压力管道内的静水压力标准值应取设计内水压力计算

其标准值应根据管道材质及运行工作内水压力按表 的规定

采用 相应准永久值系数可取 但不得小于工作内水



工程建设标准全文信息系统

工程建设标准全文信息系统

压力

表 压力管道内的设计内水压力标准值

管道类别 工作压力 设计内水压力

钢 管

铸铁管

混凝土管

化学管材

注 工业企业中低压运行的管道 其设计内水压力可取工作压力的 倍

但不得小于

混凝土管包括钢筋混凝土管 预应力混凝土管 预应力钢筒混凝土管

化学管材管道包括硬聚氯乙烯圆管 聚乙烯圆管 玻璃

纤维增强塑料管 等

铸铁管包括普通灰口铸铁管 球墨铸铁管 未经退火处理的球态铸铁管

等

当管线上没有可靠的调压装置时 设计内水压力可按具体情况确定

埋设在地表水或地下水以下的管道 应计算作用在管道

上的静水压力 包括浮托力 相应的设计水位应根据勘察部门

和水文部门提供的数据采用 其标准值及准永久值系数 的确

定 应符合下列规定

地表水的静水压力水位宜按设计频率 采用 相应准

永久值系数 当按最高洪水位计算时 可取常年洪水位与最高洪

水位的比值

地下水的静水压力水位 应综合考虑近期内变化的统计

数据及对设计基准期内发展趋势的变化综合分析 确定其可能出

现的最高及最低水位

应根据对结构的作用效应 选用最高或最低水位 相应的准

永久值系数 当采用最高水位时 可取平均水位与最高水位的比

值 当采用最低水位时 应取 计算

地表水或地下水的重度标准值 可取 计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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压力管道在运行过程中可能出现的真空压力 其标准

值可取 计算 相应的准永久值系数可取

对埋地管道采用焊接 粘接或熔接连接时 其闭合温度

作用的标准值可按 温差采用 相应的准永久值系数可取

计算

对架空管道 当采用焊接 粘接或熔接连接时 其闭合

温度作用的标准值可按具体工况条件确定 相应的准永久值系数

可取 计算

露天架空管道上的风荷载和雪荷载 其标准值及准永久

值系数应按现行国家标准 建筑结构荷载规范 的有

关规定确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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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本设计规定

一般 规定

本规范采用以概率理论为基础的极限状态设计方法 以

可靠指标度量结构构件的可靠度 除对管道验算整体稳定外 均

采用含分项系数的设计表达式进行设计

管道结构设计应计算下列两种极限状态

承载能力极限状态 对应于管道结构达到最大承载能力

管体或连接构件因材料强度被超过而破坏 管道结构因过量变形

而不能继续承载或丧失稳定 如横截面压屈等 管道结构作为

刚体失去平衡 横向滑移 上浮等

正常使用极限状态 对应于管道结构符合正常使用或耐

久性能的某项规定限值 影响正常使用的变形量限值 影响耐久

性能的控制开裂或局部裂缝宽度限值等

管道结构的计算分析模型应按下列原则确定

对于埋设于地下的矩形或拱形管道结构 均应属刚性管

道 当其净宽大于 时 应按管道结构与地基土共同作用的

模型进行静力计算

对于埋设于地下的圆形管道结构 应根据管道结构刚度

与管周土体刚度的比值 判别为刚性管道或柔性管道 以此

确定管道结构的计算分析模型

当 时 应按刚性管道计算

当 时 应按柔性管道计算

圆形管道结构与管周土体刚度的比值 可按下式确定

式中 管材的弹性模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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管侧土的变形综合模量 应由试验确定

如无试验数据时 可按附录 采用

圆管的管壁厚

圆管结构的计算半径 即自管中心至管壁中

线的距离

对管道的结构设计应包括管体 管座 管道基础 及连

接构造 对埋设于地下的管道 尚应包括管周各部位回填土的密

实度设计要求

对管道结构的内力分析 均应按弹性体系计算 不考虑

由非弹性变形所引起的塑性内力重分布

对管道结构应根据环境条件和输送介质的性能 设置内

外防腐构造 用于给水工程输送饮用水的管道 其内防腐材料必

须符合有关卫生标准的要求 确保对人体健康无害

承载能力极限状态计算规定

管道结构按承载能力极限状态进行强度计算时 应采用

作用效应的基本组合 结构上的各项作用均应采用作用设计值

作用设计值 应为作用代表值与作用分项系数的乘积

管道结构的强度计算应采用下列极限状态计算表达式

式中 管道的重要性系数 应根据表 的规定采用

作用效应组合的设计值

管道结构的抗力强度设计值

表 管道的重要性系数

管道类别

重要性系数

给水管道 排水管道

输水管 配水管 污水管 雨水管

注 当输水管道设计为双线或设有调蓄设施时 可采用

排水管道中的雨水 污水合流管 值应按污水管采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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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用效应的组合设计值 应按下式确定

式中 第 个永久作用标准值

第 个永久作用的作用效应系数

第 个永久作用的分项系数

第 个可变作用标准值 该作用应为地下水或地

表水产生的压力

第 个可变作用的标准值

分别为第 个和第 个可变作用的分项系数

分别为第 个和第 个可变作用的作用效应系数

可变作用的组合系数

注 作用效应系数为结构在作用下产生的效应 如内力 应力等 与

该作用的比值 可按结构力学方法确定

管道结构强度标准值 设计值的确定 应符合下列要

求

对钢管道 砌体结构管道 钢筋混凝土矩形管道和架空

管道的支承结构等现场制作的管道结构 其强度标准值和设计值

应按相应的现行国家标准 钢结构设计规范 砌体结构设计规

范 混凝土结构设计规范 等的规定确定

对各种材料和相应的成型工艺制作的圆管 其强度标准

值应按相应的产品行业标准采用 对尚无制定行业标准的新产

品 则应由制造厂方提供 并应附有可靠的技术鉴定证明

永久作用的分项系数 应按下列规定采用

当作用效应对结构不利时 除结构自重应取 外 其

余各项作用均应取 计算

当作用效应对结构有利时 均应取 计算

可变作用的分项系数 应按下列规定采用

对可变作用中的地表水或地下水压力 其分项系数应取



工程建设标准全文信息系统

工程建设标准全文信息系统

对可变作用中的地面人群荷载 堆积荷载 车辆荷载

温度变化 管道设计内水压力 真空压力 其分项系数应取

可变作用的组合系数 应采用 计算

对管道结构的管壁截面进行强度计算时 应符合下列要

求

对沿线采用柔性接口连接的管道 计算管壁截面强度时

应计算在组合作用下 环向内力所产生的应力

对沿线采用焊接 粘接或熔接连接的管道 计算管壁截

面强度时 除应计算在组合作用下的环向内力外 尚应计算管壁

的纵向内力 并核算环向与纵向内力的组合折算应力

对沿线柔性接口连接的管道 当其接口处设有刚度较大

的压环约束时 该处附近的管壁截面 亦应计算管壁的纵向内

力 并核算在环向与纵向内力作用下的组合折算应力

管壁截面由环向与纵向内力作用下的组合折算应力 可

按下式计算

式中 管壁 截面处的折算应力

管壁 截面处由组合作用产生的环向应力

管壁 截面处由组合作用产生的纵向应力

对埋设在地麦水或地下水以下的管道 应根据设计条件

计算管道结构的抗浮稳定 计算时各项作用均应取标准值 并应

满足抗浮稳定性抗力系数不低于

对埋设在地下的柔性管道 应根据各项作用的不利组

合 计算管壁截面的环向稳定性 计算时各项作用均应取标准

值 并应满足环向稳定位抗力系数 不低于

埋地柔性管道的管壁截面环向稳定性计算 应符合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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式要求

式中 管壁截面失稳的临界压力标准值

地面车辆轮压传递到管顶处的竖向压力标准值

管内真空压力标准值

管材的泊桑比

管侧回填土的泊桑比

管道的计算直径 可取管壁中线距离

管壁失稳时的折绉波数 其取值应使 为最小

值 并为等于 大于 的整数

对非整体连按的管道 在其敷设方向改变处 应作抗滑

稳定验算 抗滑稳定应按下列规定验算

对各项作用均取标准值计算

对稳定有利的作用 只计入永久作用 包括由永久作用

形成的摩阻力

对沿滑动方向一侧的土压力可按被动土压力计算

抗滑验算的稳定性抗力系数不应小于

被动土压力标准值可按下式计算

式中 土的内摩擦角 应根据试验确定 当无试验数据

时 可取 计算

正常使用极限状态验算规定

管道结构的正常使用极限状态计算 应包括变形 抗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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度和裂缝开展宽度 并应控制其计算值不超过相应的限定值

柔性管道的变形允许值 应符合下列要求

采用水泥砂浆等刚性材料作为防腐内衬的金属管道 在

组合作用下的最大竖向变形不应超过

采用延性良好的防腐涂料作为内衬的金属管道 在组合

作用下的最大竖向变形不应超过

化学建材管道 在组合作用下的最大竖向变形不应超过

对于刚性管道 其钢筋混凝土结构构件在组合作用下

计算截面的受力状态处于受弯 大偏心受压或受拉时 截面允许

出现的最大裂缝宽度 不应大于

对于刚性管道 其混凝土结构构件在组合作用下 计算

截面的受力状态处于轴心受拉或小偏心受拉时 截面设计应按不

允许裂缝出现控制

结构构件按正常使用极限状态验算时 作用效应均应采

用作用代表值计算

对混凝土结构构件截面按控制裂缝出现设计时 应按短

期效应的标准组合作用计算 作用效应的标准组合设计值 应按

下式确定

对钢筋混凝土结构构件的裂缝展开宽度 应按准永久组

合作用计算 作用效应的准永久组合设计值 应按下式确定

式中 相应 项可变作用的准永久值系数 应按本规范

的有关规定采用

对柔性管道在组合作用下的变形 应按准永久组合作用

计算 并应按下式计算其变形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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式中 管道在组合作用下的最大竖向变形 并

应符合 的要求

变形滞后效应系数 可取 计算

管道变形系数 应按管的敷设基础中心角确定

对土弧基础 当中心角为 时 分别可

采用

每延长米管道上管顶的竖向土压力标准值

可按附录 计算

地面车辆轮压传递到管顶处的竖向压力标准值

可按附录 计算

管壁的单位长度截面惯性矩

对刚性管道 其钢筋混凝土构件在标准组合作用下的截

面控制裂缝出现计算 应按下列规定计算

当计算截面处于轴心受拉状态时 应满足下式要求

式中 在标准组合作用下计算截面上的轴向力

计算截面的换算截面积

构件混凝土的抗拉强度标准值 应按现

行国家标准 混凝土结构设计规范 的

规定确定

混凝土拉应力限制系数 可取

当计算截面处于小偏心受拉状态时 应满足下式要求

式中 计算截面上的轴向力对截面重心的偏心距

换算截面受拉边缘的弹性抵抗矩

计算截面受拉区混凝土的塑性影响系数 对矩形截

面可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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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预应力混凝土结构的管道 在标准组合作用下的控制

裂缝出现计算 应满足下式要求

式中 在标准组合作用下 计算截面上的边缘最大拉应

力

扣除全部预应力损失后 计算截面上的预压应力

预压效应系数 可取

对刚性管道 其钢筋混凝土结构构件在准永久组合作用

下 计算截面处于受弯 大偏心受压或大偏心受拉状态时 最大

裂缝宽度可按附录 计算 并应符合 的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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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本构造要求

对圆形管道的接口宜采用柔性连接 当条件限制时 管

道沿线应根据地基土质情况适当配置柔性连接接口 对敷设在地

震区的管道 应根据相应的抗震设计规范要求执行

对现浇钢筋混凝土矩形管道 混合结构矩形管道 沿线

应设置变形缝 变形缝应贯通全截面 缝距不宜超过 缝处

应设置防水措施 例如止水带 密封材料

注 当积累可靠实践经验 在混凝土配制及养护等方面具有相应的技

术措施时 变形缝间距可适当加大

对预应力混凝土圆管 应施加纵向预加应力 其值不应

低于相应环向有效预压应力的

现浇矩形钢筋混凝土管道和混合结构管道中的钢筋混凝

土构件 其各部位受力钢筋的净保护层厚度 不应小于表

的规定

表 钢筋的净保护层最小厚度

构件类别

钢筋部位

管道类别

顶 板 侧 壁 底 板

上 层 下 层 内 侧 外 侧 上 层 下 层

给水 雨水

污水 合流

注 底板下应设有混凝土垫层

当地下水有侵蚀性时 顶板上层及侧壁外侧筋的净保护层厚度尚应按

侵蚀等级予以加厚

构件内分布钢筋的混凝土净保护层厚度不应小于

对于厂制成品的钢筋混凝土或预应力混凝土圆管 其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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筋的净保护层厚度 当壁厚为 时不应小于

当壁厚大于 时不应小于

对矩形管道的钢筋混凝土构件 其纵向钢筋的总配筋量

不宜低于 的配筋率 当位于软弱地基上时 其顶 底板纵

向钢筋的配筋量尚应适当增加

对矩形钢筋混凝土压力管道 顶 底板与侧墙连接处应

设置腋角 并配置与受力筋相同直径的斜筋 斜筋的截面面积可

为受力钢筋的截面面积的

管道各部位的现浇钢筋混凝土构件 其混凝土抗渗性能

应符合表 要求的抗渗等级

表 混凝土抗渗等级

最大作用水头与构件厚度比值

混凝土抗渗等级

注 抗渗标号 的定义系指龄期为 的混凝土试件 施加 水压

后满足不渗水指标

厂制混凝土压力管道的抗渗性能 应满足在设计内水压

力作用下不渗水

砌体结构的抗渗 应设置可靠的构造措施满足在使用条

件下不渗水

在最冷月平均气温低于 的地区 露明敷设的管道

和排水管道的进 出口处不少于 长度的管道结构 不得采

用粘土砖砌体

在最冷月平均气温低于 的地区 露明的钢筋混凝

土管道应具有良好的抗冻性能 其混凝土的抗冻等级不应低于

注 混凝土的抗冻等级 系指龄期为 天的混凝土试件经冻融循

环 次作用后 其强度降低不超过 重量损失不超过

冻融循环次数系指从 以上降低 以下 然后回升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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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上的交替次数

混凝土中的碱含量最大限值 应符合 混凝土碱含量限

值标准 的规定

钢管管壁的设计厚度 应根据计算需要的厚度另加腐蚀

构造厚度 此项构造厚度不应小于

铸铁管的设计壁厚应按下式采用

式中 设计壁厚

铸铁管的产品壁厚

埋地管道的回填土应予压实 其压实系数 应符合下

列规定

对圆形柔性管道弧形土基敷设时 管底垫层的压实系数

应根据设计要求采用 控制在 相应管两侧 包括

腋部 的压实系数不应低于

对圆形刚性管道和矩形管道 其两侧回填土的压实系数

不应低于

对管顶以上的回填土 其压实系数应根据地面要求确定

当修筑道路时 应满足路基的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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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录 管侧回填土的综合变形模量

管侧土的综合变形模量应根据管侧回填土的土质 压实

密度和基槽两侧原状土的土质 综合评价确定

管侧土的综合变形模量 可按下列公式计算

式中 管侧回填土在要求压实密度时相应的变形模量

应根据试验确定 当缺乏试验数据时 可参照表

采用

基槽两侧原状土的变形模量 应根据试验

确定 当缺乏试验数据时 可参照表 采

用

综合修正系数

与 管中心处槽宽 和 管外径 的比值有

关的计算参数 可按表 确定

表 管侧回填土和槽侧原状土的变形模量

入
锤
击
数

原状土标准贯

回填土压实系数

土的类别

砾石 碎石

砂砾 砂卵石 细粒土

含量不大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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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表

入
锤
击
数

原状土标准贯

回填土压实系数

土的类别

砂砾 砂卵石 细粒土

含量大于

粘性土或粉土

砂粒含量大于

粘性土或粉土

砂粒含量小于

注 表中数值适用于 以内覆土 对覆土超过 时 上表数值偏低

回填土的变形模量 可按要求的压实系数采用 表中的压实系数

系指设计要求回填土压实后的干密度与该土在相同压实能量下的

最大干密度的比值
基槽两侧原状土的变形模量 可按标准贯入度试验的锤击数确定

为粘性土的液限

细粒土系指粒径小于 的土

砂粒系指粒径为 的土

表 计算参数 及

对于填埋式敷设的管道 当 时 应取 计

算 此时 应为管中心处按设计要求达到的压实密度的填土宽

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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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录 管顶竖向土压力标准值的确定

埋地管道的管顶竖向土压力标准值 应根据管道的敷设

条件和施工方法分别计算确定

对埋设在地面下的刚性管道 管顶竖向土压力可按下列

规定计算

当设计地面高于原状地面 管顶竖向土压力标准值应按

下式计算

式中 每延长米管道上管顶的竖向土压力标准值

填埋式土压力系数 与 管底地基土及回填

土的力学性能有关 一般可取 计算

回填土的重力密度

管顶至设计地面的覆土高度

管道的外缘宽度 当为圆管时 应以管外

径 替代

对由设计地面开槽施工的管道 管顶竖向土压力标准值

可按下式计算

式中 开槽施工土压力系数 与开槽宽有关 一般可取

计算

对不开槽 顶进施工的管道 管顶竖向土压力标准值可

按下式计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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式中 不开槽施工土压力系数

管顶上部土层压力传递至管顶处的影响宽度

管顶以上原状土的主动土压力系数和内摩擦系数的

乘积 对一般土质条件可取 计算

管侧土的内摩擦角 如无试验数据时可取

计算

对开槽敷设的埋地柔性管道 管顶的竖向土压力标准值

应按下式计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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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录 地面车辆荷载对管道作用

标准值的计算方法

地面车辆荷载对管道上的作用 包括地面行驶的各种车

辆 其载重等级 规格型式应根据地面运行要求确定

地面车辆荷载传递到埋地管道顶部的竖向压力标准值

可按下列方法确定

单个轮压传递到管道顶部的竖向压力标准值可按下式计

算 图

式中 轮压传递到管顶处的竖向压力标准值

车辆的 个车轮承担的单个轮压标准值

个车轮的着地分布长度

个车轮的着地分布宽度

自车行地面至管顶的深度

动力系数 可按表 采用

图 单个轮压的传递分布图

顺轮胎着地宽度的分布 顺轮胎着地长度的分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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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两个以上单排轮压综合影响的传递分布图

顺轮胎着地宽度的分布 顺轮胎着地长度的分布

两个以上单排轮压综合影响传递到管道顶部的竖向压力

标准值 可按下式计算 图

式中 车轮的总数量

沿车轮着地分布宽度方向 相邻两个车轮间的净距

表 动 力 系 数

地面在管顶

动力系数

多排轮压综合影响传递到管道顶部的竖向压力标准值

可按下式计算

式中 沿车轮着地分布宽度方向的车轮排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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沿车轮着地分布长度方向的车轮排数

沿车轮着地分布长度方向 相邻两个车轮间的净

距

当刚性管道为整体式结构时 地面车辆荷载的影响应考

虑结构的整体作用 此时作用在管道上的竖向压力标准值可按下

式计算 图

图 考虑结构整体作用时

车辆荷载的竖向压力传递分布

式中 考虑管道整体作用时管道上的竖向压力

轮压传递到管顶处沿管道纵向的影响长度

管道纵向承受轮压影响的有效长度 对圆形

管道可取 对矩形管道可取

为管道高度

当地面设有刚性混凝土路面时 一般可不计地面车辆轮

压对下部埋设管道的影响 但应计算路基施工时运料车辆和辗压

机械的轮压作用影响 计算公式同 或

地面运行车辆的载重 车轮布局 运行排列等规定 应

按行业标准 公路桥涵设计通用规范 的规定采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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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录 钢筋混凝土矩形截面处于

受弯或大偏心受拉 压 状态时的

最大裂缝宽度计算

受弯 大偏心受拉或受压构件的最大裂缝宽度 可按下

列公式计算

式中 最大裂缝宽度

裂缝间受拉钢筋应变不均匀系数 当 时

应取 当 时 应取

按长期效应准永久组合作用计算的截面纵向受拉

钢筋应力

钢筋的弹性模量

最外层纵向受拉钢筋的混凝土净保护层厚度

纵向受拉钢筋直径 当采用不同直径的钢

筋时 应取 为纵向受拉钢筋截面的

总周长

以有效受拉混凝土截面面积计算的纵向受拉钢筋

配筋率 即 为截面计算宽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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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截面计算高度 为受拉钢筋的截面面积

对偏心受拉构件应取偏心力一侧的钢筋

截面面积

系数 对受弯 大偏心受压构件可取 对

大偏心受拉构件可取

纵向受拉钢筋表面特征系数 对光面钢筋应取

对变形钢筋应取

混凝土轴心抗拉强度标准值

系数 对受弯构件可取 对大偏心受压

构件可取 对大偏心受拉构件可

取

受弯 大偏心受压 大偏心受拉构件的计算截面纵向受

拉钢筋应力 可按下列公式计算

受弯构件的纵向受拉钢筋应力

式中 在长期效应准永久组合作用下 计算截面处的弯

矩

计算截面的有效高度

大偏心受压构件的纵向受拉钢筋应力

式中 在长期效应准永久组合作用下 计算截面上的纵

向力

纵向力对截面重心的偏心距



工程建设标准全文信息系统

工程建设标准全文信息系统

大偏心受拉构件的纵向钢筋应力

式中 位于偏心力一侧的钢筋至截面近侧边缘的距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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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录 本规范用词说明

为便于在执行本规范条文时区别对待 对要求严格程度

不同的用词说明如下

表示很严格 非这样做不可的

正面词采用 必须 反面词采用 严禁

表示严格 在正常情况下均应这样做的

正面词采用 应 反面词采用 不应 或 不得

表示允许稍有选择 在条件许可时首先应这样做的

正面词采用 宜 或 可 反面词采用 不宜

条文中指定应按其他有关标准 规范执行时 写法为

应符合 规定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