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水技术的优势#探讨了同层排水技术的主要形式#并分析了同层排水系统在施工过程中存在的一些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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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会经济的不断发展以及生活水平的日渐提高"人

们对建筑住宅品质提出了越来越高的要求"除了要满足

大众化的居住要求之外"其生活空间还必须提供舒坦$

便捷和优美的功能% 对一套住宅而言"厨房和卫生间相

当于服务空间"卧室是休息空间"厅是社交空间% 在卫

生间里主要集中布置室内卫生器具"而卫生间的排水系

统设计会对卫生间布置和使用功能产生重要影响% 目

前"在建筑工程领域"卫生间排水主要包括隔层排水和

同层排水两种方式% 本文就这两种排水方式的优缺点

进行对比讨论"阐述建筑同层排水的原理及优势"介绍

其关键施工技术及其注意事项"并提出现代建筑住宅卫

生间今后的排水发展趋势%

# 同层排水系统与隔层排水系统区别

卫生间内的卫生器具排污横管和水支管均不穿过

楼板"下层用户不会受到影响"这种排水方式称为同层

排水% 同层排水已经发展成为卫生间排水系统中的一

项重要技术"为了保证污水及废弃物顺利地流入主排污

立管"必须在同楼层内进行平面施工并且敷设排水管"

同时当管道堵塞需要疏通清理时"只要在本层套内就可

以解决% 在本楼层内敷设排水管道"为了保证整体结构

合理"不易发生堵塞现象"疏通$清理较为便捷"可以考

虑将O弯$.弯等采用一个共用的水封管配件代替"卫生

间洁具的位置可以根据用户自己的兴趣爱好进行灵活

布置"达到美观舒适的功能% 坐便器同层排水与隔层排

水示意图如图 # 所示%

图! 座便器安装示意图

同层排水与隔层排水具有以下四个方面的区别&

!##排水支管是否穿越楼板% 对于同层排水而言"

其排水支管都敷设在本层内"而隔层排水的排水支管

!如O形水封存水弯与 . 形弯管#会占用下层的部分室

内空间"这是因为其排水支管必须穿越楼板"在下一层

楼板顶部连接到建筑排污立管%

!!#是否需要安装 .形或O形弯管% 隔层排水的卫

生器具需要采用一个 .形或O形弯管"而同层排水不必

采用 .形或O形弯管"从而使疏通清理较为方便"不易

发生堵塞%

!B#如果发生堵塞"是否需要到下层室内去疏通清



理% 隔层排水方式需要到下层室内才能完成疏通清理

的目的"这可能会使下层住户的卫生间吊顶等结构受到

影响"从而使下层用户受到损失"而同层排水方式只要

在本层室内就可以做到疏通清理工作"不影响下层用户

的空间%

!%#使用卫生洁具过程中"楼下用户是否会听到较

大的冲水噪声% 若楼上用户采用同层排水方式"冲水噪

声'#(几乎不会影响到楼下室内"而采用隔层排水方式"

则楼下用户就会受到冲水噪声的影响%

同层排水与隔层排水各方面的主要区别见表 #%

表! 同层排水与隔层排水区别

序号 对比项目 隔层排水 同层排水

# 卫生间设计风格 较呆板 个性化

! 建筑物整体功能 单调 灵活

B 房屋产权 不清晰 清晰

% 排水噪音 较大 较小

E 卫生死角 很多 没有

F 卫生间空间 利用率低 利用率高

" 渗漏隐患 容易渗水 渗漏几率小

J 检修方式 下层检修 本层检修

??由于同层排水技术相对于隔层排水具有明显优势"

目前在居住建筑方面应用较多"如住宅楼$公寓及别墅

等% 当建筑物使用功能较为复杂"需要将上下楼层的卫

生间错开布置时"应用同层排水技术就可以有效地避免

排水管道对下层空间造成的影响%

! 同层排水安装的几种形式

为了适应现代住宅对卫生间排水管敷设方式的基

本要求"根据卫生间的不同布局"在同层排水基础上"合

理布置管道"确保有效的排水$排污标准的安装方式称

为同层排水安装方式% 在实际施工时"依据卫生间不同

的净空高度"国内先后出现了降板式同层排水$同层墙

内排水$垫板同层排水和同层接入器接入式排水"这四

种排水方式目前在国内同时存在%

)6! 降板式同层排水

该方式主要是为了给敷设管道提供空间"将卫生间

结构楼板往下沉!局部#!$ 0H或 B$ 0H"如图 ! 所示%

先做好防水层"再采用现浇混凝土制作下沉楼板% 首先

依据设计标高与坡度"将给排水管道沿下沉楼板面进行

敷设"将轻质材料!如水泥焦渣等#作为垫层填实"最后

采用水泥砂浆找平之后在垫层上再做防水层和面层'!(

%

降板式同层排水方法较为成熟"应用比较广泛% 其

优点是&!##排水管道被隐藏在降板下"施工时较为便

利"同时可以灵活布置卫生间"使排水噪音对下层用户

的影响降低)!!#如果需要检修或发生漏水时"下层用户

使用不会受到影响)!B#可采用传统的地漏和卫生器具"

因而其适用范围较广% 缺点是&!##排水管道隐藏在降

板下"无法知道管道的运行情况"使检修时较为困难)

!!#减少了卫生间的空间高度)!B#下沉板内的积水不

易排出"在下层用户靠近卫生间的楼板与侧墙处经常会

发生渗漏等现象"要进行维修必须破坏地面取出填充材

料"不易施工"工作量大'B(

)!%#结构降板处理需要用填

充材料填平"不但使施工工程量增加"引起工程造价增

加"而且还会降低空间的利用率"造成荷载增加"因此使

用这种方式不经济%

因此"楼板的防水是降板式做法的关键所在&首先"必

须做好下沉空间的防水处理及卫生间的防水处理)其次"

卫生间内部所有给排水管道都必须进行严格的试压$灌

水试验后才能进行施工隐藏)最后"可考虑将侧排的地

漏布置在下沉空间侧面"尽可能地排除存在的积水%

图) 降板式同层排水示意图

)6) 同层墙内排水

砌一堵假墙在卫生洁具的后面"在假墙内安装隐蔽

式支架和给排水管道"这种方式称为同层墙内排水"如

图 B 所示% 具体流程&首先将洗脸盆的电子感应装置与

坐便器的水箱部分等组装成支架"并固定下来"然后进

行卫生洁具和给排水管道的安装"最后砌筑假墙进行掩

饰% 这样安装之后"外露的排水管完全看不到"只会看

到水龙头和卫生洁具的本体裸露在外面"整个空间变得

简洁"给人舒适的感觉'B(

%

同层墙内排水的优点是'%(

&!## 横排水系统管道不

用穿越楼板"也没使用降板"节省了空间)!!# 用户和设

计师可以不受管道$坑距的影响"可以自由地设计卫生

间的格局)!B# 采用了较多的壁挂式洁具"消除了卫生

死角"方便清洁)!%# 整个卫生间的卫生器具排放有序"

视觉效果较佳% 其缺点是&!##卫生间内的假墙占据了

一定的使用空间"对于空间较小的卫生间不宜采用这种

方式)!!# 排水横支管都安装在假墙内"如果发生漏水"

必须将假墙拆除"不利于施工)!B# 必须采用专用卫生

器具"产品的选择余地较小)!%# 需要采用横排水地漏%

"E第 !" 卷第 # 期?? ???? ?魏天云&同层排水技术在住宅建筑工程中的应用



图$ 同层墙内排水

)6$ 垫板同层排水

垫板同层排水指将卫生间的地面垫高的做法"因其

较易发生*内水外溢+现象"该方式已经很少采用% 偶尔

会在旧房改造中使用% 垫板同层会引起楼体的承载负

荷增加等新的工程量"并且施工困难$费料$费工和影响

美观"该方式现已基本被淘汰%

)6' 同层接入器接入式排水

在楼板架空层内装置排水集水器"将卫生器具排水

管等全部连接到排水集水器"再进行统一排放"这种方

式称为同层排水接入器接入式排水% 与普通立管相比

较"同层排水接入器具有较明显的消能作用"由于其所

具有的独特的乙字弯结构"促使排水立管中的噪声显著

降低"同时采用该种方式还可以自由布置卫生洁具% 除

了大便器"余下的卫生洁具可以不用再设存水弯"这是

因为水封问题已经在接入器本身获得了解决% 检查口

和检查盖板安装在接入器上"方便检修清通% 浴盆和洗

脸盆等洁具共同使用一个水封"不容易出现干涸现象"

防臭溢出功能较佳% 同时防水工作量可以极大地降低"

这是因为在本层内布置排水横管"在楼板上没有设预留

洞给洁具排水小立管% 卫生间根据同层排水接入器特

点而进行专门设计"由于没有采用下沉楼板"因此地漏

可考虑采用侧墙式'E(

%

由以上分析可以看出"同层排水结构的主要形式与

同层排水方式紧密相关% 采用降板式结构"必须将楼板

下沉 B$$ P%$$ HH"其施工方式较为复杂"工程量较大"

由此造成支模$二次防水和回填的相关费用增加% 隐蔽

式排水方式的特点是砌一堵假墙在卫生间洁具后方"为

管道布置提供一定宽度的预留空间"引起人工以及材料

等相关费用增加% 施工时宜首先考虑采取排水接入器

排水方式"因为这种方式可以使楼板最小降低 #E$ HH"

不影响下层用户"方便维修施工"使工程造价降低% 几

种同层排水方式各自的优缺点见表 !

'B(

%

表) 三种同层排水方式各自的优缺点对比

对比项 降板式!局部# 墙体敷设式 排水集水器式

结构

难度

卫生间楼板下沉"结

构设计难度较大

卫生间楼板不下沉"不

增加结构设计难度

卫生间楼板下沉"

结构设计难度较大

地漏

设置

可使用传统式"设置

自由

需使用专用横排地漏"

应靠近立管设置

可使用传统式"设

置自由

装修

门槛

低"传统装修队伍即

可
高"需专业装修队伍

高"需专业装修队

伍

检查

维修

困难"需破坏卫生间

地面装修
较难"需拆掉假墙

难度小"设置有检

查口

卫生洁

具可选

择性

大"可使用传统地排

水式卫生洁具

小"只能选择壁挂式或

后排水口的坐地式

大"可使用传统地

排水式卫生洁具

卫生间

高度

降低"因上层卫生间

楼板下沉
不变

降低"因上层卫生

间楼板下沉

管材

使用
O=QR2 STO9 O=QR2

造价
低"传统装修队伍即

可"无需专用管材

高"需专业装修队伍"

必须使用专用管材

高"需专业装修队

伍"必须使用专用

管材

??因此"卫生间同层排水和隔层排水两种方式各有优

缺点"经过比较"同层排水更能表达*健康舒适"以人为

本+的现代设计思想% 而且",健康住宅建设技术要点-

!!$$% 年版# !>">% 条规定&排水支管应以本户为界%

,住宅设计规范- !UDE$$GF R#GGG#F>#F>#F 条规定'%(

&

住宅的污水横管宜设在本层套内% ,建筑给水排水设计

规范-!UDE$$#E R!$$B#%>B>J 规定'F(

&住宅卫生间的卫

生器具排水管不宜穿越楼板进入他户% 以上条款均体

现了同一设计思想"即住宅卫生间排水设计应优先采用

同层排水% 实际采用哪种方式"应根据建筑$结构的具

体情况来确定'"(

% 同层墙内排水技术在国外已广泛采

用"尤其是欧洲% 在我国"该技术还未得到有效推广"其

中两个制约因素是产品的可选择性小和价格较高"同时

用户对住宅的需求"一般是要求厅$卧室的面积大"厨

房$卫生间的空间被压缩"普遍较小"如果卫生间采用同

层墙内排水"则卫生间的使用面积又进一步缩小"这在

一定程度上也影响了同层墙内排水系统的推广% 但有

理由相信"随着同层排水逐渐得到大家的认可"相关产

品的开发和生产也会很快跟上"同层排水将成为现代住

宅建筑卫生间排水设计的趋势%

B 同层排水系统施工要点及注意问题

$6! 墙体隐蔽式同层排水系统

!##优先考虑选用壁挂式坐便器$洗脸盆等卫生洁

具%

!!#水箱的安装尺寸决定了假墙的厚度与高度"一般

厚度在!$$ P!E$ HH之间"高度在G$$ P#!$$ HH之间'E(

%

!B#STO9管!高密度聚乙烯管#较传统的 O=Q管

具有优越的韧性$抗冲击性$耐腐蚀能力"因此排水管材

JE 四川理工学院学报!自然科学版"????? ???????!$#% 年 ! 月



宜采用STO9管"从而降低日后渗漏的几率%

!%#卫生洁具最好设置在同一侧墙面"若不易做到

时"可以在相邻墙面布置% 若以上两者很难做到时"则

可以考虑采用隐蔽式安装系统'B(弥补不足%

!E#尽量少设地漏或不设地漏"如确有需要"地漏应

该采用同层排水的横出水地漏% 为了防止与马桶$浴缸

等连接时产生返水隐患"在靠近立管的地方设置地漏"

并与立管单独连接%

$6) 排水集水器同层排水系统

!##设计要点% 在楼板架空层内敷设排水集水器$

卫生器具等排水管的横管部分以及集水器排水管"在管

道井内敷设排水立管"通常采用螺旋 O=QR2塑料管)

生活污$废水重力流排放)在卫生器具排水管与排水集

水器连接部位要设置 2型存水弯% 在排水集水器的每

段上方要安装检查口"而且排水集水器的每一段只能与

一个卫生器具排水管相连接% 排水集水器材质为透明

O=QR2多段组合而成)集水器断面可为椭圆形$圆形或

蛋形)为了能够产生跌水"避免产生倒流现象"卫生器具

排水管和集水器使用管顶平接方式相连接% 集水器与

楼板固定'J(

"同时要设有坡度"以便于排水%

!!#安装要点% 具体操作流程为&首先安装排水集

水器"将其与排水立管和卫生器具的排水管相连接)然

后安装卫生器具和水嘴)最后在排水集水器上方安装可

开启的地板'J(

% 目前国内一般采用降板做法%

如果同层排水系统发生漏水"需要破坏结构进行

维修"因其属于隐蔽式安装"管道和设备安装维护较

困难"漏水也不易发现"因此"在施工时"必须确保施

工质量"在选择材料时"一定要选用性能稳定和质量

优良的产品% 进行同层排水管径设计时"务必保证

水力计算的准确性"这是因为同层排水管道坡度较

小"通常只有 #V P#>EV"水流较缓% 若管径过细"

会发生干涸溢出臭味"这是因为其容易引起虹吸现

象"将水封破坏)若管径过粗"容易累积脏物而引起

堵塞"造成污水返溢%

虽然同层排水技术相对于隔层排水具有很大优势"

但是增加了工程造价成本"同时还有一些问题需要解

决"比如管道检修时会造成室内装修损坏"工程施工较

复杂)排水方式采用降板式"会发生结构层楼板的积水

难以排净的情况)采用后排水方式"会使水力条件变差"

坐便器用水量增加且难以冲洗干净% 因此"将同层排水

技术应用于住宅建筑时"必须充分重视这些问题"并且

在工程施工过程中不断探究%

综上所述"推广使用同层排水技术时应进行详细的

分析比较"取长补短"在工程施工过程中"要注意对关键

部位的防水处理和材料选择"并且要与常规排水系统加

以区别对待"以确保获得理想效果%

% 结束语

与传统隔层排水方式相比较"住宅卫生间同层排水

技术具有很大的优越性"随着人们对住宅品质要求越来

越高"同层排水技术已经逐渐成为主流排水系统% 虽然

存在一些施工难度问题!如连接不方便#"但是只要施工

过程中加强管理"选择质量优良的产品"高要求$严控

制"就可以杜绝渗漏现象的发生% 因此"建筑给排水将

更加突出以人为本的原则"同层排水技术必将走上全

面$均衡$务实$安全的发展之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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