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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建筑暖通及给排水常见质量通病防治措施
唐晓聪

成都庆烨安装工程有限责任公司 四川 成都 610000

【摘 要】本文旨在探讨建筑暖通及给排水系统常见的质量通病及相应的防治措施，通过对隔热不规范、管道

漏水和空气死角等问题的深入分析和研究，提出了一系列解决方案和预防措施，以保证建筑暖通及给排水系统的正

常运行和高效性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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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筑暖通及给排水系统是保障建筑物舒适性和功

能性的重要组成部分，然而常见的质量通病却给系统的

正常运行和使用效果带来了一定的困扰，严重影响了系

统的能效和使用体验。因此，研究建筑暖通及给排水系

统的质量通病并提出相应的防治措施，对于改善系统的

质量和性能具有重要意义。

1 建筑暖通及给排水常见质量通病

1.1.隔热不规范

隔热材料的选择和安装质量直接影响着系统的能

效和使用效果。常见的隔热不规范问题包括隔热材料选

择不当、安装不平整、缺乏密封等。这些问题会导致系

统能量损失和温度不稳定，影响室内舒适度。

1.2.管道漏水

漏水可能发生在管道连接处、接口处或管道本身的

损坏位置。管道漏水不仅造成水资源浪费，还可能引发

墙体渗漏、装修损坏等问题。定期检测和维护管道密封

性，及时修复漏水问题，是确保系统正常运行的关键。

1.3.空气死角

空气死角是指建筑暖通及给排水系统中的部分区

域或角落，由于空气流动不畅或缺乏通风而导致的空气

滞留问题。空气死角的存在会使空气质量下降，造成室

内空气不畅通，可能引发异味、霉菌、污染等问题。改

善通风系统设计和确保空气流动畅通，可以有效避免空

气死角的出现。

2 建筑暖通及给排水质量通病的影响

2.1.能源浪费和维护成本的增加

建筑暖通及给排水系统通病会导致系统能源浪费

和维护成本的增加。暖通系统如果存在热量损失、气流

管堵塞等问题，系统的效率会降低，从而增加供热和制

冷的能源消耗。给排水系统的管道是否有漏水、堵塞等

问题，会影响给排水系统的正常运行，增加了系统的维

护成本和工作量。

2.2.减少系统寿命

建筑暖通及给排水质量通病会严重影响整个系统

的寿命。通风管道中的脏污和其它污染物会严重影响新

鲜空气的进入，同时污染物还在空气中传播，对人身体

也是一种伤害。给排水系统管道材质质量以及安装是否

牢固，影响着系统的正常运行和使用寿命[1]。

2.3.室内环境质量下降

建筑暖通及给排水质量通病会影响建筑室内环境

的质量，使得室内环境变得不舒适。暖通系统存在热量

传输不好、气流管道堵塞等问题，系统的效率会降低，

从而形成温度“不平衡”。给排水系统管道存在漏水、

堵塞等问题，水的流动受到影响，会导致室内的湿度很

高、空气变不通畅、有异味等问题。

2.4.影响人体健康

建筑暖通及给排水质量通病会对人体健康产生负

面影响。不良的暖通系统设计和不良的排水系统将重金

属等有毒物质带入室内环境中，长时间处于不良环境下，

会对人体健康造成一定的影响。

3 建筑暖通及给排水常见质量通病防治措施

3.1.隔热优化

通过科学合理的设计和建筑材料的选择，可以有效

减少建筑热量的传输，提高建筑的能源效益。首先是建

筑围护结构的隔热设计。在建筑设计阶段，需要充分考

虑墙体、屋顶、地板等围护结构的隔热性能。选择优质

隔热材料，并合理设置隔热层，以增加隔热层的厚度和

保温层的密度，从而有效减少热量的传输，提高建筑的

隔热性能。其次是窗户和门的隔热设计。窗户和门是建

筑中容易导致热传输的热桥。针对这一问题，应采取一

系列措施。首先，选择具有较低热传导系数的窗户和门

窗框材料，如采用 UPVC 或铝合金材料。其次，应在窗

户和门上采用双层或多层中空玻璃以及夹层玻璃，以提

高窗户和门的隔热性能。第三，还应注意隔热材料的选

择和应用。常见的隔热材料包括岩棉、玻璃棉、聚苯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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等。在选择隔热材料时，需要考虑其导热系数、稳定性、

防火性能等因素。合理应用隔热材料，可以有效减少热

量传输，提高建筑的隔热性能。此外，还可以采取其他

措施，如建筑方向的合理布局、建筑外遮阳设施的设置、

合理利用自然通风等，以进一步优化建筑的隔热性能[2]。

3.2.管道施工质量

在管道施工中，施工方首先需确保管道材质的优质

选择。选择符合国家标准和规范的管道材料，并进行严

格的质量检测，确保其耐久性和可靠性。材料的质量问

题会直接影响到管道的使用寿命和工作效果。其次，管

道施工水平至关重要。施工方应具备专业的技术和工程

能力，熟悉管道施工的相关规范和要求。在施工前，应

仔细研究设计图纸，了解管道的位置、直径、坡度、流

速等参数，并确保施工过程中的调整和安装能够保持一

致性和稳定性。管道连接处的设计和安装也非常重要，

施工方应仔细检查管道接口的密封性和承压性，确保没

有漏水和泄漏现象。第三，管道施工必须严格按照标准

要求进行。施工方应根据国家或行业的标准进行施工，

确保每一步的执行符合规范。管道的安装过程中应严格

按照设计要求进行连接，可以选择适当的焊接方式进行

管道连接，确保连接的牢固性和密封性。

3.3.空气流通设计

首先，室内空气质量的保障是空气流通设计的重点。

合理的空气流通设计可以确保新鲜空气的供应和室内

空气的循环，有效地去除污染物质并保持室内空气的清

新和健康。为此，应采取以下措施：①合理设置室内外

气流通口。需要在建筑中设置合适的进风口、排风口和

通风设备，以保证室内外空气的交换。进风口和排风口

的位置和尺寸应根据建筑的布局、室内人员活动情况和

污染源的位置来进行合理规划。②采用合适的通风系统。

根据建筑的性质和需求，可采用自然通风、机械通风或

混合通风等不同方式。在选择通风系统时，需要考虑室

内外温度、湿度、气流速度和噪音等因素，以实现舒适、

高效、节能的通风效果。其次，空气流通设计还应注重

室内温度和湿度的控制。合理的温湿度控制可以提供一

个舒适的室内环境。为此，应采取以下措施：①选择合

适的冷热负荷计算方法。根据建筑的功能和使用需求，

采用准确的冷负荷和热负荷计算方法。考虑到室内外温

差、日照、设备热负荷等因素，对室内空气进行适当调

节，以保持室内温度的稳定。②设计合理的空调系统。

根据建筑的布局和使用要求，选择合适的空调设备和送

风方式。合理设置送风口和回风口的位置和数量，以实

现室内空气的均匀分布和循环。

3.4.定期维护与检测

（1）清洗管道

定期清洗管道可以有效防止管道堵塞和积垢问题。

使用适当的清洗工具和材料，如高压水枪和清洁剂，对

暖通及给排水系统中的管道进行彻底清洗。特别是给排

水系统，要清除积聚的污垢、沉积物和杂物，确保管道

的畅通性。

（2）检查和更换阀门和附件

定期检查和维护系统中的阀门和附件是保持系统

正常运行的重要措施。检查阀门的开闭情况和密封性能，

确保其能够准确控制水流量和流向。如果阀门损坏或密

封不良，及时更换。此外，也要检查和维护其他附件，

如水泵、水箱、水嘴等[3]。

（3）检测和处理漏水

定期进行系统的漏水检测和处理，是防止漏水问题

扩大和损坏其他设备的重要步骤。通过使用压力表、水

表和红外线测温等工具，检测系统中的漏水点，并采取

相应措施进行修复。同时，还要加强对管道连接处的检

查，确保连接紧固和密封性。

4 结束语

通过对建筑暖通及给排水系统常见质量通病的研

究和分析，本论文提出了一系列相应的防治措施，以确

保系统的正常运行和高效性能。本文的研究成果对于实

际建筑工程的设计、施工和维护具有一定的参考价值，

并可为相关领域的研究提供一定的借鉴。建议今后在该

领域继续探索更多的防治措施，以提升建筑暖通及给排

水系统的质量和效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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