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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言：

在医疗改革发展前提下，现代综合医院整体形象发

生不同程度的变化，患者更加看重医院整体医疗与服务

水平，为综合医院改革带来有力推动。在医院建筑中，

给排水系统是当中较为重要的一个组成部分，可以满足

不同医疗科室诊治的具体需求。给排水优化设计工作可

以让使用呈现出便捷性与环保性，整体使用安全性也随

之提升。因此，为确保建筑给排水系统能够满足各种类

型的医疗需求，相关工作人员必须重视设计前期环节的

全面与深入调查工作，对综合医院建筑设计要求做到科

学明确，将医院建筑给排水系统优化效果有效增强。

一、综合医院建筑给排水系统特点

1. 给水系统

在综合医院建筑设计中，给水系统设计尤为重要，

是当中必不可少的一部分，包括生活用水、纯水、热水、

酸化水等，且用水水质标准具有一定差异性。例如，水

温、水压和水质等不同要求，需要采用增压或者针对性

的减压措施，满足实际用水需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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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具体使用过程中，医院的热水供应凸显出极强的

季节性，其中采暖用水量在冬季较大。部分科室必须常

年供水，确保用水及时，以免耽误诊疗工作开展，例如，

新生儿病区、手术室、供应室和分娩室等主要科室，一

定要保证供水具有连续性，特别是分娩室必须保证水温

恒定，手术室也要确保水温适应。在此前提下，必须考

虑到不同科室具体用水需求，选择使用具有集散结合特

点的热水供应系统，确保热水供应凸显出合理性与科学

性，满足不同科室工作需要，同时减少水资源过度浪费

问题，实现能源的有效节约。对于血液净化中心、检验

科和口腔科等科室，应注意纯水供应，考虑到对水质的

不同要求，选择纯水中央集中制备系统，做好分量供应。

在该用水模式下，综合医院能够对空间与设备做到合理

配置，减少日常运营中的各项成本，更是将医院供水整

体质量做到最大限度提升。

另外，医院临床医技科室在用水方面都有很高的院

感要求，水龙头必须具有极高安全性。相关人员必须对

洁具做到科学与合理选择，考虑使用不含铅的优质不锈

钢水龙头，减少水源污染几率，确保用水卫生。对卫生

清洁而言，手术室所使用的卫生器具应尽量考虑使用非

手触式，传染病区也应优先采用脚踏式刷手池。通常采

取红外线自动感应式的调温混合阀恒温阀门。

2. 污废水系统

医院污水相较其他污水排放单位，其污水成分复杂，

不仅含有大量的病毒细菌，还有很多药品、放射性废水

等难分解的物质，如不进行严格处理，一旦排入市政管

网或地下水体，对自然环境造成的危害不可估量。

各级医院应结合当地环保部门的排放标准，根据医

院性质和大小规模，严格按照《医院污水处理工程技术

规范》和《医院污水处理技术指南》等标准来设计相应

的或更高级别的处理工艺，而且污水处理设施应与医院

主体建筑同时设计、同时施工。目前综合医院主要采用

二级生化处理工艺，不论是生物膜法还是活性污泥法，

其处理工艺流程基本为化粪池 - 格栅间 - 调节池 - 生化

池 - 沉淀池 - 消毒池，处理水池需要根据医院用水量设计

相应的容积，从而保证污水停留时间，进而将各种污染

物充分处理，保证达标排放。

3. 消防喷淋系统

在新时期下，医院建设规模逐渐扩大，开始走入高

层化发展趋势。如果医院中的高层建筑在日常运营过程

中出现突发的火灾等事故，整体扑救工作难度将不断加

大，导致扑救工作效率低，人员伤亡数量势必会增长，

给医院带来不同程度经济损失，也易产生社会负效应，

影响到社会各阶段和谐与稳步发展。

为了将医院运行安全性全面提升，相关工作人员必

须对消防系统所具有的敏感度有效提升，为医院各项工

作有序开展夯实基础，让医院可以在足够保障下安全与

高效运行。在对消防喷淋系统进行设计时，参与设计的

人员必须对医院建筑所具有的结构进行深入分析，选择

好合适的位置完成管道与喷头的合理安装，保证在突发

火情时可以采用自动控制方式进行灭火操作，为医院财

产与医患人身安全带来最有力的保证。

二、现代综合医院建筑给排水系统的整体要求

1. 给水系统

在现代综合医院建筑中，给水系统是当中较为重要

的一个组成部分，可以为医院日常工作提供足够的生活

用水，满足医疗设备使用过程中的用水需求。虽然医院

使用的各种仪器设备所需的用水量不同，特别是对水压

与水质有特殊要求，但是合理与科学的给水系统完全可

以满足不同类型医疗设备的运转需要。例如，考虑到设

备用水需要，可以进行增压处理与水质预处理工作，确

保医疗仪器设备能够正常运行，提高各类诊疗服务整体

水平。在医院制剂室、检验科与病理科等科室中，操作

环境必须无菌，用水必须选择超纯水。为此，医院必须

重视给水系统设计与优化，结合实际用水区域具体需要

和水处理的不同要求，对水资源做到科学与合理的利用，

为医疗服务水平提升带来有力推动。目前，大部分医院

已带着前瞻性思维对给水系统进行针对性优化，采用分

量供应方式满足不同用水需要。在该供水模式下，每个

医疗科室用水标准得以合理细化，用水需求获得满足，

依托集中式管理将整体运营成本有效减少，实现医疗供

水质量全面提升。

2. 污废水系统

医院各科室工作量较大，每天会排放出一定量的废

水。部分科室可能会排放出带有放射性物质、化学物质

和重金属的废水。若这些废水处理不够科学或不够彻底，

有一定可能给周围环境带来不同程度污染。在对医院废

水系统进行设计时，相关工作人员必须从室内与室外等

不同层面考虑，在室外选择雨、污与废分流的合理排水

体制；对于室内排水系统，应考虑到病房卫生间使用特

点，运用污与废科学分流方式将可能带有病原体的废水

成功排放。对医院其余区域，应根据具体情况选择污和

废合流方式的排水体制。

3. 自动喷水灭火系统

在对现代综合医院自动喷水灭炎系统进行设计时，

工作人员必须对设计要求科学明确，重视消防用水量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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计，保证达到 60L/s。具体而言，一是仓库，其危险等级

为Ⅱ级。若考虑最大储物高度值为 3.50m，必须要求设计

喷水具体的强度能够达到 12L/min·m2，保证实际作用面

积为 200m2。在此前提下，消防用水持续喷水时间应达到

1.5h。二是医院地下汽车库的危险等级为Ⅱ级，在具体

设计环节要确保设计喷水强度达到 8L/min·m2，消防用水

作用面积不可小于 160m2，整个喷水时间要达到 1h，同

时喷水应具有持续性。

在该工程中，配电室和贵重设备间位置应避免使

用用水扑救的方式，其余位置均需要合理与科学设置好

自动喷水灭火系统。医院一层设计湿式报警阀组，将水

流指示器与监控阀等设备设置于每层防火分区位置，同

时合理安排好试水装置与自动末端试水装置。对于喷淋

系统需要由喷淋主泵和消防水池等主要部分组成，高位

水箱和稳压泵可以实现系统压力的科学维持。在对喷头

进行安装时，工作人员应根据建筑装饰吊平顶特点完

成。在无吊顶或者无格栅吊顶的地下室位置考虑选择

K-ZSTZ15/68 型直立式快速响应闭式喷头，其实际流量

系数为 K=80。在厨房位置考虑使用 ZSTX15/93 下垂式闭

式喷头，要求流量系数为 K=80。在无菌存放和清洁走

道等区域，应考虑选择卡扣调节式员顶隐藏型快速响应

喷头，如 ZSTD15/68 型，其流量系统必须为 K=80。在库

房位置的喷头为闭式，如 ZST20/68 型，其流量系统应为

K=115。医院其余位置可考虑使用吊顶型快速响应闭式

喷头，安装详见 04S206。

4. 排水系统设计要求

在隔离病房位置，应考虑选择使用具有单独排放

特点的系统，由室外已设置好的带有臭氧消毒功能的化

粪池对排放出的废水进行预处理，处理完之后的水再排

入污水管网，减少对生物处理工作带来的直接影响。在

医院排水系统中，通气管设置必须得到足够重视，为排

水系统整体通畅性带来足够保证。所有卫生器具必须

带有水封与检查口。在医院的公共卫生间位置应优先选

择使用不锈钢材质的防返溢地漏，抢救室位置则是选择

带有网筐与可清通特点的地漏。手术室内部不设置任何

地漏。在集水坑位置必须注意设置好废水提升装置的水

位，借助水泵监控掌握废水情况。口腔科洗涤池排水管

道直径应在 75mm 以上。核医学科产生的具有放射性特

点的有害污水必须单独处理，待达标后方可全部排入市

政污水管。

5. 室内消火栓系统

室内消火栓的用水是依靠消火栓主泵和消防水池进

行有效供给，室内消防用水量为 40L/s，配备好临时高

压供水系统，以此来应对持续 3h 以上的火灾事故。本工

程以一次性火灾为例，选择组合式消防柜，大小尺寸为

1800×700×240。该消防柜的箱体材质为铝合金 + 钢制，

其中设置好：消火栓 1 个（型号为 SN65）、长水龙带 1 根

（长 25m）、水枪 1 支（QZ19）。地下室至六层位置选择室

内减压稳压式的消火栓，要求出水口压力 0.35MPa，安

装详见 15S202-19、62。

三、现代综合医院建筑给排水系统存在的问题

1. 医院各个科室之间存在差异性

由于医院内部的科室设置较多，医疗设备较多，给

排水的时间段不同。因此，要高度重视各个科室对给排

水系统提出的不同要求，这个差异性对保证医院医疗正

常用水的有效性和稳定性非常重要。由于大部分医院缺

少对差异性给排水设计、施工等工作的认知，无法按照

每个科室的实际需求来建立给排水系统，会导致科室实

际用水受到不同程度影响。

2. 医院的给排水系统设计缺少人性化

医院给排水设计工作的开展，要尽量遵循着设计人

性化原则，不仅要为病人住院生活提供各方面的使用需

求，还要保证各个科室医务工作人员的日常工作需求。

现阶段，部分给排水系统的设计工作缺乏人性化特点，

无法满足病人和医务人员的用水需求，对病人住院及医

务人员开展日常的诊疗和救助产生不同程度的影响，影

响医院的整体形象。

3. 医院给排水系统缺乏舒适美观

门诊、急诊等科室的实际用水量较高，这就会布设

大量给排水管道，且大部分都是直接裸露在室内环境中，

再加上给排水管道周围，经常会设置暖通管道、医疗气

体管道等，很容易造成管道呈现出纵横交错、环境散乱

等现象，且整体上是缺乏美观性和舒适性的，影响实际

的环境。

4. 医院给排水系统存在安全隐患

医院内的日常就诊患者较多，携带了大量的细菌和

病毒，且这些细菌和病毒也是不尽相同的，很容易在医

院内部引起感染，不仅会威胁病人的人身安全和身体健

康，还会影响医护人员的身体健康和医务工作的有序开

展。再加上部分给排水系统存在安全风险隐患，很容易

成为传播细菌和病毒的重要途径，从而引发严重的传染

和污染问题。

5. 给排水系统施工质量较差

大部分医院在设置给排水系统时，由于对施工规划、

施工组织工作缺少足够重视，未严格按照相关技术标准

要求选择施工单位，导致系统设计、现场施工、后期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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理等诸多参建环节存在质量问题，如用水给水不及时、

废水排水不畅通、用水给水管渗漏、设备不正常使用等

等，都会影响给排水系统工程的整体质量，无法保证该

系统的稳定化运行。

四、医院排水系统优化措施

1. 给排水系统要注重优化相应设备

现代综合医院的就医患者较多，且人员较为复杂，

是很容易出现交叉感染的。因此，为了降低医院的医疗

服务风险，要在设计供水开关时，遵循尽量不用手触碰

的原则，如设置为脚踏方式、膝式方式等等。这样可以

在保证实际用水安全卫生的基础上，防止交叉感染情况

的发生。如果在供水开关设计中选择了脚踏方式，则要

做好相应的防渗漏处理，防止地面因积水问题引起医患

人员的摔倒受伤。

此外，使用冷热水的水龙头，需要始终保持水温处

于恒温状态，这就要通过感应电磁等方式进行有效控制。

如果是对出水的水质提出特殊要求的医疗科室，需要结

合实际的情况进行安装。例如，检验室和化验室提供服

务过程中产生的废水，则是要进行预处理之后才排放。

工作人员需要选择适合的管道材料，做好相应的防腐蚀

处理，防止管道出现渗透问题、破裂问题等等。

2. 对医院用水水质设计进行优化

在现代综合医院建筑给排水的设计中，需要组织对

水质进行优化，这也是确保患者身体健康的基础。①需

要结合每个科室的差异进行用水区域划分，如口腔科、

手术室、妇产科等科室在水系统布局中就需要有消毒处

理系统，进而确保用水的质量。除此之外，还需要加强

给排水设备的管理，要全面考虑医院的特殊性，符合每

个科室的不同要求。在系统中不仅要安装消毒设备，还

要做一些优化工作。管理人员在使用中需要检测用水水

质，看质量是不是达到医用水质标准。②物业管理人员

需要对其进行定期的维护，要是有水流不稳定的情况，

就需要第一时间对给水系统的压力处理器进行检查。

要结合每个科室的要求，有目的地进行给排水系统

的设计。比如，在产房或者是皮肤科室中，就需要协调

处理好硬件设备设施，需要将冷水循环系统加到设备中，

依据实际的要求进行相应的调节以及控制。

3. 配合医疗设备的给排水设计

直线加速器放射治疗设备，需要做好配置机房的给

排水设施的设置，设备房内配合空调做好地漏排水。

ICU病房内宜每3张床配置一个洗手盆；血透中心每个

病床前端部设置一个高出地面的排水口和一个密闭地漏。

口腔科在每台牙科综合治疗椅的侧前下方，配合土

建专业做一个 DN100 的集合管套管，用于敷设给排水管、

压缩空气管、电管。

4. 给排水设计重视人性化设计理念

根据不同的患者就医需求和医疗工作需求，产房和

手术室内的洗手用水要保证是全天供应，且在洗手过程

中用水是不可以中断的，降低对人体生命安全的影响。

此外，产房和手术室内的热水供应系统需要彼此独立设

置，且为了保证热水的正常使用，需要在设计给水系统

时，为产房和手术室单独设计相应的热水备用系统。而

住院楼内的热水供应系统则可以设计为定时供水模式，

在节约水资源的基础上，对资金的实际投入进行有效控

制。这种定时供水模式还可以应用在医院职工生活用水

设计中。

五、结束语

对于综合医院来讲，其实属于一个较为特殊且复杂

的机构，每天需要承受着巨大的工作任务和人流量，也

正因如此，医院建筑的稳定性和功能性以及先进性尤为

重要。出于医院用水的目的性来讲，其所排出的废水当

中包含了大量的药物和化学物质以及有毒物质，容易对

周边环境造成极大的污染。因此，综合医院的日常用水

和排水是其极为重要的组成部分，必须要按照相关标准

和医院实际情况进行给排水设计的优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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