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工程技术与应用 

 1 

工程技术与发展
   

装配式建造中的给水排水系统应用实践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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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装配式的建造方式将是未来建筑行业的重要发展趋势，给排水系统作为建筑设计中的一部分，在设计和研发上也需要进行相关的探

索研究。本文通过对一套既有住房的厨房和卫生间作为试验样板房，利用装配式的工法工艺对其进行改造，目的在于尝试研发出适用于装

配式建造方式的给排水系统的设计和施工做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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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The prefabricated construction method will be an important development trend in the future construction industry. As a part of the architectural 

design, the water supply and drainage system also needs relevant research and research in design and development. This paper attempts to develop the 

design and construction practices of the water supply and drainage system suitable for the prefabricated construction method by using the kitchen and 

bathroom of an existing housing as a test model room and using the prefabricated construction metho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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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 引言 
自 2018 年我国批准《装配式建筑评价标准》为国家标准，建

筑行业发生着巨大的变化。国家倡导装配式 PC 建筑作为最终产品，

根据系统性的指标体系进行综合打分，考核其装配率，同时推进以

精装修房最终产品交付给消费者。装配式的技术不仅应用于建筑设

计阶段，也逐步应用于装修设计阶段。换言之，一个新建项目，从

初始的方案设计阶段，到施工图阶段，再到精装修设计阶段，装配

式的技术都可以贯穿始终，而装配式的概念越早的在项目中考虑和

运用，就越利于其落地，在项目实施过程中，就会带来更多的环保、

节能、节材方面的优势。目前我国对于装配式技术的研究工作，较

多针对建筑及结构专业，对于装配式建筑中的机电管线集成化及模

块化的技术研究较少，一些相关技术还在探索阶段。给水排水系统

设计作为建筑机电系统设计的一部分，在装配式建筑中的研究也刚

刚起步。 

本文将介绍笔者在目前装配式技术的基础概念上进行的一些

实践研究和产品研发过程，并结合在调研考察中了解到的一些技术

较为先进的和实用的装配式给排水系统，对各种集成化、模块化、

快装式的给排水系统的设计原理进行分析研究，皆在探寻出适用于

装配式建筑及装配式内装的系统模式，为实际项目中的装配式给排

水系统设计提供参考借鉴，为装配式给排水产品的标准化设计和标

准化应用提供思路。  

1 管线分离 SI 体系 
在装配式技术研究中，关于装配式的设备管线概念--管线分离

SI 体系的理念是目前普遍被认同的装配式管线系统研究基础。所谓

SI 体系，是指建筑的支撑体 S(Skeleton)和填充体 I(Infill)相分离的建

筑体系。支撑体是指建筑的骨架，一般理解为建筑中可保持长久不

变的部分，包括建筑的主体结构，还包括建筑的公共管井、外围护

等部分；而填充体是指填充进支撑体的部分，包括建筑的内装和内

部设备管线等[1]。管线分离 SI 体系实际应用见图 1 所示。 

在建筑给排水系统设计中，SI 管线分离的优越性主要在于以下

几点： 

1、管线敷设时无需剔槽或埋设在垫层内，减少了对主体结构

的破坏。对于给排水系统来说，管道漏水或损坏时，维修和更换更

方便。 

2、更利于配合装配式建筑进行标准化生产，结合 BIM 技术可

对给排水的管道及接驳管件进行工厂预制，施工阶段在现场只需进

行装配式安装，有效缩短了施工周期。 

3、给排水的上下水点的位置具有改造灵活性，在房间进行改

造时，可根据业主使用需求对洁具位置实现更便捷的调整，满足个

性化需求。 

 
图 1 SI 体系管线敷设示例 

Fig. 1 SI system pipeline laying example 

2 课题实践 
在对现有的各种装配式工艺技术进行了调研和实地考察后，笔

者以一套旧改房的厨房、卫生间做为试验样板，进行了针对装配式

工艺技术的课题实践及产品工艺研发。参考前期调研资料，对工艺

工法和产品的研究拆分为墙面系统、地面系统、吊顶系统、管线系

统等体系。本文仅针对管线系统进行说明。 

2.1 课题目的： 
探索在既有住宅改造中运用装配式技术的可行性与实施。运用

装配式工艺工法完成厨卫空间的墙面、地面、天花、管线系统的快

速更新。 

2.2 样板房概况： 
样板房为一套使用十年以上的精装修房，厨房面积： 8.49 ㎡ ；

卫生间面积： 3.29 ㎡ 。原有装修已有一定程度老化。洁具位置需

略作调整，厨卫空间及功能需进行优化。 

2.3 管线系统设计方案： 
以管线分离 SI 体系原理为基础，管线敷设与墙体结构分离。

具体做法为以轻钢龙骨或点龙骨（树脂螺栓）在墙体和饰面面层间

形成管道敷设空隙，实现结构墙体与内装管线的完全分离（见图 2）。

原有的管线系统可考虑不拆除，给水、排水点位考虑与原系统衔接，

利用原有的一个旧点位，作为新的点位的接驳点，新增的管线敷设

在架空的空隙层内，配合装配式墙面系统，可实现便捷的可视化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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修。墙面的厚度考虑敷设管道管径、饰面墙材厚度，经复核计算最

终确定为 30mm。 

 
图 2 管道与墙体结构分离 

Fig. 2Separation of pipe from wall structure 

2.4 管线系统施工描述 
管线系统的设计及施工工艺流程为： 
房间尺寸测量----根据管道布置、管径，确定墙面厚度----

设计轻钢龙骨或点龙骨布置图----基层墙面清理----安装轻钢龙
骨或粘贴点龙骨----调平龙骨----空隙层内安装管道----管路固
定----安装饰面层材料。 

施工要点应注意以下几方面： 
1、前期测量图纸应尽量精准反应实施现场的情况，如尺寸定

位、高度信息、相关点位定位等等。管线敷设位置应按照设计图纸
提前预留。 

2、轻钢龙骨安装前应提前预留好管线敷设位置的孔洞。 
3、点龙骨（树脂螺栓）安装时应将墙面基层清理干净，粘贴

完毕后需等待至少 24 小时，待胶彻底凝固、点龙骨粘贴牢靠后，
方可进行后续实施步骤。 
2.5 课题总结 

本次实践研究的装配式管线系统工艺的关键创新点及技术优
势在于: 

1、在实现给排水管道与结构墙体分离的同时，借助龙骨有效
调整了墙面不平的问题，施工过程无需进行水泥抹灰等湿式作业，
工艺可实现全干法施工。 

2、墙面点龙骨（树脂螺栓）的调节范围在 18mm-50mm，空隙
空间厚度可实现户内给水管道的敷设，地面点龙骨（树脂螺栓）的
调节范围在 25mm-500mm，空隙空间厚度可满足大管径排水管道在
架空层敷设。结合调平龙骨及管道管径，可对墙面厚度及地板架空
层高度进行灵活调整和控制。 

3、管线安装过程与传统施工工艺相比较大大化简，不仅缩短

了施工工期，降低对工人的技术能力要求，也更方便业主进行日后
的改造及管道的维修维护，满足个性化需求。 

结合本次课题实践中遇到的问题，笔者对装配式的建造方式有
了更进一步的理解：装配式建造方式的最大特点就是将材料和构件
的生产、预制、组装尽可能放在工厂进行，以缩短在项目现场实际
进行的施工过程。预制构件到达现场时，仅完成安装工作即可，施
工难度降低，施工周期缩短，即为装配式建造的优势，其技术优势
尤其体现在有可复制单元的住宅、酒店、公寓等项目上，预制构件
可进行批量的标准化设计和生产时，会更有利于降低建造成本、缩
短设计、施工周期。 
3 结语 

综上所述，我国大力推广装配式建筑，积极探索装配式技术将
是未来建筑行业的发展趋势，无论对于新建项目中的机电管线安
装，还是对于旧改、装修项目中的二次机电管线改造安装，装配式
管线系统技术的发展和创新都是非常重要的。管线系统在工厂集成
化、一体化预制，在施工阶段不仅科学地节省了建筑材料、降低了
现场施工难度，减少施工环境污染，有效提升施工周期，从长远来
看，建筑的使用寿命得到延长，使用者的个性化需求和改造需求可
以更便捷的实现。 

通过进行装配式给排水系统的课题调研和实践应用，笔者发现
在装配式建造方式中，已投入使用的产品和技术还有大量可待优化
及提升的空间。例如：SI 管线分离体系下的装配式管线系统，与传
统施工方式相比，不可避免的占用了更多室内空间，如何尽量减少
墙面厚度和地面厚度，将是建造方和使用方共同关心的问题。另外，
装配式的技术和产品在面向市场后，还需要懂得相应技术的产业工
人去配合实施，才能将这项技术更好的进行实际应用。 

总之，装配式建造方式的未来发展，不但包含了硬件、软件、
管理、生产，还需要信息化平台来支持整个系统。在整个建造过程
中，需要适用于装配式建造的专业设计人员、能够制造出装配式部
品部件的生产链，还需要跟得上建造需求的物流配送能力，在末端
还需要培训专业的产业安装工人。只有在各个环节都得到完善，装
配式的建造方式才能被更广泛的接受和应用在实际项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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