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住宅建筑排水系统施工优劣探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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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随着大众对人居环境要求的提高，人们对住宅建筑的内在质量和居住舒适度要求也越来越高。而建筑排水系统

作为我们每天与日常生活息息相关的功能性系统，人们对其的关注度也越来越高。国家层面的建筑给水排水设计规范也是一

次次地更新，2009 年、2019 年的修订的《建筑给水排水设计标准》都对住宅卫生间同层排水系统重点修订。这表明同层排水

逐渐取代异层排水，成为品质住宅的首选排水系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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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前住宅排水系统主要有异层排水和同层排水两种排

水形式。随着人们对生活品质的要求越来越高，异层排水的

弊病也逐渐凸显。随着工艺成熟度越来越高，配套的产品慢

慢增加，建筑商和开发商选择同层排水系统的也越来越多。

异层排水作为传统排水方式，安装方便，易于检修。主

要缺点就是噪音大，使用时对下层住户有一定的影响；但对

于同层排水系统而言，由于排水系统横支管布置在本层内，

卫生器具的排水管不再用穿越楼层，不破坏楼层建筑结构。

但是如果垫层内的排水支管如果有渗漏后期不易发现，维修

同样不方便。下面对两种排水系统的特点和优缺点做一个详

细的比较：

异层排水是指本楼层的排水支管需要穿越本层楼面，接

到下一层的排水横管上，再接入排水主立管的安装方式，是

建筑排水安装的传统方式。其优点是排水顺畅、施工工艺成

熟稳定、维修简单、工程造价低，其配套的管道、管件和洁

具经过长时间市场检验，工艺相对成熟稳定。异层排水系统

的主要缺点是本层排水的噪声会打扰到下层住户，容易引发

邻里纠纷。

异层排水施工工艺成熟，但是跟同层排水系统相比解决

不了的“质量通病”也有不少。例如，排水管道在每个卫生

器具处均穿楼板，造成隐患漏水点较多，增加防水施工难度，

后期容易在穿楼板的位置产生漏水。近几年施工工艺改变，

排水支管竖向穿楼板处采用止水节预留，减低了漏水概率，

但还是未从根本上解决这个“通病”。再者，对下层的业主

而言，顶部空间上排水管道众多，影响使用空间的整体美观；

使用时下层横支管也会产生噪声，严重时会影响下层业主休

息；如果上层业主的横支管发生渗漏或堵塞时，需要到下层

业主家中进行维修或清通；到了夏季湿度较大的时候，排水

横支管外壁也可能发生结露现象，甚至出现凝水下滴现象，

被下层业主误认为是排水管污废水渗漏，影响下层业主心

情。

同层排水系统是指排水横支管在本层内布置，卫生器具

排水支管不穿越楼层的排水方式。由于同楼层的排水支管均

不穿越楼板，所以需要进行维修、疏通时，在本层内就能够

将问题解决。

同层排水与传统的异层排水相比，解决了部分传统异层

排水的“质量通病”。首先由于排水横支管不穿越楼层，减

少渗漏的隐患点，从根本上解决这一问题，很大程度地提高

了排水的安全性；其次卫生间排水管道布置在本层业主家

中，管道的清理、检修、维修都可以在本层内完成，不会干

扰到楼下业主，使上下层业主权责相对独立；再次排水噪音

减小，当排水横支管被布置在沉箱内时，能有效地消减排水

噪音。

理论上同层排水系统的卫生器具布置不受限制，卫生器

具的位置可以由业主自由布置，能满足卫生器具个性化定制

的要求。当然，受目前国内的施工条件和后期装修条件所限

制，后期业主自己做卫生器具排水横管、做防水比较困难，

而且防水、器具安装的质量不好控制、没有约束，出现问题

责任很难划分，鉴于此，目前国内同层排水的洁具基本都是

安装好再交付给业主的，洁具个性化布置这个优点暂时无法

实现。

当然，同层排水系统同样也存在不少的缺点。第一，在

防水层后需要进行二次回填，再进行正常的找平、防水、装

饰，人工、材料等施工造价相对传统排水都要高。第二，后

期维修比较困难，尤其是全降板同层排水系统，一旦发生管

道渗漏水情况，需要破坏卫生间地面才能进行维修，维修成

本较高。第三，在同层排水系统中，由于表层防水破坏，地

面水渗漏，或者由于排水横管漏水，会在沉箱内生成积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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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间一长会在沉箱内产生一些难以清除的异味。虽然现在很

多同层排水材料生产商为解决这一问题，在沉箱内设置二次

排水地漏等装置，但由于沉箱相对封闭，渗漏的水难以排出，

目前还很难彻底解决这个问题。第四，目前住宅每层卫生间

采取降板的形式，后期回填到正常高度，这样跟正常的层高

比起来，占用了房间一定的净空，会使房间显得压抑，而且

同层排水在施工方面要求更高。

首先同层排水不论是不降板、降板还是架空楼板，其设

置地漏的空间都比较小，所以对地漏的要求就更苛刻了。施

工中应优先选择既能保证足够的水封深度，又能有自清功能

的地漏。

同时由于同层排水没有传统排水的水力条件好，所以保

证排水顺畅就成为了同层排水的首要任务。因此在排水管施

工中管道的坡度、管径、设计充满度等均应符合规范规定，

绝不能刻意地为了减少降板而把排水坡度变小。实际施工时

有些项目为了追求少降板，甚至让排水管平坡敷设，为日后

管道运行埋下了巨大的堵塞隐患，施工中必须杜绝。

再一点就是同层排水系统的卫生器具内排水滞留问题

必须引起高度重视。众所周知，卫生器具排水性能的好坏除

了产品本身设计制造因素外，还与其排水口至排水横支管之

间高差也有着密切的关系，如果高差过小将会造成卫生器具

排水不畅或滞留。例如洗衣机的废水排入地漏，若与地漏排

水高差太小，就会产生泛溢；同样地，若浴盆、淋浴排水高

差太小，排水时也会滞留积水。

同层排水系统施工中还有一点需要注意的就是排水支

管通常是埋设于沉箱或者垫层中，所以在施工过程中一定要

保证所有埋设的排水管道接口均严密，且不渗不漏，也要经

得起时间的考验。埋设后的管道接口若有渗漏现象不易被发

现且一旦出现渗漏情况不便维修，施工中应采用粘接或者熔

接的管道连接方式以提高管道接口连接可靠性。

目前市面上同层排水系统大体还有以下四种方式：全降

板同层排水；局部降板同层排水；微降板同层排水；不降板

同层排水。其中全降板同层排水是传统同层排水，最大的缺

点还是影响净空，施工难度、施工成本高，同时维修成本高。

而局部降板、微降板、不降板排水系统则逐步改善以上各个

缺点的同时在慢慢放大同层排水的优点。目前设计规范主推

的不降板同层排水，下一步会是同层排水系统的主流排水方

式。

不降板同层排水系统，能够实现建筑内卫生间、厨房和

阳台等排水位置既无需结构降板也无需额外抬高完成地面

的同层排水方式，这也是同层排水系统的一次革命。目前实

践中应用比较多的不降板排水系统主要是建筑同层检修排

水系统。

建筑同层检修排水系统能够实现检修功能，把目前常用

的双立管排水系统、单立管排水系统、特殊单立管排水系统

等各种排水系统优缺点在理论与技术层面综合以后研发的

一种同层排水系统。主要特点是在立管三通位置采用排水汇

集器，支管位置采用可调配件，同时实现横支管可检修可调

节、立管同层可检修、水封主动补水防干涸，规避了传统同

层排水系统的大部分弊病。第二个优点是其配套的所有卫生

器具的接口都能实现调节功能，能调节出不同的高度以满足

二次装修需求。该同层排水系统适用于高端住宅、别墅、公

寓、高端酒店、医院病房楼、养老院等对卫生标准要求高、

同时又不想降板或者不具备降板条件的民用建筑。属于目前

相对更安全、更卫生环保、更便于维护的建筑排水系统。

当然，由于建筑同层检修排水系统在项目中应用量不是

很高且该系统的卫生器具接口是专用的，造成该系统当下材

料成本偏高；同时由于是专业施工，劳务工人的成本也偏高

一些。随着市场应用量的增加，工人熟练程度的提升，成本

会逐步降低。

结语

综上，随着新技术新工艺的进步和成熟，国内建筑排水

系统将越来越完善。传统异层排水的弊病将会逐步改善，而

作为新技术新工艺的同层排水系统的实际应用将更广泛、更

全面。国内的建筑排水系统还有很长的路要走，任重而道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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