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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简介 

 沙生物滤池是一项传统的污水处理技术，起源于十九世纪 80年代末期（Mancl 

and Peeples 1991）。该技术因其简单的构造，较低的施工运行成本以及对不同种

类污水的适应性而广泛应用。 

 本手册旨在提供沙生物滤池压力配水系统的设计和计算范例。通过简单的范

例和详尽的步骤可以让给排水工程技术人员及其他对沙生物滤池技术有需求的

用户快速掌握这项技术并用于工程实践中。 

生物滤池的构成 

 在小型生物滤池污水处理系统中，污水经由化粪池进入配水井，然后通过配

水泵多次定量输送至穿孔配水管。配水井在系统中起到储存和调节污水的作用。

通过少量间歇性的配水，污水才进入生物滤池前得以充分曝气，从而大大提高处

理效果。因此，常见的小型生物滤池系统包含以下四个组成部分： 

 配水井，用以收集贮存化粪池出水 

 配水泵，用于向生物滤池少量间歇性配水 

 主干管和歧管，连接滤池穿孔配水管网和配水井 

 穿孔配水管，将污水通过管上小孔均匀分配于滤床 

 俄亥俄州立大学通过实验研究发现生物滤池采用压力配水系统具有几方面

的优点。首先，采用在一天向生物滤池分数次少量配水的方法可有效提高生物滤

池的处理效果和出水水质。其次，少量间歇性可有效减少滤床堵塞和增加污水含

氧量，使之无需额外的曝气。配水泵在每日的运行中仅有几分钟的工作时间，因

此整个配水系统的耗电量极小。 

穿孔配水管 

 生物滤池配水系统的重要组成部分之一为穿孔配水管（网），即每跟配水管

上均匀分布小孔。等间距，等大的小孔可以保证进水均匀分布在滤床表面。进水

分布不均会导致滤床堵塞和积水，因而影响出水水质。 

 穿孔配水管作为配水歧管的支管，每根管的末端都接有 90 度弯头并在垂直

方向延伸一小段且设有阀门，用于对管道进行反冲洗并防止小孔堵塞。 

 配水管网和弯头常用 PVC 管材。小孔应打在配水管顶部并与配水管垂直。钻

孔时应尽量使用锋利的钻头保证小孔边缘光滑无毛边，钻孔产生的碎屑应立刻清

除以免残留造成小孔堵塞。钻孔后伸入比管径略小的管可以有效清除残留碎屑。 

 

如何使用本手册 

 本手册通过一个实际案例来阐述沙生物滤池压力配水系统的设计步骤，并提

供了设计所需的数据资料和图表。使用本手册就可以进行常规的小型沙生物滤池

的设计和计算。 



1. 生物滤池配水面积                                                 

 生物滤池的设计和计算请参见俄亥俄增刊手册 876，《俄亥俄州沙生物滤池污

水处理系统设计手册》。 

 

示例: 日处理量 1.36 m3 

 

 生物滤池配水区域参见图 1。配水面积为：长 11 米，宽 3 米。 

 

 

 

图 1. 配水区域，即沙生物滤池的表层. 

 

 

 

 

 

 

 

 

 

设计参数 

(1) 配水区域宽度： 3 m 

(2) 配水区域长度：11 m 



2. 穿孔配水管的长度和间距                                                 

 确定配水面积后，首先要确定穿孔配水管的长度和间距。所有穿孔配水管均

应保持水平和相同高度以保证均匀配水。从歧管出发到每根配水管的末端为配水

管长度。建议采用以歧管作为中心对称轴的管网布置以进一步保证均匀配水（如

图 2）。在配水区域较长的情况下，需要增加歧管数量以缩短每根配水管长度，

有效保证均匀配水。 

 穿孔配水管间距应保持在 0.3m 到 0.75m 之间。 
  

 

示例: 

  

 配水管长度 = 配水区长度 / 2 

  

 配水管长度 = 11 m / 2 = 5.5 m 

 配水管间距 = 0.75 m 

 配水管总数 = 8 （以歧管为轴对称布置） 

 

 

 

 

图 2. 配水区内穿孔配水管示意图. 

 

 

 

 

 

 

设计参数 

(3) 配水管长: 5.5 米 

(4) 配水管间距: 0.75 米 

(5) 配水管总数: 8 



 

 

 

 

 

图 3. 其他常见配水管网布置形式. 

 

 

 

 

 

 

 

 

 

 

 

 

 

 



3. 配水孔间距和数量                                                 

 确定配水管长度和间距以后还需要确定每根管上配水孔的间距和数量。为了

保证均匀配水，每个配水孔的最大设计覆盖面积为 0.6 m2，配水孔的间距不得

大于 1.2 m。缩小配水孔间距可以增加配水均匀性。相邻配水管直接的配水孔应

交错布置（图 4）。每根配水管末端都应加设一个排水孔。 

 配水孔孔径为 6 mm 左右。孔径过大会增大设计管径和配水泵规格，过小则

可能导致配水孔堵塞。 
  

 

示例: 

 所需小孔总数 = 总配水面积, m2 (长, m x 宽, m) / 单位小孔最大覆盖面积 

(0.6 m2/孔) 

  

 总配水面积, m2 (宽, m x 长, m) = 3 m x 11 m = 33 m2  

  

 所需小孔总数= 33 m2 / (0.6 m2 /孔) = 55 孔 

  

 小孔间距, m = 配水管长, m / 单位配水管孔数 

   

 单位配水管孔数=所需小孔总数/ 配水管总数  

            = 55 孔/ 8  

         = 6.9  (取整至 7) 

 小孔间距, m = 5.5 m / 7 = 0.8 m = 80 cm        

  

 校验: 0.8 m 小孔间距小于 1.2 m, 符合要求！ 

 

 

 

 

 

 

 

 

 

设计参数 

(6) 穿孔直径: 6 mm 

(7) 小孔总数: 56 

(8) 单位配水管孔数: 7 

(9) 小孔间距: 0.8 m 



 

 

图 4. 相邻配水管间配水孔的交错布置. 

 

 

 

 

 

 

 

 

 

 

 

 

 

 

 

 

 

 

 

 

 

 

 

 

 

 

 

 

 

 

 



4. 穿孔配水管管径                                     

 穿孔配水管管径应根据配水孔尺寸、间距及配水管长度确定。根据图 5 中的

曲线可以确定所需最小管径 (DN25, DN30, DN40) 。从已知的管长和配水孔间距

在图中找到交点，交点应处于所选管径对应曲线的上方区域。 

  

 

示例: 

 根据图 5 选择管径 DN25 (25 mm)  

  

 

图 5. 6mm 配水孔所需最小配水管管径 (整理自 Otis, 1982). 可选最小管径曲

线应位于交点下方或两曲线之间 

 

 

 

 

 

 

 

 

 

 

 

设计参数 

(10)  配水管直径: DN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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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穿孔管出流压力水头                                                 

 穿孔管出流压力水头采用经验选取，一般在 0.6 m 到 1.2 m 之间。通过选取

的水头和配水孔孔径，每个配水孔的流量可根据表 1 确定。因此每根配水管流量

为管上所有配水孔流量的总和。 

  

 

示例: 

 根据表 1, 6 mm 配水孔设计水头为 1.2m 时流量= 0.082 l/s 

 单位配水管孔数= 7 

  

 单位配水管流量 = 单位小孔流量 x 单位配水管小孔数 

        = 0.082 l/s x 7 =0.57 l/s 

 

 

 

 

 

 

 

 

 

 

表 1. 不同设计水头下单位配水孔（6mm 孔径）流量(Otis et al., 1982). 
 

Head (m) Pressure (bar) Flow rate (l/s) 

0.3 0.03 0.041 

0.6 0.06 0.058 

0.9 0.09 0.071 

1.2 0.12 0.082 

 

 

 

 

 

 

 

 

设计参数 

(11)  配水孔设计水头: 1.2 m 

(12)  单位小孔流量: 0.082 l/s 

(13)  单位配水管流量: 0.57 l/s 



歧管和主干管 

 歧管和主干管起到连接穿孔配水管和配水井的作用。两者常采用相同设计管

径，常用规格为 SCH40 PVC 管。 

 主干管应向配水井方向倾斜以保证管内积水可回流至配水井。歧管采用与主

干管相同管径，步骤 6 和 7 将阐述如何设计和计算歧管和主干管。 

 

 

 

 

图 6. 歧管与配水管的连接示意 :(a) T 形弯头对称连接； (b) 主干管与歧管 90

度弯头连接. 

 

 

 

 

 

 

 

 

 

 



6. 歧管尺寸及连接                                                             

 歧管的布置由其与主干管以及个各穿孔配水管的连接确定。歧管的长度取决

于配水管的间距和配水管数量。 

  

 

示例: 

 歧管与穿孔配水管连接方式: 中心对称连接 

 主干管与歧管连接方式: T 形弯头连接 

 歧管长度: 0.75 m  

 歧管管径: 与主干管相同 

 

 

 

 

 

 

 

 

 

 

 

 

 

 

 

 

 

 

 

 

 

 

 

 

 

设计参数 

(14)  歧管与穿孔配水管连接方式: 中心对称连接 

(15)  主干管与歧管连接方式: T 形弯头连接 

(16)  歧管长度: 0.75 m 

(17)  歧管管径: 与主干管相同 



7.主干管水力计算                                                 

 主干管的设计流量即为整个配水系统的设计流量。表 2 提供了常用管径和流

速下的沿程水头损失。 

  

 

示例: 

 设计流量 = 单位配水管流量 x 配水管数 

      = 0.57 l/s x 8 laterals = 4.6 l/s 

  

 根据表 2, 100 mm 和 80 mm 管径均适用。 其水头损失分别为： 

100 mm – 0.0034 

80 mm – 0.0089 

 

 在水头损失允许的情况下，选择小管径主干管可有效减小配水井容积。根据

表 2，本设计选用管径 DN80。 

  

 主干管和歧管管径: DN80 (80mm) 

 

 

 

 

 

 

 

 

 

 

 

 

 

 

 

 

 

 

 

 

设计参数 

(18)  设计流量: 4.6 l/s 

(19)  主干管管径: DN80 

(20)  歧管管径:DN80 



表 2. PVC 管水头损失 (给排水设计手册, 2002). 

流量 
管径 (mm) 

DN15 DN25 DN32 DN40 DN50 DN80 DN100 DN150 

l/s ------------------------------水力坡降 (m/m)-------------------------------------- 

0.05 0.0080  
       

0.1 0.0275  
       

0.15 0.0564  0.0033  
      

0.2 0.0940  0.0055  0.0020  
     

0.25 0.1400  0.0082  0.0029  
     

0.3 0.1930  0.0113  0.0040  
     

0.35 0.2540  0.0148  0.0053  0.0016  
    

0.4 0.3210  0.0188  0.0067  0.0021  
    

0.45 0.3960  0.0232  0.0083  0.0026  
    

0.5 0.4770  0.0279  0.0100  0.0031  
    

0.55 
 

0.0331  0.0118  0.0037  0.0012  
   

0.6 
 

0.0386  0.0137  0.0043  0.0014  
   

0.65 
 

0.0445  0.0158  0.0049  0.0016  
   

0.7 
 

0.0507  0.0181  0.0056  0.0019  
   

0.75 
 

0.0573  0.0204  0.0063  0.0021  
   

0.8 
 

0.0643  0.0229  0.0071  0.0024  
   

0.85 
 

0.0716  0.0255  0.0079  0.0026  
   

0.9 
 

0.0792  0.0282  0.0088  0.0029  
   

0.95 
 

0.0872  0.0311  0.0096  0.0032  
   

1 
 

0.0955  0.0340  0.0106  0.0035  
   

1.25 
 

0.1420  0.0505  0.0157  0.0052  0.0009  
  

1.5 
 

0.1960  0.0698  0.0217  0.0072  0.0012  
  

1.75 
 

0.2580  0.0918  0.0285  0.0094  0.0016  0.0006  
 

2 
 

0.3270  0.1160  0.0361  0.0119  0.0020  0.0008  
 

2.25 
  

0.1440  0.0595  0.0147  0.0025  0.0010  
 

2.5 
  

0.1730  0.0536  0.0177  0.0030  0.0011  
 

3 
  

0.2390  0.0741  0.0245  0.0042  0.0016  
 

4 
   

0.1230  0.0408  0.0070  0.0026  0.0004  

5 
   

0.1830  0.0606  0.0104  0.0039  0.0007  

6 
    

0.0838  0.0143  0.0054  0.0009  

7 
    

0.1100  0.0188  0.0071  0.0012  

8 
     

0.0238  0.0090  0.0015  

9 
     

0.0294  0.0111  0.0018  

10 
     

0.0354  0.0134  0.0022  

12.5 
     

0.0526  0.0199  0.0033  

15 
     

0.0727  0.0275  0.0046  

17.5 
      

0.0361  0.0060  

20             0.0457  0.0076  

 



配水泵的选择要求 

 在沙生物滤池中，配水泵起到了向生物滤池压力供水的作用，只有通过加压

才能保证污水在穿孔配水管末端的均匀分配。配水泵常选用潜污泵，因其结构紧

凑占用空间小，并能有效输送悬浮固体含量高的污水，同时有较强的抗腐蚀能力。 

 配水泵的选取主要依据系统设计流量和扬程确定。扬程主要有以下几个部分

组成： 

 水泵出水口和配水管的垂直高程差 

 管道和连接件中的水头损失 

 配水管网所需水头（配水孔设计水头 X 1.3） 

 水泵的选择遵循一般选泵的流程。主要依据为厂家提供的水泵特性曲线，并

结合设计所需。以下几步中我们将详细阐述选泵的过程和注意事项。 

  



8. 系统流量和水泵扬程计算                                           

 之前计算的设计流量即为配水泵所需提供的流量 (m3/h)。水泵扬程包括了垂

直高差和管路的水头损失。根据系统的设计流量和扬程就可通过水泵曲线图谱选

择相应的配水泵。水泵系统流量一般采用 m3/h 作为单位，也有采用 l/s，从 l/s

转换至 m3/h 的转换系数为 3.6。 

  

 

示例: 

  

 设计流量 = 4.6 l/s = 16.56 m3/h 

  

 设计扬程 = 垂直高差 + 主干管水头损失+ 配水管网水头损失 

 

 

 

 

 

 

 

 

 

 

 

 

 

 

 

 

 

 

 

 

 

 

 

 

 

 

设计参数 

(21)  设计流量: 16.56 m3/h 



9. 管路设计和扬水高度的确定                                                  

 水泵扬程计算的第一步为确定垂直高差。在本系统中，沙生物滤池表面和配

水井出口的高差即为垂直高差（如图 9）。 

 在配水泵出水管路的连接处，常常采用双 45⁰弯头连接代替 90⁰弯头（如图 7，

图 8），可以使管路出水更为通畅，并在堵塞时更加便于清通。 

 

 

 

 

 

图 7. 双 45⁰弯头连接和 90⁰弯头. 

 

 

 

 

图 8. 双 45⁰弯头连接示例. 

 

 



示例: 

  

 垂直高差 (配水泵出水管与穿孔配水管高差) = 2 m 

 
图 9. 主干管布置示意图. 

 

 

 

 

 

 

 

 

 

 

 

 

 

 

 

设计参数 

(22)  垂直高差: 2 m 



10. 干管沿程及局部水头损失                                                 

 水泵扬程的另一个组成部分就是干管和配水管网的水头损失。在计算水头损

失之前我们需要确定干管的总长以及弯头的种类和数量。为了便于计算我们给出

了所有弯头对应的等效管长（表 3），加上干管总长即为总等效管长。表 2 提供

了不同管径在不同设计流量下的水力坡降。因此，干管总水头损失可以通过以下

算式计算： 

 

干管总水头损失=水力坡降 x 总等效管长 

 

 

 

 

 

示例: 

  

 总等效管长 = 主干管管长 + 连接弯头总等效管长 

 主干管管长= 1m + 1m + 1m + 1m = 4 m 

 4 X 90°弯头总等效管长= 4 x 3.66 = 14.64 m 

 可拆卸接头等效管长 = 1.22 m 

 T 形弯头等效管长 = 5.18 m  

 

 总等效管长 = 4m + 14.64 m + 1.22 m + 5.18 m = 25.04 m 

 总水头损失 = 25.04 m X 0.0089 = 0.22m 

 

 

 

 

 

 

 

 

 

 

 

 

 

 

 

 

 

 

 



表 3. 常见管道连接件等效管长(Clemons, 1991). 

 

常见管径 (mm) 

连接种类 DN32 DN40 DN50 DN65 DN80 DN100 

等效管长 (m) 

90゜弯头 2.13 2.44 2.74 3.05 3.66 4.27 

45゜弯头 0.91 0.91 1.22 1.22 1.83 2.44 

T 形弯头 2.13 2.74 3.35 4.27 5.18 6.71 

止回阀 3.35 3.96 5.18 6.40 7.92 10.06 

可拆卸接头 0.30 0.30 0.61 0.91 1.22 1.52 

闸阀 0.27 0.34 0.43 0.52 0.61 0.70 

 

 

 

 

 

 

 

 

 

 

 

 

 

 

 

 

 

 

 

 

 

 

 

 

 

 

 

 

设计参数 

(23)  干管总水头损失: 0.22 m 



11. 配水管网水头损失                                              

 歧管和穿孔配水管的水头损失组成了配水管网水头损失。对于该部分水头损

失的计算我们采用经验值，即将穿孔配水管末端设计水头（步骤 5）乘以 1.3 的

经验系数。该系数在歧管和配水管管径和管路设计合理的情况下可以对水头损失

提供合理的估计。 

 

 

示例: 

  

 配水管网水头损失 = 配水管末端水头 x 1.3 

       = 1.2 m x 1.3 = 1.56 m 

 

 

 

 

 

 

 

 

 

 

 

 

 

 

 

 

 

 

 

 

 

 

 

 

 

 

 

 

设计参数 

(24)  配水管网水头损失: 1.56 m 



12. 水泵扬程计算                                                  

 步骤 9 至 11 计算了水泵所需扬程的不同组成，包括垂直高差静水头，干管

水头损失以及配水管网水头损失。 

  

 

示例: 

  

 水泵扬程 (总动力压头) = 静水头 + 主干管水头损失 + 配水管网水头及损

失 

          = 2 m + 0.22 m + 1.56 m = 3.78 m 

 

 

 

 

 

 

 

 

 

 

 

 

 

 

 

 

 

 

 

 

 

 

 

 

 

 

 

 

 

设计参数 

(25)  水泵扬程:  3.78 m 



13. 选泵                                                        

 在确定了水泵所需的扬程和流量，即可根据水泵特性曲线选择合适尺寸并能

高效运行的水泵。一般情况下水泵曲线的中间 2/3 区域为高效区段。所需流量和

扬程在图谱中的交点应落在特性曲线上或略微偏下。选择水泵过小不能满足设计

要求，过大则不够经济。水泵特性曲线由生产厂家提供，一般均给出了高效区段

和适用的工作环境。 

 配水泵常选用潜水泵放置在配水井中，因其所占空间较小，耐腐蚀，安装和

维护较为简单。 

 

 

示例: 

 根据厂家提供的不同水泵的特性曲线，我们可以根据设计流量和扬程选择合

适的配水泵。在本设计中，设计流量：4.6 l/s = 276 l/ min，扬程：3.78 m，从图

10 的水泵曲线中我们可以找到 D75SA 型水泵适用于本设计。 

 

 

图 10 水泵特性曲线 (Davey Water Products PTY.LTD, 2014). 

 

 

总水头 



 

图 11. 潜水泵示例. 

 

 

选择配水池 

 配水池放置于化粪池和生物滤池之间，用于收集化粪池出水并向生物滤池间

歇性配水，起到储存和调节的作用，是整个配水系统的重要组成部分。当收集的

水量达到预设的水位时，配水泵就会启动向滤池配水。配水泵的结构、尺寸和放

置都应在设计中予以充分考虑以保证系统的稳定运行。 

 配水井的设计要求类似于化粪池。这其中包括了抗压、防渗和防浮的要求。

配水井还必须具有防腐蚀的性能，因此配水井里外都不能使用金属部件。对于配

水井的防浮处理非常重要，尤其是在地下水位常年偏高的地区。一般可采用混凝

土锚固螺栓或水泥桩加固玻璃钢和塑料配水井。对于混凝土配水井表层覆盖

0.5-1 米的表土也可起到加固抗浮的效果。 

 配水井设计施工的另一个要点是防渗水设计。防渗水包括了地下水的渗入和

配水井内污水的渗出。在配水井进水和出水管接合处需进行严格的密封处理。 

 配水井的形状可采用圆柱或长方体型。配水井顶部应设出口便于连接配水泵

的控制线路。出口处同样需做防渗水处理。 

 任何检修和维护工作都应在配水井外进行而不能进入配水井中，以避免井内

可能产生的有毒气体。操作时应有其他人员陪同并保证通风。 

 配水泵在安装时应离配水井底部一定的距离以避免可能进入配水井的固体

和沙石损坏水泵。可使用砖块或水泥块作为配水泵的基座。在进行化粪池的清渣

时，要同时抽空配水井。 

 配水井的容量计算主要根据配水量，应急储水量和其他安全余量确定。在设

计计算时应避免配水井过大，有利于设置足够的水位差，使浮球阀能精确控制。 



14. 配水井容量计算                                            

 配水井容量计算首先应考虑管路中的水容量。管路中的水容量包括了从配水

孔流出水量及主干管和歧管内回流至配水井的水量。歧管回流的情况主要取决于

歧管和配水管的连接方式。对于歧管两段都采用 T 型弯的情况下，歧管内的水量

也将回流至配水井。 

  

 

示例: 

 对于歧管两段都采用 T 型弯的设计，配水管内的水由配水孔流出，而歧管和

主干管内的积水则回流至配水井中。 

 配水管管径和总长 = DN25 和 44 m 

   

 主干管和歧管管径 = DN80 

 

 主干管和歧管总长 = 4m + 0.75 m = 4.75 m 

 

 配水孔出流流量 =配水管总长 (m) x 配水管管径 (mm) x 配水管管径 (mm) 

x 7.85 x 10-7 

 

 配水孔出流流量=配水管总长× 25 × 25 × 7.85 × 10−7  

           = 44 m × 25 × 25 × 7.85 × 10−7=0.022 m3 = 22 L 

 主干管和歧管回流流量 =主干管和歧管总长× 80 × 80 × 7.85 × 10−7   

       = 4.75 m × 80 × 80 × 7.85 × 10−7=0.024 m3 = 24 L 

 

 配水井回流总流量 (配水管 + 歧管 + 主干管) = 0.022 m3 + 0.024 m3  

                = 0.046 m3 

 

 

 

 

 

 

 

 

 

 

 

 

设计参数 

(26)  配水孔出流流量:  0.022 m3 或 22 l 

(27)  配水井回流总流量: 0.046 m3 或 46 l 



15. 单位配水水量                                              

 单位配水水量为配水孔出流流量的 5 倍加上回流至配水井的水量。 

  

 

示例: 

 

 单位配水量 = [配水孔出流流量(l)×5] 

     + [配水井回流总流量 (l)] 

       = (22 l × 5) + 46 l = 156 l 

 

 

 

 

 

 

 

 

 

 

 

 

 

 

 

 

 

 

 

 

 

 

 

 

 

 

 

 

 

设计参数 

(28)  单位配水量:  156 l 



16. 配水井尺寸                                             

 综上，配水井的容量应包含以下三个部分： 

 1、单位配水总量 

 2、一日应急储存容量：1400 l 

 3、配水泵及其附属构件所占容积 

  

 

示例: 

  

 配水井尺寸 = 配水泵体积 +单位配水量 

        +一日应急储存容量 

      = (根据水泵体积确定) + 156 l + 1400 l  

      ≈ 1600 l = 1.6 m3 

 

 

 

 

 

 

 

 

 

 

 

 

 

 

 

 

 

 

 

 

 

 

 

 

 

 

设计参数 

(29)  配水井尺寸:  1.6 m3 



配水泵的控制和供电 

 配水井内贮存了一定量的化粪池出水。当达到预定水位时，配水泵会自动启

动向滤池配水，并在达到单次配水水位后停止运行。使用浮球阀可以最为简便的

控制配水泵的工作。出了启动和停止水位外，一般还需设置预警水位，可以采用

两倍的配水水位。 

 采用浮球阀控制适用于小型家庭的处理系统，简便可靠并且价格低廉，便于

维护。 

 采用一般的电气设备控制板可以实现配水量的调节和控制，适用于较大型的

配水系统，能够根据进水量的高低调节配水量和配水频率。 

  



17. 水位浮球开关                                                

 水位浮球开关可以控制配水泵的启停和触发高水位报警。配水泵启停水位应

根据配水井的形状和尺寸决定。启停水位之间的水量即为单次配水水量。同时也

可采用单浮球控制，根据浮球不同的位置控制配水泵启停。 

  

 圆柱形配水井单位深度水量计算： 

 单位深度水量 = 配水井直径(m) X 配水井直径(m) X 0.785 m 

 

 长方形配水井单位深度水量计算： 

 单位深度水量 = 配水井长(m) X 配水井宽(m) X 1 m 

 

  

示例: 

 

 直径为 1.5 m 圆柱形配水井单位深度水量 

     = 1.5 × 1.5 × 0.785 m  

     = 1.77 m3/m 

 

 开关水位差 = (单位配水量)/( 单位深度水量) 

       = (156/1000) m3 / 1.77 m3/m 

       = 0.09 m = 9 cm 

 

 

 

 

 

 

 

 

 

 

 

 

 

 

 

设计参数 

(30)  配水井形状: 圆柱形 

(31)  配水井直径: 1.5 m 

(32)  开关水位差: 0.09 m 



电气设备 

 配水系统电气设备的安装应保证安全可靠。所有安装和施工都应遵循当地电

气施工规范，材料和设备的采购需符合使用需求和标准。安装工作应由具有从业

资格的电气施工人员进行。本手册仅根据配水系统的需求提出几点注意事项，具

体设计和施工应参照其他电气施工规范和施工手册。 

  

室外配线 

 对于室外配水井和水泵的配线需选用防潮防腐的线材，这点对于污水处理系

统尤为重要。 

 

线材选择 

 室外电气配线主要有两种方式。一种是通过将线材置于刚性导管中以起到保

护作用；另一种是使用室外电缆。两种方式都能起到对室外线路的保护作用。 

 

水泵控制开关 

 水泵控制开关对保证配水泵和整个系统的运行有着至关重要的作用，开关的

失灵会导致配水井溢水并向化粪池倒灌。因此选用质量可靠的控制开关尤为重要。

此外，应尽量避免在配水井内作过多的线路连接。如必须连接，则应设置防腐防

潮的接线盒以及起到相关保护作用的包线和导管。 

 预警系统可提示业主配水泵工作异常导致水位过高。因而预警系统应采用与

配水泵不同的回路以保证其在配水泵异常的情况下仍能正常报警。此外，报警系

统还应设有手动控制开关。 

  

故障报警系统 

 配水系统电气控制台应同时具有自动程序和手动运行调试的功能。控制台可

设置在室外或室内。如将控制台设置在室内应便于检查和保养。不能将控制台设

于配水井内，防止潮湿和腐蚀导致失灵。 

 

 



 

图 12. 配水井水位控制系统. 

维护保养 

 配水系统和电气系统的维护和保养对保证系统的长期稳定运行至关重要。这

些工作主要包括： 

 1、在系统投入使用前测试配水水头是否满足设计要求 

 2、检查并清理化粪池格栅以防止固体颗粒进入配水系统从而堵塞配水孔 

 3、检查系统管路有无渗漏 

 4、每隔半年检查浮球阀和报警系统 

 5、每隔半年进行管网的反冲洗和疏通 

 6、每半年进行系统压力测试。压力过高可能会导致管道堵塞，过低则表示

管路中可能有破损、渗漏或是配水泵老化。 

 如果配水管堵塞较为严重，可用疏通设备进行清通，如果清通无效，则应考

虑更换配水管。 

 



 
图 13. 室外电气控制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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