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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言
建设单位使用虹吸式的雨水排水设施设备，该排水设施

是一种新型的雨水系统，它包含了虹吸式雨水斗、连接管、

悬吊管、立管、排出管、固定件等多个设施。屋面虹吸式雨

水斗有气水分离和防旋涡的功能，当斗前的水位达到设计

水深时，系统内形成虹吸满管压力流。悬吊在屋架、楼板、

梁下或架空在柱上的雨水横管又称作悬吊管，雨水斗到悬吊

管之间的连接管又可以称作尾管，可以通过改变连接管的管

径、长度等，来调节雨水斗的进水量和系统的阻力，当降雨

量超过设计排水能力时，溢流系统就起到了重要作用，在建

筑物的排水工程作业中，应用虹吸式的雨水排水设备，能够

最大限度满足项目工程的给排水要求，可以极大提高雨水管

道的疏水能力。

2 虹吸式雨水排水系统原理
虹吸式现象是利用建筑物屋面高度所形成的水头来实现

的，在降雨初期，屋面逐渐形成了部分积水，当水斗内部的

水深低于雨水斗设计的最高值时，虹吸式雨水斗与重力流雨

水斗的排水系统相类似，当降雨量逐步增加，屋面的雨水积

水达到一定高度，进入雨水斗内部的积水也会逐步上升，与

设计的标高值越来越接近，直到降雨不断增加，积水会超过

设计最高值，这时，通过控制进入雨水斗的雨水流量和调整

流态减少旋涡，从而极大减少雨水进入排水系统时所夹带的

空气量，就会使排水管道呈现满流工作状态，雨水通过变径

的管道时，在管道内的水流流动会产生负压，在受到负压带

来的影响时，就会加速雨水的排放速度，从而形成虹吸现象。

在降雨末期，雨水量减少，雨水斗的斗前水位降低到某一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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定值，雨水斗逐渐开始有空气掺入，排水管内的虹吸作用消

失，进而转变成重力流状态。所以在整个降雨过程中，随着

雨量的增加或减少，虹吸式雨水排放系统，能够全面高效达

到雨水的高速排放效果。

3 虹吸式雨水排水系统的优点
设计师要根据投资方对于建筑物的设计要求，使用不

同类型的给排水管道材质，如铁管、镀锌钢管、PE 管和

HDPE 管。由于管道内部带有一定的清洁能力，管道内部雨

水流速较快，就不需要人工来灌水，这样也能够及时清理管

道内部带来的垃圾，这种方式适用于屋面虹吸专用型的水

斗。再加上一些独特整流器的设计，这就会使虹吸系统在工

作中，会形成虹吸的压力。在较短时间内形成虹吸，要精确

严格地测算安装水斗的数值，通过大量研究分析发现，使用

过去传统类型的雨水斗的数量，会低于虹吸式的雨水排水设

施所需要的水斗量。

虹吸式雨水排水系统应用比较广泛，可以使用在不同屋

面施工作业面上，在屋面开向地面高，形成高度差，出现这

种情况之后，虹吸式雨水排水系统也可以作为一种推动力，

来推动雨水快速流动。在建筑物的给排水管道的铺设中，使

用虹吸式技术摆脱过去传统的雨水输送设备对水斗水位的

依赖。水斗内单独的排水量要比过减少很多，而且雨水斗数

量也会减少更多。在使用虹吸式雨水排水设施时，由于部分

管道水平吊装工作，不需要一定的培训，就能够灵活操作，

这样可以避免各个施工作业出现矛盾冲突问题，也进一步提

高了空间利用效率，同时也能够为公司设计人员带来更多的

设计灵活度。通过大量实验研究表明，使用虹吸雨水排水设

施，整个悬吊管的长度要达到 150m 左右，立管的数量会大

幅度缩减。在管道与室内外的管道连接的数量，也在逐步下

滑，埋藏的管道数量减少，在不影响项目工程整体质量前提

下，可以减少项目工程的投资 [1]。

4 建筑物雨水排水设计中常见的问题及处理
对策

4.1 雨水斗位置安装不合理，排水管道数量不多
在任何一个建筑物内部，当屋面上的雨水管道及水斗位

置设置不科学时，就会影响到屋面排水水平，也会诱发更严

重的雨水淤泥等不良情况，如果屋面处理不恰当，就会进一

步扩大雨水的预期规模，进而引发建筑物顶层出现屋面渗透

的问题，给建筑公司的使用者和施工人员的工作都带来许

多的麻烦。重点去解决管道设计不合理的问题，设计师在综

合布局设计排水管道时，还需要重点关注居民生活的需要。

结合建筑物内部空间大小，在不影响建筑物的美观的情况之

下，能够最大化减少建筑面积，进一步提高建筑物的空间利

用效率，管道振动和管道内部水流流速不太稳定，这是造成

设备运行产生噪音的关键性原因。在管道振动时，产生了噪

音值上升的趋势，在管道转弯处，应力集中也会造成管道破

裂，最终诱发渗水事故，在设计管道期间，不能够让管道管

弯 90°，以便能够进一步增强整个项目的抗震水平 [2]。

4.2 排水管和雨水管道选择位置不恰当
在过去设计雨水排水管道设施布局方案时，使用铁质管

道作为主要材料，因为铁管比较粗糙，容易产生杂物，在降

雨前期，屋面上的管道工作正常，但随着屋面上方的雨水量

增加，铁管内部的杂质就会堵塞管道，当管道堵塞物达到一

定数量，就不容易看到管道内部的情况。在当前科技飞速发

展背景下，建筑物的雨水排水设施水平日益提升。传统类型

的管道材料会被淘汰，使用最新型的 HDPE 管道，这种塑料

管道也是目前排水管使用最多的材料。HDPE 的材料与水排

水管道相比，管道内部不会生锈，还有堵塞的问题。在屋面

产生雨水径流的情况之下，就有可能会将雨水水位抬高，这

会提高建筑物的雨水排水水平。伴随着中国建筑业规模的扩

大，更多塑料型的排水管道被运用到给排水项目施工中，给

排水的项目施工质量和工程效率也得到进一步提升。传统的

塑料管材在使用时出现较大噪音，如果将排水管道安放在居

民的休息区，或者人流的聚集区，就会造成排水管内部的水、

噪音污染，给居民带来生活上的不便。在排水管道铺设时，

设计师要科学控制好排水管道数量及建筑物内部管材铺设的

面积，要使用排水管道远离居民的休息场所或者娱乐区域 [3]。

5 结语
在建筑物给排水管道的铺设作业中，工程人员要重点关

注排水设施布局设计，结合建筑物使用者对给排水管道铺设

的要求。优化完善建筑物的雨水排水设施，可以使用虹吸的

雨水排水设备；在项目建设企业内部，要增强对建筑物所处

区域的天气气候的调查；对于产生的洪涝灾害问题，要及时

处理解决，为了使建筑物能够正常使用，在建筑物屋面安装

雨水排水系统，能够保障居民的正常生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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