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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筑给水排水及消防工程》

前言

　　《建筑给水排水及消防工程》于2005年7月发行，在短暂的4年多时间里，伴随着我国经济建设的
发展和人们对生活质量及财产安全要求的提高，建筑给水、建筑排水、建筑消防无论是在理论研究还
是在工程应用方面，都取得了很大的进展，新材料、新设备、新技术、新工艺大量涌现，相关的设计
规范也在不断修订，为适应工程技术领域的新形势，对《建筑给水排水及消防工程》进行修订势在必
行。　　本书是在《建筑给水排水及消防工程》第一版的基础上修订的，包括部分章节的调整和部分
内容的增加、删减和更新，主要增加了管网叠压供水系统水泵适用性、管网叠压供水相对于变频调速
供水的节能率计算、热泵加热方式、热气溶胶预制灭火系统、IG541混合气体灭火系统、同层排水、
真空排水系统以及特殊建筑给水、排水等内容。但全书仍保持了第一版的整体构架和风格。在保证基
本理论的系统性和完整性的基础上，突出应用性和新颖性，体现了相关规范的最新修订情况，介绍了
近年来建筑给水、排水与消防工程方面采用的新材料、新技术、新工艺，书中所涉及的设计理论、方
法、参数均符合国家现行规范的要求。为便于缺乏工程设计经验的读者掌握建筑给水、排水工程的设
计方法，本次修编细化了设计实例的介绍。　　本书由樊建军、梅胜、何芳主编，参加编写的人员及
具体分工如下：　　第1章、第2章、第6章由樊建军编写；第3章、第4章、第5章、第9章由梅胜、申芷
娟编写；第7章由王永霞、梁志君编写；第8章由罗鹏飞编写；第10章由李淑更编写；第11章由何芳编
写；第12章中设计基础部分由何芳编写，设计实例部分由梁志君编写；全书由樊建军统编定稿。　　
在本书的编写过程中，得到了广州大学教材出版基金资助，参考了一些文献和资料（见书末所附参考
书目），并借鉴或引用了其中的技术成果和实践经验，在此表示衷心感谢！　　由于编者的理论水平
和实践经验所限，书中疏漏之处和缺点在所难免，竭诚希望得到广大读者的批评指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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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筑给水排水及消防工程》

内容概要

《建筑给水排水及消防工程(第2版)》是在《建筑给水排水及消防工程》第一版的基础上修订的，包括
部分章节的调整和部分内容的增加、删减和更新，但全书仍保持第一版的整体构架和风格。在保证基
本理论的系统性和完整性的基础上，突出应用性和新颖性，介绍了近年来建筑给水排水与消防工程方
面采用的新材料、新技术、新工艺，书中所涉及的设计理论、方法、参数均符合国家现行规范的要求
。
全书有以下几大特点：
1.系统全面。全书共12章，主要介绍了建筑给水排水与消防工程的基本知识、设计方法及设计要求，
内容涵盖了注册公用没备工程师执业资格考试建筑给水排水考点的相关内容。
2.实例丰富。书中各主要章节均有建筑给水排水及消防工程的设计实例，这无疑对于读者巩固、掌握
本章节内容并正确运用原理解决实际工程很有裨益。
3.内容新颖。书中详细介绍了近年来建筑给水排水与消防工程方面采用的新方法、新技术、新材料等
，这对从事给水排水的专业人员具有很强的指导和借鉴意义。
《建筑给水排水及消防工程(第2版)》可以作为给水排水工程专业教学用书，也可供从事给水排水工程
设计、施工的工程技术人员参考。

Page 3



《建筑给水排水及消防工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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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筑给水排水及消防工程》

章节摘录

　　2．1．1管道布置　　给水管道的布置按供水可靠度不同可分为枝状和环状2种形式，按水平干管
位置不同可分为上行下给、下行上给和中分式3种形式。枝状管网单向供水，可靠性差，但节省管材
，造价低；环状管网双向甚至多向供水，可靠性高，但管线长，造价高。上行下给供水方式的干管设
在顶层顶棚下、吊顶内或技术夹层中，由上向下供水，适用于设置高位水箱的建筑；下行上给供水方
式的干管埋地、设在底层或地下室中，由下向上供水，适用于利用市政管网直接供水或增压设备位于
底层，但不设高位水箱的建筑；中分式的干管设在中间技术夹层或某中间层的吊顶内，由中间向上、
下两个方向供水，适用于屋顶用作露天茶座、舞厅并设有中间技术夹层的建筑。　　给水管道布置是
否合理，直接关系到给水系统的工程投资、运行费用、供水可靠性、安装维护、操作使用，甚至会影
响到生产和建筑物的使用。因此，在管道布置时，不仅需要与供暖、通风、燃气、电力、通信等其他
管线的布置相互协调，还要重点考虑以下几个因素。　　1．经济合理　　室内生活给水管道宜布置
成枝状管网，单向供水。为减少工程量，降低造价，缩短管网向最不利点输水的管道长度，减少管道
水头损失，节省运行费用，给水管道布置时应力求长度最短，当建筑物内卫生器具布置不均匀时，引
入管应从建筑物用水量最大处引人；当建筑物内卫生器具布置比较均匀时，引入管应从建筑物中部引
人。给水干管、立管应尽量靠近用水量最大设备处，以减少管道传输流量，使大口径管道长度最短。
　　2．供水可靠、运行安全　　当建筑物不允许间断供水时，引入管要设置两条或两条以上，并应
由市政管网的不同侧引入，在室内将管道连成环状或贯通状双向供水。如不可能时，可由同侧引入，
但两根引入管间距不得小于15m，并应在接管点间设置阀门。如条件不可能满足，可采取设贮水池（
箱）或增设第二水源等安全供水措施。给水干管应尽可能靠近不允许间断供水的用水点，以提高供水
可靠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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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筑给水排水及消防工程》

精彩短评

1、很喜欢，很全面。
2、很实用的工具书，非常实用
3、第一次在当当网买书 感觉不错 书正是我想要的那种 大概翻阅了哈 内容比较充实适合初学者 纸水
也很好
4、第二版中的舊版，最新版與這本稍有不同。
5、帮朋友买的，没有见到书，应该是不错的
6、很实用，非常有用
7、适合初学者，比较详细
8、还行、还行、还行、还行、还行、
9、不知道大学时代老师怎么没有选到这么好的书给我们做教材，还要工作了自己掏钱啊。书写的真
好。我想国内同类教材一定是第一了
10、很不错~~都是很基础的知识
11、是本很不错的书，快递挺快，书的质量不错。主要是能学到很多东西。
12、可以用，知识多，学生可以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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