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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对污水处理厂预埋防水套管安装工程的主要 问题进行了分析 ，提出了处理措施，并进行了工程实例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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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Problems of the installation of the waterproof casing in wastewater treatment plant were analyzed and treatment measures were 

proposed．Meanwhile，a practical case was discusse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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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 毒 

各类混凝土水池、井室是污水处理厂的主要构 

筑物，这些构筑物因工艺需要往往设置了大量的防 

水套管，防水套管的安装质量是评价构筑物使用功 

能的重要指标之一。预埋防水套管安装不当会造成 

构筑物渗漏或后续管道无法安装，因此预埋套管的 

安装工程质量显得尤为重要。本文结合污水处理厂 

工程实际，针对防水套管的预埋安装工程进行讨论 

和分析研究。 

2 防水套管安装工程主要问题分析 

防水套管主要用于工业、市政给水排水工程构 

筑物，其主要作用为构筑物穿管道处防渗防漏、保护 

管道、利于管道安装及维修。为规范防水套管的制 

作、安装，建设部于 2002年 10月 14日批准发布了 

02S404((防水套管》标准图集。在实际施工过程中，防 

水套管的预埋安装存在许多问题。 

2 1 管径理解错误 

防水套管结构简图见图 1 E1]。管径理解错误为概 

念错误，其错误之处在于未正确理解标准图集中D1 

和 D3的关系，即未正确理解套管与穿过套管的管道 

的关系。在结构施工图中，设计者一般标示预埋套管 

的公称直径 DN，此公称直径指的是在套管内穿过 

的管道的公称直径，并非需要预埋的防水套管的管 

径。套管的管径一般比穿过的管道的管径大 2个规 

格左右。但不少施工者在实际操作过程中把此公称 

直径理解为套管直径 ，给工程带来较大的损失和质 

量隐患。因此施工者应对照标准图集，准确查找该 

管道对应的套管的管径 D3，按图集的要求进行套 

管加工。 

图 1 防水套管结构简图 

2．2 安装位置不准确 

安装位置不准确主要表现为轴向位移及轴向扭 

曲。 

轴向位移的表现为混凝土成型后，预埋套管的 

位置与设计位置不符。轴向扭曲的表现为混凝土成 

型后，预埋套管中心位置虽未发生偏移，但出现轴向 

扭曲，导致混凝土两侧管口不同轴。轴向位移及轴向 

扭曲的表现形式见图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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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2 轴向位移及轴向扭曲的表现形式 

预埋套管安装位置不准确的实际情况多为轴向 

位移与轴向扭曲的复合体。 

预埋套管安装位置不准确对同轴多套管的影响 

最为明显：当一根直管道连续穿过 2个以上的套管 

时，要求管道沿线预埋套管的安装必须严格同轴，否 

则混凝土成型后，管道无法安装，当套管之间的距离 

L较小时，此问题尤为严重。同轴多套管安装后不同 

轴的示意见图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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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3 多套管安装后不同轴的表现形式 

2．3 混凝土蜂窝及：R；FJ 

由于预埋套管部位钢筋较密、套管下部下料困 

难，若混凝土浇筑环节控制不好，拆模后套管处混凝 

土易出现蜂窝及孔洞现象。 

蜂窝现象表现为混凝土结构局部出现酥松、砂 

浆少、石子多、石子之间形成空隙类似蜂窝状的窟 

窿。孔洞现象表现为混凝土结构内部有尺寸较大的 

空隙，局部没有混凝土或蜂窝特别大。蜂窝及孔洞均 

极易造成混凝土渗漏[2]。 

0 处}墼措施 

3 1 做好套酱预埋的前期工作 

套管预埋的前期工作包括编制预埋套管清单， 

列出防水套管的规格、数量、部位，并经土建及安装 

施工人员、监理工程师共同会签，可最大限度的避免 

错加工、错埋、漏埋套管。 

重点有以下几方面的内容：搞好设计阶段各专 

业之问的协调，确保专业术语含义的一致性；做好设 

计交底与图纸会审，确保施工单位正确理解设计意 

图；做好土建施工单位和安装施工单位之间沟通、协 

调和制约，确保预埋套管分工明确、准确预埋；严格 

按照标准图集加工、定做套管。 

? 矗譬别誊、定位及检查 

测量所用的仪器必须经有资质的部门鉴定合 

格，否则不能用于工程测量_3J。测量时必须在套管两 

侧分别选定定位点，分别确定套管两侧的中心点并 

拉十字线定位，方可准确定位套管的轴线位置、确保 

套管准确定位、不发生偏移及扭曲现象。套管定位 

后，必须按要求做好洞El的加固及套管的固定工作， 

以免混凝土浇筑过程中套管位移。 

套管安装完毕，经工程监理单位、建设单位工程 

师检查合格后方可进行混凝土浇筑。 

{3 儡 i 疑糖 一 囊筑控制 

为防止混凝土浇筑后套管处出现蜂窝及孔洞， 

必须保证预埋套管处混凝土缓慢下料、振捣密实。套 

管部位优先采用细石混凝土浇灌，在模板内充满，认 

真分层振捣密实， 预埋套管两侧同时下料，严防漏 

振。 

对于大口径预埋套管，可在套管两侧模板上增 

设振捣孔⋯，当构筑物池壁混凝土浇筑至套管底标 

高时，振捣棒从振捣孑L插入套管下部及两侧进行振 

捣，套管处混凝土浇筑完成后再将振捣孔封闭。 

4 应用实例分析 

本文以污水处理厂常见的二沉池配水井为例， 

说明同轴多套管的安装控制。某圆环形二沉池配水 

井为中心层配水、中间层进水、周边层出水工艺，其 

立面图见图4 5l，其中心配水层进水管一 自生化池总 

进水管 D1420x12，连续穿过 3道隔墙，共需预埋 3 

个防水套管，且套管之间的间距较小，仅为 2 m左 

右。如何控制此 3个套管的预埋精度至关重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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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4 配水井立面图 

为保证 3个套管的同轴性 ，便于 D1420钢管 

的后续安装 ，实际土建施工过程中采取如下控制 

措施 ： 

(1)在 A，B，C，D这 4个区域分别设置 4个测 

量控制点，通过此 4个测量控制点导出 3个套管在 

墙壁两侧的中心点 0 ，0 ，O ，0 ，O ，O 并拉上十字 

线，十字线交叉点即为 0 ，0 ，O ，0 ，0 ，0 。 

(2)通过拉线核实 O ，O ，O ，O ，0 ，O 是否在 

同一条直线上，若不同线(不同轴)，则查找误差源并 

调整中心点的位置，最终确保 O ，0：，O ，0 ，O ，O 同 

线同轴。 

(3)0 ，0 ，0，，0 ，O ，O 确定后，套管位置即确 

定，套管安装、加固、池壁支模后必须按此位置准确 

定位。严禁将套管直接点焊在模板上固定，对于分次 

浇筑的池壁，可在第一次浇筑时预留预埋铁件或钢 

筋，套管安装时将套管焊接在预留铁件上固定。支模 

时，套管区域模板应内拉外顶加固，同时该区域对拉 

片应加密。此措施可防止模板和钢筋位移及因模板 

和钢筋位移造成套管位移，使套管位移控制在可控 

范围内。 

(4)合模 、混凝土浇筑前，工程监理、甲方工程 

师等相关人员应仔细核查套管定位的准确性和定位 

加固是否可靠，否则不能进行混凝土浇筑。 

(5)由于套管口径较大，为便于套管下部及两 

侧的混凝土浇筑，在套管两侧的模板上开设 2个振 

捣孔，套管下部及两侧的混凝土通过振捣孔振捣到 

位，套管部位混凝土浇筑完毕后将振捣孑L严密封闭 

以便进行上部混凝土浇筑。 

实际结果表明，通过以上控制措施后 ，穿管安装 

比较顺利，套管同轴性较好，套管部位无渗漏现象发 

生 。 

5 结语 

污水处理厂预埋防水套管的预埋安装为其土 

建工程的主要质量控制环节之一 ，其安装质量直 

接影响后续管道的安装及构筑物整体的闭水性 

能。通过预埋前的准备工作、准确测量定位及检 

查 、混凝土浇筑控制等措施 ，可大大提高防水套管 

的安装质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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