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船用真空排放管路布置要求 

1 范围 

本标准规定了船用真空排放管路（以下简称真空管路）的布置要求。 

本标准适用于船舶和海洋工程生活污水真空管路的布置。 

2 基本要求 

2.1 管路材质 

真空管路的管路材质宜采用薄壁不锈钢管，也可采用聚乙烯（PE）管或聚氯乙烯（PVC）管。管路

材质应能承受所对应真空度的外压，满足真空度要求，同时还应具备耐腐蚀性。 

2.2 管路尺寸 

居住舱室真空管路的尺寸应根据每小时2人～3人真空马桶使用频次确定。公共卫生间内真空管路的

尺寸按每小时真空马桶使用15次确定；超过15次使用频次的真空马桶管路应直接与主管连接。通常每根

主管最多连接25个真空马桶。马桶的管路连接尺寸一般选用DN40，主管的管路尺寸见表1。 

表1 主管的管路尺寸 

单位为毫米 

真空马桶的数量 

个 

最小真空管路尺寸 

公称尺寸 

DN 

PE 管 

d ×s 

PVC 管 

d ×s  

薄壁不锈钢管 

d ×s  

1～3 40 50×2.4 50×2.4 50×1.0 

4～25 50 63×3.0 63×3.0 63×1.0 

注：d为管子外径，s为管子壁厚。 

2.3 管路连接形式 

2.3.1 薄壁不锈钢管宜采用一段管子直接插入另外一段管子的扩口内，再利用橡胶密封圈密封的形式

连接，无需使用焊接和连接件。 

2.3.2 塑料管宜采用承插粘接或热熔焊接的形式连接。 

2.4 管路弯头 

真空管路弯头应为45 °拼接弯头，或有足够的弯曲半径，不应使用短半径弯头，如图1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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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1 管路弯头 

2.5 管路三通接头 

真空管路三通接头应采用 45 °斜三通，不应使用 90 °三通，如图2所示。 

 

                                     

图2 管路三通接头 

3 布置要求 

3.1 真空管路布置 

3.1.1 布置形式 

3.1.1.1  真空管路一般向下或者向上连接至下一层或者本层的水平主管路，各层的水平主管路连接至

竖直主管路，竖直主管路连接至真空单元。图3是真空管路布置的典型示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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说明： 

1——污水源接口； 

2——通过障碍物的输送弯管； 

3——关断阀； 

4——输送弯管； 

5——疏通口； 

6——竖直主管路； 

7——灰水界面阀； 

8——障碍物； 

9——真空泵主管； 

10——真空单元； 

11——生活污水处理装置。 

图3 真空管路布置示例 

3.1.1.2  真空管路宜向污水源（真空马桶、界面阀等）的下方布置，无法向下布置时可采用向上布置

的形式。布置真空管路时应注意以下原则： 

a) 水平管上的弯头应尽可能少； 

b) 水平管上应有足够的输送弯管； 

c) 水平的支管应尽可能短； 

d) 至真空单元竖直主管路上不应有水封，向上的竖直管路上不应有弯头； 

e) 真空单元宜布置在整个真空管路的最低点。 

3.1.2 输送弯管 

3.1.2.1  水平真空管路上应布置一或多个输送弯管。输送弯管如图4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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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4 输送弯管 

3.1.2.2  输送弯管通过障碍物下方且底部长度不超过1m时，应按照图5（a）所示的形式布置。输送弯

管底部长度大于1m时，应按照图5（b）的形式增加一个二次输送弯管。 

 
(a) 

          

(b) 

说明： 

1——障碍物； 

2——输送弯管； 

3——疏通口； 

4——二次输送弯管。 

图5 输送弯管通过障碍物下方 

3.1.2.3  输送弯管通过障碍物上方时，应按照图6所示的形式布置。跨越障碍物的水平真空管路最大长

度不超过2m且提升高度不超过0.5m时应按照图6（a)的形式布置。跨越障碍物的水平真空管路最大长度

超过2m或提升高度大于0.5m时应按照图6（b)的形式布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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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 

 

（b） 

 

说明： 

1——输送弯管； 

2——障碍物； 

3——鹅颈管。 

图6 输送弯管通过障碍物上方 

3.1.2.4 输送弯管之间的间距由污水源的数量和管路的布置确定。真空管路中的输送弯管应均匀布置。

连接到竖直主管路的水平管路最大长度不应超过30m，若水平管路的方向发生变化则最大长度不应超过

20m。长度在5m以内的水平管路，应安装1个输送弯管；长度在5m～15m以内的水平管路，应安装2个输送

弯管；长度在15m～30m以内的水平管路，应安装3个输送弯管。 

3.1.2.5 方向发生变化的真空管路上应安装输送弯管。输送弯管通常安装改变方向后的真空管路上，如

图7所示。拐角与输送弯管的距离应尽可能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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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7 方向发生变化的真空管路输送弯管的安装 

3.1.3 鹅颈管 

向上的竖直管路采用鹅颈管与水平管路连接。图8是典型鹅颈管示意图。 

 

图8 鹅颈管 

3.1.4 疏通口 

真空管路上每间隔25m～30m设置疏通口，疏通口应方便清理。疏通口应安装在管路吸入侧的延伸处，

也可与输送弯管安装在一起。疏通口不应布置在靠近或者穿过厨房、餐厅、备餐区、食品储存区、食品

冷藏区及厨房用具存放区等位置。疏通口应避免布置在饮用水舱和医务区域。疏通口布置的方向应与管

路流向相反。图10是常见的几种疏通口布置形式。 

 

图9 疏通口 

3.1.5 水平管路 

水平管路的布置应确保管路内的污水不会产生倒流。 

3.1.6 竖直提升管路 

3.1.6.1 竖直提升管路的布置形式应考虑泵容量大小、提升高度、长度及通过的障碍物等因素。如需将

竖直提升管移至障碍物之后，则应注意以下事项： 

a）在竖直提升管之前设置一个输送弯管，见图10（a）； 

b）在水平管连接到竖直主管路之前安装一个关断阀，见图10（b）。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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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a）                             （b） 

说明： 

1——鹅颈管； 

2——障碍物； 

3——关断阀。 

图10 典型竖直提升管路 

3.1.6.2 多个相邻的污水源通过竖直提升管连接到同一根水平主管时应按图12来布置。 

 

图11 多污水源相邻的竖直提升管路 

3.1.6.3 竖直提升管上的弯头会减小管路流量。带弯头的竖直提升管的最佳布置形式见图12（a）,穿过

障碍物的布置形式见图12（b）。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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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                                          （b） 

图12 竖直管路穿过障碍物 

3.1.7 不同尺寸管路的连接 

不同尺寸的管路相连接时，较小尺寸的管路应连接至较大尺寸的管路上，不应将较大尺寸的管路连

接至较小尺寸的管路上。使用鹅颈管将竖直提升管连接至水平管上时，异径接头应布置在鹅颈管之后且

不应布置在竖直提升管上。如图13所示。 

 

图13 不同尺寸管路的连接 

3.1.8 灰水界面阀 

灰水连接至真空管路时应安装一个界面阀，如图14、图15所示。界面阀之前宜安装灰水过滤网。灰

水竖直提升管连接至水平管路上时，应设置鹅颈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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说明： 

1——竖直提升管； 

2——透气管和阀； 

3——灰水管至真空界面阀； 

4——灰水界面阀； 

5——灰水柜； 

6——鹅颈管。 

图14 灰水界面阀（向上排放） 

 
说明： 

1——灰水源； 

2——真空界面阀； 

3——关断阀； 

4——水平真空总管。 

图15 灰水界面阀（向下排放） 

3.1.9 马桶与真空管路的连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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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1.9.1 马桶与真空管路连接时应保证管路与马桶接口对中。马桶与真空管路可采用橡胶直通套管或橡

胶弯头连接，并用管箍卡紧，如图16所示。 

   

（a）                     （b）                      （c） 

图16 马桶与真空管路的连接 

3.1.9.2 用于连接马桶等污水源的管附件形式见图17。图17（c）90°弯头应用于2个45°的弯头无法布

置的情况，且应尽可能避免使用。图17（d）90°橡胶弯头应用于与马桶等污水源直接连接的位置。 

        

（a）          （b）              （c）           （d）           （e）      

图17 马桶连接附件 

3.1.9.3 马桶与至真空管路使用软管连接时，软管的长度应尽可能短，通常在900mm～1500mm之间。马

桶接口和管路接口之间的距离不应超过70%的软管长度，安装软管时应避免出现弯折。软管端部和可能

活动的部位应采用管夹固定。软管也可作为鹅颈管用于连接竖直提升管和水平管，这种情况下，软管应

采用管箍与被连接管可靠连接，同时在甲板背面增加支架固定软管。如图18所示。 

           
（a）                                         （b） 

 

                           （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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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 

说明： 

1——软管； 

2——竖直提升管路； 

3——管箍。 

图18 软管连接马桶 

3.2 真空管路的支架布置 

真空管路的管夹应内衬橡胶衬垫。宜在以下位置安装支架，如图20所示： 

a) 管路方向发生改变处； 

b) 竖直管路上； 

c) 在连接马桶后； 

d) 每间隔 1.5m处。 

 

说明： 

1——管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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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鹅颈管； 

3——输送弯管。 

图19 真空管路的支架布置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