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第一章 总则 

 

1.2 前期调查，设计，施工和验收在第四章至第七章中

做详细说明，工程移交是工程验收合格后，交由各片区管理

机构管理，并应有专门的养护队伍养护。 

1.3 本导则的使用范围为南京市主城区，分为玄武湖流

域、金川河流域、内秦淮河流域和赛虹桥地区、河西北部地

区、城东地区、北十里长沟流域等六个片区。总面积约 226.85 

km2。 

（1）玄武湖流域，面积约 11.23 km2。流域范围为玄武

湖以北，中央门以东，紫金山以西，红山至小营村、农场山

一带以南地区。   

（2）金川河流域，面积约 38.57km2。东起墨香路，西



川河水系及南十里长沟水系。

（3）内秦淮河流域和赛虹桥地区，面积约 38.90 km2。

东起明城墙、月牙湖，西至外秦淮河、南河，南起雨花台，

北至北京西路、九华山。  

（4）河西北部地区：面积约 18.70km2。东起外秦淮河、

南河，西至长江夹江，南起应天大街，北至外秦淮河。 

（5）城东地区，面积约 93.15km2。西北起秦淮新河—

绕城公路，东至南河，南至外秦淮河—东南护城河—紫金山

南麓围合的区域，以及百水桥地区、铁心桥南部部分地区。 

（6）北十里长沟流域，面积约 26.30km2。西南起紫金

山山脉、经五路、迈化路及和燕路围合的区域，东至绕城公

路，北至长江。 

1.4 根据国家环境保护总局编制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地

表水环境质量标准》（GB3838-2002），Ⅳ类地表水主要适用

于一般工业用水区及人体非直接接触的娱乐用水区。主要水

体水质可由沿主要水体布置若干水质监测点采样测定，地表



测技术规范的要求。

 前期调查 

4.2 前期准备 

4.2.1 各区在目前排水管理机构的工作基础上，逐步完

善专业人员、设备和工作机制，建立规范的管理机构，确保

每个排水机构都配备一定数量的给排水、市政、工程建设类

等专业人员。 

4.2.2 为便于实施、验收和管理，以主要排水单位为中心，

以相对独立排水系统和道路河流等现状界线为边界，划分成

若干雨污分流改造片区。实行封闭式管理的住宅小区、企事

业单位等可划成一块；开放式管理的住宅小区、企事业单位

可根据排水系统的合理性相对集中划定；城中村、危旧房等

特殊地区单独划成一块。每个片区确定一个负责人，实行片

区专人负责制。 

4.3 调查内容 

4.3.1 住宅小区基本情况包括住宅小区占地面积、建筑



区排水管线竣工图及存在问题调查等资料。住宅小区基本情

况调查表格见附件 。 

4.3.2 企事业单位基本情况包括主要企事业单位、机关

学校等占地面积、建筑物建设年代及数量、人口、自备水源、

月用水量、排水体制、排水方向、排水管线竣工图及存在问

题调查等资料。企事业单位基本情况调查表格见附件 2。 

4.3.3 在现有街道、社区及企事业单位调查的基础上，

以《南京主城污水主次干管规划》为外部条件，在工作地形

图上将各街道划分为若干片区或将若干小区及企事业单位

合并为一个污水收集片区，片区范围以现状道路作为分界

线，每个片区污水收集系统相对独立，可以由若干污水支干

管与主城污水主次干管连接。 

4.3.4 以住宅小区、企事业单位为调查对象，对片区内

排水系统现状存在的问题进行收集，便于在本次雨污分流工

程中一并考虑。 

调查过程中，片区排水系统存在的主要问题可由下表对



在调查过程中做详细记录，片区排水系统存在问题调查表格

见附件 。 

片区排水系统主要问题一览表 

序

号 

主要问题 

1 排水系统主要为合流，对城市水体造成较严重污染 

2 片区雨污分流改造工程完成，周边污水干管尚未建成 

3 排水管道存在倒坡、老化、下沉、堵塞无法清通等情况，

严重影响排水 

4 现状污水管道管径偏小，排水能力不足 

5 管道堵塞，清通后可正常排水 

6 阳台改变功能，用户改变雨水管使用功能 

7 公共卫生、洗涤废水乱排放，如洗车废水，餐饮废水等 

8 其他问题 

4.3.5 现状管线测量 

（1）小区、企事业单位和街巷内的雨水、污水或雨污



接点、支管接入主管道的接入点）的管底标高；  

（2）与（1）连接的直排入河道管线的靠近河道排水口

的第一个井的位置、管径和管底标高； 

（3）与（1）连接的接入市政主次干道雨水、污水或雨

污合流的主要管道的接入点的位置、埋深和管径及性质注记

（雨、污或合流）； 

（4）小区、企事业单位内部化粪池的长、宽、深。 

4.3.6 为了解片区内主要水体现状水质情况，可委托有

水质检测资质的单位对水体采样检测，并出具水体水质报告

书，可用于评价片区雨污分流改造工程的实施效果。 

4.4 调查成果 

片区雨污分流改造工程现状情况调查资料采用“一区一

档”的方式，即一个片区做成一本资料汇编，具体的做法详

见附件 4 片区雨污分流改造工程资料管理办法。 

在地形图上初步划分排水片区。 

4.5 测量成果 



）主要调查内容 

管 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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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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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   △ △ 

 

（2）对调查区域内主要线路进行调查，对雨水篦子等

支线不调查。 

 

 

 

 



）必须查明与测、注的内容表 

管 

线 

种 

类 

管    线    点 量  

注 

项  

目 

埋设方式 

测注高程 

位置 特  征  点 

附 属 

物 

雨 

水 

起终点井、

进出水口、

交叉井口、

户出 

窨井 

管径 

 

管 埋 、 管

沟、箱涵 

管底及地

面高 

污 

水 

起终点井、

进出水口、

交叉井口、

户出 

窨井 

管径 

 

管 埋 、 管

沟、箱涵 

管底及地

面高 



合流 

起终点井、

进出水口、

交叉井口、

户出 

窨井 

管径 

 

管 埋 、 管

沟、箱涵 

管底及地

面高 

（4）应实地测量排水窨井的管底内高，量注至 cm。雨

水和污水应根据现场情况进行判断，对无法判断的应标明。 

（5）相关管线测量应满足《城市地下管线探测技术规

程》（CJJ 61-2003）中相关要求。 

（6）接入化粪（净化）池的雨污水管线其点特征用“进

水口”表示，符号用“进水口”点类表示，化粪（净化）池

接入主管道的接入点特征用“出水口”表示，符号用“出水

口”点类表示。 

（7）管线附属物特征码及点状符号表 

管线种

类 

特征点种类 

特 征 

码 

图块

名 

图    例 



  水 

 

Y 

探测点 1 Y1 1.0 

窨井 2 Y2       2.0 

进水口 4 Y3       2.0 

出水口 4 Y4       2.0 

预留口 6 Y6       2. 0 

污   水 

 

W 

探测点 1 W1       1.0 

窨井 2 W2       2.0 

进水口 4 W3       2.0 

出水口 4 W4       2.0 

预留口 6 W6       2. 0 

雨污合

流 

 

H 

探测点 1 H1       1.0 

窨井 2 H2       2.0 

进水口 4 H3       2.0 

出水口 4 H4       2.0 

预留口 6 H6       2. 0 

（8）管线图注记内容表 



4.6 6。 

 工程设计 

5.1 根据本次雨污分流改造工程的特殊性，设计程序与

《市政公用工程设计文件编制深度规定》（中华人民共和国

建设部 2004 年）规定的可行性研究、初步设计和施工图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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