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ICS 65.020.01

CCS B05

15
内 蒙 古 自 治 区 地 方 标 准

DB 15/T 404—2024
代替 DB 15/T 404-2005

混凝土集流面工程技术规程

Technical Specification for Rainwater Collection Surface Lined with

Concrete

（征求意见稿）

2024 - XX - XX 发布 2024 - XX - XX 实施

内蒙古自治区市场监督管理局  发 布



DB 15/T 404—2024

I

前 言

本文件按照GB/T 1.1—2020《标准化工作导则 第1部分：标准化文件的结构和起草规则》的规定

起草。

本文件代替DB15/T 404—2005《混凝土集流面工程技术规范》，与DB15/T 404—2005相比，除结构

调整和编辑性修改外，主要技术变化如下：

a）更改了“范围”一章（见第1章），明确了本文件适用的范围。

b）更改了“规范性引用文件”一章（见第2章），更新和替换了规范性引用文件的名称和代码。

c）增加了“术语和定义”一章（见第3章），说明了文件中的术语和定义。

d）增加了“工程规划”一章（见第4章），规定了工程规划的具体要求。

e）删除了“材料”一章。

f）增加了“工程规模和工程布置”一章（见第5章），规定了工程规模和工程布置确定的方法。

g）将原文件“设计”一章修改为“工程设计”（见第6章），完善了工程设计的一般规定、集流面

厚度、集流面四周挡水坎和齿墙、伸缩缝设计等具体设计要求。

h）将原文件“施工”一章修改为“工程施工”（见第7章），完善了工程施工的一般规定、材料、

混凝土配合比设计、地基处理、施工工艺、伸缩缝填充等具体施工要求。

i）将原文件“检查与验收”一章修改为“施工质量控制与验收”（见第8章），完善了施工质量控

制和工程验收的具体要求。

j）将原文件“维护管理”一章修改为“工程管理”（见第9章），完善了工程运行管理和工程维修

养护的具体要求。

k）删除了“附录A”。

本文件由内蒙古自治区水利厅提出，并由内蒙古自治区水利科学研究院组织实施。

本文件由内蒙古自治区水利标准化技术委员会（SAM/TC21）归口。

本文件起草单位：内蒙古自治区水利科学研究院、西北农林科技大学、内蒙古自治区工程研究中心、

广东省水利水电技术中心、内蒙古自治区产品质量检验研究院。

本文件主要起草人：张文丽、李少斌、高峰、苏海涛、李玮、叶合欣、贾世欣。

本文件及其所代替文件的历次版本发布情况为：

——2005年首次发布为DB15/T 404-2005；

——本次为第一次修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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混凝土集流面工程技术规程

1 范围

本文件规定了内蒙古自治区新建、改建和扩建的雨水集蓄利用工程中的混凝土集流面的规划、设计、

施工、验收和管理。

本文件适用于地表水、地下水缺乏或者开发利用困难的干旱或半干旱地区、经常发生季节性缺水的

湿润或半湿润地区的混凝土集流面工程的建设工作。

2 规范性引用文件

下列文件中的内容通过文中的规范性引用而构成本文件必不可少的条款。其中，注日期的引用文件，

仅该日期对应的版本适用于本文件；不注日期的引用文件，其最新版本（包括所有的修改单）适用于本

文件。

GB 175 通用硅酸盐水泥

GB 4806.1 食品安全国家标准 食品接触材料及制品通用安全要求

GB 4806.10 食品安全国家标准 食品接触用涂料及涂层

GB 5749 生活饮用水卫生标准

GB/T 14684 建筑用砂

GB/T 14902 预拌混凝土

GB/T 50596 雨水集蓄利用工程技术规范

SL 310 村镇供水工程技术规范

SL 654 水利水电工程合理使用年限及耐久性设计规范

SL 677 水工混凝土施工规范

DB15/T 385 行业用水定额

3 术语和定义

下列术语和定义适用于本文件。

3.1

雨水集蓄利用工程 rainwater collection,storage and utilization project

采用工程措施，对雨水进行收集、存贮和综合利用的小型水利工程，包括集流工程、蓄水工程以及

雨水净化设施和供水设施等。

3.2

集流面工程 rainwater harvesting area project

利用现有的屋顶、庭院、公路、乡村道路、天然坡面、打碾场等天然地形或人工改造后的坡面，以

收集雨水为目的的小型水利工程。常见人工集流面处理材料主要有混凝土、瓦、塑料薄膜、原土夯实、

固化剂集流面等。

3.3

引水设施 water diversion facilities

将集流面所汇集的雨水输引至蓄水工程的渠槽或管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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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4

集流效率 water collection efficiency

集流面收集到的降水量与同一时期降水量的比值。

4 工程规划

4.1 地区性集流面工程规划应纳入县级及以上行政区雨水集蓄利用规划，以实现合理利用本地区雨水

解决用水困难的农村居民生活、畜禽养殖、灌溉等用水需求。

4.2 集流面工程应与汇流沟、引水设施、蓄水工程、雨水净化设施、供水设施等其他工程措施统一规

划。

4.3 应根据当地雨水资源条件以及经济社会发展和生态环境保护对水资源的需求，分析雨水集蓄利用

的雨水资源开发利用潜力，合理确定集流面工程的工程规模和工程布局。

4.4 应根据地区自然条件、经济社会特点以及雨水集蓄利用工程的用途进行分区，制定不同类型区域

的集流面工程规划。

5 工程规模和工程布置

5.1 工程规模

5.1.1 集流面工程规模应与汇流沟、引水设施、蓄水工程、雨水净化设施、供水设施等其他工程规模

相协调。

5.1.2 集流面面积

5.1.2.1 集流面面积可按公式（1）计算：

� = 1000�
���

·························································(1)

式中：

�——集流面面积（m
2
）；

�——设计保证率条件下，雨水集蓄利用工程的年设计供水量（m3）；

�——混凝土集流面的年集流效率（%）；

��——频率等于设计保证率的年降水量（mm）。

5.1.2.2 雨水集蓄利用工程的年设计供水量根据雨水集蓄利用的不同用途，参考 GB/T 50596 第 5.2、

5.3 条通过需水对象数量和供水定额进行计算。

5.1.2.3 供水定额宜按照 DB15/T 385、SL 310 和 GB/T 50596 综合确定。

5.1.2.4 集流效率

年集流效率应根据不同降水特性下的现场试验观测资料确定，在缺乏资料时可按表1确定。

表 1 混凝土集流面的年集流效率

地区

多年平均降水量

250 mm～500 mm

地区

多年平均降水量

500 mm～1000 mm

地区

年集流效率 73%～80% 75%～8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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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2 工程布置

5.2.1 集流面工程应与汇流沟、引水设施、蓄水工程、净水设施、供水设施等其他工程措施统一布置。

5.2.2 混凝土集流面工程宜结合庭院、打碾场、屋顶和道路等进行综合利用。

5.2.3 集流面工程的布置应利用有利地形、地势，便于雨水的汇集，提高集流效率。

5.2.4 集流面工程应避免占用耕地。

5.2.5 集流面工程应避开厕所、畜禽圈舍和垃圾堆积场等污染源。

5.2.6 混凝土集流面所收集雨水优先用于农村居民生活供水，并应与其供水设施统一布置。用于农村

居民生活供水所收集雨水经处理后应符合 GB 5749 水质要求。

5.2.7 用于农村居民生活供水的混凝土集流面，可与家庭内的畜禽养殖供水工程相结合，与其他生产

用水的雨水集蓄利用工程分开布置。

5.2.8 用于农业灌溉的集流面工程宜布置在高于灌溉地块的位置。

5.2.9 应对拟作为集流面的现有坡面的平面投影面积进行量算，结合集流面工程规模，最终确定集流

面的工程布置。

6 工程设计

6.1 一般规定

6.1.1 集流面工程由集流面、集流面四周挡水坎和齿墙、伸缩缝组成。

6.1.2 集流面工程应与汇流沟和引水设施统一设计，以提高集流效率。当集流面较宽时，应修建截流

沟拦截降雨径流并引入汇流沟，由引水设施输送至蓄水设施。

6.1.3 利用屋顶、道路等现有混凝土结构作为集流面的，其混凝土结构设计应符合混凝土集流面的规

定要求。

6.1.4 集流面的混凝土结构应根据所处的环境条件，依据 SL 654满足相应的耐久性要求。对于冻融循

环比较严重的建筑物宜适当提高环境类别。也可根据混凝土集流面表层保护措施的实际情况及预期的施

工质量控制水平，将环境类别适当降低。

6.1.5 混凝土强度等级宜采用 C20，抗渗等级宜采用W6，抗冻等级宜采用 F200。
6.1.6 对处于化学侵蚀性环境中的混凝土，应采用抗侵蚀性水泥，掺用优质活性掺合料，必要时可同

时采用特殊的表面涂层等防护措施。

6.1.7 新建混凝土集流面不能在水流作用下产生有害于人畜健康、农业灌溉的成分。

6.1.8 新建混凝土集流面纵向坡度不宜小于 1/10，横向坡度可按地形条件确定。

6.2 集流面厚度

混凝土集流面厚度不宜小于3 cm，有交通功能的混凝土集流面厚度应根据荷载经计算确定。

6.3 集流面四周挡水坎和齿墙设计

集流面四周应设挡水坎，挡水坎的高度宜高出集流面8 cm～15 cm，宽度宜为5 cm～10 cm，挡水坎

宜抬起成下宽上窄梯形断面。

对于抗滑稳定性要求高的集流面，可设置齿墙，齿墙深度和宽度根据集流面的厚度，结合稳定性要

求进行设计。

6.4 伸缩缝设计

6.4.1 混凝土集流面应设伸缩缝，伸缩缝分块尺寸宜为 3 m×3 m～5 m×5 m。伸缩缝的宽度应根据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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缩变形量确定，伸缩缝的宽度可取 1.0 cm～1.5 cm。

6.4.2 伸缩缝的填缝材料、嵌缝密封材料应选用变形性能大、耐温性能好、耐老化、无毒、无环境污

染的材料，并满足易于施工嵌缝等要求。

6.4.3 用于输送农村居民生活用水时，伸缩缝的填缝材料、嵌缝密封材料应符合 GB 4806.1、GB 4806.10

的相关规定。

7 工程施工

7.1 一般规定

7.1.1 采用现浇混凝土浇筑集流面，应在施工之前采购齐备材料，材料进场时应对材料的品种、质量、

出厂日期等进行检查，并对材料的性能指标进行复检。

7.1.2 采用商品混凝土浇筑集流面，混凝土的制备量与运输能力满足集流面浇筑工艺的要求，并应用

具有生产资质的预拌混凝土生产单位，其质量应符合 GB/T 14902 的有关规定。混凝土拌合物的运输应

采用混凝土搅拌运输车，运输车应具有防风、防晒、防雨和防寒设施。

7.1.3 现浇混凝土集流面的施工应符合 GB/T 50596 第 7.0.3 条的规定。

7.1.4 混凝土施工前应对混凝土拌合设备、运输设备和浇筑设备等进行检查，确保设备完好。

7.1.5 混凝土拌合设备正式投入混凝土生产前，应按经批准的混凝土施工配合比进行生产性试验，以

确定最佳投料顺序和拌合时间。

7.1.6 日平均气温连续 5 d 稳定在 5 ℃以下或最低气温连续 5 d 稳定在-3 ℃以下时，应按低温季节

施工。低温季节施工，应编制专项施工措施计划和可靠的技术措施。

7.2 材料

7.2.1 水泥应符合 GB 175 的有关规定。水泥应采用硅酸盐水泥或普通硅酸盐水泥，强度等级宜采用

42.5 级，不同等级、厂牌、品种、出厂日期的水泥不得混用。

7.2.2 砂料应符合 GB/T 14684 的有关规定。

7.2.3 粗骨料应质地坚硬，不得采用软弱、风化骨料，骨粒粒径应小于混凝土集流面厚度的 1/2。

7.2.4 拌合用水的总含盐量≤5000 mg/L、硫酸根离子含量≤2700 mg/L、氯离子含量≤300 mg/L。

7.3 混凝土配合比

7.3.1 混凝土配合比的拟定应符合 SL 677 的有关规定。

7.3.2 混凝土配合比设计，应根据集流面工程要求、结构型式、设计指标、施工条件和原材料状况，

通过试验确定各组成材料的用量。混凝土施工配合比选择应经综合分析比较，合理降低水泥用量。室内

试验确定的配合比还应根据现场情况进行必要的调整。混凝土配合比应经批准后使用。

7.4 地基处理

7.4.1 混凝土浇注施工前应对集流面地基进行平整清理，并按照设计坡度修整好基础。

7.4.2 宜对地基进行换填垫层处理，垫层土料的含水率应控制在最优含水率附近。

7.4.3 垫层厚度一般以 30 cm 为宜，施工时应分层夯实，每层虚土厚度以 15 cm 为宜，垫层压实度不

应小于 0.93。

7.5 施工工艺

7.5.1 模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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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 模板面板材料宜选用钢材、胶合板等，模板支架材料应优先选用钢材。模板材料的质量、设

计、制作、安装应符合 SL 677 等相关规定的要求。

b) 模板选用应与混凝土结构的特征、施工条件和浇筑方法相适应。

c) 模板材料及制作、安装等工序应进行质量检查，合格后方可进行下一工序的施工。

d) 模板安装、拆除的顺序应按审定的施工措施计算执行。

7.5.2 混凝土拌合

a) 混凝土拌和应严格遵守签发的混凝土配料单，不应擅自更改。

b) 为保证混凝土拌合用水量不变，混凝土拌合过程中，应根据气候条件定时检测骨料含水率，

必要时应加密检测次数。

c) 混凝土掺合料宜采用现场干掺法，并应掺和均匀。

d) 外加剂溶液应均匀配入混凝土拌合物中，外加剂溶液中的水量应包含在拌合用水量之内。

e) 混凝土应拌合均匀，颜色一致。混凝土拌合时间应通过试验确定。

f) 混凝土拌合料在备好至使用完毕的时间在常温下不应超过 3 h，气温超过 30 ℃时，不应超过

2 h。

7.5.3 混凝土浇筑

a) 基础处理应经验收合格批准后，方可进行混凝土浇筑。

b) 浇筑混凝土应采用隔仓浇筑，混凝土要随用随拌。

c) 浇筑混凝土前应避免对地基的破坏或扰动，应保持地基清洁并且对地基进行湿润处理，以确

保混凝土的粘附性和强度。

d) 混凝土浇筑应连续进行，中途因故停止施工，间歇时间不得超过 SL 677 第 7.4.12 条的规定。

e) 混凝土浇筑应振捣密实。振捣方法宜用建筑工程上使用的小型平板振动器或手工振捣，手工

振捣是用铁抹子用力按压插捣，使混凝土密实，表面泛浆。在模板周围，还需用瓦刀用力插

捣密实，防止边沿出现蜂窝麻面。

f) 浇筑完成后要进行表面收光，收光分为两次，第一次是在振捣后立即进行，第二次在混凝土

初凝后进行，保证混凝土表面平整、光滑。

g) 混凝土浇筑温度应符合设计规定，未明确温控要求的部位，其混凝土浇筑温度不应高于 28℃。

7.5.4 混凝土养护

a) 混凝土浇筑完毕初凝前，应避免仓面积水、阳光曝晒。

b) 混凝土初凝后可采用洒水或流水等方式养护。集流面表面洒水后宜用柴草或地膜覆盖。

c) 混凝土养护应连续进行，养护期间混凝土表面及所有侧面始终保持湿润。

d) 混凝土养护时间按设计要求执行，不宜少于 28 d，对重要部位和利用后期强度的混凝土以及

其他有特殊要求的部位应延长养护时间。

e) 混凝土在终凝前，严禁碾压、踩踏。

7.6 伸缩缝填充

7.6.1 在伸缩缝填充之前，应彻底清除伸缩缝中的杂物、灰尘，并保持缝壁干燥。

7.6.2 伸缩缝填充作业应在适宜的温度条件下进行。

7.6.3 按照材料制造商的指导进行施工，确保填充材料充分进入伸缩缝内部，避免空洞和未充分填充

的情况。

7.6.4 在施工完成后，需要给予足够的时间让填充材料充分固化和干燥。在此期间避免对填充区域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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加压力或进行其他可能干扰固化过程的活动。

7.6.5 填充后的伸缩缝应定期检查，以便及时发现并修复裂缝、磨损或脱落等问题，确保伸缩缝性能。

8 施工质量控制与验收

8.1 施工质量控制

8.1.1 混凝土集流面工程施工前，应做好现场技术交底，明确各工序施工要点。

8.1.2 施工中应检查模板是否变形以及混凝土浇筑厚度是否符合设计要求。

8.1.3 施工中应检查集流面四周挡水坎的高度是否符合设计要求。

8.1.4 在混凝土达到设计强度后，及时进行集流面伸缩缝的填实工作，并浇水检查有无渗漏。

8.2 工程验收

8.2.1 混凝土集流面工程的验收应根据国家现行有关规定标准、规划设计文件及地方性规定进行。混

凝土结构层施工质量要求与检查验收应符合 GB/T 50596 规定。

8.2.2 集流面面积和质量符合设计要求时，评定为合格，否则为不合格。

8.2.3 集流面面积验收应采用量测法，集流面面积和集流面分块大小应符合设计要求。

8.2.4 混凝土集流面工程质量验收可采用直观检查法。集流面表面平整、光滑，厚度不得小于设计尺

寸；集流面四周挡水坎和齿墙应设置合理，与集流面之间无裂缝，应符合设计要求；伸缩缝应填充紧实、

表面平整、光滑，缝宽符合设计要求。

8.2.5 集流面混凝土配合比、基础处理应满足设计要求。

8.2.6 混凝土集流面应有统一的汇流方向。

9 工程管理

9.1 工程运行管理

9.1.1 集流面应按有关规定，与雨水集蓄利用工程一道划定管护范围，并设置标识。不得在管护范围

内从事破坏集流面结构、影响工程安全、污染水源的一切活动。

9.1.2 对工程规模较大、建设标准较高的混凝土集流面，应设置围栏、隔离网等。

9.1.3 每年雨季来临前，应及时清扫干净集流面，填实空鼓，及时修复损坏的集流面、修补伸缩缝、

冻胀裂缝等。

9.1.4 冬季降雪后应及时清扫，以减轻冻胀破坏程度，提高混凝土集流面使用寿命。

9.1.5 在每次降水前应及时清扫干净集流面。

9.1.6 当集流面有植物生长时，应及时铲除，防止植被生长对集流面的破环。

9.1.7 混凝土集流面严禁重型车辆进入。

9.2 工程维修养护

9.2.1 混凝土集流面出现表面裂缝和伸缩缝漏水现象，应及时修补、灌注。对细小裂缝可用无毒、无

环境污染防水材料进行修补。

9.2.2 对集流面四周挡水坎的裂缝、破损处应及时进行修补。

9.2.3 对集流面下游的汇流沟、引水设施、蓄水工程、雨水净化设施、供水设施等雨水集蓄利用工程，

应及时清除杂物和维修养护，以充分发挥集流面的有效集流效率。



DB 15/T 404—2024

7


	前言
	1　范围
	2　规范性引用文件
	3　术语和定义
	4　工程规划
	5　工程规模和工程布置
	5.1　工程规模
	5.1.2　集流面面积
	5.1.2.4　集流效率


	5.2　工程布置

	6　工程设计
	6.1　一般规定
	6.2　集流面厚度
	6.3　集流面四周挡水坎和齿墙设计
	6.4　伸缩缝设计

	7　工程施工
	7.1　一般规定
	7.2　材料
	7.3　混凝土配合比
	7.4　地基处理
	7.5　施工工艺
	7.5.1　模板
	7.5.2　混凝土拌合
	7.5.3　混凝土浇筑
	7.5.4　混凝土养护

	7.6　伸缩缝填充

	8　施工质量控制与验收
	8.1　施工质量控制
	8.2　工程验收

	9　工程管理
	9.1　工程运行管理
	9.2　工程维修养护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