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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发布《工业循环水冷却设计规范》的通知 
  计标〔1987〕384号 
  根据原国家建委（81）建发设字第 546号文的要求，由水利电力部会同有关部门共同
制订的《工业循环水冷却设计规范》，已经有关部门会审，现批准《工业循环水冷却设计

规范》GBJ102�87为国家标准，自一九八七年十月一日起施行。 
  本标准由水利电力部负责管理,其具体解释等工作由水利电力部东北电力设计院负责.
出版发行由我委基本建设标准定额研究所负责组织。 
  国家计划委员会 
  一九八七年三月五日 

编制说明 

  本规范是根据原国家建委（81）建发设字第 546号通知的要求，由水利电力部负责主
编，具体由水利电力部东北电力设计院会同有关单位共同编制而成。 
  在编制过程中，规范编制组遵照国家有关的方针政策，进行了比较广泛的调查研究，

认真总结了我国工业循环水冷却设施的建设和使用的实践经验，吸取了国内外近年来在工

业循环水冷却方面的科学技术最新成果，并参考国外同类标准规范，经广泛地征求了全国

有关单位的意见，反复讨论修改，最后由我部会同有关部门审查定稿。 
  本规范共分四章计 120条和一个附录。主要内容有：总则、冷却塔、喷水池、水面冷
却等。 
  鉴于本规范是新编制的，希望各单位在执行过程中，结合工程实践和科学研究，认真

总结经验，注意积累资料，如发现需要修改和补充之处，请将意见和有关资料寄交水利电

力部东北电力设计院（吉林长春），以便今后修改时参考。 
  水利电力部 
  1986年 12月 31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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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章 总则 

  第 1.0.1条 本规范适用于新建和扩建的敞开式工业循环水冷却设施的设计。 
  第 1.0.2条 工业循环水冷却设施的设计应符合安全生产、经济合理、保护环境、节约
能源、节约用水和节约用地，以及便于施工、运行和维修等方面的要求。 
  第 1.0.3 条 工业循环水冷却设施的设计应在不断总结生产实践经验和科学试验的基
础上，积极开发和认真采用先进技术。 
  第 1.0.4条 工业循环水冷却设施的类型选择，应根据生产工艺对循环水的水量、水温、
水质和供水系统的运行方式等使用要求，并结合下列因素，通过技术经济比较确定： 
  一、当地的水文、气象、地形和地质等自然条件； 
  二、材料、设备、电能和补给水的供应情况； 
  三、场地布置和施工条件； 
  四、工业循环水冷却设施与周围环境的相互影响。 
  第 1.0.5条 工业循环水冷却设施应靠近主要用水车间；并应避免修建过长的给水排水
管、沟和复杂的水工建筑物。 
  第 1.0.6条 工业循环水冷却设施的设计除应执行本规范外，尚应符合现行有关的国家
标准、规范的规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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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章 冷却塔 

第一节 一般规定 
  第 2.1.1条 冷却塔在厂区总平面布置中的位置应符合下列规定： 
  一、冷却塔宜布置在厂区主要建筑物及露天配电装置的冬季主导风向的下风侧； 
  二、冷却塔应布置在贮煤场等粉尘污染源的全年主导风向的上风侧； 
  三、冷却塔应远离厂内露天热源； 
  四、冷却塔之间或冷却塔与其他建筑物之间的距离除应满足冷却塔的通风要求外，还

应满足管、沟、道路、建筑物的防火和防爆要求，以及冷却塔和其他建筑物的施工和检修

场地要求； 
  五、冷却塔的位置不应妨碍工业企业的扩建。 
  第 2.1.2条 当环境对冷却塔的噪声有限制时，宜采取下列措施： 
  一、机械通风冷却塔应选用低噪声型的风机设备； 
  二、冷却塔周围宜设置消声设施； 
  三、冷却塔的位置宜远离对噪声敏感的区域。 
  第 2.1.3条 冷却塔的集中或分散布置方案的选择，应根据使用循环水的车间数量、分
布位置及各车间的用水要求，通过技术经济比较后确定。 
  第 2.1.4条 冷却塔一般可不设备用。冷却塔检修时应有不影响生产的措施。 
  第 2.1.5条 冷却塔的热力计算宜采用焓差法或经验方法。 
  第 2.1.6条 冷却塔的热交换特性宜采用原型塔的实测数据。当缺乏原型塔的实测数据
时，可采用模拟塔的试验数据，并应根据模拟塔的试验条件与设计的冷却塔的运行条件之

间的差异，对模拟塔的试验数据进行修正。 
  第 2.1.7条 冷却塔的通风阻力系数宜采用原型塔的实测数据。当缺乏实测数据时，可
按经验方法计算。 
  第 2.1.8条 冷却塔的最高冷却水温不应超过生产工艺允许的最高值；计算冷却塔的最
高冷却水温的气象条件应符合下列规定： 
  一、根据生产工艺的要求，宜采用按湿球温度频率统计方法计算的频率为 5%～10%
的日平均气象条件； 
  二、气象资料应采用近期连续不少于五年，每年最热时期三个月的日平均值。 
  第 2.1.9条 计算冷却塔的各月的月平均冷却水温时，应采用近期连续不少于五年的相
应各月的月平均气象条件。 
  第 2.1.10 条 气象资料应选用能代表冷却塔所在地气象特征的气象台、站的资料，必
要时宜在冷却塔所在地设气象观测站。 
  第 2.1.11条 冷却塔的水量损失应根据蒸发、风吹和排污各项损失水量确定。 
  第 2.1.12条 冷却塔的蒸发损失水量占进入冷却塔循环水量的百分数可按下式计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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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式中：Pe��蒸发损失率（%）； 
     ∆t��冷却塔进水与出水温差（℃）； 
     K��系数（1/℃），可按表 2.1.12采用；环境气温为中间值时可用内插法计算。 
  系 数 K      

表 2.112  

环境气温(℃) -10 0 10 20 30 40 

K(1/℃) 0.08 0.10 0.12 0.14 0.15 0.16 

  第 2.1.13 条 冷却塔的风吹损失水量占进入冷却塔循环水量的百分数可按表 2.1.13 采
用。 
  风 吹 损 失 率 （ % ）     

表 2.1.13  

塔型 机械通风冷却塔 风微式冷却塔 开放式冷却塔 

有除水器 0.2～0.3 0.1   

无除水器   0.3～0.5 1.0～1.5 

  第 2.1.14条 排污损失水量应根据对循环水水质的要求计算确定。 
  第 2.1.15条 淋水填料的型式和材料的选择应根据下列因素综合考虑确定： 
  一、塔型； 
  二、循环水的水温和水质； 
  三、填料的热力特性和阻力性能； 
  四、填料的物理力学性能、化学性能和稳定性（耐温度变化、抗老化和抗腐蚀等）； 
  五、填料的价格和供应情况； 
  六、施工和检修方便； 
  七、填料的支承方式和结构。 
  第 2.1.16 条 机械通风冷却塔和风筒式冷却塔一般应装设除水器。视工程具体条件，
经过论证，风筒式冷却塔也可不装除水器。 
  除水器应选用除水效率高、通风阻力小、经济、耐用的型式。 
  第 2.1.17 条 冷却塔的配水系统应满足配水均匀、通风阻力小、能量消耗低和便于维
修等要求;并应根据塔型、循环水质等条件按下列规定选择：  
  一、逆流式冷却塔宜采用管式、槽式或管槽结合的型式；当循环水含悬浮物和泥砂较

多时宜采用槽式； 
  二、横流式冷却塔宜采用池式； 
  三、小型机械通风逆流式冷却塔宜采用管式或旋转布水器。 
  第 2.1.18条 管式配水系统的配水干管起始断面设计流速宜采用 1.0～1.5/s。 
  第 2.1.19条 槽式配水系统应符合下列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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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主水槽的起始断面设计流速宜采用 0.8～1.2m/s；配水槽的起始断面设计流速宜
采用 0.5～0.8/s； 
  二、配水槽的设计水深应大于溅水喷嘴内径的 6倍，且不应小于 0.15m； 
  三、配水槽的超高一般不应小于 0.1m；在可能出现的超过设计水量工况下，配水槽
不应溢流； 
  四、配水槽断面净宽不宜小于 0.12m； 
  五、主、配水槽均宜水平设置，水槽连接处应圆滑，水流转弯角不宜大于 90°。 
  第 2.1.20条 配水池应符合下列要求： 
  一、池内水流平稳，水深应大于溅水喷嘴内径或配水底孔直径的 6倍； 
  二、池壁超高不宜小于 0.1m；在可能出现的超过设计水量工况下不应溢流； 
  三、池底宜水平设置；池顶宜设盖板或采取防止光照下滋长微生物和苔藓的措施。 
  第 2.1.21条 溅水喷嘴应选用结构合理、流量系数大、喷溅均匀和不易堵塞的型式。 
  第 2.1.22 条 配水竖井或竖管应有放空措施。槽式配水系统的配水竖井内应保持水流
平稳，不产生旋涡流。 
  第 2.1.23条 逆流式冷却塔的进风口面积与淋水面积之比宜采用下列数值：  
  一、机械通风冷却塔不小于 0.5； 
  二、风筒式冷却塔不小于 0.4。 
  第 2.1.24条 横流式冷却塔的淋水填料的高和径深应根据工艺对冷却水温的要求,冷却
塔的通风措施、淋水填料的型式、塔的投资和运行费等因素，通过技术经济比较确定。淋

水填料高和径深的比一般宜采用下列数值： 
  机械通风冷却塔宜为 2～2.5； 
  风筒式冷却塔当淋水面积大于 1000㎡时，宜为 1～1.5；当淋水面积等于和小于 1000
㎡时，宜为 1.5～2.0。 
  第 2.1.25条 冷却塔的集水池应符合下列要求： 
  一、集水池的深度不宜大于 2.0m。当循环水采用阻垢剂、缓蚀剂处理时，集水池的
容积应满足水处理药剂在循环水系统内允许停留时间的要求； 
  二、集水池应有溢流、排空及排泥措施。池底宜有便于排水及排泥的适当坡度； 
  三、池壁的超高宜为 0.2～0.3m；小型机械通风冷却塔不得小于 0.1m； 

  四、出水口宜有拦污设施。大，中型冷却塔的出水口宜设置安全防护栏栅； 
  五、集水池周围应设回水台，其宽度宜为 1.5～2.0m，坡度宜为 3%～5%。回水台外
围应有防止周围地表水流入池内的措施； 
  六、沿集水池周围宜设置栏杆。 
  第 2.1.26条 冷却塔内空气通流部位的构件应采用气流阻力较小的断面及型式。 
  第 2.1.27 条 冷却塔内、外与水汽接触的金属构件、管道和机械设备均应采取防腐蚀
措施。 
  第 2.1.28条 视不同塔型和具体条件，冷却塔应有下列设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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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通向塔内的人孔； 
  二、从地面通向塔内和塔顶的扶梯或爬梯； 
  三、配水系统顶部的人行道和栏杆； 
  四、塔顶的避雷保护装置和指示灯； 
  五。运行监测的仪表； 
  六、验收测试使用的仪器和仪表的安装位置和设施。 
  第 2.1.29条 寒冷和严寒地区的冷却塔，根据具体条件，宜采用下列防冻措施： 
  一、在冷却塔的进风口上缘沿塔内壁宜设置向塔内下方喷射热水的喷水管，喷射热水

的总量宜为进塔总水量的 20%～40%； 
  二、在冷却塔的进水干管上宜设能通过部分或全部循环水的旁路水管； 

  三、淋水填料内外围宜采用分区配水； 
  四、机械通风冷却塔可采取停止风机运行、减小风机叶片的安装角，或选用变速电动

机以及允许倒转的风机设备等措施；风筒式冷却塔可在进风口设置挡风设施； 
  五、当塔的数量较多时，可减少运行的塔数。停止运行的塔的集水池应保持一定量的

热水循环或采取其他保温措施； 
  六、风筒式逆流冷却塔的进风口上缘内壁宜设挡水檐，檐宽宜采用 0.3～0.4m； 
  七、风机减速器有润滑油循环系统时，应有对润滑油的加热设施； 
  八、塔的进水阀门及管道应有防冻放水管或其他保温措施。 
  第 2.1.30 条 冷却塔的运行管理宜设专人。冷却塔设计应对施工、运行及维护提出要
求，并附有冷却塔的热力特性曲线。 

第二节 机械通风冷却塔 
  第 2.2.1条 机械通风冷却塔一般宜采用抽风式塔。当循环水对风机的侵蚀性较强时，
可采用鼓风式塔。 
  第 2.2.2条 单格的机械通风冷却塔的平面宜为圆形或正多边形；多格毗连的机械通风
冷却塔的平面宜采用正方形或矩形。 
  当塔格的平面为矩形时，边长不宜大于 4∶3；进风口宜设在矩形的长边。 
  第 2.2.3 条 逆流抽风式冷却塔的淋水填料顶面至风机风筒的进口之间气流收缩段的
顶角宜采用 90°～110°。 
  第 2.2.4条 抽风式塔的风机风筒进口应采用流线型；风筒的出口应考虑减少动能损失
的措施，必要时宜设扩散筒。扩散筒的高度不宜小于风机半径，中心角宜采用 14°～18°。 
  第 2.2.5 条 横流式机械通风冷却塔的淋水填料从顶部至底部应有向塔的垂直中轴线
的收缩倾角.点滴式淋水填料的收缩倾角宜为 9°～11°；薄膜式淋水填料的收缩倾角宜为
5°～6°。 
  第 2.2.6条 单侧进风的塔的进风面宜面向夏季主导风向；双侧进风的塔的进风面宜平
行于夏季主导风向。 
  第 2.2.7条 当塔的格数较多时宜分成多排布置。每排的长度与宽度之比不宜大于 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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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第 2.2.8条 两排以上的塔排布置应符合下列要求： 
  一、长轴位于同一直线上的相邻塔排净距不小于 4m； 
  二、长轴不在同一直线上相互平行布置的塔排净距不小于塔的进风口高的 4倍。 
  第 2.2.9 条 周围进风的机械通风冷却塔之间的净距不应小于冷却塔的进风口高的 4
倍。 
  第 2.2.10 条 根据冷却塔的通风要求，塔的进风口侧与其他建筑物的净距不应小于塔
的进风口高的 2倍。 
  第 2.2.11 条 设计机械通风冷却塔时，应考虑冷却塔排出的湿热空气回流和干扰对冷
却效果的影响，必要时应对设计气象条件进行修正。 
  第 2.2.12条 机械通风冷却塔格数较多且布置集中时,冷却塔的风机宜集中控制；各台
风机必须有可切断电源的转换开关及就地控制风机启、停的操作设施。 
  第 2.2.13 条 风机设备应采用效率高、噪声小、安全可靠、材料耐腐蚀、安装及维修
方便、符合标准的产品。 
  第 2.2.14 条 风机的设计运行工况点应根据冷却塔的设计风量和计算的全塔总阻力确
定。风机在设计运行工况点应有较高的效率。 
  第 2.2.15 条 风机的减速器采用稀油润滑时应配有油位指示装置，大型风机应配有防
振保护装置。 
  第 2.2.16条 机械通风冷却塔应有起吊风机设备的措施。 
  第 2.2.17 条 采用工厂生产的冷却塔时，应根据该型产品实测的热力特性曲线进行选
用。选用的产品应符合国家有关产品标准。 

第三节 风筒式冷却塔 
  第 2.3.1 条 风筒壳体的几何尺寸应满足循环水的冷却要求,并应结合结构、施工等因
素通过技术经济比较确定.双曲线型的风筒壳体一般宜采用表 2.3.1规定的数值： 
  双 曲 线 型 风 筒 壳 体 几 何 尺 寸     

表 2.3.1  

塔高与壳体直径

的比 
喉部面积与壳底面

积的比 
喉部高度与塔高

的比 
喉部以上扩散

角 at 
壳体子午线倾

角 aD 

1.20～1.40 0.30～0.36 0.80～0.85 8°～10° 19°～20° 

 
  第 2.3.2条 相邻的风筒式冷却塔的净距应符合下列规定： 
  一、逆流式冷却塔不应小于塔的进风口下缘的塔筒半径； 
  二、横流式冷却塔不应小于塔的进风口高的 3倍； 

  三、当相邻两塔几何尺寸不同时应按较大的塔计算。 
  第 2.3.3条 根据冷却塔的通风要求，塔与其他建筑物的净距不应小于塔的进风口高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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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倍。 
  第 2.3.4条 塔筒的有效抽风高度应采用淋水填料中部至塔顶的高度。 
  第 2.3.5条 冷却塔的淋水面积应采用潜水填料顶部面积。 
  第 2.3.6条 风筒式冷却塔的塔顶应设人行道及栏杆，人行道上应设检修孔。检修孔平
时应封盖。 
  第 2.3.7条 风筒式冷却塔从地面通向塔顶的爬梯必须设护栏。 

第四节 开放式冷却塔 
  第 2.4.1条 当循环水量较小，工艺对冷却水温要求不严格时可采用开放式冷却塔；在
大风、多砂地区不宜采用开放式冷却塔。 
  第 2.4.2条 开放式冷却塔的位置应选择在气流通畅的地方。 
  第 2.4.3 条 开放式冷却塔的淋水填料宜采用点滴式。淋水填料安装的宽度不宜大于
4.0m。淋水填料的安装高度与宽度之比宜采用 2～3。 
  第 2.4.4条 塔的平面宜采用矩形。塔的长边宜与夏季主导风向垂直布置。 
  第 2.4.5条 开放式冷却塔的填料周围宜设百页窗。 
  第 2.4.6条 开放式冷却塔与其他建筑物的净距应大于 30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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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章 喷水池 

   第 3.0.1条 当循环水量较小，工艺对冷却水温要求不严格，且场地开阔，环境允许时
可采用喷水池；在大风、多砂地区不宜采用喷水池。 
  第 3.0.2条 喷水池可按经验曲线进行热力计算。 
  第 3.0.3 条 计算喷水池的冷却水温时，选用的气象条件应符合本规范第 2.1.8 条、第
2.1.9条和第 2.1.10条的规定。 
  第 3.0.4条 喷水池的损失水量应根据下列各项确定： 
  一、蒸发损失水量应符合本规范第 2.1.12条的规定； 
  二、风吹损失水量占循环水量的百分数可取 1.5%～3.5%； 
  三、排污损失水量应根据对循环水质的要求经计算确定。 
  第 3.0.5条 喷水池的淋水密度应根据当地气象条件和工艺要求的冷却水温确定；一般
可采用 0.7～1.2 /㎡·h。 
  第 3.0.6条 喷水池不宜少于两格，当允许间断运行时亦可为单格。 
  第 3.0.7条 喷水池的喷嘴宜选用渐伸线型或 C�6型。 
  喷嘴前的水头：渐伸线型应为 5～7m；C�6型不应小于 6m。 
  喷嘴布置宜高出水面 1.2m以上。 
  第 3.0.8条 喷水池内的设计水深宜为 1.5～2.0m。 
  第 3.0.9条 喷水池的超高不应小于 0.25m；池底应有坡向放空管的适当坡度。 
  第 3.0.10条喷水池宽不宜大于 60m；最外侧喷嘴距池边不宜小于 7米。喷水池的长边
应与夏季主导风向垂直布置。 
  第 3.0.11 条 喷水池边缘应有回水台；回水台的宽度不宜小于 5 米。回水台倾向水池
的坡度宜为 2%～5%。回水台外围应有防止周围地表水流入池内的措施。 
  第 3.0.12条 喷水池应有排污、放空和溢流设施。出水口前应设置拦污设施。 
  第 3.0.13条 配水管末端应装设放水管。配水管应有坡向放水管的 0.1%～0.2%的坡度。 
  第 3.0.14条 寒冷和严寒地区的喷水池应采取下列防冻措施： 
  一、在进水干管上宜设旁路水管，旁路水管的排水口应位于水池出水口的对面一侧； 
  二、干管及配水管上的闸门应装设防冻放水管或采取其他保温措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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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章 水面冷却 

第一节 一般规定 
  第 4.1.1条 利用水面冷却循环水时，宜利用已有水库、湖泊或河道等水体，也可根据
自然条件新建冷却池。 
  第 4.1.2条 利用水库、湖泊或河道等水体冷却循环水时，水体的水量、水质和水温应
满足工业企业取水和冷却的要求。 
  第 4.1.3条 利用水库、湖泊或河道等水体冷却循环水时，应征得农业、渔业、航运和
环境等有关部门的同意。 
  第 4.1.4条 设计水面冷却工程，应考虑排水和冷却水体的综合利用。 
  第 4.1.5条 工业企业使用综合利用水库或水利工程设施冷却循环水，应取得水利工程
管理单位的供水协议。 
  第 4.1.6 条取水、排水建筑物的布置和型式应有利于吸取冷水和热水的扩散冷却。有
条件时，宜采用深层取水和表面排水。 
  排水口应使出流平顺，排水水面与受纳水体水面的衔接宜平缓。 
  第 4.1.7条 在有温差异重流的冷却水体内，采用深层取水建筑物取底部冷水时，其进
口流速宜通过模型试验确定，一般可采用 0.1～0.2m/s。 
  第 4.1.8条 采用重叠式取排水建筑物的冷却水体应有足够的水深。设计应考虑各种不
利因素对设计最低水位和表面热水层厚度的影响。 
  第 4.1.9条 水面的综合散热系数应根据工程地区的热水面实测资料确定，当缺乏实测
资料时，可利用经验公式计算确定。 
  第 4.1.10 条 当水体的冷却能力不足或需要降低排水温度时，可根据综合技术经济分
析，选用辅助的冷却设施。 
  第 4.1.11条 冷却水体中有渔业生产时，取水建筑物应设拦鱼设施。 
  第 4.1.12条 取水口和排水口应装设测量水温和冷却水体水位的仪表。 

第二节 冷却池 
  第 4.2.1条 新建冷却池，应不占或少占耕地。设计应采取防止池岸和堤坝冲刷及崩坍
的措施；还应采取对冷却池附近农田和建筑物的防护措施，防止因冷却池附近地下水位升

高对农田和建筑物造成不良影响。 
  第 4.2.2条 利用水库或湖泊冷却循环水，应根据水体的水文气象条件、水利计算、运
行方式和水工建筑物的设计标准等资料进行设计。 
  第 4.2.3条 冷却池的设计最低水位，应根据水体的自然条件、冷却要求的水面面积和
最小水深、泥沙、淤积和取水口的布置等条件确定。 
  第 4.2.4条 冷却池在夏季最低水位时，水流循环区的水深不宜小于 2m。 
  第 4.2.5条 冷却池的正常水位和洪水位，应根据水量平衡和调洪计算成果、循环水系
统对水位的要求和池区淹没损失等条件，通过技术经济分析确定。 
  第 4.2.6条 新建冷却池，应根据冷却、取水、卫生和其他方面的要求，对池底进行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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理。 
  第 4.2.7条 新建冷却池，初次灌水至运行要求的最低水位所需的时间，应满足工业企
业投入生产的要求。 
  第 4.2.8条 设计冷却池，应通过物理模型试验，当工程条件允许时，也可利用数学模
型计算或其他方法，确定水体的冷却能力和取水温度，并结合技术经济分析选择取水和排

水工程的最优布置方案。 
  第 4.2.9条 冷却池的冷却水最高计算温度，不应超过生产工艺允许的最高值。 
  计算冷却池的设计冷却能力或冷却水最高温度的水文气象条件，应根据生产工艺的要

求确定。一般宜符合下列规定： 
  一、深水型冷却池，采用多年平均的年最热月月平均自然水温和相应的气象条件； 
  二、浅水型冷却池，采用多年平均的年最炎热连续十五天平均自然水温和相应的气象

条件。 
  第 4.2.10 条 计算冷却池的各月月平均冷却水温，应采用多年相应各月的月平均水文
和气象条件。 

  第 4.2.11 条 自然水温应根据实测资料或条件相似水体的观测资料确定。当缺乏上述
资料时，可按热量平衡方程或经验公式计算确定。 
  第 4.2.12条 冷却池必须有可靠的补充水源。冷却池补充水源的设计标准,应根据工业
企业的重要性和生产工艺的要求确定。一般可采用频率为 95%～97%的枯水年水量。 
  第 4.2.13 条 冷却池的损失水量应按自然蒸发、附加蒸发、渗漏和排污等各项计算的
损失水量确定。 
  第 4.2.14 条 冷却池的自然蒸发量应按当地水面自然蒸发量公式或邻近相似水体的自
然蒸发量公式计算确定。 
  自然蒸发水量的计算应符合下列规定： 
  一、年调节水量的冷却池，当为地表径流补给时，应采用与补充水源同一设计标准的

枯水年；人工补水时，可按历年中蒸发量与降水量的差值最大年份考虑； 
  二、多年调节水量的冷却池，可采用多年平均值； 
  三、蒸发量年内各月分配可采用设计枯水年的年内月分配率。 
  第 4.2.15条 冷却池的附加蒸发水量可按下式计算： 

   
  式中 qe��附加蒸发水量（y/h）； 
    ∆t��循环水的进水与出水温度差（℃）； 
    Q��循环水量（t/h）； 

    K��系数（1/℃），可按表 4.2.15采用。水温为中间值时，可用内插法计算。 
  系 数 K     

表 4.2.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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进入冷却池

水温(℃) 
5 10 20 30 40 

系数 K(1/℃) 0.0008 0.0009 0.0011 0.0013 0.0015 

  第 4.2.16 条 冷却池的渗漏水量可根据池区的水文地质条件和水工建筑物的型式等因
素确定。必要时，冷却池应采取防渗漏的措施。 
  第 4.2.17条 冷却池的排污水量，应根据对循环水水质的要求计算确定。 
  第 4.2.18 条 冷却池应考虑泥沙淤积对取水口、排水口的位置和冷却能力的影响，必
要时应采取防止或控制淤积发展的措施。 
  第 4.2.19 条 当冷却池有地表径流补给水时，宜设置向冷却池下游排放热水的旁路设
施。 
  第 4.2.20 条 冷却池取水口和排水口方位的选择，应考虑风向对取水温度和热水扩散
的影响。 
  第 4.2.21 条 为提高冷却池的冷却能力或降低取水温度，可采用导流堤、潜水堰和挡
热墙等工程措施。 
  第 4.2.22 条 地表径流补水的冷却池，应有排泄洪水的建筑物。人工补水的冷却池，
应根据需要，设置溢流和放水等设施。 
  第 4.2.23条 工业企业自建的冷却池，应设专人管理。 

第三节 河道冷却 
  第 4.3.1条 利用河道冷却循环水，应根据工程的具体条件，利用物理模型试验或数学
模型计算，确定河段水面的冷却能力、取水温度和河段的水温分布，并结合技术经济分析

选择取水和排水工程的最优布置方案。 
  第 4.3.2 条 计算河道的设计冷却能力或冷却水最高温度的水文气象条件,应根据生产
工艺的要求确定。一般可采用历年最炎热时期（一般以三个月计算）频率为 5%～10%的
日平均水温和相应的水文气象条件.冷却水的最高计算温度不应超过生产工艺允许的最高
值。 
  第 4.3.3条 利用河网冷却循环水，应根据河网的规划设计，论证和选择设计最低水位。 
  第 4.3.4条 排水口宜设在取水口下游。当排水口设在上游时，应采取减少进入取水口
的热水量的措施。 
  第 4.3.5 条 感潮河段应采取避免和减少排水热量在河道中积蓄对取水温度影响的措
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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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录 本规范用词说明 

  （一）对本规范条文执行严格程度的用词，采用以下写法。 
  （1）表示很严格，非这样作不可的用词： 
  正面词采用�必须�；反面词采用�严禁�。 
  （2）表示严格，在正常情况下均应这样作的用词： 
  正面词采用�应�；反面词采用�不应�或�不得�。 
  （3）表示允许稍有选择，在条件许可时首先应这样作的用词： 
  正面词采用�宜�或�可�；反面词采用�不宜�。 
  （二）条文中必须按其他有关标准、规范的规定执行的写法为�应按��执行�或�应
符合��要求或规定�。非必须按照所指的标准规范执行的写法为�参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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给排水在线——中国给排水工程师的网络家园                                 因为专业，所以完美！ 

附加说明 本规范主编单位、参加单位和主要起草人名单 

  主编单位：水利电力部东北电力设计院 
  参加单位：水利水电科学研究院冷却水研究所 
       西安冶金建筑学院 
       化学工业部第三设计院 
       中国有色金属工业总公司北京有色冶金设计研究总院 
       水利电力部华东电力设计院 
       水利电力部中南电力设计院 
       水利电力部西北电力设计院 
       水利电力部西南电力设计院 
  主要起草人：李志悌、孙泽民、陆振铎、王大哲、潘椿、陈廷耀、姚国济、朱伟德、

盛均平、沈思刚、黄振权、刘景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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