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既有建筑的绿色改造给排水设计探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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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本文旨在探究既有建筑的绿色改造给排水设计，既有建筑的改造已成为建筑领域的热门话题，而其中给排水设计也

是一个重要的环节。通过分析国家政策的引导以及能源节约与环保要求的提升等方面，本文提出了既有建筑绿色改造的必要

性。在绿色改造给排水设计方面，本文重点关注水量计算与节水措施、排水管网设计与排污处理、水回收利用技术以及综合

评估和优化设计。本文的研究成果对于推动既有建筑的绿色改造，促进节能环保具有一定的参考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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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This paper aims to explore the design of water supply and drainage for green reconstruction of existing buildings, the 

transformation of existing buildings has become a hot topic in the field of architecture, and water supply and drainage design is also 

an important link. By analyzing the guidance of national policies and the improvement of energy conservation and environmental 

protection requirements, this paper proposed the necessity of green transformation of existing buildings. In the design of water supply 

and drainage for green transformation, this paper focuses on water calculation and water saving measures, drainage pipe network 

design and sewage treatment, water recycling technology, as well as comprehensive evaluation and optimization design. The research 

results of this paper have certain reference significance for promoting the green transformation of existing buildings and promoting 

energy conservation and environmental protection.

Key words: existing buildings; green transformation; water supply and drainage design

前言：绿色建筑是当今建筑界的重要趋势，既有建筑绿

色改造更是当前的热点问题。随着城市化进程的不断加速和

人们环保意识的不断提高，绿色建筑的重要性越来越突出。

既有建筑绿色改造给排水设计是其中的重要环节，如何在保

证既有建筑结构安全的前提下，实现节能减排，达到环保目

标，是当前需要研究的问题。本文从绿色建筑的必要性出

发，探讨既有建筑绿色改造给排水设计的方法和技术，为既

有建筑绿色改造的实践提供参考和借鉴。

1  绿色改造的必要性

1.1  国家政策的引导

在当前全球环保理念不断普及的背景下，国家大力倡导

建筑绿色化，推行绿色建筑的发展，绿色建筑成为未来建筑

发展的重要方向。作为既有建筑的改造，在满足建筑安全和

舒适性的前提下，绿色改造是必不可少的。我国的政策支持

也在不断加强，例如《绿色建筑评价标准》《建筑节能技术

政策》等相关政策逐渐完善和执行，政策引导和鼓励使得既

有建筑的绿色改造不再是一种可有可无的选择，而是建筑可

持续发展的必然选择[1]。因此，既有建筑的绿色改造设计对

于推进我国绿色建筑行业的发展，促进建筑节能减排、环

境保护等方面具有重要意义，是当前建筑领域的研究热点

之一。

1.2  能源节约与环保要求的提升

随着人们环保意识的不断提高，节能减排的重要性日益

凸显。对于既有建筑的绿色改造，其节能减排的作用更是不

可忽视。在绿色改造给排水设计中，需要注重节水措施的应

用和排污处理的科学性，从而达到减少能源消耗和减轻环境

压力的目的。同时，水资源的回收利用也是绿色改造的重要

方面[2]。因此，在既有建筑的绿色改造给排水设计中，应当

充分考虑节能减排的实际需求，采取合理的设计手段，实现

能源节约和环保要求的双重目标。

2  既有建筑的绿色改造给排水设计

2.1  水量计算与节水措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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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1.1  既有建筑水量计算方法

在既有建筑的绿色改造给排水设计中，进行水量计算是

非常重要的。既有建筑的水量计算方法通常采用现场调查和

测算的方式，可参考《建筑给水排水设计标准》GB50015-

2019的第3.2条关于不同建筑功能的用水定额等数据，再综合

考虑建筑的使用情况、居住人数、设备用水情况等多个因

素，确定出建筑的日均用水量和峰值用水量。同时，根据

实际情况制定节水措施，如安装节水设备、调整用水流量

等[3]。此外，还可以通过数据监测和追踪，对用水情况进行

评估和分析，及时发现并解决用水过程中存在的问题，进一

步提高用水效率，实现节水目标。

2.1.2  节水措施

节水措施是既有建筑绿色改造的重要手段，通过改善

水的使用效率和减少浪费，降低了对水资源的依赖，实现了

节约能源、降低排放的目标。既有建筑节水措施的具体实施

包括以下几个方面：(1)设备优化升级。通过优化改造既有

设备或者更新升级设备，实现更高效的水资源利用。例如，

安装低流量的淋浴头和节水型厕所，更换节水型龙头和节水

设备。(2)制定节水管理措施。采取科学合理的节水措施，制

定合理的水使用方案和水资源管理计划。例如，定期检查水

管，维修漏水问题，严格控制流量和用水时长。(3)推广水

回收利用技术。对于一些水质要求不高的用水，可以通过回

收处理后再利用，减少对自来水的依赖。例如，收集雨水、

洗涤用水、厨余废水等，经过处理后可以再用于冲厕、浇花

等。(4)加强居民节水意识。通过开展宣传教育活动，提高

居民节水意识，让居民养成良好的用水习惯[4]。例如，开展

节水知识宣传、设立节水奖励机制、强制落实水表分户计

量等。

2.2  排水管网设计与排污处理

2.2.1  排水管网设计原则

排水管网是绿色建筑中重要的组成部分，合理的排水管

网设计可以保障建筑物内外的排水畅通，并且节约水资源。

以下是排水管网设计的原则：(1)合理选址：在建筑设计初

期，要对地形、水源、地下管道等情况进行充分调研，合理

选取排水口位置，避免在低洼地段、靠近河流等位置选址，

以免影响排水效果。(2)细化分区：将建筑物分为不同的排水

区，根据区域内排水设施的性质和特点，制定相应的排水方

案。同时，要考虑各个排水区之间的联通，确保整体排水效

果。(3)设计合理的排水管径：管道直径的大小应根据排水流

量和排水距离确定，避免过大或过小造成排水不畅或浪费。

(4)按照规范进行排水管道铺设：排水管道应按照国家标准进

行铺设，要求铺设平整、无漏水、无杂质，以确保排水畅

通。(5)合理设置检查井：检查井是排水系统的重要组成部

分，应按照规范要求合理设置，以便于排水系统的检修和

维护。

2.2.2  排污处理技术

排污处理技术是既有建筑绿色改造给排水设计中至关重

要的一环。既有建筑在设计排污系统时，不仅需要考虑到其

排放方式和管路设置，更需要思考污水处理设施的配置和运

行方式，以达到绿色节能的效果。在排污处理技术上，传统

的处理方式主要包括物理、化学和生物处理。其中，物理处

理一般采用沉淀、过滤等方法，化学处理采用加药、混凝等

方法，而生物处理则采用好氧、厌氧等方式。在此基础上，

新技术如电化学技术、超滤技术、膜分离技术等也在逐步应

用于既有建筑的排污处理中。

除此之外，既有建筑的绿色改造还需要考虑到污泥的处

理。在传统的处理方式中，污泥主要通过沉淀、浮选等方式

进行处理。但这些方式存在成本较高、处理效率低等问题。

新的污泥处理方式如高温厌氧处理、厌氧发酵、生物脱水

等，能够有效提高处理效率和节约能源[5]。在既有建筑的绿

色改造中，排污处理技术应该综合考虑其处理效率、经济性

和环保性等方面，采用适合的技术手段，使其在处理污水的

同时达到节能减排的目的。

2.3  水回收利用技术

2.3.1  水回收利用原则

水是一种有限的资源，对于既有建筑的改造，水的回

收利用可以降低用水成本，缓解水资源紧张的局面，实现节

能环保的目标。水回收利用应遵循以下原则：(1)适当回收：

水回收应该在适当的水质和适当的时间内进行，不宜过度回

收，避免影响使用效果和卫生安全。(2)系统集成：水回收利

用应该与建筑的其他系统进行系统集成，最大程度地实现节

能和环保的目标。(3)合理利用：水回收利用应该合理利用建

筑内的各种用水场景，例如冲厕、浇灌、地下室排水等，确

保其在建筑内的最大程度利用。(4)科学技术：水回收利用应

该采用先进科学技术，例如生物滤池、超滤技术等，确保回

收后的水质符合要求[6]。(5)经济性：水回收利用应该在经济

可行的情况下进行，避免造成浪费和投资成本过高的问题。

2.3.2  水回收利用技术

水回收利用技术是绿色建筑中的一个重要方面，目前已

有多种技术可供选择，包括：(1)雨水收集利用技术：通过收

集建筑屋顶的雨水，利用过滤、消毒等技术进行处理后，可

以用于浇灌植物、冲洗厕所等用途。(2)废水回收利用技术：

通过采用反渗透、超滤等技术，对建筑中产生的废水进行处

理，可用于冲洗厕所、清洗地面等用途。(3)地下水回收利

用技术：通过采集地下水，进行净化处理，可用于地下室排

水、浇灌植物等用途。(4)污水处理再利用技术：通过对建筑

中产生的污水进行高级处理，可以实现再利用，如冷却循环

水、工艺用水等。以上技术的选择需要根据建筑的实际情况

进行合理选择，遵循水回收利用的原则，最大程度地实现节

能环保的目标。

2.4  综合评估和优化设计

2.4.1  综合评估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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综合评估是既有建筑绿色改造中至关重要的一步，需要

全面考虑建筑的特点、用途、功能、环境等方面因素，以达

到最优化的效果。综合评估方法主要包括以下几个方面：首

先，需要全面了解建筑的现状和使用情况，进行必要的调查

和调研。其次，根据既有建筑的特点和绿色改造的目标，确

定评估指标和评价标准，并进行权重分配。然后，采集建筑

的相关数据，如用水量、用电量等，以便进行量化评估。接

着，运用多种评估工具和方法，如生命周期评估、环境影响

评价、能耗分析等，进行定量和定性评估，并对结果进行综

合分析和对比。最后，根据评估结果和实际情况，制定出具

体的改造方案和优化措施，为后续改造工作提供科学依据。

综合评估的重点在于定量评价和优化设计，通过科学的

方法评估和分析建筑的状况，为优化设计提供指导和决策支

持。同时，综合评估还能帮助制定合理的改造方案，降低

改造成本，提高改造效益，为既有建筑的绿色改造提供有力

支撑。

2.4.2  优化设计方法

在绿色改造过程中，优化设计是提高系统性、可操作性

和可实现性的关键。优化设计应该从技术、经济、社会、环

境等多方面综合考虑，寻找最优解决方案，以实现可持续发

展的目标。优化设计可以针对既有建筑的特点和需求，对整

个系统进行改进和调整，达到节能减排、环保节水、提升建

筑使用体验等多种目的。

首先，应该注重技术优化。通过引入先进的技术和设

备，改善既有建筑的给排水系统，提高水资源利用率和污水

处理效率。例如，可以采用新型的水龙头、节水器、太阳能

热水器等节水设备，实现节水效果的最大化。其次，经济优

化也是重要的方面。经济优化主要包括投资和运营成本的优

化，应该综合考虑投资收益周期、系统寿命、运营维护费用

等因素，以确保绿色改造的经济可行性。最后，社会和环境

因素也应该纳入优化设计的考虑。例如，在设计过程中应该

注重与社区、业主和用户的沟通，充分考虑他们的需求和反

馈，以确保改造后的给排水系统符合他们的期望和实际使用

情况。在环境方面，应该优先考虑生态环保、资源利用和排

放标准等问题，以确保改造后的给排水系统符合环保标准。

结束语：绿色改造给排水设计是实现建筑节能减排、环

境保护的重要措施。本文从既有建筑的角度出发，探究了绿

色改造给排水设计的相关内容，包括水量计算与节水措施、

排水管网设计与排污处理、水回收利用技术以及综合评估和

优化设计等方面，提出了相应的具体措施。通过对这些措施

的分析和探讨，可以有效提高建筑的节能减排水平，促进环

保理念的普及和实践。绿色改造给排水设计是一个长期的工

作，需要不断总结经验，以实现可持续发展的目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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