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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用专业设计对民用建筑施工资源能源消耗控制措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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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金论文：该论文为重庆市建委项目《工程设计对民用建筑施工资源能源消耗影响因素及措施研究》论文之一

【摘 要】：公用专业设计涵盖了给排水、电气、暖通三个专业。其中，有许多共性的设计问题，如各专业配合、施工配合不足；

新系统、新设备、新材料未合理应用等。对公用专业设计中可能造成的资源能源消耗和浪费进行分析控制，是工程设计单位贯彻

节能减排的发展方向，是民用建筑施工实现环保的必要举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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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公用专业对民用建筑施工资源能源消耗共性问题

1.1 各专业及施工配合不足

各专业之间配合欠缺，可能产生如下问题：

（1）公用专业和建筑专业配合不紧密，出现建筑修改未

通知公用专业，如建筑专业将门的开启方向作了改变，电气专

业不知道，按旧图设计，使照明开关设置在门的后面，等施工

完后发现了，改动起来都很困难。

（2）公用专业和结构专业的配合不紧密。如结构专业在

局部房间内降板，但是公用专业的管线直接穿过，造成路由改

变，施工工序增加，资源消耗增加；

（3）电气专业和给水排水专业配合欠缺，在配电盘的上

方有许多水管，设备管线都安装到位，无法改动；

（4）电气专业和暖通专业配合欠缺，主要反映在插座与

暖气片的间距问题，因为插座管线先施工预埋，等到暖气片安

装后，发现问题时再改动，耽误工期，同时造成额外施工资源

能源消耗。

在实际工程中，公用专业设计人员未去施工现场进行实地

考察，常常造成设计工作过于片面的局限性问题的相对存在。

建筑工程中质量控制是难点最大的，一有不慎就会导致施工现

场的管道、设备中出现变形、损坏等问题，这些问题不仅会对

给排水、暖通、电气等设施设备使用功能造成影响，更会导致

管道、设备难以维持长时间使用状态，在没有达到使用年限时

就会出现难以运行等问题，给维护保修的二次施工增加资源能

源的消耗。

1.2 材料使用不合理

如暖通设计中，常用非金属管材有 PEX管、PPR管、铝

塑管、PB-1管、CPVC管、HDPE管、UPVC管等，各种管材

的适用范围不同，对于管材的选取，应该综合考虑实用性和经

济性两个因素，不能不满足规范要求，也不应一味追求高标准。

实用性主要考虑风管的承压要求、使用环境的酸碱度、温度、

潮湿度、洁净度以及规范特殊要求等等。例如镀锌钢板和玻璃

钢风管的选取，镀锌钢板造价较高，玻璃钢风管相对较低，对

于消防系统，同样的风量情况下玻璃钢风管要求的截面积较大，

对于层高较低的情况，利用镀锌钢板可以减少安装空间，反之

则可采用玻璃钢风管，节约材料成本，具体如何选择合适的材

料应根据工程项目情况而定。

1.3 设计时未主动考虑节能措施

公用各个专业应与建设方、相关职能部门等难以形成及时

有效的沟通，未充分利用项目周边市政管网及市政设施，不能

充分利用项目地形，增加后期给水加压设备的扬程和施工设备

用电负荷，若临时增设其他设备则对土建施工工作量造成影响，

同时导致施工资源能源消耗增加。

如给排水设计中，根据给水管道的布置，有枝状布置和环

状布置两种方式。前者为单向供水，可靠性差，但节约管材，

资源能源消耗低；后者为管道互相连通布置，采用双向供水，

可靠性好，但管线较长，资源能源消耗高。

如电气设计中，管线有明敷和暗敷两种敷设方式。明敷是

将管线敷设于墙壁、顶棚的表面及桁架、支架等处，对主体结

构影响较小。暗敷则是将管线敷设于墙壁、顶棚、地坪及楼板

等内部，对主体结构影响较大。电气管线预埋的特点，平面布

置复杂，管线多，直埋于混凝土中的硬塑料管，在浇捣混凝土

时，在露出地面易受机械损伤的一段，应考虑保护措施，避免

损坏。

1.4 设计变更

工程设计是项目建设中影响资源能源消耗控制的关键因

素之一。

在民用建筑设计中，可能出现公用各专业的设备还未进场，

甚至还未定标，但是地下室或地上结构已封顶。同时土建工程

继续进行，机电机房内的设备基础已施工完成，但公用专业的

设备进场后，发现结构基础与设备并不匹配，需要返工、拆除

基础并重新浇筑，不仅造成施工资源消耗的增加，还导致了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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间的浪费。

在设备招标采购过程中，因为各个单位的设备尺寸不相同，

设备的基础在定标后，由定标参加深化图纸或者提资后再浇筑

设备基础。

2. 公用专业对民用建筑施工资源能源消耗措施研究

2.1 加强前期方案参与，各专业配合、施工配合

例如，电气专业的孔洞预留应与土建专业配合进行，预留

工作完成后需要核对有无遗漏的预留洞，并核查孔洞的规格、

坐标、标高，复核土建专业地面标高、楼板下标高、楼板厚度、

墙后、主梁及次梁的高度（梁下距地），确定预留管线是否穿

梁。施工过程中，电气设计人员必须随进度密切配合土建工程，

及时做好管路检查工作。在开工前，设计单位根据图纸内容事

先对施工单位进行交底，对电气竖井内桥架的安装进行策划，

合理排布，并绘制详图，减少后期因“错、漏、碰、缺”造成的

施工资源能源增加。

2.2 新系统、新设备、新材料合理应用

新技术、新设备、新材料主要由生产厂家进行更新换代，

涉及到标准、规范的更新，对于设计人员而言，需要及时了解

各种设备，系统更新的情况，新技术的使用范围等，推广使用

一体化集成设备、紧凑的设备进行设计安装，不仅可以减少设

备机房面积，为其他土建施工提供便利，还可减少安装工时，

节约人力资源。

2.3 BIM 技术的应用

BIM技术最大的亮点是将二维图纸三维化，将公用专业的

设备、管线等利用软件建模分析，实现图纸模型可视化，清楚

表达设备、管线的空间立体关系，进而对各专业检查调整，易

于发现碰撞问题。BIM技术搜集设计和施工，以及后期运维的

各种信息，包括施工信息、空调设备信息、材料信息等，通过

对主要材料的布置方式、使用情况进行有效控制，有针对的降

低资源能源的消耗。

2.4 设计优化与施工图深化

给排水专业，应充分利用市政给水的压力，节省电能，减

少设备用房面积，给水设备的供水压力和流量经计算确定，避

免流量扬程过大。室外消防用水量，尽可能使用市政压力，减

少消防水池的容积，来减少土建工程量。给排水管道，如污水

管、废水管、雨水管、空调凝结水管等，考虑水受重力作用，

主要特征是有坡度要求，且排放水杂质较多，容易堵塞，因此

力求水平管线短，尽量避免过多转弯，在减少连接件的同时，

保证建筑空间及排水顺畅。

电气专业，电气的母线槽走向对材料消耗的影响较大，且

其配件价格较为昂贵，在管线综合过程中优先考虑母线走向，

尽量布置简洁，尽量避免高低翻越，以节省材料。合理布置电

气机房，对所有电气机房(如：变配电室、弱电机房、住宅配

电间、弱电间、消防安防控制室等)尽可能靠近负荷中心，以

减小供电距离。

暖通专业，可以在地下车库采用经济合理的排烟通风系统：

利用地形高差在地下车库侧墙开设窗体或窗井，增加自然排烟

和自然通风，减少机械排烟和机械通风置，降低设备造价，减

少管材消耗；

综合考虑各专业布置，水平排布一般原则为电气设备的管

线位于最上方，通风空调的风管位于中间层，水管位于最下层

的布置方式。

2.5 加强变更控制

加强变更控制的重要手段是通过加强各个专业间的有效

配合、与施工方的有效配合。

为了避免施工图纸中出现的“错、漏、碰、缺”导致现场施

工中出现设计变更，进而影响施工资源能源消耗。为了提高公

用专业设计人员的设计质量，应重点关注以下措施：

(1)施工图设计人员应经常深入施工现场，分析项目实际

情况，结合质量通病进行针对性的纠错；

(2)需要加强与设计方与施工方、监理方的协调配合，总

结施工图设计中容易出现的错误、节点问题，不断丰富自身设

计经验。

3.结语

建筑工程建设规模逐渐扩大，但是公用专业设计对民用建

筑施工资源能源消耗影响措施研究还有待完善，以上因素分析

和解决措施可能并不适用于所有民用建筑工程项目，但是对控

制部分民用建筑施工资源能源消耗的通病具有一定参考意义，

今后的任务是将具体的措施运用到民用建筑施工过程中，减少

施工中出现资源能源浪费的问题，提高施工资源能源的使用效

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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