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雨水回用在武汉光谷国际网球中心的应用
代华军

中信建筑设计研究总院有限公司 湖北 武汉 430014

【摘 要】：随着城市化进程的加快，人们生活水平的提高，城市对水资源的需求不断增加，水已不再是“取之不尽用之不

竭”的自然资源，伴随国民经济的高速发展，我国水资源的紧缺已经成为制约经济发展重要因素，开发和保护水资源、充分

利用雨水资源已成为一项重要的战略任务。本文以武汉光谷国际网球中心项目为例，结合项目的实际情况，对屋面雨水收集、

储存、处理、回用进行了系统的介绍和分析，为其他雨水回用项目提供数据参考。

【关键词】：水量平衡；雨水收集；雨水回用

1 工程概况

项目位于武汉东湖新技术开发区内，东侧紧邻湖北省奥

体中心，武黄高速以南，西侧紧邻武广高铁线。武汉光谷国

际网球中心用地由高新二路、佛祖岭一路、武黄高速以及场

地西侧高铁控制线围合成较为规整的矩形，总用地面积约为

15 万平方米，建筑总面积约 7 万平方米，绿化率 23.2%，机

动车数量 578辆。目前雨水利用系统主要包括：雨水入渗、

雨水收集回用、雨水调蓄排放。本项目雨水利用的方式以雨

水收集回用为主。

2 雨水收集回用系统构成

本项目的雨水收集回用系统的构成见图 1。

图 1 杂用水雨水收集回用系统

3 水量平衡

雨水回用与再生水等统称为非传统水源，但雨水回用又

与污水回用有着很大的区别，污水作为回用水源，水量较均

衡，不必进行较大的调蓄；而雨水的降水量变化较大，水量

在时空分布上极不均匀，遇到丰水年和干旱年，相差将会更

大，给雨水的收集、储存带来一定的难度，必须要利用适当

的雨水调蓄池来调节高峰流量。如何高效地收集、处理、利

用，就需要水量平衡，做到供需平衡。

3.1 可收集雨水水量

根据武汉气象及水务部门资料，武汉市平均年降雨量

1256.1mm，两年一遇日降雨量 102.6mm，一年一遇日降雨

量为 61.3mm。根据规范要求，雨水储水设施的有效储水容

积不宜小于集水面重现期 1-2 年，宜按照 2年确定。因此本

项目雨水利用系统的设计重现期取 2 年。

雨水设计径流总量按下式计算：

W=10ΨHA

式中：

W—收集回用设施承担的雨水利用量（m3）

Ψ—收集回用设施汇水面雨量径流系数(雨量径流系数

取 0.85)

H—2 年重现期最大日降雨厚度，mm

A—收集回用设施汇水面积 hm2

带入相关数据得出项目两年一遇雨水设计径流总量为

582m3。

初期径流弃流量按下式计算：

Wi=10NA

式中：

Wi—设计初期径流弃流量（m3）

N—初期径流厚度（取 3mm）

带入相关数据得出Wi=40m3

综上所述，最大一次雨水可利用量为 542m3。

3.2 项目最高日用水量

本项目回用雨水主要用于绿化浇灌、室外网球场、道路

和广场浇洒及洗车。每日杂用水量见表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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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据表 1 数据，得到 Qdmax=180 m3/d。

表 1 日杂用水量

3.3 水量平衡分析

综合所述，项目总平均日用水水量为 182m3，用水时间

取 3 天，共计 546 立方米。考虑实际收集回用设施雨水储水

池的储存容积取 550立方。

4 雨水收集的途径、雨水储存及处理工艺

4.1 雨水收集的途径

目前雨水的收集主要分为以下三类：绿化区域及公共区

域的雨水；绿化区域汇集的雨水；屋面汇集的雨水。本项目

主要的收集对象为 15000 座部分屋面，但由于项目结构基础

复杂，存在较多的地梁，同时受场地管廊的限制，所能利用

的管道埋深有限，雨水管道不能最终流向一个市政雨水接入

口，因此对少量的绿化区域和道路的雨水进行了收集，雨水

的实际收集面积 13000 平方米（如图 2）。

图 2 雨水收集范围示意图

4.1.1 屋面雨水和道路收集

屋面雨水主要经屋面天沟收集，汇至虹吸雨水斗，通过

雨水立管排至室外雨水井，最终进入雨水蓄水池；道路雨水

主要通过雨水篦子来收集。

4.1.2 绿化带雨水收集

绿化带雨水经绿化植被或是透水铺装下渗至种植土、滤

水沙、碎石，最后全部汇集到盲管（如图 3、图 4），经盲

管收集，最终进入雨水蓄水池。

图 3 绿化带雨水收集示意图

图 4 盲管敷设示意图

4.2雨水弃流系统

地表雨水经过雨水排洪管进入弃流装置后，初期雨水进

入弃流系统，初期雨水弃流装置采用时间弃流法，系统采用

模块式控制单元，控制单元的优点是可以准确地控制弃流量

及弃流时间。智能控制模块包括单片机控制模块、流量控制

和控制阀门。流量控制能够计算弃流的初期雨水量，排洪管

网安装雨量计控制阀，当水流通过雨水探头 5min 时，智能

控制模块能够自动关闭弃流阀，然后洁净的雨水能够进入收

集管道。

4.3雨水的储存

4.3.1 雨水机房的选择

雨水机房选择位于 15000 座网球馆东北角的绿化带，此

处为一层为绿化带，二层为观众入场平台，一层二层通过室

外楼梯连接。该处并非主要通道，同时位于雨水收集管道的

下游，笔者认为较为合适，位置如图 5 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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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5 机房位置示意图

4.4 处理工艺设计

4.4.1 主要处理构（建）筑物项目

（1）雨水调蓄池。雨水调蓄池的容量取决于降雨量和

用水量，根据前面的数据可知项目总平均日用水水量为

180m3，一次降雨可回收的水量约为 540 m3。根据武汉市气

象站资料，武汉市降雨主要集中在 3-9月，武汉市 3-9 月份

平均 3 天下一场雨。根据以上数据，雨水调蓄池的储存容积

取 550 m3，每次可以储存 3 天的杂用水。

（2）清水池。在保证场地用水的同时考虑建筑、结构、

占地等经济因数，将清水池容积定为场区一天的杂用水量并

稍作预留，即 200m3。

（3）工艺流程

雨水处理回用机房的工艺流程图 6。

图 6 雨水机房工艺流程图

主要设备及处理构筑物见下表。

5 问题及建议

本工程已于 2015 年 9 月完工，目前正处于调试阶段，

尚未正式投入使用，笔者近期前往现场调研，发现如下不足

之处：

（1）机房为全埋地式，处于绿化带内，尽管地势较高，

但仍有进水的风险。

（2）机房的人孔较小，爬梯的高度较高，检修不太方

便，有条件尽量可设置楼梯。

（3）机房内的通风措施不加，墙壁有水珠，建议增大

排风量。

（4）雨水回用机房无指示标牌，后期可增设。

6 结语

（1）雨水收集应以屋面雨水为主，水质较好，处理工

艺简单，投资成本低，处理效果好。

（2）合理确定收集范围，尽量做到水量的供需平衡，

节约成本。

（3）机房布置尽量为地上式，降低机房被淹的风险，

同时可自然通风，机房会更加干净、整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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