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绿色建筑给排水节水节能技术应用策略研究 
尚姣博  魏赛楠  韦  玮  覃泳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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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建筑全生命周期中，给排水系统贯穿全过程，设计范围广，是绿色建筑设计的重要组成部分。本文通过分析绿色建筑给排水节能

节水技术中存在的问题，结合实际工程案例提出绿色建筑给排水节水节能技术策略，为绿色建筑设计提供给排水节水节能技术参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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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言 

为进一步提高我国“十四五”时期建筑节能水平，推动我国绿

色建筑高质量发展，响应《“十四五”建筑节能与绿色建筑发展规

划》，落实我国 2030 年前碳达峰的愿景，绿色建筑节能技术策略仍

需提高，作为绿色建筑中重要的组成部分的给排水节水节能则为重

中之重。本文以梧州市某中心业务楼建设工程为例，提出绿色建筑

设计中的给排水节水节能技术应用策略，为绿色建筑建给排水节能

设计提供参考。 

1 绿色建筑给排水节水节能存在的问题 

1.1 水压控制不合理 

随着绿色建筑节水节能技术和要求的提升，设计中显露出来的

问题也逐渐明显，如给排水系统的水压控制没有进行合理设置。工

作人员会因传统观念过多关注动态水压，而没有对应该同等关注的

静水压装置进行检验；同时会因为没有重视给排水系统中管网等设

备，造成给水系统存在出流超压现象。这些问题都会使得水资源得

不到充分利用的同时还造成浪费，违背绿色建筑设计理念。 

1.2 冷热水供应浪费资源 

在绿色建筑设计过程中，由于热水器与取水点之间距离设计不

合理，导致在后期居民使用热水时会严重浪费水资源。比如建筑物

采用热水和冷水并用的方式且使用的是单一的热源加热方式，这就

会造成想要使用热水必须排尽原水管留下的冷水，这一排水过程造

成了大量水资源的浪费。而当使用冷水时候，也需要时间调节水温，

导致了水资源和能量资源的浪费。 

1.3 中水利用率低 

随着水资源的减少而人们对水资源需求增加，同时由于政策和

经济的需求，中水在绿色建筑中的地位举足轻重。但是在实际生活

中，由于人们观念及政策的滞后，极具经济和环保价值的中水没有

得到充分的利用，比如由于建筑设施设备等设置不够合理，导致日

常生活中的污水和雨水没有实现雨污分流，无法再进行回收清理利

用到厕所冲洗、园林和农田灌溉、道路保洁、洗车、城市喷泉、冷

却设备补充用水等方面，造成水资源浪费，违背绿色建筑设计理念。 

1.4 给排水配件使用不合理 

在建筑绿色节水节能给排水设计中，每一步的设计都极为重

要，其中合理高效的给排水配件是节约资源的重要因素之一。然而

在实际建筑中，给排水系统设置由于阀门、管道等给排水配件设计

使用不合理比比皆是，由此容易导致设备易老化，进而导致设备管

道容易出现渗水漏水现象，造成水资源的浪费；此外，使用劣质给

排水配件后果更甚，不仅会造成水资源的浪费，还会对建筑的质量

产生不利影响，甚至影响人民的生命财产安全。 

2 工程概况 

本工程用地位于梧州市某开发区，地块用地总面积为 14049.68

㎡。拟在地块上新建一栋 5 层 A 大楼，一栋 6 层 B 大楼，一栋 1

层大门、门卫室，一栋 1 层设备房及地下室，新建建筑总面积为

20161.60 ㎡；其中 5 层 A 大楼面积 8608.11 ㎡，6 层 B 大楼建筑面

积 6880.13 ㎡，及连廊建筑面积 73.13 ㎡，两栋楼建筑高度均为

22.5m；大门、门卫室建筑面积 61.20 ㎡，建筑高度为 6.0m；设备

房建筑面积 133.0 ㎡，建筑高度为 4.3m。负一层地下室建筑面积

4406.03 ㎡，层高 5.7m，主要作为地下车库、设备用房和人防地下

室。所处地块用地性质为行政办公用地，容积率控制指标为 1.7，

建筑密度为 30.0%，绿地率为 35.14%。本工程需要按照《绿色建筑

评价标准》设计二星完成设计，因而需要利用节水节能技术优化给

排水设计，进而打造节水节能的绿色建筑。 

2.1 给水系统水源及用水量统计 

本工程水源来自市政自来水管网，于项目西南面的市政路的

城市给水管上接一根 DN200 引入管，在建筑红线内，经水表井后

成环状管网布置，主要是供项目生活用水和消防用水。根据市政

部门提供的数据显示市政给水压力 0.20MPa（44.7m 绝对标高为基

准面）。通过计算，得出生活用水量和消防用水量，详见表 1 和表

2。 

表 1  本工程各主要用水项目用水量汇总表 

给水用水量统计表 

用水量  

序号 项目 用水单位数 用水定额 
用水时间

（h） 

时变化

系数 k
最大日

（M3/d）

平均时 

（M3/h） 

最大时 

（M3/h） 
 

1 A 大楼 250 人 40 L/d·人 8 1.50 10.00 1.25 1.88 市政供水 

2 B 大楼 336 人 150 L/d·人 24 3.00 50.40 2.10 6.30 加压供水 

3 业务楼 200 人 150 L/d·人 24 3.00 30.00 1.25 3.75 加压供水 

4 现状办公楼 380 人 150 L/d·人 24 3.00 57.00 2.38 7.13 预留给加压供水

5 绿化及道路浇洒 2 L/㎡·次 9000 ㎡ 2 1.00 18.00 9.00 9.00 市政供水 

6 小计  165.40 15.98 28.05  

7 管网漏损及未预见量 按本表 6 项的 10%计 16.54 1.60 2.81  

8 合计  181.94 17.57 30.8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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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2  主要消防用水项目及其用水量 

序号 项目 系统流量（L/s） 火灾延续时间（h） 用水量（m³） 备注 

1 室外消火栓系统 40 2 288 水池供水 

2 室内消火栓系统 15 2 108 水池－水泵加压供水 

3 自动喷淋系统 35 1 126 水池－水泵加压供水 

4 一次灭火总用水量   522 消防水池储存 

3 绿色建筑给排水节水节能技术的应用策略 

3.1 实施分压上行下给式供水 

由于本工程由市政供水，并且水压约为 0.20Mpa，可以直接加

以利用，减少供水能源消耗，但是该水压仅满足一层及负一层的水

压需求，因此另考虑宿舍冷热水供水压力平衡。由此设计本工程地

下室及一层采用市政水压直接供水，二层及以上采用上行下给式供

给，由地下室加压水泵（工频泵）+屋面高位冷水箱加压（或重力）

供给。通过该措施的实行，实现绿色建筑的节约能耗的效果。 

3.2 使用多热源、变压实现热水系统供给 

项目区的热水供应为全日制集中生活热水供应系统。为了能够

充分利用梧州地区充足的自然能源，提升系统的能源使用率，降低

电力损耗和有效节约水资源，本项目设计热水热源为屋顶太阳能+

空气源热泵，空气源热泵机组设置于屋面。设计在 A 大楼屋顶分别

设一个 10 m3 生活供热水箱和一个 10 m3 生活集热水箱，B 大楼屋顶

设分别设一个 10 m3 生活供热水箱和一个 10 m3 生活集热水箱。为保

证生活热水的供应温度，生活热水回水管道在屋面设回水电磁阀；

当热水管道温度 T4≤35℃，系统启动末端回水电磁阀 F3，同时随

着管路压力降低，供热水泵自动运行，将主管道的凉水顶回供热水

箱；当热水管道温度 T4≥40℃，系统关闭末端回水电磁阀 F3，同

时随管路压力升高，供热水泵自动即可以在达到设定的温度停止加

热，避免热量资源的浪费，节约能效。 

3.3 采用雨、污排水系统分流制 

本工程排水采用生活排水和雨水分流制。根据《城市排水工程

规划规范》、《室外排水设计标准》、《建筑给水排水设计标准》

并参照本城市其它小区的排水量标准，确定本工程规划污水排水

量为 125.29m³/d（按最高日生活用水量的 85%计）。本项目设 1 个

污水排出口，生活污水与废水合流，室内±0.00m 及以上的生活污

废水采用重力流排出，经排水管道收集排入化粪池初步处理后排入

市政污水管网，避免了与雨水的混合排出，同时有利于雨水的回收

利用，提升水资源的重复利用率。同时为保证较好的室内环境，卫

生间污水管道系统设伸顶通气，确保居室的舒适性和环保性。 

3.4 有效收集回收雨水 

根据梧州市暴雨强度公式及雨水量公式测算后，本工程设计屋

面雨水可采用重力流雨水排水系统。屋面雨水由 87 型和侧入式雨

水斗收集，塑料水斗过渡。屋面雨水经雨水斗和雨水管排至室外建

筑散水、室外雨水沟、雨水检查井。屋面安全溢水口设在建筑的女

儿墙上，安全溢水口比屋面高 100mm，50 年设计重现期降雨时屋

面积水不得超过 250mm（允许负荷水深）。对于室外雨水的回收设

计为在建筑周围布置散水沟，道路设置雨水口，收集雨水，经小

区雨水管道收集后排入市政雨水管网。 

3.5 采用集中储水供给消防 

根据项目设计方案，本项目的消防系统用水项目分为三个部

分，分别是室外消火栓系统、室内消火栓系统和自动喷淋系统。

根据表 2 的水量统计表得出一次灭火总用水量是 522 m3，为了能够

减少水资源浪费，同时节约能源，设计同区域的建筑使用同一个消

防池，并且对消防加压储水系统进行集中设置，改变单一的消防储

水模式，因此在地下室设贮存有效水容积 522m3 的消防水池。 

3.6 给排水的环保节能设计 

在日常生活中，节水节能可以体现在很多细节中，比如给排

水配件、卫生洁具的选用等，对于节水节能存在着极大的关系，

因此我们需要推广使用节能节水型给排水配件和卫生洁具，为绿

色建筑节水节能提高能效。 

3.6.1 给水环保设计 

选用新型环保耐用的材料对于实现节能环保来说是基本要素

之一。项目在这方面，一是体现在项目基地内设计埋地给水管道，

采用具有机械性能好、可靠性高、耐腐蚀性好、使用寿命长等优

点的 K9 级球墨铸铁管；室内给水管采用 PP-R 塑铝稳态管，避免

了钢管使用时间长产生的锈蚀，大大提高了生活用水的卫生质

量。二是卫生洁具全部选用节水零配件。比如需经常操作使用的

DN15 水龙头或阀门选择使用节水节能效果好的陶瓷芯产品。三是

卫生间内的洁具采用节水冲洗设备，同时蹲式大便器采用中位水

箱进行冲洗，能够起到节约水量及防止交叉卫生污染的作用。四

是充分利用城市管网压力。低区生活用水由市政水压供给，能够

节省水泵能耗，降音降噪，达到环保供水效果。 

3.6.2 排水环保设计 

环保节能的排水管不但能够减少能耗，节约资源，降低成本，

还能保护环境，提升人居环境。因此在选择排水管的时候选用PVC-

U 排水管，能够有效根据基地用雨污分流排水体制，对基地污水处

理起到了分流节能的作用。对于化粪池的进出口则采用 FRP/PVC 玻

璃钢复合水封管件，同时需要确保安装和使用的质量，有效防止大

量发酵臭气窜入室内，阻止大量屎虫爬入管道，避免漂浮气体固体

两相污物堵塞化粪池出口管段，保护环境，节能节水。 

3.6.3 给排水的节水节能设计 

根据工程项目绿色建筑要求，给水管道采用机械强度高、输送效

率高、可防止水污染的给水衬塑钢管和不渗氧、卫生性好、抗紫外线

强、抗压强度高，耐温性、好热熔连接不渗漏的 PP-R 塑铝稳态管。

排水管道采用排水塑料管，可以减少管道阻力，使得排水顺畅。同时

给水设备及卫生间洁具采用国内节水型优质名牌产品，节约水资源，

提升建筑节水节能能效，实现绿色建筑节水节能设计理念。 

4 结语 

绿色建筑体现在建筑设计中每一个环节，而给排水的节水节能

设计为其中极为关键的一环。本文通过对绿色建筑给排水存在的：

水压控制不合理，冷热水供应浪费资源，中水利用率低，给排水配

件使用不合理等问题，根据实际工程项目设计，提出了实施分压上

行下给式供水，使用多热源、变压实现热水系统供给，采用雨、污

排水系统分流制，有效收集回收雨水、采用集中储水供给消防和给

排水环保节能设计的绿色建筑节水节能策略，有效提升绿色建筑

给排水节水节能建设效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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