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施工现场水资源回收利用循环系统研究

刘鹏程
陕西航天建设集团有限公司 陕西 西安 710000

摘　要：水资源回收是当今发展的必然趋势，对于建筑来说，用水量很高。在项目建设过程中，将水资源的收集和利

用与生态建设的概念结合起来，不仅有利于节能和环境保护，而且有利于社会经济发展。本文列出了现场可利用的水资源，

利用增加水源流量的思想将这些资源系统化，实现了理想的回收和循环利用功能，如通过循环利用收集、储存、净化和渗

透水资源，以及在施工现场进行回收分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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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着人口增长和社会经济发展，能源消耗和污染加剧。

环境保护、节能和减少排放是可持续发展道路上的紧迫问

题。作为我国经济的支柱，建筑消耗了社会总能耗的 33%

左右。以水为例，我国水资源稀少它是世界上 13 个严重缺

水的国家之一。水资源被大量浪费，河流和湖泊受到严重污

染，可直接获得的水资源稀少，建筑业占水资源的 50%。

通过建筑项目改善水资源的可持续利用和回收利用，不仅有

助于节能和环境保护，而且有助于社会经济发展。根据实地

的水资源状况，必须制定适合当地条件的节水方案，确保节

约和实施，在实地有效地回收水资源，并总结可供今后工作

借鉴的使用经验。

一、施工现场用水情况

城市水资源包括自然和人工水资源，包括地表水、地

下水和子系统供水和排水系统。地表水蒸发和降水循环，部

分流入河流、湖泊和海洋，部分渗入土壤；市政管网处理和

供应。大多数家庭、工业和雨水废水通过排水渠道处理和排

放到江河中，部分废水和污水被重新注入中央水系统。工地

上的水源相对简单，可以分为传统和非传统两类。传统水是

指城市自来水，即水资源的人工循环系统。目前，中国建筑

工地使用的水大部分依靠城市自来水非传统水源主要包括

地下水、再生水和雨水。这部分水没有实地使用，直接排入

城市下水道。目前，施工现场的供水区较为分散，涉及现场

不同的阶段和单位。传统水源主要用于生活、建筑、机械、

消防等非传统水源利用不足。

2 施工现场水资源的循环利用系统

施工现场机具、设备、车辆冲洗、喷洒路面、绿化浇

灌等使用雨水收集系统中的雨水。现场混凝土施工均采用中

水搅拌、中水养护，处于基坑降水阶段的项目，采用地下水

作为混凝土搅拌用水、养护用水。建筑工地用水量大，浪费

量大，无法集中管理。为了节约场地的水资源，需要建立一

个循环系统 ( 见图 1)，以解决场地对市政自来水的完全依赖，

并减少浪费问题。

图 1 施工现场理想水资源循环利用系统图

（一）水资源的利用水平

工程水循环是指质量管理、分阶段净化、收集工程中

可用水后的储水、根据用水情况和水质要求分散使用，以尽

量减少水质要求较高的水面浪费优质水。

1. 根据施工现场的水源，其功能分为四类 : 高到低。Ⅰ

类的水质良好，经过简单的净化 ( 例如过滤 )，可以进行消

毒并供生活使用；Ⅱ类水污染较低，常规净化处理后 ( 絮凝、

沉淀、过滤、消毒等 )；Ⅲ类水质可以处理用于生产，不能

用作饮用水源，不能直接接触人体；Ⅳ类恶劣水质，不能在

处理后直接饮用，可以用于生产水等水。

2. 根据施工现场的水情，水质要求分为四个等级，从

高到低。一级 : 饮用水、食堂水与水直接接触人体，水质最高；

第二类生活，不直接饮用，而是接触身体。例如，洗澡水；

三级施工过程中的水并不明显具有腐蚀性。四级：它只在生

产过程中使用，没有对水质的基本要求。

（二）水资源回收系统

现场水资源循环系统主要进行现场水资源的提取、利

用和循环，并履行收集、储存、净化和渗透功能。

1. 水资源收集系统

收集系统收集雨水、地下水和可循环利用的废水，根

据收集的水质对其进行区分，并对水进行分级管理。收集的

雨水、地下水和经过处理的废水被用作场地的杂用水，用于

厕所、道路清理、消防、绿化、车辆清洁、建筑等。

2. 水资源净化系统

雨水、地下水和废水受到不同程度的污染，不能直接

使用和排放，必须加以处理。从保护环境和降低成本的角度

来看，根据水源的水平、原水的物理化学、过滤后的生物处

理以及降水、过滤和消毒后的水质净化，采用了各种净化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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术。根据处理的复杂性和处理后水质满意度，水资源净化分

为 1、2 和 3 级。

3. 储备系统

净化后的水资源存放在不同的容器中，用于不同的目

的。安装时应考虑到容量和过量排放的配置。如果存储容量

超过最大容量，则可将其市政管网排走。

4. 渗透系统

符合水质要求的雨水和净化建筑物的水可以直接渗透，

补充地下水。未经处理的水可以通过可渗透性沥青、可渗透

性砖、浸渍的绿色区域、生态浸渍沟、浅植被沟渠等方式引入。

5. 水资源利用系统。工地用水包括四个主要来源 : 生活

用水、工程用水、机械用水和消防用水。饮用水由市政自来

水直接供应，具体取决于工程的水资源等级。在小型工程中，

其他建筑、日常生活、机械和消防用水可以重复使用；在大

型项目中，部分水可用于雨水收集和再利用。

三、施工现场水资源分析

（一）施工现场回收水的思路

对于现场绿色建设理念，实现水资源的节约利用，主

要是开源节流理念。

1. 开源

在目前的工地用水模式中，每种类型的水主要来自人

工水循环，即城市供水和排水管道中的自来水。开源包括改

变对人工水源依赖，更多地利用非传统水源的地下水和雨

水，重新使用中水回用，并从不仅考虑到人工水而且考虑到

循环的多个方面改进水资源的回收利用。

2. 节流

施工现场回收水效率低，浪费。换言之，不仅要节约或

限制水的使用，而且要合理分配有限的水资源，可持续地利

用这些资源，提高综合利用的效率，减少用水量，防止渗漏。

（二）基坑降水

基坑降水为地下水，水质良好，可使用潜泵将基坑的

水抽到地面工程的水箱，在入口处安装格栅，水箱采取沉淀

措施，沉淀杂质。

（三）雨水

收集和使用主要是在屋顶、道路和绿地的收集和处理

之后进行的，在这些地方雨水的流动对生态、洗车、厕所和

饮用水十分重要。雨水收集因气候、季节、地区等而异，从

而限制了收集时间和数量。道路上雨水较多，水质差，但主

要渗入绿色地区，污染严重的是屋面初期雨水。三种收集方

法屋顶雨水质量好，流量大，可以直接收集再利用。道路和

绿地的雨水受到污染，经过处理后，地下水可以补充地下水。

劳力密集的地方，例如工地、办公室和食堂，通常是搭设的

活动板房，屋顶倾斜，以便简易天沟设置。布置滤网在雨水

口悬浮颗粒，通过临时住宅周围铺设的管道，到达雨水池，

进行初次弃流。地面道路通常需要加固，如果使用水泥，则

不利于水的渗透；可在道路两侧安装雨具收集雨水；将可通

行的沥青用作永久性道路有助于优化晚道路和水循环；可以

铺设其他非常规道路。由于道路的严重污染和采集的不便，

道路上的雨水主要是经过场地的生态净化后渗入的。净化后

可直接生态渗透沟渠、植被浅沟等形式，以便于处理道路上

积聚的水。

（四）建筑试验水

建筑试验水是市政水、水质和再生水的质量优。在现

场试验期间，组织将试验水排到收集井，然后通过在入口处

安装格栅、采取降水和排水措施，然后，使用潜泵将水送至

地面的施工水箱，在入口安装格栅，水箱采取沉淀措施，沉

淀泥土等杂质，然后使用。在大多数项目中，雨水排放的水

直接排入市政管道，造成浪费，不利于项目的水回收。有些

工程采用补给方法，以减少地下水位下降对地面和周围建筑

物的影响；或储存地下水用于建筑工程、厕所清洁等。地下

水主要与土方工程过程中的排降水有关，与工程特点和地质

条件密切相关。因此，在进行地下排水和降水作业时，需要

在初次蓄水和过滤后，并在满足水质要求后，建立一个集中

储存地下水的储水池，用于消防，降尘，洗车等等。

（五）水龙头漏水

在施工期间，工人们经常打开水龙头，取水和洗手，

这不可避免地导致漏水。此外，由于开关的长度，水龙头容

易破裂，在某些情况下，会跑冒滴漏，这部分废水可以循环

利用。在工地建筑的不同水龙头下放置废水回收桶，它们由

排水管道连接。

施工现场水资源回收对节约水资源至关重要，不仅降

低了施工成本，而且有助于缓解我国水资源短缺的现状。应

采用因地制宜方法和形式，通过有针对性的分析来制定合理

和有效的解决办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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