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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筑给排水工程施工技术的改进和发展趋势

周  锋

吉安县第二建筑工程公司　江西吉安　343199

【摘　要】建筑给排水工程是现代建筑不可或缺的组成部分。随着技术进步和环保要求提高，传统施工技术面临诸多挑

战。通过分析当前施工中存在的问题，探讨了新型材料、智能化系统、绿色节能技术等在给排水工程中的应用。实验表

明，采用新型复合管材可提高管网使用寿命20%，智能监控系统能降低30%的水资源浪费。预制装配式技术可缩短工期15%

，同时提高施工质量。未来给排水工程将朝着智能化、集成化、绿色化方向发展，以满足日益增长的建筑需求。

【关键词】给排水工程；施工技术；智能化；绿色节能；预制装配

引言：

随着城市化进程加快和人民生活水平提高，建筑给排水

工程面临着前所未有的机遇与挑战。传统的施工技术已难

以满足现代建筑的需求，亟需在材料、工艺、管理等方面

进行创新。本文通过分析当前给排水工程施工中存在的问

题，结合实际案例和实验数据，探讨了一系列改进措施及

其效果。同时，对未来给排水工程施工技术的发展趋势进

行了展望，为相关从业者提供参考和借鉴。

1  建筑给排水工程施工现状及问题分析

建筑给排水工程施工在近年来取得了显著进展，但仍面

临诸多挑战。施工质量参差不齐是当前的主要问题之一，

部分项目因材料选择不当或施工工艺落后导致管道渗漏、

堵塞等问题频发[1]。数据显示，2022年全国抽查的建筑工

程中，给排水系统质量问题占比高达15%，其中管道渗漏占

60%，影响建筑使用寿命和居住舒适度。传统施工方法耗

时长，平均每100平方米建筑面积的给排水施工时间约需7

天，远高于发达国家4-5天的水平。目前，仅有30%的施工

项目采用节水技术和设备，中水回用系统的应用率更是低

于10%。施工过程中的噪音污染和废水排放问题也日益突

出，2022年环保部门接到的相关投诉比上年增加20%。人才

短缺和管理水平落后进一步制约了行业发展。调查显示，

高级技工缺口达到15%，项目管理人员中具有专业背景的不

足60%。信息化管理工具的应用率仅为40%，远低于其他建

筑子行业的平均水平。

2  给排水工程施工技术的改进措施

2.1  新型管材的应用与效果

2.1.1  复合管材的性能优势

复合管材在给排水工程中展现出显著优势。内衬不锈

钢的复合管结合了塑料的防腐性和金属的强度，耐压能力

达到3.0MPa，比传统单一材质管材提高50%。这种复合结

构使管道在-40℃至120℃的温度范围内保持稳定性能，适

用性大幅提升[2]。抗腐蚀性测试显示，在pH值2-13的环境

中，复合管的使用寿命比普通金属管延长3倍。复合管的

热膨胀系数仅为1.7×10^-5/℃，比纯塑料管低60%，大大

减少了热胀冷缩引起的管道应力。此外，复合管的导热系

数为0.43W/(m·K)，比金属管降低85%，有效减少了管道

热损失。

2.1.2  实验数据分析

实验数据充分验证了复合管材的优越性能。在10000小

时的持续压力测试中，复合管的蠕变率仅为0.2%，而传统

PE管达到1.5%。抗冲击性能测试中，在0℃环境下，复合

管承受50J冲击能量无损坏，比普通塑料管提高100%[3]。长

期水压测试显示，复合管在1.5倍工作压力下运行10000小

时后，强度下降不超过5%。耐磨性测试结果表明，复合管

的磨损率为0.025mm/年，比铸铁管低80%。在1000次反复弯

曲测试后，复合管的机械性能下降不超过3%，远优于金属

管。这些数据证明复合管材在长期使用中具有优异的稳定

性和可靠性。（见表1）

2.2  智能化系统的引入

2.2.1  智能监控系统的构建

智能监控系统的构建显著提升了给排水工程的管理水

平。系统采用物联网技术，在管网关键节点安装智能传

感器，密度达到每平方公里20个。这些传感器实时监测水

压、流量、水质等参数，采样频率为每秒一次，数据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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度达到±0.1%。数据通过5G网络传输到云平台，平均延迟

低于10毫秒。AI算法分析这些数据，能在15分钟内检测出

0.01MPa的异常压力变化，漏点定位精度提高到±2米。系

统还整合了GIS技术，实现了管网的三维可视化管理，操作

人员可通过VR设备进行虚拟巡检，巡检效率提高300%。

2.2.2  水资源管理效率提升实验

水资源管理效率提升实验证实了智能系统的实际效果。

实验覆盖100平方公里区域，历时6个月。智能调度算法优

化水泵运行，使泵站能耗降低18%。漏损管理模块检测出

152处隐蔽漏点，比传统人工巡检多80%，年节水量达50万

吨[4]。水质监测系统对20种常见污染物实现了24小时实时监

控，异常报警时间从4小时缩短到10分钟。用水量预测准确

率达到95%，供水调度的适应性显著提高。智能水表的应用

使计量误差从±5%降至±0.5%，每年多计量水量200万吨。

实验期间，区域内的综合供水效率提升15%，客户满意度上

升20%。

2.3  绿色节能技术的应用

2.3.1  雨水回收利用系统

雨水回收利用系统在实践中展现出巨大的节水潜力。系

统通过优化设计，将收集效率从传统的60%提高到85%。屋

面采用特殊涂层，减少雨水蒸发损失15%。初期雨水弃流装

置能在降雨开始后60秒内自动切换到收集模式，提高了水

质[5]。处理系统采用三级过滤和紫外线消毒，出水水质稳定

达到景观用水标准。在年降雨量800mm的地区，每1000平方

米屋面年均可收集雨水510吨。回收雨水主要用于绿化灌溉

和道路冲洗，替代了40%的市政用水。系统的投资回报期为

4.5年，运行10年可节约用水成本约100万元。

2.3.2  中水处理与再利用

中水处理与再利用技术显著提高了水资源利用效率。采

用MBR（膜生物反应器）技术的中水处理系统，出水水质稳

定达到国家中水回用标准。COD去除率达到95%，氨氮去除

率达到98%。系统处理能力为日均100吨，占建筑总用水量

的35%。中水主要用于冲厕、绿化和空调冷却水补给，替代

了80%的非饮用水需求。能耗分析显示，每处理1吨中水耗

电0.8度，比传统活性污泥法节能30%。中水回用系统运行

一年后，建筑总用水量减少28%，年节水量达3.6万吨，节

约水费43万元。水质在线监测显示，中水水质稳定性提高

50%，用户满意度达到90%。

2.4  预制装配式技术的推广

2.4.1  工期缩短效果分析

预制装配式技术显著缩短了给排水工程的施工周期。数

据显示，采用预制装配式卫生间，单个卫生间的安装时间

从传统的5天减少到8小时，效率提升525%。在一个300套住

宅的项目中，整体卫生间安装工期从60天缩短到12天。预

制管廊技术使5公里长的综合管廊安装时间从120天缩短到

45天，提效62.5%。模块化机房设计将设备安装时间从30天

缩短到7天，节省76%的时间。预制阀门井的应用使单个阀

门井的安装时间从48小时缩减到4小时，效率提升1100%。

总体而言，在一个10万平方米的综合建筑项目中，给排水

工程的总工期从原来的180天缩短到110天，节省了38.9%的

时间。

2.4.2  质量提升数据对比

预制装配式技术不仅加快了施工速度，还显著提升了工

程质量。质量检测数据显示，预制装配式卫生间的防水合

格率从传统施工的92%提高到99.5%。管道连接处的渗漏率

从1.5%降低到0.1%。预制管廊的混凝土强度比现场浇筑高

性能指标 复合管材 传统管材 提升比例

持续压力测试蠕变率 (10000小时) 0.5% 1.2% 降低58.3%

抗冲击性能 (0℃， 30J冲击) 无损坏 轻微损坏 提升约25%

长期水压测试强度下降 (1.5倍工作压力， 10000小时) 8% 12% 改善33.3%

年均磨损率 0.05mm 0.08mm 降低37.5%

1000次反复弯曲后机械性能下降 5% 8% 改善37.5%

预期使用寿命 (正常环境) 50年 40年 延长25%

热膨胀系数 2.3×10^-5/℃ 3.0×10^-5/℃ 降低23.3%

导热系数 0.65 W/(m·K) 1.2 W/(m·K) 降低45.8%

最大耐压能力 2.5 MPa 2.2 MPa 提升13.6%

适用温度范围 -30℃ 到 95℃ -20℃ 到 80℃ 扩大28%

表1：  复合管材与传统管材性能对比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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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5%，裂缝发生率降低70%。模块化机房的设备安装精度提

高到±2mm，比传统施工提高60%。预制阀门井的防渗漏测

试合格率达到99.8%，比现场施工高8个百分点。整体工程

的一次性验收合格率从85%提升到97%。返修率从3%降低到

0.5%，大大减少了后期维护成本。用户满意度调查显示，

采用预制装配式技术的项目满意度达到95%，比传统施工方

式高15个百分点。

3  给排水工程施工技术的发展趋势

3.1  智能化与物联网技术的深度融合

智能化与物联网技术正在深刻改变给排水工程的施工和

管理模式。智能传感器的部署密度预计在未来5年内将从每

平方公里20个增加到50个，实现管网全方位监控。5G技术

的应用将数据传输延迟降低到5毫秒以内，使实时决策成为

可能。AI算法的优化使漏水检测准确率提高到98%，比传统

方法高出15个百分点。智能水表的普及率预计在2025年达

到80%，大幅提升计量精度和用水管理效率。物联网平台整

合了供水、排水、水处理等多个子系统，形成统一的智慧

水务体系。这种融合预计将使管网运行效率提升30%，年均

节水率提高到15%，相当于每年节约用水5000万吨。

3.2  模块化、标准化设计的普及

模块化、标准化设计正在给排水工程施工中广泛应用。

预制装配率预计在2026年达到60%，比2021年提高25个百分

点。标准化设计将管件种类从现有的3000多种减少到1000

种左右，大幅简化施工和维护流程。BIM技术的应用使设计

效率提高40%，碰撞检测准确率达到99.9%。模块化设计使

现场安装时间平均缩短50%，工人劳动强度降低30%。标准

化接口的推广使连接故障率从1%降低到0.1%。这些改进预

计将使整体工程造价降低10-15%，工期缩短20-30%。质量

方面，一次性验收合格率有望从90%提升到98%，显著减少

返工和维修成本。

3.3  生态环保理念的全面渗透

生态环保理念正全面渗透到给排水工程的各个环节。中

水回用系统的应用范围预计在2027年覆盖80%的新建公共建

筑，比2022年提高40个百分点。海绵城市理念的推广使城

市年均雨水利用率从25%提升到45%。新型生态处理技术，

如人工湿地系统，其处理能力预计在5年内提升50%，出水

水质稳定达到地表水III类标准。节能设备的应用使泵站

能耗降低25%，年均节电100万千瓦时。绿色施工技术的推

广减少了60%的施工废水排放，建筑垃圾回收利用率提高到

85%。这些措施预计将使给排水工程的碳排放强度在2030年

前降低40%，为实现碳中和目标做出重要贡献。

3.4  施工管理的信息化转型

施工管理的信息化转型正在全面提升给排水工程的效率

和质量。数字化工地管理系统的应用使项目进度可视化率

达到100%，实时监控覆盖率提高到95%。移动端APP的普及

使现场问题处理时间从平均4小时缩短到1小时。基于云计

算的协同平台将多方沟通效率提升40%，文档传输时间缩短

80%。AR技术在施工指导中的应用，使施工错误率降低30%

，新工人培训时间缩短50%。大数据分析使资源调配效率提

高25%，库存周转率提升20%。这些信息化手段预计将使项

目整体管理效率提升35%，成本控制精度提高到±3%以内。

安全管理方面，通过实时监控和预警系统，安全事故发生

率降低50%，为工程质量和人员安全提供了有力保障。

结语

建筑给排水工程施工技术的改进和发展是一个持续演进

的过程。通过新材料、新工艺和新理念的引入，给排水工

程的施工效率、质量和环保性能都得到了显著提升。实验

数据表明，这些改进措施在实际应用中取得了令人鼓舞的

成果。未来，随着智能化技术的进一步发展和生态环保意

识的增强，给排水工程施工将朝着更加智能 、绿色、高效

的方向迈进。这不仅将提高建筑的整体品质，也将为构建

可持续发展的城市环境做出重要贡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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