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浅谈建筑给排水的节水措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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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随着水资源的日益短缺，建筑给排水的设计要符合 

节水原则，本文将就建筑给排水节水的主要途径进行简要探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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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引言 

当前我国日益严重的水资源短缺 问题和水环境污染，不仅困扰 

国计民生，并已经成为制约社会经济可持续发展的重要因素。节约 

用水已经成为我国的基本国策。在建筑给排水设计中，采用节水设 

计，对节约用水以及保护水资源贡献一份力量。本文将就建筑给排 

水的节水措施进行简要探讨 

2建筑给水排水节能的主要途径 

2．I给水 ． 

合理确定用水量 (包括冷水、热水及其他等用水)的定额。严 

格执行 《建筑给水排水设计规范》中的生活用水量定额标准，并非 

用水量越高越好。合理设计建筑给水系统。主要可通过下列方法实 

现：充分利用市政管网的压力，直接供水；合理进行竖向分区，平 

衡用水点的水压；采用并联给水泵分区，尽量减少减压阀的设置； 

推荐支管减压作为节能节水的措施，减小用水点的出水压力；合理 

设置生活水池的位置，尽量减小设置深度，以减少水泵的提升高度； 

优先考虑水池一水泵一水箱的供水方式。推广采用节水的卫生器具。 

如限制卫生器具的流出水头、红外线感应龙头和便器等，不应采用 

无控制花管、长流水的小便槽。合理采纳变频调速泵组供水。当采 

用变频泵供水时，应优先采用变频变压变流量的给水方式，其节能 

效果要优于变频恒压变流量的给水方式；当采用变频恒压变流量时， 

工作压力的设定应接近水泵工频运行时高效段扬程的下限；工作水 

泵应选用 2台或 2台以上，不同级配工作泵的流量宜以 i／2的流 

量梯变，宜采用大小水泵搭配的形式，并设气压罐小流量给水。当 

市政条件允许时，宜采用叠压供水设备。 

在我国现行的 《建筑给水排水设计规范》中，虽对给水配件和 

入户支管的最大压力做出了一定的限制性规定，但这只是从防止因 

给水配件承压过高而导致损坏的角度来考虑，并未从防止超压出流 

的角度考虑，因此压力要求过于宽松，对限制超压出流基本没有起 

作用。如果设计时没有考虑这一方面的话会造成极大的水资源浪费。 

所以应根据建筑给水系统超压出流的实际情况，对给水系统的压力 

做出合理限定。 

《建筑给水排水设计规范》第 3．3．5条规定，高层建筑生活给 

水系统应竖向分区，各分区最低卫生器具配水点处的静水压不宜大 

于0．45MPa，特殊情况下不宜大于 0．55MPa。而卫生器具的最佳使用 

水压宜为 0．20～0．30MPa，大部分处于超压出流。根据有关数据研 

究，当配水点处静水压力大于 0．15MPa时，水龙头流出水量明显上 

升。建议高层分 区给水系统最低卫生器具配水点处静水压大于 

0．15MPa时，采取减压措施。 

另外，具备条件的，应当至少选择一种可再生能源 (指风能、 

太阳能、水能、生物质能、地热能、海洋能等非化石能源)，用于建 

筑物的热水供应。热水水源的利用可采用太阳能、水源热泵、地源 

热泵技术。在采用水源热泵、地源热泵技术时，不得对水体和土壤 

造成污染和浪费。如利用地下地温地源 自动供暖制冷系统，就是通 

过表层地下水为载体，或将盘管埋在土壤中以盘管内流动的介质为 

载体，将这些地温热源输送到水源热泵进行能量转换，冬季输出 

45～65℃的热水。在太阳能的利用上，有条件的可采用太阳能蓄 

热技术，太阳热水系统的工程参数应结合建筑所处的地理位置确定。 

太阳能热水器的循环可采用强迫式、自然式循环太阳能热水器和直 

流式太阳能热水器。太阳能热水器应有温控装置，并应合理控制和 

设定热水的温度。太阳能热水系统的热能再利用与节水技术还应相 

互结合。太阳能热水器可作为热水供应的预加热措施，可设在其他 

热交换器的前端。热水系统宜机械循环 以满足用水点的节水要求。 

合理设计热水供应系统。加强余热的回收和利用 (包括工业余热、 

废热、烟气余热、蒸凝结水、热风能量的回收和梯级利用)，有条件 

的地区可采用城市热网或区域性锅炉房的热水或蒸气作热源。可采 

用专用的蒸气或热水锅炉制备热源，也可采用燃油、燃气热水机组 

制备热源或直接供应生活热水。当地电力供应较富裕的地区或鼓励 

夜间使用低谷电的政策时，可采用电能作为热源或直接制备热水。 

从技术可靠、经济适用的角度出发，应合理配置组合各种不同热源 

的比例关系。对集中热水系统远距离的少量供热点可采用局部加热 

方式；对不同场所可采用不同的热源形式。热水供应系统储水温度 

宜控制在 55~60℃。应合理确定热水用水量定额、耗水量、耗热 

量、供水水温、水质等热水系统的基本设计参数。热水供应管网宜 

采用同程回水的给水方式。当采用电作为热源时，宜采用储热式电 

热水器，以降低耗电功率。热水供应系统宜缩短热水的给水时间， 

增加机械循环，并平衡冷热水的水压。对于适合热电联供技术的工 

程，应优先考虑。 

2．2排水和雨水 

(1)排水应尽量采用重力排水方式。(2)污废水管道的敷设应 

就近排放，并应避免压力提升。(3)中水的利用。(4)利用空调凝 

结水排水。(5)蒸汽凝结水的回收利用。(6)雨水收集和综合利用。 

2．3冷却水和消防给排水 

冷却水宜循环利用，提高水的重复利用率。在水源条件许可的 

情况下，可采用江水、河水、湖泊水、海水、地下水等作为循环冷 

却水。合理选择冷却塔。在空气湿球温度较低的干燥地区，可通过 

设计计算来适当提高冷却水进出水温差，以减少循环水量和循环水 

泵的能耗，缩小循环管道的管径。合理布置冷却塔。保证冷却塔之 

间的距离，有良好的气流组织条件，避免影响冷却塔的散热效果。 

针对不同的循环冷却水水质应采取化学 (杀菌、灭藻等)、物理 (过 

滤)的水处理方法，具有缓蚀、阻垢的水处理功能，减少管道和机 

组内的结垢、腐蚀。在一定的条件下，设置合用消防水箱，以减少 

消防水箱的清洗用水。利用消防试验排水，将消防排水返回到消防 

水池。增加消防水池、消防水箱的水处理设备。 

2．4自动控制和计量 

建筑中宜设置建筑给排水自动化的监控系统(温度设定与控制、 

水池、水箱的报警和监控)。变频泵供水方式宜采用管网末端压力表 

控制水泵转速的运行方式。针对不同需要场所及使用条件，应加强 

给水用水量计量。住宅应设分户水表计量用水。居住建筑节能改造 

应当安设分栋用热计量和供热系统调控装置。公共建筑应当设计并 

安装用热计量、室内温度调控、多表远程操控系统和供热系统调控 

装置。冷却水补充水、锅炉补充水、绿化用水、水景补充水、游泳 

池补充水、蒸汽应分别设置水表计量。其他需要独立计量的管道系 

统 (如道路浇洒用水、汽车冲洗用水、地面冲洗用水等)宜设水表 

计量。企事业单位、学生宿舍的公共浴室、淋浴间等宜刷卡 (或采 

用红外线、脚踏开关)来用水。 

3总结 

建筑业作为我国经济发展的支柱产业，正在飞速发展。随着人 

民生活质量的提高，人们对供水量和质的要求正在不断提升。同时 

实施水的可持续利用和保护，使水资源不受破坏，并能进入良性的 

水质、水量再生循环，也已经成为政府和广大人民群众关注的焦点。 

这一切都给建筑给排水工程的设计提出了许多新的要求，而目前节 

水最关键的不是建筑节水技术，而是人们的节水意识和人们良好的 

用水习惯。因此，应倡导人们将淡水资源当做一种珍稀资源，节制 

使用，呼吁全民节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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