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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绿色建筑是指在建筑的建造和使用周期中,最大限度地保护环境、减少污染、节约资源,包括节

材、节水、节电、节地、节能等,提供 人与相关建筑物高效、实用和健康地利用空间。但在给排水方

面仍存在诸多挑战和要求。下面就绿色建筑给排水设计方法进行分析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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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Green building refers to protecting the environment, reducing pollution and saving resources to the 

maximum extent in the construction and use cycle of buildings, including saving materials, water, electricity, 

land and energy, etc., and providing people and related buildings with efficient, practical and healthy use of 

space. However, there are still many challenges and requirements in water supply and drainage. The following is 

an analysis and research on the water supply and drainage design methods of green building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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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着我国国民经济的不断发展进步

和城市化进程的不断深入,人们的物质

生活水平得到了一定程度的提高,对环

境保护也有了新认识,新要求。 

1 绿色建筑在不同施工阶段对

给排水的要求 

在绿色建筑规划阶段,主要关注水

资源的利用和保护；在绿色建筑节能创

新阶段,主要关注可再生能源的利用,如

风能、沼能、地热能、太阳能、水能等；

在选用绿色建材时, 大限度地选用节

水产品和材料；在绿色建筑的建设中,

要尽可能遵循施工规范,减少水资源浪

费,改善水资源。在绿色建筑行业管理方

面,有效的物业管理措施可以在一定程度

上节约水资源,避免浪费,提高利用率。 

2 绿色建筑给排水的水资源综

合利用设计 

绿色建筑给排水的目标是因地制宜

地节约用水,以达到 佳的经济、资源和

环境效益。建筑节水包括减少用水、提

高使用效率和防止渗漏三个方面。在建

筑施工过程中使用优质管道,做好固定

工作,可以有效减少供水管网管道的渗

漏。在后期使用中,通过建立节水管理规

章制度和制度,提高居民节水意识,采用

经济手段鼓励节水、加强养护管理等方

式有利于节水工作的顺利进行。此外,

还需要从节水器具的应用、中水的合理

处理、雨水的收集利用、景观节水四个

方面来实现建筑的节水。 

2.1采用节水器具及设备 

除了通过经济和法律手段配置水资

源外,从技术角度来看,节水型生活用水

器具可以在满足传统器具功能的同时实

现节水功能。在住宅项目的室内设计中,

以厨房和浴室为主,积极使用节水器具。

在室内安装节水水龙头、节水马桶系统、

节水洗衣机和恒温混水阀等节水器具设

备,在节水的同时有效保护生态环境。 

2.2建筑物的中水循环利用 

建筑中水是指可用于生活、市政、

环境等的非饮用水。中水的循环利用始

于上世纪工业化引发的水资源危机时

期。目前,世界各国都非常重视再生水的

循环利用。对于中水的循环利用,需要建

设集原水的收集、储存、处理、供应等

配套设施为一体的中水系统。绿色建筑

给排水的设计中可以适当选取中水循环

利用来保障环保能源节约的实际意义。 

2.3雨水收集利用 

雨水是一种污染轻、有机质含量低、

钙含量低、硬度低的自然资源。雨水收

集经简单处理即可使用。随着城市化进

程的加快,城市水资源的紧缺问题引起

了雨水利用的重视。屋顶、不透水路面

和绿地是建筑物雨水的主要来源。常用

的雨水收集系统主要有分散式住宅雨水

收集利用系统、小区集中雨水收集利用

系统、分散式雨水渗入系统、集中式雨

水渗入系统、绿化屋顶花园雨水利用系

统、生态社区雨水综合利用系统等形式。

绿色建筑雨水综合利用技术是利用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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态、工程和经济学原理,将雨水利用与景

观设计相结合,实现环境效益、经济效益

和社会效益的协调统一。在设计绿色建

筑雨水综合利用系统时,需要根据小区

的特点和规模,采用屋顶绿化、渗透、雨

水回用等方式,结合太阳能和风能的利

用,实现绿色建筑资源综合利用。 

2.4景观节水 

住宅建筑周围的绿地可以净化空气,

吸收灰尘,可以调节和改善小气候,美化

环境。同时,绿地浇水需要大量的水,小

区景观用水量也很大,但通过利用建筑

物内的水和收集的雨水,可以实现水资

源的合理配置。此外,要合理选择和匹配

园林植物,采用喷灌、微灌、渗灌等节水

技术,也可以减少对水资源的需求。小区

的水景设计可以通过建设流水、落水、

喷水、涌水等水景的水池循环系统,结合

中水系统或雨水回用系统进行配水,从

而在实现小区优美水景的同时达到节水

的目的。 

3 建筑给排水设计中存在的问题 

在建筑设计中建筑给排水设计是一

个很关键的方面,给排水设计是高层建

筑质量的有效保证。随着社会的发展,

建筑给排水设计过程中出现的问题越来

越多,也越来越复杂。其中,超压出水、

无效冷水、管道和阀门泄漏等造成的浪

费水问题尤为突出。 

3.1超压出水造成的水资源浪费 

建筑供水系统设计中的一个常见问

题是超压现象。超压现象是指当有水流

过管道时,流量超过额定流量,破坏了供

水系统中水的正常分布。造成这种情况

的原因通常是设计者的环保意识不强。此

外,建筑给水系统中使用的卫生设备也

会因密封性差、耐久性差而造成水资源

的流失。这种超压流水现象往往不易被

发现,属于隐性浪费；另一方面,管道上

的强大压力会缩短水龙头和阀门的使用

寿命,产生的压力振动也可能导致管道

的连接松动和泄漏,造成水资源的进一

步浪费。现在,大多数建筑物都使用节水

水龙头来节水。虽然这种方法可以在一

定程度上减少失水,但是一旦供水设计

出现问题,还是会出现超压水的现象。 

3.2无效冷水造成的水资源浪费 

在生活中,因冷水无效而造成的水

资源浪费非常严重。通常厕所、浴室等

场所不循环阶段,放水后才能正常使用,

放水后的冷水没有实现其使用价值,造

成水资源的浪费。这个问题通常可以通

过增加加热循环系统来改善。较常用的

循环方式有：立管循环、支管循环和主

管循环。 

3.3管路和阀门泄露造成的水资源

浪费 

在我们的日常生活中,管道和阀门

的泄漏随处可见。究其原因,一方面是阀

门等配件质量较差,在使用过程中无法

发挥应有的作用；一项研究表明,住宅小

区的阀门漏水是因为他们使用的阀门质

量不达标或长期没有更换。 因阀门问题

浪费水资源的用户占全部用户的60%甚

至更多,导致每天浪费大约75升水。 

4 绿色建筑给排水设计问题的

对策方法 

4.1对于超压出水现象的控制 

为了有效利用水资源, 大限度地

控制和减少隐藏水资源的流失, 好的

办法是合理控制系统配水点的压力。首

先,要进行科学的区划。对于不同的地区,

由于材料、设备、维护、地板和外部供

水压力的不同,管道对水的 大压力会

产生不同的影响。因此,有必要关注这些

因素进行合理分区。根据国家有关部门

的规定,住宅楼和宾馆的垂直隔断,供水

静压应保持在300kpa至350kpa之间,写

字楼应保持在350kpa至450kpa之间。此

外,对于通过水箱供水的建筑物,水箱供

水的主要优点是向没有供水能力的管网

供水,当管道内的水压平衡时,有利于节

约水资源。 

4.2热水循环系统的合理选择 

造成热水循环系统热量损失的原因

有很多。给排水施工不当、管理不善或

设计不合理是一些常见的问题。对于给

排水系统的设计阶段,热水循环方式的

选择非常重要,其质量将直接影响冷水

无效造成的热量损失量。在建筑给排水

设计中,通常采用三种循环方式：主管加

立管循环、主管、立管加支管循环、主

管循环。根据以往的经验,可以得出以下

结论。循环过程中的冷水损失 少,但其

成本要求 高；而第三循环方式造成的

冷水流失 为严重；而对于第一种循环

方式,则是在两者的中间。对于实际运行

过程,要考虑实际效益,不能在建筑中充

分使用二次循环方式。相对来说,可以考

虑第一种循环方式。这种循环方式的冷

水损失比较少,成本要求也比较低。 

4.3水表和供水部件的加强 

住宅区应增加水表的使用,便于对

供水情况进行分析和监测。水管理部门

通常通过水表测量和检测每个用户的用

水量,以确保管理部门能够及时发现问

题并及时采取措施,从而改善水资源对

用户的浪费。另一方面,有必要提高供水

部件的质量。建设者应选择正规厂家生

产的产品,严格控制采购渠道,确保供水

部件的质量。有关部门还需要制定合理

的用水制度,合理设定基本用水的水价,

对超过规定用水量的部分提高水费。 

4.4雨洪设计 

这里主要介绍两种雨水设计,一种

是流量控制,一种是水质控制。(1)雨水

设计中流量控制的目的是提高场地的入

渗效率,尽可能减少不透水的地面面积,

可以限制自然降雨对水文的干扰,消除

或减少雨水在一定程度上的污染。在绿

色建筑的施工现场,可采取过滤措施,使

地面上的雨水通过透水路面,或采用屋

顶花园等措施,尽量减少不透水地面面

积,使收集到的雨水得以循环利用。这里

的利用是指非饮用水的利用。毕竟自然

降水收集的水的水质不能保证,但是可

以用来冲厕所、景观浇水等等。(2)雨水

设计中水质控制的目的是限制对自然水

流的污染和破坏。可以使用替代的表面

和非结构技术来促进水的渗透性和降低

水的不渗透性,从而降低污染程度和对

自然水流的破坏。替代的表层主要包括

种植屋顶、透水围栏、人行道等。非结

构性技术主要包括雨水花园、雨水回用、

植被洼地等。 

4.5节水绿化景观 

目的是通过灌溉附近或现场的绿色

景观来限制自然地表、地层水资源和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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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水的数量。根据景观植物的不同特点,

选择的节水措施也不同,主要涉及植物

种类、高效浇水技术、雨水收集、再生

水资源利用、公共机构水处理等因素。 

在具体的节水措施上,主要是通过对气

候和土壤的分析,选择适合当地植物景

观的设计方法,达到免浇水或减少浇水

的要求。当必须采用浇水的方法时, 好

使用效率更高的设备,并根据当地气候

条件随时调整和控制。 

4.6废水创新技术 

水资源是可再生资源。这里所说的

可再生资源,并不是说水资源是取之不

尽用之不竭的,而是通过一系列的制度或

管理,可以对已经使用过的水进行处理。

达到二次使用甚至多次使用的目的。例如,

可以通过高效电器减少废水的体积,废水

和雨水可以用于废物的排放和运输。 

5 结语 

我国城市化进程的不断推进和人民

生活水平的提高,给绿色建筑给排水工

程带来了新的挑战和要求。为此,设计师

在负责绿色工程设计工作阶段,需要尽

量提升给排水设计的科学性与系统性,

及时、高效的解决设计环节出现的各种

问题,保障制定出的给排水设计计划既

满足行业技术标准,还可以满足绿色工

程建设需要。另一方面,也要通过身边的

小事,为我国的绿色环保做出贡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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