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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国民经济的稳定发展及城市化进程的加快使得我国建筑行业发展速度明显提升,因此建筑用水耗能问题也有所增

加。绿色建筑主要就是以环保为基础设计理念的全新建筑模式,而给排水节能工作的开展对于我国能源可持续发展也有着重

要影响。本文将以建筑中给排水施工技术作为重点研究对象,进一步分析我企业对绿色建筑给排水节能新技术的应用方法和

对策,以求实现对能源资源的有效节约,在确保企业建筑水平稳定发展的同时,实现建筑质量的优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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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国工业生产水平的提升除了实现对国民经济发展水

平的提升,还在一定程度上带来了环境问题,因此在群众生

活质量和水平提升的背景下,人们也逐渐意识到环境保护工

作开展的重要性。在社会发展中,水资源短缺始终都困扰着

我国进一步发展。在当前节能环保理念逐渐深入的背景下,

各行各业及群众生活方方面面对于绿色新技术的应用也逐

渐深化。而作为一个人口大国,我国常规能源人均占有量还

不足世界平均水平,所以节约能源迫在眉睫。 

1 绿色建筑给排水节能新技术重要性和优势 

在我国社会经济发展水平显著提升的背景下,建筑行业

已经逐渐演变成了我国重要的经济支柱性产业。在建筑工程

开展过程中,给排水设计十分重要,但是在现代化发展背景

中,基于节能和环保要求,大多数建筑都是以绿色环保作为

主体建设理念的新型建筑,因此在全新背景下,建筑给排水

的节能节水设计也将对建筑发展产生直接影响[1]。在对给排

水新技术进行应用的环节中,其不仅可以确保对资源的节约

再利用,同时还可以实现对能源利用效率的稳定提升,有助

于建筑成本的合理控制,避免水资源污染和浪费问题的出

现。当前我国不断推广和发展给排水节水节能新技术,可以说

这项技术的发展和应用在对房屋项目设计人员提供重要依据

的同时,也对建筑行业的健康和稳定发展提供了重要帮助。 

2 给排水节能新技术在建筑中的应用 

2.1 增加中水利用设施 

根据目前绿色建筑给排水系统运行情况而言, 关键的

环节就是中水利用,但是受到传统建筑理念和其他因素的限

制,使得人们一直没有对中水问题进行重视,大部分群众都

是直接对中水进行排放,这在某种程度上也是对水资源的浪

费,同时中水的随意排放还可能对周围环境造成污染[2]。在

建筑给排水的中水问题中,占比 大的就是群众生活和工业

生产中出现的污水和废水等,目前对这些中水资源的处理清

洁方式相对简单,特别是洗漱用水中含有一定化学成分,因

此如果没能对这类水资源进行有效处理,很可能造成严重的

水资源污染和浪费。在对建筑进行给排水节能新技术的应用

过程中,可以通过对中水利用设施的增加,提高给排水中水

利用效率,避免水资源浪费问题的出现。 

2.2 合理应用雨水渗透技术 

雨水渗透技术就是将工程学和生态学作为基础开展的一

项节能技术,通过对雨水的利用,将其与自然景观进行有效联

系。雨水渗透技术的工作原理就是借助自然系统对建筑物的

供水系统进行支撑,在减少地下水污染的前提下,实现对土壤

资源的有效保护。在对雨水渗透技术进行应用的过程中,企业

投入的成本资源较少,效果显著,不仅能确保建筑物的用水安

全,同时还能保证住宅区和商业区环境卫生水平的提升[3]。雨

水渗透技术主要包含了地面渗透和管沟渗透两项措施。 

地面渗透技术主要是结合建筑周围和地面环境进行蓄

水环境的完善,借助人工渗透技术在地面铺设一层透水性良

好的沥青路面。为了实现对渗透能力的提升,可以在满足绿

色施工基础上对绿化面积进行增加,从而借助绿地透水性优

势对雨水进行引进,将雨水中出现的污染物进行有效净化,

提高建筑用水质量。 

管沟渗透技术就是借助渗透管和无砂混凝土等透水性

优异的材料进行地下管沟建设,管沟周围通常需要用砾石进

行填充。渗水管是一种多孔管材,所以雨水在进入到地下后

可以借助渗水管将其转移到周围土壤中,这项工作具备较为

显著的渗透性优势,调蓄能力优越[4]。但是这项技术也存在

较大问题,比如在工作中容易发生堵塞,一旦管道堵塞很难

对其进行清洗。因此当前主要采用的手段仍然是渗水沟,渗

水沟不仅同时具备渗透和排放功能,还可以在用地紧张的建

筑工程中进行应用,通过这项节能技术的应用,可以更好的

满足绿色建筑用水需求。 

2.3 加强对第二水源开发利用技术的应用 

第二水源主要包含了雨水和生活排水两个环节,有效开

发和利用第二水源对于节约水源有着显著积极作用。在对雨

水进行利用的环节中,需要房地产公司在建筑方案设计中设

置专门的蓄水池,对社区地面和建筑屋顶的雨水进行有效收

集,之后借助相关净化处理技术对雨水进行二次处理,保证

其达到相关用水标准。经过处理后的雨水按照水量和水质情

况应用到后续社区绿化、市政道路清扫、冷却循环或是消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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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水中。在缺水情况严重的地区,第二水源在经过净化消毒

后也可以当做饮用水[5]。 

建筑房屋的生活排水主要分为生活污水和废水两种类

型,生活污水主要指的就是生活中污染程度较低的生活排水,

比如洗漱用水、洗衣排水和泳池排水等等。生活废水指的是

洗菜、洗衣产生的废水。在对这部分水源进行处理的过程中,

需要将其进行有效收集,并二次利用,比如洗衣服和洗菜产

生的废水用来冲洗厕所,或是对这种生活中产生的优质杂排

水进行净化处理,确保其满足生活杂用水的标准,在生活、环

境或是市政建设中进行合理应用。 

2.4 优化热水干管循环方式 

在建筑给排水系统建设中,热水干管循环也是一项重要

组成环节,如果在给排水系统应用中缺乏热水干管循环系统

的支撑,后续系统很难进行正常运转。但目前在热水干管循

环运行过程中,仍然存在明显的水资源浪费问题,特别是在

对冷水进行排放的环节中,更是存在大量资源浪费情况。虽

然看起来每次浪费的水资源并不多,但是在时间的不断积累

下,浪费问题必然会越来越严重[6]。所以,需要企业根据目前

建筑情况对给排水热水干管循环运行方式进行切实优化,在

整体设计中对热水干管循环出现的影响和问题进行有效考

虑,从而在对热水循环质量和效率进行提升的同时,降低水

资源浪费问题的出现,全面提升水资源利用效率。 

2.5 加强对新型节能材料和设备的应用 

首先,通过对节水效果优异材料的使用满足节能要求。

传统工作中使用的镀锌钢管存在易腐蚀、易渗漏的问题,所

以长期使用此类材料很容易出现水质的二次污染问题。并且

如果管道闲置一段时间后,再次应用还需要将管道中的锈水

进行排放,造成了严重的资源浪费问题。在对建筑供水系统

进行设计的过程中,应该加强对无结垢、无渗漏和无腐蚀性

绿色施工管材的应用,比如利用 PP-R 管、铜管或是铝塑复合

管作为管材主体,避免管道生锈活腐蚀出现的水质污染和资

源浪费。对于给排水管道使用率较高的阀门,不仅需要对其

质量和类型进行考虑,还应该对阀门节水性问题进行分析,

通过对闸阀、蝶阀和截止阀等阀门类型的对比,发现截止阀

的优势 为显著。其次,选择节水性能良好的新型水龙头,

比如充气水龙头和瓷芯水龙头,都可以节约百分之二十到三

十左右的水量,同时出水量越大,静压越高,这类水龙头的节

水效果就越为显著。 后,选择具备节水效果的卫生器具。

比如推荐业主使用容积为 5L 的小容积水箱节水大便器。同

时,还可以在房屋建设中和相关洁具公司进行合作,进一步

优化的坐便器冲洗方式,比如虹吸漩涡式和虹吸喷射式冲洗

等,这种冲洗方式不仅有着较高的冲洗效果,同时还能大大

降低冲洗所用的水量。此外,还可以参考国外对冲洗水箱的遮

挡方式,也就是将水箱冲洗分为两个档位,在对尿液进行冲洗

的过程中选择一档,这在对粪便进行冲洗过程中选择二挡。 

3 结束语 

在建筑给排水过程中对节水节能技术的应用具备显著

优势,这项技术的应用不仅是建筑节能的重点,同时也能实

现对水资源的有效节约,构建更为完整的水资源循环系统。

在社会不断发展背景下,资源和能源短缺问题更应该受到重

视,因此加强绿色建筑中给排水节能新技术的应用,除了能

满足社会的可持续发展要求,还能对我国建筑事业发展提供

显著促进作用,希望在不断创新和发展中,节能新技术的应

用可以为我国绿色建筑发展奠定良好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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