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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当前城市人口不断增多,这为城市居民用水带来了困难,尤其是对高层住户来说,水压问题普遍

存在。为此,本文将结合城市特征制定二次供水方案,重点对二次供水方案中,供水加压方式及管理模式

展开分析探讨,从而方便居民的用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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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次供水是为了迎合新环境下城市

发展需求提出的,目的是让居民有充足

的水源供应。不过当前对二次供水的要

求不断提高,原有方案已经无法满足现

今发展需求,需进一步调整和优化,尤其

要对供水加压方式和管理模式予以创新

调整,以提高二次供水效率,解决居民用

水问题。 

1 城市二次供水加压方式 

1.1根据目前各城镇发展情况可知,

城镇供水管网设计是以满足建筑低层

用户的供水需求而设置供水压力的,这

使得很多城市在供水中都需要通过二

次供水加压来满足中高层以上用户的

供水需求,保证用户正常生活。从对城

镇供水加压方式的分析可知,现在使用

较多的二次供水方式是矢量变频供水

和无负压供水。 

1.2对于现阶段高层建筑来说,供水

加压以箱式无负压供水方式为主。直接

将箱式无负压供水设备与供水管网连接,

通过水箱的设置来保证供水的有效性、

及时性。且该方式可加强高峰供水时段

内,高层建筑居民用水的及时性、安全性,

减少因负荷增大对供水管网造成的不良

影响。箱式无负压供水系统是由水箱、

主泵机组、变频控制柜、增压和引水装

置、稳流罐、无负压流量控制器、保压

装置及传感器构成的。 

1.2.1箱式无负压设备的特点：首先,

通过与自来水管网的一键串联,削弱供

水管网的荷载压力,降低供水管网规划

建设中的成本损耗,达到资源和资金节

约的目的。据计算,该模式可节约电能达

到一半以上, 高可节约9成以上的电

能。其次,设备与管网的串联连接,避免

二次污染的产生,改进水质质量。再次,

人机界面控制,清晰表述系统运行情况,

显示各设备参数变动情况,加强实时管

控,防止突发问题的发生。 后,远程控

制。对各项设备系统进行远程控制和管

理,及时掌握系统运行问题,并加以科学

处理,维护运行安全、稳定性。 

1.2.2调节峰值用水。在水箱入口位

置安装智能化的电磁阀用以控制水压和

水位。一旦水压或水位出现下降,会直接

调取水箱中的水源,保证供应适量。在该

过程中,智能化控制阀可先控制水箱中

的液位,之后再开始管网供水,控制供水

压力。这样就可规避高峰阶段用水紧张

的问题,实现管网的有效保护。 

1.2.3以新疆中豪润园商住小区为

例。新疆中豪润园商住小区C区。住宅楼

5栋,其中4栋高层,一栋多层,还有地下

车库。给水系统1-4层为低区直接由市政

给水管网供水。5-18层为高区由箱式无

负压设备供给(无负压设备设置于地下

车库生活泵房内)。其中二次供水户数为

286户,二次给水计算设计秒流量为

11.97L/S。设置箱式无负压设备：供水

泵：45m³/h,扬程：0.6MPa,功率：11KW(一

用一备)；增压泵流量：45m³/h,扬程：

0.2MPa,功率：7.5KW；组合式不锈钢板

水箱：尺寸：6000×4000×2700mm；水

箱自洁消毒器：型号WTS-2A。 

1.3矢量变频供水设备使用率也较

高。矢量变频供水设备可解决建筑不同

时段供水流量不均衡变化、用水流量瞬

间变化及用水水压不稳等问题,提升供

水有效性,维护供水管网安全性。矢量变

频供水设备在使用过程中,会借助设备

零部件的科学配置和管理,加强系统运

行稳定性,降低系统运行中的能源损耗,

从而维护供水加压的安全性、有效性,

提高供水效率。该系统同选择通用水泵

和通用变频控制的传统变频系统相比,

节能效果可达20%以上。 

1.3.1矢量变频供水控制方式的特

点：以逻辑控制和IPC控制为主的双控制

中心模式。前者是对信息数据的处理和

控制,后者是对各项参数指标及故障的

控制和处理。供水系统运行中存在的不

稳定性,与入住率、住户用水习惯等存在

直接关系,且由于这些因素的不确定性

较强,所以很难准确预测用水情况,对供

水水压的控制也存在较大难度。而利用

逻辑控制和IPC控制后,可高效完成以往

信息数据的收集和处理工作,通过数据

分析了解供水频率,掌握不同时段供水

水压要求,将不稳定因素转变成稳定控

制,避免水压增加带来的各种危险。矢量

变频供水设备的每台水泵都会安装变频

器,从而提高控制有效性和安全性,解决

低水压及供水波动超压下带来的危险。 

1.3.2以时代橙堡住宅小区为例。时

代橙堡住宅小区共有住宅楼12栋住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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楼、3栋商业还有地下车库。因市政水压

较低。二次供水设备建设方 终选用矢

量变频设备。中区系统流量：75m³/h,

系统扬程：0.8MPa。(选用水泵：38m³/h、

0.8MPa、15KW两用一备)；高区系统流量：

33m³/h,系统扬程：1.2MPa。(选用水泵：

38m³/h、1.2MPa、18.5KW一用一备)；设

备均配备机电一体化设计的适量泵并且

配备一对一的矢量模式变频器。 

2 二次供水设施的优化处理 

2.1储水设施的科学设计。利用分开

设计理念,完善储水设施。这就要求设计

人员将生活储水设施和消防储水设施分

开设计。如原有的陈旧储水设施,可直接

应用到消防用水储备中,建立新的储水

设施应用于生活储水；容积合理的储水

设施可利用分隔墙方式,划分成生活储

水和消防储水两部分,并注重两者间的

独立性。需要注意的是,隔离墙不可共同

使用,以免设施内水源停留时间过长,导

致微生物或细菌滋生对生活用水带来污

染。对于现有的储水容量较大的原储水

设施,可直接将其作为生活用水储水,之

后再结合建筑特征构建新型消防储水设

备,实现水资源的合理利用,减少污染的

产生。而无法将生活和消防用水分开的

储水设施,需要利用二次净化装置保证

水体质量。 

2.2提高储水设施的蓄水活性。储水

设施中水源是静止不动的,无任何流动

现象,长时间下,内部水源中细菌和微生

物的种类不断增多,杂质堆积在底层或

水源内,容易降低水质质量。为此,供水

企业应结合储水设施的性能,对其加以

改进,增加储水设施中水的活性。如架设

导流板,促使内部水源流动。例如,某供

水企业将现存的死水区现象,直接利用

导流板的安装,促进死水区水流流动,同

时储水箱两侧位置安装进出水管,加快

内部水流流动速度,将死水转变成活水,

减少水质长时间滞留存在的污染问题,

防止其中细菌等有害微生物的滋生。 

2.3做好储水设施附属管道的改造

工作。首先,在进水管道口位置设置控制

阀、在溢流管道上设置存水弯,借助两处

的科学管控,降低外界污染物的进入量,

实现管内水源的保护。其次,做好排水

管、隔离井、通气管、网罩的连接和安

装工作。排水管与隔离井连接,在储水设

施内安装通气管,数量控制在3个左右,

通气管安装并检查合格后,在通气管管

口位置安装网罩。这样的设计,一方面可

保证管内空气的有效流通,一方面也可

屏蔽外界污染物质的进入,改进内部水

质质量,维护居民用水安全。 

2.4现在使用较多的还是水箱作为

储水设施。水自身流动具有较好的自净

效果,可将含有的杂质及时清除干净,水

箱供水中,水处于静止状态,内部含有杂

质会不断沉淀堆积在底部,水质难以保

障,居民用水危险性增加。水箱供水相对

好一些,物业会定期安排人员对水箱进

行杀毒和清理,水污染系数较低,但也无

法避免人为操作失误导致内部有害物质

增加,居民用水仍存在安全隐患。且利用

蓄水池或水箱供水方式供应的水源不可

直接饮用,需实施过滤消毒处理。同时加

强生活水箱间管理人员责任心,定期巡

视检查二次供水设备系统的运行情况。

并定期进行对水箱进行清洗与消毒并做

记录。积极配合卫生防疫部门的年检及

工作检查。 

3 结语 

通过上文对城市二次供水加压方式

及管理模式的分析和说明,了解到二次

供水在居民用水保障上的重要作用,相

关作业人员需科学合理地选择供水加压

和管理方式,改善水质水量,提高供水的

可靠性和安全性,进而为居民生活及城

市发展贡献力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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