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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在水生态污染恶化、水资源供应匮乏的形势下,优化水资源分配,提高水资源综合利用率显得至关重要。基于此,本文

围绕高层公共建筑给排水工程节能节水措施展开系统探究,旨在推动经济建设与生态文明的协同进步。 

[关键词] 高层公共建筑；给排水工程；节能节水措施 

 

相对于低层和中高层建筑,高层和超高层建筑的给排水

工程施工难度明显增大,相应的给排水工程量也更大,故而

需要解决的问题也越多。由于建筑能源消耗较大,因此需要

注意采取建筑节能环保措施。高层公共建筑给排水施工复

杂,需要认真研究,并采取科学合适的给排水工程节能节水

措施。 

1 高层公共建筑给水排水工程节水节能理念的内涵 

改革开放后,现代化城市建设面貌日新月异,然而生态

环境的污染恶化,能源供需失衡,制约了我国经济的可持续

发展。在这样的大环境背景下,建筑行业的节能节水理念应

运而生。从某种角度来说,绿色建筑与生态建筑是践行建筑

节能节水理念的重要载体。由此可见,要想推动建筑行业的

稳定发展,优化建筑给水排水工程设计与施工至关重要。 

建筑节水就是指节约利用水资源。结合以往积累的实践

经验可知,建筑节水主要包括开源节水、节流节水和过程节

水三种形式。其中,开源节水是利用雨水回收系统或中水循

环系统,完善水资源配套采集装置,以增大水资源综合利用

率。节流节水是指在使用过程中,配置完善的卫生器具,控制

水流压力,避免水资源的过量消耗。通常来说,此类卫生器应

用于家居生活用水领域,如可控水龙头、分压管道、限流喷

水装置等。 

针对过程节水,主要包括如下两种方式：其一,通过节省

时间的方式,间接控制水流量,避免水资源过度浪费；其二,

优化调整空调冷却循环系统,节约水资源。当下,各地区气候

异常现象屡见不鲜,空调成为改善居住环境品质的必要工

具。但是,空调的电能损耗与水资源损耗较大,不仅会加大能

源供应负担,还会排放大量的温室气体。为此,优化空调循环

系统,可节约水资源,控制排污量, 终达到节能环保的目的。 

2 建筑给水排水节能节水设计的实际意义 

如今,建筑行业的发展取得了有目共睹的成绩,并在很大

程度上改善了人们的品质。而由于建筑行业具有高能耗、重

污染的基本特征,在行业发展进程中,也暴露出诸多不足。建

筑行业属于高能耗产业,这在一定程度上加剧了能源危机。我

国水资源储备量居世界第六位,但人口总数逐年递增,人均资

源占有量极少。同时,我国各地区水源分配及降雨不均衡,水

资源供需关系失衡。据相关社会调查结果显示,全国范围内有

三分之二的城市处于缺水状态,而这也极大的制约了我国

市场经济的良好发展,降低了人们的物质文化生活水平。 

近年来,建筑行业迅猛发展,水资源损耗量占据城市用

水总量的绝对比重,并呈逐步递增趋势。水生态污染及水资

源供应匮乏成为制约经济可持续发展的关键因素。为此,建

筑行业应秉承与时俱进的基本原则,积极开展建筑节能节水

工作。尤其是高层公共建筑,施工人员要优化给水排水工程

设计,并采取行之有效的节能节水措施,提升污水处理效率

及水资源综合利用率,从而减轻生态环境污染,保证经济效

益、社会效益与生态效益 大化。在高层公共建筑给水排水

系统设计过程中,部分设计人员往往单凭主观理念执行设计

工作,缺乏全方面、多维度的分析,且其对先进技术的应用水

平较低,节能节水效果不理想,无法满足可持续发展需求。 

3 高层公共建筑给水排水工程节能节水措施 

3.1结合市政管网供水压力,按需供水 

要想确定高层公共建筑的供水量,首要前提是确定建筑

的总面积,然后根据建筑面积预估供水量。高层公共建筑的

给水系统的工作原理是,综合参考区域市政给水管网的限定

供水压力,完善调整给水方式,以满足居民的使用需求。针对

部分市政基础设施完善的地区,可采取叠压供水的方式,保

证供水压力。通常情况下,分区卫生器具的静力水压在0.45

兆帕以下。设计人员可以根据建筑功能分区,改进竖向分区

给水系统设计,增设给水转输泵与供水箱,控制水泵设置高

度,确保正常供水。 

3.2使用高性能管材和阀门 

通常情况下,高层公共建筑给排水管理多以镀锌管道为

主。但是,镀锌管道随使用年限的延长,会发生锈蚀,进而影

响水质,甚至危害公众身体健康。另外,若镀锌管道老化严重,

维修处理不及时,不仅会造成大量的水资源浪费,还会影响

居民的正常生活。对此,给排水系统设计人员需优选供水管

材,比如PP-R、PE、PVC、不锈钢等。这些材料具有强度等级

高,抗形变能力强,防锈蚀能力突出等优势特征。在整个供水

系统中,阀门是 基础且 重要的零配件。设计人员可选择

铜芯、陶瓷阀芯的阀门,提升水质安全等级。 

3.3设置建筑中水回收系统 

建筑中水是指,回收采集与净化处理生活污水,确保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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质达到使用标准要求。高效利用建筑中水,可提高水资源综

合利用率,节约成本。通常,经净化处理的中水可用于车辆清

洗、绿化灌溉和道路清洁。现阶段,各城市逐步推行建筑中

水系统,旨在优化水资源分配,实现资源回收利用,为构建节

约型社会奠定基础。据相关调查数据显示,配置中水循环系

统,住宅建筑实际用水量降低30—40%,污水排放减少35—

50%；商业建筑节水效果更为突出,实际用水量降低70%；科

研单位、医疗卫生服务机构、教育机构及公共事业单位的用

水量均降低40—45%左右。 

住宅建筑及高层公共建筑多以中水回收系统提供的水

源为主,而中水需要经过物理处理与生化处理两道工序。其

中,物理处理的核心原理是利用活性炭、白矾等具有净化特

性的物质吸除杂质,提升水质标准；生化处理是指依托各类

物质的化学反应,减少有毒害性的金属离子,提升水质标准。

针对中水设备选型,需要综合考量建筑面积、种类及功能等

多方面关键因素。 

3.4完善热水供应系统设计,利用可再生清洁型能源 

在建筑给排水设计过程中,要充分考虑热水供应问题,

完善给水系统设计,以防水资源过度浪费。高层公众建筑热

水供应环节的节能节水措施有：尽可能的缩短热水管道与取

水口的位置,减少冗余低温水,避免浪费。在满足水资源供应

需求的基础上, 大限度的降低热水使用量；应用新型保温

材料,调整保温措施；利用可再生能源作为水资源加热源。 

众所周知,太阳能是 具代表性的可再生清洁型能源,

被广泛应用到热水供应系统中。应用频率较高的太阳能加热

方式主要包括热管式和真空管式。这两种加热方式的核心原

理都是直接将太阳能转化为热能,具有热传导效率高,技术

操作流程简便,保温性能突出且不受环境因素干扰等优势特

征。需要格外注意的是,在持续低温季节或高纬度严寒地区,

应采取合理的防冻措施,以防造成不必要的损失。 

3.5增大雨水回收利用率 

我国建筑行业对雨水的回收利用率偏低。提高雨水综合

利用率,可以减轻水资源供应压力。雨水的采集、过滤、净

化及再利用,可达到节能环保的目的。雨水是获得自然水资

源的关键途径。采取行之有效的雨水净化处理措施,可确保

水质达到使用标准要求。通常,雨水净化处理方式多种多样,

工作人员要根据水质差异优化调整。 

例如,住宅小区所采集的雨水,由于化学需氧量较高,净

化处理难度较大；屋面采集的雨水,由于水质标准较高,回收

利用率较高。由此可知,高层公共建筑的屋面雨水采集可实

现雨水的循环利用,应当予以高度重视。建筑屋面雨水采集

操作流程为：通过管道将屋面雨水引流到雨水沉砂池,经过

沉淀处理,将处理后的雨水导流至蓄水池。经过投放消毒剂

等方法,将雨水处理成可循环利用的中水,暂存在中水系统

中,以便后续使用。 

3.6改善建筑消防系统 

消防系统相对于生活系统或其他用水系统的用水量是

不一样的,因此对于供水的水压要求也不同,如果仍采用相

同的供水设备进行供应则会对水资源造成极大的浪费,另外

还会增加管理的成本。而要解决这一问题,就必须将消防用

水系统和生活用水系统分开设置,如果将消防水和生活用水

储水池合二为一将会造成生活供水在储水池的存留时间过

长,造成水资源的浪费。消防用水由于其对水质的要求不是

很高,因此可以通过消防储水池、游泳池和喷泉水景等水设

施作为消防供水来源,达到水资源的再利用,大大节约了水

资源。 

4 结束语 

综上所述,在全面贯彻可持续发展理念的影响下,高层

公共建筑设计人员应当优化给水排水系统设计,并采集行之

有效的节能节水措施,以此实现工程经济效益与生态效益的

大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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