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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随着社会的不断发展和进步,为了满足环境友好型社会、资源节约型社会构建的需求,优化设计高层建筑的给水系统

非常重要。由于建筑水资源能耗约占整个社会能耗的 1/3,因此建筑节能节水就显得尤为重要。当前水资源匮乏形势紧迫,节

水节能势在必行,因而科技节水、科学用水才是建筑节水的有效途径。本文通过对高层建筑给水系统耗能现状的分析,探析给

水系统的节能设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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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层建筑是指高于28米的钢筋混凝土结构、10层或者是

10层以上的建筑结构。加压系统是高层给水系统所要使用的

系统,随着整个建筑逐渐加大暖通、给水、排水等能源消耗量,

以及广泛传播的节能意识,使得人们开始寻求优化设计建筑

的方法,从而达到节约能源消耗的目的,节约建筑的成本。因

此急需采取科学的方法优化设计高层建筑的给水系统。 

1 建筑给水系统的构成 

生活给水系统,所谓的生活给水系统实际上就是为人们

提供生活用水的给水系统,主要是满足人们对水压、水量等

的要求,同时,其水质标准还必须要符介相关的政策标准和

卫生规定要求。 

生产给水系统,其主要是用以对各类生产活动和制造活

动所需要的生产用水以及原料和产品等的洗涤的用水,其水

量、水质和水压的要求通常根据生产产品的种类、产品制造

的工艺等等小同而发生变化。第三,消防给水系统：这一系统

是属于专用给水系统的范畴,它的水质没有太大的要求,但是

必须要满足建筑防火的基本规范的水压以及水量的要求。 

建筑给水系统的给水方式有以下几种： 

1.1自接给水 

建筑室外管网的用水自接接入到室内的管网。在室外管

网的水量、水压以及水质等能够与室内对供水的要求相一致

使,可以采取之一技术方式,它具有着经济、简便的优势。而

这种给水方式通常要通过设置水箱来进行调节。而采取水箱

来进行调节时还必须要注意对水箱内水的防治问题,避免水

受到污染。 

1.2间接给水 

所谓的间接用水实际上就是室外管网的供水山升压的

设备或者水箱进入到室内的供水管网中,使水的压力和流量

小会受到给水管网的十扰。间接用水主要分为以下方式：第

一是设置水箱来进行给水；第二是设置水泵来进行给水；第

三是设置水泵和水箱来共同进行给水；第四是设置气压给水

的设备来进行给水。 

1.3分区给水 

高层建筑具有着高度大和层数多等特点,所以,必须对

其竖向的分成几个区来进行供水。否则会由于供水管道中的

静水压力太大,导致管道或者附加漏水、水流量太多产生噪

音等情况发生,情况严重的还会造成管道破裂、阀门损坏等

现象。 

2 高层建筑给水系统高耗能现状分析 

2.1超压出流现象 

高层建筑内部用户的各种卫生器具给水额定流量是结

合各自不同用途和使用要求,在给水配件单位时间的出水量

上有着不同的要求,超压出流现象指的是在实际生活中,给

水配件前的压力总是要超过 低工作压力,导致在单位时间

内,给水配件实际的出水量超出额定的流量现象,其中超压

出流量为两者之间的差值。 

2.2给水管道老化 

目前,高层建筑物给水管道材料的材质普遍为铸铁与塑

料,使用一段周期后会出现老化现象,如水龙头和水阀门,一

旦这部分构件出现磨损,会消耗水量。另一方面,水阀门、法

兰等给水管道连接处在长期运作下,同样存在漏水隐患；特

别是埋地性质的给水管道,容易因外部因素出现管道磨损,

导致高层建筑给水系统水量的过度浪费。 

2.3水资源浪费现象严重 

高层建筑给水系统的中的给水设备、管道设施等在长期

的使用记忆出现破坏、生锈、老化等问题,一旦发生这种问

题就会造成浪费水量的现象发生；而且漏水问题也常常出现

在给水管道阀门连接处和接缝处,这些地方一旦出现问题很

难被人发现,极易产生浪费水资源问题；不合理的选择给水

附件也会出现浪费水资源问题；另外不合理的水泵机组、给

水方式、给水分区等都会导致浪费水资源问题的发生。因此

需要优化设计高层建筑给水系统,保护水资源,防止浪费问

题的发生。 

2.4不科学的加压储水系统 

现阶段,高层建筑物在选择水泵机组时,过于追求水量

的提升,导致水资源出现大量浪费。水泵机组是高层建筑给

水系统中节能设计工作的重中之重,原因在于建筑物给水系

统内95%左右的电能都用来维持水泵机组的运作,要求根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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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筑给水系统的实际要求,选择型号、规格均合理的水泵。 

3 超压问题的解决方式与消防水箱的优化设计 

3.1超压问题 

对于高层建筑而言,要想保证给水系统稳定运行,就需

要针对超压问题,设置必要的减压措施以及装置,对其进行

适当地减压以及泄压处理,保证消防给水系统的可靠性。第

一,采取有效措施避免超压现象的产生。如,采取合适的水泵,

根据水泵的流量来确定每台水泵工作时的 佳工作压力,以

及所能承受的 大压力, 好选用恒压变流量变频调速水泵,

以适应更大范围的流量变化。第二,提高整个消防给水系统

的承压能力,可以使消防给水系统在一定情况下不出现超压,

使整个灭火过程的压力都在允许的范围内。这需要开发和使

用新型低成本、高效能的管道材料,以及安全经济、稳定可

靠的给水系统压力技术等。第三,采取相应的泄压和减压措

施。减压、泄压和稳压措施是指在工作压力超压后,能够及

时使消防系统的工作压力降至允许工作压力的范围内,包括

泄压阀、安全阀、稳压阀、气管阀等的安装。如,在减压阀

减压消火栓的设计中,首先要根据相关的公式及需水量要求

设计消火栓的数量,以符合国家的标准和实际的需求。 

3.2合理选择给水模式 

高层建筑给水系统的节能设计,需要结合实际需求,选

择经济性、技术可靠且供水安全的给水模式,实现节能设计

规划的整体性。其中,高层建筑给水系统的给水模式主要有：

气压罐、减压分区、高位水箱和变频泵无水箱等。因每一给

水模式都具备独特性与适用要求。在高层建筑给水系统的节

能设计过程中,要做到具体问题具体分析,选择合理的给水

模式,节约给水系统的成本支出,实现高层建筑给水系统节

能的经济性与科学性。 

3.3加强对太阳能资源的利用 

现阶段,太阳能资源作为新型清洁能源的一种,具备“取

之不尽、用之不竭”的特点,在高层建筑给水系统的节能设

计中得到广泛应用,如太阳能热水器。因我国大部分地区的

光照时间较长,适合应用太阳能热水器。太阳能资源的高效

利用,有利于实现对热能、电能与水资源的节约,属于当前高

层建筑给水系统节能设计的重要举措。 

3.4给水系统优化 

首先,高层建筑给水系统的合理分区。各分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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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水压大于0.35MPa的入户管, 好设置减压或

调压设施,减压阀设定压力 好在0.15MPa左右,如不需设置

减压阀层,压力设定 好在0.15～0.35MPa之间。 

其次,减压阀的设置。减压阀前应当设有控制阀、过滤

网和压力表,减压阀后应当设有压力表和控制阀,减压阀的

设置部位 好便于查看和维修。给水分区用减压阀应当两组

并联设置,且不设置其他通管。 

后,减压阀的选择。给水竖向分区可以采用可调式减

压阀或者比例式减压阀。人户管或配水支管减压时, 宜采

用可调式减压阀,减压阀的阀前后压差不应大于0.4MPa,要

求安静的场所不应大于0.3MPa,而采用比例式减压阀时减压

比例 好小于4:1。 

3.5分区管理给水系统 

进行分区的原因是高层建筑用水点的额定水压的实际

需求是普通室外管网供水压力无法满足的,为了保证供水就

需要借助其他的增压设备。在供水系统中进行分区有助于避

免水资源浪费现象的发生；同时也可以避免由于负压抽吸产

生的回流污染问题的发生；避免破坏给水系统管网、震动管

网、管网内出现噪音等情况的发生。另外在分区时还需要注

意一些问题,如对压力值应合理选择,合理划分给水系统等。

管道的水头损失、供水的高度直接决定了剩余水头,所以可

以了解到当出现降低水泵供水高度时,同时也会降低剩余水

头。而分区管理高层建筑给水系统有助于系统剩余水压的减

少,从而实现对给水系统的优化设计的目的。目前在高层建

筑给水系统分区给水的方式有减压分区给水、串联分区给

水、并联分区给水三种方式。 

4 结语 

综上所述,高层建筑给水系统无论是在设计的深度上还

是在技术的广度上都远远超过了一般的建筑给水,高层建筑

给水系统中的加压系统就极具代表性,其节能前景十分广

阔。在过去的给水设计中涉及节能的内容很少,较为专业的

节能措施也只是停留在依靠节水型卫生器具方面,但随着科

技的不断发展和人们对于节约能源意识的不断增强,国家对

于节能也越来越重视,一系列节能规范标准的出台,给水节

能方面提供了理论依据和技术支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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