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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筑给水·

国家标准《民用建筑节水设计标准》编制要点介绍
赵 　锂 　刘振印 　赵世明 　王耀堂 　赵 　昕 　朱跃云

(中国建筑设计研究院 ,北京 　100044)

　　摘要 　我国是一个水资源贫乏的国家 ,节水是我国的一项重要国策 ,但目前节水却无国家标准。

介绍了编制中的国家标准《民用建筑节水设计标准》的内容框架 ,并就标准重点解决的问题如用水定

额、节水率、用水器具的水压与水量、中水与雨水利用、节水评价等进行了分析探讨。

关键词 　节水 　用水定额 　节水率 　节水评价 　国家标准

　　我国是一个水资源贫乏的国家 ,又是一个水污

染严重的国家 ,人均水资源占有量仅为世界平均量

的 1/ 4 ,是世界 13 个缺水国家之一。北方地区的人

均水资源量为世界平均量的 1/ 30 ,是极度缺水的地

区。但我国存在普遍用水浪费的现象 ,并且这种现

象在某些城市、行业还很严重。节水是“四节一环

保”中的重要一环 ,节能在我国已有相应的标准规

范 ,节水却无标准 ,什么样的建筑可以称为“节水”建

筑 ,节水设计应采用什么系统、技术、设备及器具等

均无统一的要求。在最为基本的用水量指标方面也

无明确的规定 ,什么样的建筑应设置雨水利用设施

及中水收集系统 ,采用节水系统及器具应达到的节

水率为多少等均无要求。制定国家统一的节水设计

标准到了十分必要的阶段。

《民用建筑节水设计标准》(以下简称“标准”) 被

列为“2007 年工程建设标准规范制订、修订计划 (第

一批) ”中的第六项国家标准 (建标 [ 2007 ] 125 号) ,

目前“标准”的编制工作已开始 ,主编单位为中国建

筑设计研究院。

1 　“标准”的内容框架

“标准”的内容框架为 :1 总则 ;2 术语 ;3 建筑节

水设计计算参数 (本节包括用水定额、用水器具、

水嘴的水压及流量、节水率、水质等) ;4 再生水、雨

水的利用 ;5 建筑节水系统设计 (本节将从给水系

统 (包括消防水池的换水要求等) 、热水系统、饮用

水系统、循环水系统、公共浴室供水系统、浇洒系统

等给予规定) ;6 节水设备、器材及管材、管件 ;7 建筑

节水的计量、监测仪表及控制 ; 8 节水评价 ;附录节

水专篇。

2 　“标准”重点解决的问题

2. 1 　用水定额

《建筑给水排水设计规范》( GB 50015 —2003)

中规定了居住小区中的居民、公共建筑的最高日生

活用水量。居民的生活习惯、气候条件、缺水区与丰

水区的水费政策不同等 ,都对居民生活用水定额产

生影响。我国建筑物最高日用水量的数据是在 20

世纪 50 年代一些统计资料的基础上给出的。随着

国家经济的发展 ,科学技术的进步 ,节约用水作为我

国的一项国策在全国的推行 ,节水器具与节水五金

配件的普遍使用 ,居民节水意识的提高 ,原用水定额

已经不能反映现实社会的实际用水情况。

对于节水效果的评价、计算应按平均日用水定

额来衡量更合理。但《建筑给水排水设计规范》( GB

50015 —2003)中并没有给出居民、公共建筑物的平

均日用水量。《室外给水排水设计规范》( GB

50013 —2006)中给出了城市居民平均日用水定额 ,

对于小区居民、建筑物平均日用水定额如何确定 ,

《建筑中水设计规范》( GB 50336 —2002) 是根据城

市综合用水日变化系数折算成平均日给水量的 ,但

是否合理、符合实际 ,还应通过大量的统计调研来验

证。这将是本标准的一项重要内容。

图 1 为日本近 30 年人均用水量的统计曲线。

从图中可以看出 ,人均用水量在 1993 年前是呈现增

长的趋势 ,1993 年后呈下降趋势 ,基本上变化不大 ,

与我国《城市供水统计年鉴》(1990～2001 年) 中 555

个城市的用水资料统计基本一致 ,说明我国采取节

水措施后的用水量是呈下降趋势 ,并趋于平缓。

2. 2 　节水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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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 　日本城市不同给水人口用水量变化的统计

《绿色建筑评价标准》( GB/ T 50378 —2006) 中

将节水率定义为采用包括利用节水设施、非传统水

源在内的节水手段实际节约的水量占设计总用水量

的百分比 ,并给出计算公式见式 (1) :

Rwr =
W n - W m

W n
(1)

式中 Rwr ———节水率 ;

W n ———总用水量定额值 ,按照定额标准 ,根据

实际人口或用途估算的建筑用水量 ;

W m ———实际市政供水用水总量 ,按照各用水

途径实测出的用水量。

提出住宅建筑采用节水器具和设备 ,节水率不

低于 8 % ;办公楼、商场非传统水源利用率不低于

20 % ,旅馆不低于 15 %。

节水率如果采用最高日用水定额来计算总用水

量是不合理的 ,应采用平均日用水量定额。各种建

筑物的节水率指标应定为多少 ,还是采用非传统水

源利用率的概念 ,将是本标准的另一主要内容。

2. 3 　用水器具的水压与流量

《建筑给水排水设计规范》( GB 50015 —2003)

中规定水压大于 0. 35 MPa 的入户管 (或配水横

管) ,宜设减压或调压设施。用水器具的最佳使用水

压应为多少 ,即在满足使用要求的前提下 ,用水点的

使用压力。日本提出舒适流量的概念 ,即在一定的水

压下 ,用水器具的出流量能满足使用者的需求且不产

生冲击、溅水的最佳流量。不同的用水器具其舒适流

量是不同的 ,洗脸的舒适流量为 8. 5 L/ min ,手洗衣物

为 10. 5 L/ min ,洗发为 8 L/ min ,淋浴喷头为 8. 5 L/

min。我国城镇建设行业标准《节水型生活用水器具》

(CJ 164 —2002)中给出节水型水嘴应在 0. 1 MPa 和

管径 15 mm 下 ,最大流量不大于 0. 15 L/ s ;便器冲

洗阀应在水压为 0. 3 MPa 时 ,大便器一次冲洗水量

为 6～8 L ,小便器一次冲洗水量为 2～4 L ,冲洗时

间 3～10 s ;淋浴器喷头应在 0. 1 MPa 和管径 15

mm 下 ,最大流量不大于 0. 15 L/ s。本标准将与霍

尼韦尔公司一同开展我国不同用水器具舒适流量的

测定工作 ,为给水系统压力的设定提供依据。

美国对在居住建筑中采用非节水器具与节水器

具的家庭用水进行对比 ,见图 2、图 3。

从上述的比较可以看出 ,采用节水器具后 ,每天

可节水 66. 6 L ,每年可节水 23 976 L (约 24 m3 ) 。

2. 4 　中水与雨水利用

《建筑中水设计规范》( GB 50336 —2002) 中规

定 :缺水城市和缺水地区适合建设中水设施的

工程项目 ,应按照当地有关规定配套建设中水设

施。中水设施必须与主体工程同时设计 ,同时施工 ,

同时使用。《建筑于小区雨水利用工程技术规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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节水措施在建筑给排水设计中的应用
李 　鹰1 　商保平2

(1 同济大学建筑设计研究院商业分院 ,上海 　200092 ; 2 暨南大学建筑设计研究院 ,广州 　510632)

　　摘要 　在建筑给排水工程设计中 ,从源头做起 ,充分运用各种节水措施 ,是给排水专业技术人员

的当务之急。从给水系统选择、节水器具和器材的选用、雨污水的回收利用等方面 ,介绍了建筑节水

的相关措施。

关键词 　给水系统 　节水器具和器材 　雨污水的回收利用 　节水

　　2004 年 4 月 8 日 ,国务院办公厅下发了《关于开

展资源节约活动的通知》的 30 号文件 ,文件要求在全

国范围内组织开展资源节约活动 ,全面推进能源、原

材料、水等资源节约和综合利用工作 ,其中明确了一

些具体指标 ,如万元 GDP 能耗下降 5 % ,万元 GDP 取

水量比下降 10 % ,水的重复利用率提高 5 %等。

在 21 世纪的今天 ,作为建筑给排水的专业技术

人员 ,节水的概念已不是传统意义上节约用水、减少

用水量 ,而应当是在满足使用要求、不降低人们的生

活质量和不影响给排水系统正常运行的前提下 ,如

何加强管理 ,依靠科技进步 ,采取先进的技术措施 ,

提高水的有效利用率 ,减少无用耗水量。本文试着

从建筑给排水设计中给水系统的选择、节水器具和

器材的选用、雨污水的回收利用等三方面作些探讨。

1 　给水系统的选择

给水系统的任务是在满足用户水质、水量和水

( GB 5044 —2007) 中规定 :设置雨水利用系统的建

筑物和小区 ,其规划和设计阶段应包括雨水利用的

内容。雨水利用设施应与项目主体工程同时设计 ,

同时施工 ,同时使用。上述两本规范中均没有给出

建设中水设施和雨水利用设施的具体规模 ,而应按

工程所在地的规定执行 ,目前国家也无统一的要求。

如北京市“关于加强中水设施建设管理的通告”中规

定 :建筑面积 5 万 m2 以上 ,或可回收水量大于 150

m3 / d 的居住区必须建设中水设施。“关于加强建设

工程用地内雨水资源利用的暂行规定”中规定 :凡在

本市行政区域内 ,新建、改建、扩建工程 (含各类建筑

物、广场、停车场、道路、桥梁和其他构筑物等建设工

程设施 ,以下统称为建设工程)均应进行雨水利用工

程设计和建设。地方政府结合本地区的特点制定了

符合自己实际情况的中水设施和雨水利用工程的实

施办法。本标准将给出全国范围内设置中水利用设

施与雨水利用设施的具体要求与规定。

2. 5 　节水评价

节水评价是采用节水设计后应达到的指标 ,即

考核指标 ,是衡量用户用水 (节水)的一种尺度。不

同的考核指标往往只能反映节水状况的一个侧面 ,为

了全面衡量建筑物节水水平 ,应设置若干种节水考核

指标进行评价。任何考核指标都是相对于某一种用

水系统而言 ,即应有确定的用水系统边界 ,并在一定

测试阶段内 ,各种水量的输入、输出应保持平衡。

考核指标有 :节水率、非传统水源利用率、冷却

水的循环利用率、游泳池水的循环利用率、生活用水

户表率、管网漏失率等。

3 　结语

《民用建筑节水设计标准》的制定 ,将使我国在

建筑节水领域有章可循 ,为建设节水型社会提供技

术上的保证。节水型社会的建设是一项系统工程 ,

它既需要国家制定相关的法律和指标体系 ,又需要

全民提高节水意识 ,还需要工程技术人员在工程建

设阶段将节水的概念、措施体现在工程的实施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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