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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水业导航·

中国建筑学会建筑给水排水研究分会的任务与展望

中国建筑设计研究院机电专业设计研究院院长
中国建筑学会建筑给水排水研究分会理事长

　赵　锂

　　2008 年 10 月 24～26 日 ,我国给水排水界的精

英、骨干云集首都北京 ,出席中国建筑学会建筑给水

排水研究分会第一届学术交流会暨建筑给水排水研

究分会成立大会 ,这标志着我国建筑给水排水界经

过三代人为之努力奋斗近 20 年的心愿 ———在中国

建筑学会下成立建筑给水排水分会 (或专业委员

会) ,使建筑给水排水学术交流有更好的平台 ,可以

开展一些对学科发展有促进作用的工作 ,终于得以

实现。本次会议将载入建筑给水排水发展史册 ,具

有里程碑的历史意义。

1 　建筑给水排水技术发展

我国建筑给水排水技术发展 ,概括为房屋卫生技

术设备、室内给水排水和建筑给水排水三个发展时期。
(1) 房屋卫生技术设备时期 ,从设计理论、设计

方法、设计程序、设计阶段的划分、设计文件的编制深

度、绘图方法、设计质量管理制度及设计文件档案管

理等 ,基本上沿袭前苏联的设计管理体系开展工作。
(2) 室内给水排水时期 ,建筑工程设计人员对

“一边倒”的向前苏联学习进行了认真的总结和积极

的反思 ,于 1964 年制订并颁布了我国自己的《室内

给水排水和热水供应设计规范》( GBJ 15 —64) 。为

适应民用建筑不断发展的需要 ,1974 年又进行了较

全面的修订 ,将原规范侧重于工业建筑的内容 ,向兼

顾民用建筑和工业建筑的方面转变。
(3) 从 1978 年我国实行改革开放政策开始 ,国

民经济快速发展。建筑业也迅速崛起 ,各类大型及

高层民用建筑不断增多 ,国外一些先进产品的不断

引进和我国的新技术不断涌现 ,促使室内给水排水

工程理念的转变 ,使室内给水排水设计技术有了长

足的发展。建立了我国自己的建筑给水排水专业体

系 ,基本专业内容明确为以下五方面 : ①建筑物内部

的给水排水和卫生工程 ; ②建筑物内部的消防工程 ;

③建筑小区的给水排水及消防工程 ; ④工业建筑和特

殊地区给水排水工程 ; ⑤建筑水处理工程。1988 年颁

布第三版《室内给水排水和热水供应设计规范》,正式

更名为《建筑给水排水设计规范》( GBJ 15 —88) 。至

此 ,经过几代给水排水工程技术人员的摸索、探讨、研

究、总结 ,适合我国国情的建筑给水排水技术体系已

完整建立。
2 　建筑给水排水学术组织的建立

建筑给水排水技术的发展 ,在房屋卫生技术设

备时期至建筑给水排水的前期基本上是工程技术人

员在各自的工作岗位上自发承担并完成的。1986

年 6 月中国工程建设标准化协会建筑给水排水专业

委员会在山东省泰安市成立 ,1987 年 3 月中国土木

工程学会水工业分会建筑给水排水委员会在西安市

成立。这两个学术组织的成立 ,为建筑给水排水专业

有组织有计划进行全国性技术交流 ,开展科研工作 ,

制订相应的技术规范建立了组织保证。建筑给水排

水技术因此进入了蓬勃发展和不断创新的阶段。

1987 年起 ,水工业分会建筑给水排水委员会

先后组建了多个研讨会 ,包括气压给水研讨会、

消防给水技术研讨会、排水通气系统研讨会、建

筑水处理技术研讨会、气压给水工业协会、喷泉

研讨会、建筑设备隔震技术研讨会、气体消防研

讨会、建筑小区给水排水研讨会、游泳池给水排

水研讨会、热水供应研讨会和全国建筑给水排水

青年工程师协会。研讨会是临时性组织 ,一旦取

得成果 ,即宣告使命结束。

1998 年“两委会”换届 ,成立第四届委员会 ,

同时发出全国建筑给水排水研讨会改革条例 ,提

出将原研讨会合并为 5 个分会的设想 ,即给水分

会、热水分会、排水分会、水消防分会、气体消防

分会 ,仍保留青年工程师协会。2000 年上述 5 个

分会分别成立。

3 　中国建筑学会建筑给水排水研究分会的成立

3. 1 　中国建筑学会建筑给水排水研究分会成立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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意义

水工业分会是经中国科协批准并在民政部登记

的 ,是可以在全国开展活动的 ,建筑给水排水委员会

及其下属的研讨会或分会是不能独立组织学术活动

的。业界有识之士认识到 ,研讨会或分会应该是永

久性而不应是临时性的 ,这就需要寻找出路。在中

国建筑学会下申请成立建筑给水排水的二级组织是

唯一的选择 ,各学科的研讨会或委员会成为三级学

术组织 ,成为永久性学术组织。这也是我国建筑给

水排水从业人员长久以来的心愿。

中国建筑学会是我国建筑业的最高学术组织 ,

学会中主要相关专业 (结构、建筑电气、暖通空调、室

内设计等)均成立了各自的专业分会 ,唯独缺少建筑

给水排水专业。由于种种原因 ,建筑给水排水学界

长期游离于中国建筑学会。

3. 2 　申请历程

早在 1990 年“两委会”中 30 名专家就已联名向

中国建筑学会理事会提出申请 ,要求设立建筑给水

排水委员会 ,但没有得到回应。

1992 年 2 月 12 日给水排水专业的全国政协委

员蒋彦胤 ,在全国政协第七届全国委员会 ,提交了在

中国建筑学会下设建筑给水排水委员会的提案 ,同

年建设部办公厅对提案的答复是 :“不宜在中国建筑

学会下设立建筑给水排水委员会 ,但可考虑在中国

建筑学会暖通空调学术委员会基础上组成水暖学术

委员会”。

1995 年 11 月 27 日中国建筑学会第八届第四

次常务理事会批准筹备成立“建筑给水排水专业委

员会”。但由于种种原因 ,这次最为接近成功的申请

没能最终实施。

2005 年 3 月由中国建筑设计研究院牵头 ,会同

40 多家设计、科研单位的 50 多名专家再次联合提

出申请成立“中国建筑学会建筑给水排水分会”的报

告。同年 7 月在中国建筑学会第十一届二次常务理

事会议上进行研究 ,认为建筑给水排水专业属于建

筑工程 (含建筑、结构、暖通、电气、给水排水专业) 范

围 ;同时 ,该专业也属于中国建筑学会的业务范围。

全国建筑界现有一批经验丰富的从事建筑给水排水

专业工作的科技工作者 ,成立建筑给水排水分会 ,将

有助于促进建筑给水排水学科的发展 ,促进国内外

学术交流 ,提高学术水平 ,提高我国城市建筑节水技

术和水平 ,为建筑现代化做出新贡献。会议一致同

意成立中国建筑学会建筑给水排水分会。

2005 年 10 月 11 日中国建筑学会给中国建筑设

计研究院来函 :“关于拟成立中国建筑学会建筑给水

排水分会筹备组的函”,提议商请中国建筑设计研究院

作为分会的挂靠单位 ,并着手分会的组织筹备工作。

为了避免与筹建中的中国城镇供水排水协会发

生矛盾 ,建学秘书处与建设部人事司直属处协调 ,将

分会的名称改为“给水排水研究分会”,强调分会的

学术性质 ,以区别于水协的行业主管地位。

成立新的二级分会需要得到相关协会、学会的

认同 ,以确认业务范围不重复。建设部人事司要求

中国建筑学会取得中国土木工程学会、中国城镇供

水排水协会的认可。但由于中国城镇供水排水协会

在 2005 年也处于筹建阶段 ,中国城镇供水排水协会

是按建设部党组建党[2002 ]36 号文件规定 ,将中国

土木工程学会水工业分会和中国市政工程协会城市

排水专业委员会并入中国城镇供水协会的基础上组

建。于 2006 年 9 月 10 日召开了第一次会员代表大

会 ,在其业务范围内没有包括建筑给水排水的内容。

由于中国城镇供水排水协会的认可文件迟迟得

不到 ,分会筹备组通过建筑给水排水的全国学术会

议及时向同行沟通 ,汇报分会筹备的进程 ,呼吁大家

共同努力。2006 年 12 月建设部人事司最终得到中

国城镇供水排水协会的认可文件。

2007 年 4 月 4 日建设部人事司给中国建筑

学会电话通知 ,要求其提供“关于设立中国建筑

学会建筑给水排水分会补充说明”。重点说明该

专业分会设在建筑学会的必要性 ,该分会的业务

活动是否与中国城镇供水排水协会水工业分会

的业务活动重复。

2007 年 5 月建设部人事司同意分会的成立 ,并

报中国科协审核 ,10 月中国科协批准分会成立 ,并报

民政部 ,11 月民政部批准分会成立 ,并颁发社会团体

分支(代表)机构登记证书(社证字第 3546 —21 号) 。

4 　中国建筑学会建筑给水排水研究分会的任务与

展望

4. 1 　建筑给水排水研究分会的业务范围与任务

业务范围 :学术交流、理论研究、书刊编辑、科普

教育、国际合作、咨询服务。具体体现在以下几方面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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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了解建筑给水排水学科现状、动态 ,跟踪本

学科的发展、趋向 ,组织开展重点、热点问题研究和

交流 ,促进本学科的建设、发展、学术繁荣和科技进

步、创新 ,并紧密联系实际 ,促进科技转化为生产力 ;

(2) 参与制定国家和行业相关技术标准 ,根据

需要编辑出版学术专著、科技书刊及专业杂志 ,联合

大学、科研机构培养建筑给水排水专业设计、施工、

管理人才 ;

(3) 关注经济建设及建筑业的发展 ,向政府有

关部门提出政策、科技建议 ;

(4) 接受社会各界委托开展科技咨询 ,联系本

学科的实际 ,开展继续教育和科普工作 ;

(5) 在本学科范围内 ,接受上级学会委托 ,推荐

并协助发展资深会员及外籍会员 ;

(6) 接受政府委托 ,承担项目评估、成果鉴定 ,

负责中国建筑学会建筑设备优秀设计奖建筑给水排

水专业的评审。

4. 2 　建筑给水排水研究分会开展的工作
(1) 分会批准成立后 ,邀请国内著名的建筑师

为建筑给水排水研究分会设计了会标。
(2) 组织 43 名全国知名专家编制了《建筑给水

排水设计手册》(第二版) 。

《建筑给水排水设计手册》是由中国建筑工业出

版社于 1992 年出版的。自发行以来 ,17 年中共再

版 16 次 ,发行 70 000 册 ,是从事建筑给水排水设计

工程师必备的设计资料 ,被广大建筑给水排水设计

师亲切称为“白皮书”。

建筑给水排水技术在这 17 年中得到了蓬勃发

展 ,本手册的基础规范《建筑给水排水设计规范》
( GBJ 15 —88)也于 2003 年进行了全面的修订。建

设资源节约型、环境友好型社会是我国经济建设的

重心 ,大力发展节能省地型住宅、公共建筑 ,在工程

建设中推行节能、节水、节材、节地的新技术、新设

备、新材料 ,是设计人员都必须应对的。围绕国家的

建设原则 ,《建筑给水排水设计手册》(第二版) 重点

增加了以下几方面内容 : ①管道连接防污染措施 ;

②住宅给水秒流量计算采用概率修正公式 ; ③无负

压供水技术 ; ④管道直饮水技术 ; ⑤新型给水排水管

材 ; ⑥绿色、可再生能源 ; ⑦住宅生活热水水温的保证

技术 ; ⑧虹吸式屋面雨水排水系统 ; ⑨雨水利用工程 ;

⑩游泳池水处理技术 ; �瑏瑡冷却塔及水循环设计 ; �瑏瑢消防

水炮、大空间智能型主动喷水及水喷雾等灭火技术。
(3) 与北京工业大学联合建设中国建筑学会建

筑给水排水实验室。

这也是我国大专院校中第一个建筑给水排水实

验室。建筑给水排水还有很多基础性的工作需要开

展 ,如给水的最高日用水定额的调整、平均日用水定

额的建立 ;给水龙头的最佳出流量 (舒适流量) ;热水

系统小时变化系数的调整 ;太阳能与建筑一体化技

术 ;热泵应用技术 ;基于概率法的排水流量计算公

式 ;吸气阀在排水系统中的应用问题 ;排水立管的排

水能力 ;屋面雨水排水系统的流态等。希望通过学

会与高校联合建立的实验室 ,为有志于建筑给水排

水研究工作的科技工作者提供一个试验基地 ,并以

此为平台 ,开展国家级科研课题的申请与承担工作。
(4) 与生产企业合作 ,建立了不锈钢管道连接

实验室。

目前我国建筑给水用薄壁不锈钢管道在工程中

得到推广与利用 ,薄壁不锈钢管道的连接方式也是

百花齐放 ,百家争鸣。目前有卡压式连接、内插卡压

式连接、环压式连接、双环压式连接、卡凸式连接、锥

螺纹连接、限位活接式连接、锁扩式连接、承插氩弧

焊连接、对接氩弧焊连接等 ,上述的连接方式仅几种

有国家或行业产品标准。面对这些已在工程中使用

的连接方式 ,由学会联合企业的力量 ,对其进行连接

性能试验 ,给出试验结果 ,帮助企业改进产品。
(5) 组织了第一届中国建筑学会建筑设备 (给

水排水)工程优秀设计奖的评审工作。

为了适应建筑行业发展及促进设计技术进步 ,

提高我国建筑给水排水工程的设计水平 ,充分发挥

建筑给水排水工程设计人员的积极性和创造性 ,改

变以往建筑给水排水专业的设计评奖仅能依赖建筑

专业的状况 ,中国建筑学会决定在全国范围内设置

“中国建筑学会建筑给水排水工程优秀设计奖”。本

奖项为国内建筑给水排水设计最高荣誉奖 ,每两年

评选一次 ,每次设立一等奖 8 名 ,二等奖 16 名 ,三等

奖若干名。设立了详尽的评审原则 ,奖项按居住建

筑给水排水工程设计 ;公共建筑给水排水工程设计 ;

工业建筑给水排水工程设计三个方面设置。
(下转第 35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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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 3 N TU ,SDI < 4 ,满足反渗透进水 SDI < 5 的要求。

但对电导率、总碱度和总硬度的去除效果不明显。

(4) 渗透处理工艺对 TOC、电导率、CODMn 、

UV254 、浊度、总碱度和总硬度的去除率分别达到

93. 95 %、98. 94 %、90. 69 %、99. 83 %、93. 41 %、

89. 21 %、97. 94 %。最终产水电导率 ≤10 μS/ cm ,

符合部分行业的纯水使用要求 ,应用前景广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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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3 　建筑给水排水研究分会发展展望
(1) 目前建筑给水排水研究分会有会员 300 多

人 ,理事 100 人。而我国从事建筑给水排水的工程技

术人员有近 5 万人 ,为了提高分会的影响力与在业界

的认知度 ,还需加大会员的发展力度 ,同时加强制度

的建设与管理 ,增强服务意识 ,把分会建设成开展会

员活动的纽带 ,交流技术经验的桥梁 ,宣贯标准规范

的窗口 ,推进技术创新的论坛 ,培养专业人才的基地。
(2) 建筑给水排水研究分会拟建立如下的专业

委员会 :建筑给水专业委员会、建筑热水专业委员

会、建筑排水专业委员会、建筑消防专业委员会、建

筑水处理专业委员会、高校委员会、青年工程师委员

会、资深专家委员会等。
(3) 建筑给排水的技术发展需要与国际上发达

国家紧密联系 ,才能满足现代建设和可持续发展理

念。通过“走出去、请进来”方式 ,组织开展对外学术

交流 ,吸取国外最新研究成果和工程经验 ,借鉴发达

国家的技术标准、规范和手册 ,吸收新理论、新观点、

新概念、新技术、新设备和新方法 ,促进我国建筑给排

水技术的进步。国内迅速发展的建设现状 ,给建筑给

排水技术提供了空前的发展机遇 ,我国的建筑给排

水技术与过去相比已有很大发展 ,为中国建筑给排

水技术走出国门、走向世界创造了有利条件。
(4) 组织建筑给水排水的科研人员参与国家级

相关科研课题的工作 ,提高研发能力 ,加大再生能源

的开发应用、节水与水资源开发利用、节材与材料资

源合理利用等技术 ,围绕重点组织好新技术推广应

用工作 ,为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提供技术基础。
(5) 针对不同的领域 ,根据产品设备的发展需

求 ,在有条件的企业建立不同的实验室 ,开展有针对

性的基础试验 ,通过设计科研单位的技术力量 ,帮助

企业提高自主研发能力。
(6) 实现建筑给水排水国家工程设计大师零的

突破。

中国建筑学会建筑给水排水研究分会的成立 ,

对促进我国建筑给水排水行业的学术交流、新技术

的开发利用和人材的培养提供了更大的学术空间 ,

相信在全体会员的努力下 ,建筑给水排水事业将会

得到更好、更快的发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