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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摘要　介绍了北京市地方标准《雨水控制与利用工程设计规范》（ＤＢ１１／６８５－２０１３）的编制背景、
目标设定和主要条款的设置。内容包括北京市水环境的特点、降雨资料、雨水控制与利用工程概况、
地方政府相关文件等，有助于对该规范的理解。

关键词　雨水控制与利用　工程设计规范　背景　目标　解读

１　规范编制背景

北京市地处华北平原北端，水资源匮 乏 的 海 河

流域，多年平均年降水量为５９５ｍｍ，人均水资源不

足３００ｍ３，属 于 严 重 缺 水 地 区。同 时，随 着 城 市 化

进程的不断加快，城市地区不透水地面面积逐年增

长，雨水资源流失、地下水位下降等问题日益突出，
也造成城市内涝频现，给人们的生命和财产安全造

成危害。北京市政府十分重视雨洪减灾与利用，自

２０００年起陆续出台了一系列相关政策并于２００９年

组织编写并颁布了北京市地方规程《城市雨水利用

工程技术规程》（ＤＢ　１１／Ｔ　６８５—２００９），为北京市雨

水利用工程建设提供了强有力的支持。
近几年北京市强降雨频现，雨水利用 系 统 降 低

外排雨水量、减轻洪涝现象的重要性更加突出。在

北京市规委组织倡导下，由北京市建筑设计研究院

有限公司、北京市市政工程设计研究总院有限公司、
北京市水利科学研究院为主编单位，中国建筑设计

研究院、北京建筑大学、北京泰宁科创有限公司为参

编单位的编制组根据京质监标发［２０１２］２０号文件，
编制《雨 水 控 制 与 利 用 工 程 设 计 规 范》（ＤＢ　１１／

６８５—２０１３，以下简称“规范”）。“规 范”将 升 格 为 工

程建设标准，编制完成后将替代《城市雨水利用工程

技术规程》（ＤＢ　１１／Ｔ　６８５—２００９），成为指导北京市

雨水利用工程的新的技术标准。“规范”于２０１４年

２月１日起实 施，是 全 国 第 一 本 强 制 性 执 行 的 有 关

雨水控制与利用的地方规范。

２　北京市雨水利用工程介绍

２．１　自然条件

北京市年可用水资源总量４３．３３亿ｍ３，人均水

资源占有量不足３００ｍ３，约为全国人均水资源占有

量的１／８，属 资 源 型 缺 水 和 水 质 型 缺 水 严 重 的 城

市［１］。北京地区多年年降雨量统计见表１［２］。北京

地区土壤类型多样，其地带性土壤为褐土。北 京 市

山地淋溶褐土所占面积最大，其次是普通褐土和潮

土。北京市地下水主要接受大气降水入渗补 给、山

区河谷潜流补给及地表水体入渗补给，全市平原区

地下水多年平均补给量约为１６．８亿ｍ３，见图１。从

图１可以看出，１９９９年以前北京市地下水埋深与地

下水资源补给量呈良好的正相关关系，基本处于动

态均衡 状 态，１９８６～１９９８年 年 末１３年 间 全 市 累 计

降深仅为１．９２ｍ，年降幅为０．１５ｍ；但在１９９９年以

后，因连续遭遇枯水年，全市地下水埋深呈直线下降

趋 势，１９９９～２００９ 年 年 末 全 市 累 计 降 深 达 到

９．８６ｍ，年降幅达０．９０ｍ［３］。
北京地处大陆干冷气团向东南移 动 的 通 道 上，

每年从１０月到翌年５月受来自西伯利亚的干冷气

团控制，只有６～９月前后三个多月受到海洋暖湿气

团的影响，所 以 降 水 主 要 集 中 在 夏 季，年 降 水８５％
集中在６～９月份［１，４］，尤其７月下旬～８月 上 旬 极

易出现暴雨或连续性降雨。北京地区不同月份降雨

量比例见图２。

２．２　雨水控制与利用工程概况

北京市是我国最早提出雨水利用设想的城市之

一，早在２０世纪９０年代初，就提出了北京城区雨洪

利用的对策 和 技 术。２０００年 北 京 市 启 动 中 德 合 作

“北京城区雨洪控制与利用”项目，历经５年，共建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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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１　北京地区多年年降雨量统计（单位：ｍｍ）

年份 降雨量 年份 降雨量 年份 降雨量 年份 降雨量

１９５３ 　６４５　 １９６８　 ３８０　 １９８３　 ４９０　 １９９８　 ７３２

１９５４　 ９３１　 １９６９　 ８９３　 １９８４　 ４８９　 １９９９　 ２６７

１９５５　 ９２４　 １９７０　 ５７６　 １９８５　 ７２１　 ２０００　 ３７１

１９５６　 １　０８１　 １９７１　 ４８４　 １９８６　 ６６５　 ２００１　 ３３９

１９５７　 ４３８　 １９７２　 ３５１　 １９８７　 ６８４　 ２００２　 ３７０

１９５８　 ６７７　 １９７３　 ６６９　 １９８８　 ６７３　 ２００３　 ４４５

１９５９　 １　３６１　 １９７４　 ４５７　 １９８９　 ４４２　 ２００４　 ４８４

１９６０　 ５０５　 １９７５　 ３９０　 １９９０　 ７４８　 ２００５　 ４１１

１９６１　 ５８９　 １９７６　 ６６５　 １９９１　 ６９７　 ２００６　 ３１８

１９６２　 ３４５　 １９７７　 ７７３　 １９９２　 ５４２　 ２００７　 ４８４

１９６３　 ７６８　 １９７８　 ６５４　 １９９３　 ５０７　 ２００８　 ６２６

１９６４　 ７４１　 １９７９　 ６５７　 １９９４　 ８１３　 ２００９　 ４８１

１９６５　 ２５６　 １９８０　 ３８１　 １９９５　 ５７３　 ２０１０　 ５２３

１９６６　 ４９６　 １９８１　 ３９３　 １９９６　 ６９８　 ２０１１　 ７２１

１９６７　 ５７４　 １９８２　 ５４４　 １９９７　 ４３１　 ２０１２　 ７２６

图１　北京市平原区地下水补给量与地下水埋深变化

图２　北京地区不同月份降雨量比例

５种模式、６个不同雨洪利用工程示范小区和１个雨

洪利用中心试验场。随后十年间在北京市政府的大

力推动下，全市雨水 控 制 与 利 用 工 程 迅 速 发 展，至

表２　北京市近年雨水利用工程概况

年份 简介
工程

数量／个

２００４
　全市共推 广 建 设３８处 示 范 工 程，总 汇 水 面

积７４５ｈｍ２，年节水量约９２万ｍ３
３８

２００５

　建成雨水 利 用 工 程５３项，年 综 合 利 用 雨 水

量９９万 ｍ３；此 外，还 在 凉 水 河、通 惠 河、潮 白

河上建成了３处重点雨洪利用工程，工程总滞

蓄能力为１　９６６．３万ｍ３

５３

２００６
　全市共建雨水利用工程１０３处，总雨水利用

量达２　０５８．３万ｍ３
１０３

２００７

　共建设雨水利用项目４８０余项，总的汇水面

积达到３　１００万 ｍ２，铺 装 透 水 砖９０万 ｍ２，建

设下凹式绿地１４０万 ｍ２，年 综 合 利 用 雨 水 量

达到２　８８８．３万ｍ３

４０８

２０１０

　北京地区 雨 水 利 用 工 程 建 设 数 量 达 到６８８
项，已建成的雨水收集池及景观水体的蓄水能

力达到３０３万 ｍ３／ａ，共 建 设 透 水 铺 装３１５万

ｍ２，下凹式绿地面积达到２８０万ｍ２，全市每年

的综合雨水利用量达到４　２０６．３万ｍ３

６８８

２０１２
　城镇共建设雨水利用工程８０８处，年综合利

用雨水量５　７０６．３万ｍ３
８０８

２０１２年底，城 镇 共 建 设 雨 水 利 用 工 程８０８处，年 综

合利用雨水量５　７０６．３万ｍ３［５］。北京市近年雨水利

用工程建设概况见表２。

２．３　北京市政府相关政策

北 京 市 政 府 对 实 施 雨 水 控 制 与 利 用 高 度 重

视，近 年 来 相 关 规 定 频 出。以 经 济 管 理、技 术 管

理、社 会 管 理 等 行 政 和 司 法 手 段 促 进 雨 水 利 用，

从 而 缓 解 水 资 源 的 需 求，最 终 达 到 水 资 源 及 生 态

的 可 持 续 发 展。

２０００年北京市政府颁布了《北京市节约用水若

干规定》（６６号 令），首 次 对 雨 水 利 用 进 行 了 明 确 的

规定。以后的２００３～２０１２的十年间，北京市人民政

府及其相关管理部门 北京市规划委员会和水利局、

发改委、建委等多次下发相应规定，自２０１２年 起 雨

水控制与利用工程已纳入规划审批管理体系，与总

体工程同时 审 理。２０１２年 北 京 市 规 划 委 员 会 颁 布

了“关于加强雨水利用工程规划管理有关事项的通

知（试行）（［２０１２］７９１号）”和“新建建设工程雨水控

制与 利 用 技 术 要 点（暂 行）的 通 知（［２０１２］１３１６
号）”，从规划设计层面对北京市新、改、扩建工 程 设

置雨水控制 与 利 用 工 程 及 其 设 施 规 模 提 出 明 确 要

求。对北京市雨水控制与利用的工程建设起到了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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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的推广指导作用。

３　规范编制思路

３．１　编制目的

北京市早在２０世纪９０年代初，就开展了“北京

市水资源开发利用的关键问题之一———雨水利用研

究”课题的研究，对屋顶—渗井系统和草坪拦蓄雨洪

的效果进行 了 初 步 研 究。１９９６年 在 天 秀 小 区 等 进

行了雨水利用示范工程建设，并逐渐推广至２００８年

奥运工程得到广泛实施，经历了近二十年，积累了丰

富的经验。经过工程回访，凡实施了雨水控制与 利

用的工程在历次强降雨中均不同程度地减轻了周边

区域积水 现 象，对 减 轻 洪 涝 灾 害 发 挥 了 重 要 作 用。
目前，雨水控制与利用技术已在奥运中心区下沉花

园、国家体育场、双紫园小区、奥运中心区市政工程、
东直门立交桥及京承高速公路等多项工程中得到应

用。通过工程实践，北京地区已具备了理论基础 并

积累了丰富的工程经验。因此，总结、完善雨水控制

与利用工程技术体系，及时编制北京地区的雨水利

用工程设计标准，对推广雨水控制与利用工程经验，
从技术上规范、指导北京地区雨水利用工程的规划、
设计，将对雨水控制与利用工程的规划、设计起到重

要指导作用，使其做到经济合理、安全可靠；对北京

地区的雨水控制与利用工程建设，具有非常重要的

意义。

３．２　主导思想

“规范”以低 影 响 开 发（ＬＩＤ）为 主 导 理 念，强 调

在源头汇水面维持和保护场地自然水文功能，降低

因城市开发产生的降雨径流对环境的污染冲击和影

响；合理利用绿地和景观空间，采用分散、生态的雨

水系统对降雨进行控制和利用；最大限度地减少场

地开发对城市排水的压力和原有水文和水生态环境

的破坏。降低地面径流水量对地表、河道水体产 生

不良的冲击影响，同时减轻因此产生的面源污染对

环境的影响和建成区排水管网等基础市政设施的冲

击。低影响开发提倡雨水的源头及分散控制，恢 复

场地开发前的水文状态。“规范”的编制以该理念为

基础，提出加强雨水的滞蓄，削减暴雨峰值径流，减

少全年雨水的排放量，减轻城市内涝灾害，并最终实

现雨水资源化为总体目标。
雨水控制与利用是涉及全过程和全专业的系统

工程，应从源头开始加以控制，制定雨水规划、控制

地面汇水流域、高程及地面做法等各个方面。同时，
根据北京地区具体情况还需要市政设施建设和管理

部门的参与，这需要多专业、多部门间的协调配合才

能实现合理的规划与设计，因此，本规范并不局限于

给排水专业。
“规范”从满足工程建设需要出发，更新北 京 地

区降雨资料和 暴 雨 强 度 公 式。以 低 影 响 开 发 为 理

念，通过工程实例调研、文献整理及典型案例 试 算，
结合北京市相关政策提出雨水控制与利用标准，整

理完善雨水规划和雨水控制与利用工程设计所需的

各项参数和计算方法，归纳出入渗、储存及调蓄等雨

水控制与利用系统的设计方法，为北京市的雨水控

制与利用工程建设提供技术支持。

３．３　章节设置

“规范”分为总则、术语符号、设计 计 算、建 筑 与

小区、市政工程五个章节。设计计算为第三章，其中

将涉及工程计算的降雨量资料、暴雨强度公式、径流

系数、水质指标、蒸发量、渗透系统等设计参数单独

编为一节为 设 计 参 数；雨 水 径 流 总 量、设 计 流 量 计

算、回用水定额及水量平衡分析编为水量计算章节，
便于设计人员采用。考虑到工程性质不同、条 件 不

同、控制方法及指标不同，第四、五章按不同类别将

建筑小区和市政工程雨水控制与利用分别成章，避

免执行中出现不必要的分歧。

４　主要内容简介

“规范”为 强 制 性 标 准，共 有 强 制 性 条 款９条。
其中：

“１．０．３北 京 市 新 建、改 建、扩 建 建 设 项 目 的 规

划和设计应包括雨水控制与利用的内容。雨水控制

与利用设施应与项目主体工程同时规划设计、同时

施工、同时投入使用。”强调雨水控制与利用工 程 的

重要性。因国家全文强制标准ＧＢ　５０７８８《城镇给水

排水技术规范》中相应有条款“城镇给水排水系统中

有关生产安全、环境保护和节水设施的建设，应与主

体工程同时设计、同时施工、同时投产使用。”同时北

京水务局在《关于加强建设项目雨水利用工作的通

知》京水务 节［２００６］４２号 及 规 划 委“关 于 加 强 雨 水

利用工程规划管理有关事项的通知（试行）（［２０１２］

７９１号）”和“新 建 建 设 工 程 雨 水 控 制 与 利 用 技 术 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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点（暂行）的通知（［２０１２］１３１６号）”中均明确提出相

同要求。本条款设为强制性条款。
“１．０．７雨 水 控 制 与 利 用 设 施 应 采 取 保 障 公 众

安全的防护措施。”；“４．４．２雨水入渗场所应不引起

地质灾害及损害建筑物，下列场所不得采用雨水入

渗系 统：１ 可 能 造 成 陡 坡 坍 塌、滑 坡 灾 害 的 场 所；

２自重湿陷性黄土、膨胀土和高含盐土等特殊土壤

地质场所。”；“４．８．９雨水回用系统应采取防止误饮

误用措施。雨水供水管外壁应按设计规定涂色或标

识。当设有取水口时，应设锁具或专门开启工具，并
有明显的“雨水”标识。”等条款中涉及人民生命财产

安全，身体健康列强制性条款。

４．１　主要控制参数

“规范”中涉及计算的参数主要包括典型降雨资

料、径流系数、渗透系数、回用水定额等。主 要 计 算

内容包括径流总量计算、设计流量计算、雨水弃流量

计算、回用量计算、水量平衡分析计算、渗透设施渗

透量计算等。为增加“规范”的可操作性，修编过程

中编制组在已有工作经验和计算机模型模拟的基础

上，尽量减化计算，将设计所需的计算和控制指标参

数化，便于设计人员应用。如项目控制径流系数、工
程所需配建雨水调蓄设施、透水铺装面积等指标。

“规范”规定“雨水控制与利用工程的设计标准，
应使得建设 区 域 的 外 排 水 总 量 不 大 于 开 发 前 的 水

平，并满足以下要求：１已建成城区的外排雨水流量

径流系数不大于０．５；２新开发区域外排雨水流量径

流系数不大于０．４；３外排雨水峰值流量不大于市政

管网的接纳能力。”要求已建成城区的外排雨水流量

径流系数不大于０．５，由于在ＧＢ　５０４００《建筑与小区

雨水利用工程技术规范》中规定“建设用地雨水外排

流量径流系数宜按扣损法经计算确定，资料不足时

可采用０．２５～０．４”，当溢流排水的设计重现期比雨

水利用设施的降雨量设计重现期大１年以内时，取

用下限值，当前者比后者大２年左右时，取高限值，
当前者比后者大５年时，取０．５；按照目前北京地区

按３～５年的重现期标准，已建城区的外排径流系数

应取０．５；同时，ＧＢ　５００１４《室 外 排 水 设 计 规 范》中，
提出“北京市的综合径流系数为０．５～０．７”，即市政

设施 要 求 建 设 项 目 控 制 的 外 排 雨 水 径 流 系 数 为

０．５～０．７；参考北京市地方规划对 已 建 城 区 的 外 排

径流系数规定 为 不 大 于０．５５，另 外，考 虑 到 已 建 成

区域的用地紧张，硬化程度普遍较高，加大滞蓄设施

成本较高，不经济。新开发区域外排雨水流量 径 流

系数不大于０．４，因 为 新 建 区 域 的 开 发 前 状 态 为 农

田或绿地，绿地的流量径流系数般为０．３，当绿地土

壤饱和后，径 流 系 数 可 达 到０．４。为 满 足 低 影 响 开

发的要求，新发区域开发后外排总量应不大于开发

前的水平；规范编制初期北京市建筑设计研究院有

限公司对多个已建成的新开发区域内的雨水设施进

行回访研究，并 通 过 北 京 建 筑 大 学 应 用ＳＷＭＭ 模

拟计算得出：从实际减排的效果来看，当区域内的雨

水设施在５年重现期下能控制区域的外排雨水流量

径流系数不大于０．４时，区域内的雨水设计标准即

可达到年均径流总量控制率大于０．８５，即区域内的

年均外排雨水径流系数为不大于０．１５的水平；而且

雨水的过量收集会导致原有水体的萎缩或影响水系

统的良性循环，要使硬化地面恢复到自然地貌的环

境水平，最佳的雨水控制量应以雨水排放量接近自

然地貌为标准，因此从经济性和维持区域性水环境

的良性循环角度出发，径流的控制率也不宜过大而

应有合适的量。在自然地貌或绿地的情况下，径 流

系数通常为０．１５左右，即年均雨水径流总量宜控制

在８５％左右。通 过 北 京 市 建 筑 设 计 研 究 院 有 限 公

司对实际建设项目进行研究计算，并经北京建筑大

学应用计算机模拟软件校核 验证得出：在５年重现

期标准下，外排雨水流量径流系数控制在不大于０．４，
即能达到对年均雨水径流总量控制在８５％的水平，
因此对外排雨水流量径流系数的取值不宜小于０．４
这一数值。

“４．２．３雨 水 控 制 与 利 用 规 划 应 优 先 利 用 低 洼

地形、下凹 式 绿 地、透 水 铺 装 等 设 施 减 少 外 排 雨 水

量，并满足以下规定：１新 建 工 程 硬 化 面 积 达２　０００
平方米及以上的项目，应配建雨水调蓄设施，具体配

建标准为：每千平方米硬化面积配建调蓄容积不小

于３０立方米的雨水调蓄设施；２凡涉及绿地率指标

要求的建设工程，绿地中至少应有５０％为用于滞留

雨水的下凹式绿地；３公共停车场、人行道、步行街、
自行车道和休闲广场、室外庭院的透水铺装率不小

于７０％；４新 开 发 区 域 年 径 流 总 量 控 制 率 不 低 于

８５％；其 他 区 域 不 低 于 ７０％。”本 条 参 照 市 规 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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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０１２］１３１６号文《新建建设工程雨水控制与利用技

术要点（暂行）》中的要求作出规定。雨水调蓄对削

减峰值流量起到非常重要的作用，基于控制大中型

工程的雨水外排流量考虑，提出每２　０００ｍ２ 硬化面

积以上的项目要配建雨水调蓄设施。每千 ｍ２ 硬化

面积配建３０ｍ３ 的雨水调蓄设施，可控制３３ｍｍ厚

度的降雨，由统计数据可得这一数值的设计降雨量

可实现年径流总量控制率为８５％，已经满足低影响

开发要求。根据北京市建筑设计研究院有限公司对

多个居住小 区 及 公 建 项 目 的 雨 水 设 施 进 行 计 算 研

究，当每千ｍ２ 硬 化 面 积 配 建３０ｍ３ 的 雨 水 调 蓄 设

施时，在３～５年重现期的设计降雨情况下，外排雨

水峰值流量系数均能控制在不大于０．４。低影响开

发是应尽可能地维持场地原有的水文状态，每千ｍ２

配建３０ｍ３ 的雨水调蓄设施，已经满足了开发前的

水平。雨水控制与利用不提倡多做雨水调蓄池，鼓

励利用景观 水 体、收 集 池、下 渗 设 施 等 作 为 调 蓄 空

间，既有利 于 削 减 峰 值 流 量，又 兼 顾 雨 水 的 收 集 利

用。同时可根据具体情况开发雨水收集池和调蓄池

作为自然灾害发生时兼作城市备用水源的功能。由

于仅下凹５０ｍｍ的绿地只能消纳自身区域的降雨，
对整个区域的滞蓄作用不大，此部分下凹空间不计

算在调蓄空间内。其他雨水设施如具有调蓄空间的

景观水体、降雨前能及时排空的雨水收集池、洼地及

入渗设施等均对区域雨水调蓄起到作用，因此将雨

水调节池容积、景观水体的调蓄空间、雨水收集池排

空后的容积、洼地及入渗设施的调蓄容积计算在调

蓄空间内。由于下凹绿地及透水铺装不但有利于滞

蓄雨水、削减峰值流量，同时对径流面源污染截留、
地下水位提高、改善周边空气环境等都有较明显的

作用，应大力推广。绿地率指标要求指的是覆土 深

度满足规划绿地要求的绿地面积。本条款参照市规

发［２０１２］１３１６号文《新建建设工程雨水控制与利用

技术要点（暂行）》中的要求作出规定。考虑到目前

建设项目用地紧张，地下建筑及下沉广场日益增多，
透水铺装下垫面条件不满足要求的区域较多，因此

维持５０％下凹绿地及７０％透水铺装的要求。

４．２　主要技术手段

其中包括透水铺装、下凹绿 地、生 物 滞 留 设 施、
渗透池、雨水储存池等。规范中对常见技术手段 及

工程方法都做了较为细致的规定。
透水铺装：透水铺装地面设计降雨 量 应 不 小 于

４５ｍｍ，降雨持续时间为６０ｍｉｎ，透水铺装地面结构

应符合行业标准，同时满足当透水铺装设置在地下

室顶板上时，其覆土厚度不应小于６００ｍｍ，并应增

设排水层；透水面层渗透系数应大于１×１０－４　ｍ／ｓ，
当采用可种植植物的面层时，宜在下面垫层中混合

一定比例的营养土；透水面砖的有效孔隙率应不小

于８％，透水混凝土的有效孔隙率应不小于１０％；当
面层采用透水面砖时，其抗压强度、抗折强度、抗磨

长度等应符合行业标准要求。透水找平层渗透系数

不小于面层，宜采用细石透水混凝土、干砂、碎石或

石屑等，厚 度 宜 为２０～５０ｍｍ；透 水 基 层 和 透 水 底

基层渗透系数应大于面层，底基层宜采用级配碎石、
中、粗砂或天然级配砂砾料等，基层宜采用级配碎石

或者透水混凝土；透水混凝土的有效孔隙率应大于

１０％，砂 砾 料 和 砾 石 的 有 效 孔 隙 率 应 大 于２０％；垫

层的厚 度 不 宜 小 于１５０ｍｍ；且 应 满 足 相 应 的 承 载

力和抗冻要求。
下凹式绿地：应低于周边铺砌地面或道路，下凹

深度宜为５０～１００ｍｍ，且 不 大 于２００ｍｍ；绿 地 植

物应选用耐旱耐淹的品种；当采用绿地入渗时可设

置入渗池、入渗井等入渗设施增加入渗能力。
雨水储存池：可采用室外埋地式塑 料 模 块 蓄 水

池、硅砂砌块水池、混凝土水池等。应设检查口或检

查井，检查口下方的池底应设集泥坑，当有分 格 时，
每格都应设检 查 口 和 集 泥 坑，池 底 设 不 小 于５％的

坡度坡向集泥坑，检查口附近宜设给水栓；当不具备

设置排泥设施或排泥确有困难时，应设搅拌冲洗管

道，搅拌冲洗水源应采用储存的雨水；应设溢流管和

通气措施；兼作沉淀池时，进水和吸水应避免扰动池

底沉积物。

５　小结

《雨水控制与利用工程设计规范》（ＤＢ　１１／６８５—

２０１３）由项目立项到送审稿评审、报批，经过多次编制

组工作会及专家会讨论，历经了近两年的时间，目前

已由北京市规划委员会和北京市质量技术监督局联

合发布，于２０１４年２月１日起全面实施。“规范”作

为工程建设标准，可以从技术上规范、指导北京地区

雨水控制与利用工程的规划和设 计，推 动 北 京 地 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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酒 店 机 电 二 次 设 计 若 干 问 题 探 讨
彭　康

（广东省建筑设计研究院，广州５１００１０）

　　摘要　以某五星级酒店机电二次深化设计为例，对不同形式客房管井的管道布置方式进行分

析，比较了各管井管道设置的特点；结合客房装修讨论了客房喷头布置方式，总结了客房装修对喷头

灭火效果的影响；对机电二次深化设计的关键点进行了分析并提出优化设计建议。
关键词　机电二次设计　客房管井　管道布置　客房喷头布置

０　前言

酒店机电系统的设计分为机电一次设计和机电

二次深化设计两个阶段。
机电一次设计，即机电施工 图 设 计，是 给 排 水、

电气、暖通、智能化等机电各专业单独的设计，其主

要特点是确定机电系统，满足各系统使用要求，是机

电二次设计的基础和技术保证。但由于在一次设计

过程中，装修专业通常未介入，且各个专业的管线路

由缺乏配合，会导致在实际施工时各专业图纸无法与

装修图吻合，以至于图纸的反复修改，时间成本的增

加及材料的损耗，给业主带来了很多不必要的损失。
机电二次深化设计是对机电一次设计图纸的补

充与完善，使之成为可以现场实施的施工图。机 电

二次深化设计以装修图、专业图为底图，在满足一次

设计意图的基础上，细化与调整末端管线及功能点

位，使之与装修及使用功能紧密配合，并使所有管线

精确定位、综合排布，具有精 确 指 导 现 场 施 工 的 作

用。在目前国内外高星级酒店的建设 中，机 电 二 次

深化设计已经成为基本的工程环节。
本文结合 某 五 星 级 酒 店 机 电 二 次 深 化 设 计 实

例，对机电一次设计中客房管井管道布置、客房喷头

布置等未能详细考虑到的问题进行归纳整理，为机

电二次深化设计总结经验，提供思路。

１　不同形式客房管井的管道布置方式

酒店客房管井的大小、尺寸，作为业主及酒管公

司要求的体现，在一次设计甚至方案设计时就已由

建筑专业确定。二次设计中，设备专业仅是在 已 确

定的管井形式下更合理、优化地完成管线布 局。但

是，一次设计中各专业的管井布置往往缺乏配合，经
常出现不同专业的管道占据同一个位置的情况。考

虑到酒店客房管井管道数量众多，耗材量大，且管道

排列直接影响酒店管理效果，

檿檿檿檿檿檿檿檿檿檿檿檿檿檿檿檿檿檿檿檿檿檿檿檿檿檿檿檿檿檿檿檿檿檿檿檿檿檿檿檿檿檿檿檿檿檿檿檿檿檿

故 客 房 管 井 的管道布

雨水控制与利用工程建设的发展，为地区雨水综合

利用和水生态环境的改善提供有力的技术帮助。这

只是“规范”推 广 应 用 的 第 一 步，同 时，“规 范”的 编

制工作得 到 了 各 阶 层 人 士 的 关 注，在 征 求 意 见 及

送审阶段 收 到 了 众 多 的 返 馈 意 见，众 多 技 术 数 椐

是依靠以 往 的 工 程 经 验 取 得，得 到 了 业 内 人 士 的

鼎力 支 持。在 此，谨 代 表 编 制 组 表 示 感 谢！ 望 业

界同仁能 够 给 予 更 多 的 关 注，并 提 出 宝 贵 的 意 见

和建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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