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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 层 宾 馆 建 筑 用 水 调 查 与 节 水 措 施 探 讨
陆　毅１　赵金辉２　徐　斌１　陈　晨１

（１宿迁市节约用水办公室，宿迁　２２３８００；２南京工业大学环境学院，南京　２１０００９）

　　摘要　通过对５栋高层宾馆建筑水耗及用水规律调查发现，宾馆建筑总体水耗较高，有较大的

节水潜力。在建筑给水系统设计中应根据该类建筑用水特点合理选择给水方式并采取支管减压等

措施严格控制配水点水压，在节能降耗的同时提高用水的舒适性。此外，应积极推广性能优良的节

水器具，加强中水回用以及对热水系统的维护和改造来进一步挖掘节水潜力，降低水耗，促进该类建

筑节水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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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深入调查分析不同类型建筑的用水影响因素，
明确其用水规律是一项基础性工作，是提出针对性

节水措施并进行建筑节水设计的关键［１］，宾 馆 建 筑

是公共建筑中的重要组成部分，且是耗水大户，《建

筑给水 排 水 设 计 规 范》（ＧＢ　５００１５—２００３，２００９年

版，以下简称“建水规”）中宾馆客房的设计用水定额

为２５０～４００Ｌ／（床位·ｄ），但实际调查中发现，多数

宾馆用水单耗均较高，其原因是宾馆因餐饮、洗衣、
空调、ＳＰＡ桑 拿、游 泳 等 附 属 功 能 会 导 致 其 单 位 用

水量大增。笔者２００６年对江苏宾馆行业１２个样本

连续３年的月用水量调查显示，三星级及以上宾馆

综合水耗在５３０～１　５５０Ｌ／（床位·ｄ），三星级以下综

合水耗在３１０～５６０Ｌ／（床 位·ｄ），较 居 民 家 庭 用 水

最高定额１８０Ｌ／（人·ｄ）超 出 数 倍。因 此，按 照“四

节一环保”的绿色建筑理念，研究该类建筑用水影响

因素并采取针对性节水措施降低水耗，对于促进该

类建筑节水和绿色建筑可持续发展具有重要意义［２］。

１　调查方法与测试装置

选取５栋宿 迁 市 典 型 高 层 宾 馆 建 筑（见 表１），
采用问卷调查和现场测试相结合方法，问卷调查内

容主要包括建筑概况、近２年逐月用水量，连续７ｄ
逐日用水量、连续１～２ｄ逐 时 用 水 量、建 筑 节 水 措

施、节水器具使用情况；现场测试主要是通过现场查

勘明确建筑的供水方式、使用的器具类型、计量设施

安装、用水管理方式等，并通过压力、流量测量装置

对各用水器具实地测试，获取不同用水器具压力－

出流特征。测 试 压 力 表 采 用 上 海 天 川 仪 表 厂 Ｙ－１０
型压力 表，测 量 范 围 为０～１．６ＭＰａ，最 小 刻 度 为

０．０５ＭＰａ。流量测定采用容积法，即通过流满已知

体积的容器（能够容纳３０ｓ以上水量）所需要的 时

间进行计算。
表１　江苏省宿迁市５栋高层宾馆建筑基本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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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万ｍ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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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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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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水的

用途

１
　宿 迁 星 辰

国际酒店
五２０１１年 ３３３　 １１．２　 ９９．９　２８

　水 箱 在

楼底层

餐 饮、
客房

２
　宿 迁 中 山

水天大酒店
四２００６年 １０７　 ８．０　 ４０　 １０

　水 箱 在

楼顶层

餐 饮、
客房

３
　宿 迁 枫 华

丽致大酒店
四２００７年 １６８　 ２．１　 ４８　 １６

　水 箱 在

楼底层

餐 饮、
客房

４
　宿 迁 江 山

国际酒店
四２００７年 １３３　 ２．５　 ５８　 １７ 变频供水

餐 饮、
客房

５
　宿 迁 天 目

红枫大酒店
三２００９年 １１８　 ０．８　 ２５　 ８ 变频供水

餐 饮、
客房

２　结果分析

２．１　宾馆水耗与用水规律调查

通过调 查 共 获 取 了５栋 宾 馆 建 筑２０１２～２０１３
年逐月有效调查数据，依此计算的每日单位用水量

平均值以及逐时用水量变化范围，结果见图１、图２。
依据《江苏省城市生活与公共用水定额》（２０１２年修

订）提出的三星级、四星级级宾馆综合用水定额分别

为６００Ｌ／（床·ｄ）、８００Ｌ／（床·ｄ），在图１所调查的５
栋宾馆共１２０个月平均用 水 单 耗 数 据 中，１５．１％的

月平均水耗超定额，总体来说有较大节水潜力。
不同功能宾馆用水时间变化规律对于给水方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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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１　宾馆建筑２０１２、２０１３年用水单耗

图２　宾馆逐时用水规律

的合理选择、给水泵的选择、给水系统中调节构筑物

的容积确定以及给水系统的节能运行均具有实际意

义。调查共对４栋 高 层 宾 馆 建 筑 进 行 了１～２ｄ连

续２４ｈ逐时用水量统计，并通过逐时用水量在该建

筑日用水量中的占比反映逐时用水量变化情况（见

图２）。结果表明，宾馆建筑的小时用水变化系数为

１．７８～２．１２，其 平 均 值 为１．９６，调 查 样 本 的 逐 时 用

水量数据变差 系 数 为０．６，说 明 该 类 建 筑 日 逐 时 用

水差异较大。该 类 建 筑 用 水 高 于 日 平 均 小 时 占 比

４．１７％的高峰时段主要集中在１０：００～２２：００，而夜

间小时用水占比持续低于日平均小时占比。因 此，
在宾馆建筑给水系统设计中应充分考虑该类建筑水

耗较高问题，切实采取节水措施降低水耗，另外，根

据其用水变 化 特 点 合 理 选 择 给 水 系 统 方 式 以 节 能

降耗。

２．２　宾馆节水措施分析探讨

２．２．１　合理控制配水点水压

对４栋高层宾馆建筑的现场用水器具进行压力

－出流特征 测 试，结 果 见 图３。试 验 研 究 表 明 龙 头

出流量与配水点压力成正比，且快开水龙头出流量

与出口是否安装减压圈以及开启程度有关。

图３　不同用水器具

《节水型生活用水器具》（ＣＪ　１６４—２０１４）要求节

水型水嘴产品应在０．１ＭＰａ动压和１５ｍｍ管径下，
最大流量不大于０．１５Ｌ／ｓ；《水嘴用水效率限定值及

用水效率等级》（ＧＢ　２５５０１—２０１０）要求水嘴用水效

率限定值为 用 水 效 率 等 级 的３级，即（０．１±０．０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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ＭＰａ动压下，最大流量不大于０．１５Ｌ／ｓ，水 嘴 的 节

水评价值为 用 水 效 率 等 级 的２级，即（０．１±０．０１）

ＭＰａ动压下，最大流量不大于０．１２５Ｌ／ｓ，且其流量

稳定性（０．３ＭＰａ与０．１ＭＰａ动压下流量差 值）不

应大于０．１Ｌ／ｓ。
可以看出，调查的用水器具中，陶瓷阀芯冷热混

合水龙头和红外感应水龙头符合标准对于用水效率

限定值、节水评价值以及流量稳定性的要求。快 开

龙头无减压圈以及全开状态下出流量不符合用水效

率限定值及流量稳定性要求。但是，在实际调查 中

发现，由于９０％以 上 调 查 测 点 压 力 大 于０．１ＭＰａ，
导致多数测试 用 水 器 具 出 流 量 大 于０．１５Ｌ／ｓ而 引

起超压出流。出口未带减压圈和出口带减压圈的快

开水龙头全开时超压出流 率 分 别 为１００％和８２％；
半开时超压出流率分别为７５％和４６％。相对而言，
规范建议的０．４５ＭＰａ分 区 压 力 控 制 界 限 内，陶 瓷

阀芯冷热混合水龙头出流量基本能控制在０．２Ｌ／ｓ
以内；红外感应水出流量能控制在０．２５Ｌ／ｓ以内，
出流特征比较稳定，节水性能较好。

此外，《建 筑 给 水 排 水 设 计 规 范》（ＧＢ　５００１５—

２００３，２００９年版）及《民 用 建 筑 节 水 设 计 标 准》（ＧＢ
５０５５５—２０１０）要求高层建筑的给水分区最低卫生器

具配水点处的进水压不宜大于０．４５ＭＰａ，且分区内

底层部分应设减压设施保证各用水点处供水压力不

大于０．２ＭＰａ。而在所有调查测点中，配水点压力

大于０．４５ＭＰａ的测试点仍占２２％，配水点压力超

过０．２ＭＰａ的 测 试 点 占６４．５％。因 此，高 层 建 筑

中合理 控 制 配 水 点 水 压 对 于 节 约 用 水 具 有 重 要

意义。

２．２．２　推广使用高性能节水器具

节水器具在节水的同时要考虑用水 的 舒 适 性，
根据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并不产生冲

击、溅水 的 最 佳 流 量。洗 脸 的 舒 适 流 量 为８．５Ｌ／

ｍｉｎ（０．１４Ｌ／ｓ），手 洗 衣 物 的 舒 适 流 量 为１０．５Ｌ／

ｍｉｎ（０．１８Ｌ／ｓ），洗 发 的 舒 适 流 量 为 ８．０Ｌ／ｍｉｎ
（０．１３Ｌ／ｓ），淋 浴 喷 头 的 舒 适 流 量 为８．５Ｌ／ｍｉｎ
（０．１４Ｌ／ｓ）［３］，与 我 国 用 水 器 具 用 水 效 率 限 定 值

０．１ＭＰａ下流量不大于０．１５Ｌ／ｓ基本相当，这个限

定流量兼顾了节水与用水的舒适性，但是配水点压

力过高就会引起出流量大于０．１５Ｌ／ｓ，浪费水资源

同时降低用水的舒适性。
对宾馆类建筑内用水器具而言，采 用 高 性 能 节

水器具不仅可以降低建筑水耗，另一方面也能避免

超压导致的用水喷溅，提高入住客人用水的舒适性。
近些年，该类节水器具不断出现，恒流水龙头或安装

恒流节水配件、两档式便器等均具有较好的节水性

能。未来应进一步根据不同使用场合舒适流量要求

开发适用不同使用用途和不同配水点压力的高性能

节水器具。

２．２．３　热水管网改造

宾馆类建筑普遍设置集中热水供 应 系 统，热 水

供应系统都存在一定程度水量浪费现象，主要原因

在于开启热水配水装置后，往往要放掉不少冷水（即

无效冷水）后才能获得满足使用温度要求的热水，如
有的宾馆要３０ｍｉｎ才 能 出 热 水，造 成 水 浪 费 过 多，
目前国际上先进的指标是５～１０ｓ出热水［４］。造成

这种无效冷水形成的原因有多方面，集中热水供应

系统的循环方法选择不当；热水管线设计不合理；局
部热水供应系统管线过长；温控装置和配水装置的

性能不理想；施工质量差；管理水平低等都是可能的

原因。而为了尽量减少该部分无效冷水的浪 费，需

对现有定时供应以及无循环系统的热水系统进行改

造，增设回水管，同时，新建建筑的热水供应系统应

根据建筑性 质 及 使 用 要 求 选 用 支 管 循 环 或 干 管 循

环。此外，应尽量减少其热水管线的长度，并进行管

道保温，以保证热水使用过程中的水温，加强系统维

护管理，减少水量浪费。

３　结语

通过本次针对５栋高层宾馆建筑 用 水 调 查，发

现宾馆建筑总体来说水耗较高，有较大的节水潜力，
未来在建筑给水系统设计中应根据该类建筑用水特

点合理选择给水方式并采取支管减压等措施严格控

制配水点水压，在节能降耗的同时提高用水的舒适

性。此外，应通过积极推广性能优良的节水器具，加
强对热水系统的维护和改造等来进一步挖掘节水潜

力，降低水耗，促进该类建筑节水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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居 民 生 活 热 水 需 求 与 用 能 方 式 调 查 研 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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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摘要　居民生活热水需求量、生活热水需求特点是集中式生活热水系统设计之初就须考虑的问

题。采用问卷与访谈的形式，结合工程测试结果，对居民的用水习惯、用能方式、热水价格等进行了

调查。研究表明，生活热水的需求量低于或趋近于各类标准或规范中的下限值，且不同气候区的用

水量不同；居民热水使用时段相对集中在晚上；相比家用式热水器，集中式生活热水在价格、舒适度、
便捷性上无显著优势，有待改进。

关键词　热水需求　集中式生活热水系统　问卷调查　工程测试

国家科技支撑计划项目（２０１１ＢＡＪ０５Ｂ０１）；住房和城乡建设部

２０１５科学研究项目（２０１５－Ｋ１－００３）。

０　引言

随着经济的进一步发展，对生活品质的追求必然

使高端住宅的需求不断递增，为了应对能耗增长的压

力，提高能源利用效率，更加科学合理地提供生活热

水是必须关注的问题，评估居民生活热水用量、挖掘

生活热水需求特点则是解决这一问题的首要步骤。
张磊等人通过总结大量住宅热水用量的实际调

查数据和参照国外资料，分析了设计太阳能热水系

统集热面积的关键技术参数———居民平均日热水用

量［１］，建议在采用局部热水供应系统时，居民平均日

热水用量取３０～４０Ｌ／（人·ｄ）；采用集 中 式 热 水 供

应系统时，居民平均日热水用量取４５～６０Ｌ／（人·ｄ）。
邓光蔚等人提出目前普通住宅每户每天的生活热水

用量仅为２０～８０Ｌ／（户·ｄ），而集中式 生 活 热 水 系

统在高用水量的使用模式下运行效率较高，实际用

水量偏低是导致其在我国有效热利用率低的主要原

因之一［２］。张 西 漾 通 过 对 影 响 用 水 定 额 的 因 素 研

究，结合对现行地方政策分析和比较，对现有居民生

活用水定额的取值范围结合城市气候条件进行了细

分，提出了每个分区的建议值，建议值比现有用水定

额范围缩小，同时取值也较 小［３］。陈 海 峰 提 出 生 活

热水系统设计对不同人群实行统一标准，没有考虑

不同人群的差别，此外冷水计算温度过低，导致设备

容量偏大［４］。王永峰指出，住宅 小 区 集 中 供 应 热 水

时，人均热水用量为４５～５０Ｌ／（人·ｄ），供应水温为

４５～５０℃［５］，而《建 筑 给 水 排 水 设 计 规 范》（ＧＢ

５００１５—２００３，以下简称“建 水 规”）中 设 计 热 水 温 度

为６０℃。按照“建水规”规定，热水供应系统应该以

最高日生活用水定额计算热水负荷，并选用加热设

备，以满足最不利情况下的供水要求。太阳能 热 水

系统作为目前技术最成熟、应用最广泛、产业化发展

最快的太阳能应用技术，是已知的可再生能源建筑

应用领域最易为公众接受的形式。有学者指出在计

算集中式太阳能热水系统设计集热负荷时存在一定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