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装配式绿色建筑给排水设计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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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   给排水工程是装配式绿色建筑中的重要部分，会对建筑住户未来居住体验产生巨大影响。随着人们对居住体验的要求逐

渐提升，给排水工程的前期设计工作质量，也同样受到更多关注，这也为设计人员提出了新的挑战。本文将结合装配式

绿色建筑给排水设计存在的问题，讨论装配式绿色建筑给排水设计要点，希望为相关设计人员带来一定参考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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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   The water supply drainage project is an important part of the prefabricated green building, which 

will have a huge impact on the future residential experience of the building resident. With the gradual 

improvement of people's requirements for the living experience, the quality of the preliminary design 

work of the drainage engineering has also received more attention, which also put forward new 

challenges for designers. This article will combine the problems of water supply and drainage design 

in combination with prefabricated green buildings to discuss the main points of prefabricated green 

buildings to design water drainage design, hoping to bring some reference value to relevant designers.

Keywords :     prefabricated buildings;  green buildings;  designing water  drainage;  existing problems; 

design points

给排水工程对建筑使用体验和建筑整体质量的影响不言而喻，由于其施工需要依照设计要求进行，因此对于前期设计工作而言，设

计人员应当重视当前设计存在的一系列问题，并结合具体问题进行分析，从而实现设计质量的全面提升，为建筑住户居住体验提供切实

保障。

一、装配式绿色建筑给排水设计存在的问题

尽管一些装配式绿色建筑在给排水设计阶段，能够尽力完善

设计，但是依然水资源浪费情况依然层出不穷，具体而言，主要

体现在以下几方面：首先，未能充分做好水资源规划方案。一些

地区全年降雨量较大，但是没有将雨水作为重要的水资源，未能

额外搭建雨水收集装置，导致大量的与水资源被白白浪费，没有

发挥出新的价值。排水系统设计时，没有考虑水资源回收问题，

导致一些污染程度较轻的污水，未能转化成中水，进而未能达到

节水目的 [1]。其次，给水管道压力未能合理控制，这样不仅导致

水流速度超出标准，导致水资源的浪费，而且因为水压太大，也

可能增加管道噪声，以及设备损坏的风险。另外，给排水管道设

计为了减少后续施工成本，选择的管道及其附件的材料，存在明

显质量问题，即使能够通过功能性试验，但是长期使用，给排水

系统的耐用性难以达到标准，管道接缝位置和附件处，跑冒滴漏

情况并不鲜见，同样会大量浪费水资源。此外，一些给排水管道

系统，没有重视热水供应系统的完善，热水内部循环不畅，令管

路无法在切换热水模式之后，第一时间流出热水，导致大量水资

源浪费 [2]。

二、装配式绿色建筑给排水设计

（一）给水设计

给水设计需要将给水方式作为首要考量要素。无论是居民

区，或是教学楼、酒店等，如果直接和市政管网连接，且水压能

够满足建筑住户的正常生活需求，应以直接给水方式为主，无需

额外设置加压设备，例如水泵和高位水箱等。这样的系统本身并

不复杂，而且可大量节省建设成本，后期的运营和管理费用也较

少，也能防止水被二次污染。与之相对的，若市政管网供水压

力，无法满足建筑住户的正常需求，则应选择变频调速水泵，这

种水泵能够对住户不同用水需求进行区分，并基于用水需求的不

同，对水泵转速进行调节，进而达到良好的节水效果 [3]。此外，

若建筑楼层较高，而且水压整体较高，则水流经管道时，可能引

起巨大噪声，影响住户居住体验。这也要求在给水设计时，适当

以分区给水为主，达到科学给水的目的。同时也可以适当结合给

水管路，在关键位置采用减压阀，避免入户支管的水压过大。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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果是建筑中水点相对集中的场所，例如厨房、卫生间、浴室等，

由于此类场所的给水管道中，单位时间内的水量和水流速均较

大，因此在给水设计时，应额外设置高位水箱、变频水泵和蓄水

池等构筑物，单独或组合设置，保证水压正常，避免高峰时段强

力冲击市政管网。

给水设计同样需要结合需求，确定用水量标准。用水量标准

确定之后，才能确定合适的水箱和水池容量。以居民区或学校为

例，两者都属于综合建筑群，而且小区居民和学校师生群体的数

量，可能在不同时间段内并不固定，因此若计算单个建筑的用水

需求，后续一一相加，或者计算每个人的用水需求，后续相乘，

都会影响最终计算结果的准确性。因此，为保证计算结果的说服

力，应当先进行单体建筑用水标准的统计工作，依照高峰和非高

峰时段用水情况的不同，对建筑用水量实际情况做汇总，后续得

到一天之内，小区的总用水量，以保证给水设计的科学性 [4]。

此外，给水设计还需要重视热水供应。热水能够保证建筑住

户的良好居住体验，但是由于热水供应系统设计不完善，导致热

水供应满足住户需求。很多住户可能有这样的经验，打开水龙

头，切换到热水模式之后，水龙头流出的依然是凉水，后续水温

会逐步升高，最终流出热水。天长日久，不仅会导致凉水水资源

大量浪费，而且也会极大影响住户的用水体验。热水供应系统存

在设计缺陷，究其原因，是因为设计时未能对热水循环给予高度

重视，越和加热设备距离较近的环路中，出现短流的风险就越

大，相对的，和加热设备距离较远的环路中，水流速度也较小，

水温下降也更容易。这也提示给水设计人员，需要将平衡热水循

环系统不同环路阻力平衡，作为重要的设计考量点，保证热水供

应循环的科学性。此外，系统的不科学，也体现在混合配水龙头

冷热水进水，未能合理控制配比。如果凉水流速相较于热水更

大，则需要先将管路中的凉水全部放出，才会流出热水，即造成

了水资源的大量浪费。欲进一步完善设计，可以将冷水调节阀设

置在进水口位置，对冷水的流出起到一定限制作用，这样就能够

促进热水的快速流出 [5]。

给水设计的完善，还需要科学选择管道材质。管道材质不仅

有助于提高管路寿命，而且还有助于系统运行，反之，管道材料

若不符合要求，则会引发系统腐蚀、泄漏和堵塞等一系列问题，

对建筑住户的工作和生活带来一定影响，同时也会增加给水系统

的维护检修成本，得不偿失。这也提示设计人员在给水设计中，

应当对管道材质的选择给予高度重视。具体而言，设计人员应当

加强对管道材料相关知识的学习，明确不同环境和要求下，适合

选择的管道材质。一般情况下，新型管材的优先级应高于常规管

材，可选择 PEX、HDPE和 UPVC等。新型管材对高温、高压和

腐蚀性较强的环境，具备较强耐受度，不容易结垢，寿命也相对

较长，可最大程度避免管材生锈和腐蚀，令系统整体可靠性与稳

定性得到提升。此外，设计人员还应当平衡管材的性能和成本投

入，尽量选择物美价廉的材质，避免成本投入过高 [6]。

给水设计同样需要合理设置压力值，这不仅有助于系统运行

一切如常，还可以尽量减少成本投入。设置压力通常会对建筑进

行垂直分区，同时平衡分区数量和压力值。如果分区数量多，压

力值整体较低，会导致工程项目给排水管道及其附属物数量增

加，从而令施工成本难以控制。若单纯为了节省成本，而盲目增

加压力，可能导致系统运行压力不堪重负，轻则引起明显的管道

噪声，重则导致管道爆裂，影响居民正常生活。因此，压力值的

设定应当对建筑物实际情况做好考虑，收集建筑住户人数、结构

特点等各项信息，保证分区供水设置的合理性，使其能够符合居

民用水要求。如果需要对给水系统压力进行计算，可以借助 BIM

等先进技术完成计算，对管道水流情况进行模拟，避免系统稳定

性受到影响。另外，在给水系统投入运营之后，相关人员应当重

视系统的检查与维护，保证系统长时间使用 [7]。

（二） 排水设计

排水系统的设计，应做好不同水体的分流，例如需要实现污

水和废水，以及污水和雨水的分流。不同水体的处理方式也有一

定差异，污水通常需要化粪池处理，医院的医疗废水，通常需要

排放至污水处理厂，统一处理之后方能向市政污水管网集中排

放。若是酒店餐厅的厨余废水，则需要预先隔油，后续做进一步

处理。与此同时，排水系统设计阶段，选择排水设备时，最好能

够自带水封，水封深度应控制在5cm及以上。如果是厨房和卫生

间等用水量较大的场所，为避免水流过管道产生的噪声，应力求

实现静音排水，保证住户正常的居住体验。为响应排水系统环境

保护要求，可以在建筑地下结构中设置真空排水系统，避免设备

用房占用建筑原有面积。此外，真空排水系统相较于其他排水系

统，出现故障的风险较低，能耗较低，运行便利性也较强 [8]。

（三）管道变频调节

节水节能是建筑给排水设计的考量因素。因此，为满足建筑

住户的用水要求，通常可采取变频调节设计方法，令系统节水效

率得到整体提升，达到节约能源的目的。具体设计时，需要连接

转轴和变频调节器，后续设计转速计，使转动次数固定，进而结

合建筑住户的实际需求，对给水设备工作状态进行调整，达到降

低能耗的目的。经验表明，变频调节还能够对用水量进行调节，

保证水泵运行频率达到要求。液力传动装置在供水泵和水电机之

间，可促进转换机械能，同时，液力传动装置可以对水泵输出功

率进行调节，即使系统承受的负荷值存在一定差异，依然可以保

证运行的稳定性，从而减少系统的运行成本。不同变频调节位置

的允许渗水量，也存在一定差异。例如管路对顶错口允许渗水量

需控制在每立方米10mL之内，管理间错口允许渗水量需控制在每

立方米20mL之内，给排水管道内底允许渗水量需控制在每立方米

25mL之内，轴线位置转速机允许渗水量需控制在每立方米15mL

之内 [9]。

（四）雨水和中水回收

一些建筑地处降雨量充沛的地形，应重视雨水的收集。雨水

水质相对理想，而且回收系统的建立，不用投入过多成本，可省

去大量资金。装配式建筑在进行给排水系统设计时，将回收雨水

作为重要的设计方向。雨水回收之后，适当净化，即可用于小区

园林养护、道路清扫和走廊清洁等，符合绿色设计理念。

中水尽管不能直接饮用，但依旧属于水资源中不容忽视的一

个重要类别。中水本质上经过处理回收，水量相对稳定，而且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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体较大，可有效控制用水成本。中水的回收，能够避免废水和污

水的大量排放。以酒店和学校的公共浴室、游泳池等为例，这些

地方用水量较大，直接排放会导致大量水资源浪费。使用中水处

理系统，则可以充分净化废水，将其转化成中水，实现水资源的

大量回收利用 [10]。

（五）遵从设计规范

由于装配式建筑给排水管道承受的压力较大，内衬管强度一

般难以保证均匀分布。实践中，若在装配式建筑中安装预制混凝

土管道，不但会增加额外成本，而且会增加施工难度，对工程实

施颇为不利。这也提示设计人员在选择材料时，可选择热固性树

脂，也可选择注浆方式，完成给排水管道装配。为应对管道连接

形成的间隙，一般会将管道和内衬间隙缩小，从而减少管道跑冒

滴漏的问题。以管槽设计为例，应当提前留下管槽，方便排水管

道的拼装。预埋给排水管道阶段，应当提前做好孔洞的预留，防

止管线影响正常施工，同时以同层排水设计为主，尽量防止穿过

结构构件。若因工艺需要必须穿过，则需要集中处理管线，避免

装配模板种类过于复杂。如果给排水管道需要穿过墙壁或维护结

构，应当在装配构件上加装防水套管，避免管路被破坏。

三、结束语

综上所述，当前装配式绿色建筑给排水设计存在的问题，主

要包括水资源规划不完善，水压过高，管材及其附件选择不规

范，热水供应不到位等。设计人员应当对症下药，完善给排水设

计，并适当应用变频调节技术，注重雨水、中水等水资源回收，

从而达到绿色建筑的节能目的，发挥给排水工程的节能优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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