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绿色建筑给排水节水设计的创新策略与实践
李高光

苏州贝润建筑设计有限公司，江苏苏州，215000；

摘要：在当前全球水资源日益紧张的背景下，绿色建筑给排水节水设计的创新策略与实践显得尤为重要。通过采

用先进的技术和管理手段，我们不仅可以有效减少水资源的浪费，还能提升建筑的整体节水性能，为可持续发展

贡献力量。在创新策略方面，我们强调系统性与综合性的设计思路。不仅要关注单个节水设备或技术的应用，更

要从整个给排水系统的角度出发，进行全局性的优化。例如，通过集成智能控制系统，实现用水量的实时监测与

智能调控，确保每一滴水都能得到合理利用。同时，我们也注重实践中的探索与创新。在实际项目中，我们鼓励

设计师和工程师结合项目特点，灵活应用各种节水技术和策略。通过不断的实践反馈与调整，逐步形成一套既符

合实际需求又具有推广价值的绿色建筑给排水节水设计模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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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绿色建筑与节水设计概述

1.1 绿色建筑的定义与节水设计的重要性

绿色建筑，作为可持续发展理念在建筑领域的具体

体现，旨在通过高效利用资源、减少对环境的负面影响，

以及提供健康舒适的室内环境，实现建筑与自然环境的

和谐共生。节水设计作为绿色建筑的核心组成部分，其

重要性不言而喻。据统计，建筑用水约占全球用水量的

15%，其中很大一部分用于日常生活中的给排水系统。

因此，通过采用高效的水龙头、节水器具、低流量卫生

设备以及雨水收集与利用系统，可以显著降低建筑的水

消耗，减少水资源的浪费。例如，低流量淋浴头和双档

冲水马桶等节水设备的使用，可以在不影响使用体验的

前提下，将水的使用效率提高30%以上。此外，绿色建

筑的节水设计不仅关注水量的节约，还强调水质的保护

和水资源的循环利用。通过构建雨水收集系统，可以将

原本作为废水排放的雨水转化为可利用的水资源，实现

雨水的“零排放”。在实践中，一些成功的绿色建筑案

例，如美国的 Bullitt 中心，通过高效的节水设计，实

现了年均用水量仅为传统建筑的 20%，充分展示了节水

设计在绿色建筑中的巨大潜力和价值。

1.2 节水设计在绿色建筑中的作用与目标

在绿色建筑的构建中，节水设计不仅是对资源的节

约，更是对环境的尊重和对未来可持续发展的投资。据

统计，建筑行业消耗了全球约40%的水资源，因此，节

水设计在绿色建筑中的作用与目标显得尤为重要。通过

采用高效的水龙头和节水器具，可以减少高达30%的用

水量。例如，低流量淋浴头和双档冲水马桶的使用，不

仅降低了水资源的消耗，同时也减少了污水的排放量。

此外，雨水收集与利用系统的设计原理，如屋顶和地面

雨水的收集与渗透，能够有效补充地下水，减少城市洪

涝风险。在绿色建筑中水系统的设计与优化方面，中水

回用技术的应用，可以将生活污水经过处理后用于冲厕、

绿化等非饮用目的，从而实现水资源的循环利用。案例

分析显示，一些成功的绿色建筑项目通过综合应用这些

节水策略，实现了水资源利用效率的显著提升，有的甚

至达到了水资源自给自足的目标。

2 给排水系统节水技术原理

2.1 高效水龙头与节水器具的应用

在绿色建筑的节水设计中，高效水龙头与节水器具

的应用是实现水资源高效利用的关键环节。以高效水龙

头为例，其设计通常包括感应式出水、气泡混合技术或

低流量喷嘴，这些技术能够显著减少水龙头在使用过程

中的水流量，同时不牺牲用户的使用体验。根据相关研

究，感应式水龙头相较于传统水龙头，可以减少约 30%

的用水量。此外，节水器具如低流量淋浴头和双档冲水

马桶，通过优化水流设计和使用空气混合技术，进一步

提高了水的使用效率。例如，低流量淋浴头能够在保证

淋浴舒适度的同时，将水流量控制在每分钟 9升以下，

而双档冲水马桶则通过选择不同冲水量的按钮，实现大

便和小便时的水量分别优化，有效节约水资源。在绿色

建筑的实践中，这些节水器具的应用不仅减少了对市政

供水系统的依赖，也降低了建筑的运行成本，体现了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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色建筑节水设计的经济与环境双重效益。

2.2 雨水收集与利用系统的设计原理

在绿色建筑的节水设计中，雨水收集与利用系统的

设计原理是核心组成部分，它不仅体现了对自然资源的

尊重和高效利用，还展示了可持续发展理念的实践。通

过精心设计的雨水收集系统，可以将屋顶、地面等表面

的雨水引导至储存设施中，经过适当的处理后，用于冲

厕、灌溉、清洗等非饮用目的。例如，根据国际绿色建

筑评估体系 LEED 的统计数据，一个典型的绿色建筑通

过雨水收集系统，每年可以节约高达 50%的用水量。在

设计过程中，需要考虑雨水的流量、水质以及储存容量

等因素，确保系统既经济又高效。案例分析表明，一些

成功的绿色建筑项目通过集成雨水花园、渗透性铺装和

地下蓄水池等元素，不仅提高了雨水的利用率，还增强

了建筑的生态效益和美观性。

3 绿色建筑给排水系统设计要点

3.1 低流量卫生设备的选择与应用

在绿色建筑的节水设计中，低流量卫生设备的选择

与应用是实现水资源高效利用的关键环节。以节水马桶

为例，传统马桶每次冲水可能消耗高达 13 升水，而低

流量马桶通过改进冲水机制，可以将这一数字降低至6

升甚至更少，从而实现节水 50%以上。根据美国环境保

护署（EPA）的数据，低流量卫生设备的使用每年可为

一个四口之家节省多达 11,000 加仑的水。在绿色建筑

的实践中，低流量淋浴头和水龙头同样扮演着重要角色，

它们通过限制水流速度和使用空气混合技术，不仅减少

了水的使用量，同时保持了良好的使用体验。例如，低

流量淋浴头通常将水流量限制在每分钟2.5 加仑以下，

而传统淋浴头则可能达到每分钟5加仑。在设计时，建

筑师和工程师会采用水效模型进行评估，确保在满足使

用需求的同时，达到节水目标。

3.2 绿色建筑中水系统的设计与优化

在绿色建筑中，中水系统的优化设计是实现水资源

高效利用的关键环节。中水系统，亦称为再生水系统，

是指将建筑物内产生的生活污水（如洗澡水、洗衣水等）

经过处理后，达到一定水质标准，用于冲厕、绿化、道

路清洗等非饮用目的的水循环系统。据统计，中水系统

可有效减少建筑用水量的 30%以上，显著降低对新鲜水

资源的依赖。例如，某绿色建筑项目通过引入先进的中

水处理技术，将生活污水转化为中水，其水质达到《城

市污水再生利用城市杂用水水质》标准，每年节约用水

量达到 10 万吨以上。在设计中，应考虑中水系统的经

济性、技术可行性和环境友好性，采用模块化设计，以

适应不同规模和类型的建筑需求。此外，中水系统的优

化还应结合建筑的地理位置、气候条件和用户需求，通

过模拟分析和生命周期评估等方法，确保系统设计的科

学性和实用性。

4 雨水收集与利用系统设计

4.1 屋顶雨水收集系统的设计要点

在绿色建筑的节水设计中，屋顶雨水收集系统扮演

着至关重要的角色。通过精心设计的屋顶雨水收集系统，

可以有效减少城市径流，降低排水系统的压力，并为建

筑提供宝贵的水资源。例如，一个典型的屋顶雨水收集

系统可以收集到每平方米屋顶约1毫米的雨水，对于一

个 1000 平方米的屋顶，这意味着在一次中等强度的降

雨中，可以收集到大约 1立方米的雨水。这一数据凸显

了屋顶雨水收集系统在节水方面的巨大潜力。

在设计要点上，首先需要考虑屋顶的材料和结构，

以确保其能够有效地引导雨水流向收集点。例如，使用

具有高吸水率的屋顶材料，如绿色屋顶或透水性铺装，

可以增加雨水的渗透和收集效率。其次，收集系统的设

计应包括适当的过滤和储存设施，以确保收集到的雨水

质量符合使用标准。例如，一个有效的过滤系统可以去

除树叶、灰尘和其他杂质，而储存设施则需要有足够的

容量和适宜的材料，以防止水质恶化和藻类生长。

案例分析显示，一些成功的绿色建筑项目通过屋顶

雨水收集系统实现了显著的节水效果。例如，德国的弗

莱堡市的“瓦尔德霍夫”住宅区，通过屋顶收集系统和

雨水花园的结合，不仅减少了对市政供水的依赖，还改

善了当地的生态环境。该系统的设计考虑了屋顶的形状、

面积以及当地的降雨模式，通过模拟和优化，确保了系

统的高效运行。

综上所述，屋顶雨水收集系统的设计要点不仅包括

技术层面的考量，还涉及到与建筑整体设计的协调以及

对当地环境条件的适应。通过创新的设计策略和实践，

绿色建筑的屋顶雨水收集系统能够为实现可持续发展

目标做出重要贡献。

4.2 地面雨水收集与渗透系统的构建

在绿色建筑的给排水节水设计中，地面雨水收集与

渗透系统的构建是实现水资源可持续利用的关键环节。

通过精心设计的地面雨水收集系统，可以有效减少城市

径流，降低排水系统的压力，同时增加地下水补给。例

如，根据某项研究，一个设计合理的渗透性铺装系统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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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减少约 30%的径流量。在构建过程中，应考虑地面材

料的选择，如透水混凝土或透水砖，它们允许雨水通过

表面直接渗透到地下，从而补充地下水。此外，结合绿

色屋顶和雨水花园等生态设计元素，可以进一步提高雨

水的自然渗透能力，同时为城市提供生态服务。

5 节水型建筑给排水系统案例分析

5.1 国内外绿色建筑节水设计案例对比

在全球范围内，绿色建筑节水设计的实践已经取得

了显著的成效，但国内外在实施策略和效果上存在差异。

以中国和德国为例，两国在绿色建筑节水设计方面都有

独到之处。中国的绿色建筑项目，如北京的“水立方”

国家游泳中心，通过采用雨水收集系统和中水回用技术，

实现了水资源的高效利用。据统计，“水立方”每年可

收集雨水约 10,000 立方米，中水回用系统每年可节约

用水约 14,000 立方米。而在德国，弗莱堡的“瓦尔德

霍夫”社区则通过集成设计，实现了雨水的全面收集和

利用，其雨水利用率达到 90%以上，成为国际上绿色建

筑节水设计的典范。这些案例表明，通过创新设计和科

技应用，绿色建筑在节水方面具有巨大的潜力。

然而，对比国内外的节水设计案例，我们不难发现，

国外在绿色建筑节水设计方面往往更加注重系统性和

整体性。例如，美国的绿色建筑评估体系 LEED

（Leadership in Energy and Environmental Design）

为建筑节水提供了全面的评估标准和指导，鼓励建筑项

目在设计阶段就考虑水资源的保护和高效利用。而国内

的绿色建筑节水设计则更多地依赖于单项技术的应用，

如低流量卫生设备和雨水收集系统，但缺乏系统性的规

划和评估。因此，国内绿色建筑在节水设计上还有很大

的提升空间，需要借鉴国际先进经验，结合本土实际情

况，推动绿色建筑节水设计的全面发展。

5.2 成功案例的节水策略与效果评估

在绿色建筑的节水设计实践中，成功案例往往通过

创新策略实现显著的节水效果。例如，某绿色建筑项目

通过采用低流量卫生设备，如双档节水马桶和感应式水

龙头，实现了比传统建筑节水40%的目标。此外，该建

筑还设计了高效的雨水收集系统，通过屋顶和地面收集

雨水，用于冲厕和灌溉，进一步减少了对市政供水的依

赖。根据评估，该建筑的年均雨水利用率达到30%，有

效缓解了城市排水系统的压力，并减少了水资源的浪费。

案例分析表明，通过综合运用节水技术和策略，绿色建

筑不仅能够实现水资源的高效利用，还能在经济和环境

上取得双赢。

6 绿色建筑节水设计的挑战与未来趋势

在绿色建筑节水设计的实践中，当前面临的挑战是

多方面的。首先，技术层面的挑战不容忽视。尽管高效

水龙头和节水器具的应用已经取得了一定的进展，但其

普及率和性能稳定性仍需进一步提高。例如，根据国际

能源署（IEA）的报告，全球水资源浪费中约有 30%发生

在建筑领域，这凸显了节水技术在实际应用中的巨大潜

力和挑战。此外，雨水收集与利用系统的设计原理虽然

成熟，但在实际操作中，如何确保系统的长期稳定运行

和维护，以及如何与建筑的其他系统（如消防系统）协

调，都是需要解决的问题。

其次，经济因素也是绿色建筑节水设计面临的一大

挑战。节水型建筑的初期投资往往高于传统建筑，这可

能会阻碍一些开发商和业主的采纳意愿。例如，一项针

对美国建筑市场的研究表明，绿色建筑的额外成本可能

在 5%到 10%之间，而节水措施的投入可能占到其中的一

部分。因此，如何通过政策激励、税收优惠等手段降低

这些额外成本，以及如何通过成本效益分析来证明节水

设计的长期经济性，是推动节水技术应用的关键。

最后，社会和文化因素也不容小觑。节水意识的普

及和教育是实现节水设计目标的重要环节。

7 结语

随着全球水资源短缺问题日益严峻，绿色建筑节水

设计的创新策略显得尤为重要。未来节水技术的发展方

向将更加注重智能化与系统化，例如，通过物联网技术

实现水资源的实时监控和智能管理，从而优化水资源的

使用效率。例如，智能水表和传感器的集成可以实时监

测用水量，通过数据分析预测维护需求，减少不必要的

浪费。此外，结合大数据分析，可以对建筑的用水模式

进行深入研究，从而设计出更加精准的节水策略。案例

分析显示，一些先进的绿色建筑通过引入智能水管理系

统，节水效率提高了 20%以上。

参考文献

[1]李晓明,张伟.绿色建筑节水设计策略研究[J].建

筑节能,2020,48(3):12-18.

[2]王建新,刘洋.智能水管理系统在绿色建筑中的应

用分析[J].智能建筑与智慧城市,2021,(5):56-62.

[3]赵雷,陈晓红.雨水收集与利用系统在绿色建筑中

的实践探索[J].给水排水,2022,48(2):78-83.

[4]张华,李娜.基于大数据分析的建筑用水模式优化

研究[J].水资源保护,2023,39(1):45-51.


	绿色建筑给排水节水设计的创新策略与实践李高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