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建筑设计与研究·

179

给排水技术在绿色三星建筑中的运用

赵树新

广东省重工建筑设计院有限公司 广东省 广州市 510670

保利总部基地A座办公楼为广州最早获得绿色三星建筑之一，本项目作为广州地区典型办公建筑，探索

高舒适低能耗的绿色建筑示范项目的技术路线。通过节能、节水、节材、节地和环境保护等方面的被动及主动绿色技

术的有机结合，实现办公建筑的高舒适度及低能耗的要求，在建设绿色建筑和推广应用循环经济技术方面起到了示范

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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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言：水资源系统规划包含用用水量确定、水的再

生利用、节水设备选取、供水系统优化、用水管理等五

个方面。

1 水资源系统总体规划

在满足绿色三星建筑需求基础上，本项目还对整个

办公园区雨水排放系统进行低影响开发设计，充分实现

低排放园区的要求。

本项目水资源规划主要技术措施详见下表：

分项内容 形式及设置范围 特点

生活给水

系统

低区利用市政直供，上部采用变频调速供水设备加压供水，供

给除冲厕、绿化、车库及道路冲洗用水外其余生活用水点。

低区充分利用市政压力，高区采用变频供水设备，超压

楼层采用减压措施，防止超压出流情况

中水给水

系统

设置变频加压设备，由中水清水池吸水，加压供给冲厕、绿

化、车库及道路冲洗用水
采用非传统水源供水，绿化系统采用微喷灌节水系统

中水处理

系统
中水处理工艺：生物接触氧化+沉淀+消毒

利用生物接触氧化和反沉淀处理废水，能耗较低，污泥

产量少，减少运营复杂程度。

低冲击开

发系统
包含渗透铺装及绿地、屋面绿化、景观调蓄等技术措施

以绿地入渗、铺装入渗为主，辅助有入渗边沟等技术措

施，利用景观旱池作为调蓄设施，减少雨水外排

节水器具 整栋办公楼均采用节水型器具
《节水型生活用水器具》要求的节水型洁具，用水效率

等级达到2级。

用水管理 分功能、分级计量 各功能分区单独设置总表，建筑单体分层设置水表

2 非传统水源利用 *

水量平衡计算

本项目为办公建筑，用水主要为冲厕及盥洗用水，

根据《建筑中水设计规范》，在设计中选取冲厕、盥洗

用水占A塔生活用水的60%和40%，经核算，办公A塔生

活用水量为90m3/d，冲厕需杂用水供水量为54m3/d。本区

域内绿化、道路冲洗、地下室冲洗日用水量约为42m3/d。

中水系统用于绿化浇洒、道路及地下室冲洗、A塔室

内冲厕杂用水日总用水量为96m3/d。

所需原水量约为106m3/d。由此可见，仅靠A塔盥

洗废水，无法满足杂用水原水量要求，为了保证中水原

水量达到规范要求，本项目可采用冲厕废水或园区内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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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楼栋生活废水作为中水原水，相比较而言，冲厕废水

处理成本较高，且本办公园区室外排水管网采用污废分

流，利用其他楼栋生活废水较为方便，不增加投资，故

在设计中将办公区其余两栋办公楼生活废水作为原水，

总水量达到约110m3/d，满足水量平衡计算要求。

经计算，本栋单体非传统水源利用率为：51%，大大

高于同类型绿色建筑非传统水源利用率。

中水处理工艺选择

根据《建筑中水设计规范》，当采用盥洗废水作为中

水水源时，可采用以物化处理为主的工艺流程。但考虑到

本项目使用后分租实际情况，盥洗排水常包含各公司员工

自带餐具清洗排水，BOD等生化指标含量高于一般办公盥

洗废水，同时由于氨氮含量较低，故本项目中水处理工艺

采用工艺为：生物接触氧化→沉淀→消毒处理。

由于生物接触氧化处理工艺产泥率较低，中水处理

设施产生的污泥采用采用提升方式，排入本单体化粪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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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为了保证化粪池出水水质，将计算所得化粪池增大

一号。

3 低影响开发系统设计

由于本项目建设时，广州市尚未制定相应的海绵城

市相关需求，本项目结合国外先进经验，完成整个项目低

影响开发设施的设计和建设工作，大大超越同期的示范性

项目设计标准，对后续开发项目有很好的指导性意义。

本项目采用容积法设计，即以径流总量控制为目

标，控制地块内各低影响开发设施的设计调蓄容积之

和，即总调蓄容积，一般不低于该地块“单位面积控制

容积”的控制要求。场地内通过设置下沉绿地、屋面绿

化、透水铺装等LID设施，对排水系统、绿地系统、道路

系统等区域的雨水进行有效吸纳、蓄渗和缓释，有效控

制雨水径流，实现控制雨水外排的总目标。

雨水综合径流系数计算

本项目开发前为城中村，建筑较为密集，绿地较

少，综合径流系数基本达到0.8以上，项目建成后，整

个办公园区通过绿地、可透水铺装、绿化屋面等技术措

施，大大降低整个院区综合径流系数，建成后综合径流

系数间下表：

下垫面类型 编号
面积（m2） 综合雨量径流系数取值

A B

硬质屋面 1 6700 1.00

绿化屋面 2 2900 0.40

室外绿地 3 12110

透水铺装 4 10290

不透水铺装 5 2400 0.90

合计 6 0.46

综合径流系数 ψ ）

由上表可见，整个办公园区综合径流系数小于开发

前，满足现行《建筑给水排水与节水通用规范》4.5.11

条，达到建设开发前水平的要求。同时也满足现行《室

外排水设计标准》中，新建项目综合径流系数不大于0.7

的要求。

项目调蓄容积计算

按现行《海绵城市建设技术指南——低影响开发雨水

系统构建（试行）》计算，[1]本项目需调蓄容积如下表：

序号
建设用地面

积F（m2）

径流系

数ψ

年径流总

控制率a

（%）

设计降

雨量h

（mm）

场地设计所

需调蓄容量

（m3)

1 0.46 0.80 36.00 560

本项目在设计过程中，采取分散式雨水花园，部分

位置采用景观旱塘作为雨水调蓄设置，雨水花园调蓄深

度按250mm计，实际面积约为2500m2，已满足场地所需

调蓄容积，同时在旱塘有效调节容积约220m3，故实际总

调节容积为 3。

经计算，本项目调蓄设施实际可控降雨量为：

53.3mm，远远大于广州市先行海绵城市技术要求，同时

SS污染物去除率大于65%，从源头上减少污染物排放对

水体的影响。

由上述可见，本项目在海绵城市运用上，完全高于

现行设计标准，具有很高的前瞻性。

4 工程技术经济性分析

按工作日计算，本项目每年的节水量约为24000

吨，按中水系统运行费用约1.3元/吨左右，广州市自来水

价1.61元/吨，污水处理费用1.2元/吨计算，每年节约费用

约3.6万元。

中水回用每年使污水排放量约减少2.4万吨，又

可以进行中水回用，提高了水资源的利用效率。

本园区雨水综合径流系数为0.46，大大低于同类

型项目的雨水综合径流系数，同时利用调蓄设置，减少

对城市雨水管网的冲击，减少SS等污染物排放，带来了

很好的环境效益。

5 给排水专业相关通用规范实施后对绿建给排水设

计的新要求

本项目绿色三星技术措施实施较早，但也能基本满

足现行国家通用规范节水节能规范的相关要求。对于新

建项目，笔者认为，需在加强设计技术措施的的基础之

上，应重视运营期的实效性，达到设计统运营的统一，

今后是绿色建筑发展的方向[2]。

《建筑给水排水与节水通用规范》（GB55020-2021）

于2022年4月1日开始实施，本规范全本强条，特别是在

绿色建筑技术方面，提出了较多要求。对于绿色建筑设

计，需重点加强以下内容：

在建筑给水排水设计过程中，需选用节水和节能

型的工艺、设备、器具和产品，应注重给排水系统中各

类产品的节能性，如加压供水设备，空气源热泵等主要

设备，均要提出设备的节能效率。

重视运营维护，建筑给水排水与节水工程的运

行、维护、管理应制定相应的操作标准并严格执行，对

重要设备用房应能做到实时监控，如生活水泵房等。

采用多种技术手段达到节水目的

细分供水、用水管理单元，分项、分级安装满

足使用需求和经计量检定合格的计量装置。

严控设计材料品质及供水压力，减少管道系统

的漏损。

加强循环用水设计，减少供水水源补水，如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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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空调冷却水、游泳池水、洗车场洗车用水、水源热泵

用水应循环使用。

提高非传统水源利用率，进行综合技术经济分

析，合理使用非传统水源。

应遵循源头减排原则，加强建设雨水控制与利用

设施，减少对水生态环境的影响，满足新建的建筑与小

区应达到建设开发前的水平要求，因此，对于绿化率较

低的工业园区、改扩建项目等，应做专项分析，加强渗

透路面、屋顶绿化建设，有条件时，应考虑设置雨水回

用系统。

切实落实海绵要求，严格按照渗透要求建设，并

对海绵设施的渗透系数进行检测，条件允许情况下，分散

设置调蓄设置，实现规范中要求的屋面雨水断接要求。

新能源的利用

《建筑节能与可再生能源利用通用规范》（

55015-2021）中要求，新建建筑应设置天阳能系统，对于

太阳能系统设置范围，由于本规范并未详细明确使用范

围，各地执行不一。对于今后对于有集中热水需求的建

筑，在对太阳能热供水和太阳能发电技术经济分析基础

上，确定采取的技术措施。当采用太阳能供热水时，宜

采用太阳能结合空气源热泵系统进行集中供热水。

结语：

本项目设计阶段在《海绵城市建设技术指南——低

影响开发雨水系统构建（试行）》实施之前，给排水专

业在设计过程中，充分研究国外绿色建筑及低影响开发

的经验，使得项目建成至今，给排水系统依然符合现行

的国家绿色建筑及海绵城市设计标准，笔者相信，随着

新技术的不断发展，绿色建筑及海绵城市设计将有日新

月异的提升，会有越来越多示范性项目为“绿水青山就

是金山银山”做出良好的实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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