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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总

1.0.1 为贯彻国家有关法律法规和方针政策,统一民用建筑节

水设计标准,提高水资源的利用率,在满足用户对水质、水量、

水压和水温的要求下,使节水设计做到安全适用、技术先进、经

济合理、确保质量、管理方便,制定本标准。

1.0.2 本标准适用于新建、改建和扩建的居住小区、公共建筑

区等民用建筑节水设计,亦适用于工业建筑生活给水的节水

设计。

1.0.3 民用建筑节水设计,在满足使用要求的同时,还应为施

工安装、操作管理、维修检测以及安全保护等提供便利条件。

1.0.4 本标准规定了民用建筑节水设计的基本要求。当本标准

与国家法律、行政法规的规定相抵触时,应按国家法律、行政法

规的规定执行。

1.0,5 民用建筑节水设计除应执行本标准外,尚应符合国家现

行有关标准的规定。

"
"
υ贝



2 术语和符号

2.1 术  语

2.1.1 节水用水定 额  rated water∞ nsumption for water

savlng

采用节水型生活用水器具后的平均日用水量。

2.1.2 节水用水量 water∞“umpton for water m访 ng

采用节水用水定额计算的用水量。

2.1.3 同程布置 reversed retum layout

对应每个配水点的供水与回水管路长度之和基本相等的热水

管道布置。

2.1.4 导流三通 diversion of te← u"on

引导接人循环回水管中的回水同向流动的 TY型或内带导流

片的顺水三通。

2.1.5 回水配件 rettlm Ⅱpe Ⅱttings

利用水在不同温度下密度不同的原理,使温度低的水向管道

底部运动,温度高的水向管道上部运动,达到水循环的配件。

2.1.6 总循环泵 master orculating pump

小区集中热水供应系统中设置在热水回水总干管上的热水循

环泵。

2.1.7 分循环泵 uⅡ t。 rcLllaong pump

小区集中热水供应系统中设置在单体建筑热水回水管上的热

水循环泵。

2.1.8 产水率 water prOducj访ty

原水 (一般为自来水)经深度净化处理产出的直饮水量与原

水量的比值。

2.1.9 浓水 咱 ected water

2



原水 (一般 为 自来水 )在 深度净化处理 中排 除 的高浓度

废水 。

2.1.10  喷灌  sprinkhng irrigation

是利用管道将有压水送到灌溉地段 ,并通过喷头分散成细小

水滴 ,均匀地喷洒到绿地、树木灌溉的方法。

2.1.Ⅱ 微喷灌 micro△Ⅱgcquon

微喷灌是微水灌溉的简称,是将水和营养物质以较小的流量

输送到草坪、树木根部附近的土壤表面或土层中的灌溉方法。

2.1.1z 地下渗灌 underground mkro irrigation(permeate

irrigation)

地下渗灌是一种地下微灌形式,在低压条件下,通过埋于草

坪、树木根系活动层的灌水器 (微孔渗灌管),根据作物的生长

需水量定时定量地向土壤中渗水供给的灌溉方法。

2.1.13 滴灌 dⅡp iⅡ gaoon

通过管道系统和滴头 (灌水器),把水和溶于水中的养分 ,

以较小的流量均匀地输送到植物根部附近的土壤表面或土层中的

一种灌水方法。

2.1.1+ 非传统水源 nontraditonal water source

不同于传统地表水供水和地下水供水的水源,包括再生水、

雨水、海水等。

2.1.15 非传统水源利用率 uol仡ation ratio of nontradoonal

Water source

非传统水源年供水量和年总用水量之比。

2.1.16 建筑节水系统 water sa访ng system in bdding

采用节水用水定额、节水器具及相应的节水措施的建筑给水

系统。

2.2 符  号

2.2.1 流量、水量

Q狃
——住宅生活用水年节水用水量 ;



Qga——宿舍、旅馆等公共建筑的生活用水年节水用水量 ;

Q庀
——生活热水年节水用水量 ;

吧 d——景观水体平均日补水量 ;

W`d——绿化喷灌平均日喷灌水量 ;

Wd——冷却塔平均日补水量 ;

W丬——景观水体 日均蒸发量 ;

W娴——景观水体渗透量 ;

WⅡ——处理站机房自用水量等 ;

吧贪——景观水体年用水量 ;

W忉——冷却塔补水年用水量 ;

W∞——年冲厕用水量 ;

∑电——年总用水量 ;

∑Wa——非传统水源年使用量 ;

W驷——雨水的年用雨水量 ;

W砌——中水的年回用量 ;

QM——雨水回用系统的平均日用水量 ;

Q耐
——中水处理设施的日处理水量 ;

Q劝
——中水原水的年收集量 ;

QM——中水供应管网系统的年需水量 ;

gz——住宅节水用水定额 ;

qg——公共建筑节水用水定额 ;

qr——生活热水节水用水定额 ;

9——绿化灌溉浇水定额 ;

gq——冷却循环水补水定额 ;

qc——冲厕 日均用水定额。

2.2.2 时间

Dz——住宅生活用水的年用水天数 ;

Dg——公共建筑生活用水的年用水天数 ;

Dr——生活热水年用水天数 ;

η
——景观水体的年平均运行天数 ;

犭



Dt——冷却塔每年运行天数 ;

Dc——冲厕用水年平均使用天数 ;

T——冷却塔每天运行时间。

2.2.3 几何特征及其他

″z——住宅建筑居住人数 ;

″g——公共建筑使用人数或单位数 ;

△——生活热水使用人数或单位数 ;

气——冲厕用水年平均使用人数 ;

F/——绿地面积 ;

F——计算汇水面积 ;

R——非传统水源利用率 ;

Ry——雨水利用率 ;

吼——雨量径流系数 ;

九a——常年降雨厚度 ;

凡d——常年最大日降雨厚度 ;

V——蓄水池有效容积。



3 节水设计计算

3.1 节水用水定额

3.1.1 住宅平均日生活用水的节水用水定额 ,可根据住宅类型、

卫生器具设置标准和区域条件因素按表 3.1.1的 规定确定。

表 3.1.1 住宅平均日生活用水节水用水定额 %

住宅

类型

卫生器具

设置标准

节水用水定额 %〈 l'/人 ·d)

一 区 二 区 三 区

特大

城市
大城讨

中、小

城市

特大

城市
尺城床

中、

卜城市

特大

城市
尺城市

中、

小城市

普

通

住

宅

I

有大便器、

洗涤盆

100^ˇ

140

90^ˇ

110

80冖ˇ

100

70-

110

60-

80

50-ˇ

70

60冖ˇ

100

50^ˇ

70

45'`ˇ

65

Ⅱ

有大便器、

洗脸盆、洗

涤盆和洗衣

机、热水 器

和沐浴设备

120`

200

100^ˇ

150

90-

140

80~

140

70~

110

60^ˇ

100

70~

120

60~

90

50-

80

Ⅲ

有大便器、

洗脸盆、洗

涤盆、洗衣

机、集 中供

应或家用热

水机组和沐

浴设备

140~

230

I30~

180

100ˉˇ

]60

90^ˇ

170

80冖ˇ

130

70-

120

80~

140

70-ˇ

100

60-

90



续表 3.1.1

住宅

类型

卫生器具

设置标淮

节水用水定额 gz(L/人 ·d)

一 区 二 区 三 区

特大

城市
赶城礻

中、小

城市

特大

城市
k城市

中、

卜城i

特大

城市
赶城礻

中、

小城市

别墅

有大便器、

洗脸盆、洗

涤盆、洗衣

机及其他设

各 (净 身器

等〉、家用热

水机组或集

中热水供应

和沐浴设备、

洒水拴

150~

250

140^ˇ

200

11θ ~

180

lO0~

190

90^ˇ

150

80^ˉ

140

90~

160

80~

110

70`

100

注:1 特大城市指市区和近郊区非农业人口100万及以上的城市 ;

大城市指市区和近郊区非农业人口50万及以上,不满 100万的城市 ;

中、小城市指市区和近郊区非农业人口不满 50万的城市。

2 一区包括:湖北、湖南、江西、浙江、福建、广东、广西、海南、上海、

江苏、安徽、重庆 ;

二区包括 :四川、贵州、云南、黑龙江、吉林、辽宁、北京、天津、河

北、山西、河南、山东、宁夏、陕西、内蒙古河套以东和甘肃黄河以东的

地区;

三区包括 :新疆、青海、西藏、内蒙古河套以西和甘肃黄河以西的地区。

3 当地主管部门对住宅生活用水节水用水标准有规定的,按当地规定执行。

座 别墅用水定额中含庭院绿化用水,汽车抹车水。

5 表中用水量为全部用水量,当采用分质供水时,有直饮水系统的,应扣除

直饮水用水定额;有杂用水系统的,应扣除杂用水定额。

3.1.2 宿舍、旅馆和其他公共建筑的平均日生活用水的节水用

水定额,可根据建筑物类型和卫生器具设置标准按表 3.1.2的规

定确定。



表 3.1.2 宿舍、旅馆和其他公共建筑的平均日生活用水节水用水定额 %

序号 建筑物类型及卫生器具设置标准
节水用水

定额 gg
单  位

l

宿舍

I类、Ⅱ类

Ⅲ类、Ⅳ类

130~160

90~120

L/人 ·d

L/A· d

2

招待所、培训中心、普通旅馆

设公用厕所、盥洗室

设公用厕所、盥洗室和淋浴室

设公用厕所、簌洗室、淋浴室、洗衣室

设单独卫生闾、公用洗衣室

40冖 8̌0

70~100

90ˉ Ǐ20

110-160

1'/人 ·d

L/丿
`·

d

L/人 ·d

L/人 ·d

3 酒店式公寓 180^ˇ 240 L/'人、·d

4

宾馆客房

旅客

员工

220冖 3̌20

70冖 8̌0

L/床位 ·
-

L/'`。 d

5

医院住院部

设公用厕所、盥洗室

设公用厕所、盥洗室和淋浴室

病房设单独卫生间

医务人员

门诊部、诊疗所

疗养院、休养所住院部

90^ˇ 160

130^ˇ 200

220冖 3̌20

130^ˇ 200

6~12

180冖 2̌碴o

L/床位 ·d

L/床位 ·d

L/床位 ·d

L/人 ·班

L/人 ·次

L/床位 ·
-

6

养老院托老所

全托

日托

90冖 1̌20

40^ˇ 60

L/丿′、·d

△/A· d

7

幼儿园、托儿所

有住宿

无住宿

刂0^ˇ 80

25^ˇ 40

L/丿L童 ·d

L/丿 L童 ·d

公共浴室

淋浴

淋浴、浴盆

桑拿浴 (淋浴、按摩池 )

70-90

120-ˇ 150

130-ˉ 160

L/人 ·次

L/人 ·次

L/人 ·次

理发室、美容院 35⌒ 8̌0 L/人 ·次

洗衣房 40-ˇ 80 L/kg干衣



续表 3.1.2

序 号 建筑物类型及卫生器具设置标准
节水用水

定额%
单  位

餐饮业

中餐酒楼

快餐店、职工及学生食堂

酒吧、咖啡厅、茶座、卡拉 OK房

35^ˇ 50

15-20
5~10

L/人 ·次

L/人 ·次

L/人 ·次

商场

员工及顾客 4^ˇ 6 L/m2营业厅面积 ·d

图书馆 5~8 L/人 ·次

书店

员工

营业厅

27-ˇ 40

3冖 5̌

L/人 ·班

L/m2营业厅面积 ·d

办公楼 25冖 4̌0 L/人 Ⅱ班

教学实验楼

中小学校

高等学校

15^ˇ 35

35^ˇ 40

L/学生 ·d

L/学生 ·d

电影院、剧院 3^ˇ 5 凵观众 .场

会展中心 (博物馆、展览馆)

员工

展厅

27^ˇ 40

3^ˇ 5

L/人 ◆班

L/m2展厅面积 ·d

健身中心 25冖 4̌0 凵人 ·次

体育场、体育馆

运动员淋浴

观众

25-40
3

〃人 ·次
L/人 ·场

会议厅 6~8 L/座位 ·次

客运站旅客、展览中心观众 3~6 L/人 ·次

菜市场冲洗地面及保鲜用水 8^ˇ 15 L/m2· d

停车库地面冲洗用水 2⌒ 3̌ L/硭 ·次

注:1 除养老院、托儿所、幼儿园的用水定额中含食堂用水,其他均不含食堂

用水。
2 除注明外均不含员工用水,员工用水定颔每人每班 30L~45L。

3 医疗建筑用水中不含医疗用水。
4 表中用水量包括热水用量在内,空调用水应另计。
5 选择用水定额时,可依据当地气候条件、水资源状况等确定`缺水地区应

选择低值。

6 用水人数或单位数应以年平均值计算。
7 每年用水天数应根据使用情况确定。



3.1.3 汽车冲洗用水定额应根据冲洗方式按表 3.1.3的 规定选

用,并应考虑车辆用途、道路路面等级和污染程度等因素后综合

确定。附设在民用建筑中停车库抹车用水可按 10%~15%轿车

车位计。

表3.I.3 汽车冲洗用水定额 (L/辆 ·次)

注:1 同时冲洗汽车数量按洗车台数量确定。

2 在水泥和沥青路面行驶的汽车,宜选用下限值;路面等级较低时l宜选用

上限值。

3 冲洗一辆车可按 10mh考虑。

4 软管冲洗时耗水量大,不推荐采用。

3.1.4 空调循环冷却水系统的补充水量 ,应根据气象条件、冷

却塔形式、供水水质、水质处理及空调设计运行负荷、运行天数

等确定,可按平均日循环水量的 1.0%~2.0%计算。

3.1.5 浇洒道路用水定额可根据路面性质按表 3.1.5的 规定选

用,并应考虑气象条件因素后综合确定。

表 3.1,5 浇洒道路用水定额 (L/m2· 次 )

注:1 广场浇洒用水定额亦可参照本表选用。

2 每年浇洒天数按当地情况确定。

3.1.6 浇洒草坪、绿化年均灌水定额可按表 3.1.6的 规定确定。

表 3。 I.6 浇洒草坪、绿化年均灌水定额 (n13/lllP· a)

冲洗方式 高压水枪冲洗 循环用水冲洗补水 抹  车

轿  车 40^ˇ 60 20^ˇ 30 lO^ˇ 15

公共汽车

载重汽车
80-120 40^ˇ 60 15^¨ 30

路面性质 用水定额

碎石路面 o 40^ˇ 0 70

土路面 1.00--1.50

水泥或沥青路面 0.20--0.50

草坪种类
灌 水 定 额

特级养护 一级养护 二级养护

冷季型 0.50 0.28

暖季型

J Cl



3.1.7 住宅和公共建筑的生活热水平均日节水用水定额可按表

3.1.7的 规定确定,并应根据水温、卫生设备完善程度、热水供

应时间、当地气候条件、生活习惯和水资源情况综合确定。

表 3.1.7 热水平均日节水用水定额 cr

序号 建筑物名称
节水用水

定额⒐
单 位

l

住宅

有白备热水供应和淋浴设备

有集中热水供应和淋浴设备

2θ ^'60

25^ˇ 70

人

人

L
L

●d

●d

别墅 30冖 8̌0 L/人 ·d

酒店式公寓 65ˉ 8̌0 L/A· d

4

宿舍

I类 、

Ⅲ类、

类

类

Ⅱ

Ⅳ

40冖 5̌5

35冖 4̌5

L/人 ·d

L/人 ·d

0

招待所、培训中心、普通旅馆

设公用厕所、盥洗室

设公用厕所、盥洗室和淋浴室

设公用厕所、盥洗室、淋浴室、洗衣室

设单独卫生间、公用洗衣室

20冖 3̌0

35^ˇ 45

45^ˇ 55

50^ˇ 70

L/丿
`·

d

L/A· d

L/丿、·d

L/'k· d

6

宾馆客房

旅客

员工

llO^ˇ 140

3t,^'钅 0

L/床位 ·d

L/人 ·d

7

医院住院部

设公用厕所、盥洗室

设公用厕所、盥洗室和淋浴室

病房设单独卫生间

医务人员

门诊部、诊疗所

疗养院、休养所住院部

4s-70
65-90
110'~140

65^ˇ 90

3~5
90-ˇ 110

凵床位 ◆d

凵床位 ·d

L/床位 ·d

L/人 ·班
L/人 ·次
L/床位 ·d

养老院托老所

全托

日托

45-55
15^ˇ 20

L/床位 ·d

L/丿′、·d

9

幼儿园、托儿所

有住宿

无住宿

20^ˇ 40

15^ˇ 20

1'/儿 童 ·d

L/丿 1童 ·d



续表 3.1,7

序号 建筑物名称
节水用水

定额 qr
单 位

10

公共浴室

淋浴

淋浴、浴盆

桑拿浴 (淋浴、按摩池〉

35-蓬 o

55`ˉ 70

60^ˇ 70

L/人 ·次

L/人 ·次

I'/人 。次

理发窒、美容院 20冖 3̌5 凵人 ·次

洗衣房 15^ˇ 30 L/kg=F衣

餐饮业

中餐酒楼

快餐店、职工及学生食堂

酒吧、咖啡厅、茶座、卡拉 OK房

15-25
7'`ˇ 10

3^ˇ 5

L/人 ·次

L/人 ·次
L/人 ·次

办公楼 5~10 L/人 ·班

健身中心 10^ˇ 20 凵人 ·次

体育场、体育馆

运动员淋浴

观众

15'~20

lˉ-2
L/人 ·次
L/人 ·场

会议厅 L/座位 ·次

注:1 热水温度按 60℃计。
2 本表中所列节水用水定额均已包括在表 3.1.1和表 3,1.2的用水定额中。
3 选用居住建筑热水节水用水定额时,应参照表 3.1,1申 相应地区、城市规

模以及住宅类型的生活用水节水用水定额取值,即三区中小城市宜取低
值,一区特大城市宜取高值。

3.1.8 民用建筑中水节水用水定额可按本标准第 3.1.1、 第
3.1.2条 和表 3.1.8所规定的各类建筑物分项给水百分率确定。

表 3.1.8 备类建筑物分项给水百分率 (%)

项 目 住宅 宾馆、饭店 办公楼、教学楼 公共浴室
餐饮业、

营业餐厅
宿舍

冲厕 10~14 60-66 2冖 5̌ 6.7~5

厨房 20'`ˇ 19 12.5~1逆 93,3-95

沐浴 29.3^ˇ 32 50-刂0 98冖 9̌5 40-ˇ 42

缏洗 6.7-6.0 12,5^ˇ 14 砝0冖 3̌4 12.5~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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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表 3.1,8

项 目 住 宅 宾馆、饭店 办公楼、教学楼 公共浴室
餐饮业、

营业餐厅
宿舍

洗衣 22.7-22 15-ˉ 18 17.5冖 1̌4

总计

3.2 年节水用水量计算

3.2.1 生活用水年节水用水量的计算应符合下列规定 :

1 住宅的生活用水年节水用水量应按下式计算 :

电=箱黯
(3.2.1-1)

式中:电——住宅生活用水年节水用水量 (d/a);

qz——节水用水定额 ,按表 3.1.1的 规定选用(L/人 ·ω ;

″z——居住人数 ,按 3~5人 /户 ,入住率 60%~SO%
计算 ;

Dz——年用水天数 (〃a),可取 Dz=365d/a。

2 宿舍、旅馆等公共建筑的生活用水年节水用水量应按下

式计算 :

矿∑醋 (3.2. 1-2)

式中:电a—
—宿舍、旅馆等公共建筑的生活用水年节水用水量

(血3/a);

qg——节水用水定额,按表 3.1.2的规定选用 (L/人 ·d

或 L/单位数 ·d),表 中未直接给出定额者,可通

过人、次/d等进行换算 ;

mg——使用人数或单位数,以年平均值计算 ;

Dg——年用水天数 (d/a),根据使用情况确定。

3 浇洒草坪、绿化用水、空调循环冷却水系统补水等的年

节水用水量应分 别按本标 准表 3.1.6、 式 (5.1.8)和 式

(5.1.11-2)的规定确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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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 酝2缒滔热水隼茆赧佩水量碰鞍下苯计算 :

蚧 ∑
鲳 革   盹 缈

∴式申:i← 生渭鞠本竿带水屑冰量 【澄分峦i;

∷鸵一埔咪 节冰厢水定颧,按表 B.1~7驹规焘邈熠

泌 又 ·d或:鸟呜觐邂致Ⅱ曲钉蒹中珠暹姒婆缵出霆颡
|

者”可暹挝人心次枫簧翮萝珊畴拆
掮——赞用火数或单位浆”以竿平鞫蔺岢算9偎宅丨可摈

本标瞧武 t3沌,玉:卫冫申的%计算。

琨亨
一
年晟球宋数 《-/酚”龊 确嘉。

翅



4 节水系统设计

4.1一 般 规 定

4。 1.1 建筑物在初步设计阶段应编制
“
节水设计专篇

”,编写格

式应符合附录 A的规定,其中节水用水量的计算中缺水城市的

平均日用水定额应采用本标准中较低值。

4.1.2 建筑节水系统应根据节能、卫生、安全及当地政府规定

等要求,并结合非传统水源综合利用的内容进行设计。

4.1.3 市政管网供水压力不能满足供水要求的多层、高层建筑

的给水、中水、热水系统应竖向分区,各分区最低卫生器具配水

点处的静水压不宜大于 0.45MPa,且 分区内低层部分应设减压

设施保证各用水点处供水压力不大于 0.2MPa。

4.1.4 绿化浇洒系统应依据水量平衡和技术经济比较,优化配

置、合理利用各种水资源。

4.1.5 景观用水水源不得采用市政自来水和地下井水。

4.2供 水 系 统

4.2.1 设有市政或小区给水、中水供水管网的建筑,生活给水

系统应充分利用城镇供水管网的水压直接供水。

4.2.2 给水调节水池或水箱、消防水池或水箱应设溢流信号管

和溢流报警装置,设有中水、雨水回用给水系统的建筑,给水调

节水池或水箱清洗时排出的废水、溢水宜排至中水、雨水调节池

回收利用。

4.2.3 热水供应系统应有保证用水点处冷、热水供水压力平衡

的措施。用水点处冷、热水供水压力差不宜大于 0.02MPa,并

应符合下列规定 :

1 冷水、热水供应系统应分区一致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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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当冷、热水系统分区一致有困难时,宜采用配水支管设

可调式减压阀减压等措施 ,保证系统冷、热水压力的平衡 ;

3 在用水点处宜设带调节压差功能的混合器、混合阀。

4.2.4 热水供应系统应按下列要求设置循环系统 :

1 集中热水供应系统,应采用机械循环 ,保证干管、立管

或干管、立管和支管中的热水循环 ;

2 设有 3个以上卫生间的公寓、住宅、别墅共用水加热设

各的局部热水供应系统,应设回水配件自然循环或设循环泵机械

循环 ;

3 全日集中供应热水的循环系统 ,应保证配水点出水温度

不低于 45℃ 的时间,对于住宅不得大于 15s,医 院和旅馆等公共

建筑不得大于 10s。

4.2.5 循环管道的布置应保证循环效果 ,并应符合下列规定 :

1 单体建筑的循环管道宜采用同程布置,热水回水干、立

管采用导流三通连接和在回水立管上设限流调节阀、温控阀等保

证循环效果的措施 ;

2 当热水配水支管布置较长不能满足本标准 4.2.4条第 3

款的要求时,宜设支管循环,或采取支管自控电伴热措施 ;

3 当采用减压阀分区供水时,应保证各分区的热水循环 ;

4 小区集中热水供应系统应设热水回水总干管并设总循环

泵,单体建筑连接小区总回水管的回水管处宜设导流三通、限流

调节阀、温控阀或分循环泵保证循环效果 ;

5 当采用热水贮水箱经热水加压泵供水的集中热水供应系

统时,循环泵可与热水加压泵合用,采用调速泵组供水和循环。

回水干管设温控阀或流量控制阀控制回水流量。

4.2.6 公共浴室的集中热水供应系统应满足下列要求 :

1 大型公共浴室宜采用高位冷、热水箱重力流供水。当无

条件设高位冷、热水箱时,可设带贮热调节容积的水加热设备经

混合恒温罐、恒温阀供给热水。由热水箱经加压泵直接供水时 ,

应有保证系统冷热水压力平衡和稳定的措施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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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采用集中热水供应系统的建筑内设有 3个及 3个以上淋

浴器的小公共浴室、淋浴间,其热水供水支管上不宜分支再供其

他用水 ;

3 浴室内的管道应按下列要求设置 :

1)当淋浴器出水温度能保证控制在使用温度范围时 ,

宜采用单管供水;当不能满足时,宜采用双管供水 ;

2)多于 3个淋浴器的配水管道宜布置成环形 ;

3)环形供水管上不宜接管供其他器具用水 ;

4)公共浴室的热水管网应设循环回水管,循环管道应

采用机械循环 ;

4 淋浴器宜采用即时启、闭的脚踏、手动控制或感应式 自

动控制装置。

4.2.7 建筑管道直饮水系统应满足下列要求 :

1 管道直饮水系统的竖向分区、循环管道的设置以及从供

水立管至用水点的支管长度等设计要求应按国家现行行业标准

《管道直饮水系统技术规程》CJJ110执行 ;

2 管道直饮水系统的净化水设备产水率不得低于原水的

70%,浓水应回收利用。

4.2.8 采用蒸汽制备开水时,应采用间接加热的方式 ,凝结水

应回收利用。

4.3 循环水系统

4.3.1 冷却塔水循环系统设计应满足下列要求 :

1 循环冷却水的水源应满足系统的水质和水量要求 ,宜优

先使用雨水等非传统水源 ;

2 冷却水应循环使用 ;

3 多台冷却塔同时使用时宜设置集水盘连通管等水量平衡

设施 ;

4 建筑空调系统的循环冷却水的水质稳定处理应结合水质

情况 ,合理选择处理方法及设备,并应保证冷却水循环率不低



于 98%;

5 旁流处理水量可根据去除悬浮物或溶解固体分别计算。

当采用过滤处理去除悬浮物时,过滤水量宜为冷却水循环水量的

1%~5%;
6 冷却塔补充水总管上应设阀门及计量等装置 ;

7 集水池、集水盘或补水池宜设溢流信号,并将信号送人

机房。

4.3.2 游泳池、水上娱乐池等水循环系统设计应满足下列要求 :

1 游泳池、水上娱乐池等应采用循环给水系统 ;

2 游泳池、水上娱乐池等水循环系统的排水应重复利用。

4.3.3 蒸汽凝结水应回收再利用或循环使用 ,不得直接排放。

4.3.4 洗车场宜采用无水洗车、微水洗车技术 ,当采用微水洗

车时,洗车水系统设计应满足下列要求 :

1 营业性洗车场或洗车点应优先使用非传统水源 ;

2 当以自来水洗车时,洗车水应循环使用 ;

3 机动车清洗设备应符合国家有关标准的规定。

4.3.5 空调冷凝水的收集及回用应符合下列要求 :

1 设有中水、雨水回用供水系统的建筑,其集中空调部分

的冷凝水宜回收汇集至中水、雨水清水池,作为杂用水 ;

2 设有集中空调系统的建筑 ,当无中水、雨水回用供水系

统时,可设置单独的空调冷凝水回收系统 ,将其用于水景、绿化

等用水。

4.3。 6 水源热泵用水应循环使用 ,并应符合下列要求 :

1 当采用地下水、地表水做水源热泵热源时,应进行建设

项目水资源论证 ;

2 采用地下水为热源的水源热泵换热后的地下水应全部回

灌至同一含水层 ,抽 、灌井的水量应能在线监测。

4.4浇 洒 系 统

4.4.1 浇洒系统水源应满足下列要求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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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应优先选择雨水、中水等非传统水源 ;

2 水质应符合现行国家标准 《城市污水再生利用 景观环

境用水水质》GB/T18921和 《城市污水再生利用 城市杂用水

水质》GB/T18920的规定。

4.4.2 绿化浇洒应采用喷灌、微灌等高效节水灌溉方式。应根

据喷灌区域的浇洒管理形式、地形地貌、当地气象条件、水源条

件、绿地面积大小、土壤渗透率、植物类型和水压等因素,选择

不同类型的喷灌系统,并应符合下列要求 :

1 绿地浇洒采用中水时,宜采用以微灌为主的浇洒方式 ;

2 人员活动频繁的绿地,宜采用以微喷灌为主的浇洒方式 ;

3 土壤易板结的绿地,不宜采用地下渗灌的浇洒方式 ;

4 乔、灌木和花卉宜采用以滴灌、微喷灌等为主的浇洒

方式 ;

5 带有绿化的停车场,其灌水方式宜按表 4.4.⒉ 1的规定

选用 ;

6 平台绿化的灌水方式宜按表 4.4.2砭 的规定选用。

表 4.4。 ⒉1 停车场灌水方式

绿化部位 种植晶种及布置 灌水方式

周界绿化 较密集 滴灌

车位间绿化
不宜种植花卉,绿化带一般宽位 1.5m~2m,乔

木沿绿带排列 ,间距应不小于 2.5m
滴灌或微喷灌

地面绿化 种植耐碾压草种 微喷灌

表 4.4.z-2 平台绿化灌水方式

植物类别
种植土最小厚度 (】 lni)

灌水方式
南方地区 中部地区 北方地区

花卉草坪地 微喷灌

灌木 800 滴灌或微喷灌

乔本、藤本植物 滴灌或微喷灌

中高乔木 800 滴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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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非传统水源利用

5.1一 般 规 定

5.1.1 节水设计应因地制宜采取措施综合利用雨水、中水、海

水等非传统水源,合理确定供水水质指标 ,并应符合国家现行有

关标准的规定。

5.1.2 民用建筑采用非传统水源时,处理出水必须保障用水终

端的日常供水水质安全可靠,严禁对人体健康和室内卫生环境产

生负面影响。

5.1.3 非传统水源的水质处理工艺应根据源水特征、污染物和

出水水质要求确定。

5.1.4 雨水和中水利用工程应根据现行国家标准 《建筑与小区

雨水利用工程技术规范》GB50400和 《建筑 中水设计规范》

GB50336的 有关规定进行设计。

5.1.5 雨水和中水等非传统水源可用于景观用水、绿化用水、

汽车冲洗用水、路面地面冲洗用水、冲厕用水、消防用水等非与

人身接触的生活用水,雨水,还可用于建筑空调循环冷却系统的

补水。

5.1.6 中水、雨水不得用于生活饮用水及游泳池等用水。与人

身接触的景观娱乐用水不宜使用中水或城市污水再生水。

5.1.7 景观水体的平均日补水量吧 d和年用水量 Wia应 分别按下

列公式进行计算 :

吧d=W猁 +W刺 +W妃
W扫 =吧d× η

(5.1.7-1)

(5.1.7-2)

式中:吧d—
—

平均日补水量 (m3/d);

W洌—— 日均蒸发量 (m3/d),根据当地水面 日均蒸发厚

度乘以水面面积计算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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W谰——渗透量 (m3/d),为 水体渗透面积与人渗速率的

乘积 ;

Wm——处理站机房自用水量等 (m3/d);

吧 a—
—景观水体年用水量 (m3/a);

η
——年平均运行天数 (d/a)。

5.1.8 绿化灌溉的年用水量应按本标准表 3.1.6的规定确定 ,

平均日喷灌水量 W泔应按下式计算 :

W`d=0.001幼 F`        (5.1.8)

式中:W`d—— 日喷灌水量 (m·3/d);

臼
——浇水定额 (L/m2· d),可取 2L/m2· d;

Fl——绿地面积 (mz)。

5.1.9 冲洗路面、地面等用水量应按本标准表 3.1.5的规定确

定,年浇洒次数可按 30次计。

5.1.10 洗车场洗车用水可按本标准表 3.1.3的 规定和日均洗车

数量及年洗车数量计算确定。

5.1.Ⅱ 冷却塔补水的日均补水量 Wd和补水年用水量 Wm应分

别按下列公式进行计算 :

Wtd== (0.5`冫 0.6)gq t′        (5.1.11-1)

Wu=Wtd× Dt     (5.1.11-2)

式中:W记——冷却塔日均补水量 (m3/d);

吼
——补水定额,可按冷却循环水量的 l%~2%计算 ,

(m3/D,使用雨水时宜取高限 ;

T——冷却塔每天运行时间 (h/d);

Dt——冷却塔每年运行天数 (〃a);

W忉——冷却塔补水年用水量 (m3/ω 。

5.1.12 冲厕用水年用水量应按下式计算 :

W∞ =笳
景      (5· 1· 12)

式中:W∞——年冲厕用水量 (m3/a);

gc——日均用水定额,可按本标准第 3.1.1、 3.1.2条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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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3.1.8的规定采用 (L/人 ·d);

9tc——年平均使用人数 (人 )。 对于酒店客房,应考虑年

人住率;对于住宅,应按本标准 3.2.⒈ 1式 中的

″z值计算 ;

Dc——年平均使用天数 (d/a)。

5.1.I3 当具有城市污水再生水供应管网时,建筑中水应优先采

用城市再生水。

5.1.10 观赏性景观环境用水应优先采用雨水、中水、城市再生

水及天然水源等。

5.1.15 建筑或小区中设有雨水回用和中水合用系统时,原水应

分别调蓄和净化处理,出水可在清水池混合。

5.1.16 建筑或小区中设有雨水回用和中水合用系统时,在雨季

应优先利用雨水,需要排放原水时应优先排放中水原水。

5.1.1, 非传统水源利用率应按下式计算 :

肛黉×100%  ⒍⒈⑺
式中:R——非传统水源利用率 ;

∑电——年总用水量 ,包含自来水用量和非传统水源用量 ,

可根据本标准第 3章和本节的规定计算 ;

∑Wa——非传统水源年使用量。

5.2雨 水 利 用

5.2.1 建筑与小区应采取雨水人渗收集、收集回用等雨水利用

措施。

5.2.2 收集回用系统宜用于年降雨量大于 400Ⅱm的地区,常

年降雨量超过 ⒛Omm的 城市应优先采用屋面雨水收集 回用

方式。

5.2.3 建设用地内设置了雨水利用设施后 ,仍应设置雨水外排

设施。

5.2.4 雨水回用系统的年用雨水量应按下式计算 :



W驷 =(0.6~0.7)× 10Ψ力aF   (5.2.4)
式中:W”——

年用雨水量 (m3);

吼——雨量径流系数 ;

尼a——常年降雨厚度 (mm);

F——计算汇水面积 (hmz),按本标准第 5.2.5条的规

定确定 ;

0.6~0.7——除去不能形成径流的降雨、弃流雨水等外的可回

用系数。

5,2.5 计算汇水面积 F可按下列公式进行计算 ,并可与雨水蓄

水池汇水面积相比较后取三者中最小值 :

F=赢
  G⒉ H)

F=手
耗羚琵   G⒉ ⑷

式中:凡d—
—

常年最大日降雨厚度 (mm);

V  蓄水池有效容积 (m3);

QlⅥ
——雨水回用系统的平均日用水量 (m3)。

5.2.6 雨水人渗面积的计算应包括透水铺砌面积、地面和屋面

绿地面积、室外埋地人渗设施的有效渗透面积,室外下凹绿地面

积可按 2倍透水地面面积计算。

5.2.7 不透水地面的雨水径流采用回用或人渗方式利用时,配
置的雨水储存设施应使设计 日雨水径流量溢流外排的量小于

20%,并且储存的雨水能在 3d之内入渗完毕或使用完毕。

5.2.8 雨水回用系统的自来水替代率或雨水利用率 Ry应按下式

计算 :

Ry=伪‰/∑ Q`          (5.2.8)
式中:Ry~~自 来水替代率或雨水利用率。

5.3中 水 利 用

5.3.I 水源型缺水且无城市再生水供应的地区,新建和扩建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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下列建筑宜设置中水处理设施 :

1 建筑面积大于 3万 W的 宾馆、饭店 ;

2 建筑面积大于 5万 ∥ 且可回收水量大于 100邢 /d的办

公、公寓等其他公共建筑 ;

3 建筑面积大于 5万 耐 且可回收水量大于 150m3/d的住

宅建筑。

注:1 若地方有相关规定,则按地方规定执行。

2 不包括传染病医院、结核病医院建筑。

5.3.2 中水源水的可回收利用水量宜按优质杂排水或杂排水量

计算。

5.3.3 当建筑污、废水没有市政污水管网接纳时,应进行处理

并宜再生回用。

5。 3.4 当中水由建筑中水处理站供应时,建筑中水系统的年回

用中水量应按下列公式进行计算 ,并应选取三个水量中的最小

数值 :

WIIta=0。 8× Q钩       (5· 3· 4-D

Wm=0.8× 365Q耐       (5.3.4-2)
Wnn=0.9× Q池       (5· 3.43)

式中:Wm——中水的年回用量 (m3);

Q叻
——中水原水的年收集量 (m3);应 根据本标准第 3

章的年用水量乘 0.9计算。

Q耐
——中水处理设施的日处理水量 ,应按经过水量平衡

计算后的中水原水量取值 (d/d);

Q粗
——中水供应管网系统的年需水量 (m3),应 根据本

标准第 5.1节的规定计算。

25



6 节水设备、计量仪表、

器材及管材、管件

6.1 卫生器具、器材

6.I。 1 建筑给水排水系统中采用的卫生器具、水嘴、淋浴器等

应根据使用对象、设置场所、建筑标准等因素确定 ,且均应符合

现行行业标准 《节水型生活用水器具》q164的规定。

6.1.2 坐式大便器宜采用设有大、小便分档的冲洗水箱。

6.1.3 居住建筑中不得使用一次冲洗水量大于 6L的坐便器。

6.1.4 小便器、蹲式大便器应配套采用延时自闭式冲洗阀、感

应式冲洗阀、脚踏冲洗阀。

6.1.5 公共场所的卫生间洗手盆应采用感应式或延时 自闭式

水嘴。

6.1.6 洗脸盆等卫生器具应采用陶瓷片等密封性能良好耐用的

水嘴。

6.1,7 水嘴、淋浴喷头内部宜设置限流配件。

6.1.8 采用双管供水的公共浴室宜采用带恒温控制与温度显示

功能的冷热水混合淋浴器。

6.1.9 民用建筑的给水、热水、中水以及直饮水等给水管道设

置计量水表应符合下列规定 :

1 住宅人户管上应设计量水表 ;

2 公共建筑应根据不同使用性质及计费标准分类分别设计

量水表 ;

3 住宅小区及单体建筑引入管上应设计量水表 ;

4 加压分区供水的贮水池或水箱前的补水管上宜设计量

水表 ;

5 采用高位水箱供水系统的水箱出水管上宜设计量水表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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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冷却塔、游泳池、水景、公共建筑中的厨房、洗衣房、

游乐设施、公共浴池、中水贮水池或水箱补水等的补水管上应设

计量水表 ;

7 机动车清洗用水管上应安装水表计量 ;

8 采用地下水水源热泵为热源时,抽 、回灌管道应分别设

计量水表 ;

9 满足水量平衡测试及合理用水分析要求的管段上应设计

量水表。

6.1.10 民用建筑所采用的计量水表应符合下列规定 :

1 产品应符合国家现行标准 《封闭满管道中水流量的测量

饮用冷水水表和热水水表》GB/T778.1~3、 《IC卡冷水水表》

q/T133、 《电子远传水表》q/T224、 《冷水水表检定规程》

JJG162和 《饮用水冷水水表安全规则》q266的规定 ;

2 口径 DN15~DN25的 水表,使用期限不得超过 6a;口

径大于 DN25的水表 ,使用期限不得超过 4a。

6.1。 Ⅱ 学校、学生公寓、集体宿舍公共浴室等集中用水部位宜

采用智能流量控制装置。

6.1.12 减压阀的设置应满足下列要求 :

1 不宜采用共用供水立管串联减压分区供水 ;

2 热水系统采用减压阀分区时,减压阀的设置不得影响循

环系统的运行效果 ;

3 用水点处水压大于 0.2MPa的 配水支管应设置减压阀 ,

但应满足给水配件最低工作压力的要求 ;

4 减压阀的设置还应满足现行国家标准 《建筑给水排水设

计规范》GB50015的 有关规定。

6.2节 水 设 备

6.2.1 加压水泵的 Q-H特性曲线应为随流量的增大 ,扬程逐

渐下降的曲线。

6.2.2 市政条件许可的地区,宜采用叠压供水设各,但需取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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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地供水行政主管部门的批准。

6.2.3 水加热设备应根据使用特点、耗热量、热源、维护管理

及卫生防菌等因素选择,并应符合下列规定 :

1 容积利用率高,换热效果好,节能、节水 ;

2 被加热水侧阻力损失小。直接供给生活热水的水加热设

备的被加热水侧阻力损失不宜大于 0.01MPa;

3 安全可靠、构造简单、操作维修方便。

6.2.4 水加热器的热媒人口管上应装自动温控装置,自 动温控

装置应能根据壳程内水温的变化,通过水温传感器可靠灵活地调

节或启闭热媒的流量,并应使被加热水的温度与设定温度的差值

满足下列规定 :

1 导流型容积式水加热器 :± 5℃ ;

2 半容积式水加热器:± 5℃ ;

3 半即热式水加热器 :± 3℃ 。

6.2.5 中水、雨水、循环水以及给水深度处理的水处理宜采用

自用水量较少的处理设备。

6.2.6 冷却塔的选用和设置应符合下列规定 :

1 成品冷却塔应选用冷效高、飘水少、噪声低的产品 ;

2 成品冷却塔应按生产厂家提供的热力特性曲线选定。设

计循环水量不宜超过冷却塔的额定水量 ;当循环水量达不到额定

水量的 gO%时 ,应对冷却塔的配水系统进行校核 ;

3 冷却塔数量宜与冷却水用水设备的数量、控制运行相

匹配 ;

4 冷却塔设计计算所选用的空气干球温度和湿球温度,应

与所服务的空调等系统的设计空气干球温度和湿球温度相吻合 ,

应采用历年平均不保证 50h的干球温度和湿球温度 ;

5 冷却塔宜设置在气流通畅,湿热空气回流影响小的场所 ,

且宜布置在建筑物的最小频率风向的上风侧。

6.2.7 洗衣房、厨房应选用高效、节水的设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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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3 管材、管件

6.3.1 给水、热水、再生水、管道直饮水、循环水等供水系统

应按下列要求选用管材、管件 :

1

的规定。

作压力 ;

2

3

4

供水系统采用的管材和管件,应符合国家现行有关标准

管道和管件的工作压力不得大于产品标准标称的允许工

热水系统所使用管材、管件的设计温度不应低于 gO℃
;

管材和管仵宜为同一材质,管件宜与管道同径 ;

管材与管件连接的密封材料应卫生、严密、防腐、耐压、

耐久。

6.3.2 管道敷设应采取严密的防漏措施 ,杜绝和减少漏水量。

1 敷设在垫层、墙体管槽内的给水管管材宜采用塑料、金

属与塑料复合管材或耐腐蚀的金属管材,并应符合现行国家标准

《建筑给水排水设计规范》GB50015的 相关规定 ;

2 敷设在有可能结冻区域的供水管应采取可靠的防冻措施 ;

3 埋地给水管应根据土壤条件选用耐腐蚀、接口严密耐久

的管材和管件,做好相应的管道基础和回填土夯实工作 ;

4 室外直埋热水管,应根据土壤条件、地下水位高低、选

用管材材质、管内外温差采取耐久可靠的防水、防潮、防止管道

伸缩破坏的措施。室外直埋热水管直埋敷设还应符合国家现行标

准 《建筑给水排水及采暖工程验收规范》GB50242及 《城镇直

埋供热管道工程技术规程》qJ/T81的相关规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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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录A “
节水设计专篇

”
编写格式

A.1 工程概况和用水水源 (包括市政供水管线、

引入管及其管径、供水压力等 )

A.1.1 本项目功能和用途。

A.1.2 面积。

A.1.3 用水户数和人数详见表 A。 ⒉1。

A.1.4 用水水源为城市自来水或自备井水。

A.2 节水用水量

根据本设计标准 3.1.1条 和 3。 l。 2条节水用水定额规定 ,各
类用水量计算明细见表 A。 ⒉1,中 水原水回收量计算明细见表
A.2记 ,中水回用系统用水量明细见表 A。 2碍 。

表A.⒉1 生活用水节水用水Ⅱ计算表

序号 用水部位 使用数量
用水量

定额

用水天数

(d/a〉

用水量 (ma)

备注

平均日 全 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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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儿⒉2 中水原水回收Ⅰ计算表

序号 排水部位 使用数量
原水排水

量标准

排水量

系数

用水天数

(d/a)

原水量 (d)
备注

平均日 全 年

表 A⒉3 中水回用系统用水Ⅱ计算表

序 号 用水部位 使用数量
中水用水

定额

用水天数

(d/a)

用水量 (m3)

备注
平均 日 全 年

Aρ 3节 水 系 统

A3.1 地面__层及其以下各层给水、中水均由市政供水管直

接供水,充分利用市政供水压力。

A.3.2 给水、热水、中水供水系统中配水支管处供水压力大于
0.2NIPa者 均设支管减压阀,控制各用水点处水压小于或等

于 0.2MPa。

丸 3.3 给水、热水采用相同供水分区,保证冷、热水供水压力

的平衡。

A.3.4 集中热水供应系统设干、立管循环系统,循环管道同程

布置,不循环配水支管长度均小于或等于__m。
A3.5 管道直饮水系统设供、回水管道同程布置的循环系统 ,

不循环配水支管长度均小于或等于 3m。

A。 3.6 空调冷却水设冷却塔循环使用,冷却塔集水盘设连通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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保证水量平衡。

A.3.7 游泳池和水上游乐设施水循环使用 ,并采取下列节水

措施 :

1 游泳池表面加设覆盖膜减少蒸发量 ;

2 滤罐反冲洗水经      处理后回用于补水 ;

3 采用上述措施后,控制游泳池 (水上游乐设施 )补水量

为循环水量的~%。
A.3.8 浇洒绿地与景观用水 :

1 庭院绿化、草地采用微喷或滴灌等节水灌溉方式 ;

2 景观水池兼作雨水收集贮存水池,由 满足 《城市污水再

生利用 景观环境用水水质》GB/T18921规定的中水补水。

A.4中 水 利 用

A。 4.1 卫生间、公共浴室的盆浴、淋浴排水、盥洗排水、空调

循环冷却系统排污水、冷凝水、游泳池及水上游乐设施水池排污

水等废水均作为中水原水回收,处理后用于冲厕、车库地面及车

辆冲洗、绿化用水或景观用水。

A。 4.2 中水原水平均 日收集水量__mJ/d,中 水设备 日处理

时间取__h/d,平均时处理水量__m。 /h,取设备处理规模

为~ms/h。
A。 4.3 中水处理采用下列生物处理和物化处理相结合的工艺

流程 :

注:处理流程应根据原水水质、水量和中水的水质、水量及使用要求

等因素,经技术经济比较后确定。

处理后的中水水质应符合 《城市污水再生利用 城市杂用水

水质》GB/T18920或 《城市污水再生利用 景观环境用水水

质》GB/T18921的 规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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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 4.4 水量平衡见附图 A

附图 A 水量平衡示意图
J一自来水 W一中水原水 M一中水供水 P一排污水

①提供中水原水的用水设备 ②中水用水设备 ③原水调节池
④水处理设备 ⑤中水贮水池

%一 自来水总用水量___nf//d %.一 自来水供水的用水
设备___m3/d g12一 中水贮水池的自来水补水量___
m3/d %一中水原水水量___m3/d 日3一处理设备日处理

量_m3用 %.一调节池溢水排污量~m3/d %· —

处理设备 自用水量~ˉ m3/d吼 一中水产水量__m3/d
‰l一中水贮水池溢水、排污量___m3/d g5一 中水用水

设备用水量___n∮ ,d g6一 中水供水设备排污水量___
m3/d |rz一总排污水量___m3/d

A· 4.5 中水调节池设自来水开始补水兼缺水报警水位和停止补
水水位。

A。 5雨 水 利 用

A· 5· 1 间接利用 I:采 用透水路 面;室 外绿地低 于道路
100mm,屋面雨水排至散水地面后流人绿地渗透到地下补充地

下水源。

A· 5· 2 间接利用 Ⅱ:屋面雨水排至室外雨水检查井,再经室外



渗管渗入地下补充地下水源。

A。 5.3 直接利用 :屋面雨水经弃流初期雨水后,收集到雨水蓄

水池 ,经机械过滤等处理达到中水水质标准后,进人中水贮水

池,用于中水系统供水或用于水景补水。

A。 6节 水 设 施

A。 6.1 卫生器具及配件 :

1 住宅采用带两档式冲水的 6L水箱坐便器排水系统 ;

2 公共建筑卫生闾的大便器、小便器均采用 自闭式 (公共

卫生间宜采用脚踏自闭式 )、 感应式冲洗阀 ;

3 洗脸盆、洗手盆、洗涤池 (盆 )采用陶瓷片等密封耐用、

性能优良的水嘴,公共卫生间的水龙头采用自动感应式控制 ;

4 营业性公共浴室淋浴器采用恒温混合阀,脚踏开关 ;学

校、旅馆职工、工矿企业等公共浴室、大学生公寓、学生宿舍公

用卫生间等淋浴器采用刷卡用水。

A。 6.2 住宅给水、热水、中水、管道直饮水入户管上均设专用

水表。

A。 6.3 冷却塔及配套节水设施 :

1 选用散热性能、收水性能优良的冷却塔 ,冷却塔布置在

通风良好、无湿热空气回流的地方 ;

2 循环水系统设水质稳定处理设施 ,投加环保性缓蚀阻垢

药剂,药剂采用自动投加设自动排污装置或在靠近冷凝器的冷却

水回水管上设电子 (或静电或永磁)水处理仪及机械过滤器 ;

3 冷却塔补水控制为循环水量的 2%以 内。

A。 6.4 游泳池及水上游乐设施水循环。采用高效混凝剂和过滤

滤料的过滤罐 ,滤 速为___m/h,提 高过滤效率,减少排

污量。

A。 6.5 消防水池 (箱 )与空调冷却塔补水池 (箱 )合一,夏季

形成活水,控制水质变化。消防水池 (箱 )设___消 毒器,延

长换水周期,减少补水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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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标准用词说明

1 为便于在执行本标准条文时区别对待,对要求严格程度
不同的用词说明如下 :

1)表示很严格,非这样做不可的用词 :

正面词采用
“
必须

”,反面词采用
“
严禁

”
。

2)表示严格,在正常情况下均应这样做的用词 :

正面词采用
“
应

”,反面词采用
“
不应

”
或

“
不得

”
。

3)表示允许稍有选择,在条件许可时首先应这样做的

用词 :

正面词采用
“
宜

”,反面词采用
“
不宜

”
;

4)表示有选择,在一定条件下可以这样做的用词,采
用

“
可

”
。

2 本标准中指明应按其他有关标准、规范执行的写法为
“
应符合⋯⋯的规定

”
或

“
应按⋯⋯执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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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用标准名录

1 《建筑给水排水设计规范》GB50015
2 《建筑给水排水及采暖工程验收规范》GB50242

3 《建筑中水设计规范》GB o0336

4 《建筑与小区雨水利用工程技术规范》GB50⑽0

5 《封闭满管道中水流量的测量 饮用冷水水表和热水水

表》GB/T778.1~3

6 《城市污水再生利用 城市杂用水水质》GB/T18920

7 《城市污水再生利用 景观环境用水水质》GB/T18921

8 《城镇直埋供热管道工程技术规程》qJ/T81

9 《管道直饮水系统技术规程》CJJ110

10 《冷水水表检定规程》JJG162

I1 《IC卡冷水水表》CJ/T133

12 《节水型生活用水器具》CJ164

13 《电子远传水表》CJ/T224

14 《饮用水冷水水表安全规则》q26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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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华入民共和i国国彖标搪

晟藕肄筑节欹设计橱准

条卖说明



制 订 说 明

《民用建筑节水设计标准》GB50555-⒛10,经住房和城乡

建设部 ⒛10年 5月 31日 以公告 598号批准发布。

本标准制订过程中,编制组进行了深入、广泛的调查研究 ,

总结了我国工程建设民用建筑节水设计的实践经验,同时参考了

国外先进技术法规、技术标准,通过常用用水器具节水效能测试

取得了常用用水器具的节水用水定额等重要技术参数。

为便于广大设计、施工、科研、学校等单位的有关人员在使

用本标准时能正确理解和执行条文规定 ,《 民用建筑节水设计标

准》编制组按章、节、条顺序编写了本标准的条文说明,对条文

规定的目的、依据以及执行中需注意的有关事项进行了说明,还

着重对强制性条文的强制性理由做了解释。但是,本条文说明不

具备与标准正文同等的法律效力 ,仅供使用者作为理解和把握标

准规定的参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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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总

1.0.1 在工程建设中贯彻节能、节地、节水、节材和环境保护

是一项长久的国策,节水设计的前提是在满足使用者对水质、水

量、水压和水温要求的前提下来提高水资源的利用率,节水设计

的系统应是经济上合理,有实施的可能,同时在使用时应便于管

理维护。

1.0.4 建筑节水设计,除满足本标准外,还应符合国家其他的

相关标准,如 《节水型生活用水器具》q16砝 的要求。在节水

方面,许多省市也出台了相应的地方规定,尤其在中水利用与雨

水利用方面的规定,设计中应根据工程所在地的情况分别执行。

J1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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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节水设计计算

3.1 节水用水定额

本节制定的节水用水定额是专供编写
“
节水设计专篇

”
中计

算节水用水量和进行节水设计评价用。

工程设计时,建筑给水排水的设计中有关
“
用水定额

”
计算

仍按 《建筑给水排水设计规范》GB50015等 标准执行。

3.1.1

1 表 3.1,1所 列节水用水定额是在使用节水器具后的参数 ,

根据北京市节约用水管理中心提供的住宅用水量定额数据统计分

析,使用节水器具可比不使用节水器具者节水约 10%~⒛ %。

2 表 3.1.1所列参数系以北京市节约用水管理中心和深圳市

节约用水管理办公室所提供的平均 日用水定额为依据,参照 《建

筑给水排水设计规范》GB50015— ⒛03与 《室外给水设计规范》

GB50013— ⒛06中相关用水定额条款的编制内容与分类进行编制。

3 表 3.1.l中各项数据的编制 :

1)以北京市节约用水管理中心提供的二区、三区中 I、

Ⅱ、Ⅲ类住宅的节水用水定额为基础,稍加调整后

列为表中
“
大城市

”
的用水定额 ,二、三区特大城

市与中小城市的用水定额则以此为基准,按深圳市

节约用水管理办公室提供的一区中大城市与特大城

市、中小城市的用水定额比例分别计算取值。

2)以深圳市节约用水管理办公室提供的广东地区 (即一

区)Ⅱ类住宅的用水定额 (非全部使用节水器具后的

用水定额)乘以0.9~0.8取 整后作为一区特大城市、

大城市、中小城市的Ⅱ类住宅的用水定额 ;I、 Ⅲ类住

宅则按照二、三区的相应用水定额比例取值。

主要编制过程及结果见表 l。

亻i



°迥
谊
逮
濠
型
长
暌
钾
靼
忙
督
巛
狎
忙
铩
(
壬

壬
凶
︱
水
°

〓觐
扭
逯
濠
搜
长
照
押
靼
怛
骞
巛
师
怛
祭
巛
霪
艹
凶
︱
只
0
艹

郴

〓理
记
窑
凝
搜
长
匪
盈
狎
靼
粼
目

、
日
艹
忙
怨
巛
凶
H
炽

臼

〓迥
记
岳
夤
翎
长
匪
逭
狎
靼
粼
目

'
H
艹

捶
铩
巛
凶
凵
寒
<
壬

髁

〓懋
铴
逮
妲
哪
翩
Ⅻ
逭
邱
嬲
删
巛
态
长
照
恋
轷
忙
不
蟋
展
自
缶
尉
铷
长
匪
氩
轷
怛
祗
丰
抿
冢
乐
··8

㈧

氵
R
冖

L
巛

.
郫

懋
寓
凇
奚
靼
廿
腮

圳
卧
昂
Ⅲ
长
畎
罚
艹

 
冖
髁

划

s
饔

烈
长
殴
长
扩

凶
川

忙
督
(
壬

∽
Φ
’(

o
υ

"
"

⌒0
〓

冫
♂
∽
ˇ
×
∩

0
∞

)
(
0
⒄

"
"

⌒0
Φ

丿
♂
0
ˇ

×
∩

0
0
】

(
0
Φ

"
"

⌒0
0
H

氵
♂
ι

×

Q

忙
瞟
巛

0
〓

)
【

0
〓

0
Φ

)
(
0
Φ

0
0
H
,
(
0
〓

怛
息
巛
辈

0
0
H
,
‘

0
Φ
"
"

⌒0
〓

冫
♂
0
ˇ

×

0

0
㈧

H
’

(
0
卜

Ⅱ"

⌒
°
Φ

氵
♂
Φ
υ
×

0

0
寸
H
)
ι

0
∞

Ⅱ

⌒
0
0
"

氵
♂
〓
ˇ
×

0

凶

H

仁
督
(
壬

0
〓

)
《

0
∽
"
"

⌒0
∞

`
0
°

ˇ
×
°

0
0
H
)
(
0
Φ

"
"

⌒
0
H
H

氵
♂
ι

×

Q

0
㈧
H
,
《

0
卜
"
"

⌒0
∞

H

丿
♂
鬯

×
∩

怪
察
巛

0
∞

)
《

0
Φ

0
闩

冖)
(
0
卜

Φ
∞
H
)
《

0
∞

忙
祭
巛
迪

0
H
H
)
K
0
卜

"
"

⌒0
∞

氵
0
g
×

0

0
寸

冖)
Λ

0
∞
"
"

⌒0
叫

H

冫
♂
〓
ˇ
×

0

0
卜
H
)
(
0
Φ

"
"

⌒
0
∞

H

冫
♂
∞
ˇ
×

0

凶

︱

怛
荩
(
壬

0
0
H
)
(
°

∞"
"

⌒0
w
Η

)
♂

e
×

<

0
~
H
,
<
0
Φ

0̌
冖

)
(
0
0
H
"
"⌒0

一

H

冫
♂
Φ
ˇ
×

m

忙
荩
巛

0
d
冖

)
《

0
Φ

"

^
0
∽

H

氵
g
J
×

<

0
∽
d
,
(
°

0
冖

泓
H
氵

♂
∞
冖
≡

⌒
0
∽

叫

氵
♂
冖
0
×

臼

忙
督
巛
迪

寸̌
冖
冫
♂
0
H
"

⌒0
0
㈧

氵
R
0
×

<

0
°

~
’
(
0
㈧

H

∞̌
㈧)

(
0
寸

Η"
"

⌒0
0
㈧

氵
♂
㈧
0
×

㈦

锼
媵
蒯
粼

岷
睢
划

H 娟
蝼

嫘
'
雒

四
巛
恕

婶
粼
黛
长
辰

蹿
兴
磁

'
≤

捋
菸

畏
镅
蟋
娟

'
娟

望

勰
'
骓

舆
巛
耙

婶

粼
锶
长
展
回
冬
长

磁
壬
髁
郴
蔷
≤
※

磁
妥
诋

'
枣

K
烬

、娟
蟋
菸

'
镅

塑

菸

、雎
舆
巛
粑

剥
恕

狎
靼

曰

炉姆咽枷

42



4 本标准表 3.1.1中别墅的节水用水定额系以 《建筑给水

排水设计规范》GB50015-zO03表 3.1.9中 ,别墅用水定额/Ⅲ

类住宅用水定额=1.11~1.094作 为取值依据,即一、二、三区

不同规模城市中别墅的节水定额=1.1× 相应的Ⅲ类住宅节水用

水定额。

3.1.2 公共建筑生活用水节水用水定额的编制说明 :

公共建筑对比住宅类建筑节水用水定额的确定要复杂得多 ,

主要体现在 :

1 公共建筑类别多,使用人员多而变化,难以统计分析 ;

2 使用人数不如住宅稳定,难以得到较准确的用水定额

资料 ;

3 公共建筑中一般使用者与用水费用不挂钩,节水意识远

不如住宅中的居民 ;

4 虽然有一些个别类型建筑某段时间的用水量统计资料 ,

但很难以此作为依据。

针对上述情况,表 3.1.2是 以 《建筑给水排水设计规范》

GB50015(zO09年版)表 3.1.10中 的宿舍、旅馆和公共建筑生

活用水定额为基准,乘以 0.9~0.8的使用节水器具后的折减系

数作为相应各类建筑的生活用水节水用水定额。

3.1.3 汽车冲洗用水定额参考 《建筑给水排水设计规范》

GB50015-⒛ 03相关条文确定,由 于软管冲洗时耗水量大,因

此本规范不推荐使用。随着汽车技术的进步,无水洗车、微水洗

车技术得到推广,无水洗车被称为
“
快捷手喷蜡

”,不用水;微

水洗车采用气、水分隔,合并采用高技术转换成微水状态 ,

15min用 水量只有 1.5L左右。但采用上述技术时,应按相应产

品样本确定实际洗车用水量。电脑洗车技术已成为城市洗车技术

的主流,采用循环水处理技术,每辆车耗水 0.7L左右。当采用

电脑机械等高技术洗车设备时,用水量应按产品说明书确定。每

日洗车数量可按车辆保有量 10%~15%计算。

3.1.4 空调循环冷却水补水量的数据采用 《建筑给水排水设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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规范》GB50015-zO03数 据。

3.1.5 表中数据给出每次浇洒用水量 ,每 日按早晚各 1次设计。

3.1.6 绿化用水定额参照北京市地方标准 《草坪节水灌溉技术

规定》DB11/T349-⒛ 06制定 ,采用平水年份数据。冷季型草

坪草的最适生长温度为 15℃ ~25℃ ,受季节性炎热的温度和持

续期及干旱环境影响较大。暖季型草坪草的最适生长温度为

26℃ ~32℃ ,受低温的强度和持续时间影响较大。冷季型草坪草

平水年份灌水次数、灌水定额和灌水周期见表 2。 暖季型草坪草

平水年份灌水次数、灌水定额和灌水周期见表 3。

表 2 冷季型草坪草平水年份灌水次数、灌水定额和灌水周期

表 3 暖季型草坪草平水年份灌水次数、灌水定额和灌水周期

时段

灌水定额 特级养护 一级养护 二级养护

n`3/nlP
灌水

次数

灌水周期

(d)

灌水

次数

灌水周期

(d)

水

数

灌

次

灌水周期

(d)

3月 o.O15^ˇ 0.025 15--25 2 10^ˇ 15 l 15^ˇ 20 1 15^ˇ 20

4月 0.015`ˇ 0.025 15^ˇ 25 4 6^ˇ 8 4 6^ˇ 8 10~15

5月 0.015-0 025 15冖 2̌5 8 3^ˇ 钅 6 4~5 ⒋ 6~8

6月 0,015^ˇ 0,025 15~25 6 4^-5 5^ˇ 6 2 10^-15

7月 0.015--0,025 15^ˇ 25 3 8~10 2 10^ˇ 15 l 15~20

8月 0 015^~0.025 15^ˇ 25 3 8~lo 2 10~15 l 15^。 2θ

9月 0.015~0,025 15冖 2̌5 3 8-ˉ 10 3 8^ˇ 10 l 15-20

10月 0.015-0.025 15^ˇ 25 2 10~15 l 15^ˇ 20 l 15¨ 2̌0

11月 0.015冖 0̌.025 15~25 2 10~15 l 15- 20 l 15-ˇ 20

时段

灌水定额 一级养护 二级养护

m“ /m' 灌水次数
灌水周期

(d)
灌水次数

灌水周期

(d)

4月 0.015`ˇ 0,025 15ˉ-25 l 15-20 l 15^ˇ 20

5月 o 015`ˇ θ.025 15^ˇ 25 3 8-10 2 10~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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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表 3

时段

灌水定额 一级养护 二级养护

n13/n` 灌水次数
灌水周期

(d)
灌水次数

灌水周期

(d)

6月 0.015^ˇ 0.025 15⌒'25 2 lO~15 2 10'`ˇ 15

7月 0.015^ˇ 0.025 1s-25 2 10'~15 1 15^ˇ 20

8月 0.O15^ˇ 0.025 15^ˇ 25 10-15 1 15^ˇ 20

9月 0,015^ˇ 0.025 15^ˇ 25 2 10`15 l 15^ˇ 20

10月 0.015^ˇ 0.02「o 15^ˇ 25 l 15^ˇ 20 1 15^ˇ 2∷o

11月 0.015^ˇ 0,025 15^ˇ 25 l 15-20 l 15^ˇ zo

3.1.7 住宅、公共建筑生活热水节水用水定额的编制说明。

住宅、公共建筑的生活热水用水量包含在给水用水定额中 ,

根据 《建筑给水排水设计规范》GB50015-zO03中 5.1.1条条

文说明的推理分析 ,各类建筑生活热水量与给水量有一定比例关

系。本标准表 3.1.7即依据此比例关系将本标准表 3.1.1、 表

3.1.2中 的给水节水用水定额推算整理为相应的热水节水用水

定额。

1 各类建筑生活热水用水量占给水用水量的比例,见表 4。

注:表中没有列出的建筑参照类似建筑的比例。

2 按照 《建筑给水排水设计规范》GB50015-⒛ 03表

5.1.1的 编制方法,住宅类建筑未按本标准表 3.1.1分区分住宅

表 4 各类建筑生活热水用水量占给水用水量的比例 (%)

类 别 生活热水用水量占给水用水量的比例

住宅、别墅 θ.33^ˇ 0.38

旅馆、宾馆 0。 /t4- 0.56

医院 θ,44`ˇ 0.50

餐饮业 0 48冖 0̌.51

办公楼 0,18-0.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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类型编写 ,只编制了局部热水供应系统 (即 “
自备热水供应和淋

浴设备
”)和集中热水供应两项用水定额,其取值的方法如表 5

所示。

表 5 住宅类建筑热水节水用水定额推求

3 计算热水节水用水量时按照本标准表 3.1.7中注 3选值。

住宅类型 给水节水用水定额 % 侈=蓠
圬等蘖

热水节水用水定额 gr

(L/A· d)

有自各热水供应

和淋浴设备

三区Ⅱ类住宅中最低值 50 D.3B× sO=19,0取 ⒉

一区Ⅱ类住宅中最大值 20( 0.33× 200=66取 60

有集中热水供应

和淋浴设备

三区Ⅱ类住宅中最低值 60 冫.38× 60=22,8取 2〔

区Ⅱ类住宅中最大值 ⒛( o.33× 230=76取 7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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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节水系统设计

4.1一 般 规 定

4.1.1 初步设计阶段应编写节水设计内容即
“
节水设计专篇

”
,

包括节水用水量、中水或再生水、雨水回用水量的计算。这些用

水量计算的目的,一是可为市政自来水与排水管理部门提供较准

确的用水量、排水量依据;二是通过计算可以框算出该建筑物一

年的节约水量。

为了统一 “
节水设计专篇

”
的编写格式和编写内容,标准编

制组通过对不同省市的节水设计专篇的归纳、总结,给出一个完

整的
“
节水设计专篇

”,供在全国范围内工程设计人员参考 ,其
内容见本标准附录 A。

⒋1.2 节水设计除合理选用节水用水定额、采用节水的给水系

统、采用好的节水设备、设施和采取必要的节水措施外 ,还应在

兼顾保证供水安全、卫生条件下,根据当地的要求合理设计利用

污、废水、雨水,开源节流,完善节水设计。

4.1.3 本条规定的竖向分区及分区的标准与 《建筑给水排水设

计规范》GB50015完 全—致,只是规定了各配水点处供水压力
(动压)不大于 0.2WIPa的要求。

控制配水点处的供水压力是给水系统节水设计中最为关键的

一个环节。控压节水从理论到实践都得到充分的证明 :

北京建筑工程学院曾在该校两栋楼做过实测,其结果如下 :

(1)普通水嘴半开和全开时最大流量分别为:0.42L/s和
0∶ 72L/s,对应的实测动压值为 0.⒛ MPa和 0.5MPa,静压值均

为 0.37MPa。 节水水嘴半开和全开时最大流量为 0.29L/s和

0.46L/s,对 应的实测动压值为 0.17MPa和 0.22MPa,静压值

为 0.3MPa,按照水嘴的额定流量 g=0.15L/s为标准比较 ,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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水水嘴在半开、全开时其流量分别为额定流量的 2倍和 3倍。

(2)对 67个水嘴实测 ?其 中 47个测点流量超标 ,超标率

达 61%。

(3)根据实测得出的陶瓷阀芯和螺旋升降式水嘴流量 Q与

压力 P关系曲线 (见图 1、 图 2),可知 Q与 P成正比关系。

o05    010    015    020    025    030
动压尸(MPa)

图 1 陶瓷阀芯水嘴半开 QP曲 线

● ●●
●

●

●
。 。

●● ● ●

●

005       010       015       020      025      030

动压PtMPa)

图 2 螺旋升降式水嘴半开 QP曲 线

另外,据生产小型支管减压阀的厂家介绍,可调试减压阀最

小减压差即阀前压力 P1与阀后压力 Pz的最小差值为 P】
—P2≥

o。 1MPa。 因此,当给水系统中配水点压力大于 0.2MPa时 ,其

配水 支管配上减 压 阀,配 水 点处 的实际供 水压力仍 大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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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lMPa,满是除自闭式冲洗阀件外的配水水嘴与阀件的要求。

设有 自闭式冲洗阀的配水支管,设置减压阀的最小供水压力宜为

o。 25MPa,即经减压后 ,冲洗阀前的供水压力不小于 0.15MPa,

满足使用要求。

4.1.5 我国水资源严重匮乏,人均水资源是世界平均水平的 1/4,

目前全国年缺水量约为 ⑽0亿 m3,用水形势相当严峻,为贯彻
“
节水

”
政策及避免不切实际地大量采用自来水补水的人工水景的

不良行为,规定
“
景观用水水源不得采用市政 自来水和地下井

水
”,应利用中水(优先利用市政中水 )、 雨水收集回用等措施 ,解

决人工景观用水水源和补水等问题。景观用水包括人造水景的湖、

水湾、瀑布及喷泉等,但属体育活动的游泳池、瀑布等不属此列。

4.2供 水 系 统

4.2.1 为节约能源,减少居民生活饮用水水质污染,建筑物底

部的楼层应充分利用市政或小区给水管网的水压直接供水。设有

市政中水供水管网的建筑,也应充分利用市政供水管网的水压 ,

节能节水。

4.2.2 本条强调给水调节水池或水箱 (含消防用水池、水箱 )

设置溢流信号管和报警装置的重要性,据调查,有不少水池、水

箱出现过溢水事故 ,不仅浪费水 ,而且易损害建筑物、设施和财

产。因此 ,水池、水箱不仅要设溢流管,还应设置溢流信号管和

溢流报警装置,并将其引至有人正常值班的地方。

当建筑物内设有中水、雨水回用给水系统时,水池 (箱 )溢
水和废水均宜排至中水、雨水原水调节池,加以利用。

4.2.3 带有冷水混合器或混水水嘴的卫生器具 ,从节水节能出

发,其冷、热水供水压力应尽可能相同。但实际工程中,由于冷

水、热水管径不一致 ,管长不同,尤其是当采用高位水箱通过设

在地下室的水加热器再返上供给高区热水时,热水管路要比冷水

管长得多,热水加热设备的阻力也是影响冷水、热水压力平衡的

因素。要做到冷水、热水在同一点压力相同是不可能的。本条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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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不宜大于 0.02MPa在 实际中是可行的,控制热水供水管路的

阻力损失与冷水供水阻力损失平衡 ,选用阻力损失小于或等于

o.01MPa的 水加热设各。在用水点采用带调压功能的混合器、

混合阀,可保证用水点的压力平衡,保证出水水温的稳定。目前

市场上此类产品已应用很多,使用效果良好,调压的范围冷、热

水系统的压力差可在 0.15MPa内 。

4.2.4 本条第 1款规定的热水系统设循环管道的设置原则 ,与

《建筑给水排水设计规范》GB50015的 要求一致,增写第 2款和

第 3款的理由是 :

I 近年来全国各大、中城市都兴建了不少高档别墅、公寓 ,

其中大部分均采用自成小系统的局部热水供应系统 ,从加热器到

卫生间管道长达十几米到几十米,如不设回水循环系统 ,则既不

方便使用,更会造成水资源的浪费。因此第 2款提出了大于 3个

卫生间的居住建筑 ,根据热水供回水管道布置情况设置回水配件

自然循环或设小循环泵机械循环。值得注意的是,靠回水配件自

然循环应看管网布置是否满足其能形成 自然循环条件的要求。

2 第 3款提出了全 日集中热水供应系统循环系统应达到的

标准。根据一些设有集中热水供应系统的工程反馈 ,打开放水水

嘴要放数十秒钟或更长时间的冷水后才出热水 ,循环效果差。因

此,对循环系统循环的好坏应有一个标准。国外有类似的标准 ,

如美国规定医院的集中热水供应系统要求放冷水时间不得超过

5s;本款提出:保证配水点出水水温不低于 45℃ 的时间为:住

宅 15s;医 院和旅馆等公共建筑不得超过 10s。

住宅建筑因每户均设水表,而水表宜设户外 ,这样从立管接

出入户支管一般均较长,而住宅热水采用支管循环或电伴热等措

施,难度较大也不经济、不节能 ,因此将允许放冷水的时间为

15s,即 允许人户支管长度为 10m~12m。

医院、旅馆等公共建筑,一般热水立管靠近卫生间或立管设

在卫生间内,配 水支管短,囚 此 ,允许放冷水时间为不超过

10s,即配水支管长度 7m左右。当其配水支管长时,亦可采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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支管循环。

4,2.5 本条提出了单体建筑、小区集中热水供应系统保证循环

效果的措施。

1 单体建筑的循环管道首选为同程布置,因为采用同程布

置能保证良好的循环效果已为三十多年来的工程实践所证明。

其次是热水回水干、立管采用导流三通连接,如 图 3所示。

鉴于导流三通尚无详细的性能测试及适用条件的研究成果报告 ,

因此一般只宜用于各供水立管管径及长度均一致的工程 ,紫铜导

流三通接头规格尺寸见表 6。

凿

|

//\′

∈m

犭

图 3 导流三通

表 6 紫铜导流三通接头规格尺寸表

DN× DN1 DN2 r, DN× DNl DN2
20)《 15 8 50)〈 刂0

25× 15 8 65〉《15

25× 20 65〉《20

32× 15 8 65× 25

32><20 65× 32

32× 25 65× 查o

40× 15 8 65)《 50

40><20 80〉<15

40><25 L5 80冫《20

40>(32 80)《 25 15

50× 15 8 80X32
50><20 80× 娃o

50)《 25 80X50
50〉<32 80)《 6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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再次是在回水立管上设置限流调节阀、温控阀来调节平衡各

立管的循环水量。限流调节阀一般适用于开式供水系统,通过限

流调节阀设定各立管的循环流量 ,由 总回水管回至开式热水系

统,如图 4所示。

h刂丁
R□

图 4 限流调节阀在热水系统中的应用

①一供水泵兼循环泵,②一限流调节阀;③一电动阀;④一热水箱

在回水立管上装温控阀或热水平衡阀是近年来国外引进的一

项新技术。阀件由温度传感装置和一个小电动阀门组成 ,可以根

据回水立管中的温度高低调节阀门开启度 ,使之达到全系统循环

的动态平衡。可用于难以布置同程管路的热水系统。

2 第 2款是引用 《建筑给水排水设计规范》GB50015-

⒛03中的 5.2.13条 。

3 小区设集中热水供应系统时,保证循环系统循环效果的

措施为 :

1)一般分设小区供、回水干管的总循环与单体建筑内

热水供、回水管的分循环二个相互关联的循环系统 ;

2)总循环系统设总循环泵,其流量应满足补充全部供

水管网热损失的要求 ;

3)各单体建筑的分循环系统供、回水管与总循环系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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总供、回水管不要求同程布置。

4)各单体建筑连接小区总回水管可采用如下方式 :

①当各单体建筑内的热水供、回水管布置及管径全同时,可

采用导流三通的连接方式 ;

②当各单体建筑内的热水供、回水管布置及管径不同时宜采

用设分循环泵或温控阀方式 ;

③当小区采用开式热水供应系统时,可参照图 4的做法,在

各单体建筑连接`总
回水管处设限流调节阀或温控阀。

4.2.7 第 2款规定管道直饮水系统的净化水设备产水率不应小

于 70%,系 引自北京市、哈尔滨市等颁布的有关节水条例。据

工程运行实践证明:深度净化处理中只有反渗透膜处理时达不到

上述产水率的要求,因此,设计管道直饮水水质深度处理时应按

节水、节能要求合理设计水处理流程。

4.2.8 本条规定采用蒸汽制备开水应采用间接加热的方式,主

要是有的蒸汽中含有油等不符合饮水水质要求的成分;但采用间

接加热制备开水,凝结水应回收至蒸汽锅炉的进水水箱,这样既

回收了水量又回收了热量,同时还节省了这部分凝结水的软化处

理费用。

4.3 循环水系统

4.3.1 采用江、河、湖泊等地表水作为冷却水的水源直接使用

时,需在扩初设计前完成
“
江河取水评估报告

`“
江河排水评估

报告
”
、
“
江河给水排水的环境影响评估报告

”,并通过相关部门

组织的审批通过。

为节约水资源,冷却循环水可以采用一水多用的措施,如冷

却循环水系统的余热利用,可经板式热交换器换热预热需要加热

的冷水;冷却循环水系统的排水、空调系统的凝结水可以作为中

水的水源。吉林省等省市的城市节约用水管理条例提出,用水单

位的设备冷却水、空调冷却水、锅炉冷凝水必须循环使用。
“
北京市节约用水办法

”
规定:间接冷却水应当循环使用 ,



循环使用率不得低于 95%。 其他的很多省市也作出规定 ,用水

户在用水过程中,应当采取循环用水、一水多用等节水措施 ,降

低水的消耗量 ,鼓励单位之间串联使用回用水,提高水的重复利

用率,不得直接排放间接冷却水。

《中国节水技术大纲》(2005△ 11发布)中提出要大力发展循

环用水系统、串联用水系统和回用水系统,鼓励发展高效环保节

水型冷却塔和其他冷却构筑物。优化循环冷却水系统,加快淘汰

冷却效率低、用水量大的冷却池、喷水池等冷却设各。推广新型

旁滤器,淘汰低效反冲洗水量大的旁滤设施。发展高效循环冷却

水技术。在敞开式循环间接冷却水系统,推广浓缩倍数大于 4的

水处理运行技术;逐步淘汰浓缩倍数小于 3的水处理运行技术 ;

限制使用高磷锌水处理技术;开发应用环保型水处理药剂和配方。

4.3.2 游泳池、水上娱乐设施等补水水源来 自城市市政给水 ,

在其循环处理过程中排出废水量大,而这些废水水质较好 ,所以

应充分重复利用 ,也可以作为中水水源之一。游泳池、水上娱乐

池等循环周期和循环方式必须符合 《游泳池给水排水工程技术规

程》qJ122的有关规定。

4.3.3 《中国节水技术大纲》 (⒛ 05-4△ D提 出要发展和推广

蒸汽冷凝水回收再利用技术。优化企业蒸汽冷凝水回收网络,发

展闭式回收系统。推广使用蒸汽冷凝水的回收设备和装置,推广

漏汽率小、背压度大的节水型疏水器。优化蒸汽冷凝水除铁、除

油技术。

4.3.4 无水洗车是节水的新方向,采用物理清洗和化学清洗相

结合的方法,对车辆进行清洗的现代清洗工艺。其主要特点是不

用清洗水,没有污水排放,操作简便 ,成本较低。无水洗车使用

的清洗剂有 :车身清洗上光剂、轮胎清洗增黑剂、玻璃清洗防雾

剂、皮塑清洗光亮剂等。清洗剂不含溶剂,环保、安全可靠。据

北京市节约用水管理中心介绍,按每人每月生活用水 3.5吨的标

准计算 ,北京市一年洗车用水足够 18万人一年生活用水。上海

正在兴起一种无水洗车技术,通过喷洒洗车液化解粘在车身上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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染物的新型洗车方式,用水量仅相当于传统洗车方式的三十分之

一,符合环保,节水等要求。

微水洗车可使气、水分离,泵压和水压的和谐匹配,可以使

其在清洗污垢时达到较好效果。清洗车外污垢可单用水,清洗车

内部分可单用气,采用这种方式洗车若在 15血n内连续使用 ,

用水量小于 1.5L。

天津市节约用水条例规定,用水冲洗车辆的营业性洗车场

(点 ),必须建设循环用水设施,经节水办公室验收合格后方可

运行。

循环水洗车设各采用全自动控制系统洗车,循环水设备选用

加药和膜分离技术等使水净化循环再用,可以节约用水 90%,

具有运行费用低、全部回用、操作简单、占地面积小等特点。上

海市节约用水管理办法规定:拥有 50辆 以上机动车且集中停放

的单位,应安装使用循环用水的节水洗车设备。上海市国家节水

标志使用管理办法 (试行)(沪水务 [zO02]568号 )上海市节

水型机动车清洗设备使用管理暂行办法规定:实行推广机动车清

洗设各先进技术、采取循环用水等节水措施、提倡使用再生水资

源,提高水的重复利用率。并规定了如下用水标准 :

机动车清洗用水标准按照以下机动车类型规定 :

1 客车

1)小型客车 (载重量 1吨以下),每次 30升 ;

2)中型客车 (载重量 2吨以下),每次 50升 ;

3)大型客车 (载重量 4吨以下),每次 100升 。

2 货车

1)小型货车 (载重量 1吨以下),每次 45升 ;

2)中型货车 (载重量 2吨以下),每次 75升 ;

3)大型货车 (载重量 4吨以下),每次 120升 ;

4)特大型货车 (载重量 4吨以上),每次 150升 。

3 特种车辆

特种车辆清洗用水标准参照其相应载重量标准规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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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3.6 水源热泵技术成为建筑节能重要技术措施之一 ,由于对

地下水回灌不重视 ,已经出现抽取的地下水不能等量地回灌到地

下 ,造成严重的地下水资源的浪费,对北方地区造成的地下水下

降等问题尤其严重。根据北京市 《关于发展热泵系统指导意见的

通知》、《建设项目水资源论证管理办法》 (水利部、国家发改委

第 15号)的规定 ,特制定本条。水源热泵用水量较大,如果不

能很好地等量回灌地下 ,将造成严重的水资源浪费,水源热泵节

水是建筑节水的重要组成部分,应引起给水排水专业人士的高度

重视。

4.4浇 洒 系 统

4.4.1 我国是一个水资源短缺的国家,人均水资源量约为世界

平均水平的四分之一。据预测,到 ⒛30年全国城市绿地灌溉年

需水量为 82.7亿 m3,约 占城市总需水量的 6%左右,因此 ,利

用雨水、中水等非传统水源代替自来水等传统水源 ,已成为最重

要的节水措施之一。

采用非传统水源作为浇洒系统水源时,其水质应达到相应的

水质标准,且不应对公共卫生造成威胁。

4.4.2 传统的浇洒系统一般采用大水漫灌或人工洒水 ,不但造

成水的浪费,而且会产生不能及时浇洒、过量浇洒或浇洒不足等

一系列问题 ,而且对植物的正常生长也极为不利。随着水资源危

机的日益严重,传统的地面大水漫灌已不能适应节水技术的要

求,采用高效的节水灌溉方式势在必行。

有资料显示,喷灌比地面漫灌要省水约 3Q%~50%,微灌
(包括滴灌、微喷灌、涌流灌和地下渗灌 )比地面漫灌省水约

50%~70%。

浇洒方式应根据水源、气候、地形、植物种类等各种因素综

合确定,其中喷灌适用于植物集中连片的场所 ,微灌系统适用于

植物小块或零碎的场所。

采用中水浇洒时,因水中微生物在空气中易传播,故应避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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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非传统水源利用

5.1一 般 规 定

5.1.1 本条规定了非传统水源的利用原则。

非传统水源的利用需要因地制宜。缺水城市需要积极开发利

用非传统水源、雨洪控制迫切的城市需要积极回用雨水;建设人

工景观水体需要优先利用非传统水源等等。

利用雨水、中水替代自来水供水时一般用于杂用水和景观环

境用水等,目前尚没有同时对雨水和中水适用的水质标准,即使

建筑中水有城市再生污水的水质标准可资借鉴,但中水进入建筑

室内特别是居民家庭时,也需要对水质指标的安全风险予以充分

的考虑,要留有余地。

5.1.2 民用建筑采用非传统水源时,处理出水的水质应按不同

的用途,满足不同的国家现行水质标准。采用中水时,如用于冲

厕、道路清扫、消防、城市绿化、车辆冲洗、建筑施工等杂用 ,

其水质应符合国家标准 《城市污水再生利用 城市杂用水水质标

准》GB/T18920的 规定;用于景观环境用水,其水质应符合国

家标准 《城市污水再生利用 景观环境用水水质标准》GB/T
18921的规定。雨水回用于上述用途时,应符合国家标准 《建筑

与小区雨水利用工程技术规范》GB50⑾0的相关要求。严禁中

水、雨水进入生活饮用水给水系统。采用非传统水源中水、雨水

时,应有严格的防止误饮、误用的措施。中水处理必须设有消毒

设施。公共场所及绿化的中水取水口应设带锁装置等。

5.1.3 本条规定了非传统水源利用的基本水质要求。

非传统水源一般含有污染物,且污染物质因水源而异,比如

中水水源的典型污染物有 BO玑 、sS等 ,雨水径流的典型污染

物有 COD、 Ss等 ,苦咸水的典型污染物有无机盐等。利用这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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非传统水源时,应采取相应的水质净化工艺去除这些典型污

染物。

5.1.5 本条规定了非传统水源的用途。

本条规定的用途主要引自 《建筑与小区雨水利用工程技术规

范》GB50400和 《建筑中水设计规范》GB50336。 建筑空调系

统的循环冷却水是指用冷却塔降温的循环水,水流经过冷却塔时

会产生飘水,有可能经呼吸进入居民体内,故中水的用途中不包

括用于冷却水补水。

5.1.6 条文中的再生水指非传统水源再生水。

5.1.7~5.1.12 条文规定了非传统水源日用量和年用量的计算

方法。

水体的平静水面蒸发量各地互不相同,同一个地区每月的蒸

发量也不相同,可查阅当地的水文气象资料获取;水体中有水面

跌落时,还应计算跌落水面的风吹损失量。水面的风吹损失量和

水体的渗透量可参考 5.1.7条计算。处理站机房自用水量可按日

处理量的 5%计。

5.1.1s 市政再生水管网的供水一般有政策优惠,价格比自建中

水站制备中水便宜,且方便管理,故推荐优先采用。

5.1.1J 观赏性景观环境用水的水质要求不太高,应优先采用雨

水、中水、市政再生水等非传统水源。

5.1.15 雨水和中水原水分开处理不宜混合的主要原因如下 :

第一,雨水的水量波动太大。降雨间隔的波动和降雨量的波

动和中水原水的波动相比不是同一个数量级的。中水原水几乎是

每天都有的,围绕着年均目水量上下波动,高低峰水量的时间间

隔为几小时。而雨水来水的时间间隔分布范围是几小时、几天、

甚至几个月,雨量波动需要的调节容积比中水要大几倍甚至十多

倍,且池内的雨水量时有时无。这对水处理设各的运行和水池的

选址都带来了不可调和的矛盾。

第二,水 质相差太大。中水原水的最重要污染指标是

BOD5,而雨水污染物中 BOD5几乎可以忽略不计,因此处理工



艺的选择大不相同。

5.1.16 雨水和中水合用的系统 ,在雨季,尤其刚降雨后,雨水

蓄水池和中水调节池中都有水源可用 ,这时应先利用雨水 ,把雨

水蓄水池尽快空出容积,收集后续雨水或下一场降雨雨水,同时

中水原水可能会无处储存 ,可进行排放 ,进人市政污水管网。

条文的指导思想是优先截留雨水回用 ,在利用雨水替代自来

水的同时,还降低了外排雨水量和流量峰值,实现雨洪控制的

目标。

5.1。 17 本条规定了非传统水源利用率的计算方法。

非传统水源利用率是非传统水源年用量在年总用水量中所占

比例。非传统水源年用量是雨水、中水等各项用水的年用量之

和,年总用水量根据第 3章规定的年用水定额计算 ,其中包括了

传统水源水和非传统水源水。

5.2雨 水 利 用

5.2.1 新建、改建和扩建的建筑与小区,都对原来的自然地面

特性有了人为的改变 ,使硬化面积增加 ,外排雨水量或峰值加

大,因此需要截流这些人为加大的外排雨水 ,进行入渗或收集

回用。

5.2.2 年降雨量低于 ⑽0mm的地区,雨水收集回用设施的利

用效率太低,不予推荐。常年降雨量超过 ⒛0mm的城市,雨水

收集回用设施可以实现较高的利用效率 ,使回用雨水的经济成本

降低。数据 gO0mm的 来源主要参考了国标 《绿色建筑评价标

准》GB/T50378-⒛ 05。

5.2.4 本条公式是在国家标准 《建筑与小区雨水利用工程技术

规范》GB50400-zO06中 (4.2.⒈ D式 的基础上增加了系数

0.6~0.7,主 要是扣除全年降雨中那些形不成径流的小雨和初期

雨水径流弃流量。公式中的常年降雨厚度参见当地水温气象资

料,雨量径流系数可参考 《建筑与小区雨水利用工程技术规范》

GB504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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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2.5 本条规定了计算汇水面积的计算方法。

一个既定汇水面的全年雨水回用量受诸多工程设计参数的影

响,比如实际的汇水面积、雨水蓄水池容积、回用管网的用水规

模等。这些参数中,只要有一个匹配得不好,设计取值相对偏

小,则全年雨水回用量就随其减少。比如一个项目的汇水面积和

蓄水池都修建得很大,但雨水用户的用水量相对偏小,在雨季 ,

收集的雨水不能及时耗用,蓄水池无法蓄集后续的降雨径流,则

雨水回用量就会因雨水用户 (管网)的规模偏小而减少。故全年

的雨水回用量计算中的计算面积应按这三个因素中的相对偏小者

折算。

公式 (5.2.⒌1)式反映蓄水池容积因素,该公式参考 《建

筑与小区雨水利用工程技术规范》GB50遮 00-⒛ 06中 7.1.3条
“
雨水储存设施的有效储水容积不宜小于集水面重现期 1~2年的

日雨水设计径流总量扣除设计初期径流弃流量
”
整理而得。当有

效容积V取值偏小,则计算面积 F就会偏小,从而使年回用雨

水量 W”减少。当然,当仅有 V取值偏大,也不会增加计算面积

和雨水年回用量。

公式 (5.2.⒌2)式反应雨水管网用水规模因素,该公式参

考 《建筑与小区雨水利用工程技术规范》GB50400-⒛ 06中

7.1.2条 “
回用系统的最高日设计用水量不宜小于集水面日雨水

设计径流总量的 40%” 整理而得。其中假设 2.5倍的最高 日用

水量等于 3倍的平均日用水量。

当然制约年回用量的因素还有雨水处理设施的处理能力,设

计中应注意执行 《建筑与小 区雨水利用工程技术规范》

GB50400。

5.3中 水 利 用

5.3.1 本条推荐中水设置的场所。

条文中的建筑面积参数是在北京市建筑中水设置规定的基础

上修改的。其中宾馆饭店从 2万 m2扩大到 3万 m2,办公等公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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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筑从 3万 m2扩大到 5万 亻 。扩大的主要原因是一般水源型缺

水城市的水源紧张程度不如北京那样紧张,同时自来水价也比北

京低。

建筑中水的必要性一直存在争议。其实,建筑中水的存在 ,

是有其客观需求的。需求如下 :

1 不可替代的使用需求

在建筑区中营造景观水体,是房地产开发商越来越追逐的热

点之一。zO06年 实施的国家标准 《住宅建筑规范》GB50368

中,禁止在住宅区的水景中使用城市自来水。本标准也禁止在所

有民用建筑小区中使用自来水营造水景。这样 ,建筑中水就成了

景观水体的首要水源。雨水虽然更干净、卫生,但降雨季节性

强,无法全年保障,仍需要中水做补水水源。

2 无市政排水出路时的需求

在城市的外围,建筑与小区的周边没有市政排水管道 ,建筑

排水无法向市政管网排水 ,生活污水需要就地进行处理 ,达到向

地面水体的排放标准后才能向建筑区外排放。然而对于这样的出

水,再进行一下深度处理就可达到中水水质标准回用于建筑与小

区杂用 ,并且增加的深度处理相对于上游的处理相对比较简单 ,

经济上是划算的。目前有一大批未配套市政排水管网的建筑与小

区,生活污水净化处理成中水回用,很受业主的欢迎。

3 特殊建筑需求

有些建筑 ,业主出于某些方面的考虑 ,提 出一些特殊要求 ,

这时必须采用中水技术才能满足业主需要。比如有些重要建筑和

一些奥运会体育场馆工程,业主要求用水零排放,这时就必须采

用建筑中水技术实现业主的要求。

4 经济利益吸引的需求

随着自来水价格的逐年走高,用建筑中水替代一部分自来水

能减少水费,带来经济效益 ,吸引了一些用户自发地采用中水。

比如中国建筑设计研究院的设计项目中,有的项目规模没有达到

北京市政府要求上中水的标准,可以不建中水系统 ,但业主自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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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求设置 ,因为业主从已运行的中水系统 ,获得了经济效益,尝

到了甜头。

5.3.2 建筑排水中的优质杂排水和杂排水的处理工艺较简单 ,

成本较低 ,是中水的首选水源。在非传统水源的利用中,应作为

可利用水量计算。其余品质更低的排水比如污水等可视具体情况

自行选择,故不计入可利用水量。

5.3.3 在城市外围新开发的建筑区,有 时没有市政排水管网。

建筑排水需要处理到地面水体排放标准后再行排放。这时,再增

加一级深度处理,就可达到中水标准,实现中水利用。故推荐中

水利用。

5.3.4 一个既定工程中制约中水年回用量的主要因素有 :原水

的年收集量、中水处理设施的年处理水量、中水管网的年需水

量。这三个水量的最小者才是能够实现的年中水利用量。条文中

的三个公式分别计算这三个水量。公式中的系数 0.8主要折扣机

房自用水和溢流水量 ,系数 0.9主要折扣进人管网的补水量,因

为中水供水管网的水池或水箱一般设有自来水补水或其他水源补

水,管网的用水中或多或少会补充进这种补水。0.9的取值应该

是偏大的,即折扣的补水量偏少,但 目前缺少更精确的资料 ,有

待积累更多的经验数据进行修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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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节水设各、计量仪表、

器材及管材、管件

6.1 卫生器具、器材

6.1.1 本条规定选用卫生器具、水嘴、淋浴器等产品时不仅要

根据使用对象、设置场所和建筑标准等因素确定,还应考虑节水

的要求 ,即无论选用上述产品的档次多高、多低 ,均要满足城镇

建设行业标准 《节水型生活用水器具》q164的要求。

6.1.2、 6.1.3 条文是根据城镇建设行业标准 《节水型生活用水

器具》q164及建设部 zO07年第 659号公告 《建设事业
“
十一

五
”

推广应用和限制禁止使用技术 (第一批 )》 第 79项 “
在住宅

建设中大力推广 6L冲洗水量的坐便器
”

的要求编写的。住宅采

用节水型卫生器具和配件是节水的重要措施。节水型便器系统包

括 :总冲洗用水量不大于 6L的坐便器系统,两档式便器水箱及

配件,小便器冲洗水量不大于 4.5I'。

6.1.4 6。 I。 5 洗手盆感应式水嘴和小便器感应式冲洗阀在离开

使用状态后,定时会自动断水,用于公共场所的卫生间时不仅节

水 ,而且卫生。洗手盆自闭式水嘴和大、小便器延时自闭式冲洗

阀具有限定每次给水量和给水时间的功能,具有较好的节水

'眭胄邕。

6.2节 水 设 备

6.2.1 选择生活给水系统的加压水泵时,必须对水泵的Q-H特
性曲线进行分析,应选择特性曲线为随流量增大其扬程逐渐下降

的水泵,这样的水泵工作稳定,并联使用时可靠。Q-H特性曲

线存在有上升段 (即零流量时的扬程不是最高扬程,随流量的增

大扬程也升高,扬程升至峰值后 ,流量再增大扬程又开始下降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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Q-H特 J性曲线的前段就出现一个向上拱起的弓形上升段的水

泵 )。 这种水泵单泵工作 ,且工作点扬程低于零流量扬程时,水
泵可稳定工作。若工作点在上升段范围内,水泵工作就不稳定。

这种水泵并联时,先启动的水泵工作正常,后启动的水泵往往出

现有压无流量的空转。水压的不稳定 ,用水终端的用水器具的用

水量就会发生变化,不利于节水。

6.2.2 采用叠压、无负压供水设计设备,可 以直接从市政管网

吸水 ,不需要设置二次供水的低位水池 (箱 ),减 少清洗水池
(箱 )带来的水量的浪费 ,同时可以利用市政管网的水压,节能。

6.2.3 水加热设备主要有容积式、半容积式、半即热式或快速

式水加热器,工程中宜采用换热效率高的导流型容积式水加热

器,浮动盘管型、大波节管型半容积式水加热器等。导流型水加

热器的容积利用率一般为 85%~90%,半容积水加热器的容积

利用率可为 95%以 上 ,而普通容积式水加热器的容积利用率为

75%~80%,不 能利用的冷水区大。水加热设各的被加热水侧阻

力损失不宜大于 0.01MP的 目的是为了保证冷热水用水点处的压

力易于平衡,不因用水点处冷热水压力的波动而浪费水。

6.2.5 雨水、游泳池、水景水池、给水深度处理的水处理过程

中均需部分自用水量,如管道直饮水等的处理工艺运行一定时间

后均需要反冲洗,反冲洗的水量一般较大;游泳池采用砂滤时 ,

石英砂的反冲洗强度在 12I'/s· m2~15L/s· m2,虫口将反冲洗的

水排掉,浪费的水量是很大的。因此 ,设计中应采用反冲洗用水

量较少的处理工艺,如气一水反冲洗工艺 ,冲洗强度可降低到

8L/s· m2~1oL/s· 血2,采用硅藻土过滤工艺,反冲洗的强度

仅为 0.83L/s· ∥ ~3I'/s· m2,用水量可大幅度地减少。

6.2.6 民用建筑空调系统的冷却塔设计计算时所选用的空气干

球温度和湿求温度,应与所服务的空调系统的设计空气干球温度

和湿球温度相吻合。当选用的冷却塔产品热力性能参数采用的空

气干球温度、湿球温度与空调系统的相应参数不符时,应由生产

厂家进行热力性能校核。设计中,通常采用冷却塔、循环水泵的



台数与冷冻机组数量相匹配。当采用多台塔双排布置时,不仅需

要考虑湿热空气回流对冷效的影响,还应考虑多台塔及塔排之间

的干扰影响。必须对选用的成品冷却塔的热力性能进行校核,并

采取相应的技术措施 ,如提高气水比等。

6.2.7 节水型洗衣机是指以水为介质,能根据衣物量、脏净程

度自动或手动调整用水量 ,满足洗净功能且耗水量低的洗衣机产

品。产品的额定洗涤水量与额定洗涤容量之比应符合 《家用电动

洗衣机》GB/T4288-1992中 第 5.4节的规定。洗衣机在最大负

荷洗涤容量、高水位、一个标准洗涤过程,洗净比 0.8以上 ,单

位容量用水量不大于下列数值 :

1 滚筒式洗衣机有加热装置 14L/kg,无 加热装置 16I'/kg;

2 波轮式洗衣机为 22I'/kg。

6.3 管材、管件

6.3.I 工程建设中,不得使用假冒伪劣产品,给水系统中使用

的管材、管件,必须符合国家现行产品标准的要求。管件的允许

工作压力,除取决于管材、管件的承压能力外 ,还与管道接口能

承受的拉力有关。这三个允许工作压力中的最低者 ,为管道系统

的允许工作压力。管材与管件采用同一材质,以降低不同材质之

间的腐蚀 ,减少连接处的漏水的几率。管材与管件连接采用同径

的管件 ,以减少管道的局部水头损失。

6.3.2 直接敷设在楼板垫层、墙体管槽内的给水管材,除管内

壁要求具有优良的防腐性能外,其外壁应具有抗水泥腐蚀的能

力,以确保管道使用的耐久性。为避免直埋管因接口渗漏而维修

困难 ,故要求直埋管段不应中途接驳或用三通分水配水。室外埋

地的给水管道 ,既要承受管内的水压力,又要承受地面荷载的压

力。管内壁要耐水的腐蚀 ,管外壁要耐地下水及土壤的腐蚀。目

前使用较多的管材有塑料给水管、球墨铸铁给水管、内外衬塑的

钢管等,应引起注意的是,镀锌层不是防腐层 ,而是防锈层,所

以内衬塑的钢管外壁亦必须做防腐处理。管内壁的衬、涂防腐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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料,必须符合现行的国家有关卫生标准的要求。

室外热水管道采用直埋敷设是近年来发展应用的新技术。与

采用管沟敷设相比,具有省地、省材、经济等优点。但热水管道

直埋敷设要比冷水管埋设复杂得多,必须解决好保温、防水、防

潮、伸缩和使用寿命等直埋冷水管所没有的问题,因此,热水管

道直埋敷设须由具有热力管道 (压力管道)安装资质的单位承担

施工安装,并符合国家现行标准 《建筑给水排水及采暖工程验收

规范》GB sO242及 《城镇直埋供热管道工程技术规程》qJ/T
81的相关规定。

67



1511217888
统—书号 :151I2· I7gg8

定  价 : 12.1Xl 元


	GB50555-2010
	1 总则
	2 术语和符号
	2.1 术语
	2.2 符号

	3 节水设计计算
	3.1 节水用水定额
	3.2 年节水用水量计算

	4 节水系统设计
	4.1 一般规定
	4.2 供水系统
	4.3 循环水系统
	4.4 浇洒系统

	5 非传统水源利用
	5.1 一般规定
	5.2 雨水利用
	5.3 中水利用

	6 节水设备、计量仪表、器材及管材、管件
	6.1 卫生器具、器材
	6.2 节水设备
	6.3 管材、管件

	附录A “节水设计专篇”编写格式
	本标准用词说明
	引用标准名录
	附: 条文说明
	1 总则
	3 节水设计计算
	3.1 节水用水定额

	4 节水系统设计
	4.1 一般规定
	4.2 供水系统
	4.3 循环水系统
	4.4 浇洒系统

	5 非传统水源利用
	5.1 一般规定
	5.2 雨水利用
	5.3 中水利用

	6 节水设备、计量仪表、器材及管材、管件
	6.1 卫生器具、器材
	6.2 节水设备
	6.3 管材、管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