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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华人民共和国住房和城乡建设部
公告

第 598 号

关于发布国家标准
《民用建筑节水设计标准》ι的公告

现批准《民用建筑节水设计标准》为国家标准？编号为GB
50555 - 2010，自 2010 年 12 月 1 日起实施。其中，第 4.1. 5, 

4. Z. i, B. 1. 2 条为强制性条文，必须严格执行。 j
本标准由我部标准定额研究所组织中国建筑工业出版社出版

发行，。

中华人民共和国住房和城乡建设部

2010 年5月 in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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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吉

本栋准根据原建设部《关于印发（2007 年度工程建设标准

规范制订、修订计划（第一批）〉的通知》（建标函〔2007〕 125

号）的要求，由中国建筑设计研究院等单位编制而成。本标准在
广泛征求意见的基础上，总结了近年来民用建筑节水设计的经

验，并参考了有关国内外相关应用研究成果。
本标准共分 6 章，内容包括总则、术语和符号、节水设计计

算、节水系统设计、非传统水源利用、节水设备、计量仪表、器

材及管材、管件。

本标准中以黑体字标志的条文为强制性条文，必须严格

执行。

本标准由住房和城乡建设部负责管理和对强制性条文的解

释，中国建筑设计研究院负责具体内容解释。在使用中如发现需

要修改和补充之处请将意见和资料寄送中国建筑设计研究院（地

址：北京市西城区车公庄大街 19 号；邮编： 10004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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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总员。

1. 0.1 为贯彻圄家有关法律法规和方针政策，统一民用建筑节

水设计标准，提高水资源的利用卒，在满足用户对水质、水量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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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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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维修栓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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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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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术语和符号

2.1 术语

2.1.1 节水用水定额 rated water consumption . for water 

saving 

采用节水型生活用水器具后的平均臼用水量。
2.1. 2 节水用水量 water consumption' for water saving 

采用节水用水定额计算的用水量。
2.1.3 同程布置 reversed retur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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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导流王通 diversion of. tee-linion 

引导接人循环田水管中的图水同向流动的 TY型或内带导流

片的顺水三通。

2.1. 5 回水配件 return pipe fitting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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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鹿部运动，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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circulating pump 

小区集中热水供应系统中设置在热水田水总干管上的热水循

环浆。

2.1. 7 分循环泵 unit circulating pump 

小区集中热水供应系统中设置在单体建筑热水田水管上的热
水循环泵。

2.1. 8 产水事 water productivit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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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放水 rejecte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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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sprinkli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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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水漓，均匀地喷洒到绿地、树木灌溉的方法。

2.1.11 微嗤灌 micro irriga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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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1.12 地下渗灌 underground micro irrrga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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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树木摄系活动层的灌水器（微孔渗灌管），提据作物的生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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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drip irrigation 

通过管道系统和漓头〈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报部附近的土壤表面或土层中的

一种灌水方法。

2.1.14 非传统水源 nontraditiona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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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非传统水源利用事 utilization ratio of nontraditiona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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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saving system in buildi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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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也一一住宅生活用水年节水用水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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Qga一一一宿舍、旅馆等公共建筑的生活用水年节水用水量；

Q，.一一生活热水年节水用水量；

wjd一一景观水体平均吕补水量；

W1dι一绿化喷灌平均日喷灌水章；

Wu1－一一冷却塔平均日补水量；
WZ£1一一景观水体日均蒸发量；

wsd一一景观水体渗透最；
Wrd一一处理站机房自用水量等p

Wi•一一景观水体年用水蠢；
W姐一一冷却塔补水年用水量；

毛也W由一一年冲厕用水量；

~Q.一一年总用水最；

~w.一一一非传统水源年使用最；

wya一一雨水的年用雨水量；

Wma一一一中水的年四用量；

Qhl一一雨水图用系统的平均日用水囊；
Qcd一一中水处理设施的臼处理水量；

Q回一一中水原水的年收集量；

Q ...一一中水供应管网系统的年需水量；
q，一一住宅节水用水定额；

qg一一公共建筑节水用水定额；

qr－…一句生活热水节水用水定额；

qi一一绿化灌溉烧水定额；
qq一一冷却循环水补水定额；

也一一冲厕日均用水定额。

2.2.2 时间

4 

D，…一住宅生活用水的年用水、天数；
Dg－一公共建筑生活用水的年用水天数；

Dr一…生活热水年用水天数；
Di一…景观水体的年平均运行J天数；



D，一一冷却塔每年运行天数；

De一一－冲厕用水年平均使用天数；
T一一冷却塔每天运行时间。

2.2.3 几何特征及其他

n，一一住宅建筑居住人数；
叫一一公共建筑使用人数或单位数；
n「一生活热水使用人数或单位数5
nc二－｛中朋用水年平A均使用人数；

F1一一绿地面积；

F…一计算汇水面积；－
R一一非传统水源利用率；
Ry一一一雨水利用率；

1瓦一一雨量径流系数z

h.－常年降雨厚度；
hd…一常年最大臼降雨厚度；
V一一蓄水池有效容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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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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q.

节7j(用水定额 q. (L／人. d) 

住宅 卫生器具 …区 工区 三区

类型 设置标准
特大 中、小 特大 中、 e特大 中、

城市
大城市

城市 城市
Ck城市

叫、城市 城市
大城市

小城市

有大使器、 100~ 90~ 80~ 70~ 60~ 50~ 60~ 50~ 45~ 
1 洗涤盆 140 llO 100 llO 80 70 100 70 65 

有大便器、

洗脸盆、洗
120~ 100~ 90~ 80~ 70~ 60~ 70~ 60~ 50~ 

E 涤盆和洗衣
200 150 140 140 llO 100 120 90 80 

普
机、热水器

通
和沐浴设备

住

宅 有大便器、

洗脸盆、洗

涤盆、洗衣
140~ 130~ 100~ 90~ 80~ 70~ 80~ 70~ 60~ 

应机、集中供
230 180 160 170 130 120 140 100 90 

应或家用热

水机缓和沐

浴设备

6 



续表 3.1.1

节JJc用水定额 q, (L／人. d) 

住宅 卫生器具 一区 二区 三区
-

类型 设置标准
特大 中A、 特大 中、 特大 中、

城市
大城市

城市 城市
大城市

小城市 城市
l:k城市

小城市

有大使器、

洗脸忿、洗

涤盆、洗衣

机及其他设

别墅
备（净身器 150~ 140~ lIO~ 100~ 90~ 80~ 90~ 80~ 70~ 
等〉、家用热 250 200 18。一 190 150 140 160 llO 100 

水机组或集

中热水供应

和沐浴设备、

洒水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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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湖北、湖南、江西、浙江、福建、广东、广西、海商、上海、

江苏、安徽、重庆；

二区包括3 四川、贵州、云南、黑龙江、吉林、辽宁、北京、天津、河
北、山西、沟南、山东、宁麦、陕西、内蒙古河套以东和甘肃黄部以东的

地区z

三区包括2 新疆、青海、西藏、内蒙古部套以西和甘肃黄f可以宙的地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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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 别墅用水定额中含庭院绿化用水，汽车抹车水。

5 表中泪水量为全部用水盏，当采用分质供水时，有直饮水系统的，应扣除

H饮水用水定额；有杂用水系统的， Ni扣除杂用水定额。

3.1.2 宿舍、放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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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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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qg

序号 建筑物类型及卫生器具设置标准
节水用水

单 位
定额 qg

宿舍

1 I 类、 E类 130~ 160 L／人. d 

E类、 N类 90~ 120 L／人. d 

招待所、培训中心、普通旅馆

设公用厕所、躯洗室 40~ 80 L／人. d 

2 设公用厕所、篮洗室和淋浴室 70~ 100 L／人. d 

设公用厕所、篮洗室、淋浴室、洗衣室 90~ 120 L／二人 • d 

设单独卫生！可、公用洗衣室 110~ 160 L／人. d 

3 酒店式公寓 180~ 240 Li人. d 

宾馆客房

4 旅客 220~ 320 L／床位. d 

员工 70~ 80 L／人. d 

医院住院部

设公用厕所、盟洗室 . 90~ 160 L／床位. d 

设公用厕所、毁洗室和淋浴室 130~ 200 L／床位. d 

5 病房设单独卫生间 220~ 320 LI床位. d 

医务人员 130~ 200 L／人·班

门诊部、诊疗所 6~ 12 L／人·次

疗养院、休养所住院部 180~ 240 L／床位. d 

养老院托老所

6 全托 90~ 120 L／人 ·d

日托 40~ 60 L／人. d 

幼儿园、托儿所

7 有住宿 40~ 80 L／儿童. d 

无住宿 25~ 40 L／儿童. d 

公共浴室

8 
淋浴 70~ 90 L／人·次

淋浴、浴盆 120~ 150 L／人·次

桑拿浴（淋浴、按摩池）叼 130~ 160 L／人·次

9 理发室、美容院 35~ 8.0 L／人，次

10 洗衣房 40~ 80 L/kg 子衣

8 



续表 3.1. 2 

序号 建筑物类型及卫生器具设置标准
节水用＊

单 位
定额 qg

餐饮业

11 
中餐酒楼 35~ 50 L／人·次

快餐店、职工及学生食堂 15~ 20 L／人·次

酒吧、咖啡厅、茶座亏卡拉 OK房 5~ 10 L／人·次

12 
商场
员工反顾客 4~ 6 L/m2营业厅面积. d 

13 囱书馆 5~ 8 L／人·次

书店
14 员工 27~ 40 L／人·班

营业厅 3~ 5 L/m2营业厅商积. d 

15 办公楼 25~ 40 L／人·班

教学实验楼
16 中小学校 15~ 35 L／学生. d 

高等学校 35~40 L／学生. d 

17 电影院、剧院 3~ 5 L／观众．场

会展中心〈博物馆、展览馆〉
18 员工 27~ 40 L／人·班

展厅 3~ 5 L/m2展厅商积. d 

19 健身中心 25~ 40 L／人·次

体育场、体育馆
20 运动员淋浴 25~ 40 L／人·次

观众 3 L／人·场

21 会议厅 6~ 8 L／座位·次

22 客运站旅客、展览中心观众 3~ 6 L／人·次

23 菜市场冲洗地面及保鲜用水 8~ 15 L/m2•d 

24 停车库地面冲洗用水 2~ 3 L/m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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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员工用水定额每人每班 30L～45L。
3 医疗建筑用水中不含医疗用水。
4 表中用水最包括热水用量在内，空调用水应另计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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竿子均值计算。
7一每年用水天数应根据使用情况确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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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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1.3 汽车冲洗用水定额 CL／辆·次〉

冲洗方式 高压水枪冲洗 循环用水冲洗补水 抹车

轿车 40~ 60 20~ 30 10~ 15 

公共汽车 80~ 120 40~ 60 15~ 30 
载爱汽车

注： 1 向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z 路商等级较低时，立选用

上限值。

3 冲洗一辆车可按 lOmi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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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按平均吕循环水量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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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浇酒道路用水定额（L/rn2 •次〉

路面性质 I 用水定额
百高百 I o. 40吨. 70 

土路面 . I i. oo~1. 50 

水泥或沥青路商 | 
注： 1 广场滔滔用水定额亦可参照本表选用ω

2 每年浇滔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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1.6 浇洒草坪、绿化年均灌水足额（rn3 /rn2 • a) 

特级养护

0.66 扫
盲
－

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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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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卫生设备完善程度二热水供

应时间、当地气候条件、生活习惯租水资源情况综合确定。

表 3.1. 7 热水平均臼节水用水定额 q.

序号 建筑物名称
节水用水

单位
定额 q.

住宅
1 有自备热水供应和淋浴设备 20~ 60 L／人. d 

有集中热水供应和淋浴设备 25~ 70 L／人. d 

2 别墅 30~ 80 L／人~ d 

3 酒店式公寓 65~ 80 L/K·d 

宿舍
4 I 类、 E类 40~ 55 L／人. d 

因类、 N类 35~45 L／人. d 

招待所、培训中心、普通旅馆

设公用厕所、盟洗室 20~ 30 L／人. d 
5 设公用厕所、盟洗室和淋浴室 35~ 45 L／人. d 

设公用厕所、组洗室、淋浴室、洗衣室 45~ 55 L／人. d 

设单独卫生阁、公用洗衣室 50~ 70 L／人. d 

宾馆客房
6 旅客 no~ 140 L／床位. d 

员工 35~40 L／人. d 

医药旨住院部

设公用厕所、~洗室 45~ 70 L／床位. d 

设公用厕所、塑洗室和淋浴室 65~ 90 L／床位. d 
7 病房设单独卫生问 no~ 140 L／床位. d 

医务人员 65~ 90 L／人·班

门诊部、诊疗所 3~ 5 L／人·次

疗养院、休养所住院部 90~ 110 L／床位. d 

养老院托老所
8 全托 45~ 55 L／床位. d 

臼托 15~ 20 LI人. d 

幼儿园、托儿所
9 有住宿 20~ 40 L／儿童. d 

元住宿 15~ 20 L／儿童. 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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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表 3.1. 7 

序号 建筑物名称
节水用水

单位
定额 q,

公共浴室

10 
淋浴 35~ 40 L／人·次

淋浴、浴盆 55~ 70 L／人·次

桑拿浴〈淋裕、按摩池〉 60~ 70 L／人·次

11 理发室、美容院 20~ 35 L／人·次

12 洗衣房 15~ 30 L/kg干衣

餐饮业

13 
中餐酒楼 15~ 25 L／人·次

快餐店、职工及学生食堂 7~ 10 L／人·次

滔吧、咖啡厅、茶座、卡拉 OK房 3~ 5 L／人·次

14 办公楼 5~ 10 L／人·班

15 健身中心 10~ 20 LI人·次

体育场、体育馆
16 运动员淋浴 15~ 20 L／人·次

观众 1~ 2 L／人·场

17 会议厅 2 L／座位·次

注： 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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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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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l 中相应地区、城市规

模以及住宅类型的生活用水节水用水定额取｛段，即三区中小城市宜取低

筐，一区特大城市宜取离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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α

表 3.1. 8 各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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宿舍
营业餐厅

冲厕 21 10~ 14 60~ 66 2~ 5 6. 7~ 5 30 

厨房 20~ 19 12.5~ 14 93.3~ 95 

沐浴 29.3~ 32 50~ 40 98~ 95 40~ 42 

应洗 6. 7~ 6. 0 12. 5~ 14 40~ 3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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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宿舍
营业餐厅

洗衣 22.7~22 15~18 17.5~14 

，总计 100 100 100 100 100 1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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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喘~ (3. 2. 川
式中 z 也一→住宅生活用水年节水用水量（m3 /a); 

q，一一节水用水定额，按表 3. 1. 1 的规定选用（L／人. d); 

n，一一一居住人数，按 3～ 5 人／户，人住率 60% ～ 80%

计算；

D，一一年用水天数 Cd/a），可取 D,=365d/ao

2 宿舍、放馆等公共建筑的生活用水年节水用水量应按下

式计算：

Q田二＝ 2=生旦旦旦 (3. 2. 1-2) 
品. 1000 

式中 z Qga－宿舍、旅馆等公共建筑的生活用水年节水用水量

(m3 /a); 

qg一一节水用水定额，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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叫一一使用人数或单位数，以年平均值计算；

Dg－年用水天数（d/a），根据使用情况确定。

3 浇酒草坪、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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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2.2 生活热水年节水用水量应按下式计算z

Qra= I;'l::.旦旦 (3. 2. 2) 
1000 

式中： Qra一一生活热水年节水用水量（m3 /a); 

14 

q「…一热水节水用水定额，按表 3.1. 7 的规定选用

CL／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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nr一一使用人数或单位数，以年平均值计算，住宅可按

本标准式（3. 2. 1-1} 中的马计算；
Dr一一年用水天数 Cd／功，根据使用情况确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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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平均臼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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市政管闲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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旦分区内低层部分应设戚压

设施保证各用水点处供水压力不大于 0. 2MPa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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倍号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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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泪合阀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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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个以上卫生阔的公寓、住宅、别墅共用水加热设

备的局部热水供应系统，应设四水配件自然循环或设循环泵机械

循环；

3 金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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lOs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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闰程布置，热水困水干、立

管采用导流三通连接和在田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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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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水总干管并设总循环
泵，单体建筑连接小区总回水管的田水管处宜设导流三通、限流

调节阀、温控阔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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采用调速装组供水和循环。

因水于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玲、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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准合恒温罐、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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浴器的小公共播室、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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的公共浴室的热水管网应设循环田水管，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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到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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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CJJ ll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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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被水应回收利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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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j(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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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于 98%;

5 旁流处理水量可根据去除悬浮物或溶解团体分另lj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倍号，并将信号送人

机房。

4.3.2 游泳池、水上娱乐地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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游泳油、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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洗车场宜采用元水洗车、微水洗车技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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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j(应循环使用；

3 机动车清洗设备应符合国家有关极准的规定。

4.3.5 空调冷凝水的收集及自用应符合下列要求：

1 设有中水、雨水四周供水系统的建筑，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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雨水困用供水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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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灌至向一含水层二拍、灌井的水量应能在线监醋。

4.4 挠｝理系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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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 水质应符合现行菌家标准《城市污水再生利用 景观环

境用水水质》 GB/T 18921 和《城市污水再生利用 城市杂用水

水质》 GB/T 189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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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据嗤灌区域的挠洒管理形式、地形地貌、当地气象条件、水源条

件、绿地丽积大小、土壤渗透率、植物类型和水压等因素，选择

不间类型的喷灌系统，并应符合下列要求：

1 绿地提洒采用中水时，宜采用以微灌为主己的浇洒方式；

2 人员活动频繁的绿地，宜采用以微喷灌为主的浇源方式；

3 土壤易板结的绿地，不宜采用地下渗攘的浇洒方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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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1 的规定

选用；

6 平台绿化的灌水方式宣按表 4. 4. 2-2 的规定选用。

表 4.4. 》1 停车场灌水方式

绿化部位 种植品种及布景 滚水方式

周界绿化 较密集 漓草草

卫在位i司绿化
不宜种植花卉，绿化带…般究位 1. 5m～2m，乔

漓灌或微喷；军
水沿绿带排列，间距应不小子 2.5m

地面绿化 种植耐碾压草种 微喷灌

表 4. 4. 2-2 平台绿化灌水方式

种植土最小厚度（mm)
植物类别 灌水方式

南方地区 中部地区 北方地区

花卉草坪地 200 400 500 微喷灌

灌木 500 600 800 满灌或微喷灌

乔木、藤本植物 600 800 1000 滴j寝或微喷灌

中高乔木 800 1000 1500 滴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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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4.3 浇洒系统宜采用湿度传感器等自动控制其启停。

4.4.4 据酒系统的支管上任意两个喷头处的压力差不应超过喷

头设计工作压力的 20%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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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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J1f.符合圄家现行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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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严禁对人体健康和嚣内卫生环境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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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GB 50400 和《建筑中水设计规范》

GB 5033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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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wjd和年用水量 Wi•应分别按下

列公式进行计算：

wjd = wzd 十wsd 十W,rd (5.1.7-1) 

Wia =Wid × Di (5. 1. 7-2) 

式中： wjd－而平均B补水量（m3 /d); 

wzd一－ s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必一一渗透量（m3/d），为水体渗透面积与人渗速率的

乘积；

Wrd一一处理站机房自用水量等（m3 /d); 

Wia－景观水体年用水量（m3 /a); 

Di一…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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平均自喷灌水量 W1d应按下式计算：

W1d = 0: OOlqtF1 (5. 1. 8) 

式中： W1d一一日喷灌水最（m3 /d); 

qi一一浇水定额（L/m2 • d），可取 2 L/m2 • d; 

F1一一绿地面积（m2) 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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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的规定和臼均洗车

数量及年洗车数量计算确定。

5.1.11 冷却塔补水的日均补水量 w,d和补水年用水量W盹应分
别按下列公式进行计算：

Wu1 = (0. 5 ~ 0. 6)qq T (5. 1. 11-1) 

W回 E w,d × D, (5. 1.11…2) 

式中： Wu1一一冷却塔日均补水量（m3/d);
qq一…补水定额，可按冷却循环水髦的 1%～2%计算，

(m3 /h），使用雨水时宜取高限；

丁…一冷却塔每天运行时间（h/d);

D，－冷却塔每年运行天数（d/a);

w阳一一冷却塔补水年用水最（m3 /a) o 

s .. 1.12 冲厕用水年用水量应按下式计算：

W- qc押，，
ca ＝一一工旦 (5. 1. 12) 
曰 1000

式中： W囚一一一年冲厕用水最（时／a);

qc一－s均用水定额，可按本标准第 3. i.. 1 、 3. 1. 2 条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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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3. 1. 8 的规定采用 CL／人. d); 

ηc一…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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1 式中的

n，值计算；

De－年平均使用天数 Cd/a）。

5.1.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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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1.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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困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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1.17 非传统水源利用率应按下式计算z

R＝孚~哩%啊？了 1 % (5.1.17) 
立；Q ~川

式中： R一一非传统水源利用率；

L;Q,－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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L;w.－一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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收集四周等雨水利用

措施。

5.2.2 收集因用系统宜用于年辞雨量大于 400mm 的地区，常

年降雨量超过 800mm 的城市应优先采用最丽雨水收集西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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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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Wya =CO. 6 ~ 0. 7）× 101]凡h.F (5. 2. 4) 

武中： wya一一年用雨水量（m3);

1J!c一一雨量径流系数；
h.－常年降雨厚度（mm);

F 计算汇水面积 Chm2），按本标准第 5.2.5 条的规

定确定；

0.6~ 0. 7一一除去不能形成径流的降雨、弃流雨水等外的可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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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F- V 
一－l01J!~hd 

(5. 2. 5-1) 

3Q 
F ＝ 一一且一 (5. 2. 5-2) 

lOP,山

式中： he一…常年最大日降雨厚度（mm);

V一一蓄水油有效容积（ma);

Qhd……雨水回用系统的平均日用水量（时）。

5. 2. l> 雨水人渗面积的计算应包括透水铺砌面积、地面和愿面

绿地面积、室外埋地人渗设施的有效渗透丽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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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之内人渗完毕或使用完毕。

5.2.8 雨水四周系统的自来水替代率或雨水利用率Ry应按下式

计算：

R;=W ya/L: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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3.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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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万甜的宾馆、饭店；

2 建筑面积大于.5 万 m.2 且可罔收水量大于 l00m3 /d 的办

公、公寓等其他公共建筑；

3 建筑面较大于 5 万 m2 且可回收水最大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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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筑中水系统的年四

周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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Wma = O. 8 × Q.. (5. 3. 4币 1)

Wma = 0. 8 × 365Qcc1 (5. 3. 4-2) 

Wma 工工 0.9 × Q陌 (5.3.4-3) 

式中： Wma一一－中水的年四用最（ma);

Q..－中水原水的年收集最（ma）；应根据本标准第 3

章的年用水量乘 o. 9 计算。

Qcd一一中水处理设施的目处理水革应按经过水量平衡

计算后的中水原水量取值（m3 /d); 

Q阻一一中水供应管网系统的年需水量（ma），应根据本

标准第 5. 1 节的规定计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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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节水设备、计量仪表、
器材及管材、管件

6.1 卫生器具、器材

6.1.1 建筑给水排水系统中采用的卫生器具、水嘴、淋洛器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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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CJ 164 的规定。

6.1. 2 坐式大使器宜采用设有大、小便分挡的冲洗水箱。
6.1. 3 居住建筑中不得使用一次冲洗水最大于 6L 的坐便器。

6.1. 4 小便器、蹲式大使器应配套采用延时自闭式冲洗阀、感
应式冲洗阀、脚踏冲洗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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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性能良好甜用的
水嘴。

6.1. 7 水嘴、淋踏喷头内部宜设置阪流配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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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功能的冷热水泪合淋浴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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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管上应设计量水表；

4 加压分区供水的贮水油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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计最水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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囊
饮用冷水水表和热水水表》 GB/T 778. 1～3、《IC 卡冷水水表》

CJ/T 133、《电子远传水表》 CJ／丁 224、《冷水水表检定规程》

JJG 162 和《饮用水冷水水表安全规那》 CJ 266 的规定；

2 口径 DN15～DN25 的水表，使用期限不得超过 6a；口

径大于 DN汩的水表，使用期限不得超过缸。

6.1.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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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减压阔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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减压阔的设置不得影响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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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减压阔的设置还应满足现行回家标准《建筑给水排水设

计规范》 GB 50015 的有关规定。

6.2 节水设备

6.2.1 加压水泵的 Q户H 特性曲线应为随流蠢的增大，扬程逐

渐下降的曲线。

6.2.2 市政条件许可的地区，宜采用叠压供水设备，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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及卫生前菌等因素选择，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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被加热水倒阻力损失小。直接供给生活热水的水加热设

备的被加热水倒阻力摆失不宜大于 O.OlMP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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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节或启闭热媒的流囊，并应使被加热水的温度与设定温度的是值

满足下列规定：

1 导流型容积式水加热器：土5℃；

2 半容积式水加热器：士5℃；

3 半即热式水加热器：士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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Jc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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80%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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的干球温度和湿球溜度；

5 冷却塔宜设寰在气流通畅，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肉的上风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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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供水系统采用的管材和管件，应符合国家现行有关标准

的规定。管道和管件的王作压力不得大于产品标准标称的允许工

作压力；

2 热水系统所使用管材、管件的设计温度不应低于 80℃；

3 管材和管件宜为同一材质，管件宜与管道同径；

4 管材与管件连接的密封材料应卫生、严密、防腐、甜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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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GB 500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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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冻措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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穷实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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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管内外谧差采取耐久可靠的前水、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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筑给水排水及采援工程验收规范》 GB 50242 及《城镇直

埋供热管道工程技术规程》 CJJ／丁 8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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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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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2 条节水用水定额规定，各

类用水量计算明细见表 A. 2-1 ，中水原水回收量计算明细见表

A. 2-2，中水四周系统用水量明细见表 A. 2-30 

表 A. 2-1 生活用水节水用水量计算表

序号 用水部位 使用数釜
用水轰 用水天数

用水最（m3)

定额 (d/a) 
备注

平均日 全年
ι 

30 



以上内容仅为本文档的试下载部分，为可阅读页数的一半内容。如

要下载或阅读全文，请访问：https://d.book118.com/28603110311

0010131

https://d.book118.com/286031103110010131
https://d.book118.com/286031103110010131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