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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筑给排水系统与人们生活和工作息息相关，随着生活
水平的提高，人们对给排水系统的要求从节水、节能、环保
向安全、健康、舒适转变。2020 年，住房和城乡建设部等
七部门发布《关于印发绿色建筑创建行动实施方案的通知》，
将提高建筑室内空气、水质、隔声等健康性能指标，提升建
筑视觉和心理舒适性列为重点创建目标。因此，提高建筑绿
色、健康性能指标，是提高建筑品质的有效途径。2021 年 9
月，中共中央、国务院印发《关于完整准确全面贯彻新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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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结合信息技术，推进“互联网+智慧”农旅

互联网给人们的生活带来很多便利，当前网络成为人们生活的重要组成部分，在旅游时人们通过网络查看
景区资料、旅游攻略、旅友评价等信息，并通过网络安排交通、住宿及购物。因此，景区网络信息化程度高便
会更容易被大家了解和熟悉。将“互联网 + 智慧”农业融入寨脚村建设需求，一是提升电子商务的应用，建设
电子商务运营中心、电子商务服务站。引导农资、物流等企业和农业生产基地开展电子商务，鼓励产品供销、
电子商贸、物流、金融、邮政、快递等各类社会资源加强合作，构建电子商务购销网络平台。二是完善智慧旅
游系统，构建寨脚村智慧旅游平台，打造集宣传、讲解、展示、销售、服务于一体的智慧网络平台，实现智慧
乡村链接智慧城市。三是依托村史馆，完善和普及远程教育，弥合城乡数字鸿沟。

三、结语

在乡村振兴战略的背景下，各地乡村建设发展呈现出良好态势，本文选取广西横州市寨脚村农旅景观规划
设计项目为案例，探讨在资源整合乏力，无统一规划、特色文化不凸显，缺乏品牌建设、配套设施不全，村民
活动项目较少、建筑风格不统一，老旧建筑需要修复等情况下，如何从乡村产业、生态、文化、民生、创新等
领域进行思考，运用景观规划设计手法，从设计理念、培育品牌、优化整体布局、改善人居环境等方面进行改造，
打造以“生态旅游特色农业”为总方向的寨脚村新格局，美化村寨生活环境，优化村寨生产生活条件，为乡村

振兴发展赋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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型公共建筑如旅馆、宾馆、公寓等，产生的优质杂排水量大，处理工艺较简单，处理合格后可回用于冲
厕，既能节约项目用水，还可缓解城市下水道的超负荷运行。广西降水丰沛，大部分地区年平均降雨量
1300mm ～ 2000mm，适宜采用雨水回收利用系统，用于绿化灌溉、道路浇洒或地下车库冲洗等。考虑成本、
安装、管理与维护等因素，雨水池一般选用成品玻璃钢、成品混凝土、成品 PP（聚丙烯）模块等材质，也有项
目采用钢筋混凝土水池。

3.场地雨水控制措施

基于海绵城市设计理念，结合场地地形，优化绿地和道路的竖向设计，使场地雨水能有效地积存、滞蓄、
净化。广西海绵城市建设采取下凹式绿地、屋顶绿化、透水铺装和雨水回收利用系统等措施，通过下凹式绿地、
生物滞留设施、雨水花园等调蓄雨水，透水铺装使雨水快速下渗，实现场地海绵控制目标。

4.节水管理措施

制定完善的节能节水的操作规程、应急预案，节水设备应具有巡回检查制度、保养维护制度，并有完善的
运行记录等。

 （二）健康建筑的要求

健康建筑的关注重点在于水质和水系统。虽然水中的微生物不会对人体健康产生太大影响，但其产生的异
味易引起心理不适。健康建筑主要从用水舒适性和用水健康安全性考虑，在现行国家标准《生活饮用水卫生标准》
（GB 5749—2022）的基础上，对水的总硬度、微生物指标及菌落总数提出更高要求。

广西民用建筑项目降低生活饮用水细菌总数的水处理措施主要采用紫外线消毒和化学消毒等。热水供应系
统中抑制嗜肺军团菌的常用措施是水温控制，也可在线监测供回水温度，及时发现热水温度异常。将热水管道
系统和设备内的水温控制在 50℃～ 60℃，热水器出水温度设置 55℃以上，并采用杀菌消毒装置定期清洗及维护，
以控制热水供应系统中嗜肺军团菌的滋生。

铜管、不锈钢管较 PPR（无规共聚聚丙烯）管具有强度高、耐腐蚀、不易二次污染且寿命较长等优势，铜
管具有抑菌功能，能有效保证生活饮用水系统的供水水质。目前，广西民用建筑项目室内生活饮用水管道考虑
成本问题，仅极少项目采用铜管或不锈钢管，大部分仍采用 PPR 管。

《建筑给水排水设计标准》（GB 50015—2019）要求住宅卫生间宜采用同层排水形式，公共建筑则无此要
求。健康建筑则建议公共建筑卫生间宜采用墙排的方式实现同层排水，住宅、酒店、医院则建议采用整体卫浴
实现同层排水形式，考虑到成本和观念的问题，短时间内在广西仍难以实现。

将《健康建筑评价标准》（T/ASC 02—2021）和《绿色建筑评价标准》（GB/T 50378—2019）进行比较，
具有相同或相近的条款，如每年应定期检测建筑生活饮用水的水质、设置水质在线监测系统、生活引用水池（水
箱）应采取措施满足卫生要求、给排水管道应设明晰的永久性标识等。两标准最大的不同之处在于健康建筑提
出通过优化系统构成和提高水质要求的方式，最大限度改善居民用水体验，实现用水健康（见表 2）。

二、广西绿色建筑发展过程中存在的问题

给排水专业在设计、建设或验收过程中普遍存在海绵城市建设不达标、给排水管道系统及设备设计不合理、
给排水专业施工与设计脱节等问题。

（1）海绵城市存在溢流口裸露、溢流口高度设置过高或过低等问题。海绵城市溢流口未结合场地地形及植

理念做好碳达峰碳中和工作的意见》，提出应大力发展节能低碳建筑，加快优化建筑用能结构。
随着建筑行业的发展，从绿色建筑到低碳建筑，再到碳达峰、碳中和目标的推行，人们更加注重健康建筑。

建筑给排水设计与建造应从绿色、低碳、健康为切入点，研究建筑给排水系统品质提升技术，给人们提供更舒
适及优质的居住、工作和娱乐环境。

一、绿色建筑与健康建筑对于给排水专业的要求

（一）绿色建筑的要求

绿色建筑中给排水专业主要关注点在节水措施、节水管理、节能、场地雨水控制等方面（见表 1）。

表1  绿色建筑给排水主要内容

类型 主要指标
节能 可再生能源利用

节水措施

节水器具
三级计量水表

节水灌溉
高性能管材、阀门及附件

非传统水源利用，如中水、雨水回用等

节水管理

节水策略及制度
应急预案

定期水质检测
节水奖惩机制

水表读数统计及分析

场地雨水控制

下凹式绿地、复杂型生物滞留设施、雨水花园
屋顶绿化
透水铺装

雨水回收利用系统

1.节能措施

合理使用可再生能源。广西太阳能资源较丰富，早期推行绿色建筑时，广西大部分项目采用的可再生能源
为太阳能，利用太阳能辅以空气源热泵制热。2022 年，在碳达峰、碳中和的战略背景下，太阳能光伏发电系统
越来越受到重视，将太阳能转化为电能用于小区公共区域照明如地下室照明、室外路灯照明等，既可降低项目
用电成本，又能有效缓解电力高峰期公用电力供应负担，具有无污染、可持续、减轻碳排放的特点。

2.节水措施

（1）使用节水器具。绿色建筑鼓励用户使用较高用水效率等级的卫生器具，一星级要求节水器具用水效率
等级为 3 级，二星级和三星级则要求节水器具用水效率等级至少为 2 级。用水器具应满足现行国家标准《节水
型产品通用技术条件》（GB/T 18870—2011）要求，除特殊功能需求外，均应采用节水型用水器具。

（2）采用节水灌溉方式。大部分建筑与小区项目采用喷灌的形式，根据项目内绿地的占地面积，采用不同
型号及射程的喷头，确保植被均能被灌溉。

（3）采用非传统水源。单栋建筑面积超过 20000 平方米的大型公共建筑，应设置中水利用系统。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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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海绵城市施工与设计脱节。施工时下凹式绿地深度不足，使蓄水量无法满足场地所要控制的雨水量、
海绵城市年径流总量控制率。

（4）透水铺装地面结构层设计不合理。部分项目仅在地面层设置透水铺装材质，雨水无法正常下渗，造成
地面积水。

（5）卫生器具用水效率等级较低。验收时发现部分卫生器具用水效率等级无法满足绿色建筑的要求。
（6）给排水管道的间距设计、安装不合理，忽略管道尺寸、管道与墙壁的间距以及管道维护检修需要，导

致后期维修困难。
（7）地漏设置不合理。存在经常排水区域未安装地漏、不经常排水的区域却安装地漏的现象。地漏长期不

使用会导致存水弯水封干涸，破坏管道中的水封作用，管道内的异味倒灌入室内。
（8）雨水池或中水池使用率不高。大部分项目因缺乏统一运营维护管理制度，导致雨水池或中水池设备

闲置。

三、健康建筑给排水品质提升建议

高品质绿色健康建筑在给水排水方面，不仅要注重节水节能的理念，还应从精细化设计、综合管线优化、
水质监测与节水管理等方面进行提升。

（一）精细化设计

1.海绵城市精细化设计

小区建筑应结合场地地形地貌进行设计，考虑下凹式绿地、雨水花园及溢流口的设置，使其便于接收屋面
雨水或道路雨水。溢流口应选择下凹绿地地势较低且离道路较远处，采用植被遮挡的方式。海绵城市绿化设计
应从项目的景观设计主题出发，以“乔木 + 灌木 + 地被植物”进行多层次配置，打造错落有致的景观效果。根
据广西气候特征，选择耐淹耐旱耐涝的植物。广西及南宁市周边地市可参考《南宁市海绵城市建设推荐植物》
选择植物品种（见表 3）。

表3  南宁市海绵城市部分推荐植物

类型 植物名称

乔木 大花紫薇、红花羊蹄甲、美丽异木棉、秋枫、小叶榄仁、洋紫荆、黄花风铃木、黄金香
柳、人面子、假苹婆、蓝花楹、短穗鱼尾葵

灌木
红花继木、红花芦莉、翠芦莉、红绒球、花叶芦竹、黄金榕、黄素梅、小花紫薇、棕竹、
朱瑾、散尾葵、龙船花、黄婵、希美丽、栀子、朱蕉、美丽针葵、夹竹桃、红车、鹅掌
柴、灰莉

地被及草本植物 巴西鸢尾、风车草、葱兰、韭兰、麦冬、鸢尾、紫娇花、沿阶草、马尼拉草、大叶油草、
肾蕨、千屈菜、水生美人蕉、菖蒲、梭鱼草、花叶芦竹

海绵城市在设计透水铺装时，其结构层应选择有一定透水性的材料，必要时还可增加渗排水管，使得透水
铺装地面下渗的雨水能通过渗排水管排入周围土壤。施工单位按海绵城市施工图施工，确保海绵城市施工质量。

2.给水排水系统精细化设计

根据《绿色建筑评价标准》（GB/T 50378—2019）中条文 7.1.7 要求，制订水资源利用方案，统筹利用各
种水资源。给排水设计不能仅依靠 CAD（计算机辅助设计）软件或根据经验进行制图，应在满足给排水设计相

被设计，导致溢流口裸露，观感不佳。溢流口设置过高，雨水无法形成溢流，使下凹式绿地长期积水；过低则
下凹式绿地无法蓄水，无法发挥海绵城市作用。

（2）下凹式绿地、生物滞留设施或雨水花园种植的植被单一，大部分仅种植草皮，导致美观性不足。设计
时为应付完成海绵指标，未考虑场地的整体景观效果。

健康建筑评价标准 绿色建筑评价标准

条文类型 条文号 技术指标关键词 分值设定 绿色建筑中与健康建筑对应的
相关条文

5水：5.1控制项

5.1.1 生活饮用水及直饮水水质，定期检测
生活饮用水水质 必须满足 5.1.3-1生活饮用水水质

5.1.2
其他用水水质：非传统水源、游泳
池、生活热水、供暖空调系统、景观
水体等

必须满足 5.2.3

5.1.3 卫生器具和地漏水封 必须满足 5.1.3-3仅要求便器水封

5.1.4 生活饮用水防管道内回流 必须满足
注：回流性质及危害程度详见
《建筑给水排水设计标准》附
录A

9服务：9.1控制项
9.1.5 垃圾站设冲洗、排水设施 必须满足 —

9.1.6 直饮水维护管理制度及水质监测管理
制度 必须满足 —

5水：5.2评分项

Ⅰ水质

5.2.1 生活饮用水水质优化 10分 —

5.2.2 直饮水系统或设施优化 7分 —

5.2.3 集中生活热水系统水温及水质维持 6分 注：与《建筑给水排水设计标
准》6.2.6要求类似

5.2.4 储水设施清洁及维护 6分 5.2.4 
5.2.5 水质在线监测 12分 6.2.8-3 
5.2.6 室内生活饮用水管材选择 8分 —

Ⅱ水系
统

5.2.7 管道和设备标识 10分 5.2.5，要求基本相同

5.2.8 防止结露及渗漏 6分
注：防结露要求与《建筑给水
排水设计标准》3.6.12、4.4.1-
10条文类似

5.2.9 卫生间同层排水（整体卫浴或墙排）
和防干涸地漏 10分

注 ： 《 建 筑 给 水 排 水 设 计 标
准》4.4.6住宅卫生间宜采用不
降板同层排水

5.2.10 厨卫分流排水 9分 —
5.2.11 公共卫生间卫生措施 11分 —

5.2.12 化粪池位置选择 5分

注 ： 《 建 筑 给 水 排 水 设 计 标
准》4.10.14化粪池设置于便于
机动车清掏的位置，并未明确
要求避开建筑、小区主要出入
口和人员聚集场所

9服务：9.2评分项 Ⅰ物业
9.2.4 水质检测管理制度及检测指标要求 10分 6.2.10，制定节水操作规程、

应急预案，实施奖惩机制
9.2.6 公共盥洗室具有洗手条件并供应热水 5分 —

10提高与创新 加分项 10.2.6 智能坐便器 1分 —

表2  给排水专业条文的区别与联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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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筑工程项目涉及设计、采购、施工、质量控制、安全保障等多方面复杂内容，
为确保其协调管理，需依赖有效的工程项目管理体系。在工程项目管理中，合同管
理扮演着重要的角色，其管理的有效性直接影响工程项目的质量。由于建筑工程项
目的复杂性和多样性，合同管理面临着许多挑战和难题，合同履行监管、索赔处理、
风险管控等问题屡见不鲜。因此，本文旨在探究基于建筑工程项目管理的合同管理
相关问题，系统地分析其基本概念、流程和关键环节，以创新优化合同管理的效率
和效果为研究目的，进一步促进建筑工程合同管理的规范化和标准化，提高建筑工
程项目管理的质量和效益。

建筑工程项目管理中的合同管理探究
文＿温   咏（广西桂物金岸制冷空调技术有限责任公司，副总经理）

    

工程项目管理

合同管理

建筑工程关标准和规范的前提下结合项目实际情况进行精细化设计。按照建筑的类型及使用习惯，计算给水系统的设计
秒流量，确定给水引入管管径、给水立管管径，并计算加压水泵流量及扬程，选择合适的管材及管径，确保选
择的管道及水泵合理。居住类建筑为人们生活、休息、睡眠的重要场所，对声环境要求较高，需注意降低排水
噪音和加压噪音。若管道中的水流速度大，在开停水龙头或阀门时，容易发生水击现象，引起管道或附件的振动，
不仅会损坏管道和对附件造成泄露，还会产生噪声，因此，在管道设计时应控制管内的水流速度。住宅建筑的
进户管的阀门后，可设家用可曲挠橡胶接头进行隔振；也可在管道支架、吊架内衬垫减振材料，减小噪声的传播。
居住建筑还应保障用水安全和舒适性，优化生活热水管网设计，将军团菌的风险降至最低。热水用水点处采取
冷热水水压平衡措施，淋浴装置采用带有恒温控制和温度显示功能的冷热水混合淋浴器。给排水系统进行精细
化设计，采用改善用水体验技术，如采用恒温混水阀、防干涸地漏等，解决居民生活中存在的用水问题。

给排水设计应注重减少耗材、降低渗漏风险、减少用户之间的纠纷。在建筑方案设计阶段，卫生间应考虑
同层排水形式，避免本层污废水渗漏到下一层，引发用户矛盾。因此，为避免破坏存水弯的水封，可定期补水
或加磁吸密封盖。地漏设置在有设备和地面排水的场所，如卫生间进行干湿分离设计，干区不需设置地漏；若
无法保证经常排水，可采用具有防干涸功能的地漏，或定期补水、加磁吸密封盖等，确保水封正常工作。

（二）综合管线优化

优化综合管线是提升建筑品质的一个重要手段。根据建筑平面、给水和排水的特点合理布置管道，将管道
布置在隐蔽处，并预留给排水管道的安装及检修空隙。同时，结合建筑布局和结构特点，布置暖通电气管线应
注意管道碰撞的问题，管线间应合理避让。运用 BIM（建筑信息模型）软件建立模型，对水暖电管线综合碰撞分析，
检查碰撞区域。从《城市工程管线综合规划规范》（GB 50289—2016）可知，当工程管线竖向位置发生矛盾时，
需采取避让原则：压力管线宜避让重力流管线，易弯曲管线宜避让不易弯曲管线，分支管线宜避让主干管线，
小管径管线宜避让大管径管线，临时管线宜避让永久管线。对于大型的、管线体系复杂的项目，需借助 BIM 软
件对管线进行综合碰撞分析，解决管线与管线之间、管线与建筑结构之间局部的碰撞问题。应用 BIM 技术提高
管线，最大限度保留净高，既缩减施工时间，又降低施工成本。

（三）水质监测与节水管理

加强节水管理，定期进行水质监测，并将监测结果及时公示。应对各重要用水部位进行定期巡检，以确保
用水安全。制定雨水回收系统、中水处理系统、可再生能源热水系统的操作规程及管理条例，使非传统水源和
可再生能源得到有效利用。

四、结语

绿色建筑和健康建筑是人们可直观感知的生产和生活的载体。本文从给排水专业的角度出发，分析在绿色
建筑和健康建筑理念下，广西建筑在建设过程中及生活中存在的问题，提出建筑给排水品质提升建议，并结合
绿色建筑和健康建筑的要求，通过改善用水体验措施达到全面提升居民用水健康可感知度的目的。希望本文能
给建筑给排水专业提供一个新的发展思路，在呼吁重视建筑给排水节水、节能、绿色、环保的同时，还能兼顾

用水安全、健康、舒适，让建筑给排水品质回归以人为本。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