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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综述文苑  

绿色建筑评价标准》若干条文探讨

文／崔景立 张海宇 常松伟

 

摘要：结合在绿色公共建筑及绿色厂房设计过程中所积累的经验，以及在设计过程中对《绿色建筑评价标准》的研读与理解，

针对《绿色建筑设计标准》中的若干条文，提出了一些具体看法。 

关键词：绿色建筑评价标准  变频供水  雨水利用  绿化灌溉  管网漏失率    

前言：《绿色建筑评价标准》（GB/T50378-2006）（以下简称《标准》于2006.06.01实施至今，行将三年。三年来，应该说我

们国家在绿色建筑设计方面积累了一定的经验，并建成了一些满足相关标准的绿色节能建筑。但是，就《标准》中5.3节“节水及水

资源利用”中的若干条文及相应条文的解释，值得进一步研究。在此提出来，和广大设计同仁共同探讨。 

（一）5.3.2条，“设置合理、完善的供水、排水系统。”在该条的条文解释中，有如下一句话：“管材、管道附件及设备等供

水设施的选取和运行不对供水造成二次污染，而且要优先采用节能的供水系统，如采用变频供水、叠压供水系统等。” 

关于多层及高层建筑二次生活供水采用变频供水技术是否节能，通过对众多已建工程的调研、比较和研究，已基本得出结论：

“在居住建筑和一般公共建筑二次供水方面，变频供水比起水泵----水箱供水方式未必节能。在某些情况下甚至能耗更高。”在高

层单体公共建筑二次供水设计方面，相比于高层建筑群设计，更具备设计水泵----水箱供水系统的条件，也利于日后整个建筑二次

供水系统的节能运行。但是，如果设计水泵----水箱联合供水方式，在日后进行绿色建筑评价时，又与《标准》相悖。 

然而，国内变频供水方式在建筑二次供水方面的应用，自上世纪90年代至今，经过将近二十年的发展，尤其在高层建筑群的二

次供水设计方面，其优势自不待言。因此，笔者认为，关于高层建筑（群）二次供水的绿色评价，还应具体问题具体对待，不宜一

概而论。 

此外，在该条的条文解释中明确提出：“----每区供水压力不大于0.45Mpa----”。该要求明显高于《建筑给水排水设计规范》

（GB50015-2003）3.3.5条的要求（各分区最低卫生器具配水点处的静水压不宜大于0.45Mpa，特殊情况下不宜大于0.55Mpa）。事实

上，给水竖向分区既要适应规范要求；同时，也受建筑专业设备机房及设备夹层等因素的制约。特殊情况下，虽然局部压力超过

0.45Mpa，须采取支管减压措施。但是，简化了给水分区，节约了材料。 

（二）5.3.3条，“采取有效措施避免管网漏失。”在该条文解释中，有如下解释：“采用水平衡测试法检测建筑/建筑群管道

漏损量，其漏损率应小于自身高日用水量的2%”。 

关于管网漏损率的统计，直接取决于市政进水总表和末端用户水表的精度和灵敏度以及管网的严密程度。通常情况下，水表的

精度和灵敏度由最小流量和始动流量两个参数决定。一般来看，在普通住宅中广泛使用的DN15或DN20给水进户水表，其始动流量大

约在10升/小时左右。以双管供水的洗手盆水龙头为例，当水龙头轻微开启，在临近水表的始动流量附近（10升/小时）呈滴水或线

流状态出水，日出水量将达0.24吨。而该龙头的额定流量为0.10L/s（360升/小时）。那么，水表的始动流量与龙头的额定流量的比

值为2.8%（10/360）。试想，即使在管网及供水系统阀门和附件等处没有任何漏损的情况下，《标准》所给出的2%的数据，在个别

情况下也将无从保证。 

关于整个供水系统的密封性能，从给水排水专业的发展来看，目前各种新型给水管材层出不穷，管道连接方式日新月异，水泵

的密封更加严密，阀门的密封性能不断提高，从一定程度上提高了供水系统的严密性和安全性，降低了供水系统的漏损率。但是，

管道与阀门，尤其与法兰阀门之间的连接，从目前来看并没有什么大的改进。因此，管道与阀门的连接点处就成为整个系统的薄弱

点。同时，对埋地供水管道来说，管道与阀门接口处密封性能和防腐性能的提高，也将成为降低管道漏损率的关键。有鉴于此，笔

者建议：与其用2%的数据来进行绿色建筑评价，不如通过相关主管部门，结合管道及阀门行业的发展，持续禁用及限用一些相对落

后的管材及附件，并对经过大量实际工程检验的新型管材及附件等进行大力推广；并不断加大对相关管道与管道、管道与阀门等连

接方式的研究，从根本上提高整个供水系统的可靠性，把管道漏损率降到最低。 

此外，《标准》给出的评价方法为查阅图纸、设计说明书等并现场核实。笔者建议，可否把该方法改为：“查阅初步设计文

件、施工图、施工图变更及竣工图，工程监理单位的相关报验及验收文件（含与该条文相对应的材料进场及安装、验收记录），并

现场核实。”按照上述步骤，对工程进行全过程核对，确保把《标准》所要求的评价内容落到实处。 



（三）5.3.6条，“通过技术经济比较，合理确定雨水积蓄、处理及利用方案。” 

对雨水利用，目前主要分为雨水的直接利用和间接利用两种方式。一般而言，雨水的间接利用特指雨水的积蓄、处理、回用。

而该条文的规定，容易造成歧义，让人理解为雨水的间接利用。 

因此，笔者认为，能否把该条文完善为：“通过技术经济比较，合理确定雨水利用方案（直接利用与间接利用）。当采用雨水

间接利用方式时，应经技术经济比较后，合理确定雨水收集、处理及回用系统的规模及工艺流程。” 

此外，在该条文解释中还提到：“将雨水排放的非渗透管改为渗透管或穿孔管，兼具渗透和排放两种功能。”事实上，关于利

用渗管加大雨水入渗的做法，在日后的工程设计中，笔者认为，还有几个地方需要我们去进一步明确和改进： 

1）在设计渗管时，须密切结合地下水水位（详见工程地质报告），确保渗管埋深在地下水水位以上。如果渗管埋设深度在地下

水水位以下，由于地下水的入渗水量难以确定，必将影响到室外雨水管网的计算。 

2）当室外雨水管埋深在地下水水位以上，并按照渗管进行设计时，由于部分雨水通过渗管渗入地下，那么雨水管管径理当相应

减小。但是，究竟管径怎样缩小？我们知道，不同的地域、不同的水文地质情况、不同的一次降雨量及降雨频率，地下土壤的透水

性能必然有所不同，上述因素将直接影响到雨水管管径能否减小以及减小的幅度。试想，如果能够减小雨水管的管径，既实现了节

材的目的，又为节约工程投资创造了条件。可是，关于这个问题，仅凭给水排水一个专业的人员，恐怕难以得到有效的解决。因

此，我们能否以有条件的高校为依托，协调相关专业人员，分地域开展相关研究及实验，进而推动给水排水专业的不断发展。 

3）关于渗管的设计安装，应该说我们也积累了一定的经验，研究了不少有关渗管的构造做法。但是，对于渗管在运行过程中的

清理与维护问题，目前还没有得到很好的解决。相比之下，在有条件的情况下，设计一些渗透明渠或渗井，既利于增加雨水入渗；

相比之下，也更加便于日后整个雨水渗透系统的清理和维护。有关渗井的经验案例，在洛阳北部和西部一带的天井式窑洞内大量存

在（天井式窑洞：在平地上向下开挖天井，天井尺寸大约在20mX20m左右，深度约6~8m左右。然后在四周井壁上开凿窑洞。在天井底

部设一口雨水渗透用的渗井(当地称为渗坑)。渗井直径1m左右，深度4m左右，并兼做菜窖等用途。但现存不多，大部分天井式窑洞

已被复耕。目前有关部门已着手对剩余天井式窑洞进行保护。），一口渗井即可确保整个天井地面免受内涝。 

（四）5.3.8条，“绿化灌溉采用喷灌、微灌等高效节水灌溉方式。” 

该条文在解释中写到，当采用再生水灌溉时，因水中微生物在空气中易传播，应避免采用喷灌方式。 

在《标准》5.3.7条的说明中明确提出，采用雨水、再生水等作为绿化、景观用水时，水质应达到相应标准要求，且不应对公共

卫生造成威胁。事实上，目前我国再生水的水质标准还是比较高的。而且在《标准》5.3.5条文解释中也提出，雨水、再生水等非传

统水源在储存、输配等过程中要有足够的消毒杀菌能力、且水质不会被污染。 

此外，《标准》既然提倡洗车和道路浇洒等使用雨水或再生水。那么，我们有理由认为，雨水或再生水在作为杂用水使用时是

安全的。 

因此，在使用再生水进行室外绿化浇洒时，无论采用喷灌、微灌、渗灌等方式，都应该是可行的。但在室外绿化浇洒设计时，

宜结合项目所在地区的气候特征、当地施工工艺的熟练程度、当地材料及附件的完善程度等因素，综合比较后，再行确定适当的绿

化浇洒方式。 

结语：绿色建筑设计作为国内近年来新兴的一种设计理念及发展方向，其意义自不待言。但是，在绿色建筑的设计过程中，需

要广大工程设计人员对相关条文及条文解释进行深入分析研究，并对绿色建筑的施工及运营进行全过程跟踪，不断总结好的经验做

法。同时，对不足之处进行深入分析研讨，推动我们绿色建筑设计及相关评价标准体系的不断发展与完善。 

作者简介 

崔景立  机械工业第六设计研究院（郑州） 

张海宇  中建国际设计顾问有限公司（上海）   

常松伟  中机十院国际工程有限公司（洛阳）    

  

   

杂志介绍 | 征稿启示 | 编委会 | 宣传服务  

版权所有:建筑机电工程杂志社,本网所有资讯内容、广告信息，未经本网书面同意,不得转载。 

沪ICP备05061288号  网站制作和维护：天照科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