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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随着我国社会经济的不断发展,人们的生活水平在不断的提高,对衣食住行的要求也逐渐提高,建筑给排水与人们的

生活息息相关,科学技术水平的不断提高也逐渐优化了建筑给排水设计和施工工艺,当前的建筑设计更人性化,在追求美观的

基础上,更追求的是舒适性和实用性,城市化进程加快,人口增多,以此提高土地的利用率也是当前建筑给排水设计的主要思想,

本文就当前的发展形式,主要介绍了建筑给排水的发展历程与存在问题,并在此基础上,提出了建筑给排水设计发展的新思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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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言 

当前,我国的社会经济飞速发展,带动了建筑行业的蓬

勃发展,建筑给排水的设计和施工也随着建筑行业的发展和

人们的需求不断革新,新时代下的建筑给排水设计不尽要考

虑到使用性,还要根据当前的市场需求,还应该坚持提高土

地的利用率,节约资源,坚持以人为本的设计原则,进行更贴

近用户需要的设计施工,优化建筑给排水工程。 

1 建筑给排水的发展历程 

建筑给排水在我国的发展经历的时间较长,可以用三个

阶段来概括,首先是初创阶段,这是建筑给排水专业的初创

阶段,在这个阶段中出现第一批建筑给排水变得专业技能人

才,人们开水关注建筑给排水,并逐渐认识到这个行业在建

筑行业和人们生活中的重要作用,第二个阶段是实验阶段,

在这个阶段之前已经形成了一定的理论体系,但是实践经验

不足,盲目学习其他国家的先进技术,缺乏我国建筑的实际

情况的联系,导致在这个阶段的建筑给排水工程出现了很多

的问题,所以这个专业技术人员懂得了实践的重要性,开始

进行大量的实践,并逐渐掌握了一些技术的操作要点, 后

是发展阶段,这个阶段一直在延续,建筑给排水的设计技术

一直在跟随着科学技术和社会的不断发展而改革创新,而且

这一阶段已经在长时间的探索中积累了一定的工作经验,很

好的促进了该行业的发展,而这样的实践和探究一直延续至

今,已经成为了从事该行业的人员终身奋斗的目标。 

目前我国的该行业已经在逐渐的稳定发展,并且其设计

思路更人性化,符合新时代以人文本的理念,为了彻底改变

传统的设计思路,完成人性化的转型,首先进行科学合理的

设计规划,其次要学习国外的先进技术和理念,并且在学习

中要适当选择适合中国的自身的设计思路,通过思想对实践

操作进行指导, 后要对施工的工艺和技术方面进行不断的

创新,能够及时发现和解决设计和施工存在的不合理的问题,

促进建筑工程的可持续发展。 

2 建筑给排水工程中的问题 

社会的发展和人们的需求使得建筑给排水设计理念不

断的更新变化,但是当前的具体施工设计和施工工艺却不能

够满足日益更新和变化的设计理念,这就导致在实际建筑中

存在很多问题,使得建筑给排水工程运作不理想。 

2.1 设计问题 

我国当前的建筑给排水设计实际情况来讲,当前的设计

方案够供水系统不能够实现完全封闭式,各处的给排水设计

是独立的,没有一个完整协调的系统,这样设计的缺点就是

在使用过程中,供水厂和用水点之间缺乏有效的链接,管理

不到位,在很大程度上影响了建筑给排水的工作效率,而且

在设计施工中,传统的材料和增压设备,存在众多的弊端,第

一是使用这样的设备供水效率低下；第二是成本过高,直接

降低了建筑给排水系统的经济适用性。 

2.2 施工质量问题 

很多施工单位为了获得更多的经济效益,不顾客户的需

求和施工工程的质量安全问题,在实际施工中,常出现偷工

减料,施工操作违规,省略施工步骤不符合国家施工标准的

操作,对建筑给排水工程使用遗留了很多安全隐患。 

3 新形式下建筑给排水设计的发展思路 

面对当前建筑给排水设计中存在的问题,形式该行业的

技术人员应该针对这些问题进行分析和探讨,积极寻找解决

方案,同时还应该顺应时代的要求,创捷资源节约型和环境

保护型的工程,基于此,笔者提出了以下几点的设计思路,希

望能够为建筑给排水的设计发展提供参考,进而提高经济效

益。 

3.1 供水系统 

在建筑给排水设计中,供水系统是 重要的部分,保证

每一栋楼的供水系统独立是设计的基本原则,单独的给水系

统优点众多,灵活性更大,可以很好的满足建筑生活用水,清

洁用水,消防用水等需求,对建筑的使用性能有巨大的优化

作用,而且独立的供水系统还能够在一定程度上增强建筑给

水管理成效,建筑给水和市政基础设施用水之间很容易发生

冲突,这样的设计能够很好的避免发生冲突,同时,设计人员

还应该在设计中坚持以人为本的设计理念,增加给排水系统

的管理和使用的便捷性,设计人员应该与时俱进,积极学习

先进的设计理念和采用先进的科学积水,在互联网已经成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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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们生活和工作必不可少的手段的今天,给排水系统的管理

也应该积极朝网络化和信息化转变,充分利用遥控元件,实

现遥测的微型化,提高其工作的可靠性和灵敏度,通过测量

元件将用户的用水等数据传输到供水厂管理中心,根据数据

变化分析用户的用水情况,从而进行用水供给,这样实现实

现用水点的全自动管理, 终实现全封闭的供水系统。 

3.2 水质和用水量 

物质生活得到了不断的改变,人们对建筑用水的需求质

量也在不断的提高,尤其是对水品质的要求,人们休闲的方

式随着物质生活的提高变得丰富多样,家庭泳池化浴池,花

园等成为建筑物中常见的休闲设施,并且这些设施在逐渐的

增加,这就对建筑给排水系统提出了更高的要求,使其有了

很大的设计和施工压力,基于此,设计人员在进行设计工作

时应该充分考虑建筑用水量和水质的问题,对建筑材料的选

取上,要选取使用时间场,宽大的管材,增强建筑给排水系统

的放回流污染能力,提高工程的使用寿命,降低二次施工的

几率,二次施工浪费大量的建筑资源和人力物力,而且对施

工人员的施工技术也有一定的挑战。 

3.3 消防用水 

消防是现代建筑给排水设计中的重点内容,它关系到了

人们的生命和财产安全,建筑给排水设计中必须要充分考虑

到消防用水,传统的消防一般是消防栓,新型消防技术是自

动喷淋灭活系统,这样的装置较传统的比结构简单,成本低,

但是其灭火的成功率却远远高于传统的消防栓,现在常用的

灭火方式还有气体灭火,气体灭火主要是靠卤代烷灭火剂,

由于这种灭火剂对大气的臭氧层有一定的破坏作用,所以已

经研制出了很对的替代品,比如 Trioxide,CEA,FM200 等,灭

火的使用方式也越来越多,将泡沫灭火运用到车库灭火,将

水喷雾运用到电气灭火等,这些都对人们生活的安全提供了

一定保障。 

3.4 环保理念 

就目前的发展形式而言,我国的水资源已经处于紧张的

状态,而且当前的国家发展形式也在使水资源不断的受到污

染和破坏,为了保护水资源,实现可持续发展,我们必须在建

筑给排水设计中不断提高对水资源的节约和环保意识,提高

水资源的利用率,笔者认为,建筑给排水设计可以从以下两

个方面来作： 

第一,建筑中水的二次利用,就是将生活中产生的废水

通过一系列的技术处理,变成能够再次应用到生活中的符合

标准的水质,我国的各个行业每天都会产生大量的废水,如

果能够很好的将这些废水处理净化实现二次利用,可以在很

大程度上节约我国的水资源消耗,为国家的可持续发展和地

球的生态环境保护作贡献,当前能够应用在建筑给排水中的

净水技术有物理化学法,生物化学法以及物化生组合法,实

际的操作中常见的是将多种方法进行组合,因为实践证明单

一的方法很难达到处理效果,这些对废水的处理方法都在不

断的实践中进行改进和创新,以便 大程度的实现废水的二

次利用。 

第二,雨水回收,雨水对于我们整个地球来说是巨大的

淡水资源,在很多发达国家已经实现了雨水的回收利用,并

且有相当纯熟的技术,而我国在这方面还有一定的缺陷,技

术相对落后,但是我国的很大的应用空间和技术发展空间,

目前比较国内较为成功的利用案例就是西北地区的“母亲水

窖”。 

4 结束语 

总之,建筑给排水设计对整个建筑工程和人们的生活都

有重大的意义,设计人员应该结合实际情况,采用先进的设

计理念和方法,在优化建筑给排水的功能的情况下,积极落

实环保节能的理念,提高建筑给排水设计的人文性,促进建

筑行业的可持续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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