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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水回用系统在住宅小区建设中的推广分析 

张志莲(厦门海投建设监理咨询有限公司 361026) 

f提 要】 本文以厦门某住宅小区为例，从技术管理的角度提出了中水回用系统在住宅小区建设中推广的策略。以期对中水 

回用系统的推广有一定的促进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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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Based on the XiaMen residental building case．the paper pmpls~ rhe popularization strategy of middle water reuse in 

building construction，and hope to some extent enlightenmen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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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工程曩况 

厦门某住宅小区是厦门配套最完善的高尚小区，总占地 

面积 140847．12平方米，总建筑面积 226489．28平方米，居住 

区用地面积约 l12810．62平方米，住宅总建筑面积 189661．53 

平方米，公共绿地面积达58634平方米，绿化率达51．98％。居 

住总户数约1605户，居住总人口为5618人；该小区建筑密度 

小，绿化率较高，最高日用水量为1750立方米／天，最大时用 

水量为191．5立方米／天，最高日污水量为1575立方米／天 

(不包括室外生活用水量)。小区内设计有游泳池及多处喷水 

池及各种水景，用水量也相当大。 

该项目在施工图设计中，考虑到该小区的规模，及厦门乃 

至全社会生活饮用水的供水紧缺的现实，设计了该小区的中 

水回用系统。目前，该工程已竣工验收，经过试运行后，完全符 

合设计要求，且管理较简单，运行可靠。 

中水回用系统的工艺流程图如下：雨水处理工艺流程图 

见图 l，废水处理工艺流程图见图2。污泥采用浓缩后脱水作为 

绿化用肥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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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1 雨水处理工艺流程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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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2 废水处理工艺流程图 

2目内水资源现状 

精●精 

+ 

蚝 

收稿日期：2004-07—21 

据报道，目前全国有80％的大中城市淡水资源严重匮乏， 

供水紧张，北京、上海、天津等各大城市供水频频告急，水价急 

剧上涨，据统计，自1994年至2004年，水价以每年 16．7％的 

速度上涨。更为严重的是：地下水位大幅度下降，有可能会造 

成海水倒灌。 

3中水处理及相关规范 

所谓中水，是指城市污水或生活污水经处理达标后，在一 

定范围重复使用的非饮用水。经过处理后的中水用途非常广 

泛，可用于冲厕系统、洒水、洗车、绿化用水、消防用水、水池喷 

水、水景、基建施工等领域，农业上可以灌溉农田、水产养殖， 

工业上可用于空调冷却水等。将中水经过处理后重复使用的 

系统，即称为“中水回用系统 ”。 

“中水回用”是最有效的节水工程之一，它可以有效地节 

约日益匮乏的淡水资源，可以有效地缓解淡水资源短缺的局 

面；经专家测算，目前城镇供水的80％转化为污水，如果经再 

生处理，其中的七成又可安全回用，相当于增加城市供水量的 

50％ 。中水一旦被使用，特别是在水资源日益紧缺的今天，可 

以节约大量的自来水，既有利于缓解城市的用水矛盾，又有益 

于减轻江河污染，保护生态，同时，又可以减少用户在水费上 

的开销；无论对用户，对社会。可以说是有百利而无一弊。 

国家也制定了 《建筑中水设计规范》(GB50336—2002) 

中水设计标准，目前相关的技术也已成熟。可是，在厦门还有 

许多大规模的住宅小区在建设中未设计、或未施工、或未使用 

中水回用系统，分析原因是多方面的。 

4曩因、童议和措奠 

4．1要大力宣传 《建筑中水设计规范》(GB50336— 

2002)标准 

在现行的《建筑中水设计规范》(GB50136—2002)标准 

执行前，建筑中水回用执行的是《生活杂用水水质标准》。由 

于该标准中总大肠菌群的要求与 《生活饮用水卫生标准》相 

同，比我国适用于游泳区的Ⅲ类水质标准及发达国家的回用 

水标准还要严格，对回用水达到该标准具有一定难度。这样对 

于聪明的开发商来说无形中限制了他们对中水回用系统的建 

设，也就限制了中水工程的推广和普及。对于《建筑中水设计 

规范》(GB50336—2002)标准的施行，目前还有一个滞后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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过程，仍需要在施行过程中大力地宣传，加大节水工作的力 

度，不断加强人们的节水意识。 

4-2加强新型的中水处理工艺的研究和推广 

在厦门这个弹丸之地，用地非常紧张，可以说是寸土寸 

金，建设中水系统，势必会占用土地，也就意味着要增加工程 

投资；中水系统建成运行后，还必须投入相当的管理人员进行 

管理和维护，计算下来的管理 维护、运行、折旧、消耗品等各 

种费用也相当可观 

该技术难以推广，使用积极性不高，主要也是这个原因。 

因此，应综合各种因素，如：推广技术 管理、投资 处理成 

本及占地等，加强新型的中水处理工艺(如一体式膜生物反应 

器处理技术 )的研究和推广，才能不断拓展并加快推广进程。 

4．3应制定适当的奖励、补偿措施和政策 

(1)在目前自来水水费与中水处理成本相差不大的情况 

下，对中水设施的规模超过规定要求的单位，应采取一定的奖 

励措施，以鼓励使用中水。 

(2)目前，有些中水设施的处理成本高于居民用自来水 

水价。为在居民区推广使用中水，应在广泛调研的基础上，研 

究制定居民用中水的价格和相应政策，如对居民区的中水设 

施给予适当的运转补偿费等。 

4．4对应建而未建中水设施的单位征收中水设施补偿费 

对应建而未建中水设施的单位征收中水设施补偿费；对 

逾期未完成中水设施建设、未按时启用中水设施或未按时完 

成调试的单位，按逾期时间的长短进行罚款。 

4．5建立中水设施的设计、审查及竣工质量监控体系 

(1)建筑给排水设计应与中水设施建设相配套，如：建筑 

给排水系统设计应在中水设施的处理规模确定后进行，以便 

(上接 P25) 

容量大小不同引起的，故引入样本容量修正系数 k来表示不 

同样本容量下 rl1 与 的偏差程度，其数值上k= 。限于 

篇幅，本文略去计算过程，直接列出样本容量与样本容量修正 

系数的关系图(见图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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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 样本容量与其修正系数关系图 

由图一可见利用x2-分布检验法计算得到的不同样本容 

量下非批构件混凝土强度推定值 f．～是在置信度0．o5下不拒 

绝样本测区混凝土强度换算值为正态分布，具有95％保证率。 

不同样本容量下非批构件混凝土强度推定值f．～随着样本容 

量的不断增加，越来越接近于按批构件计算得到的混凝土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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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据中水设施的水源要求和回用要求设计给水和排水系统。 

(2)在厦门，设计的三阶段审查未对中水系统的建设进 

行审查(可能也无从审查 )，但要对中水设施建设进行推广和 

普及，就必须从头抓起。 

(3)审查不仅要对中水设施的规模进行把关，还应对中 

水设施的处理效果做出初步评价。即不但要保证中水设施的 

数量 规模，还要保证建成后的出水质量。 

(4)保证中水设施不被长期搁置，还应考虑竣工验收的 

监督及运行后的跟踪检查。 

从中水设施开始启用到出水符合要求，需要一个调试过 

程。因此，应对调试时间做出规定，如不得超过 3个月或者4 

个月，试运行后及时进行跟踪检查，这样才可避免因设计和管 

理不负责任而导致的长期完不成调试、长期搁置的现象，造成 

水量浪费的问题。 

5结语 

由于种种原因，中水回用系统的推广和实施，还具有相当 

大的难度，人们的观念和意识是非常重要的原因，随着社会 

的发展，节水工作各项配套设施的不断完善，人们节水的意识 

将会不断增强，一步一步走上良性循环的轨道。 

中水回用系统是最有效的节水工程之一，但由于种种原 

因未能推广和实施，厦门可根据自身的特点，从思想上重视中 

水回用工作，修改、完善、制定中水设施建设的有关行政规章 

和配套措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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度推定值 。因此如果在工程实践中不断总结分析确定样本 

容量修正系数k，那么用k值修正后得到的非批构件混凝土强 

度推定值f．’ _P=k·f．～在一定程度上是可以代表按批构件检测 

得到的混凝土强度推定值 。 

3建议 

用《回弹法检测混凝土抗压强度技术规程》(JGJ／I'23—2OO1) 

推定已建或在建建筑物小样本非批构件混凝土强度，建议按下 

列方法处理：以抽检构件各测区混凝土强度为子样，通过x：一分 

布检验法检验构件混凝土强度的母体分布， 

(1)如果母体服从正态分布，根据其分布5％分位数并考 

虑样本容量修正系数k值最终确定混凝土强度推定值f．’ ，样 

本容量修正系数k的取值可参照算例并不断结合工程实践总 

结分析确定； 

(2)对母体不服从正态分布的构件，按单构件或者其他 

方法评定，还需继续探索、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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