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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    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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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总    则 

1.0.1  为实现雨水资源化，节约用水，修复水与生态环境，减轻城市洪涝，使建筑与小区雨水利用工程

做到安全可靠、经济适用、技术先进，制定本规范。 

1.0.2  本规范适用于新建、改建和扩建的民用建筑、工业建筑与小区雨水利用工程的规划、设计、施工、

管理与维护。 

1.0.3  各类建筑物和小区的总体规划设计应包括雨水利用内容。 

1.0.4  在项目建设用地内应设置雨水利用系统，雨水利用设施应与主体工程同时设计，同时施工，同时

使用。 

1.0.5  雨水利用工程应采取确保使用、维修的安全措施，严禁回用雨水进入生活饮用水给水系统。 

1.0.6  雨水利用设计中建筑专业、室外总平面设计、园林景观设计等应配合雨水利用工艺设计，相互协

调。 

1.0.7  建筑与小区雨水利用工程设计、施工、管理与维护，除执行本规范外，尚应符合国家现行的相关

强制性标准、规范的规定。 

 
 
 
 
 
 
 
 
 
 
 
 
 
 
 
 
 
 
 
 
 
 
 



 

2 

2  术语、符号 

2.1  术    语 

2.1.1  下垫面 

降雨受水面的总称。包括屋面、地面、水面等。 

2.1.2  土壤渗透系数 

单位水力坡度水的渗透速度。分初始渗透系数和稳定渗透系数。 

2.1.3  洪峰径流系数 

形成洪峰的历时内产生的径流量与降雨量之比。 

2.1.4  次洪径流系数 

一次降雨产生的径流总量与总雨量之比。 

2.1.5  硬化地面 

通过人工行为使自然地面硬化形成的不透水或透水很少的地面。 

2.1.6  天沟 

屋面上沿沟长两侧收集雨水用于引导屋面雨水径流的集水沟 

2.1.7  边沟 

屋面上由沟的单侧收集雨水用于引导屋面雨水径流的集水沟 

2.1.8  檐沟 

屋檐边的集水沟，沿沟长单边收集雨水且溢流雨水能沿沟边溢流到室外 

2.1.9  屋面集水沟 

屋面天沟、边沟和檐沟的总称 

2.1.10  长天沟 

沟的长度大于 50倍设计水深的天沟。 

2.1.11  短天沟 

沟的长度等于或小于 50倍设计水深的天沟。 

2.1.12  设计水深 

在设定的降雨量条件下，雨水流过排水沟断面处的最大水位高度 

2.1.13  集水沟排水长度 

从集水沟内分水点起点到雨水斗的沟长 

2.1.14  有压非满流屋面雨水收集系统 

系统的设计流态为非满流状态，处于水力学上的管道无压流和有压流之间。设计参数以实尺模型试

验为基础。 

2.1.15  虹吸式屋面雨水收集系统 

系统的设计流态为水的一相满流状态，为水力学上的管道有压流。管道中有明显的负压，计算原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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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虹吸管等同。又可称为虹吸（压力）式屋面雨水收集系统。 

2.1.16  初期雨水 

一场降雨的初期一定厚度的降雨。 

2.1.17  弃流设施 

利用降雨厚度、雨水径流厚度或雨水水质控制初期雨水排放量的设施。分自控弃流装置，渗透弃流

装置，弃流池等。 

2.1.18  渗透弃流井 

具有一定贮存容积和过滤截污功能，将初期雨水渗透至地下，初期雨水主要悬浮污染物过滤截留在

井内的装置。 

2.1.19  雨停监测装置 

    降雨停止的监测装置，可采用雨量法和流量法。雨量法监测降雨量，当降雨量小于某一限定值时，

表示降雨停止；流量法监测雨水收集管道的流量，当流量小于某一限定值时，表示降雨停止。此装置应

具有自动复位功能，用于弃流雨水排放的自动控制。 

2.1.20  渗透设施 

使雨水分散并被渗透到地下的人工设施 

2.1.21  地面入渗设施 

渗透面为裸露平地面的入渗设施，包括草地、各种铺砌透水地面等。 

2.1.22  地下入渗设施 

渗透面设在地面之下的入渗设施，包括入渗管沟、入渗池、渗井等。 

2.1.23  入渗池 

利用侧壁和池底进行入渗的封闭水池。 

2.1.24  渗透-排放系统 

采用渗透井、渗透管沟将雨水有组织的渗入地下，多余的雨水由管沟排放的系统。 

2.1.25  产流历时 

大于等于入渗强度的降雨强度所对应的降雨历时 

2.1.26  贮存-渗透设施 

把产流历时内的雨水径流量贮存起来进行渗透的设施。 

2.1.27  渗透设施存贮容积 

在设计重现期内，渗透设施中有一定的缓冲空间以储存未能渗透的进水量。 

2.1.28  蓄积雨水量 

积累并需要储存的雨水径流量。 

2.1.29  渗透检查井 

具有渗透功能和一定沉砂容积的管道检查维护装置。 

2.1.30  雨水储存设施 

储存未经处理的雨水的设施。 

2.1.31  自来水替代率 

工程项目年雨水用量与年自来水用量之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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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1.32  蓄存排放设施 

贮存一定时间的雨水，削减向下游排放的雨水洪峰径流量、延长排放时间的设施。 

2.2  符    号 

Q——洪峰径流量；  

Ψm——暴雨流量径流系数； 

q ——设计降雨强度； 

F ——汇水面积； 

W——降雨径流总量； 

Ψc ——暴雨量径流系数 

hy——设计日降雨量； 

        P——设计重现期； 
         t——降雨历时； 
A、b、c、n——当地降雨参数； 

t1——地面集水时间；  
m——折减系数，取 m=1； 
t2——管渠内雨水流行时间； 

qdg——水平短沟的标称排水量； 

qdf——等效方形天沟或边沟的排水量； 
qcg——长沟的设计排水量； 
ge——通过溢流口的排水量； 
qd——雨水沟出水口排水量； 

Az——沟的设计水位以下的断面积； 

Ad——保护高度以下的断面积； 
Sx——深度系数； 

Xx——形状系数； 

K——出水口流量系数； 
L——沟排水长度； 

Lx——长沟容量系数； 
Le——溢流堰锐缘堰宽度； 
hd ——排水沟设计水深； 
hz——含保护高度在内的沟深（沟的总深度）； 
he——溢流高度； 
B——沟底宽度； 
Bd——设计水位处沟宽； 

Bek——溢流堰宽堰宽度； 
Wi——设计初期雨水弃流量； 

δ——初期雨水弃流厚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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Wｐ——渗透量； 

Ｋ——土壤渗透系数； 
Ｊ——水力坡降； 
Ａｓ——有效渗透面积； 
ｔs——渗透时间； 

Wc——在一定设计重现期下，在降雨历时内的径流量； 
F——渗透设施的间接集水面积； 

F0——渗透设施的直接集水面积； 

 t——降雨历时； 

Wｓ——产流历时内的蓄积水量； 

Vｓ——渗透设施的有效存贮容积； 
n——存贮容积内填料的孔隙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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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水量与水质 

3.1  降雨量和雨水水质 

3.1.1  降雨量应根据当地近 10年以上降雨量资料确定。当资料缺乏时可参考附录 A。 

3.1.2  雨水水质应以实测资料为准，无实测资料时可参考附录 B。 

屋面雨水经初期雨水弃流后：COD 80~120mg/l；SS 20~40mg/l；色度 10~40。 

3.2  用水量和水质 

3.2.1  雨水工程设计应合理确定雨水用量，充分提高雨水处理设施的利用率。 

3.2.2  雨水用于空调循环冷却水补水系统、绿化、车辆冲洗、消防等其他用途时，最高日用水量按照《建

筑给水排水设计规范》（GB50015）中的有关规定执行。 

3.2.3  景观补水量应根据当地水面蒸发量和水体渗透量综合确定。当资料缺乏时可参考附录 C。 

3.2.4  雨水用于冲厕的用水量按照《建筑给水排水设计规范》（GB50015）中的用水定额及表 3.3.2中规

定的百分率计算确定。 

表 3.2.4-1  各种建筑物冲厕用水量定额及小时变化系数（扩项） 

类别 建筑种类 
冲厕用水量 

（平均 1日） 

使用时间 

（h/d） 

小时变化系数 

（Kh） 
备  注 

别墅住宅 40～50 24 2.3~1.8  

单元住宅 20～40 24 2.5~2.0  1 

单身公寓 30～50l 16 3.0~2.5  

2 综合医院 20～40 24 2.0~1.5 有住宿 

3 宾馆 20～40 24 2.5~2.0 客房部 

4 办公 20～30 10 1.5~1.2  

5 
营业性餐饮、酒吧

场所 
5~10 12 1.5~1.2 工作人员按办公楼计 

6 百货商店、超市 1～3 12 1.5~1.2 工作人员按办公楼计 

7 小学、中学 15～20l/ 8 1.5~1.2 非住宿类学校 

8 普通高校 30~40 16 1.5~1.2 
住宿类学校，包括大中专及类

似学校 

9 剧院、电影院 3～5 3 1.5~1.2 工作人员按办公楼计 

10 展览馆、博物馆类 1~2 2 1.5~1.2 工作人员按办公楼计 

11 车站、码头、机场 1~2 4 1.5~1.2 工作人员按办公楼计 

12 图书馆 2~3 6 1.5~1.2 工作人员按办公楼计 

13 体育馆类 1~2 2 1.5~1.2 工作人员按办公楼计 

注：表中未涉及的建筑物冲厕用水量按实测数值或相关资料确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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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表 3.3.2   各类建筑物冲厕给水百分率                    （单位：%） 

项目 住宅 宾馆、饭店 办公楼、教学楼 公共浴室 餐饮业、营业餐厅 

冲厕 21~25 10~14 60~66 2~5 5~7 

3.2.5  雨水处理后可用于《城市污水再生利用分类》(GB/T18919) 中的用途。 

3.2.6  雨水处理后用于各种用途时，其水质应达到《城市污水再生利用  城市杂用水水质》 

（GB/T18920）、《城市污水再生利用 景观环境用水水质》 （GB/T18921）、《地表水环境质量标准》

（GB3838）等国家相关标准的要求。 

3.2.7  当雨水处理后同时用于多种用途时，其水质应按最高水质标准确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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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系统设置 

4.1  一般规定 

4.1.1  雨水利用系统分为土壤入渗系统、收集回用系统和蓄存排放系统。 

1  土壤入渗系统由雨水收集、入渗设施等组成。 

2  收集回用系统由雨水收集、贮存和处理、回用供水管网等组成。 

3  蓄存排放系统由雨水收集、贮存设施和排放管道等组成。 

4.1.2  土壤入渗时土壤渗透系数宜为 10-6m/s~10-3m/s，且地下水位距渗透面大于 1.0m；收集回用系统

宜用于年均降雨量大于 300mm的地区；缺水城市不宜采用蓄存排放系统。 

4.1.3  雨水利用系统的规模应根据如下要求设置：建设工程用地内一年一遇外排降雨洪峰径流量和外排

日降雨径流总量不应超过开发建设前的水平。 

4.1.4  设有雨水利用系统的建设用地，应设有雨水溢流外排措施。 

4.1.5  雨水利用系统不应对土壤环境、植物的生长、地下含水层的水质、室内环境卫生等造成负面影响。 

4.1.6  回用供水管网中水质标准低的水不得进入水质标准高的水系统。 

 

4.2  系统计算 

4.2.1  洪峰径流量按 4.2.1-1式计算；日降雨径流总量按 4.2.1-2式计算，其中工程用地汇水面积按水平

投影面积计算，与形状和坡度无关。 

Q =Ψm qF                              （4.2.1-1） 
W =10Ψchy F                           （4.2.1-2） 

式中  Q——洪峰径流量（L/s）；  

Ψm——暴雨流量径流系数，见表 4.2.1； 

q ——设计降雨强度（L/s·ha）； 

F ——汇水面积（ha）； 

W——降雨径流总量（m3）； 

Ψc ——暴雨量径流系数，见表 4.2.1； 

hy——设计日降雨量（mm）。 

4.2.2  暴雨强度应按下式计算： 

q= n

167  (1  lg )
( )

A c P
t b

+
+

                                 (4.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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式中   q——降雨强度（L/s·ha）； 
       P——设计重现期（a），不小于 1~2年； 
       t——降雨历时（min）； 
       A、b、c、n——当地降雨参数。 
 

表 4.2.1    径流系数 

暴雨流量径流系数ψm 
地面种类 暴雨量径流系数ψc

雨水利用前 雨水利用后 

硬屋面、没铺石子的平屋面、沥

青屋面 
0.8~0.9 1 0.3 

铺石子的平屋面 0.6~0.7 0.8 0.3 

绿化屋面（精细型） 0.4 0.5  

绿化屋面（粗放型） 0.6 0.7  

混凝土和沥青路面 0.8~0.9 0.9 0.3 

块石等铺砌路面 0.5~0.6 0.7 0.3 

干砌砖、石及碎石路面 0.4 0.5  

非铺砌的土路面 0.3 0.4  

绿地 0.15 0.25 0.25 

水面 1 1 0.3 

地下室覆土绿地(≥50cm) 0.15 0.25 0.25 

地下室覆土绿地    

注：ψc的下限值为年均系数，上限值为次降雨系数（雨量 30mm左右）。  

4.2.3  雨水管渠的设计降雨历时，应按下式计算： 

21 mttt +=                              （4.2.3） 

式中  t——降雨历时（min） 
t1——汇水面汇水时间（min），视距离长短、地形坡度和地面铺盖情况而定，一般采用 5~10min； 

m——折减系数，取 m=1； 
t2——管渠内雨水流行时间（min）。 

4.2.4 工程用地雨水溢流外排洪峰径流量应根据 4.2.1-1和 4.2.2式计算，设计重现期不宜小于表 4.2.4中

规定的数值： 
表 4.2.4  各类用地设计重现期 

汇水区域名称 设计重现期（a） 

车站、码头、机场等 3~5  

居住区和工业区 2~3  

4.3  系统选型 

4.3.1  雨水利用系统的构成型式、各个系统负担的雨水量、系统内各部分雨水量的比例，应根据降雨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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下垫面及供水用水条件、环境与卫生因素等，经技术经济比较后确定。 

4.3.2  地面雨水宜采用土壤入渗；屋面雨水可采用土壤入渗、收集回用、土壤入渗与收集回用相结合的

方式。 

4.3.3  屋面雨水的利用方式需要考虑下列因素： 

1 室外土壤的入渗能力； 

2 雨水杂用水的需求量和需求水质； 

3 降雨的时间分布； 

4 杂用水量和降雨量季节变化的吻合程度； 

5 当地缺水情况； 

6 经济性。 

4.3.4  小区内设有景观水体时，屋面雨水宜优先考虑用于景观水体补水。室外土壤在承担了室外各种地

面的雨水入渗后，其入渗能力仍有足够的余量时，屋面雨水可进行土壤入渗。 

4.3.5  满足下列条件之一时，屋面雨水宜优先收集回用： 

1 降雨量随时间分布较均匀的地区； 

2 用水量与降雨量季节变化较吻合的建筑与小区。 

4.3.6  收集回用系统的回用水量或蓄水容量小于屋面的收集雨量时，屋面雨水利用可选用入渗与回用相

结合的方式。 

4.3.7  削减城市洪峰时，宜采用蓄存排放系统。 

4.3.8  大型屋面的公共建筑或设有人工水景的项目宜采用回用系统；住宅区和各类园区宜采用土壤入渗

系统。 

4.3.9  雨水回用用途应根据收集量和回用量、随时间的变化规律、卫生要求等因素综合考虑确定。无资

料时可按下列次序选择： 

1 水面景观用水； 

2 循环冷却水补水； 

3 绿化用水； 

4 路面、地面冲洗用水； 

5 冲厕用水； 

6 消防用水； 

7 回灌地下水。 

4.3.10  建筑或小区中同时设有雨水回用和中水的并用系统时，原水不宜混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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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雨水收集 

5.1  屋面雨水收集 

5.1.1  屋面应采用不产生污染的材料。 

5.1.2  屋面雨水的收集应采用雨水斗。 

5.1.3  系统设有弃流装置时，雨水斗至弃流装置的管长宜相近。 

5.1.4  屋面雨水收集系统的雨水流量按 4.2.1-1和 4.2.2式计算，但其中暴雨设计重限期、降雨历时、屋

面汇水面积按 5.1.5～5.1.7 条确定。 

5.1.5  屋面暴雨设计重现期不宜小于表 5.1.5中规定的数值：  

表 5.1.5  屋面暴雨设计重现期 

屋面类型和安全要求 设计重现期（a） 

外檐沟 1～2 

一般性建筑物平屋面 2～5 

屋面积水使屋面开口或防水层泛水，影响室内使用

功能或造成水害。 
10～20 

屋面积水荷载影响屋面结构安全重要的公共建筑

物。 
20～50 

5.1.5  降雨历时按 5min计算。当屋面坡度大于 2.5%时，或者屋面材质为玻璃、金属时，采用天沟集水

且沟沿溢水会流入室内，应按实际降雨历时计算暴雨强度。无资料时可按 5min 历时降雨强度乘以 1.5

的系数。 

5.1.6  汇水面积按下列要求计算： 

1 集水面有效汇水面积按集水面水平投影面积计算。 

2 高出汇水面积一面有侧墙时，其汇水面积应增加高出侧墙面积的 50%。多于一面时，应增加有效

受水侧墙面积的 50%。 

3 球形、抛物线形或斜坡较大的集水面，其汇水面积等于集水面水平投影面积与竖向投影面一半之

和。 

5.2  屋面集水沟与溢流口 

5.2.1  屋面集水宜优先考虑集水沟。集水沟排水能力应经过水力计算确定。 

5.2.2  屋面集水沟的深度应包括设计水深和保护高度。 

5.2.3  檐沟沟底宜水平或具有不大于 0.003的坡度，并具有自由出流的雨水出口。 

5.2.4  半圆形或相似形状的檐沟设计排水量按式 5.2.4计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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qdg= 2.78×10
-5
×k dg×Az

1.25
                       (5.2.4) 

式中  qdg——水平短沟的排水量（L/s）； 

   Az——沟的断面积（设计水位以下的断面积）（mm
2
）；

 

k dg——安全系数，取 0.9。 

5.2.5  矩形、梯形或相似形状的集水沟设计排水量按式 5.2.5计算： 

xxdfdg XSqq ⋅⋅= ×k dg                          (5.2.5) 

式中    qdf——等效方形集水沟的排水量（L/s）； 

檐沟时按 qdf=3.48×10
－5
×AZ

1.25 

天沟和边沟时按 qdf=3.89×10
-5
×Ad

1.25
 

Sx——深度系数见附录 D 

Xx——形状系数见附录 D 

k dg——安全系数，取 0.9。 

5.2.6  长沟的设计排水量按下式计算。 

xdgcg Lqq ⋅=                              （5.2.6） 

式中  xL —长沟容量系数，见附录 E。 

5.2.7  当集水沟有大于 10o的转角时，计算的排水能力应乘以折减系数 0.85。 

5.2.8  雨水斗应避免布置在集水沟的转折处。 

5.2.9  有坡度的长沟内设有多个雨水斗、沟的顺坡长度所增加的排水能力与逆坡长度所减少的排水能力

大致平衡时，可按平沟进行计算。 

5.2.10  天沟和边沟坡度天沟和边沟可为平沟或有坡度的沟，标称沟坡小于或等于 0.003 时，按平沟设

计。 

5.2.11  天沟和边沟上游末端处的最小保护高度不得小于表 5.2.11中的尺寸。 

表 5.2.11 天沟和边沟的最小保护高度（mm） 

含保护高度在内的沟深 hz 最小保护高度 

＜85 

85-250 

＞250 

 25 

    0.3 hz 

 75 

5.2.12  在屋面天沟或边沟中有阻挡物时，断面面积 Ad 应减去 2倍的阻挡物断面积。排水沟断面的计

算方法：先假定沟断面尺寸、坡度并布置雨水排水口，然后用以上各节的方法计算沟的排水量与设计的

雨水量比较，如果差别大则应修改沟的尺寸或增加雨水排水口数量，进行调整计算。 

5.2.13  天沟的排水，应在女儿墙、山墙上或天沟末端设置溢流口。 

5.2.14  女儿墙上的溢流口按宽顶堰计算，天沟的溢水按薄壁堰计算。 

5.2.15  溢流口宽顶堰计算公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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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002
3
2

2
3

⋅⋅⋅⋅
=

e

e
e

hgM

gB

                      （5.2.15） 

式中  Be——溢流堰宽度（m）；  

ge——溢流水量（L/s）； 

g——重力加速度（m/s2）； 

he——溢流高度 m； 

M——收缩系数，取 0.6。 

5.2.16  溢流口薄壁堰计算公式： 

2400

5.1
ee

e
hL

q
⋅

=                             （5.2.16） 

式中  qe——溢流堰流量（L/s）；  

Le——溢流堰锐缘堰宽度（m）。 

 

5.3  有压非满流屋面雨水收集系统 

5.3.1  屋面雨水收集系统应独立设置，不得与室内污废水系统连接，不得在室内设置敞开式检查口或检

查井。 

5.3.2  一个立管所承接的多个雨水斗，其安装高度宜在同一标高层。当立管的设计流量小于其排水能力

时，可将不同高度的雨水斗接入该立管，但最低雨水斗应在立管底端与最高斗高差的 2/3以上。多个立

管汇集到一个横管时，所有雨水斗中最低斗的高度应大于横管与最高斗高差的 2/3以上。 

5.3.3  寒冷地区，雨水斗宜布置在受室内温度影响的屋面及雪水易融化范围的天沟内。雨水立管应布置

在室内。 

5.3.4  雨水斗应采用 65型、87型雨水斗系列，其通水能力见表 5.3.4。 

表 5.3.4  65型和 87型雨水斗的排水能力（L/s） 

口径(mm) 50 75 100 150 200 

排水能力 4 8 12~17 26~36 40~56 

5.3.5  雨水斗应有格栅。格栅的进水孔有效面积，应等于连接管横断面积的 2~2.5倍。格栅缝隙净空间

距不应大于  mm。格栅应便于拆卸。 

5.3.6  在不能以伸缩缝或沉降缝为屋面雨水分水线时，应在缝的两侧设雨水斗。 

5.3.7  同一悬吊管连接的雨水斗应在同一高度上，且不宜超过 4个。 

5.3.8  多斗雨水系统的雨水斗，宜对立管做对称布置，不得在立管顶端设置雨水斗。 



 

14 

5.3.9  布置雨水斗时，应以伸缩缝或沉降缝作为天沟排水分水线，否则应在该缝两侧各设一个雨水斗。

当两个雨水斗连接在同一悬吊管上时，悬吊管应装伸缩接头，并保证封。 

5.3.10  多斗悬吊管和横干管的敷设坡度宜不小于 0.005。排水能力见表 5.3.10。 

表 5.3.10  多斗悬吊管（铸铁管、钢管）的最大排水能力（L/s） 

      管径(mm) 

水力坡度 I 
75 100 150 200 250 

0.02 3.1 6.6 19.6 42.1 76.3 

0.03 3.8 8.1 23.9 51.6 93.5 

0.04 4.4 9.4 27.7 59.5 108.0 

0.05 4.9 10.5 30.9 66.6 120.2 

0.06 5.3 11.5 33.9 72.9 132.2 

0.07 5.7 12.4 36.6 78.8 142.8 

0.08 6.1 13.3 39.1 84.2 142.8 

0.09 6.5 14.1 41.5 84.2 142.8 

≥0.10 6.9 14.8 41.5 84.2 142.8 

   注：表中水力坡度指悬吊管末端至屋面的距离（m）加 0.5后与悬吊管长度之比。 

5.3.11  雨水斗至管道计算节点之间的连接管管径宜与雨水斗规格一致。管道应牢固地固定在建筑物承

重结构上。 

5.3.12  立管的排水能力见表 5.3.12。 

表 5.3.12立管的最大排水流量 

管径(mm) 75 100 150 200 250 300 

排水流量（L/s） 10~12 19~25 42~55 75~90 135~155 220~240 

注：12米高内的建筑不应超过表中低限值，高层建筑不应超过表中上限值。 

5.3.13  雨水立管的底部应设检查口，检查口中心至地面的距离宜为 1.0m。 

5.3.14  屋面雨水收集系统的室外输水管道可按雨水蓄存利用设施的降雨重限期计算。输水管上应设检

查井，间距 25~40m。 

5.3.15  室内雨水管道宜采用钢管或给水铸铁管。当采用非金属管材时，管道和接口应能承受灌水试验

水压和 0.5MPa负压。 

5.3.16  屋面雨水收集系统的溢流排水能力可根据重力供水管道水力计算原理进行复核。 

5.4  虹吸（压力）式屋面雨水收集系统 

5.4.1  屋面溢流设施的溢流量应为 50年重现期的降雨径流量减去设计重现期的降雨径流量。 

5.4.2  降雨强度的计算要求具有长期降雨强度重现期的标准气象资料，不得采用外延推求数据。 

5.4.3  不同高度的屋面汇集的雨水宜采用独立的收集系统分别排出。雨水斗应水平安装在平底沟的底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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或平屋面上。 

5.4.4  雨水斗的设计流量不得超过产品的最大泄流量，且不宜小于最大泄流量的 90%。 

5.4.5  安装在平屋面长谷形坡底面上的雨水斗，应采用出口直径不超过 DN50，流量不超过 6L/s的雨水

斗。 

5.4.6  悬吊管可无坡度敷设，但不得倒坡。 

5.4.7  收集系统的安装应方便维修，不宜将排水管放置在结构柱内。 

5.4.8  收集系统的管道水头损失计算宜采用柯尔勃洛克公式，也可采用海澄—威廉公式。 

5.4.9  悬吊管设计流速不宜小于 1m/s，立管流速不宜小于 2.2m/s，管道流速不得大于 10m/s。最小管径

不应小于 DN40。 

5.4.10  系统从末端雨水斗至排出口的总水头损失，不得大于至出水口的几何高度。系统的有效水头应

考虑室外埋地雨水管超负荷后雍水水位。 

5.4.11  系统中各个雨水斗到系统排出口的水头损失之间的差值，不应大于 10kpa。 

5.4.12  管材可采用金属管或者给水塑料管。 

5.4.13  系统的最大负压值应符合下列要求： 

1 采用金属管时，不应大于 90kpa； 

2 采用塑料管时，不应大于 80kpa。 

5.5  地面雨水收集 

5.5.1  硬化地面雨水收集系统的雨水流量应按 4.2.1-1和 4.2.2式计算。 

5.5.2  雨水收集口宜设在汇水面的低洼处，顶面标高宜低于地面 1～2cm。 

5.5.3  雨水口担负的汇水面积不应超过其集水能力，且最大间距不超过 40m。 

5.5.4  雨水收集宜采用成品雨水收集口，成品雨水收集口应具有拦污截污功能。 

5.5.5  雨水收集系统当设有集中式雨水弃流时，各雨水收集口至弃流装置的连接管长度宜相近。 

5.6  雨水弃流 

5.6.1 雨水收集回用系统应设初期雨水弃流设施（绿化屋面除外），土壤入渗系统宜设初期雨水弃流设施。

间隔 3日以内的降雨不宜弃流。 

5.6.2 屋面雨水收集系统的弃流装置宜设置在雨水立管或出户管上，也可设在雨水蓄水池前端。弃流装

置宜设于室外，当设在室内时，应为密闭形式。雨水弃流池宜靠近雨水蓄水池。 

5.6.3地面雨水收集系统设置雨水弃流装置时，可集中设置，也可分散设于各集水口内。 

5.6.4 虹吸（压力）式屋面雨水收集系统宜采用自控弃流装置，半有压流屋面雨水收集系统宜采用渗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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弃流装置，地面雨水收集系统宜采用弃流池。 

5.6.5 初期雨水弃流量应按照建设用地实测收集雨水的污染物浓度变化曲线确定。当无资料时，可采用

2～3mm径流厚度作为屋面初期雨水弃流厚度，5～7mm作为地面初期雨水弃流厚度。 

5.6.6 初期雨水弃流量按下式计算： 

Wi＝ F××δ10                                    （5.6.6） 

式中  Wi——设计初期雨水弃流量（m3）。 

δ——初期雨水弃流厚度（mm），水面集雨取 0。 

5.6.7 初期雨水弃流设施的弃流能力应按设计弃流雨水量或设计弃流水质确定，并能明确分隔开初期雨

水。收集回用系统的弃流设施宜对间隔 3日以内的降雨不弃流。 

5.6.8 初期雨水弃流成品装置及其设置应便于清洗和运行管理，弃流雨水的截流和排放宜自动控制。 

5.6.9 截流的初期雨水可排入污水管道。当条件允许，也可就地排入绿地。雨水弃流排入污水管道时应

确保污水不会倒灌回弃流装置内。 

5.6.10 初期雨水弃流池按如下要求设计： 

1 截流的初期雨水宜通过重力排除； 

2 当采用水泵排水时，池内应设置将初期雨水隔离开的雨水分隔装置； 

3 应具有不小于 0.1的底坡； 

4 雨水进水口应设置格栅，格栅的设置不得影响雨水排水口通水能力，应便于清理； 

5 排除初期雨水的水泵阀门宜设置在弃流池外； 

6 宜采用可调节监测连续两场降雨间隔时间的雨停监测装置，并与自动控制系统联动； 

7 应设有水位监测的措施。 

5.6.11自控弃流装置按如下要求设置： 

1 自控弃流装置宜设在室外，主控箱宜设在室内； 

2 每个单体建筑宜集中设一个主控箱，每个主控箱控制的立管数量不宜超过 10根； 

3 雨量控制式雨水弃流装置以降雨量 4mm为雨量控制值； 

4 流量控制式雨水弃流装置以 2mm 的径流量作为流量的控制值，主控电动阀宜设在管径最小的立

管上。 

5.6.12 渗透弃流井按如下要求设计： 

1 井体有效容积和渗透层容积之和不宜小于初期雨水弃流量； 

2 安装位置距建筑物基础不宜小于 3m，井底距地下水位或地下不透水岩层大于 1.2m；土壤渗透率

不小于 2×10-5m/s。 

3 渗透排空时间不宜超过 24小时，计算采用本规范第 6.3.2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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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土地入渗 

6.1  一般规定 

6.1.1  土壤入渗场所应保证不能引起地质灾害、损害建筑物。 

6.1.2  土壤入渗系统不应对地下水造成污染，不应对居民的生活造成不便，不应对社区卫生环境和建筑

物安全产生负面影响。地面入渗场地上的植物配置应与入渗系统相协调。 

6.1.3  表面入渗设施的土壤稳定渗透系数宜大于 1×10-6m/s，地下入渗设施的土壤稳定渗透系数宜大于

2×10-6m/s。 

6.1.4  渗透设施的日渗透能力，不应小于其汇流面上的重现期 1a日降雨量；入渗池的日入渗能力，不

宜小于汇流面上的年均日降雨径流量的 1/3。当绿地不负担客地径流雨水利用时，可认为自动满足此条

要求。 

6.1.5  渗渗系统应设有储存容积，其有效容积宜能蓄存产流历时内的径流总雨量。入渗池的有效容积宜

能蓄存日降雨径流总雨量。 

6.1.6  土壤入渗可采用地面入渗、浅沟入渗、洼地入渗、入渗池、渗透管沟、渗透—排放一体设施等方

式。 

6.1.7  土壤入渗设施选择时应优先采用绿地、透水地面等地面入渗方式。当地面入渗方式不能满足 6.1.3

的要求时，可采用其他入渗方式或入渗方式的组合。 

6.1.8  绿地雨水应就地入渗。非重型车道、硬质地面应采用透水地面。屋面雨水入渗方式应根据现场条

件，经技术、经济和环境效益比较确定。 

6.1.9  地下建筑顶面覆土设有排水片层或渗排水管时，地下建筑顶面覆土可作为透水层处理。 

6.1.10  除地面入渗外，雨水入渗设施距建筑物基础不宜小于 3m。 

6.1.11  土壤入渗系统应设置雨水溢流设施。当采用渗透管时宜优先采用雨水渗透排放一体系统。 

6.1.12  小区内路面宜高于绿地 50~100mm，路面排水雨水口宜设在路边绿地内，路面不宜采用立道牙。 

6.2  土壤入渗设施 

6.2.1  绿地接纳客地雨水时，应满足下列要求： 

1 绿地就近接纳雨水径流，也可通过管渠输送至绿地； 

2 绿地应低于周边地面，并有保证雨水进入绿地的措施； 

3 绿地植物品种应能耐受雨水浸泡。 

6.2.2  透水铺装地面应符合下列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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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透水地面应设透水面层、找平层和透水垫层。透水面层可采用透水混凝土、透水面砖、草坪砖等；

透水垫层可采用无砂混凝土、砾石、砂、砂砾料或其组合。 

2 透水地面面层的渗透系数均应大于 1×10-4m/s，找平层和垫层的渗透系数必须大于面层。透水地

面的设计标准不宜低于重现期为 2年的 60min降雨量。 

3 面层厚度不少于 60mm，孔隙率不小于 20%；找平层厚度宜为 30mm；透水垫层厚度不小于 150mm，

孔隙率不小于 30%。 

4 草坪砖地面的整体渗透系数应大于 1×10-4m/s。 

5 应满足相应的承载力、抗冻要求。 

6.2.3  浅沟入渗的积水深度不宜超过 300mm，积水区的进水应沿沟长多点均匀分散进入，并宜采用明

沟布水。沟较长且具有坡度时应将沟分段。 

6.2.4  浅沟渗渠组合入渗设施应符合下列要求： 

1 沟底的土壤厚度不小于 100mm，渗透系数不小于 1×10－5m/s； 

2 渗渠中的砂层厚度不小于 100mm，渗透系数不小于 1×10－4m/s； 

3 渗渠中的砾石层厚度不小于 100mm； 

4 设置溢流措施。 

6.2.5  渗透管沟的设置应符合下列要求： 

1 渗透管宜采用穿孔塑料管、无砂混凝土管或渗水片材等透水材料。塑料管的开孔率应大于 15%，

无砂混凝土管的孔隙率应大于 20%。渗透管的管径不应小于 150mm，敷设坡度可采用 0.01～0.02。 

2 渗透层宜采用砂砾石，外层应采用土工布包覆。 

3 渗透检查井的间距不应大于渗透管管径的 150倍。渗透检查井的出水管标高可高于入水管口标高，

但不应高于上游相邻井的出水管口标高。渗透检查井应设沉砂室。 

4 渗透管沟设在行车路面下时覆土深度应不小于 0.7m。 

5 地面雨水进入管沟前应设渗透检查井。 

6.2.6   渗透—排放一体设施的设置应符合下列要求： 

1 管道整体敷设坡度不应小于 0.003，井间管道坡度可采用 0.01～0.02； 

2 渗透管的管径应满足溢流流量要求，且不小于 200mm； 

3 检查井出水管口的标高应能确保上游管沟的有效蓄水。当设置有困难时，则无效管沟容积不计入

储水容积。 

4 其余要求应满足本规范第 6.2.5条规定。 

6.2.7  入渗洼地和入渗池塘应符合下列要求：  

1 入渗洼地边坡坡度不宜大于 0.33，表面宽度和深度的比例应大于 6:1。 

2 入渗洼地的植物应在接纳径流之前成型，并且所种植物应既能抗涝又能抗旱，适应洼地内水位变

化。 

3 应设溢流设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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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应设有确保人身安全的措施。 

6.2.8  入渗池应符合下列要求： 

1 入渗池可采用钢筋混凝土、塑料等材质。土壤渗透系数应大于 5×10-6m/s。 

2 塑料入渗池强度应满足相应地面承载力的要求，应设沉砂设施，方便清洗和维护管理。 

3 应设检查口，检查口采用双层井盖。 

6.2.9  土工布宜选用无纺土工织物，单位面积质量宜为 50～300g/cm2，渗透性能应大于所包覆渗透设

施的最大渗水要求，应满足保土性、透水性和防堵性的要求。 

6.3  入渗量计算 

6.3.1  土壤渗透系数应以实测资料为准，在无实测资料时，可参照表 6.3.1选用。 

表 6.3.1  土壤渗透系数 

地  层  粒  径 
地    层 

粒    径（mm） 所占重量（%） 
渗透系数 K（m/s） 

粘       土   近于 0 

亚   粘  土   1.16×10
-6
～2.89×10

-6
 

黄       土   2.89×10
-6
～5.79×10

-6
 

粉 土 质 砂   5.79×10
-6
～1.16×10

-5
 

粉       砂 0.1～0.25 < 75 1.16×10
-5
～5.79×10

-5
 

细       砂 0.1～0.25 > 75 5.79×10
-5
～1.16×10

-4
 

中       砂 0.25～0.50 > 50 1.16×10
-4
～2.89×10

-4
 

粗       砂 0.50～1.00 > 50 2.89×10
-4
～5.79×10

-4
 

极 粗 的 砂 1.00～2.00 > 50 5.79×10
-4
～1.16×10

-3
 

砾 石 夹 砂   8.68×10
-4
～1.74×10

-3
 

带粗砂的砾石   1.16×10
-3
～2.31×10

-3
 

漂   砾   石   2.31×10
-3
～5.79×10

-3
 

圆砾大漂石   5.79×10
-3
～1.16×10

-2
 

6.3.2  渗透设施的渗透能力按下式计算： 

Wｐ=ＫＪＡｓｔs                        （6.3.2）      
式中  Wｐ——渗透量（ｍ

3）； 

Ｋ——土壤渗透系数（ｍ/ｓ）； 

Ｊ——水力坡降，一般可取Ｊ=1； 

Ａｓ——有效渗透面积（ｍ
2）； 

ｔs——渗透时间（s）。 

6.3.3  渗透设施的有效渗透面积按下列要求确定： 

1 水平渗透面按投影面积计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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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竖直渗透面按有效水位高度的 1/2计算； 

3 斜渗透面按有效水位高度的 1/2所对应的斜面实际面积计算； 

4 地下渗透设施的顶面积不计。 

6.3.4  渗透设施进水量按下式计算： 

    tFΨFqW cc 



 +×= )(

1000
6025.1 0                      （6.3.4） 

式中    Wc——指在一定设计重现期下，在降雨历时内的径流量（m3）； 

        F－—渗透设施的间接集水面积（hm2）； 

        F0－—渗透设施的直接集水面积（m2）； 

        t－—降雨历时（min）。 

6.3.5  渗透系统产流历时内的蓄积雨水量下式计算。 

            Wｓ= Max（Wc-Wｐ）                         （6.3.5） 

式中  Wｓ——产流历时内的蓄积水量（m3），产流历时宜不大于 120min。         

6.3.6  渗透设施的有效贮水容积按下式计算。 

                           Vｓ≥ Wｓ/n;                                 （6.3.6）  
式中   Vｓ——渗透设施的有效存贮容积（m3）； 

       n——存贮容积内填料的孔隙率，孔隙率应不小于 30%，无填料者取 1。 

6.4  场地雨水排水 

6.4.1  场地雨水排水量按本规范第 4.2.4条计算。雨水管道的设计应符合现行国家标准《室外排水设计

规范》的要求。 

6.4.2  雨水口宜设在道路两边的绿地内，其顶面标高宜低于路面 20～30mm。 

6.4.3  雨水口应采用平箅式，且不与路面连通，设置间距宜为 40m。 

6.4.4  渗透--排水一体设施除符合渗透设施的要求外，还需满足排除溢流雨水的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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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雨水储存与回用 

7.1  一般规定 

7.1.1  雨水收集回用系统应优先选择屋面雨水，不宜收集道路等污染较严重的下垫面上的雨水。 

7.1.2  水面景观水体应作为雨水储存设施。 

7.1.3  收集回用系统应设置雨水储存设施，设置规模宜使自来水替代率不小于 4%，并不应小于集水面

重现期 1a的日降雨净产流量；雨水可回用水量宜按雨水收集水量的 90%~95%计。  

7.1.4  雨水蓄存设施的有效蓄水容积也可根据逐日降雨量和逐日用水量经模拟计算确定。当资料不足时

应按下式计算： 

1000
)( Fh

W cy
s

ψδ−
=                              （7.1.4） 

式中  Ws——雨水净产流量（m3）。 

7.1.6  雨水储存设施必须设有溢流排水措施。 

7.1.7  溢流排水措施宜采用重力溢流。当室内蓄水池的溢流口低于市政道路路面时，应设置自动提升设

备排除溢流雨水。室内地下蓄水池上游的雨水收集管道上应设置超越管，并确保超越管能重力流排放到

室外。 

7.1.8  雨水蓄存设施溢流的排水能力应满足如下要求： 

1 溢流管管径应比进水管管径大一级； 

2 室内溢流提升设备的排水标准应按 50年降雨重现期 5分钟降雨强度设计，并不得小于集雨屋面设

计重现期降雨强度。 

7.1.9 当采用中水清水池接纳处理后的雨水时，清水池应有容纳雨水的容积。 

7.2  雨水池 

7.2.1  雨水蓄水池可设置在屋面、地面、室外和室内，宜根据防热、防冻、防光要求而定。小型建筑宜

采用屋面、地面蓄水池。气候炎热多雨地区，且防水等级为Ⅲ级的建筑可采用蓄水屋面。大型建筑蓄水

池宜设于室外地下。  

7.2.2  蓄水池的进出水的设置应满足如下要求： 

1 防止水流短路； 

2 进水应均匀布水。  

7.2.3  蓄水池应设检查口或人孔，有效内径不小于 600mm。检查口下方的池底设集泥坑，深度不小于

300mm，平面尺寸可参照移动式排污泵的占地尺寸设置。当蓄水池分格时，每格都应设检查口和集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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坑。池底设不小于 5%的坡度坡向集泥坑。检查口附近宜设给水栓。 

7.2.4  当不具备设置排泥设施或排泥确有困难时，应设搅拌冲洗管道，搅拌冲洗水源宜采用池水，并与

自动控制系统联动。 

7.2.5  溢流管和通气管应设防虫措施。 

7.2.6  蓄水池宜采用耐腐蚀、易清洁的环保材料。 

7.2.7  当采用自来水补水时，应采取防污染措施。 

7.2.8  回用水供水管道和补水管道上应设水表计量。 

7.3  雨水回用系统 

7.3.1  雨水供水管道应与生活给水管道分开设置。 

7.3.2  雨水回用供水系统的设置规模应满足自来水替代率的要求。当替代率计算资料不足时，可按如下

要求确定：系统最高日用水量应大于日均可回用雨水量，日均可回用雨水量可按连续 3日降雨径流量的

日均量计。 

7.3.3  雨水供水管外壁应按设计规定涂色或标识。当设有取水口时，应设锁具或专门开启工具，并有明

显的“雨水”标识。 

7.3.4  雨水供水系统的水量、水压、管道及设备的选择计算等应满足国家现行标准《建筑给水排水设计

规范》的规定。 

7.3.5  雨水供水系统管材可采用塑料和金属复合管、塑料给水管或其他给水管材。 

7.4  系统控制 

7.4.1  雨水收集设施、处理回用系统应设置以下方式控制： 

1 自动控制； 

2 远程控制； 

3 就地手动控制。 

7.4.2  自控弃流装置的控制应符合本规范第 5.6.11条的规定。 

7.4.3  自动控制系统宜对处理回用系统内的设备运行状态进行监控。 

7.4.4  雨水蓄水池和雨水清水池的水位应能自动控制雨水净化设备的运行。 

7.4.5  补水由清水池的水位自动控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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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  水质处理 

8.1  处理工艺 

8.1.1  雨水处理工艺流程应根据收集雨水的水量、水质，以及回用雨水的水质要求等因素，进行技术经

济比较后确定。 

8.1.2  收集回用系统处理工艺可采用物理法、化学法、生物法和多种工艺组合。 

8.1.3  屋面雨水可选择下列工艺流程： 

1 屋面雨水→滤网→初期雨水弃流→景观水面 

2 屋面雨水→滤网→初期雨水弃流→蓄水池自然沉淀→过滤→消毒→供水调节池 

8.1.4  用户对水质有较高的要求时，应增加如下的深度处理措施。 

1 混凝； 

2 混凝过滤； 

3 浮选； 

4 生物工艺； 

5 深度过滤。 

8.1.5  雨水处理系统应设置滤网。滤网可设在雨水立管上或蓄水池前，还可直接设在蓄水池内的进水处。 

8.1.6  回用雨水应消毒。采用氯化消毒时，应满足下列要求： 

1 雨水处理规模不大于 100m3/d时，可采用氯片作为消毒剂； 

2 雨水处理规模大于 100m3/d时，可采用次氯酸钠或者其它消毒剂消毒。 

8.1.7 雨水处理设施产生的污泥，当设施规模较小时，可排入污水系统；设施规模较大时，应采用其他

方法进行妥善处理。 

8.2  处理设施 

8.2.1 雨水过滤及深度处理设施的处理能力应符合下列规定： 

1 当设有雨水清水池时，按下式计算： 

Qq
t

=
                                        （8.2.1） 

式中  q─—设施处理能力（m3/h）； 

Q─—日均可回用雨水量（m3/d）； 

t─—雨水处理设施的每日设计运行时间（h/d）。 

2 当无雨水清水池时，按回用系统的设计流量计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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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2.2  滤网应符合下列要求： 

1 孔径不宜小于 2mm； 

2 滤网的设置不得影响过水能力。 

3 设置安装应便于检查和维修。 

8.2.3  雨水蓄水池可兼作沉淀池，进水和吸水应避免扰动池底沉积物。池体设计可参照《室外排水设计

规范》中的有关规定。 

8.2.4  雨水过滤处理宜采用新型滤料和新工艺。 

8.2.5  雨水清水池的有效容积，应根据产水曲线、供水曲线确定，并应满足消毒的接触时间要求。在缺

乏上述资料情况下，可按雨水回用系统平均日设计用水量的 35%~50%计算。 

8.3  雨水处理站 

8.3.1  雨水处理站位置应根据建筑的总体规划，综合考虑与中水处理站的关系，并利于雨水的收集、贮

存和处理。 

8.3.2  处理站的大小可按处理流程确定。贮水构筑物宜采用地下或半地下式，处理构筑物应采用高效、

节能、占地少的设备。 

8.3.3  处理站应设有适应处理工艺要求的采暖、通风换气、照明、给水、排水设施。 

8.3.4  处理站的设计中，对采用药剂所产生的污染危害应采用有效的防护措施。 

8.3.5  对处理站中机电设备所产生的噪声和振动应采用有效的降噪和减振措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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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  蓄存排放 

9.0.1  在管渠沿线附近有天然洼地、池塘、景观水体，可作为雨水径流高峰流量调蓄设施，当天然条件

不满足，可建造人工调蓄池。 

9.0.2  人工调蓄池应设于室外，宜布置在下列位置： 

1  雨水干管中游； 

2  大流量管道的交汇处； 

3  新开发区域； 

4  拟建雨水泵站前端。 

9.0.3  调蓄池布置形式可采用溢流堰式和底部流槽式。 

9.0.4  蓄存排放系统的设计标准应高于外部市政管线的排水标准。当外部市政管线的排水标准为 1～5

年时，蓄存排放系统的设计标准宜为 5～10年。 

9.0.5  调蓄池容积的计算可采用式 9.0.5计算： 

ctQV ××−= max
5.1)1( α                            （9.0.5） 

式中    V——调节池容积（m3）； 

Qmax——调节池上游干管的设计流量（m3/s）； 

tc——对应于 Qmax时的设计降雨历时（s）； 

α——下游干管设计流量的降低程度系数。 

9.0.6  调蓄池的排空时间宜不超过 24h。出水管管径可根据排空时间确定。也可根据调蓄池容积进行估

算，当 V＝500～1000m3时，出水管管径 D＝150～250mm；当 V＝1000～2000m3时，出水管管径 D＝

200～300m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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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  施工安装 

10.1  一般规定 

10.1.1  雨水利用工程应按照批准的设计文件和施工技术标准进行施工。 

10.1.2  雨水利用工程的施工应由具有相应施工资质的施工队伍承担。 

10.1.3  根据设计采用的不同的管材、设备，施工人员应经过相应的安装技术培训。 

10.1.4  管道敷设应符合相应管材的管道工程技术规程的有关规定。 

10.1.5  雨水入渗工程施工前应对入渗区域的表层土壤能力进行评价。 

10.1.6  雨水入渗工程采用的砂料应质地坚硬清洁，级配良好，含泥量不应大于 3%，粗骨料不得采用

风化骨料，粒径应符合设计要求或规范规定，含泥量不应大于 1%。 

10.1.7  虹吸式屋面雨水收集系统施工中更改设计应经过原设计单位核算并采取相应措施。设计方法应

采用实地测试验证。 

10.2  管道敷设 

10.2.1  室外埋地管道的覆土深度，应根据各地区土壤冰冻深度、车辆荷载、管道材质及管道交叉等因

素确定，管顶最小覆土深度不得小于土壤冰冻线以下 0.15m，行车道下的管顶覆土深度不宜小于 0.7m。 

10.2.2  虹吸式屋面雨水收集系统管道、配件和连接方式应能承受注水试验压力，并能承受 90kPa（金

属管材）负压和 80kPa负压。 

10.2.3  室外埋地管道管沟的沟底应是原土层，或是夯实的回填土，沟底应平整，不得有突出的尖硬物

体。管顶上部 500mm以内不得回填直径大于 100mm的块石和冻土块，500mm以上部分，不得集中回

填块石或冻土。 

10.3  设备安装 

10.3.1  水处理设备的安装必须按照工艺要求进行。在线仪表安装位置和方向应正确，不得少装、漏装。 

10.3.2  设置在建筑物内的设备、水泵等应采取可靠的减振装置，其噪声应符合现行国家标准《民用建

筑隔声设计规范》GBJ118的规定。 

10.3.3  设备中的阀门、取样口等应排列整齐，间隔均匀，不得渗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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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  工程验收 

11.1  管道水压试验 

10.3.3  设备中的阀门、取样口等应排列整齐，间隔均匀，不得渗漏。 

11.1.1  雨水管道在回填土前应采用闭水法进行严密性试验，并应符合现行国家标准《给水排水管道工

程施工及验收规范》GB50268的规定。 

11.1.2  雨水贮水池（箱）应做满水试验。 

11.2  验    收 

11.2.1  验收应包括下列内容： 

1 工程布置； 

2 雨水入渗工程； 

3 雨水收集传输工程； 

4 雨水储存与处理工程； 

5 雨水回用工程； 

6 雨水调控工程； 

7 相关附属设施。  

11.2.2  施工验收时，应具有下列文件： 

1 施工图、竣工图和设计变更文件。 

2 隐蔽工程验收记录和中间试验记录； 

3 管道冲洗记录； 

4 管道、容器的压力试验记录； 

5 工程质量事故处理记录； 

6 工程质量验收评定记录。 

11.2.3  雨水利用工程的验收，应符合设计要求和本规范及现行国家标准的有关规定。 

11.2.4  验收合格后应将有关设计、施工及验收的文件立卷归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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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  运行管理 

12.0.1  工程运行管理机构应配备专职人员，在雨季来临前对雨水利用设施进行清洁和保养，并在雨季

定期对工程各部分的运行状态进行观测检查。 

12.0.2  雨水利用工程设施应设有防止误接、误用、误饮的标识。 

12.0.3  雨水入渗、收集、输送、贮存、处理与回用系统应及时清扫、清淤，确保工程安全运行。 

12.0.4  雨水收集回用系统的维护管理宜按表 12.0.4进行检查： 

表 12.0.4  雨水收集回用设施检查内容和周期 

设施名称 检查时间间隔 检查/维护重点 

集水设施 1个月或降雨间距超过 10日之单场降雨后 污/杂物清理排除 

入渗设施 1个月或降雨间距超过 10日之单场降雨后 污/杂物清理排除 

输水设施 1个月 污/杂物清理排除、渗漏检查 

处理设施 3个月或降雨间距超过 10日之单场降雨后 污/杂物清理排除、设备功能检查 

储水设施 6个月 污/杂物清理排除、渗漏检查 

安全设施 1个月 设施功能检查 

注：1. 集水设施包括建筑物收集面相关设备，如雨水斗/集水沟等； 

    2. 入渗设施包括入渗地面、入渗管沟、入渗井等； 

3. 输水设施包括排水管路/给水管路以及连接储水池与处理设施间的连通管路等； 

4. 处理设施包括雨水预处理、初期雨水弃流、沉淀或过滤设施以及消毒设施等； 

5. 储水设施指雨水储水池、调节池以及供水池等； 

6. 安全设施指维护或防止漏电等设施。 

12.0.5  贮水池宜设计自动清洗设施。当人工清洗时，应有将池底沉积物排除和防止藻类或微生物滋生

的措施。 

12.0.6  处理贮存的雨水水质应进行定期监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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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录 A  全国各省会城市降雨量资料（暂缺） 

包括一些主要城市的日降雨量、连续 3日降雨量（重限期均为 1年和 2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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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录 B  雨水水质 

表 B    雨水水质 

 

 

 

 

 

 

 

 

 

 

 

 

备注：以上数据为北京地区资料，北方地区可参照选用，南方地区宜实测。 

 

 

 

 

 

 

 

 

 

 

 

 

 

 

 

 

 

 

 

 

0.5~5130.8~49.8TN(mg/L)

0.5~25.60.8~14.1TP(mg/L)

0.5~20.0570.5~20.0540.002酚(mg/L)

0.2~20.30.5~20.230.69<0.05Pb(mg/L)

0.8~1.57.9NH3-N(mg/L)

0.5~23.500.5~23.93合成洗涤剂
(mg/L)

0.5~319340.5~3800800<10SS(mg/L)

0.5~312200.5~420070025～200COD(mg/L)

瓦屋面
沥青油
毡屋面

变化系数平均值变化系数

平均值

平均值

路面雨水屋面雨水
天然雨
水

0.5~5130.8~49.8TN(mg/L)

0.5~25.60.8~14.1TP(mg/L)

0.5~20.0570.5~20.0540.002酚(mg/L)

0.2~20.30.5~20.230.69<0.05Pb(mg/L)

0.8~1.57.9NH3-N(mg/L)

0.5~23.500.5~23.93合成洗涤剂
(mg/L)

0.5~319340.5~3800800<10SS(mg/L)

0.5~312200.5~420070025～200COD(mg/L)

瓦屋面
沥青油
毡屋面

变化系数平均值变化系数

平均值

平均值

路面雨水屋面雨水
天然雨
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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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录 C  北京地区陆面蒸发量、水面蒸发量 

表 C    北京地区陆面蒸发量、水面蒸发量 

名    称 
陆面蒸发量 

(mm) 

水面蒸发量 

(mm) 
备注 

1月 1.4 29.9  

2月 5.5 32.1  

3月 19.9 57.1  

4月 27.4 125.0  

5月 63.1 133.2  

6月 67.8 132.7  

7月 106.7 99.0  

8月 95.4 98.4  

9月 56.2 85.8  

10月 15.7 78.2  

11月 6.5 45.1  

12月 1.4 29.3  

合计 466.7 946.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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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录 D  深度系数和形状系数（暂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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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录 E  长沟容量系数（暂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