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0 

 

 

 

CECS xxx：201X 

 

 

中国工程建设协会标准 

模块化雨水利用系统应用技术规程 
 

Technical specification for  

application of modular rainwater utilization system 

 

（征求意见稿） 

 

 

 

 

 

中国计划出版社 

 



 1 

中国工程建设协会标准 

模块化雨水利用系统应用技术规程 
Technical specification for  

application of modular rainwater utilization system 

 

CECSxxx：201X 

 

主编单位：同济大学建筑设计研究院（集团）有限公司 

上海吉博力房屋卫生设备工程技术有限公司 

批准单位：中国工程建设标准化协会 

施行日期：201X 年××月××日 

 

 

 

 

 

 

 

 

中国计划出版社 

201X 北京 

 



 1 

前  言 

  

根据中国工程建设标准化协会建标协字［2014］070 号文“关于印发《2014 年第二

批工程建设协会标准制订、修订计划》的通知”要求，制定本规程。 

模块化雨水利用系统由雨水储存单元、处理单元、供水单元、控制单元等功能模块

组成，经工厂预制、现场安装而成的雨水利用系统，具有系统集成度高、模块化设备可

工厂化预制、现场安装工作量少、施工周期短、智能化自动运行、处理效率高等特点。 

编制组深入研究并借鉴国内外相关标准与工程实际应用情况，并结合我国模块化雨

水利用系统的工程实践，在认真总结经验和广泛征求意见的基础上，编制本规程。规程

主要内容包括：总则、术语、系统设计、雨水储存单元、处理单元、控制单元、安装、

验收、维护与保养及附录。 

根据原国家计委计标[1986]1649号文《关于请中国工程建设标准化委员会负责组织

推荐性工程建设标准试点工作的通知》的要求，将本规程推荐给工程建设设计、施工、

监理等使用单位及工程技术人员使用。 

本规程由中国工程建设标准化协会建筑给水排水专业委员会归口管理，由同济大学

建筑设计研究院（集团）有限公司（地址：上海市四平路 1230 号，邮编 200092）负责

解释。在使用过程中如有需要修改或补充之处，请将意见和有关资料寄送解释单位。 

本规程主编单位：同济大学建筑设计研究院（集团）有限公司 

上海吉博力房屋卫生设备工程技术有限公司 

本规程参编单位： 华东建筑设计研究院有限公司 

                 启迪设计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上海安装集团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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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总则 

 

1.0.1 为使模块化雨水利用系统的设计、施工、验收与管理做到技术先进、安全可靠、

经济合理，节水节能，确保工程质量，制定本规程。 

 

【条文说明】1.0.1模块化雨水利用系统是海绵型民用建筑与小区雨水控制与利用工程源

头控制的重要技术组成。系统涵盖了住房和城乡建设部印发的《海绵城市建设技术指南》

提出的“渗、滞、蓄、净、用、排”技术措施中的“蓄、净、用、排”技术。模块化雨水

利用系统由雨水储存单元、处理单元、供水单元、控制单元等功能模块组成，经工厂预制、

现场安装而成的雨水利用系统。模块化设备可以大幅度提高工厂化预制程度,减少现场安

装工作量和施工周期。模块的工厂化组装可以加强产品的出厂测试、检验环节，有效提高

产品出厂质量，促进雨水利用技术的有序发展与进步。该系统为模块化设计产品，可以满

足不同类型工程项目雨水利用工程的应用要求。具有系统集成度高、智能化自动运行、处

理效率高、无需人员监控等特点。 

 

1.0.2 本规程适用于新建、扩建和改建的民用建筑模块化雨水利用系统的设计、施工、

验收及维护管理，工业建筑可参考执行。当模块化雨水利用系统应用于湿陷性黄土地区、

胀缩土等地区时，还应按现行的有关专门技术标准执行。 

1.0.3 模块化雨水利用系统所选用的设备、仪器仪表、化学药品、管材管件及配件等，

均应符合国家现行有关产品标准的规定。 

1.0.4 模块化雨水利用系统应按设计文件施工。 

 

【条文说明】1.0.4  模块化雨水利用系统施工过程中涉及的地下工程多，施工风险大，

应严格按设计文件施工，特殊情况需变更设计，变更设计应经原设计单位同意。 

 

1.0.5 模块化雨水利用工程应有确保人身安全、使用及维护安全的技术与管理措施。 

 

【条文说明】1.0.5  模块化雨水利用系统的蓄水模块、处理、控制及供水模块大都设在

建筑小区室外且埋地式居多，本条特别强调应加强地下工程施工中的安全措施。同时，模

块化雨水利用系统通常与小区景观设计相结合，其设置场所平时经常有人员活动，因此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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系统的日常使用、维护保养中，也应制定完善的安全管理措施，确保人身安全。 

 

1.0.6 严禁回用雨水进入生活饮用水给水系统。 

 

【条文说明】1.0.6  模块化雨水利用系统的出水水质执行杂用水或景观用水等的水质标

准，因此严禁回用雨水进入生活饮用水给水系统。本条源自现行国家标准《建筑与小区雨

水控制及利用工程技术规范》GB50400-2016第 7.3.1条，是强制性条文。 

 

1.0.7 模块化雨水利用系统的设计、施工、验收、维护与管理除应执行本规程外，尚应

符合国家现行有关标准的规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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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术语 

 

2.0.1 模块化雨水利用系统  modular rainwater utilization system 

由雨水储存单元、处理单元、供水单元、控制单元等功能模块组成，经工厂预制、现

场安装而成的雨水利用系统。 

2.0.2 塑料储水模块  plastic water storage module 

以聚丙烯（PP）或聚乙烯（PE）为主要原料，经注塑成型法生产的柱状结构具有高

孔隙率的储水箱体，它是模块化雨水储水池的最小储水单元体。 

2.0.3 模块化雨水储水单元  modular rainwater storage unit 

以塑料储水模块为基本储水单元，由若干个塑料储水模块箱连接在一起，组装成承力

骨架的水池，外围采用防渗材料包覆形成具有储水功能的水池，也称模块化雨水蓄水池。 

2.0.4 土工布  geotextile 

用丙纶、涤纶、晴纶及棉花等高分子聚合物生产的合成纤维，通过针刺或编织而成具

有一定强度、耐久性和透水性能的无纺布，在塑料模块组合水池中作为土工膜的外部保护，

或单独作为调蓄水池的渗透滤布。 

2.0.5 土工膜  geomembrane 

由聚合物（如聚乙烯（PE））制成的相对不透水膜。 

2.0.6 复合土工膜  Composite geomembrane 

由土工布与防水膜（如聚丙烯（PP）膜）热压复合而成的能与土层有机结合，并能

有效防止水流渗透的膜。也称防渗土工膜。 

2.0.7 集蓄效率 EA  storage efficiency EA 

雨水储存设施的年均集蓄量与年均屋面（地面）雨水径流量的比值。年均集蓄量为年

均屋面（地面）雨水径流量与年均雨水储存设施的满蓄溢流量的差值。 

2.0.8 集蓄能力 hs  storage capacity hs 

雨水储存设施的集蓄效率 EA对应的降雨量。 

2.0.9 效益评价法  benefit evaluation method 

一种根据集蓄能力 hs和对应的集蓄效率EA来计算确定雨水收集利用系统的设计规模

的计算方法。集蓄能力 hs 越大，雨水储存设施的有效蓄水容积越大，可收集的雨水量越

多，满蓄溢流次数越少，集蓄效率 EA越高，但相应的投资增大。该方法适用于多年逐日

降雨量资料齐全的雨水收集利用系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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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0 模拟计算法  simulation method 

一种根据多年逐日降雨量和逐日用水量，经计算模拟确定雨水收集利用系统的设计规

模的计算方法。该方法可优化设计雨水储水设施规模、可收集水量、满蓄次数和用水量。

适用于多年逐日降雨量和逐日用水量资料齐全的雨水收集利用系统。 

2.0.11 3d 用完法  three-day finish method 

一种雨水收集利用系统的设计规模按 3d内能把 2年一遇 24h降雨量用完的计算方法。

该方法适用于缺少多年逐日降雨量资料且建设用地内对雨水的需用量较大、年降雨量随时

间分布较均匀、水资源较缺乏的地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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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系统设计 

 

3.1 一般规定 

3.1.1 模块化雨水利用系统宜用于年均降雨量大于 400mm 的地区。 

 

【条文说明】3.1.1规定模块化雨水利用系统适用于年均降雨量大于 400mm 的地区，主要

是从雨水回用系统的投资效益比考虑。年均降雨量较小的地区，可收集的雨量少，雨水回

用系统的利用率低，经济性差，不推荐设置雨水回用系统，这些地区的雨水控制及利用可

采用雨水入渗等技术。 

 

3.1.2 降雨量应根据当地近期 20 年以上的降雨量资料确定。 

 

【条文说明】3.1.2 降雨量计算应根据不少于 10 年以上的气象统计资料整理、计算后确

定，才更具代表性。由于近年来气象条件变化较大，宜尽可能采用近期的气象资料。 

 

3.1.3 传染病医院的雨水、含有重金属污染和化学污染等地表污染严重的场地雨水，不

得用作模块化雨水利用系统的水源。 

 

【条文说明】3.1.3本条文所指的传染病医院是传染病专科医院，不包含一般综合医院的

传染科。为保证人员的健康，对于受到重金属、化学品严重污染场地的雨水，不得利用。 

 

3.1.4 模块化雨水利用系统不应对土壤环境、地下含水层水质、环境卫生等造成危害。 

3.1.5 雨水可用于景观用水、绿化用水、地面冲洗用水、洗车用水、循环冷却系统补水、

入渗、冲厕用水等，其用途应根据当地降雨条件、收集量、回用量、用水规律、水质要求

等因素综合考虑确定。 

 

【条文说明】3.1.5由于绿化用水、景观补水、地面冲洗用水等对用水水质要求不高，特

别适合采用回用雨水供水。当可收集、利用的雨水量较大时，也可考虑用于循环冷却系统

的补水或用于冲厕。当民用建筑的循环冷却系统采用回用雨水补水时，应征得当地卫生主

管部门的许可，其水质宜达到饮用水水质标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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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1.6 回用系统供水管网中，低水质标准水不得进入高水质标准水系统中。 

 

【条文说明】3.1.6由于回用雨水的用途不同，在工艺选型上会选择分质处理、分质供水。

本条文的规定是为保证处理后出水水质标准高的供水系统不被低水质标准的水污染。 

 

3.2 系统设计 

3.2.1 模块化雨水利用系统应优先收集屋面雨水，且屋面材料应采用无污染或污染小的

材料；不宜收集机动车道路等污染严重的下垫面上的雨水。 

 

【条文说明】3.2.1由于屋面雨水收集率高，且雨水受污染少，可采用较简单的处理工艺

处理利用，故推荐优先收集。机动车道路等下垫面的雨水污染较严重，收集利用经济性较

差。同时，条文对拟收集雨水的屋面材质提出要求，屋面材质不应对径流雨水产生新的污

染。当模块化雨水利用系统的雨水用于调蓄排放时，可不受本条限制。 

 

3.2.2 除种植屋面外，模块化雨水利用系统应设置弃流装置。 

 

【条文说明】3.2.2由于屋面种植绿化对初期雨水有一定的截污、净化功能，在污染较少

的地区，种植屋面可不设弃流装置。 

 

3.2.3 雨水经初期径流弃流后的水质，宜根据当地实测资料确定。 

3.2.4 模块化雨水利用系统的出水水质应根据回用水用途确定，并满足现行国家标准《建

筑与小区雨水控制及利用工程技术规范》GB50400、《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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的规定。 

 

【条文说明】3.2.4应根据回用雨水的用途合理确定水质标准。 

 

3.2.5 模块化雨水利用系统的工艺选择及系统控制应根据收集的雨水水质、水量及处理

水用途，经技术经济比较后确定。当处理水有多种用途时，应按高水质要求确定处理工艺，

但当高水质用途的用水量较小时，也可采用该用途水单独增加相应的深度处理措施。可采

用下列工艺流程： 

1. 雨水       弃流单元       预处理单元（可选）      景观水体、入渗、调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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排放； 

2. 雨水       弃流单元      预处理单元（可选）     雨水储水单元沉淀       

景观水体； 

3. 屋面雨水      弃流单元      预处理单元（可选）       雨水储水单元沉淀 

清水池      供水单元       浇洒； 

4. 屋面+地面混合雨水       弃流单元       预处理单元       雨水储水单元沉

淀       处理单元（过滤）      消毒      清水池      供水单元       浇

洒； 

5. 屋面+地面混合雨水       弃流单元       预处理单元       雨水储水单元沉

淀       处理单元（絮凝过滤）     消毒       清水池      供水单元      

冲厕、运动草坪浇洒、空调冷却循环系统补水等。 

 

【条文说明】3.2.5条文强调应根据雨水的受污染程度和回用雨水的用途决定雨水回用系

统的处理工艺。对于雨水调蓄排放、入渗时，只需做简单处理；污染较小的雨水用于景观

水体、绿化浇灌等用途时，可利用景观水体自身的水处理装置处理或作简单处理即可。 

 

3.2.6 雨水初期径流弃流量按收集雨水的 CODcr、SS、色度等指标确定。 

3.2.7 当无资料时，初期弃流装置的弃流一般可按以下规定进行： 

1. 弃流时间：5~10min； 

2. 屋面弃流可采用 2～3mm 径流厚度，地面弃流可采用 3～5mm 径流厚度。 

3.2.8 雨水初期径流弃流量应按下式计算： 

𝑊𝑖 = 10𝛿𝐹                                       （3.2.8） 

式中：𝑊𝑖  -- 设计雨水初期径流弃流量（m3）； 

𝛿 -- 初期径流弃流厚度（mm）； 

F -- 汇水面积（m2）。 

3.2.9 模块化雨水利用系统的设计，应进行水量平衡计算。其设计规模应采用下列方法

之一计算确定： 

1. 当具备当地近期 10 年以上逐日降雨量资料时，宜采用效益评价法。当缺乏当地降

雨量资料时，也可采用本规程附录 A 的数据。模块化雨水蓄水池的有效容积应按

下式计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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V = 10𝜓𝑐ℎ𝑠𝐹                                            （3.2.9-1） 

V ≤ 𝑄𝑝𝑇𝑑                                               （3.2.9-2） 

V𝑦 = 10𝜓𝑐ℎ𝑦𝐹𝐸𝐴                                         （3.2.9-3） 

式中：V  – 模块化雨水蓄水池的有效储水容积（m3）； 

𝜓𝑐 – 雨量径流系数； 

ℎ𝑠 – 集蓄能力（mm）； 

𝐹  – 汇水面积（m2）； 

𝑄𝑝– 回用水平均日用水量（m3/d）; 

𝑇𝑑– 一次用完雨水蓄水池有效储水容积所需用水天数（d），一般取 3～5d； 

𝑉𝑦– 模块化雨水蓄水池的雨水年收集量（m3）; 

ℎ𝑦– 年均降雨量（mm）； 

𝐸𝐴– 集蓄效率（%）。 

2. 当缺少当地逐日降雨量资料时，宜采用 3d 用完法。模块化雨水蓄水池的有效容积

应按下式计算： 

V = 10𝜓𝑐（ℎ24 − 𝛿）𝐹                                     （3.2.9-4） 

V ≤ 𝑄𝑝𝑇𝑑                                                （3.2.9-5） 

式中：V – 模块化雨水蓄水池的有效储水容积（m3）； 

𝜓𝑐– 雨量径流系数； 

ℎ24– 2 年一遇 24h 降雨量（mm）； 

𝛿– 初期径流弃流厚度（mm）； 

𝐹 – 汇水面积（m2）； 

𝑄𝑝– 回用水平均日用水量（m3/d）; 

𝑇𝑑– 一次用完雨水蓄水池有效储水容积所需用水天数（d），一般取 3～5d。 

3. 当具备当地近期 10 年以上逐日降雨量和逐日用水量资料时，宜采用模拟计算法计

算确定模块化雨水蓄水池的有效容积； 

4. 当模块化雨水蓄水池用于入渗、调蓄排放时，其蓄水池容积计算应符合现行国家

标准《建筑与小区雨水控制及利用工程技术规范》GB50400 的规定； 

5. 雨量径流系数应按现行国家标准《建筑与小区雨水控制及利用工程技术规范》

GB50400 的规定执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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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条文说明】3.2.9 模块化雨水利用系统的储存与回用设施设计规模的常用计算方法有：

效益评价法、3d 用完法和模拟计算法。3d 用完法计算的模块化雨水利用系统的储存与回

用设施设计规模，相当于 3天内把 2年一遇 24h 降雨量用完。通常要求回用系统的最高日

设计水量不小于集水面日雨水径流总量的 40%，当缺乏当地历年降雨量数据时，且建设用

地内对雨水需用量较大、年降雨量分布较均匀、水资源较缺乏时，可采用此方法。 

模拟计算法需要根据逐日降雨量和逐日用水量经模拟计算确定。优点是可优化设计雨

水储存设施规模、可收集水量、满蓄次数和用水量。但在实际工程中，管网中的逐日用水

量变化数据很难确定。 

效益评价法引入了集蓄能力 hs、集蓄效率 EA的概念。该方法假设不同的 24h降雨量，

根据当地 10 年以上的逐日降雨量资料，计算出雨水蓄水池的满蓄次数、可收集水量，进

而推算出雨水储存设施的年均集蓄量与年均屋面（地面）雨水径流量的比值，即集蓄效率

EA。计算中用水量作如下假设：①当水池蓄满时，3 天内把蓄满的水池水 V 用完，即日用

水量为 V/3，不下雨或 24h 降雨量小于 V/3 时，使用储水池内的水直至用完，24h 降雨量

大于 V/3时，未用完的雨水蓄存在储水池内，直至储水池满溢。②用水量按用途假设为 2

类，一类是绿化浇灌、室外地面冲洗等，特点是降雨时不用水；另一类是冲厕、冷却塔补

水等，用水与是否降雨无关。设定 24h 降雨量大于 10mm 为降雨天。根据当地 24h 降雨量

数据，逐日、逐年计算储水池的集蓄量，推算出雨水储存设施的年均集蓄量，得出 EA—hs

曲线。附录 A 为全国主要城市在不同用水工况下的 EA—hs 数据，附录 A 的气象数据源自

中国气象局气象数据中心中国气象数据网（http://data.cma.cn）的公开数据，经整理、

计算而得。 

集蓄能力 hs 越大，雨水储存设施的有效蓄水容积越大，可收集的雨水量越多，满蓄

溢流次数越少，集蓄效率 EA越高，但相应的模块化雨水利用系统的规模及投资增大。 

实际工程中，当采用效益评价法计算确定雨水收集利用系统的设计规模时，应根据可

收集雨水的汇水面积、用水量及用水性质、当地的 EA—hs 曲线，经技术经济比较，合理

选定 EA、hs值。效益评价法适用于多年逐日降雨量资料齐全的雨水收集利用系统。 

 

3.2.10 各类建筑的最高日冲厕用水量应按现行国家标准《建筑中水设计规范》GB50336

的规定执行，景观用水、绿化用水、地面冲洗用水、洗车用水、循环冷却系统补水等其它

用水的最高日、平均日用水量应按现行国家标准《建筑给水排水设计规范》GB50015 的

规定执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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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2.11 模块化雨水蓄水池应在室外埋地设置，且池外壁距建筑物外墙的间距不应小于 3m。 

 

【条文说明】3.2.11 规定模块化雨水蓄水池池外壁距建筑筑物外墙的最小间距，是防止

雨水池发生渗漏时，对建筑物基础的影响。当受场地限制无法满足最小间距要求时，应采

取可靠措施，确保建筑物基础的安全。 

 

3.2.12 雨水处理单元的处理能力应符合下列规定： 

1. 当设雨水清水池时，应按下式计算： 

𝑄𝑦 =
𝑊𝑦

𝑇
                                                （3.2.12） 

式中: 𝑄𝑦－－处理单元处理能力（m3/h）； 

𝑊𝑦－－回用系统最高日用水量（m3）； 

T－－雨水处理单元日运行时间（h）。 

2. 当不设雨水清水池时，应按回用系统的设计秒流量计算。 

3.2.13 当模块化雨水蓄水池具有沉淀或过滤处理功能且出水水质满足使用要求时，可不

设清水池。当缺乏用水资料时，清水池的有效容积可按雨水回用系统最高日设计用水量的

25%～35%计算。 

3.2.14 雨水处理产生的污泥宜进行处理。 

 

【条文说明】3.2.14雨水处理产生的污泥多为无机物，泥量少、污泥脱水速度快，通常

采用堆积脱水后外运的方法。 

 

3.2.15 当模块化雨水利用系统的雨水用于调蓄排放、入渗时，其排放设施、入渗工艺及

渗透设施的设计、施工应符合现行国家标准《建筑与小区雨水控制及利用工程技术规范》

GB50400 的规定。 

3.2.16 雨水收集回用系统的运行宜自动控制，并宜设置下列控制方式： 

1. 自动（智能）控制； 

2. 远程控制； 

3. 就地手动控制。 

3.2.17 雨水储水单元、处理单元、供水单元、控制单元的运行工况及主要水位、pH 值、

浊度等常用控制指标应实现现场监控，且宜设远程监控功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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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2.18 雨水处理单元、供水单元、控制单元宜设置在地面专用机房内，并满足下列要求： 

1. 机房宜设置在雨水储存单元的附近； 

2. 机房内应有足够的安装、维修空间； 

3. 应通风良好、不冻结； 

4. 采光和照明良好； 

5. 应有防止药剂所产生污染危害的措施； 

6. 设备运行产生的噪声满足现行国家标准《民用建筑隔声设计规范》GB50118 的规

定。 

3.2.19 当受条件限制雨水机房必须埋地设置或采用埋地成品设备单元时，机房设置除应

符合本规程第 3.1.18 条的规定外，还应满足下列要求： 

1. 控制单元可独立设在地面，并采取防雨措施； 

2. 应采取机械通风、降湿措施； 

3. 应能保证设备更换时的进出； 

4. 出入口应加锁，并有防止人员跌落的措施。 

 

【条文说明】3.2.18、3.2.19 条文推荐雨水处理单元、供水单元、控制单元设置在地面

专用机房内或建筑室内，同时机房设计应考虑设备运行噪声的控制和处理工艺所用化学药

剂对周边环境的污染。当采用埋地雨水机房或成品设备单元埋地设置时，更需要考虑一系

列的安全措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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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雨水储存单元 

 

4.0.1 模块化雨水利用系统的雨水储存单元宜采用塑料雨水储水模块，储水模块应在室

外埋地设置。 

4.0.2 塑料雨水储水模块应采用注塑成型工艺生产，其性能应满足现行国家行业标准《模

块化雨水储水设施》CJ/Txxx 的要求。 

4.0.3 塑料雨水储水模块应采用聚丙烯（PP）树脂、再生聚丙烯（PP）树脂或聚乙烯（PE）

树脂为原料。聚丙烯（PP）树脂原料的基本性能应符合表 4.0.3-1 的要求，再生聚丙烯（PP）

树脂原料的基本性能应符合表 4.0.3-2 的要求。聚乙烯（PE）树脂原料应符合现行国家标

准《聚乙烯（PE）树脂》GB/T11115 中牌号为注塑类聚乙烯（PE）树脂，其性能不应低

于 PE·M·18D500 中的一等品的技术要求。 

表 4.0.3-1 聚丙烯（PP）树脂性能 

序号 项目 单位 
要求 

绿化区及非重载区 机动车及重载区 

1 密度 g/cm3 ≥0.89 

2 弯曲弹性模量 MPa ≥1000 ≥1200 

3 拉伸屈服强度 MPa ≥25 ≥40 

4 维卡软化温度（VST）  ≥143°C 

5 洛氏硬度 R 标尺 ≥80 ≥105 

6 
悬臂梁冲

击强度 

23°C 
J/M 

≥25.6 ≥45 

-20°C ≥45 

7 
氧化诱导时间 

（200°C） 
min ≥8 

8 溶体质量流动速率（MFR） g/10min ≥3~5（温度 200℃、装载重量 2.16kg） 

 

表 4.0.3-2 再生聚丙烯（PP）树脂性能 

序号 项目 单位 性能要求 

1 密度 g/cm3 0.93±2% 

2 

溶体质量流动速率（MFR） g/10min >8 

3 
拉伸屈服强度 MPa >23 

4 挠曲强度 MPa >35 

5 挠曲弹性率 MPa >1200 

6 夏比冲击试验强度 kJ/m2 >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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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0.4 塑料雨水储水模块的物理、力学性能应符合表 4.0.4 的要求。 

表 4.0.4  塑料雨水储水模块的物理、力学性能 

序号 测试项目 
要求（最大破坏值） 

非重载区 重载区 

1 垂直抗压强度 
断裂强度 ≥300KN/m2 ≥400KN/m2 

屈服强度 ≥150KN/m2 ≥240KN/m2 

2 水平抗压强度 
断裂强度 ≥50KN/m2 ≥80KN/m2 

屈服强度 ≥70KN/m2 ≥90KN/m2 

3 模块与连接装配后垂直抗压强度 ≥150KN/m2 ≥420KN/m2 

4 氧化诱导时间 温度 200℃，≥20min 

5 坠落试验 重量变化率≤0.02％，且外观无裂纹、破裂 

6 耐化学腐蚀 重量变化率≤0.02％、尺寸变化率≤0.2％ 

7 抗冲击试验 无开裂或破损、严重变形 

8 蠕变应力 按现行国家行业标准《模块化雨水储水设施》CJ/Txxx 的要

求 

 

【条文说明】4.0.2～4.0.4 表 4.0.3-1、表 4.0.3-2、表 4.0.4摘自现行国家行业标准《模

块化雨水储水设施》CJ/Txxx。塑料雨水储水模块的原料、生产工艺、主要技术性能应符

合现行国家行业标准《模块化雨水储水设施》CJ/Txxx 的要求。塑料雨水储水模块按结构

形式可分为支柱型塑料储水模块、支撑板型塑料储水模块等；按承载能力可分为轻型塑料

储水模块和重型塑料储水模块。市场上用于模块化雨水利用系统的塑料雨水模块，结构形

式多种多样，条文规定其主要物理、力学不应低于表 4.0.4的规定。 

 

4.0.5 塑料模块蓄水池的池体外层应采用防渗材料包覆，并符合下列要求： 

1 池体外防渗包覆层宜采用采用复合土工膜或采用内层土工布、中间层 PE 土工膜、最

外层土工布组成的 3 层构造； 

2 土工布和 PE 土工膜的选择、施工应符合现行国家标准《土工合成材料应用技术规范》

GB/T 50290 的要求； 

3 外层土工布的质量不宜小于 400g/m2，内层土工布的质量不宜小于 200g/m2，其性能应

符合现行国家标准《土工合成材料短纤针刺非织造土工布》GB/T17638 和《土工合成材

料长丝纺粘针刺非织造土工布》GB/T17639 的规定； 

4 中间层 PE 土工膜的物理、力学性能应符合现行国家标准《土工合成材料聚乙烯土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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膜》GB/T 17643 的规定； 

5 PE 土工膜的厚度设计应考虑由水压力要求的强度、埋压、气候、使用寿命等因数，

经计算确定，且其厚度不宜小于 0.75mm； 

6 复合土工膜的物理、力学性能应符合现行国家标准《土工合成材料非织造复合土工膜》

GB/T 17642 的规定； 

7 复合土工膜宜采用二布一膜结构，膜的厚度设计应考虑由水压力要求的强度、埋压、

气候、使用寿命等因数，经计算确定，且质量宜为 1100～1400g/m2。复合土工膜中间

防渗膜的厚度经计算确定，不宜小于 0.75mm。 

 

【条文说明】4.0.5 塑料模块蓄水池池体外层的防渗材料包覆通常常用 2 种方式：复合土

工膜或内层土工布、中间层 PE 土工膜、最外层土工布组成的 3 层构造。条文规定了复合

土工膜、土工布、土工膜应符合的产品标准。 

 

4.0.6 塑料模块蓄水池宜设于景观区、人员活动广场等非机动车行道下方，且有防止机

动车误入池上行驶的措施。 

4.0.7 当塑料模块蓄水池设于景观区、人员活动广场等地面荷载较小场所时，宜采用轻

型储水模块；当塑料模块蓄水池设于车辆行驶区、露天堆物场等场所时，应采用重型储水

模块。 

【条文说明】4.0.6、4.0.7 将塑料模块蓄水池设于景观区、人员活动广场等非机动车行

道下方有利于采用轻型储水模块，降低成本，但应结合景观设计，采取池顶覆土高出周边

路面、设置防撞隔栏等措施，防止机动车误入。 

 

4.0.8 蓄水池池体的竖向承载能力和侧向承载能力应大于上层铺装和道路荷载。 

4.0.9 塑料模块蓄水池应设钢筋混凝土底板。蓄水池侧壁外侧及池顶防渗包覆层外可设

PE 防护板等防止防渗包覆层破坏的防护板。 

4.0.10 埋地塑料模块蓄水池应进行抗浮计算。其最大埋置深度、池顶覆土深度应根据塑

料模块材料强度、外部荷载、地下水位、冻土深度和土壤性质等条件，经计算确定。池顶

最小覆土深度在人行道下不宜小于 0.6m，在车行道下不宜小于 0.7m；最大埋置深度不宜

大于 5.5m。 

 

【条文说明】4.0.10 埋地塑料模块蓄水池应由结构专业进行抗浮计算。抗浮计算不仅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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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复核日常使用时蓄水池清空工况下的抗浮能力，还需要考虑塑料模块蓄水池在施工期地

下水位和降雨的影响。 

 

4.0.11 塑料模块蓄水池的最大堆叠高度应根据塑料模块材料强度计算确定，且不宜大于

2.5～3.0m。 

4.0.12 雨水储存单元应设检查口或人孔。人孔、检查口应设置防止人员落入的防坠板或

防坠网。 

4.0.13 塑料模块蓄水池与提升井、排泥井等连接时应采用配套的专用连接件。 

4.0.14 与塑料模块蓄水池侧壁连接的管道，应有防止因塑料模块蓄水池与管道之间不均

匀沉降对池壁防渗包覆层破坏、渗水的措施。 

 

【条文说明】4.0.14 塑料模块蓄水池的进水口与模块侧壁的连接可采用专用的法兰等专

用配件，使管道与包裹膜可靠实现密封，不得采用胶带缠裹等方法防水。 

 

 

4.0.15 雨水储存单元的构造和进、出水管等的设置应防止进、出水流短路和避免扰动池

底沉积物。池体构造应确保池水流动通畅，池内流通直径不应小于 50mm。检查井应设置

井座。 

 

【条文说明】4.0.15雨水储存单元上的检查井井座做法可参考下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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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0.16 当雨水储存单元兼具沉淀功能时，设计沉淀区的高度不宜小于 0.5m，缓冲区的高

度不宜小于 0.3mm。 

4.0.17 雨水储存单元设置独立的水泵吸水井时，应有防止池底沉泥区水进入水泵吸水井

的措施。水泵吸水井的有效容积不应小于水泵设计流量的 20%，且不应小于 5m3。 

4.0.18 雨水储存单元应具有排除池底沉淀物的措施。当不具备设置排泥设施或排泥确有

困难时，应设搅拌冲洗管等搅拌冲洗系统，搅拌冲洗水源宜采用池水，并与自动控制系统

联动。 

4.0.19 雨水储存设施应设通气管、溢流排水等，并满足下列要求： 

1 池顶距溢流水位的距离不宜小于 200mm； 

2 溢流排水宜采用重力溢流； 

3 溢流能力应大于雨水储存设施的进水设计流量； 

4 溢流管和通气管应设防虫措施； 

5 应设溢流水位报警装置，报警信号宜引至物业管理中心； 

6 宜设置有害气体自动监测报警装置，并做好连续监测。 

4.0.20 当雨水储存设施的有效容积大于雨水回用系统最高日用水量的 3 倍时，应设能 12h

排空雨水的装置。 

【条文说明】4.0.20当储水池有效容积大于最高日用水量的 3倍时，有可能出现雨水在

水池中停留时间过长，水质恶化的情况，需要设置雨水排空装置。有条件时，可以设置储

水池水位、水质监测，合理排空。雨水排空装置排水能力按 12h设计的目的，是为在强降

雨前，能提前将储水池排空，提高雨水排水系统的调蓄能力。 

 

 



17 

 

5 处理单元 

 

5.1 弃流、预处理单元 

5.1.1 屋面雨水收集系统的弃流装置宜设于室外，靠近模块化雨水池设置。当设在室内

时，应为密闭型式。弃流雨水宜自流排出。 

5.1.2 截流的初期径流宜排入雨水管网、绿地或就地入渗。当雨水弃流排入污水管道时，

应确保污水不倒灌至弃流装置内，后续雨水不进入污水管道。 

 

【条文说明】5.1.2鉴于有些地区的排水主管部门要求，弃流雨水应排入雨水管网。 

所以雨水弃流是否可排入污水管网，还需征询当地主管部门意见。 

 

5.1.3 初期弃流装置可分为立管分散式、地埋集中式等形式。并符合下列要求： 

1. 虹吸式屋面雨水系统，宜选用立管分散式初期弃流单元，并宜采用自动控制； 

2. 重力式屋面雨水系统和地面雨水系统，宜选用地埋集中式初期弃流单元。弃流装

置可采用弃流过滤井、渗透弃流井、弃流池等形式； 

3. 地埋集中式初期弃流单元宜靠近雨水蓄水池设置，弃流装置服务的各雨水口至弃

流装置的管道长度宜相近。 

5.1.4 雨水弃流装置的材质宜采用不锈钢、HDPE、 PP 等，滤网材质应为不锈钢。 

 

【条文说明】5.1.4  雨水弃流装置如采用碳钢材质，应保证内外壁防腐处理效果，滤网

需采用不锈钢材质。 

 

5.1.5 弃流装置整体布局及部件安装位置应合理，便于操作、调试和维修。 

5.1.6 弃流装置配套使用的传感器、仪表的量程和精度、阀门、管件的耐压等级应满足

有关标准要求。 

5.1.7 自动控制弃流装置应符合下列要求： 

1. 可采用时间控制、流量控制、雨量控制等控制方式； 

2. 应具有自动切换雨水弃流管道排水或收集管道排水的功能； 

3. 应具有断电时自动切换至弃流管道排水的保护功能； 

4. 时间控制式弃流装置应具有控制和调节弃流时间间隔的功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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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流量控制式弃流装置的流量计宜设置在管径最小的管道上； 

6. 雨量控制式弃流装置的雨量计应有可靠的保护措施； 

7. 控制箱宜集中设置，并宜设置在室内。 

5.1.8 当收集地面雨水或其它水质较差的雨水时，宜设置预处理单元，并应符合下列要

求： 

1. 预处理单元宜设置在弃流装置后的雨水储水单元进水管上，也可采用带预处理功

能的弃流装置； 

2. 带预处理功能的弃流单元分为过滤式和离心分离式； 

3. 预处理单元的构造及设置位置应便于污物的清理； 

4. 预处理单元截污挂篮的过水断面应能保证在清理周期内，雨水的过流量符合设计

要求。 

 

5.2 水处理单元 

5.2.1 处理装置的选型应根据收集的雨水水质、水量，及处理水用途、安装位置等，经

技术和经济比较后确定。 

 

【条文说明】5.2.1 雨水利用受季节性影响，水处理应侧重考虑经济性，尽量选用简化工

艺，降低后期运行和维护费用。 

 

5.2.2 雨水处理后的水质标准应符合表 5.2.2 的规定： 

表 5.2.2 回用雨水 CODCr和 SS指标 

项目指标 
循环冷却系

统补水 

观赏性

水景 

娱乐性

水景 
绿化 

车辆冲

洗 

道路浇

洒 
冲厕 

CODCr（mg/L） ≤30 ≤30 ≤20 -- ≤30 -- ≤30 

SS（mg/L） ≤5 ≤10 ≤5 ≤10 ≤5 ≤10 ≤10 

 

5.2.3 处理装置的日工作时间宜为 8～10小时，不宜超过 16小时。 

5.2.4 根据雨水收集区域的类型和用途，应采用不同的处理工艺对储存雨水进行处理。

一般可采用以下方法处理：沉淀、过滤、絮凝过滤、以及无动力自洁式处理等，并符合本

规程第 3.2.5条的要求。 

5.2.5 过滤方式可采用石英砂、陶瓷滤料、碟片式、不锈钢滤网等。 

5.2.6 雨水处理装置应根据出水水质要求确定消毒方式，宜采用紫外线消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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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2.7 处理装置可设在室内地下室、埋地或成品设备间等。 

 

【条文说明】5.2.7 处理装置埋地设置虽能节省室内空间，但存在操作维修不便的问题，

需设有确保人身安全的措施。 

 

5.2.8 模块化雨水利用系统宜采用雨水一体化处理装置，雨水一体化处理装置由絮凝加

药系统、过滤器、杀菌剂加药系统、水箱、供水系统等组成，能实现自动控制，具有自动

保护功能。 

5.2.9 埋地式雨水一体化处理装置壳体材质宜采用 FRP、亚克力。如设在车行道下，可

采用碳钢材质，并经防腐处理。设在室外场地或绿化带下时，应防止室外雨水倒灌入壳体

内，并做好安全防护。 

 

5.3 供水单元 

5.3.1 供水装置应满足最高时用水量和扬程需求。 

5.3.2 供水装置应设水表计量措施。 

5.3.3 供水设备宜采用变频供水。 

 

【条文说明】5.3.3 雨水处理后的水质通常低于生活饮用水水质，为避免进入高位水箱后

水质进一步降低，建议采用变频供水方式。 

 

5.3.4 在雨水不足的情况下，供水装置应设置自动补水功能，并符合下列要求： 

1. 应设能满足雨水中断时系统用水量的自动补水系统； 

2. 补水应在雨水供水量不足时进行； 

3. 补水应由清水池水位自动控制； 

4. 当采用生活饮用水补水时，应采取防止饮用水被污染的措施，并满足现行国家标

准《建筑与小区雨水控制利用工程技术规范》GB50400 的相关规定。 

 

【条文说明】5.3.4 如采用生活饮用水以外的水源、如市政和建筑中水补水，应保证补水

水质不低于雨水处理后的水质。 

 

5.3.5 宜采用紫外线方式对回用雨水进行消毒杀菌，对有余氯要求的可采用氯消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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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3.6 埋地供水装置宜和水处理装置一体化设置，便于操作、调试和维修。 

5.3.7 雨水供水系统的取水口、给水栓、供水管道、供水附件等应设置防止误接、误用、

误饮的措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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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控制单元 

 

6.1 储存与弃流装置 

6.1.1 通过水处理控制单元自动控制雨水处理系统的运行，并由此实现对回收后雨水处

理的可靠性。应采用标准设备进行监控。 

 

【条文说明】6.1.1 模块化雨水利用系统采用自动控制和监控，可以提高运行管理水平，

及时发现和处理问题。同时，通过计量功能和通讯接口，可以进行节水基础数据的收集，

实现建筑雨水回用能耗的在线监测和动态分析。 

 

6.1.2 雨水处理回用系统宜设置以下方式控制： 

1 自动控制； 

2 远程控制； 

3 就地手动控制。 

6.1.3 储存弃流控制单元宜具有以下功能： 

1 雨水检测； 

2 阀门控制； 

3 故障信息； 

4 不间断电源模块。 

6.1.4 各运行状态应显示在控制装置上。雨水储水池与净水水箱的水位必须接受监测，

并且应当能够显示出来。 

6.1.5 当达到雨水储水池的预设最低水位时，控制补水系统将对雨水储水池进行补水。 

 

6.2 水处理装置 

6.2.1 水处理控制单元可以具有以下功能： 

1 储水池系统控制； 

2 储水池水位测量； 

3 雨水多级过滤； 

4 故障信息； 

5 阀门控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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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泵控制； 

7 净水箱水位监控。 

6.2.2 各运行状态应显示在控制装置上。雨水储水池与净水水箱的水位必须接受监测，

并且应当能够显示出来。 

6.2.3 当净水水箱的水位达到最低水位时，将控制补水系统对净水箱补水到预设的最高

水位。 

6.2.4 应当防止水泵在空载（无水）状态下运转。 

 

6.3 供水装置 

6.3.1 通过供水控制单元自动控制供水系统的运行，并由此实现供水的可靠性。应采用

标准设备进行监控。     

6.3.2 供水控制单元可以具有以下功能： 

1 供水系统控制； 

2 净水箱水位测量与监控； 

3 供水消毒处理； 

4 故障信息； 

5 泵控制； 

6 阀门控制； 

7 紫外消毒模块监控； 

8 出水压力测量与监控； 

6.3.3 各运行状态应显示在控制装置上。净水箱的水位必须接受监测与设置，并且应当

能够显示出来。 

6.3.4 应当防止水泵在空载（无水）状态下运转。 

6.3.5 应当防止紫外消毒功能长时间在非供水状态下开启。 

 

 

 

 

 

 

 



23 

 

7 安装 

 

7.1 一般规定 

7.1.1 雨水利用工程应按照批准的设计图纸进行施工。 

 

【条文说明】7.1.1雨水利用工程施工首要依据是按照经过审批的设计图纸执行。 

 

7.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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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条文说明】7.1.2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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并且施

工人员应经过相应的安装技术培训或具有施工经验。 

 

7.1.3 雨水利用工程的管道宜使用高密度聚乙烯（HDPE）管，其规格和质量必须符合现

行国家标准及设计要求。 

 

【条文说明】7.1.3雨水利用工程的管道宜使用高密度聚乙烯（HDPE）管，因为其有耐腐

蚀、内壁光滑、不易结垢、流通性好、强度和韧性好等优点。 

 

7.1.4 雨水利用工程施工中的任何修改应经过原设计单位核算和确认。 

7.1.5 雨水利用工程应按现行国家标准《建设工程项目管理规范》GB/T 50326 进行项目

管理。 

7.1.6 雨水利用工程的土方、管道工程施工，应符合现行国家标准《给水排水管道工程

施工及验收规范》GB 50268、《给水排水构筑物工程施工及验收规范》GB 50141、《建

筑给水排水及采暖工程施工质量验收规范》GB 50242 等相关标准的规定。 

 

7.2 储水模块的安装 

7.2.1 应根据项目的特点来制定相应的施工流程，宜采用如下列流程： 

1 基坑开挖； 

2 基坑地基处理； 

3 铺设土工布、土工膜和土工布（或二布一膜构造的复合土工膜）； 

4 安装储水模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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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包裹土工布、土工膜和土工布（或二布一膜构造的复合土工膜），安装管道； 

6 回填； 

7 路基处理。 

 

【条文说明】7.2.1本条阐述储水模块安装施工的一般流程。 

 

7.2.2 塑料模块蓄水池安装应符合下列要求： 

1 安装时应防止因操作不当引起的模块损坏和土工膜、土工布破损； 

2 地基处理应该根据设计载荷计算设置相应厚度的钢筋混凝土基础； 

3 储水池模块的安装必须严格按照供应商的产品施工工艺执行； 

4 除非经过设计计算允许，否则禁止施工过程中设备或车辆从池体上方驶过； 

5 储水池体在安装过程中不宜把模块材料堆置于设施构件和池体顶面之上。 

7.2.3 回填、夯实应符合下列要求： 

1 围绕池体的回填料应当均匀分布到池体的所有侧面。防止由于回填料分布不均，导

致池体某一侧承受过度压力，进而挤倒了整个池体，最终发生垮塌； 

2 回填时必须进行夯实处理； 

3 不能采用重型设备来夯实池体周围的回填料；重型设备有可能导致池体侧部产生较

大的挠变，结果造成池体储水量的损失。 

4 推荐采用不会引发振动的小型碾压机来进行夯实； 

5 回填料宜采用细土和碎沙石，回填料中不得含有尖锐的大块石头和金属等材料； 

6 塑料储水模块所需的最小覆盖深度应符合设计要求。 

7.2.4 塑料模块储水池在池体安装期间，为池体安装开挖的区域内，不得有地下水或地

表水流入，否则应采取降水措施，控制开挖区水位，直至池体上方的回填土深度达到设计

覆土深度。 

 

【条文说明】7.2.4塑料模块储水池在池体安装期间，为池体安装开挖的区域内，不得有

地下水或地表水流入，否则应采取降水措施。安装期间通常选择天气晴好的一周，可以防

止积水、污染、沉降等问题，有利于施工。 

 

7.2.5 塑料模块蓄水池包裹施工应符合如下要求： 

1 首先内层选用大于 200g/m2土工布包裹塑料模块，以防止塑料模块尖角刺穿土工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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再用厚度不小于 0.75mm的聚乙烯（PE）土工膜包第二层，最外层采用大于 400g/ m2 

的土工布包裹,搭接区域不小于 100mm并且焊接严密； 

2 也可采用 1100～1400g/m2复合土工膜包裹塑料模块，施工要求应符合现行国家行业

标准《聚乙烯(PE)土工膜防渗工程技术规范》SL/T231的规定； 

3 雨水储水模块水池四周应设置 PVC 防护板或聚苯乙烯泡沫板等材料的回填保护层，

以防止回填时划破土工膜。 

 

【条文说明】7.2.5 在水箱模块包裹实际施工时，是按照设计尺寸裁剪土工膜、土工布，

如有拼接应在干净平整的地面上进行焊接。基坑及基础面施工完成后，在基础之上依次铺

设大于 400g/ m2的土工布（外层），然后铺厚度不小于 0.75mm 的聚乙烯（PE）土工膜、

最后铺大于 200g/ m2的土工布（内层），或直接铺设裁剪好的复合土工膜，然后在其上组

装储水模块，模块单元之间应使用连接件相互连接，整体的倾斜度≦3°。组装好以后，

模块水池四周加装侧板，顶部孔洞加装盖板。最后对水池进行包裹。也可采用 1100～

1400g/m2复合土工膜包裹塑料模块，应该根据设计要求和水箱尺寸、容积选用复合土工膜

的厚度。 

雨水储水模块水池四周选用 10-15mm厚 PVC防护板或 30-60mm厚聚苯乙烯泡沫板等材

料的回填保护层，以防止回填时划破土工膜，并且可以增加水池强度和稳定性。 

 

 

7.3 管道敷设 

7.3.1 室外雨水回用埋地管道的覆土深度，应根据各地区土壤冰冻深度、车辆载荷、管

道材质及管道交叉等因素确定，管顶最小深度不得小于土壤冰冻线以下 0.15m，车行道下

的管顶覆土深度不宜小于 0.7m。 

7.3.2 雨水管道及水池进出水管、溢流管等管道支架必须设置牢固，不得发生位移。 

7.3.3 雨水管道穿入蓄水池、建筑物应采取适当的防水措施，确保水无法通过管道周围

渗出或进入建筑物。 

 

【条文说明】7.3.1～7.3.3 管道敷设应符合现行国家标准《给水排水管道工程施工及验

收规范》。雨水管道及水池进出水管、溢流管等管道支架必须设置牢固，不得发生位移；

防止与水池连接处发生渗漏。雨水管道穿入蓄水池应进行局部加强，穿入建筑物应安装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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水套管，确保水无法通过管道周围漏出或进入建筑物。 

 

7.4 雨水设备用房 

7.4.1 应设置专用构筑物，用于安装处理装置和供水装置。雨水设备用房位置应根据建

筑的总体规划，综合考虑与构筑物的关系确定，并利于雨水的收集、储存、处理和输

送。 

7.4.2 雨水设备用房、处理装置和供水装置应布置合理、紧凑，满足构筑物的施工、设

备安装、管道敷设、运行调试的要求，并应留有扩展及设备更换的余地，还应满足最大设

备的进出要求。 

7.4.3 雨水设备用房内应设给水、排水等设施；通风良好，不得结冻；应有良好的采光

和照明。 

7.4.4 雨水设备用房的设计中，对采用药剂所产生的污染危害应采取有效的防护措施。 

7.4.5 对雨水设备用房中机电设备所产生的噪音和振动应采用有效的降噪和减振措施，

其运行噪声应符合现行国家标准《民用建筑隔声设计规范》GB50118 的规定。 

 

【条文说明】7.4.5对雨水设备用房中机电设备所产生的噪音和振动应采用有效的降噪和

减振措施，如使用弹簧减震器，内墙面贴吸声材料，确保其运行噪声应符合现行国家标准

《民用建筑隔声设计规范》GB50118的规定。 

 

 

7.5 设备安装、调试 

7.5.1 弃流装置、处理装置和供水装置的安装应按照工艺要求进行。 

7.5.2 当选用成品管道式弃流装置时，应安装于室内；若储水池设于室内，弃流装置安

装立管必须设置旁通管；弃流装置的安装应考虑必需的维修空间。 

7.5.3 处理装置与供水装置的安装，应考虑维修空间：处理装置与供水装置之间的净间

距不应小于 0.5m；设备需维护的侧面需保证有 0.8m 的最小维护空间。 

 

【条文说明】7.5.3通常情况下可供安装处理装置与供水装置的设备机房（特别是地下机

房）空间都较紧凑，设备安装应留有必要的维修空间。 

 

7.5.4 处理装置和供水装置的安装，应对吸水侧管路的阻力损失进行校核。因管路太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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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差太大导致水处理设备吸程不足时，应增设潜水泵进行补偿。潜水泵在补偿压力下的流

量不得小于单元上的增压泵的额定工作流量。 

7.5.5 雨水供水管道上应采取下列防止误接、误用、误饮的措施。 

7.5.6 雨水供水管外壁应按设计规定涂色或标识； 

7.5.7 雨水供水管道上不宜设有取水口，当设有取水口时应设锁具或专门开启工具； 

7.5.8 雨水供水管路系统上的水池（箱）、阀门、水表、给水栓、取水口均应有明显的

“雨水”标识。 

7.5.9 单元间的管道连接，应按批准的设计文件和施工技术标准进行施工。 

7.5.10 系统调试应按下列程序进行： 

1 系统调试前检查所有设备、管线、仪表已经按照施工图纸及相应规范安装完成； 

2 系统各项试验、检测工作已经完成并合格，所有设备单机试验完成； 

3 在雨季或临时水源充足的情况下连续调试系统，监测管道流量、水池水位、水泵、

阀门、处理单元等的运行情况并记录数据； 

4 调试最终使出水流量、水质达到设计使用要求为合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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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 验收 

 

8.0.1 验收应包括下列内容： 

1 雨水设备用房的平面布置； 

2 雨水储存设施； 

3 雨水处理系统； 

4 雨水供水系统； 

5 相关附属设置。 

8.0.2 验收时应逐段检查雨水供水系统上的水池（箱）、水表、阀门、给水栓、取水口

等，落实防止误接、误用、误饮的措施。 

8.0.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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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处理装置、供水装置压力试验记录； 

5 工程质量事故处理记录； 

6 工程质量验收评定记录； 

7 设备调试运行记录； 

8 厂家应提供验收方法文件。 

8.0.4 雨水利用工程的验收，应符合设计要求和国家现行标准的有关规定。 

8.0.5 验收合格后应将有关设计、施工及验收的文件立卷归档。 

8.0.6 雨水储水池应做满水试验。 

 

【条文说明】8.0.6雨水储水池应做满水试验 24 小时，做到不渗不漏。 

 

8.0.7 雨水利用工程竣工验收前应进行机电设备、控制设备等设备调试，以确保设备安

全正常运行。 

 

【条文说明】8.0.7雨水利用工程竣工验收前应进行机电设备、控制设备等设备调试，确

认设备安全正常运行并出具调试报告。 

 

8.0.8 通过竣工验收的雨水利用工程在交付运行管理单位时，系统供应商应提供工程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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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说明文件。 

 

【条文说明】8.0.8 雨水利用工程竣工交付时，系统供应商应提供完整的系统使用说明、

维护保养手册等资料，确保系统安全、正常运行。 

 

8.0.9 工程竣工验收后，建设单位应将有关文件和技术资料归档。 

8.0.10 控制系统安装，应符合下列要求： 

1 设备铭牌、型号、规格，应与被控制线路或设计相符； 

2 外壳、外观应无损伤或变形； 

3 水表、电磁阀、液位计应无裂纹或伤痕； 

4 附件应齐全、完好。 

8.0.11 电磁阀和液位计安装的固定应牢固、平稳。 

8.0.12 控制系统的外部接线，应符合下列要求： 

1 接线应按接线端头标志进行。 

2 接线应排列整齐、清晰、美观、导线绝缘应良好、无损伤。 

3 电器的接线应采用铜质或有电镀金属防锈层的螺栓和螺钉，连接时应拧紧，且应有防

松装置。 

8.0.13 控制柜（屏）的安装，应符合现行国家标准《电气装置安装工程盘、柜及二次回

路结线施工及验收规范》GB 50171 的有关规定。 

8.0.14 控制柜（屏）与基础连接，宜采用螺栓固定。组合式柜间的连接，应采用螺栓连

接。 

8.0.15 控制柜（屏）就位后，柜内外的污垢应清除干净。 

8.0.16 控制系统的试验，应符合现行国家标准《电气装置安装工程电气设备交接试验标

准》GB 50150 的有关规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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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 维护与保养 

 

9.0.1 模块化雨水利用系统的维护管理应建立相应的管理制度。负责系统运行、维护、

保养的管理人员应经过专门培训后上岗。 

 

【条文说明】9.0.1模块化雨水利用系统应按照“谁建设，谁管理”的原则进行运营管理，

小区物业应对负责系统管理、维护的管理人员进行相应的定期技术培训。 

 

9.0.2 应定期对模块化雨水利用系统进行清洁和保养，并在雨季定期加强对系统各部分

的运行状态进行观测、检查。 

 

【条文说明】9.0.2模块化雨水利用系统除进行定期的系统维护外，在雨季还应加强对系

统的巡检，确保雨季系统运行可靠。 

 

9.0.3 防回用雨水误接、误用、误饮的措施应保持明显和完整。 

9.0.4 应定期对汇水屋面（地面）进行检查，防止因汇水屋面（地面）堆积的废弃物对

雨水造成污染。 

9.0.5 严禁向雨水收集口排放污染物。 

 

【条文说明】9.0.5向雨水收集口倾倒生活污废水、污物会严重破坏模块化雨水利用系统

的正常运行，物业管理中应严格禁止。 

 

9.0.6 雨水收集、输送、储存、处理与供水设施内应进行定期清扫或清淤。系统的维护

管理宜按表 9.0.6 进行检查。 

表 9.0.6雨水收集回用系统维护管理 

设施名称 检查时间间隔 检查/维护重点 

汇水屋面（地面） 

屋面雨季时 1个月，非雨季

时 3个月；地面雨季时 1周，

非雨季时 1个月 

屋顶堆积杂物清理排除，地

面杂物清理排除 

集水设施 1个月或降雨间隔超过 10日 污/杂物清理排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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之单场降雨过后 

输水设施 1个月 污/杂物清理排除、渗漏检查 

弃流装置、处理设

备、供水设备 

3个月或降雨间隔超过 10日

之单场降雨过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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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雨水口和集水沟等； 

2．安全设施指确保人身安全、系统安全的设施。 

 

【条文说明】9.0.6表 9.0.6 对模块化雨水利用系统的日常运营管理提出了具体要求，管

理单位可根据自身系统的特点，参照表中的款项细化。 

 

9.0.7 应在汛前集中进行设施设备的全面检查与维护保养，汛中进行设施设备的日常检

查与维护保养，汛后进行设施的清淤和设备的维护保养。 

9.0.8 做好相关设备的运行、维护记录，处理后雨水水质应进行定期检测。 

9.0.9 雨水蓄水单元的清淤冲洗模式应结合雨水储水池的池型设计、节能、操作便捷等

因素确定。当采用人工冲洗清淤时，应确保通风透气，进行有毒有害气体实时监测，下池

操作人员应配备气体检测仪、防护装置；当采用水力设备清淤冲洗时，冲洗频率宜依据使

用频率而定。采用机械冲洗时，应采用操作便捷、故障率低、冲洗效果好、抗腐蚀的设备。 

 

【条文说明】9.0.9条文强调雨水蓄水池进行人工冲洗清淤时，必须采取有效的通风措施，

并进行有毒有害气体实时监测。当需要人员下池操作时，配备气体检测仪、防护装置。以

确保人身安全。 

 

9.0.10 雨水蓄水单元的进水口、溢流口因冲刷造成水土流失时，应及时设置碎石缓冲或

采取其他防冲刷措施。进水口、溢流口堵塞或淤积导致过水不畅时，应及时清理垃圾与沉

积物。 

9.0.11 沉淀池沉积物淤积超过设计清淤高度时，应及时进行清淤； 

9.0.12 应定期检查泵、阀门等相关设备，保证其能正常工作； 

9.0.13 雨水蓄水单元的排空应当错峰排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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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录 A 全国各大城市雨水储存设施的集蓄能力与集蓄效率 

 

表 A-1 绿化用水占比=100%时，全国各大城市雨水储存设施的集蓄能力与集蓄效率 

序

号 

集蓄效率 EA 

 

城市 

集蓄能力 hs（mm） 

5 10 20 30 40 50 60 70 80 90 100 

1 海口 10.41  18.87  32.26  42.71  51.20  57.88  63.17  67.29  70.73  73.76  76.39  

2 广州 10.47  19.34  34.01  45.71  55.13  62.91  69.15  74.48  78.95  82.58  85.64  

3 南昌 13.65  24.84  42.38  54.91  64.27  71.46  77.22  81.65  85.10  87.90  90.04  

4 福州 14.53  26.02  43.32  55.30  64.34  71.70  77.69  82.02  85.44  88.15  90.24  

5 南宁 15.12  26.84  44.80  57.71  66.62  72.94  77.91          

6 武汉 16.28  28.88  47.12  59.45  68.40  74.60  79.15          

7 长沙 16.44  29.56  49.59  63.75  73.23  80.17  85.22          

8 杭州 17.20  30.50  50.17  62.96  71.55  77.85  82.49          

9 南京 18.31  31.97  51.53  64.20  72.71  78.81  83.01          

10 济南 18.89  32.21  51.70  65.06  74.49  81.44  86.33          

11 沙坪坝 19.76  34.09  53.35  65.91  74.87  81.35  85.70          

12 贵阳 18.92  32.63  53.00  67.23  76.93  83.85  88.72          

13 上海 19.15  33.41  53.80  66.77  75.13  80.73  84.68          

14 昆明 19.22  33.28  54.40  68.43  78.28  85.05  89.85          

15 合肥 19.66  34.37  55.62  69.68  78.98  85.31  89.72          

16 郑州 21.08  35.65  55.41  68.05  76.71  82.93  87.03          

17 天津 22.97  38.61  60.11  73.34  81.21  86.94  91.30          

18 石家庄 23.64  39.60  59.96  73.26  81.98  87.03  89.99          

19 沈阳 25.13  41.98  62.60  74.52  81.97  86.93  90.51          

20 北京 25.35  42.25  64.59  78.00  86.29  91.41  94.61          

21 长春 26.50  43.31  64.47  77.37  85.57  90.35  93.49          

22 太原 27.33  44.38  66.66  80.03  97.93  93.10  96.06          

23 西安 28.27  46.71  68.66  80.52  87.43  92.07  94.86          

24 哈尔滨 29.71  48.64  72.07  84.59  91.26  94.52  96.18          

25 拉萨 29.59  49.60  74.48  86.29  93.52  96.92  98.46          

26 呼和浩特 32.48  51.92  74.64  87.43  94.13  97.35  98.36          

27 银川 42.63  64.43  83.83  90.35  93.46  95.53  96.69          

28 西宁 41.77  65.65  86.85  94.39  97.70  99.21  99.69          

29 乌鲁木齐 45.74  68.49  87.68  94.84  98.38  99.42  99.80          

 

表 A-1 绿化用水占比=50%时，全国各大城市雨水储存设施的集蓄能力与集蓄效率 

序

号 

集蓄效率 EA 

 

城市 

集蓄能力 hs（mm） 

5 10 20 30 40 50 60 70 80 90 100 

1 海口 13.62  24.56  41.54  54.18  62.92  69.27  74.21  78.10  80.99  83.55  85.89  

2 广州 14.24  26.29  45.73  60.38  71.15  79.38  85.34  89.47  92.63  94.92  96.63  

3 南昌 17.72  32.07  52.95  66.80  76.59  83.64  88.24  91.34  93.55  95.13  96.33  

4 福州 18.87  33.64  54.75  68.35  78.09  84.66  88.89  91.79  93.86  95.28  96.22  

5 南宁 19.24  33.93  55.59  69.08  77.84  84.09  88.13          

6 武汉 20.25  35.56  56.22  69.10  77.44  82.74  86.50          

7 长沙 21.23  37.79  61.71  75.74  84.22  90.22  94.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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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 杭州 22.10  38.95  61.78  74.81  82.89  88.16  91.57          

9 南京 22.60  39.10  60.80  73.22  81.11  86.03  89.80          

10 济南 22.97  38.63  60.91  74.30  83.35  88.93  92.65          

11 沙坪坝 24.51  41.77  63.16  76.24  84.32  89.14  91.75          

12 贵阳 23.35  40.07  63.48  78.24  87.01  92.11  94.98          

13 上海 23.92  41.24  64.09  76.51  83.73  88.38  91.46          

14 昆明 24.19  41.73  66.17  80.71  89.09  93.92  96.96          

15 合肥 24.41  42.19  65.79  79.59  87.43  92.09  94.97          

16 郑州 25.63  42.70  64.23  76.74  85.28  90.08  93.60          

17 天津 27.20  45.21  68.67  80.78  87.85  93.07  96.34          

18 石家庄 28.28  46.49  68.37  80.97  88.16  91.73  93.71          

19 沈阳 29.85  49.08  70.81  82.02  88.65  92.57  95.50          

20 北京 30.02  49.38  73.08  85.73  92.37  96.01  97.77          

21 长春 31.76  51.27  73.71  86.14  91.76  85.43  97.48          

22 太原 32.35  51.71  75.90  88.06  94.59  97.14  98.16          

23 西安 34.09  54.96  77.81  89.16  94.61  96.75  98.57          

24 哈尔滨 35.56  57.28  81.16  91.49  95.63  97.44  98.61          

25 拉萨 37.97  63.00  88.43  97.23  99.32  99.77  100.00          

26 呼和浩特 38.07  59.73  83.33  94.07  97.67  98.75  99.44          

27 银川 48.54  71.33  87.60  93.08  96.13  97.32  98.09          

28 西宁 49.54  74.81  92.59  97.97  99.59  99.94           

29 乌鲁木齐 51.78  75.16  92.25  98.07  99.68  99.98           

 

表 A-3 非绿化用水占比=100%时，全国各大城市雨水储存设施的集蓄能力与集蓄效率 

序

号 

集蓄效率

EA 

城市 

集蓄能力 hs（mm） 

5 10 20 30 40 50 60 70 80 90 100 

1 海口 16.75  29.83  49.35  62.06  70.24  76.11  80.35  83.63  86.37  88.41  90.02  

2 广州 17.97  32.86  55.67  71.15  81.35  88.14  92.48  95.36  97.21  98.12  98.58  

3 南昌 21.67  38.73  61.22  75.30  84.37  89.72  92.96  94.97  96.37  97.47  98.07  

4 福州 23.09  40.54  63.62  77.45  85.70  90.49  93.47  95.36  96.48  97.44  98.26  

5 南宁 23.20  40.48  63.84  76.97  85.09  90.06  93.29          

6 武汉 24.07  41.50  63.27  75.65  83.00  87.50  90.89          

7 长沙 25.88  45.32  70.32  83.04  90.38  94.97  97.32          

8 杭州 26.84  46.60  70.09  82.32  89.11  93.01  95.15          

9 南京 26.73  45.34  67.47  79.43  86.14  90.51  93.26          

10 济南 26.87  44.47  67.73  80.92  88.61  93.07  95.85          

11 沙坪坝 29.06  48.26  70.60  82.35  88.87  91.89  93.91          

12 贵阳 27.60  46.82  71.61  85.05  92.02  95.32  97.27          

13 上海 28.45  48.23  71.29  82.36  88.65  92.30  94.73          

14 昆明 28.96  49.33  74.91  87.78  94.11  97.38  98.90          

15 合肥 28.96  49.22  73.26  85.36  91.61  95.19  97.18          

16 郑州 29.91  48.96  70.71  83.15  90.29  94.65  97.21          

17 天津 31.23  51.26  74.46  86.41 92.45  96.26  98.19          

18 石家庄 32.66  52.14  74.39  86.30  91.48  93.99  95.44          

19 沈阳 34.30  55.16  76.92  86.77  92.36  95.88  97.59          

20 北京 34.39  55.55  79.17  90.60  95.99  97.99  98.96          

21 长春 36.68  57.97  80.38  90.33  95.12  97.44  98.6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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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 太原 37.06  58.35  82.61  92.68  96.89  98.20  98.92          

23 西安 39.51  61.80  84.68  93.69  96.64  98.80  99.67          

24 哈尔滨 40.98  64.45  86.83  94.55  97.57  98.81  99.22          

25 拉萨 45.93  74.03  96.24  99.50  
 

          

26 呼和浩特 43.25  66.16  89.26  96.73  98.68  99.52  100.00          

27 银川 53.58  76.75  90.41  95.20  97.08  98.14  99.07          

28 西宁 56.57  81.69  95.62  99.42  99.94            

29 乌鲁木齐 57.30  80.35  95.61  99.45  99.98            

注：1. 绿化用水是指当出现 24hr 降雨量≥5mm 的天气时，不需要使用回用雨水的绿化浇灌、道路浇洒等用途用水； 

2.绿化用水占比是指绿化用水占总回用雨水量的百分数； 

3. 弃流量按 3mm 计。 

 

 

【条文说明】附录 A 全国各大城市雨水储存设施的集蓄能力与集蓄效率计算表格是结合效益评价法和

3d用完法提出的一种基于逐日降雨量的雨水存储设施积蓄效率的计算方法，该方法的数据源自中国气

象局气象数据中心中国气象数据网（http://data.cma.cn）的公开数据，经整理、计算而得，可保证

计算精度，降低所需降雨资料获取的困难程度，同时新增处理后雨水用途这一影响因素。计算过程如

下图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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收集计算城市的历年逐日 24h 降雨量统计值 

确定建筑屋面面积 F、初期弃流量𝛿、径流系数 Ѱ、雨水存

储设施一次蓄满的泄空时间 T 和雨水集蓄能力hs等参数 

确定处理后雨水用于绿化浇灌（用水事件与是否降雨有关）的比例 

输入第 t 年中第 i 日降雨量ℎi，计算第 i 日从汇

水面收集到的雨水水量 

Vai = (ℎi − 𝛿) × 𝐹 × 𝜓 

确定第 i 日结束时储存在储蓄池中的水量 

当 ℎi ≤ 临界降雨量 ℎg时，Wi+1 = Vai + Wi −
V

T/24
； 

当 ℎi > 临界降雨量ℎg时，Wi+1 = Vai + Wi −
V

T/24
× 𝑃 

判断Wi+1与V大小关系确定溢流情况 

当 Wi+1 < 0 时，VFi = 0，Wi+1 = 0； 

当 Wi+1 > 𝑉时，VFi = V，Wi+1 = Wi+1 − V； 

当 0 ≤ Wi+1 ≤ V 时，VFi = 0，Wi+1 = Wi+1 

计算累计溢流量及累计收集雨水量 

∑ VF = ∑ VF + VFi； 

∑ Va = ∑ Va + Vai； 

得到第 t 年的集蓄效率 

EAt =
∑ 𝑉𝑎 − ∑ V𝐹

∑ 𝑉𝑎

× 100% 

取平均得到最终的集蓄效率 

EA =
1

20
∑ EAt

20

t=1

 

 

 

 

 

 

循环计算一年 

循环计算历史降

雨数据（20 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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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规程用词说明 

 

 

1为便于在执行本规程条文时区别对待，对要求严格程度不同的用词说明如下： 

1）表示很严格，非这样做不可的： 

正面词采用“必须”，反面词采用“严禁”； 

2）表示严格，在正常情况下均应这样做的； 

正面词采用“应”，反面词采用“不应”或“不得”； 

3）表示允许稍有选择，在条件许可时首先应这样做的： 

正面词采用“宜”，反面词采用“不宜”； 

4）表示有选择，在一定条件下可以这样做的，采用“可”。 

2  条文中指明应按其他有关标准执行的写法为：“应符合……的规定”或“应按……

执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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