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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雨水被认为是一种轻度污染的水源，雨水利用可有效缓解城市水资源短缺的形势。高校校园人口

多，绿化面积大，用水量大，存在较大的节水空间，很多高校已经开始雨水回收利用。论文在充分了解国

内外雨水利用技术的基础上，总结了校园雨水各种收集方法、处理技术、回收利用的特点及机理。提出系

统性、综合性、多样化地收集利用雨水，将雨水纳入到校园水环境系统中去，统筹协调地综合管理校园水

环境，为其它校园雨水利用设计提供借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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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我国人均水资源日益短缺的情况下，怎样节水和水资源的回收利用，已越来越受到国

内研究者的关注。除了污水回用，还有另一种重要的水资源，那就是雨水资源，我国年平均

降雨总量达5万亿m3，雨水作为自然界水循环的阶段性产物，其水质优良，是城市中十分宝

贵的水资源。高校人口多，用水量大，据统计，至2009年底，全国共有普通高等学校和成人

学校2706所, 在校学生及教职工总数超过3259万[1]。同时校园面积广阔, 不仅绿化面积较大，

而且很多校园具有景观湖，存在较大的节水空间。因此，开展高校雨水利用在一定程度上可

缓解城市水资源的供需矛盾，体现国家对资源可持续发展的战略要求，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

和实用价值。本文在结合多个高校校园雨水利用建设方案的基础上，总结了高校校园雨水收

集方法、处理技术、回收利用的特点及机理，为其它校园雨水利用设计提供借鉴。 

 

1.雨水收集 

1.1 雨水传统收集 

（1）屋面雨水收集 

屋面雨水径流量大、虽然初期径流污染较严重，但经初期弃流后水质良好，CODCr值均

小于 50mg/L[2]，只需简单处理即可满足城市生活杂用水和景观环境用水的水质标准。宿舍

楼区、教学区、办公区等建筑屋面雨水在经过初期弃流装置将初期径流排出后可采用沉淀、

过滤进行处理，工艺简便、成本较低、易操作且处理效果较好。如果校园采用雨污分流的排



水体系，可增大雨水集水井的体积，建造地下雨水贮水池，贮水池兼具贮藏、调节、沉淀的

作用。同时增加提升泵站将收集处理后的雨水用于楼宇前绿地浇灌和道路喷洒。 

屋顶雨水除了通过雨水管道直接收集利用外，还可以建立屋顶绿化系统，通过绿化系统

净化雨水，用于建筑内冲厕、建筑周围绿地浇灌等杂用。屋顶绿化就是在建筑屋顶上覆土种

植植物，形成屋顶庭院。充分开发屋顶空间，实现屋顶绿化，建设花园式屋顶不仅有利于美

化校园景观，更有利于减少初期雨水径流所造成的污染，同时可以一定程度上减少雨水构筑

物设施，如初期弃流装置、雨水处理系统等设施，更有利于实现屋面雨水的综合利用。但屋

顶花园式雨水利用工程需要综合考虑屋顶承重能力及屋顶防水性等因素，因此建议在今后的

建筑工程规划设计时要加强屋顶结构尤其是其承重和防水能力的设计[3]。 

（2）道路雨水收集 

高校校园道路雨水相对于城市道路雨水中的污染物、油渍等物质较少，处理工艺流程较

为简单。降雨后的地面水流集中向道路两边的雨水口汇集，汇集的雨水经过过滤拦截道路上

的树叶、烟头、悬浮固体等杂物，通过道路两侧的雨水管线流入到雨水贮水池。雨水贮水池

宜建在地势较低的地方，便于雨水收集。贮水池中的雨水经过混凝、沉淀、过滤等处理工艺，

通过泵站提升后便可回用。但是道路雨水同屋面雨水一样，初期汇集的雨水水质较差，为了

收集到较好水质的径流雨水，应该去除初期的雨水汇流。 

1.2 雨水生态收集 

（1）复合生态景观水系 

高校校园经常有些小河流或者景观湖，这种生态景观水系是复合的、多功能的，其主要

用途为：景观水系的基本作用，为校园增添自然人文氛围；水系作为直接收集雨水的径流面，

可以收纳直落的雨水；如遇暴雨洪峰，水系可以起到排洪、泄洪作用；与以往的雨水储存罐

不同，景观水系在收集雨水的同时，如果周边绿地需要灌溉或道路需要清洗时，可以直接抽

取景观水，方便就近使用[4]。 

（2）植被浅沟 

植被浅沟是指在地表沟渠中种有植被的一种工程性措施，一般通过重力流收集处理径流

雨水。当雨水流经浅沟时，在沉淀、过滤、渗透、吸收及生物降解等共同作用下，径流中的

污染物被去除，达到雨水径流的收集利用和径流污染控制的目的。因此，它适用于校园道路

的两侧、不透水地面的周边、大面积绿地内等，可以同雨水管网联合运行，也可代替雨水管

网，在完成输送排放功能的同时满足雨水的收集及净化处理的要求[5]。也可沿景观湖设置植

被浅沟，生长茂盛植物的浅沟渠净化功能较强，雨水首先在绿地内通过植被浅沟净化，然后

再汇入雨水口，起到保障入湖水质的作用。 

（3）下凹式绿地 



下凹式绿地具有很好的渗透性，不仅能增加降雨的下渗量，而且能使不透水汇水区的产

流量流入下凹式绿地。因此，在生态校园的建设中，不仅可以在广场中设置下凹式绿地、也

可在校园的各处绿地之中，设置一些具有复合功能的下凹式绿地，这些下凹式绿地具有多重

功能，主要包括：收集雨水下渗，补充地下水源；过滤渗入地下的雨水，起到净化作用；当

地下入渗达到饱和后，下凹式绿地可以储存５ｃｍ深度的雨水，起到调蓄洪峰的作用。 

（4）透水路面和植草砖 

长期城市化发展的过程中，大规模的路面硬化和新建筑造成不透水面积大大增加，使得

雨水不能顺利地回归自然。校园同样如此，必须减少大规模的硬化路面及大面积的硬化广场。

而透水路面就能够滞洪蓄雨、涵养甘霖、透水透气、降尘减噪，增加校园环境的舒适度，平

衡校园的生态系统。因此，校园尽量减少不透水地面面积来增加地面渗透量，主要广场和非

主要交通干道均采用透水混凝土和植草砖铺装，允许径流通过渗透铺装下渗至土壤，有效补

充地下水。 

 

2.雨水处理技术 

根据雨水的水质污染不同和用途不同，雨水的处理技术也有所不同。一般情况下，收集

到的雨水需要经过处理后才能使用。雨水处理可分为常规处理和非常规处理。常规处理主要

指自然净化和简单的物理净化工艺，如混凝、沉淀、过滤等，些处理工艺简便、成本较低、

易操作且处理效果较好；非常规处理是指一些处理效果明显但处理费用较高的工艺，如膜过

滤、活性炭等技术。 

目前常用的处理流程如下 

流程 1：集水→沉砂→粗滤→精滤→水泵提升→回用 

流程 2：集水→沉砂→粗滤→精滤→消毒→水泵提升→回用 

流程 3：集水→沉砂→粗滤→混凝→沉淀→过滤→消毒→水泵提升→回用 

处理流程 1，适用于水质较好的集水场所，这时的处理装置考虑沉砂槽、滤网、过滤器，

水泵等设备。处理流程 2，集水条件同前面流程 1，适用于要求较高水质的环境用水。处理

流程 3，适用于水质较差，同时回用要求较高水质的雨水收集场所。 

 

3.雨水利用 

3.1雨水直接利用 

雨水收集处理后直接得到使用就是雨水利用的直接过程。屋面雨水主要由雨落管收集，



路面雨水和绿地雨水则主要由雨水口收集。收集到的雨水首先经过格栅去除较大的杂质，之

后进入混凝、沉淀、过滤等处理系统。处理后的雨水主要用于冲厕、道路和绿地浇洒以及景

观补水等，雨水的直接利用可有效缓解区域的供水压力和排洪压力。 

3.2雨水间接利用 

所谓雨水的间接利用是指将雨水渗透回灌，以补充地下水的过程。通过雨水的渗蓄，可

以有效降低径流量，使雨水产流汇流滞后，消减洪峰峰值。一些发达国家的雨水设计系统，

己经把雨水的渗蓄作为雨水系统设计的重要考虑因素。在土地空间允许，且土壤渗透性能较

好的情况下，可利用洼地、水池或池塘集蓄雨水，进行地面蓄水入渗；当地表的土壤入渗性

能难以满足要求时，可在地下建设增深设备，主要包括渗透井、渗透管（渠）、透水砖、草

坪砖、雨水花园、下凹式绿地等典型设施。 

3.3雨水综合利用 

雨水的综合利用是指直接利用和间接利用的有机组合。随着雨水利用技术的不断发展，

雨水的综合利用已成为通过利用各种技术措施来实现区域雨水资源多种功能的一种利用形

式。这种利用包括雨水的收集回用、渗透补充地下水以及城市防洪排涝，同时融入生态水景、

屋顶绿化等多种技术。尤其在高校校园，大量的教学楼、办公楼、宿舍楼，以及错综的道路，

能够收集较多的屋面雨水和道路雨水，收集处理后可用于冲厕、道路和绿地浇洒。同时校园

绿化面积较大，在绿地中增加下凹式绿地，可有效补充地下水源。而且一般高校校园中具有

生态复合景观，景观水系不仅可收集储存雨水，而且周边绿地需要灌溉或道路需要清洗时，

可以直接抽取景观水，方便就近使用。景观水的水质可以通过增设在水系旁边的植被浅沟来

净化。由此说明高校校园可通过各种技术有机的结合，能够充分、高效地利用雨水资源。 

 

4.结语 

高校作为城市的一个特殊系统，校园环境的建设对于整个城市的生态建设有着不可忽视

的作用。雨水资源是一种可有效利用的第二水源，如何因地制宜地规划和设计出适合当地的

雨水收集利用方案，能够系统性、综合性、多样化地收集利用雨水，将雨水纳入到校园水环

境系统中去，统筹协调地综合管理校园水环境，是当前研究的重点。本文在充分了解国内外

雨水利用技术的基础上，对雨水的收集、处理、利用等方面进行初步探讨和研究，为其它校

园雨水利用设计提供借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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