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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

前 言

本文件按照GB/T 1.1—2020《标准化工作导则 第1部分：标准化文件的结构和起草规则》的规定

起草。

本文件由全国节水标准化技术委员会（SAC/TC 442）提出并归口。

本文件起草单位：中国标准化研究院、水利部节约用水促进中心等。

本文件主要起草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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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用机场节水管理规范

1 范围

本文件规定了民用机场节水管理的水源、设计要求、设备设施要求和管理要求。

本文件适用于民用机场的节水管理，其他类型机场可参照执行。

2 规范性引用文件

下列文件中的内容通过文中的规范性引用而构成本文件必不可少的条款。其中，注日期的引用文件，

仅该日期对应的版本适用于本文件；不注日期的引用文件，其最新版本（包括所有的修改单）适用于本

文件。

GB/T 12452 水平衡测试通则

GB/T 21534 节约用水 术语

GB/T 24789 用水单位水计量器具配备和管理通则

MH/T 5033 绿色航站楼标准

3 术语和定义

GB/T 21534和MH/T 5033-2017界定的以及下列术语和定义适用于本文件。

4 水源

4.1 应制定水资源利用方案，统筹利用各种水资源，减少自来水用水量和雨污水排放量。

4.2 景观绿化、便器冲洗、道路冲洗、地库冲洗等用水应优先使用非常规水源。

4.3 直饮水尾水、锅炉冷凝水和空调冷凝水宜回收利用。

5 设计要求

5.1 新建和改扩建民用机场应编制节水方案，节水设施应与主体工程同时设计、同时施工、同时投入

运行。

5.2 民用机场初步设计阶段节水方案应包含以下内容：

a) 主要用水水源、水量、供应渠道及主要用途；

b) 主要用水环节及用水过程分析；

c) 用水计量器具配备情况；

d) 节水设施工程布置图；

e) 主要专用设备、生活用水器具等节水措施；

f) 生活用水器具配备及节水措施；

g) 排水方案及废水回用的技术方案。

6 设备设施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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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1 节水型生活用水器具配备率应达到 100%，鼓励采用水效等级为 1级的生活用水器具。

6.2 供水系统应充分利用市政压力，加压系统应选用节能高效的设备。

6.3 合理采取减压限流的节水措施，用水点处水压大于 0.2MPa 的配水支管应设置减压设施。

6.4 航空餐食加工、航站楼内餐饮及其他配套餐饮服务单位采用节水型洗菜、洗碗设备，人工洗涤食

物和餐具应采用节水模式。

6.5 公共浴室应采用带恒温控制和温度显示的冷热水混合淋浴器。

6.6 航站楼应设置完善的污水收集、处理设施，排入污水管网的污水水质应符合国家规定的排放标准。

6.7 空调冷却水系统采用节水设备或技术，循环冷却水系统采取设置水处理措施、加大集水盘、设置

水平衡管或水平衡水箱等方式，避免冷却水泵停泵时冷却水溢出。

6.8 中央空调冷却水应循环利用，循环利用率不低于 98%。

6.9 绿地灌溉应采用喷灌、微灌等节水灌溉方式，浇洒方式应符合 GB 50555 的要求。

6.10 宜设置土壤湿度传感器、雨天自动关闭装置等节水控制装置。

6.11 宜采取雨水集蓄利用措施，按照 GB 50400 设置雨水控制及利用系统。

6.12 道路或地库冲洗时，应采用节水型冲洗设备。

7 管理要求

7.1 应通过对航站楼运行数据进行跟踪分析，持续开展水资源高效利用等方面的优化改进。

7.2 应建立健全节约用水管理制度，实行节约用水管理岗位责任制，配备管理人员。

7.3 应按照 GB/T 24789 的要求配备水计量器具，对不同用途及不同付费或者管理单元设置用水计量器

具，并保证正常运行。应有完备的给水、排水管网图和水计量器具配备网络图表。

7.4 应严格执行年度用水计划，用水原始记录和统计台账应完整规范。

7.5 应加强用水设施的巡检和维护，杜绝跑冒滴漏，按照 GB/T 12452 要求至少每 5 年开展一次水平衡

测试。

7.6 应在卫生间、客房、餐饮服务区等主要用水场所显著位置张贴节水标识。

7.7 应定期对工作人员进行节约用水培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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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家标准《民用机场节水管理规范》
征求意见稿
编制说明

一、工作简况，包括任务来源、制定背景、起草过程等

（一）编写目的及任务来源

水是人类生存和发展不可替代的资源，是社会经济可持续发

展的基础。水资源短缺、水污染严重、水环境恶化已经成为制约

我国经济社会发展的瓶颈。近年来，为深入贯彻落实“节水优先、

空间均衡、系统治理、两手发力”新时期治水思路，我国先后印

发一系列政策文件，提出加强节水管理，健全节水标准体系，加

快农业、工业、城镇以及非常规水利用等各方面节水标准制修订

工作，推动服务业标准化。同时，强调在交通方面，提升交通基

础设施绿色发展水平，积极打造绿色公路、绿色铁路、绿色航道、

绿色港口、绿色空港。

近年来，国家大力发展道路交通建设，为人们出行提供了极

大便利，交通运输对任何地区的经济发展都起着重要的作用，特

别是航空运输，在现代社会更是起着独特而重要的作用。机场是

国家运输系统中的重要结合点，也是机场所在地经济发展的重要

基础条件，是该地区通向国内重要经济中心和通向国际的门户和

窗口，民用机场的用途涵盖工业、农业、航空科研和探险活动、

飞行训练、公务航空、私人航空、民业航空等，与日常生产生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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息息相关。

截至 2020 年年底，全国颁证民用航空机场 241 个，民用机

场客流量大、人流高度聚集，用水需求大，节水管理较为粗放。

同时一般都远离城镇，不管是采用自备水源还是市政水源，用水

成本都较高，水资源更为宝贵。因此，加强其节水管理势在必行。

相对于民用机场的设计、服务管理、节地与室外环境、节能

与能效提升等方面，其节水管理、用水效率提升等方面的规范标

准在国内尚属空白。因此，开展民用机场节水管理规范国家标准

制定工作，一方面可以将指导民用机场规范节水管理，约束用水

行为，提高用水效率，减少不必要的浪费；另一方面可以通过将

节水管理引入社会接触广泛、用水状况复杂的，对于树立科学用

水观念，增强全民节水意识具有重要意义；同时，也可以为水行

政主管部门推动节水型载体创建提供技术支撑。

本标准由全国节水标准化技术委员会（TC 442）提出并归口，

由中国标准化研究院负责组织起草。

标准立项信息如下：

项目编号：20230821-T-469

项目名称：民用机场节水管理规范

制、修订：制定

国际标准采用情况：无

上报单位：全国节水标准化技术委员会（TC 442）



— 3 —

起草单位：中国标准化研究院等。

（二）标准研制过程

1.标准起草阶段

2023 年 12 月，为确保标准制定工作按进度、高质量完成，

中国标准化研究院成立《民用机场节水管理规范》国家标准制定

起草组，起草组研究制定《民用机场节水管理规范国家标准制定

工作方案》，围绕机场水源、设计要求、设备设施要求和管理要

求等内容，开展标准制定工作。

起草组设计民用机场用水节水情况调研问卷表，通过问卷收

集、电话调研等方式，面向华北、华东、华南、东北、西北、西

南等地区，大型、中型、中小型等类型民用机场，收集用水数据

和节水管理现状，支撑标准编制工作。召开标准研讨会，完善标

准文本，形成征求意见稿及编制说明。

2.标准征求意见阶段

根据《国家标准管理办法》相关要求，起草组拟在 2024 年

8 月-9 月，通过全国标准信息公共服务平台等渠道向社会公开征

求意见。

（三）主要起草人员及其所作的工作

标准主要起草人：略。

二、国家标准编制原则、主要内容及其确定依据，修订国家标

准时，还包括修订前后技术内容的对比



— 4 —

（一）国家标准编制依据与原则

依据：主要依据民用机场用水节水现状及相关标准规范要

求。如：GB 50555-2010《民用建筑节水设计标准》、MHT 5112-2016

《民用机场航站楼能效评价指南》、MHT 5113-2016 《民用机场

能源资源计量器具配备规范》等。

原则：本文件按照 GB/T 1.1-2020《标准化工作导则 第 1

部分：标准化文件的结构和起草规则》的规定起草。本标准应具

有科学性、先进性、系统性和可行性，同时标准要具有普适性、

操作性、规范性。

（二）主要内容说明

1.范围

本文件规定了民用机场节水管理的水源、设计要求、设备设

施要求和管理要求。

本文件适用于民用机场的节水管理，其他类型机场可参照执

行。

2.规范性引用文件

主要从两个层面考虑，一个层面是符合国家现有相关规章制

度的要求，充分利用现有国家标准的基础；另一个层面是充分结

合新形势、新目标和新理念下对于民用机场绿色化（含节水）建

设运行提出的具体要求。基于以上两个层面和标准文本中涉及的

有关标准内容，列出了该标准引用的主要标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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GB/T 12452 水平衡测试通则

GB/T 21534 节约用水 术语

GB/T 24789 用水单位水计量器具配备和管理通则

MH/T 5033 绿色航站楼标准

3.术语和定义

本标准主要涉及 GB/T 21534 和 MH/T 5033-2017 中界定的与

民用机场节水相关的术语和定义。

4.水源

该章节主要从统筹利用各种水资源利用的角度出发，涉及制

定水资源利用方案，减少自来水用水量和雨污水排放量，明确优

先使用非常规水源的区域，回收利用的水源（直饮水尾水、锅炉

冷凝水和空调冷凝水）。

5.设计要求

该章节主要涉及新建和改扩建民用机场应编制节水方案，方

案包含主要用水水源、水量、供应渠道及用途，用水环节及过程

分析，计量器具配备，节水设施工程布置图，节水措施，排水方

案及废水回用技术方案等内容。

6.设备设施要求

该章节主要涉及生活用水器具应配备节水型器具，供水系统

应节能高效，采取减压限流措施，采用节水型洗菜、洗碗设备，

公共浴室应采用节水型淋浴器，设置完善的污水收集和处理设



— 6 —

施，采用节水灌溉方式，设置节水控制装置，采取雨水集蓄利用

措施，采用节水型冲洗设备。

7.管理要求

该章节主要涉及跟踪分析航站楼运行数据，持续优化改进水

资源高效利用。建立健全节约用水管理制度，配备管理人员，设

置用水计量器具，保证正常运行，配备给排水管网图和水计量器

具配备网络图表，严格执行年度用水计划，加强用水设施巡检和

维护，杜绝跑冒滴漏，定期开展水平衡测试，张贴节水标识，定

期对工作人员进行节约用水培训。

三、试验验证的分析、综述报告，技术经济论证，预期的经

济效益、社会效益和生态效益

本标准对各地区、各类型民用机场开展节水管理工作具有重

要的指导意义，经济效益、社会效益和生态效益显著。

经济效益方面：通过优化水资源利用，降低用水成本。节水

措施的实施，如回收利用直饮水尾水、锅炉冷凝水和空调冷凝水，

提升非常规水源利用。

社会效益方面：节水管理规范的实施，有助于提高机场的管

理水平和公共形象，树立节约用水的良好示范。减少对公共供水

系统的压力，保障水资源的可持续利用，对社会其他用水需求也

有积极影响。增强公众的节水意识，推动全社会形成节约用水的

良好风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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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态效益方面：减少自来水的使用，保护地下水和地表水资

源的生态平衡。通过回收利用非常规水源，可以减少对环境的污

染，降低污水排放量，保护水环境。

四、与国际、国外同类标准技术内容的对比情况，或者与测

试的国外样品、样机的有关数据对比情况

国外尚未开展相关标准研究，处于国内先进水平。

五、以国际标准为基础的起草情况，以及是否合规引用或者

采用国际国外标准，并说明未采用国际标准的原因；

本文件制定过程中不存在采标的问题。

六、与有关的现行法律、法规和强制性国家标准的关系

与本标准相关的法律及政策文件有《民用机场运行安全管理

规定》（民航总局令第 191 号）、《民用机场专用设备管理规定》

（中华人民共和国交通运输部令 2024 年第 10 号）等。

本标准与有关的现行法律、法规和强制性国家标准无交叉、

无矛盾、无冲突。

近些年，节水管理受到国内有关部门和学者的重视。陆续发

布了《循环冷却水节水技术规范》（GB/T 31329-2014）、《洗

浴场所节水技术规范》（GB/T 30682-2014）、《洗车场所节水

技术规范》（GB/T 30681-2014）、《室外人工滑雪场节水技术

规范》（GB/T 30683-2014）、《高尔夫球场节水技术规范》（GB/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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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0684-2014）、《公共机构节水管理规范》（GB/T 37813-2019）、

《游泳场所节水管理规范》（GB/T 38802-2020）和《宾馆节水

管理规范》（GB/T 39634-2020）。这些标准的制定和出台为本

标准的制定提供了参考。

七、重大分歧意见的处理经过和依据

本标准遵循各方参与原则，制定时充分吸收了有关领域专家

的意见，无重大分歧意见。

八、涉及专利的有关声明

本标准未接到任何涉及相关专利或知识产权争议的信息、文件。

九、实施国家标准的要求，以及组织措施、技术措施、过渡

期和实施日期的建议等措施建议

本标准对各地区、各类型民用机场开展节水管理工作具有重

要的指导意义。建议标准发布后，针对评价标准的使用者进行培

训和宣传。建议标准发布后立即实施。

十、其他应说明的事项

无。

标准起草组

2024 年 8 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