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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7)摘要

本发明公开了一种屋顶花园雨水智能收集

利用系统，依次包括：引水系统、雨水储蓄系统、

雨水回收再利用系统和雨水过滤处理系统；所述

屋顶花园雨水智能收集利用系统还包括：配合雨

水回收再利用系统使用的计算机处理系统。本发

明集成了雨水收集、净化系统与自动灌溉系统，

并通过太阳能光伏板为系统提供电能、物联智能

系统以及AI人工智能系统对天气、雨水量和喷灌

量进行精确计算，运用最新的人工智能技术，实

现太阳能光伏发电、屋面雨水收集与净化、屋顶

绿化自动浇灌一体的屋顶花园式雨水收集利用

系统，满足实际使用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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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一种屋顶花园雨水智能收集利用系统，其特征在于：依次包括：引水系统(10)、雨水

储蓄系统(20)、雨水回收再利用系统(30)和雨水过滤处理系统(40)；

所述引水系统包括：蓄水槽(11)、引水管道(1)、蓄水箱(12)和送水管(2)，所述蓄水槽

(11)通过引水管道(1)将屋顶和屋顶花园路面的雨水引流至蓄水箱(12)，所述蓄水槽(11)

通过引水管道(1)与所述蓄水箱(12)连通，所述蓄水箱(12)通过送水管(2)与所述雨水储蓄

系统(20)连通；

所述雨水储蓄系统包括：若干个水箱(21)，相邻所述水箱(21)之间通过管道(22)进行

连通，所述雨水储蓄系统(20)与所述雨水回收再利用系统(30)连通；

所述雨水回收再利用系统(30)包括与所述雨水储蓄系统(20)连通设置的二次过滤装

置(31)，所述二次过滤装置(31)与所述雨水储蓄系统(20)之间设有相连通的杀菌池(32)，

且所述杀菌池(32)与所述雨水回收再利用系统(30)上均设有水源供应接口(3)；

所述雨水过滤处理系统包括：设置在植物层的湿度传感器(4)、填充在植物根部周围的

环保轻质砂石(41)和布置在环保轻质砂石(41)内的穿孔管(42)，且所述穿孔管(42)通过送

水管(2)与蓄水槽(11)底部连通；

所述屋顶花园雨水智能收集利用系统还包括：配合雨水回收再利用系统(30)和湿度传

感器(4)使用的计算机处理系统(50)。

2.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屋顶花园雨水智能收集利用系统，其特征在于：所述屋顶和屋顶

花园路面均铺设有透水材料(5)。

3.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屋顶花园雨水智能收集利用系统，其特征在于：所述蓄水箱(12)

的内部和水箱(21)的内部均设有过滤层(6)。

4.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屋顶花园雨水智能收集利用系统，其特征在于：所述雨水回收再

利用系统(30)顶部设有太阳能光伏板(33)，所述雨水回收再利用系统(30)内部设有水泵

(34)，且水泵(34)上连接有送水管(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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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种屋顶花园雨水智能收集利用系统

技术领域

[0001] 本发明涉及一种屋顶花园雨水智能收集利用系统，属于雨水回收利用技术领域。

背景技术

[0002] 现有技术中，雨水收集，完整的说应该叫做“雨水收集与利用系统”，是指收集、利

用建筑物屋顶及道路、广场等硬化地表汇集的降雨径流，经收集——输水——净水——储

存等渠道积蓄雨水，为绿化、景观水体、洗涤及地下水源提供雨水补给，以达到综合利用雨

水资源和节约用水的目的。很多城市和地区的自来水供应已难以同步跟上城市化发展的步

伐。城市的浇灌绿化、冲洗马路等公益用水及洗车等新兴的用水行业又进一步加重了自来

水供应的负担。可是每年的暴雨季节，泛滥的雨水又给城市排水造成了极大的困难。而雨水

的收集和利用正好解决了这一给城市建设带来的两大难题。雨水收集利用系统具有减缓城

区雨水洪涝和地下水位下降、控制雨水径流污染、改善城市生态环境等广泛的意义。在日常

生活中，屋顶的降雨积水量不可小视，如果能把这部分雨水收集起来再利用，可在一定程度

上节约资源。屋顶花园不但降温隔热效果优良，而且能美化环境、净化空气、改善局部小气

候，还能丰富城市的俯仰景观，能补偿建筑物占用的绿化地面，大大提高了城市的绿化覆盖

率，改善人们的居住条件，提高生活质量，是一种值得大力推广的屋面形式。但是屋顶花园

的需水量较大，用水较多，在水资源日益缺乏的如今，养护屋顶花园压力较大，且一般的蓄

水单元建设在房屋地下，当上层楼房或者屋顶花园需要用水时，需要从地面输送到屋顶，路

程较长，耗费的能源多，灌溉不方便。

[0003] 公开号为CN203256980U专利公开了一种屋面雨水收集及资源化利用系统，包括绿

化屋面系统及雨水收集系统；所述绿化屋面系统的最底层为屋顶结构层，其上面由下至上

依次设置有防水层、隔根层、蓄排水层、过滤层、轻质填料层、种植土壤层和植被层；所述轻

质填料层为珍珠岩和蛭石的混合层；蓄排水层为轻质蓄排水板。雨水通过绿化屋面系统处

理后储存到蓄水池，再由水栗抽到室外绿地或者景观设施。屋顶花园雨水利用与实践一文

中提到雨水收集系统设计包括确定屋面排水坡度、收集区域和雨水净化措施。屋顶花园内

道路及广场的雨水通过设置在其侧面的排水渠下渗进入排水层；绿地内雨水的收集分为两

部分，没有形成地表经流的雨水直接下渗进入排水层，形成地表径流的雨水就近流入排水

渠、植物浅沟或绿地低处滞留，再逐渐渗入排水层。所有进入排水层的雨水汇集到雨落管流

入地下蓄水池。申请公布号CN105804151A公开了一种智能化屋顶花园雨水收集利用系统,

包括种植层以及埋设在种植层内的若干湿度传感器所述种植层一侧设有格栅井，格概井的

项部入水口90度角安装有粗格櫥,粗栅格的间距为6-10mm,栅格面积大于0.6m"，格栅井内

倾斜60-75度角安装有细格册,与雨水流入的方向相对一侧安装,格栅井底部的填充有雨水

净化毛石层,雨水净化毛石层一侧依次连接有曝气调节池、水解酸化池、接触氧化池、曝气

生物滤池、蓄水调蓄池和液位调节池。本发明实现了雨水的收集、净化、储蓄和再利用，同时

可以使得种植层内始终保持-一个较为合适的湿度环境,提高了植物的生长能力,利用太阳

能供电，节能环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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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004] 国内的雨水利用研究历史久远,但相对来说发展缓慢，最近十几年来才陆续出现

了一-些理论研究及实践探索。但是从城市绿地的角度来分析，并没有形成系统的理论指

导，更多的只是停留在城市绿地大的层面上，现有技术对大多数绿地灌溉未能合理利用雨

水资源。屋项花园不但降温隔热效果优良,而且能美化环境、净化空气、改善局部小气候，还

能丰富城市的俯仰景观,能补偿建筑物占用的绿化地面，大大提高了城市的绿化覆盖率，改

善人们的居住条件，提高生活质量,是一种值得大力推广的屋面形式。但现有屋顶花园或注

重实用性，如种植蔬菜以满足生活所需；或注重观赏性，如注重花卉植物,严重弱化了屋顶

花园的环境功能，未能将屋项花园的经济价值、环境价值和生态价值有机结合。上述这种屋

面雨水收集及资源化利用系统虽然能够净化空气、美化环境，但是种植土壤层中的土壤在

长期的使用过程当中会发生结块的现象，这样就降低了植物根的透气性，使得根细胞的呼

吸减弱，不利于根部的蒸腾作用，就无法使根对土壤中矿质元素的吸收，进而不利于植物的

生长。综上所述：现有技术利用一些太阳能等环保技术但还是未达到一定的经济效益，对雨

水的收集及灌溉利用不够科学，一些灌溉数据不够准确，雨水净化后没有得到明确的分类

和利用，一定程度上没有合理利用资源。为此，需要设计相应的技术方案给予解决。

发明内容

[0005] 本发明是针对现有技术存在的不足，提供一种屋顶花园雨水智能收集利用系统，

集成了雨水收集、净化系统与自动灌溉系统，并通过太阳能光伏板为系统提供电能、物联智

能系统以及AI人工智能系统对天气、雨水量和喷灌量进行精确计算，运用最新的人工智能

技术，实现太阳能光伏发电、屋面雨水收集与净化、屋顶绿化自动浇灌一体的屋顶花园式雨

水收集利用系统，满足实际使用要求。

[0006] 为解决上述问题，本发明所采取的技术方案如下：

[0007] 一种屋顶花园雨水智能收集利用系统，依次包括：引水系统、雨水储蓄系统、雨水

回收再利用系统和雨水过滤处理系统；

[0008] 所述引水系统包括：蓄水槽、引水管道、蓄水箱和送水管，所述蓄水槽通过引水管

道将屋顶和屋顶花园路面的雨水引流至蓄水箱，所述蓄水槽通过引水管道与所述蓄水箱连

通，所述蓄水箱通过送水管与所述雨水储蓄系统连通；

[0009] 所述雨水储蓄系统包括：若干个水箱，相邻所述水箱之间通过管道进行连通，所述

雨水储蓄系统与所述雨水回收再利用系统连通；

[0010] 所述雨水回收再利用系统包括与所述雨水储蓄系统连通设置的二次过滤装置，所

述二次过滤装置与所述雨水储蓄系统之间设有相连通的杀菌池，且所述杀菌池与所述雨水

回收再利用系统上均设有水源供应接口；

[0011] 所述雨水过滤处理系统包括：设置在植物层的湿度传感器、填充在植物根部周围

的环保轻质砂石和布置在环保轻质砂石内的穿孔管，且所述穿孔管通过送水管与蓄水槽底

部连通；

[0012] 所述屋顶花园雨水智能收集利用系统还包括：配合雨水回收再利用系统和湿度传

感器使用的计算机处理系统。

[0013] 作为上述技术方案的改进，屋顶和屋顶花园路面均铺设有透水材料。

[0014] 作为上述技术方案的改进，所述蓄水箱的内部和水箱的内部均设有过滤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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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015] 作为上述技术方案的改进，所述雨水回收再利用系统顶部设有太阳能光伏板，所

述雨水回收再利用系统内部设有水泵，水泵上连接有送水管。

[0016] 本发明与现有技术相比较，本发明的实施效果如下：

[0017] (1)本发明利用了数据智能化处理方式，通过数据来控制雨水收集的过程，使雨水

收集处理的过程更加可视化。

[0018] (2)本发明使雨水收集再利用的过程更加科学，以数据反馈作为基础，合理的收集

净化雨水，再以数据反馈作为基础合理的利用雨水，整个过程以简单的计算数据收集作为

技术支持，智能处理利用回收的雨水。

附图说明

[0019] 图1为本发明所述的屋顶花园雨水智能收集利用系统结构示意图。

具体实施方式

[0020] 下面将结合具体的实施例来说明本发明的内容。

[0021] 如图1所示：为本发明所述的屋顶花园雨水智能收集利用系统结构示意图。

[0022] 本发明所述的屋顶花园雨水智能收集利用系统，依次包括：引水系统10、雨水储蓄

系统20、雨水回收再利用系统30和雨水过滤处理系统40；

[0023] 所述引水系统包括：蓄水槽11、引水管道1、蓄水箱12和送水管2，根据屋顶的坡度，

合理安放蓄水槽11的位置，雨水汇集到蓄水槽11后，由蓄水槽11流入蓄水箱12，蓄水槽11通

过引水管道1将屋顶和屋顶花园路面的雨水引流至蓄水箱12，其中，屋顶和屋顶花园路面均

铺设有透水材料5，蓄水槽11通过引水管道1与蓄水箱12连通，蓄水箱12通过送水管2与雨水

储蓄系统20连通；

[0024] 雨水储蓄系统包括：若干个水箱21，相邻水箱21之间通过管道22进行连通，可根据

预测雨量大小及天气情况对水箱21个数进行调整，雨水储蓄系统20与雨水回收再利用系统

30连通；

[0025] 所述雨水回收再利用系统30包括与雨水储蓄系统20连通设置的二次过滤装置31，

二次过滤装置31与雨水储蓄系统20之间设有相连通的杀菌池32(使收集的雨水可以在其他

方面进行使用)，且杀菌池32与雨水回收再利用系统30上均设有水源供应接口3；此外，雨水

回收再利用系统30顶部设有太阳能光伏板33，雨水回收再利用系统30内部设有水泵34，且

水泵34上连接有送水管2，通过太阳能光伏板33发电提供能量，根据植物层湿度传感器4数

据，将回收的雨水再次利用，其主要用于灌溉或其他景观等用途；

[0026] 雨水过滤处理系统包括：设置在植物层的湿度传感器4、填充在植物根部周围的环

保轻质砂石41和布置在环保轻质砂石41内的穿孔管42，且穿孔管42通过送水管2与蓄水槽

11底部连通，其在不影响植物正常生长的情况下，在植物层对雨水进行过滤；

[0027] 所述屋顶花园雨水智能收集利用系统还包括：配合雨水回收再利用系统30和湿度

传感器4使用的计算机处理系统50。

[0028] 具体地，蓄水箱12的内部和水箱21的内部均设有过滤层6。

[0029] 本发明所述雨水收集处理方法步骤如下：

[0030] (1)通过雨水储蓄系统20将屋顶花园植物层和路面等不同地方的雨水进行汇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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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过引水管道1引至蓄水槽11；

[0031] (2)将蓄水槽11的雨水通过雨水回收再利用系统30中的二次过滤装置31及杀菌池

32进行过滤后备用；

[0032] (3)利用水箱21储蓄雨水，根据计算机处理系统50进行操作，雨水通过雨水回收再

利用系统30，太阳能光伏板33提供能动技术配合水泵34，将杀菌后的雨水送至需要用水的

地方；

[0033] (4)雨水可多次过滤，每个水箱21都可设置过滤层6，可根据雨水过滤次数不同科

学用水；

[0034] (5)本发明屋顶花园雨水智能收集利用系统将雨水回收再用于灌溉、清洁用水、补

充景观水，节约自来水，通过计算机数据处理，更加科学的控制雨水回收再利用的过。

[0035] 本发明利用了数据智能化处理方式，通过数据来控制雨水收集的过程，使雨水收

集处理的过程更加可视化，使雨水收集再利用的过程更加科学，以数据反馈作为基础，合理

的收集净化雨水，再以数据反馈作为基础合理的利用雨水，整个过程以简单的计算数据收

集作为技术支持，智能处理利用回收的雨水。

[0036] 附注：本发明中的雨水过滤处理系统、引水系统、雨水储蓄系统、雨水回收再利用

系统也可已替换成雨水渗透单元、雨水储蓄单元、雨水处理单元和雨水回收单元，各个单元

设置在雨水收集利用的各个阶段，可根据需求设置雨水提升泵，根据数据信息提示，在大雨

时可开启雨水提升泵，有利于雨水储蓄。根据部分地区降雨特点可适当调整引水管、送水管

的管径，以及蓄水池、水箱容量。

[0037] 以上内容是结合具体的实施例对本发明所作的详细说明，不能认定本发明具体实

施仅限于这些说明。对于本发明所属技术领域的技术人员来说，在不脱离本发明构思的前

提下，还可以做出若干简单推演或替换，都应当视为属于本发明保护的范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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