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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年来在日本，与雨水的储存和利用有关的

技术开发分为两个方面。一方面，以防止

伴随集中降雨频繁发生的都市洪水为目的；另一

方面，以积极利用雨水为目的。

1. 为防止集中降雨带来洪水的技术开发

通过设置在地下的储水槽，把雨水暂时储存起

来，待大雨过后再放出，这就是被称为“控制流

出”的技术。以控制流出为目的的地下储水槽，

过去采用“碎石储存”法，即在地下空间里投入

碎石而储水。十年前出现的塑料储存材料，使储

水率有了大幅度地提高（注：储水率为地下储水

槽内实际储水体积与地下储水槽的体积比）。日

本在全国范围内普及了作为“控制流出”的中心

工艺。目前在日本国内生产以上各种形状的储存

材料，每年进行的施工项目超过3000项。

2. 以积极利用雨水为目的的技术开发

在日本，最先倡导利用雨水的并不是政府，

而是由市民主动发起。1994年8月，当时作为雨

水博士广为人知的墨田区的村濑诚先生，以一

个普通市民的名义，与其他广大市民一起同心协

力，经过努力准备，终于召开了“利用雨水东京

国际会议”。

以这次会议为契机的利用雨水运动随即在日

本各地广泛展开。那时，人们的环境意识已日趋

鲜明。伴随水库的建设，绿化减少，河川枯竭，

都市型洪水的频繁发生，都市热岛效应等问题，

参加运动的人们表达了通过积极利用雨水来解决

这些问题的愿望。

与这些运动的进展相呼应，以雨水储存与利

用为目的的技术开发，配套部件生产者也渐渐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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增多了。现在，直接统筹雨水储存与利用的组织

有“社团法人•雨水储存渗透技术协会”和“雨水

利用事业者会”两个。“社团法人•雨水储存渗透

技术协会”有约80家企业加盟，主要的业务是控

制流出对策；“雨水利用事业者会”有约15家企

业加盟，是以利用雨水为目的的水槽生产者为中

心构成的组织。从以上企业加盟的数量不难看出

目前控制流出对策在日本的先行地位。东铁同是

上述两个协会的成员之一。

政府及地方自治区域对利用雨水的鼓励政策  

日本各级政府对于有关利用雨水的各项措施

非常支持。比如，环境局主要从防止全球变暖的

观点出发，厚生局从社会福利、资源的有效活用

的观点出发，国土交通局则从创造良好的水环境

和普及优良环境住宅的观点出发，向各地方自治

区域进行的雨水利用事业发放助成款，提供援

助，对于民间进行的雨水利用事业者在金钱、税

制面进行援助。

一般市民的雨水利用行为由地方自治区域进

行支援。以洪涝、干旱、地震等灾害多发区为中

心，向进行雨水利用的个人及企业发放助成款

的自治区域在不断增加。截至2007年4月，已增

至50个。具体的支援通常为添置雨水槽所需费

用，自治区域负担所需费用的2/3到1/2不等。并

且，由家庭净化槽改为使用雨水槽所需的费用也

有助成款支援。

日本利用雨水的形式 

从上文的介绍中，我们对于日本的雨水相关

业界有了一个概观，下面我来介绍一下对于雨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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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利用在实际中普遍适用的技术和产品。

在日本，年平均降雨量为1800mm之多，受缺

水问题困扰的区域很少。由于全国范围内自来水

的普及，可以说，以市民为单位的利用雨水的目

的不是为了解决缺水，而是环保问题。因此，水

槽的大小以200L~500L的小规模居多，也可以说

主要用于洒水、浇花、地震等的防灾备品。

当然，与这种以市民为单位的雨水利用不同，

企业、政府等进行的大规模储存也达到了相当可

观的数量。但是，比起雨水利用，大规模的雨水

储存对防止都市型洪水的对策较多。

一般多见于在高楼下设置地下储水槽，其具

有一定容积的空间可以控制流出，剩下容积里的

储水可作为洗手间用水被再利用。

最近，随着新技术的开发，更有效、正式的

雨水利用法受到关注。比如在学校、公园、建筑

物的屋顶、墙面，以及停车场的绿化上使用雨水

利用技术。通常在地面或地下设置20吨左右的水

槽，以储存的雨水作为水源，通过喷嘴、洒水器

滋养绿地。另外、作为热岛对策，在屋顶喷洒储

存雨水的方法也在普及。通过这种方法，在制造

业工厂的铁板屋顶上喷水可以降低工厂内温度，

改善工作环境。

除此之外的利用目前还不是很广泛，主要是从

农蓄业的牲畜饲养棚的屋顶收集雨水、储存，作

为灌溉和洗涤用水的利用也在开始实践中。

东铁产品的特点 

株式会社东铁致力于雨水储存与利用的技

术开发已15年，最初是制造、销售面向一般家

庭的200L小型水槽和与之组合使用的初期雨

水的雨水净化装置，这个雨水净化装置就是现

在的“分流I型”的雏形。之后，随着各种雨

水储存利用装置先后问世，6、7年前，日本的

雨水利用终于迎来了以中、大规模为中心的时

代。与此同时，东铁将眼光转向国外为数不少

的年降雨量少的缺水国家，技术开发中心开始

面向中、大规模的利用。

地上设置型的水槽容量超过1000L时，很难

在城市里找到合适的设置场所，因而开发了“分

流II型”产品。此产品具有从建筑物的落水管收

集、净化雨水的同时用自然压力送水的特点。通

常的集水方法由于竖置的落水管，雨水槽不得不

设置在建筑物的附近，通过这项技术，使雨水槽

在任意场所的设置成为可能。

与此同时，在日本控制流出对策也开始步入

轨道，大型树脂制造商们都进行了塑料制储存材

料的开发，也开始出现了大规模的地下储水槽的

建设。

在控制流出对策的情况下，通常是使用透水

布将组合好的储水材料包裹起来，这样从储水槽

里漏出的水不会成为隐患，施工也较容易。东铁

开始考虑用相同的储存材料做出不发生漏水现象

的完全密闭型的地下储水槽。但是，使用的隔水

布的厚度约为1.5mm，容易发生穿孔现象，要

分流I型 雨水分流除尘器

分流II型 雨水分流除尘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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做到完全密闭并不是这么容易。于是，在储水槽

的外面用两层隔水布包裹，以缓解土砂对其的压

力，在两层隔水布之间铺置了耐压板，形成了储

水槽与外部完全隔离的独立构造。采用这种方

法，可避免由钉子、玻璃碎片造成的穿孔现象，

以及因地震、地下水变动而造成的隔水布破损的

问题。在构造上可以说，完全防水的储水槽诞生

了。我们为这种地下储水槽起名为“格栅构造地

下储水槽”。

与以前的混凝土制产品相比，不论是控制流出

槽还是格栅构造地下储水槽，用隔水布包裹的塑

料制储水槽都具有工期短、成本低、易施工的特

点，在日本渐渐取代混凝土产品成为主流。

但是，这种方法也有其致命的弱点。就是储水

槽里混入的尘埃物难于清除。所以东铁总结了雨

水净化装置的经验，开发了“除尘管理箱斗”雨

水净化装置，成功地解决了这一难题。

除尘管理箱斗设置于地下储水槽的前部（进

口部），可以捕捉尘埃物，把它阻挡于储水槽之

外。通过从侧沟等流入的路面雨水立刻反复进行

大范围汇集雨水型的地下储水槽

四阶段的过滤、沉淀等净化，溶水物质以外的大

部分污染物可被阻隔。

雨水自古被作为继河川、湖泊、地下水之后的

第三大水源，人们一直在摸索怎样利用它，但都

未能实现，这是因为，一直以来，人们没有找到

一个廉价的大规模储水的适当方法，没有一个能

除尘管理箱斗示意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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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收集雨水的同时对混入的尘埃物进行清除的方

法。但是，东铁可以自信地说，我们的技术已经

把这种想法变为了现实。并且，产品的构造、技

术原理易于理解，效果显著，便于管理。该技术

已向中国、澳大利亚、韩国、台湾、美国、加拿

大等多国申请了技术专利。期待通过东铁技术的

广泛利用，能有效解决世界范围的水问题。

东铁未来将致力于中国的雨水利用事业  

东铁期待在世界范围内普及这项技术，有效地

施工中的除尘管理箱斗 设置完毕的除尘管理箱斗

解决水问题。在日本，由于生产成本高，不利

于出口。邻国的中国也有许多亟待解决的水问

题。面对庞大的市场需求，东铁产品若能在中

国正式大规模生产，一定可以降低成本。对东

铁而言，政治安定，经济和生产技术疾速发展

的中国是最理想的选择。以中国生产为基点，

向国民生产总值偏低、水问题有待解决的非洲

和其他亚洲国家出口也可以变为可能。

2008年11月10日~12日在北京举行的水博

览会上，东铁的产品与技术有幸得到广大水

务人士的承认与鼓励，笔者内心里获得了巨

大的动力。 

希望日本与中国将雨水利用事业作为共同的

事业来发展，具有互补性的日中两国只要互相协

力，一步一个脚印地把雨水利用事业培养成优秀

的产业并不是梦想！   WW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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