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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中国水资源人均占有量列世界第 121 位
,

用水现状居世界中下等水平
。

我国 国民经济要持续

发展
,

今后相当长一段时间内供水量的增长受水源
、

资金
、

工程条件的制约
,

增加供水量是有限的
。

由于人口的增加
,

城市化率的提高
,

社会经济的发展
,

对水资源的需求将呈上升态势
。

今后必须提高

生活
、

工业
、

农业用水效率
,

实行节约用水
。

这样既可缓解水资源短缺的问题
,

同时也可减少污水排

放
,

保护水环境
,

在全国范围内推行节水战略
。

我国人均 水资源 占有量按 1995 年资料为

2 23 9衬
,

列世界当年第 121 位
。

由于水土资源

匹配条件不理想
,

占全国耕地面积 65 % 的长

江以北地区
,

其水资源仅 占全国总量的 19 %
。

受大陆季风气候影响
,

天然降水的年际
、

年内

分布很不均匀
,

农业生产既依赖灌溉
,

又频繁

遭受洪涝灾害的威胁
。

更由于人 口的增长和经

济的发展对水资源的需求不断增加
,

使得水资

源短缺 已成为我国社会经济可持续发展的主要

制约因素
。

根据全国水中长期供求计划的有关研究结

果
,

在年均增加 85 亿耐 供水量的条件下
,

缺

水现象还将不 同程 度地存在
。

从 目前 起到

20 10 年
,

全国年缺水量一般在 300 亿
一 粼】) 亿

衬
,

其中城镇缺水在 印亿 衬 以上
,

并有逐渐

加大趋势
。

缺水高峰受人 口增长规律和城镇化

的影响
,

将在 20 3 0 年前后出现
。

届时若全国

大面积同时出现中等干旱情况
,

其最大缺水量

有可能达到 500 亿 衬
。

水资源短缺 的长期趋

势
,

决定了必须探索一条符合我国 自然与人文

特点的水资源可持续利用之路
,

即在水资源合

理配置的前提下
,

努力提高用水效率
,

在人均

用水 5X() 衬 的基本条件下实现我们的第三步战

略 目标
。

基于这一 目的
,

本文对我国的现状用

水效率和 20 10 以前的节水潜力进行 了分析
,

并提出若干建议
。

现状用水效率

1
.

1 用水效率的国际比较

用水效率综合反映了一个国家或地区的经

济发展阶段
、

产业结构
、

水资源条件
、

用水设

施与装备情况
、

水资源管理水平和科技进步状

况
。

采用单方取用水 的 C D P 值和人均取用 水

量这两个指标
,

能够体现上述综合情况
,

便于

从整体上 比较各国 的用水效率
。

表 l 选用 了

30 个国家的用水效率
。

从表 1可以看出
,

凡单方取用水产生 C D P

较高的国家
,

均有几个共同特点
: 一是工业化

程度较高
,

经济与社会发展对基础 自然资源的

总体依存程度在逐步降低 ; 二是气候条件相对

较好
,

农业发展对灌溉的依赖程度较小 ; 三是

人 口相对较少
,

易于通过国际贸易来解袂粮食

问题
,

从而大幅度降低用水总量 ; 四是第三产

业发达
,

产生的效益高而耗用水量少
。

我国单方取水的 GD P 值为 1
.

25 美元
,

在

列出的 30 个国家中属 于较低水平
。

主要原 因

是 :
我国人 口 众多

,

必须要 自己解决粮食问

题 ; 发展农业要依赖灌溉
,

灌溉用水在总用水

量中所占的比例高于全部发达 国家和大多数发

展中国家 ; 产业结构与其他国家相比
,

产值低

而耗水量大的第一产业的比例偏高
,

产值高而

耗水量小的第三产业的比例偏低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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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1 用水效率与人均用水 ,

国 家
G D P用水效率

(/ S /m3 )

人均用水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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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国的人均用水量 自 19 80 年 以来一直在

伞落0 一 45 01 矿 之 间徘徊
,

在世界上 居于中下水

平
。

人均用水量低于我国的孟加拉
、

巴西等以

农业 为主的发展中国家
,

降水量均很大
,

基本

不需要灌溉 与我国气候条件大体相近的埃及

等发展中国家
,

人均用水为我国的一倍
,

说明

我国的灌溉用水效率尚可
:

发达国家中
,

英国

由
一

r 气候良好不需 要灌溉
,

Zoo m 3 的人均用水

量中几乎全部为生活和工业用水 这就启示我

们
,

以 人均 200
一 25 0I n , 的水 量可 以支持城镇

化与工业化进程
,

再用人均 25一) 一 3X()
, ,、〕 的水

量来支持农业发展并满足粮食基本 自给的要

求
,

可力争在 人均用水不超过 500 耐 的条件

下
,

实现 20 5() 年达到中等发达国家的目标
。

在我国目前的年人均用水量科 5衬 中
,

年

生活用水在 叨时左右
,

年工业用水在 85 衬 左

右
,

年农业用水在 320 衬 左右
,

三者的比例大

约为 :9 19
:
72

。

考虑到发展 目标和我国的具体

情况
,

人均用水宜控制在 旦刃 m 3
或略低

,

其中

生活用水为 70 时
,

工业用水为 150 衬
,

农业用

水为 28 0衬
,

三者间的比例为 14 : 3 0 :
56

。

到下

世纪中叶
,

我国第二
、

第三产业单方用水应该

达到 4O 美元 以上 的增加 值产 出效率
,

人 均

C D P 才可能达到 仪众 ) 美元以上 ; 单方水的粮

食生产效率应能达到 Zk g 以上
,

以 225 砰 的灌

溉用水可能得到 4 50 k g 的人均粮食占有量
,

再

以 SO m 3
左右的灌溉用水来生产经济作物和其

他农副产品
。

实现这 一设想的关键
,

是要切实

提高用水效率
。

1
.

2 现状生活用水

生活用水分为城镇生活用水与农村生活用

水两部分进行统计
。

城镇生活用水由居民家庭

用水和公共设施用水构成
,

其中城镇公共设施

用水包括
:

建筑业
、

交通运输邮电业
、

商业饮

食业
、

服务业
、

行政机关
、

事业单位
、

城镇绿

地与河湖补水等项
; 农村生活用水由农民家庭

用水和家养禽畜 (不包括以商品生产为 口的的

畜牧业 ) 用水构成
:

199 3 年全国有建制城市 5 70 座
,

城市化水

平为 24 %
,

城 市居民及在规划区内生活的常

住人口共 2
.

82 亿
。

全国平均城镇家庭的人均

用水定额为 109 口 (人
·

日 )
,

人均公共设施用

水定额为 69 口 (人
·

日 )
,

城镇生活的综合用

水定额为 17 8口 (人
·

日 )
:

根据 该全国水中长期供求 汁划》 的有关资

料分析
,

城镇生活用水定额随地域变化的规律

较为明显 城镇生活用水综合定额
,

北方 5 流

域片平均为 14 5 1/ ( 人
·

H )
,

是全国平均水平

的 8 1拼 ;
南方 4 流域 片平均 为 20抓

、 / ( 人
·

日 )
,

是全国平均水平的 1
.

17 倍 城镇居民家

庭川水定额
,

北方 5 片的 平士匀值为 料 I
_ 、 / `夕、

·

日 )
,

南方 4 片的平均值为 13 31 了 (人
·

日 )

这 主要是由于南方气候相对较热
,

洗澡和洗衣

用水较多所致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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城镇生活用水定倾随城镇规模变化规律也

较为明显
。

按非农业人口大于 l伪万
、

大于 50

万
、

大于 为万和小于 O2 万
,

将建制市分为特

大
、

大
、

中
、

小 4 类
,

不同城市规模下的生活

用水定额相对于平均值的百分比见表 o2

衰 2 城市生活用水定饭分布特点

项 目
平均

定倾

特大

城市

大觅

城市

中塑

城市

小型

城市

北方

南方

综合定抓

诺民家庭

公共设施

综合定麒

.l)矛民家庭
公共设施

市的收人水平
、

生活水平
、

居住条件和城市基

础设施条件均好于我国城市的平均水平所致
。

按流域片统计的我国生活用水定倾见表

4
。

从表 4 可知
,

城镇居民生活用水定额一般

占城镇生活综合定额的 印% 左右
。

北方 5 流

域
,

居民家庭用水均在 70
一
叨口 (人旧 ) 范

围内 ; 其公共设施用水
,

海河流域由于有北

京
、

天津等特大型城市
,

宾馆饭店和公园绿地

用水较多
,

内陆河流域的城镇绿化带灌溉用水

较多
,

故相应定额较高
。

表 4 】望好 年我国分流域生活用水定额 l月少
、 ·

日 )

城镇生活 农村生活

,产4
,fj
刃z七1飞O口sn,

00CU悦ù

..且

87幻泥97肠8114仍279573犯13伪1721182888000000田

流域片 综合 珑民 公共 综合 农民 家养

定摄 家庭 设施 定额 家庭 禽畜

从上表可以看出
.

北方地区居民家庭用水

定额随城市规模的扩大而有所上升 ; 北方中型

城市 的人 口 增加较快而市政供水设施建设滞

后 ; 总体规律为 5O 万人 口 以上城市 的生 活用

水综合定额为中小型城市相应定额的 !
.

3 倍
。

南方地区的城镇生活用水综合定额随城市规模

的增加而上升 ; 特大型城市由于居民生活水平

明显高于其他地区
,

故其家庭用水定额较高 ;

小城市发展较快
,

但市政供水建设相对滞后
。

全 l呵 178 砚的 的 7 3 沁 2 3

松辽河 122 75 47 70 3 8 犯

梅河 l史 呢 叭 54 肠 18

淮河 14 1 叨 5 1 矽 肠 2 3

黄河 125 劝 45 弘 3 5 19

l交矛I几 2田 125 刀 刀 5 5 18

珠江 25 3 1印 叭 l份 68 35

石(一衬诸河 一为 一 7 62 肠 64 32

西南诸河 l肠 65 4 1 印 3 3 2 7

内陆河 一32 力 位 劝 3 8 42

表 3 部分国际特大城市生活用水综合定顺

城市名称 城市人 口 /万人 综合定倾 口 (人
·

H )

曼谷 肠 2
.

1 172
.

6

汉城 1 0叭)
.

5 ! 8 1
.

2

索书二亚 122
.

0 186
.

4

马德呱 刃 1
.

0 ! 9 3
.

0

布加勒斯特 刀9
.

4 公洲)
.

3

布达佩斯 为1
.

8 23 7
.

7

贝尔格莱德 1 17
.

1 24 3
.

9

华沙 165
,

6 场 3
.

5

开罗 砧2
.

9 2万
.

9

哈瓦那 么刃
.

6 2岁)
.

9

获辅 25 7
.

2 3 29 6

莫斯科 朋 ,
.

6 月94
一

6

平均 习刃
.

6 272
.

6

注 :

引 l
’

I 一卯5 ` l二北京统计年鉴
。

表 3列出了 卯 年代初世界上 12 座特大城

市的生活用水综合定额
。

与我国的城市生活用

水比较
,

世界 12 城市的平均定额为 273 口 (人
·

日 )
,

我国南方城市平均为 20 8口 (人
·

日 )
,

北方城市平均为 l又口 (人
·

日 )
,

国外城市的

生活用水水平明显高于我国
。

这是由于这些城

为进一步比较居民家庭的用水状况
,

表 5

列出了部分欧洲国家的居民生活用水定额
: .

这

些国家的生活水平
、

家庭用水设施和城镇基础

设施均较我国为好
,

其平均用水水平也明显高

于我国
。

这说明今后随着生活水平的提高
,

我

国的城镇生活用水定额还有上升的趋势
。

表 5 欧洲部分国家居民家庭用水定倾 I/ ( 人
·

川
l月家 用水量 国家 川水娥

瑞 上 之团 荷兰 173

奥地利 2 15 娜威 16 7

意大利 2 14 法国 16 1

瑞典 .肠 英国 161

卢森堡 ,那 芬兰 l刃

西班牙 18 1 德 f川 135

丹麦 176 比利时 l一6

尽管从人均 日用水量看我国城镇生活用水

的平均水平尚不高
,

但在城镇生活用水的效率

方面还有较大的提高余地
,

主要体现在
:

( l) 城镇供水系统的跑冒滴漏一般要占到

城镇总供水量 的 10 % 左右
。

以一 个 DN1 5
~



水 利 规 划 199 8 年增刊

的水龙头为例
,

在 0
.

2 M aP 压力下的滴漏量为

3
.

6 口h
,

线漏量为 17 口h
,

而不关龙头的漏水

量则达到 67 0u h
。

(2) 节水型的卫生洁具在城镇家庭中尚未

完全普及
。

从传统的 13 L 冲水量降到 g L 冲水

量
,

可节水 30 % 左右 ; 若进一步在建筑设计

中提高坐便器排水管路的坡降
,

还有望达到国

外 6 一 7 L 的冲水量水平
。

( 3) 淋浴器节水还有潜力可挖
。

目前广泛

采用的家庭淋浴器均是龙头控制方式
,

使用时

以水温控制为主
,

为保持水温稳定
,

淋浴时有

相当的无效放水时间
。

由于淋浴用水 占家庭用

水的 30 % 左右
,

若采用脚踏式或混合式 阀门

替代老式阀门
,

可节约用水 巧% 一 30 %
。

( 4 ) 沿海缺水城镇利用海水替代淡水方面

水平还不高
。

目前我国的海水直接利用总量在

每年 印亿
n尹左右

,

是 日本利用总量的 l 3/ 0
,

美国的 1/ 20
,

西欧 6 国的 l / 4()
。

海水直接利

用技术相当于先进国家 印
一
70 年代的水平

。

( 5) 城镇分质用水尚有很大潜 力
。

中水道

设施还仅在若 干居民小 区试点
,

全国 目前有

200 套左右
,

水源为处理后 的生活污水
。

目前

存在的主要问题
:

一是供水 成本高于 自来水
,

二是水质过差
、

气味不达标
,

需要进一步优化

处理工艺
。

我国农村的生活用水
,

总体上还处于较低

水平
。

除珠江三角洲
、

长江三角洲和东南沿海

地区
,

由于土地紧张而收人水平又较高
,

小城

镇建设步伐较快
,

农村小城镇的 自来水供水普

及率远高于全国小城镇 50 % 的平均水平
,

同

时其家庭用水量也较高
。

家养禽畜用水除内陆

河片稍高外
,

全国大体处于同一水平
。

在今后的发展进程中
,

城市化率将从 目前

的 29 % 上升到 2 01 0 年的 40 %
。

城镇人 口 的增

加
,

一部分表现为现有城市规模的继续扩大 ;

另一部分表现为大型农村集镇的就地城市化
。

对于后者
,

在建设城镇统 供水系统时应如何

采取各类节水措施
,

是今后面临的重大课题
。

1
.

3 工业用水效率

工业用水通常按电力工业
、

一般工业和乡

镇工业进行分类
。

电力工业用水特指火电站与

核电站的各类用水 ; 乡镇工业用水指电力工业

以外的乡镇企业用水
,

通常这些企业的取用水

不在城镇规划区内 ; 一般工业用水则指在上述

两类工业用水之外
、

在城镇规划区取用水的各

类工业用水
。

按这一 口径统计
,

199 3 年的工

业万元产值取用水量见表 6
。

表 6 1男 3年工业用水定额 时 /万元

流域片 一包力 一般 乡镇 综合

、

阴207116101189241240心职312937082̀1712哪758753171l0172’7127189174226192期281全国

松辽河

海河

淮河

黄河

长 i「

珠 i仁

后、
南诸河

西 }有诸河

内陆河

3 120

3 25 1

仍汤

刀6

1 79 8

7 85 3

1 79 7

79 l

12 85 7

1 2 17

表 6 的数据显示
,

乡镇工业万元产值用水

量低于一般工业 这是 由于 乡镇 工业 均在 近

10 年内兴建
,

多是一些用水量较小的轻加 工

业 北方地 区的工业万元产值用 水量低于南

方
,

是由于北方地区的水资源条件较差
,

上业

节水开展得较早
,

同时近年来新的大耗水工业

项 目基本均建在南方
。

一
电力工业的万元产值取用水量在各流域片

间变化较大
。

这是由于在长江
、

松花江
、

黄河

和珠江流域的部分火电厂为降低建设成本而采

用了地表水的贯流式冷却
,

故取水量大大高于

采用循环冷却工艺的电厂
。

工业万元产值综合用水量与国外 比较明显

偏高
,

说明总体上我 国的工业用水效率不高

口前我 国一 般工业 的 取用水 重复利用 率在

4 5 弓 左右
,

而国外技术先进国家的工业水重复

利用率在 80 % 左 右
。

因而
,

我 国进一 步 节水

尚有潜力

1
.

4 农业用水效率

199 3 年全国有效灌溉面 积约 7
.

48 亿亩
,

其中 水田面积约 占 45 %
,

大 田 面积 占 50 %
,

一

菜田面积占 5%
。

有效灌溉面积较 19 80 年增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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了 l创X) 万亩
,

但灌溉用水量却有所减少
。

这

一方面说明灌溉节水的成效
,

但同时也反映了

城市工业与工业用水挤占灌溉用水的问题
。

灌

溉面积以珠江
、

长江
、

淮河
、

黄河
、

海河
、

松

辽河等流域片的中下游地区和东南沿海平原最

为集中
。

水田分布较广泛
,

但主要集中在秦岭
一
淮河一线以南

,

总计约占全国水田总面积的

93 %
。

大田 (水浇地 ) 分布遍及全国
,

但主要

在秦岭
一
淮河一线以北

,

约占全国大田总面积

的 8 5%
,

其中以东北平原
、

黄淮海平原最为

集中
,

约 占全国大 田 面积的 印% 左 右
。

现状

单位面积灌溉用水参见表 7
。

表 7 1卯3 年农业灌溉每亩用水 t

流域片

全 !司

松辽河

海河

淮河

黄河

长奋工

珠江

东南诸河

西南诸 宇
.

叮

内陆河

水 fU 大田

.、
户/亩

菜田

501495620578529420474翎402826398374郑467200275姗373371746
7弓为

兮拓

叮 9

78 9

】夕 17

724

9 11

83 7

82 3

1 62 2

目前 的农业灌溉用水效率
,

总体而言在

40 %左右
,

其中渠灌区用 水效率在 30 % 左右
,

井灌区效率在 印% 左右
。

渠灌区中的渠系输

水效率平均在 O4 % 左右
,

田间用水效率在 75

一 80 %左右
,

说明节水潜力较大
。

2 未来节水潜力分析

从现在起到 20 10 年
,

在节水措施尚无革

命性突破的假设条件下
,

对我国的生活
、

工业

和农业用水的节水潜力分别进行分析如下
。

2
.

1 生活节水

无论从发达国家的发展历程
,

还是从发展

中国家近年实际情况看
,

生活用水定额将随着

生活水平的提高和城镇化率的提高而有所上

升
,

这是一个共同的大趋势
。

通过 国际 比较
,

一 结合我国人均水资源占有量小的基本国情
,

设

定人均生活用水的合理范围
,

并 以此为 目标
,

指导今后的城镇供水规划和生活节水工作
,

是

需水管理的重要内容
。

城乡大平均的生活用水按 6 大洲排序
,

非

洲最低
,

仅 38 口 (人 旧 )
,

主要是社会经济

发展水平所致
。

亚洲次之
,

为 89 口 (人旧 )
,

北美和中美洲平均 358 口 (人旧 )
,

基本代表

了城乡大平均条件下生活用水日定额的合理范

围
。

大洋洲的生活用水定额高达 1似 SU (人
·

日 )
,

这主要是家养禽畜计入了生活用水范围

所致
。

我国 199 3 年城乡大平均的生活用水定 额

为 1 16 口 (人
·

日 )
,

除非洲 国家外
,

比世界其

他国家的生活用水水平明显偏低
。

说明随着社

会经济的发 展
,

我国的生 活用水定 额还 会提

高
。

未来的定额水平
,

可 以比南非
、

以色列
、

墨西哥
、

巴西等国家的 目前水平稍高
,

比欧洲

的平均水平略为偏低
,

大体相当于以丹麦为代

表的欧洲中等水平的下界
。

按此标准
,

下世纪

中叶 我 国城乡 大平 均 的生 活 用水 日定额 为
卫卯口 (人

·

日 ) 左 右
,

年 人 均 生 活 用水 为
7 0m 3 左右

,

全国城 乡的生活用水总量在 11 00

亿 时 左右
。

世界部分国家人均生活用水定额

见表 8
。

按 2 0 50 年我 国城镇化率达到 56 % 考虑
,

则城镇人 口 9 亿
,

农村人 口 7 亿
。

特大
、

大
、

中
、

小城市 以 及镇 的平均生 活 用水 定额 为

25 0口 (人
·

日 ) 左右
,

农村的平均生 活用水定

额为 11 0口 (人
·

日 ) 左右
。

由于我国城镇人

口 的大部分均生活在大中城市
,

其居民家庭的

用水器具和市政用水设施均已较为齐备
,

因此

城镇生活用 水定额在 20 0] 年或稍后即可达到

25 0U (人旧 )
。

我国农村 除东部沿海地带外

自来水尚不普及
,

生活用水定额提高到 1 10 IJ

(人
·

日 ) 要有一个过程
。

据此
,

进行了我国各

流域的生活用水定额预测
,

详见表 9
。

表 9 给出的生活用水定额
,

基本是中等发

达程度的生活用水中的
“

刚性
”

需求部分
,

进

一步下压的潜力已不是很大
。

但可推进若干节

水措施
,

使得实际的生活用水定额晚一些达到

25 0 U (人旧 )
。

进一步提高到户装表率
,

按



4 2 水 利 规 划 199 8 年增刊

表 8 世界部分国家人均生活用水定倾
生活水定额 {} 国家分类

L/ (人旧 )

生活水定翻

, 口 . .

89344650576652116147175179207224晰251266329336342335376385绷426452捌613921358哪215248251确卿164哪饰19519525726745002874214138484858的7382叭112-121143152157167265期102100112115127145163叹17492t213202228249267275257259276287292295299301郑场姗378翎

国家分类

世界

非洲

肯尼亚

喀麦隆

摩洛哥

苏丹

博茨瓦纳

赞比亚

突尼斯

加蓬

阿尔友利亚

纳米比亚

毛里塔尼 业

埃及

南非

利比亚

欧洲

爱尔
、

全

瑞士

英 !刊

希腊

保加利亚

于犷
、

全

匈牙利

!令尔多瓦

德 l月

歹于支

波 兰

不厅
、

仁
、

又陶宛

罗 马尼亚

西班牙

自俄罗斯

娜威

奥地利

比利时

爱沙尼 业

法囚

马克
牛

捷克

才亿脱纤l:闷卜

葡轰匀月
-

瑞典

俄罗斯

意大利

冰岛

年份

19 87

1卯5

19男〕

19幻

1卯 2

1叨 5

1卯2

19 9李

1望减】

19 87

1明期 )

1.关) l

198 5

1的 2

1创刃

! 甲冬毒

1卯 5

】9别 )

1甲〕 l

1甲 ) 1

l9 8()

】9 88

l创〕1

1`为 1

19 8 ()

1切 pl

19明〕

1甲〕 1

】甲 J l

19 89

1甲拜

19 ) 1

19 89

19 85

1(为 l

1华洲)

19 89

19明〕

19 89

l切J l

! 9 89

19关 )

l切〕 l

l中〕1

19明〕

1下月 1

亚洲

印度尼 西亚

也门共和国

阿富汗

老挝

泰国

蒙古

中国

越南

土库曼斯坦

以色列

朝鲜

吉尔吉斯斯坦

阿寨拜疆

哈萨克斯坦

阿于州〔!联合【吮长川

幸卜!月

塔针矛克斯坦
:

1卜犷!七宾

LI本

伊拉克

土耳其

亚美尼 味k

格价
. ,
厂4}

-

乌兹另叮克斯坦

马来西望卜

沙特阿拉了自

科威特

北美洲和 中美洲

书西 盯

古巴

巴拿
`
寿

尼加拉瓜

关 {目

加拿大

南美洲

巴口叮

秘价
;汗伦比嘴k

苏 `
111为

阿根廷

刊利

委`勺瑞i拉

大洋洲

新西
、 。

丁奥大利 弓卜

年份

1兜 7

1佣 7

l如7

!佣7

l翎 7

!呢 7

!兜 7

1卯 3

!卯 2

198 9

!佣 9

1翎 7

19即

198 9

1佣 9

闪以 )

l叩 2

!铭 9

197 5

玉9明)

19 70

1甲) 1

19 8 9

l佣9

19 89

】9 75

19 7 5

19 74

1华〕5

11沪J l

19 7 5

19 75

! 9 75

19喇〕

】切〕 l

1(为5

1娜熟X】

198 7

19 87

198 7

lq 76

197 5

】97 0

1卯 5

1呜洲) l

198 5 1 肠2

用水量分级累进加价
,

推广节水卫生洁具和节

水龙头
,

建设生活小区的中水道设施
,

提高公

共设施的空调冷却水循环率等措施
,

均有助于
_

L述目标的实现
。

. . 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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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 刀姐 0年分流城生活用水定倾预侧 口 (人旧 ) 衰 10 加 10 年工业用水定倾预侧

城镇 其中
:

农村 其中
:

生活 家庭 公设 生活 家庭 家养

流域片 电力 一般 乡镇

时 /万元

综合

4151打邓524441刃伦30刀19乃加加扔邓16911745约刃33534539522522765似扔卿8ls切748扔421晰
3337刃34刃333332引49匆铭印4358曰73704151兜85925073肠伪位728皿肠价7261135334醉83147115125助眼165幼19295105251溯观悦心278353描旧188全国

松辽河

海河

淮河

黄河

长江

珠江

东南诸河

西南诸河

内陆河

全国

松辽河

海河

淮河

黄河

长江

珠江

东南诸河

西南诸河

内陆河

2
.

3 农业节水

为在人 口不断增加的情况下保持粮食的基

本 自给
,

从现在起到 20 10 年全 国将增加 l 亿

亩的有效灌溉面积
,

使全国人均灌溉面积始终

保持在 0
.

6 亩以上
。

增加灌溉面积需要 开辟新

水源
。

我国的现实情况
,

不可能大幅度增加农

业供水
,

农业 只能在节水中求发展
。

因此
,

实

现上述规划指标的主要手段是农业节水
。

农业节水依靠工程与非工程两类措施
。

工

程措施主要包括
:
渠道防渗

、

管道输水
、

田间

节水
、

喷微灌技术和行走式机械灌溉技术
。

非

工程措施主要为
: 水田浅湿灌

、

水田旱作
、

地

膜覆盖及膜上灌
、

田间水分综合调控等技术
,

以及通过农艺技术进行节水等
。

在上述措施

下
,

20 10 年中等干旱情况下 的农业 节水灌 溉

指标见表 1 1
。

表 n 加 10 农业灌溉用水定额预测 耐 /亩

流域片 水 IU 大田 菜 田

全国 724 35 2 4粼〕

松辽河 749 29 2 44 3

海河 5 27 27 2 5刃

淮 f.il 7 2 1 248 4 97

黄护
:

呀 1 4 11 4 3 3 4 74

长江 68 3 23 5 3 74

珠呀1’. 77 、 27 2 3 95

石弓南诸河 7 54 3() 3 48 1

西 l有诸河 75 7 3 24 3印

i扫陆呀可 1 3角 6 6 4 68 8

与卜
.

2
.

2 工业节水

工业节水的潜力来 自于产业结构的调整
、

用水装置的更新换代
、

生产工艺的改进
、

节水

器具的推广
、

管理水平的提高等方面
。

我国电

力工业用水主要是冷却水和冲灰水
,

其节水潜

力是改湿式除灰为干式除灰
。

乡镇工业主要由

耗水量相对较小的产业部门组成
,

企业规模

小
,

节水难度大
,

节水潜力相对较小
。

因此
,

未来我国工业节水的重点 主要应放在一般工业

中
。

一般工业和乡镇工业最终也要相互融合
,

其用水规律也将渐趋一致
。

因此
,

工业节水潜

力最大是一般工业部门
。

能够反映工业用水效率指标的主要有万元

产值取 用水量和工业 用水重复利用率
。

199 3

年
,

全国一般工业 的用 水总量 为 4 52 亿 衬
,

工业用水的重复利用率全 国平均为 45 %
。

到

20 or 年
,

预计一般工业的用水总量将增加 至

75 2 亿耐
,

相应的重复利用率上升为阅%
,

大

体上每年增 加一个百分点
。

海河流域由于缺

水
,

其工业节水开展最早
,

普及程度也最大
,

目前工业用水的重复利用率在 55 % 左右
,

2 0 10

年将达到 70 % 左右
。

事实上
,

海河流域内的

北京
、

天津等城市早在 80 年代就 已达 到 了

75 %的工业用 水重复利用率
。

考虑各方 面因

素
,

20 10 年全国工业用水的万元产值综合定

额可望达到 41 扩
,

参见表 10
。

要达到上述指标
,

在 1993 一
20 10 年的 17

年间
,

我国一般工业的累计节 水量可达 110 亿

时
,

平均每年节水 6
.

6 亿衬
。

目前 全 国 平均 的 亩 综合 灌 溉 定 额 为

5 8 9 n尹
,

20 10 年预计的全国平均亩灌溉定额为

51 8 1矿
,

亩均灌溉定 额共下降了 71 衬
。

分流域

的节水潜力估计参见表 12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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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12 农业瀚溉节水潜力预测 韶 /亩 主要工业品节水目标

流域片 水田节水 大田节水

183
.

4

19
.

9

32
.

1

肠
.

8

左
.

5

16
.

3

3
.

6

菜田节水 】卯 3 么X幻 20 10 领先水平

全国

松辽河

海河

淮河

黄河

长江

珠江

东南诸河

西南诸河

内陆河

254
.

6

54
.

1

3
.

7

27
.

4

3
,

I

67
.

4

70
.

9

2D 6

4
.

4

4
.

0

1
.

9

46
.

3

23
.

7

1
.

9

3
.

2

5
。

0

1
.

8

6
。

l

3
.

8

0
.

4

0 3

1
.

2

46 1
.

6

75
.

8

39
.

0

的
.

2

27
.

4

89
.

8

78
.

3

25
.

0

6
,

6

50
.

6

0
.

9

105

42

6

2,ù46

10101010 |0|仓

3 主要节水措施

3
.

1 节水政策的环境建设

实行水资源统一管理
。

配合国务院
“

三

定
”

方案的实施
,

由多龙管水 向一龙管 水转

变
。

处理好流域水资源管理与行政区水资源管

理的关系
,

地表水管理和地下水管理的关系
,

节水和开源 的关系
,

全面实行以需水管理为中

心的取水许可制度
,

依法推进节水
。

进行水价调整
。

全面开征水资源费
,

实施

节奖超罚的水价制度
,

运用价格杠杆抑制水需

求的过度增长
。

加强用水计量
,

特别是灌 区斗
、

农
、

毛渠

的取用水计量
。

在计量的基础上
,

分地区
、

分

用户制定取用水的定额标准
,

为取水许可制的

实施提供依据
。

3
.

2 工业节水措施

在上述政策环境下
,

按主要工业品列出节

水指标详见表 13
。

为实现上述指标
,

具体的

整改措施参见表 14
。

3
.

3 农业节水措施

(l ) 松辽河片要大力发展渠道防渗和管道

输水 ; 城近郊经济作物发展喷微灌 ; 在不盲目

发展水田面积的同时推 广水稻旱育稀植技术 ;

在春旱地区推广坐水种等旱地补水灌溉技术
:

( 2) 黄淮海 片在井 灌 区发展管道输 水灌

i既 ; 沿黄灌 区提倡井渠结合
,

`

避免次生盐 碱

化 ; 城郊下游农村发展污水再生利用技术 ; 在

城郊粮田与菜地及种植经济作物的坡地上逐步

推广喷微技术
。

表 U

主要工业品

棉纺织 /冠八O阮n

毛纺织 /心 l/ 0 ) n

丝织 /澎 l/ 0阮 11

麻织 /韶八

粘胶 /矽 t/

涤纶 /衬 t/

印染八记 / t

味精 / 衬 t/

酒精 / 衬 l/

啤酒 / n

即
t

罐头 /时 t/

制浆造纸 / nl3 t/

干浆造纸 n/ 尹t/

猪屠宰加工 /耐 /头

牛屠宰加 l
一

/韶 /头

羊屠宰加
_「 / m 3 /头

家禽屠 宰加 上 / n

尹/ 只

皮革加
_

!
_

八矛 /张

硫酸 / m扮 t

氯碱 / m 3 t/

涂料 /耐 t/

洗涤剂八
n ,八

炼铁 / m今 t

炼钢 / n

户八

轧钢 / ln勺 ,

伙药 / n 、 3 /万儿

彩色撇象弓今/ m扮只

机械 / m〕 /万 少 L

平板玻璃 lt/
,3 /重箱

水泥 / m扮 t

载重汽车 n/
13 /辆

轿车 / m今辆

火力发电 /衬 /犷 l护 k玩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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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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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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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13 l5() l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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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渭 50 40

0
.

70 0
.

55 0
.

40
1

.

70 1
.

20 1
.

00

0
.

49 0
.

4D 0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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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
.

以 5 0
.

以2 0
.

(》期)

1
.

2 0
.

8 0
.

6

印 5 5 3 3

68 18 13

5 5 45 3 5

75 5 5 35

星0
.

0 8
.

0 6
.

5

5
.

0 4
.

0 3
.

0

6
.

4 5
.

5 4 5

2夕) 1仄】 75

2 0
.

6 0
_

4

67 4 5 30

0
.

6 0
.

82 0
.

52

3 0
.

8 0
.

6 2

3 3 2 3 15

19 15 7
.

5

1
.

56 1
.

00 0
.

如

( 3) 内陆河片及黄河中上游地区加强渠道

防渗
,

提高衬砌率
,

实现低压管道输水 ; 推广

膜上灌和行走式机械灌溉技术 ; 调整农灌水价

以抑制过高的灌溉定额
。

( 4) 长江片提高渠道防渗率 ; 在中下游地

区采用低压管道输水并适当发展井灌面积
,

对

经济作物实现大面积的喷
、

微灌 ; 中上游地区

发展提水及扬水灌溉
.

大幅度提高渠系利用系

数
; 对水田推广浅湿灌和薄露灌节水措施

。

( 5) 珠江片
、

东南沿海和西南诸河片重点

推广水田综合节水技术 ; 对经济作物大面积推

广喷微技术
。

口润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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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要工业品 节水整改措施

利用压锭设备更断换代

采用先进洗毛工艺

裹 14 主要工业品节水的益改措施

汇生要土亚品一 节水整改措施

棉纺织

毛纺织

皮革加工

硫酸

丝织

麻织

枯胶

涤纶

印染

强化用水综合管理

提高工艺水回用率

更新 劣
一
印年代设备并扩大规模

增加废水处理回用设备

推广逆流漂洗工艺和海水印染技术

抓碱

涂料

洗涤剂

炼铁

炼钢

味精

酒精

推广丹麦的发酵工艺
,

以及其锅炉冷凝水

回收技术

逐步采用先进发解技术和冷却技术

轧钢

医药

改漂水洗为闷水洗
,

脱毛水回用

改
“

一转一吸
”

为
翻

两转两吸
’

工艺
,

改粗料投放

为精料投放

推广离子膜电解工艺
,

扩大生产装置规模

提高水的重复利用率

改进原料路线与生产工艺

在清水循环基础上增加污水循环系统

改替杂用水系统
.

增加集尘水系统及污泥处理
系统

提高轧钢含油废水的处理回用率

啤酒

嫌头

制浆造纸

推 l` 高浓度钻化发解及洗招水回用

间接冷却杜绝直排
,

1
一

艺川水改为逆流漂洗

扩大装 置规模及废纸制浆比例
,

推广国产

白水回收装 置

推广国产白水回收设备

采JfJ喷琳洗涤技术及厂内 3 级水处理技术

厂内 3 级水处理并回用

厂内 3 级水处理并回用

厂内 3 级水处理并回用

彩色显象管

机械

平板玻璃

回收冷却水
,

实行生产废水的清浊分流并加大

il4 用率

工 艺废水处理后循环利用

改直流用水为循环用水
,

提高废水回 tJJ 率

在对 毛艺流程进行技术改造时改进 1材水流程
如明卜

干桨造纸

猪屠宰加
一

l
-

牛屠宰加工

羊屠宰加
_

卜

家禽屠宰加

水泥

载重汽车

轿车

火 力发电

通过技改普及窑外预分解
二

F法生产工艺

提高清洗水利用率

提高清洗水利用率

提高单机容量
,

实施于式除灰

推行上述措施后
,

至 20 10 年规划期末
,

在中等 干 旱 情 况下
,

水 田 亩 均 用 水 量 为

7 24 衬
,

水浇地亩均用 水量 为 35 1时
。

经综合

分析认为
,

在保障农业灌溉节水投入的条件

下
,

经过努力可以实现本次规划的灌溉面积发

展目标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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