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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平县取用水总量控制指标评估
体系研究
秦晓磊

!辽宁省沈阳水文局" 辽宁 沈阳!#$$$$$#

!摘!要"!取用水总量控制和定额管理是实行最严格水资源管理制度的技术手段之一$ 在宏观总量上"以取水%

供水%用水以及耗水和排水量作为总量控制的表征指标&在微观上"以用水定额%耗水定额等作为微观控制表征指

标$ 本文对建平县取用水总量控制指标评估体系进行了分析与研究"为建平县实行最严格的水资源管理制度提供

可靠依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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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水资源承载能力

建平县位于辽宁省朝阳市西部#水资源总量为

JQTR 亿?

K

( J$#" 年#水资源需承载人口为 TKQTM 万#

可承载人口为 T#Q$# 万#超载 JQTL 万#超载率为

RQRS/需承载 %HF为 "MOQ$T 亿元#可承载 %HF为

"TRQK" 亿元#超载 %HF为 JRQL# 亿元#超载率为

RQRS/需承载生态环境面积为 $QRKP?

J

#可承载生态

环境面积为 $QR#P?

J

#超载生态环境面积 $Q$JP?

J

#超

载率为 RQRS( J$J$ 年#建平县水资源需承载人口为

TTQMM 万#可承载人口为 T"QLK 万#超载 #Q#" 万人#超

载率为 #QLS/需承载 %HF为 OM"QMJ 亿元#可承载

%HF为 OTMQO$ 亿元#超载 %HF为 #TQOJ 亿元#超载率

为 #QLS/需承载生态环境面积为 $QT$P?

J

#可承载生

态环境面积为 $Q"OP?

J

#超载率为 #QLS( J$K$ 年#建

平县水资源可承载人口为 TOQOR 万#可承载 %HF为

.*!.



#MKOQ#" 亿元#可承载的生态环境面积为 $QMLP?

J

#不

超载(

#(宏观总量控制指标体系

在我国实行最严格的水资源管理制度的关键时

期#取用水总量控制和定额管理是实现最严格水资源

管理制度最优的技术手段之一( 只有明确水资源开发

利用红线&严格用水总量控制#明确水功能区限制纳污

红线&严格入河排污总量控制#明确用水效率控制红

线&严格用水效率控制#才能为实施最严格的水资源管

理制度提供科学依据( 本文主要侧重于考虑建平县取

用水总量控制和用水效率控制两方面#而对于水功能

区纳污总量控制#则仅从污水处理率及回用率角度

考虑(

取用水总量控制指标是指导国民经济各部门用水

及生产力布局#实施区域水资源管理&处理流域或区域

用水纠纷#实施计划用水和科学调配的重要依据( 取

用水总量控制是用一整套具体的指标体系来表征的#

具体包括两类!一类是宏观总量控制指标体系#另一类

是微观定额控制指标体系(

根据水资源承载能力结果#通过归纳和统计分析#

构建不同水平年"规划期$&不同行政区&不同水源和

不同行业的取用水总量控制指标体系#具体包括取水

总量&用水总量&耗水总量等宏观控制指标#为建平县

实施最严格的水资源管理制度提供依据(

JQ#!取水总量控制指标

建平县水源主要包括过境水&地表水&地下水和非

常规水四类( 其中过境水源主要有阎王鼻子水库应急

工程&阎王鼻子水库库区供水工程&上窝铺水库供水工

程/地表水水源主要集中在老官地镇#其他乡镇很少&

可忽略/非常规水源主要为污水处理后再生水等"见

表 #$( 根据推荐方案
$

"高增长和强化节水$水资源

配置结果#给出不同水源建平县取水总量控制指标#

见表 #(!

表 $ ( 建 平 县 取 水 总 量 控 制 指 标 单位! 万?

K

行政区
J$#" 年 J$J$ 年 J$K$ 年

地下水 再生水 过境水 合计 地下水 再生水 过境水 合计 地下水 再生水 过境水 合计

建平县 #$RMM #JOO #KO$ #K#LL #$$L# #TRJ KJ$T #RO#O #$$KJ JMMT RMJM #LLRL

JQ#Q#!近期取水量控制%J$#" 年前&

近期"J$#"年前$建平县取水总量控制在 #K#LL万?

K

以内( 地下水取水量控制在 #$RMM 万 ?

K

"含地表水取

水量 #J$ 万?

K

$以内#再生水取水量控制在 #JOO 万?

K

以内#阎王鼻子水库应急工程取水量控制在 #JLM 万?

K

以内#老哈河傍河取水工程取水量控制在 ##J 万 ?

K

以内(

JQ#QJ!中期取水量控制%J$#T'J$J$ 年&

中期 "J$#T*J$J$ 年$建平县取水总量控制在

#RO#O 万?

K以内( 地下水取水量控制在 #$$L# 万 ?

K

"含地表水取水量 #J$ 万?

K

$以内#再生水取水量控制

在 #TRJ 万?

K 以内#阎王鼻子水库供水工程"含应急工

程$取水量控制在 JTO$ 万?

K 以内#老哈河傍河取水工

程取水量控制在 "#T 万?

K 以内(

JQ#QK!远期取水量控制

远期 "J$J#*J$K$ 年$建平县取水总量控制在

#LLRL 万 ?

K 以内( 地下水取水量控制在 #$$KJ 万 ?

K

"含地表水取水量 #J$ 万?

K

$以内#再生水取水量控制

在 JMMT 万?

K 以内#总过境水取水量控制在 RMJM 万?

K

以内(

JQJ!用水总量控制指标

用水行业主要包括生活"城镇和农村$&工业&农

业&生态环境"城镇绿化及环境卫生$( 根据水资源承

载能力结果#给出建平县不同行业用水总量控制指标

见表 J(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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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 ( 建 平 县 用 水 总 量 控 制 指 标 单位! 万?

K

行政区

J$#" 年 J$J$ 年 J$K$ 年

生活 工业 农业
生态

环境
合计 生活 工业 农业

生态

环境
合计 生活 工业 农业

生态

环境
合计

建平县 J#TO TKKO R"O" LK #K#LL JLLR L"LJ RRM$ OJ #RO#O KLTK ORLJ RKMO #JK #LLRL

JQJQ#!近期用水量控制

近期建平县用水总量控制在 #K#LL 万 ?

K 以内(

生活用水量控制在 J#TO 万 ?

K 以内#工业用水量控制

在 TKKO 万?

K 以内#农业用水量控制在 R"O" 万 ?

K 以

内#生态用水量控制在 LK 万?

K 以内(

JQJQJ!中期用水量控制

中期建平县用水总量控制在 #RO#O 万 ?

K 以内(

生活用水量控制在 JLLR 万 ?

K 以内#工业用水量控制

在 L"LJ 万?

K 以内#农业用水量控制在 RRM$ 万?

K 以

内#生态用水量控制在 OJ 万?

K 以内(

JQJQK!远期用水量控制

远期建平县用水总量控制在 #LLRL 万 ?

K以内(

生活用水量控制在 KLTK 万 ?

K以内#工业用水量控制

在 ORLJ 万?

K以内#农业用水量控制在 RKMO 万 ?

K以

内#生态用水量控制在 #JK 万?

K以内(

JQK!耗水总量控制指标

根据水资源承载能力结果#分析和给出建平县不

同行业耗水总量控制指标见表 K(

表 % ( 建 平 县 耗 水 总 量 控 制 指 标 单位! 万?

K

行政区

J$#" 年 J$J$ 年 J$K$ 年

生活 工业 农业
生态

环境
合计 生活 工业 农业

生态

环境
合计 生活 工业 农业

生态

环境
合计

建平县 ##TJ JM"J K$KK LK L#J# #JRO T#KR K$O# OJ #$"TT #JJO MOOM K#T$ #JK #K"#$

JQKQ#!近期耗水量控制

近期建平县耗水总量控制在 L#J# 万 ?

K以内( 生

活耗水量控制在 ##TJ 万 ?

K以内#工业耗水量控制在

JM"J 万?

K以内#农业耗水量控制在 K$KK 万?

K以内#生

态耗水量控制在 LK 万?

K以内(

JQKQJ!中期耗水量控制

中期建平县耗水总量控制在 #$"TT 万 ?

K以内(

生活耗水量控制在 #JRO 万 ?

K以内#工业耗水量控制

在 T#KR 万?

K以内#农业耗水量控制在 K$O# 万 ?

K以

内#生态耗水量控制在 OJ 万?

K以内(

JQKQK!远期耗水量控制

远期建平县耗水总量控制在 #K"#$ 万 ?

K以内(

生活耗水量控制在 #JJO 万 ?

K以内#工业耗水量控制

在 MOOM 万?

K以内#农业耗水量控制在 K#T$ 万 ?

K以

内#生态耗水量控制在 #JK 万?

K以内(

%(微观定额控制指标体系

根据水资源承载能力结果#构建微观定额控制指

标体系#具体包括用水定额和耗水定额等控制指标#为

建平县实施最严格的水资源管理制度提供依据(

KQ#!用水定额控制指标

根据水资源承载能力结果#分析和给出建平县不

同行政区&不同行业用水定额及综合用水定额控制指

标#并与朝阳市区和辽宁省综合用水定额控制指标对

比分析#为确定不同行业用水效率控制红线奠定基础#

具体统计结果见表 R 和表 "(

表 ' ( 综 合 用 水 定 额 控 制 指 标

指标名称 行政区 J$#" 年 J$J$ 年 J$K$ 年

人均用水量N

"?

K

N人$

建平县 J$L JJK J"T

朝阳市区 * #LT J$#

辽宁省 R$O R#R RJ$

万元%HF用

水量N"?

K

N

万元$

建平县 JJ #" #$

朝阳市区 * "$ K$

辽宁省 T# KO J#

."!.



表 G ( 不 同 行 业 用 水 定 额 控 制 指 标

水平年 行政区
生活N0 Ǹ"人.>$1 农业N"?

K

N亩$

城镇 农村 水浇地 菜田 水利用系数

工业N

"?

K

N万元$

生态环境N0?

K

N"P?

J

.>$1

环境卫生 城镇绿化

人均用水量N

"?

K

N人$

J$#" 年 建平县 #JK TK MR #K$ $QTT #" #MM$ KJ$$ J$L

J$J$ 年 建平县 #LK TK M# #JR $QTO ## #MM$ JM$$ JJK

J$K$ 年 建平县 #LR L" LL ##O $QLJ L #MM$ J"$$ J"T

KQJ!耗水定额控制指标

根据水资源承载能力结果#分析和给出建平县不

同行业耗水定额控制指标#见表 T(

表 , ( 建 平 县 不 同 行 业 耗 水 定 额 控 制 指 标

城镇生活N0 Ǹ"人.>$1 工业N"?

K

N万元$ 农业N"?

K

N亩$

J$#" 年 J$J$ 年 J$K$ 年 J$#" 年 J$J$ 年 J$K$ 年 J$#" 年 J$J$ 年 J$K$ 年

KM KL KM L O L TL TO L$

'(结(语

通过对水资源承载能力及取用水总量控制指标体

系分析#旨在为调整建平县水资源配置工程布局#加快

形成各流域&各乡镇区与各水源之间相互连通&地表水

与地下水及当地水与过境水联合调控&丰枯相济的水

资源配置总体格局#实现建平县水资源优化配置和高

效利用#最大限度地发挥和挖潜地表水与地下水&常规

水源与非常规水源之间相互补偿潜力#全面提升水资

源承载能力#保障全县城乡供水安全#为实行最严格的

水资源管理制度提供可靠依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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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接第 KR 页& 也证明了系统的稳定性和可靠性( 当

然这跟平时对系统经常维护也有一定关系#每年汛前&

汛中&汛后都要对遥测站点和系统进行维护( 为了考

验系统的稳定性#还分别于 J$#R 年 M 月 #$ 日*#T 日

和 J$#T 年 " 月 J$ 日*K$ 日进行了遥测系统在极端天

气下&中心站完全停电&移动信号完全中断&网络全部

中断的紧急情况预演习#演习过程中#整个系统的运行

状况良好#演习后查看系统运行日志和审查原始数据#

数据完整性和实时性都得到保障0J1

(

N(结(语

白龟山水库水雨情测报系统升级改造工程经过两

年一&二期建设全部完成( 经过 R 年运行#系统稳定可

靠#特别是通过增加北斗卫星通信信道和完善中心站

数据接收方式#遥测站水情数据的传输不再受制于当

地通信条件#成功率有很大提高#整个系统的稳定可靠

性得到极大增强(

实践证明#以%Z/短信和北斗卫星两种信道同时

作为系统主信道的白龟山水库水雨情测报系统是可靠

的#而且系统可以不依靠公共通信资源独立运行#因此

当遭遇较大洪涝灾害#移动电话&有线电话等公共通信

中断的情况下#系统依然可以通过北斗卫星接收到水

雨情信息#为水库科学调度提供强有力的支持(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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