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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言：1

水是可持续发展的支撑条件，是重要的基础自然资

源，是一切生命生存与发展不可替代的物质。水资源是

经济社会发展中极其重要的战略性资源，必须以水资源

的可持续利用支持我国社会经济的可持续发展。城市水

资源是指一切可资城市开发利用的各种水源，包括传统

的淡水资源和非传统的水资源，是城市形成与发展的基

础，是城市供水的源泉。但是，随着经济社会的高速发

展和城市化进程的加快，许多城市和地区面临的水资源

问题已成为影响我国社会发展的瓶颈。如何缓解城市水

资源问题，实现水资源可持续利用，是保障城市和经济

发展的关键。

一、我国城市水资源利用状况

我国是世界上公认的 13 个水资源匮乏的国家之一。

由于城市人口密集、工业发达，用水需求过度集中，人

均拥有的可利用淡水资源量就更加稀少。加之我国水资

源的空间分布极不平衡，西北内陆、长江以北、长江以

南 3 个区域水资源量的比例大致为 5 ∶ 15 ∶ 80，长江以

南地区大中型以上的城市较少，长江以北地区却较多。

这种水资源分布格万元产值用水量为 100m，是国外先进

水平的 10 倍。城市生活用水同样存在浪费，城市生活用

水跑冒滴漏现象十分普遍。多数城市仅供水管网及用水

器具跑冒滴漏损失率超过 20％。长的趋势。随着国民经

济的发展，工业用水量迅速增加，据统计工业用水量已

达到 1159 亿立方米，占全国用水总量的 20.7％。我国工

业取水量一般要占全国水利设施供水量的 11％，占城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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总取水量的 60% ～ 80％。城镇生活用水分为居民生活用

水和公共设施用水。随着人民生活水平的不断提高，政

府对供水投入的加大和城镇人口的快速增加，城镇生活

用水也将迅猛增长。

二、城市水资源利用过程中存在的问题

1. 城市水资源分配不均

当前中国城市水资源短缺问题长期存在，导致水

资源分配不均。一些城市人口基数大、城市化建设程

度高，但是实际人均用水量较少，因此城市总缺水量基

数大。当前，中国城市可利用的水资源总量和人均占有

量之间差异大，这种现象随着城市化建设的深入不断加

剧，导致城镇缺水严重，有很多居民无法喝到标准的纯

净水 [1]。

2. 水资源短缺与用水浪费并存，供需矛盾日益尖锐

由于城市化的快速发展和城市规模的不断扩大，城

市人口不断增加，使需水量的增长大于供水量的增长，

水资源供需矛盾日益尖锐。同时，供水管网漏损严重、

工业用水效率低、城市生活和市政公共用水浪费，加剧

了水资源的供需矛盾。此外，城市供水设施能力不足也

是导致一些大城市缺水的原因之一。

3. 水资源污染严重，水环境恶化加剧

目前，全国城市污水处理率达到 30％，二级处理率

为 15％，许多城市至今还没有污水处理厂。大量城市污

水未经处理直接排入水域，使我国城市水环境质量所面

临的形势十分严峻。据统计，全国 90％以上的城市水域

受到不同程度的污染，水环境普遍恶化。

4. 洪涝灾害

城市洪水和洪涝灾害威胁着人们的生命财产安全，

给国民经济带来巨大损失，威胁着社会经济的发展。洪

涝灾害是自然事件，但城市建设与发展和人类活动对其

产生了不可忽视的消极影响。城市外扩与城市内部的建

城市水资源利用存在的问题及提高利用率的有效策略

李林峰1　赵真真2

1.莒县水利事务管理服务中心　山东日照　276500

2.莒县行政审批服务局　山东日照　276500

摘　要：随着城市化进程的加快和经济的快速发展，城市水资源面临着可持续利用的严峻挑战。本文分析了我国城

市水资源利用现状和存在的问题及对策，仅供参考。

关键词：水资源；可持续利用；对策



179

Hydraulic Engineering and Design, 水利工程与设计(1)2022,4
ISSN: 2661-3816(Print)

筑物增多，使外水增高和内水增加，同时由于地下水开

采过量造成地面沉降，加大了内水外排的高差与防御工

程的压力 [2]。

5. 城市路面硬化率大

当前，城市建设力度不断加大，尤其是公路建设技

术的提升，促使路面硬化率不断提升，导致地面雨水难

以有效渗透，直接影响回收率，也促使地下水补给率降

低，地下水和地表水匮乏，进而造成水资源紧缺、可利

用率下降。针对这种现象，国家提出了城市水资源综合

利用战略，但是只有部分一线城市制定了相关政策和技

术规范，其他城市并没有开展研究，导致城市水资源综

合利用缺乏统一的规范。

三、城市水资源可持续利用的对策

1. 全面厉行节水，建设节水型城市

工业节约用水要以技术进步型节水和结构调整型节

水并重。工业用水是城市用水的重要组成部分，工业用

水一般约占城市用水的 80％左右，用水量大而集中，通

过循环回用、重复利用，提高工业用水重复利用率历来

就是工业节水的重点。随着工业节水的不断发展，未来

工业节水的重点将是通过更新生产设备，改造工艺流程，

降低工业用水定额。伴随信息化带动工业化的进程，要

鼓励企业应用高新技术改造传统生产工艺和节水方式，

推广闭路循环用水和清洁生产方式，促进产业结构调整

和产品升级换代，将会大大降低工业用水定额；发展低

耗水量、高附加值的高技术产业，促进工业取用水量逐

步趋于零增长或负增长。

2. 多源取水

随着城市经济的飞速发展，各项用水量将逐渐增加，

现有水源将明显不足。城市水资源系统要充分利用本地

和邻近流域的多种水源，经过科学论证、合理开采、联

合调度运用。要保证既要满足生活、生产用水要求，也

要满足生态用水要求。开采水源，必须进行科学论证，

要符合水文规律，才能达到水资源可持续利用的目的。

地表水开采利用率应不超过天然径流量的地下水的开采

利用，以不形成漏斗区为原则 [3]。

3. 科学制订城市节水规划和计划制订完善的用水法

规体系

在综合利用城市水资源之前，科学分析全国各城市

水资源条件和用水情况，并根据城市建设发展需求、居

民生活用水、工业用水特点，由上而下制订综合利用长

期规划。各城市应在把握水资源总量和用水现状的基础

上采用科学的手段控制工业用水，并根据工业用水特点

制订节水规划和计划方案，根据水资源供需现状规划工

业用水。相关部门制订明确的节水目标、节水指标、节

水方案等，并将节水纳入到城市规划建设战略中，以此

贯彻落实。此外，加强立法工作，制订城市水资源利用

法律法规、规章制度，并完善水资源利用技术体系，依

法治水。制订法律有利于改变多部门管理、无法可依的

现状，以此推动城市水资源综合利用工作良性发展。中

国水资源循环的重点是污水处理厂。污水处理厂将汉沽

化工业产区、污水库还有生态城所产生的污水收集起来

进行处理，污染较为严重的传送到有机固体废弃物厌氧

消化，其他被污染的水资源在再生水厂处理过后就可以

给生态城提供用水，或作为人工湿地及水生植物净化用

水。中国治水部门、水资源利用机构还要加强技术研究，

并加强对当前城市用水和工业用水的实际调研，完善法

规体系，比如标准、规范、技术指标、程序、方法等。

相关法律法规主要有以下方面：

（1）节水法规；

（2）水资源重复利用数据、考核指标、审核文件、

评价制度；

（3）水量、水质检测方法；

（4）工业科学用水指标和实施方法；

（5）循环用水和冷却规定和方法；

（6）城市和工业废水回收规定；

（7）冷却塔、水系统、废水回收指标；

（8）重复用水装备、器具使用规定 [4]。

4. 加强水资源保护，加快污水资源化进程

加强水资源保护、减少污水，不仅可以改善环境，

而且是提高水资源利用率的有效途径。要依靠科技手段，

实行水质监测，加强水资源污染源的综合治理，从源头

抓起，严格限制废弃物排放，在主要河流、重点河段实

施污染物总量控制，保障水资源安全。

城市污水水量巨大、水质稳定，是城市可利用的第

二水源。国内外城市污水回用的实践表明，城市污水回

用不仅是经济的，而且是可靠和可行的。提高城市污水

处理率、增大污水处理回用量，逐步实现污水资源化，

既可节约新水量，又可促进生态良性循环。

5. 加强水量平衡测试工作科学分析企业用水

水量平衡测试是企业水资源利用的前提和基础，对

此，企业相关部门需要采用新工艺，在规范下加强水量

平衡测试工作，对可利用的水进行科学分析，以此提高

水资源综合利用率，并分析企业节水潜力，具体分析如

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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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企业提高冷却水循环利用率和冷却效率，将此

作为水资源利用的基础工作，在此过程中，企业管理部

门根据国家法规对冷却水循环系统和冷却塔使用过程进

行监督和管理，并严格遵循城市冷却水系统指标；

（2）加强技术研究，对冷却塔加大整治力度，全面

监测不同类型冷却塔的运行情况，根据不同水质条件、

气象条件研发污染水体处理技术、设备、试剂等，同时

研发冷却水系统清洗技术、高热交换器等；

（3）根据不同的城市水资源利用情况科学推广循环

冷却水技术，并通过该技术提高废水回用率。

6. 加强地下水动态监测工作

地下水动态观测工作是一项基础性的前期工作，及

时掌握当前地下水动态变化情况，根据对社会经济发展

及需水量前景的预测，对于加强水资源的统一调配、统

一管理，实现水资源合理开发利用、优化配置，对于指

导当地农业抗旱生产、水利工程建设及调水工程的规划

以及国民经济建设具有很强的指导或参考作用。根据对

区域地下水动态规律的分析，预测地下水未来发展的可

能趋势，针对性地指导地下水资源的开发利用，最大可

能地避免由于开发不当带来生态环境影响，保证地下水

资源的可持续利用。

四、结语

实现城市水资源可持续利用首先要建立城市水务统

筹管理体制，对水的行政管理部门的职责、任务和权限

进行严格分工，形成城市供水、用水、节水和污水处理

以及水资源保护集成化管理，保证城市用水的健康、循

环和安全；其次，要健全城市水资源管理市场，借助市

场的力量和经济的手段，建设以市场为导向的水资源运

行机制，制定合理的水价，调节水资源的供需关系；采

取措施有条件地实现水权交易，逐步建立水权交易市场

体系，使水的利用从低效益的经济领域转向高效益的经

济领域，从而有效地提高水资源的利用效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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