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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华人民共和国住房和城乡建设部公告

第 1248 号

住房城乡建设部关于发布国家标准

《城市给水工程规划规范》的公告

现批准《城市给水工程规划规范》为国家标准，编号为 GB

50282-2016 ，自 2017 年 4 月 1 日起实施。其中，第 5.2. 3 、 8. 1. 6 

条为强制性条文，必须严格执行。原国家标准《城市给水工程规划

规范》GB 50282-98 同时废止。

本规范由我部标准定额研究所组织中国计划出版社出版

发行。

中华人民共和国住房和城乡建设部

2016 年 8 月 18 日



前言

根据住房城乡建设部《关于印发（ 2009 年工程建设标准规范

制订、修订计划〉的通知识建标〔2009] 88 号）的要求，规范编制组

经广泛调查研究，认真总结实践经验，参考有关国际标准和国外先

进标准，并在广泛征求意见的基础上，修订了本规范。

本规范共分 9 章，主要内容包括：总则、术语、基本规定、城市

用水量、水源、城市给水系统、水厂、输配水、应急供水。

本规范修订的主要技术内容是： 1. 增加了术语、基本规定和应

急供水等内容； 2. 规范适用范围调整为城市总体规划、控制性详细

规划和给水工程专项规划； 3. 调整了用水量指标； 4. 调整了水厂和

加压泵站用地指标； 5. 补充了非常规水资源利用的内容； 6. 补充了

城市给水系统布局的内容； 7. 补充了城市给水系统安全性的内容；

8. 补充了输配水的内容； 9. 对其他部分条文作了补充修改。

本规范中以黑体字标志的条文为强制性条文，必须严格执行。

本规范由住房城乡建设部负责管理和对强制性条文的解释，

由浙江省城乡规划设计研究院负责具体技术内容的解释。执行

过程中如有意见或建议，请寄送至浙江省城乡规划设计研究院

（地址：浙江省杭州市西湖区余杭塘路 828 号浙江规划大厦，邮

政编码： 310030 ）。

本规范主编单位、参编单位、主要起草人和主要审查人：

主编单位：浙江省城乡规划设计研究院

参编单位：杭州市城市规划设计研究院

大连市城市规划设计研究院

陕西省城乡规划设计研究院

浙江工业大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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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要起草人：周鑫根徐承华周胜昔赵华勤肖伶群

赵萍张宛梅张华张明生李军

宋亮黄会斐

主要审查人：王静霞吴兆申孔彦鸿李树苑檀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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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总则

1. 0.1 为适应城市建设发展和给水工程技术进步的需要，更好地

贯彻执行国家有关城市给水工程的法律法规和技术经济政策，提

高城市给水工程规划的科学性和合理性，保障城市供水安全，制定

本规范。

1. 0. 2 本规范适用于城市总体规划、控制性详细规划和给水工程

专项规划。

1. 0. 3 城市给水工程规划应从全局出发，坚持保障供给、水资源

可持续利用、建设节水型城市的原则。

1. 0. 4 城市给水工程规划除应符合本规范外，尚应符合国家现行

有关标准的规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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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术语

2. 0.1 城市用水量 urban water consumption 

城市中居民生活用水、公共设施用水、工业企业生产过程和职

工生活用水、浇洒道路用水、绿地用水、管网漏损等水量。

2.0.2 城市综合用水量指标 urban comprehensive water con-

sumpt1on no口丑

平均单位用水人口所消耗的城市最高日用水量。

2.0.3 综合生活用水量指标 comprehensive water consump-

tion norm for domestic and public use 

平均单位用水人口所消耗的城市最高日生活用水量。

2.0.4 不同类别用地用水量指标 water consumption norm 

for difference development land 

平均单位不同类别建设用地所消耗的城市最高日用水量。

2.0.5 给水规模 scale for water supply 

规划期末城市所需的最高日用水量。

2.0.6 城市水资源 urban water resources 

用于城市用水的地表水和地下水、再生水、雨水、海水等。其

中，地表水、地下水称为常规水资源，再生水、雨水、海水等称为非

常规水资源。

2.0.7 水源地 water source site 

用于城市取水工程的水源地域。

2.0.8 公共给水系统 water supply system for public 

城市自来水供水企业以公共供水管道及其附属设施向单位和

居民的生活、生产和其他各项建设提供用水的系统。

2.0.9 自备水源 self-supplied water 



城市的用水单位以其自选建设的供水管道及其附属设施主要

向本单位的生活、生产和其他各项建设提供用水。

2.0.10 应急供水 emergency water supply 

当城市发生突发性事件，给水系统无法满足城市正常用水需

求，需要采取减量、减压、间歇供水或使用应急水源和备用水源的

供水方式。

2. 0.11 应急水源 emergency water resource 

在紧急情况下（包括城市遭遇突发性供水风险，如水质污染、

自然灾害、恐怖袭击等非常规事件过程中）的供水水源，通常以最

大限度满足城市居民生存、生活用水为目标。

2.0.12 备用水源 alternate water resource 

以提高城市供水保证率为目标，以解决城市水资源相对短缺，

或现有主要水源相对单一且受到周期性咸潮或断流影响，或季节

性排污影响，建设并具备与现有水源互为备用、切换运行的水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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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基本规定

3. 0.1 城市给水工程规划的主要内容应包括：预测城市用水量，

进行城市水资摞与城市用水量之间的供需平衡分析，选择给水水

源和水源地，确定给水系统布局，明确主要给水工程设施的规模、

位置及用地控制，设置应急水源和备用水源，提出水源保护、节约

用水和安全保障等措施。

3.0.2 城市给水工程规划中的生活饮用水水质应符合现行国家

标准《生活饮用水卫生标准》GB 5749 的规定，其他类别用水水质

应符合国家现行相应水质标准的规定。

3.0.3 城市给水工程规划中的水压应根据城市供水分区布局特

点确定，井满足城市直接供水建筑层数的最小服务水头。

3.0.4 城市给水工程规划的阶段与期限应与城市规划的阶段与

期限相一致。

3. 0. 5 城市给水工程规划应近、远期结合，并应适应城市远景发

展的需要。

3.0.6 城市给水工程规划范围应与相应的城市规划范围一致。

3. 0. 7 当城市给水工程规划中的水源地位于城市规划区以外时，

水源地和输水管道应纳入城市给水工程规划范围；当输水管道途

经的城镇需由同一水源供水时，应对取水和输水工程规模进行统

一规划。

3.0.8 城市给水工程规划应与其他相关规划相协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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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城市用水量

4. 0.1 城市用水量应结合水资源状况、节水政策、环保政策、社会

经济发展状况及城市规划等要求预测。

4.0.2 城市最高日用水量可采用下列方法预测。

1 城市综合用水量指标法，可按下式计算：

Q=q1P 

式中：Q一－城市最高日用水量（万 m3 /d); 

ql一一城市综合用水量指标［万旷／（万人. d) J; 
P一一用水人口（万人）。

2 综合生活用水比例相关法，可按下式计算：

Q=lO 7q2PC1十 s) Cl +m) 

式中：如一一综合生活用水量指标［L／（人. d) J; 
5一一一工业用水量与综合生活用水量比值；

(4.0. z一1)

(4.0.22) 

m一一其他用水（市政用水及管网漏损）系数，当缺乏资料时

可取 0. 1~ 0. 15 0 

3 不同类别用地用水量指标法，可按下式计算：

Q=lO 4 L,q;a; (4. 0. 2 3) 

式中： q；一一一不同类别用地用水量指标［旷／ (hm2 • d)]; 

a ；一一←不同类别用地规模（hm2 ）。

4. 0. 3 用水量指标应根据城市的地理位置、水资源状况、城市性

质和规模、产业结构、国民经济发展和居民生活水平、工业用水重

复利用率等因素，在一定时期用水量和现状用水量调查基础上，结

合节水要求，综合分析确定。

当缺乏资料时，最高日用水量指标可按表 4. 0. 3~ 1 、表 4. 0. 3 2、表

4. 0. 3 3 选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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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4. o. 3-1 城市综合用水量指标 q, ［万旷／（万人. d) J 

城市规模

大城市 小城市

区域
超大城市 特大城市 中等城市

I 型 E 型 I 型
(P二三 (500< P (50< P E 型

1000) <1000) 
(300< P (100 ＂＇二P

<100) 
(20< P

CP<20) 
<500) <300) <50) 

0.50~ 0.50~ 0.45~ 0.40~ 0.35~ 0.30~ 0.25~ 
一区

0.80 0. 75 0. 75 0. 70 。. 65 0. 60 0. 55 

0.40~ 0.40~ 0.35~ 0.30~ 0.25 ~ 0.20~ 0. 15~ 
二区

0.60 0. 60 0. 55 0. 55 0.50 0.45 0.40 
0.30~ 0.25~ 0.20~ 0. 15~ 

三区
0.50 0.45 0.40 0.35 

注：1 一区包括：湖北、湖南、江西、浙江、福建、广东、广西壮族自治区、海南、上海、

江苏、安徽 5

区域

→区

二区

三区

二区包括．重庆、四川、贵州、云南、黑龙江、吉林、辽宁、北京、天津、河北、山

西、河南、山东、宁夏回族自治区、陕西、内蒙古河套以东和甘肃黄

河以东地区；

三区包括．新疆维吾尔自治区、青海、西藏自治区、内蒙古河套以西和甘肃

黄河以西地区。

2 本指标巳包括管网漏失水量。

3 P 为城区常住人口，单位：万人。

表 4. 0. 3-2 综合生活用水量指标 q2 [L I （人. d) J 

城市规模

大城市 小城市
超大城市 特大城市 中等城市

I 型 E 型 I 型
(P二＝ (500~P (50< P E 型

1000) <1000) 
(300< P (100< P

<100) 
(20< P

[ P<20)
<500) <300) <50) 

250~ 240~ 230~ 220~ 200~ 190~ 180~ 
480 450 420 400 380 350 320 

200~ 170~ 160~ 150~ 130~ 120~ 110~ 
300 280 270 260 240 230 220 

150~ 130~ 120~ 110~ 
250 230 220 210 

注：综合生活用水为城市居民生活用水与公共设施用水之和，不包括市政用水和

管网漏失水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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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4.0.3-3 不同类别用地用水量指标 q;[m3 /(hm2 • d)] 

类别代码 类别名称 用水量指标

R 居住用地 50~ 130 

行政办公用地 50~ 100 

文化设施用地 50~ 100 

A 公共管理与公共服务设施用地 教育科研用地 40~ 100 

体育用地 30~ 50 

医疗卫生用地 70~ 130 

商业用地 50~ 200 
B 商业服务业设施用地

商务用地 50~ 120 

M 工业用地 30~ 150 

w 物流仓储用地 20~ 50 

道路用地 20~ 30 
s 道路与交通设施用地

交通设施用地 50~ 80 

u 公用设施用地 25~ 50 

G 绿地与广场用地 10~ 30 

注： 1 类别代码引自现行国家标准《城市用地分类与规划建设用地标准》

GB 50137 。

2 本指标己包括管网漏失水量。

3 超出本表的其他各类建设用地的用水量指标可根据所在城市具体情况确定。

4.0.4 当进行城市水资源供需平衡分析时，城市年用水量可按下

式计算：

W=365Q／是（4.0.4)

式中：W 城市年用水量（万 m3 /a); 

是一一日变化系数。应根据城市性质和规模、产业结构、居

民生活水平及气候等因素分析确定。在缺乏资料时，

宜采用 1. 1~ 1. 5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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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水源

5.1 城市水资源

5.1.1 在城市水资源配置时，应综合分析城市各类用水对水量、

水质的要求及供水保证程度，结合技术经济可行性，提出不同规划

年限的配置方案。

5.1. 2 在城市水资源的供需平衡分析时，应提出保持水资源平衡

的对策及保护水资源的措施，合理确定城市规模及产业结构。常规水

资源不足的城市应限制高耗水产业，提出利用非常规水资源的措施。

5.1. 3 城市水资源和城市用水量之间应保持平衡。在几个城市

共享同一水掘或水源在城市规划区以外时，应进行市域或区域、流

域范围的水资源供需平衡分析。

5.2 ＊源

5. 2.1 城市给水水源应根据当地城市水资源条件和给水需求进

行技术经济分析，按照优水优用的原则合理选择。

5. 2. 2 以地表水为城市给水水源时，取水量应符合流域水资源开

发利用规划的规定，供水保证率宜达到 90%～97% 。

5.2.3 地下水为城市给水水源时，取水量不得大于允许开采量。

5. 2. 4 当非常规水资源为城市给水的补充水源时，应综合分析用

途、需求量和可利用量，合理确定非常规水资源给水规模。

5. 2. 5 缺水城市应加强污水收集、处理，再生水利用率不应低

于 20% 。

5.3 水源地

5. 3.1 当选用地表水为水源时，水源地应位于水体功能区划规定



的取水段，且水质符合相应国家现行标准的区域。

5.3.2 当水源为高浊度江河时，水源地应选在1虫度相对较低的河

段或有条件设置避砂峰调蓄设施的河段，并应符合现行行业标准

《高浊度水给水设计规范》CJJ 40 的规定。

5.3.3 当水源为感潮江河时，水源地应选在氯离子含量符合国家

现行有关标准规定的河段，或有条件设置避咸潮调蓄设施的河段。

5.3.4 当水源为湖泊或水库时，水源地应选在藻类含量较低、有

足够水深和水域开阔的位置，并应符合现行行业标准《含藻水给水

处理设计规范》CJJ 32 的规定。

5.3.5 当选用地下水为水源时，水源地应设在不易受污染的富水

区域。

5. 3. 6 水源地确定时，应同时明确卫生防护要求和安全保障

措施。

5. 3. 7 水源地用地面积应根据取水规模和水源特性、取水方式、

调节设施大小等因素确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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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城市给水系统

6. I 布局

6. I. I 城市给水系统应满足城市的水量、水质、水压及安全供水

要求，并应根据城市地形、城乡统筹、规划布局、技术经济等因素，

经综合评价后确定。

6.1. 2 城市给水工程规划应对给水系统中的水源地、取水位置、

输水管走向、水厂、主要配水管网及加压泵站等进行统筹布局。

6.1. 3 现状给水系统中存在自备水源的城市，应分析自备水源的

形成原因和变化趋势，合理确定规划期内自备水源的供水能力、供

水范围和供水用户，并与公共给水系统协调。以生活用水为主的

自备水源，应逐步改由公共给水系统供水。

6.1. 4 地形起伏大或供水范围广的城市，宜采用分区分压给水

系统。

6.1. 5 根据用户对水质的不同要求，可采用分质给水系统。

6. I. 6 有多个水源可供利用的城市，应采用多水源给水系统。

6.1. 7 有地形可供利用的城市，宜采用重力输配水系统。

6.1. 8 城市给水系统应合理利用城市已建给水设施，并进行统一

规划。

6. I. 9 城市给水系统规划应统筹居住区、公共建筑再生水设施建

设，提高再生水利用率。

6.2 安全性

6.2.1 城市给水系统中的工程设施不应设置在易发生滑坡、泥石

流、塌陷等不良地质地区，洪水淹没及低洼内涝地区。地表水取水

构筑物应设置在河岸及河床稳定的地段。工程设施的防洪及排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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等级不应低于所在城市设防的相应等级。

6.2.2 规划长距离输水管道时，输水管不宜少于 2 根。当城市为

多水源给水或具备应急备用水源等条件时，也可采用单管输水。

6.2.3 配水管网应布置成环状。

6.2.4 城市给水系统中的调蓄水量宜为给水规模的 10%～20% 。

6. 2. 5 城市给水系统中应设置水质定期检测或在线检测系统。

6. 2. 6 城市给水系统主要工程设施供电等级应为一级负荷。

6.2.7 城市给水系统的抗震要求应按现行国家标准《室外给水排

水和燃气热力工程抗震设计规范》GB 50032 执行。

6. 2. 8 城市给水工程设施的防火要求应按现行国家标准《建筑设

计防火规范》GB 50016 执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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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水厂

7.0.1 地表水水厂的位置应根据给水系统的布局确定。应选择

在不受洪水威胁、有良好的工程地质条件、供电安全可靠、交通便

捷和水厂生产废水处置方便的地方。

7.0.2 地下水水厂的位置应根据水源地的地点和取水方式确定，

选择在取水构筑物附近。

7.0.3 非常规水源水厂的位置宜靠近非常规水资源或用户集中

区域。

7. 0. 4 地表水水厂应根据水源水质和用户对水质的要求采取相

应的处理工艺，同时应对水厂的生产废水进行处理和回收。

7. 0. 5 地下水中铁、缸、氟等无机盐类超过规定标准时，应设置处

理设施。

7.0.6 水厂用地应按给水规模确定，用地指标宜按表 7. 0. 6 采

用，水厂厂区周围应设置宽度不小于 lOm 的绿化带。

表 7.0.6 水厂用地指标

地表水水厂
给水规模 地下水水厂

（万 m3/d)
常规处理工艺

[m2/(m3 • d 1)] 

预处理十常规处理＋深度处理工艺
[m2 I (m3 • d 1)]

[m2/(m3 • d 1)] 

5~ 10 0. 50~ 0. 40 0. 70~ 0. 60 0.40~ 0.30 

10~ 30 0.40~ 0. 30 0.60 ~ 0.45 0.30~ 0.20 

30~ 50 0. 30~ 0. 20 0.45 ~ 0.30 0. 20~ 0. 12 

注： 1 给水规模大的取下限，给水规模小的取上限，中间值采用插入法确定。

2 给水规模大于 50 万时／d 的指标可按 50 万时／d 指标适当下调，小于 5 万

m3/d 的指标可按 5 万 m3/d 指标适当上调。

3 地下水水厂建设用地按消毒工艺控制，厂内若需设置除铁、除锤、除氟等特

殊水质处理工艺时，可根据需要增加用地。

4 本表指标未包括厂区周围绿化带用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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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 输配水

8. 1 管网布置

8.1. 1 城市应采用管道或暗渠输送原水。当采用明渠时，应采取

保护水质和防止水量流失的措施。

8.1. 2 输水管（渠）的根数及管径（尺寸）应满足给水规模要求。

宜沿现有或规划道路铺设，并应缩短线路长度，减少跨越障碍

次数。

8.1. 3 城市配水干管应根据给水规模并结合城市规划布局确定，

其走向应沿现有或规划道路布置，并宜避开城市交通主干道。管

道在城市道路中的管位应符合现行国家标准《城市工程管线综合

规划规范》GB 50289 的规定。

8.1. 4 输水管和配水干管穿越铁路、高速公路、河流、山体时，应

选择安全且经济合理的线路。

8.1. 5 配水管网管径宜接近期、远期给水规模进行管网平差计算

确定。

8.1. 6 自备水源或非常规水源给水系统严禁与公共给水系统

连接。

8.2 加压泵站

8. 2. 1 对供水距离较长或地形起伏较大的城市，宜在配水管网中

设置加压泵站。

8. 2. 2 加压泵站的位置应进行技术经济比较后确定，其位置宜为

配水管网水压较低处，并靠近用水集中区域。

8.2.3 加压泵站用地应按给水规模确定，用地形状应满足功能布

局要求，其用地面积宜按表 8. 2. 3 采用。泵站周围应设置宽度不



小于 lOm 的绿化带，并宜与城市绿化用地相结合。

表 8.2.3 加压泵站用地面积

给水规模（万时／d) 用地面积Cm2)

5~ 10 2750~ 4000 

10~ 30 4000~ 7500 

30~ 50 7500~ 10000 

注： 1 规模大于 50 万时／d 的用地面积可按 50 万 m3/d 用地面积适当增加，小于

5 万时／d的用地面积可按 5 万 m3/d 用地面积适当减少。

2 加压泵站有水量调节池时，可根据需要增加用地面积。

3 本指标未包括站区周围绿化带用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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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 应急供水

9. 0.1 城市应根据可能出现的供水风险设置应急水源和备用水

源，并按可能发生应急供水事件的影响范围、影响程度等因素进行

综合分析，确定应急水源和备用水源规模。

9. o. 2 应急水源地和备用水源地宜纳入城市总体规划范围，并设

置相应措施保证供水水质安全。

9. 0. 3 应急水源和备用水源的水质宜符合国家现行有关标准的

规定。对于水源水质不符合标准要求的，应根据应急供水量及水

质要求，采取预处理或深度处理等有效措施，确保水厂出水水质

达标。

9. 0. 4 应急供水量应首先满足城市居民基本生活用水要求。城

市应急供水期间，居民生活用水指标不宜低于 SOL/ （人. d），并应

根据城市性质及特点，确定工业用水及其他用水的压缩量。

9. 0. 5 应急供水持续时间应根据典型事故情况下对城市供水影

响的时间确定。

9.0.6 水厂应具备应急供水时水质保障措施，并根据可能出现的

供水风险增加应急处理设施用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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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规范用词说明

1 为便于在执行本规范条文时区别对待，对要求严格程度不

同的用词说明如下：

1）表示很严格，非这样做不可的：

正面词采用“必须”，反面词采用“严禁”；

2）表示严格，在正常情况下均应这样做的：

正面词采用“应”，反面词采用“不应”或“不得”；

3）表示允许稍有选择，在条件许可时首先应这样做的：

正面词采用“宜”，反面词采用“不宜’气

4）表示有选择，在→定条件下可以这样做的，采用“可”。

2 条文中指明应按其他有关标准执行的写法为：“应符合…··

的规定”或“应按……执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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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用标准名录

《建筑设计防火规范》GB 50016 

《室外给水排水和燃气热力工程抗震设计规范》GB 50032 

《城市工程管线综合规划规范》GB 50289 

《生活饮用水卫生标准》GB 5749 

《含藻水给水处理设计规范》CJJ 32 

《高浊度水给水设计规范》CJJ 4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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