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第三章 水资源规划与管理概述

3.1 水资源规划的基本内容

一、水资源规划的概念

  水资源规划：是指根据水资源规划：是指根据综合利用水资源和整体效益最

佳原则，在统一的方针、任务和目标的约束下，对有

关水资源的评价、分配和供需平衡分析及对策，以及

方案实施后可能对经济、社会和环境的影响方面而制

定的总体安排。（陈家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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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水资源规划的任务、内容和目的

nn 基本任务:
        根据国家或地区的经济发展计划、生态环境保护要求，以及各行业对水资源的需求，根据国家或地区的经济发展计划、生态环境保护要求，以及各行业对水资源的需求，

结合区域内或区域间水资源条件和特点，选定规划目标，拟定开发治理方案，提出工程结合区域内或区域间水资源条件和特点，选定规划目标，拟定开发治理方案，提出工程
规模和开发次序方案，并对生态环境保护、社会发展规模、经济发展速度与经济结构调规模和开发次序方案，并对生态环境保护、社会发展规模、经济发展速度与经济结构调
整提出建议。这些规划成果将作为区域内各项水利工程设计的基础和编制国家水利建设整提出建议。这些规划成果将作为区域内各项水利工程设计的基础和编制国家水利建设
长远计划的依据。长远计划的依据。

nn 主要内容：
          水资源量与质的计算与评估、水资源功能的划分与协调、水资源的供需平衡分析与水水资源量与质的计算与评估、水资源功能的划分与协调、水资源的供需平衡分析与水

量科学分配、水资源保护与灾害防治规划以及相应的水利工程规划方案设计及论证等量科学分配、水资源保护与灾害防治规划以及相应的水利工程规划方案设计及论证等

nn 目的：
          合理评价、分配和调度水资源，支持社会经济发展，改善生态环境质量，以做到有计合理评价、分配和调度水资源，支持社会经济发展，改善生态环境质量，以做到有计

划地开发利用水资源，并达到水资源开发、社会经济发展及生态环境保护相互协调的目划地开发利用水资源，并达到水资源开发、社会经济发展及生态环境保护相互协调的目
标。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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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展的内涵包括着提高人类生活质量和健康水平。
统计局：其分类指标很象上述的压力—状态—响应模式，即社会经济活动对应于“压力”，影响、效果与储量、存量及背景对应于“状态”，对影响的响
应对应于“响应”。
解决：最后，找出实现水资源可持续利用的方案。
水资源的用途是多方面的，而可利用的水资源量是有限的，因此必然会出现用水部门之间为争水而引发的矛盾以及需求与供给之间的矛盾。
蓄水工程（水库、塘坝）、引水工程、提水工程和调水工程
3 水资源利用变化的影响因素分析
现状实际情况下的水资源供需分析
生产用水系数=生产用水量/总产出或GDP

一个可持续的过程是指该过程在一个无限长的时期内，可以永远地保持下去，而系统的内外不仅没有数量和质量的衰减，甚至还有所提高。
水资源量与质的计算与评估、水资源功能的划分与协调、水资源的供需平衡分析与水量科学分配、水资源保护与灾害防治规划以及相应的水利工程
规划方案设计及论证等
一是分析在不同来水保证率情况下的供需情况，计算出水资源供需缺口和各项供水、用水指标，并作出相应的评价。
（１）适度开发,对水资源利用后,不应该破坏水资源的固有价值,并且尽可能地回避开发对水资源的不利影响;

适宜的人类生存条件的可持续性
（2）最佳埋深时，地下水的补给量即为可能最大补给量；

四、水资源规划的原则

nn 1、全局统筹、兼顾局部的原则

nn 2、系统分析与综合利用的原则

nn 3、因时因地制定规划方案的原则

nn 4、实施的可行性原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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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2水资源管理的基本内容

nn 一、水资源管理的概念

          水资源管理是水资源开发利用和保护中的组
织、协调、监督和调度等方面的实施。包括运用行政、
法律、经济、技术和教育等手段，组织各种社会力量
开发水利和防治水害；协调社会经济发展与水资源开
发利用之间的关系，处理各地区、各部门之间的用水
矛盾；监督、限制不合理的开发水资源和危害水源的
行为；制定供水系统和水库工程的优化调度方案，科
学分配水量。

  （陈家琦等，水利卷）（陈家琦等，水利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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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水资源管理的内容

nn 1、水资源数量管理和质量管理、水资源数量管理和质量管理  

nn 22、水资源法律管理、水资源法律管理  

      包括国内外水资源法律的比较、水资源法律引进、水资源法律具体内容、水包括国内外水资源法律的比较、水资源法律引进、水资源法律具体内容、水

资源法律存在的问题与改进等等资源法律存在的问题与改进等等  

nn 33、水资源权属管理 

    水资源管理学的重要内容，包括水权的分配、交易、管理等水资源管理学的重要内容，包括水权的分配、交易、管理等  

nn 4、水资源行政管理、水资源行政管理

        通过行政手段对水资源管理的行为通过行政手段对水资源管理的行为  ,,重点研究中央和地方行政重点研究中央和地方行政
关系、以及涉水管理部门协调管理的问题关系、以及涉水管理部门协调管理的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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nn 5、水资源规划管理 

    水资源规划的内容、原则、水资源规划的方法、水资源规划实施水资源规划的内容、原则、水资源规划的方法、水资源规划实施
的保障等的保障等

nn 6、水资源配置管理 
      以水资源承载力为基础平台的水的的分配以水资源承载力为基础平台的水的的分配

nn 7、水资源经济管理 
      通过经济手段对水资源利用进行调节和干预。包括水资源价通过经济手段对水资源利用进行调节和干预。包括水资源价
值理论、水资源经济管理体系、节水效益分析、水资源折旧、值理论、水资源经济管理体系、节水效益分析、水资源折旧、
排污收费等等排污收费等等

nn 8、水资源投资管理 
  包括与水资源投资有关的资金的筹措、资金的利用效率、资包括与水资源投资有关的资金的筹措、资金的利用效率、资
金的回收、资金的增（保）殖、资金投入对国民经济的影响等金的回收、资金的增（保）殖、资金投入对国民经济的影响等
等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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nn 9、水资源风险管理、水资源风险管理  

      研究自然或人为风险的产生、降低或消除，提出风险发生情况下采取的应急对研究自然或人为风险的产生、降低或消除，提出风险发生情况下采取的应急对
策措施策措施  

nn 10、水资源利用技术管理、水资源利用技术管理  

   主要包括城市节水技术管理（工业、城镇生活节水）、主要包括城市节水技术管理（工业、城镇生活节水）、  农业节水技术管理、农业节水技术管理、  

污水处理技术管理以及水资源配置技术等等污水处理技术管理以及水资源配置技术等等

nn 1111、水资源工程管理、水资源工程管理  
      结合社会、经济、环境等特点，研究水资源工程如何布局的理论与方法结合社会、经济、环境等特点，研究水资源工程如何布局的理论与方法 

nn 12、水资源数字化管理 

   如何利用现代信息技术管理水资源，提高水资源管理的效率。如数字河流（湖泊）、如何利用现代信息技术管理水资源，提高水资源管理的效率。如数字河流（湖泊）、

工程仿真模拟、遥感监测、决策支持系统等工程仿真模拟、遥感监测、决策支持系统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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nn 13、行业水资源管理、行业水资源管理 
    分行业研究水资源管理，如农业水资源管理、分行业研究水资源管理，如农业水资源管理、  水资源景观管理、工业水资源景观管理、工业
水资源管理等水资源管理等  

nn 1414、国际水资源管理 

   以国际河流为研究对象，研究其开发、利用、保护和协调等相关以国际河流为研究对象，研究其开发、利用、保护和协调等相关
问题问题 

nn 15、水资源综合管理 

        对水资源管理不能就就水论水，必须将其放在社会、经济、环境等复对水资源管理不能就就水论水，必须将其放在社会、经济、环境等复
合体系中进行处理。森林管理、湿地管理、妇女在水资源管理中作用、合体系中进行处理。森林管理、湿地管理、妇女在水资源管理中作用、
WTOWTO条件下水资源管理等等都应包括在其中条件下水资源管理等等都应包括在其中  

nn 1616、水资源法律管理、水资源法律管理 
            探讨合理的水资源管理法律体系，通过法律手段调控水资源探讨合理的水资源管理法律体系，通过法律手段调控水资源
的分配。的分配。 

nn 17、水资源安全管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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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水资源管理的原则

nn 11、坚持以法治水的原则

nn 2、坚持水是国家资源的原则、坚持水是国家资源的原则

nn 3、坚持整体考虑和系统管理的原则、坚持整体考虑和系统管理的原则

nn 4、坚持用水资源价格来进行经济管理的原则、坚持用水资源价格来进行经济管理的原则

四、实行水资源管理的准则

nn 1、综合效益、综合效益

nn 22、技术效率

nn 3、实施的可靠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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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3 水资源规划与管理的联系及工作流程

一、水资源规划与管理的联系

   1、、具有相同的出发点——合理利用水资源

    22、具有共同的研究对象——水资源-社会社会-生态复合系统生态复合系统

    3、、包含相近的研究内容——规划、分析及决策

    4、、采用相同的研究方法采用相同的研究方法—水资源系统方法与优化模拟
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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区别：

 11、工作侧重点不同、工作侧重点不同      

      规划侧重用水最佳方案；管理内容广泛规划侧重用水最佳方案；管理内容广泛

  22、技术手段的运用不同、技术手段的运用不同

        规划规划--科学分析论证至决策科学分析论证至决策

      管理管理--技术或行政手段等，方式多样技术或行政手段等，方式多样

 3、工作的时效不同

      规划规划--规划期一般比较长，有近期、中期、远期、远景之分规划期一般比较长，有近期、中期、远期、远景之分

  4、对工程的意义不同
      规划主要是水利工程进行前的评价论证或规划的可行方案规划主要是水利工程进行前的评价论证或规划的可行方案

    管理则主要是水利工程实施后，进行管理调度管理则主要是水利工程实施后，进行管理调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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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4 可持续发展理论 

nn 一、可持续发展演变历程 

    早先中国有古朴思想，如齐国管仲曾经指出，早先中国有古朴思想，如齐国管仲曾经指出，““童童

山竭泽者，君智不足也（山竭泽者，君智不足也（《管子··国准》）

     19721972年年 在瑞典斯德哥尔摩召开的《联合国人类环

境会议》（（United Nations Conference on the United Nations Conference on the 

Human EnvironmentHuman Environment））

        1992年年 联合国在巴西召开的《联合国环境与发展
会议》（United Nations Conference on United Nations Conference on 

Environment and DevelopmentEnvironment and Development））

        20022002年年 在南非召开《可持续发展世界首脑会议》》
（World Summit on Sustainable Developmen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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nn 该报告第一次明确给出了可持续发展的定义，所谓的可该报告第一次明确给出了可持续发展的定义，所谓的可
持续发展是既满足当代人的需求，又不影响其后代人满持续发展是既满足当代人的需求，又不影响其后代人满
足其需求能力的发展（足其需求能力的发展（  Sustainable development is Sustainable development is 

development that meets the needs of the present development that meets the needs of the present 

without compromising the ability of future without compromising the ability of future 

generations to meet their needsgenerations to meet their needs）。

nn 此概念在此概念在1992年联合国环境与发展大会上得到共识，
被国际社会广泛接受和认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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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可持续性内涵 
nn 可可持续性（持续性（SustainabilitySustainability）是可持续发展核心，它指时）是可持续发展核心，它指时

空上能够连续下去。空上能够连续下去。

nn 对于资源而言，有的存在可持续性问题，有的资源不存在可对于资源而言，有的存在可持续性问题，有的资源不存在可

持续性问题。如矿产资源，它属于不可再生资源，其开发利持续性问题。如矿产资源，它属于不可再生资源，其开发利

用将导致其数量或者质量的减少，其可持续性利用就是尽可用将导致其数量或者质量的减少，其可持续性利用就是尽可

能减少其利用甚至不利用而采用其他可再生的替代资源。能减少其利用甚至不利用而采用其他可再生的替代资源。

nn 对于水资源，部分属于不可再生资源，如深层地下水，一对于水资源，部分属于不可再生资源，如深层地下水，一

部分则属于可再生的资源，如地表水资源等。部分则属于可再生的资源，如地表水资源等。

nn 目前，关于可持续发展的概念被应用于各个领域，并被目前，关于可持续发展的概念被应用于各个领域，并被

赋予丰富的内涵。赋予丰富的内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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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发展的内涵  －－  发展是受限制的

          人类活动必须保持在地球环境承载力极限之内人类活动必须保持在地球环境承载力极限之内

nn 环环境境承承载载力力是是指指一一定定时时期期内内，，在在维维持持相相对对稳稳定定的的前前提提下下，，环环境境资资源源

所所能能容容纳纳的的人人口口规规模模和和经经济济规规模模。。显显然然，，地地球球的的承承载载力力决决不不是是无无限限

的，因为最基本的一点是地球的面积是有限的。的，因为最基本的一点是地球的面积是有限的。

nn 8080年年代代的的事事实实表表明明，，如如果果不不从从环环境境的的角角度度来来管管理理经经济济，，经经济济增增长长就就

面面临临着着极极限限；；反反之之，，如如果果对对经经济济的的管管理理是是适适宜宜的的，，则则可可以以在在确确保保维维

持最低的生态资源水平的一系列限制下得到经济增长。持最低的生态资源水平的一系列限制下得到经济增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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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个可持续的过程是指该过程在一个无限长的时期内，可以永远一个可持续的过程是指该过程在一个无限长的时期内，可以永远

地保持下去，而系统的内外不仅没有数量和质量的衰减，甚至还有所提高。地保持下去，而系统的内外不仅没有数量和质量的衰减，甚至还有所提高。

如果某项活动是可持续的，那么它对于任何一种实践目的，都可以永远继续下去。如果某项活动是可持续的，那么它对于任何一种实践目的，都可以永远继续下去。

                            可持续性的最基本的、必不可少的情况是保持自然资源总量总量不变或比现有可持续性的最基本的、必不可少的情况是保持自然资源总量总量不变或比现有

的水平更高。从经济学角度讲，单纯使用存在银行里的本金所产生的全部利息就是一种可的水平更高。从经济学角度讲，单纯使用存在银行里的本金所产生的全部利息就是一种可

持续的过程，因为它保持了本金的数目不变，而任何比这更高的使用速度则会破坏本金。持续的过程，因为它保持了本金的数目不变，而任何比这更高的使用速度则会破坏本金。

                                  19861986年，年，Peter VitousekPeter Vitousek等人撰文指出，地球上所有陆生生态系统的净初等人撰文指出，地球上所有陆生生态系统的净初

级生产量的级生产量的40%40%直接或间接地已经被人类利用了。因此，假定地球上人口增加到直接或间接地已经被人类利用了。因此，假定地球上人口增加到

现在的现在的33倍，而生产和消费模式仍不加以改变的话，人类将会耗尽地球上全部的净初级生倍，而生产和消费模式仍不加以改变的话，人类将会耗尽地球上全部的净初级生

产量。从这个意义上说，如果把产量。从这个意义上说，如果把 “ “净初级生产量净初级生产量””看作本金所产生的利息，看作本金所产生的利息，““净初级生产净初级生产

量量””则提供了理解可持续性的一个基础。则提供了理解可持续性的一个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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nn ““可持续发展就是自然、社会、经济之间的均衡、和谐可持续发展就是自然、社会、经济之间的均衡、和谐
和互补和互补””（牛文元，（牛文元，19921992）

nn ““人均财富不断增长的发展就是可持续发展人均财富不断增长的发展就是可持续发展””（世界银（世界银
行，行，19951995））

nn 弱可持续性弱可持续性::不关心局部、只关心整体。不关心局部、只关心整体。

nn 适度可持续性::维持系统的整体性为目的，但也适当关维持系统的整体性为目的，但也适当关

照其组分。照其组分。

nn 强可持续性强可持续性:要求保持系统组分的良好状态，同时也关照要求保持系统组分的良好状态，同时也关照

到系统整体。到系统整体。

nn 过强可持续性过强可持续性:就是保持系统的所有要素完好无损且无任就是保持系统的所有要素完好无损且无任

何（能量与物质的）损耗。何（能量与物质的）损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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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可持续发展的基本特征 

nn (1) (1) 可持续发展鼓励经济增长，因为它体现国家实力和可持续发展鼓励经济增长，因为它体现国家实力和
社会财富。社会财富。  

nn (2) (2) 可持续发展要以保护自然为基础，与资源和环境的承可持续发展要以保护自然为基础，与资源和环境的承
载能力相协调。因此，发展的同时必须保护环境，包括控载能力相协调。因此，发展的同时必须保护环境，包括控
制环境污染，改善环境质量，保护生命支持系统，保证以制环境污染，改善环境质量，保护生命支持系统，保证以
持续的方式使用可再生资源，使人类的发展保持在地球承持续的方式使用可再生资源，使人类的发展保持在地球承
载能力之内。载能力之内。

可持续发展是能动地调控自然经济社会复合系统，使人类在
不超过资源与环境承载能力的条件下，促进经济发展、保持
资源永续和提高生活质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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nn (3) 可持续发展要以改善和提高生活质量为目的，

与社会进步相适应。

       对于发展中国家，只有消除了贫困，才能生长
起保护环境和建设环境的能力。发展的内涵包括着
提高人类生活质量和健康水平。

可持续发展可总结为三个特征：

    生态持续、经济持续和社会持续

    它们之间互相关联而不可分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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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可待续发展的原则

nn 公平性原则公平性原则  

        公平性是指机会选择的平等性。公平具有时空性。从时间上来看，一般从代际的角度来进行探公平性是指机会选择的平等性。公平具有时空性。从时间上来看，一般从代际的角度来进行探
讨。可持续发展要求代际之间、代内之间的公平性。讨。可持续发展要求代际之间、代内之间的公平性。  

nn 可持续性原则可持续性原则  

nn   适宜的人类生存条件的可持续性适宜的人类生存条件的可持续性  

nn   生态系统的永续利用生态系统的永续利用  

nn   代际代内均等性代际代内均等性  

nn 协调性原则协调性原则  

        指社会之间指社会之间,,以及人类与自然之间的和谐以及人类与自然之间的和谐  

五、制定水资源可持续利用评价体系原则 
nn （（11）科学性原则）科学性原则  

nn （（22）可操作性原则）可操作性原则  

nn （（33）独立性原则）独立性原则  

nn （（44）层次性原则）层次性原则  

nn （（55）动态性原则）动态性原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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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国内外可持续发展指标体系构成 

nn 联合国的可持续发展指标体系影响较大而且具有一定的联合国的可持续发展指标体系影响较大而且具有一定的““权威性权威性
””，它有四个主要的可持续发展指标体系，即联合国可持续发展，它有四个主要的可持续发展指标体系，即联合国可持续发展
委员会、统计局、环境问题委员会和世界银行所倡导的指标体系委员会、统计局、环境问题委员会和世界银行所倡导的指标体系  
。。

nn 联合国可持续发展委员会：动力指标、状态指标和响应指标联合国可持续发展委员会：动力指标、状态指标和响应指标  

nn 统计局：其分类指标很象上述的压力统计局：其分类指标很象上述的压力——状态状态——响应模式，即社会经响应模式，即社会经
济活动对应于济活动对应于““压力压力””，影响、效果与储量、存量及背景对应，影响、效果与储量、存量及背景对应
于于““状态状态””，对影响的响应对应于，对影响的响应对应于““响应响应””。。

nn 环境问题委员会：经济、社会、环境指标。如环境问题委员会：经济、社会、环境指标。如GNP,GNP,存款率存款率  ,,失业指失业指
数数  ,,贫困指数贫困指数  ,,资源净消耗资源净消耗  等等

nn 世界银行：用世界银行：用““国家财富国家财富””或或““国家人均资本国家人均资本””为标准度量可持续发为标准度量可持续发
展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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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中国可持续发展指标体系 

可持续发展指标体系可持续发展指标体系

资源资源 环境环境 经济经济 社会社会 人口人口 科教科教

★★水资源水资源
★★土地资源土地资源
★★森林资源森林资源
★★矿产资源矿产资源
★★海洋资源海洋资源
★★草地资源草地资源
★★能源能源
★★综合利用综合利用

★★   …   …

★★水资源水资源
★★土地资源土地资源
★★大气大气
★★废物废物
★★噪声噪声
★★生物多样生物多样
性性
★★  自然资自然资
源源
★★  环境保环境保
护护

★★   …   …

★★总量水总量水
平平
★★结构结构
★★效益效益
★★能力能力

★★ … …

★★贫困贫困
★★就业就业
★★人民生人民生
活活
★★卫生健卫生健
康康
★★社会保社会保
障障

★★  ……

★★规模规模
★★结构结构
★★素质素质

★★ … …

★★投入投入
★★发展程度发展程度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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八、可持续发展的水资源管理

  11、水资源的可持续性开发概括为、水资源的可持续性开发概括为:

（１）适度开发（１）适度开发,,对水资源利用后对水资源利用后,,不应该破坏水资源的固有价值不应该破坏水资源的固有价值,,并且尽并且尽
可能地回避开发对水资源的不利影响可能地回避开发对水资源的不利影响;;

（２）不妨碍后人未来的开发（２）不妨碍后人未来的开发,,为后来开发留下各种选择的余地为后来开发留下各种选择的余地;;

（３）不妨碍他区人类的开发利用及其对水资源的共享利益（３）不妨碍他区人类的开发利用及其对水资源的共享利益;;

（４）水的利用率和投资效益是策略选择中的主要准则（４）水的利用率和投资效益是策略选择中的主要准则;;

（５）不能破坏因水而结合的地理系统（包括自然系统和社会人文系（５）不能破坏因水而结合的地理系统（包括自然系统和社会人文系
统）。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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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水资源可持续利用至少包括

（1）水资源开发利用不仅考虑当代，而且要

将后代纳入考虑的范畴；

（2）水资源可持续利用与人口、资源、环境

和经济密切协调起来，相互促进；

（3）水资源可持续利用要实现整体、协调、

优化与高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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uu 目标：旨在揭示区域内供需关系的内在规律和主要矛盾，探讨水资目标：旨在揭示区域内供需关系的内在规律和主要矛盾，探讨水资

源开发利用的途径与潜力，为加速工农业生产的发展和水利建设提源开发利用的途径与潜力，为加速工农业生产的发展和水利建设提

供科学依据。它是区域水资源分析计算的最终目标。供科学依据。它是区域水资源分析计算的最终目标。

uu 主要内容：可利用水量及可供水量的估算，水资源开发利用现状主要内容：可利用水量及可供水量的估算，水资源开发利用现状

分析，不同代表年、不同发展阶段的需水量预测和余缺水平衡计分析，不同代表年、不同发展阶段的需水量预测和余缺水平衡计

算等。算等。

按照水量平衡原理研究水资源的可供水量与社会需水量的对比
关系，即水资源的供需平衡分析

第四章 水资源供需分析

4.1 基本概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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uu 最大可供水量：供水是对一定的工程措施而言的。一般把通过完备的最大可供水量：供水是对一定的工程措施而言的。一般把通过完备的

蓄蓄水、水、引引水、水、提提水、水、调调水等各类工程措施，改变天然水资源的时间、地水等各类工程措施，改变天然水资源的时间、地

区分布，最大限度地获得的供水量，称为最大可供水量，也称为可利用区分布，最大限度地获得的供水量，称为最大可供水量，也称为可利用

水量。水量。

          可供水量越大，说明水资源开发利用程度越高。可供水量越大，说明水资源开发利用程度越高。

        我国各大江大河可供水量平均只占河川径流量的我国各大江大河可供水量平均只占河川径流量的16%16%左右。左右。

uu 思考：对于一个地区来说，仅知道该地区的天然水资源量能不思考：对于一个地区来说，仅知道该地区的天然水资源量能不

能了解其水资源余缺程度？能了解其水资源余缺程度？

          不能。因为，天然情况下，水资源的时空分布一般都是不均匀的，往不能。因为，天然情况下，水资源的时空分布一般都是不均匀的，往

往跟人们生产生活的要求不相适应。需进行供需关系分析。往跟人们生产生活的要求不相适应。需进行供需关系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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uu 需水：是指工农业、城镇生活及其它部门的具体用水要需水：是指工农业、城镇生活及其它部门的具体用水要

求。在国民经济的不同发展阶段，各部门的需水要求也求。在国民经济的不同发展阶段，各部门的需水要求也

是不同的。故须按不同阶段分别进行估算和预测。是不同的。故须按不同阶段分别进行估算和预测。

uu 供水与需水应该互相协调、平衡供水与需水应该互相协调、平衡

      若不。则需从合理利用的角度出发，分析缺水原因，若不。则需从合理利用的角度出发，分析缺水原因，

提出解决途径和措施提出解决途径和措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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uu 区域水资源与流域水资源找区别区域水资源与流域水资源找区别

    前者 指非完整流域，其水资源由当地水和入境水

两部分所组成。后者则指完整流域，流域内上下游不
同区域的水量又常常是不同的。

            如长江，每年有如长江，每年有90009000亿亿mm33的水通过上海市流入海洋，的水通过上海市流入海洋，

水资源十分丰富，但就长江下游地区的实际需要而言，当地水资水资源十分丰富，但就长江下游地区的实际需要而言，当地水资

源还是不足的。需要利用长江的源还是不足的。需要利用长江的““客水客水””。另外，入境水量虽多，。另外，入境水量虽多，

，但尚需具有足够的工程设施才能利用。目前的利用水量不过是，但尚需具有足够的工程设施才能利用。目前的利用水量不过是

入境水量的入境水量的1~3%.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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uu 分区单元分区单元

        供需关系分析，一般需要将一个大的区域划分成若干供需关系分析，一般需要将一个大的区域划分成若干

分区。对每一分区单元进行供需分析，然后逐级汇总。分区。对每一分区单元进行供需分析，然后逐级汇总。

                    分区原则是：以流域、水系和供水系统为主，综分区原则是：以流域、水系和供水系统为主，综

合考虑水资源计算分区、地形条件、行政区划、干支流合考虑水资源计算分区、地形条件、行政区划、干支流

汇合点以及重要水利工程控制点等因素。尽量反映区域汇合点以及重要水利工程控制点等因素。尽量反映区域

内水资源供需特点和矛盾。内水资源供需特点和矛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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u水平年水平年

   国民经济的发展是有阶段性的，每一阶段都反映了一定的国民经济水平，同国民经济的发展是有阶段性的，每一阶段都反映了一定的国民经济水平，同

时也反映了一定的水资源供需条件和开发利用水平。时也反映了一定的水资源供需条件和开发利用水平。

nn 现状水平年：反映现状阶段的水资源基本情况。现状水平年：反映现状阶段的水资源基本情况。

nn 规划水平年：是按照未来某一年为基本现状来进行设计规划规划水平年：是按照未来某一年为基本现状来进行设计规划,,是规划的时间坐是规划的时间坐

标标, , 类似建筑等专业的设计水平年。又分为近期和远期二个水平年。类似建筑等专业的设计水平年。又分为近期和远期二个水平年。

uu代表年代表年

nn 代表年即所说的典型年，各水平年供需平衡，应选取代表年即所说的典型年，各水平年供需平衡，应选取2~32~3种不同频种不同频

率，分别代表平水、枯水和特枯水年。北方地区一般采用率，分别代表平水、枯水和特枯水年。北方地区一般采用P=50%P=50%、、  

P=75%P=75%、、90%90%三种频率；南方地区可考虑采用三种频率；南方地区可考虑采用P=75%P=75%、、90% 90% 、、P=95%P=95%（或（或

97%97%）三种频率。）三种频率。

nn 不同频率的代表年从区域径流系列中或代表性系列中选取。不同频率的代表年从区域径流系列中或代表性系列中选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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uu水资源开发现状分析

     是分析现状水平年情况下，水利工程在流域开发

中的作用。包括分析水利工程的建设发展过程、使用

情况和存在的问题；分析其供水能力、供水对象和工

程之间的相互影响，并主要分析流域水资源的开发程

度和进一步开发的潜力等。

u计算时段
nn 北方地区，一般按月平衡；北方地区，一般按月平衡；

nn 南方可以按主要作物灌溉期与非灌溉期平衡。南方可以按主要作物灌溉期与非灌溉期平衡。

nn 某些平原区或重点灌区，根据实际需要，也可适当确定更短的计算某些平原区或重点灌区，根据实际需要，也可适当确定更短的计算

时段。时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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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2 水资源利用统计

uu 一、水资源利用规模统计

nn 水资源利用总量统计水资源利用总量统计

nn 水资源用途统计水资源用途统计

uu 二、水资源利用强度统计
nn 人均生活用水量人均生活用水量

nn 用水系数用水系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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u用水量

        指由各种水源工程提供，分配给用户使用的包括输水损失在内的指由各种水源工程提供，分配给用户使用的包括输水损失在内的
毛用水量。毛用水量。  

ØØ 统计范围仅限于由水源工程提供的水资源量，来自于非人工来统计范围仅限于由水源工程提供的水资源量，来自于非人工来
源，如降水、地下水自然补充等的用水量不包括在内。源，如降水、地下水自然补充等的用水量不包括在内。

ØØ 仅反映经济活动对人工供水的需要量，不反映对水资源的仅反映经济活动对人工供水的需要量，不反映对水资源的
实际需要量。实际需要量。

ØØ 包括输水损失量。包括输水损失量。

1. 水资源利用总量统计

ØØ 用水量用水量————核心指标核心指标

ØØ 用水消耗量用水消耗量

ØØ 全部用水量全部用水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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u用水消耗量(简称耗水量 )
nn 指在输水、用水过程中，通过蒸腾蒸发、土壤吸收、产品带走、居民和牲畜饮用等各种形式消耗掉，而不能回归指在输水、用水过程中，通过蒸腾蒸发、土壤吸收、产品带走、居民和牲畜饮用等各种形式消耗掉，而不能回归

到地表水体或地下含水层的水量。到地表水体或地下含水层的水量。

nn 用水消耗量用水消耗量==用水量用水量--返回水资源工程系统的水资源量返回水资源工程系统的水资源量

u耗水率
nn 耗水率耗水率==用水消耗量用水消耗量//用水量用水量

nn 耗水率的影响因素耗水率的影响因素

nn 用水方式用水方式

nn 自然环境自然环境

u全部用水量
nn 反映实际用水量反映实际用水量

nn 全部用水量全部用水量==用水量用水量++重复用水重复用水

nn 重复用水主要存在于工业部门中重复用水主要存在于工业部门中

nn 重复利用率重复利用率==重复用水量重复用水量//全部用水量全部用水量

nn 度量工业用水效率度量工业用水效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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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水量、用水消耗量、全部用水量之间的关系

nn 都反映水资源的利用规模都反映水资源的利用规模

nn 用于水资源从自然体系到经济体系再回到自然体系过程中的不用于水资源从自然体系到经济体系再回到自然体系过程中的不

同环节同环节

nn 核心指标：用水量核心指标：用水量

nn 反映经济体系对自然体系的压力反映经济体系对自然体系的压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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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上内容仅为本文档的试下载部分，为可阅读页数的一半内容。如要下载或阅读全文，请访问：
https://d.book118.com/507141013141006060

https://d.book118.com/507141013141006060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