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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根据太湖流域近年水资源开发利用状况和用水指标，分析了太湖流域节水潜力：太湖流域用水量约为

!9"H# 亿 <"，采取节水措施可节水 F$HG 亿 <"，其中农业灌溉可节水"8 亿 <"，工业可节水 "$HG 亿 <"，生活可

节水 89 亿 <"。并从工程和非工程角度提出农业、工业、生活方面的节水措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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太湖流域地处长江三角洲南缘，气候宜人，降水

丰沛，是我国经济最发达、产业最密集的地区之一。

太湖流域面积 ":9##T<!，流域内水域面积 GGG#T<!，

其中河网总长度 8! 万 T<、面积 ! "9# T<!，湖泊水面

积 "8:# T<!，是一个典型的平原水网地区。

K 太湖流域水资源开发利用现状

从 899F W !##8 年太湖流域用水情况看［8］，太湖流

域水资源开发程度很高，本地水资源量为8:! 亿 <"，

年均从长江调入水量为 EG 亿 <"，流域总用水量已达

!9#亿 <"。近年太湖流域平均用水量组成为工业用

水 G!X，生活用水 88X，农业用水 "$X。

太湖流域用水之所以能够维持生产、生活需要，

一方面依靠水的重复利用，另一方面靠长江、钱塘江

水补给。在过去 !# 多年间，太湖流域经济保持高速

增长，流域水资源进行了高度开发和利用，水资源使

用中存在许多不合理现象，所带来的水资源问题也

十分严重，如水污染严重造成流域性水质型缺水、流

域用水浪费现象普遍存在、局部地区深层地下水超

采严重引起地面沉降、流域高温干旱期因大量用水

造成太湖水位偏低等问题［!］。

L 太湖流域节水现状及潜力分析

根据《中国水资源公报》统计，899F W !##8 年太

湖流域和全国综合用水量指标变化见表 8。从中可

以看出太湖流域的人均综合生活用水量远高于全国

的用水指标，是全国平均数的近两倍；太湖流域万元

YZ.（当年价）用水量远低于全国的用水指标，是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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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平均数的 !"#左右。分析以上两个综合用水量

指标发现，用水情况与太湖流域的产业结构有关，近

年来太湖流域较全国高用水的第一产业所占的比例

小，$""" 年太湖流域和全国产业结构比较见表 $，但

太湖流域总体节约用水水平不高。

表 ! !""# $ %&&! 年太湖流域和全国综合用水量指标 %&

年份
人均综合用水量 万元 ’()（当年价）用水量

太湖流域 全国 太湖流域 全国

*++, ,"$ -&! &!$., /,&
*+++ 0,/ --" &$* /,"
$""" 0+0 -&" $+! /*"
$""* 0-$ -&/ $0- !,"

表 % %&&& 年太湖流域和全国产业结构比较 #

区域 国内生产总值 第一产业 第二产业 第三产业

全国 *"" */.- !".$ &&.-
太湖流域 *"" 0.0 0,.! *&.,

调查发现，目前发达国家万元 ’() 用水量一般

在 !"%& 以下。而太湖流域万元 ’() 用水量远高于

发达国家水平，甚至远远超过像巴西（$-/ %&）这样

水资源丰富的国家。$""" 年英国、日本、美国、巴西

等国家万元 ’() 用水量指标分别为 *& %&、$* %&、

0+%&、$-/%&。

可见，太湖流域在本地产水量不足、水质型缺水

致使水资源缺乏的同时，流域总体节约用水水平不

高。太湖流域是中国经济最发达的地区之一，科技和

经济水平都处于国内领先地位，应有能力达到发达国

家的先进节水水平。

% 1! 农业节水

% 1! 1! 农业节水现状

太湖流域内有耕地 *-& 万 2%$，其中水田 *$" 万

2%$，约占总耕地的 ,!#。农业是用水大户，农业灌

溉用水中水田灌溉占 +!#，水田灌溉用水的消耗率

约为 0"#。

农业用水指标太湖流域与全国平均水平相差不

大，但较国内和国际先进水平有相当大的差距。根

据《中国水资源公报》统计，*++, 3 $""* 年太湖流域

和全国农田灌溉平均用水量比较见表 &，$""" 年流

域分区农业灌溉用水量比较见表 -，$""" 年太湖流

域与国际先进水平的农业节水技术比较见表 !。

表 ’ !""# $ %&&!

!
!!!!

年太湖流域和全国农田灌溉用水量

年份

农田灌溉平均用水量 4
（%&·2%5 $）

太湖流域 全国

年份

农田灌溉平均用水量 4
（%&·2%5 $）

!! 太湖流域 全国

!!*++, 0-*" 0&$" $""" 0-$! 0*,!
*+++ 0"&! 0$/" $""* /0!" 0*,!

% 1! 1% 农业节水潜力分析

农田灌溉平均用水量受降雨量的影响波动较

表 ( %&&&

!
!!!

年流域分区农业灌溉用水量

流 域
农田灌溉平均用水量 4

（%&·2%5 $）
流 域

农田灌溉平均用水量 4
（%&·2%5 $

!! ）

太 湖 0-$! 内陆河!! **,!"
东南诸河 ++0! 松辽河!! 0++!
西南诸河 +-$" 海 河!! &+*!

淮 河 -"/! 黄 河!! /*,"
珠 江 *&0-"

表 ) %&&& 年太湖流域与国际先进水平的农业节水技术

区 域
节灌

率 4 #
灌溉水

利用系数

水分生产

率 4（67·%5 &）

农田灌溉用水

量 4（%&·2%5 $）

国际先进水平 8 ," ".0 3 "., $ 1&$ !$!"
全国 &! ".& 3 ".- * 1*" 0*,!

太湖流域 /" ".! * 1*" 0-$!

大，*++, 3 $""* 年，太湖流域平均降雨量为**,*%%，

降雨量明显高于全国平均数 /-/.0! %%。太湖流域

降雨年际、年内变化较大，最大与最小年径流量的比

值为 *!.0 倍，其中 /"#的降雨集中在农业灌溉用水

高峰期 ! 3 + 月。丰富的降雨量和雨热同期给太湖流

域的农业生产带来了得天独厚的条件，太湖流域农业

灌溉用水量与全国平均水平相差不大，低于东南诸

河、西南诸河、珠江等降雨量和气候相仿的流域，可见

太湖流域的农业节水措施已经处于国内先进水平。

太湖流域节灌率和灌溉水利用系数虽处于国内

前列，但远低于国际先进水平。目前太湖流域水田

大都仍采用漫灌方式，用水量大，耗水量也大，水田

漫灌消耗的 0"#用水中，大部分为水田蒸发、渠系

损失，而水稻的实际耗用量较低。瑞典、英国、奥地

利、德国、法国等国家水资源条件都比较好，却仍有

,"#以上的灌溉面积实现了喷灌化，其中英国为

*""#，瑞典为 ++#，以色列 -"#为喷灌、/"#为微

灌，这些国家的水有效利用率都在 ,"#以上。

太湖流域重点开展农业灌溉节水工程建设，这

是节水工作的重点。若将现有渠系水利用率提高到

".0，农田灌溉用水量可降至 - ,"" %& 4 2%$，太湖流域

农业可节水 &* 亿 %&，还可以减少面源污染。

太湖地区经济社会的发展，促使城市化水平不

断提高，农业用地面积不会增加；随着国家粮食政策

的调整，太湖流域农业生产在保持总量平衡的基础

上，将向多样化、高品质、高附加值方向发展，粮食种

植比例将减少，经济作物比例将增加。随着农业结

构的调整，通过提高节水灌溉面积和减少农田灌溉

平均用水量，太湖流域的农业还有一定的节水潜力。

% 1% 工业节水

% 1% 1! 工业节水现状

根据《中国水资源公报》统计，*++, 3 $""* 年，太

湖流域和全国万元工业产值用水量比较见表 /，$"""
年太湖流域及国内部分城市工业节水指标见表 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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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 太湖流域和全国万元工业产值（含火电）用水量 !

!!!

"

!!

年份 太湖流域 全国 年份 太湖流域 全国

!!#$$% $$&$ $’ ())) *$ *%
#$$$ $#&) $# ())# $) $)

表 " #$$$

!
!!!!

年太湖流域和国内部分城市工业节水指标

城 市

工业产值

取水量 +
（!"·万元 , #）

重复利

用率 + -
城 市

工业产值

取水量 +
（!"·万元 , #）

重复利

用率

!
!
!
!
!
!
!

+ -

太湖流域 (.&)) /)&))
北京市 .’&.) %’&/.
大同市 $’&"" $.&)*
成都市 "/&$( /.&$/

武汉市 *’&#* ’(&$%
广州市 ".#&". (%&%*

全 国 — .)&))

# 0# 0# 工业节水潜力分析

太湖流域工业重复利用率较低，但是万元工业

产值取水量却处于国内先进水平，这与太湖流域的

工业结构有关。太湖流域根据国际经验和本区特

点，近年来更加重视高新技术产业的发展，用高新技

术改造传统产业和用高新技术产品装备传统产业。

从 ())) 年工业门类结构来看，其结构比重依次为电

子、机械、化学、冶金、纺织和食品，这六大行业的工

业产值占工业总产值比例 %/-以上。高新技术产

业和低用水行业占较高的比例以及较先进的工业生

产水平都使得工业节水指标处于国内先进水平。

据有关资料统计分析，目前太湖流域工业节水

措施的主要形式是重复回用和串联使用，分别为总

节水的 .)-和 (/-，节水器具、工艺改造及加强用

水管理措施仅占 #/-，因此后三种节水措施的节水

潜力还是很大的。从工业用水的重复利用率看，目

前太湖流域城市工业用水重复利用率为 /)-，日

本、美国、原苏联 () 世纪 %) 年代就在 */-以上。因

此，无论与发达国家相比，还是与国内发达地区相

比，太湖流域加强节水措施建设，工业节水潜力很

大。假 如 太 湖 流 域 工 业 用 水 重 复 利 用 率 提 高 到

*/-，工业至少可节水 "*&/ 亿 !"。

# 0% 生活节水

# 0% 0& 生活节水现状

根据《中国水资源公报》统计，#$$% 1 ())# 年，太

湖流域和全国人均生活用水量见表 %。

表 ’ &((’ ) #$$& 年太湖流域和全国人均生活用水量

2 +（人·3, #）

年份
城镇生活 农村生活

太湖流域 全国 太湖流域 全国

#$$% "%$&" ((( #’" %*
#$$$ "$( ((* #(# %$
())) ".( (#$ #)% %$
())# "." (#% ##) $(

近年来，太湖流域城镇人均生活用水量最低为

".( 2 + 3，其中居民生活 #%)2 + 3，公共用水 #%(2 + 3，并

且呈继续增加的趋势，而全国的平均水平约 (() 2 +人·

3，南方大中城市人均生活用水指标 #$/ 1 (// 2 + 3，

欧洲 #/ 国的居民人均生活用水量维持在 #.) 2 + 3。

太湖流域城镇人均综合生活用水量明显偏高，远高

于全国的平均水平与国际先进水平。())) 年太湖

流域及国内部分城市的综合生活和居民生活用水量

情况见表 $。可见太湖流域生活用水指标偏高，浪

费水严重。

表 ( #$$$ 年太湖流域和国内部分城市的综合生活用水量

2 +（人·3, #

!
!!!

）

城 市
综合生活

用水量

居民生活

用水量
城 市

综合生活

用水量

居民生活

!
!!!!

用水量

太湖流域 ".( #%)
北京 (#$ ##%
武汉

!!

"$. (#.

深圳

!
!!!

"*/ #.#

全国 (#$ ##.

#*%*# 生活节水潜力分析

太湖流域自来水水价偏低，居民平时并不注意

节约用水。太湖流域是我国经济社会最发达的地区

之一，#$$$ 年人均 456 (’ /#) 元，早已步入小康水

平，适当调整水价完全有承受能力。())) 年太湖流

域自来水综合水价在 #&)" 1 (&(* 元 + !" 之间，其中

污水处理费仅 )&( 1 )&% 元 + !"。经对澳大利亚、加

拿大、以色列及美国等国家的研究后发现，水价提高

#)-将使家庭用水减少 "- 1 *-。

目前太湖流域节水器具普及率约 *)-左右，计

划用水率约 *)-左右，低的仅 ’)-，远低于节水型

城市计划用水率 $/-标准；市政供水管网“跑、冒、

滴、漏”浪费的水资源高达 ")-。因此，在居民生活

用水方面，太湖流域可采取加强居民的节水意识、提

高节水器具普及率和降低管网漏失率等措施来节约

用水。假如太湖流域达到全国综合生活用水量的平

均 水 平，太 湖 流 域 生 活 用 水 量 每 年 至 少 节 约

#$ 亿 !"。

% 太湖流域节水措施［"!’］

% 0& 节水工程性措施［/］

+, 农业节水工程措施［.］。农业节水灌溉以改

进地面灌溉为主，适当发展薄露灌溉、喷灌等灌溉技

术。改进水稻漫灌方式，从传统的粗放型灌溉农业

转变为节水高效的现代灌溉农业，从灌溉土地转变

为灌溉作物，尤其要发展低压管道灌溉，建立节水型

农业。建议太湖流域采取以下措施挖掘节水潜力，

如防渗输水管渠的建设（粮食作物）、增加喷滴灌面

积（经济作物、苗木、蔬菜）、开展节水型现代农业园

区建设（综合类的农村经济）等。

-, 工业节水工程措施。重点提倡节水器具和

·$*·



工艺改造。进行工艺改造和设备更新，淘汰高用水

工艺和落后的设备；应用节水和高效的新辅技术，如

高效人工制冷及低温冷却技术、高效洗涤工艺等；提

高工业用水重复利用率、回用率。

!" 生活节水工程措施。根据管网普查结果，加

大管网改造力度。重点对 !" 世纪 #" 年代、$" 年代

期间铺设的管道及材质差、经常爆管、积垢淤塞的灰

铸铁管道进行改造；郊区（县）结合城镇建设和水厂

集约化建设进行。安装用水计量设备，普及和推广

节水型洗车设施。开展中水回用试点项目，建设城

市水质净化厂中水回用项目、居住小区中水回用项

目建设和学校中水回用项目。

# %$ 非工程性节水措施［$］

%" 加强节水法规建设和管理。认真贯彻《中华

人民共和国水法》，完善节水法规体系和技术标准体

系，制定规范性文件，梳理地方技术标准。大力开展

节水宣传，太湖流域可通过节水教材、节水展馆、节

水社会监督网等方式开展节水宣传活动。成立创建

节水型企业、节水型城市、节水型社会领导小组，为

节水创造良好的社会环境。

&" 强化节约用水管理。健全组织管理机构，郊

区（县）节水管理职能政企分开。加大执法力度和

“三同时”管理，加强计划用水管理和定额管理相结

合的节水管理手段，落实减免税的优惠政策。积极

推进科技节水，研制、开发节水型器具，开发检漏、补

漏、堵漏新技术，编制限制高用水项目目录及淘汰落

后的高耗水工艺和高耗水设备（产品）目录，建立和

完善节水型器具市场准入机制，节水型器具进入市

场应印有国家节水标志。实行计划用水，提倡一水

多用、优水优用。太湖流域须进一步加大产业结构

调整的力度，加快产业结构向“三、二、一”形式转变，

大力发展少用水、低耗水、少排污的产业，开展企事

业单位水平衡测试。

!" 充分利用经济杠杆促进节约用水。为节水

工程投资筹集的顺利进行建立投融资机制；建立节

水激励机制，对节水先进单位进行表彰奖励。尽快

建立科学合理的水价体系，运用价格杠杆、水价体系

来控制用水量，促进节约用水。

’ 结 语

太湖流域地区多年平均水资源量为 &#! 亿 ’(，

而近几年太湖流域年用水总量维持在 !)" 亿 ’( 左

右，是本地水资源总量的近两倍。流域用水能够维

持生产、生活需要，一方面依靠水的重复利用，另一

方面靠引长江、钱塘江水补给。目前太湖流域万元

*+, 用水量、万元工业增加值用水量与全国平均水

平相比较低，但与发达国家相比却高得多，生活用水

指标远高于全国平均水平，太湖流域还有很大的节水

潜力。因此，太湖流域水资源要实现可持续利用和发

展，在水资源保护和水污染治理的诸多措施中，节水

是重 要 措 施 之 一。目 前，太 湖 流 域 用 水 量 约 为

!)" 亿 ’(，采取节水措施可以达到发达国家节水水

平，至少可节水 -$./ 亿 ’(，其中农业灌溉可节水 (&
亿 ’(，工业可节水 ($./ 亿 ’(，生活可节水 &) 亿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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河海大学举办“世界水日”、

“中国水周”宣传月活动

!""$ 年 ( 月 !! 日是第 &/ 届“世界水日”，( 月 !!
日至 !- 日是第 !" 届“中国水周”。联合国确定 !""$ 年

“世界水日”的宣传主题是“应对水短缺”，我国纪念“世

界水日”和开展“中国水周”活动的宣传主题是“水利发

展与和谐社会”。

河海大学从 ( 月 !! 日开始至 3 月中旬组织开展

系列科普宣传月活动。结合以上主题，宣传月活动的

主要内容有：一是举办“学术报告厅”专题报告会，由水

文水资源与水利工程科学国家重点实验室主任彭世彰

教授作《我国农业节水创新与发展》、水文水资源学院

崔广柏教授作《新时期水环境保护与规划》学术报告；

二是举办“河海大讲堂”专题报告会，由博士生、硕士生

进行学术报告与交流；三是举办“三江源”系列科普影

片放映，包括《山宗水源》、《源头何处》、《血脉千年》、

《生命如歌》、《敬天借地》、《同乳共生》、《古风神韵》、

《源远流长》；四是举办“应对水短缺”有奖知识竞赛等。

（本刊编辑部 供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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