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区域用水总量控制模糊综合评价研究

吴书悦,杨雨曦,彭宜蔷,俞小彤,宋紫淳

(河海大学, 南京 210098)

摘要: 用水总量控制作为最严格水资源管理制度/ 三条红线0之一, 对其实施效果进行合理的评价至关重要。在科学

界定区域用水总量控制内涵的基础上,从水资源、社会、经济和环境四个方面出发, 构建了包括人均水资源量、水资

源开发利用率、区域缺水率等 13 个基础指标的区域用水总量控制评价指标体系,并对各评价指标的考核标准进行

了划分, 建立了基于层次分析法的模糊综合评价模型, 用于评价区域用水总量控制实施效果。选择南京市高淳区进

行了模型应用实例研究,评价结果符合客观实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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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uzzy Comprehensive Evaluation of Regional Total Water Consumption Control

WU Shu2yue, YANG Yu2xi, PENG Yi2qiang, YU X iao2to ng, SONG Zi2chun

( H ohai Univ er sity , N anj ing 210098, Chi na)

Abstract: To tal w ater consum ption cont rol is one of the / three lines0 in the str ictest water resources management system, and a

reasonable evaluation of its implementation effects is impo rtant. I n this paper , the connotation o f reg ional total water consump2

tion contro l w as established first. Then, an evaluat ion index sy stem of regional total w ater consumpt ion contr ol w as developed

from t he perspect ives of w ater resources, so ciety, economy , and envir onment . T he evaluation index sy stem included 13 specific

indexes, such as per capita po ssession of w ater resources, ut ilization efficiency of w ater resour ces, and reg ional w ater sho rtag e

rate. F ina lly, the evaluation criter ia of each index w ere conducted and a fuzzy comprehensive evaluation model was developed

based on AH P to evaluate the im plementation effects o f reg ional to tal wat er consumpt ion cont ro l. T he model w as applied to the

Gaochun distr ict of Nanjing, and the evaluation results w ere reasonable.

Key words: t otal water consumpt ion contro l; evaluation index system; AH P; f uzzy comprehensiv e evaluation

  为了缓解水资源日益短缺的局面, 我国于 2011 年正式

颁布5关于加快水利改革发展的决定6 , 提出用水总量、用水

效率和水功能区限制纳污/三条红线0 , 成为当前和今后一个

时期加快水利改革发展的纲领性文件; 随后,5关于实行最严

格水资源管理制度的意见6出台, 提出了 2015 年和 2020 年

/ 三条红线0的具体目标,其中用水总量控制作为/ 三条红线0

之首,是实施最严格水资源管理制度的基础。

国内已有部分学者对用水总量控制进行了探讨和研究,

取得了一些研究成果: 陈方等 ( 2009)提出了包含目标型、动

态型和考核型等指标在内的太湖流域用水总量控制指标体

系[ 1] ;裴源生( 2009)研究了水资源用水总量与定额管理协调

保障技术体系[2] ;陈进( 2011)提出了适合长江流域特点的用

水总量控制管理的原则和方法[3] ;汪党献( 2012)针对目前我

国用水总量控制制度建设与控制指标分配工作, 讨论了用水

总量控制制度构建的主要内容[4] ;刘淋淋( 2013)提出了用水

总量控制指标的确定方法,并对胶南市及乳山市进行实例研

究[ 5]。目前用水总量控制的研究成果大多是对用水总量控

制模式、制度建设和保障技术等方面进行研究, 而对用水总

量控制评价指标体系的研究较少,仅有的也通常采用定性分

析方法确定相应的指标,使得所构建的指标体系存在大量主

观因素干扰,缺乏系统性和科学性。本文针对以上问题, 在

科学界定区域用水总量控制内涵的基础上, 采用定性分析和

定量分析相结合的方法,构建区域用水总量控制评价指标体

系以及基于层次分析法的模糊综合评价模型,对区域用水总

量控制的实施效果进行评价,为区域用水总量控制实现定量

化宏观管理提供科学依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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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区域用水总量控制的内涵

区域用水总量控制是根据区域的发展特点和水资源开

发利用现状,通过协调区域用水定额指标和水量分配方案,

构建区域用水总量控制指标体系,对区域用水总量实行定量

化宏观管理,最终实现用水总量控制和定额管理相结合的水

资源管理制度。

区域用水总量控制通常以各级行政区域为取用水单元。

上级行政区域通过制定区域水量分配方案和年度水量调度

计划,确定下级各行政区域用水总量控制量, 下级行政区域

根据上级制定的控制水量, 结合当地的用水定额、经济技术

条件、产业结构、节水潜力等确定本行政区域内各行业用水

量控制目标。

2  区域用水总量控制评价指标体系构建

为构建科学合理的区域用水总量控制评价指标体系,使

系统中大量相互关联、相互制约的因素条理化、层次化, 应当

按照一定的步骤构建相应的指标体系: ( 1)收集相关资料,提

出指标体系的目标及其影响因素; ( 2)进行指标初选, 比较各

影响因素之间的关系, 确定指标体系的层次, 初步确定评价

指标体系; ( 3)进行指标优选,经过优化后确定指标之间的层

次和结构,反复修改, 不断完善,确定最终的指标体系。

在构建区域用水总量控制评价指标体系时, 要依照科学

全面的原则,统筹考虑各方的关系。由于最严格水资源管理

制度的/ 三条红线0是从不同角度对水资源的利用和保护进

行管理,三者之间既有区别, 也有密切关系, 因此在构建区域

用水总量控制评价指标体系时,应当考虑/用水效率红线0和

/ 水功能区限制纳污红线0对用水总量控制实施效果的影响。

2. 1  评价指标初选
区域用水总量控制是一个多层次多目标的复杂系统,因

此在构建指标体系时将其分解为水资源系统、社会系统、经

济系统和环境系统四个子系统,从各子系统的角度分析影响

区域用水总量控制实施效果的主要因素。水资源系统是区

域用水总量控制的基础,反映了区域水资源潜力和开发利用

状况,其主要影响因素包括人均水资源量、年径流量、水资源

开发利用率、径流利用率、地下水利用程度等;社会系统是区

域用水总量控制的核心,其主要影响因素包括人均综合用水

量、城市化率、单位灌溉面积用水量、区域缺水率等; 经济系

统是实现区域用水总量控制的必要条件, 反映了区域用水的

效益和效率,其主要影响因素包括万元 GDP 用水量、万元工

业增加值用水量、工业用水重复利用率、灌溉水利用系数等;

环境系统是区域用水总量控制的保障, 其主要影响因素包括

污水处理率、再生水回用率、水功能区水质达标率等。

根据各子系统的主要影响因素,采用频度统计法和理论

分析法进行评价指标初选,初步确定区域用水总量控制评价

指标体系如表 1 所示。频度分析法是对国内外与评价目标

相关的资料文献中的各项指标进行频度统计,选择使用频率

较高的指标作为初选指标, 比如人均水资源量、人均综合用

水量、万元 GDP 用水量、万元工业增加值用水量等; 理论分

析法是结合区域用水总量控制的内涵和特征进行综合分析,

选择那些具有代表性和系统性的重要特征指标作为初选指

标,比如水资源开发利用率、灌溉水利用系数、工业用水重复

利用率、区域缺水率、水功能区水质达标率等。通过频度统

计法和理论分析法可以实现评价指标的初选,但是由于这两

种方法均属于定性分析方法,在指标的选择上存在较大的主

观臆断性,为了保证评价结果的可靠准确, 需要进一步对指

标进行优选。

表 1 区域用水总量控制评价指标体系(初选)

Table 1  E valuat ion in dex system of regional total

water consumpt ion cont rol ( primary s elect ion)

目标层 A 准则层 B 指标层 C

区域用水

总量控制

效果评价

水资源

系统

人均水资源量、年径流量、产水系数、水资源

开发利用率、径流利用率、地下水利用程度

社会系统

人均综合用水量、单位灌溉面积用水量、区

域缺水率、人口密度、人口自然增长率、城市

化率

经济系统
万元 GDP 用水量、万元工业增加值用水量、

工业用水重复利用率、灌溉水利用系数

环境系统
污水处理率、水功能区水质达标率、污径比、

工业废水排放达标率

2. 2  评价指标优选
在初步确定指标体系后, 需要对所选指标进行优选, 去

除那些特征值不易获得或相互之间重复的指标, 选择起主导

作用的因素作为最终指标。对于评价指标的优选, 目前尚没

有统一公认的方法,一般是在遵循科学性、系统性、独立性和

完备性等原则的基础上[ 627] ,采取定性和定量分析相结合的

方法进行。定性分析的方法主要是专家咨询法, 从评价的目

的和原则出发,在初选指标体系的基础上, 征询有关专家的

意见,对指标进行调整。定量分析的方法常采用主成分分析

法,将包含众多变量的高维系统进行降维处理, 求得最具有

代表性的评价指标。

本文首先采用专家咨询法对初选指标进行专家评分,编制

专家咨询表, 请专家根据自己的经验和知识按照/重要0 ( 90~

100 分)、/ 较重要0 ( 80~ 90 分)、/ 一般0 ( 70~ 80 分)、/ 较不重

要0 ( 60~ 70)和/不重要0 ( < 60分)五个等级对各评价指标打

分;统计专家打分情况, 计算各指标平均值, 选取平均值高于

70 分的指标进行主成分分析和独立性分析 ,确定指标体系;

最后再次征求有关专家的意见, 结合评价区域的实际情况,

经过反复修改和不断完善,确定最终的评价指标体系。

2. 3  评价指标体系的建立
通过上述指标初选及优选,最终建立区域用水总量控制

评价指标体系。该指标体系包括三个层次:目标层( A )、准则

层( B)和指标层( C)。其中目标层 A 为区域用水总量控制效

果评价,处于整个指标体系的最高层, 是各子系统协调发展

的综合体现;准则层 B 包括水资源系统( B1)、社会系统( B2)、

经济系统( B3)和环境系统( B4) , 反映了各子系统对区域用水

总量控制实施效果的影响;指标层 C 是区域用水总量控制的

基础性指标,是区域用水总量控制影响因素的具体体现。最

终确定区域用水总量控制评价指标体系及各指标计算公

式[ 8211]见表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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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2  区域用水总量控制评价指标体系
Table 2  Evaluat ion in dex system of regional total w ater con sumpt ion cont rol

目标层 A 准则层 B  指标层 C   各指标计算公式    

区域用水

总量控制

效果评价

水资源系统 B1

社会系统 B2

经济系统 B3

环境系统 B4

人均水资源量C 1/m 3 区域水资源量/区域总人口数

水资源开发利用率C2( % ) 水资源开发利用量/区域水资源总量

径流利用率 C3( %) 地表径流供水量/地表水资源量

地下水利用程度C4( % ) 区域浅层地下水实际开采量/区域地下水可开采量

人均综合用水量C5/ m 3 区域年用水量/区域总人口数

单位灌溉面积用水量 C6/ ( m 3 # 亩21) 区域灌溉用水总量/区域实际灌溉面积

区域缺水率 C7( %) 区域缺水量/区域需水量

万元 GDP 用水量 C8/ m 3 区域总用水量/区域 GDP 值

万元工业增加值用水量 C9/ m 3 区域工业用水量/工业增加值

工业用水重复利用率 C10( % ) 工业用水重复利用量/用水量

灌溉水利用系数C11 田间净灌溉水量/干渠渠首总引水量

污水处理率 C12( %) 污水处理量/污水排放总量

水功能区水质达标率 C13( % ) 水功能区水质达标个数/水功能区评价总个数

3  区域用水总量控制模糊综合评价模型的
构建

3. 1  指标权重的确定
本文采用层次分析法确定评价指标体系中各指标权

重[ 12]。为了便于进行一致性检验, 减小工作量, 采用 MAT2

LAB软件编制相关程序,计算各判断矩阵的特征值和对应的

特征向量,经一致性检验后确定各指标权重见表 3。

3. 2  指标考核标准的划分
为使不同量纲、不同评价标准的指标能够综合为一个数

表 3 区域用水总量控制评价指标体系中各指标权重值
T able 3  Weights of each index in the evaluat ion index system of regional total w ater consumpt ion cont rol

目标层 A 权重 准则层 B 权重
B层总

排序

B层一致性

检验
指标层 C 权重

C层总

排序

C层一致性

检验

区域用水

总量控制

程度 A

1. 0

水资源系

统 B1
0. 1404 0. 1404

社会系统

B2
0. 3952 0. 3952

经济系统
B3

0. 2322 0. 2322

环境系统

B4
0. 2322 0. 2322

CR= 0. 0225

CR< 0. 1

人均水资源量 C1 0. 1409 0. 0198

水资源开发利用率 C2 0. 4554 0. 0639

径流利用率 C3 0. 2628 0. 0369

地下水利用程度 C4 0. 1409 0. 0198

人均综合用水量 C5 0. 1634 0. 0646

单位灌溉面积用水量 C6 0. 2970 0. 1174

区域缺水率 C7 0. 5396 0. 2132

万元 GDP 用水量 C8 0. 1601 0. 0372

万元工业增加值用水量 C9 0. 2772 0. 0644

工业用水重复利用率 C10 0. 0954 0. 0222

灌溉水利用系数 C11 0. 4673 0. 1085

污水处理率 C12 0. 5000 0. 1161

水功能区水质达标率 C13 0. 5000 0. 1161

CI = 0. 0047

RI = 0. 5646

CR = 0. 0083
CR < 0. 1

值化的评价结果,必须对每一个评价指标无量纲化, 即将指

标的实际值与标准值进行比较。本文在参考国内外已有研

究成果和国际普遍认可的相关标准的基础上,根据研究区域

的具体状况进行调整后,确定指标体系中各评价指标的评价

标准[13214]划分为/ 很好0、/ 较好0、/ 中等0、/ 较差0、/ 很差0五

个评价等级,见表 4。对于正向指标,其数值越大表示区域用

水总量控制效果越好,逆向指标则相反。

3. 3  模糊综合评判矩阵的确定
模糊综合评判矩阵 R :

R=

r 11  ,  r im

s  w  s

r n1  ,  r nm

( 1)

其中: r ij 表示各评价指标对评价等级的隶属度。

本文采用三角形函数法,将评价指标分为正向指标和逆

向指标分别计算相应的隶属度。正向指标隶属度计算公式

如下[ 15] :

L( 1x ) =

  1    x> 2v 1- v 2

x- v 2

2( v 1- v 2 )
 v 2< x [ 2v 1- v 2

  0    x [ v 2

L( 2x ) =

  0    x> 2v 1- v 2

2v 1- v 2- x

2(v 1- v 2)
 v 2< x [ 2v 1- v 2

x- v 4

v 2- v 4
   v 4< x [ v 2

  0    x [ v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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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4  区域用水总量控制评价指标体系中各指标评价标准
T able 4  Criteria of each index in the evaluat ion index s ystem of regional total w ater consumpt ion cont rol

指标 类型
区域用水总量控制效果评分标准

很好 较好 中等 较差 很差

人均水资源量/ m3 正 > 5 000 3 000~ 5 000 1700~ 3000 500~ 1700 < 500

水资源开发利用率( % ) 逆 < 10 10~ 30 30~ 50 50~ 80 > 80

径流利用率( % ) 逆 < 10 10~ 20 20~ 30 30~ 50 > 50

地下水利用程度( % ) 逆 < 30 30~ 60 60~ 80 80~ 100 > 100

人均综合用水量/ m3 逆 < 300 300~ 450 450~ 600 600~ 750 > 750

单位灌溉面积用水量/ ( m3 # 亩21) 逆 < 200 200~ 350 350~ 480 480~ 740 > 740

区域缺水率( % ) 逆 0 0~ 10 10~ 30 30~ 40 > 40

万元 GDP 用水量/ m3 逆 < 50 50~ 120 120~ 300 300~ 500 > 500

万元工业增加值用水量/ m3 逆 < 30 30~ 40 40~ 70 70~ 108 > 108

工业用水重复利用率( % ) 正 > 90 70~ 90 50~ 70 30~ 50 < 30

灌溉水利用系数 正 > 0. 8 0. 6~ 0. 8 0. 5~ 0. 6 0. 45~ 0. 5 < 0. 45

污水处理率( % ) 正 > 95 85~ 95 75~ 85 65~ 75 < 65

水功能区水质达标率( % ) 正 > 80 60~ 80 40~ 60 20~ 40 < 20

  L( 3x ) =

  0    x> v 2

v 2- x

v 2- v 4
  v 4< x [ v 2

x- v 6

v 4- v 6
   v 6< x [ v 4

  0    x [ v 6

L( 4x ) =

  0    x> v 4

v 4- x

v 4- v 6
  v 6< x [ v 4

x- 2v 7+ v 6

2(v 6- v 7 )
 2v 7- v 6< x [ v 6

  0    x [ 2v 7- v 6

L( 5x ) =

  0    x> v 6

v 6- x

2( v 6- v 7 )
 2v 7- v 6< x [ v 6

  1    x [ 2v 7- v 6

( 2)

式中 : L(1x )、L(2x )、L(3x )、L(4x )、L(5x )分别为各指标对/很好0、/较

好0、/ 中等0、/较差0、/ 很差0五个评价等级的隶属度; V 1、V 2、

V 3、V 4、V 5、V 6、V 7 根据评价指标各等级划分标准的临界值

ki 进行计算, 计算公式为 V 1 = k 1, V 2= ( k 1 + k 2 ) / 2, V 3=

k 2 , V 4= ( k 2+ k 3) / 2, V 5= k 3, V 6= (k 3+ k 4 ) / 2, V 7= k 4。

逆向指标隶属度计算公式如下:

L( 1x ) =

  1    x< 2v 1- v 2

x- v 2

2( v 1- v 2 )
 2v 1- v 2 [ x< v 2

  0    x \v 2

L( 2x ) =

  0    x< 2v 1- v 2

2v 1- v 2- x

2(v 1- v 2 )
 2v 1- v 2 [ x< v 2

x- v 4

v 2- v 4

   v 2 [ x< v 4

  0    x \v 4

L( 3x ) =

  0    x< v 2

v 2- x

v 2- v 4
  v 2 [ x< v 4

x- v 6

v 4- v 6

   v 4 [ x< v 6

  0    x \v 6

L( 4x ) =

  0    x< v 4

v 4- x
v 4- v 6

  v 4 [ x< v 6

x- 2v 7+ v 6

2(v 6- v 7)
 v 6 [ x< 2v7 x- v 6

  0    x \2v 7- v 6

L( 5x ) =

  0    x< v 6

v 6- x
2( v 6- v 7 )

 v 6 [ x< 2v 7- v 6

  1    x \2v 7- v 6

( 3)

式中:各符号含义同式( 2)。

3. 4  模糊综合评价结果的确定
采用加权平均法对权重矩阵 A 和模糊综合评判矩阵 R

进行运算,得到区域用水总量控制评价结果矩阵 B= A # R=

{ b1 , b2 , ,, bm } ,其中

bj = min 1, E
n

i= 1
a ir ij   ( j = 1, 2, ,, m) ( 4)

采用最大隶属度法确定评价结果, 令 bk = max { b1 , b2 ,

,, bm } , bk 所对应的评价等级即为最终评价结果。

4  实例研究

4. 1  实例概况
本文选择江苏省南京市高淳区作为研究实例。研究区位

于南京市最南端, 地处北纬 31b13c- 31b26c、东经 118b41c-

119b12c, 北部与溧水相邻 ,东部与溧阳相接, 南部和西部与

安徽郎溪、宣州、当涂三县(市) 接壤。全区总面积为 801. 8

km2 , 其中水域面积 235. 3 km2 ,占总面积的 29. 35%。高淳

区地处北亚热带和中亚热带过渡季风气候区, 以茅东进水

闸为界, 分属于水阳江和太湖两个水系 ,全区多年平均本地

径流量约为 2. 86 亿 m3 , 地下水资源量约为 0. 94 亿 m3 , 多

年平均过境水量约为 23. 11 亿 m3。现状用水主要由本地

产流通过河湖、水库及塘坝的调蓄供给 ,对过境水的利用程

度不高, 目前主要通过杨家湾水利枢纽蓄存水阳江的过境

水补给固城湖水量, 过境水现状利用量仅为过境水总量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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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左右。

4. 2  用水总量控制实施效果评价
根据所构建的区域用水总量控制评价指标体系,结合

南京市高淳区现状水平年的水资源状况、社会经济发展状况

和环境状况,确定了南京市高淳区用水总量控制评价指标体

系中各指标的实际值见表 5。

表5  南京市高淳区用水总量控制评价指标实际值

Table 5 Actual values of the indexes in the evaluat ion index system of Gaochun dist rict of Nanjing

评价指标
人均水资源量

/ m3

水资源开发利用率

(% )

径流利用率

( % )

地下水利用程度

( % )

人均综合用水量

/ m3

指标值 6 168. 09 36. 04 13. 35 2. 07 783. 29

评价指标
单位灌溉面积用水量

/ (m3 #亩21)

区域缺水率

(% )

万元 GDP用水量

/ m3

万元工业增加值用水量

/ m3

工业用水重复利用率

( % )

指标值 271. 51 0 85. 4 18 65

评价指标 灌溉水利用系数
污水处理率

(% )

水功能区水质达标率

( % )

指标值 0. 61 83. 02 75

  根据各指标评价标准, 对南京市高淳区用水总量控制的

现状水平进行模糊综合评价。采用三角形函数法确定各指标

的隶属度,得到南京市高淳区用水总量控制效果的模糊综合

评判矩阵 R。

R=

 1   0   0   0    0

 0  0. 1982 0. 8018   0   0

0. 1957 0. 0843   0   0   0

 1   0   0   0    0

 0   0   0  0. 2781 0. 7219

0. 0233 0. 9767   0   0   0

 0. 5  0. 5   0    0   0

 0  0. 9968 0. 0032   0   0

 1   0   0   0    0

 0  0. 25  0. 75   0    0

 0   0. 4  0. 6   0   0

 0  0. 3023 0. 6977   0   0

 0. 25 0. 75    0    0    0

根据层次分析法所确定的各指标权重值,构造相应的权

重矩阵 A :

A = [ 01 0198, 01 0639, 01 0369, 01 0198, 01 0646, 01 1174,

01 2132, 01 0372, 01 0644, 01 0222, 01 1085, 01 1161, 01 1161]

将权重矩阵 A 和模糊综合评判矩阵 R 加权平均,得到评

价结果矩阵 B = A # R = ( 01 2495, 01 4718, 01 2141, 01 0180,

01 0466) , 因此南京市高淳区现状年用水总量控制效果隶属于

/ 很好0的概率为 241 95%, 隶属于/ 较好0的概率为 471 18% , 隶

属于/ 中等0 的概率为 211 41% , 隶属于/ 较差0 的概率为

11 80%, 隶属于/ 很差0的概率为 41 66%。采用最大隶属度法

得到南京市高淳区用水总量控制的最终评价结果 v = max{ b1 ,

b2 , ,, b5} = b2 ,因此南京市高淳区用水总量控制实施效果属

于较好水平,该评价结果与高淳区用水总量控制的实际情况

是一致的。

4. 3  对策与建议
根据模型中的模糊综合评判矩阵, / 人均综合用水量0、

/ 水资源开发利用率0、/ 工业用水重复利用率0和/ 污水处理

率0这四个指标隶属于/ 很好0和/ 较好0的概率较低, 说明这

四个指标是高淳区用水总量控制的主要短板, 因此, 未来高

淳区应贯彻落实5省政府关于实行最严格水资源管理制度的

实施意见6 ,确立高淳区水资源开发利用红线,严格执行南京

市水利局下达的用水总量控制计划, 加强计划用水考核, 严

格落实水资源论证和取水许可制度。具体可从以下几个方

面采取措施加强用水总量的控制。

( 1)在农业用水方面, 主要存在节水灌溉面积比例不高、

农作物种植产业结构不合理、农田水利基础设施老化等问

题。为此,应当不断推进高淳区现代化农业发展水平, 改变

传统大水漫灌的灌溉方式;建设特色主导产业的农业生产基

地,减少传统高耗水作物的种植面积; 通过农田水利设施整

合配套建设,对灌区农田水利设施统一规划, 重点加强高淳

区 2万 hm2 农田水利工程建设, 配套相应的水利基础设施,

为现代农业提供高标准的农田水利基础支撑。

( 2)在工业用水方面, 目前高淳区工业经济规模化、集群

化发展特征日益明显, 形成了南京高淳经济开发区、桠溪工

业集中区、东坝工业集中区、固城工业集中区等工业园区,这

些工业园区是高淳区工业用水的大户。为此,应当加强对工

业园区的用水管理,制定园区用水、节水管理办法, 建立园区

用水考核体系,严格控制高污染、高耗水企业入驻园区。

( 3)在生活用水方面,高淳区生活用水呈现出逐年增长的

态势。为此,应当在满足居民生活用水需求的基础上,通过合

理统筹规划城乡发展、优化集中供水规划、加强宣传引导、遏

制不合理的用水增长及浪费等方式控制生活用水总量。

( 4)大力推广中水、雨水利用技术, 积极鼓励非传统水源

利用。为此,要引导工业、绿化、环卫、生态景观和洗车等使用

再生水、雨水、建筑基坑排水等非传统水资源,对区域内新建规

划面积在 5万 m2 以上的建设项目配套建设雨水收集系统,年用

水量 5万 m3 以上的机关、学校等单位推广使用雨水收集。

( 5)进一步提高污水处理能力, 新建、扩建污水处理厂,

对现有污水处理厂进行提标改造, 扩大污水收集范围, 保证

污水管网覆盖范围内的生活污水和工业废水全部进入污水

收集系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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