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东莞市江库联网工程发挥作用的思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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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东江与水库联网工程旨在解决东莞中部及沿海片主要依靠无调蓄功能的东江取水,遇到枯水年份缺水严重的

问题, 以全面提高该片区供水保证率和应对东江突发水事件的能力。本文就该工程实施过程中的水源保护规划、供

水格局调整和全面进行水价改革等方面提出几点思考和建议, 以保证联网工程良性循环, 早日发挥其经济、社会和

生态综合效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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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uggestion and thought on how to guarantee the col laborative work of river and reservoirs in Dongguan

ZHANG L i2juan1 , H AN Jiang 2

(1. S chool of Civ il and T ransp or tation Engineer ing G uang dong Univers ity of T echnology , Guangz hou 510006, China;

2. China Water Resour ces Pear l River Planning Sur vey ing & Desig ning Co. , L td, Guangzhou 510507, China)

Abstract: In order t o reso lve the problem o f being dependent on pumping w ater from the Dong jiang River without sto rag e capa2

bility and causing the lack of w ater dur ing the dr y per iod in the middle and coastal area of Dongguan, the construction of collab2

o rative wo rk of riv er and reservo ir pr oject is pr oposed to improve the water supply guar antee rate and the ability to respond the

emergency w ater problem. In this paper , several suggestions are proposed to address the quest ions o f how to carr y out the w a2

ter resour ces pr otection plan, to adjust the w ater supply pattern, and to conduct water pr ice r eformat ion, ther efo re the collabor a2

tive w ork can play its impo rtant r ole w ith the economic, so cial, and ecolog ical benefits.

Key words:co llabo rativ e wo rk of riv er and reservo ir pro ject; wat er resources pro tection plan; adjustment o f w ater supply pat2

tern; wat er price r efo rmat ion

  广东省东莞市地处东江三角洲,人口稠密、经济发达。全

市分为石马河片、中部及沿海片和水乡片三部分,其中中部及

沿海片包括莞城区、南城区、东城区、横沥镇 (部分)、寮步镇、

常平镇(部分)、厚街镇、大岭山镇、大朗镇、黄江镇 (部分)、东

坑镇、沙田镇、虎门镇、长安镇、松山湖科技产业园共 15 个镇

(区) ,规划区面积为 1 1401 4 km2 (占全市的 46% ) , 总人口为

3501 98万人(占全市的 541 1% ) ,生产总值为 439 亿元(占全市

的 381 0%)。改革开放以来,东莞市依靠/三来一补0的外向型

经济发展模式,成为珠三角重要的经济支柱,需水量剧增。目

前中部及沿海片供水主要来自于东江水, 以东江为水源的水

厂供水规模已达到 206 万 m3/ d, 实际供水量为71 29 亿 m3 , 占

总供水量的 84%。东江东莞段无调蓄功能, 按特枯年平均流

量 300 m3 / s 计, 可供东莞取用的流量仅为301 8 m3/ s, 而东

莞全市目前从东江取水流量平均已达46 m3 / s, 枯水年缺水

十分严重,在频率 95%的 1991 典型年来水情况下,年缺水量

为 51 293万 m3 , 缺水率为 541 8% ; 同时长安、虎门、大朗三

镇经济发达, 三镇现状总用水量为 31 41 亿 m3 , 约占中部及

沿海片 15 个镇总供水量的 391 2%。但三镇处于现状供水系

统末端,受上游镇区需水增加的影响导致水量水压长期不

足,长安、虎门被迫将污染严重的东引运河作为供水水源,严

重影响生产生活。另外,东莞境内水污染日趋严重,一旦东

江发生突发水污染事件,东江主力水厂将被迫停产停水。为

此,保障城市供水安全已成为当务之急, 重中之重。

1  工程概述

东莞市东江与水库联网工程(以下简称江库联网工程)

是5东莞市水资源综合规划6中提出的近期供水水源工程,是

保障东莞市中部及沿海片供水安全的关键性配置工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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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程依托主干取水河流东江与重要饮用水源的 9 座水

库,由东江沙角取水泵站、输水线路、2 处加压泵站、9 座水库

群 ) ) ) 松木山、同沙、横岗、水濂山、白坑、芦花坑、莲花山、马

尾和五点梅水库组成。根据地形地貌、水库分布条件等 ,采

用工程管线将东江与 9 座水库群相连通, 并与原有供水系统

相协调衔接(见图 1)。取水口位于东江下游干流河段左岸石

排镇沙角村处, 取水断面以上集水面积 27 010 km2。其中东

江至水库间的输水线路为重点工作环节, 输水规模达 27 m3 / s,

管材拟采用大口径 PCCP管。江库联网工程可充分利用本地

水资源及发挥现有蓄水工程调蓄能力, 合理利用东江丰水资

源入库调蓄,以丰补枯, 全面提高东莞市中部及沿海片区供

水保证率和应对东江突发性水事故的能力。

图 1 东莞市东江与水库联网工程总体布置示意图

Fig. 1  Layout of collaborat ive w or k of river and reservoir project

2  问题与解决思路

2. 1  工程面临的关键问题
江库联网工程位于珠三角地区、东莞中部、东江下游, 经

济发达,水源水质保护任务艰巨而繁重,受水区目前以东江水

厂供水为主,保证率低, 水价偏低, 江库联网工程建设需优化

供水布局为保证工程的顺利实施和良性运行, 早日发挥其社

会、经济、和生态效益, 江库联网工程建设面临着水源水质保

护、与现有水厂供水布局调整、水价改革等重大关键性问题。

2. 2  解决思路
借鉴国内类似工程的经验[124] , 本文就上述重大课题提

出相应解决思路。

( 1)严格实施水源保护规划, 保障工程发挥应有效益。

江库联网工程的水源 ) 东江是广东省重要饮用水源,担

负着东江流域以及深圳、香港和广州东部地区数千万人口生

活与生产供水任务。随着流域经济的持续快速发展, 东江水

环境压力与日俱增, 东江水质保护工作形势严峻, 必须加大

东江水质保护工作力度。同时联网工程的 9 座水库水质恶

化情况较严重,水质均为 Ô 类至劣Õ 类, BOD5、总氮、总磷和

石油类等指标普遍超标。各排污口水体普遍存在重金属污染

现象,如马尾水库 1号样铜超标 31 454 倍, 五点梅水库 4 号样

汞超标 21 467 倍。为保证联网工程顺利实施, 发挥其作用, 必

须保证水库水质达到国家地表水水质 II类标准 ( GB 3838-

2002)。为此应针对 9座水库的污染来源、污染现状及污染趋

势预测,提出入库污染控制、消减方案,制定联网水库水源保

护规划。入库污染控制措施包括工程措施、管理措施[5]。

工程措施有市政工程(截污工程+ 污水处理厂)、水利工

程(疏浚工程)和生物工程 (人工湿地)等[ 628] , 通过合理的工

程措施将入库污染物量降至最低。a. 市政工程方面, 可在莲

花山、马尾、五点梅和芦花坑水库设 8 500 m 的截污管道和

10 个截水井,同时分 2 批建成 36 座污水处理厂,总处理污水

规模要达到 1181 5 万 t/ d。b.水利工程方面, 应结合恢复库

容和消除内源污染的要求, 对水库底泥进行疏浚, 各个水库

总的淤泥疏浚量将达到 3391 03 万 m3。c. 生物工程(人工湿

地)方面, 将污水有控制地投配到土壤植物微生物复合填料

生态系统中,通过填料和植物的吸附作用、微生物的降解作

用使污水得到净化。松木山水库湿地处理污水规模远期应

达到 21 88 万 m3 / d,占地面积约 141 4 hm2 ; 五点梅水库的树

田村人工湿地,远期处理规模 2000 m3 / d,规划湿地占地面积

1 hm2。通过以上工程措施,实现入库污水的截留和处理,保

证供水水质。

管理措施,主要是通过针对各类污染源的管理和控制来

实现对供水水源的保护[9211]。管理措施如下。a.划定水源保

护区,严格执法。禁止污染物从各种途径入库。9 座水库保

护区总面积2411 37 km2, 其中一级水源保护区水域 201 1 km2 ,

陆域 191 56 km2 ; 二级水源保护区 1181 9 km2 ; 准保护区

821 81 km2。一级水源保护区水质保护目标为 II类; 二级保护

区水质保护目标为 III 类。b. 合理利用土地, 做好水土保持,

控制管理面源污染。对于水库周边地区应该保持至少 80%透

水性地表面积,并通过种植以减少径流冲刷, 防止水土流失,

工业用地的开发应该尽量少利用原有的林草地,坡度 1: 3 以

下的林草地应该采取保护措施,水库周边的低山林地应严禁

砍伐,保证林地的覆盖率达到 65%以上。对非透水性地表径

流进行管道收集,排入具有一定缓冲功能的水塘, 经过对大

粒径悬浮的过滤后以漫流方式排放,最大限度沉淀悬浮颗粒

物。c. 加强水源水质监测, 形成完整的水质监测网络体系,

全面掌握水源质量的基本情况、水质时空变化动态和水体纳

污总量,为水源保护管理提供科学依据, 有效地实施水源保

护的监督和管理。

( 2)调整供水格局是发挥联网工程作用的有效手段。

通过东江与水库联网,构建有机结合的多水源联合调度

系统,优化调整现有水资源配置格局, 可以实现以丰补枯,增

强对水资源时空分布不均匀性的调控能力, 有效地提高供水

保证率[12215]。要达到上述目标, 必须改变现有水厂格局, 在

联网的松木山、同沙、横岗 3 座中型水库及供水末端芦花坑

水库下游分别建水厂并用管道与现有管网相衔接。即: 在松

木山水库下游建大朗水厂,供水给大朗镇、大岭山镇、松山湖

科技园区、东坑镇; 在芦花坑水库下游兴建虎门水厂, 供给长

安镇和虎门镇;在横岗水库下游利用现有水厂, 供水沙田镇、

厚街镇;同沙水库下游增设管线 11 km, 输水至第三水厂供

水南城区、东城区、莞城区、寮步镇。

经测算,通过调整供水格局, 可使闲置甚至废弃的水库

得以充分利用,多年平均可提高入库水 11 31 亿 m3 , 使联网

水库集水面积内的地表水资源利用率从现状的 26% 提高到

工程后的 68%。在保证水厂供水以及不影响水乡片、石马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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片供水和保障下游出海口压咸流量 150 m3 / s 的前提下, 来

水保证率不低于 75%时可提取东江余水 31 0~ 31 5 亿 m3 充

库,使多年平均年末库容约 01 86 亿 m3 作为储备水源。通过

调整供水格局,可以充分利用当地水资源、水库蓄水容积资

源及东江丰水资源,提高供水保证率。

( 3)水价改革, 保证联网工程良性运行。

东莞中部及沿海片区经济发达,水资源短缺严重, 联网工

程是提高东莞市中部及沿海片区供水保证率和应对东江突发

性水事故能力的重要措施。联网工程静态总投资 281 49 亿

元, 单位供水成本 11 248 元/ m3 ,单位经营成本 01 477 元/ m3。

而现有水厂的原水价是 11 2 元/ m3, 工程核算出的水价比现有

水厂的水价高。这是因为,现有水厂都建在东江水源附近, 江

库联网工程作为新水源工程其一次性投入较大。只有保证江

库联网供水工程良性运行,才能发挥出整个供水系统的作用,

确保达到设计供水保证率。因此要站在全市角度统筹兼顾,

全面进行水价改革, 要求水务部门及市物价管理部门进行宏

观调控,将各水厂出厂水价统筹为同一水价,即将现有水价提

高到合理水平。在操作层面上要做到主力水厂水价一盘棋,

自备水源供水价格适度放开, 使中部及沿海片大多数水厂及

水源工程发挥主导作用,小水厂起到补充作用。

4  结语

江库联网工程可充分利用本地水资源及发挥现有蓄水工

程调蓄能力,合理利用东江丰水资源入库调蓄, 以丰补枯, 全

面提高东莞市中部及沿海片区供水保证率和应对东江突发性

水事故的能力, 工程的建设不仅对解决东莞市中部及沿海片

供水安全问题具有积极的意义,而且有利于促进东江区域水

资源供需平衡,进而推动东江区域水资源实施统一管理进程。

为了保证工程的顺利实施,早日发挥联网工程的经济、社会和

生态综合效益,必须在供水水源地保护、调整供水格局、水价

改革等方面做好相关工作,确保联网工程的良性运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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