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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学优化配置水资源 实现城乡供水一体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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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论述实施城乡供水一体化的必要性，分析供水工程现状及预测需水量，提出实施淄川区东

水西调、西水东调、南部供水 ( 大供水工程联网，利用国内先进的水源监测和无线调度系统，对区域

水资源进行合理调度，实现水资源优化配置，促进淄川区社会经济的全面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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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实施城乡供水一体化的必要性

淄博市淄川区地下水资源可利用量为 #-"$ 万

.(，人均水资源量为 !!+.(，属严重缺水地区。由于

城镇工业的发展，人口迅速增加，生活用水量和工业

用水量剧增，原有的地表水、沿河第四系、二迭系供

水水源井的供水能力已不能满足城市供水的需求，

并且不同程度受到了污染。为了缓解用水紧张局

面，于 #&,# 年在远离城区的龙泉镇开发了第 # 处取

自奥陶系含水层的水源地。因城市建设和工业迅速

发展，用水量不断增加，自 !$ 世纪 ,$ 年代以来，因

连续干旱，降水量减少，地下水源补给不足，供水矛

盾日趋突出。为解决缺水状况，先后建设了东水西

调工程、西水东调工程、南部供水工程 ( 大供水工

程。( 大供水工程总设计供水能力 ( ,(!-" 万 / 0 1 ，

( 大供水工程已覆盖或穿越淄川区 #’ 个乡镇和城

区，形成了以城区为中心，覆盖周边及沿线乡镇的供

水工程主框架。这些工程的建设为淄川城市发展及

解决供水工程沿线乡镇企业和人畜用水发挥了巨大

作用。但随着城市的发展、人民生活水平的提高以

及小城镇建设步伐的加快，现有供水工程还存在着

% 个问题："虽然 ( 大供水工程覆盖 #’ 个乡镇和淄

川城区，但是 !$$$ 年实际供水量仅为 # $+#-,+ 万 /，
仅占总供水能力的 !%-!2，供水能力闲置，工程效

益没有得到充分发挥；#( 大供水工程建设时间不

一，缺乏统一规划，配水管网相对独立，造成供水工

程供需不平衡，部分区域供水能力闲置，部分区域供

水能力紧张。根据 !$#$ 年需水预测，在现有供水工

程布局下，东水西调工程调水每年尚缺 +%,-"& 万 /，
西水东调工程每年富余 #+(-!% 万 / 的供水能力，南

部供水工程每年富余 # !+%-,( 万 / 的供水能力。从

目前情况分析，只有从南部、西水东调工程富余的水

量联网补充，方能平衡东水西调工程调水的缺额，满

足需求；$有些乡镇，特别是昆仑、龙泉、洪山等 , 个

乡镇工业比较发达，地处煤矿开采区或者孝妇河两

岸工业排水污染区，人畜生活、生产用水靠超采地下

水，导致地下水位降低，漏斗不断扩大，致使地下水

污染和水环境进一步恶化；%骨干工程沿线，特别是

东部乡镇受自然环境和水文地质的限制，水资源缺

乏，严重制约经济和社会的发展；&由于过去体制限

制，乡镇供水与城市供水相对独立，各自为政，乡镇

供水重复投资现象严重，水资源不能合理利用和配

置；’多头管水、多头用水现象严重，不能按照有关

法规统一管理水资源，合理开采利用水资源，有效地

保护水资源；(乡镇原有供水工程仅能满足现状供

水，满足不了今后经济和社会发展对水的要求。

综上所述，实施 ( 大供水工程联网，配套乡镇供

水工程，充分发挥现有工程效益，实现城乡供水一体

化，合理开发利用、优化配置水资源，达到水资源的

可持续利用，促进淄川区经济、社会的可持续发展是

非常必要的。

" 供水工程现状分析及需水量预测

" 3! 淄川区 # 大调水工程

" 3! 3! 东水西调工程

该工程于 #&&# 年竣工，水源地位于淄川区太河

乡黑旺———北下册富水地段内，地下水补给充足，储

水条件良好，水质为 456(751789 型，总硬度 #! 德国

度，矿化度小于 $-"9 0 :。水源地有 ’ 眼深井，铺设管

道 !,-’ ;.，工程总投资 !&$$ 万元，输水管道穿越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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旺、寨里、洪山 ! 个乡镇后进入城区。水源地允许开

采量 !" """ # $ %，工程设计供水量 !" """ # $ %，工程主

要供给城市居民生活用水和部分工业用水，现实际

供水量 &’ """ # $ %，该工程供水能力尚有 ’ """ # $ %
余量。

! (" (! 西水东调工程

该工程于 )**+ 年竣工，水源地位于岭子镇岭子

村杨家店村南，磁村———岭子富水地段。地下岩溶

裂隙发育，补给来源和富水条件良好。水源地有供

水深井 , 眼，铺设管道 &" -.。工程投资 &/"" 万元。

管线穿越岭子、磁村、城南 ! 乡镇。水源地允许开采

量 &’ """ # $ %，工程设计能力 &’ """ # $ %，目前实际供

水量 )’ """ # $ %，该工程供水能力尚有 )" """ # $ % 余

量。目前，主要供给城南、黄家铺、杨寨、双沟、淄川

热电 厂、双 凤 热 电 厂 及 西 部 工 业 园 的 生 产、生 活

用水。

! (" (# 南部供水工程

该工程于 )**/ 年竣工，水源地位于淄川区淄河

镇东石门村，城子———口头富水地段，为 012!3143
56 型，矿化度小于 "7+ 6 $ 8，总硬度 )) 9 )! 德国度。

铺设管线总长度 &:7&’ -.，穿越淄河、东坪、西河、昆

仑 + 乡镇，总投资 ’/"" 万元。该水源地允许开采量

’" """ # $ %，工程设计提水能力 ’"""" # $ %，主要供昆仑

镇以及沿线东坪、西河部分村庄企业用水。

! (" ($ 乡镇供水工程

由于历史的原因，乡镇供水自成系统，主要开采

各自辖区内的地下水资源，骨干工程所涉及的乡镇

大部分由乡镇供水中心区域供水，地理位置偏远的

村庄靠自备井供水。乡镇自备井现状供水量 )7& 万

# $ %，随着经济的发展，人畜用水和工业生产用水量

会进一步增加，现有自备供水能力及水质不能满足

今后发展的要求，也由于供水工程设施和管理水平

落后，跑、冒、滴、漏现象严重。! 大骨干工程所覆盖

的部分乡镇处在淄博市水资源限采、禁采区，部分乡

镇受水资源条件的限制不能更大规模地开采地下

水，因此原有供水水源只能维持现有部分村庄和企

业的生产生活用水，不能为今后经济和社会发展提

供可靠的水源保障，只能作为补充和备用水源。

! (! 需水量预测

&""" 年 ! 大供水工程为 )&7/)’ & 万人供水，生

活用 水 量 为 )!!7’* 万 .!，乡 镇 企 业 用 水 量 为

)))7,&+ 万 .!；城区供水人数为 )’ 万人，生活用水

量为 &/*7&,:/ 万 .!，工业用水量为 +):7’/+’ 万 .!，

经营用水量为 :+7)’: ’ 万 .!，其他用水量为 )+7,&’
万 .!，总用水量为 )"+)7:+), 万 .!。

预计 &")" 年淄川区全区 ), 个乡镇供水人数为

&:7,):: 万人，用水量为 ,&,7/’" ! 万 .!，乡镇企业

用水量为 +,!7&!/* 万 .!；城区供水人数达 &, 万人，

用水量为 /,’7)*, & 万 .!，工业用水量为 /)/7+!, /
万 .!，经营用水量为 !!)7’:+’ 万 .!，其他用水量为

)’7/:/, 万 .!，共计全区总用水量为 & *)*7*:: / 万

.!。剩 余 量 *)&7’)) : 万 .! 作 为 城 市 应 急 备 用

水源。

# 实施三大供水工程联网、实现水资源优化

配置

# (" 南部供水工程和西水东调工程联网

从南部供水工程昆仑段输配水管道孝妇河桥

处，铺设预应力钢筋混凝土管 /7, -. 与西水东调山

张配水厂以下配水管网相连。

# (! 南部供水工程与东水西调工程联网

从南部供水龙泉段输配水管网台头村处，铺设

预应力钢筋混凝土管 *7" -. 与东水西调工程洪山

段输配水管相连。

# (# 东水西调和西水东调工程联网

从东水西调西关孝妇河桥处铺设铸管 )7’ -.
与西水东调淄川热电厂处管道相连。上述 ! 项工程

联网，主要解决昆仑、城南、黄家铺、双沟、杨寨、洪

山、龙泉及淄川城区的用水，日供水能力达到 /7)!
万 # $ %。

# ($ 应用先进信息管理设备

为实现 ! 大供水工程监控手段现代化，便于运

行管理和水量调配，在淄川区自来水公司安装山东

省科学院研制的 ;<= 水源监控和远距离无线调度系

统一套，建立中心调度室。

# (% 增加水源

为使南部供水工程水源更加可靠，启用城子电

灌站西石门村 ! 眼深井，配套预应力钢筋混凝土管

,7" -. 与供水主管线联网。

$ 进行地下水资源的实时监控、科学管理水

资源

$ (" 采用现代化管理手段，实现水资源的实时监控

和信息管理

$ (" (" 水源监控

利用远传水位计、流量计等仪表对各水源地的

地下水位、取水量实时监控，根据水位和取水量制定

科学合理的水源保护措施和经济运行方案。

$ (" (! 在信息技术支撑下科学管理

通过对各水源地的监测数据、输配水管网数据、

用水量变化的数据等有关信息的处理，对 ! 大供水

工程间的取水量和用水量进行综合平衡分析，制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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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学合理的水源调度运行方案，达到水资源优化配

置的目的，实现合理用水、节约用水、优水优用的目

的。山东省科学院计算机中心研制的 !"# 水源监控

和远距离无线调度系统，其技术已达到国内先进水

平，为实现 $ 水资源自动化调度提供了有力的技术

保障。

工程建成后，按照分级管理、统一调度的原则，

建立“官督商办，民主协商，利益补偿”的供水机制：

!由行政主管部门根据区域可供水资源量和城市、

乡镇经济社会发展对水的需求，按照上下游兼顾、责

权利对应的原则，科学制定分水方案，灵活调节余

缺，实现水资源的优化配置。"建立市场配置机制，

实现水资源的良性循环。第一，建立新的供水管理

机制。联网后的供水管理采取中心调度，区乡二级

管理。由淄川区自来水公司负责主干供水管道及各

水厂、加压站、配水厂的管理和输水经营，分水口以

下由乡镇供水中心管理。第二，建立合理的水价机

制。为促进节约用水，实行容量水价和计量水价相

结合，计量水价按成本核算。同时提倡企业和个人

投资兴建供水工程，实行优惠价或协议价。第三，建

立市场风险保障机制。合理收取容量水价，按水权

分级承担供水风险，实现投资者、经营者和用水户权

益的合理保障。#修改和完善现有城市自来水公司

经营管理办法，实行统一管理、统一调配水量、统一

查表计量、统一核算等各项规章制度，努力实现供水

工程良性运行［%］。

! &" 水量平衡

’ 大供水工程联网后，总供水能力为 ’ (’)*+
万 ,’ - .。!东水西调工程可供水量为 %/0+ 万 ,’ - .，

到 )/%/ 年，沿途乡镇分水 %)1*++/2 万 ,’ - .，向城区

供水 0$/*’10 1 万 ,’ - .，城 区 需 水 % 11(*01/ / 万

,’ - .，缺水量 1$(*+0% % 万 ,’ - .，缺水量只能通过联

网从南部供水、西水东调工程补充。"西水东调工

程可供水量 0%)*+ 万 ,’ - .，到 )/%/ 年沿途乡镇分水

’((*%2( 万 ,’ - .，向城区供水 +)1*’’) 万,’ - .。城区

需水 ’(%*/2// 万 ,’ - .，剩余水量为 %1’*)$) 万 ,’ - .。

#南部供水工程可供水量 % ()+ 万 ,’ - .，到 )/%/ 年

沿途 乡 镇 分 水 +$2*(00 2 万 ,’ - .，向 城 区 供 水

%)1$*(’/1万 ,’ - .，剩余水量 % )1$*(’/ 1 万 ,’ - .，到

)/%/ 年 ’ 大供水工程剩余水量为 0%)*+%%( 万 ,’ - .，
作为城市应急备用水源。

# 结 语

通过对 ’ 大供水工程的改造和各供水工程间的

联网，采取国内先进的水源监测和无线调度方法，用

现代化管理手段实现各供水工程间的水量调配，优

化水资源的配置，同时降低提水扬程，实现经济运

行，保护涵养水源，防止地下水局部超采。对科学合

理的利用水资源具有非常现实的意义［)］，提高水资

源的利用率和供水工程的经济效益，加快淄川区水

利现代化进程和推动经济社会全面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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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接第 ’1 页）两方案共同的经济计算期，并按静态

分析法确定加固工程的经济寿命，则有

!) " )# $%%" ) " ) & %() $" %*/ " %0（.）（%/）

又由 !% 5 +/ .［%］，有

!’ " !% ’ !) ’ % " +/ ’ %0 ’ % " ’/（.）（%%）

$ ($ 残值计算

由 !’ 5 ’/ .，以工程总投资代替固定资产原值，

有

) " # ’!#* " )+’ ’ /*/) & )+’ & ’/ "
%/%*)（万元） （%)）

$ (! 经济分析

将上述参数代入式（+）和式（2）有

+,-拆建 " ’0)*01（万元） （%’）

+,-加固 " 1’’（万元） （%1）

+,-拆建 6 +,-加固，即 拆 除 重 建 方 案 较 加 固 方 案

有利。

! 结 语

由于在水闸工程安全鉴定中，无法仅从技术角

度对水闸安全状况类别进行判别，本文运用工程经

济分析法对除险加固与拆除重建两种方案的相对优

劣性进行了定量比较，并通过实例进行验证，为水闸

安全鉴定提供了一种参考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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