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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设项目水资源论证导则

1 范围

本标准规定了建设项目水资源论证原则、内容、工作程序和技术方法等，明确了建设项目的取用水

和退水等环节的论证要求．

本标准适用于申请取水的新建、改建、扩建的建设项目水资源论证报告书的编制．

2 规范性引用文件

下列文件对于本标准的应用是必不可少的．凡是注目期的引用文件，仅注目期的版本适用于本文

件．凡是不注目期的引用文件，其最新版本〈包括所有的修改单〉适用于本文件．

GB 3838 地表水环境质量标准

GB/T 7119 节水型企业评价导则

GB/T 12452 企业水平衡测试通则

GB/T 14848 地下水质量标准

GB 24789 用水单位水计量器具配备和管理通则

GB/T 25173 水域纳污能力计算规程

GB/T 28714 取水计量技术导则

GB 50027 供水水文地质勘察规范

CJ 343 污水排入城镇下水道水质标准

SL 104 水利工程水利计算规范

SL 278 水利水电工程水文计算规范

SL 395 地表水资源质量评价技术规程

SL 429 水资源供需预测分析技术规范

SL 525 水利水电建设项目水资源论证导则

SL 532 入何排污口管理技术导则

3 术语和定义

3.1 

3.2 

下列术语和定义适用于本文件．

取水方案 water abstraction scheme 

建设项目的取水安排．

注 s 包括取水水源、取水方式、取水口位置、取水规模、取水过程、水源水质和设计保证率要求等内容．

用水方案 water 田e scheme 

建设项目的用水安排．

注s 包括各用水单元或用水系统的用水量，用水工艺、设备和技术，污水处理回用，水质要求，节水措施方案和用水

保证率等内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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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3 

3.4 

3.5 

退水方案 water drainage scheme 

建设项目的退水安排．

注s 包括退水地点、退水量、市提物种类、浓度及总量和退水过程等内容．

分析范围 analysis area of water re酬盹回

为分析建设项目所在区域〈或流域〉的水资源条件及其开发利用状况而界定的范围．

取水水源论证范围 a跚跚ment area of water abstraction 

为分析计算建设项目拟取水区域的来水量〈或地下水可开采量〉、用〈需〉水量和可供水量而划定的

范围．

3.6 

取水影响范围 aff1田ted area of water abstraction 

根据建设项目取水对水资源、水功能区、水生态及其他用水户等造成的影响而划定的区域．

3.7 

退水影响范围 aff1配ted area of water drainage 

根据建设项目退水对水功能区、水生态及其他用水户等造成的影响而划定的区域．

3.8 

水量平衡 water balance 

建设项目整个用水系统或部分用水单元中，所用全部水量的输入输:ti平衡．

3.9 

取水量 volume of water abstraction 

建设项目直接取用地表水、地下水和公共供水工程以及其他水源〈再生水、海水淡化等〉的新水量

〈包括输水损失〉总和．

3.10 

注s 不包括直接取用的海水量．

退水量 volume of drainage 

建设项目用水后，直接或通过沟、渠、管道等设施对外排放的污水量．

注s 不含水能利用的水轮机排水，

4 总则

4.1 论证原则

建设项目水资源论证应遵循以下原则 z

a) 符合国家法律法规及相关标准等规定 g

b) 符合国家产业政策、行业发展规划以及水资源相关规划、经批准的水量分配方案〈协议） ; 

c) 符合用水总量控制、用水效率控制、水功能区限制纳污管理要求g

d) 不损害利益相关方合法权益．

4.2 论证内容

建设项目水资源论证包括以下主要内容z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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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设项目概况分析g

水资源及其开发利用状况分析g

用水合理性分析g

取水水源论证g

取水影响和退水影响论证g

水资源节约、保护及管理措施．

>>>>>}akuCAuerL 

工作程序

4.3.1 建设项目水资源论证工作程序包括准备阶段、报告书编制与审查阶段，对水资源论证工作等级

为一级，或取水水源条件较为复杂的，还应包括工作大纲编制阶段，报告书编制工作程序见图 L 对不

同类型的建设项目可根据实际情况适当增减．

4.3.2 工作大纲和报告书的编制提纲参见附录 A 和附录 B.

4.3 

报
告
书
蝙
制
与
审
查
阶
段

论证报告书馆制委托书属捆标书法律法规、规植标准、规划及有关资料等

水资源论证报告书〈报批稿〉

建设项目水资源论证报告书编制工作程序固圄 1

论证方法与基本要求

建设项目水资源论证方法主要包括资料收集与分析、现场查勘、技术咨询、专题研究、模拟计

4.4 

4.4.1 

算等．

4.4.2 建设项目水资源论证应划定水资源论证范围和工作等级，并按照工作等级对应的深度要求开展

论证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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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4.3 建设项目水资源论证应涵盖建设项目的施工期和运行期．

4.4.4 对于污水不外排的建设项目，可简化项目的退水影响论证，重点论证污水处理及回用的可行性

和可靠性．

4.5 基本资料

4.5.1 应按照建设项目水资源论证工作等级要求开展基本资料收集与调查．基本资料应包括z

a) 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规划、城乡规划、行业发展规划，流域或区域水资源规划及水功能区划、水

量分配方案〈或协议〉等s

b) 建设项目前期工作成果〈如可行性研究报告等〉及有关审批文件、审查意见，地方政府和相关部

门的有关意见等 3

c) 建设项目概况，取用水方案和退水方案，相关的可行性研究报告、专题研究报告及其审查意

见等g

d）分析范围内的自然地理、水文气象、水文地质、社会经济等现状资料，水资源及其开发利用状

况、连续枯水年和特枯水年的调查资料，主要污染源的基本情况，以及用水总量控制、用水效率

控制、水功能区限制纳湾总量等有关成果与资料g

e) 取水水源论证范围内现状水质、取水量，已建城市生活用水、重要工业供水水源地情况 g

f) 取水影响范围和退水影响范围内水功能区的基本情况、水质管理目标、代表断面的现状水质、

现有及已审批的取水丁－程和取水量，以及入何排污口基本情况和人凋排污量等g

g）从已有供水丁－程或公共供水管网取水的，应收集已有供水系统的供水能力、用水户和实际供水

量等资料．

4.5.2 资料缺乏或不能满足论证要求时，应补充必要的调查和监测．

4.5.3 应在充分收集已有资料和成果的基础上，开展现场查勘，重点调查建设项目的取水水源、取水口

位置、入何排污口位置以及项目所在区域有关现有水利工程、取水和排污等情况．

4.5.4 应对水文资料和地下水动态资料进行可靠性、一致性和代表性分析．当人类活动明显影响资料

的一致性时，应进行一致性修正．

4.6 水平年

4.6.1 建设项目水资源论证应确定现状水平年，其选取应具代表性，宜取最近年份，并考虑水文情势的

资料条件，避免特枯水年和特丰水年．

4.6.2 对于蓄水、公共供水、引调水等丁－程建设项目，还应确定规划水平年，其选取主要考虑该类建设

项目的供水计划，并与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规划、流域或区域水资源规划等有关规划水平年相协调．

5 水资源论证工作等级和范围

5.1 基本要求

5.1.1 建设项目水资源论证应确定工作等级和水资源论证范围．水资源论证范围包括分析范围、取水

水源论证范围、取水影响范围和退水影响范围．

5.1.2 应附图说明水资源论证范围，并根据取水水源类型、取水规模、取水影响和退水影响的对象与程

度，有针对性地选择图注内容．附图应简洁、清晰，可根据需要合并或单独绘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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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2 工作等级

5.2.1 水资源论证工作等级由分类等级中的最高级别确定．分类等级由取水水源、取水影响和退水影

响分类中不同分类指标的最高级别分别确定．水资源论证分类分级指标见表 L

5.2.2 可根据建设项目的性质和取水、退水影响程度，结合水资源条件适当调整论证工作等级z

a) 水资源丰沛地区小型灌区建设项目的论证丁－作等级可降低一级，最低为三级g

b）火〈核〉电、石化、化工、纺织、造纸、钢铁和食品等行业中高耗水或重污染类建设项目的论证工

作等级应提高一级，最高为一级g

c) 表 1 中，对于地表水和地下水的取水分类指标“开发利用程度”为一级的，而其他指标均为三级

的，丁－作等级可降低为二级．

5.2.3 对多水源取水的，其取水水源和取水影响论证可按照各水源的分类等级分别确定工作深度．

5.2.4 对于铁路、公路等线性分布丁－程类建设项目，可按各取水水源分别确定丁－作深度．在同一取水

水源论证范围的取水，应按照项目在该取水论证范围内的总取水量等分类指标确定取水水源论证分类

等级．

5.3 水资源论证范围

5.3.1 分析范围

5.3.1.1 应以建设项目取用水有直接影响关系的区域为基准，结合流域区域取用水总量控制和水功能

区限制纳污管理要求，确定分析范围．

5.3.1.2 分析范围一般应涵盖取水水源论证范围、取水影响范围和退水影响范围，并考虑到行政区域的

完整性，可选择单个或多个县级行政区．对于影响全流域的建设项目，其分析范围宜扩大到整个流域．

5.3.1.3 应在流域水系图或行政区划图的基础上绘制分析范围图，标注分析范围内的主要水系、水功能

区、饮用水水源保护区、水文站网、主要供水T程、主要取水口和入何排污口的位置等．

表 1 水资源论证分类分级指标

等级
类分 分类指标

一级 二级 三级

开发利用程度／% 二主30 30~ 10 <lo 

地 农业取水量／（m'/s) 注20 20~ 3 <3 
表

t业取水量／（万 m'/d) 注2.5 2.5~ 1 <1 
水

取
生活取水量／（万 m'/d) 注15 15~ 5 <S 

取
水 灌区、水库、水闸 大型 中型 小型

水
水力发电工程／MW 二主300

水
300~ 50 <SO 

源 地
开发利用程度／% 注70 70~ 50 <SO 

下 农业取水量／（万 m'/d) 注10 10~ 2 <2 

水 t业取水量／（万 m'/d) 注1 1~ 0.3 <0.3 
取 生活取水量／（万 m'/d) 二主5 5~ 1 <1 
水

供水水文地质条件 复杂 中等 简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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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1 （续〉

等级
类分 分类指标

一级 二级 三级

对水资源利用的影响
对流域或区域水资源 对第三者取用水影响 对第三者取用水影响

利用产生显著影响 显著 轻微

现状生态问题敏感冒取 现状生态问题较为敏

水对水文情势、生态水 感冒取水对生态水量与 现状元敏感生态问题s

对生态的影响 量与流量产生明显影 流量产生一般影响s退 取水和退水对生态影

响s退水有水温或水体 水有潜在水体富营养 响轻微

富营养化影响问题 化影响

涉及一级水功能区的

取 保护区、缓冲区或二级 涉及一级水功能区的

水 水功能区的饮用水水 保留区、跨地（市〉级的

和 对水功能区的影响
源区 s涉及除饮用水水 二级水功能区或涉及 2

涉及 1 个二级水功能区
退 源区以外其他 3 个及 个二级水功能区s涉及

水 以上二级水功能区s涉 水功能区水质管理目

影 及水功能区水质管理 标为皿类的

响 目标为 I 、 E 类的

含有毒有机物、重金

属、放射性或持久性化

学f亏S怪物 s含三种以上
含有两种以上可降解 含有一种一般可降解

退水污S怪物类型 化学污染物，或含影响
一般市S怪物 污染物

水功能区水质保护目

标和水域限制排市总

量要求的需提物

退水量（缺水地区）／（m'/d) 二主5 000(>500)
5 000 ~ 1 000 ( 500 ~ 
100) 

< 1 000(<100)

注 1 ，开发利用程度指多年平均地表水资源供水量占地表水资源量的百分比或多年平均地下水资源供水量占地

下水可开采量的百分比．

注 2，再生水取水工作等级参照地表水取水的分级指标执行s公共供水取水以取水影响和退水影响分类等级确

定论证工作等级．

注 3，水功能区的分类和分级划分参见 GB/T 50594. 

5.3.2 取水水源论证范围

5.3.2.1 以地表水为取水水源的，应根据水文站网分布情况和水文资料条件，结合已有成果，综合考虑

取水水源地来水情况、现有供水丁－程及其运行情况等因素，按照便于水量平衡分析和可供水量计算的原

则，确定地表水取水水源的论证范围．其要求如下 z

a) 流域面积《3 000 km＇的何流，取水口以上何段没有水文站的，论证范围应为整个流域 g

b) 在平原水网区、大江大河的何口区和建设项目最大取水流量占取水断面实测最小流量《5%的

主要江凋干流的中下游区域取水的，可根据可供水量计算的需要确定取水水源论证范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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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3.2.2 以地下水为取水水源的，应综合考虑地下水取水水源的平面位置、目标含水岩组及其空间分布

特征、地下水的补径排条件等，以地下水水源地所在的较为完整的或相对独立的水文地质单元作为地下

水取水水源论证范围．其要求如下 z

a) 对于水文地质单元面积较大的，可在地下水水位降落漏斗及其影响范围的基础上适当外延，或

可结合地下水源保护区边界，划定地下水取水水源论证范围 g

b) 采用矿坑排水为取水水源的，应综合考虑区域地下水资源开发利用程度和区域水文地质条件、

矿床充水条件等因素，并考虑矿坑排水影响的区域，划定地下水取水水源论证范围．

5.3.2.3 采用公共供水为取水水源的，应综合考虑公共供水工程的供水水源、供水范围和供水管网的覆

盖范围等因素，合理确定取水水源范围．

5.3.2.4 采用再生水为取水水源的，应综合考虑污水处理厂污水的收集范围和污水收集管网覆盖范围

等因素确定取水水源论证范围．

5.3.2.5 多水源取水的建设项目，应综合考虑各水源的情况，分别确定取水水源论证范围．

5.3.2.6 取水水源论证范围图应有针对性地选择标注内容，其要求如下 z

a) 地表水取水水源论证范围图应在水系图的底图上绘制，标注主要凋流、水利水电工程、水文站、

建设项目取水口的位置，以及与建设项目取水有影响的取水口与入何排污口位置等g

b）地下水取水水源论证范围图应在满足论证深度要求的水文地质图的底图上绘制，标注已有取

水构筑物和建设项目拟建取水构筑物类型、数量、平面位置、开采层位与开采量等 s

。 公共供水取水水源论证范围图应在行政区划图上标注公共供水工程或企业的位置、供水范围、

供水面积、供水管网、重要用水户以及公共供水丁－程或企业的取水水源等 3

d) 再生水取水水源论证范围图应在行政区划图上标注再生水厂的位置，污水收集范围、污水收集

管网以及污水收集范围面积等有关数据．

5.3.3 取水影响范围

5.3.3.1 取水影响范围应涵盖取水直接影响的水域、取水用户和取水供水范围，其要求如下 z

a) 对于取用地表水的，应根据建设项目取水对水资源水生态以及其他取用水户等造成影响的程

度与范围，确定取水影响范围．对于从供水工程〈包括蓄水、引水和提水等〉取水的，取水影响

范围应包括供水丁－程现状供水范围 g

b) 对于取用地下水的，取水影响范围应在影响半径范围内，包括因建设项目取水引起地下水动态

〈水量、水位、水质、水温〉变化的区域及其诱发环境水文地质问题的区域s取用矿坑排水的，应

包括矿坑排水对含水岩组形成影响的区域s

。 对于取用公共供水的，取水影响范围应覆盖公共供水工程供水区域内的现有取用水户 g

d) 对于取用再生水的，取水影响范围应包括再生水厂供水区域内的现有用水户、原排入水域及其

在该水域取水的有关用水户．

5.3.3.2 取水影响范围应以水系图为底图进行绘制，标注水功能区、建设项目取水口位置、主要取用水

户取水口位置或供水范围，并附表说明主要取用水户取退水的基本情况．

5.3.4 温水影响范围

5.3.4.1 退水影响范围应涵盖受纳退水的水功能区、退水影响的相关水域及受影响的取用水户，其要求

如下 z

a) 应主要考虑正常丁－况下退水影响范围，兼顾非正常丁－况或事故条件下退水可能影响范围 s

b) 退水排入市政污水收集管网或污水处理厂的，应考虑市政污水收集管网覆盖范围，污水处理厂

处理工艺和能力等因素．

5.3.4.2 退水影响范围应以水功能区图为底图进行绘制，标注入凋排污口位置、受影响的水域范围，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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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取用水户取水口位置以及其他利益相关方的影响范围，并附表说明主要取用水户取退水的基本情况．

6 建设项目概况分析

6.1 －般规定

6.1.1 从项目所属行业、建设规模、采用的技术及工艺和设备、生产的产品等方面，分析建设项目与国

家产业准入政策、行业发展规划等的相符性．

6.1.2 对于建设项目存在多个建设方案时，应重点从水资源条件方面进行比选和分析．

6.1.3 严格控制缺水地区、水污染严重地区和敏感区域高耗水、高污染项目建设．

6.1.4 对于改建、扩建项目，应说明改建、扩建项目与已建项目取用退水之间的关系．

6.2 建设项目基本情况

6.2.1 简要介绍建设项目概况，包括建设地点、占地面积、项目规模、产品、总投资及节约保护水资源方

面投资、建设计划和进度安排等，并附区域位置图、总平面布置图画

6.2.2 根据相关技术文件，简要说明项目生产设备、装置、生产工艺、丁－艺路线、产品方案和年运行时

数等．

6.2.3 改建、扩建项目应说明已建〈在建〉项目的基本情况及施工建设、运行投产情况，生产丁－艺、规模、

装置情况．

6.3 项目取用水方案

6.3.1 说明建设项目取水水源类型、取水方式、取水丁－程〈或设施〉位置、取水规模、取水过程、取水水质

和设计保证率要求等．

6.3.2 说明建设项目主要用水环节〈或系统〉采用的T艺、设备、技术，用水量、水质要求及循环回用过

程等，明确项目采用的节水措施方案及节水技术及配套节水设施，并附项目用水工艺流程图画

6.3.3 说明建设项目主要用水环节产生的污水量、污染物类型，污水处理的工艺、设备、技术，以及污水

处理回用情况．

6.3.4 说明建设项目退水方案，包括退水地点、退水方式、退水量、退水水质和退水过程等．

6.3.5 施工期需要取水的，应说明施工期取水、用水、污水处理和退水等方案．

6.3.6 改建、扩建项目应说明已建〈在建〉项目的水资源论证、取水工程或设施验收及运行、取水许可、

水平衡测试、节水设施运行等情况．

7 水资源及其开发利用状况分析

7.1 －般规定

7.1.1 应在流域或区域水资源综合规划的基础上，阐述分析范围内的水资源量及时空分布特点、水质

现状及达标状况、水资源开发利用情况等，提出水资源开发利用潜力和存在的主要问题．

7.1.2 简要介绍分析范围内的江何流域水量分配方案，说明用水总量控制、用水效率控制和水功能区

限制纳污总量指标及其落实情况．

7.2 水资源状况

7.2.1 简要阐述分析范围内自然地理、水文气象、何流水系、水文地质条件和社会经济等情况．

7.2.2 根据水资源综合规划和水资源公报等成果，结合调查和收集的资料，简述分析范围内的水资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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数量、质量和时空分布特点，水资源可利用量，分析区域水资源的变化趋势情况．

7.2.3 根据水功能区划成果，简述水功能区功能和水质管理目标、水质监测断面分布及其监测基本情

况，并附水功能区和监测断面分布图画

7.2.4 简要说明分析范围内的凋流、水功能区、水源地的水质及其达标情况．

7.2.5 简要介绍分析范围内的主要含水岩组水文地质特征、地下水水质状况．在地下水超采地区，简

述地下水超采区的类型、分布、数量、面积、超采程度及治理状况等．地下水超采区的类型和划分参见

SL 286. 

7.3 水资源开发利用分析

7.3.1 简述分析范围内现状主要供水工程、水资源配置格局，并附供水丁－程分布图画

7.3.2 阐述分析范围内的供水量、用水量、污水排放量，并根据调查与收集的资料，按照 SL 429 要求，

分析工业、农业、生活及生态环境供水、用水情况，统计相关用水指标，资料宜不少于 5 年．

7.3.3 分析区域污染源、主要污染物和主要控制断面水质状况及变化趋势．

7.3.4 开展分析范围内现状水平年不同来水情况下的水资源供需平衡分析，评价现状供水的紧缺

程度．

7.3.5 根据国内外先进用水水平、地区和行业用水定额和节水减排要求，评价用水水平．主要用水指

标见表 2.

7.3.6 结合区域水资源开发利用、水质达标以及生态环境保护等情况，分析区域水资源开发利用、节约

保护等方面存在的主要问题．

7.3.7 对于近海地区，应分析咸水上溯或海水入侵等问题．

表 2 主要用水指标

类别 用水指标

综合指标
现状用水总量、区域用水总量控制指标、万元国内生产总值用水量、人均用水量、水资源开发利用程

度、供用水结构、城市污水集中处理率、再生水等其他水源利用指标等

工业用水
万元工业增加值取水量、重复利用率、单位产品取水量、单位产品耗水量、一般工业用水增长率、玲却

水循环率等

农业用水 亩均用水量、灌溉定额、农田灌溉水有效利用系数、节水灌溉面积率、渠道衬砌率等

生活用水 居民生活用水量、节水器具普及率、供水管网漏损率等

其他 水力发电、生态、林业、公共用水等用水指标根据具体情况确定

7.4 水资源开发利用潜力分析

7.4.1 根据用水总量控制、用水效率控制和水功能区限制纳污等要求，综合考虑分析范围内水资源条

件、水资源开发利用情况以及取用水丁－程现状，分析水资源开发利用潜力．

7.4.2 根据分析范围内的水资源开发利用现状、产业结构和用水结构现状，分析区域节水潜力．

8 用水合理性分析

8.1 －般规定

8.1.1 根据国家鼓励和淘汰的用水技术、工艺、产品和设备目录，分析项目的用水节水工艺技术和设备

等的合理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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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1.2 加强丁－业水循环利用，钢铁、纺织印染、造纸、石袖石化、化工、制革等高耗水企业应加强废水深

度处理回用，推进生活用水选用节水器具．

8.1.3 对于农业灌溉项目，推广渠道防渗、管道输水、喷灌、微灌等节水灌溉技术，完善灌溉用水计量设

施．在东北、西北、黄淮海等区域，推进规模化高效节水灌溉，推广农作物节水抗旱技术．

8.1.4 改建、扩建项目，应收集已建工程取水、用水和退水的实际资料，并按照 GB/T 12452 要求，进行

水平衡测试，分析已建项目的节水潜力．

8.1.5 根据建设项目水资源论证的工作等级，确定用水合理性分析的工作深度．工业建设项目用水合

理性分级论证深度要求见表 3.

表 3 工业建设项目用水合理性分级论证深度要求

t作等级
类别

一级 二级 三级

用水 分析主要用水设备与用水工艺的先 简要分析主要用水设备与用水 简要分析主要用水工艺

t：艺 进性 t艺的先进性

分别对主要生产工序或用水过程、整个 分别对主要生产工序或用水过 绘制整个项目的水量平衡图，

项目生产过程绘制水量平衡图，编制水量 程、整个项目生产过程绘制水量平 分析主要工序或用水过程的取

平衡计算表．分析每一个工序或用水过 衡图，编制水量平衡计算表．分析 水、用水、耗水和退水及其之间
水量 程的取水、用水、耗水和退水及其之间关 主要工序或用水过程的取水、用 的关系
平衡 系．分析用水主要参数选取的合理性． 水、耗水和退水及其之间的关系．
分析 对于耗水量超过总用水量 10%的用水设 分析用水主要参数选取的合理性

备、工艺或关键用水单元，应单独进行

分析

在各用水工序水量平衡分析的基础上， 在主要用水工序水量平衡分析 在水量平衡分析基础上，主要

计算建设项目用水指标，包括单位产品取 的基础上，计算建设项目用水指 对生产用水计算用水指标，包括

水量、万元增加值取水量、重复利用率，直 标，包括单位产品取水量、万元增 单位产品取水量、万元增加值取

接玲却水循环率、问接玲却水循环率、冷 加值取水量、重复利用率、新水利 水量、重复利用率、新水利用系
指标 凝水回用率、废水回用率、用水综合漏失 用系数、废水回用率、用水综合漏 数等
计算 率、达标排放率、新水利用系数、职工人均 失率、职工人均日生活取水量等，

日生活取水量等，计算方法见 GB/T 7119 计算方法见 GB/T 7119 和 CJ 42. 
和 CJ 420 施工期用水包括施工生产用 施工期用水包括主要施工工序生

水、生活用水、绿化和消防等用水指标 产用水、生活用水等用水指标

收集同行业同类型的 3 个以上具有可 收集同行业同类型的 2 个以上

比性先进水平案例，分析评价建设项目用 具有可比性先进水平案例，分析评

水工艺、用水设备、用水参数选用的合理 价建设项目用水工艺、用水设备、 收集同行业先进水平案例，评

节水 性，多方面分析评价其用水水平．依据用 用水参数选用的合理性，分析评价 价建设项目用水工艺、用水设备

潜力 水效率指标及节水管理要求，参照先进定 其用水水平．依据用水效率指标 合理性，评价其用水水平．依据

分析 额和案例中的重复利用、用水漏损、排水 及节水管理要求，利用较先进定额 用水效率指标，利用区域定额和

等方面的用水指标，对照分析项目进一步 和案例中的重复利用、用水漏损、 行业标准，对照分析项目节水

节水的可行性和可能性 排水等方面的用水指标，对照分析 潜力

项目节水潜力

根据水量平衡分析情况，重新绘制水量 根据水量平衡分析情况，重新绘 根据水量平衡分析情况，综合

用水量 平衡图（表〉，说明论证前后的水量变化情 制水量平衡图（表〉，说明论证前后 评价建设项目用水合理性

核定 况，综合评价建设项目用水合理性 的水量变化情况，综合评价建设项

目用水合理性

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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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2 用水节水工艺和技术分析

8.2.1 根据国家相关节水减排、循环经济政策要求，结合当地水资源条件和用水效率控制要求，分析项

目的主要用水环节〈或系统〉和污水处理系统等工艺、设备、技术的合理性与先进性．

8.2.2 根据项目所在行业的先进用水工艺和技术，分析建设项目采用的节水技术、配套节水设施等的

合理性、可行性和可靠性．

8.2.3 根据建设项目主要生产原理和采用的设备参数，分析项目用水的丁－艺技术、污水处理工艺及回

用流程等的合理性．

8.2.4 一般工业建设项目应重点分析冷却用水、热力和丁－艺用水、洗涤用水等主要用水环节的节水技

术、工艺和设备的先进性．

8.2.5 钢铁、纺织印染、造纸、石袖石化、化工、制革等高耗水丁－业建设项目，应重点分析冷却用水等主

要用水方式的合理性、污水深度处理回用的可行性．

8.2.6 采矿业建设项目，应在采矿和选〈洗〉矿用水丁－艺合理性分析的基础上，重点分析废水处理工艺

的先进性及其循环利用的可行性．

8.2.7 农业灌溉建设项目，应根据当地水资源条件、取水水源类型、土壤条件、气象条件、水资源管理要

求等，按照 GB/T 50363 有关规定，分析项目灌水技术选取和灌溉制度制定的合理性．

8.3 用水过程和水量平衡分析

8.3.1 根据项目提出的取水、用水、退水方案，分析项目取水、用水、耗水和退水的关系，绘制水量平衡

图，标明主要用水环节用〈耗〉水量及设计参数．其要求如下 z

a) 重要用水单元应当单独绘制用水流程和水量平衡图 g

b) 用水受季节影响较大的建设项目，应绘制不同季节和全年的水量平衡图 3

c) 城市公共供水、水利水电丁－程等建设项目可以省略水量平衡图画

8.3.2 冷却水量超过总取水量 30%以上的建设项目，应单独分析冷却水循环量的合理性．根据热量平

衡、水质情况，分析冷却水循环量、浓缩倍率的合理性．

8.3.3 根据污水处理系统的处理能力、回用的具体用水环节和水质水量要求，评价污水处理回用的可

行性和可靠性，论证污水排放量和浓度的合理性．丁业废水处理与回用技术评价参见 GB/T 32327" 

8.3.4 对污水不外排的建设项目，应通过物料平衡、水量平衡等分析，论证项目实现不排水设计的可行

性与可靠性．

8.3.5 根据建设项目用水过程与水量平衡图，以水量平衡表的形式逐项列耐用水过程中各环节的取

伴们水、用水、耗水、回用水及总退水量，并说明各环节的水质情况．

8.3.6 对于改扩建项目，分析本项目与已建〈在建〉项目取水、用水和退水之间的关系，计算改建、扩建

项目的有关用水指标，绘制整个项目的水量平衡图画

8.4 用水水平评价及节水潜力分析

8.4.1 在水量平衡分析的基础上，计算建设项目的具体用水指标〈见表幻，可根据用水特点和实际需要

适当增减．

8.4.2 参照区域用水效率控制指标、国内外同行业先进的用水指标、有关部门制定的节水标准和用水

定额，分析评价本项目用水水平的先进性和合理性．

8.4.3 根据当地水资源条件和水资源管理要求，结合各用水环节对水量和水质的要求，分析项目进一

步采取节水减污工艺、技术、措施的可行性－

8.4.4 结合建设项目用水水平评价和可能采取的节水措施，进一步分析项目的节水潜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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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5 项目用水量核定

8.5.1 应明确项目施丁－期和运行期的用水量，施工期用水，应进一步明确施T期高峰用水量、施T期历

年取用水量．

8.5.2 在用水工艺、用水过程和节水潜力等分析基础上，重新绘制水量平衡图，并对比说明论证前后的

水量变化情况，确定项目合理用水量．

8.5.3 在项目合理用水量分析基础上，根据确定后的项目取水方案，结合输水过程损失，核定项目总用

水量．

9 取水水源论证

9.1 －般规定

9.1.1 项目取水应符合所在流域或区域水资源综合规划，符合水量分配方案〈或协议〉，满足用水总量

控制、水功能区限制纳污总量控制、地下水管理等水资源管理要求．

9.1.2 项目取水应符合水功能区、饮用水水源保护区、地下水保护、生态保护等有关要求，满足凋道内

最小流量或水量以及湖〈库〉最小水深的要求，在通航凋道上满足最小通航水深等．

9.1.3 根据分析范围内的水资源条件和配置要求，针对建设项目的用水特点，综合考虑项目用水水量

和水质要求，合理选择取水水源．

9.1.4 采用多水源取水的，应对各水源分别论证，进行多方案比较，提:ti合理的取水方案．

9.1.5 通过水权转让方式获得取水水源的建设项目，应开展水权转让可行性专题研究，重点分析论证

水权转让的必要性和可行性、受让方用水需求、 :ti让方水权指标、转让方式和转让影响等内容，并附水权

转让协议等支持性文件．

9.1.6 已建取〈供〉水工程供水任务发生变化的，应开展供水任务调整的影响论证，并附相关支撑性

材料．

9.1.7 取水水源论证应按照论证丁－作等级确定分级论证深度．地表水和地下水取水水源的分级论证

深度要求见表 4.

表 4 取水水源分级论证深度要求

工作等级
类别

一级 二级 三级

应进行现场查勘，水文资料 应进行现场查勘，水文资料 应进行现场查勘，收集

系列要求 30 a 以上，并全面分 系列一般要求 30 a 以上，最低 实测水文资料、已有成

现场查勘及
析资料的一致性、代表性和可 不得少于 15 a，分析论证资料 果，应收集近 1 a~ 3 a 的

资料收集
靠性．应收集近 5 a~ 10 a 的 的一致性、代表性和可靠性． 供用水量资料

地 供用水量资料 应收集近 3 a~ 5 a 的供用水

表 量资料

水
依据实测和调查资料分析 依据实测资料分析计算，或 依据实测资料或类比

计算，确定不同水平年来水量 在已有水资源评价成果基础 法分析计算，或引用已有
来水量分析 上，采用简化方法估算不同水 的成果，确定不同水平年

平年来水量 来水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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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4 （续〉

工作等级
类别

一级 二级 三级

对于具有调节功能的水源， 对于具有调节功能的水源， 宜引用已有成果，具备

应充分考虑现有工程和规划工 应根据不同的工程条件和需水 资料条件时，可用典型年

程条件，根据不同的工程条件 水平进行典型年调节计算 g 调节计算或频率分析估算

和需水水平进行多方案调节s 对于无调节功能的水源，应根 可供水水量

对于保证率要求较高的建设项 据供水保证率要求分析不同频
可供水量计算 目，应对连续枯水年进行调节 率的最小流量和最低水位

计算．
地

对于无调节功能的水源，应
表

根据供水保证率要求，分析不
水

同频率的最小流量和最低水位

应进行供水可靠性分析，要 应进行供水可靠性分析，要 论述供水可靠性，定性

求对各种影响可供水量的因素 求对各种影响可供水量的因素 给111可供水量的可靠程度

供水可靠性分析 进行全面评估，并进行风险分 进行评估，适当考虑供水凤院，

析，定量给 111 不同保证率可供 定量或定性给 111 可供水量的可

水量的可靠程度 靠程度

详细阐述水文地质条件和含 阐明水文地质条件和含水岩 阐明主要含水岩组和目
水文地质条件分析

水岩组的特征，明确目标含水层 组特征，明确目标含水层 标含水层的水文地质特征

水文地质图a 1 ' 10 000 1•25000~ 1 ' 50 000 1 ' 50 000~ 1 ' 100 000 

水文地质钻探与 符合勘探阶段要求，应有 1 次 符合详查阶段要求，应有 1 次 符合普查阶段要求，应有

抽水试斡b 群孔抽水试斡 多孔抽水试斡 1 次单孔抽水试斡

孔密度e 1 眼／10 km' 1 眼／25 km' 1 眼／50 km' 

动态 水位

地 系列 1 个以上的水文年、5 日系列 1 个水文年、逐月系列 1 个枯水期、逐月系列
观测

下
资料

孔密度e 1 眼／25 km' 1 眼／50 km' 1 眼／100 km' 
水质

水 系列 1 个以上的水文年内丰、平、枯 1 个水文年内丰、枯 枯水期

详细评价论证范围内地下水 评价论证范围内的地下水资 初步评价范围内的地下水
地下水资源评价与

资源量和可开采量，预测开采 源量和可开采量，预估开采条 资源量和可开采量，分析
动态预测

条件下地下水动态 件下地下水动态 开采条件下地下水动态

明确取水构建物类型和布置 明确取水构建物类型和布置 明确取水构建物类型和
开采方案d

方案，以及开采总量与时问分配 方案以及开采总量 开采总量

动态监测 明确动态监测方案 提出监测方案建议 提出监测项目建议

a 附相应精度的水文地质图和水文地质剖面图s在新疆、西藏、内蒙古等区域水文地质工作程度偏低的地区，适

当降低要求．

b 勘探、详查阶段要求依据 GB 50027，并附相应要求的水文地质图表．

r 孔密度是指开采目标层为松散层时所适用密度，基岩类地层、与开采层水力联系密切的重要含水岩组的观测

孔密度可为表中密度的 1/2～1/3.

d 论证后的合理方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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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2 水源方案比选

9.2.1 应根据国家和地方水资源管理要求，结合当地水资源条件，开展多水源方案比选，综合分析从地

表水、地下水和其他水源取水的可行性和可靠性，提出合理可行的取水水源方案．

9.2.2 水源比选应遵循合理利用地表水，严格控制利用地下水，科学使用其他水源的原则．

9.2.3 推进矿井水综合利用，煤炭矿区的补充用水、周边地区生产和生态用水应优先使用矿井水．

9.2.4 丁－业生产、城市绿化、道路清扫、车辆冲洗、建筑施工以及生态景观等用水，要优先使用再生水．

推进高速公路服务区污水处理和利用．具备使用再生水条件的钢铁、火电、化工、制浆造纸、印染等项

目，应优先使用再生水．

9.2.5 推动海水利用，在沿海地区电力、化工、石化等行业，推行直接利用海水作为循环冷却等丁－业用

水．在有条件的项目，鼓励将淡化海水作为生活用水补充水源．

9.2.6 在城市公共供水管网覆盖的范围内，建设项目不应通过自备取水设施取用地下水s严格控制开

采深层承压水s在地下水超采区，工农业生产及服务业不应新增取用地下水．

9.3 地表水取水水源论证

9.3.1 可供水量分析计算

9.3.1.1 直接从凋道取水的，应按照 SL 278 的要求确定设计年径流和设计枯水径流，根据建设项目对

取水设计保证率要求，选择取样时段和取样方法，其要求如下 z

a) 经验频率应按数学期望公式计算，频率曲线的线型宜采用皮尔逊E型或极值分布，经分析论证

也可采用其他线型 g

b) 枯水径流设计保证率的保证程度可采用流量〈或水位〉历时曲线法计算．

9.3.1.2 以具有调节性能的丁－程〈如水库等〉为水源的，应根据工程开发任务要求，按照 SL 104 规定进

行径流调节计算，来水量、需水量的计算应符合 SL 429 要求．

9.3.1.3 建设项目对设计水位有要求的，宜以水位进行频率分析．

9.3.1.4 应依据实测水文资料、调查收集的用水资料和已有水资源调查评价与规划等成果，计算现状水

平年不同保证率的来水量，其要求如下 z

a) 缺乏长系列实测流量资料时，可利用水位流量关系、上下游水文站的实测流量相关、降雨径流

关系以及类比法等插补延长资料系列 g

b) 对于缺乏资料的地区，可用流域水文模型、径流系数、地区综合和等值线图等方法推求来水量．

9.3.1.5 对于大型供水工程，应在现状水平年来水量的基础上，充分考虑取水水源论证范围来水区域规

划水平年需水量的情况，计算可供水量，其要求如下 z

a) 规划水平年需水预测应利用已有规划成果、经济社会发展指标和统计分析的用水指标，采用分

项预测法、综合法和趋势法等确定，需水预测中应包括凋道内生态需水量 g

b) 对于需水预测缺乏资料的地区，可用类比法估算．

9.3.1.6 现状用水量主要通过调查统计数据来分析计算．

9.3.1.7 应结合工程的设计供水能力、不同水平年和不同保证率的来水与用水过程，通过水量调节计算

确定可供水量，其要求如下 z

a) 调节计算应明确调节计算方案、调节计算的边界条件和水量平衡各要素值．根据工程的调节

性能和主要用水户的用水要求，确定调节计算的时段g

b) 具有多年调节或完全年调节功能的供水工程，宜采用长系列资料分析计算，以月为调节计算时

段s非完全年调节、季、月、旬或日调节的工程，宜用典型年分析计算，以旬或日为调节计算时

段．当缺乏长系列资料时可采用典型年资料计算5元资料地区，可用类比法估算，采用类比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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估算时应做好相似条件分析和合理性分析g

c) 梯级开发的水利枢纽或取水水源对上游工程运用有要求或对下游工程运用有影响的情况，应

联合上、下游丁－程进行调节计算g

d) 以水利丁－程下泄水量或水力发电尾水作为水源的，应充分考虑工程的调度运用方式对下泄水

量的影响，宜以取水凋段或工程下泄水量的实测资料，估算可供水量 g

e) 在水量丰富的凋流中下游、凋口区取水的，建设项目取水量占取水水源现状可供水量小于 1%

的，可以简化或省略可供水量计算 g

。 在平原水网区，可根据取水凋段的水位、引排水能力和何槽蓄水量推求不同保证率的可供

水量．

9.3.1.8 区域可供水量可根据多水源、多用水户联合径流调节计算或基于各单项供水工程〈蓄、引、提、

调水工程等〉的可供水量，综合分析确定．当区域面积相对较小且缺乏实测或调查资料时，可根据典型

何流或工程可供水量的分析，建立综合关系曲线、经验公式或可供水系数法估算．

9.3.1.9 利用已建供水丁－程作为取水水源的，应收集工程建成后的实际运行资料，根据工程的供水能

力、现有和规划取用水户的用水量，分析可供建设项目利用的水量及其可靠性等，并提供工程供水协议

等支撑性文件．水源的供水保证率，可采用供水工程的设计保证率．

9.3.1.10 利用规划供水T程作为取水水源的，应以批准的供水T程规划、可行性研究报告或设计报告

为主要依据，结合工程的规模、供水对象与范围、供水保证率等，估算可供建设项目利用的水量．

9.3.1.11 应从采用的资料、分析计算方法、有关参数的选取和区域内已有成果比较等方面，分析取水水

源可供水量计算成果的合理性．

9.3.2 水质评价

9.3.2.1 应充分利用已有代表性污染源和水质监测资料，评价取水水质状况及项目用水水质的保证程

度．地表水水质评价应执行 GB 3838 和钮， 395.

9.3.2.2 当收集或调查的水质资料不能满足评价要求时，应开展相应的水质监测和入何污染物监测工

作，并把监测报告作为水资源论证报告书的附件．

9.3.2.3 对于污染较重、存在重金属或有毒有机污染的水域，应进行底质污染评价3当评价的水域存在

富营养化问题时，应合理选择控制参数评价水体富营养化程度．

9.3.3 取水口设置分析

9.3.3.1 从取水何段的稳定性、取水口位置〈含取水水位〉与现有取水口、排污口的关系以及对第三者的

影响等方面论证取水口设置的合理性，其要求如下 z

a) 根据已有成果或何床稳定性专题分析报告，定性说明取水口凋段的何床稳定性，分析取水凋段

的冲淤现状与历年变化情况，预估凋床演变趋势 g

b) 取水后对取水凋段凋势影响较大或上游有较大入何排污口时，应通过模型计算，分析不同保证

率水量情况下的影响范围与程度 g

。 从湖泊水库取水的，应考虑湖库岸坡稳定性和淤积对取水的影响 s

d) 应满足水功能区划、岸线利用规划、防洪规划和航运等的要求．

9.3.3.2 根据取水工程的设计方案，结合取水口所在水域的实测断面和设计最低水位，分析取水口高程

设置的合理性，并附取水丁－程的平面布置和剖面图，剖面图上标注何〈湖库〉底高程、设计最低水位和取

水口头部尺寸．

9.3.3.3 应明确给Iii取水口设置合理性分析结论．对于通过采取补救措施能够满足建设项目取用水要

求的，应提出补救措施，并给Iii有条件的结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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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3.4 取水水源可靠性分析

9.3.4.1 应对来水量和用水量的可能变化及其各种组合情况进行多方案比较，分析不同组合方案的供

水保证率．

9.3.4.2 简要分析取水水源范围内突发水污染事故对水源的影响．当突发水污染事故对项目取水造成

影响时，应提出针对性的措施和预案．

9.3.4.3 以水权转让方式取得地表水水源的，应结合水权转让前后用水保证率差异，分析水源的可靠性

和供水的保证程度．

9.4 地下水取水水源论证

9.4.1 地下水可供水量计算

9.4.1.1 取用地下水的，应附相应要求的水文地质图和具有代表性的剖面图、水文地质钻探与水文地质

试验成果、地下水动态观测资料，资料应满足相应的分级论证深度要求．

9.4.1.2 在地下水补给量、储存量和排泄量的计算基础上，进行水均衡分析，计算地下水资源量，分析地

下水可供水量．

9.4.1.3 合理概化水文地质条件，建立水文地质概念模型和相应的数学模型．利用水文地质试验和动

态观测资料确定水文地质参数，对模型进行识别 s利用识别后的数学模型，结合地下水开采方案，进行地

下水资源可供水量分析计算和开采条件下的地下水动态预测．

9.4.1.4 地下水资源可供水量计算方法应与建设项目水资源论证工作等级相适应，对计算成果应进行

合理性分析．

9.4.1.5 在地下水资源可供水量分析计算基础上，结合论证范围内已有用户和规划用户的开采量，计算

可供本项目利用的地下水水量．

9.4.1.6 阐明与本项目可开采量相对应的地下水开采方案，包括取水构建物类型、开采层位、开采总量

与开采过程等．

9.4.1.7 对于利用矿坑排水作为取水水源的建设项目，应从矿区地质与水文地质条件、矿床类型与赋存

条件以及开发利用情况、矿坑漏水量以及采矿用水等方面进行矿坑排水水源论证，并考虑采矿防治水措

施、矿坑排水变化趋势及周边其他开采地下水项目对水量的影响．

9.4.1.8 对于取用地下水的热泵项目，应在根据热泵系统最大释热量或最大吸热量的要求，结合地下水

温度条件，论证热泵系统的合理用水量的基础上，进行水源论证，其要求如下 z

a) 明确地下水开采与回灌的目标含水岩组、井结构、井数量与平面布局、各井开采与回灌计划，明

确回灌的水质要求与回灌率要求 g

b）定量评价系统运行的水量损失，预测系统运行对地下水水位、水质与水温的影响范围、程度与

过程3

c) 提供项目所在地段的钻孔柱状图、目标含水岩组的抽水与回灌试验综合成果表．

9.4.2 地下水水质评价

9.4.2.1 地下水水质评价应执行 GB/T 14848. 

9.4.2.2 地下水水质评价应符合下列要求 z

a) 根据用水水质要求选择相应水质标准，依据地下水水质调查或水质动态监测资料，进行水质

评价g

b) 地下水水质监测资料，应能反映分析范围内地下水水质状况和论证范围内地下水水质动态 3

c) 地下水水质变化复杂的地区，应分区、分层评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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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4.3 地下水开来方案的合理性分析

9.4.3.1 地下水开采方案应包括取水目标含水岩组，取水构筑物类型与结构、取水构筑物数量与相互间

的距离，取水构筑物位置、平面和剖面上的布置〈排列〉形式，取水构筑物的计划开采量与开采过程．

9.4.3.2 根据开采条件下地下水动态预测，地下水开采对区域水资源、环境水文地质、第三者用水户的

影响，分析论证开采方案的合理性．

9.4.3.3 开采引起地下水动态发生较大变化时，论证丁－作等级为一级的，应明确地下水动态监测方案 s

论证工作等级为二级、三级的，应提:ti开展地下水动态监测的建议．地下水动态监测方案〈或建议〉制定

参见 GB/T 51040 和钮， 219.

9.4.3.4 对于利用矿坑排水作为取水水源的建设项目，以实测资料为依据，分析矿坑排水水质条件．结

合水处理设计方案，论证矿坑排水水源能否满足项目生产用水水质要求．改建、扩建矿山可利用本矿山

实测的排水水质资料s新建矿山可类比分析周边或类似矿山的水质资料．

9.4.4 地下水取水水源的可靠性分析

9.4.4.1 应根据特枯年和连续于旱年地下水补给条件的变化，分析地下水取水水源的可靠性．

9.4.4.2 在地下水资源相对缺乏、现状地下水资源开发利用程度较高或开采地下水易发生环境问题的

地区，应分析水文要索、含水岩组渗透系数等的不确定性．

9.4.4.3 根据运行矿山的洒水量调查成果或新建矿山的漏水量预测成果和漏水水质等，进行矿坑排水

水源的可靠性分析．

9.5 公共供水取水水源论证

9.5.1 从公共供水工程取水的，应收集公共供水丁－程的实际运行资料，根据已有工程和管网的现状供

水能力、接入条件、现有和规划取用水户的用〈需〉水量等方面，论证建设项目接入现状管网的可行性、可

供建设项目利用的水量及其可靠性等．

9.5.2 应根据区域内已有成果，从采用资料、分析计算方法、有关参数选取等方面，比较分析公共供水

管网可供水量计算成果的合理性．

9.5.3 对于用水保证率要求较高的建设项目，应根据公共供水工程的实际运行资料，分析近 3 年～5 年

内公共供水丁－程的供水范围、供水人口、年度供水总量、供水能力、日平均供水量、供水管网漏损率及供

水高峰期月供水量、最高日供水量，综合分析公共供水丁－程对建设项目月取水量、日均取水量及最高日

取水量的保证率．

9.6 再生水取水水源论证

9.6.1 利用再生水作为取水水源的建设项目，应对污水处理设施的进 :ti水量可靠性和 :ti水水质稳定性

进行分析，提:ti污水再生利用水水源的可供水量，其要求如下 z

a) 利用已建污水处理厂的，根据污水处理厂的设计处理规模和实际处理能力、污水收集系统收集

范围和可收集的污水量、近 3 年污水处理厂实际运行情况，分析由水水量的日变化系数和水质

的变化范围，结合已有用户的取用水量，估算再生水的可供水量g

b）利用规划建设污水处理厂的，根据规划提巾的处理规模、再生水处理丁－艺、污水收集区域及收

集范围内的用水和排水资料等，分析预测可能收集的污水量、主要污染物和浓度，参照已运行

的同类污水处理厂，论证污水处理厂:ti水的水质和水量的保证程度 s

。 不宜安排备用水量．经论证确需备用水量的，应根据建设项目用水保证率要求和用水特点，综

合考虑污水处理系统运行的可靠性确定备用水量规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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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6.2 应从水量和水质两方面进行再生水可供水量的可靠性分析，其要求如下 z

a) 分析污水处理设施的 :ti水量和日变化系数，宜以污水处理厂日由水量监测资料为依据分析水

量的可靠性 g

b) 应以污水处理厂:ti水水质的监测资料为依据，分析水质的变化幅度和稳定性．

9.6.3 应根据区域内已有成果，从采用资料、分析计算方法、相关参数选取等多方面比较分析再生水可

利用量计算成果的合理性．

9.6.4 评价:ti水水质的稳定性，应根据再生水厂的污水处理工艺，结合实测的进水水质和 :ti水水质，分

析进水水量、水质与 :ti水水量、水质的关系，根据:ti水水质的主要污染因子的浓度变化，说明白水水质的

可能变化范围．

10 取水影响论证

10.1 －般规定

10.1.1 应论证建设项目取水对水资源与水文情势、水功能与水生态的影响，分析对涉及敏感区域地下

水影响，预测对其他用水户的影响．涉及多水源取水的建设项目，应分别论证项目不同取水的取水

影响．

10.1.2 应分析建设项目取水与区域已建、在建和已批准拟建项目取水的叠加与累积影响．

10.1.3 应针对取水影响，提:ti 消除或减缓建设项目取水不利影响的措施及补偿方案建议．

10.1.4 通过水权转让取得水源的，应分析取水用途改变后对地表水、地下水和生态以及:ti让水权方利

益的影响．

10.1.5 取水影响分级论证深度要求见表 5.

10.1.6 应绘制取水影响范围内水系和主要水利工程分布图，注明相关已建、在建和已批准拟建的取水

口位置，图示应简洁、清晰．

表 5 取水影响分级论证深度要求

t作等级
类别

一级 二级 三级

1. 详细分析取水对水资源与水 1. 分析取水对水资源与水文情 1. 分析取水对水文情势影

文情势的影响，全面调查和分析对 势影响，分析对河流生态水量和流 响，分析对柯流生态水量和流

河流生态水量和流量的影响 s 量影响： 量影响 s

对水资源 2. 分析地下水取水对补给排泄 2. 分析地下水取水影响的地下 2. 分析取水对区域地下水

的影响 和水位变化影响，预测分析地下水 水位下降程度与范围，分析取水对 利用条件的影响

位下降程度与范围，分析取水对区 地下水利用条件的影响

域地下水利用条件、含水岩组结构

等的影响

以水功能区为单元，分典型取水 以水功能区为单元，分典型取水 分析取水对水域纳育能力

设计保证率和最不利影响时段，论 设计保证率和最不利影响时段，分 的影响

对水功能 证取水产生的水量减少、水文过程 析取水对水域纳污能力的影响，预

区的影响 改变等，导致水域不同水期纳污条 测取水对水功能的影响

件及纳育能力的影响，预测取水对

水功能的影响

18 



GB/T 35580-2017 

表 5 （续〉

工作等级
类别

一级 二级 三级

1. 分析水资源与水文情势变化 1. 分析水资源与水文情势变化 分析取水对生态水量、最小

所导致的水生态影响 s 对水生态的影响： 生态流量（水位〉的影响

2. 分析取水对生态水量和最小 2. 分析取水对生态水量、最小生

对水生态 生态流量（水位〉的影响 s 态流量（水位〉的影响

的影响 3. 分析取水对敏感区生态水量

及流量的影响：

4. 分析水文情势变化对重要水

棋生境的影响

10.2 对水资源和水文情势的影响

10.2.1 取水可能导致水资源及水文情势变化的，应根据建设项目的取水规模和保证率要求，重点分析

最不利时段取水对水资源和水文情势的影响．

10.2.2 在水网区、湖泊等区域和水库、闸坝等水工程取水的，应重点分析取水对水位和最小水深的影

响 s在航运和重要水能开发何段取水的，应分析取水对航运和水能利用等的影响．

10.2.3 在水资源丰沛地区，取水影响范围内累积取水量小于取水凋段历年实测最小流量的 10% ，或累

积取水量小于多年平均最枯月流量的 5%时，可简化取水影响论证内容．

10.2.4 预测地下水取水产生的地下水位变化及影响范围，重点分析取水对含水岩组结构、地下水循环

条件以及地表水产汇流条件等方面的影响．取水对所在区域主要含水岩组具有显著影响时，应定量评

价项目建设与运行取水对区域地下水资源的影响．

10.2.5 对于抽取地下水换热后回灌至含水岩组中的地下水源热泵项目，应在阐明目标含水岩组的地

下水水温动态特征的基础上，定量评价系统运行对地下水的影响．

10.2.6 对于矿山开采、隧道施丁－和基坑开挖等建设项目，应分析项目施丁－建设对含水岩组结构、地下

水循环条件以及地表水产汇流条件等方面的影响，定量分析影响范围和程度．

10.2.7 对于开采深层地热水供暖项目，应根据取水与回灌方案，定量评价水量损失及其影响，并定量

评价含水层因温度与压力变化而导致的水质变异的范围、程度与过程．

10.2.8 取水可能引发环境地质问题时，应根据取水丁－程和所在区域环境地质状况进行专题分析，其要

求如下 z

a) 在泉域范围内取用地下水，应分析对泉水流量和地下水水位的影响 g

b) 在沿海地区取用地下水，应分析诱发海水入侵的可能性 g

。 在铁路、高速公路、防洪设施等国家重要工程毗邻地区取用地下水，应在建设项目地质灾害评

估基础上分析地下水开采的影响．

10.2.9 对取水产生的水资源及水文情势不利影响，应提出相应的对策措施．

10.3 对水功能区的影响

10.3.1 应分析地表水取水导致水文过程改变、水量减少或水动力条件变化，对水功能和水域纳污条件

的影响，重点论证对水域纳污能力的影响．

10.3.2 对于尚未核定纳污能力的水域，应根据水功能区管理相关规定和 GB/T 25173 的要求，计算取

水水域纳污能力，并分析取水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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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3.3 分析建设项目取水对水功能区水质的影响．

10.4 对木生态的影响

10.4.1 应分析取水导致水资源和水文情势改变，对水生态系统水资源补给与排泄关系、重要生境水文

过程变化以及重要水域生态和敏感生态的影响，必要时应专题开展论证工作．

10.4.2 分析取水对凋流多年平均流量、典型设计保证率流量及生态流量〈水位〉的影响．对于生态脆

弱地区，应分析取水对生态系统的影响．其要求如下 z

a) 在水资源短缺地区及生态水量敏感区域的项目取水，应分析取水对何流基本生态需水量和目

标生态需水量的影响 s

b) 引、蓄水等水利水电工程，分析取水对水资源时空分布及水文情势改变，对生态流量尤其是最

小生态流量以及最小下泄流量的影响．

注s 生态需水量评估可参见 SL/Z 479. 

10.4.3 在生态脆弱地区建设集中或大规模开发地下水的工程，应分析取水对区域水生或旱生植被的

影响 s在生态敏感区或水土流失重点预防区和重点治理区，应分析取水诱发水土流失和土地次生沙漠化

的可能性，并预测取水对敏感区生态问题的发展趋势．

10.4.4 提:ti减缓取水对水生态影响的对策，并对其对策的有效性和实施可行性进行分析．

10.5 对其他用水户的影响

10.5.1 根据取水影响分析，明确因建设项目取水而受到影响的其他用水户．

10.5.2 分析项目取水对其他用水户合法权益的影响，造成量化损失的需进行损失估算或核算．

10.5.3 针对项目对其他用水户影响，明确需进一步采取的减缓措施，涉及影响损失的应提出补偿方案

建议．

10.5.4 提巾的减缓措施应有可行性与有效性评价，措施方案应进行投资估算，并提:ti项目措施相关资

金的落实要求．

10.5.5 已建取〈供〉水工程改变供水任务和供水目标的，应开展取水任务调整的影响论证，提出针对原

用水户补偿方案建议，并附支撑性文件．

11 退水影响论证

11.1 －般规定

11.1.1 在建设项目退水量以及退水主要污染物核定的基础上，论证建设项目退水对水资源、水功能和

水生态影响，论证对其他用水户用水权益影响，提:ti消除或减缓建设项目退水不利影响的补救或补偿方

案建议．

11. 1.2 应分析建设项目退水的受纳水域内已建、在建和已批准拟建项目退水的叠加与累积影响．

11. 1.3 对于建设项目退水条件复杂和退水污染风险突出的，应分析非正常工况影响与事故风险，提:ti

风险防范和应急管理要求．

11. 1.4 项目地表退水对地下水质产生影响时，应分析地表水与地下水补给和排放关系，论证建设项目

退水对地下水的影响．

11. 1.5 水利水电建设项目，应按照钮， 525 要求，分析退水影响．

11. 1.6 退水影响分级论证深度要求见表 6.

11.1.7 应绘制退水影响范围内水功能区划图，给:ti项目退水坐标，注明已建、在建和已批准拟建的人

何排污口、取水口位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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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6 温水影响分级论证深度要求

工作等级
类别

一级 二级 三级

1. 详细分析退水对水功能区功能和 1. 分析退水对水域纳育能 1. 论证退水清染物及控

水质影响的范围，分析退水造成的受纳 力、限制纳宿控制总量及其他 制方案与人柯排宿控制要

水体污提负荷变化对水域纳污能力、限 利益相关方退水纳育权益的 求和水功能管理的相符性s

制纳f亏控制总量及其他利益相关方退水 影响s 2. 简要分析对水功能区

纳f亏资源权益的影响 s 2. 分析对水功能区影响的 的影响 s

2. 分析退水对不同水文条件下的水 范围、程度及时空影响s 3. 分析对其他取用水户
对水功能及

功能区和其他取用水户影响 s 3. 分析可能产生对地下水 的影响 s
其他用水户

3. 退水涉及省界和跨地（市〉水功能 质量的影响 s 4. 论证人河排市口设置
的影响

区及水源地等敏感对象的，应预测退水 4. 论证人河排市口设置方 方案的可行性

中f亏S怪物的迁移、转化特征与分布，及其 案的可行性

时空影响 s

4. 分析地表与地下水补给关系，论证

退水可能对敏感区域地下水产生的影响s

5. 论证人河排污口设置方案的可行性

论证退水污染物对水域富营养化，以 分析退水对水生态和水域 分析退水对水生态的
对水生态

及重要水生生境及生态水量和流量、水 生境的影响 影响
的影响

质保护条件的影响

11.2 对水功能区的影响

11.2.1 分析项目退水的主要和最不利影响时段，预测并判定退水影响范围，退水影响的主要水功能区

及敏感保护对象．

11.2.2 根据建设项目退水量、主要特征污染物类型与浓度，分析退水对受纳水域水功能和其他利益相

关方的影响．

11.2.3 分析预测退水影响范围内项目退水对受纳水域的叠加与累积影响，分析退水规模、退水污染负

荷和退水方式是否符合水域纳污能力和限制排污总量控制方案等管理要求．

11.2.4 分析项目退水主要化学、物理和生物影响因素对水域功能的主要影响范围、影响时段和影响程

度，预测退水受纳水域的主要水功能区不同设计水量条件下的水质影响与变化．

11.2.5 未提出限制排污总量意见的水域，应根据 GB/T 25173 的要求核算纳污能力，并进行影响论证．

11.2.6 分析项目不利影响的时段及流量保证率条件，预测项目退水对纳污水体的影响，计算不同时段

纳污及下游影响水功能区的水质超标和混合水域，预测水质影响的变化．

11.2.7 建设项目退水排入污水处理厂或市政污水管网的，应按下列情况分别进行退水影响论证z

a) 退水排入污水处理厂的，应根据污水处理厂的规模、处理能力、处理丁－艺和项目退水的污染物

类型和污染负荷，分析论证退水方案可行性，并附污水处理厂同意接纳建设项目退水的文件或

协议g

b) 项目退水拟依托污水处理厂处理，但受污水处理厂负荷和排水控制，不能满足项目退水处理及

入f可排污控制要求的，应进行项目退水方案调整并开展影响论证g

c) 退水排入城镇污水管网且下游有城市污水处理厂的，退水水质应符合 CJ 343 要求，且应根据

城镇污水处理厂的规模、处理能力和处理工艺，分析论证退水方案的可行性，并附污水处理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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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意接纳建设项目退水的文件或协议g

d）项目退水排入城镇污水管网且下游未设置城市污水处理厂的，退水水质应符合 CJ 343 要求，

并开展包括项目退水的城镇污水的累积影响论证．

11.2.8 对使用已有入何排污口的，应对项目的扩大排污量进行分析论证，并应附水行政主管部门或流

域机构的入何排污口的登记或设置同意文件．

11.2.9 对不向厂区外退水的工业项目，应结合污水处理工艺和回用流程分析，论证实现不退水的可行

性与可靠性，分析突发事故情况下的退水影响风险，并提出对策与措施．

11.2.10 当项目退水形成污染混合区域时，应采用水质模型计算分析退水对水域功能及其他利益相关

方的影响．

11.2.11 当退水存在重金属、有毒、有机污染和生物污染风险时，应专题论证有关特征污染物对受纳水

体，尤其是对水源地的影响范围与程度，并提出针对性的对策与措施．

11.2.12 根据水功能区水质管理目标，分析建设项目退水的可行性，提:ti污染物入何排放量控制要求．

11.3 对木生态的影响

11.3.1 建设项目退水改变区域水资源条件或造成水域污染时，应根据水域生态保护及管理要求，进一

步分析退水对水生态系统可能产生的影响．

11.3.2 应针对退水特性和退水水域环境特点，预测退水中氮、磷等营养盐物质对水体富营养化的

影响．

11.3.3 分析退水对重要保护湿地、濒危水生物生境等水生态系统重要保护目标的影响．涉及重要水

生态保护区域的，应专题分析退水对水生态系统尤其是对敏感生态目标的影响．

11.3.4 退水为温热水时，应分析退水对水域水温结构和生态系统的影响，并计算水温恢复距离．退水

口附近(1 km＇范围内〉水域温升较高〈全年夏季温升》5 ℃〉时，应采用数学模型预测不同温升的范围 g

退水口附近水域温升较低时，可采用类比法分析退水水域温度变化．

11.3.5 纳污水体氮磷问题较为突出，或退水水域及下游影响区属封闭水域，退水有热污染影响及氮、

磷等营养盐影响问题的，应针对性开展预测和影响论证．

11.3.6 提:ti减缓退水对水生态影响的对策，并对其对策的有效性和实施可行性进行评估．

11.4 对其他用水户影响

11.4.1 根据退水影响分析，明确因建设项目退水而受到影响的其他用水户．

11.4.2 分析退水对其他利益相关方用水权益或其他权益造成的损失和影响，并估算其损失量．

11.4.3 根据退水影响分析，结合建设项目已经采取的补救措施，估算项目退水对相关利益方用水权益

和公共利益造成的损失，提出补偿方案建议，并附相关协议和文件．

11.4.4 建设项目退水造成间接影响或潜在长期影响难以估算的，应分析可能的影响程度和范围，提:ti

补救措施或补偿方案建议．

11.5 入词排污口设置方案论证

11.5.1 建设项目需设置人凋排活口的，应根据入何排污口监督管理要求，按照钮， 532 规定，分析论证

人f可排污口设置的合理性和可行性．

11.5.2 入何排污口的设置应当符合防洪规划、水功能区划、水资源保护规划，以及水资源管理要求和

何道管理范围内建设项目管理的有关规定等．

11.5.3 入何排污口设置，应与项目退水影响的论证内容相协调，明确可行的入何排污口位置、排放方

式和入何排污口计量监测与信息传输要求．

11.5.4 结合退水影响范围内已建、在建、拟建取水口和入何排污口的分布，分析入何排污口设置的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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理性．

11.5.5 对于入何排污量较大或者人凋排污影响敏感的建设项目，可以单独编制人凋排污口设置论证

报告．

12 水资源节约、保护及管理措施

12.1 －般规定

12.1.1 针对建设项目的用水工艺和过程，从项目取、用、耗、退水等环节，提出有针对性的项目节水减

污与污水处理再生利用措施．

12.1.2 根据节水用水要求，提出加强建设项目内部用水管理的具体措施．

12.1.3 根据取水和退水影响，提:ti减缓和控制建设项目取水和退水对水功能影响的水资源保护措施．

12.2 节约措施

12.2.1 列出采用的用水节水技术和设备等节水措施清单〈表〉，并提:ti设计、施工、投产的工作安排．

12.2.2 建设项目应当制定节水措施方案，配套建设节水措施，改建、扩建项目应提出整个项目的节水

措施方案和配套节水设施．

12.2.3 针对建设项目设计的用水丁－艺、用水过程等，结合项目主要用水和耗水单元、主要工艺和循环

水单元与系统的用水、耗水、节水指标，提出建设项目污水处理回用措施〈设施〉的具体内容、要求等．

12.2.4 明确提:ti建设项目应建立节水“三同时”〈节水减污设施与主体工程同时设计、同时施工、同时

投入使用〉和“四到位”〈用水计划到位、节水目标到位、节水措施到位、管水制度到位〉制度落实的具体

措施．

12.2.5 根据建设项目用水特点，按照 GB/T 12452，提出建设项目定期开展水平衡测试的具体要求．

12.3 保护措施

12.3.1 按照水功能区管理的要求，结合项目人凋污染物控制总量，提 :ti建设项目应采取的节水减排、

污染控制的具体措施．

12.3.2 对于有最小下泄流量和生态流量要求的建设项目，应提 :ti保障下泄最小流量和生态流量的具

体措施．

12.3.3 有退水风险的建设项目，应提出水资源保护的具体措施，重点明确项目非正常工况的水资源保

护丁－程措施，事故风险的丁－程预防与控制措施．

12.3.4 对地下水影响较大的建设项目，应制定地下水水位与水质动态监测方案，并针对地下水取水影

响范围和影响程度，提:ti可行的地下水保护方案或措施．

12.3.5 对于地下水源热泵项目，或开采深层地热水供暖等项目，应制定地下水水质异常应急处理方

案，明确避免或者减少工程建设与运行对地下水的影响的具体措施．

12.3.6 根据水功能区水质管理目标和水域生态保护要求，提出建设项目人凋排污口设置应采取的水

资源保护措施．

12.4 管理措施

12.4.1 应根据 GB 24789 、GB/T 28714 要求，提出取用水计量器具配备要求和定期开展水量平衡测试

的要求，并制定取水、用水、退水水量与水质监测方案．

12.4.2 建设项目应当建立完善的三级计量体系，提出用水节水统计报表制度、三级计量等具体措施，

并附计量器具配备图画

12.4.3 根据建设项目取用水管理要求，提:ti 以月为单位制定取用水计划、加强用退水量统计等具体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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项目计划用水管理措施．

12.4.4 建设项目应建立用水管理体系、节约用水管理制度、取退水计量监测、用水统计数据报送制度．

12.4.5 明确提出建设项目取水、退水水量与水质监测等数据的存档管理要求，明确用水节水统计报表

上报制度的具体措施．

12.4.6 结合项目取水、退水等特点，提出建设项目对取水工程设计、退排水工程和计量等具体要求．

13 综合评价

13.1 结论

13.1.1 应在水资源及其开发利用状况分析基础上，根据建设项目用水合理性、取水水源可靠性、取水

和退水影响以及相应的补救措施及补偿方案等方面的论证，综合评价建设项目取水的可行性和应满足

的前提条件，提:ti建设项目水资源论证结论．

13.1.2 有下列情况之一的，应提出建设项目取水不可行的结论z

a) 不符合国家产业政策、行业发展规划和最严格水资源管理制度要求的 s

b) 不符合主体功能区和水功能区管理要求的 s

。 不符合区域水资源开发利用规划、水量分配方案〈协议〉或者用水总量控制要求 g

d) 取水和退水可能引发重大水事纠纷的 g

e) 对水资源、水生态系统可能造成重大不可逆影响的 g

。 对饮用水源地等敏感保护对象造成明显不利影响或潜在威胁的．

13.1.3 建设项目取水或退水对水资源、水生态等造成重大影响，且难以采取补救措施的，应调整取水

或退水方案．

13.2 建议

结合建设项目用水丁－艺、用水过程及取用退水情况，提出项目完善用水计量统计、加强节水技术改

造、加大污水收集处理力度、提高水重复利用量和减缓取退水影响等水资源方面的对策与建议．

24 



附录 A

〈资料性附录〉

《建设项目水资源论证工作大纲》编制提纲

1 总论

1.1 项目来源

1.1.1 委托单位

1.1.2 承担单位与丁－作过程

1.2 水资源论证目的和任务

1.3 编制依据

1.4 工作等级与水平年

1.5 水资源论证范围

附分析范围图、取水水源论证范围图、取水影响范围图和退水影响范围图

2 建设项目概况

2.1 基本情况

2.2 建设地点、占地面积和土地利用情况

2.3 建设规模及实施意见

2.4 建设项目取水方案

2.5 建设项目用水方案

2.6 建设项目退水方案

3 资料收集与查勘

3.1 基本资料的收集

3.1.1 自然地理和社会经济概况

3.1.2 水文气象

3.1.3 凋流水系与水~LT.程

3.1.4 水资源量及时空分布

3.1.5 水功能区及水质资料

3.1.6 供水量、用水量、用水结构和用水效率

3.1. 7 取用水总量、用水效率和水功能区限制纳污总量

3.2 查勘内容

3.2.1 拟建取水口设置

3.2.2 分析范围内主要取水户

GB/T 35580-20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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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水资源及开发利用状况分析

4.1 水资源量及时空分布特点

4.2 水功能区及水质

4.3 水资源管理三条红线指标与落实情况

4.4 水资源开发利用潜力

4.5 水资源开发利用存在的主要问题

5 用水合理性分析

5.1 用水工艺及用水过程分析

5.1.1 建设项目用水环节分析

5.1.2 设计参数的合理性识别

5.1.3 项目提出的节水措施基本情况

5.2 用水水平评价及节水潜力分析

5.2.1 用水水平指标计算与比较

5.2.2 污水处理及回用合理性分析

5.2.3 节水潜力措施建议

5.3 项目用水量核定

5.3.1 论证前后水量变化情况说明

5.3.2 合理用水量的核定

6 取水水源论证

6.1 取水符合性分析

6.2 水源方案比选

6.3 地表水取水水源论证

6.3.1 论证方案与依据资料

6.3.2 可供水量分析计算

6.3.3 水资源质量评价

6.3.4 取水口位置合理性分析

6.3.5 取水可靠性分析

6.4 地下水取水水源论证

6.4.1 地质、水文地质条件分析

6.4.2 地下水资源量分析

6.4.3 地下水可供水量计算

6.4.4 地下水水质分析

6.4.5 取水可靠性分析

6.5 矿坑排水取水水源论证

6.6 公共供水取水水源论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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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7 再生水取水水源论证

7 取水影响论证

7.1 对水资源的影响

7.2 对水功能区的影响

7.3 对生态系统的影响

7.4 对其他用水户的影响

7.4.1 受影响的其他利益相关方取用水状况

7.4.2 对其他利益相关方权益的影响损失估算

7.4.3 补救措施与补偿方案建议

8 温水影响论证

8.1 退水方案

8.1.1 退水系统及组成

8.1.2 退水总量、主要污染物排放浓度和排放规律

8.1.3 退水处理方案和达标情况

8.2 对水功能区的影响

8.3 对水生态的影响

8.4 退水对其他用水户的影响

8.4.1 受影响的其他利益相关方的取用水状况

8.4.2 对其他利益相关方权益的影响损失估算

8.4.3 补救措施与补偿方案建议

8.5 入f可排污口〈退水口〉设置方案论证

GB/T 35580-2017 

〈退水排入污退水排入污水处理厂的项目退水影响分析，应附污水处理厂同意接纳建设项目

退水的文件或协议5元退水项目的退水影响分析，应包括实现不退水的可行性与可靠性论证，及突

发事故情况下的退水影响风险分析〉

9 水资源节约、保护及管理措施

9.1 节约措施

9.2 保护措施

9.3 管理措施

10 工作组织与进度安排

11 工作经费预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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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录 B

〈资料性附录〉

《建设项目水资源论证报告书》编制提纲

水资源论证报告书基本情况表

项目名称 项目位置

项目单位及机构代码 报告书编制单位

一、项目
建设项目的审批机关 水资源论证审批机关

概况

所属行业 建设规模

业主的用水需求 （取水量、取水水源、取水地点等〉

二、等级、
论证工作等级 水平年

水平年和 分析范围 取水水源论证范围

论证范围
取水影响范围 退水影响范围

三、分析范
取用水总量阶段控制指标／亿 m' 实际取用水总量／亿 m'

围内控制 用水效率控制指标 实际用水效率指标

指标情况
水功能区达标率阶段控制指标／% 现状水功能区水质达标率／%

年用水量（不含输水 生产用水量 用水保证率／%

损失），＿一一一万 m' 生活用水量 主要生产用水指标及用水量

地表水 地下水

四、取用 年取水量s
公共供水 矿坑排水

水方案 －一一－万 m'
再生水 （其他水源〉

最大取水流量／（m'/s) 日最大取水量／（m'/d)

取水口位置 （东经 • ”〉（北纬 • ”>

年退水量／m' 退水主要需提物

五、退水
排放方式 主要污染物总量／m'

方案

退水口位置 退水水域或水功能区

六、水资源 用水管理措施

节约、保护
节水措施

及管理

措施 水资源保护措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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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总论

1.1 项目来源

1.1.1 委托单位

1.1.2 承担单位与丁－作过程

1.2 水资源论证目的和任务

1.3 编制依据

1.4 丁－作等级与水平年

1.5 水资源论证范围

附分析范围图、取水水源论证范围图、取水影响范围图和退水影响范围图

2 建设项目概况

2.1 建设项目概况

包括地点、规模、原料、产品方案、投资等

2.2 项目与产业政策、有关规划的相符性分析

2.3 生产丁－艺技术介绍

2.4 建设项目取用水情况

2.5 项目退水情况

附建设项目位置图

3 水资源及其开发利用状况分析

3.1 基本情况

3.1.1 自然地理与社会经济概况

3.1.2 水文气象

3.1.3 凋流水系与水~LT.程

3.2 水资源状况

3.2.1 水资源量及时空分布特点

3.2.2 水功能区水质及变化情况

3.3 水资源开发利用现状分析

3.3.1 供水丁－程与供水量

3.3.2 用水量、用水水平和用水结构

3.3.3 存在的主要问题

3.4 水资源开发利用潜力分析

3.4.1 水资源管理三条红线指标及其落实情况

3.4.2 开发利用潜力分析

GB/T 35580-2017 

附分析范围内供水工程、主要取用水户分布图、水功能区示意图〈标注入何排污口点位和监测

断面位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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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用水合理性分析

4.1 用水节水T艺和技术分析

4.1.1 生产T艺分析

4.1.2 用水T艺分析

4.1.3 节水技术分析

4.2 用水过程和水量平衡分析

4.2.1 各用水环节水量分析

4.2.2 水量平衡分析

4.2.3 施丁－期水量平衡分析

4.3 用水水平评价及节水潜力分析

4.3.1 用水水平指标计算与比较

4.3.2 污水处理及回用合理性分析

4.3.3 节水潜力分析

4.4 项目用水量核定

4.4.1 论证前后水量变化情况说明

4.4.2 合理用水量的核定

附建设项目水量平衡图

5 取水水源论证

5.1 水源方案比选及合理性分析

5.2 地表水取水水源论证

5.2.1 依据的资料与方法

5.2.2 来水量分析

5.2.3 用水量分析

5.2.4 可供水量计算

5.2.5 水资源质量评价

5.2.6 取水口位置合理性分析

5.2.7 取水可靠性分析

5.3 地下水取水水源论证

5.3.1 地质、水文地质条件分析

5.3.2 地下水资源量分析

5.3.3 地下水可供水量计算

5.3.4 开采后的地下水水位预测

5.3.5 地下水水质分析

5.3.6 取水可靠性分析

5.4 矿坑排水水源论证

5.5 公共供水取水水源论证

5.6 再生水取水水源论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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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论证范围内水文地质平面及剖面图、地下水水位等值线图、地下水动态变化曲线、地下水水

质监测站点分布图等图件
备注s水源论证可根据实际取水水源情况进行增减

6 取水影响论证

6.1 对水资源的影响

6.2 对水功能区的影响

6.3 对生态系统的影响

6.4 对其他用水户的影响

6.4.1 受影响的其他利益相关方取用水状况

6.4.2 对其他权益相关方取用水条件的影响

6.4.3 对其他权益相关方权益的影响损失估算

6.4.4 补救与补偿原则

6.4.5 补救措施与补偿方案建议

7 温水影响论证

7.1 退水方案

7.1.1 退水系统及组成

7.1.2 退水总量、主要污染物排放浓度和排放规律

7.1.3 退水处理方案和达标情况

7.2 对水功能区的影响

7.3 对水生态的影响

7.4 对其他用水户的影响

7.4.1 受影响的其他利益相关方的取用水状况

7.4.2 对其他利益相关方权益的影响损失估算

7.4.3 补救与补偿原则

7.4.4 补救措施与补偿方案建议

7.5 入何排污口〈退水口〉设置方案论证

附建设项目退水系统组成和入凋排污口〈退水口〉位置图

〈退水排入污退水排入污水处理厂的项目退水影响分析，应附污水处理厂同意接纳建设项目

退水的文件或协议5元退水项目的退水影响分析，应包括实现不退水的可行性与可靠性论证，及突

发事故情况下的退水影响风险分析〉

8 水资源节约、保护及管理措施

8.1 节约措施

8.2 保护措施

8.3 管理措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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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 结论与建议

32 

9.1 结论

9.1.1 项目用水量及合理性

9.1.2 项目的取水方案及水源可靠性

9.1.3 项目的退水方案及可行性

9.1.4 取水和退水影响补救与补偿措施

9.2 存在问题及建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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