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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目的】水资源的合理开发利用是水资源问题上可持续发展概念的体现。 随着城市高质量发展的不断推进,水生态

文明理念持续融进水资源开发、利用、治理、配置、规划等各方面,为更好地研究新时期下上海市水资源现状与保障能力。 【方
法】　 文章以 2011 年—2020 年上海市水资源开发利用情况为基础进行综合分析。 结合上海市城市总体规划,采用二次三项

移动平均法和多元线性回归模型预测了上海市 2021 年—2025 年的水资源总量并与实际水量进行对比验证模型的可行性。
【结果】　 从严格用水总量控制、推进节水型城市建设、强化水资源保护等方面,提出了对上海市水资源利用与保护的对策及

建议。 【结论】　 可为上海市水资源开发利用与规划提供一定的参考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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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Objective]
 

　 The
 

rational
 

development
 

and
 

utilization
 

of
 

water
 

resources
 

is
 

the
 

embodiment
 

of
 

the
 

concept
 

of
 

sustainable
 

development
 

in
 

water
 

resource
 

issues.
 

With
 

the
 

continuous
 

promotion
 

of
 

high-quality
 

urban
 

development,
 

the
 

concept
 

of
 

water
 

ecological
 

civilization
 

continues
 

to
 

integrate
 

various
 

aspects
 

such
 

as
 

the
 

development,
 

utilization,
 

governance,
 

allocation,
 

and
 

planning
 

of
 

water
 

resources.
 

In
 

order
 

to
 

better
 

study
 

the
 

existing
 

situation
 

and
 

guarantee
 

capacity
 

of
 

water
 

resources
 

in
 

Shanghai
 

in
 

new
 

era。
[Methods]

 

　 This
 

paper
 

conducted
 

a
 

comprehensive
 

analysis
 

based
 

on
 

the
 

development
 

and
 

utilization
 

of
 

water
 

resources
 

in
 

Shanghai
 

from
 

2011
 

to
 

2020.
 

Based
 

on
 

the
 

overall
 

urban
 

planning
 

of
 

Shanghai,
 

the
 

quadratic
 

three
 

term
 

moving
 

average
 

method
 

and
 

multiple
 

linear
 

regression
 

model
 

were
 

used
 

to
 

predict
 

the
 

total
 

water
 

resources
 

of
 

Shanghai
 

from
 

2021
 

to
 

2025,
 

and
 

the
 

feasibility
 

of
 

the
 

model
 

was
 

verified
 

by
 

comparing
 

it
 

with
 

the
 

actual
 

water
 

volume.
 

[Results]
 

　 Measures
 

and
 

suggestions
 

for
 

the
 

utilization
 

and
 

protection
 

of
 

water
 

resources
 

in
 

Shanghai
 

had
 

been
 

proposed,
 

including
 

strict
 

control
 

of
 

total
 

water
 

use,
 

promotion
 

of
 

water-saving
 

city
 

construction,
 

and
 

strengthening
 

of
 

water
 

resource
 

protection.
 

[Conclusion]
 

　 The
 

research
 

can
 

provide
 

certain
 

reference
 

value
 

for
 

the
 

development,
 

utilization,
 

and
 

planning
 

of
 

water
 

resources
 

in
 

Shangha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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城市水资源是城市经济和社会持续稳定发展的

重要基础和保障,同时也是一个蕴藏着各种不确定

性的复杂系统。 研究如何合理开发、高效利用和有

效保护城市水资源具有重要意义。 随着城市经济社

会需求的提高、先进技术水平的提升,水资源的可持

续发展潜力将不断释放。
上海作为我国第一大城市、4 个中央直辖市之

一,是我国经济最发达、城市化进程最快速的城市。
同时随着经济社会的高质量发展,水资源配置问题

进一步凸显,过境水资源丰富,本地水资源贫乏的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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题,一直影响着区域供水的安全和社会经济的可持

续发展,成为我国水质型缺水城市的典型。 为适应

城市社会的高速发展,上海市因地制宜将城市防洪

安全、水资源开发利用和保护与流域综合治理紧密

结合,坚持实行最严格的水资源保护制度,在保护中

开发、在开发中保护,实现水资源的可持续利用和经

济的可持续发展。 文章结合上海市水资源研究现

状,从地表水源水、地下水源水和其他水源水取水量

的变化对上海市水资源开发利用程度进行统计分

析,对水资源利用进行了简单的趋势预测,针对现状

存在的问题提出建议,旨在挖掘上海市水资源开发

利用的潜力。
1　 上海水资源开发利用现状

近年来,上海水资源的开发利用和保护工作取

得了显著成效。 “十三五”期间,上海市进一步完善

“两江并举、集中取水、水库供水、一网调度”的水源

地原水系统格局和“一网分片、城乡一体、提质升

级、服务均衡”的供水系统格局[1] ,统筹提高水资源

高效配置和合理利用水平,同时深入贯彻“节水优

先、空间均衡、系统治理、两手发力”的治水方针[2] ,
多措并举推动全社会和全领域节约用水工作,认
真实施《 “十三五”水资源消耗总量和强度双控行

动方案》 ,为上海市经济社会的可持续发展提供了

保障。
2011 年—2020 年上海市取水情况如表 1 所示。

取水主要来源于地表水水源水、地下水源水及其他

　 　 　

水源水。 上海市地表水源水的取水来自河湖提

水,地下水源水来自深层承压水。 其他水源水包

括污水处理回用、雨水利用、微咸水利用以及海水

淡化等非常规水源。
表 1　 2011 年—2020 年上海市取水量

Tab. 1　 Water
 

Intake
 

in
 

Shanghai
 

from
 

2011
 

to
 

2020
 

年份
取水量 / m3

合计 地表水源水 地下水源水 其他

2011 年 97. 49 亿 97. 36 亿 0. 14 亿 0. 00

2012 年 87. 02 亿 86. 91 亿 0. 11 亿 0. 00

2013 年 89. 01 亿 88. 93 亿 0. 08 亿 0. 00

2014 年 78. 77 亿 78. 71 亿 0. 06 亿 0. 00

2015 年 76. 64 亿 76. 59 亿 0. 04 亿 0. 00

2016 年 77. 20 亿 77. 17 亿 0. 03 亿 <0. 01 亿

2017 年 76. 03 亿 75. 99 亿 0. 03 亿 <0. 01 亿

2018 年 76. 19 亿 76. 16 亿 0. 02 亿 <0. 01 亿

2019 年 76. 00 亿 75. 96 亿 0. 01 亿 0. 03 亿

2020 年 72. 62 亿 72. 47 亿 0. 01 亿 0. 14 亿

1. 1　 地表水资源与饮用水源地建设

上海市水资源的主体是地表水源。 2011 年—
2020 年上海市地表水源水取水量在总取水量的占

比如图 1 所示,地表水源水取水量均占总取水量的

99. 8%以上。 地表水源水取水量占比高,因此,全市

地表水源水取水量的变化趋势与总取水量的变化趋

势相似,整体呈现逐年下降趋势,自 2014 年起,趋于

平稳状态。

图 1　 地表水源水取水量在总取水量中的占比

Fig. 1　 Proportion
 

of
 

Surface
 

Water
 

Intake
 

over
 

Total
 

Water
 

Intake

根据取水用途,地表水可分为工业用水、非工业 用水、公共供水用水及农业用水。 其中工业取用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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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水源水的水量占总地表水源水取水量的 50%左

右。 自 2011 年中央一号文件和中央水利工作会议

明确要求施行最严格水资源管理制度,以及上海节

水型城市的深入建设,加快了产业结构的调整,逐步

整改或淘汰高耗水、高污染、高危险等低效益的落后

产能,使得取水量整体呈现逐年下降趋势。 而 2013
年由于石洞口发电有限责任公司的新建运行,工业用

水量增加,导致 2013 年的总取水量有明显的回升。

自 2018 年起,上海市公共供水原水全部取自四

大饮用水水源地:长江口青草沙饮用水水源地、长江

口陈行饮用水水源地、长江口东风西沙饮用水水源

地及黄浦江上游金泽饮用水水源地。 总取水能力从

2011 年的 1
 

716 万 m3 / d 增加至 2020 年的 1
 

794. 5
万 m3 / d,如图 2 所示。 2017 年全面建成黄浦江上游

(金泽)饮用水水源地保障了上海市西南五区的供

水安全。

图 2　 2011 年—2020 年上海市主要饮用水水源地公共供水原水工程取水

Fig. 2　 Water
 

Intake
 

of
  

Raw
 

Water
 

Projects
 

for
 

Public
 

Water
 

Supply
 

in
 

Major
 

Drinking
 

Water
 

Sources
 

in
 

Shanghai
 

from
 

2011
 

to
 

2020

早期,上海公共供水主要就近在黄浦江和苏州

河取水,工业化发展和人口大量输入,污染逐渐加

重,水质恶化,无奈上溯黄浦江上游。 此后,由于黄

浦江还承担着船舶运输、排涝、排污等其他功能,类
似船舶油污泄漏、化学药品倾翻等开放性问题凸显,
对上海供水保障造成严重影响。 随着 2014 年崇明

东风西沙饮用水水源地以及 2016 年黄浦江上游水

源地金泽水库等工程建成投运,上海的供水格局发

生较大变化,上海公共供水原水全部由水库集中取

水,结束了分散取水的时代,实现了水源地的战略转

移。 2022 年长江全流域干旱,加之遭受台风“梅花”
的影响,导致咸潮入侵,给上海供水安全带来了最严

峻的挑战,得益于长年以来水源地的建设成果,通过

水源的动态切换,发挥长江水源和黄浦江水源的相

互支援功能,成功渡过此次难关。 通过这次最长咸

潮入侵,原水的互联互通工程的完善可以有效解决

原水供应不足、开放型水源地安全风险高以及各种

自然灾害等难题,不断推动“两江并举、多源互补”
的原水供应格局进一步完善是对供水保障可持续发

展的必要工程[3] 。

1. 2　 地下水资源

地下水水源是上海市水资源的重要组成部分。
2011 年—2020 年上海市地下水源水取水量在总取

水量的占比如图 3 所示。 全市地下水源水取水量仅

占总取水量很小部分,地下水源水取水量由 2011 年

的 0. 14 亿 m3 下降至 2020 年的 0. 01 亿 m3,降幅为

92. 3%,地下水源水取水占全市总取水量的比例由

2011 年的 0. 14%下降至 2020 年的 0. 01%,整体呈

逐年下降趋势。
地下水的过量开采是引发地面沉降的主要原

因,而地下水回灌是地面沉降防治的重要措施之一。
2011 年—2020 年上海市地下水开采量与人工回灌

量如图 4 所示。 较 2011 年,全市地下水开采量由

1
 

351 万 m3 下降至 105 万 m3,降幅达 92. 3%。 “十

二五”至“十三五”期间,随着集约化供水的不断推

进,关停深井水厂、调整深井水水价、加强计划用水

考核力度、严格地下水取水许可管理制度等管理措

施对地下水的开发进行控制,全市深层地下水开采

量逐年下降;同时新建、改建应急供水兼回灌井有序

增加回灌量,实现压采和回灌双管齐下。 至 2020 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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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3　 2011 年—2020 年上海市地下水源水取水量在总取水量的占比

Fig. 3　 Proportion
 

of
 

Groundwater
 

Intake
 

over
 

Total
 

Water
 

Intake
 

in
 

Shanghai
 

from
 

2011
 

to
 

2020

图 4　 2011 年—2020 年上海市地下水开采量与人工回灌量

Fig. 4　 Groundwater
 

Intake
 

and
 

Artificial
 

Recharge
 

in
 

Shanghai
 

from
 

2011
 

to
 

2020

底,地下水开采量为 105 万 m3,回灌量为 1
 

810 万

m3,采灌比达到 1 ∶ 17. 3,年平均地面沉降量逐年压

缩并稳定在 6
 

mm 以内。 全市地下水回灌与地面沉

降防治工作有机结合,持续保持地下水开采量与人

工回灌动态平衡[4] 。
1. 3　 其他水资源

其他非常规水资源水源是上海市水资源的重要

补充,对于缓解水资源供需矛盾、提高区域水资源配

置效率和利用效益等方面具有重要作用[5] 。 2011
年—2020 年上海市其他水源取水情况如图 5 所示,
全市其他水源水取水量的占比极小,其他水源水取

水量自 2016 年的 0. 006 亿 m3 增加至 2020 年的

0. 14 亿 m3,其他水源水取水量占全市总取水量的

比例由 2016 年的 0. 01%上升至 2020 年的 0. 19%,
整体呈明显上升趋势。

非常规水资源的开发利用,对于缓解水资源供

需矛盾问题,提高水资源配置效率和利用效益等具

有重要意义,同时也是上海贯彻“节水优先”治水方

针、实施《双控行动》、落实最严格水资源管理制度

的重要抓手[6] 。
2017 年,《水利部关于非常规水源纳入水资源

统一配置的指导意见》 (水资源〔2017〕 274 号) 发

布,正式将非常规水源纳入水资源统一配置[6] 。 上

海市结合地区实际,因地制宜发展,利用“三主三

辅”(试点示范为主、规模应用为辅;自我消化为主、
外供使用为辅;简单高效为主、复杂工艺为辅)的特

点,采取大力鼓励企业工业用水优先利用非常规水

源,加速推动河道生态补水、城市绿化用水、道路清

扫用水等优先配置再生水和雨水储蓄等措施[7] 。
还将非常规水源利用纳入最严格水资源管理考核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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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5　 2011 年—2020 年上海市其他水源取水

Fig. 5　 Water
 

Intake
 

from
 

Other
 

Sources
 

in
 

Shanghai
 

from
 

2011
 

to
 

2020

度,进一步加强非常规水资源的开发利用,切实增强

对非常规水资源的统计管理水平。 同时,上海市各

部门大力支持开展非常规水源利用技术创新和应

用,推动工业水重复利用及雨水综合利用示范项目

建设;将非常规水源利用纳入节水宣传活动,提高公

众认识等。 于 2020 年底,非常规水源取水量达到

0. 14 亿 m3,呈现极大的突增。

图 6　 2011 年—2020 年上海市取水量变化趋势

Fig. 6　 Change
 

Trend
 

of
 

Water
 

Intake
 

in
 

Shanghai
 

from
 

2011
 

to
 

2020

1. 4　 水资源变化趋势分析

以 2011 年—2020 年上海市近 10 年的水资源

量统计数据为基础,绘制地表水水资源量、地下水水

资源量、其他水资源量和水资源总量的变化趋势。
对上海市各水源取水量及总取水量的分析如图

6 所示。 上海市取水量整体呈逐年下降趋势,2020
年较 2011 年下降 25. 5%。 取(用)水量根据用水性

质分类,上海市用水可分为农业用水、工业用水、城
镇公共用水、居民生活用水和生态环境用水。 2014

年 2 月,上海市长江口遭遇了历史上持续时间最长

的咸潮入侵,通过东西联动、南北互补,保障了全市

供水安全。 现将 2014 年作为特殊典型年进行用水

性质构成分析,根据上海水资源公报统计(2000 年

以后新增直流式火电冷却用水量以耗水量计),
2014 年全市取(用)水总量为 78. 77 亿 m3,农业用

水量为 14. 57 亿 m3,占比为 18. 5%;工业用水量为

39. 05 亿 m3,占比为 49. 6% (其中火电工业用水量

为 28. 11 亿 m3,占工业用水的 72. 0%);城镇公共用

水量为 11. 61 亿 m3,占比为 14. 7%;居民生活用水

量为 12. 75 亿 m3,占比为 16. 2%;生态环境用水量

为 0. 79 亿 m3,占比为 1. 0%。 如图 7 所示,在上海

市用水总量中,工业用水的比例最大,其次是生活用

水(城镇公共用水和居民生活用水)和农业用水,人
工生态环境补水的比例最小。

上海市工业用水主要用于火力发电的直流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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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7　 2011 年—2020 年上海市用水量分类趋势

Fig. 7　 Trend
 

of
 

Water
 

Consumption
 

Classification
 

in
 

Shanghai
 

from
 

2011
 

to
 

2020

却水,根据中国水资源公报统计,2011 年上海火电

工业实际取水量为 71. 64 亿 m3 ,2014 年上海火电

工业实际取水量为 55. 19 亿 m3 ,2014 年较 2011
年下降 23. 0%,其中按照下降幅度大致为崇明区

下降 73. 8%, 老 市 区 下 降 67. 1%, 闵 行 区 下 降

42. 9%以及浦东新区下降 31. 0%等,上海市火电

工业用水量整体呈现下降趋势。 其主要原因是自

2010 年起,根据《关于进一步加强工业节水工作的

意见》及其他工业节水标准等要求,上海市分发挥

资源环境约束对转变发展方式的倒逼作用,积极

开展节能减排工作,加大调整和淘汰落后产能力

度,尤其是对危险化学品生产和零星化工企业的

调整,不断推进电力工业的“上大压小” ,大幅度减

少了工业用水。
2　 上海市水资源需求预测
2. 1　 预测方法

本文采用二次三项移动平均法和多元线性回归

模型,基于上海市 2011 年—2020 年上海市常住人

口、人均用水量和万元生产总值(GDP)用水量的统

计数据,研究人口、 GDP、需水量之间的关系,对

2035 年用水量进行需求预测,并与“十四五”规划指

标相互预测校核。
2. 2　 预测过程及结果

根据《上海市“十四五”规划纲要》和《上海市节

水型社会(城市)建设
 

“十四五”规划》,到 2025 年

全市常住人口控制在 2
 

500 万人左右,年用水总量

控制在 112 亿 m3,万元地区 GDP 用水量较 2020 年

下降 16%。

根据表 2 中 2011 年—2020 年上海市人均年用

水量、万元 GDP 用水量,分别计算出环比增长率。
表 2　 2011 年—2020 年上海市常住人口、GDP 和

供水指标情况

Tab. 2　 Permanent
 

Population,
 

GDP,
 

and
 

Water
 

Supply
 

Indices
 

in
 

Shanghai
 

from
 

2011
 

to
 

2020

年份
常住人口 /

万人

人均年用水

量 / m3 GDP / 元
万元 GDP
用水量 / m3

2011 年 2
 

355. 53 415. 20 2. 00 亿 50. 79

2012 年 2
 

398. 50 365. 56 2. 13 亿 43. 12

2013 年 2
 

448. 43 368. 56 2. 32 亿 41. 21

2014 年 2
 

467. 06 324. 73 2. 53 亿 33. 43

2015 年 2
 

457. 59 317. 30 2. 69 亿 30. 70

2016 年 2
 

467. 37 319. 30 2. 99 亿 28. 11

2017 年 2
 

466. 28 314. 37 3. 29 亿 25. 23

2018 年 2
 

475. 39 314. 33 3. 60 亿 23. 31

2019 年 2
 

481. 34 313. 01 3. 80 亿 19. 92

2020 年 2
 

488. 36 291. 99 3. 87 亿 18. 76

采用二次三项移动平均法,计算人均年用水量

和万元 GDP 增长比率,进行 2021 年—2025 年的预

测,预测结果如表 3 所示。
表 3　 2021 年—2025 年上海市常住人口、GDP 和

供水情况预测

Tab. 3　 Prediction
 

of
 

Permanent
 

Population,
 

GDP,
 

and
 

Water
 

Supply
 

in
 

Shanghai
 

from
 

2021
 

to
 

2025

年份
常住人口 /

万人

人均年用

水量 / m3 GDP / 元
万元 GDP
用水量 / m3

2021 年 2
 

489. 14 290. 04 4. 06 亿 18. 25

2022 年 2
 

489. 91 288. 10 4. 27 亿 17. 5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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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3 年 2
 

490. 69 286. 17 4. 48 亿 16. 90

2024 年 2
 

491. 46 284. 25 4. 70 亿 16. 32

2025 年 2
 

492. 24 282. 35 4. 94 亿 15. 76

　 　 2025 年用水量预测结果如下。
(1)

 

常住人口用水量及 GDP 总用水量预测

2025 年常住人口用水量 = 2025 年常住人口×
2025 年人均年用水量 = 2

 

492. 24 (万人) × 282. 35
 

(m3 / 人)= 70. 37(亿 m3)。
2025 年 GDP 总用水量 = 2025 年 GDP ×2025 年

万元 GDP 用水量 = 4. 94 ( 亿元) × 15. 76 ( m3 ) =
77. 84(亿 m3)。

(2)
 

上海市用水量最终结果预测

根据 2025 年上海市用水量预测结果,求平均

值,则 2025 年上海市用水总量为 74. 11 亿 m3。
(3)

 

预测数据的综合判断

由于新冠疫情对各城市生产生活造成了很大影

响,所以本文根据 2023 年上海市用水总量实际数据

与预测结果进行比较(表 4)。 2023 年上海市实际

取水量为 73. 27 亿 m3,预测结果为 73. 50 亿 m3,预
测误差 = | 73. 27-73. 50 | / 73. 27×100% = 0. 3%。 综

上,本文所用预测模型科学、可靠。
表 4　 2023 年上海市取水情况情况及预测结果(单位:m3 )

Tab. 4　 Water
 

Intake
 

Situation
 

and
 

Prediction
 

Results
 

in
 

Shanghai
 

in
 

2023
 

(Unit:
 

m3 )

年份
实际取水

总量

常住人口用水

量预测结果

GDP 总用水

量预测结果

最终预

测结果

2023 年 73. 27 亿 71. 28 亿 75. 71 亿 73. 50 亿

3　 水资源利用和保护的对策及建议
为解决上海市水资源的供需矛盾问题,针对上

海市水资源的现状分析,对下一阶段水资源的利用

和保护提出以下对策和建议。
3. 1　 严格用水总量控制,促进用水方式转变

(1)强化水资源约束作用,严格用水总量控制

水资源论证是促进经济社会发展与水资源条件

相适应必须开展的一项重要工作。 为进一步发挥水

资源在区域发展、相关规划和项目建设布局中的刚

性约束作用,推动高质量用水发展,管理部门需加强

巩固水资源论证工作,严格落实规划水资源论证制

度,确保规划与上海市国民经济、水资源条件及城市

总体规划要求相适应。 贯彻落实国家节水要求,严
格规范取水许可审批管理,继续调整限制高耗水、高
污染、低产出的行业形式,进一步有序推进实施排水

管网升级改造工程及二次供水设施以及老旧管网的

改造建设,科学研究规划布局与水资源承载能力的

适应性[8] ,最大化地进行水资源的使用,实现生产

力布局、产业结构与水资源水环境承载能力相协

调[9] 。
(2)加大非常规水资源开发利用,强化宣传普

及意识

就现阶段上海市非常规水资源利用情况来讲,
海水利用是其主要利用形式,这也符合上海地理、产
业布局的实际状况,火电工业使用海水量大且较为

稳定,主要用于浦东新区及金山区的部分电厂直流

冷却使用,但对于再生水和雨水利用方面还依旧十

分薄弱,所以需要大力开发适合上海市的非常规水

资源开发利用技术创新,推动相关基础研究、技术研

究、设施建设的应用示范。 利用再生水和蓄集雨水

作为市政浇洒用水和绿化用水等杂用水,不断提高

非常规水利用比例。 研究制定非常规水资源开发利

用的水价机制,加大对使用非常规水资源利用企业

和用水户的政策激励以及资金支持,调动各企业用

户的积极性。 积极利用电视、报纸、公众号等平台进

行非常规水资源开发利用相关知识和示范成果的宣

传普及,引导社会公众深刻认识非常规水资源开发

的意义,进一步提高公众节水意识[10] 。
3. 2　 加快推进节水型城市建设,全面提高用水

效益

(1)健全用水定额管理制度,促进水资源可持

续发展

用水定额标准,是衡量用水效率的基本标尺,是
引领行业用水节水技术进步的推动力。 为进一步提

高用水效率,从上海市特色出发,管理部门应根据用

水情况细化行业分类,结合水平衡测试、水耗比较、
典型企业调查等因素,不断优化用水定额地标体系,
增强标准的刚性约束和管理适用性,并广泛应用于

用水全过程管理,推进节水生产生活方式的转变。
另外,应建立健全非居民用水超定额累进加价制度,
制定合理的非居民定额用水,科学确定分档水量、加
价标准,用水需求,充分地发挥价格机制在水资源配

置中的调节作用,促进水资源可持续利用和城镇节

水减排。
(2)加强节约用水管理,加快节水技术改造

农业用水是使用水资源的第二大头,管理部门

应加大农业节水改造力度,积极推进灌区的节水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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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和改造,改变农业用水方式,完善和落实节水灌溉

的产业支持、技术服务、财政补贴等政策措施,大力

推广低压管道输水、喷灌、滴管、渗灌等高效节水灌

溉技术。 同时,继续加强工业节水技术改造,组织开

展工业企业取排水规范化整治,推广分质供水、循环

用水、串联用水和中水回用、废污水“零排放”等节

水技术,大力推广节水型用水器具,积极开展工业水

重复利用及雨水综合利用水案例评选,树立节水典

型案例,进一步扩大节水效益。 滚动实施老旧供水

管网的更新改造,进一步推进二次供水设施以及老

旧管网的改造建设,减少水体污染、管网漏损、爆管

裂管等问题,加强对供水系统运行的智慧化监测和

管理,持续降低供水管网漏损率[11] 。
3. 3　 强化水资源保护,保障城市用水安全

(1)加强水资源配置保障,保护水系生态健康

上海市拥有 4 个在用公共供水原水工程,1 个

备用原水工程及多个应急深井等。 为加强水资源配

置保障,应充分挖掘其潜力,加快重大原水工程配套

工程及应急备用水源的建设,加强重要水源与应急

水源的互联互通,不断推动“两江并举、多源互补”
原水格局的完善以及“分片调蓄、互补调剂、灵活充

足”供用水结构的优化。 管理部门应开展水源地中

长期规划方案研究,制定完善突发性水污染事件应

急处置预案,保障城市供水安全。 应加强水源地水

质监测、入境入海水质监测以及长江口咸潮监测预

警,制定水系生态保护和修复规划,生态环境部门应

加强对工业污染物、农业生产中化肥和剧毒农药使

用量控制,加快城镇污水处理厂建设改造,深化污水

处理工艺,进一步加强水域管理制度,动态监测水域

水资源水质水量变化,减少对水域排入的污染,建立

健全水生态环境与资源补偿机制。
(2)优化采灌空间布局,严格地下水管理和

保护

上海市自 1965 年开始对地下水开采总量及水

位进行管控,至“十三五” 末达到 1 ∶ 17. 3 的采灌

比,管理部门应结合对深井现状的评估及产业结构

的调整,可对部分进行改造,进一步精细化地下水回

灌工作,为地下水水源合理开发利用留有余地。 地

下水源水作为应对重大突发事件和特殊自然情况发

生时必要的战略资源,需要时刻保有应急供水的能

力。 因此,应急供水深井的建设需不断推进,结合全

市人口以及重点发展区域分布情况,应急深井建设

的总体规划虽已满足,但存在空间分布不均的问题,
管理部门应进一步加大区域的深井建设,并适当调

整其布局。 面对底数不清,动态不明的地下水取水

工程,应严格地下水取水许可审批规定,持续加强地

下水取水监测计量,精准掌握取水工程的动态以及

地下水位的控制,进一步合理编制年度取水计划,以
信息化、智能化手段开展地下水管理,最大限度摆脱

人工现场控制的管理方式,最后应制定鼓励政策,鼓
励企业探索智能、绿色、低碳的新技术,满足需求的

同时降低各水源的污染。
4　 结语

随着生态文明建设的持续推进,城市社会经济

发展对水资源的要求逐步提高,水资源开发、利用、
规划、保护等工作成为我国高质量发展的重要任务

之一。 根据新时期阶段对水资源工作提出的新要

求,上海市在水资源开发利用和保护方面仍存在不

少的问题。 本文对下一阶段开展上海市水资源规划

工作提供参考价值,同时针对上海市水资源优化配

置具有一定的启发性,相关部门应根据当前水资源

开发利用情况结合水环境保护进行常规调查分析,
对已发生及可能发生的问题进行针对性对策措施,
同时进一步释放非常规水资源的巨大潜力,加快推

进水网与国家水网的衔接,提高饮用水安全保障能

力,提升水资源优化配置,优化水生态环境,发展新

质生产力,推动上海市社会经济和生态环境的可持

续发展,为上海加快建成具有世界影响力的社会注

意现代化国际大都市提供坚持的水安全保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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