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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11    引引引引    言言言言    

    城镇化是伴随工业化发展，非农产业在城镇集聚、

农村人口向城镇集中的历史过程，是人类社会发展的客

观趋势，是一个国家或地区现代化的重要标志。2013 年

贵州省城镇化率为 37.8%，与全国同期水平（53.73%）相

差 15.93 个百分点，仅高于西藏自治区，人均 GDP 排全

国 31 个省（市、区）第 31 位。与全国相比，贵州的城

镇化建设始终落后于全国的平均水平，贵州的城镇化水

平低已成为贵州社会经济发展落后的缩影。究其原因，

既有社会经济发展滞后、交通基础设施薄弱的原因，又

有工程性缺水严重和生态环境脆弱等瓶颈制约。贵州省

地处我国西南岩溶分布中心，地表水资源较为丰富，但

由于山高坡陡谷深，山体切割严重，造成地表漏水，水

资源储存和利用困难，大、中河流多穿行于深山峡谷之

中，河道比降大，作为工农业用水的水源，因扬程较

高，引水渠道较长，困难较大，导致工程性缺水问题突

出
[1]、[2]

，并已成为制约贵州省经济社会加快发展的重大

战略问题。为缩小贵州与全国发展水平的差距，贵州正

在实施城镇化带动战略和工业强省战略，为“加速发

展、加快转型、推动跨越”提供强大支撑。当前，加快

城镇化建设是贵州加快发展的要务之一。要保证城镇化

带动战略和工业强省战略的顺利实施，解决水资源的约

束就成为重要关键。因此，本文从保障城镇化健康发展

要求出发，以贵州省统计年鉴、贵州省水资源公报

（2000～2012）、中国城乡建设统计年鉴等相关资料为

基础，结合国家有关城镇化、资源环境政策，采用定性

与定量分析、目标分析与需求预测分析贵州省城镇化发

展中水资源保障和城市供水现状、面临的问题，结合城

镇化发展目标，提出了相关的对策建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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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22    贵州水资源利用与城镇供水建设现状贵州水资源利用与城镇供水建设现状贵州水资源利用与城镇供水建设现状贵州水资源利用与城镇供水建设现状    

2222.1.1.1.1 年降雨量呈下降趋势年降雨量呈下降趋势年降雨量呈下降趋势年降雨量呈下降趋势，，，，影响影响影响影响水资源水资源水资源水资源的不确定因素增加的不确定因素增加的不确定因素增加的不确定因素增加    

进入新世纪，全省年降雨量呈下降趋势，水资源供

给的不确定因素增加。贵州省的水资源来源于降雨。降

雨一部分直接形成径流，成为地表水，一部分潜入地

入，成为地下水。与国内其他省区相比，贵州省属降雨

丰富的省区。全省多年平均年降雨量 1191mm。但降雨时

空分布不均，珠江流域平均为 1280mm，长江流域平均为

1126mm，一般是东高西低，变幅为 800～1700mm；以 5～

10月降雨最为集中，占年总降雨量的 75%以上。但是，

从表 1看到，2000 年到 2012 年，全省年平均降雨量

1095.7mm，与多年平均年降雨量（1191mm）相比，减少

8.0%；降雨量的减少导致地表径流相应减少， 2000 年到

2012 年全省年平均地表径流 547mm，与多年平均地表径

流（587.4mm）相比，减少 6.9%。2000 年到 2012 年，年

降雨量最大值为 1300mm，出现在 2000 年；降雨量最小值

为 820.6mm，出现在 2011 年；年降雨量三年平均移动线

呈下降趋势；统计分析表明，年地表径流深变异系数

（15.41%）大于年降雨量的变异系数（11.8%）；虽然年

平均径流大小受降雨分布、强度和下垫面等多种因素影

响，但与年降雨量呈显著的相关关系，年降雨量与年径

流深的决定系数为 0.9322，说明年径流深的变化可由年

降雨量的变化决定，两者呈线性相关关系。年降雨量的

减少使地表径流下降，从而导致水资源总量下降，尤其

是地表水资源量下降最明显。 

 

2222....2222    水资源分布与人口经济发展不匹配水资源分布与人口经济发展不匹配水资源分布与人口经济发展不匹配水资源分布与人口经济发展不匹配，，，，近半数以上地近半数以上地近半数以上地近半数以上地

区不同程度缺水区不同程度缺水区不同程度缺水区不同程度缺水    

    根据贵州省 2012 年水资源公报数据结合人口、经济

发展指标，贵州省水资源分布与人口分布不协调，人口

密度高的地区人均水资源占有低，相反人口密度低的地

区人均水资源占相对较高。由表 2看到，全省九个市、

表表表表 1  1  1  1  近年贵州省水资源基本概况近年贵州省水资源基本概况近年贵州省水资源基本概况近年贵州省水资源基本概况    

年份年份年份年份    
降水量降水量降水量降水量

(m(m(m(mmmmm))))    

降水量降水量降水量降水量

((((亿立方亿立方亿立方亿立方

米米米米))))    

地表水地表水地表水地表水

资源量资源量资源量资源量    

((((亿立方亿立方亿立方亿立方

米米米米))))    

地下水地下水地下水地下水

资源量资源量资源量资源量    

((((亿立方亿立方亿立方亿立方

米米米米))))    

水资源水资源水资源水资源

总量总量总量总量    

((((亿立方亿立方亿立方亿立方

米米米米))))    

户籍人户籍人户籍人户籍人

口口口口((((万万万万

人人人人））））        

常住人常住人常住人常住人

口口口口((((万万万万

人人人人））））        

户籍人户籍人户籍人户籍人

均水资均水资均水资均水资

源占有源占有源占有源占有

量量量量（（（（mmmm
3333

////

人人人人····aaaa））））    

常住人常住人常住人常住人

均水资均水资均水资均水资

源占有源占有源占有源占有

量量量量（（（（mmmm
3333

////

人人人人•a•a•a•a））））    

2000 1300.0 2290.2 1217.5 290.2 1217.5  3676.6  3755.7  3311  3242  

2001 1108.2 1952.3 972.5 254.5 972.5  3710.2  3798.5  2621  2560  

2002 1242.3 2188.6 1117.5 274.7 1117.5  3747.7  3837.3  2982  2912  

2003 1036.8 1826.5 916.1 247.9 916.1  3786.8  3869.7  2419  2367  

2004 1129.7 1990.1 990.9 254.7 990.9  3831.2  3903.7  2586  2538  

2005 990.8 1745.5 834.6 237.9 834.6  3867.6  3730.0  2158  2238  

2006 1015.1 1788.3 814.7 235.1 814.6  3921.9  3690.0  2077  2208  

2007 1160.0 2043.5 1054.6 259.9 1054.6  3985.0  3632.0  2646  2904  

2008 1266.5 2231.0 1141.0 265.0 1141.0  4036.8  3596.0  2827  3173  

2009 947.5 1673.4 910.5 249.0 910.5  4090.8  3537.0  2226  2574  

2010 1105.9 1948.1 956.5 251.4 956.5  4189.0  3479.0  2283  2749  

2011 820.6 1445.6 626.4 216.7 626.4  4238.4  3469.0  1478  1806  

2012 1117.1 1967.9 974.0 253.3 974.0  4249.5  3484.0  2292  2796  

注：根据 2000 年至 2012 年贵州省水资源公报整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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州，以贵阳市人口密度最高，每平方公里 554人，人均

水资源占有量 1097立方米/人；以黔南州人均水资源占

有量最高，人口密度为 123.2 人/平方公里。按照国际公

认的人均水资源占有量低于 1700立方米缺水警戒线

[3]，从 2000 年到 2012 年，贵阳市、毕节市和六盘水市

平均人均水资源占有量在 1700立方米以下；按照人均水

资源占有量 3000～1700立方米、1700～1000立方米、

1000～500立方米分别为轻度缺水、中度缺水和重度缺水

的标准，贵阳已成为中度缺水城市向重度缺水转型城

市，毕节市和六盘水市已成为轻度缺水向中度缺水转型

的城市。2000 年到 2012 年，贵阳市人均水资源占有量持

续低于 1700立方米，2002 年最大为 1641立方米，2011

年最低 627立方米，并有 3 年低于 1000立方米；毕节市

70%的年份低于 1700立方米，六盘水市 54%的年份低于

1700立方米。2012 年，贵阳市、毕节市和六盘水市三市

人口占全省人口 39.71%，生产总值占全省 48.76%，地表

水资源量仅占全省 23.1%。 

 

    

表表表表 2222        2012201220122012 年水资源量与人口经济的关系年水资源量与人口经济的关系年水资源量与人口经济的关系年水资源量与人口经济的关系    

行政分区行政分区行政分区行政分区    

水资源量水资源量水资源量水资源量

（（（（亿立方亿立方亿立方亿立方

米米米米））））    

人均水资源人均水资源人均水资源人均水资源

占有量占有量占有量占有量（（（（mmmm
3333

////

人人人人••••aaaa））））    

城镇化率城镇化率城镇化率城镇化率

（（（（%%%%））））    

常住人口常住人口常住人口常住人口

（（（（万人万人万人万人））））    

人口密度人口密度人口密度人口密度

（（（（人人人人////平平平平

方公里方公里方公里方公里））））    

生产总值生产总值生产总值生产总值

（（（（亿元亿元亿元亿元））））    

人均生产人均生产人均生产人均生产

总值总值总值总值    

（（（（万元万元万元万元））））    

贵阳市 48.821 1097 70.5 445.17 554.1 1700 38194 

遵义市 153.208 2505 38.9 611.7 198.8 1374 22461 

安顺市 60.314 2641 37.9 228.34 246.5 353 15443 

黔南州 161.281 4999 38.7 322.64 123.2 533 16530 

黔东南州 155.456 4477 29.7 347.27 114.5 478 13757 

铜仁市 129.861 4197 36.5 309.44 171.9 444 14346 

毕节市 124.000 1901 30 652.41 243.0 978 14990 

六盘水市 52.121 1823 32 285.9 288.4 739 25836 

黔西州 88.970 3164 32 281.2 167.4 462 16440 

注：根据《2012 年贵州省水资源公报》、《2012 年贵州统计年鉴》整理。 

    

2222....3333 水资源利用率有所提高水资源利用率有所提高水资源利用率有所提高水资源利用率有所提高，，，，但但但但人均综合供水量人均综合供水量人均综合供水量人均综合供水量明显偏低明显偏低明显偏低明显偏低    

    供水能力和水资源利用率提高。建国 60 多年来，贵

州省水利建设在艰难、曲折中奋进发展，改革开放特别

是实施西部大开发战略以来，水利建设进入发展的最好

时期，以解决工程性缺水为重点的水利建设取得十分显

著成效。大中型水库从 2000 年的 34 座发展到 2012 年

101座，大中型水库年未蓄水量由 2000 年的 44.43亿立

方米提高到 2012 年 251.27亿立方米
[4]
。供水量按受水区

分地表水源、地下水源和其他水源统计，从 2000 年到

2012 年全省水利工程年平均供水量 95.09亿立方米，占

水资源总量的 9.87%；供水量从 2000 年 85.58亿立方米

提高到 2012 年 91.52亿立方米，水资源利用率从 2000

年的 7.03%提高到 2012 年的 9.40%。 

    人均综合供水量明显偏低。从 2000 年至 2012 年，

全省常住人口年均用水量在 228 m
3
到 292 m

3
之间。这期

间受常住人口减少和供水量增加的影响，常住人口年均

用水量有所提高。但是，与全国水平相比，贵州常住人

口年均用水量明显偏低。2010 年、2011 年和 2012 年全

国人均用水量分别为 450m
3
、454m

3
和 454.7 m

3
，而贵州

省三年分别为 292 m
3
、274 m

3
和 263 m

3 
，约为全国水平

的三分之二。从 2000 年到 2012 年地下水资源供水量呈

下降趋势，见表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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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表表表 3  20003  20003  20003  2000 年至年至年至年至 2012201220122012 年全省供水量及水资源利用率年全省供水量及水资源利用率年全省供水量及水资源利用率年全省供水量及水资源利用率    

年份年份年份年份    

总供水量总供水量总供水量总供水量

（（（（亿立方亿立方亿立方亿立方

米米米米））））    

地表水地表水地表水地表水供水量供水量供水量供水量（（（（亿立方米亿立方米亿立方米亿立方米））））    地下水地下水地下水地下水

源供水源供水源供水源供水

量量量量（（（（亿亿亿亿

立方立方立方立方

米米米米））））    

其他水其他水其他水其他水

源供水源供水源供水源供水

量量量量（（（（亿亿亿亿

立方立方立方立方

米米米米））））    

水资源水资源水资源水资源

利用率利用率利用率利用率

(%)(%)(%)(%)    

常住人常住人常住人常住人

均综合均综合均综合均综合

供水量供水量供水量供水量

((((mmmm
3333

////

人人人人····aaaa) ) ) )     

蓄水蓄水蓄水蓄水

工程工程工程工程    

引水引水引水引水

工程工程工程工程    

提水提水提水提水

工程工程工程工程    

非工非工非工非工

程供程供程供程供

水量水量水量水量    

2000 85.58 29.91 30.88 16.70 0.01 8.08 0.00 7.03  228 

2001 87.16 28.27 30.51 12.69 0.00 8.59 7.09 8.96  229 

2002 89.90 31.87 30.23 11.12 0.00 8.58 8.10 8.04  234 

2003 93.70 33.02 30.57 9.49 12.39 7.98 0.25 10.23  242 

2004 94.32 32.44 30.65 8.82 13.95 8.09 0.37 9.52  242 

2005 97.22 33.56 31.30 13.19 13.19 5.58 0.40 11.65  261 

2006 99.95 31.58 30.34 12.16 17.88 7.34 0.48 12.27  271 

2007 98.03 34.29 33.11 11.37 12.47 6.22 0.48 9.30  270 

2008 101.89 32.31 33.73 16.18 11.19 7.9 0.48 8.93  283 

2009 100.38 36.22 32.25 15.60 9.11 6.98 0.22 11.02  284 

2010 101.45 30.35 35.74 13.57 14.08 7.3 0.49 10.61  292 

2011 95.08 25.54 29.43 9.08 28.27 1.1 1.67 15.18  274 

2012 91.52 29.29 34.93 12.19 12.35 1.1 1.67 9.40  263 

注：根据 2000 年至 2012 年贵州省水资源公报整理 

 

3333    城镇化进程中水资源和供水能力保障面临的问题城镇化进程中水资源和供水能力保障面临的问题城镇化进程中水资源和供水能力保障面临的问题城镇化进程中水资源和供水能力保障面临的问题    

3.13.13.13.1    水资源供应不适应城镇化发展的要求水资源供应不适应城镇化发展的要求水资源供应不适应城镇化发展的要求水资源供应不适应城镇化发展的要求，，，，推进新型城推进新型城推进新型城推进新型城

镇化面临严峻挑战镇化面临严峻挑战镇化面临严峻挑战镇化面临严峻挑战    

    

贵州省城镇化率从 2000 年 23.87%提高到 2012 年

36.50 %，增长 52.91%；按对应年份统计，相应的水资源

供应量从 85.58×10
8
m

3
提高到 91.52×10

8
m

3
，仅增长

6.9%，按 2000 年到 2012 年出现的最大值（101.45）统

计，也仅增长 18.4%。从图 1看到，城镇化进程持续提

高，而水资源供应呈现先上升后缓慢下降。 

 

从水利工程供水量（不包括非工程供水量）三年移

动平均线看，见图 2。尽管水利工程建设投入加大，但水

利工程新增供水量的成效尚未体现。 

 

    

 

 

 

 

 

 

 

 

 

 

 

 

 

 

 



5 
 

    水资源供应量不能持续增加的情况下，2000 年到

2012 年城乡居民生活用水量呈持续下降趋势，见图 3。

按提高城镇人口比重五年行动计划要求，2013到 2017 年

我省城镇化发展明显加快，城镇化率将从 2012 年的 

 

36.5%提高到 2017 年的 46%，5 年增长 9.5 个百分点，城

镇人口从 1271.7万人增加到 1702.0万人，增加 430.3

万人（其中，2015 年将达 1507.4 万人）。到 2020 年城

镇化率将达 50%，城镇人口达 1850万人以上。按《城市

综合用水量标准 SL367——2006》估计，以小城市人均用

水量 95～125m
3
/（人·a）的下限作为贵州城市人均用水

量的下限，城市人均综合用水量区域平均值为 128.4m
3
 /

（人·a）作为贵州城市人均用水量上限计算，则 2017

年、2020 年贵州城市综合需水量分别为 161690～218536

万立方米和 175750～237540万立方米。面对城镇化加快

发展的趋势，水资源供应量不能相应提高，将造成贵州

省不仅不能走上新型城镇化道路，而且将形成新的人口

资源环境问题，成为制约走向生态文明新时代的瓶颈。 

实施工业强省战略工业供水量将面临严峻挑战。2000 年

到 2012 年，工业增加值与用水量呈幂函数关系。用

y=4.6601x
0.2668

预测，要实现“提高工业经济比重 5 年行

动计划”目标，2015 年、2017 年用水量 43.68 和

48.7527亿立方米，分别是 2012 年的 1.75倍和 1.95

倍。 

    

3333....2222    贵州城市供水贵州城市供水贵州城市供水贵州城市供水能力能力能力能力建设滞建设滞建设滞建设滞后于人口城市化后于人口城市化后于人口城市化后于人口城市化，，，，用用用用水供水供水供水供

需矛盾问题突出需矛盾问题突出需矛盾问题突出需矛盾问题突出    

从表 4 看到，从 2007 年到 2012 年，随城镇化的发

展，城市（县城及以上的城市区域）供水综合能力得到

加强，用水普及率从 79.7%提高到 87.6%。同时看到，这

一期间城市人口增长 17%，但城市供水综合能力和实际供

水能力仅分别增长 3%和 4%；用水人口增加 28%，人均日

生活用水量下降 9%。因此，我们认为，贵州省城市供水

综合能力和实际供水能力均不适应人口城市化加快发展

的需要。按《城市综合用水量标准 SL367——2006》贵州

省属第 VI区，以小城市人均用水量 95～125m
3
/

（人·a）的下限作为贵州城市人均用水量的下限，城市

人均综合用水量区域平均值为 128.4m
3
/（人·a）作为贵

州城市人均用水量上限计算，则 2012 年需水量应为

104025～140598万立方米，而实际供水量仅 71168万立

方米，缺口在 32857万立方米以上。 

 

3.3.3.3.3333    现有水厂设计供水能力高现有水厂设计供水能力高现有水厂设计供水能力高现有水厂设计供水能力高，，，，但实际供水能力低但实际供水能力低但实际供水能力低但实际供水能力低    

    设计供水能力与水厂实际供水量存在一定的差距的

原因：一是由于水厂设计供水能力是按照最高日最高时

进行设计，实际供水量是以据日均供水总量的年统计

值，因此设计供水能力与水厂实际供水量存在一定的差

值；二是水厂建设超前是形成设计供水能力与水厂实际

供水量存在一定的差值另一原因。随着城市的发展，各

市（州）中心城区水厂建设超前，主要集中在贵阳、遵

义、毕节、铜仁、都匀、清镇等地，上述区域的富余供

水能力占总富余供水能力的 62%
[5]
；三是水资源供应不足

和水厂设施老化、供水工程技术落后、维护不力，运行

不畅，加之供水管网漏失率高，管道供水能力低下，根

据省住建厅的统计数据，县城以上城镇管网漏失率高达

28%以上。 以上三个原因形成实际供水能力低于水厂设

计供水能力。从图 4 看到，随水厂设计供水能力规模的

扩大，水厂实际年供水量占设计供水能力的比例下降，

说明在水厂建设初期，水厂规模不大，维护和运行较

好，随水厂设计供水能力规模的扩大，加之随时间的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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长，设备老化，维护成本上升，水厂实际年供水量占设

计供水能力的比例逐步下降。形成水分布扩大、总规模

扩大，供水点增多，但实际总供水能力不高的现象。 

    

表表表表 4   4   4   4   贵州省城市贵州省城市贵州省城市贵州省城市供水现状情况表供水现状情况表供水现状情况表供水现状情况表    

年年年年份份份份    2007200720072007    2008200820082008    2009200920092009    2010201020102010    2011201120112011    2012201220122012    
2012201220122012 年年年年

/2007/2007/2007/2007 年年年年    

城市人口（万人） 942.8 961.7 990.2 1018.0 1059.5 1095.0 1.17 

城市供水综合能力(万立方米/

日) 
367.70 357.05 348.56 352.11 364.56 376.94 1.03 

城市实际供水量(（万立方米/

日）) 
187.12 177.73 169.78 174.17 185.66 194.98 1.04 

实际供水率（%） 50.89 49.78 48.71 49.46 50.93 51.73 1.02 

用水人口(万人) 752 800 846 881 920 959 1.28 

人均日生活用水(升) 141.6 127.7 124.3 116.9 127.8 128.9 0.91 

用水普及率 (%) 79.7 83.2 85.4 86.5 86.9 87.6 1.10 

注：资料源于 2012 年贵州统计年鉴。 

 

水厂设计供水能力规模的扩大，水厂实际年供水量

占设计供水能力的比例下降在时间进程上也得到反映。

图 5看到，1985 年以前，水厂实际年供水量占设计供水

能力的比例在 80%以上，随时间的推移水厂规模的扩大，

水厂供水效率逐渐下降，到 2005 年达到最低点；随着用

水与水矛盾加剧，对水厂技术改造资金的投入不断增

加，水厂供水效率开始缓慢回升。 

 

4444    提高水资源供给保障和城镇供水能力的提高水资源供给保障和城镇供水能力的提高水资源供给保障和城镇供水能力的提高水资源供给保障和城镇供水能力的建议建议建议建议与与与与对策对策对策对策    

4444.1.1.1.1    强力推进强力推进强力推进强力推进水利建设三大会战水利建设三大会战水利建设三大会战水利建设三大会战，，，，全面提升水资源供给全面提升水资源供给全面提升水资源供给全面提升水资源供给

保障能力保障能力保障能力保障能力    

根据预测 2015 年和 2020 年， 全省需水量将分别达

到 139.7亿和 159.4 亿立方米。以开展骨干水源工程、

引提灌工程和地下水（机井）利用工程建设为重点，大

力实施水源性工程、提灌工程、地下水利用开发“三大

会战”，科学开发利用地下水资源，加快解决农村群众

饮水安全问题，到 2015 年和 2020 年实现水资源供水量

分别达到 139.7亿和 159.4 亿立方米以上，突破制约贵

州省发展的水利战略瓶颈，保障城镇化带动战略和工业

强省战略实施，是着眼于后发赶超、跨越发展、同步小

康建设用水需求的重大战略举措。大力整合资源，集中

人力财力物力，创新工作机制，推动《贵州省水利建设

三大会战实施方案（2013—2020 年）》提出的各项目

标、任务和政策措施落到实处。制定有利于加快项目建

设和促进水利改革发展的政策措施，建立联席会议制

度，切实解决《方案》实施过程中的困难和问题；创新

工作机制，加快推进项目建设；各级国土资源、住房城

乡建设、扶贫等有关部门要整合用于水利建设三大会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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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资金，年度预算仍按原渠道安排到部门，明确资金额

度及用途，由省水利主管部门提出年度项目工程实施计

划，并会同相关部门安排下达资金。各级环境保护、林

业、农业、移民、地矿、电力、金融、烟草等有关部门

要积极配合，大力支持水利建设三大会战。 

 

4444.2.2.2.2    加强水源建设加强水源建设加强水源建设加强水源建设，，，，提高城镇供水水质应急能力提高城镇供水水质应急能力提高城镇供水水质应急能力提高城镇供水水质应急能力    

    水源建设包含新建水源建设与应急备用水源建设。

根据《贵州省水利建设三大会战实施方案（2013—2020

年）》，将用 8 年时间，计划建设骨干水源工程 538

个，引提水工程 158 个，地下水开发利用 1万余个，这

将为全省解决工程性缺水的情况提供可靠的水源保障。

但是由于水利建设一般要滞后于城市供水基础设施建

设，因此，要抓好“水量应急”工程建设。对于县城供

水能力建设，在骨干水源尚未建成的情况下，应积极寻

找现状可靠水源作为现阶段城市新建水源，待骨干水源

工程建成投入使用后，将现状水源作为备用水源，以确

保作为城市生命线的供水设施拥有可靠的水源。县级以

上城市至少配备一个应急供水水源，以满足灾害年群众

基本用水需求。 

    针对目前省内现有水厂处理设施在设计中对水源突

发性污染造成的超标污染物一般未留有充足的处理余

量，常规处理工艺不能应对超过水源水质标准的原水，

县级城市净水工艺普遍不具备应对水源突发性污染的处

理能力的现状，要积极开展“水质应急”能力建设。加

大水质监测体系建设，通过技术创新，对“水库藻类爆

发引起的水质恶化”、“在洪涝灾害之后易发生的微生

物污染”、“可吸附污染物（主要为有机物）污染”和

“金属离子与非金属离子污染”等不同水源水质污染类

型，采取不同的水质恢复措施。 

 

4444.3.3.3.3    加强水质检测与监测体系建设加强水质检测与监测体系建设加强水质检测与监测体系建设加强水质检测与监测体系建设，，，，    提高供水安全保提高供水安全保提高供水安全保提高供水安全保

障能力障能力障能力障能力    

为确保水质指标检测成果的规范化、制度化，必须

加强水质监测能力建设，按建立“两级网三级站”的要

求，加快各级水质检测站网建设，形成贵州省城镇供水

水质监测网，以满足各级水质督察的需求。重点要加强

水质检测队伍建设和能力建设，按资职上岗。一、二级

水质监测单位的技术负责人须具备工程师以上资格，三

级检测单位技术负责人须具备助理工程师以上资格。检

测人员熟悉检测任务，了解被测对象和所用设备的性

能，具备所从事检测工作专业的基础知识与实际操作技

能。不断提高水质检测人员的业务素质，高度重视职业

道德建设，定期开展各类人员定期考核制度和培训计

划。 

 

4444.4.4.4.4    进一步进一步进一步进一步提高用水效率提高用水效率提高用水效率提高用水效率，，，，加快节水型城镇建设加快节水型城镇建设加快节水型城镇建设加快节水型城镇建设        

    节约用水建立节水型社会及保护水资源应是解决喀

斯特山区工程性缺水的有力措施之一
[6]
。水资源可持续利

用的核心是提高用水效率，节水被誉为一场关系到人与

自然和谐相处的“社会革命”。因此，依据《水法》把

节约用水放在突出位置，进一步明确建立城市、县城、

建成制镇的“节水型社会建设”责任目标。确立用水效

率控制红线，坚决遏制用水浪费，把节水工作贯穿于经

济发展和人民生活的全过程，全面提高用水效率，建设

节水型社会。一是建立用水效率控制考核制度。科学编

制《贵州省省用水效率控制指标》，并逐级分解到各

地，制定用水效率控制红线，建立用水效率监督管理制

度；二是做好节水型社会建设规划编制工作。编制《贵

州省节水型社会建设中长期规划（2014-2030）》。认真

总结节水型社会建设试点经验，推广水型社会建设试点

成功模式，加大对试点工作的指导和支持力度，进一步

推进节水型社会试点建设工作；三是加快节水配套法规

制定。加快《贵州省节约用水条例》的立法和配套制度

和政策的制定；四是推进重点行业、重点领域的节水改

造。大力推进工业、农业和第三产业节水，尤其是要加

强高耗水行业的节水改造行动，大幅度提高用水效率，

鼓励“零排放”；五是加强城市污水处理回用工程建

设，提高再生水利用能力；六是进一步完善经济政策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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进节水工作的进行，同时加大力度宣传节水政策，采取

多种形式提高人民群众的节水意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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