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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   言 

 

用水定额是依法治水、依法节水的工作基础，科学制定用水定额是

实现用水总量控制的关键举措。《中华人民共和国水法》规定，对用水

实行总量控制和定额管理相结合的管理制度。《国务院关于实行最严格

水资源管理制度的意见》（国发[2012]3号）明确要求，强化用水定额管

理，加快制定高耗水工业和服务业用水定额国家标准。各省、自治区、

直辖市人民政府要根据用水效率控制红线确定的目标，及时组织修订本

行政区域内各行业用水定额。 

为适应水资源管理和节水型社会建设的需要，实行计划用水，厉行

节约用水，合理配置水资源，提高用水效率，减少水污染，保护水环境，

以水资源的可持续利用，支撑经济社会可持续发展，2004 年甘肃省政府

发布了《甘肃省行业用水定额》，并于 2011 年进行了修订，为推动全省

各行业节水和水资源管理发挥了重要作用。但随着经济社会的快速发

展，用水需求变化和生产工艺技术的不断更新、提高和改进，各行业用

水量在不断的变化，新的用水行业也在不断出现，加之国家行业标准、

重点行业用水要求、清洁生产体系标准的不断发布和更新，对单位产量

或万元产值用水量提出了更高要求。同时，近年来实施的全民节水行动

计划、水污染防治行动计划、水效领跑行动和水资源消耗总量与强度“双

控”行动，对水资源管理提出了更高的要求。原有用水定额已不能适应

和满足新条件与实行最严格水资源管理制度的要求，需要及时修订，更

好地为实施取水许可制度、制定节水规划、下达用水计划、编制水资源

综合规划和开展水资源论证等工作提供科学依据。 

为贯彻落实《中华人民共和国水法》和最严格的水资源管理制度，

2015 年 12 月，甘肃省水利厅安排部署了全省行业用水定额修订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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具体由甘肃省水文水资源局牵头，各市（州）水务（水电）局和有关

单位（部门）支持配合。在评估总结全省现状用水定额执行情况的基

础上，按照《用水定额编制技术导则》（GB/T 32716-2016）要求，开

展调查分析与编制工作。结合产业结构与经济发展水平，调查、收集、

整理和分析了全省各行业近三年的用水资料，参照相关规范标准，借

鉴其他省份特别是邻近省（区）各业定额数据，以及第一次全国水利

普查成果和有关水平衡测试成果等，最终分析汇总形成了《甘肃省行

业用水定额（2017 版）》。 

本次修订在用水定额（2011 年修订版）基础上，城镇公共生活用水

定额新增了 48 个，修订了 29 个，18 个维持不变；工业用水定额新增 75

个产品，修订 64 个产品，保持不变 62 个产品；农业用水定额对全省 24

种主要农作物进行了修订，基本涵盖了全省主要行业用水范围，满足国

家行业用水导则及评估要求。修订成果覆盖性、实用性、先进性和合理

性明显增强。 

定额修订成果形成后，广泛征求了各市（州）水务（水电）局、省

级有关单位（部门）及相关用水户意见，多次组织有关专家和单位人员

咨询、座谈，听取意见并进行修改完善。2017年 5 月 7 日，甘肃省水利

厅主持并邀请兰州大学、黄河水资源保护科研院、省水科院、省疏管局

等单位专家组成技术审查组，对定额成果进行了审查。5 月 18 日，甘

肃省水利厅主持并邀请省发展改革委、省工信委、省住建厅、省农牧厅、

省质监局、省标准化院、兰州大学、省水电设计院、省水科院有关领导

和专家对用水定额成果再次审查，根据专家和有关部门审查意见，进行

了修改完善。 

本次定额修订得到了省级有关部门、各市（州）和县区水务（水电）

局、省内流域机构、有关工业企业及各行业用水户的大力支持配合，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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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表示感谢！ 

由于时间仓促，加之用水定额修订涉及面广，技术难度大，行业特

征强等因素，难免还存在疏漏和不足，恳请有关领导、专家和使用者提

出宝贵意见，以便今后进一步完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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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基本情况  

1.1 自然概况 

甘肃省地处青藏、蒙新、黄土三大高原的交汇处，介于北纬

32°11′～42°57′、东经 92°13′～108°46′之间，土地面积

42.58 万 km
2
。地形呈狭长状，东西长 1655km，南北宽 530km，分属

内陆河、黄河、长江三大流域十二个水系。地貌复杂，气候多样，大

部分地区干旱少雨，年平均气温 0～14℃，多年平均降水量 276.9mm，

多年平均蒸发量 1325.8mm。 

1.2 社会经济概况 

2015 年，全省人口 2599.55 万人，其中农村人口 1476.8 万人，

城镇人口 1122.75 万人；耕地面积 5232.48 万亩，农田有效灌溉面积

1959.42 万亩，农田实灌面积 1760.21 万亩，林牧渔用水面积 295.22

万亩；工业增加值 1778.10 亿元，其中国有及规模以上一般工业增加

值 1662.0 亿元，规模以下工业增加值 98.89 亿元，火（核）电工业增

加值 17.21 亿元；粮食总产量 1171.1 万 t；国内生产总值 6790.32 亿

元。 

1.3 水资源状况 

甘肃省是全国水资源严重短缺的省份之一。全省多年平均自产地

表水资源量 282.14 亿 m
3
，地表水与地下水间的不重复计算量 7.30 亿

m
3
，水资源总量为 289.44亿 m

3
。人均水资源量 1110 m

3
，约占全国人

均值 2200m
3
的 1/2；亩均水资源量 389m

3
，约占全国亩均值 1440m

3
的

1/4。水资源短缺且时空分布不均，十年九旱，水资源与经济社会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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展、人口及耕地分布不相匹配是全省的基本水情。 

1.4 水资源开发利用现状 

2015 年全省总用水量 119.17 亿 m
3
，其中农田灌溉 87.43 亿 m

3
；

林牧渔 8.76 亿 m
3
；工业用水 11.58 亿 m

3
；城镇公共用水 3.00 亿 m

3
；

居民生活用水 5.26 亿 m
3
；生态环境用水 3.14 亿 m

3
。 

2015 年全省人均用水量为 458m
3
，农田灌溉亩均用水量 497 m

3
，

万元 GDP 用水量为 175 m
3
，万元工业增加值用水量 65 m

3
，城镇人均

综合生活用水量 150L/人·d，城镇居民人均生活用水量为 77L/人·d，

农村居民人均生活用水量为 39L/人·d。 

1.5 现状用水结构及未来用水总量控制指标 

全省用水量中，农业占 80.7%；其次是工业用水，占 9.7%；居民

生活用水占 4.4%；生态环境用水占 2.6%；城镇公共用水占 2.6%。全

省的农业用水比重大，也反映了水资源在甘肃农业生产特别是粮食稳

定增产中的重要地位和不可替代性；工业和城镇生活用水的比重较

小，又反映了甘肃工业化水平和城市化水平还不高。 

根据最严格水资源管理制度要求，国家给全省确定的 2020 年用

水总量控制指标为 114.15 亿 m
3
，2030 年为 124.63 亿 m

3
。与现状用

水量及用水结构比较，未来几年在用水总量控制指标减少的情况下，

要保障全省经济社会发展用水需求，必须加强节约用水，优化调整用

水产业和用水结构，提高水资源利用效率和效益。 

1.6 定额编制及修订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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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4 年 10 月，我省首次编制完成《甘肃省行业用水定额》，省

人民政府以甘政发[2004]80 号文印发实施。2011 年进行了第二次修

订，2011 年 6 月省人民政府以甘政发[2011]64 号文件印发，《甘肃省

行业用水定额（修订本）》正式颁布实施。 

按照水利部关于严格用水定额管理的要求，省级行业用水定额最

少 5 年要调整更新一次。2016 年，省水利厅安排部署了全省行业用

水定额修订工作，具体由省水文水资源局负责完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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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指导思想、基本原则及主要方法 

2.1 指导思想 

深入贯彻落实“节水优先、空间均衡、系统治理、两手发力”的

新时期水利工作方针，以水资源配置、节约和保护为重点，实行最严

格的水资源管理制度，强化用水需求和用水过程管理，严格控制用水

总量，全面提高用水效率，加快节水型社会建设，促进水资源可持续

利用和经济发展方式转变。立足于甘肃省水资源紧缺状况，优化空间

布局，推进水权制度改革，充分考虑水资源、水环境承载能力，以水

定城、以水定地、以水定人、以水定产。 

2.2 基本原则 

（1）科学性原则：用水定额制定要采取科学的方法和程序，编

制成果要服务于水资源管理，具有一定的可操作性。 

（2）突出节约用水原则：要符合节约用水发展的要求，在当地

具有先进性，有利于促进节约用水。 

（3）因地制宜原则：要充分考虑各地区间水资源条件和经济社

会发展水平等因素的差异，探索建立不同地区不同标准的用水定额制

定新方法。        

（4）统筹兼顾原则：要在尽量扩大用水定额行业覆盖面的基础

上，重点研究本地区城镇公共用水大户、工业高用水高污染行业、主

要农作物灌溉的用水情况，同时要综合考虑各方面的经济成本影响以

及用水户经济承受能力。 

2.3 主要依据 

http://baike.baidu.com/item/%E8%8A%82%E6%B0%B4%E5%9E%8B%E7%A4%BE%E4%BC%9A/3123220
http://baike.baidu.com/item/%E6%B0%B4%E8%B5%84%E6%BA%90%E5%8F%AF%E6%8C%81%E7%BB%AD%E5%88%A9%E7%94%A8/6022323
http://baike.baidu.com/item/%E6%B0%B4%E8%B5%84%E6%BA%90%E5%8F%AF%E6%8C%81%E7%BB%AD%E5%88%A9%E7%94%A8/60223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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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3.1 法律法规 

（1）《中华人民共和国水法》； 

（2）《中华人民共和国环境保护法》； 

（3）《中华人民共和国水污染防治法》； 

（4）《中华人民共和国节约能源法》； 

（5）《中华人民共和国清洁生产促进法》； 

（6）《中华人民共和国循环经济促进法》； 

（7）《取水许可管理办法》； 

（8）《取水许可和水资源费征收管理条例》。 

2.3.2 标准规范 

（1）《用水定额编制技术导则》（GB/T 32716-2016）；                   

（2）《国民经济行业分类》（GB/T 4754-2011）；  

（3）《城市综合用水量标准》（SL 367—2006）； 

（4）《城市居民生活用水量标准》（GB/T 50331-2002）； 

（5）《城市用水分类标准》（CJ/T 3070-1999）；  

（6）《取水许可技术考核与管理通则》（GB/T 17367-1998）； 

（7）《节水型企业评价导则》（GB/T 7119-2006）； 

（8）《清洁生产标准制定技术导则》（HJ/T 425-2008）； 

（9）《城市给水工程规划规范》（GB 50282-2016）； 

（10）《建筑给水排水设计规范》（GB 50015-2003）； 

（11）《企业水平衡测试通则》（GB/T 12452-2008）； 

（12）《灌溉用水定额编制导则》（GB/T 29404-20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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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灌溉与排水工程设计规范》（GB 50288-1999）； 

（14）《节水灌溉技术规范》（SL 207-98）； 

（15）《微灌工程技术规范》（GB/T 50485-2009）； 

（16）《灌溉试验规范》（SL 13-2015）； 

（17）《渠道防渗工程技术规范》(GB/T 50600-2010)； 

（18）《洗浴场所节水技术规范》（GB/T 30682-2014）； 

（19）《洗车场所节水技术规范》（GB/T 30681-2014）； 

（20）《室外人工滑雪场节水技术规范》（GB/T 30683-2014）； 

（21）《取水定额》（GB/T 18916.1～GB/T 18916.23）； 

（22）《城市节约用水管理规定》建设部令(第 1 号) 。 

2.3.3 相关资料 

（1）《工业用水定额总论》（中国质检出版社，中国标准出版社）； 

（2）《钢铁工业用水定额》（中国质检出版社，中国标准出版社）； 

（3）《石油和化学工业用水定额》（中国质检出版社，中国标准

出版社）； 

（4）《纺织工业用水定额》（中国质检出版社，中国标准出版社）； 

（5）《食品行业用水定额》（中国质检出版社，中国标准出版社）；  

（6）《全国用水定额汇编》（上、下册）； 

（7）《甘肃省用水定额评估报告》（黄河水利科学研究院 2016 年

12 月）； 

（8）近 5 年甘肃省审批的《建设项目水资源论证报告书》； 

（9）第一次全国水利普查甘肃省相关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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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有关水平衡测试成果； 

（11）历年《甘肃省水资源公报》。 

2.4 分析方法 

用水定额的分析制定主要采用经验法、统计分析法、类比法、技

术测定法和理论计算法等。根据用水资料的完整程度、统计序列的长

短等具体情况，采用一种方法制定后，再用其它方法进行对比分析。 

（1）经验法：亦称直观判断法，运用专家的经验和判断能力，

通过逻辑思维，综合相关信息、资料和数据，提出定量估计值的方法。 

（2）统计分析法：是把用水资料进行统计分析，通过计算均值、

概率分布等确定合理用水定额的方法。 

（3）类比法：以用水条件相同或相似的产品及典型定额为基准，

分析出类比关系，类比出相应定额。 

（4）技术测定法：在一定条件下通过实测分析确定用水定额的

方法，我们采用以水平衡测试为依据，经用水分析后确定定额。 

（5）理论计算法：根据用水技术要求和设计水量，用理论公式

计算生产用水数量而确定定额的方法。 

在满足定额要求的条件下，采用两种以上方法进行比较。并参照

其它省份定额或国家及行业设计定额值进行校正分析，再根据水资源

的供需关系和计划节约用水要求确定用水定额。 

（6）国家或行业定额标准、行业准入条件及清洁生产推荐指标

的引用。对于已经制定了取水定额国家标准的火力发电、钢铁联合企

业、石油炼制、造纸产品、啤酒制造、饮料制造、酒精制造、合成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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制造、无机碱制造等行业，直接引用国家标准或行业标准；对于行业

准入条件中明确单位产品水耗的部分产品，拟定时要符合其规定；对

于清洁生产推荐指标结合我省实际情况综合分析后采用。 

2.5 主要内容及适用范围 

用水定额的编制是一项涉及面广，影响因素多，行业特征强，技

术难度大，标准化程度高的工作。定额制定以调查数据为基础，参考

相关标准和有关成果综合分析确定，避免与现行法律法规冲突。 

此次用水定额的修订在 2011 年用水定额的基础上进行了更细

致、更明确的分类，范围涵盖甘肃省城乡生活、工业、农林牧渔畜各

主要用水行业。编制内容主要包括：城镇生活用水定额、工业用水定

额、农业用水定额三部分。调查资料以 2013～2015 年用水资料为主。

制定的各项用水定额均为净定额，即不考虑从水源到用水户之间的输

水损失。 

本定额适用于甘肃省行政范围内农林牧渔业、工业企业、城市公

共生活和居民家庭日常生活取水及用水管理，用水单位内部节水管

理，可作为计划用水管理、用水总量控制、取水许可审批、水资源费

征收、最严格水资源管理、规划及建设项目水资源论证、水平衡测试、

评价节水先进性等工作的基础依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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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生活用水定额 

3.1 概念 

生活用水分为城镇生活用水和农村居民生活用水。 

城镇生活用水分为城镇居民生活用水和城镇公共用水两大类。 

城镇居民生活用水：指使用公共供水设施或自建供水设施供水的

城镇居民家庭日常生活用水。 

城镇公共用水：是指使用公共供水设施或自建供水设施供水的城

镇公共管理部门和城镇公共服务部门的用水。 

农村居民生活用水：在一定时间内农村居民家庭日常生活用水。 

3.2 修订说明 

城镇生活用水定额的拟定是在对居民家庭、机关事业单位、各公

共用水单位进行典型性调查的基础上，分地区、分行业，按用水、节

水措施等差异，舍去精度不高、明显偏大、偏小的调查资料，并结合

不同用水户实际情况，考虑 90%以上的用水户用水合理要求，保障提

高生活水平和生活环境质量用水需求的情况下，依据相关标准、规范，

进行修订。 

本次修订过程中采用了典型性调查方式，通过走访单位或居民，

查询用水记录，走访自来水公司等办法，抽样调查了全省14个市州的

804组居民的家庭月、年用水量，不仅包括了不同住宅类型居民的家

庭，而且包括了不同收入水平的家庭，资料可靠性和代表性较高。 

根据《村镇供水工程设计规范（SL687-2014）》，我省属一类地区，

农村每人每天可获得的水量不低于 40L 为安全；不低于 20L 为基本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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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因此，将我省农村生活用水定额划分为水源水量充足地区和水源

水量缺乏地区两类进行统计。农村居民生活用水此次典型性调查全省

1423 户农村居民，共计 5063 人 2013～2015年 3 年的用水数据。 

城镇公共用水的影响因素众多，本次定额修订主要考虑其合理性

和可操作性，便于在实际工作中得到运用，对人为的主观因素（如用

水管理水平）和用水单位的经营状况等影响暂不考虑。典型调查城镇

公共生活用水379组数据，通过分析计算，城镇公共生活用水共制定

了11个门类，分属20个大类，43个中小类，共计95个行业用水定额，

即在2011年定额的基础上，增加了48个，修订了29个，18个维持不变。 

3.3 城镇居民生活用水定额 

2015 年底，我省城镇化率 43.2%。由于城镇规模、供水设施、气

候条件、居民生活水平、生活习惯、水费高低、用水管理等不同，影

响着用水水平。 

（1）城镇居民生活用水分类 

2015 年底，全省共有 12 个地级市，2 个自治州，86 个县（市、

区），同时增加了兰州新区。结合全省各区域城镇居民生活水平和水

利普查成果，将全省城市划分为三类地域，见表 3-1。 

表 3-1           甘肃省城镇居民生活用水地域分类表 

地域分类 包括市区 

一类 兰州市的城关区、七里河区、安宁区、西固区、兰州新区 

二类 

秦州区、麦积区、白银区、嘉峪关市、金川区、红古区、敦煌市、肃

州区、甘州区、凉州区、西峰区、崆峒区、安定区、平川区、玉门市、

临夏市、合作市、武都区 

三类 其余县市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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城镇居民生活用水和居民楼设施水平有关，分类见表 3-2。 

表 3-2            甘肃省城镇居民生活用水居民楼设施水平分类表 

类型 设施水平 

A 型 平房及简易楼房（指给排水和卫生设施不到户的楼房） 

B 型 无淋浴设备的楼房 

C 型 有淋浴设备的楼房 

D 型 高级住宅（指给排水和卫生设施齐全，有集中供热水的住宅） 

（2）城镇居民生活用水定额 

通过对调查数据分析显示，近 5 年来随着社会经济的不断增长，

城镇居民生活用水随着住房面积的扩大，生活设施的增多，生活水平

的提高，现状用水量与 2011 年用水定额制定时相比，均有不同程度

的增加，但相对我国经济发达省份的城市来说，我省城镇居民生活用

水量还是较低。现状调查数据显示，A 型住宅一、二、三类地域现状

用水分别为 72、66、53 L/人·d；B 型住宅一、二、三类地域现状用

水分别为 90、83、70 L/人·d；C 型住宅一、二、三类地域现状用水

分别为 100、91、79 L/人·d；D 型住宅一、二、三类地域现状用水

分别为 118、101、91 L/人·d。 

调查数据显示我省城镇居民生活用水水平整体较低，考虑到将来

经济发展及人民生活水平的不断提高，要满足大部分居民家庭用水的

合理要求，又要约束用水量大的用户节约用水，既保证满足正常的生

活用水，又起到节约用水的目的，依据《城市居民生活用水量标准》

（GB／T 50331-2002）中对甘肃省城市居民生活日用水量的限定标准

值 85～140L/人·d，我省城镇居民生活用水定额修订如下，见表 3-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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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3-3                 甘肃省城镇居民生活用水定额       单位：L/人·d 

住宅类型 一类地域 二类地域 三类地域 全省综合 

A型 95 90 85 90 

B型 100 95 90 95 

C型 110 100 90 100 

D型 130 120 110 120 

综合 115 105 95 105 

3.4 农村居民生活用水定额 

根据调查数据显示，农村水源水量充足地区人均日用水量为 38升；

水源水量不充足地区，人均用水量为 21 升，明显低于国家标准和其他

省份标准。由于近年来我省农村人饮工程建设已经基本解决了农村人畜

饮水水源问题，农村供水基本得到了保证。所以根据国家农村饮用水安

全卫生评价指标体系规定以及国家农村给水设计规范 40-90 升/每人的

设计规范，我省农村用水定额仍保持 2011 年定额标准不变，为水源充

足地区 60 升，水源不充足地区 40 升。见表 3-4。 

表 3-4               甘肃省农村居民生活用水定额表         单位：L/人.d 

类 别 调查用水定额 修定用水定额 备注 

水源水量充足地区 38 60  

水源水量缺乏地区 21 40  

3.5 城镇公共用水定额 

本次城镇公共生活用水定额修订主要是在 2011 版定额的基础

上，在调查资料分析整理的基础上，对剔除异常值后选用的调查数据

采用均值法进行了计算，将计算结果与国家、行业标准及周边省份定

额标准进行对比后确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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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取暖 

通过对调查数据的分析，所调查的每10m
2
每个供暖期用水量与

2011年用水定额相比变化不大，现状用水数据未发生明显变化，因此

该项定额不再重新修订，本次水暖定额仍为0.8～1.2m
3
/供暖期·10m

2
，

详见表3-5。 

（2）建筑业 

建筑业用水划分了砖混结构、框架结构（含框剪、筒体结构）和

钢构彩钢瓦三种类型。框架结构（含框剪、筒体结构）用水量主要受各

地所使用的石子（砂子）的干净程度，现浇面积的大小影响较大。此次

修订是在原定额的基础上，参考青海、陕西、新疆邻近省份定额，拟定

砖混结构、框架结构定额分别为 1.0m
3
/m

2
、1.3 m

3
/m

2
；钢构彩钢瓦定额

参考吉林省定额，并考虑南北方地域差异，拟定为 0.4 m
3
/m

2
，见表 3-5。 

（3）建筑装饰业 

建筑装饰业用水分为民用建筑，工矿企业厂房，办公楼、写字楼、

综合楼，其他建筑装饰四类。参照辽宁省定额，并考虑地域、气候差异，

拟定建筑装饰业用水定额，其中民用建筑为 0.05 m
3
/m

2
，工矿企业厂房

为 0.35 m
3
/m

2
，办公楼、写字楼、综合楼为 0.45 m

3
/m

2
，其它建筑装饰

业用水定额为 0.20 m
3
/m

2
，见表 3-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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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3-5                 取暖、建筑业用水定额汇总表 

门类 
行业 

名称 

行业 

代码 
用水分类 定额单位 

2011 年 

定额值 
外省定额 拟定定额 

D 取暖 4430 水暖 m3/供暖期·10m2 0.8-1.2   0.8-1.2 

E 建筑业 4700 

砖混结构 m3/m2 1.2 1-1.4 1.0 

框架结构 m3/m2 1.5 0.5-1.9 1.3 

钢构彩钢瓦 m3/m2   0.2-0.5 0.4 

E 建筑装饰业 5010 

民用建筑 m3/m2   0.03-0.06 0.05 

工矿企业厂房 m3/m2   0.25-0.45 0.35 

办公楼、写字楼、

综合楼 
m3/m2   0.32-0.54 0.45 

其他 m3/m2   0.1-0.28 0.20  

（4）商业零售业 

按照面积规模，商业零售业用水定额分为大型和中小型两种类

型。参照其它省份定额，并结合我省的实际调查，此次对商业零售业

类型划分标准和定额单位重新进行了修订，面积划分界点由10000 m
2

调整为5000 m
2
，定额单位从L/ m

2
·d调整为m³/㎡·年。 

现状用水调查数据显示，我省大型商业用水为1.0～2.5m³/

㎡·年，中小型商业用水为1～5m³/㎡·年。参考部分省市用水定额

及甘肃省实际调查值，拟定大型商业（营业面积5000㎡以上）定额为

1.2m³/㎡·年,中小型商业（营业面积5000㎡以下）定额为1.4m³/

㎡·年。修订后定额值略低于原定额换算后的大型1.3 m³/㎡·年、

中小型1.6 m³/㎡·年，见表3-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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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3-6                   商业用水定额汇总表 

门类 
行业 

名称 

行业 

代码 

用水 

分类 
定额单位 

本次 

调查值 

2011 年 

定额值 

外省

定额 

拟定

定额 
备注 

F 
商业 

零售业 

5211 大型 m³/ m2.年 1-2.5 

7 L/m
2
·d 

(营业面积≥

10000 ㎡) 

1-1.4 1.2 
营业面积≥5000

㎡ 

5212 中小型 m³/ m2.年 1-5 

9 L/m
2
·d 

(营业面积≤

10000 ㎡) 

1-1.5 1.4 
营业面积≤5000

㎡ 

（5）铁路、高铁客运 

参照其它省份定额，拟定列车洗刷人工为 3m³/辆，自动为 30 m³

/辆；车站旅客生活中间车站为 5 m³/d、一等为 30 m³/d、特等为 100 m

³/d；列车卧具洗涤为 5m³/百套；旅客食品加工为 5 m³/t。 

高铁流动旅客外省定额范围为 11.2-16.8 L/人·次，考虑地域及

旅客人流量等因素，甘肃省高铁流动旅客定额拟定为 12 L/人·次。 

道路运输业、航空运输业、仓储业地域性差异不大，均参照其它

省份同类目定额拟定，见表 3-7。 

表 3-7               铁路、高铁客运用水定额汇总表 

门类 
行业 

名称 

行业 

代码 
用水分类 定额单位 外省定额 拟定定额 

G 
铁路(高

铁)客运 
5310 

列车洗刷 

人工 m³/辆 3 3 

自动 m³/辆 30 30 

车站旅客生活 

中间车站 m³/d 5 5 

一等 m³/d 30 30 

特等 m³/d 100 100 

列车卧具洗涤 m³/百套 5 5 

旅客食品加工 m³/吨 5 5 

高铁流动旅客 L/人·次 11.2-16.8 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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门类 
行业 

名称 

行业 

代码 
用水分类 定额单位 外省定额 拟定定额 

G 
道路运

输业 

5420 公路旅客运输 

轿车 L/辆·d 
80/30 

（4-9 月/10-3 月） 

80/30 

（4-9 月/10-3） 

中型客车 L/辆·d 
100/50 

（4-9/10-3 月） 

100/50 

（4-9/10-3 月） 

微型车 L/辆·d 
80/30 

（4-9/10-3 月） 

80/30 

（4-9/10-3 月） 

大客车 L/辆·d 
100/80 

（4-9/10-3 月） 

100/80 

（4-9/10-3 月） 

5430 道路货物运输 

大货车 L/辆·d 
100/80 

（4-9/10-3 月） 

100/80 

（4-9/10-3 月） 

中型货车 L/辆·d 
100/50 

（4-9/10-3 月） 

100/50 

（4-9/10-3 月） 

G 
航空运

输业 
561 

航空客货运输 m³/架·d 10 10 

航站楼 L/人·次 3 3 

G 仓储业 5990 室内冷藏 m³/t·d 0.05 0.05 

（6）住宿业 

住宿业用水量主要受硬件设施（星级）、建筑年代、床位密度、入

住率、附属设施（餐厅、桑拿、 洗浴、会议、洗衣房、娱乐、取暖、

购物、健身等）等因素的影响。此次抽样调查各类宾馆住宿业 31 家，

剔除一些明显偏大或偏小的调查数据后，将选用数据采用了均值法进行

计算，确定其现状平均用水水平，考虑到《甘肃省用水定额评估报告》

中提出住宿业原定额值处于较宽松水平，从节约用水和合理高效用水角

度出发，对现状水平值通过经验法进行了略微调整后拟定定额。 

我国《建筑给水排水设计规范》（GB 50015-2003）的给水定额中

规定，宾馆旅客 250～400L/人·床，员工 80～100L/人·d，上述给水

定额单指客房用水，不包括餐饮、娱乐等其它用水。结合国家标准、其

它省市定额及调查实际，按四种情况来确定甘肃省住宿业用水定额，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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别为四五星宾馆 400 L/床·d、二三星宾馆 300 L/床·d、一星宾馆 200 

L/床·d、一般旅馆 90 L/床·d，见表 3-8。 

表 3-8                 住宿业用水定额汇总表 

门类 
行业 

名称 

行业

代码 
用水分类 

定额 

单位 

本次 

调查值 

2011 年

定额值 

外省定额

范围 

《建筑给水排水
设计规范》(GB 
50015-2003) 

拟定 

定额 

H 住宿业 

6110 

四五星宾馆 L/床·d 390 500 300-600 

宾馆旅客 250～

400L/人•床，员工

80～100L/人•d 

400 

二三星宾馆 L/床·d 266 400 200-400 300 

一星宾馆 L/床·d 205 200 70-300 200 

6120 一般旅馆 L/床·d 89  100 25-150 90 

（7）餐饮业 

餐饮业用水主要受其面积规模、供餐种类、餐位数等因素影响。

按照服务性质分为正餐服务、快餐服务和饮料及冷饮服务。正餐服务按

营业面积又分为高档餐厅（面积 3000 m
2
以上）、中档餐厅（面积 1000～

3000 m
2
）、一般餐馆（面积 1000 m

2
以下）和西餐厅；快餐服务以盒饭、

小吃、粥、粉、面等为主；饮料及冷饮服务分为茶馆、咖啡馆、酒吧、

其他饮料及冷饮服务。 

《建筑给水排水设计规范》（GB 50015-2003）中提出，中餐酒楼用

水每人每餐 40～60L；快餐店、职工及学生食堂用水每人每餐 20～25L；

酒吧、咖啡馆、茶座、卡拉 ok 用水每人每餐 5～15L。 

通过对餐饮业现状用水数据的分析显示，高档餐厅现状人均每餐

的用水量为 76L；中档餐饮现状人均每餐的用水量为 40L，快餐类现状

人均每餐的用水量为 7L。结合青海、陕西、新疆、四川等邻近省份的

餐饮业定额，综合分析后，将我省餐饮业的用水定额确定为：高档餐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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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 40L/人·餐；中档餐厅为 30L/人·餐；一般餐馆为 20L/人·餐；西

餐厅为 20L/人·餐；快餐服务为 12L/人·餐；茶馆、咖啡馆为 10L/ m
2
·d；

酒吧为 8L/m
2
·d；其他饮料及冷饮服务为 13 L/m

2
·d。见表 3-9。 

表 3-9                 餐饮业用水定额汇总表 

门类 
行业 

名称 

行业代

码 
用水分类 定额单位 

本次调

查值 

2011

年定额

值 

外省定

额范围 

《建筑给
水排水设
计规范》

(GB 
50015-20

03) 

拟定 

定额 
备注 

H 

正餐 

服务 
6210 

高档餐厅 L/人·餐 76 40 30-70 

40-60 

40 
面积 3000m2以

上 

中档餐厅 L/人·餐 40 25 20-40 30 
面积 1000- 

3000m2 

一般餐馆 L/人·餐     20-50 20 
面积 1000m2以

下 

西餐厅 L/人·餐       20   

快餐 

服务 
6220 

盒饭、小吃、粥、

粉、面之类 
L/人·餐 7 5 20 20-25 12   

饮料 

及冷饮

服务 

6230 

茶馆、咖啡馆 L/m2·d     10-30 

5-15 

10   

酒吧 L/m2·d     8-12 8   

其他饮料及冷

饮服务 
L/m2·d     5-20 13   

（8）公共设施管理业 

本次公共设施管理业用水分环境卫生管理、绿化管理、公园游览

景区管理三类，其中绿化管理按类型又分为园林绿化业和环境卫生业路

面喷洒用水两种。因气候状况、喷洒灌溉次数对绿化管理用水的影响非

常大，故此次绿化管理用水定额分 1、4 季度和 2、3 季度两个时间段分

别进行确定。参考原有定额及周边气候条件类似省区定额，拟订公厕用

水定额为 6 L/人·次；园林绿化业 1、4 季度和 2、3 季度定额分别为

1L/ m
2
·d、3 L/m

2
·d；环境卫生业路面喷洒 1、4 季度和 2、3 季度定

额分别为 1.0L/m
2
·d、2.0 L/m

2
·d；公园和游览景区管理用水定额为

0.6 L/m
2
·d。见表 3-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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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3-10               公共施设管理业用水定额汇总表 

门类 
行业 

名称 

行业 

代码 
用水分类 定额单位 

2011年定

额值 

外省定额

范围 
拟定定额 

N 

环境卫 

生管理 
7820 公厕 L/人·次   6.5-7 6.0 

绿化 

管理 
7840 

园林绿化业 
1、4 季度 L/m2·d   

1.5-3 

1.0 

2、3 季度 L/m2·d 1.5 3.0 

环境卫生业

喷洒路面 

1、4 季度 L/m2·d   

1.5-2.5 

1.0 

2、3 季度 L/m2·d 1 2.0 

公园和游览

景区管理 
7851 公园、动物园、植物园 L/m2·d   0.6 0.6 

（9）居民服务业 

随着社会经济的快速发展和人们生活水平的提高，居民服务业的

范围也越来越广泛。因此本次居民服务业在原定额类目的基础上，对服

务业涵盖范围进行了补充完善。具体包括托儿所、理发、洗浴、保健足

疗、干洗服务。 

托儿所参考辽宁省定额范围，确定我省托儿所用水定额：有住宿

为 55L/人·d、非住宿为 25L/人·d、工作人员为 80L/人·d。 

理发业本次调查值为 20 L/人·次，与原定额及其它省份定额相近, 

考虑该定额不再重新修订，仍为 20L/人·次。 

洗浴按洗浴类型分为淋浴、盆浴、桑拿三类。参考《洗浴场所节

水技术规范》（ / T30682-2014），并结合实际调查值，拟定淋浴定额为

100 L/人·次；盆浴定额为 140 L/人·次；桑拿定额为 180 L/人·次。 

保健足疗参考其他省份定额范围，拟定为 60L/人·次。 

干洗服务以每 kg 干衣物为基数，参考原定额及其它省份定额，本

次拟定定额为 50 L/kg 干衣物。居民服务业定额详见表 3-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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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3-11                 居民服务业用水定额汇总表 

门类 行业名称 
行业 

代码 

用水 

分类 
定额单位 

本次 

调查值 

2011 年

定额值 

外省定

额范围 
国家标准 

拟定 

定额 

O 托儿所 7920 

有住宿 L/人·d     50-60   55 

非住宿 L/人·d     20-30   25 

工作人员 L/人·d     70-100   80 

O 居民服务业 7940 理发 L/人·次 20 20 10-25   20 

O 洗浴 7950 

淋浴 L/人·次 114 100   《洗浴场所节

水技术规范》

（GB/ 

T30682-2014） 

100 

盆浴 L/人·次 150 130   140 

桑拿 L/人·次 237 180   

《洗浴场所节

水技术规范》

（GB/ 

T30682-2014） 

160 

O 保健 7960 足疗 L/人·次     40-70   60 

O 
其他居民 

服务业 
7990 干洗 

L/kg 干衣

物 
  40 35-70 

  
50 

（10）洗车业 

通过典型性调查，结合《建筑给水排水设计规范》（GB 50015-2003）、

《洗车场所节水技术规范》（GB/T 30681-2014）和《甘肃用水定额评估

报告》，拟定高压水枪冲洗定额为 40～80 L/辆·次；循环用水冲洗补

水定额为 20～40 L/辆·次；抹车、微水冲洗定额为 9～15 L/辆·次，

见表 3-12。 

《洗车场所节水技术规范》（GB/T 30681-2014）明确要求洗车用水

的重复利用率应大于 80%。 

表 3-12                  洗车业用水定额汇总表           单位：L/辆·次 

门类 
行业

名称 

行业 

代码 
用水分类 

本次

调查

值 

2011

年定

额值 

外省 

定额 

范围 

国家标准 

《建筑给
水排水设
计规范》
（GB 

50015-20
03） 

拟定 

定额 
备注 

O 洗车 8190 
高压水枪

冲洗 

小型车 53 40 40-50 《洗车场所

节水技术规
40-60 

40  

中型车 87   60-90 6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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门类 
行业

名称 

行业 

代码 
用水分类 

本次

调查

值 

2011

年定

额值 

外省 

定额 

范围 

国家标准 

《建筑给
水排水设
计规范》
（GB 

50015-20
03） 

拟定 

定额 
备注 

大型车 90 80 
80-11

0 

范》（GB/  T 

30681-2014

） 

80-120 80   

循环用水

冲洗补水 

小型车 36 20 20-25   
20-30 

20 包含污水收

集与处理装

置，水循环

装置用水，

水的重复利

用率>80% 

中型车 62   30-45   30 

大型车 66 40 40-55 
  

40-60 40 

抹车、微

水冲洗 

小型车 28 10 8   
10-15 

9   

中型车 36   20   11   

大型车 34 15 25   15-30 15   

 

（11）教育业（学校） 

学校用水量主要受学校的规模等级、住校学生人数、附属设施配

备（食堂、浴室、游泳池、实验室、绿化面积等）等因素的影响，《甘

肃省用水定额评估报告》提出带住宿学校人均日用水量原定额小于实际

情况，究其原因主要是由于将学校总用水量与学生数量进行对比计算得

到人均用水量，而将学校附属宾馆、餐厅等用水以及教师用水难以分离

导致人均用水较大，所以此次为了修订更贴近各类学校用水特点的定

额，在初期调查阶段对学校用水数据进行了划分，在资料统计分析时剔

除了附属设施设备的用水量。本次定额指标以在校学生和教师人数为基

数，主要分住宿和非住宿两种情况来制定学校的用水定额。 

《建筑给水排水设计规范》（GB 50015-2003）中提出幼儿园有住

宿用水定额为 50～100L/人·d，无住宿用水定额为 30～50L/人·d；中

小学非住宿用水定额为 20～40L/人·d；高等院校无住宿用水定额为

40～50L/人·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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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过对我省各类院校现状用水的实际调查统计，结合国家规范及

邻近省份定额范围，拟定幼儿园人均日用水量有住宿为 50 L/人·d、

无住宿为 25 L/人·d、工作人员为 70 L/人·d；小学人均日用水量有

住宿为 50 L/人·d、非住宿为 30 L/人·d；中学人均日用水量有住宿

为 60 L/人·d、非住宿为 30 L/人·d；大专院校人均日用水量有住宿

带淋浴为 120 L/人·d、有住宿无淋浴为 90 L/人·d、非住宿走读生为

50 L/人·d.见表 3-13。 

 

表 3-13                学校用水定额汇总表             单位：L/人·d 

门类 
行业 

名称 

行业 

代码 

用水 

分类 

本次 

调查值 

2011 年 

定额值 

《建筑给水排

水设计规范》

（GB 50015-2003） 

外省定 

额范围 
拟定定额 

P 幼儿园 8210 

有住宿     50-100 50-60 50 

无住宿     30-50 20-30 25 

工作人员       70-100 70 

P 小学 8221 
住宿 28 25   55-75 50 

非住宿 34 30 20-40 20-40 30 

P 中学 823 
住宿 47 35   70-85 60 

非住宿 27 30 20-40 25-40 30 

P 
大专 

院校 
824 

住宿 
有淋浴 

131 
110  100-120 

120 

无淋浴 90 

非住宿（走读） 90 40-50 70-85 50 

（12）卫生业（医院） 

医院的用水主要与规模等级、就诊人次、卫浴设施完善程度、病

床使用率、职工人数、占地面积等有关，根据医院规模及综合实力将医

院分为三级医院、二级医院、一级医院及一级以下医院，本次修订在

2011 年基础上增加了疗养院和社区卫生服务中心两类用水定额。 

此次医院用水定额的修订首先是通过对实际调查数据进行异常值

剔除后采用算数平均值的方法确定现状医院用水水平，其次与我省医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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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水定额统计口径基本相同的省市进行比对，同时采纳了《甘肃用水定

额评估报告》意见后拟定。考虑同种类型的医院用水量的多少与医院的

设备、医疗水平、就诊人数、病床的使用率等因素均有关系，因此医院

用水量定额均设置了上下限范围。 

三级医院用水定额拟定为 700～800L/床·d；二级医院用水定额拟

定为 500～600L/床·d；一级医院用水定额拟定为 400～500L/床·d；

一级以下医院用水定额拟定为小于等于 400L/床·d；疗养院用水定额

拟定为 300 L/床·d；社区卫生服务中心用水定额拟定为 200 L/床·d，

详见表 3-14。 

考虑医院用水的特殊性，同时为了进一步促进节约用水，拟定的

各种类型医院用水定额比 2011 年定额降低很多。 

表 3-14                   医院用水定额汇总表          单位：L/床·d 

门类 
行业 

名称 

行业 

代码 
用水分类 

本次 

调查值 

2011 年 

定额值 

外省定 

额范围 
拟定定额 

Q 
综合医院、

社区医疗 

8311 

三级医院 826 900 800-1200 700-800 

二级医院   400-950 500-600 

一级医院 600 700 85-650 400-500 

一级以下医院 425 500 35-400 ≤400 

8316 疗养院   200-450 300 

8321 
社区卫生 

服务中心 
 200 150-450 200 

（13）文化、体育和娱乐业 

文化、体育和娱乐业用水主要受消费人数、附属设施设备等因

素的影响。随着城市化进程的加快，综合文化体育娱乐业形式发展迅

速，逐步包含了影剧院、游泳场馆、电子游戏厅、滑雪场等多元化的

经营模式。 

除室外滑雪场定额是参照《室外人工滑雪场节水技术规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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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GB/T 30683-2014）拟定。其余用水定额均根据调查实际，并参照

外省定额和《建筑给水排水设计规范》（GB 50015-2003）拟定，详见

表 3-15。 

表 3-15          文化、体育、娱乐业用水定额汇总表 

门

类 

行业 

名称 

行业

代码 
用水分类 定额单位 

本次 

调查 

值 

2011

年定

额值 

外省定

额范围 
国家标准 

《建筑给水排
水设计规范》
（GB 50015-2003）  

拟定 

定额 
备注 

R 

文化、

体育、

娱乐

业 

8720 影剧院 L/人·场 4 3 3-15   3-5 4   

8731 图书馆 L/m2·d 5 5 4-7   5-10 5   

8750 
博物

馆 

展厅用

水 
L/m2·d   3 3-6 

  

3-6 

3   

员工用

水 
L/人·班     30 

  
30   

观众用

水 
L/人·次     3 

  
3   

8820 
体育

场馆 

运动员 L/人·d   50 5-60   30-40 40   

观众 L/人·d 3 3 3-5   3 3   

8890 
游泳

场馆 

室内 L/m3·d   150 5%-20%   5%-10% 8% 每日补充新

水占泳池容

积的百分数 室外 L/m3·d     10%-15%   10%-15% 10% 

8911 

娱乐

场所 

酒吧、夜

总会、歌

舞厅 

L/人·次 7.4 8 4-30 

  

  10   

8912 
电子游戏

厅 
L/人·次     10 

  
  10   

8913 网吧 L/人·次 5 5 10-20     8   

8920 

室外

滑雪

场 

滑雪场 m
3
/m

2
·a 0.22     

《室外人工滑

雪场节水技术

规范》（GB/T 

30683-2014）

≤0.50 

  0.45   

餐饮业 L/人·餐 13         13   

（14）机关事业单位 

通过对全省省级 48 家、市级、县区级的 34 家机关事业单位的水

平衡测试与用水情况调查统计，总体上用水管理较规范，但个别单位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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存在用水浪费、长流水的现象。 

通过对调查数据的分析，所调查的现状机关用水量较 2011 年用水

定额有所提升，本次对机关事业单位用水定额进行重新修订，见表

3-16。 

表 3-16             机关事业单位用水定额汇总表 

门类 
行业 

名称 

行业 

代码 
用水分类 

定额 

单位 

本次 

调查值 

2011 年 

定额值 
外省定额范围 

拟定 

定额 

S 机关 912 

无食堂、绿化、洗

车等用水的机关

事业单位 

L/人·d 63 45 

35-95 

60 

有食堂、绿化、洗

车等用水的机关

事业单位 

L/人·d 83 65 8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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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工业用水定额 

4.1 概念 

工业用水定额是水资源管理和节约用水管理的基本内容，是确保

用水效率控制红线，遏制用水浪费的控制性指标。以经济手段加强用

水管理，对于节水用水、提高水资源利用效率、增加企业经济效益，

以及促进经济社会可持续发展都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 

4.1.1 定额相关概念 

工业用水指工、矿企业的各部门在生产过程中所用的水量，包

括原料用水、动力用水、冲洗用水、冷却用水、净化、洗涤、锅炉等

生产性用水和企业内部其它用水的总称。 

新水量指在一定时间内，取自水源(含从自来水公司等其他供水

单位获得的)被第一次利用的水量。 

单位产品取水量指生产单位工业产品需提取的新水量。工业生

产的取水量，包括取自地表水、地下水、城镇供水工程，以及企业

从市场购得的其它水或水的产品(如蒸汽、热水、地热水等)，不包

括企业自取的苦咸水，以及企业为供水给企业外部而取用的水量等。 

重复利用率指在一定的计量时间内，生产过程中使用的重复利用

水量(每重复利用一次计算一次)与总用水量之比。（工业生产的重复

利用水量是指工业企业内部，循环利用的水量和直接或经处理后回收

再利用的水量）。 

现有值为我省企业平均水平或国内一般水平，在饮料或者其他行

业相当于三级标准，作为现有企业的考核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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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建值为我省企业先进水平或国内先进水平，在饮料或者其他行

业相当于二级标准，作为新建企业的准入值。 

先进值为国际先进水平或我省领先国内其他企业的先进水平，在

饮料或者其他行业相当于一级标准，作为企业先进性参考值。 

4.1.2 表现形式 

根据具体情况和管理的实际需求确定工业用水定额的表现形式。 

产品用水定额指生产单位产品取用的新水量。 

万元产值（或增加值）用水定额为每创造一万元工业总产值（或

增加值）取用的新水量。 

生产过程用水定额为以产品产量、产品价值形态出现，表示一个

完整的生产过程取用的新水量。 

附属生产用水定额为附属生产用水定额分解于（或分配于）产品

用水定额、万元产值用水定额或生产过程用水定额的数值中，一般不

独立存在。但在企业内部管理和制定工业用水定额时为必定涉及的内

容。 

4.1.3 影响因素 

影响工业用水的因素对用水定额的修订有较大影响，科学分析各

种影响因素，才能制定合理的用水定额。工业用水的影响因素主要有

以下几个方面： 

（1）行业和产品规模的影响 

不同行业的用水指标相差很大，国家公布的火电、化工、纺织、

医药、钢铁、石油、冶金、热力供应等高耗水行业的用水定额比电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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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业用水定额高出几十倍。对于生产相同产品的企业，企业规模的大

小不同，其用水定额也不一样。一般来说，企业生产规模大，技术先

进，水重复利用率高，节水程度就越高，其用水定额就低；而生产规

模小，其用水定额相对就会大些，但用水定额的大小与生产规模之间

的定量关系却很难确定，因此定额不能按产量多少呈现出确定性的变

化。在本次修订用水定额的过程中，将调查到的不合理定额值剔除后，

采用统计分析中的二次平均法，综合分析确定该产品用水定额。 

（2）生产工艺和生产设备的影响 

在工业生产中，生产工艺、生产设备等技术条件，不仅对其产品

的产量、质量有很大影响，而且对其用水量的大小也有很大的影响。

企业的生产工艺先进，水重复利用率高，则产量大、质量高、单位产

品用水量低；如果企业生产工艺和生产设备落后，水重复利用率低，

不仅产量小，质量差，单位产品的用水量也较高。生产用水工艺和生

产设备不是一成不变的，随着技术的进步，人们节水意识的提高，工

艺和设备是会发生变化的，比如火力发电中的空冷机组和湿冷机组在

用水定额上就相差较多。在定额修订中，部分行业以规模大、产量高、

生产工艺和生产设备先进的企业为标准制定定额。  

（3）用水管理水平的影响 

当生产规模接近，生产工艺和生产设备相近的情况下，用水管理

水平的高低，将会直接影响到单位产品用水定额的大小。通过资料调

查发现，龙头企业、大型企业以及计量设施较为完善、管理严格、超

罚节奖的企业，用水水平明显高于省内的其它企业，单位产品用水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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额小于同行业其它企业。 

（4）水资源条件，自然条件的影响 

水资源条件好的地域比水资源条件差的地域单位产品用水定额

大，陇南地区水资源条件较好，其单位产品用水定额高于省内其它地

区。受自然条件的影响，不同季节用水量也有较大差别，一般夏季用

水量较大，春、秋季次之，冬季用水量最小。 

（5）用水水平，节水程度的影响 

用水水平即节水程度的高低对企业用水定额的影响较大，用水水

平愈高，企业的用水定额愈低。用水水平的高低反映在用水的重复利

用率上，一般来讲重复利用率越高，企业的用水水平越高，节水程度

就越高，则用水定额就会越低。通过调查汇总发现，随着重复利用率

提高，单位产品所用新水量总体趋势是降低的。在制定用水定额过程

中，本次采用统计分析中的二次平均法综合分析确定产品用水定额。 

4.2修订说明 

本次工业用水定额修订针对不同规模和工艺流程分别编制现有用

水定额、新建用水定额、先进用水定额，其中现有用水定额主要用于

已建企业的取水许可审批或计划用水指标下达，新建、先进用水定额

主要用于新、改、扩建企业的水资源论证、取水许可审批以及已建企

业的节水水平评价。 

（1）修订成果 

工业用水定额修订根据甘肃省工业结构、生产规模、设备、工艺、

用水管理水平和水资源条件等进行分析制定，基本涵盖了我省钢铁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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产、镍矿开采、卷烟制造业、石油化工、啤酒制造业等支柱产业和电

力、冶金、热力供应、食品饮料、造纸、化工等优势产业中所包含的

主要工业产品。 

按《国民经济行业分类》（GB/T 4754-2011）中分类要求，整理、

分析、计算、广泛征求专家的意见，最后确定了 101 个行业，201 个

产品的用水定额，即在 2011 年工业用水定额的基础上新增 75 个产品，

修订 64 个产品，保持不变 62 个产品。 

（2）修订工作内容 

1）新增工业产品用水定额名称的确定 

修订过程中分别与《2016 年甘肃统计年鉴》规模以上工业行业

名录、主要工业产品名录、《甘肃省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统计公报》

中的主要产品名录对比确定新增工业用水定额主要产品名称。 

2）国家定额与行业用水定额的选用 

2012～2015 年国家颁布了 23 类产品的国家取水定额，修订过程

中，对这 23 类产品定额，直接引用国家标准；对于制定了行业准入条

件的，产品用水定额低于或等于行业准入条件规定的新水消耗量标准；

对于制定了取水定额行业标准、清洁生产标准的行业，结合我省企业

生产实际情况，综合考虑后修订。 

3）产品生产不同规模、工艺用水定额的确定 

根据国家用水定额编制的总体要求，对部分产品针对不同规模和

工艺流程编制用水定额，并按一般用水定额和先进用水定额给出确定

值，增强了工业用水定额的确定性和强制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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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工业产品的分类 

甘肃省工业用水定额根据《国民经济行业分类》（GB/T 4754 -2011）

分类标准进行制定。跨行业的产品按产品属性归类；工业产值用水定

额、生产过程用水定额以其主导产品属性分类；无法确定产品属性时，

按照企业属性分类；基本建设和科研用水归类于工业用水。 

5）用水企业调查样本的确定 

工业用水定额调查样本数据经过了省、市（州）、县三级联审，数

据较可靠，在选用定额调查样本数据时，对用水量偏离正常用水水平

的数据进行了剔除；对重点调查数据，根据现状用水水平，现场对调

查样本的用水量提出质疑，直到获取与生产工艺、用水水平相匹配的

数据。 

6）用水定额基准值的确定 

用水定额以兰州市、嘉峪关市、金昌市、天水市、庆阳市、白银

市等工业基础较好的城市和企业为基准，包括其中的用水量较大、用

水行业比较齐全的地区，进行了大量的实地调查，在参考第一次全国

水利普查成果、建设项目水资源论证、水平衡测试成果，参考多省份

用水定额、国家取水定额标准、清洁生产标准、行业准入条件等资料，

确定了主要技术指标。 

7）用水定额缺项的补充 

依据《甘肃省用水定额评估报告》对工业用水定额覆盖性评估中

提到的未覆盖用水定额行业进行实地调查、收集资料等方式进行补充

修订。其中开采辅助活动，印刷业和记录媒介复制业，通用设备制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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业，铁路、船舶、航空航天和其他运输设备制造业，仪器仪表制造业，

废弃资源综合利用业，机械和设备修理业，燃气生产和供应业受行业

性质、规模属性等因素无法收集行业定额数据，未进行补充修订。 

4.3 工业产品用水定额 

4.3.1 采掘业 

甘肃省矿产资源开采严格依据勘查开发专项规划，合理设置勘查

开发区块，严格控制生产产品用水量，科学安排勘查开发区块的年度

投放次序和数量。加强矿产资源勘查开发准入管理，建立健全勘查开

发准入、退出机制。严格对探矿权、采矿权申请人的资金、技术、设

备、用水定额等资质条件进行审查。每年对已有探矿权、采矿权结合

年检进行一次清理。对达不到行业用水定额要求的按照有关规定予以

处理、清查。 

采掘业是指对固体（如煤和矿物）、液体（如石油）或气体（如天

然气）等自然产生的矿物的采掘。包括地下或地上采掘、矿井的运行，

以及一般在矿址或矿址附近从事的旨在加工原材料的所有辅助性工

作，例如碾磨、选矿和处理，均属本类活动。还包括使原料得以销售

所需的准备工作。不包括水的蓄集、净化和分配，以及地质勘查、建

筑工程活动。 

本次修订采掘业包括煤炭开采和洗选业、石油和天然气开采业、

黑色金属矿采选业、有色金属矿采选业、非金属矿采选业 5 个行业种

类，以及 16 种产品的单位产品取水量及部分产品的生产用水重复利用

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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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煤炭开采和洗选业 

甘肃省煤炭资源开采主要是对地下烟煤、无烟煤的开采，开采方

式为露天机械、半机械采煤，耗水主要为冷却、灭尘、液压装置补水

等，洗选是对采出的烟煤、无烟煤及其他硬煤进行洗选、分级等工序

以提高质量的活动。主要定额成果如下： 

1）煤炭开采 

参照环保部《清洁生产标准 煤炭采选业》（HJ446-2008），其中

资源能源利用指标中按照井工开采和露天开采划分原煤开采方式，井

工煤矿原煤生产水耗在 0.1～0.3 m
3
/t 之间，露天煤矿原煤生产水耗

在 0.2～0.4 m
3
/t 之间。整理收集全国 22 省份有同产品用水定额，定

额数据在 0.18～1.0 m
3
/t 之间，二次平均值 0.33 m

3
/t。我省 2011 版

用水定额 0.34 m
3
/t。煤炭开采用水定额除受机械化程度高低影响，及

开采工艺的升级改进，综合考虑我省情况，井工煤矿开采用水定额采

用《清洁生产标准 煤炭采选业》（HJ446-2008）规范用水定额值为

0.30m
3
/t，生产用水重复利用率 90%。 

2）洗精煤 

依据《清洁生产标准 煤炭采选业》（HJ446-2008），整理收集全国

18 省份同产品用水定额，定额数据在 0.10～0.90 m
3
/t 之间，二次平

均值 0.14 m
3
/t。我省 2011 版用水定额 0.15 m

3
/t。综合考虑我省情况，

拟定洗精煤用水定额现有值为 0.15 m
3
/t、新建值采用邻省青海省定额

值 0.10 m
3
/t。 

（2） 石油和天然气开采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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甘肃省石油天然气勘探开采始于上世纪三十年代，有我国最早的

石油开采生产基地，玉门油田的开发和建设奠定了中国现代石油天然

气工业的基础。石油开采主要采用注水驱油方式进行生产，生产 1t

石油取水量在 1.52～1.85m
3
/t 之间，脱油废水经处理后重复利用率

90%左右。 

原油开采整理收集全国 15 省份同产品用水定额，定额数据在

0.10～6.0 m
3
/t之间，二次平均值 2.6 m

3
/t。2011版用水定额 3.69 m

3
/t。

综合考虑我省情况，拟定石油开采用水定额一般值为 3.0m
3
/t，新建值、

先进值采用邻省青海省数据为 2.0 m
3
/t、1.5 m

3
/t，生产用水重复利

用率为 90%。 

天然气为自喷开采，生产过程中用水量很小，仅为少量辅助及附

属用水，天然气开采整理收集全国 11 省份同产品用水定额，定额数据

在 0.20～5.0 m
3
/t之间，二次平均值 0.95 m

3
/t。2011 版用水定额 0.20 

m
3
/t。综合考虑我省情况，沿用天然气开采用水定额值 0.20m

3
/t。 

（3） 金属矿及非金属矿采选业 

铁矿石整理收集全国 20 省份铁矿开采用水定额，定额数据在

0.15～7.0 m
3
/t 之间，二次平均值 0.67m

3
/t。2011 版用水定额 0.60 

m
3
/t。综合考虑我省铁矿开采生产工艺及技术发展程度，2011 版定额

值已处于先进水平，沿用铁矿石用水定额值 0.60m
3
/t。 

铁精粉参照铁矿采选行业生产指导性标准《清洁生产标准 铁矿采

选业》（HJ/T 294-2006）中选矿工艺用水情况，国内基本值 10m
3
/t，

国内先进值 7m
3
/t，国际先进值为 2m

3
/t。根据我省该行业水资源论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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报告及部分企业用水水平衡图分析，强磁选处理 1t 原矿用水量为 2～

3m
3
，重复利用率达到 80%左右。整理收集全国 10 省份同产品用水定额，

定额数据在 0.90～8.0 m
3
/t 之间，二次平均值 4.5m

3
/t。2011 版同产

品用水定额 2.0 m
3
/t，结合我省铁矿采选行业技术成熟度、节水工艺

不同并参考行业标准，拟定铁矿采选用水定额定额值现有为 7.0m
3
/t，

新建为 2.0m
3
/t。 

钛铁矿开采同理分析并结合实际调查资料计算拟定用水定额现有

值为 3.0m
3
/t。 

（4） 有色金属矿及非金属矿采选业 

甘肃省有色金属矿采选用水定额覆盖行业有铜矿、铅锌矿、镍、

锑、金矿采选；非金属矿采选用水定额覆盖行业为化学矿，各种矿产

开采用水定额具体修定方法同上述煤矿开采、石油天然气开采修定过

程。 

铅锌矿依据《铅锌行业准入条件》、《铅锌行业清洁生产评价指标

体系》等行业规范确定用水定额现有值 1.5 m
3
/t、新建值为 1.0 m

3
/t、

先进值为 0.5 m
3
/t，生产用水重复利用率为 95%。 

在依据《甘肃省行业用水定额》（2011 版）同产品用水定额数据

基础上，整理分析了全国各省份同产品用水定额数据，采用二次平均

法计算各产品定额数值，印证行业用水定额数据的合理性和先进性并

确定沿用 2011 版定额数据。铜矿采选用水定额现有值为 1.0m
3
/t；镍

矿采选用水定额现有值为 2.0m
3
/t，生产用水重复利用率为 90%。粉精

矿用水定额现有值为 7.0m
3
/t，生产用水重复利用率为 24%；无水芒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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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水定额现有值为 3.0m
3
/t，生产用水重复利用率为 48%； 

依据现场实际调查资料数据计算分析确定高岭土产品用水定额值

为 5.9 m
3
/t，萤石粉产品用水定额值为 1.2 m

3
/t。 

依据相关企业论证报告、年度用水总结等资料确定金矿采选用水

定额现有值 1.5 m
3
/t、新建值 1.0m

3
/t、先进值 0.5m

3
/t，生产用水重

复利用率 80%。 

采掘业用水定额见表 4-1。 

表 4-1                 采掘业用水定额汇总表 

行业代

码 
行业名称 

产品名

称 

定额单

位 
现有 新建 

先

进 

生产用水重复利用率

（%） 
说明 

0610 
烟煤和无烟煤开

采洗选 

煤炭 m3/t 0.3     90 
井工煤

矿 

洗精煤 m3/t 0.15 0.10       

0710 石油开采 原油 m3/t 3.0 2.0 1.5 90   

0720 天然气开采 天然气 m3/t 0.2 0.1       

0810 铁矿采选 
铁矿石 m3/t 0.6         

铁精粉 m3/t 7.0 2.0   80 强磁选 

0890 
其他黑色金属矿

采选 

钛铁矿

石 
m3/t 3.0         

0911 铜矿采选 铜矿石 m3/t 1.0         

0912 铅锌矿采选 
铅锌矿

石 
m3/t 1.5 1.0 0.5 95   

0913 镍钴矿采选 镍矿石 m3/t 2     90   

0921 金矿采选 金矿石 m3/t 1.5 1.0 0.5 80   

1020 化学矿开采 

粉精矿 m3/t 7.0     24   

无水芒

硝 
m3/t 3.0     48   

萤石粉 m3/t 1.2         

4.3.2 食品行业 

（1）农副食品加工业 

农副产品是生产淀粉、乳制品、肉制品、饮料、罐头、植物油、

制糖、饲料等食品的主要原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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食品加工工艺基本为：原料-预处理-洗涤-处理-加工-中间产品-

灭菌-包装-产品。食品主要设备是清洗、搅拌、榨汁、混合、提取、

分离、均质、杀菌、包装，同时也有加热、浓缩、蒸馏、结晶、冷却

等。 

农副食品生产的取用水工艺基本为：原料的浸泡水、洗涤水，中

间产品处理水；离子交换柱与膜分离设备处理与洗涤用水；蒸馏、浓

缩、结晶工艺的冷却与冷凝用水；各种设备与包装容器、瓶洗涤水；

车间冲洗水；锅炉房、冷冻机房用水；制纯水设备用水；其他用水（灭

菌）等。定额值确定如下： 

面粉和玉米面磨制、植物油加工、牲畜屠宰、家禽屠宰、肉制品

及副产品加工中的熟肉制品、豆制品制造，通过与调查数据和外省相

关定额与 2011 版整体相差不大，用水定额沿用 2011 版用水定额值。 

饲料加工调查值 0.49 m
3
/t、制糖业白砂糖制造调查值 34 m

3
/t 稍

低于 2011 版，定额采用调查值。 

肉制品及副产品加工新增低温火腿产品，外省有类似产品定额在

30～150m
3
/t，该产品调查值为 40 m

3
/t，拟定低温火腿加工定额值为

40 m
3
/t。 

淀粉及淀粉制品制造外省马铃薯定额在 6.0～25.0m
3
/t之间。《食

品行业用水定额》中马铃薯淀粉一级、二级、三级分别为 8 m
3
/t、10 

m
3
/t、12 m

3
/t。玉米淀粉一级、二级、三级分别为 4 m

3
/t、5 m

3
/t、6 

m
3
/t，木薯淀粉一级、二级、三级分别为 8 m

3
/t、10 m

3
/t、12 m

3
/t。

《食品行业用水定额》严于 2011 版定额, 拟定企业取水定额采用《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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品行业用水定额》中的定额值。 

农副食品加工业用水定额见表 4-2。 

表 4-2             农副食品加工业用水定额汇总表 

行业

代码 
行业名称 产品名称 定额单位 现有 新建 先进 

生产用

水重复

利用率

（%） 

说明 

1310 谷物磨制 
面粉 m3/t 0.46         

玉米面 m3/t 0.2         

1320 饲料加工 饲料 m3/t 0.49         

1331 
食用植物油

加工 
机榨菜籽油 m3/t 0.45         

1340 制糖业 白砂糖 m3/t 34         

1351 牲畜屠宰 

生猪 m3/头 0.6         

牛 m3/头 1.0         

羊 m3/只 0.35         

1352 禽类屠宰 家禽 m
3
/只 0.05         

1353 
肉制品及副

产品加工 

熟肉制品 m3/t 6.0         

低温火腿产品 m3/t 40         

1391 
淀粉及淀粉

制品制造 

马铃薯淀粉 m3/t 12 10 8     

玉米淀粉 m3/t 6.0 5.0 4.0     

木薯淀粉 m3/t 12 10 8     

1392 豆制品制造 豆制品 m3/t 15 10       

（2）食品制造业 

 食品制造业为采用米粉、面粉和其他加工好的谷类为基本原料，

配以辅料，经成型、油炸、烤制而成的各种食品生产活动。定额值确

定如下： 

糕点、面包制造、饼干及其他焙烤食品制造、蔬菜、水果罐头制

造、酱油、食醋及类似制品制造、盐加工，结合外省和 2011 版用水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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额分析，2011 版定额严于《食品行业用水定额》，用水定额沿用 2011

版。 

挂面外省用水定额在 0.9～5.0m
3
/t 之间，2011 版用水定额为

1.8m
3
/t，优于大多数省份和调查值，用水定额现有值沿用 2011 版值。 

消毒鲜奶，调查值为 6 m
3
/t，优于 2011 版的用水定额，《食品行

业用水定额》一级、二级、三级分别为 4 m
3
/t、4.5 m

3
/t、5 m

3
/t，消

毒鲜奶企业取水定额采用《食品行业用水定额》。奶粉产品调查值为

25m
3
/t，高于 2011 版的用水定额，通过同外省（5～70m

3
/t）和《食品

行业用水定额》（先进值为 30 m
3
/t）对比分析，采用调查值 25m

3
/t。 

新增产品巴氏奶，调查的酒泉市好牛乳业食品有限公司用水定额

为 4.2 m
3
/t，该公司工艺较先进成熟，巴氏奶采用调查值。 

新增味精制造和柠檬酸制造按照国家标准《取水定额 第 9 部分：

味精制造》(GB/T 18916.9-2014)制定，味精其现有值为 50 m
3
/t，新

建值为 30 m
3
/t，先进值为 25 m

3
/t；柠檬酸制造现有值为 25 m

3
/t，新

建值为 20 m
3
/t，先进值为 18 m

3
/t。 

食品制造业用水定额见表 4-3。 

表 4-3             食品制造业用水定额汇总表 

行业

代码 
行业名称 产品名称 

定额 

单位 
现有 新建 先进 

生产用

水重复

利用率

（%） 

说明 

1411 糕点、面包制造 
糕点 m3/t 4 3.5 3     

面包 m
3
/t 4 3.5 3     

1419 饼干及其他焙烤食品制造 饼干 m3/t 1.5 1.2 1     

1431 米、面制品制造 挂面 m3/t 1.8   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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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业

代码 
行业名称 产品名称 

定额 

单位 
现有 新建 先进 

生产用

水重复

利用率

（%） 

说明 

1440 乳制品制造 

消毒鲜奶 m3/t 5 4.5 4 68   

奶粉 m3/t 25     68   

酸奶 m3/t 8     68   

巴氏奶 m3/t 4.2     68   

1453 蔬菜、水果罐头制造 蔬菜罐头 m3/t 15         

1461 味精制造 味精 m3/t 50 30 25     

1462 酱油、食醋及类似制品制造 
酱油 m3/t 5 4 3     

食醋 m3/t 7 5       

1469 其他调味品、发酵制品制造 柠檬酸 m3/t 25 20 18     

1494 盐加工 食用盐 m3/t 0.9 0.9 0.5     

（3）酒、饮料和精制茶制造业 

酒精、啤酒、白酒生产属于食品行业耗水量较高产品，主要生产

方式有：酒精生产的高温蒸煮糊化、稀醪低温发酵工艺、发酵成熟醪

常压蒸馏分离工艺、酒精糟分离时采用耗用大量冲洗水的过滤机；啤

酒生产的常压煮沸及不回收冷凝水工艺、低浓度发酵工艺、麦糟用水

稀释后出糟；白酒生产从酒醅蒸馏冷却生产白酒工艺。定额确定如下： 

酒精制造用水定额根据国家标准《取水定额 第 7 部分：GB/T 

18916.7—2014 酒精制造》制定，以谷类署类为原料现有值应不大于

25 m
3
/t、新建值应不大于 15 m

3
/t、先进值应不大于 10 m

3
/t，以糖蜜

类为原料现有值应不大于 30 m
3
/t、新建值应不大于 15 m

3
/t、先进值

应不大于 10 m
3
/t。 

 白酒制造用水定额根据国家标准《取水定额 第 15 部分：白酒制

造》（GB/T 18916.15-2014）制定，原酒（酿造）现有值应不大于 51 m
3
/k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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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建值应不大于 43 m
3
/kL、先进值应不大于 43 m

3
/kL，成品酒（勾兑）

现有值应不大于 7 m
3
/kL、新建值应不大于 6 m

3
/kL、先进值应不大于

6 m
3
/kL。 

啤酒制造用水定额根据国家标准《取水定额  第 6 部分：啤酒制

造》（GB/T 18916.6-2012）制定，啤酒制造现有值应不大于 6.0 m
3
/kL，

新建值应不大于 5.5 m
3
/kL。 

矿泉水、纯净水制造用水定额根据轻工行业标准《饮料制造取水

定额》（QB/T2931-2008）制定，矿泉水一级、二级、三级标准，用水

定额分别不大于 1.6m
3
/t、1.8m

3
/t、2.0m

3
/t，纯净水一级、二级、三

级定额应不大于 2.0m
3
/t、2.5m

3
/t、3.4m

3
/t。 

果菜汁及果菜汁饮料制造用水定额根据轻工行业标准《饮料制造

取水定额》（QB/T2931-2008）制定。 

啤酒制造中麦芽制造、黄酒制造、葡萄酒制造根据《食品行业用

水定额》制定。麦芽制造和葡萄酒制造调查值与 2011 版用水定额接近，

为了提高节水节能效果，本次按照《食品行业用水定额》制定。   

酒、饮料和精制茶制造业用水定额见表 4-4。 

表 4-4      酒、饮料和精制茶制造业用水定额汇总表 

行业

代码 
行业名称 产品名称 

定额

单位 
现有 新建 先进 

生产用

水重复

利用率

（%） 

说

明 

1511 酒精制造 酒精 

谷类、署类 m3/kL 25 15 10     

糖蜜 m3/kL 30 15 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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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业

代码 
行业名称 产品名称 

定额

单位 
现有 新建 先进 

生产用

水重复

利用率

（%） 

说

明 

1512 白酒制造 白酒 

勾兑 m3/kL ≤7 ≤6 ≤6     

酿造 m3/kL ≤51 ≤43 ≤43     

1513 啤酒制造 

啤酒 m3/kl ≤6 ≤5.5       

啤酒麦芽 m3/t 6 5 4     

1514 黄酒制造 黄酒 

规模＜0.5万 t/a m3/t 14 12 10     

规模＞0.5万 t/a m3/t 12 10 8     

1515 葡萄酒制造 

红葡萄酒 红葡萄，液态发酵 m3/t 6 5 4     

白葡萄酒 白葡萄，液态发酵 m3/t 6 5 4     

葡萄原酒 葡萄，只发酵 m3/t 4 3 2     

1521 
碳酸饮料制

造 
碳酸饮料 m3/t 2 1.2 1.1     

1522 
瓶（罐）装饮

用水制造 

纯净水、矿物质水 m3/t ≤3.4 ≤2.5 ≤2     

矿泉水 m3/t ≤2 ≤1.8 ≤1.6     

1523 

果菜汁及果

菜汁饮料制

造 

果菜汁 m3/t 4.5 3 2.5     

果菜汁饮料、特殊用途饮料、风

味饮料 
m3/t 5 3 2.5     

浓缩果菜汁、果菜原浆 m3/t 15 10 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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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业

代码 
行业名称 产品名称 

定额

单位 
现有 新建 先进 

生产用

水重复

利用率

（%） 

说

明 

1524 

含乳饮料和

植物蛋白饮

料制造 

植物蛋白饮料、复合蛋白饮料 m3/t 9 8 6     

含乳饮料 m3/t 8 6 5     

咖啡饮料、植物饮料、奶茶饮料 m3/t 8.5 6 5     

1529 
茶饮料及其

他饮料制造 
茶饮料 m3/t 5 3.5 2.5     

4.3.3 纺织及皮革制造业 

（1）纺织业 

 纺织业一直以来是高耗水、高污染行业。国家出台了相关的行业

准入条件、清洁生产标准、清洁生产评价指标体系及相关的国家标准。

本次定额拟定主要依据最新出台的国家标准和行业标准，并结合 2011

版定额、外省最新定额和调查值确定。 

棉纺纱加工、棉织造加工、针织或钩针编织物印染精加工:主要产

品分别为棉纱、棉布、棉织品（地毯、毛衣等）。结合我省 2011 版定

额和外省定额，拟定用水定额以 2011 版原有定额为现有值，以外省先

进值作为新建值及准入值。 

棉印染精加工外省定额在 100～200m
3
/t 之间。根据《清洁生产标

准 棉印染》（HJ/T185-2006），棉机织印染一、二、三级标准用水定额

应不大于 2.0 m
3
/100m、3.0 m

3
/100m、3.8m

3
/100m，棉针织印染一、二、

三级标准用水定额应不大于 100 m
3
/t、150 m

3
/t、200m

3
/t。国家标准

《取水定额 第 4 部分：纺织染整产品》（GB/T 18916.4-2012）规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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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有产品棉机织印染和棉针织印染取水量分别为 3.0m
3
/100m 和 150 

m
3
/t，新建企业棉机织印染和棉针织印染取水量分别为 2.0m

3
/100m 和

100m
3
/t。国家标准严于清洁生产标准，本次拟定企业用水定额按照国

家标准制定。 

 毛条、毛纺织生产加工用水量较大，本次取水定额制定按照国家

标准《取水定额 第 14 部分：毛纺织产品》（GB/T 18916.14-2014）制

定。 

（2）皮革、毛皮及其制品和制鞋业 

外省牛皮革加工用水范围 0.45～6.0m
3
/标张，羊皮革 0.11～

0.5m
3
/标张，猪皮革 0.12～0.5m

3
/标张。《清洁生产标准 牛轻革》

（HJ448－2008）中牛皮革单位产品取水量 0.32～0.40m
3
/m

2
，《清洁生

产标准 制革工业（羊革）》（HJ560－2010）羊皮革单位产品 0.15～

0.30m
3
/m

2
。通过分析计算拟定猪皮革加工取水定额现有值为 0.3 m

3
/

标张，新建值为 0.2 m
3
/标张，羊皮革加工取水定额现有值为 0.3 m

3
/

标张，新建值为 0.25m
3
/标张，牛皮革加工取水定额现有值为 0.4 m

3
/

标张，新建值为 0.35 m
3
/标张。 

纺织及皮革制造业用水定额见表 4-5。 

表 4-5           纺织及皮革制造业用水定额汇总表 

行业

代码 
行业名称 产品名称 

定额单

位 
现有 新建 先进 

生产用

水重复

利用率

（%） 

说明 

1711 棉纺纱加工 棉纱 m3/t 100     90   

1712 棉织造加工 棉布 m3/100m 3 2   8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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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业

代码 
行业名称 产品名称 

定额单

位 
现有 新建 先进 

生产用

水重复

利用率

（%） 

说明 

1713 
棉印染精加

工 

棉、麻、化纤及混纺机织

物 
m3/100m 3 2       

棉、麻、化纤及混纺针织

物及纱线 
m3/t 150 100       

1721 
毛条和毛纱

线加工 
洗净毛 m3/t 22 18 14     

1722 毛织造加工 

精纺 m3/100m 22 18 12     

粗纺 m3/100m 24 22 14     

绒线 m3/t 105 85       

1762 

针织或钩针

编织物印染

精加工 

手工地毯 m3/万 m2 180 160       

毛衣 m3/万件 500 450       

1763 
针织或钩针

编织品制造 
袜子 m3/万双 160 100       

1910 
皮革鞣制加

工 

猪皮革 m3/标张 0.3 0.2   

65 

  

羊皮革 m3/标张 0.3 0.25     

牛皮革 m3/标张 0.4 0.35     

 

4.3.4 石油化工业 

（1） 石油加工、炼焦加工业 

 1）石油加工。外省最新用水定额在 0.6～2.0m
3
/t 之间，《清洁生

产标准 石油炼制业》（HJ/T 125－2003）用水定额一级、二级、三级

分别为 1.0、1.5、2.0m
3
/t，国家标准《取水定额 第 3 部分：石油炼

制》(GB/T 18916.3-2012)现有应不大于 0.75m
3
/t，新建应不大于

0.60m
3
/t。国家标准严于 2011 版，本次按国家标准制定，拟定石油加

工用水定额现有值为 0.75 m
3
/t，新建值为 0.60m

3
/t，见表 4-6。 

 2）页岩油。民勤县红沙岗工业集中区具有 20 个工业项目，其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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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油页岩矿的开采和提炼，年产量 40 万 t，用水量 22.3 万 m
3
，计算

得出其产品用水定额为 0.53 m
3
/t。经综合分析，本次拟定页岩油现有

值为 1.05 m
3
/t，新建值为 0.60 m

3
/t。 

 3）炼焦。新增产品有焦油、煤制天然气、聚碳酸酯、煤制油、

煤制甲醇、煤制烯烃、焦油加氢产品、半焦（兰炭）。 

我省阿克塞县楚雄矿业用水平衡测试，焦油单位产品新水量为

1.09 m
3
/t；我省恒德化工有限公司单位产品用水量为 4.38 m

3
/t。结

合国家标准焦炭用水定额，拟定焦油企业取用水定额现有值为 1.1 

m
3
/t，新建值为 1.0 m

3
/t。 

煤制天然气 2011 年公布的《“十二五”煤化工示范项目技术规范

（送审稿）》中包含《“十二五”煤化工示范项目能效和能源目标》，对

纳入“十二五”示范的煤化工项目的能源转化效率、综合能耗、吨产

品新鲜用水量加以规定，规定煤制天然气单位产品新鲜水耗不超过

6.9m
3
/（1000Nm

3
）。2014 年国家能源局内部专家会议中对水耗差别化

准入指标中规定，对于煤制天然气项目缺水地区先进值应达到 4.6m
3
/

（1000Nm
3
）。中海油鄂尔多斯煤制天然气 4.53 m

3
/kNm

3
。本次拟定煤制

天然气企业取用水定额现有值为 6.9 m
3
/kNm

3
，新建值为 5 m

3
/

（1000Nm
3
），先进值为 4.6 m

3
/kNm

3
。 

平凉工业区新建项目聚碳酸酯设计用水定额为 7.5 m
3
/t，拜耳上

海化工区聚碳酸酯生产运行用水定额为 8 m
3
/t，天津炼化聚碳酸酯项

目新建用水定额为 7.5 m
3
/t。拟定聚碳酸酯企业取用水定额现有值为

8 m
3
/t，新建值为 7.5 m

3
/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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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4 年国家能源局内部专家会议中对水耗差别化准入指标中规

定，对于煤制油项目认为缺水地区先进值应达到 5.6m
3
/t。收集到国内

中科煤制油单位产品耗水量为 7 m
3
/t，拟定煤制油企业取用水定额现

有值为 8 m
3
/t，新建值为 7 m

3
/t，先进值为 5.6 m

3
/t。 

酒泉钢铁有限责任公司焦油加氢产品单位产品新水量为 3.3 m
3
/t。

陕西煤化工集团神木天元化工有限公司焦油加氢单位产品新水量约在

3.5 m
3
/t。拟定焦油加氢产品现有值为 3.5 m

3
/t，新建为 3.0 m

3
/t。 

《焦炭行业准入条件（2008 年修订）》规定用水定额上限为 2.5 

m
3
/t，《清洁生产标准 半焦行业》(DB65 T3210-2011)中规定的先进水

平为 1.0 m
3
/t，酒泉钢铁有限责任公司半焦单位产品新水量设计为 1.0 

m
3
/t。拟定半焦（兰炭）现有值为 1.0 m

3
/t。 

石油加工、炼焦加工业用水定额见表 4-6。 

表 4-6               石油加工、炼焦加工业用水定额汇总表 

行业代

码 
行业名称 产品名称 

定额单

位 

现

有 

新

建 

先

进 

生产用水重复利用

率（%） 

说

明 

2511 
原油加工及石油

制品制造 

燃料型炼油厂 m3/t 0.75 0.6       

燃料-润滑油型

炼油厂 
m3/t 0.75 0.6       

2512 页岩油 页岩油 m3/t 1.05 0.6       

2520 炼焦 

焦炭 m3/t 2.2 2 1 93   

焦油 m3/t 1.1 1       

煤制天然气 m3/KNm3 6.9 5 4.6     

聚碳酸酯 m3/t 8 7.5       

煤制油 m3/t 8 7 5.6     

煤制甲醇 m3/t 10 8 6   

煤制烯烃 m3/t 30 25 20   

焦油加氢产品 m3/t 3.5 3       

半焦（兰炭） m3/t 1     9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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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化学原料和化学制品制造业 

 1）沿用定额 

无机酸制造中的盐酸、硝酸，无机碱制造中的碳酸钠（纯碱），有

机化学原料制造中的乙烯、甲醇、醋酸、醋酸乙烯、煤制烯烃、甲醇

汽油，氮肥制造中的合成氨，磷肥制造，涂料制造，初级形态的塑料

及合成树脂制造，合成橡胶制造，其他合成材料制造都沿用 2011 版。 

 2）新增定额 

无机盐制造新增产品电石（碳化钙），本次古浪县电石生产用水调

查值为 0.2 m
3
/t。 

 无机化学原料制造新增产品丁二醇。青海省丁二醇酸用水定额为

15m
3
/t，此次调查资料值为 35.6 m

3
/t，拟定丁二醇用水定额现有值为

35 m
3
/t，新建值为 15 m

3
/t。 

3)调查定额 

硫酸制造本次定额严于 2011 版，《重点工业行业用水效率指南》

调研数据平均值为 4.6 m
3
/t，先进值为 4.2 m

3
/t。化工行业标准《硫

酸取水定额》（HG/T 4186-2011）硫铁矿制酸小于等于 4.5 m
3
/t，硫磺

制酸小于等于 3.3 m
3
/t。拟定硫铁矿制硫酸现有值为 4.6 m

3
/t，新建

值为 4.5 m
3
/t，先进值为 4.2 m

3
/t。 

 氮肥制造主要产品尿素本次定额严于 2011 版。甘肃刘化有限公

司合成氨年产量 40 万 t、尿素 70 万 t、甲醇 10 万 t，合成氨单位产

品新水量 12.3m
3
/t、尿素单位产品新水量 2.8 m

3
/t、甲醇单位产品新

水量 9.9 m
3
/t，重复利用率为 97.1%。刘化集团《2016 年度取水工作



 

  49  

 

总结》中合成氨 30 万吨，单位产品耗水量 13 m
3
/t；尿素年产量 26

万吨，单位产品耗水量 3.3 m
3
/t；甲醇年产量 6 万吨，单位产品耗水

量 15 m
3
/t。根据化工行业标准《尿素取水定额》(HG/T 4187-2011)

规定，尿素生产工艺分为气提法和水溶液全循环法，其用水定额分别

不大于 3.3m
3
/t、3.6 m

3
/t。本次拟定尿素现有值为 3.6 m

3
/t，新建值

3.2 m
3
/t，先进值为 2.8 m

3
/t。 

化学原料和化学制品制造业用水定额见表 4-7。 

表 4-7           化学原料和化学制品制造业用水定额汇总表 

行业

代码 

行业名

称 
产品名称 

定额 

单位 
现有 新建 先进 

生产用

水重复

利用率

（%） 

说明 

2611 
无机酸

制造 

硫酸（硫铁矿制酸） m3/t 4.6 4.5 4.2     

硫酸（硫磺制酸） m3/t 3.3 3.1 3.0     

盐酸 m3/t 10         

硝酸 m3/t 12         

2612 
无机碱

制造 

氢氧化钠（烧碱） 
离子膜法 m3/t 26 24       

隔膜法 m3/t 45 38       

碳酸钠

（纯碱） 

氨碱法 淡水化盐 m3/t ≤20         

联碱法 淡水化盐 m3/t ≤22         

2613 
无机盐

制造 

碳酸锶 m3/t 7     90   

电石（碳化钙） m3/t 2 1 0.2     

2614 

有机化

学原料

制造 

乙烯 m3/t 11.3         

甲醇 m3/t 10     96   

醋酸 m3/t 2         

醋酸乙烯 m3/t 8.5         

煤制烯烃(MTO) m3/t 14 12.5       

甲醇汽油 m3/t 25         

丁二醇 m3/t 35 15       

2621 
氮肥制

造 
合成氨 

天然气 m3/t 13 12       

渣油 m3/t 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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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业

代码 

行业名

称 
产品名称 

定额 

单位 
现有 新建 先进 

生产用

水重复

利用率

（%） 

说明 

煤 m3/t 23 23 12     

尿素 m3/t 3.6 3.2 2.8 97   

2622 
磷肥制

造 

磷肥 m3/t 2         

碳铵 m3/t 19         

2641 
涂料制

造 

溶剂型涂料 m3/t 0.2     95   

建筑乳胶漆 m3/t 0.25     80   

水性工业涂料 m3/t 0.35     80   

粉末涂料 m3/t 0.2     95   

（3） 塑料制品业 

塑料板、管、型材制造（PVC）收集全国 17 省份定额数据，范围

为 8～50m
3
/t，二次平均值 15m

3
/t。本次实地调查数据 13m

3
/t（电石法），

此次实地调查甘肃银光化学工业集团有限公司，投产时间 1956 年，企

业年工业增加值 4.6 亿元，调查 2013～2015 年数据，年均生产 PVC

用水量 90 万 m
3
，年均产量 6.92 万吨，调查数据可靠、准确。依据聚

氯乙烯（PVC）化工行业标准《聚氯乙烯取水定额》(HG/T 4189-2011),

确定为一级≤12m
3
/t，二级≤10.5m

3
/t、三级≤9.0m

3
/t。 

结合我省生产工艺及节水技术综合分析，拟定产品名称 PVC 用水

定额值现有 13.0 m
3
/t、新建 10.5 m

3
/t、先进 9.0 m

3
/t。 

塑料制品业用水定额见表 4-8。 

表 4-8                 塑料制品业用水定额汇总表 

行业

代码 
行业名称 产品名称 

定额 

单位 
现有 新建 先进 

生产用

水重复

利用率

（%） 

说明 

2651 
初级形态塑

料及合成树

聚乙烯 m3/t 7         

聚丙烯 m3/t 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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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业

代码 
行业名称 产品名称 

定额 

单位 
现有 新建 先进 

生产用

水重复

利用率

（%） 

说明 

脂制造 

2652 
合成橡胶制

造 
合成橡胶 m3/t 40         

2659 
其他合成材

料制造 
热固性树脂及塑料制品 m3/t 108         

2922 
塑料板、管、

型材制造 

PVC（电石法） m3/t 13 10.5 9.0     

PVC（乙烯氧氯化法） m3/t 11 8.5 7.0   

4.3.5 非金属、金属制造业 

（1） 非金属矿物制品业 

1）水泥制造我省 2011 版用水定额 0.47 m
3
/t，本次实地现场调

查数据值在 0.17～0.98 m
3
/t 之间。综合考虑我省情况，我省水泥生

产用水定额生产工艺先进，准入值要求较高，并采用清洁生产标准一

级定额数据拟定水泥（干法生产）用水定额现有值 0.47m
3
/t、新建值

0.33m
3
/t、先进值 0.30m

3
/t，生产用水重复利用率为 90%。 

2）石灰我省 2011 版用水定额 0.6m
3
/t，邻省青海、宁夏定额为

0.6m
3
/t、0.5m

3
/t，拟定石灰用水定额沿用我省 2011 版定额值 0.6m

3
/t。 

3）石膏整理收集全国 9 省份有同产品用水定额，定额数据在

0.12～0.5m
3
/t 之间，二次平均值 0.21m

3
/t，我省 2011 版用水定额

0.3m
3
/t，结合我省此类产品工艺及节水措施综合分析，拟定石膏用水

定额沿用我省 2011 版定额值 0.3m
3
/t。 

  4）依据行业规范、清洁生产标准、国家标准等规范文件制定用水

定额值。平板玻璃参照环境保护行业标准《清洁生产标准 平板玻璃行

业》(HJ/T 361—2007)中平板玻璃取用水量，见表 4-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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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4-9         HJ/T 361-2007 平板玻璃行业取用水量 

清洁生产指标等级 一级（国际先进） 二级（国内先进） 三级（国内基本） 

新鲜水用量（m³/重量箱） ≤0.1 ≤0.2 ≤0.4 

工业用水重复利用率（%） 100 ≥90 ≥80 

《甘肃省行业用水定额》（2011 版）的平板玻璃用水定额数据

0.38m³/重量箱，优于清洁生产标准三级定额值，拟修定平板玻璃用

水定额值现有 0.38m³/重量箱、新建 0.3m³/重量箱、先进 0.2m³/重

量箱，生产用水重复利用率 80%。 

   5）砼结构构件制造产品名称预制板用水定额现有值为 0.5m
3
/m

3
、

新建值为 0.4m
3
/m

3
（采用邻省青海省定额值）。 

   6）多晶硅用水定额现有值为 2200m
3
/t；产品名称单晶硅用水定额

现有值为 12000m
3
/t、新建值 6000m

3
/t。 

  7）加气砖现场实际调查平凉市新世纪建材有限责任公司，年平均

单位产品用水定额 1.1 m
3
/t，对比全国其他省份同产品定额值，调查

数据准确、可靠，拟定加气砖单位产品现有用水定额为 1.1m
3
/t。 

   8）商品混凝土现场实际调查数据用水定额值范围 0.14～1.7 

m
3
/t，用直线回归法计算调查数据定额值 0.50 m

3
/t，全国 25 省份定

额范围 0.2～2.0 m
3
/t，相似生产工艺邻近省份二次平均值 0.52 m

3
/t，

结合我省同产业实际情况及节水工艺发展水平综合分析，确定产品用

水定额值现有 0.5 m
3
/t、新建 0.3 m

3
/t、先进 0.2 m

3
/t。 

非金属矿物制品业用水定额值见表 4-10。 

 

 



 

  53  

 

表 4-10         非金属矿物制品业用水定额汇总表 

行业代

码 
行业名称 

产品名

称 
定额单位 现有 新建 

先

进 

生产用水重复利用

率（%） 

说

明 

3011 水泥制造 水泥 m3/t 0.47 0.33 0.3 88   

3012 石灰和石膏制造 
石灰 m3/t 0.6         

石膏 m3/t 0.3         

3021 水泥制品制造 
商品混

凝土 
m3/m3 0.5 0.3 0.2     

3022 砼结构构件制造 预制板 m3/m3 0.5 0.4       

3029 
其他水泥类似制品

制造 
加气砖 m3/万块 1.1         

3041 平板玻璃制造 
平板玻

璃 

m3/重量

箱 
0.38 0.3 0.2 ≥80   

3099 
其他非金属矿物制

品制造 

多晶硅 m3/t 2200         

单晶硅 m3/t 12000 6000       

（2） 黑色金属冶炼和压延加工业 

1）生铁冶炼 

《清洁生产标准 钢铁行业（高炉炼铁）》(HJ/T 427-2008)中炼铁

的取用新水量见表 4-11。 

表 4-11        HJ/T 427-2008 钢铁行业（高炉炼铁）取用水量 

清洁生产指标等级 一级（国际先进） 二级（国内先进） 三级（国内基本） 

生产取水量 m³/t ≤1.0 ≤1.5 ≤2.4 

工业用水重复利用率% ≥98 ≥97 

24 省份该产品用水定额数据，定额范围为 1.0～11.6 m
3
/t，2011

版用水定额数据 8m
3
/t，结合我省同产业实际情况及节水工艺发展水平

综合分析，本次产品名称生铁用水定额值采用清洁生产标准中定额数

据，现有 2.4 m
3
/t、新建 1.5m

3
/t、先进 1.0m

3
/t。 

2）炼铁烧结 

《清洁生产标准 钢铁行业（烧结）》(HJ/T 426-2008)中炼铁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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取用新水量见表 4-12。 

表 4-12          HJ/T 426-2008 钢铁行业（烧结）取用水量 

清洁生产指标等级 一级（国际先进） 二级（国内先进） 三级（国内基本） 

生产取水量 m³/t ≤0.25 ≤0.3 ≤0.35 

周边省份该产品用水定额在 0.35～0.6m
3
/t，2011 版用水定额数

据 0.21m
3
/t，我省炼铁行业烧结工艺及节水水平已达到先进水准，结

合我省同产业实际情况及节水工艺发展水平综合分析，本次产品名称

生铁用水定额值采用清洁生产标准中定额数据，现有 0.35 m
3
/t、新建

0.30m
3
/t、先进 0.21m

3
/t。 

3）炼钢 

国家标准《取水定额  第 2 部分：钢铁联合企业》 (GB/T 

18916.2-2012)中吨钢取水量，普通钢定额值现有为 4.9m
3
/t，先进为

4.5 m
3
/t；特殊钢定额值现有为 7.0 m

3
/t，先进为 4.5 m

3
/t。见表 4-13。 

调查甘肃酒钢集团公司炼钢消耗新水实现 3.73m
3
/t，与国家用水

定额值对比已达到全国先进水平。结合我省同产业实际情况及节水工

艺发展水平综合分析，拟定炼钢（普通钢）用水定额值现有 4.9m
3
/t、

新建 4.5m
3
/t、先进 3.73m

3
/t，炼钢（特殊钢）用水定额值现有 7.0m

3
/t、

新建 4.5m
3
/t、先进 4.2m

3
/t。 

表 4-13       GB/T 18916.2-2012 钢铁联合企业吨钢取水定额标准 

名称 吨钢取水量/（m³/t） 

现有 
普通钢厂 4.9 

特殊钢厂 7.0 

新建 
普通钢厂 4.5 

特殊钢厂 4.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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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其他 

   铸铁加工件、碳钢轧才、不锈钢实际调查甘肃酒钢集团公司，企

业生产工艺成熟、节水技术先进，调查收集 2013～2015年实际用水量

数据及单位产品产量，对比全国其他省份同产品定额值，调查数据准

确、可靠，拟定铸铁加工件单位产品现有用水定额为 25m
3
/t、碳钢轧

才单位产品现有用水定额为 0.5m
3
/t、不锈钢单位产品现有用水定额为

1.5m
3
/t。 

硅铁、铬铁参照环境保护行业标准《清洁生产标准 钢铁行业（铁

合金）》(HJ 470—2009)中硅铁、铬铁取用水量见表 4-14。 

 

 表 4-14       HJ 470-2009 钢铁行业（铁合金）取用水量 

清洁生产指标等级 一级（国际先进） 二级（国内先进） 三级（国内基本） 

硅铁 

单位产品（m³/t） 5.0 8.0 10.0 

工业用水重复利用

率% 
≥95 ≥90 

铬铁 

高碳铬铁（m³/t） 5.0 8.0 10.0 

中低微碳铬铁（m³/t） 1.0 2.0 3.0 

结合我省同产业实际情况及节水工艺发展水平综合分析，拟依据

清洁生产标准中定额数据修定硅铁产品用水定额值现有 10.0m³/t、

新建 8.0m³/t、先进 5.0m³/t，生产用水重复利用率≥90%，高碳铬铁

产品用水定额值现有 10.0m³/t、新建 8.0m³/t、先进 5.0m³/t，中低

微碳铬铁产品用水定额值现有 3.0m³/t、新建 2.0m³/t、先进 1.0m³/t。 

黑色金属冶炼和压延加工业用水定额见表 4-15。 

 



 

  56  

 

表 4-15      黑色金属冶炼和压延加工业用水定额汇总表 

行业

代码 
行业名称 产品名称 

定额 

单位 
现有 新建 先进 

生产用水重

复利用率（%） 
说明 

3110 炼铁 
生铁 m3/t 2.4 1.5 1 ≥97   

烧结 m3/t 0.3 0.25 0.21     

3120 炼钢 
普通钢 m3/t 4.9 4.5 3.73     

特殊钢 m3/t 7.0 4.5 4.2     

3130 
黑色金属 

铸造 
铸铁加工件 m3/t 25         

3140 钢压延加工 
碳钢轧材 m3/t 0.5         

不锈钢 m3/t 1.5         

3150 铁合金冶炼 

硅铁 m3/t 10 8 5 ≥90   

铬

铁 

高碳铬铁 m3/t 10 8 5     

中低微碳铬铁 m3/t 3.0 2.0 1.0     

（3） 有色金属冶炼和压延加工业 

我省有色金属冶炼和压延加工业覆有铅锌冶炼、铝冶炼、金冶炼，

依据行业规范、清洁生产标准、国家标准等规范文件确定相关用水定

额值。 

1）铜冶炼阴极铜 

铜冶炼阴极铜产品参照国家标准《取水定额 第 18 部分：铜冶炼

生产》(GB/T 18916.18-2015)中对单位产品取用新水的规定，见表

4-16。 

表 4-16          GB/T 18916.18—2015 铜冶炼业取用新水量 

铜冶炼国家标准 定额单位 现有 新建 先进 

阴极铜产品 

铜精矿→阴极铜 m
3
/t ≤20 ≤18 ≤16 

含铜二次资源→阴极铜 m
3
/t ≤1.2 ≤1.0 ≤0.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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外省定额为 20～68 m
3
/t，结合我省同产业实际情况及节水工艺

发展水平综合分析，拟依据国家标准中定额数据修定铜冶炼阴极铜产

品铜精矿→阴极铜用水定额值现有 20m³/t、新建 18m³/t、先进 16m³/t，

产品含铜二次资源→阴极铜用水定额值现有 1.2m³/t、新建 1.0m³/t、

先进 0.8m³/t。 

2）铅锌冶炼 

锌锭参照环保标准《清洁生产标准  粗铅冶炼业》 (HJ 

512—2009)、《铅锌行业清洁生产评价指标体系》中对该产品单位产品

取用新水量规定，见表 4-17，表 4-18。 

《清洁生产评价指标体系》中定额数据修定锌冶炼产品火法炼锌

用水定额 8m³/t，生产用水重复利用率 90%，湿法炼锌用水定额值现有

4m³/t，生产用水重复利用率 90%，见表 4-19。 

国家标准《取水定额 第 19 部分： 铅冶炼生产》(GB/T 18916.19

—2015)中对单位产品取用新水的规定。 

表 4-17     HJ 512—2009 粗铅冶炼业清洁生产工艺及取用新水量 

清洁生产指标等级 一级（国际先进） 二级（国内先进） 三级（国内基本） 

冶炼工艺 直接炼铅 

水口山炼铅法+鼓

风炉、富氧顶吹炉

+鼓风炉等 

鼓风烧结机烧结-鼓风

炉还原熔炼工艺、密闭

鼓风炉熔炼等 

单位产品新水耗量 t/t ≤10 ≤15 ≤25 

工业用水重复利用率% ≥98 ≥95 ≥9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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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4-18     铅锌行业清洁生产评价指标体系铅锌冶炼取用新水量 

    新水用水量 m
3
/t 工业用水重复利用率% 

铅冶炼 
烧结-鼓风炉熔炼 10 92 

直接熔炼 8 92 

锌冶炼 
火法炼锌 8 90 

湿法炼锌 4 90 

表 4-19          GB/T 18916.19—2015 铅冶炼取用新水量 

铅冶炼国家标准 定额单位 现有 新建 先进 

铅 

铅精矿→粗铅 m
3
/t ≤4.5 ≤4 ≤3 

铅精矿→电解铅 m
3
/t ≤6 ≤5 ≤3.6 

结合我省同产业实际情况及节水工艺发展水平综合分析，拟依据

国标中定额数据修定铅冶炼产品铅精矿→粗铅用水定额值现有 4.5m³

/t、新建 4m³/t、先进 3m³/t，铅精矿→电解铅用水定额值现有 6m³/t、

新建 5m³/t、先进 3.6m³/t。 

3）铝冶炼 

国家标准《取水定额  第 16 部分：电解铝生产》（ GB/T  

18916.16-2014）中对电解铝生产企业取水定额的规定见表 4-20。 

表 4-20        GB/T 18916.16-2014 电解铝生产企业取水定额 

  现有企业 新建企业 先进企业 

单位电解原铝液取水量（m³/t） 3.5  2.5  1.3  

单位重熔用铝锭取水量（m³/t） 4.0  3.0  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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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家标准《取水定额  第 12 部分：氧化铝生产》（ GB/T 

18916.12-2012）中对氧化铝生产企业取水定额的规定见表 4-21。 

表 4-21         GB/T 18916.12-2012 氧化铝生产企业取水定额 

氧化铝产品生产（定额单位）  现有企业 新建企业 先进企业 

拜耳法（m³/t） 3.5 2.5 1.5 

烧结法（m³/t） 5 4 3 

联合法（m³/t） 4 3 2 

结合我省同产业实际情况及节水工艺发展水平综合分析，依据国

家标准中定额数据确定铝冶炼产品用水定额。 

  5）黄金冶炼 

黄金冶炼参照甘肃大冶公司西和县大桥金矿水资源论证报告中用

水定额值，并参照邻近省份相似生产工艺的资料数据综合分析、相互

印证，确定用水定额现有值 120 m
3
/kg、新建值 120m

3
/kg、先进值

60m
3
/kg。 

  6）氯化稀土 

氯化稀土现场实际调查甘肃稀土新材料股份有限公司 2013～

2015 年实际用水量数据及单位产品产量，调查数据准确、可靠，拟定

氯化稀土单位产品现有用水定额为 42 m
3
/t。 

7）其他 

依据《甘肃省行业用水定额》（2011 版）同产品用水定额数据，

整理全国各省份同产品用水定额数据，二次平均法计算各产品定额数

值，印证用水定额数据的合理性和先进性，确定沿用 2011 版定额的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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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色金属包装物用水定额值为 0.1m
3
/t；轿车整车制造用水定额值

为 18m
3
/辆；绝缘电线用水定额值为 4m

3
/km；集成电路用水定额值为

9.4m
3
/万元。 

依据现场实际调查资料数据计算分析确定产品用水定额有： 

折弯机等锻压机床，现场实际调查收集 2013～2015 年实际用水

量数据及单位产品产量，结合我省同产业企业生产工艺及节水技术综

合分析，拟定折弯机等锻压机床单位产品现有用水定额为 7.8m
3
/台。 

半导体，现场实际调查收集 2013～2015 年实际用水量数据及单

位产品产量，调查用水定额 1.7m
3
/万只，收集整理全国 3 省份同产品

用水定额数据，二次平均值 2.24m
3
/万只，结合我省同产业企业生产

工艺及节水技术综合分析，拟定半导体产品用水定额值现有 1.7m
3
/

万只。 

参照《甘肃省用水定额评估报告》确定的产品用水定额有： 

发电机单位产品用水定额 460 m
3
/万 kw，变压器单位产品用水定

额 500 m
3
/万 kw。 

有色金属冶炼和压延加工业用水定额见表 4-22。 

表 4-22          有色金属冶炼和压延加工业用水定额汇总表 

行业

代码 
行业名称 产品名称 

定额 

单位 
现有 新建 先进 

生产用

水重复

利用率

（%） 

说

明 

3211 铜冶炼 
阴极铜产

品 

铜精矿→阴极铜 m3/t ≤20 ≤18 ≤16     

含铜二次资源→

阴极铜 
m
3
/t 

≤

1.2 
≤1.0 ≤0.8     

3212 铅锌冶炼 
锌锭 

火法炼锌 m3/t 8     90   

湿法炼锌 m3/t 4     90   

铅 铅精矿→粗铅 m3/t ≤ ≤4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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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业

代码 
行业名称 产品名称 

定额 

单位 
现有 新建 先进 

生产用

水重复

利用率

（%） 

说

明 

4.5 

铅精矿→电解铅 m3/t ≤6 ≤5 ≤3.6     

3216 铝冶炼 

氧化铝 

拜耳法 m3/t 3.5 2.5 1.5     

烧结法 m3/t 5 4 3     

联合法 m3/t 4 3 2     

电解铝 
电解原铝液 m3/t 3.5 2.5 1.3     

重熔用铝锭 m3/t 4 3 1.7     

3221 金冶炼 黄金 m3/kg 120 120 60     

3232 
稀土金属冶

炼 
氯化稀土 m3/t 42         

3333 
金属包装容

器制造 
有色金属包装物 m3/t 0.1         

3422 
金属成形机

床制造 
折弯机等锻压机床 m3/台 7.8         

3610 
汽车整车制

造 
轿车整车制造 m3/辆 18         

3811 
发电机及发

电机组制造 
发电机 m3/万 kw 460         

3821 

变压器、整流

器和电感器

制造 

变压器 m3/万 kw 500         

3831 
电线、电缆制

造 
绝缘电线 m3/km 4         

3962 
半导体分立

器件制造 
半导体 m3/万只 1.7         

3963 
集成电路制

造 
集成电路 m3/万元 9.4         

4.3.6 电力、热力、燃气及水生产和供应业 

水力发电是指通过水电站将水能转换成电能的生产活动。火力发

电用水定额参考国家标准、行业标准，同时结合我省火电企业生产工

艺及节水技术确定用水定额。国家标准《取水定额 第 1 部分：火力

发电》（GB/T 18916.1-2012）中单位发电量取水量，见表 4-23，表

4-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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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4-23  GB/T 18916.1-2012：单位发电量取水量定额指标 单位：立方米每兆瓦时 

机组冷却形式 单机容量＜300MW 单机容量 300MW 级 
单机容量 600MW 

级及以上 

循环冷却 3.2 2.75 2.4 

直流冷却 0.79 0.54 0.46 

空气冷却 0.95 0.63 0.53 

我省水力发电用水定额收集整理《刘家峡水电厂 2015 年度发电

取水情况总结》、《甘肃大唐白龙江发电有限公司 2015 年度取水情况

总结》等汇报总结文件，同时结合我省水电企业生产工艺及节水技术

确定水力发电用水定额值 5.2m
3
/Kw.h。 

表 4-24  GB/T 18916.1-2012：单位装机容量取水量定额指标 单位：立方米每秒百万千瓦   

                                                     

机组冷却形式 单机容量＜300MW 单机容量 300MW 级 
单机容量 600MW 级及

以上 

循环冷却 0.88 0.77 0.77 

直流冷却 0.19 0.13 0.11 

空气冷却 0.23 0.15 0.13 

太阳能发电是指通过光伏电站机房消耗于汽机凝汽器冷却、化学

补给的水量。目前我国太阳能热发电尚在示范阶段，对太阳能热发电

水耗也未作出明确规定，我省太阳能发电用水定额收集整理《甘肃金

塔 50MW 槽式太阳能热发电示范工程水资源论证报告书》（兰州大学 

2011 年 12 月），项目工程规模 50MW，年生产用新水量 53.41 万 m
3
，

年发电量 10040 万 Kw.h，结合我省其他小规模光电企业生产工艺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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节水技术，拟定太阳能发电用水定额值 6L/Kw.h，生产用水重复利用

率 97%。 

供热收集整理全国 16 省份定额数据范围在 1.2～1.8 m³/GJ 之

间，本次定额现有值采用 2011 版定额数据 1.2m³/GJ。自来水用水定

额值采用 2011 版定额数据 1.1m³/m³。电力、热力、燃气及水生产和

供应业用水定额见表 4-25。 

表 4-25     电力、热力、燃气及水生产和供应业用水定额汇总表 

行业

代码 
行业名称 产品名称 定额单位 现有 

重复利用

率（%） 

4411 火力发电 

单

位

发

电

量 

循环冷

却供水

系统 

单机容量＜300MW m3/Mw.h 3.2   

单机容量 300MW级 m3/Mw.h 2.75   

单机容量 600MW级及以上 m3/Mw.h 2.4   

空气冷

却供水

系统 

单机容量＜300MW m3/Mw.h 0.95   

单机容量 300MW级 m3/Mw.h 0.63   

单机容量 600MW级及以上 m3/Mw.h 0.53   

单

位

装

机

容

量 

循环冷

却供水

系统 

单机容量＜300MW m3/(s.Gw) 0.88   

单机容量 300MW级 m3/(s.Gw) 0.77   

单机容量 600MW级及以上 m3/(s.Gw) 0.77   

空气冷

却供水

系统 

单机容量＜300MW m3/(s.Gw) ＜0.20 95 

单机容量 300MW级 m3/(s.Gw) ＜0.11 95 

单机容量 600MW级及以上 m3/(s.Gw) ＜0.10 93 

4412 水力发电 水力发电 m3/Kw.h 5.2   

4415 
太阳能发

电 
光伏发电 L/Kw.h 6 97 

4430 
热力生产

和供应 
供热 m3/GJ 1.2   

4610 
自来水生

产和供应 
自来水 m3/m3 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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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3.7 其他制造业 

（1）烟草制品业 

      烟草近几年甘肃省产量在 500 亿支左右，通过对烟草行业生产

主要企业用水量调查，调查值为 0.6m
3
/万支。外省卷烟用水定额值在

0.2～6.0m
3
/万支，同 2011 版相比此次调查值优于 2011 版卷烟生产

用水定额。拟定卷烟生产企业取水定额现有值为 0.6 m
3
/万支。 

（2）医药制造业 

化学药品原药及制剂制造主要产品中成药生产，外省相关产品用

水定额值与 2011 版定额值相差不大，本次沿用 2011 版定额值。 

新增化学药品原料药制造定额值采用国家标准《取水定额 第 10

部分：医药产品》（GB/T 18916.10-2006），维生素 C值应不大于 235m
3
/t，

青霉素工业盐值不应大于 480m
3
/t。见表 4-26。 

表 4-26           医药制造业用水定额汇总表 

行业

代码 
行业名称 产品名称 

定额

单位 
现有 

新

建 

先

进 

生产用水

重复利用

率（%） 

说明 

2710 
化学药品原

料药制造 

维生素 C 
化学原料

药 
m3/t ≤235         

青霉素工业

盐 

化学制药

中间体 
m

3
/t ≤480         

2720 
化学药品制

剂制造 
右旋糖璇原料药 m3/瓶 1         

2740 中成药生产 
六味地黄丸 m3/瓶 1.08         

中成药 m3/t 66         

（3）造纸和纸制品业 

造纸和纸制品业按照国家标准《取水定额 第 5 部分：造纸产品》

（GB/T 18916.5-2012），同时结合 2011 版和《国家重点行业用水效率



 

  65  

 

指南》，拟定现有值、新建值和先进值。见表 4-27 

新增新闻纸、印刷书写纸、生活用纸、包装用纸取水定额采用国

家标准《取水定额 第 5 部分：造纸产品》（GB/T 18916.5-2012）。机

械木浆和漂白化学非木浆依据 2011 版值制定，现有值严于国家标准。 

表 4-27        木材加工及制品、造纸和纸制品业用水定额汇总表 

行业

代码 
行业名称 产品名称 

定额单

位 
现有 新建 先进 

生产用

水重复

利用率

（%） 

说明 

2029 
其他人造板

制造 
细木工板 m3/m3 1.6         

2211 木竹浆制造 

漂白化学木浆 m3/t 70 54 25     

本色化学木浆 m3/t 50       

机械木浆 m3/t 30 23 17     

2212 
非木竹浆制

造 

漂白化学非木浆 m3/t 100 85 60     

脱墨废纸浆 m3/t 25 24 23     

未脱墨废纸浆 m3/t 20 15 10     

2231 
纸和纸板容

器制造 

白纸板 m3/t 30 24 14     

箱纸板 m3/t 25 16 10     

瓦楞原纸 m3/t 25 22 10     

2239 
其他纸质品

制造 

新闻纸 m3/t 16 12 11     

印刷书写纸 m3/t 30 25 20     

生活用纸 m3/t 30 30 12     

包装用纸 m3/t 20 18 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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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农业用水定额 

农业用水按不同用水内容分为灌溉用水、牲畜用水及渔业养殖用

水。 

灌溉用水分为农田灌溉用水、林业灌溉用水、草地灌溉用水。 

5.1 概念 

（1）灌溉用水：包括农作物、林果、牧草和青贮饲料等植物灌

溉用水，分地表水灌溉和地下水灌溉（井灌）两大类。 

（2）灌溉用水定额：反映灌溉单位产品（或用水单元）全过程

的合理取水量，由净灌溉定额、斗渠（或井口）及以下渠系输水损失

和田间损失组成。 

（3）农村牲畜用水定额：在一定时间内农村饲养牲畜的用水量

（指新水量）的限额。 

5.2 农作物种植概况 

甘肃省农作物大部分地区分为夏禾和秋禾两季，多数地区只能种

一季。黄河以东多为冬小麦，河西冬小麦较少，多为春小麦。栽培小

麦关键的需水月份主要为九月、十一月及来年的四、五月份。九月上

旬至十月份为冬小麦播种期，北部偏早南部偏晚。九月降水量的多寡

决定着播期墒情的好坏，前期八月降水量也有一定的影响。十月后期

及十一月降水相当于小麦冬灌，能促进小麦壮苗，有利于越冬。小麦

拔节、孕穗的四、五月份，是小麦成长的主要阶段，因此也是需水最

关键的月份。 

对于大秋作物，四、五月份为播种期，要求有较好墒情。夏至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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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为幼苗坐棵阶段。七、八月份高温季节，为大秋作物主要生长期，

要求多雨。另外，在此期间正是夏禾黄熟季节（河西地区约迟 20 天

左右），略旱一些有利于籽粒饱满，也不致因多雨而使小麦倒伏、病

害造成减产。 

从上面的分析及历年实际发生的情况看，主要有春旱（四、五月

份）、初夏旱（六月）、伏旱（七、八月）及秋旱（九、十月）。我省

旱情以春旱为主，其影响大、危害严重。年降水量在 500mm 以下地区，

包括陇东北部、陇中的中部及北部受旱最为严重。河西地区农业主要

靠灌溉，但在无水库调节的情况下，五、六月份河水流量偏小，灌溉

用水也比较紧张，特别是石羊河流域更是如此。其次是伏旱，主要影

响陇东、陇中及陇南部分地区，秋旱一般发生较少。 

5.3 节水灌溉发展概况 

甘肃深居内陆腹地，地处黄土高原、蒙古高原和青藏高原交汇地

带，具有典型的大陆季风气候，降水稀少，水资源匮乏，且时空分布

不均，是全国缺水最严重的地区之一。进入新世纪后，随着水利事业

的发展，甘肃省十分重视农业节水工作，先后建成了大量管灌、喷灌、

微灌工程，高效节水灌溉面积显著增加，节水灌溉初具规模。近年来，

通过河西走廊高效节水示范、高效节水专项工程、小农水重点县等项

目大力发展高效节水灌溉，实现了由规模扩张型向效率与效益提升并

重型转变，农业用水效率明显提升。尽管如此，一方面，我省是一个

水资源严重短缺的省份，且受全球气候变暖影响，河西地区水资源总

量呈下降趋势，同时国家分配给我省的黄河水用水指标短期内很难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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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的突破。另一方面，水资源需求的刚性增长是一个不可逆转的趋势，

全省生产、生活和生态用水需求量越来越大。而生产用水中，农业灌

溉用水占到 80%。因此，节水就成为解决我省水资源短缺问题根本的、

也是唯一的出路。 

我省从 20 世纪 90 年代开始引进示范喷灌、滴灌和管道输水灌

溉等先进高效节水灌溉技术，相继实施了以大型灌区续建配套与节水

改造、重点中型灌区节水改造、节水增效示范项目、日元贷款节水灌

溉项目、黑河流域综合治理项目、农牧区节水灌溉示范项目等为重点

的节水灌溉项目，分区域因地制宜地推广管灌、喷灌、滴灌等节水技

术，改进田间灌水技术，优化作物灌溉制度，同时积极推进水利工程

产权制度改革，对提高灌溉水利用效率与效益，缓解水资源供需矛盾

发挥了重要作用。 

目前，我省高效节水灌溉形成了以石羊河、黑河流域重点治理为

基础，以河西走廊国家级高效节水灌溉示范区项目为引领，依托小农

水重点县项目、规模化节水增效示范县项目、高效节水灌溉专项工程、

牧区高效节水灌溉示范项目等快速发展的格局。 

总体而言，我省高效节水灌溉面积所占比例仍然较低，灌溉基础

设施还有待进一步完善，农田灌溉保证率还需要不断提高。高效节水

灌溉事业还有很大的发展空间和前景。因此，发展和推广节水灌溉技

术的发展不仅是我省节约水资源的需要，也是农业现代发展的需要，

是实现我省社会经济全面进步和突破的必经之路。 

5.4 修订说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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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4.1 分区 

此次灌溉用水分区仍延用 2011 年用水定额的分区形式，即将全

省分为五大片，但局部片区范围结合实际进行了适当调整，即原陇南

天水片调整为陇南片，天水市的县区分别划归陇中片和陇南片，同时

将甘南临夏片部分县划归陇南片。见表 5-1。 

表 5-1    甘肃农业用水定额分区表 

分区名 分区包括市县（区） 

河西片 
酒泉市、嘉峪关市、张掖市、金昌市、武威市凉州区、民勤县、

古浪县 

陇东片 平凉市、庆阳市 

陇中片 
兰州市、白银市、定西市、天水市（秦安县、甘谷县、清水县、

张家川）、武威市天祝县 

甘南临夏片 

 

甘南州（除迭部县、舟曲县）、临夏州 

 
陇南片 陇南市、天水市的麦积区与秦州区、甘南州迭部县、舟曲县 

5.4.2 修订说明 

在定额的制定过程中，既考虑当地水资源及其经济条件，又考虑

较为先进灌区主要农作物的灌溉定额，以及用水总量控制及农业节水

目标综合考虑制定。通过完善用水管理制度、健全计量设施、合理调

配水资源、合理轮灌，采取渠道防渗、土地平整、改进沟畦规格等措

施，所制定的农业灌溉定额基本可以满足作物生长需要。 

（1）本次现状灌溉用水采用典型性调查方式，共调查了全省范

围内42个灌区24种主要农作物2013～2015年的灌溉用水数据。调查内

容包括各类灌区每年作物种类、种植总面积、河灌面积、井灌面积、

各类作物种植面积、种植比例、种植方式、灌水方法、灌水次数、灌

水量、年降水量、蒸发量、作物产量、产值以及田间节水措施、各灌

区灌溉水利用系数、年灌水水量、灌溉水量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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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根据水源不同，将灌区分为自流灌区、井灌区、提水灌区、

蓄水灌区、混灌区；根据灌溉方式不同，分为畦灌、沟灌、喷灌、滴

灌、管灌、块灌、日光温室滴灌等。 

（3）对基础资料按以上分区进行分析、整理、纠错，剔除灌溉

用水量失实或代表性较差的资料，提高资料的准确性、可靠性、真实

性。 

5.4.3 计算方法 

（1）现状农业灌溉用水量 

应用面积加权法，以本区范围内各灌区的某类作物在各种灌溉方

式下的灌水量（或灌溉水量）所应用的面积为权重，分析计算本区各

类作物现状综合灌水定额（或综合灌溉定额）： 

其公式：   m =∑mi,jsi,j /∑si,j 

式中：     m——灌水定额（或灌溉定额），m
3
/亩； 

           i——灌水方式编号，i=1、2、3、……、N1； 

           j——灌区编号，j=1、2、3、……、N2； 

mi,j——j灌区的某作物采用第 i种灌水方式时的灌

水量（或灌溉水量）， m
3
/亩； 

            Si,j——j灌区的某作物采用第 i种灌水方法时的灌

溉面积 ，亩； 

N1——灌水方式总数； 

N2——灌区总数。 

（2）中等干旱年农业灌溉用水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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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省农业灌溉除河西地区以外，一般为补充降水之不足而进行的

补充灌溉，因此灌溉水量与有效降水量密切相关。用计算得到的

2013～2015年3年的农业灌溉现状用水定额的均值作为平水年（年降

水量保证率50%）的现状用水定额，再用相应的设计频率来计算中等

干旱年（年降水量保证率为75%）的现状灌溉定额: 

其公式：     M2= (N1—N2)/ 10
3
×667 +M1                 

式中：       M1——平水年的灌溉定额 ，m
3
/亩； 

M2——中等干旱年的灌溉定额 ， m
3
/亩； 

N1——平水年的有效降水量， mm； 

N2——中等干旱年的有效降水量，mm。 

河西地区的农业灌溉基本上不依靠降水，属完全灌溉。用计算得

到的2013～2015年农业灌溉现状用水定额的均值作为平水年（山区来

水量保证率50%）的现状用水定额。同时通过调查发现，由于不依靠

降水，河西地区在中等干旱年（山区来水量保证率为75%）的农业灌

溉只是相对于在平水年（山区来水量保证率50%）时缩减了灌溉面积，

而灌溉定额并无变化，因此，河西地区在平水年（山区来水量保证率

50%）的灌溉定额与中等干旱年（山区来水量保证率为75%）的灌溉定

额相等。 

5.5 农业用水定额 

5.5.1 农业灌溉用水定额 

本次修订通过对全省 42 个不同类型的灌区现状用水数据的分析

计算，充分考虑中小规模农户的生产技术条件和水平，依据全省水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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源综合规划、农业发展规划、节水灌溉规划、水利普查等资料，结合

相关高效节水灌溉实验资料和《甘肃省用水定额评估报告》分别对五

大片的农业灌溉定额进行了修订、补充和完善。 

（1） 河西片 

河西片主要农作物为春小麦、冬小麦、玉米、蔬菜等，本次主要

对河西片自流灌区、井灌区的 50%降水保证率下春小麦的畦灌灌溉定

额、玉米的畦灌、沟灌、块灌灌溉定额、蔬菜的畦灌、块灌灌溉定额、

马铃薯的沟灌灌溉定额进行了修订，补充了葡萄的沟灌、滴灌灌溉定

额、中药材的沟灌灌溉定额、瓜类的沟灌、滴灌、块灌灌溉定额等，

见表 5-2。 

表 5-2                河西片主要作物用水定额修订表            单位：m
3
/亩 

作物 

名称 
保证率 灌溉方式 

2011年定额 修订定额 

自流灌区 井灌区 自流灌区 井灌区 

灌溉 

定额 

灌水 

定额 

灌溉 

定额 

灌水 

定额 

灌溉 

定额 

灌水 

定额 

灌溉 

定额 

灌水 

定额 

春小麦 50% 

畦灌 360 65 360 65 350 63 350 63 

沟灌                 

管灌         300 50 300 50 

块灌 380 70 380 70 380 70 380 70 

玉米 50% 

畦灌 460 90 460 90 440 88 440 88 

沟灌 420 70 420 70 400 68 400 68 

管灌         350 55 350 55 

大田滴灌     300 20 300  20  300 20 

块灌 480 95 480 95 460 92 460 92 

蔬菜 50% 

畦灌 450 45 450 45 430 43 430 43 

沟灌 410 40 410 40 410 40 410 40 

块灌 530 55 530 55 510 52 510 52 

管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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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物 

名称 
保证率 灌溉方式 

2011年定额 修订定额 

自流灌区 井灌区 自流灌区 井灌区 

灌溉 

定额 

灌水 

定额 

灌溉 

定额 

灌水 

定额 

灌溉 

定额 

灌水 

定额 

灌溉 

定额 

灌水 

定额 

日光温室滴灌 320 14 320 14 320 14 320 14 

马铃薯 50% 

畦灌                 

沟灌 280 40 280 40 260 38 260 38 

管灌                 

块灌                 

葡萄 50% 

畦灌                 

沟灌         400 40 400 40 

滴灌         300 30 300 30 

管灌                 

块灌             

药材 50% 

畦灌                 

沟灌         330 60 330 60 

管灌         300  50  300  50 

块灌                 

瓜类 50% 

畦灌                 

沟灌     320 40 320 40 320 40 

滴灌         260 20 260 20 

块灌     350 65 350 65 350 65 

（2） 陇中片 

陇中片主要农作物为春小麦、冬小麦、玉米、蔬菜等，本次主要

对陇中片自流灌区、提水灌区、井灌区的春小麦 75%降水保证率下的

畦灌灌溉定额、玉米 75%降水保证率的畦灌灌溉定额进行了修订，对

蔬菜 50%降水保证率和 75%降水保证率的沟灌灌溉定额进行了补充，

对马铃薯 50%降水保证率和 75%降水保证率下的畦灌、沟灌灌溉定额

进行了修订，补充了各类灌区中药材 50%降水保证率和 75%降水保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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率下的沟灌灌溉定额，见表 5-3。 

表 5-3                  陇中片主要作物用水定额修订表            单位：m
3
/亩 

作

物

名

称 

保

证

率 

灌溉 

方式 

2011年定额 修订定额 

自流灌区 提水灌区 井灌区 自流灌区 提水灌区 井灌区 

灌溉

定额 

灌水

定额 

灌溉

定额 

灌水

定额 

灌溉

定额 

灌水

定额 

灌溉

定额 

灌水

定额 

灌溉

定额 

灌水

定额 

灌溉

定额 

灌水

定额 

春

小

麦 

50% 

畦灌 270 55 270 55 270 55 270 55 270 55 260 53 

沟灌                         

喷灌     90 30 90 30     90 30 90 30 

块灌 300 60 300 60 300 60 300 60 300 60 300 60 

75% 

畦灌 310 65 310 65 310 65 320 67 320 67 310 65 

沟灌                         

喷灌     110 30 110 30     110 30 110 30 

块灌 350 70 350 70 350 70 350 70 350 70 350 70 

玉

米 

50% 

畦灌 270 55 270 55 270 55 270 55 270 55 260 53 

沟灌                         

块灌 300 60 300 60 300 60 300 60 300 60 300 60 

75% 

畦灌 310 65 310 65 310 65 330 68 330 68 310 65 

沟灌                         

块灌 350 70 350 70 350 70 350 70 350 70 350 70 

蔬

菜 

50% 

畦灌 360 40 360 40 360 40 360 40 360 40 360 40 

沟灌             330 38 330 38 330 38 

块灌 400 45 400 45 400 45 400 45 400 45 400 45 

日光温

室滴灌 
320 14 320 14 320 14 320 14 320 14 320 14 

75% 

畦灌 400 45 400 45 400 45 400 45 400 45 400 45 

沟灌             370 42 370 42 370 42 

块灌 450 50 450 50 450 50 450 50 450 50 450 50 

日光温

室滴灌 
320 14 320 14 320 14 320 14 320 14 320 14 

马

铃

薯 

50% 

畦灌     230 45 230 45 230 45 230 45 230 45 

沟灌     200 40 200 40 200 40 200 40 200 40 

块灌                         

日光温

室滴灌 
                        

75% 

畦灌     270 50 270 50 270 50 270 50 270 50 

沟灌     240 40 240 40 240 40 240 40 240 40 

块灌                         

日光温

室滴灌 
                        

中

药
50% 

畦灌                         

沟灌             270 40 270 40 270 4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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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

物

名

称 

保

证

率 

灌溉 

方式 

2011年定额 修订定额 

自流灌区 提水灌区 井灌区 自流灌区 提水灌区 井灌区 

灌溉

定额 

灌水

定额 

灌溉

定额 

灌水

定额 

灌溉

定额 

灌水

定额 

灌溉

定额 

灌水

定额 

灌溉

定额 

灌水

定额 

灌溉

定额 

灌水

定额 

材 块灌                         

75% 

畦灌                         

沟灌             300 45 300 45 300 45 

块灌                         

（3） 陇东片 

陇东片主要农作物为春小麦、冬小麦、玉米、蔬菜等，本次主要

对陇东片自流灌区、提水灌区、井灌区的冬小麦 50%降水保证率和 75%

降水保证率下的块灌灌溉定额进行了补充，对蔬菜 50%降水保证率和

75%降水保证率的畦灌灌溉定额进行了修订，对马铃薯 50%降水保证

率和 75%降水保证率下的畦灌、沟灌灌溉定额进行了补充，补充了各

类灌区油料 50%降水保证率和 75%降水保证率下的畦灌、沟灌灌溉定

额，见表 5-4。 

表 5-4                   陇东片主要作物用水定额修订表          单位：m
3
/亩 

作

物

名

称 

保

证

率 

灌溉 

方式 

2011年定额 修订定额 

自流灌区 提水灌区 井灌区 自流灌区 提水灌区 井灌区 

灌溉

定额 

灌水

定额 

灌溉

定额 

灌水

定额 

灌溉

定额 

灌水

定额 

灌溉

定额 

灌水

定额 

灌溉

定额 

灌水

定额 

灌溉

定额 

灌水

定额 

冬

小

麦 

50% 

畦灌 250 50 250 50 250 50 250 50 250 50 250 50 

沟灌                         

喷灌     60 30 60 30     120 30 120 30 

块灌             280 55 280 55 280 55 

75% 

畦灌 300 60 300 60 300 60 300 60 300 60 300 60 

沟灌                         

喷灌     80 30 80 30     160 30 160 30 

块灌             330 65 330 65 330 65 

蔬 50% 畦灌 340 40 340 40 340 40 360 42 360 42 360 4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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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

物

名

称 

保

证

率 

灌溉 

方式 

2011年定额 修订定额 

自流灌区 提水灌区 井灌区 自流灌区 提水灌区 井灌区 

灌溉

定额 

灌水

定额 

灌溉

定额 

灌水

定额 

灌溉

定额 

灌水

定额 

灌溉

定额 

灌水

定额 

灌溉

定额 

灌水

定额 

灌溉

定额 

灌水

定额 

菜 沟灌                         

块灌                         

日光温

室滴灌 
320 14 320 14 320 14 320 14 320 14 320 14 

75% 

畦灌 380 50 380 50 380 50 400 52 400 52 400 52 

沟灌                         

块灌                         

日光温

室滴灌 
320 14 320 14 320 14 320 14 320 14 320 14 

马

铃

薯 

50% 

畦灌             210 42 210 42 210 42 

沟灌             180 38 180 38 180 38 

块灌                         

75% 

畦灌             250 48 250 48 250 48 

沟灌             220 38 220 38 220 38 

块灌                         

油

料 

50% 

畦灌             210 42 210 42 210 42 

沟灌             180 38 180 38 180 38 

块灌                         

75% 

畦灌             250 48 250 48 250 48 

沟灌             220 38 220 38 220 38 

块灌                         

 

（4） 甘南临夏片 

甘南临夏片主要农作物为春小麦、玉米、蔬菜等，本次主要对甘

南临夏片自流灌区、提水灌区、井灌区的马铃薯 50%降水保证率和 75%

降水保证率下的沟灌灌溉定额进行了补充，对林地 50%降水保证率和

75%降水保证率下的块灌灌溉定额进行了补充，见表 5-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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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5-5               甘南临夏片主要作物用水定额修订表         单位：m
3
/亩 

作

物

名

称 

保证

率 

灌溉

方式 

2011年定额 修订定额 

自流灌区 提水灌区 井灌区 自流灌区 提水灌区 井灌区 

灌溉

定额 

灌水

定额 

灌溉

定额 

灌水

定额 

灌溉

定额 

灌水

定额 

灌溉

定额 

灌水

定额 

灌溉

定额 

灌水

定额 

灌溉

定额 

灌水

定额 

马

铃

薯 

50% 

畦灌                         

沟灌             140 30 140 30 140 30 

块灌                         

75% 

畦灌                         

沟灌             160 35 160 35 160 35 

块灌                         

林

地 

50% 

畦灌                         

沟灌                         

块灌             120 50 120 50 120 50 

75% 

畦灌                         

沟灌                         

块灌             130 50 130 50 130 50 

（5） 陇南片 

陇南片主要农作物为春小麦、冬小麦、玉米、蔬菜等，本次主要

对陇南片自流灌区、提水灌区、井灌区的马铃薯 50%降水保证率和 75%

降水保证率下的畦灌、沟灌灌溉定额进行了补充，对烟草和茶叶 50%

降水保证率和 75%降水保证率下的畦灌、微灌灌溉定额进行了补充，

对水稻 50%降水保证率和 75%降水保证率下的块灌灌溉定额进行了补

充，见表 5-6。 

表 5-6           陇南片主要作物用水定额修订表            单位：m
3
/亩 

作

物

名

称 

保

证

率 

灌溉

方式 

2011年定额 修订定额 

自流灌区 提水灌区 井灌区 自流灌区 提水灌区 井灌区 

灌溉

定额 

灌水

定额 

灌溉

定额 

灌水

定额 

灌溉

定额 

灌水

定额 

灌溉

定额 

灌水

定额 

灌溉

定额 

灌水

定额 

灌溉

定额 

灌水

定额 

马

铃

薯 

50% 

畦灌                   

沟灌             180  35 180  35  180  35  

块灌                         

75% 

畦灌                   

沟灌             200  40  200  40  200  40  

块灌                         

烟 50% 畦灌             150 50 150 50 150 5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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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

物

名

称 

保

证

率 

灌溉

方式 

2011年定额 修订定额 

自流灌区 提水灌区 井灌区 自流灌区 提水灌区 井灌区 

灌溉

定额 

灌水

定额 

灌溉

定额 

灌水

定额 

灌溉

定额 

灌水

定额 

灌溉

定额 

灌水

定额 

灌溉

定额 

灌水

定额 

灌溉

定额 

灌水

定额 

草 微灌                 135 20 135 20 

块灌                         

75% 

畦灌             180 50 180 50 180 50 

微灌                 155 20 155 20 

块灌                         

茶

叶 

50% 

畦灌             150 50 150 50 150 50 

微灌                 85 15 85 15 

块灌                         

75% 

畦灌             210 50 210 50 210 50 

微灌                 135 15 135 15 

块灌                         

水

稻 

50% 

畦灌                         

沟灌                         

块灌             380 60 380 60 380 60 

75% 

畦灌                         

沟灌                         

块灌             410 70 410 70 410 70 

5.5.2 牲畜用水定额 

牲畜用水参考《村镇供水工程设计规范》（SL687-2014）、外省

定额及调查数据，同时考虑到随着圈养数量的扩大，用水量呈增长趋

势，对我省各类牲畜用水定额进行了调整并增加了奶牛养殖的用水定

额，见表 5-7。 

表 5-7                 甘肃省牲畜用水定额表 

类 别 单位 调查值 平均值 
国家相关标 

准及规范 

外省 

定额 
修订定额 

大牲畜 L/头.d 38～60 52 30～50 40～60 60 

奶牛 L/头.d 70～100 80 70～120 70～120 100 

猪 L/头.d 18～43 30 20～30 25～50 35 

羊 L/只.d 2.5～12 7.8 5～10 5.0～10 9.0 

家禽 L/只.d 0.1～1.5 0.8 0.5～2.0 0.5～4.0 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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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5.3 渔业用水定额 

通过调查数据计算，结合周边省份渔业养殖用水数据分析，全省

划分为河西片、陇中和陇东片、陇南片和甘南临夏片确定了鱼塘年补

水定额。见表 5-8。 

表 5-8                甘肃省渔塘补水定额表                    单位：m
3
/亩 

区域 补水定额 

河西片 1400-1600 

陇中、陇东片 1100～1300 

陇南片、甘南临夏片 600-8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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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甘肃省行业用水定额（2017 版） 

1. 甘肃省生活用水定额表 

 

表 1-1           甘肃省城镇居民生活用水地域分类表 

地域分类 包括市区 

一类 兰州市的城关区、七里河区、安宁区、西固区、兰州新区 

二类 

秦州区、麦积区、白银区、嘉峪关市、金川区、红古区、敦煌市、肃

州区、甘州区、凉州区、西峰区、崆峒区、安定区、平川区、玉门市、

临夏市、合作市、武都区 

三类 其余县市区 

 

 

 

 

表 1-2            甘肃省城镇居民生活用水居民楼设施水平分类表 

类型 设施水平 

A 型 平房及简易楼房（指给排水和卫生设施不到户的楼房） 

B 型 无淋浴设备的楼房 

C 型 有淋浴设备的楼房 

D 型 高级住宅（指给排水和卫生设施齐全，有集中供热水的住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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甘肃省城镇居民生活用水定额表 

表 1-3                                                          单位：L/人·d 

住宅类型 一类地域 二类地域 三类地域 全省综合 

A型 95 90 85 90 

B型 100 95 90 95 

C型 110 100 90 100 

D型 130 120 110 120 

综合 115 105 95 105 

 

甘肃省农村居民生活用水定额表 

表 1-4                                                          单位：L/人.d 

类 别 用水定额 备注 

水源水量充足地区 60   

水源水量缺乏地区 4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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甘肃省城镇公共生活用水定额 

表 1-5    

门类 行业名称 
行业

代码 
用水分类 定额单位 用水定额 备注 

D 取暖 4430 水暖 
m3/供暖

期·10m2 
0.8-1.2   

E 建筑业 4700 

砖混结构 m3/m2 1.0   

框架结构 m3/m2 1.3   

钢构彩钢瓦 m3/m2 0.4   

E 
建筑装饰

业 
5010 

民用建筑 m3/m2 0.05   

工矿企业厂房 m3/m2 0.35   

办公楼、写字楼、综合楼 m3/m2 0.45   

其他 m3/m2 0.20    

F 
商业 

零售业 

5211 大型 m³/㎡·年 1.2 
营业面积≥

5000 ㎡ 

5212 中小型 m³/㎡·年 1.4 
营业面积≤

5000 ㎡ 

G 
铁路(高

铁)客运 
5310 

列车洗刷 
人工 m³/辆 3   

自动 m³/辆 30   

车站旅客生活 

中间车站 m³/d 5   

一等 m³/d 30   

特等 m³/d 100   

列车卧具洗涤 m³/百套 5   

旅客食品加工 m³/吨 5   

高铁流动旅客 L/人·次 12   

G 
道路运输

业 

5420 公路旅客运输 

轿车 L/辆·d 80/30 4-9/10-3 月  

中型客车 L/辆·d 100/50 4-9/10-3 月  

微型车 L/辆·d 80/30 4-9/10-3 月  

大客车 L/辆·d 100/80 4-9/10-3 月  

5430 道路货物运输 
大货车 L/辆·d 100/80 4-9/10-3 月  

中型货车 L/辆·d 100/50 4-9/10-3 月  

G 
航空运输

业 
561 

航空客货运输 m³/架·d 10   

航站楼 L/人·次 3   

G 仓储业 5990 室内冷藏 m³/t·d 0.05   

H 住宿业 
6110 

四五星宾馆 L/床·d 400 

  
二三星宾馆 L/床·d 300 

一星宾馆 L/床·d 200 

6120 一般旅馆 L/床·d 9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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甘肃省城镇公共生活用水定额 

续表 1-5  

门类 行业名称 
行业

代码 
用水分类 定额单位 

用水 

定额 
备注 

H 正餐服务 6210 

高档餐厅 L/人·餐 40 面积 3000m
2 以上 

中档餐厅 L/人·餐 30 面积 1000-3000m
2 

一般餐馆 L/人·餐 20 面积 1000m
2 以下 

西餐厅 L/人·餐 20   

H 快餐服务 6220 盒饭、小吃、粥、粉、面之类 L/人·餐 12   

H 
饮料及冷

饮服务 
6230 

茶馆、咖啡馆 L/m2·d 10   

酒吧 L/m2·d 8   

其他饮料及冷饮服务 L/m2·d 13   

N 
环境卫生

管理 
7820 公厕 L/人·次 6   

N 绿化管理 7840 

园林绿化业 
1、4季度 L/m2·d 1.0   

2、3季度 L/m2·d 3.0   

环境卫生业 

路面喷洒 

1、4季度 L/m2·d 1.0   

2、3季度 L/m2·d 2.0   

N 
公园和游览

景区管理 
7851 公园、动物园、植物园  L/m2·d 0.6   

O 托儿所 7920 

有住宿 L/人·d 55   

无住宿 L/人·d 25   

工作人员 L/人·d 80   

O 
居民服务

业 
7940 理发 L/人·次 20   

O 洗浴 7950 

淋浴 L/人·次 100 《洗浴场所节水技术

规范》（GB/T 

30682-2014） 

盆浴 L/人·次 140 

桑拿 L/人·次 180 

O 保健 7960 足疗 L/人·次 60   

O 
其他居民

服务业 
7990 干洗 

L/kg 干衣

物 
50   

O 洗车 8190 

高压水枪冲洗 

小型车 L/辆·次 40 

《洗车场所节水技术

规范》（GB/T 

30681-2014） 

中型车 L/辆·次 60   

大型车 L/辆·次 80   

循环用水冲洗补水 

小型车 L/辆·次 20 包含污水收集与处

理装置，水循环装

置用水，水的重复

利用率>80% 

中型车 L/辆·次 30 

大型车 L/辆·次 40 

抹车、微水冲洗 

小型车 L/辆·次 9   

中型车 L/辆·次 11   

大型车 L/辆·次 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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甘肃省城镇公共生活用水定额 

续表 1-5   

门类 行业名称 
行业

代码 
用水分类 

定额单

位 
用水定额 备注 

P 幼儿园 8210 

有住宿 L/人·d 50   

无住宿 L/人·d 25   

工作人员 L/人·d 70   

P 小学 8221 
住宿 L/人·d 50   

无住宿 L/人·d 30   

P 中学 823 
住宿 L/人·d 60   

无住宿 L/人·d 30   

P 大专院校 824 

住宿 
有淋浴 L/人·d 120   

无淋浴 L/人·d 90 以在校学生和

教师人数为基

数 
非住宿（走读） L/人·d 50 

Q 

综合医

院、 

社区医疗 

8311 

三级医院 L/床·d 700-800   

二级医院 L/床·d 500-600   

一级医院 L/床·d 400-500   

一级以下医院 L/床·d ≤400   

8316 疗养院 L/床·d 300   

8321 社区卫生服务中心 L/床·d 200   

R 

文化、体

育、娱乐

业 

8720 影剧院 L/人·场 4   

8731 图书馆 L/m2·d 5   

8750 博物馆 

展厅用水 L/m2·d 3   

员工用水 L/人·班 30   

观众用水 L/人·次 3   

8820 体育场馆 
运动员 L/人·d 40   

观众 L/人·d 3   

8890 游泳场馆 

室内 L/m3·d 8% 每日补充新水占

泳池容积的百分

数 
室外 L/m3·d 10% 

8911 

娱乐场所 

酒吧、夜总会、

歌舞厅 
L/人·次 10   

8912 电子游戏厅 L/人·次 10   

8913 网吧 L/人·次 8   

8920 室外滑雪场 
滑雪场 m3/m2·a 0.45 

《室外人工滑

雪场节水技术

规范》（GB/T 

30683-2014） 

餐饮业 L/人·餐 13   

S 机关 912 
无食堂、绿化、洗车等用水的机关事业单位 L/人·d 60   

有食堂、绿化、洗车等用水的机关事业单位 L/人·d 8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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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甘肃省工业用水定额表 

甘肃省工业用水定额 

表 2-1    

行业

代码 

行业 

名称 
产品名称 定额单位 

用水定额 

现有 新建 先进 

重复

利用

率（%） 

备注 

0610 
烟煤和无烟煤开

采洗选 

煤炭 m3/t 0.3     90 井工煤矿 

洗精煤 m3/t 0.15 0.10       

0710 石油开采 原油 m3/t 3 2 1.5 90   

0720 天然气开采 天然气 m3/t 0.2 0.1       

0810 铁矿采选 
铁矿石 m3/t 0.6         

铁精粉 m3/t 7 2   80 强磁选 

0890 
其他黑色金属矿

采选 
钛铁矿石 m3/t 3         

0911 铜矿采选 铜矿石 m3/t 1         

0912 铅锌矿采选 铅锌矿石 m3/t 1.5 1 0.5 95   

0913 镍钴矿采选 镍矿石 m3/t 2     90   

0921 金矿采选 金矿石 m3/t 1.5 1 0.5 80   

1020 化学矿开采 

粉精矿 m
3
/t 7     24   

无水芒硝 m3/t 3     48   

萤石粉 m3/t 1.2         

1310 谷物磨制 
面粉 m3/t 0.46         

玉米面 m3/t 0.2         

1320 饲料加工 饲料 m3/t 0.49         

1331 食用植物油加工 机榨菜籽油 m3/t 0.45         

1340 制糖业 白砂糖 m3/t 34         

1351 牲畜屠宰 

生猪 m3/头 0.6         

牛 m3/头 1         

羊 m3/只 0.35         

1352 禽类屠宰 家禽 m3/只 0.05         

1353 
肉制品及副产品

加工 

熟肉制品 m3/t 6         

低温火腿产品 m3/t 40         

1391 
淀粉及淀粉制品

制造 

马铃薯淀粉 m3/t 12 10 8   《食品行业用水定

额》（用水定额系列

丛书） 

玉米淀粉 m3/t 6 5 4   

木薯淀粉 m3/t 12 10 8   

1392 豆制品制造 豆制品 m3/t 15 10       

1411 糕点、面包制造 

糕点 m3/t 4 3.5 3   《食品行业用水定

额》（用水定额系列

丛书） 
面包 m3/t 4 3.5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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甘肃省工业用水定额 

续表 2-1    

行业

代码 

行业 

名称 
产品名称 

定额 

单位 

用水定额 

现有 新建 先进 
重复利用

率（%） 
备注 

1419 
饼干及其他焙

烤食品制造 
饼干 m3/t 1.5 1.2 1   

《食品行业用水定

额》（用水定额系

列丛书） 

1431 米、面制品制造 挂面 m3/t 1.8   1.5     

1440 乳制品制造 

消毒鲜奶 m3/t 5 4.5 4 68 《食品行业用水定

额》（用水定额系

列丛书） 

奶粉 m3/t 25     68 

酸奶 m3/t 8     68 

巴氏奶 m3/t 4.2     68   

1453 
蔬菜、水果罐头

制造 
蔬菜罐头 m3/t 15       

《食品行业用水定

额》（用水定额系

列丛书） 

1461 味精制造 味精 m3/t 50 30 25   

《取水定额 第 9

部分：味精制造》 

(GB/T 

18916.9-2014) 

1462 
酱油、食醋及类

似制品制造 

酱油 m3/t 5 4 3   《食品行业用水定

额》（用水定额系

列丛书） 
食醋 m3/t 7 5     

1469 
其他调味品、发

酵制品制造 
柠檬酸 m3/t 25 20 18   

《取水定额 第 23

部分：柠檬酸制造》

(GB/ 

T18916.23-2015) 

1494 盐加工 食用盐 m3/t 0.9 0.9 0.5   

《食品行业用水定

额》（用水定额系

列丛书） 

1511 酒精制造 酒精 

谷类、署

类 
m3/kL 25 15 10   

《取水定额 第 7

部分：酒精制造》

（GB/T 

18916.7-2014） 
糖蜜 m3/kL 30 15 10   

1512 白酒制造 白酒 

勾兑 m3/kL ≤7 ≤6 ≤6   《取水定额 第 15

部分： 白酒制造》

（GB/ T 

18916.15-2014） 

酿造 m3/kL ≤51 ≤43 ≤43   

1513 啤酒制造 

啤酒 m3/kl ≤6 ≤5.5     《取水定额 第 6

部分：啤酒制造》

（GB-T 

18916.6-2012） 

啤酒麦芽 m3/t 6 5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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甘肃省工业用水定额 

续表 2-1    

行业

代码 

行业 

名称 
产品名称 

定额 

单位 

用水定额 

现有 新建 先进 
重复利

用率（%） 
备注 

1514 黄酒制造 黄酒 

规模＜0.5

万 t/a 
m3/t 14 12 10   《食品行业用水

定额》（用水定

额系列丛书） 
规模＞0.5

万 t/a 
m3/t 12 10 8   

1515 葡萄酒制造 

红葡萄

酒 

红葡萄，液

态发酵 
m3/t 6 5 4     

白葡萄

酒 

白葡萄，液

态发酵 
m3/t 6 5 4     

葡萄原

酒 

葡萄，只发

酵 
m3/t 4 3 2     

1521 碳酸饮料制造 碳酸饮料 m3/t 2 1.2 1.1     

1522 
瓶（罐）装饮用水

制造 

纯净水、矿物质水 m3/t ≤3.4 ≤2.5 ≤2   

《果蔬汁类及其

饮料》（GB/T 

31121-2014），

《饮料制造取水

定额》

（QB/T2931-200

8） 

矿泉水 m3/t ≤2 ≤1.8 ≤1.6   

1523 
果菜汁及果菜汁

饮料制造 

果菜汁 m3/t 4.5 3 2.5   

果菜汁饮料、特殊用途

饮料、风味饮料 
m3/t 5 3 2.5   

浓缩果菜汁、果菜原浆 m
3
/t 15 10 8   

1524 
含乳饮料和植物

蛋白饮料制造 

植物蛋白饮料、复合蛋

白饮料 
m3/t 9 8 6   

含乳饮料 m3/t 8 6 5   

咖啡饮料、植物饮料、

奶茶饮料 
m3/t 8.5 6 5   

1529 
茶饮料及其他饮

料制造 
茶饮料 m3/t 5 3.5 2.5   

1620 卷烟制造 卷烟 m3/万支 0.6     90   

1711 棉纺纱加工 棉纱 m3/t 100     90   

1712 棉织造加工 棉布 m3/100m 3 2   85   

1713 棉印染精加工 

棉、麻、化纤及混纺机

织物 
m3/100m 3 2     

《取水定额 第4

部分：纺织染整

产品》（GB/T 

18916.4-2012） 

棉、麻、化纤及混纺针

织物及纱线 
m3/t 150 100     

1721 
毛条和毛纱线加

工 
洗净毛 m3/t 22 18 14   

《取水定额 第

14 部分：毛纺织

产品》（GB/T 

18916.14-2014） 1722 毛织造加工 

精纺 m3/100m 22 18 12   

粗纺 m3/100m 24 22 14   

绒线 m3/t 105 8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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甘肃省工业用水定额 

续表 2-1    

行业

代码 

行业 

名称 
产品名称 定额单位 

用水定额 

现有 新建 
先

进 

重复利

用率（%） 
备注 

1762 
针织或钩针编织

物印染精加工 

手工地毯 m3/万 m2 180 160     原料为毛纱，不包括洗

毛及染色工序 毛衣 m3/万件 500 450     

1763 
针织或钩针编织

品制造 
袜子 m3/万双 160 100       

1910 皮革鞣制加工 

猪皮革 m3/标张 0.3 0.2   

65 

  

羊皮革 m3/标张 0.3 0.25     

牛皮革 m3/标张 0.4 0.35     

2029 人造板制造 细木工板 m3/m3 1.6         

2211 木竹浆制造 

漂白化学木浆 m3/t 70 54 25   

《取水定额 第 5部分：

造纸产品》（GB/ 

T18916.5-2002）  

本色化学木浆 m3/t 50 
  

  

机械木浆 m3/t 30 23 17   

2212 非木竹浆制造 

漂白化学非木浆 m3/t 100 85 60   

脱墨废纸浆 m3/t 25 24 23   

未脱墨废纸浆 m3/t 20 15 10   

2231 
纸和纸板容器制

造 

白纸板 m3/t 30 24 14   

箱纸板 m3/t 25 16 10   

瓦楞原纸 m3/t 25 22 10   

2239 其他纸质品制造 

新闻纸 m3/t 16 12 11   

印刷书写纸 m3/t 30 25 20   

生活用纸 m3/t 30 30 12   

包装用纸 m3/t 20 18 15   

2511 
原油加工及石油

制品制造 

燃料型炼油厂 m3/t 0.75 0.6     《取水定额 第 3部分：

石油炼制》（GB/ 

T 18916.3—2012）  
燃料-润滑油型炼油厂 m3/t 0.75 0.6     

2512 页岩油 页岩油 m3/t 1.05 0.6       

2520 炼焦 

焦炭 m3/t 2.2 2 1 93   

焦油 m3/t 1.1 1       

煤制天然气 m3/KNm3 6.9 5 4.6     

聚碳酸酯 m3/t 8 7.5       

煤制油 m3/t 8 7 5.6     

煤制甲醇 m3/t 10 8 6   

煤制烯烃 m3/t 30 25 20   

焦油加氢产品 m3/t 3.5 3       

半焦（兰炭） m3/t 1     95   

2611 无机酸制造 

硫酸（硫铁矿制酸） m3/t 4.6 4.5 4.2     

硫酸（硫磺制酸） m3/t 3.3 3.1 3.0     

盐酸 m3/t 10         

硝酸 m3/t 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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甘肃省工业用水定额 

续表 2-1    

行业

代码 

行业 

名称 
产品名称 

定额

单位 

用水定额 

现有 新建 先进 
重复利

用率（%） 
备注 

2612 无机碱制造 

氢氧化钠（烧碱） 

离子膜法 m3/t 26 24     《烧碱取水定

额》（HG/T 4000

—2008） 
隔膜法 m3/t 45 38     

碳酸钠

（纯碱） 

氨碱

法 
淡水化盐 m3/t ≤20       《纯碱取水定

额》（HG/T 3998

—2008） 
联碱

法 
淡水化盐 m3/t ≤22       

2613 无机盐制造 
碳酸锶 m3/t 7     90 

 
电石（碳化钙） m3/t 2 1 0.2     

2614 
有机化学原

料制造 

乙烯 m3/t 11.3       

《取水定额第 13

部分： 乙烯生

产》（GB/ T 

18916.13—

2012） 

甲醇 m3/t 10     96   

醋酸 m3/t 2         

醋酸乙烯 m
3
/t 8.5         

煤制烯烃(MTO) m3/t 14 12.5       

甲醇汽油 m3/t 25         

丁二醇 m3/t 35 15       

2621 氮肥制造 
合成氨 

天然气 m3/t 13 12     《取水定额 第 8

部分：合成氨》

（GB/ T18916.8

—2006）  

渣油 m3/t 14       

煤 m3/t 23 23 12   

尿素 m3/t 3.6 3.2 2.8 97   

2622 磷肥制造 
磷肥 m3/t 2         

碳铵 m3/t 19         

2641 涂料制造 

溶剂型涂料 m3/t 0.2     95   

建筑乳胶漆 m3/t 0.25     80   

水性工业涂料 m3/t 0.35     80   

粉末涂料 m3/t 0.2     95   

2651 

初级形态塑

料及合成树

脂制造 

聚乙烯 m3/t 7         

聚丙烯 m3/t 7         

2652 
合成橡胶制

造 
合成橡胶 m3/t 40         

2659 
其他合成材

料制造 
热固性树脂及塑料制品 m3/t 10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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甘肃省工业用水定额 

续表 2-1    

行业

代码 

行业 

名称 
产品名称 定额单位 

用水定额 

现有 新建 
先

进 

重复利

用率（%） 
备注 

2710 
化学药品原料药

制造 

维生素 C 
化学原料

药 
m3/t ≤235       

《取水定额 第

10 部分：医药产

品》（GB/ T 

18916.10-2006） 

青霉素工

业盐 

化学制药

中间体 
m3/t ≤480       

2720 
化学药品制剂制

造 
右旋糖璇原料药 m3/瓶 1         

2740 中成药生产 
六味地黄丸 m3/瓶 1.08         

中成药 m3/t 66         

2922 
塑料板、管、型

材制造 

PVC（电石法） m
3
/t 13 10.5 9.0     

PVC（乙烯氧氯化法） m
3
/t 11 8.5 7.0   

3011 水泥制造 水泥 m3/t 0.47 0.33 0.3 88 干法生产 

3012 石灰和石膏制造 
石灰 m3/t 0.6         

石膏 m3/t 0.3         

3021 水泥制品制造 商品混凝土 m3/m3 0.5 0.3 0.2     

3022 砼结构构件制造 预制板 m3/m3 0.5 0.4       

3029 
其他水泥类似制

品制造 
加气砖 m3/万块 1.1         

3041 平板玻璃制造 平板玻璃 
m3/重量

箱 
0.38 0.3 0.2 ≥80 1 重量箱=50kg 

3099 
其他非金属矿物

制品制造 

多晶硅 m3/t 2200         

单晶硅 m3/t 12000 6000       

3110 炼铁 

生铁 m3/t 2.4 1.5 1 ≥97 

《清洁生产标准  

钢铁行业（高炉炼

铁）》（HJ/T 

427-2008） 

烧结 m3/t 0.3 0.25 0.21   

《清洁生产标准  

钢铁行业（烧结）》

（HJ/T 

426-2008） 

3120 炼钢 

普通钢 m3/t 4.9 4.5 3.73   《取水定额 第 2

部分 钢铁联合企

业》（GB/ 

T18916.2—2012） 

特殊钢 m3/t 7 4.5 4.2   

3130 黑色金属铸造 铸铁加工件 m3/t 25         

3140 钢压延加工 
碳钢轧材 m3/t 0.5         

不锈钢 m3/t 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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甘肃省工业用水定额 

续表 2-1    

行业

代码 

行业 

名称 
产品名称 

定额 

单位 

用水定额 

现有 新建 先进 
重复利

用率（%） 
备注 

3150 铁合金冶炼 

硅铁 m3/t 10 8 5 ≥90 
《清洁生产标准  钢

铁行业（铁合金）》

（HJ470-2009） 

铬

铁 

高碳铬铁 m3/t 10 8 5   

中低微碳

铬铁 
m3/t 3 2 1   

3211 铜冶炼 

阴

极

铜

产

品 

铜精矿→

阴极铜 
m3/t ≤20 ≤18 ≤16   《取水定额 第 18部

分： 铜冶炼生产》

（GB/T 18916.18—

2015） 

含铜二次

资源→阴

极铜 

m3/t ≤1.2 ≤1.0 ≤0.8   

3212 铅锌冶炼 

锌

锭 

火法炼锌 m3/t 8     90 铅锌行业清洁生产评

价指标体系（试行）》

（国家发展改革委

2007 年第 24 号公告） 

湿法炼锌 m3/t 4     90 

铅 

铅精矿→

粗铅 
m3/t ≤4.5 ≤4 ≤3   

《取水定额 第 19部

分： 铅冶炼生产》

（GB/T 18916.19—

2015） 

铅精矿→

电解铅 
m3/t ≤6 ≤5 ≤3.6   

3216 铝冶炼 

氧

化

铝 

拜耳法 m3/t 3.5 2.5 1.5   《取水定额 第 12部

分： 氧化铝生产》

（GB/T 18916.12—

2012） 

烧结法 m3/t 5 4 3   

联合法 m3/t 4 3 2   

电

解

铝 

电解原铝

液 
m3/t 3.5 2.5 1.3   

《取水定额 第 16部

分： 电解铝生产》

（GB/T 18916.16—

2014） 

重熔用铝

锭 
m3/t 4 3 1.7   

3221 金冶炼 黄金 m3/kg 120 120 60     

3232 
稀土金属冶

炼 
氯化稀土 m3/t 42         

3333 
金属包装容

器制造 
有色金属包装物 m3/t 0.1         

3422 
金属成形机

床制造 

折弯机等锻压机

床 
m3/台 7.8         

3610 
汽车整车制

造 
轿车整车制造 m3/辆 18         

3811 
发电机及发

电机组制造 
发电机 

m3/万

kw 
46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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甘肃省工业用水定额 

续表 2-1    

行业

代码 

行业 

名称 
产品名称 

定额 

单位 

用水定额 

现有 新建 先进 
重复利

用率（%） 
备注 

3821 
变压器、整流器

和电感器制造 
变压器 m3/万 kw 500         

3831 电线、电缆制造 绝缘电线 m3/km 4         

3962 
半导体分立器

件制造 
半导体 m3/万只 1.7         

3963 集成电路制造 集成电路 m3/万元 9.4         

4412 水力发电 水力发电 m3/Kw.h 5.2         

4415 太阳能发电 光伏发电 L/Kw.h 6     97   

4430 
热力生产和供

应 
供热 m3/GJ 1.2         

4610 
自来水生产和

供应 
自来水 m3/m3 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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甘肃省工业用水定额 

续表 2-1    

行业

代码 

行

业 
产品名称 

定额 用水定额 

名

称 
单位 现有 新建 先进 

重复利用率

（%） 
备注 

4411 

火 

力 

发 

电 

  

  

  

  

  

  

  

  

  

  

单位发

电量 

循环冷

却供水

系统 

单机容量＜

300MW 
m3/Mw.h 3.2       

《取水定额 第 1部

分： 火力发电》

（GB/T 18916.1—

2011） 

单机容量 300MW

级 
m3/Mw.h 2.75       

单机容量 600MW

级及以上 
m3/Mw.h 2.4       

空气冷

却供水

系统 

单机容量＜

300MW 
m3/Mw.h 0.95       

单机容量 300MW

级 
m3/Mw.h 0.63       

单机容量 600MW

级及以上 
m3/Mw.h 0.53       

单位装

机容量 

循环冷

却供水

系统 

单机容量＜

300MW 
m3/(s.Gw) 0.80       

《取水定额 第 1部

分： 火力发电》

（GB/T 18916.1—

2012） 

单机容量 300MW

级 
m3/(s.Gw) 0.70       

《取水定额 第 1部

分： 火力发电》

（GB/T 18916.1—

2012） 

单机容量 600MW

级及以上 
m3/(s.Gw) 0.70       

《取水定额 第 1部

分： 火力发电》

（GB/T 18916.1—

2012） 

空气冷

却供水

系统 

单机容量＜

300MW 
m3/(s.Gw) ＜0.15     95 

《取水定额 第 1部

分： 火力发电》

（GB/T 18916.1—

2012）《节水型企

业 火力发电行业》 

单机容量 300MW

级 
m3/(s.Gw) ＜0.10     95 

《大中型火力发电

厂设计规范》（GB 

50660-2010） 《节

水型企业 火力发

电行业》 

单机容量 600MW

级及以上 
m3/(s.Gw) ＜0.09     93 

《大中型火力发电

厂设计规范》（GB 

50660-20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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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甘肃省农业用水定额表 

 

表 3-1                甘肃农业用水定额分区表 

分区名 分区包括市县（区） 

河西片 
酒泉市、嘉峪关市、张掖市、金昌市、武威市凉州区、民勤县、

古浪县 

陇东片 平凉市、庆阳市 

陇中片 
兰州市、白银市、定西市、天水市（秦安县、甘谷县、清水县、

张家川）、武威市天祝县 

甘南临夏片 

 

甘南州（除迭部县、舟曲县）、临夏州 

 

陇南片 陇南市、天水市的麦积区与秦州区、甘南州迭部县、舟曲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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河西片主要作物用水定额表 

表 3-2                                                                 单位：m3/亩 

作物名称 保证率 灌溉方式 
自流灌区 井灌区 

灌溉定额 灌水定额 灌溉定额 灌水定额 

春小麦 50% 

畦灌 350 63 350 63 

沟灌         

管灌 300 50 300 50 

块灌 380 70 380 70 

冬小麦 50% 

畦灌 360 65 360 65 

沟灌         

管灌         

块灌 380 70 380 70 

玉米 50% 

畦灌 440 88 440 88 

沟灌 400 68 400 68 

管灌 350 55 350 55 

大田滴灌 300 20 300 20 

块灌 460 92 460 92 

豆类 50% 

畦灌         

沟灌 320 40 320 40 

管灌         

块灌 350 65 350 65 

油料 50% 

畦灌 320 55 320 55 

沟灌         

管灌         

块灌 350 65 350 65 

蔬菜 50% 

畦灌 430 43 430 43 

沟灌 410 40 410 40 

块灌 510 52 510 52 

管灌         

日光温室滴灌 320 14 320 14 

孜然 50% 

畦灌 320 55 320 55 

沟灌         

管灌         

块灌 350 65 350 65 

棉花 50% 

畦灌 280 45 280 45 

沟灌         

大田滴灌     120 20 

管灌         

块灌 320 50 320 5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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河西片主要作物用水定额表 

续表 3-2                                                             单位：m3/亩 

作物名称 保证率 灌溉方式 
自流灌区 井灌区 

灌溉定额 灌水定额 灌溉定额 灌水定额 

马铃薯 50% 

畦灌         

沟灌 260 38 260 38 

管灌         

块灌         

大麦 50% 

畦灌 320 60 320 60 

沟灌 300 55 300 55 

管灌         

块灌 340 65 340 65 

甜菜 50% 

畦灌         

沟灌 300 40 300 40 

管灌         

块灌 330 60 330 60 

葡萄 50% 

畦灌         

沟灌 400 40 400 40 

滴灌 300 30 300 30 

管灌         

块灌     

药材 50% 

畦灌         

沟灌 330 60 330 60 

管灌 300 50  300 50 

块灌         

瓜类 50% 

畦灌         

沟灌 320 40 320 40 

滴灌 260 20 260 20 

块灌 350 65 350 65 

果树 50% 

畦灌         

沟灌         

管灌         

滴灌     120 12 

块灌 220 40 220 40 

林地 50% 

畦灌         

沟灌         

管灌         

块灌 220 40 220 4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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河西片主要作物用水定额表 

续表 3-2                                                              单位：m3/亩 

作物名称 保证率 灌溉方式 
自流灌区 井灌区 

灌溉定额 灌水定额 灌溉定额 灌水定额 

花卉 50% 

畦灌         

沟灌     

管灌         

块灌 320  60  320  60  

油葵 50% 

畦灌     

沟灌     

管灌     

块灌 320  60 320  60 

牧草 50% 
喷灌     240 24 

块灌 260 45 260 4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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陇中片主要作物用水定额表 

表 3-3                                                               单位：m3/亩 

作物名称 
保证

率 
灌溉方式 

自流灌区 提水灌区 井灌区 

灌溉定额 灌水定额 灌溉定额 灌水定额 灌溉定额 灌水定额 

春小麦 

50% 

畦灌 270 55 270 55 260 53 

沟灌             

喷灌     90 30 90 30 

块灌 300 60 300 60 300 60 

75% 

畦灌 320 67 320 67 310 65 

沟灌             

喷灌     110 30 110  30  

块灌 350 70 350 70 350 70 

冬小麦 

50% 

畦灌 270 55 270 55 270 55 

沟灌             

喷灌     90 30     

块灌 300 60 300 60 300 60 

75% 

畦灌 310 65 310 65 310 65 

沟灌             

喷灌     110 30     

块灌 350 70 350 70 350 70 

玉米 

50% 

畦灌 270 55 270 55 260 53 

沟灌             

块灌 300 60 300 60 300 60 

75% 

畦灌 330 68 330 68 310 65 

沟灌             

块灌 350 70 350 70 350 70 

蔬菜 

50% 

畦灌 360 40 360 40 360 40 

沟灌 330 38 330 38 330 38 

块灌 400 45 400 45 400 45 

日光温室滴灌 320 14 320 14 320 14 

75% 

畦灌 400 45 400 45 400 45 

沟灌 370 42 370 42 370 42 

块灌 450 50 450 50 450 50 

日光温室滴灌 320 14 320 14 320 14 

马铃薯 

50% 

畦灌 230 45 230 45 230 45 

沟灌 200 40 200 40 200 40 

块灌             

日光温室滴灌             

75% 

畦灌 270 50 270 50 270 50 

沟灌 240 40 240 40 240 40 

块灌             

日光温室滴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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陇中片主要作物用水定额表 

续表 3-3                                                              单位：m3/亩 

作物名称 
保证

率 
灌溉方式 

自流灌区 提水灌区 井灌区 

灌溉定额 灌水定额 灌溉定额 灌水定额 灌溉定额 灌水定额 

中药材 

50% 

畦灌             

沟灌 270 40 270 40 270 40 

块灌             

75% 

畦灌             

沟灌 300 45 300 45 300 45 

块灌             

果树 

50% 

畦灌             

沟灌             

喷灌     180 20 180 20 

滴灌     120 12 120 12 

块灌 200 40 200 40 200 40 

75% 

畦灌             

沟灌             

喷灌     200 20 200 20 

滴灌     120 12 120 12 

块灌 220 45 220 45 220 45 

牧草 

50% 

畦灌             

沟灌             

喷灌     168 24 168 24 

滴灌             

块灌 200 40 200 40 200 40 

75% 

畦灌             

沟灌             

喷灌     188 24 188 24 

滴灌             

块灌 240 45 240 45 240 4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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陇东片主要作物用水定额表 

表 3-4                                                                单位：m3/亩 

作物名称 
保证

率 
灌溉方式 

自流灌区 提水灌区 井灌区 

灌溉定额 灌水定额 灌溉定额 灌水定额 灌溉定额 灌水定额 

春小麦 

50% 

畦灌 250 50 250 50 250 50 

沟灌             

喷灌     60 30 60 30 

块灌             

75% 

畦灌 300 60 300 60 300 60 

沟灌             

喷灌     80 30 80 30 

块灌             

冬小麦 

50% 

畦灌 250 50 250 50 250 50 

沟灌             

喷灌     120 30 120 30 

块灌 280 55 280 55 280 55 

75% 

畦灌 300 60 300 60 300 60 

沟灌             

喷灌     160 30 160 30 

块灌 330 65 330 65 330 65 

玉米 

50% 

畦灌 250 50 250 50 250 50 

沟灌             

喷灌       

块灌             

75% 

畦灌 300 60 300 60 300 60 

沟灌             

喷灌       

块灌             

蔬菜 

50% 

畦灌 360 42 360 42 360 42 

沟灌             

块灌             

日光温室滴灌 320 14 320 14 320 14 

75% 

畦灌 400 52 400 52 400 52 

沟灌             

块灌             

日光温室滴灌 320 14 320 14 320 14 

豆类 

50% 

畦灌 250 50 250 50 250 50 

沟灌 210 40 210 40 210 40 

块灌             

75% 

畦灌 300 60 300 60 300 60 

沟灌 250 40 250 40 250 40 

块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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陇东片主要作物用水定额表 

续表 3-4                                                              单位：m3/亩 

作物名称 
保证

率 
灌溉方式 

自流灌区 提水灌区 井灌区 

灌溉定额 灌水定额 灌溉定额 灌水定额 灌溉定额 灌水定额 

马铃薯 

50% 

畦灌 210 42 210 42 210 42 

沟灌 180 38 180 38 180 38 

块灌             

75% 

畦灌 250 48 250 48 250 48 

沟灌 220 38 220 38 220 38 

块灌             

油料 

50% 

畦灌 210 42 210 42 210 42 

沟灌 180 38 180 38 180 38 

块灌             

75% 

畦灌 250 48 250 48 250 48 

沟灌 220 38 220 38 220 38 

块灌             

果树 

50% 

畦灌             

沟灌             

喷灌             

滴灌     120 12 120 12 

块灌 200 40 200 40 200 40 

75% 

畦灌             

沟灌             

喷灌             

滴灌     120 12 120 12 

块灌 220 45 220 45 220 45 

牧草 

50% 

畦灌             

沟灌             

喷灌     72 24 72 24 

块灌 200 40 200 40 200 40 

75% 

畦灌             

沟灌             

喷灌     92 24 92 24 

块灌 220 45 220 45 220 4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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甘南临夏片主要作物用水定额表 

表 3-5                                                                单位：m3/亩 

作物名称 
保证

率 
灌溉方式 

自流灌区 提水灌区 井灌区 

灌溉定额 灌水定额 灌溉定额 灌水定额 灌溉定额 灌水定额 

春小麦 

50% 

畦灌 200 50 200 50 200 50 

沟灌             

块灌             

75% 

畦灌 240 60 240 60 240 60 

沟灌             

块灌             

玉米 

50% 

畦灌 200 50 200 50 200 50 

沟灌             

块灌             

75% 

畦灌 240 60 240 60 240 60 

沟灌             

块灌             

蔬菜 

50% 

畦灌             

沟灌             

块灌             

日光温室滴灌 320 14 320 14 320 14 

75% 

畦灌             

沟灌             

块灌             

日光温室滴灌 320 14 320 14 320 14 

马铃薯 

50% 

畦灌             

沟灌 140 30 140 30 140 30 

块灌             

75% 

畦灌             

沟灌 160 35 160 35 160 35 

块灌             

林地 

50% 

畦灌             

沟灌             

块灌 120 50 120 50 120 50 

75% 

畦灌             

沟灌             

块灌 130 50 130 50 130 5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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陇南片主要作物用水定额表 

表 3-6                                                           单位：m3/亩 

作物名称 
保证

率 
灌溉方式 

自流灌区 提水灌区 井灌区 

灌溉定额 灌水定额 灌溉定额 灌水定额 灌溉定额 灌水定额 

春小麦 

50% 

畦灌 180 60 180 60 180 60 

沟灌             

块灌             

75% 

畦灌 210 70 210 70 210 70 

沟灌             

块灌             

冬小麦 

50% 

畦灌 180 60 180 60 180 60 

沟灌             

块灌             

75% 

畦灌 210 70 210 70 210 70 

沟灌             

块灌             

玉米 

50% 

畦灌 180 60 180 60 180 60 

沟灌             

块灌             

75% 

畦灌 210 70 210 70 210 70 

沟灌             

块灌             

马铃薯 

50% 

畦灌       

沟灌 180 35 180 35 180 35 

块灌             

75% 

畦灌       

沟灌 200 40 200 40 200 40 

块灌             

蔬菜 

50% 

畦灌             

沟灌             

块灌             

日光温室滴灌 320 14 320 14 320 14 

75% 

畦灌             

沟灌             

块灌             

日光温室滴灌 320 14 320 14 320 14 

烟草 

50% 

畦灌 150 50 150 50 150 50 

微灌     135 20 135 20 

块灌             

75% 

畦灌 180 50 180 50 180 50 

微灌     155 20 155 20 

块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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陇南片主要作物用水定额表 

续表 3-6                                                         单位：m3/亩 

作物名称 
保证

率 
灌溉方式 

自流灌区 提水灌区 井灌区 

灌溉定额 灌水定额 灌溉定额 灌水定额 灌溉定额 灌水定额 

茶叶 

50% 

畦灌 150 50 150 50 150 50 

微灌     85 15 85 15 

块灌             

75% 

畦灌 210 50 210 50 210 50 

微灌     135 15 135 15 

块灌             

果树 

50% 

畦灌             

沟灌             

块灌 180 60 180 60 180 60 

75% 

畦灌             

沟灌             

块灌 210 70 210 70 210 70 

水稻 

50% 

畦灌             

沟灌             

块灌 380 60 380 60 380 60 

75% 

畦灌             

沟灌             

块灌 410 70 410 70 410 7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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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甘肃省牲畜用水定额表 

表 3-7               

类 别 单位 用水定额 备注 

大牲畜 L/头.d 60 马、牛、驴、骡、骆驼等 

奶牛 L/头.d 100  

猪 L/头.d 35  

羊 L/只.d 9  

家禽 L/只.d 1 鸡、鸭、鹅等 

 

 

甘肃省渔塘补水定额表 

表 3-8                                                         单位：m3/亩    

区域 补水定额 

河西片 1400-1600 

陇中片、陇东片 1100～1300 

陇南片、甘南临夏片 600-800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