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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 引言

江西省水资源较丰富，多年平均降水量

1 638 mm

，

多年平均水资源总量

1 565

亿

m

3

，位列全国第

7,

但水资

源时空分布极不均匀。近年来随着江西省经济社会快

速发展，水资源供需矛盾日益突出，资源型缺水、工程

型缺水和水质型缺水并存。 特别是国家实行最严格水

资源管理制度后，政策型缺水也逐步显现，部分地区用

水指标已非常紧张，对当地经济社会发展造成一定压

力和影响。 尽快探索新的水资源开发利用模式，加强节

约用水，大力推进非常规水源利用，是化解江西水问

题，促进水资源可持续利用，支撑经济社会可持续发展

的迫切需求。

1 江西省非常规水源利用现状分析

一是江西省非常规水源利用比例极小。 一般概念

下，非常规水源通常是有别于常规水资源的再生水（经

过处理的污水和废水）、海水、苦咸水、矿井水、雨洪水

等。 根据

2012

年江西省非常规水源利用系统调查结果

显示，

2012

年江西省非常规水源利用

(

或称其他水源

)

主

要包括污水处理再利用、雨水利用，即再生水和雨洪水

利用，供水量约

3.60

亿

m

3

，其中雨水利用量占

88.8 %

，污

水处理回用量占

11.2 %

。 根据

2013

年江西省水资源公

报

[1]

显示，江西省总用水量

264.81

亿

m

3

，其中农田灌溉

用水量

165.70

亿

m

3

，占

62.6 %

；工业用水量

60.13

亿

m

3

，占

22.7%

；居民生活用水量

21.25 m

3

，占

8.0 %

；林牧渔畜用

水量

9.98

亿

m

3

，占

3.8 %

；城镇公共用水量

5.63 m

3

，占

2.1

%

；生态环境用水量

2.12 m

3

，占

0.8 %

。 非常规水利用量

仅占全省总用水量的

1.3 %

左右，比例极小。这在丰水省

份是非常普遍的现象。社会各行业、水行政管理部门在

使用和管理上以常规水源利用为主，非常规水源利用

方面开发程度较低。

图

1 2013

年江西省用水量组成

二是非常规水源利用形式单一。 根据国家标准《城

市污水再生利用分类（

GB/T1819-2000

）》城市污水再生

利用对象分为

5

类：农、林、牧、渔业用水，工业用水，城

市杂用水，环境用水，补充水源水。 目前，在江西省水资

摘 要： 本文通过对丰水省份 -- 江西省非常规水源开发利用必要性探讨，分析了江西省非常规水源开发利用现状，并从提

高开发利用意识、拓展利用范围、吸引资金投入建设、开展相关研究、加强舆论宣传等方面提出了江西省利用非常规水源的思

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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源禀赋差异、地形条件、开发利用能力和水平、用水需

求的影响下，非常规水源利用主要为农林用水和工业

用水两大类。 江西省属亚热带湿润季风气候区，气候温

和，光照充足，降水丰沛，具有丰富的水利资源，对国民

经济和社会发展发挥了重要作用，但由于区内降水时

空分布不均，年际变化幅度大，年内分配也极不均匀。

充分发挥现有的地理优势，利用好雨水资源是江西省

实行最严格水资源管理制度的重要举措。 林果灌溉在

江西省雨水利用程度较为广泛，主要集中在赣州市和

抚州市。 江西省农业用水占总用水量比例为

60 %

，雨水

资源利用发展潜力巨大。

三是对非常规水源利用意识不高。 江西省节水水

平总体偏低，与先进省份比还有一定差距，再生水的利

用较少。 近年来，随着企业在节水方面的意识不断提

升，节水投入也不断加大，污水处理回用于企业附属生

产用水及农业灌溉用水量得到了逐年增加。

2 新时期非常规水源开发利用的必要性

2.1

化解水资源供需矛盾的客观需要

江西省水资源时空分布不均，年际之间地表水资

源量极值相差近

4

倍，区域之间降水量极值相差

4.7

倍，

与用水需求极不匹配。 江西作为农业大省，全年降雨

60 %

以上集中在

4~6

月主汛期， 而需水量

50 %

以上集

中在汛后

7~9

月主灌溉期，供需矛盾突出。 江西省主要

河流均缺少控制性枢纽工程，水资源调配能力差，特别

是江河源头区，降水难以存蓄，进一步加剧了水资源供

需矛盾，如萍乡市多年平均降水量为

1 584.5 mm

，接近

全省平均水平，但由于缺少控制性工程，成为典型的缺

水城市。 加大雨水积蓄利用、中水利用、污水处理再利

用等非常规水源利用，是缓解枯水期供用水矛盾的有

效途径，是对缺水地区供水水源的重要补充。

2.2

严格用水总量控制的有力抓手

2012

年，国家开始实行最严格水资源管理制度，划

定了水资源管理“三条红线”，分配给江西的用水总量

控制指标非常紧张，到

2015

年全省用水总量指标仅为

250

亿

m

3

（平水年）。 根据近年水资源公报统计，目前江

西省用水总量已接近

2015

年红线， 如

2013

年全省用水

总量核算到平水年为

244.8

亿

m

3[1]

，用水增长空间很小。

用水总量突破红线，国家将对江西实行区域限批，直接

影响江西重大项目审批立项，制约区域经济发展。 根据

水资源管理考核有关规定，取用非常规水源不纳入用

水总量统计范畴。 加强非常规水源利用是江西在保持

经济社会高速发展的同时严格用水总量控制，化解政

策型缺水问题的重要抓手。

2.3

落实节水优先理念的重要实践

江西省较丰沛的水资源客观上弱化了社会公众对

水资源的节约、保护意识，水资源浪费现象非常普遍。

节水工作开展多年，全省水资源节约利用水平仍比较

低。 据水资源公报统计，

2013

年江西省农田灌溉水利用

系数仅为

0.478

，万元工业增加值用水量为

100 m

3

，低于

全国平均水平，与发达省份差距较大。 最近，习总书记

的十六字治水新思路，更是将节约用水提升到保障水

安全的新高度，节水工作成为国家安全战略的重要环

节。 大力推进非常规水源利用，优先通过节水措施解决

水资源短缺问题，是江西省节水型社会建设的重要内

容，是落实节水优先理念的重要实践。

2.4

改善水生态环境的关键环节

随着江西省经济社会高速发展，人民生活水平显

著提高，部分地区水质恶化趋势不断加剧。

2015

年来，

江西省用水总量逐年增加， 其中城市生活用水量的

80

%～90 %

和工业用水量的

70 %～90 %

均以污水形式排

放，全省废污水排放量已由

2008

年的

28.68

亿

m

3

增加到

2013

年的

38.98

亿

m

3

，增幅达

36 %

。 江西省水系相对独

立，既是污染者，也是最直接的受害者，水环境恶化已

使部分地区出现有水难用的尴尬局面，并引发了很多

矛盾， 如乐平市因上游河流受采矿污染被迫从共产主

义水库取水为城市供水，并由此与水库上游的婺源县

产生诸多难以协调的利益冲突。 非常规水源开发利用，

能够提高水资源利用效率，减少取用水量，从根本减少

排污量，是以节水促减排的重要手段，能够有效促进水

环境改善和水生态修复。

3 江西省非常规水源开发利用的思考

3.1

强化开发利用意识，拓展利用范围

在丰水地区开展非常规水源的开发利用，首先要

解决的是意识问题。 江西省是个丰水省份，水资源量较

大的现实情况，造成了社会大众、管理部门对非常规水

源利用的重视程度较低，要想尽快扭转这一“富足”思

想，一方面要强化社会大众、管理部门对最严格水资源

管理制度下用水需求的紧迫感认识，提高水行政主管

部门对水资源的合理调配能力及管理水平，另一方面

还需拓展内陆丰水地区非常规水源利用的方式、方法

及利用范围。 目前，江西省的非常规水主要用于农林灌

溉和工业回用，利用效率低、范围狭窄。 应鼓励有条件

的地区，特别是城市新区、工业园区建设中水回用系

统，推广使用再生水。 当前江西省消防、绿化及城市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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洁等用水基本使用自来水，造成极大的资源浪费，只要

处理得当，可逐步用再生水替换。 要鼓励工业园区内对

用水水质要求不高的企业，使用再生水，减轻废污水排

放对水资源、水生态环境的压力。 逐步从简单的雨水积

蓄灌溉农林向再生水用于城镇公共用水、景观用水和

生态环境用水等方向拓展

[2][3]

。

3.2

增加工程建设，吸引社会资金投入

非常规水源的利用，一方面是技术研发，创新水

处理工艺，研发适宜江西地域特色的、可复制可拓展的

污水处理、中水回用方法；另一方面是加强在江西利用

水平较高的雨水积蓄工程建设，通过铺设透水方砖、兴

建拦截和蓄存雨水设施等多种方式利用雨洪资源

[4]

。 通

过市场调节手段，鼓励社会资金投入到技术研发和工

程建设中来，拓展投融资渠道，让有实力的社会资本进

入节水改造、雨水积蓄工程建设中，减轻政府配套压

力，又提升水资源经济价值

[5]

。 目前，江西省的污水处理

厂数量随着社会环境需求，数量正在逐渐增多，但污水

处理厂建成后投产使用情况不佳，不能达到预期的效

果，应在改善污水处理厂效能方面进行相关探索。

3.3

开展相关技术及政策制度研究

江西省的水资源量丰富，更多的科学技术研究及

政策导向都以常规水的优化调度和强化管理为重点。

若要更加合理有效地利用江西省的非常规水源，需要

政策制度和技术开发双管齐下的研究

[6]

。 通过编制再

生水工艺技术、水质监测规程及监督管理办法，推进行

业规范化体系的建设， 加大力度研究雨水资源综合利

用政策框架，制定雨水综合利用相关优惠政策等研究，

提升非常规水利用规范化开发和管理制度。通过对江

西省重点行业污水处理技术研发和再生水利用关键问

题分析、雨洪水净化处理相关技术研究，不断提升江西

省非常规水源利用技术科研和创新能力。 另外，在城市

规划管网设计中应考虑非常规水源利用工程建设的内

容，避免重复开发和资金投入。

3.4

加大舆论宣传，鼓励企业参与

各级政府、水行政主管部门、行业协会等应当积极

宣传非常规水利用的重要性和战略意义。利用网络平

台、科普宣传书籍、宣传视频等多种方式宣传非常规水

源的使用，提高公众使用非常规水的必要性和可行性

认识，了解和认识非常规水源在缓解水资源短缺中的

重要作用。同时

,

鼓励公众尤其是高污染、高耗水工业企

业投入到节水减污、回用再生水中来，积极参与技术研

发和用水管理

,

充分发挥公众在非常规水源利用中的推

动作用。

4 结语

随着江西省经济、社会的发展，水资源供需矛盾开

始显现，水污染呈加剧趋势，如不及时加强水资源的管

理、节约和保护，必将造成更为严重的缺水局面，致使

有水不能用，失去水资源优势。 充分利用好江西省的非

常规水源，将之广泛应用于各行各业，必将能在转变经

济发展方式和建设节水型社会进程中发挥积极的作

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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