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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

　　重庆市发展和改革学会的前身是重庆市计划学会，成立于１９８４年１０月１７
日。随着政府机构改革中重庆市计划委员会的变化，重庆市计划学会２０００年更
名为重庆市发展计划学会，２００４年更名为重庆市发展和改革学会，迄今已有３０
多年的历史。３０多年来学会进行了七次换届。第一届会长刘黎平，第二届会长
王复初，第三届会长陈之惠，第四届会长李义，第五届会长陈之惠，第六届会长马

述林，第七届会长马述林。

依据学会章程规定，学会主要是以全市发展改革系统为支撑，由市内从事经

济理论研究和实际工作的企事业单位、学术组织和团体、科研机构、大专院校和

个人自愿参加的群众性学术团体、非营利性社会组织。其活动主要是以马克思

主义经济理论为指导，从事经济社会发展、宏观经济管理研究，以及对重庆市发

展改革工作的实际方案和预案进行策划，为全市发展和改革服务。

３０多年来，学会一方面紧密结合重庆全市实际，进行了大量多方面的经济
社会发展课题研究，先后取得了一大批研究成果，部分课题获得省部级优秀成果

奖；另一方面为各区县和有关部门开展咨询活动，深受区县和部门的欢迎。同

时，协办或主办于１９８３年４月创刊的刊物《重庆经济》，迄今已出刊２３９期，深受
社会各界好评。该刊多次被评为“重庆市优秀连续性刊物”。

２０１２年，学会将２００５—２０１１年的研究课题汇编成册，以“只研朱墨作春山”
为书名，由西南师范大学出版社出版发行。全书收入研究课题论文２０篇，计７０
多万字，受到关心重庆经济社会发展的读者欢迎。

２０１２—２０１５年，学会又先后完成了一批研究课题。我们选编了一部分研究
课题汇集出版，以飨读者。收入本书的研究课题论文有１１篇，约５０万字，分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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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个板块：

第一个板块：区域经济社会发展研究。主要有重庆市渝西地区调水方案研

究、重庆地区冬季居民供暖问题研究、连片贫困山区国土开发整治　促进重庆全
面建设小康社会研究等。

第二个板块：基础设施和公共产品发展研究。主要有重庆市基础设施建设

与加快“四化融合”进程研究、永川建设区域交通枢纽发展战略研究、合川融入

主城交通基础设施战略研究、大足区实现发展目标要素保障战略研究、重庆市扩

大公共产品消费研究等。

第三个板块：产业发展研究。主要有重庆市发展服务经济环境研究、第三次

工业革命重庆构建产业竞争新优势战略研究、重庆地区推广燃料乙醇汽油战略

研究等。

这些课题全部都已结题，现汇集出版，一是为积存学会资料，积累学术成果；

二是为相关领域的研究同仁提供一些研究线索和材料。如果对读者的研究有些

许帮助，我们感到欣慰。

马述林

２０１６年６月

·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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区域经济发展





重庆市渝西地区调水方案研究
（２０１５年５月）

一、研究背景

渝西地区，按重庆市五大功能区域发展战略规划，是全市未来工业化、城镇化的主战场，

集聚新增产业和人口的重要区域，全市重要的制造业基地，工业化、信息化、城镇化和农业现

代化同步示范区及川渝区域合作共赢先行区。

渝西地区位于四川盆地东南部，地处长江上游干流区、嘉陵江和沱江的分水岭地带，地

貌上以剥蚀构造为主，呈典型的丘陵地貌形态。区内降雨量丰沛，但年内分配不均，年际变

化大，干旱灾害频繁发生。

区域多年平均当地径流量为２３．８亿ｍ３，占重庆全市当地径流总量的比例不足５％。地
区人均多年平均当地地表水资源量为５６０ｍ３，亩（１亩＝６６６．６７ｍ２）均水资源为７０１ｍ３，远
远低于重庆市平均水平，属水资源紧缺地区。

渝西地区受地理位置和气候条件的影响，历来是农业自然灾害的多发区。该区域春旱、

夏旱、伏旱和冬旱均有发生，其中荣昌、大足、永川以春旱、夏旱为主，而璧山、铜梁则以夏旱、

伏旱为主。据数十年统计资料分析，大致有十年九旱，四年一中旱，十年一大旱的规律，尤以

伏旱对农业生产和居民生活供水影响最大，伏旱期最长可达５４～８０天。
从已有的统计资料分析可知，２０世纪９０年代以来伏旱发生频率加快，受旱面有扩大的

趋势。干旱不仅对农业生产的危害巨大，而且对城乡人民生活也带来严重威胁。特别是

２００６年重庆遭遇了全国瞩目、百年不遇的特大干旱，这次旱灾持续时间之长、强度之大、范围
之广、影响之巨，在我国南方地区实属少见。据不完全统计，２００６年重庆大部分地区总旱天
数超过６０天，渝西地区则超过９０天，大江大河出现“洪水不洪”“汛期枯水”的现象。

渝西地区地处成渝城市群连绵带中心位置，区位优势明显，用地条件好，交通便捷，城镇

密集，发展潜力巨大。水资源短缺成为未来发展的制约瓶颈。对此，要高度重视，及时制订

应对措施。

重庆、成都作为川渝两地联合发展的双极，有必要思考储备一批具有战略意义的、可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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进两地联合发展的项目作为区域经济发展的纽带。

我们要抓住时机从四川与重庆两地水资源优化配置的角度出发，提出有战略意义的调

水工程，争取进入国家“十三五”规划以及西部大开发中长期规划。

本研究考虑从解决重庆渝西地区缺水的角度进行。为更具针对性，本次研究的地域范

围为永川区、大足区、荣昌区、铜梁区和璧山区５个区，面积６３４９ｋｍ２。潼南区位于渝西地
区，当地降雨量较丰沛，涪江、琼江两条江河横贯本区，且水利工程较完备，是渝西地区不缺

水的区，故本研究未将潼南区纳入。

二、渝西地区概况

（一）自然地理概况

１．地理位置
本研究所指的渝西地区是指纳入重庆市西部供水规划的主要缺水区域永川区、大足区、

荣昌区、铜梁区和璧山区５个区。该区域地处四川盆地的东南部，位于北纬 ２８°５６′１６″—
３０°０５′５５″，东经１０５°１７′０８″—１０６°２４′００″，总面积６３４９ｋｍ２。（参见图１）

２．地形地貌
本课题研究区域在地貌上以剥蚀构造为主，呈典型的丘陵地带，是四川盆地方山丘陵区

的主要组成部分。其中荣昌、大足、铜梁的绝大部分地区属盆中褶皱带构造，褶皱舒缓，地层

倾角小，在此基础上发育的丘陵地形平缓、开阔。而永川、璧山和铜梁、荣昌的东南部，在构

造上则属盆东褶皱带，东北、西南走向的条形高背斜山地与宽缓向斜丘陵相间排列。区域内

海拔高程为１８５～１０２５ｍ，多数地域为２５０～５００ｍ。其中海拔高程２００～３００ｍ多为河流低
阶地带；３００～４００ｍ则为丘陵、河流高阶地和长江支流的溪谷平坝，在此区域内这类地貌约
占面积的６２％；海拔高程４００～５００ｍ多为依附低山的斜坡带，而海拔５００ｍ以上则为深丘。

本区域境内的山脉，由东向西主要有中梁山、缙云山、云雾山、箕山、黄瓜山、巴岳山、西

山、古佛山和螺观山，大多属背斜低山。

３．河流水系
该区域内河流纵横，均属长江水系。按水文系统区划，分属于长江上游干流区、嘉陵江

区和沱江区三大水系。流域面积３０ｋｍ２以上的河流共５２条。其中流域面积大于３０００ｋｍ２

的４条，即长江、涪江、琼江和濑溪河。流域面积为５００～３０００ｋｍ２的河流６条，即小安溪、
璧南河、临江河、淮远河、平滩河和清流河。流域面积１００～５００ｋｍ２的河流１２条，即大溪河、
梅江河、璧山河、大陆溪河、窟窿河、珠溪河、小窟窿河、龙凤河、璧北河、太平河、板桥河和雍

溪河。

流域面积大于５００ｋｍ２的河流概况见表１。

·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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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１　重庆市渝西地区区位示意图

表１　重庆渝西地区主要河流统计表

江河

名称
水系 流经区县

流域面积

／ｋｍ２
干流长

／ｋｍ

多年平均流量

／（ｍ３·ｓ－１）

多年平均径流

／亿ｍ３

长江 长江 永川 １８０００００ ６３９７ １１０５５．６ ３４８６．５

涪江 嘉陵江 铜梁 ３６４００ ７００ ５７２ １８０．３９

琼江 涪江 铜梁、大足 ４３２９ ２３５ ３７．８ １１．９２

濑溪河 沱江 大足、荣昌 ３２５７ ２３８ ３４．２ １０．７９

·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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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表

江河

名称
水系 流经区县

流域面积

／ｋｍ２
干流长

／ｋｍ

多年平均流量

／（ｍ３·ｓ－１）

多年平均径流

／亿ｍ３

小安溪 涪江 荣昌、永川、铜梁 １６９２．１ １５５．４ ２０．４ ６．４３

璧南河 长江 璧山 １０５８．９ ９５ １３ ４．１

临江河 长江 永川 ７２７．４ ９４ ９．９ ３．１２

淮远河 小安溪 大足、铜梁 ５３４．８ ７０．１ ６．７ ２．１１

平滩河 琼江 大足、铜梁 ５５０ ４４ ５．８ １．８３

清流河 沱江 荣昌 １５３８ １１０ １７．５ ５．５２

４．水文气象
重庆西部属于中亚热带季风气候，具有季节分明、热量丰富、雨量充沛、无霜期长、湿度

大、云雾多、日照少等特点。多年平均年均气温 １８．４℃，最高年为 １９．５℃，最低年为
１７．６℃，年际变化不大。多年平均每年无霜期３４１．９天，最长为３６０天，最短为２５６天。

区域内多年平均降雨量为１０６０．５ｍｍ，变化范围为７５０～１６００ｍｍ，夏季降水最多，春
秋次之，冬季最少。每年４—１０月的降水量占全年的８０％左右。最大雨量多发生在６—８
月。各区年均降雨统计资料见表２。

本区域内地表径流均受降水控制。采用《重庆水利区划》资料，计算区域内多年平均径

流深为３７５ｍｍ，多年平均当地径流总量为２３．８亿ｍ３。
表２　重庆渝西五区年均降水量统计表 单位：ｍｍ

雨量站名称 近２０年来平均雨量 最大 最小

荣昌区 １１３４　 １５０１．９ ８７６．５

大足区 １０１２．２ １３０３．８ ８１５．９

永川区 １０４１．４ １２５４．６ ８０８．９

璧山区 １０１６．６ １１３６．９ ７９５．２

铜梁区 １０８９．９ １２９４．５ ７９２．２

重庆西部的过境江河主要有长江、涪江（嘉陵江一级支流）、琼江（涪江一级嘉陵江二级

支流）和清流河（沱江一级支流）等，过境水量十分丰富。经利用有关水文资料分析计算，各

江河多年平均过境水量如下：

长江入境断面朱杨溪２７５５亿ｍ３，涪江安居１６８亿ｍ３（未含琼江），琼江河口１１．９２亿ｍ３，
清流河５．５２亿ｍ３，合计过境水量２９４０．４４亿ｍ３。

（二）社会经济概况

本次研究的渝西永川区、大足区、荣昌区、铜梁区、璧山区５个区面积共６３４９ｋｍ２，２０１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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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末有效耕地１５５．７万亩，２０１３年总人口４４７．８４万人，其中城镇人口１８４．３１万人，实现国
民生产总值１６２８．９１亿元，其中第一产业增加值１６５．１８亿元，第二产业增加值９１６．７６亿
元，第三产业增加值４４６．９７亿元。成渝客运专线、成渝高速公路新线即将建成通车，加上原
有成渝、渝遂高速公路及成渝铁路，渝西地区成为交通大通道密集的地区，将成为重庆经济

增长最快的地区。

根据重庆市相关产业发展规划，渝西地区将充分利用其地势平坦、交通方便的有利环境

条件和地处重庆向西辐射走廊轴线的区位优势，建立成渝高速公路沿线产业密集带和渝遂

高速公路沿线产业密集带。成渝高速公路沿线产业密集带：沿成渝高速公路、成渝铁路以及

即将投运的成渝高速公路新线、成渝铁路客运专线，依托永川区、大足区、荣昌区、璧山区等

城市，重点发展装备制造、汽车及零部件、笔记本电脑及微电子器件、造纸、食品和现代服务、

现代农业，着力构建产业密集带，加强与四川内江、泸州等地区产业分工协作。渝遂高速公

路沿线产业密集带：沿遂渝铁路、渝遂高速公路及嘉陵江，依托中小城市，主要发展汽车及零

部件、笔记本电脑及微电子器件、新型建材、纺织服装制鞋、食品加工和现代服务业、现代农

业，加强与四川遂宁、南充等地区的要素聚集和产业分工协作，与成渝高速公路沿线产业密

集带共同构成成渝经济区的重要产业纽带。

渝西地区是成渝经济带增长极的重要组成部分，同时也是重庆城市发展新区重要组成

部分。

本研究课题空间范围五区是渝西地区的核心组成部分，具有重要地位。根据重庆市五

大功能区域发展规划及其他相关规划要求，渝西地区五区至２０２０年常住人口达到４６３万
人，城镇化率 ６５．２％，工业增加值为 ２２８０亿元。２０３０年常住人口 ５１１万人，城镇化率
７３．０％，工业增加值３７９０亿元。总的要求是，渝西地区城镇化率达到全市平均水平，渝西地
区工业增长速度高于全市工业。

（三）渝西地区干旱灾情及其发展趋势

重庆西部各区县受地理位置和气候条件的影响，历来是农业自然灾害的多发区。本区

域春旱、夏旱、伏旱和冬旱均有发生，其中荣昌、大足、永川以春旱、夏旱为主，而璧山、铜梁则

以夏旱、伏旱为主。据数十年统计资料分析，大致有十年九旱，四年一中旱，十年一大旱的规

律，尤以伏旱对农业生产和居民生活供水影响最大，伏旱期最长可达５４～８０天。
从统计资料分析可知：２０世纪９０年代以来伏旱发生频率加快，受旱面有扩大的趋势；在

有长系列统计资料的１４年间（１９８１—１９９４年），共有３年发生全区域性大范围伏旱，无伏旱
年仅１年。发生连续２０天以上伏旱的测次为４８次，实测旱期最长为７２天，伏旱期降水量最
少仅０．５ｍｍ，在发生伏旱的 ４８个测次中，期间累计降水小于 ３５ｍｍ的为 ４０个测次，占
８３％。以上分析说明旱象普遍比较严重。

干旱不仅对农业生产的危害巨大，而且对城乡人民生活也会带来严重威胁。特别是

２００６年重庆遭遇了全国瞩目、百年不遇的特大干旱，这次旱灾持续时间之长、强度之大、范围
之广、影响之巨，在我国南方地区实属少见。据不完全统计，２００６年重庆大部分地区总旱天
数超过６０天，渝西地区超过９０天。大江大河出现“洪水不洪”“汛期枯水”的现象。全市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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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３的溪河断流，２７５座水库水位处于死水位。荣昌在大旱中有１７个镇１０２个村５８１４０人
需要人工送水。２００６年９月４日，荣昌全区各类水利工程实际蓄水５６５０万ｍ３，比常年同期
平均值偏少５１％。其中９座水库到死水位，１９１７个山坪塘、４８１道石河堰干涸。３９．５万人、
３３．３万头大牲畜出现饮水困难。大足区在特大干旱中全区农作物受旱面积约６１．５３万亩，
绝收面积达到１４．２１万亩，大春粮食作物减产两成以上；水产受灾面积达到１８．３４万亩，生
猪、水禽等存栏分别下降１６．９％、３１．９％；退耕还林和公益林基地等枯死面积达８．３９万亩。
全区直接经济损失达到２．９２亿元，其中农业损失达到２．２７亿元。

三、渝西地区水资源特征

（一）地表水资源

地表水资源为能够被人类利用的天然地表水体，一般用河川径流量综合表示。重庆渝

西地区以降雨为主，本区雨量丰沛，但年内分配不均，年际变化也较大。当地径流分布、变化

规律、特点与降雨相似，年内、年际变幅大，径流量主要集中在汛期（５—１０月），一般占全年
的８０％左右；东南部略大于西北部。

重庆市多年平均地表水资源量为５６７．７６亿ｍ３，多年平均径流深为６８９．０ｍｍ，径流系数
为０．５８，重庆市人均多年平均当地水资源量为１８２７ｍ３，亩均当地水资源量为１６１６ｍ３。渝
西地区多年平均当地径流量为２３．８亿 ｍ３，仅占重庆当地径流总量的４％；多年平均径流深
为３７５ｍｍ，径流系数为０．３５。本地区人均多年平均当地地表水资源量为５６０ｍ３，亩均水资
源为７０１ｍ３，均为重庆市平均值的１／３，远远低于重庆市平均水平。按照国际水资源丰富程
度指标划分，人均水资源量小于５００ｍ３的地区为严重缺水区，人均水资源量在５００～１０００
ｍ３的地区，属水资源紧缺地区。可见，按国际惯例划分，重庆渝西地区属于水资源紧缺
地区。

重庆渝西片区地表径流的开发方式以蓄为主，受地形及其他因素影响，目前区域内除玉

滩水库外无大型水库，主要为中、小型水库，以小型居多。目前多年平均总的当地地表径流

的利用率为３５％左右；其中，利用程度较高的为永川区，达到４２％；利用程度较低的荣昌区
为２５％。

渝西地区地处四川盆地内三大水系长江干流、嘉陵江、沱江的分水岭地带，境内河流源

短流小。地形地貌深、浅丘、平坝交替，河道迂回、比降小，地形切割破碎，因而在水资源的利

用上，蓄水工程淹没大，输水工程交叉建筑物多，引水工程水量少，干旱季节往往提水工程无

水可提。

（二）地下水资源

地下水资源是指能被直接利用又能不断得到补给的地下含水层的水量。地下水的补给

主要来源于大气降水入渗，除直接入渗外，还有降雨形成地表水后通过河道（或人工渠道）的

入渗。

本地区的地质构造属川中、川东褶皱带，构造变动稳定，地下水根据不同的水文地质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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件，主要分为３种类型：碳酸盐岩溶水、碎屑岩孔隙裂隙层间水、基岩裂隙水，以岩溶水和层
间水居多，且富水性好。

重庆市多年平均地下水资源量为１０４．５４亿 ｍ３，地下水资源模量为１５．９８万 ｍ３／ｋｍ２。
本区域内地下水资源量为４．５１亿ｍ３，地下水资源模量为６．３６万ｍ３／ｋｍ２，其中，铜梁区最高
为６．７８万ｍ３／ｋｍ２；大足最低为 ５．４２万 ｍ３／ｋｍ２。本区域地下水资源模量仅为重庆市的
４０％，属于地下水资源贫乏地区。

由于本区域地下水资源量很少，仅为当地地表径流的１７．２９％，而且地下水分布不均，因
此地下水的利用量较少，一般以打井形式取用于农村人畜饮用。根据现状地下水的利用情

况分析，一般各区的地下水利用率不超过２０％，最低的荣昌区仅为１％。

（三）过境水资源

区域外集流区汇集的来水流入本地区的河川径流量为过境水资源量。长江从永川南部

边缘流过，涪江流过铜梁北部的边境，琼江于铜梁区安居境内汇入涪江。

长江、涪江、琼江等江河水资源丰富，据统计，多年平均入境水资源量达２９４０亿 ｍ３，是
当地地表水资源量的几百倍。过境水的特定自然条件又导致这一地区的入境水资源的开发

利用比较困难。

重庆西部地区地形除中梁山、缙云山、云雾山、黄瓜山、巴条山、西山等山脉外，基本为丘

陵，海拔高程在１８５～１０２５ｍ，其中大部分为２５０～５００ｍ，而长江、涪江的地势较低，地形崎
岖，不仅不能自流引水，且提水扬程高，一般在１５０ｍ以上，并且输水线路长，因而运行成本
高。从水资源的开发难易程度和经济比较，利用过境水量受到一定的制约。

四、水资源供需平衡分析

（一）现状可供水量及预测

渝西地区为丘陵区，平地相对较少，当地水资源开发以拦蓄利用为主。当地河流流域面

积较小，河槽蓄水能力较弱，受地形、地势等条件制约，目前区域内供水工程主要以中、小型

水库为主，尤以小型水利工程居多，同时辅以提、引水工程，区域地下水由于分布不均、数量

少，一般情况下以打井形式取用地下浅层水资源，但利用量较小，主要用于农村人畜饮用。

根据《重庆市水资源公报２０１３》，２０１３年重庆渝西地区荣昌、大足、永川、璧山及铜梁等
五区的可供水量合计为８．９５０９亿ｍ３，其中，中、小型水利工程可供水量所占比重较大，约占
总可供水量的６０．９％；其次为江河提水，约占总可供水量的２６．６％（详见表３）。从现状供水
工程组成来看，渝西地区现状用水主要是依靠中、小型水利工程及提水工程，此类工程除水

源为长江、涪江的提水工程及少数中型水库工程外，其余水利工程供水水源保证程度较低，

加之几年来江河水体受污染程度逐年加重，从而导致城镇、工业、农业共争水源，水量及水质

皆得不到充分保证。

永川区现有蓄、引、提水利工程１９３６５处，其中蓄水工程１８３６２处，包括水库１３６座，总
库容约１．７亿 ｍ３，其中中型水库４座（上游水库、卫星水库、关门山水库和孙家口水库），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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容约０．６３亿ｍ３，小（１）型水库２９座、小（２）型水库１０５座，库容１．０７亿 ｍ３，山坪塘１１１５３
口、石河堰５１７座、现状供水能力约０．３亿ｍ３，引水工程４３处，现状供水能力０．０５亿ｍ３，江
河提水工程９６０处，现状供水能力０．５８２亿 ｍ３。各项水利设施合计可供水能力约为２．６６
亿ｍ３。

大足区现状各类水利工程４６４６处，其中：水库１１５座，山坪塘３１３３口，石河堰６９３座，
引水工程４２处，电力提灌站４５５处，现状供水能力约为１．６亿ｍ３。

荣昌区现有各类水利设施３４６１处，其中：中小型水库８１座［中型水库２座，小（１）型水
库２４座、小（２）型水库５４座］，山坪塘２６０１口，石河堰４０４座，固定提灌站３７５处，总库容约
１．０９５亿ｍ３，总供水能力约１．６４亿ｍ３。

璧山区和铜梁区现状供水除三江水库、小北海水库、玄天湖水库等为数不多的中型水库

和安居提水外，主要为小微型水利工程，其可供水量分别为１．０３５亿ｍ３和２．０１２亿ｍ３。
表３　２０１３年重庆市渝西五区主要城市可供水量 单位：亿ｍ３

行政区域 蓄　水 引　水 提　水 地下水供水量 其他供水量 合计

荣昌区 ０．７２８０ ０．１４８６ ０．６６５３ ０．０９７００ ０．０００００ １．６３８９

大足区 １．１８９６ ０．０６６１ ０．０２６５ ０．３１７９０ ０．０００９０ １．６０１０

永川区 ２．００３８ ０．０５００ ０．５８２０ ０．０２７５０ ０．０００００ ２．６６３３

璧山区 ０．６９１５ ０．００００ ０．２４６０ ０．０３９００ ０．０５９００ １．０３５５

铜梁区 ０．８４１４ ０．１９２２ ０．８５８７ ０．１１９９０ ０．０００００ ２．０１２２

合计 ５．４５４３ ０．４５６９ ２．３７８５ ０．６０１３ ０．０５９９ ８．９５０９

供水方式比重／％ ６０．９ ５．１０ ２６．６ ６．７２ ０．６７ １００．００

（二）现状用水情况及存在的问题

本地区用水主要包括城镇综合用水、农村生活用水、工业（包括一般工业、火电和核电，

以及高耗水工业）用水、灌溉用水、畜饮及环境用水六类。

本研究所指环境用（需）水量主要为城市浇洒道路、景观绿化及休闲旅游需水等，不含维

持河道生态环境要求的生态基流部分。本次各统计口径中，可供水量成果均为已剔除河道

生态环境基流后成果，故维持河道生态环境要求的生态基流不纳入用（需）水情况统计。

１．现状用水情况
本次研究现状水平年为２０１３年，根据《重庆市水资源公报２０１３》，本次统计了现状水平

年供水区域用水总量情况（详见表４），２０１３年渝西地区荣昌、大足、永川、璧山及铜梁等五区
用水总量合计为８．９５０９亿ｍ３，用水量与现状水利工程可供水量持平，其中灌溉用水所占比
重较大，约占总用水量的３９．４％；其次为工业供水，约占总用水量的２９．９％。根据水资源公
报统计数据，结合现状年供区内的社会经济发展情况，现状年供水区域各类用水标准，详见

表５和表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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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４　２０１３年重庆市渝西五区主要城市毛用水总量 单位：亿ｍ３

行政区域 城镇综合 农村生活 工业供水 灌溉供水 畜饮供水 环境供水 合计

荣昌区 ０．２０８３ ０．１０４６ ０．６８６４ ０．５５４５ ０．０６９７ ０．０１５４ １．６３８９

大足区 ０．２６２１ ０．０７６８ ０．３９０６ ０．７８３４ ０．０７５９ ０．０１２２ １．６０１０

永川区 ０．４７９５ ０．１３４３ ０．６０３８ １．０３９２ ０．３７７２ ０．０２９３ ２．６６３３

璧山区 ０．２２１０ ０．０９１５ ０．２２８０ ０．３５８５ ０．０７７５ ０．０５９０ １．０３５５

铜梁区 ０．２１７２ ０．１１３２ ０．７６７８ ０．７８７８ ０．１１６０ ０．０１０２ ２．０１２２

合计 １．３８８１ ０．５２０４ ２．６７６６ ３．５２３４ ０．７１６３ ０．１２６１ ８．９５０９

比例（％） １５．５１ ５．８１ ２９．９０ ３９．３６ ８．００ １．４１ １００．００

表５　２０１３年重庆市渝西五区主要城市社会经济指标

行政区域 户籍人口 总常住人口 城镇人口 城镇化率 工业增加值 等效灌溉面积 牲畜

单位 万人 万人 万人 ％ 亿元 万亩 万头

荣昌区 ８４．４２ ６７．６４ ３１．０７ ４５．９ １３２ ２０．５ ６５．２

大足区 １０４．３７ ７４．４３ ３６．２７ ４８．３ １３６ ３１．７ ５１．７

永川区 １１３．１５ １０６．８０ ６５．９２ ６１．７ １９２ ４４．２ ５９．５

璧山区 ６３．６０ ６９．２０ ３２．７１ ４７．３ １８６ ２４．４ ２０．６

铜梁区 ８４．０９ ６３．６１ ２８．１６ ４６．３ １３０ ３４．９ ３９．９

合计 ４４９．６３ ３８１．６８ １９４．１３ ５０．９ ７７６ １５５．７ ２３６．９

表６　２０１３年重庆市渝西五区主要城市实际毛用水指标

行政区域 城镇人饮综合 农村生活用水 工业需水综合定额 灌溉定额 畜饮定额

单位 Ｌ／（人·日） Ｌ／（人·日） ｍ３／万元 ｍ３／亩 Ｌ／（头·日）

重庆市 ２３０ ７９ ７７ ２７０ ２６

荣昌区 １８３ ７８ ５２ ２７１ ２６

大足区 １９８ ５５ ２９ ２４７ ２３

永川区 １９９ ９０ ３１ ２３５ ２２

璧山区 １８５ ６９ １２ １４７ １９

铜梁区 ２０２ ９１ ５９ ２２６ ２０

渝西均值 １９３．４ ７６．６ ３６．６ ２２５．２ ２２

２．现状用水水平分析
１）城镇综合生活用水
城镇生活用水包括城镇居民生活和建筑业、服务业用水，其中城镇居民生活用水占了绝

大部分，根据室外给水规范，重庆市渝西地区各区县属于分区划分的一区中、小城市，其综合

生活用水定额为１７０～２８０Ｌ／（人·日），毛用水定额为１７９～２９５Ｌ／（人·日），据２０１３年用
水指标分析（表６），上述５个区县的城镇综合生活毛用水定额为１８３～２０２Ｌ／（人·日），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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值为１９３．４Ｌ／（人·日），均在规范规定的定额范围内；同时本次将２００６—２０１３年各区县实
际用水定额列表（表７）分析发现，各区县历年城镇综合用水定额变化不大，虽然伴随社会生
活水平的提高，用水定额应该增加，但近年来节水措施及人们节水意识的增强对用水定额的

增长又起到了良好的抑制作用。因此，本次结合规范用水定额及历年城镇实际用水定额认

为，现状年渝西主要城市城镇生活用水水平基本满足社会发展需求。

表７　重庆市渝西五区主要城市场镇用水定额表（２００６—２０１３年）单位：Ｌ／（人·日）

年份 荣昌区 大足区 永川区 璧山区 铜梁区

２００６ １８５ １８７ ２１０ １５９ １８９

２００７ １７７ １８７ ２０４ １５６ １７９

２００８ １８０ １９０ １９５ １５６ １６７

２００９ １７５ １７７ １８１ １４７ １７５

２０１０ １６１ ２０１ １７７ １３５ １９１

２０１１ １６９ ２０４ １８１ １５２ ２１６

２０１２ １７７ １９９ １７２ １９０ ２１３

２０１３ １８３ １９８ １９９ １８５ ２０２

２）农村生活用水
根据《村镇供水工程技术规范》（ＳＬ３１０—２００４），重庆区县为规范中最高日居民用水定

额表中的四区，其用水按全日供水，有洗涤池，其他卫生设施较少或有部分卫生设施，定额为

５０～９５Ｌ／（人·日），毛定额为５３～１００Ｌ／（人·日）。而据２０１３年用水指标分析（表６），５
个区的农村生活毛用水定额为５５～９１Ｌ／（人·日），平均毛用水定额为３６．６Ｌ／（人·日），
用水指标略低于重庆市平均水平７９Ｌ／（人·日），但均在规范规定的定额范围内。因此认为
现状年渝西地区农村生活用水水平基本满足现状社会发展需求。

３）工业用水
供水区内工业用水应包括火（核）发电、高用水工业和一般工业用水，由于供区内火

（核）发电、高用水工业产值较少，故本次在用水水平分析中不作单独分析。同理，据２０１３年
用水指标分析，上述５个区的万元工业增加值用水定额为１２～５９ｍ３／万元，平均用水定额为
３６．６ｍ３／万元，用水指标低于重庆市平均水平７７ｍ３／万元，其中以璧山工业用水定额最低，
为１２ｍ３／万元，主要是与璧山工业轻型化、无高耗水型工业有关。根据《重庆市人民政府关
于实行最严格水资源管理制度的实施意见》，２０１５年万元工业增加值用水量比２０１０年下降
２８％以上，２０１０年为１２８ｍ３／万元，２０１５年最高为９２ｍ３／万元。经渝西地区现状工业用水指
标与实施意见对比分析，供水区域工业用水水平满足实施意见要求，用水指标与社会发展是

基本相适应的。

４）牲畜用水
供区内牲畜饲养主要以家禽及猪、牛为主，根据《村镇供水工程技术规范》（ＳＬ３１０—

２００４），家禽类的最高日用水定额为０．５～１Ｌ／（只·日）。育肥猪的最高日用水定额为３０～
４０Ｌ／（头·日），育成牛的最高日用水定额为５０～６０Ｌ／（头·日），按照供区的牲畜结构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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