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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次全国水利普查是国务院做出的一项重大决策，是国家资源环境调查的重要组成

部分，也是水利系统的一件大事。2010 年至 2013 年，甘肃省第一次全国水利普查严格按照

国务院水利普查办公室的统一要求，在省水利普查领导小组的正确领导下，通过各级普查

机构密切协作，共同努力，圆满完成了各项普查任务。全省共确定清查对象 55.8 万个，详

查了 14.7 万个普查对象，完成空间数据标绘对象 7.1 万个，整理归档普查档案案卷 1.2 万卷。

为充分反映我省水利普查成果，便于广大用户全面了解、查阅和使用普查成果，让普

查成果有效服务于全省社会各界和广大水利系统干部职工，省水利普查办公室按照国务院

水利普查办公室对第一次全国水利普查成果体系建设工作方案要求，结合我省实际组织人

员编制了甘肃省第一次水利普查成果集。

本成果共分 10 卷 27 册，编者力求通过文字、数据、图册、照片等方式多角度立体反

映三年来我省水利普查工作在组织实施、综合协调、培训宣传、技术调查、数据采集、质

量控制方面的点点滴滴，做到图文并茂、数据翔实、文字简洁，具有综合性、资料性、实

用性特点。该成果集汇聚着三年多来全省各级普查机构和普查人员的辛勤劳动和努力，凝

聚着大家的心血和汗水。

河湖开发治理保护情况普查成果是甘肃省第一次水利普查成果第五卷，包括《河湖开

发治理保护情况》《河湖开发治理保护情况（简）》和《河湖开发治理保护情况普查数据汇编》。

本卷成果主要反映了我省江河湖泊开发利用、治理保护、水源地及入河湖废污水排放等情

况。普查数据包括河湖取水口、取水量、供水人口及灌溉面积；地表水水源地及年供水量、

供水人口；入河湖排污口及废污水入河量；有防洪任务的河段、已治理河段、治理达标河段；

治理湖泊等基础信息。

限于编辑经验和水平，本报告难免有疏漏和不妥之处，热忱希望各级领导、各界专家、

广大水利工作者提出宝贵的意见和建议，我们将在以后普查成果开发应用中逐步完善。

在此，向所有参与和支持全省水利普查工作的单位、领导和个人致敬！

　   

　　　　　　　　　　　　　　       甘肃省第一次全国水利普查领导小组办公室

　　　　　　　　　　　　　　　　　　 　             2013 年 12 月

ＱＩＡＮＹＡＮ

前　言

试读结束，需要全本PDF请购买 www.ertongbook.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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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章　概  述

一、普查对象、范围和内容

河湖开发治理保护情况普查对象共有五个 , 即河湖取水口、地表水水源地、具有治理保护任务的

河流、具有治理保护任务的湖泊和入河湖排污口。

每类普查对象数量都较为庞大。如果普查对象规模定得偏低，会导致普查工作量过大；如果普

查对象规模定得偏高，将会失去普查的意义。综合考虑普查工作量和普查对象“不漏”的原则，在

拟定各普查对象规模标准基础上，确定普查范围如下：

（一）河湖取水口

本次河湖取水口普查范围为江河湖库上的所有取水口。其中：农业取水流量大于等于 0.20m3/s、

非农业用途的年取水量不小于 15 万 m3 的取水口，定为规模以上取水口；规模以上取水口需进行重

点普查，规模以下取水口只进行简单普查。规模以上取水口普查内容包括取水口基本情况、取水状

况和用途、取水许可及取水口管理情况等；规模以下取水口普查内容仅为取水口基本情况和取水用

途的部分指标。

（二）地表水水源地

向城镇集中供水的地表水水源地不设置普查规模标准，向乡村集中供水水源地规模标准为供水

人口 1 万人或日供水量 1000 吨。普查范围为向城镇集中供水的地表水饮用水水源地，以及向乡村集

中供水的规模以上地表水饮用水水源地。其他水源地不在本普查范围内，不予普查。主要普查城镇

集中供水水源地和规模以上的乡村集中供水水源地的普查内容为水源地基本情况、开发利用状况、

管理情况等方面内容。规模以下的乡村集中供水水源地不予普查。

（三）入河湖排污口

普查规模标准为入河湖废污水量 300 吨 / 天或 10 万吨 / 年。普查范围为河湖上的所有入河湖排

污口。规模以上入河湖排污口需进行重点普查，规模以下排污口只进行清查。主要普查规模以上的

排污口普查内容为排污口基本情况、入河湖排污口设置许可情况、入河湖排污情况、入河湖排污单

位情况等方面内容；普查阶段不涉及规模以下排污口。

（四）河湖治理保护情况

河流治理保护普查规模标准为流域面积 100km2；湖泊普查规模标准为水面面积常年在 10km2。

普查范围为规模以上河流和湖泊 , 规模以下河流和湖泊不予普查。重点普查具有防洪保护任务的河流

或湖泊治理保护情况。规模以上河流普查内容主要为河流基本情况、河流治理情况、河流水功能区

情况、河流管理单位情况等方面内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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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有普查对象、普查范围及其普查规模标准如表 1-1 所示。

二、技术路线

河湖开发治理保护情况普查工作共分为四个步骤：（1）清查登记，（2）普查指标获取，（3）

普查填报，（4）审核汇总。具体内容如下：

（一）清查登记

在普查开展之前，首先对普查对象进行摸底，开展清查登记，以确保普查对象不重不漏，并确

定普查表填报单位。

按“在地原则”，参考取水许可及入河湖排污口管理等有关资料情况，对河湖取水口、地表水

水源地、河湖情况、入河湖排污口进行清查，摸清其位置、数量、规模、隶属关系等基本信息，提

出县级行政区内的河湖取水口、地表水水源地、治理保护河流（河段）与湖泊、入河湖排污口普查

名录。

（二）指标获取

普查指标分年末指标和年度指标两种。年末指标，如“基本情况”、“管理情况”等，它是以

普查时点即 2011 年 12 月 31 日 24 时当时的数据为准，所以也称为静态指标。年度指标，如“2011

年取水量”等数据，它是以 2011 年 1 月 1 日至 2011 年 12 月 31 日的全年数据为准，在填写这些普

查指标前，要记录 2011 年度的数据，所以也称为动态指标。

河湖开发治理保护情况普查中，属于年度指标的有三个：河湖取水口取水量、地表水水源地供

水量、入河湖废污水量。其中，在清查阶段确定为万亩以上灌区的取水口、规模以上的非农业用途

取水口，需按照实际计量数据或综合推算数据建立台账。

表 1-1　普查对象和普查范围表

对象 范围 规模标准

河湖取水口 所有取水口
农业用途取水流量 0.20m3/s

其他用途年取水量 15 万 m3

地表水水源地

城镇集中供水水源地

规模以上乡村集中供水水源地 供水人口 1 万人或日供水量 1000t

具有治理保护任务的河流 ( 河段 ) 规模以上河流 流域面积 100km2

具有治理保护任务的湖泊 规模以上湖泊 常年水面面积 10km2

入河湖排污口 所有排污口 废污水排放量 300 t/d 或 10 万 t/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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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普查填报

按照“在地原则”，以县级行政区为普查工作的基本执行单位，由县级水利普查机构组织完成

普查表填报；对于下级普查机构组织填报有困难的普查对象，由上一级普查机构组织填报。在普查

人员持证上岗、责任到人等制度保障下，实施河湖取水口、地表水水源地、河湖治理保护、入河湖

排污口的普查、复查，在规定时间内完成了普查填报工作。

普查采取了档案查阅，并结合现场调查核实的方式进行，以最新的资料为准。规模以上取水口、

入河湖排污口进行了详细普查，逐项填报；规模以下河湖取水口进行简单普查；规模以下入河湖排

污口只进行了清查，不填报普查表。

对于县级普查机构难以组织填报的河流 ( 如骨干河道 ) 以及省、地（市）、县际界河、界湖等，

由上级普查机构根据各县河湖清查成果，组织河流或流域管理单位填报普查表，并将普查表返回县

级普查机构，由县级普查机构负责录入上报。

（四）审核汇总

按照国普办制定的普查质量控制原则，各级普查机构制定了相应的质量控制要求，省级普查机

构对成果进行协调平衡。为保证普查成果的可靠性，对各类普查成果按照一定的百分比进行抽查，

并实行严格的奖惩措施，对各项普查成果质量进行总的把关和评价。

县级普查机构对本县内的普查表进行汇总、检查和审核，审核时全面展开表内审核和表间审核，

并与其他专业普查相关成果相协调，互相核对验证后，再报送上一级普查机构。

按照县、地（市）、省（直辖市、自治区）、流域、国家逐级进行复核、汇总、审查、上报，

完成了全省河湖开发治理保护情况普查工作。

全省河湖取水口、地表水水源地、河湖治理保护、入河湖排污口普查技术路线图见图 1-1。

三、普查方式

本次普查采取“先清查、再全面调查”的方式，分为前期准备、清查登记、填表上报、成果发

布四个阶段进行。

前期准备阶段：主要完成编制普查方案、数据处理方案及开发普查软件，成立普查机构、落实

普查人员，开展普查培训，制作基础图件，收集并处理基础数据，以及宣传动员等环节。

清查登记阶段：主要开展普查对象清查、建立动态指标台账和全面调查等环节，全面获取普查

数据。

填表上报阶段：主要包括普查数据填报、审核、录入及成果汇总协调等环节。

成果发布阶段：主要包括普查成果逐级抽查验收、普查资料分析整理汇编、普查数据管理和空

间数据库建设、普查成果验收和成果总结发布等环节。

试读结束，需要全本PDF请购买 www.ertongbook.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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普查 
对象 
静态 
指标 
获取 

普查 
对象 
动态 
指标 
获取 

档案查阅 

现场访问 

综合推算 
规 
模 
以 
上 

实际计量 

典型调查 

分析统计 

建立台账 
规 
模 
以 
下 

河湖治理保护

情况普查成果 
河湖取水口

普查成果 
入河湖排污口

普查成果 
地表水水源地

普查成果 

全国成果汇总审核 

县、地、省、流域逐级

汇总审核、协调、上报 

修改 
补充 
完善 

河流长度与河湖基本情况普

查成果一致 

取水量与经济社会用水调查成

果、水源地普查成果、水利工

程普查成果协调 

河湖开发治理保护情况普查 

档案查阅 现场查勘 电话询问 

普查对象清查登记、编制名录 

建立普查成果信息

数据库 
 

建立普查成果图表库 普查成果发布 

河湖取水口 河湖治理保护情况 地表水水源地 入河湖排污口 

规模以上详查 
规模以下简查 

普查填报 

规模以上详查 
规模以下不普查 

图 1.1    河湖开发治理保护情况普查技术路线图 图 1-1    河湖开发治理保护情况普查技术路线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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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组织与实施

（一）组织与实施原则

按照《国务院关于开展第一次全国水利普查的通知》（国发〔2010〕4 号）精神，第一次全国水

利普查按照“全国统一领导、部门分工协作、地方分级负责、各方共同参与”的原则组织实施。

国务院成立了第一次全国水利普查领导小组及办公室，流域及地方各级政府参照全国水利普查

机构设置模式，成立了相应普查机构，建立国家（流域）、省、地、县等四级水利普查机构，逐级推动。

（二）工作单元与报送原则

本次普查以县级行政区为基本工作单元，普查数据、表格以县级行政区为基本单元进行组织填

报和汇总。普查成果以能够满足按照流域分区和行政分区汇总为要求。

县级水利普查机构，根据县域内各类普查对象的特点及分布情况确定各类普查对象的最小普查

区划。一般情况下，对于治理保护河流、湖泊以及水源地等普查对象，在县级水行政主管部门比较

熟悉全县基本情况时，可以以县级行政区为最小普查区划；对于河湖取水口、入河湖排污口等其他

普查对象，可以乡镇为最小普查区划。

本着“谁管理，谁填报”的原则，确定普查表基层填表单位和组织填报机构。普查表和台账表，

一般由普查对象所在的县级普查机构组织普查对象基层管理单位填报，普查员、普查指导员发放、

审核、回收普查表，并指导普查对象基层管理单位填写。

对于跨县级及以上行政区的普查对象，根据不同普查对象的特点，采取相应组织填报方式，由

上级普查机构进行组织、协调。跨县的引调水工程由管理单位所隶属的同级普查机构组织填报；跨

县的治理保护河流，由上级普查机构组织管理单位按县分段填报，并返回各县录入。

（三）普查实施过程

为了顺利完成本专项普查任务，依据《第一次全国水利普查实施方案》，甘肃省河湖开发治理

保护情况普查工作分为了清查登记、指标获取、普查填报和审核汇总工作四个阶段。

清查登记：按“在地原则”，参考取水许可及入河湖排污口管理等有关资料情况，对河湖取水口、

地表水水源地、河湖情况、入河湖排污口进行清查，提出县级行政区内的河湖取水口、地表水水源地、

治理保护河流（河段）与湖泊、入河湖排污口普查名录，建立取水口取水量台账。

指标获取：由县级普查人员获取本专项所需的动态数据与静态数据。获取河湖取水口取水量、

地表水水源地供水量、入河湖废污水量等动态指标的数据；获得取水口、水源地、治理保护河段和

排污口的位置、数量、规模、隶属关系等基本信息。

普查填报：由县级水利普查机构组织，按照“在地原则”，在普查人员持证上岗、责任到人等

制度保障下，实施河湖取水口、地表水水源地、河湖治理保护、入河湖排污口的普查、复查，在规

定时间内完成普查填报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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审核汇总：按照国普办制定的质量控制工作细则，在县级普查机构完成填报后，各级普查机构

对普查表进行汇总、检查和审核，完成表内审核和表间审核，并与其他专业有关成果相协调、互相

核对验证后，逐级上报。省级普查机构负责对成果进行协调平衡，为保证普查成果的可靠性，对各

类普查成果按照一定的百分比进行了抽查，在完成了省级汇总、审核和平衡后，上报流域机构。在

流域和国家级审核后，及时按照审核意见进行核查整改审核后，上报了最终数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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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章　普查数据审核及数据质量

一、审核准备

（一）基础资料的收集

为了顺利的开展水利普查数据的审核工作，提高普查数据质量，河湖开发治理保护组积极收集

与本专项相关的技术规范及基础资料。主要有：

１．《第一次全国水利普查实施方案》；

２．《第一次全国水利普查数据处理工作细则》；

３．《第一次全国水利普查对象清查工作细则》；

４．《第一次全国水利普查质量控制工作细则》；

５．《第一次全国水利普查对象清查数据质量抽查办法》；

６．《第一次全国水利普查清查数据上报和验收管理办法》；

７．《第一次全国水利普查数据字典及审核关系》；

８．《第一次全国水利普查事中质量抽查办法》；

９．《第一次全国水利普查数据审核办法》；

10．《第一次全国水利普查数据审核技术规定》；

11．《第一次全国水利普查数据上报及验收管理办法》；

12．河湖名录及河流特征值（第一版、第二版）；

13．《甘肃省水利统计年鉴》（2010 年及 2011 年）；

14．《甘肃省水资源公报》（2007—2011 年）；

15．《全国重点水功能区划（2011 年—2030 年）》；

16．《甘肃省水功能区划》（2007 年省政府批复）；

17．甘肃省取水许可统计资料；

18．甘肃省入河排污口调查资料；

19．《甘肃省行业用水定额》；

（二）普查辅助审核系统参数确定

2012 年 3 月，在国普办下发水利普查数据辅助审核系统后，河湖开发治理保护组及时将其运用

到数据审核当中。但是由于甘肃省地形地貌复杂、气候差异较大，所以在审核过程中，各地的系统

参数差异较大。针对此问题，我省采取了各市州分别制定与本行政区相应的审核参数，省级由各专

项组审定的方法，来确定各市（州）的审核参数。详见表 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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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号 数据项名称

默认值 普查区设计值

单位

下限 上限 下限 上限

P401 河湖取水口、供水人口 0 20 0 150 万人

P401 河湖取水口、灌溉面积 0 5 0 10 万亩

P401 河湖取水口 2011 取水量 0 1000 0 5000 万 m3

P401 人均年供水量审核 5 100 7 60 m3/ 人·年

P401 灌区亩均年用水量 100 600 100 750 m3/ 亩

P402 地表水水源地供水人口 0 30 0 200 万人

P402 地表水水源地 2011 年供水量 0 1000 0 1000 万 m3

P402
地表水水源地

2011 年人均年供水量
0 100 0 60 m3/ 人·年

P405
入河湖排污口

2011 年入河湖废污水量
0 1000 0 1500 万 t

表 2-1　甘肃省普查数据审核系统参数表

二、审核方法

水利普查数据审核主要从全面性、完整性、规范性、一致性、合理性和准确性六个方面对我省

河湖开发治理保护专项普查数据进行审核。

全面性审核：检查是否存在应报而漏报、错报或重报普查对象。核对清查表中，被列为普查对

象的个数与普查填报个数是否相同。检查是否存在应建而漏建、错建取用水台账。

完整性审核：查看数据各普查表中，逻辑关系应填报的是否填报；是否存在缺项。

规范性审核：检验数据填报是否符合水利普查实施方案中要求的格式、方式。

一致性审核：通过基础数据审核，完成表内数据一致性检查、表间数据一致性检查、清查表与

普查表的一致性检验。通过汇总数据审核，检查汇总表数据的表内一致性及其跨对象、跨专业的一

致性。

合理性审核：通过与以往统计资料、相关专项普查成果、与相关定额、普查对象数量分布的分

析和比对，确定填报数据的合理性。

（一）普查数据 EXCEL 审核

将普查数据导入 EXCEL 中，通过筛选，可以挑选出填报指标不规范的数据；通过列宽的调整，

可以发现如组织机构代码、电话号码错误等细小的错误；通过数据的简单计算，可以进行合理性分析。

此种审核方法的优点是所有普查数据指标一目了然，在水里普查数据审核系统下发前，是审核数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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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主要手段。缺点是跨专业审核较困难。

（二）水利普查数据审核辅助系统审核

通过国家下发的水利普查数据审核系统，可以非常全面、准确的进行数据审核。优点是跨专业

审核、清查表与普查表相关信息比对等审核时，较方便。缺点是系统不完善，程序的编写者对普查

方案中，各种数据的逻辑关系不能很准确的拿捏，造成审核中许多对的填报合理的数据审核结果反

是错误。虽然方便，但是无法代替 EXCEL 审核。

（三）ARCGIS 空间信息辅助审核

通过 ARCGIS，对普查对象的空间坐标是否正确进行审核。借助简单的行政分区、水系图和导出

的普查对象空间坐标信息；导入 ARCGIS 中，可以直观地分析坐标采集是否正确。这是在专项组无

法接触到涉密底图情况下，对于空间数据最好的审核方式。

三、审核过程

甘肃省河湖开发治理保护专项普查数据依据《第一次全国水利普查数据审核办法》规定，采取

准备、预审、审查、抽查、审定五步骤，组织开展数据审核工作。

准备。在开展普查成果接收和审核前，做好数据审核的各项准备。主要包括：熟悉数据审核工

作方案，明确任务内容和分工安排，落实数据审核人员，部署数据处理专用系统和审核分析软件，

收集整理参考资料，分析审核参数。

预审。在市（州）级水利普查机构上报普查成果前，河湖开发治理保护组在省普办的统一安排下，

于 2012 年 2 月中旬至 3 月初，采取县、市、省级三级远程联审，提前对全省 14 个市（州），86 个县（区）

的普查数据进行了预审核，提出了书面审核意见。对于审核中发现的问题，质疑性的错误，要求

县级普查机构现场实地核实数据，并填写审核说明；确定性的错误，责令由市（州）级水利普查机

构监督，县级普查机构进行更正。通过此次预审核，使我省普查数据的质量有了较大提高。

审查。在普查数据接收和汇总阶段，按照《第一次全国水利普查质量控制工作细则》要求，从

上报资料是否齐全、格式是否规范、内容是否一致；基础数据是否符合全面性、完整性、规范性、

一致性和合理性；汇总数据是否符合一致性和合理性等方面，对普查数据进行接收审验、计算机审验、

分专业详审和跨专业联审，及时提出审核意见。并根据审查结果，计算普查数据的漏报率、漏填率

和错填率，初步评估上报数据质量。

抽查。在普查成果审定前，河湖开发治理保护组在省普办的统一安排下，对我省水利普查数据

进行了抽查。从现场复核结果来看，我省普查数据质量符合国家质量控制要求。

审定。河湖开发治理保护组积极配合省普办，开展水利普查成果审定工作。审定工作包括了普

查办组织专家审核，厅属相关单位审核，邀请国普办专家审核，领导小组审议等。通过审核工作的开展，

为我省水利普查成果上报奠定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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