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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　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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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经济社会用水情况普查成果是甘肃省第一次水利普查成果第四卷，包括《经济社会用

水情况》、《经济社会用水情况（简）》和《经济社会用水情况调查数据汇编》三册。本

卷成果主要反映了我省 2011 年度不同行业用水定额指标及流域和区域取水量、供水量、用

水量等全口径供用水量成果。普查数据包括全省城乡居民生活用水、农业用水、工业用水、

建筑业用水、第三产业用水等国民经济各行业用水以及河道外生态环境用水等全口径用水

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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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此为试读,需要完整PDF请访问: www.ertongbook.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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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章　概　述

一、普查依据 

《国务院关于开展第一次全国水利普查的通知》（国发〔2010〕4 号）是开展经济社会用水调

查的主要依据。

《第一次全国水利普查总体方案》、《第一次全国水利普查培训教材之四经济社会用水情况调

查》、《第一次全国水利普查台账建设技术规定》、《第一次全国水利普查质量控制工作细则》、《第

一次全国水利普查对象清查数据上报和验收管理办法》、《第一次全国水利普查经济社会用水情况

调查成果汇总技术规定》等规定、教材、细则和办法是本次普查的重要技术依据。

水利普查是一项重大的国情国力调查，是国家资源环境调查的重要组成部分，是国家基础水信

息的基准性调查。开展全国水利普查经济社会用水调查是为了有利于实行最严格的水资源管理制度，

推进水资源合理配置和高效利用；有利于提高全社会水患意识和水资源节约保护意识，推进资源节

约型、环境友好型社会建设。经济社会用水调查是水利普查的重要内容之一。通过经济社会用水调查，

统计分析流域和区域分区的经济社会主要指标，建立用水户资料档案，掌握各行业用水户的供用水

情况及其分布，从而全面查清全社会经济社会用水状况。为科学制定节水型社会建设规划，完善流

域和区域水资源管理体制、推进水资源合理配置和高效利用、实行水资源流域与区域取水总量控制

和定额管理以及实施最严格的水资源管理制度等方面提供基础与支撑。

二、普查对象、范围与内容 

（一）调查对象与范围 

经济社会用水情况调查范围为中华人民共和国境内（未含香港特别行政区、澳门特别行政区和

台湾省）的各类经济社会用水户。经济社会用水户包括居民家庭、农业、公共供水企业、工业企业、

建筑业企业及第三产业机关企事业单位等用水户。

由于经济社会用水户数量巨大，用水计量尚未普及，不易做到逐个调查，因此将调查对象分为

用水大户和一般用水户。用水大户逐一调查，一般用水户采用典型调查的方式推算获得。

（二）调查内容与方式 

调查内容包括经济社会主要指标、城乡居民生活用水状况、生产与生态用水状况。

经济社会主要指标。收集整理流域和区域分区的人口、产值、灌溉面积等主要经济社会指标。

城乡居民生活用水状况。通过统计农村及城镇用水人口，结合城乡居民用水典型调查，摸清城

乡居民用水状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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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产与生态用水状况。通过统计主要经济社会指标，结合灌区和企事业单位的用水大户和典型

用水户的用水调查，摸清农业、工业、建筑业、第三产业等国民经济各行业用水量，以及城镇环境

和河湖湿地等人工生态补水量情况等。

经济社会用水调查采取用水大户逐个调查与一般用水户典型调查相结合的方式。

三、技术路线 

经济社会用水调查的主要任务是通过对城乡居民生活用水、农业用水、工业用水、建筑业用水、

第三产业用水等国民经济各行业用水以及河道外生态环境用水的调查，统计分析流域和区域的经济

社会主要指标，建立用水户资料档案，全面准确地掌握各行业用水户的供用水情况和分布。具体如下：

全面查清经济社会用水大户（农业为万亩以上灌区、其他为取水量超过 5万 m3）的数量、分布

及其 2011 年取用水状况；收集常住人口、灌溉面积、工业产值等主要经济社会指标，开展一般用水

户调查，并进行单位用水指标分析，摸清我省 2011 年生产和生活用水情况；收集绿地面积、绿地灌

溉定额、环境卫生清洁面积、环境卫生用水定额以及河湖补水面积等资料，分析计算河道外生态环

境用水量，最终得到全口径经济社会用水量。

经济社会用水情况调查由县级水利普查机构在上级水利普查机构的指导下进行用水调查工作，

省级普查机构负责各行业和各分区的全口径用水量分析计算工作，地级普查机构主要协助进行用水

调查表的审核、以及协助进行全口径用水量分析计算工作。经济社会用水情况调查主要包括调查对

象确定、台账建设、调查表填报、用水量分析计算、用水合理性分析及成果上报五个步骤，见图 1-1。

调查按“在地原则”，以县级行政区为基本工作单元，区分不同用水户情况采用不同的方法确

定调查对象名录。采取用水大户逐个调查与一般用水户典型（或抽样）调查相结合的方式，分析计

算不同用水行业的用水指标。根据流域和区域经济社会主要指标，分析推算流域和区域城乡居民生

活用水、农业和工业等国民经济各行业生产用水和河道外生态用水状况，逐级进行审核、汇总和协

调平衡分析。

（一）调查对象确定

收集和整理第二次全国经济普查成果以及各地相关资料，根据用水大户和典型用水户确定方法

初步选取调查对象，形成需要调查的用水户初始名录。在初始名录基础上增减用水大户，通过电话

或走访等方式核实所有调查对象的信息是否正确和完备，删减不符合要求的调查对象并根据调查数

量要求增补相应的典型用水户，完成最终调查对象的确定，形成最终需要调查的用水户名录。

全省共确定调查名录对象数量为 18990 个，其中：灌区调查对象 769 个（全省万亩以上灌区全

部包括，万亩以下按 20%选取），工业企业 2715 个，建筑业与第三产业 5548 家，居民生活典型用

水户 8710 户，规模化畜禽养殖场 848 个，公共供水企业 313 家，河道外生态环境用水对象 87 个。

此为试读,需要完整PDF请访问: www.ertongbook.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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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1　经济社会用水情况调查步骤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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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取用水量指标获取

所有调查对象确定以后，各类调查对象（包括用水大户和典型用水户）根据计量情况完善计量

设施，通过台账建设及用水量记录取用水情况，获取用水量数据。取用水量获取是本次普查最重要

的环节之一，国家先后下发《第一次全国水利普查台账建设技术规定》与《水利普查质量控制工作

细则》，我省针对经济社会用水台账建设工作，先后两次召开会议确定台账建设名录，并对台账建

设作了明确的要求和规定。2011 年 3 月 17-20 日，国普办和黄委水利普查办对我省水利普查台账建

设对象名录汇总审核督导；3月 25 日，省普查办下发了关于加强台账建设工作的通知（甘水普办

〔2011〕26 号）。2011 年 3-4 月份和 12 月份，两次共派 10 个督导组对水利普查台账建设工作进行

现场督导，督导组采用“全覆盖、点对点、手把手、现场查、就地改、亲自做”的方式进行，效果

表 1-1　甘肃省经济社会用水调查专项清查对象名录个数汇总表

县

（区）

个数

居民生活

用水户调

查对象

灌区调查

对象

规模化畜

禽养殖场

调查对象

公共供水企

业调查对象

工业企业

调查对象

建筑业与

第三产业

调查对象 小计
县（区）平

均名录个数

户 处 个 个 个 个

兰州市 8 800 51 50 26 405 690 2022 253

嘉峪关市 1 100 4 2 3 37 63 209 209

金昌市 2 200 6 31 9 81 125 452 226

白银市 5 500 112 75 22 247 342 1298 260

天水市 7 700 72 46 37 224 451 1530 219

武威市 4 400 26 113 19 144 222 924 231

张掖市 6 600 34 219 29 250 417 1549 258

平凉市 7 700 44 32 39 215 413 1443 206

酒泉市 7 700 24 56 25 223 505 1533 219

庆阳市 8 800 98 45 20 256 489 1708 214

定西市 7 710 81 66 18 177 438 1490 213

陇南市 9 900 104 27 26 170 489 1716 191

临夏州 8 800 59 76 32 217 485 1669 209

甘南州 8 800 54 10 8 69 419 1360 170

甘肃省 87 8710 769 848 313 2715 5548 18903 217

名录数

行政区划

调查名录对象平均每县区个数为 217 个，其中白银市调查对象最多，为 260 个 / 县（区），张掖市次

之，为 258 个 / 县（区），调查对象个数最少的是甘南州，为 170 个 / 县（区），详见表 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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良好。

全省主台账表 9032 张，辅助台账表 76380 张，全部进入上报系统，用水量记录表 10473 张，在

县（区）存档保存，详见表 1-2。

表 1-2　甘肃省经济社会取用水台账数量汇总表

灌区 工业 建筑业 第三产业 其他用水

主台

账表

取水辅助

台账表

用水辅助

台账表

主台

账表

辅助

台账表

主台

账表

辅助

台账表

主台

账表

辅助

台账表

居民用水

户记录表

规模化

养殖场

记录表

兰州市 51 400 1635 405 329 47 40 643 598 800 50

嘉峪关市 4 15 17 37 37 9 9 54 54 100 2

金昌市 6 1469 6112 81 81 10 10 115 121 112 31

白银市 112 496 1196 247 283 26 30 316 372 520 83

天水市 72 72 72 224 224 47 47 404 404 700 46

武威市 26 63 19468 144 144 19 19 203 203 400 113

张掖市 34 180 4764 250 250 33 32 384 385 600 219

平凉市 44 97 755 215 884 34 72 379 514 520 32

酒泉市 24 9965 12636 223 223 30 30 475 481 700 56

庆阳市 98 92 98 256 335 38 27 451 263 800 45

定西市 81 905 905 177 177 33 33 405 405 710 66

陇南市 104 139 139 170 136 36 28 453 319 725 27

临夏州 59 351 2477 217 1191 31 96 454 1739 904 641

甘南州 54 159 159 69 105 30 100 389 714 1460 11

甘肃省 769 14403 50433 2715 4399 423 573 5125 6572 9051 1422

对象数

行政区划

台账建设是数据获取的关键环节，我省通过下发经普资料、开展培训、召开台账建设名录会议、

先后数次对台账建设进行督查，召开台账建设工作会议，2011 年 5 月份甘肃省水利普查基层登记台

账管理系统正式启动运行，台账系统发挥了非常重要的作用。获取指标真实可靠，达到了质量控制

要求。

（三）调查表填报

按照“在地原则”由县级普查机构组织，由用水户利用日常记录、取用水台账等数据及单位统

计资料填报了用水调查表，并经过省市县逐级逐层普查人员审核，省市县分别召开数次审核会议，

确定了最终的调查表数据及相关社会经济指标。全省共填写调查表 18990 个，全部进入台账系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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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用水量分析计算

用水调查表填写完成后，县级普查机构对调查表数据审核，并进行录入和整理，形成调查成果

并报送地级普查机构；地级普查机构对调查表数据的合理性进行分析，然后上报省级普查机构。省

级普查机构对各县调查成果进行分析计算，确定用水大户的取用水量和典型用水户的行业单位取用

水指标。然后，结合各行业经济社会指标以及相关本次普查成果，根据用水量推算方法分别推算和

确定各县级行政区套水资源三级区的生活净用水量、农业净（毛）用水量、公共供水企业毛用水量、

工业净（毛）用水量、建筑业净用水量、第三产业净用水量、河道外生态环境用水量和区域净（毛）

总用水量。

（五）供用水量汇总平衡

省级普查机构除分析计算各县用水量以外，对全省用水量成果进行合理性分析。主要是通过各

行业用水量与收集的社会经济指标计算各行业相应的用水指标，与相关成果对比，分析这些指标的

合理性。

在分析用水合理性基础上，省级普查机构对全省的供水量和毛用水量进行对比分析，最终达到

全省的供水量与毛用水量应相等。

河湖开发利用治理中的取水口调查了经济社会从江河、湖库取水口提取的水量，地下水普查专

项调查了经济社会从地下水井提取的水量，这两者之和即为我省经济社会从地表水和地下水提取的

全部水量。同时考虑跨省供水量以及省内雨水集蓄利用量、再生水利用量、其他水利用量等，综合

汇总计算全省供水量。经济社会用水情况调查获得的毛用水量，为用水户从其取水口取用的水量，

包括了区域内的输水损失。分析全省供水量和用水量是否基本相等，若差异较大检查核实供水量和

用水量成果，分析差异原因，进行必要的调整和修改。

通过以上分析汇总，形成省级用水量成果。

四、普查组织与实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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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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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立相应普查机构，建立国家（流域）、省、地、县等四级水利普查机构。

（二）工作开展情况 

1．组织完成了经济社会用水普查省级培训。由省水文水资源局主办，厅水资源处负责授课的甘

肃省经济社会用水专项于 2010 年 12 月 12-14 日举办了甘肃省第一次水利普查经济社会用水省级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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训班，省、市、县参加培训人员 175 名。2011 年 9 月 7-8 日、9 月 14-15 日，经济社会用水调查专

项组先后在我省成县和张掖市举办了甘肃省省级填表上报阶段经济社会用水专项培训班，共培训 200

人次。通过培训工作，使参加培训的人员深刻领会全省水利普查实施方案，充分认识经济社会用水

情况普查的重要意义，熟练掌握用水调查的对象、范围、技术路线、数据获取办法、质量控制要求

和时间节点，为我省经济社会用水普查工作的顺利进行打下了坚实的人才基础。

2．协调各地普查机构进行县级培训。在专项组的协调下，各地县级普查机构先后对本辖区内的

普查员、普查指导员进行了培训工作。参加县级培训的人员是本次普查的普查员、普查指导员，他

们负责普查数据的获取，并直接或者协助各管理单位填报普查表。通过各地的县级培训，为我省培

训出了大量优秀的普查技术人员，选聘了普查员、普查指导员，为我省水利普查工作的圆满完成提

供了必要的人员保证。

3．制定清查名录底册。专项组在收集水利、统计、城建等各部门的资料后，整理并下发了本专

项的清查名录底册，为普查初始名录及普查对象的确定工作打下了坚实的基础。

4．充分做好基础资料准备工作。国普办下发《第二次经济普查资料》后，专项组立即将资料按

照 14 个地级行政区统一下发到各市普查办，并逐个签订保密协议；提前下发县级行政区套水资源三

级区图和分区表，为县区更加准确选取名录起到了重要的指导作用；下发省水利厅统计的取水许可

相关资料，使县区普查专项组能更加明确调查对象，确保用水大户不漏查。

5．开展现场督查、集中审核、分析汇总。为了确保普查工作顺利开展和普查数据质量，经济社

会用水专项组先后参与省普查办和本专项组织的现场督查 10 批次，就名录确认、台账建设、数据填

报等方面开展现场督查，进行技术指导；同时，召开不同层次的会议进行集中审查，通过内部审核

和外部审核，解决存在问题，确保数据质量；在此基础上，按照普查时间节点要求组织开展分析汇

总和数据上报工作。

（三）质量控制管理 

根据国普办《第一次全国水利普查数据审核办法》、《第一次全国水利普查数据审核技术规定》、《第

一次全国水利普查经济社会用水情况调查成果汇总技术规定》等相关文件精神和技术规定，经济社

会用水专项组及时编写了审核要点，包括内部指标审核和外部审核指标，专项组业务技术骨干先行

对普查数据全面开展了专业内部审核， 2012 年 2-3 月，全省 14 个市（州）86 个县（区）以“省市

集中、逐县覆盖、专项联审、异地联动”的方式，省、市、县三级同时登录数据处理上报系统，逐县、

逐表、逐指标审核普查数据的规范性、完整性、合理性和一致性，对存在的问题现场反馈，并由县

级水利普查办及时修改补充。同时，对普查要求的取供用排水量平衡组织跨专业审核，以经济社会

用水专项组为主，其他相关专业组配合进行汇总平衡分析，专业间存在相互关联的指标，以下游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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业组为主，上游专业组配合进行审核。通过审核—反馈—整改—确认等质量控制程序，确保了水利

普查数据质量可靠。

五、2011 年水资源状况 

据《2011 年甘肃省水资源公报》显示，甘肃省 2011 年降水量和地表水资源量情势如下：

降水量：全省 2011 年平均降水量 272.9mm，比多年平均值偏小 1.4%，年降水量频率为

52.54%，属平水年。

按流域分区：内陆河流域平均降水量 117.9 mm，比多年平均值偏小 9.6%，年降水量频率为

64.37%，属偏枯年。与多年平均值比较，疏勒河流域偏小 29.2%，黑河流域偏小 5.7%，石羊河流域

偏大 22.6%。黄河流域平均降水量 468.6 mm，比多年平均值偏大 1.2%，年降水频率为 46.61%，属平

水年。长江流域平均降水量 618.9 mm，比多年平均值偏大 3.3%，年降水频率为 44.97%，属平水年。

按行政分区：与多年平均值比较，嘉峪关市、金昌市、武威市、天水市、平凉市、庆阳市、甘

南州、陇南市等 8地级行政区偏大 5.1% ～ 43.8%，其中金昌市偏大 43.8%，武威市偏大 21.3%，甘

南州偏大 5.1%；其余 6地级行政区均偏小，其中酒泉市、临夏州分别偏小 25.3%、19.6%，其余偏小

7.0% ～ 16.0%。

水资源量：2011 年全省水资源总量 272.14 亿 m3，比多年平均值 289.44 亿 m3 偏小 5.9%，地表

水资源量 263.78 亿 m3，地下水资源量 128.44 亿 m3，纯地下水资源量 8.35 亿 m3。

按流域分区：内陆河流域水资源总量 64.81 亿 m3，比多年平均值 61.29 亿 m3 偏大 5.7%，地表

水资源量 59.46 亿 m3，地下水资源量 49.97 亿 m3，纯地下水资源量 5.35 亿 m3。黄河流域水资源总量

98.43 亿 m3，比多年平均值 127.79 亿 m3 偏小 22.9%；其中地表水资源量 95.42 亿 m3，地下水资源量

39.05 亿 m3，纯地下水资源量 3.01 亿 m3。长江流域水资源总量 108.90 亿 m3，比多年平均值 100.36

亿 m3 偏大 8.5%，其中地表水资源量 108.90 亿 m3，地下水资源量 39.42 亿 m3。

按行政分区：与多年平均值比较，酒泉市、嘉峪关市、天水市、平凉市、陇南市偏大7.5%～18.2%，

张掖市基本持平，其余 8市（州）偏小 1.1% ～ 67.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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