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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 言

水资源是基础性的自然资源和战略性的经济资源，是生态与环境的控

制性要素。实行最严格的水资源管理制度，进一步加强水资源管理，不仅

是解决我国日益复杂的水资源问题的迫切要求，也是事关经济社会可持续

发展全局的重大任务。2009年 1月，回良玉副总理明确提出要实行最严格

的水资源管理制度，2011年《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加快水利改革发展的决

定》对实行最严格的水资源管理制度进行了全面部署和安排，明确提出建

立用水总量控制制度，确立水资源开发利用控制红线，抓紧制定主要江河

水量分配方案，建立取用水总量控制指标体系；严格取水许可审批管理，

对取用水总量已达到或超过控制指标的地区，暂停审批建设项目新增取水；

对取用水总量接近控制指标的地区，限制审批新增取水；落实总量控制措

施，明确监督考核机制，健全红线实施保障措施，促进水资源优化配置和

合理利用。

为了建立甘肃省用水总量控制制度，加强总量控制管理，促进水资源

的合理开发与科学利用，改变用水结构，提高用水效益，根据甘肃省水资

源综合规划水资源调查评价等成果，通过对甘肃省各地区、各行业的现状

用水水平和 2015年、2020年、2030年经济社会发展对水资源的需求进行

分析，结合《甘肃省地级行政区用水效率控制指标及考核体系》，编制完成

了《甘肃省流域及行政分区用水总量控制指标研究》。研究成果分析了甘肃

省水资源及其开发利用情况，开展了经济社会发展需水预测，提出了以上

三个不同水平年甘肃省流域及行政分区用水总量控制指标和取水许可总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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控制指标，为省级行政区取水许可管理工作提供技术依据，为全面实施最

严格的水资源管理制度提供数据参考和信息支撑。

需要说明的是，本书是一研究性技术成果，涉及到的有关市州和行业

的用水总量控制指标还在进一步修改完善之中，不影响各地区各行业的用

水总量控制指标确定。本书在编著过程中得到了甘肃省水利厅相关处室、

各市州水务局和省内有关专家的大力支持和热心帮助，在此表示衷心感谢！

同时，在编辑出版过程中，也得到了出版社的支持和帮助，在此一并表示

感谢。由于用水总量控制指标的划定尚属探索性工作，特别是在个别区域

的水资源量还原计算、用水历时与现状的界定和发展指标预测等方面存在

一定难度，加之作者水平有限，本书肯定存在很多不足甚至谬误之处，恳

请读者不吝指教，以便今后修改完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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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总 则

1 总则

1.1 指导思想

以促进水资源可持续利用为目标，以实行最严格水资源管理制度的要

求为依据，确定甘肃省用水总量控制指标和取水许可总量控制指标体系，

并分解确定到全省 14个地级行政区。落实甘肃省总量控制措施，明确监督

考核机制，健全“红线”实施保障措施，促进全省水资源优化配置和合理

利用。

1.2 基本原则

（1） 分级总量控制原则。区域总量控制指标服从流域控制指标，下一

级水系指标服从上一级水系指标，各市（州） 总量控制指标汇总值不超过

流域和全省总量控制指标值。甘肃省水利厅负责全省水资源配置工作，对

用水总量在各地级行政区间进行合理分配；地级行政区水行政主管部门负

责所辖各县区的用水总量控制指标确定工作，将用水总量合理分配到县区；

县区将水资源合理配置到各行业和用水户；各行业和用水户，按照分配的

用水总量，制定用水计划，加强节水管理，逐步提高水资源利用效率和效

益。

（2） 以水定需，加强需水管理的原则。统筹考虑干、支流用水以及地

下水开发利用，按水资源和水环境承载力进行控制，调整需水结构，优化

需水量，以水资源的可持续利用保障经济社会的可持续发展。

（3） 尊重现状，兼顾发展原则。充分保障现有合法取水人用水权益，

遵守已经批准的水量分配方案或已签订的用水协议，考虑现状水资源配置

格局和未来发展刚性用水需求的原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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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公平公正，民主协商原则。在总量控制指标划定过程中，统筹兼

顾上下游，均衡左右岸，协调干支流的用水，充分征求相关政府部门的意

见。

（5） 可操作原则。用水总量控制指标是实现最严格水资源管理制度的

重要基础，直接影响甘肃省“十二五”期间经济社会的发展，其成果必须

以现状为基础，与区域发展前景相吻合，具有可操作性。

（6） 可持续性原则。水资源的开发利用程度不能超过其允许开发利用

程度，区域发展模式必须适应当地水资源条件，调整用水结构，使社会经

济发展对水资源的需求在总量控制及可承载的范围内。

1.3 基本规定

（1） 水平年：现状水平年为 2010 年，指标划定水平年为 2015 年、

2020年和 2030年。

（2） 确定 2015年、2020年、2030年三个规划水平年各地级行政区用

水总量控制指标，并明确相应的水资源消耗量指标，作为不同阶段各地级

行政区用水总量控制的管理目标。

（3） 深层地下水作为战略储备水资源，只有在特定情况下才能开采利

用，用水总量控制指标划定中暂不考虑深层地下水，发电用水不耗水，也

不与考虑。

（4） 用水总量控制指标涉及的降水量、地表水资源量、地下水资源量

和水资源总量等为多年平均值，采用全国水资源综合规划成果 （系列为

1956—2000年）。

1.4 划定范围

甘肃省地级行政区用水总量控制指标的编制范围为全省 14个地级市

（州），水源类型为地表水、地表水、地下水和跨流域调水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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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5 主要依据

（1） 《关于做好水量分配工作的通知》 （水资源【2011】 368号）。

（2） 《水量分配工作方案》 （水利部水量分配工作领导小组办公室，

2011年 5月）。

（3） 《水量分配方案制定技术大纲》 （试行稿） （水利部水利水电规

划设计总院，2011年 5月）。

（4） 《实行最严格水资源管理制度工作方案》 （水利部水资源司，

2010年 3月）。

（5） 国家有关法律法规：《中华人民共和国水法》、《取水许可和水资

源费征收管理条例》、《取水许可管理办法》、《甘肃省取水许可和水资源

费征收管理办法》等。

（6） 国务院已批准的省际水量分配方案及已协商形成的水事协议，如

《黄河水量调度条例》、《黑河干流水量分配方案》等。

（7） 流域分水方案： 《甘肃省黄河取水许可总量控制指标细化方案

（报批稿）》 （2009年 1月）》、《长江流域取水许可总量控制指标方案（报

批稿）》 （2009年 12月）、《甘肃省河西地区主要河流初始水权分配方案

（送审稿）》。

（8） 流域相关规划：《甘肃省水资源综合规划》、《甘肃省水资源配置

“十二五”规划》、《甘肃省节水灌溉“十二五”规划》、《甘肃省节水型社

会建设“十二五”规划》、《甘肃省地下水超采区评价与划定》、《甘肃省

水功能区划》、《甘肃省地下水开发利用与保护规划（送审稿）》、《甘肃省

黄河流域综合规划修编》、《甘肃省长江流域综合规划修编》、《石羊河流

域重点治理规划》、《黑河流域水资源保护规划》、《敦煌水资源合理利用

与生态保护综合规划》、（清华大学、中国水利水电科学研究院、甘肃省水

利水电勘测设计研究院等编制，2011年 3月）、《庆阳市水资源综合规划》

（中国水利水电科学研究院，2011年 8月）、《甘肃省引大入秦工程供水结

1 总 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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构优化调整方案修编报告》 （甘肃省水利水电勘测设计研究院，2008年 6

月）。

（9） 《甘肃省行业用水定额》 （修订本，2011年），国家已颁布的行

业取水定额标准及流域内市、县的实际用水定额等。

（10） 《甘肃省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二个五年规划纲要》 （2011

年 1月）、《甘肃省水利发展“十二五”规划》、《2010年中国水资源公

报》、《2010年甘肃年鉴》、《2010年甘肃省水利统计年鉴》、《2010年甘

肃省水资源公报》、《2010年甘肃省城市（县城） 建设统计年报》。

1.6 主要方法

以 2010年用水总量为基础，充分考虑甘肃省经济社会发展的刚性需

水，确定甘肃省水资源开发利用用水控制指标，再将其分解到各市（州），

并将新增用水分类配置，建立 14个市（州） 用水总量、并确定相应的水资

源耗水量指标、主要断面取水许可量控制指标体系。

（1） 地表水总量确定原则：以甘肃省水资源可利用量为上限，综合考

虑流域、区域水资源开发利用及保护现状、产业结构布局和未来发展需求，

结合已经制定的 2015年、2020年、2030年各市（州） 用水效率红线，预

测甘肃省各用水行业对水资源的需求，同时考虑甘肃省“十二五”期间重

点规划实施的水资源供水工程的新增供水能力，综合制定 2015年、2020

年、2030年甘肃省各地级行政区用水总量控制指标和耗水指标。

（2） 地下水用水总量控制指标以《甘肃省地下水开发利用保护规划》、

《甘肃省地下水开发利用红线管理方案》为依据，根据甘肃省平原区超采情

况，通过压减现状用水量，核算甘肃省到 2015年各水资源一级区和各市

（州） 地下水开采总量控制指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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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社会经济及水资源基本情况

2.1 行政区划及社会经济概况

甘肃省从东南到西北呈狭长状伸展，土地总面积 42.58万 km2，行政区

设有 12个市，2个自治州，设 86个县（市区），1191个乡镇，省会设在兰

州市。

2010年甘肃省国内生产总值（GDP） 4041.73亿元，人均 15803元。其

中第一产业 556.06亿元，占 13.8%；第二产业 1964.28亿元，占 48.6%；第

三产业 1521.39亿元，占 37.6%。城镇居民可支配收入 13189元，农村居民

人均纯收入 3425元。收入水平仍低于全国平均水平，属于经济欠发达地

区。

全省总耕地面积 6935万亩，粮食作物播种总面积 4110万亩，总灌溉

面积 2148万亩。有效灌溉面积 1920.59万亩，其中黄河流域 820.86万亩，

内陆河流域 985.00万亩，长江流域 114.73万亩。万亩以上灌区有 214处，

有效灌溉面积 1443.50万亩。其中 30万亩以上的大型灌区 23处，有效灌

溉面积 822.6 万亩；5 万～30 万亩重点中型灌区 51 处，有效灌溉面积

403.65万亩；1 万～5 万亩一般中型灌区 140 处，有效灌溉面积 217.25 万

亩。

2.2 自然地理概况

甘肃省地处黄土高原、内蒙古高原和青藏高原交汇处，地貌复杂多样，

山地、高原、平川、河谷、沙漠、戈壁，类型齐全。地形可分为祁连山地、

河西走廊、河西北山山地、甘南高原、陇南山地和黄土高原六个区域。

甘肃省大部分地区气候干燥，属大陆性温带季风气候，多数地区冬季

2 社会经济及水资源基本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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雨雪少，寒冷时间长；春季升温快，冷暖变化大；夏季气温高，时间短；

秋季降水集中，初霜来临早。全省多年平均降水量 276.9mm，东南多西北

少；全省多年平均蒸发量 1325.8mm，由东南向西北增大。

甘肃省分属内陆河、黄河和长江三大流域，11个水系，年径流量大于

1亿 m3的河流 78条，年径流量大于 0.1亿 m3的河流约有 152条。内陆河

流域包括石羊河、黑河、疏勒河（含苏干湖） 3个水系，年径流量在 1亿 m3

以上独立出山的河流有 15条。其中石羊河水系 6条，黑河水系 6条，疏勒

河水系 3 条，祁连山出山总径流量 74.68 亿 m3。黄河流域包括黄河干流

（包括支流庄浪河、大夏河、祖厉河及直接入干流的小支流）、洮河、湟水、

渭河、泾河、北洛河等 6个水系，年径流量大于 1亿 m3的河流 36条。其

中黄河干流 10条，洮河水系 12条，湟水水系 1条，渭河水系 7条，泾河

水系 6条。黄河流域自产水资源量为 125.16亿 m3，入境水资源量为 239.64

亿 m3，出境水量为 341.08亿 m3。长江流域有嘉陵江和汉江 2个水系，年

径流量大于 1亿 m3的河流 27条。其中西汉水及其支流 23条，嘉陵江干流

及直接入嘉陵江的支流 4条，流域自产水资源量为 100.36亿 m3，入境水资

源量为 33.59亿 m3，出境水量为 131.27亿 m3。

冰川主要分布在祁连山区，据《中国冰川目录》，共有冰川 2444条，

面积 1657.21km3，储水量 801.31亿 m3。

甘肃省内湖泊较少，最大的湖泊为苏干湖，系哈尔腾河尾闾咸水湖，

面积约 106km2；小苏干湖为过水湖，面积 12.6 km2；洮河周可河上游尕海，

面积约 26km2，蓄水量约 3900 万 m3；文县羊汤河上游天池，面积约 0.68

km2；冶木河冶海，面积约 0.41 km2。

甘肃省地下水主要分布在祁连山褶皱和阿尔金断块、北部的阿拉善地

台和马鬃山断块、中部的河西走廊洪积扇坳陷、黄土高原属鄂尔多斯地台

的一部分，经喜马拉雅运动及第四纪，堆积了厚层黄土及马兰黄土，大部

分为山丘地形地貌，只有零星平原如董志塬、景泰川、秦王川等，地下水

类型为基岩裂隙水；甘南高原和陇南山地间或有海拔在 1000～1500m的丘

6



陵盆地，如徽成盆地，其地下水类型为丘陵区孔隙裂隙水。

2.3 水资源数量评价

甘肃省多年平均降水量为 276.9mm，自产水资源总量为 289.44亿 m3，

年均径流深 62.0mm，其中自产地表水资源量 282.14亿 m3，与地表水不重

复的地下水资源量 7.30亿 m3，水资源总量为 289.44亿 m3。入（省） 境水

资源量 287.33亿 m3，出（省） 境水资源量 482.34亿 m3。甘南州自产水资

源量最多，为 92.70 亿 m3，占全省的 32.8%，嘉峪关市最少，为 0.01 亿

m3。全省地级行政区多年平均水资源量见表 2-1。

内陆河流域：内陆河流域降水量 130.4mm，自产水资源量为 61.3亿 m3，

其中自产地表水资源量 56.6亿 m3，地下水资源量 40.6亿 m3，与地表水不

重复的地下水资源量 4.68亿 m3。入境水资源量 14.10亿 m3，出境水资源量

9.99亿 m3，主要是黑河干流在张掖市肃南县入境和金塔县鼎新出境。

黄河流域：黄河流域降水量 463.0mm，自产水资源量为 127.8 亿 m3，

其中自产地表水资源量 125.2亿 m3，地下水资源量 45.2亿 m3，与地表水不

重复的地下水资源量 2.63亿 m3。入境水资源量 239.64亿 m3，主要为黄河

干流在临夏州积石山县的入境水量和洮河、大通河入境水量；出境水资源

量 341.08亿 m3，主要为黄河干流在白银市景泰县出境水量及泾河、渭河出

境水量。

长江流域：长江流域降水量 599.4mm，自产水资源量为 100.4 亿 m3，

占全省的 35.6%，地下水资源量 38.8亿 m3。入境水资源量 33.59亿 m3，主

要是在白水江文县、嘉陵江两当县、迭部县白龙江；出境水资源量 131.27

亿 m3，主要为嘉陵江在徽县和成县、白龙江在文县的出境水量。

2 社会经济及水资源基本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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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2-1 全省地级行政区多年平均水资源量统计表

2.4 水资源质量评价

河流泥沙。甘肃省河流多年平均含沙量为 19.11kg/m3，其中内陆河流

域为 2.29 kg/m3，长江流域为 4.15 kg/m3，黄河流域为 38.11 kg/m3。全省河

流多年平均输沙总量为 54691万 t，其中内陆河流域为 1275万 t，占全省的

2.33%；黄河流域为 49201万 t，占全省的 89.96%；长江流域为 4215万 t，

占全省的 7.71%。年输沙量大于 1亿 t的河流有黄河干流、渭河及马莲河，

1亿 t至 5000万 t的河流有祖厉河、葫芦河、泾河干流。黄河流域成为全

省水土流失主要分布地区。

河流水化学特征。甘肃省河流天然水化学特性有明显的地带性规律，

以重碳酸盐类钙组水分布最广，硫酸盐水次之，氯化钠组水最少。内陆河

流域祁连山区矿化度一般小于 0.5g/L，河西走廊及其以北地区由南向北矿

降水量 水资源量（亿 m3）

mm 亿 m3 自产地表
水资源量

不重复地
下水资
源量

水资源
总量

入境 出境
地下水
资源量

酒泉市 93.1 177.9 20.6 1.14 21.8 9.99 12.81

嘉峪关市 84.2 1.09 0.010 0.06 0.1 0.25

张掖市 252.7 103.4 28.7 1.46 30.2 14.10 18.84

金昌市 176.1 13.3 0.44 0.32 0.8 1.44

武威市 215.6 71.7 11.4 1.54 12.9 24.76 8.74

白银市 274.2 54.9 1.40 0.92 2.3 0.06 309.8 1.32

甘南州 568.1 218.6 92.7 0.11 92.8 10.18 133.5 38.46

兰州市 322.1 43.7 2.23 0.40 2.6 16.20 0.84

临夏州 518.7 42.4 12.6 0.16 12.8 191.7 2.45

定西市 483.1 94.8 13.7 0.41 14.1 3.91

天水市 547.8 78.4 15.2 0.20 15.4 0.38 17.33 5.15

庆阳市 470.2 127.5 7.78 0.42 8.2 0.98 12.62 2.56

平凉市 531.8 59.2 6.74 0.14 6.9 2.82 1.30 1.90

陇南市 614.5 171.5 68.6 68.6 26.18 131.3 25.90

全 省 276.9 1258.31 282.14 7.30 289.44 287.33 482.35 124.56

资源量

分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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化度逐渐增加，达到 0.5g/L～1g/L。黄河流域甘南草原、黄土高原南部、陇

东南部矿化度一般小于 0.5g/L，黄土高原中、北部和陇东西北部矿化度逐

渐升高，达到 2g/L以上。长江流域矿化度分布由南部的 0.1g/L至北部的

0.3g/L。

省内主要江河 4970km 河长水质评价结果表明，全年平均Ⅰ类水

213km，Ⅱ类水 1916km，Ⅲ类水 614km，Ⅳ类水 474km，Ⅴ类水 185km，

超Ⅴ类水 1566km。

2.5 水资源可利用量估算及可分配水量确定

水资源可利用量是从资源的角度分析可能被消耗利用的水资源量，是

水资源合理开发利用的最大限度和潜力，即指在可预见期内，在统筹考虑

生活、生产、生态用水的基础上，通过经济合理、技术可行的措施，在流

域水资源总量中可一次性被消耗利用的最大水量。

地表水资源可利用量是指在可预见期内，在统筹考虑河道内生态环境

和其他用水的基础上，通过经济合理、技术可行的措施，在流域（或水系）

地表水资源中，可供河道外生活、生产、生态用水的一次性最大水量（不

包括回归水的重复利用）。

地下水可利用量计算是考虑在不破坏生态环境的前提下，在可预见期

内，地下可以开采的最大水量。

本次水资源可利用量分析主要依据《甘肃省水资源综合规划》、《黑河

干流水量调度管理办法》、《甘肃省黄河取水许可总量控制指标细化方案》、

《长江流域取水许可总量控制指标方案（征求意见稿）》、《甘肃省河西地区

主要河流初始水权分配方案（送审稿）》、《甘肃省主体功能区规划前期研

究报告》等相关成果进行评价。

甘肃省水资源可利用量受国家分水指标限制，本报告是在全省水资源

可利用量的评价基础上进行了可分配水量分析评价，经分析，内陆河流域

地表水可分配资源量为 56.8亿 m3，地下水可分配资源量为 22.8亿 m3；黄

2 社会经济及水资源基本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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