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绿色工业园区非传统水源利用设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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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针对绿色工业园区非传统水源利用的特殊性，结合绿色工业园区水质、水量和空间利用等特点，以提高绿色工

业园区非传统水源利用率为目标，介绍了重庆力帆摩托车生产基地绿色工业园区非传统水源利用设计的中水回 用

系统、雨水利用系统和非传统水源回用系统的总体思路和技术方案，并对该工程的水量平衡和经济技术指标做了详

细分析，经核算，该工程的非传统水源利用率为３６．０％，满足《绿色建筑评价标准》（ＧＢ／Ｔ　５０３７８－２００６）一般项的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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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工业园区节水与水资源利用能产生很好的社会和经济价

值，逐渐引起政府和公众的重视。针对绿色工业园区水质、水

量、空间利用等的特殊性，以提高非传统水源利 用 率 为 目 标，

重庆力帆摩托车生产基地工业园区参考国内外绿色工业园区

设计经验［１－８］，大力推行绿色工业园区 非 传 统 水 源 利 用 设 计，

为绿色工业园区的非传统水源利用提供了很好的设计范例。

１　工程概况

重庆力帆摩托车生产基地工业园区地处重庆市郊区，市

政给水管网已铺设于厂区西侧市政道路上，规划市政排水管

网５年后铺设完成。该工业园区规划用地１９８　２６２．２ｍ２，其中

建筑用地９１　９８２．０ｍ２，公共绿化用地３５　１１０．０ｍ２，道路广场

用地５９　３１５．０ｍ２；项目总建筑面积１４８　７８４．５ｍ２；厂区共有工

作人员２　２７１人。厂区主要建筑有厂房、办公楼、宿舍和食堂。

２　工程设计

２．１　工艺方案

根据该工程规划资料，工业园区前５年市政排水管网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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铺设，全部 生 活 污 水 需 处 理 后 达《污 水 综 合 排 放 标 准》（ＧＢ

８９７８－１９９６）一级标准后排放；工 程 后 期 市 政 排 水 管 网 已 配 套

建设完成，生活污水可直接排入市政管网。根据该工业园区

前后期的差异，非传 统 水 源 利 用 进 行 了 一 套 设 施，两 套 运 行

方案的设计。本工程 非 传 统 水 源 利 用 的 工 艺 流 程 设 计 主 要

包括中水回用系统、雨水利用系统和非传统水源回用系统三

部分。

工程前期，全部生活污水需经以两级生物接触氧化为主

要处理工 艺 的 污 水 处 理 系 统 处 理 达《污 水 综 合 排 放 标 准》

（ＧＢ　８９７８－１９９６）一级 标 准 后，在 满 足 回 用 的 基 础 上 部 分 外

排，部分经人工湿地进行深度处理，然后调节池消毒，用泵回

用至各用水点；建筑和广场雨水经雨水分散式生态处理设施

处理后，根据地形收 集，部 分 于 前 调 节 池 与 经 污 水 处 理 系 统

处理过的建筑中水 汇 合，经 人 工 湿 地 深 度 处 理 后 回 用，部 分

直接收集到人 工 湿 地 处 理 回 用。主 要 处 理 工 艺 流 程 如 图１
所示。

图１　市政管网未铺设前非传统水源利用工艺流程

Ｆｉｇ．１　Ｔｈｅ　ｔｅｃｈｎｉｃａｌ　ｆｌｏｗ　ｄｉａｇｒａｍ　ｏｆ　ｕｔｉｌｉｚａｔｉｏｎ　ｏｆ　ｔｈｅ

ｎｏｎ－ｔｒａｄｉｔｉｏｎａｌ　ｗａｔｅｒ　ｒｅｓｏｕｒｃｅｓ　ｂｅｆｏｒｅ　ｌａｙｉｎｇ　ｔｈｅ　ｍｕｎｉｃｉｐａｌ　ｐｉｐｅｓ

工程后期，雨水 利 用 系 统 的 设 施 和 运 行 与 前 期 相 同；中

水回用系统所用处 理 设 施 不 变，运 行 方 式 发 生 改 变，因 污 水

可排入市政 管 网，只 有 部 分 生 活 污 水 经 污 水 处 理 系 统 处 理

后，用于补充天然降 雨 的 不 足，原 两 级 生 物 接 触 氧 化 处 理 系

统因负荷降低，改变 运 行 方 式，减 少 曝 气 量 以 低 能 耗 方 式 运

行。主要处理工艺流程如图２所示。

图２　市政管网接入后非传统水源利用工艺流程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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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２　非传统水源的选择

非传统水源的选择应优先选择水量充裕稳定、污染物浓

度低、水质处理 难 度 小、安 全 且 居 民 易 接 受 的 水 源。根 据 以

上原则和该工程实际 情 况 选 择 生 活 污 水 与 建 筑 和 广 场 雨 水

做为非传统水源，且优先利用雨水，主要原因有以下几方面：

① 该工程前期市 政 排 水 管 网 还 未 铺 设，因 此 全 部 生 活 污 水

必须经过处理 后 达《污 水 综 合 排 放 标 准》（ＧＢ　８９７８－１９９６）一

级标准，没有必要单 独 建 立 优 质 杂 排 水 的 管 网 和 处 理 设 施，

利用 处 理 后 达 标 的 建 筑 中 水，水 量 稳 定，水 质 良 好，减 少 投

资；② 该工程建筑和广场占地 面 积 大，且 建 筑 和 广 场 雨 水 污

染物浓度低，在保 证 水 量 的 前 提 下，处 理 难 度 小；③ 中 水 和

雨水 联 合 作 为 非 传 统 水 源，以 雨 水 优 先 中 水 补 充 为 原

则［９－１０］，利用水质较好的 雨 水 处 理 成 本 低，特 别 是 每 年６～８
月丰水期，雨水水量 能 满 足 非 传 统 水 源 回 用 水 量，减 少 了 工

程后期中水处理量，这样的利用原则既保证回用水源水质较

优，又可以保证水量的稳定，还可以减少运行成本。

２．３　设计进出水水质

本工程进水水质参考同地区、同类型建筑生活污水和雨

水水质数据，污水处理站出水水质达到《污水综合排放标准》

（ＧＢ　８９７８－１９９６）一级 标 准，出 水 回 用 水 质 要 求 达 到《城 市 污

水再生 利 用 城 市 杂 用 水 水 质》（ＧＢ／Ｔ　１８９２０－２００２）园 区 绿

化、道路冲洗、冲 厕 用 水 和 洗 车 等 标 准。工 程 设 计 进 出 水 水

质见表１。

表１　设计进出水水质标准

Ｔａｂｌｅ　１　Ｔｈｅ　ｓｔａｎｄａｒｄｓ　ｆｏｒ　ｗａｔｅｒ　ｑｕａｌｉｔｙ　ｏｆ　ｉｎｆｌｏｗ　ａｎｄ　ｏｕｔｆｌｏｗ
ｍｇ／Ｌ

主要水质指标 ＢＯＤ５ ＣＯＤ　ＳＳ 氨氮 ｐＨ 总硬度

设计污水进水 ２００　 ４００　 ２２０　 ３５　 ６～８

设计雨水进水 ２０　 ８０　 １００　 １０　 ６～７

设计污水处理站出水 ３０　 ６０　 ７０　 １．０　 ６～９

设计回用水出水 １０　 ５０　 ５　 １０　６．５～９．０　 ４５０

２．４　主要系统

２．４．１　中水回用系统

建筑内部采用合流制排水，经两极生物接触氧化系统预

处理达《污水综合排放标准》（ＧＢ　８９７８－１９９６）一 级 标 准，再 进

入人工湿地进行深度处理，达到回用水水质要求后回用。两

级生物接触氧化系统由格栅井、调节池、水解酸化池、两级生

物接触氧化池和沉 淀 池 组 成，设 置 在 污 水 处 理 站 内，其 中 两

级生物接触氧化池是主要构筑物。该系统按照前期设计，后

期校核，前期工程处理全部生活污水，采用高负荷、高曝气方

式运行，后期工程处理部分生活污水，采用低负荷、低曝气方

式运行。中水回用系统主要流程见图３。

图３　中水回用系统工艺流程

Ｆｉｇ．３　Ｔｈｅ　ｔｅｃｈｎｉｃａｌ　ｆｌｏｗ　ｄｉａｇｒａｍ　ｏｆ　ｔｈｅ

ｒｅｕｓｉｎｇ　ｓｙｓｔｅｍ　ｏｆ　ｔｈｅ　ｒｅｃｌａｉｍｅｄ　ｗａｔｅｒ

２．４．２　雨水利用系统

建筑和广场雨水通过分散式生态处理设施处理，根据地

形收集，经人工 湿 地 处 理 后，回 用 至 各 回 用 水 点。其 中 分 散

式生态处理设施主要是浅草沟和沉砂检查井，深度处理设施

为人工湿地，该设施都是利用该工业园区原有景观用地面积

大，在原有景观用地基础上进行改造的。其中人工湿地设计

流量需根据实际需水量确定，因该工程来水量由中水和雨水

两部分组成，且两部 分 水 量 都 随 时 间 动 态 变 化，不 能 直 接 反

应，所以实际需水量为园区绿化、道路广场冲洗、厕所冲洗和

·９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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洗车用水之和。雨水利用系统主要流程见图４。

图４　雨水利用系统工艺流程图

Ｆｉｇ．４　Ｔｈｅ　ｔｅｃｈｎｉｃａｌ　ｆｌｏｗ　ｄｉａｇｒａｍ　ｏｆ　ｔｈｅ　ｕｔｉｌｉｚａｔｉｏｎ

ｓｙｓｔｅｍ　ｏｆ　ｔｈｅ　ｒａｉｎ　ｗａｔｅｒ

２．４．３　非传统水源回用系统

根据技术经济 比 较，选 取 非 传 统 水 源 回 用 于 厂 区 绿 化、

道路广场冲洗、厕所 冲 洗 和 洗 车 等，单 独 铺 设 非 传 统 水 源 回

用管网于绿地、道路广场和建筑物内。回用水的选择主要原

则有三方面：① 用水量 大，保 证 非 传 统 水 源 利 用 率；② 管 网

铺设简单易行，节省投资；③ 居民易于接受。

３　水量平衡

该工业园区根据 相 关 规 划 资 料 和 工 艺 方 案 进 行 水 量 预

测。可利用的非传统水源为生活污水与建筑和广场雨水，生

活污水根据用水量指标和人数确定；建筑和广场雨水根据年

降雨量、汇水面积、径流系数、季节折减系数和初期弃流系数

求得［１１－１２］。根据技术经 济 比 较 收 集 处 理 的 非 传 统 水 源 主 要

用于园区绿化、道路广场冲洗、厕所冲洗和洗车等。

非传统水源水量 平 衡 是 绿 色 工 业 园 区 非 传 统 水 源 利 用

的基 础，该 工 程 水 量 平 衡 如 图３所 示，设 计 市 政 供 水 量 为

２１２　５６５．６ｍ３／ａ，用于回用的建筑中水水量为８　７９７．２ｍ３／ａ，

建筑和广场雨 水 水 量 为６８　３０６．６ｍ３／ａ，能 够 满 足 非 传 统 水

源利用回用要求，且非传统水源回用率为３６．０％。

图５　全年水量平衡分析图

Ｆｉｇ．５　Ｄｉａｇｒａｍ　ｓｈｏｗｉｎｇ　ｔｈｅ　ｆｕｌｌ－ｙｅａｒ　ｗａｔｅｒ　ｂａｌａｎｃｅ

４　经济效益分析

４．１　增量成本

本工程节水与水资源利用增量成本如表２所示，该工程

增量 成 本 总 投 资 为１０８．９万 元，单 位 建 筑 面 积 成 本 为７．３
元／ｍ２。其中中水回用系统利用生活污水出水需达《污水综

合排放标准》（ＧＢ　８９７８－１９９６）一 级 标 准 而 设 的 污 水 处 理 站，

无需增加设备，因此该项增量成本为０；雨水利用系统大多在

原有景观上进行改 造，在 增 加 正 增 量 成 本 的 同 时，也 产 生 了

负增量成本［７］，因此该项增量成本也不高。

４．２　运行成本

本工程运行成 本 主 要 是 电 耗、人 工 费 和 维 护 费 用，其 中

两级生物接触氧化 系 统 是 主 要 耗 电 设 备，工 程 前 期，全 部 生

活污水经两级生物 接 触 氧 化 系 统 处 理，电 耗 量 较 大，年 运 行

成本为４．４万元，去除污水达标排放的年运行成本为２．１万

元；工程后期，只有部 分 生 活 污 水 经 两 级 生 物 接 触 氧 化 系 统

处理，电耗量较小，年运行成本为２．３万元。

表２　节水项目增量成本

Ｔａｂｌｅ　２　Ｔｈｅ　ｉｎｃｒｅｍｅｎｔａｌ　ｃｏｓｔ　ｏｆ　ｗａｔｅｒ　ｃｏｎｓｅｒｖａｔｉｏｎ　ｐｒｏｊｅｃ

项目分项
增量成本
／万元

单位建筑面积增量

成本／（元·ｍ－２）

中水回用系统　　　 ０ ０

雨水利用系统　　　 ８５．８　 ５．８

非传统水源回用系统 ２３．１　 １．５
合　计 １０８．９　 ７．３

４．３　回收期

本工程当 地 水 价 为３．１元／ｍ３，每 年 利 用 非 传 统 水 源

７６　６０３．８ｍ３，每年节 约 自 来 水 费２３．７万 元，静 态 回 收 期 为

５ａ；绿 色 工 业 园 区 节 水 与 水 资 源 利 用 的 基 准 收 集 率 为

７．７％，动态回收期为６．８ａ。

５　结语

① 绿色工业园 区 采 用 一 套 设 施，两 套 运 行 方 案 的 非 传

统水源利用设计，采 用 以 建 筑 和 广 场 雨 水 为 主，生 活 污 水 为

辅的非传统水源。工程前期由于市政管网未接通，采用高负

荷，高曝气的两级生物 接 触 氧 化 池 处 理 全 部 生 活 污 水 达《污

水综合排放标准》（ＧＢ　８９７８－１９９６）一级标准，部 分 回 用；工 程

后期市政管网已铺 设，采 用 低 负 荷、低 曝 气 的 两 级 生 物 接 触

氧化池处理部分 生 活 污 水 回 用。雨 水 利 用 系 统 利 用 原 有 景

观地形进行设施改 造，采 用 室 外 浅 草 沟、沉 砂 检 查 井 和 人 工

湿地等的生态化设施处理雨水。

② 绿色工业园 区 非 传 统 水 源 利 用 设 计 工 程 实 例，设 计

市政供水量为２１２　５６５．６ｍ３／ａ，用于回用的建筑中水水量为

８　７９７．２ｍ３／ａ，建筑和广 场 雨 水 水 量 为６８　３０６．６ｍ３／ａ，能 够

满足非传统水源利用要求，且非传统水源回用率为３６．０％。

③ 绿色工业园 区 非 传 统 水 源 利 用 设 计 工 程 实 例，该 工

程增量成本总投资 为１０８．９万 元，单 位 建 筑 面 积 成 本 为７．３
元／ｍ２。工程前期运行成本 为２．１万 元，工 程 工 期 运 行 成 本

为２．３万元。静态投资回收期为５ａ，动态投资回收期为６．８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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ｉｎ　Ｃｈａｉｎ　２０１０［Ｃ］．２０１０：３２４－３２９．（ｉｎ　Ｃｈｉｎｅｓｅ））

［１１］　车武，李俊奇，章北平，等．生态住宅小区雨水利用与水景观系

统案例分 析［Ｊ］．城 市 环 境 与 城 市 生 态，２００２，１５（５）：３４－３６．
（ＣＨＥ　Ｗｕ，ＬＩ　Ｊｕｎ－ｑｉ，ＺＨＡＮＧ　Ｂｅｉ－ｐｉｎｇ，ｅｔ　ａｌ．Ａｎａｌｙｓｉｓ　ｏｎ　ｔｈｅ

Ｓｙｓｔｅｍ　ｏｆ　Ｒａｉｎｗａｔｅｒ　Ｕｔｉｌｉｚａｔｉｏｎ　ａｎｄ　Ｗａｔｅｒｓｃａｐｅ　ｉｎ　ａｎ　Ｅｃｏｌｏｇ－

ｉｃａｌ　Ｒｅｓｉｄｅｎｔｉａｌ　Ａｒｅａ［Ｊ］．Ｕｒｂａｎ　Ｅｎｖｉｒｏｎｍｅｎｔ　＆Ｕｒｂａｎ　Ｅｃｏｌｏ－

ｇｙ，２００２，１５（５）：３４－３６．（ｉｎ　Ｃｈｉｎｅｓｅ））

［１２］　吴鹏，陈少华，颜昌宙，等．基于日水量平衡设计城市小区雨水

利用调蓄容量［Ｊ］．中 国 给 水 排 水，２００８，２４（１６）：４３－４７．（ＷＵ

Ｐｅｎｇ，ＣＨＥＮ　Ｓｈａｏ－ｈｕａ，ＹＡＮ　Ｃｈａｎｇ－ｚｈｏｕ，ｅｔ　ａｌ．Ｄｅｓｉｇｎ　ｏｆ

Ｓｔｏｒａｇｅ　Ｖｏｌｕｍｅｓ　ｆｏｒ　Ｒａｉｎｗａｔｅｒ　Ｕｔｉｌｉｚａｔｉｏｎ　ｉｎ　Ｕｒｂａｎ　Ｒｅｓｉｄｅｎ－

ｔｉａｌ　Ａｒｅａｓ　Ｂａｓｅｄ　ｏｎ　Ｄａｉｌｙ　Ｗａｔｅｒ　Ｂａｌａｎｃｅ［Ｊ］．Ｃｈｉｎａ　Ｗａｔｅｒ　＆

Ｗａｓｔｅｗａｔｅｒ，２００８，２４（１６）：４３－４７．（ｉｎ　Ｃｈｉｎｅｓｅ

檪檪檪檪檪檪檪檪檪檪檪檪檪檪檪檪檪檪檪檪檪檪檪檪檪檪檪檪檪檪檪檪檪檪檪檪檪檪檪檪檪檪檪檪檪檪檪檪檪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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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３］　贺新春，崔树彬，严黎．建设项目取退水影响补偿机制与补偿措

施研究［Ｊ］．中 国 水 利，２００９，（２）：２７－２９．（ＨＥ　Ｘｉｎ－ｃｈｕｎ，ＣＵＩ

Ｓｈｕ－ｂｉｎ，ＹＡＮ　Ｌｉ，ｅｔ　ａｌ．Ｓｔｕｄｉｅｓ　ｏｎ　Ｃｏｍｐｅｎｓａｔｉｏｎ　Ｓｙｓｔｅｍ　ａｎｄ

Ｍｅａｓｕｒｅ　ｆｏｒ　Ａｂｓｔｒａｃｔｉｏｎ　ａｎｄ　Ｒｅｔｕｒｎ　Ｗａｔｅｒｓ　ｏｆ　Ｃｏｎｓｔｒｕｃｔｉｏｎ

Ｐｒｏｊｅｃｔ［Ｊ］．Ｃｈｉｎａ　Ｗａｔｅｒ　Ｒｅｓｏｕｒｃｅｓ，２００９，（２）：２７－２９．（ｉｎ　Ｃｈｉ－

ｎｅｓｅ））

［４］　方 国 华，潘 睿．影 响 其 它 用 水 户 权 益 补 偿 方 案 制 定 方 法 初 探

［Ｊ］．水利科 技 与 经 济，２００２，（４）：４－６．（ＦＡＮＧ　Ｇｕｏ－Ｈｕａ，ＰＡＮ

Ｒｏｎｇ．Ａｆｆｅｃｔ　Ｏｔｈｅｒ　Ｗａｔｅｒ　Ｕｓｅｒｓ　Ｍｅｔｈｏｄ　ｏｆ　Ｅｑｕｉｔｙ　Ｃｏｍｐｅｎｓａ－

ｔｉｏｎ　Ｐｒｏｇｒａｍ　Ｄｅｖｅｌｏｐｍｅｎｔ［Ｊ］．Ｗａｔｅｒ　Ｃｏｎｓｅｒｖａｎｃｙ　Ｓｃｉｅｎｃｅ　ａｎｄ

Ｔｅｃｈｎｏｌｏｇｙ　ａｎｄ　Ｅｃｏｎｏｍｙ，２００２，（４）：４－６．（ｉｎ　Ｃｈｉｎｅｓｅ））

［５］　水利部水资源 管 理 司．建 设 项 目 水 资 源 论 证 培 训 教 材［Ｍ］．北

京：中国水利水 电 出 版 社，２００５．（Ｍｉｎｉｓｔｒｙ　ｏｆ　Ｗａｔｅｒ　Ｒｅｓｏｕｒｃｅｓ

Ｗａｔｅｒ　Ｍａｎａｇｅｍｅｎｔ　Ｄｉｖｉｓｉｏｎ．Ｔｒａｉｎｉｎｇ　Ｍａｔｅｒｉａｌｓ　ｆｏｒ　Ｗａｔｅｒ－

Ｄｒａｗ　ａｎｄ　Ｕｔｉｌｉｚａｔｉｏｎ　ｉｎ　Ｃｏｎｓｔｒｕｃｔｉｏｎ　Ｐｒｏｊｅｃｔｓ［Ｍ］．Ｂｅｉｊｉｎｇ：Ｃｈｉ－

ｎａ　Ｗａｔｅｒ　Ｐｏｗｅｒ　Ｐｒｅｓｓ，２００５．（ｉｎ　Ｃｈｉｎｅｓｅ））

［６］　中国水利水电科学研究院．首都圈周边地区合理调用水量的经

济补 偿 研 究［Ｄ］．北 京：２００３．（Ｃｈｉｎａ　Ｉｎｓｔｉｔｕｔｅ　ｏｆ　Ｗａｔｅｒ　Ｒｅ－

ｓｏｕｒｃｅｓ　ａｎｄ　Ｈｙｄｒｏｐｏｗｅｒ．Ｒｅｓｅａｒｃｈ　Ｒａｔｉｏｎａｌｉｚｅ　Ａｍｏｕｎｔ　ｏｆ　Ｗａ－

ｔｅｒ　Ａｒｏｕｎｄ　ｔｈｅ　Ｍｅｔｒｏｐｏｌｉｔａｎ　Ａｒｅａ′ｓ　Ｅｃｏｎｏｍｉｃ　Ｃｏｍｐｅｎｓａｔｉｏｎ
［Ｄ］．２００３．（ｉｎ　Ｃｈｉｎｅｓｅ））

［７］　陈尉，刘玉龙，杨丽．流 域 生 态 补 偿 特 点 及 对 策［Ｊ］．水 电 能 源

科学，２０１０，２８（８）：１２１－１２３．１３１．（ＣＨＥＮ　Ｗｅｉ，ＬＩＵ　Ｙｕ－ｌｏｎｇ，

ＹＡＮＧ　Ｌｉ．Ｒｅｖｉｅｗ　ｏｆ　Ｐｒａｃｔｉｃｅ　ｏｆ　Ｒｉｖｅｒ　Ｂａｓｉｎ　Ｅｃｏ－ｃｏｍｐｅｎｓａｔｉｏｎ
［Ｊ］．Ｗａｔｅｒ　Ｒｅｓｏｕｒｃｅｓ　ａｎｄ　Ｐｏｗｅｒ，２０１０，２８（８）：１２１－１２３．１３１．
（ｉｎ　Ｃｈｉｎｅｓｅ））

［８］　李粉婵，孙小平，赵翠英．用减产系数法计算排水工程效益［Ｊ］．

山西水利科技，１９９８，１１（４）：３１－３３．４８．（ＬＩ　Ｆｅｎ－ｃｈａｎ，ＳＵＮ　Ｘｉ－

ａｏ－Ｐｉｎｇ，ＺＨＡＯ　Ｃｕｉ－ｙｉｎｇ．Ｆａｃｔｏｒ　Ｃａｌｃｕｌａｔｅｄ　ｗｉｔｈ　ｔｈｅ　Ｐｒｏｄｕｃ－

ｔｉｏｎ　Ｅｆｆｉｃｉｅｎｃｙ　ｏｆ　Ｄｒａｉｎａｇｅ　Ｗｏｒｋｓ［Ｊ］．Ｓｈａｎｘｉ　Ｗａｔｅｒ　Ｓｃｉｅｎｃｅ

ａｎｄ　Ｔｅｃｈｎｏｌｏｇｙ，１９９８，１１（４）：３１－３３．４８．（ｉｎ　Ｃｈｉｎｅｓｅ））

［９］　冉笃奎．跨 流 域 调 水 经 济 补 偿 机 制 初 探［Ｊ］．人 民 长 江，２００８，

（３）：２８－３０．（ＲＡＮ　Ｄｕ－ｋｕｉ　Ｍｅｃｈａｎｉｓｍ　ｏｆ　Ｉｎｔｅｒ－ｂａｓｉｎ　ｗａｔｅｒ

ｔｒａｎｓｆｅｒ　ｅｃｏｎｏｍｉｃ　ｃｏｍｐｅｎｓａｔｉｏｎ，Ｙａｎｇｔｚｅ　Ｒｉｖｅｒ，２００８，（３）：２８－

３０．（ｉｎ　Ｃｈｉｎｅｓｅ））

［１０］　肖博，李敏．丹 江 口 水 库 综 合 效 益 转 换 分 析 及 补 偿 制 度 研 究

［Ｊ］．水利科技与经济，２００８，（１）：４－６．（ＸＩＡＯ　Ｂｏ，ＬＩ　Ｍｉｎ．Ｄａｎ－

ｊｉａｎｇｋｏｕ　Ｒｅｓｅｒｖｏｉｒ　Ｃｏｍｐｒｅｈｅｎｓｉｖｅ　Ｂｅｎｅｆｉｔｓ　ａｎｄ　Ｃｏｍｐｅｎｓａｔｉｏｎ

Ｓｙｓｔｅｍ　ｏｆ　Ｃｏｎｖｅｒｓｉｏｎ　Ａｎａｌｙｓｉｓ，Ｗａｔｅｒ　Ｃｏｎｓｅｒｖａｎｃｙ　Ｓｃｉｅｎｃｅ

ａｎｄ　Ｔｅｃｈｎｏｌｏｇｙ　ａｎｄ　Ｅｃｏｎｏｍｙ，２００８，（１）：４－６．（ｉｎ　Ｃｈｉｎｅｓｅ）））

［１１］　张文鸽，何宏谋，殷 会 娟．黄 河 流 域 水 权 转 换 地 区 水 资 源 论 证

特点研究［Ｊ］．中国水利，２００９，（１１）：７－９．（ＺＨＡＮ　Ｗｅｎ－ｇｅ，ＨＥ

Ｈｏｎｇ－ｍｏｕ，ＹＩＮ　Ｈｕｉ－ｊｕａｎ．Ｓｔｕｄｉｅｓ　ｏｎ　Ｗａｔｅｒ　Ｒｅｓｏｕｒｃｅｓ　Ａｐ－

ｐｒａｉｓａｌ　Ｆｅａｔｕｒｅ　ｉｎ　Ｗａｔｅｒ　Ｒｉｇｈｔ　Ｔｒａｎｓｆｅｒ　Ｒｅｇｉｏｎｓ　ｏｆ　Ｙｅｌｌｏｗ

Ｒｉｖｅｒ　Ｂａｓｉｎ［Ｊ］．Ｃｈｉｎａ　Ｗａｔｅｒ　Ｒｅｓｏｕｒｃｅｓ，２００９，（１１）：７－９．（ｉｎ

Ｃｈｉｎｅｓｅ））

·１７·

赵　芳等·绿色工业园区非传统水源利用设计工程实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