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水资源论证报告书基本情况表 

一、基本概况 项目名称 新兴纺织厂水资

源论证 

项目位置 深圳市光明新区

公明街道茨田埔

新兴文明小区 

建设规模  所属行业 印染业 

项目单位 新兴纺织（深圳）

有限公司 

报告书编制单位

及证书号 

深圳市水务规划

设计院（水论证 

甲字第 

04403076 号） 

建设项目的审核

机关 

深圳市市场监督

管理局 

水资源论证审批

机关 

深圳市水务局 

业主的用水需求 日平均取水量

5000 m3/d，日最

大取水量

8000m 3/d 

  

论证工作等级 一级 水平年（现状—

规划） 

2012—2020 

二、分析范围内

控制指标情况 

取用水总量控制

指标（亿 m 3） 

4 .47 实际取用水总量

（亿m 3） 

4.55 

用水效率控制指

标（万元工业增

加值用水量） 

 万元工业增加值

的实际用水量 

20.44m3/万元 

退水水域所在水

功能区限制纳污

总量指标（万 m 3） 

 退水水域所在水

功能区实际纳污

总量（万 m 3） 

 

三、取用水方案 核定的

年取水

量（万

m 3） 

地表水 150 核定的

年取水

量（万

m 3） 

地表水  

地下水  地下水  

自来水  自来水  

（其他

水源） 

 （其他

水源） 

 

合计 150 合计  

最 大 取 水流量

（m 3/s） 

0.093 日 最 大 取 水 量

（m 3/d） 

8000 

取水口位置 茅洲河干流综合

整 治 段 桩 号

GS4+074~ 

GS4+079 左岸河

段 

用水保证率（% ） 95%  

核定后的用水定 163m3/t 水循环利用 率 3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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额 （% ） 

四、退水方案 核定的年退水量

（m 3） 

146万 主要污染物的排

放量（m 3）及排

放浓度 

pH 7.5， COD
Cr 

51100-87600kg，

35-60mg/L；氨氮

2920-14600kg ，

2-10mg/L；色度

20-40 倍 ， SS 

14600-21900kg，

10-15mg/L 

退水口位置及所

在水功能区 

松岗河，排污口

位于河流右岸 

排放方式 连续排放 

五、水资源及水

生态保护措施 

工程措施 污水出水水质在线监测 

节水与管理措施 （1）加强取水输水管道漏损水量的监测和收集利用，降

低输水能耗。 

（2）加强节水管理，严格将各项节水措施落实到实处。 

（3）加大节水宣传力度，进一步提高厂区职工的节水意

识。 

其他非工程措施 加强排污口水质监测，保持厂区生产废水排水口水质在

线监测，定期检测污水排放口下游 100m 范围内茅洲河

水质，确保污水达标排放。 

备注： 

1、报告书编制单位，需要与合同签订的乙方一致。 

2、业主的用水需求，主要填写项目业主提出的取水水源类型、取水地点和取水量等。 

3、其他水源，需要注明具体水源类型。 

4、核减水量，对于论证后需要新增取水量的情形，在对应位置注明。 

 

 

 

1 总 论



新兴纺织厂水资源论证报告书 

3 
 

 

1.1建设项目概况 

1.1.1 基本情况 

新兴纺织有限公司于1974 年在香港创立新兴织造厂，并于1988 年到深圳建立

工厂。该公司（前身为深圳市宝安区公明镇茨田埔新兴橡根厂）是一家大型港资企

业，总部设在香港，生产基地位于深圳市光明新区公明街道茨田埔新兴文明小区内，

位置示意图见附图 1。深圳生产基地主要负责各类物料产品的设计、生产、质量监

测、以及相关客户服务等工作。新兴纺织厂多年来累计投资超过10 亿港币，现有职

员工 3200 多人。主要原料有丝线、棉纱、纤维，以及酸性、活性、还原染料。主要

工艺包括织造、染色、定型、后整理。采用丝线等原料纺织成为胚布，再通过染色、

定型、后整理工序加工形成出厂产品。主要产品有喱士﹑经编/纬编针织布，年产量

约 9230 吨，年产值约 10 亿人民币。 

1.1.2 建设项目取用水方案 

（1）取水方案 

新兴纺织厂以茅洲河干流为生产用水水源，最大日取水量为 8000m 3/d，平均日

取水量 5000 m 3/d。厂区内有一个蓄水容量 40 万 m 3的新兴湖，湖中所蓄水可供厂区

在茅洲河干流取水无保证时作生产用水。本项目生产用水的供水保证率为 95% ，对

水质无特殊要求。厂区现有职员工 3200 多人，生活取水量约 450m 3/d，由市政自来

水供水管网供应。 

本项目取水口布置于茅洲河干流罗田水库排洪渠与塘下涌汇入口之间，茅洲河

干流综合整治段桩号 GS4+074~GS4+079 左岸河段。进水口位于马田排涝泵站附近，

取水规模为 8000 m3/d。生产用水采用 DN1500 水泥管由进水口输送至一级泵站，再

由 DN600 管输送至处理设施，处理后经 DN600 管输送至用水车间。 

（2）用水方案 

所取茅洲河原水经净化处理后用于布料染色，水处理工艺流程包括两级接触氧

化、平流沉淀、蜂窝斜管沉淀、气浮、虹吸砂滤、活性炭过滤、离子交换、反渗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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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项目主要用水环节为染色环节。染色工艺日用水量为7000 m3/d，其中包括新

取水量 5000 m3/d，污水回用至染色生产的水量 2000 m3/d。厂区卫生、绿化、清洁

的用水量为 800 m3/d，采用生产污水回用水。 

1.1.3 建设项目退水方案 

新兴纺织厂生产废水经全生化工艺处理后，达到广东省地方标准(DB4426/2001)

二级排放标准，通过管道排放至茅洲河二级支流松岗河。污水量约 6800m 3/d，处理

后污水排放量 4000m 3/d，其余部分 2000m 3/d回用于染色生产，800m 3/d回用于厂区

卫生、绿化、清洁。 

1.2 项目来源 

随着深圳市经济社会的迅猛发展，茅洲河流域人口激增，水污染问题日益严重，

水环境现状与沿线光明新区、宝安区的城市发展愈加不相适应。鉴于此，深圳市政

府着力解决茅洲河水环境问题，并要求对茅洲河流域水环境治理进行系统规划。茅

洲河中上游段干流综合整治工程为茅洲河流域水环境综合整治工程治理规划内容之

一，该工程于 2012年 12月开工，计划于 2015年 12月前完工，目前河道正在施工

中，主体工程完成 65% 。 

茅洲河中上游段干流综合整治之前，新兴纺织厂于当前茅洲河干流综合整治桩

号 GS4+079 处设取水口取水，经过厂区内处理后作为印染纺织用水。茅洲河干流综

合整治工程对河道两岸实施沿河截污，设计新建沿河截污箱涵。新建箱涵后新兴纺

织厂原取水口将被截断，原取水口将不能正常从河道取水。 

为满足新兴纺织厂的取水需求，并结合茅洲河中上游段干流整治工程的实施，

新兴纺织厂拟定取水改造方案即在新建箱涵处建设竖井式倒虹吸，使取水通道能正

常贯通，满足新兴纺织厂的生产需求。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水法》、《取水许可制度实施办法》、《取水许可水质管理

规定》和《建设项目水资源论证管理办法》等有关法规及文件规定，建设项目业主

单位应当按照《建设项目水资源论证管理办法》的规定进行建设项目水资源论证，

并向水行政主管部门报审建设项目水资源论证报告书。受新兴纺织（深圳）有限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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司委托，我院开展《新兴纺织厂水资源论证报告书》编制工作。 

合同性质：技术咨询合同。 

1.2.1 委托单位 

本项目委托单位为新兴纺织（深圳）有限公司。 

1.2.2 承担单位与工作过程 

本项目承担单位为深圳市水务规划设计院。 

新兴纺织厂水资源论证以合同的形式委托论证。新兴纺织（深圳）有限公司与

我院签订《新兴纺织厂取水工程水资源论证》合同，我院按照建设项目水资源论证

基本要求编制新兴纺织厂取水工程水资源论证报告书。 

1.3水资源论证的目的和任务 

本次论证的目的是为了合理利用水资源，配合水行政主管部门加强水资源统一

管理，促进水资源优化配置和可持续利用，保障本建设项目的合理用水要求，减少

建设项目对水环境的不利影响，确保工程的正常运行和效益的发挥。 

主要任务是从资源利用和保护角度出发，论证项目水源配置是否符合区域水源

规划，同时就项目用水与区域水资源的关系、项目取水合理性、取水水源的量、质

的可靠性，以及项目取水、退水对区域的影响等进行全面的分析论证，从本区域水

资源利用和保护的角度提出评价意见和建议，为水行政主管部门加强流域水资源统

一管理和审批新兴纺织厂取水许可证等提供科学依据。 

1.4编制依据 

编制依据及相关资料如下（不限于）： 

（1）《中华人民共和国水法》（2002年 9 月）； 

（2）《中华人民共和国水土保持法》（1991年 6月）； 

（3）《地表水环境质量标准》（GB3838-2002）； 

（4）《广东省水污染排放限值》（DB44/26-2001）； 

（5）《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标准》（取水定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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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建设项目水资源论证导则》（SL 322－2013）； 

（7）《建设项目水资源论证管理办法》（2002 年 3 月）； 

（8）《企业水平衡与测试通则》（GB/T12452-2008）； 

（9）（《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标准》（GB/T7119-93）评价企业合理用水技术通

则）； 

（10）《节水型企业单位目标导则》（城建【1997】45 号）； 

（11）《节水型企业评价导则》（GBT7119 —2006）； 

（12）《广东省用水定额》（试行）； 

（13）《广东省暴雨参数等值线图》（2003）； 

（14）《宝安区统计年鉴 2012》（深圳市宝安区统计局，2013）； 

（15）《2012 年宝安区水资源公报》（深圳市宝安区水务局，2013）； 

（16）《深圳市供水布局及供水水源优化研究》（深圳市水务规划设计院，2013

年 8 月）； 

（17）《深圳市节水型社会建设规划》（深圳市水务规划设计院，2009 年 4 月）； 

（18）相关法律、法规。 

1.5 工作等级与水平年 

1.5.1 工作等级 

新兴纺织厂取水水源为茅洲河干流中游天然来水，退水处理后排入茅洲河二级

支流松岗河，本项目取水及退水情况见表1-1。 

表 1-1本项目水资源论证分级结果表明，本项目开发利用程度为 25% ，论证等

级二级；工业取水量为 0.5万 m 3/d，论证等级三级；取水水源个数为 1 个，论证等

级三级；主要用水系统或者工序个数为 1个，论证等级三级；生产用水比例为 92% ，

论证等级一级；水资源利用对第三者取用水影响轻微，论证等级三级；现状无敏感

生态问题，取水和退水对生态影响轻微，论证等级三级；不涉及水功能一级、二级

区，论证等级三级；退水污染物较少，且含有少量可降解污染物，论证等级三级；

退水量为 4000 m3/d，论证等级二级。 

根据《建设项目水资源论证导则（SL 322-2013）》“水资源论证工作等级由分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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等级的最高级别确定”的规定，本次新兴纺织厂取水工程水资源论证工作等级应该

按照“生产用水比例≥90% ”的最高分类级别确定为一级。 

                  表 1－1  项目水资源论证分级 

分

类 
分类指标 

《建设项目水资源论证导则（SL 322－2013）》分级标准 
本项目情况 论证等级 

一级 二级 三级 

地

表

取

水 

开发利用程

度（% ） 
≥30 30～10 ≤10 25 二级 

工业取水量 

（万 m 3/d） 
≥2.5 2.5～1 ≤1 0.5 三级 

取水水源个

数或者类型 
≥3 2 1 1 三级 

用

水

合

理

性 

主要用水系

统或者工序

个数 

≥5 5～2 ≤2 1 三级 

生产用水比

例（% ） 
≥90 90～60 ≤60 92 一级 

取 

水 

和 

退 

水 

影 

响 

水资源利用 

对流域或者区域水

资源利用产生显著

影响 

对第三者取用水影

响显著 

对第三者取用

水影响轻微 

对第三者取用

水影响轻微 
三级 

生态 

现状生态问题敏

感；取水对水文情

势和生态水量产生

明显影响；退水有

水温或水体富营养

化影响问题 

现状生态问题较为

敏感；取水可能对

水文情势和生态水

量产生一般影响；

退水有潜在水体富

营养化影响 

现状无敏感生

态问题；取水

和退水对生态

影响轻微 

现状无敏感生

态问题；取水

和退水对生态

影响轻微 

三级 

水功能区 

涉及一级水功能区

的保护区、缓冲区

中的 1个或者以

上；涉及二级水功

能区的饮用水水源

区或者其他 3 个及

以上水功能区二级

区 

涉及一级水功能区

的过渡区、保留区

或者跨地（市）级

的一级水功能区；

涉及 2 个水功能区

二级区 

涉及 1 个水功

能二级区 

不涉及水功能

一级、二级区 
三级 

退水污染类

型 

含有毒有机物、重

金属、放射性或者

持久性化学污染物 

含有多种可降解化

学污染物 

含有少量可降

解的污染物 

污染物较少，

且含有少量可

降解污染物 

三级 

退水量（缺水

地区）（m 3/d） 
≥5000 5000～1000 ≤1000 4000 二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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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5.2 水平年 

考虑到社会经济指标以及水量统计资料完整的年份为 2012 年，因此选取 2012

年为现状水平年。选取 2020 年为规划水平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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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6 水资源论证范围 

新兴纺织厂位于光明新区公明街道，生产用水引自茅洲河干流中游段，取水

口位于宝安区松岗街道。茅洲河干流新兴纺织厂取水口断面以下无其他取水工程。

综合取水及其影响范围，本次项目水资源论证的分析范围应为宝安区（主要为新

兴纺织厂取水口断面以下至茅洲河口区域），面积为 392.14 km2；取水水源论证范

围为宝安区松岗街道，面积为 64km 2，论证重点为茅洲河干流罗田水库排洪渠汇

入口至塘下涌汇入口区间段。建设项目分析范围和论证范围图见附图 2。取水影

响范围见附图 3，为茅洲河干流新兴纺织厂取水口断面至河口段，河长 16.3km。 

根据项目退水方案，新兴纺织厂生产废水经处理达到广东省地方标准

(DB4426/2001)二级排放标准，通过管道排放至茅洲河二级支流松岗河，因此本项

目水资源论证退水影响范围为松岗河新兴纺织厂入河排污口断面至河口段，河长

13.5km。本项目退水影响范围见附图 4。 

2 水资源及其开发利用状况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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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1 分析范围内基本情况 

2.1.1 自然地理与社会经济概况 

（1）地理位置 

宝安区位于深圳市西北部、珠江口东岸，地处东经 113°44′-114°07′，北

纬 22°32′-22°51′之间。全区面积 392.14 km2，海岸线长 30.62km。宝安区南

接深圳经济特区，北邻东莞市，东邻东莞和龙华新区，西滨珠江口临望香港，地

理位置优越。整个宝安区下辖新安、西乡、福永、沙井、松岗、石岩六个街道办

事处，共有社区工作站 123 个。 

（2）地形地貌 

宝安区地貌以丘陵台地为主，地势东南较高，西北较低。东部属羊台山、吊

神山丘陵，按东、中、西片分，东片石岩等镇为低山丘陵，逐渐过渡到中部松岗

至沙井的低丘盆地和平原，西片福永、新安一带为滨海冲积海积平原，地形平坦，

水网发达，涌汊鱼塘密布。西部的第四系地层覆盖广而深厚，以砂砾类土、粉质

粘土、淤泥质土和淤泥等土类为主。 

茅洲河流域内总的地势东北高西南低，其中楼村桥以上（两岸主要支流有玉

田河、鹅颈水、大凼水、东坑水、木墩河、楼村水等）长约 8km 的河道，地形地

貌属于低山丘陵区；从楼村桥至塘下涌（两岸主要支流有新陂头水、西田水、白

沙坑水、上下村排洪渠、罗田水、合水口排洪渠、公明排洪渠、龟岭东水、老虎

坑水等）长约 9km ，地形地貌以低丘盆地与平原为主。 

（3）社会经济概况 

2012年末，宝安区常住人口 268.4万人（户籍人口 36.8万人）。全区 GDP 总

量 1769.3亿元，比上年增长 12.1%。其中，第一次产业生产总值 0.67亿元，同比

增长 4.4%；第二次产业生产总值 886.77亿元，同比增长 11.4%；第三次产业生产

总值 881.86亿元，同比增长 13.5%。三次产业占 GDP 比重分别为 0.04%、50.12%、

49.84%。按常住人口计算的人均生产总值 66110 元，人均规模以上工业总产值

146945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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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1.2 水文气象 

宝安区属亚热带海洋性季风气候，位于热带气候边缘地带，温热多雨，干湿

季分明，盛行季风，夏、秋季受台风影响。 

气温：多年平均气温 22.4℃，最低月份为 1、2 月份，为 1.4℃左右；最高气

温为 7月份，36.6℃左右，多年平均相对湿度 79% 。 

降水：多年平均降水量 1636mm ，时空分布不均，最大年降水量 2171.5mm ，

最小年降水量 828mm ，其中 4-10月份降水量占年降水量的 85% 以上。 

蒸发：维度低，日照强，蒸发量大。多年平均水面蒸发量 1345.7mm 。年日照

量为 2120.5小时，年辐射总量为 127.78千卡/cm2。 

风向、风速：该地区由于易受南亚热带季风的影响，常年主导风以偏东风为

主，平均风速是 2.6m/s，冬季稍强，夏季稍弱。全年主导风向为 ENE ，春、冬季

节主导风向为 ENE ，夏季主导风向为 S，秋季主导风向为 E。多年 10分钟平均最

大风速 31.9m/s，多年瞬时极大风速 50.9m/s，30 年一遇 10 分钟平均最大风速

33.5m/s，30 年一遇 10分钟平均最大风压 687.84Pa。 

2.1.3 河流水系与水利工程 

（1）河流水系 

宝安区境内有茅洲河及珠江口两大独立的水系。 

茅洲河干流流经深圳市与东莞市的接壤处，该河道天然水系发源于石岩水库

上游——羊台山，流经石岩、光明、公明、长安（属东莞市）、沙井等街道辖区，

总控制面积 388.23km2，其中深圳境内面积 310.85km 2，东莞境内面积 77.38km 2，

流域内共有河流 41 条，其中干流 1 条（即茅洲河），一级支流 23 条，二、三级

支流 17 条。 

自茅洲河上游干流上兴建石岩水库后，天然水系发生变化，石岩水库溢洪道

下泄流量不再进入茅洲河，扣除石岩水库流域面积（44km 2），现状茅洲河总流

域面积为 343.52km2，其中深圳境内面积 266.14km2，东莞境内面积 77.38km2。

石岩水库坝下至珠江口，干流全长 31.29km，河床平均比降 0.49‰。其中河口～

塘下涌段 11.4km 的干流河道为深圳与东莞的界河，属于茅洲河干流下游段河道，

流域面积总计 149.7km2。 

珠江口流域内水系众多，河流短小，各条河流由东至西穿过西海堤汇入珠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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口，长约 30km 的海岸线上由北向南分布着 26 条河涌，流域面积大于 10 km2的

河流有西乡河、机场外排渠和新圳河3条。 

（2）水利工程 

1）河道治理工程 

茅洲河干流从石岩水库以下至塘下涌（深圳境内河段），综合治理工程正在

实施，计划 2015 年完成，设计洪水标准为 100 年一遇；塘下涌至河口段（界河

段），综合治理工程进入初步设计阶段，设计洪水标准为 100 年一遇。 

茅洲河支流：石岩河完成了堤岸防洪治理工程，设计洪水标准为 50 年一遇；

排涝河进入施工阶段，设计洪水标准为 50 年一遇；沙井河、松岗河作为沙井泵

站的集水系统，设计洪水标准采用 20 年一遇，目前正在实施；鹅颈水综合整治

工程已经完成初步设计，设计洪水标准为 50 年一遇；木墩河、东坑水、楼村水、

新陂头河已经完成了河流综合治理工程可行性研究报告的编制，设计洪水标准为

50 年一遇。其它支流从城镇穿过的河段进行了不同程度的治理。 

2）蓄水工程 

宝安区蓄水水库共有 13座（中型 3座，小（1）型 7座，小（2）型 3座），

2012 年宝安区主要供水水库共 8 座（中型 3 座，小（1）型 5 座）。2012 年宝安

区主要供水水库年末蓄水总量 6878万 m 3。 

2.2 水资源状况 

2.2.1 水资源量及时空分布特点 

宝安区降水量年内分配不匀，全年降水量集中在4～9 月，降水量空间分布

总趋势是由东南部地区向西北部地区递减。宝安区的河川径流量主要靠降雨补

给，其分布特性与降雨量的分布特征基本一致。根据《2012 年宝安区水资源公

报》，2012 年宝安区水资源总量为 3.65亿 m 3，其中地表水资源量为 3.64亿 m 3，

地下水资源量为 0.64亿 m 3，重复计算量为 0.63亿 m 3。区域 2012 年水资源量见

表 2-1。 

表 2-1 2012年宝安区水资源量表  单位：万 m 3 

街道 地表水资源量 地下水资源量 重复计算量 总水资源量 

新安 2882 505 499 288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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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乡 8820 1544 1527 8837 

福永 6643 1163 1150 6656 

沙井 5919 1036 1024 5931 

松岗 5992 1049 1037 6004 

石岩 6135 1074 1062 6147 

合计 36391 6371 6299 36463 

注明：资料来源于《2012 年宝安区水资源公报》。 

2.2.2 水功能区水质及变化情况 

2012 年宝安区主要饮用水源水质达标率100％，铁岗水库水质为优，达到国

家地表水Ⅱ类标准；其它水库水质良好，达到国家地表水Ⅲ类标准。部分河流上

游河段水质相对较好，主要河流中下游水质部分时段氨氮、总磷等指标超标，其

它指标达到国家地表水Ⅴ类标准。与上年相比，茅洲河污染程度有所减轻。西部

近岸海域海水水质劣于Ⅳ标准，主要污染物为活性磷酸盐、无机氮和大肠菌群。

与上年相比，西部海域水质污染程度有所减轻。 

茅洲河干流目前流域内大部分地区尚未形成合理的排水系统，雨水、污水都

排入各支流后汇入茅洲河，故而茅洲河干流河水污染比较严重。按《地表水环境

质量标准》（GB3838-2002），茅洲河干流水质属劣Ⅴ类。 

根据 2007 年版《广东省地表水功能区划》，水功能一级区划中，茅洲河为开

发利用区；水功能二级区划中，茅洲河为景观农业用水区。根据 2011 年版《广

东省地表水环境功能区划》，茅洲河地表水环境功能区划见表 2-2。本项目取水口

位于茅洲河干流石岩水库出口至燕川区间河段，水质现状为劣Ⅴ类。 

表 2-2 茅洲河地表水环境功能区划 

序号 功能现状 水系 河流 起点 终点 长度（km ） 水质目标 

1 农、景 粤东沿海诸河 茅洲河 石岩水库出口 燕川 20.2 
地表水

IV 类 

2 农、景 粤东沿海诸河 茅洲河 燕川 入海口 10.3 
地表水 V

类 

2.3 水资源开发利用现状分析 

2.3.1 供水工程与供水量 

（1）供水工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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区域内水源工程主要包括蓄水工程、提水工程、地下水工程和境外引水工程。

供水工程分布图见附图 5。 

1）蓄水工程 

宝安区蓄水水库共有 13 座（中型 3座，小（1）型 7座，小（2）型 3座），

其中担水河水库总库容小于 10 万 m 3，按照国家规定总库容小于 10 万 m 3 时称为

塘坝，但在深圳该水库按照水库管理。2012 年宝安区主要供水水库共 8 座（中

型 3 座，小（1）型 5 座）。2012 年宝安区主要供水水库年末蓄水总量 6878 万

m 3。宝安区主要蓄水水库现状情况见表 2-3。 

表 2-3 宝安区现状蓄水水库统计表 

街道 
水库名

称 

所在

水系 

水库

类型 

集雨面

积（km 2） 

总库容

（万 m 3） 

正常库容

（万 m 3） 

水库可供水量（万 m 3） 

50% 75% 97% 

西乡 
铁岗水

库 

珠江

口 
中型 64 9950 9400 5124 4176 2790 

石岩 
石岩水

库 

珠江

口 
中型 44.0 3200 1690 3418 2785 1860 

松岗 
罗田水

库 

茅洲

河 
中型 18 2845 2050 1546 1269 862 

松岗 
五指耙

水库 

茅洲

河 

小（1）

型 
2.27 172 125 175.9 134 91.6 

松岗 
老虎坑

水库 

茅洲

河 

小（1）

型 
2.12 118.68 75 73 80 45 

西乡 
九龙坑

水库 

珠江

口 

小（1）

型 
2.21 243 188.3 121.6 182.4 235.9 

沙井 
长流陂

水库 

茅洲

河 

小（1）

型 
8.8 728 512.6 746.9 598.7 417 

福永 
七沥水

库 

珠江

口 

小（1）

型 
2.04 266 197.2 157.7 116.2 73.9 

福永 
屋山水

库 

珠江

口 

小（1）

型 
3.31 411 220 256.2 215.2 130.3 

福永 
立新水

库 

珠江

口 

小（1）

型 
2.43 879 698 191.7 147.6 95.6 

石岩 
石陂头

水库 

珠江

口 

小（2）

型 
0.95 83.5 66 73.8 60.1 40.1 

石岩 
牛牯斗

水库 

茅洲

河 

小（2）

型 
0.96 93.7 78.8 74.6 60.8 40.6 

西乡 
担水河

水库 

珠江

口 

小（2）

型 
2.1 <10 <10    

 

2）提水工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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茅洲河目前建成的较大河道提引水工程有二处，分别为西水源引水工程和茅

洲河～铁坑、莲塘水库提水工程。茅洲河西水源引水工程，从茅洲河燕川桥上游

左岸引水，经过四级提升泵站引水至石岩水库，提水能力为 5m 3/s。茅洲河～铁

坑、莲塘水库提水工程，取水点位于茅洲河中游西田壅水陂上游，提水能力为

2m 3/s。 

现状茅洲河水质为劣 V 类，不能用作饮用水源，因此暂停提水，按照规划

2020 年茅洲河河道水质将达到 III类水标准，考虑到水质达标还存在一定的不确

定性，同时河道内水质较复杂，河道提水仅可用于城市环境用水。 

3）地下水工程 

区域内地下水主要是作为零星、分散用户的供水补充，2012 年宝安区地下

水供水量为 186万 m 3，占总供水量 0.41%。 

4）境外引水工程 

宝安区境外引水工程包括北线引水工程、石松支线工程及铁石支线工程。

2012年区外调水39268万 m 3。 

○1 北线引水工程 

北线引水工程在东莞境内新建上埔泵站，将原水一次性提升后经管道输送至

茜坑水口，在茜坑水库坝下向观澜、龙华分水后，通过茜坑水口—鹅颈水库—石

岩水库之间的隧洞向石岩输水，线路总长 30km ，设计输水流量 120 万 m 3/d，其

中向龙华、观澜供水 40 万 m 3/d，向石岩片区供水 80 万 m 3/d。 

○2 石松支线工程 

石松供水网络从石岩水库取水，输水干管向西北方向约 2.5km 处分为两根

管，一根向西至长流陂水库坝下，分水给沙井长流陂水厂后向西南至福永立新水

厂，中途分水至沙井上南水厂；一根向北至大凼水库坝下，分为西北和东向两根

管，其中西北管至五指耙水厂，然后再北至山门水厂，而东向管至公明甲子塘水

厂。福永凤凰水厂源水管单独从现状石松支线总管分水。石松供水网络原设计取

水规模为 76万 m 3/d，其中大凼分水口至五指耙水厂段设计输水规模 16万 m 3/d，

至松岗水厂段设计输水规模 5万 m 3/d。 

○3 铁石支线工程 

东部供水网络干线进入宝安区的交水点为铁岗水库。铁石支线工程将东部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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水由铁岗水库提水输入石岩水库，再由石松支线将东江水从石岩水库输送至宝安

区西北部片区。铁石支线包括将铁岗水库的水源提升到石岩水库所需的泵站、输

水管道等工程。工程供水规模为 58.7万 m 3/d，设计提水流量为 6.8m3/s，管道沿

线全长 3.4km。 

（2）供水量 

2012 年宝安区原水供水总量 45535 万 m 3，其中农业供水总量 1919 万 m 3，

占总供水量4.21％。供水量组成为地表水源供水44384万m 3，占总供水量97.47%，

其中区外调水 39268 万 m 3，本地自产水 5116 万 m 3；地下水源供水 186 万 m 3，

占总供水量 0.41%；其他水源供水 965 万 m 3，占总供水量 2.12%。 

（3）耗水量 

2012 年宝安区总耗水量 10647 万 m 3，综合耗水率 23% 。耗水组成为城市居

民生活耗水量 2898 万 m 3；城市工业耗水量 4026 万 m 3，城市公共耗水量 1816

万 m 3，其中建筑业用水 200 万 m 3，服务业用水 1616 万 m 3；城市环境耗水量 412

万 m 3；农业耗水量 1495 万 m 3。 

2.3.2 用水量与用水结构 

2012 年宝安区总用水量 45535 万 m 3。用水组成为城市居民生活用水 14491

万 m 3，占总用水量 31.82%；城市工业用水 19729 万 m 3，占总用水量 43.33%；

城市公共及生态环境用水 9396 万 m 3，其中建筑业用水 285 万 m 3，服务业用水

8082万m 3，城市环境用1029万m 3，城市公共及生态环境用水占总用水量20.64%；

农业用水 1919 万 m 3，农业用水占总用水量 4.21%。2012 年宝安区各街道主要用

水量见表 2-4。 

表 2-4 2012年宝安区各街道用水量统计表 单位：万 m 3 

街道 农业用水量 
城市工业用

水量 

城市居民生活用

水量 

城市公共及生态

环境用水量 
总用水量 

新安 
567 2722 6208 4557 14054 

西乡 

福永 238 4307 2478 1248 8271 

沙井 261 5818 2985 1665 10729 

松岗 338 5250 1582 1301 847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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石岩 515 1633 1239 624 4011 

合计 1919 19729 14491 9396 45535 

注：新安、西乡都由宝城自来水公司所辖水厂进行供水，因此将其作为一整体进行计算。 

注明：资料来源于《2012 年宝安区水资源公报》。 

根据《深圳市实行最严格水资源管理制度的意见》，到 2015 年，全市用水总

量控制在 19 亿 m 3以内(包括工业、农业及生活用水)，地下水开采量控制在 0.1

亿 m 3以内，工业和生活用水量控制在 17.6亿 m 3以内，万元 GDP 用水量控制在

15 m3以内，万元工业增加值用水量控制在 10 m3以内。现状年 2012 年尚未启动

用水总量控制工作，故没有宝安区的用水总量控制指标。 

2013 年印发实施的《深圳市用水总量分配方案》，按照“公平合理利用、兼

顾现状与发展、高效用水者优先”原则，将“十二五”期间广东省下达深圳市每

年 19 亿 m 3的用水总量控制指标，分配到全市 10 个区(新区)，宝安区的用水总

量控制指标为 4 .47亿 m 3，其中农业用水量0.12亿 m 3，生产和生活用水量 4.35

亿 m 3。2012 年宝安区总用水量为 4.55亿 m 3，与总量控制指标尚有一定差距。 

2.3.3 用水水平与用水效率 

（1）用水水平 

2012 年宝安区万元国内生产总值用水量22.95 m 3/万元，同比下降 12.1％；

全区人均用水量为 464.73升/日·人，同比上升 0.21％；万元工业增加值用水 20.44 

m 3/万元，同比上涨 6.79 m3/万元；全区城市居民生活用水 147.90升/日·人。 

2012 年全区总用水量比 2000 年增长 2154 万 m 3，增幅 4.97%。从总用水量

变化趋势（图 2-1）上看，随着全区人口的增长、经济的发展，2000 年至 2007

年以来总用水量一直处于增长的趋势。随后宝安区分别经历 2008 年光明新区成

立、2009 年世界金融危机以及 2012 年龙华新区成立，用水量均有所下降。宝安

区（不含龙华新区）2010 年以来总用水量趋于平稳的态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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宝安区用水量变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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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2-1 宝安区用水量变化 

用水结构的变化方面，自 2000 年以来，宝安区用水构成一直比较稳定。各

项用水比例中，2001～2002 年各项用水较为平均，随着产业结构调整，农业用

水所占比例逐年减少；工业用水逐年增加，其在 2003 年以来用水构成比例一直

稳定在 35％～46％左右；居民生活 2003～2008 年用水构成占比例一直稳定在

40～43％左右，2008 年至今用水构成占比例一直稳定在 31～32％左右；公共环

境与生态随着产业结构调整，其 2003 年至 2008 年用水构成一直稳定在 12％～

15％之间、2008 年至今用水构成一直稳定在19% ～24% 之间。详见图 2-2。 

2000-2012宝安区用水构成变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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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2-2 宝安区用水构成变化 

（2）用水效率 

随着宝安区经济的发展、产业结构的调整、大力发展高新技术产业以及用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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水平的提高，2000 年以来宝安区国内生产总值、工业增加值用水量一直处于下

降趋势，其中工业指标用水量趋势下降幅度较小。与 2010 年相比，2012 年国内

生产总值用水量减少 1.73 m3/万元，万元工业增加值用水量增加了 4.82 m3/万元。

万元工业增加值用水量的增加主要是由于龙华新区成立前，其实现的工业产值、

增加值在原宝安区占较大比重，而其用水量所占比重较其实现的产值小，因此

2012年宝安区工业增加值用水量呈现回升的趋势。 

根据《2012 年宝安区水资源公报》及《2012 年深圳市水资源公报》，2012

年宝安区与深圳市的用水指标对比见表2-5。对比可知，宝安区人均取水量和城

市居民生活用水低于全市，但万元国内生产总值用水量、万元工业增加值用水量

及第三产业万元增加值用水量均高于深圳市平均值。受产业结构的影响，工业及

第三产业用水水平低于深圳市水平。城市居民生活用水量低于深圳市均值，也低

于《<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标准 >（GB/T50331-2002 ）城市居民生活用水量标准》

150~220 升/日·人的规定和《广东省用水定额》的规定，可见宝安区居民生活节

水水平较高。 

表 2-5  2012 年宝安区与深圳市用水指标对比 

用水指标 深圳市 宝安区 

人均取水量（升/日·人） 504.74 464.73 

万元国内生产总值用水量（立方米/万元） 15.0 22.95 

万元工业增加值用水量（立方米/万元） 10.49 20.44 

第三产业万元增加值用水量（立方米/万元） 5.84 9.17 

城市居民生活用水量（升/日·人） 184.27 147.9 

2.3.4 排污口及污水处理厂情况 

茅洲河干流主要排污口情况见表2-6。 

表 2-6 茅洲河干流主要排污口 

排污口

编号 
位置 水量 水质感官描述 

W1 沙井河污水处理厂排水口 大 发黑、发臭 、有较多的黑色漂浮物。 

W2 衙边涌水闸排污口 大 发黑、发臭、有较多的黑色漂浮物。 

W3 茅洲河和沙井河交汇处 大 发黑、微臭、有较多的黑色漂浮物。 

W4 共和村涌 大 发黑、发臭、有较多的漂浮物。 

W5 广深高速桥下下游端排水口 中 发黑、发臭、有较少的漂浮物、有油污。 

W6 沙埔西排涝泵站出水口 中 发黑、发臭有漂浮物 有油污。 

W7 107 国道桥下污水排放口 中 水质发黑、发臭有漂浮物 ,有油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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排污口

编号 
位置 水量 水质感官描述 

W8 塘下涌 小 河水呈深黄绿色、发臭， 有黑色浮游物。 

W9 老虎坑排水口 中 河水呈棕黄色、发臭、水下冒泡。 

W10 包岭东排水口 大 河水呈黑色，水面上有黑色悬浮物。 

W11 燕川大桥下排污口 中 水质发黑，发臭，有油污。 

W12 
罗田排污口与茅洲河交汇处排

污口 
大 发黑，发臭，有黑色漂浮物。 

W13 河堤路与公常路交汇处 大 发黑，发臭。 

W14 
光明污水处理厂旁与茅洲河交

汇处 
小 发黄，发臭。 

W15 民众学校旁 大 发黑，发臭，排水有泡沫。 

W16 
将石工业区大道与茅洲河交汇

处 
小 黄色，浑浊，有臭味。 

W17 东隆路与茅洲河交汇处 大 灰黄色，有泡沫。 

W18 同观路与茅洲河交汇处 大 灰白色，有异味。 

W19 光侨路与茅洲河交汇处 大 灰白色，有臭味。 

W20 长圳河与茅洲河交汇处 小 内出水为紫黑色。 

W21 长凤路与茅洲河交汇处 小 水呈灰浑色，有异味。 

分析范围内茅洲河支流入河排污口情况见表 2-7。 

表 2-7 分析范围内茅洲河主要支流排污口概况 

所在河流 排污口数量（个） 所在河流 排污口数量（个） 

罗田水 61 沙井河 80 

塘下涌 35 上寮河 69 

松岗河 62 排涝河 150 

2012 年分析范围即宝安区内投入运行的有 4座污水处理厂，设计规模 88 万

吨/日，污水处理量 28373 万吨。宝安区污水处理厂情况见表 2-8。 

表 2-8  2012 年宝安区污水处理厂情况表 

序

号 
项目名称 

设计规模        

（万吨/日） 

污水 

处理量 

（万吨） 

COD 

削减量 

（吨） 

污泥 

处理量 

（吨） 

运行 

天数 

（天） 

1 沙井污水处理厂 15 7146 9831 19448 366 

2 固戍污水处理厂 24 7215 22879 49904 366 

3 福永污水处理厂 12.5 3780 6039 19136 366 

4 燕川污水处理厂 15 4000 3095 14156 36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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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宝安区合计 88 28373 60566 147732  

注明：资料来源于《2012 年深圳市水务基础统计手册》。 

2.4 水资源开发利用潜力及存在的主要问题 

（1）水资源开发利用潜力 

根据 1998-2012年《深圳市水资源公报》中宝安区（含光明新区和龙华新区）

地表水资源总量，计算得宝安区多年平均地表水资源总量为7.12亿 m 3，根据各

区面积比，宝安区多年平均地表水资源总量为 3.86亿 m 3。现有蓄水工程的多年

平均可供水量为 0.98亿 m 3，区域水资源开发利用率为 25% 。结合区域水资源现

状以及城市发展状况，区域水资源开发利用程度已达到较高水平，可开发利用潜

力较小。 

（2）水资源开发利用中存在的主要问题 

1）境外水依赖程度大，区域供水存在安全隐患。由于区域内水库调蓄能力

有限，本地水资源远远不能满足用水需求，区域用水主要依靠境外引水。一旦境

外引水受阻，区域供水将存在严重安全隐患。 

2）河道水环境状况不容乐观。随着社会经济的迅猛发展，人口规模的迅速

扩张，区域内生产废污水激增。由于污水处理厂及配套管网尚未建设完善，区域

内大量未经处理废污水直接排入河道，致使河道水体受到严重污染，水质普遍为

五类水或劣五类，且有逐渐恶化趋势。 

3）部分用水领域水资源利用效率偏低。主要体现为万元国内生产总值用水

量、万元工业增加值用水量及第三产业万元增加值用水量均高于深圳市平均值。

应进一步挖掘区域节水潜力，通过改进用水工艺、优化产业结构等方法，提高区

域水资源利用效率。 

3 取用水合理性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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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1 取水合理性分析 

3.1.1 产业政策相符性 

改革开放后，以大量的农村剩余劳动力为基础，珠三角的工业技术特征选择

了劳动密集型工业的产业方向，形成以劳动密集型工业为主的产业结构，制造业

发展取得举世瞩目的成就。珠江三角洲的制造业发展主要以劳动密集型的轻型加

工制造业为主，其中电子、建材等行业的产值均居全国之首，纺织业位居第二。

纺织服装制造业在广东省工业化过程中发挥了主体产业、先导产业、创汇产业、

就业产业的作用，对广东省的经济发展意义重大。1979-1995年是制造业企业在

数量、规模、效益上迅猛发展成熟的阶段，此后发展趋向稳定阶段。新兴纺织（深

圳）有限公司于 1988 年在深圳建立工厂，与当时珠三角的产业方向和产业结构

相适应。 

虽然近年来随着新型产业的较大发展，纺织服装制造业的比重趋于下降，但

该行业仍对广东省经济有重要作用。根据《光明新区总体规划（2008～2020 年）》，

光明新区西部产业组团区重点发展以模具、内衣、钟表等为主的先进制造业。内

衣产业主要集中在公明西北部深圳市规划建设的内衣集聚基地，建成为内衣及其

上下游产品的研发、制造和交易的产业基地。新兴纺织厂位于公明街道西部，主

要产品为较高档的棉纺织产品，已发展成为大型内衣布料/副料生产基地，与光

明新区在西部发展先进制造业的产业布局相适应。新兴纺织厂的发展符合所在区

域即光明新区的产业布局和规划。 

3.1.2 水资源条件、规划的相符性 

茅洲河为直接入海河流，主要用于泄洪和排水。新兴纺织厂从茅洲河干流中

上游段取水，取水口断面的多年平均径流量为 15464 万 m 3。本项目年取水量为

150万 m 3，约为断面径流量的 1% 。故茅洲河干流取水口河段水量充足，满足项

目取水要求。 

茅洲河取水口河段现状水质较差，根据新兴纺织厂对所取原水的在线水质监

测，取水口原水 COD
Cr

为 143，氨氮为 32.86，根据《地表水环境质量标准》

（GB3838-2002），水质类别为劣Ⅴ类。因本项目取水对水质无特殊要求，取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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口河段水质满足项目要求。根据 2011 年版《广东省地表水环境功能区划》，本项

目取水口河段为景观农业用水区，水质目标为Ⅳ类。  

本项目取水量较少， 且取水水源无其他取水户， 对河道生境及第三者影响较

小，故与当地水资源条件、规划并不矛盾。因取水量少、污水达标排放，本项目

取退水不违背当地用水总量控制、水功能区限制纳污总量等水资源管理的要求。 

3.1.3 水源配置的合理性 

为了确保全市的社会经济持续发展以及人民生活水平的稳步提高，深圳市根

据未来全市各片区的人口增长情况和社会经济发展情况，制定了《深圳市供水水

源及供水布局优化研究》。报告中对各片区的工业、生活以及城市建设等主要方

面的用水都进行了水源规划和水量分配，即宝安区松岗街道、光明新区公明街道

片区的工业、生活等用水规划和水量分配已经纳入全市的水源规划和水量分配范

围之内。宝安区和光明新区划分为西部滨海分区，其中福永、沙井、松岗、公明、

光明、石岩片区主要以境外东江东部水、东深水为主，另外还有石岩水库、鹅颈

水库等本地自产水，其中东部供水依靠铁石支线、石岩水库和石松支线输送到片

区各水厂，东深供水依靠北线引水工程、鹅颈水库、石岩水库和石松支线输送到

片区各水厂。 

本项目以茅洲河干流原水为生产用水水源，根据布料染色对水质的要求处理

原水，节约了自来水用水量，实现对水质条件较差的水资源的合理利用。生产用

水水源配置合理。 

3.1.4 工艺技术的合理性 

新兴纺织厂染色工艺采用喷射染色机。染色过程中，织物以绳状通过染液槽，

但织物是靠喷射液流带动而非像绞盘染色靠机械带动，因此已染织物差不多全无

绉纹和绳状条痕。此外，染液的急速循环也产生较佳的均匀染色效果，在 130 ℃

高温和加压条件下，也可进行合成纤维织物染色。 

与传统的间隙式绳状染色机相比，喷射染色机具有节约水、电、汽和染化料，

提高产量和质量，减少污水排放等优点。目前新兴纺织厂所有的喷射染色机都装

有微电脑，用以控制各个染色参数，例如机速、加热速度、染料和辅助剂的配方

以及连续清洗程序等。所采用的染色机液比低至 1:5。低液比染色机比传统高液

比的染色机更有助保全染料及提升产品质量，同时做到节约用水和能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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