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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卫市城区供水专项规划（2024—2035年）
（征求意见稿）》起草说明

一、背景及过程

按照供水涉及的国家现行法律、规范和技术标准要求，依据

《中卫市国土空间总体规划（2021—2035 年）》《中卫市国民经

济和社会发展第十四个五年规划和二〇三五年远景目标纲要》及

上位的“十四五”各项规划，借鉴国内外基础设施建设的先进经

验，结合中卫市城区供水条件和特点，编制了《中卫市城区供水

专项规划（2024—2035年）》。

二、主要内容

《供水规划》共 16章，主要包括总则、城市概况、城市供

水现状、上位规划解读、需水量预测、给水水源、水质规划、管

网规划、供水设施规划、城市节水规划、供水信息化系统规划、

供水安全保障、水环境保护规划、消防给水规划、管道综合和近

期建设规划等内容。

（一）总则。阐述了规划编制的各项法律法规政策、政策相

关标准规范，同时，明确了规划年限、范围、人口、指导思想及

编制原则等内容。

（二）城市概况。阐述了中卫市市情、区位特征、人口分布、

历史沿革、经济发展、产业特色、自然条件、旅游资源、工程地

质、地质灾害，自然条件等内容。

（三）城市供水现状及问题。阐述了中卫市水源、市政供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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系统（含城区供水厂、出水水质、供水管网建设）、市政污水及

再生水系统（含城市污水处理厂、再生水厂及管网）、农村饮用

水工程（含河北六乡镇农村供水工程、农村供水工程管理、城乡

一体化供水水源替换）等现状情况。存在主要问题为：部分老旧

管道设计管径较小，影响用户端水压；老城区供水管道使用年限

久，漏损、爆管风险较大；智慧供水系统不完善。

（四）上位规划解读。对《中卫市国土空间总体规划

（2021—2035 年）》《中卫市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四个五年

规划和二〇三五年远景目标纲要》《宁夏回族自治区水生态环境

保护“十四五”规划》《宁夏回族自治区水安全保障“十四五”规划》

《中卫市沙坡头区“十四五”水资源配置规划（2021—2035年）》

等上位规划重点内容进行了解读。

（五）需水量预测。

1.需水量预测。采取城市综合用水量指标法、分类用水加和

法、不同类别用地用水量指标法等方法测算城区需水量，比较综

合后采用分类用水加和法测算结果为：中卫市中心城区及河北乡

镇 2025 年最高日需水量为 6.02万 m³，平均日需水量为 4.71 万

m³，2035年最高日需水量为 9.63万 m³，平均日需水量为 7.74m³。

河南 3乡镇 2025年最高日需水量为 1.64万 m³，平均日需水量为

1.17 万 m³，2035 年最高日需水量为 2.27 万 m³，平均日需水量

为 1.62万 m³。

2.供需平衡分析。

（1）河北城乡供水工程。近期 2025年，城区及河北乡镇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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供水量大于预测需水量，可满足近期供水需求；远期 2035 年，

城区及河北乡镇可供水量大于预测需水量，可满足远期供水需

求。且可停止第二给水厂的地下水开采，保护地下水资源，第二

给水厂的已建机井仅作为备用水源及应急供水使用。

（2）中卫河南水厂。近期 2025年，可供水量大于预测需水

量，可满足近期供水需求；远期 2035年，可供水量小于预测需

水量，水厂不满足远期供水需求，需扩建水厂规模 0.5万 m³/d。

（六）给水水源。阐述了水资源特点、水资源总量控制、水

资源量、水资源整合和水资源供需平衡等内容。其中，2025年，

受水区总需水量为 1689.96万 m3，总可供水量为 2232万 m3，需

水量满足全年可配置水资源量；2035 年，受水区总需水量为

2703.01万 m3，总可供水量为 2771万 m3，需水量满足全年可配

置水资源量。

（七）水质规划。明确了原水水质、出厂水水质、二次供水

水质要求，其中：城市集中式饮用水水源达到或优于Ⅲ类水质比

例为 100%，集中式饮用水源地达标率 100%；供水水质达到《生

活饮用水卫生标准》（GB5749-2022）中规定的 97项水质指标要

求；二次供水水质满足《生活饮用水卫生标准》（GB5749-2022）

相关卫生要求，二次供水设施处理需满足《二次供水设施卫生规

范》（GB17051-1997）。

（八）管网规划。明确了管网布置原则、管网供水水压、供

水系统布置、供水管网方案、给水管网平差、输配水管材、管道

设计和建设要求等内容。其中，中心城区片区、迎水桥片区、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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远片区管网均相对独立布置成环状管网，并与其他片区配水管网

连接。同时根据管网的重要性、破损程度等因素综合考虑后有序

更新改造老化供水管网及其附属设施。

（九）供水设施规划。明确了给水工程系统组成、给水系统

安全性、供水设施规模、水厂处理工艺等内容。根据供水水厂现

状及扩建后供水设施规模，可满足供水需求，故本规划不再新增

净水处理厂。另外，根据给水管网平差计算，结合现有水厂二级

泵房泵站水泵供水参数，供水水压满足水压要求，本规划不再规

划调蓄泵站或减压水池。

（十）城市节水规划。阐述了管网漏损治理现状、城市节水

重点任务、城市节水工程项目等内容。其中城市节水重点任务包

括：工业节水提效、城镇节水普及、多源增供保障、科技创新引

领、监管能力提升、机制政策完善等内容。

（十一）供水信息化系统规划。阐述了信息化系统现状、信

息化实时监测数据、规划原则、任务管理和总体框架等内容，提

出用 3至 5年时间建立全面感知、广泛协同、智能决策、主动服

务的“智慧水务”系统。

（十二）供水安全保障。阐述了指导思想、基本原则和保障

措施等内容，其中保障措施包括运维措施、优化水资源配置格局、

水权改革、最严水资源管理制度、节水型城市创建、非常规水综

合利用等内容。

（十三）水环境保护规划。阐述了水环境保护规划和水源地

保护规划内容，其中水源地保护规划包括地下水水源地保护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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划、地表水水源地保护规划、水源地保护存在的问题和建议等内

容。

（十四）消防给水规划。明确了消防水源、市政消防供水、

火灾起数及灭火设计流量、应急消防供水、消防供水设施等内容。

（十五）管道综合。明确了管线综合目的、原则、规划影响

因素，管线避让原则，覆土深度等内容。

（十六）近期建设规划。近期计划投资 1.95亿元，分四期实

施城区供水管网漏损治理项目，主要改造老旧供水管网，建设智

慧水务管理系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