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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水既是人类和地球上一切 生 物 生 存 环 境 的 基 本 条 件，也 是 保 障 人 类 社 会 及 经 济 活 动 持 续 发 展 的 重 要 资 源。

该文在对国内外水资源持续利用评价指标研 究 现 状 系 统 分 析 的 基 础 上，结 合 长 寿 区 水 资 源 利 用 特 点，采 用 主 成 分 分

析法对评价指标进行筛选，选择了２４项指标作为水资源可持续利用评价指标。采用层次分析法确定了２４个指标权

重，利用综合指数模型计算出长寿水资源可持续发展度为第四级，水资源可持续利用能力较差，提出了长寿区水资源

可持续利用的对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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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可持续发展的基础是水资源［１］，水资源是人类社

会及其经济活动发展中的重要因素。在维持经济高

速增长的同时，水即将成为制约我国国民经济发展的

最大“瓶颈”，缺水矛盾将会日益突出。水资源作为可

持续发展的基本支撑条件和核心问题之一，水资源的

可持续利用评价不仅是进行区域水资源宏观调控的

主要依据，同时也是制定区域经济和社会发展方案的

基本依据［２］，国内 不 少 学 者 对 此 进 行 了 研 究［３－７］。长

寿区作为重庆市工农业生产的重要基地之一，由于发

展地方经济的需要，长寿对各种自然资源的需求在逐

步增长。特别是水资源的供需矛盾尤为突出，加之长

寿区位于三峡库尾，其水资源是否合理有效的利用关

系到全区生态环境安全、影响三峡水库的安危，最终

将直接影响到区域经济、社会、生态环境的协调和可

持续发展。本文在综合分析长寿区水资源利用现状

的基础上，从计算的简便性、指标获取的难易程度等

方面考虑，并 采 用 主 成 分 分 析 法 对 所 选 指 标 进 行 筛

选，然后利用层次分析法［８］确定水资源的可持续利用



评价指标权重，以此为基础建立评价模型计算水资源

可持续发展度，进而对长寿区水资源可持续发展能力

进行评价。

１　研究区概况

长寿区 地 处 三 峡 库 区 库 尾，东 经１０６°４９′２２″－
１０７°２７′３０″，北 纬 ２９°４３′－３０°１２′３０″，幅 员 面 积

１　４１５．４９ｋｍ２。属亚热带季风气候区，多年平均降雨

量为１　１５５．８ｍｍ，全年降雨在５－９月最为集中，占

年降雨总量的６１．３％，且 地 域 分 布 不 均，伏 旱 严 重；
区内水资源主要由当地地表水资源、地下水资源和过

境水资源三部分组成。其中，地表水资源主要由降水

形 成，总 量 ６７　３６２．２２ 万 ｍ３；区 内 地 下 水 储 量

９　８９０．６７万 ｍ３，占 当 地 多 年 平 均 地 表 水 资 源 量 的

１４．４５％，其中可开采量７　０４９．７４万 ｍ３，占地下水储

量的７１．２８％；长 寿 区 地 域 属 长 江 水 系，区 内 河 流 众

多，年过境总水量达３　６５８．８３亿ｍ３。

２　水资源可持续利用评价指标

２．１　评价指标的选择

水资源可持续利用是一个反映区域水资源状况

（包括水质、水量、时空变化等），开发利用程度，水资

源工程状况；区 域 社 会、经 济、环 境 与 水 资 源 协 调 发

展；近期与远期不同水平年对水资源的分配竞争；地

区之间、城市与农村之间水资源受益差异等多目标的

决策问题。本文结合长寿区水资源利用的现实状况

采用频度统计法和理论分析法对长寿区水资源可持

续利用的评价指标进行选择，从社会、经济、水资源与

环境等多个方面进行选择得到如表１所示指标体系

框架。
表１　区域水资源可持续利用基本指标

目标层Ａ　准则层Ｂ 指标层Ｃ 可持续性解释

水

资

源

可

持

续

利

用

Ａ

社会

状况Ｂ１

（１）总人口Ｃ１／万人 反映区域人口总容量，对流域资源承载力形成压力

（２）人口密度Ｃ２／（万人·ｋｍ－２） 与总体福利有关，便于横向对比

（３）人口自然增长率Ｃ３／‰ 反映人口增长对流域可持续发展的压力

经

济

状

况

Ｂ２

（４）城镇人均工业收入Ｃ４（万元／人） 区域个人生活、消费的货币化反映，收入的持续增长反映可持续性

（５）农村人均农业收入Ｃ５（万元／人）
（６）工农业总产值Ｃ６／万元 反映区域整体发展能力

（７）人均工农业总产值Ｃ７（万元／人） 区域发展能力的反应，便于横向对比，衡量区域平均水平

（８）人均粮食产量Ｃ８（ｋｇ／人） 区域农业生产的可持续性反应

（９）三产业各占ＧＤＰ　Ｃ９／％ 反映区域产业结构变动情况

水

资

源

状

况

Ｂ３

（１０）水资源总量Ｃ１０／万ｍ３ 反映总量水平的动态变化，构成可持续发展的基础

（１１）丰ｎ水年单位面积水资源量Ｃ１１／万ｍ３ 区域可持续承载力的反映

（１２）枯水年单位面积水资源量Ｃ１２／万ｍ３ 区域可持续承载力的反映

（１３）水库年来水量Ｃ１３／万ｍ３ 区域可持续承载力的反映

（１４）人均水资源占有量Ｃ１４／ｍ３ 自然分配机制下平均发展的可持续性，区域可持续发展的基础

（１５）人均生活用水量Ｃ１５（ｍ３／人） 现阶段反映可持续的节水观念

（１６）万元产值耗水量Ｃ１６／ｍ３ 用于发展的资源损耗，直接反映可持续性

（１７）万元产值排污水量Ｃ１７／ｍ３ 水平高低反映可持续性

（１８）水资源重复利用率Ｃ１８／％ 可持续性工业投入的反映

（１９）灌溉面积占耕地面积Ｃ１９／％ 农业用水参考，反映工农业用水矛盾

（２０）生态环境用水率Ｃ２０／％ 生态用水与生产用水的矛盾，可持续发展反映

（２１）过境水利用率Ｃ２１／％ 年均过境水利用量／年均过境水量

（２２）渠系有效利用系数Ｃ２２ 用于反映灌溉用水的利用效率

（２３）水域指数Ｃ２３ 区域河流、湖泊、坑塘面积／区域面积

生态

环境

状况Ｂ４

（２４）人均耕地Ｃ２４（６６６．７ｍ２／人） 可持续的耕地保障

（２５）人均森林Ｃ２５（６６６．７ｍ２／人） 个人的绿色储蓄，影响代内和代际福利

（２６）水土流失面积比Ｃ２６／％ 气候等因素综合影响的结果，反映流域可持续走向

（２７）水土流失治理率Ｃ２７／％ 区域可持续发展的投入水平

（２８）垃圾无害处理率Ｃ２８／％ 可持续投入水平，反映可持续发展的阶段性

（２９）森林覆盖率Ｃ２９／％ 绿色可持续的反映，对环境福利影响大，是可再生资源更新的基础

２．２　评价指标的筛选

本文用主成分分析方法对表２所示长寿区龙溪河

流域（Ⅰ）、桃花溪流域（Ⅱ）、御临河流域（Ⅲ）、宴家河流域

（Ⅳ）及五 布 河 流 域（Ⅴ）水 资 源 相 关 数 据（由 于 指 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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Ｃ９、Ｃ２０、Ｃ２２、Ｃ２６、Ｃ２７、Ｃ２８、Ｃ２９等数据难以收集，所以表

２中的数据 存 在 不 同 程 度 的 缺 失。在 主 成 分 分 析 过

程中将对缺失数据进行剔除处理）。所得的前３个特

征值为λ１＝１０．９４，λ２＝５．３９，λ３＝３．６８，其 累 计 贡 献

率Ｅ＝（１０．９４＋５．３９＋３．６８）／２２＝９０．９５％＞８５％，

并得到公共因子碎石图（图１）。由图１可见，前４个

公共因子的特征值变化十分 明 显，第４个 因 子 后，其

它因子的特征值变化平缓，说明前４个因子对变量信

息的描述具有显著作用，其中前３个因子的累计贡献

率已达到９０．９５％，能够较准确的描述变量信息。
表２　长寿区水资源可持续利用指标相关数据统计

流

域

总人

口Ｃ１／

万人

人口密度

Ｃ２／（人·

ｋｍ－２）

人口自然

增长率Ｃ３

城镇人均

工业收入Ｃ４
（万元／人）

农村人均

农业收入Ｃ５
（万元／人）

工农业

总产值Ｃ６／

万元

人均工农

业产值Ｃ７
（万元／人）

人均粮食

产量Ｃ８
（ｋｇ／人）

三产业各

占ＧＤＰ

Ｃ９／％

水资源

总量Ｃ１０／

万ｍ３

Ⅰ ３４．８８　 ５３３．６６　 ０．０００４　 ３５８２５．１８　 １２０３．５４　 ７９７４８．４７　 ２２８６．２４　 ５５３．８５ － ３５４５６．９５

Ⅱ ３５．２３　 ７９４．７２　 ０．０００３　 １４５３６．４８　 ６２１６．４０　 １５６９３４．１９　 ４４５４．７６　 ４２８．９１ － ２６１２２．８７

Ⅲ ６．９６　 ４４６．８１　 ０．０００４　 １０６４１．６３　 ２７５．７１　 ９２３８．００　 １３２６．６３　 ５０４．９３ － １０４５３．７７

Ⅳ ７．１７　 ７５６．０５　 ０．０００４　 ３９７０６．９９　 １３６３．２２　 ９５２７２．７３　 １３２８８．４３　 ３７５．４７ － ８２４２．８５

Ⅴ ２．２２　 ３２６．８５　 ０．０００４　 １０１０７．０４　 ８９．８２　 ３２５１．６１　 １４６５．３５　 ６８８．１０ － ２５４２．１５

流

域

丰水年单位

面积水资源

量Ｃ１１／（万

ｍ３·ｋｍ－２）

枯水年单位

面积水资源

量Ｃ１２／（万

ｍ３·ｋｍ－２）

水库年来

水量Ｃ１３／

万ｍ３

人均水资

源占有量

Ｃ１４／ｍ３

人均生活

用水Ｃ１５／

ｍ３

万元产值

耗水量Ｃ１６
（ｍ３／万元）

万元产值

排污量Ｃ１７
（ｍ３／万元）

水资源重

复利用

率Ｃ１８

灌溉面积

占耕地

面积Ｃ１９

生态环境

用水量Ｃ２０

Ⅰ ８０．４９　 ２８．０１　 ３９８６．８６　 １０１６．４９　 ２９．１４　 ９５８．３３　 １１２．１３　 ０．３６　 ０．０４ －

Ⅱ ８４．４５　 ３３．４１　 ４８９４．４２　 ７４１．５３　 ３４．６８　 ６０２．０６　 ２２５．４５　 ０．５１　 ０．４９ －

Ⅲ ９４．２５　 ３９．９１　 ４５５．３０　 １５０１．２２　 ２８．０２　 ２１５９．２０　 ５８．２０　 ０．３２　 ０．４４ －

Ⅳ １１１．５６　 ６２．２８　 ４５５．６８　 １１４９．６９　 ３６．９０　 ３１９．８３　 １８２．８１　 ０．６２　 ０．３２ －

Ⅴ ６０．６３　 １４．２６　 ３２５．３３　 １１４５．６３　 ２８．１３　 ３４２１．２７　 ６７．４８　 ０．３１　 ０．３６ －

流

域

过境水利用

率Ｃ２１／％

渠系有效

利用系数Ｃ２２

水域数

Ｃ２３／％

人均耕地Ｃ２４
（６６７ｍ２／人）

人均森林

Ｃ２５（ｍ２／人）

水土流失

面积比Ｃ２６

水土流失

治理率Ｃ２７

垃圾无害

处理率Ｃ２８

森林覆盖

率Ｃ２９
Ⅰ １．００ － １２．７３　 ９．５３　 １２２．０５ － － － ０．０７

Ⅱ ２２．００ － ２．１２　 ０．７２　 １５１．５５ － － － ０．１１

Ⅲ ０．２８ － １９．７０　 ０．８４　 ３０３．５０ － － － ０．１０

Ⅳ ０．０１ － ９．２３　 ０．６３ － － － － －

Ⅴ ９．４３Ｅ－０５ － １２．８９　 １．１５ － － － － －

图１　公共因子碎石图

由正交旋转后的主 因 子 载 荷 矩 阵 及 其 指 标 关 系

图（图２）可知：
主成分（１）中各因子载荷值，从正方向看，最大的

是农村人均农业收入和过境水利用率，分别为０．９７２
和０．９６８，水库年来水量、工农业总产值、万元产值排

污水量、总人口等指标的荷载 值 也 较 大，对 水 资 源 的

可持续利用也有一定影响作 用；从 负 方 向 看，主 要 为

人口自然增长率、人均水资源 占 有 量 和 水 域 指 数，载

荷值较大，与主成分（１）的关系极为密切。
主成分（２）中各因子载荷值，从正方向看，最大的

是枯水年单位面积水资源量、丰水年单位面积水资源

量，分别为０．９８５和０．９７７，人均工农业总产值和水资

源重复利用率、人均生活用水 量、人 口 密 度 等 指 标 也

有较大的载荷值；从负方向看，人 均 粮 食 产 量 和 万 元

产值耗水量具有极大的载荷值。
主成分（３）中各因子的载荷值，从正方向来看，最

大的是 人 均 耕 地 和 水 资 源 总 量，分 别 为０．９８０和

０．７８２；从负方向来看，灌溉面积占耕地面积的比率载

荷值最大。
根据上述分析，筛选如下指标进行水资源可持续

利用评价：总人口、人 口 密 度、人 口 自 然 增 长 率、农 村

人均农业收入、人均工农业总产值、人均粮食产量、水
资源总量、丰水年单位面积水 资 源 量、枯 水 年 单 位 面

积水资源量、水库年来水量、人均水资源占有量、人均

生活用水量、万元产值耗水量、万元产值排污水量、水
资源重复利用率、灌溉面积占 耕 地 面 积 的 比 率、过 境

水利用率、水域指数、人均耕地面积等１９项指标作为

评价长寿区水资源可持续利 用 的 指 标。在 收 集 数 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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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过程中，由于部分数据难以 获 得，使 得 人 均 森 林 面

积、水土流失面积比、水土流失治理率、森林覆盖率等

对于涵养水源、保护水资源极为重要的指标未纳入筛

选行列，根据文献［６，８－９］在进行水资源评价时也应考虑

这些指标，所以在经过筛选以后可用于水资源可持续

利用评价的指标共有２４项。
表３　正交旋转后的主因子载荷矩阵

主成分 Ｃ１ Ｃ２ Ｃ３ Ｃ４ Ｃ５ Ｃ６ Ｃ７ Ｃ８ Ｃ１０ Ｃ１１ Ｃ１２
１　 ０．７６４　 ０．６３１ －０．９６２ －０．１２５　 ０．９７２　 ０．８３９ －０．０１３ －０．３１６　 ０．５６２ －０．１３１ －０．１４１
２　 ０．０２２　 ０．７６９ －０．０４３　 ０．６４１　 ０．２０４　 ０．４９４　 ０．８６０ －０．９３６　 ０．０３５　 ０．９７７　 ０．９８５
３　 ０．６１６　 ０．０２１　 ０．２３８　 ０．６４６ －０．０９９　 ０．１８７ －０．１０７　 ０．０６６　 ０．７８２ －０．０３８ －０．０９８

主成分 Ｃ１３ Ｃ１４ Ｃ１５ Ｃ１６ Ｃ１７ Ｃ１８ Ｃ１９ Ｃ２１ Ｃ２３ Ｃ２４ Ｃ２５
１　 ０．８５３ －０．８９０　 ０．４４０ －０．４５７　 ０．７７０　 ０．３４４　 ０．２６８　 ０．９６８ －０．８６９ －０．０３１ －０．００３
２ －０．０４７　 ０．０２６　 ０．７９２ －０．８１２　 ０．５７８　 ０．８３９　 ０．０６９　 ０．０３８ －０．２２６ －０．１９４ －０．１０１
３　 ０．４９７ －０．２２１ －０．１６５ －０．３６３ －０．０２４ －０．１０８ －０．９３１ －０．２０３　 ０．０５９　 ０．９８０ －０．０６５

图２　指标关系图

２．３　评价指标权重的确定

本文将在上述 筛 选２４项 指 标 的 基 础 上，采 用 层

次分析法［１０］确 定 区 域 水 资 源 的 可 持 续 利 用 指 标 权

重。通过构造判断矩阵、计算判断矩阵的排序权值并

进行一致性检验。经计算，最终得到各指标相对于水

资源可持续利用总目标的层次总排序见表４。
表４　各指标相对于水资源可持续利用总目标的层次总排序

层次Ｂ
层次Ｃ

Ｂ１ Ｂ２ 层次Ｃ总排序

０．０７７５９　 ０．２００９６ Ｗ

层次Ｂ
层次Ｃ

Ｂ３ Ｂ４ 层次Ｃ总排序

０．５２０４９　 ０．２００９６ Ｗ
Ｃ１ ０．２　 ０．０１６ Ｃ１０ ０．１１１　 ０．０５８
Ｃ２ ０．６００　 ０．０４７ Ｃ１１ ０．０５３　 ０．０２８
Ｃ３ ０．２００　 ０．０１６ Ｃ１２ ０．０５３　 ０．０２８
Ｃ５ ０．１２５　 ０．０２５ Ｃ１３ ０．０７７　 ０．０４０
Ｃ６ ０．３７５　 ０．０７５ Ｃ１４ ０．０７７　 ０．０４０
Ｃ７ ０．３７５　 ０．０７５ Ｃ１５ ０．０２７　 ０．０１４
Ｃ８ ０．１２５　 ０．０２５ Ｃ１６ ０．０３３　 ０．０１７

Ｃ１７ ０．０４１　 ０．０２１
Ｃ１８ ０．１７４　 ０．０９１
Ｃ１９ ０．０５８　 ０．０３０
Ｃ２１ ０．１７４　 ０．０９１
Ｃ２３ ０．１２１　 ０．０６３
Ｃ２４ ０．０５４　 ０．０１１
Ｃ２５ ０．１２９　 ０．０２６
Ｃ２６ ０．１２９　 ０．０２６
Ｃ２７ ０．３４４　 ０．０６９
Ｃ２９ ０．３４４　 ０．０６９

　　进而对总排序进行一致性检验：

ＣＩ＝∑
４

ｍ＝１
ＣｍＣＩ

ＲＩ＝∑
４

ｍ＝１
ＣｍＲＩ

ＣＲ＝ＣＩＲＩ

由以上公式计算得ＣＩ＝０．０３９７，ＲＩ＝０．５３６６，ＣＲ
＝０．０６８４＜０．１，所以满足随机一致性要求。

因此，从以上各因素对于水资源可持续利用总目

标总排序的结果可以看出，在所选择的指标中其重要

性排序依次为水资源重复利用率Ｃ１８、过境水利用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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Ｃ２１、工农业总产值Ｃ６、人均工农业总产值Ｃ７、水土流

失治理率Ｃ２７、森林覆盖率Ｃ２９、水域指数Ｃ２３、水资源

总量Ｃ１０、人口密度Ｃ２、水库年来水量Ｃ１３、人均水 资

源占有量Ｃ１４、灌溉面积占耕地面积的比率Ｃ１９、丰水

年单位面积水资源量Ｃ１１、枯水年单位面积水资源量

Ｃ１２、人均森林面 积Ｃ２５、水 土 流 失 面 积 比Ｃ２６、农 村 人

均农业收入Ｃ５、人均粮食产量Ｃ８、万元产值排污水量

Ｃ１７、万元产值耗水量Ｃ１６、总人口Ｃ１、人口自然增长率

Ｃ３、人均生活用水量Ｃ１５、人均耕地面积Ｃ２４。其中权

重值大于０．０５的指标有水资源重复利用率Ｃ１８、过境

水利用率Ｃ２１、工 农 业 总 产 值Ｃ６、人 均 工 农 业 总 产 值

Ｃ７、水土流失 治 理 率Ｃ２７、森 林 覆 盖 率Ｃ２９、水 域 指 数

Ｃ２３、水资源总量Ｃ１０等８项指标是影响水资源可持续

利用的关键因素。

３　长寿区水资源可持续利用评价

３．１　评价模型的建立

本文参照文献［６］建立如 下 评 价 模 型，计 算 水 资

源可持续发展度。

ＳＤＩ＝∑
４

ｍ＝１
Ｗｍ∑

ｋ

ｊ＝１
ＷｊＭｍｊ

式中：ｋ———某 准 则 层 选 取 的 具 体 指 标 数；Ｗｍ———第

ｍ个准则层 的 权 重；Ｗｊ———某 准 则 层 选 取 的 第ｊ个

指标在该层所占的权重；Ｍｍｊ———第ｍ 个准则层中选

取的第ｊ个指标的评分值。

３．２　指标评分值的确定

（１）对于 越 小 越 好 的 指 标［１１］，取１９８０－２０００年

中数值最小者为１分，最大者为０分。
指标分数＝（现 状 值－最 大 值）／（最 小 值－最 大

值）
（２）对越 大 越 好 的 指 标［１１］，取１９８０－２０００年 中

数值最大者为１分，最小者为为０分。
指标分数＝（现 状 值－最 小 值）／（最 大 值－最 小

值）
根据以上计算方法，得到各指标的评分值见表５。

３．３　可持续发展度的界定

区域可持续发展现 状 评 估 主 要 是 根 据 评 估 指 标

数据，计算可持续发展度（ＳＤＩ），据此来判断可持续发

展状况。可持续发展 的 程 度，是０～１之 间 的 数。根

据前人研究结果［６］、将区域水资源可持续利用度划分

为５级：
（１）一级 综 合 水 资 源 可 持 续 利 用 好（基 本 未 开

发），ＳＤＩ＝０．８～１．０；
（２）二级综合水资源可持续利用较 好（可 持 续），

ＳＤＩ＝０．６～０．８；

（３）三级综合水资源可持续利用一 般（基 本 可 持

续），ＳＤＩ＝０．４～０．６；
（４）四级综合水资源可持续利用较差，ＳＤＩ＝０．２

～０．４；
（５）五级综合水资源不能可持续利用，ＳＤＩ＝０～

０．２。

３．４　水资源可持续利用综合评价

利用表５所得的数据，通过３．１给出的评价模型

进行计算得ＳＤＩ＝０．２０７，属 于 水 资 源 可 持 续 利 用 度

第四级，依照上文提出的可持 续 发 展 度 的 分 级 标 准，
可得出结 论 即 长 寿 区 水 资 源 可 持 续 利 用 能 力 较 差。

根据各指标评分值分析，其主 要 原 因 在 于：长 寿 区 人

口众 多，人 口 密 度 较 大，人 均 耕 地 面 积 少，仅０．１２
ｈｍ２。单位面 积 水 资 源 及 土 地 资 源 对 人 口 的 承 载 能

力有限；现状年工农业总产值相对于其他年份增长缓

慢，工农业生产的发展速度有 待 进 一 步 提 高；水 资 源

年际分配不均，枯水年单位面 积 水 资 源 量 急 剧 减 少，

成为水资源可持续利用的瓶 颈；农 业 用 水 过 于 粗 放，

水资源利用效率低下；区内森 林 覆 盖 率 低，人 均 占 有

森林面积小，且水土流失严重，生 态 环 境 对 于 水 资 源

可持续利用的支持能力较弱。
表５　长寿区水资源评价指标分数计算

层次Ｂ 最大值 最小值 现状值 分数 指标权重

Ｃ１＊ ８８．０８　 ８３．５７　 ８６．４６　 ０．３６　 ０．０１６
Ｃ２＊ ６２０．００　 ５９０．００　 ６１１．００　 ０．３０　 ０．０４７
Ｃ３＊ ０．０１　 ０．００５　 ０．００５２　 ０．９６　 ０．０１６
Ｃ５ １２３６．１１　 ３２２．１９　 ９１２．１８　 ０．６４　 ０．０２５
Ｃ６ ５５７０００　 ２４７４６５　 ３４４４４５　 ０．３１　 ０．０７５
Ｃ７ ５５４０．１３　２８７６．９０　３９８３．７５　 ０．４２　 ０．０７５
Ｃ８ ５２９．２０　 ４３８．１９　 ４８７．８６　 ０．５５　 ０．０２５
Ｃ１０ ８４７７９．００　５６５０４．００　８１９１７．７８　 ０．９０　 ０．０５８
Ｃ１１ ０．７４　 ０．２６　 ０．７４　 １．００　 ０．０２８
Ｃ１２ ０．２５　 ０．２３　 ０．２３　 ０．００　 ０．０２８
Ｃ１３ １３３１９．５２　８９２５．４３　１０１１７．５９　 ０．２７　 ０．０４０
Ｃ１４ ９８０．５０　 ６５３．５１　 ９４７．４４　 ０．９０　 ０．０４０
Ｃ１５＊ ６１．４５　 ３１．９２　 ３１．９２　 １．００　 ０．０１４
Ｃ１６＊ ７２０．６７　 ５２０．３３　 ６０１．６４　 ０．６０　 ０．０１７
Ｃ１７＊ ２１０．９４　 １３２．０１　 １８８．７３　 ０．２８　 ０．０２１
Ｃ１８ ０．７８　 ０．２５　 ０．４７　 ０．４２　 ０．０９１
Ｃ１９＊ ０．２５　 ０．４３　 ０．３９　 ０．２２　 ０．０３０
Ｃ２１ ０．０００２６　０．０００２２　０．０００２５　 ０．７５　 ０．０９１
Ｃ２３ ０．１０　 ０．０７５　 ０．１０　 １．００　 ０．０６３
Ｃ２４ ０．９３　 ０．７９　 ０．８１　 ０．１４　 ０．０１１
Ｃ２５ ２４９．１３　 １９０．０１　 ２０４．６５　 ０．２４　 ０．０２６
Ｃ２６＊ ０．５９　 ０．５３　 ０．５８　 ０．１６　 ０．０２６
Ｃ２７ ０．０５　 ０．０２５　 ０．０４　 ０．６０　 ０．０６９
Ｃ２９ ０．１８６　 ０．２１７　 ０．２１０　 ０．２３　 ０．０６９

注：表中标＊者为越小越好的指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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４　结 论

从水资源可持续利用评价指标的权重来看，水资

源重复利用率Ｃ１８、过境水利用率Ｃ２１、工农业总产值

Ｃ６、人均工农业总产值Ｃ７、水土流失治理率Ｃ２７、森林

覆盖率Ｃ２９、水域指数Ｃ２３、水资源总量Ｃ１０等８项指标

是影响水资 源 可 持 续 利 用 的 决 定 性 因 素。其 中 前６
项指标都与水资源的有效调 控 管 理 有 密 切 关 系。要

使水资源能够可持续发展应当从以下 几 个 方 面 进 行

管理。

４．１　建立节水型社会

节约用水是 我 国 的 基 本 国 策。首 先 要 提 高 水 资

源的优化配置和效率，要及时地把适量的水资源配置

到急需的区域和行业；其次是 提 高 用 水 效 率，通 过 科

学管理和技术进步，降低万元 产 值 的 用 水 量，要 在 结

构效率和产品效率的基础上，实现全社会用水效益的

提高。

４．２　加大过境水利用程度

长寿区过境水资源十分丰富，应当充分利用其一

江、两湖、三河、十三溪的过境水资源。尽可能使一些

耗水量大的工矿企业能够沿水系建设，同时还应多修

提灌站，为农业生产提供灌溉水源。在利用过境水的

同时，还应注意不对过境水资源的可持续利用造成威

胁。特别是工农业生产中产生的废液、废渣必须经过

处理，并且 确 保 其 不 会 对 水 系 生 态 环 境 造 成 负 面 影

响，才可以排放。

４．３　调整产业结构，提高水资源利用效率

合理调 整 产 业 结 构，实 施 节 水 措 施。发 展 耗 水

少、效益高、就业容量大、科技含量高的第三产业。优

化发展第二产业，从重化工、高耗水转向现代化电子、
低耗水等高新技术产业，降低 万 元 产 值 用 水 量；对 于

第一产业应大力推广喷、管、滴等节水灌溉技术，发展

节水型农业，分期搞好渠道防 渗 工 程，提 高 灌 区 的 渠

系利用系数。

４．４　加强生态环境建设，防止水土流失

应加强对《水土保持法》及其配套法规的宣传，切
实按照水土保持规划，采取有 效 的 工 程 措 施、生 物 措

施和耕作措施，治理水土流失，涵养水源，从而降低土

壤的需水量，改善水资源质量；改变过去围绕工业、农
业和生活用水三个主要方面进行规划 和 管 理 而 很 少

考虑生态用水需求的做法。以 社 会 经 济 的 可 持 续 发

展为目标，认真研究并确定流域区划内的生态环境目

标，确保区域内基本的生态用水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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