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城市水资源短缺现状及对策

刘Ǔ强
河南省鹤壁水文水资源测报分中心Ǔ河南Ǔ鹤壁Ǔ458030

摘Ȟ要：城市水资源短缺问题日益严峻，受气候变化、城市化进程加速及水污染等多重因素影响。为应对此挑

战，需加强水资源管理，推广节水技术，并发展水资源多元化利用。通过构建科学的水资源管理制度，实施定量控制

措施，以及推广先进的节水灌溉、工业节水技术等手段，有效提升水资源利用效率。同时，雨水收集、污水处理再利

用及海水淡化等多元化利用途径，为城市水资源短缺问题提供了创新解决方案，助力城市的可持续发展。

关键词：城市水资源；短缺现状；对策

引言

城市水资源作为经济社会发展的基础，其短缺问题

已成为制约城市发展的重要瓶颈。随着城市化进程的加

速，水资源需求急剧增长，而水资源分布不均、水污

染严重等问题进一步加剧了水资源短缺的严峻形势。因

此，探索有效的水资源管理策略，推广节水技术，发展

水资源多元化利用，成为缓解城市水资源短缺、保障城

市可持续发展的关键路径。

1��城市水资源概述

城市水资源，作为支撑城市经济社会发展和居民生

活的基础性自然资源，其重要性不言而喻。城市水资源主

要包括地表水、地下水以及经过处理后可再利用的再生水

等。这些水资源在城市的供水、排水、防洪、生态维护等

方面发挥着不可替代的作用。在城市水资源构成中，地表

水，如河流、湖泊和水库等，是城市供水的主要来源。

然而，随着城市化进程的加速，地表水资源的开发利用

面临着诸多挑战，如水质污染、水量减少等问题。地下水

作为城市水资源的另一重要组成部分，其开采利用也受到

地质条件、水位下降、水质恶化等多重因素的制约。再生

水，即经过处理达到一定水质标准的污水回用水，正逐渐

成为缓解城市水资源短缺的重要途径。通过先进的污水处

理技术，将城市污水转化为符合使用要求的再生水，用于

城市绿化、道路清洗、工业冷却等非饮用领域，有效减轻

对新鲜水资源的依赖，城市水资源的可持续利用还受到

气候变化、水资源管理政策、公众节水意识等多种因素

的影响。气候变化导致的极端天气事件频发，如干旱、

洪涝等，对城市水资源的供需平衡构成了严峻挑战。而

水资源管理政策的科学性和公众节水意识的提升，则是

推动城市水资源高效利用和可持续发展的重要保障。

2��城市水资源短缺现状

2.1  水资源分布不均

我国水资源的分布深受季风气候与复杂地形地貌的

双重影响，在时间和空间维度呈现出显著的不均衡性。

在空间分布上，北方地区，特别是西北地区，因远离

海洋，受大陆性气候控制，降水稀少。以新疆为例，其

大部分地区年降水量不足200毫米，且降水时间高度集
中，难以形成稳定的地表径流。这种先天不足的水资源

条件，在城市化进程快速推进的背景下，面临着巨大挑

战。随着城市人口的增长、工业的发展，用水需求急剧

上升，而有限的水资源难以满足，导致水资源短缺问题

尤为突出。反观南方地区，虽总体水资源相对丰富，但

地形地貌的复杂性使得水资源分布并不均匀。山区与平

原地区在水资源获取上存在较大差异，部分山区因地形

崎岖，水资源开发利用难度大；南方城市经济发达，工

业活动频繁，水污染问题日益明显。大量未经有效处理

的工业废水、生活污水排入水体，导致水质恶化，原本

丰富的水资源因水质问题而无法有效利用，陷入水质性

缺水的困境，加剧了水资源分布不均所带来的压力[1]。

2.2  城市化进程加速需求增加
城市水资源短缺现状日益凸显，其中城市化进程的

加速是水资源需求急剧增长的重要驱动力。（1）城市
规模的扩张带动了人口的爆发式增长。随着城市生活水

平的提高，人均用水量显著上升。日常生活中，洗漱、

烹饪、家庭清洁、娱乐等活动对水的需求不断增加，特

别是新型家电设备如洗碗机、洗衣机的普及，加剧了家

庭用水量的增长。（2）工业规模的持续扩大也是水资
源需求增加的重要因素。钢铁、化工、纺织等高耗水产

业在生产过程中对水资源消耗巨大，且对水质有着较高

要求。尽管部分企业在节水技术上有所突破，但整体来

看，工业用水需求仍随着产业规模的扩大而不断攀升。

（3）从历史发展角度来看，城市水资源短缺问题愈发严
峻。20世纪70年代以前，城市缺水现象相对罕见，仅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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个别城市的特定年份出现。自70年代起，尤其是改革开
放后，城市建设迅速推进，工业蓬勃发展，城市人口大

量涌入，导致水资源需求急剧增加。到90年代初，全国
已有超过300座城市面临缺水问题，其中地级以上缺水城
市占比高达57.7%，这一数据充分说明了城市水资源短缺
现状的严峻性。

2.3  水污染问题严重
水污染问题已成为加剧城市水资源短缺的关键因

素。城市中的河流、湖泊等水体，原本是城市生态系统

的重要组成部分，清澈的水体提供了丰富的水资源，还

具有重要的生态功能。然而，随着工业的发展和城市人

口的增加，大量污染物被排入水体。工业废水含有大量

的重金属、化学有机物等有害物质，如电镀厂废水中的

铬、镍等重金属，化工企业废水中的苯、酚等有机污染

物，这些物质未经有效处理直接排入河流、湖泊，严重

破坏了水体生态平衡。生活污水的排放同样不容小觑，

其中含有的氮、磷等营养物质，导致水体富营养化，藻

类过度繁殖，消耗水中大量溶解氧，使得鱼类等水生生

物大量死亡，水体逐渐失去自净能力，变得浑浊不堪，

甚至成为“死水”。如一些城市的内河，由于长期接纳

周边工业废水和生活污水，水体黑臭，生态功能丧失殆

尽。这种水质性缺水直接威胁城市居民的饮水安全，使

得原本可利用的水资源因水质不达标而无法使用，还严

重制约了城市水资源在工业、农业等领域的有效利用，

加剧了城市水资源短缺的严峻形势[2]。

3��城市水资源短缺对策探讨

3.1  加强水资源管理
针对城市水资源短缺问题，加强水资源管理是核心

对策。（1）构建完备且科学的水资源管理制度体系是基
础。城市需对水资源实施精细化管理，综合考量不同区

域、行业及居民生活的用水需求特性，依据水资源承载

能力制定合理分配方案。对于工业用水大户，应实施严

格的用水计划管理，根据其生产规模与用水效率设定年

度用水总量指标，并进行动态监控与适时调整，以确保

水资源的有效利用。（2）推行定量控制措施是引导居
民合理用水的关键。采用阶梯水价制度，通过价格杠杆

机制，在保障居民基本生活用水需求的同时，有效抑制

过度用水行为，加强水资源监测与调查工作至关重要。

运用先进的监测技术手段，如卫星遥感、物联网传感器

等，对城市水资源的数量、质量及时空分布变化进行全

面、实时的监测，为水资源的合理配置提供科学依据。

（3）加大对水资源违法行为的打击力度是维护水资源秩
序的必要手段。严厉惩处非法取水、违规排污等破坏水

资源的行为，通过强有力的执法措施，保障水资源的可

持续利用；加强水资源保护宣传教育，提升公众的水资

源保护意识，形成全社会共同参与水资源管理的良好氛

围，为城市水资源的可持续利用奠定坚实基础。

3.2  推广节水技术
推广节水技术是缓解城市水资源短缺的有效路径。

城市应积极倡导并大力推广各类节水技术，在农业领

域，普及先进的节水灌溉技术，如滴灌、微喷灌等。这

些技术能够精准控制灌溉水量，根据农作物的需水规律

进行适时、适量灌溉，相较于传统的大水漫灌方式，可

大幅减少灌溉用水量，提高水资源利用效率。在工业领

域，鼓励企业采用节水型生产工艺与设备，通过技术改

造，优化生产流程，提高工业用水的循环利用率。如钢

铁企业采用干法熄焦技术替代湿法熄焦，能节约大量用

水，还可回收余热用于发电，实现资源的高效利用。在

城市生活用水方面，加大节水设备的推广力度，如推广

节水马桶、节水龙头等。通过政策引导、补贴等方式，

提高居民对节水设备的认知度与购买意愿，降低居民家

庭用水量；积极营造全社会共同节水的良好氛围，通过

开展节水宣传教育活动，提高公众的节水意识，将节水

理念融入日常生活与生产活动中。持续加强对节水技术

的研发与创新投入，鼓励科研机构与企业开展产学研合

作，攻克节水技术难题，推动节水技术不断升级与进

步，为城市水资源节约利用提供坚实的技术保障[3]。

3.3  发展水资源多元化利用
3.3.1  雨水收集与利用
雨水作为可再生水资源，在城市水资源多元化利用

中潜力巨大。（1）构建完善的雨水收集系统是基础。城
市应充分利用建筑屋顶、道路、广场等硬质地面，设置

雨水收集装置，如雨水桶、蓄水池等，有效收集降雨径

流。这些收集的雨水经过简单处理后，即可用于多种用

途。（2）雨水在城市绿化灌溉中发挥着重要作用。将收
集的雨水用于灌溉城市植被，能提供充足水源，还能保

持绿化景观的良好状态，提升城市生态环境质量，雨水

在道路清洗中的应用也能显著降低用水量，减轻对市政

供水的压力。（3）雨水在居民小区和农业灌溉中的利用
同样具有广阔前景。通过建设小区雨水回用系统，将雨

水输送至居民家中，用于冲厕等日常用水，实现水资源

的循环利用。在农业领域，引入雨水灌溉农田，尤其在

干旱时期，能有效补充农作物所需水分，保障农业生产

稳定。总的来说，雨水收集与利用是发展水资源多元化

利用的重要途径，对提高水资源利用效率、缓解城市水

资源短缺具有重要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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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3.2  污水处理再利用
城市要着力持续推进污水处理设施的优化与扩建。

随着城市规模的扩张以及污水产生量的增加，现有的污

水处理设施可能无法满足需求。加大对污水处理厂的建

设投入，增加处理设备，扩大处理规模势在必行；积极

引入先进的污水处理工艺，像生物处理技术，利用微生

物的新陈代谢作用，分解污水中的有机污染物，使其转

化为无害物质；膜处理技术则凭借半透膜的选择性透过

原理，对污水进行高效过滤与净化，去除其中的杂质、

微生物以及部分溶解性物质，实现对城市污水的集中且

高效处理。处理后的中水，在达到相应水质标准后，拥

有广泛的应用空间。中水在城市绿化灌溉、道路清洁及

工业生产中具有重要作用。作为城市绿地、公园等植被

的水源，中水保障了绿化景观的稳定供水，还减少了优

质水资源的消耗。在道路清洁中，中水喷洒有效降尘，

改善空气质量，同时节约了自来水。工业生产中，中水

可用于工业冷却等水质要求不高的环节，降低生产成

本，提高水资源重复利用率，将中水回补至城市内河、

湖泊，能补充水量，改善水体流动性与自净能力，促进

水生态系统恢复与平衡。中水的合理利用，实现了水资

源利用与生态环境保护的双赢，为城市可持续发展奠定

了坚实基础[4]。

3.3.3  海水淡化技术
（1）沿海城市坐拥得天独厚的海水资源优势，这为

海水淡化技术的应用提供了坚实的物质基础。海水作为

一种储量近乎无限的水资源，通过海水淡化技术，能实

现从咸水到可供城市使用淡水的转变，扩充了沿海城市

的水资源储备。与传统水资源获取方式相比，海水淡化

不受降水时空分布不均等自然因素过多制约，为城市提

供了一种稳定且可持续的水资源补充来源，有效缓解了

沿海城市长期面临的水资源短缺压力，对城市的稳定发

展起着不可或缺的支撑作用。（2）海水淡化技术主流有
反渗透法与蒸馏法。反渗透法利用半透膜高压作用，实

现盐分与淡水高效分离。蒸馏法则通过加热海水至沸点

蒸发，再冷凝得到淡水。两种方法各具特点，在实际应

用中需根据需求和条件选择优化。反渗透法高效节能，

适用于大规模生产；蒸馏法虽能耗较高，但技术成熟，

适用广泛。（3）从技术发展趋势来看，海水淡化技术正
处于快速发展阶段。随着材料科学、能源技术等相关领

域的不断进步，海水淡化技术的成本呈现出逐步降低的

趋势；设备的产能与淡化效率也在持续提升。大规模的

海水淡化工程在沿海城市的建设与运营，能源源不断地

为城市供应稳定可靠的淡水，增强了城市水资源的保障

能力。

结束语

综上所述，城市水资源短缺问题的解决需要多方面

的努力。通过加强水资源管理，推广节水技术，以及发

展水资源多元化利用，可以有效提升水资源利用效率，

缓解城市水资源短缺压力。未来，随着科技的不断进

步和政策的持续完善，城市水资源管理将更加科学、

高效，为城市的可持续发展提供坚实的水资源保障。同

时，公众节水意识的提升也将成为推动城市水资源高效

利用的重要力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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