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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 言

本文件按照GB/T 1.1—2020《标准化工作导则 第1部分：标准化文件的结构和起草规则》的规定

起草。

请注意本文件的某些内容可能涉及专利。本文件的发布机构不承担识别专利的责任。

本文件由中华人民共和国水利部全国节约用水办公室提出。

本文件由全国节水标准化技术委员会（SAC/TC 442）归口。

本文件起草单位：中国标准化研究院等。

本文件主要起草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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服务业用水定额

1 范围

本文件规定了服务业用水定额的计算方法、用水定额以及定额管理要求。

本文件适用于现有、新建和改扩建宾馆、洗浴场所、洗车场所、学校、综合医院、游泳场馆、室外

人工滑雪场、高尔夫球场、机关等服务业用水单位取水量的管理。

2 规范性引用文件

下列文件中的内容通过文中的规范性引用而构成本文件必不可少的条款。其中，注日期的引用文件，

仅该日期对应的版本适用于本文件；不注日期的引用文件，其最新版本（包括所有的修改单）适用于本

文件。

GB/T 4754 国民经济行业分类

GB/T 12452 水平衡测试通则

GB/T 15089 机动车辆及挂车分类

GB/T 21534 节约用水 术语

GB/T 24789 用水单位水计量器具配备和管理通则

GB/T 30681 洗车场所节水技术规范

GB/T 30682 洗浴场所节水技术规范

GB/T 30683 室外人工滑雪场节水技术规范

GB/T 30684 高尔夫球场节水技术规范

GB∕T 38802 游泳场所节水管理规范

GB/T 39634 宾馆节水管理规范

3 术语和定义

GB/T 21534、GB/T 30681、GB/T 30682、GB/T 30683、GB/T 30684、GB∕T 38802和GB/T 39634界
定的术语和定义适用于本文件。

4 计算方法

4.1 一般规定

4.1.1 取水量计算范围

服务业用水单位从各种常规水源提取并被第一次利用的水量，包括取自市政自来水、直供地表水和

自备井水，以及从市场购得的其他水或水的产品（如蒸汽、热水、地热水等）的水量。

4.1.2 取水量供给范围

表1规定了服务业用水单位的取水量供给范围。

表 1 取水量供给范围

行业代码 行业类别 行业名称 取水量供给范围

H6110 旅游饭店 宾馆
包括客房、餐饮、洗衣房、娱乐健身房、景观绿化、附属设备等与宾馆服

务相关的用水，不包括外租办公区、公寓、商场等用水。

O8051 洗浴服务 洗浴场所
包括淋浴、盆浴、池浴、桑拿、温泉、水疗（SPA）、餐饮、住宿、冲厕、

景观绿化、空调补水等各环节用水。

O8111 汽车修理

与维护
洗车场所

包括清洁车辆外部和内部、洗涤剂等稀释用水、洗车工具的清洁用水以及

场地清洗用水，不包括附属生活用水。

P8320 初等教育
学校

包括教学楼、办公楼、食堂、宿舍、浴室、实验室、体育场馆、图书馆、

对外培训、景观绿化、附属设备等与办学相关的用水，不包括附属的子弟P8330 中等教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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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校、家属区、宾馆等用水。P8340 高等教育

Q8411 综合医院
综合医

院

住院部
包括住院部、医技部、教学科研、后勤、行政管理等用水，不包括洗衣、

制药、试验用水以及家属区、宿舍、幼儿园、招待所等用水。

急诊

部、门

诊部

仅包括急诊部和门诊部用水。

R8921 体育场馆

管理

游泳场馆
包括游泳池补水、淋浴用水、卫生间用水、中央空调补水及卫生清洁用水

等。

室外人工滑雪场 包括造雪用水、雪道植被灌溉用水、绿化用水、生活用水等。

高尔夫球场
包括发球台、球道、果岭、高草区、自然区等不同功能区灌溉用水，以及

直接服务于高尔夫运动的餐饮、住宿、保洁等生活用水。

S

公共管

理、社会

保障和社

会组织

机关
包括办公楼、食堂、浴室、锅炉、空调、集体宿舍、景观绿化等与机关服

务相关的用水，不包括对外服务的政务大厅等用水。

4.2 计算公式

服务业用水定额计算公式见附录A。

5 用水定额

表 2规定了服务业的用水定额。

表 2 服务业用水定额

行业代码 行业类别 行业名称 分类 单位 地理分区 先进值 通用值

H6110 旅游饭店 宾馆

四、五星级（含白

金五星级或具有同

等规模、质量、水

平）

m3/（床·a）

北方地区 146 223

南方地区 216 350

三星级（或具有同

等规模、质量、水

平）

北方地区 98 165

南方地区 146 256

一、二星级（或具

有同等规模、质量、

水平）

北方地区 74 113

南方地区 110 180

星级以下
北方地区 43 58
南方地区 65 92

O8051 洗浴服务 洗浴场所
大众洗浴

L /（人·次）
— 60 120

综合洗浴 — 70 133

O8111 汽车修理

与维护
洗车场所 a

自动洗车
L/（辆·次）

— 18 32
手工洗车 — 15 29

P8320 初等教育

学校

初等教育

m3/（人·a）

北方地区 5 11
南方地区 7 13

P8330 中等教育 中等教育
北方地区 9 14
南方地区 13 23

P8340 高等教育 高等教育
北方地区 33 50
南方地区 45 68

Q8411 综合医院 综合医院
住院部

三级

L/（床·日）

北方地区 440 820
南方地区 710 1120

二级及

以下

北方地区 340 560
南方地区 400 760

门诊部、急诊部 L/（人·次） — 35 68

R8921 体育场馆

管理

游泳场馆
室内

m3/（m3·a）
— 26 43

室外 — 31 56
室外人工滑雪场 — m3/（m2·a） — 0.45 0.75
高尔夫球场 — m3/（m2·a） 东北区 0.38 0.5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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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蒙及长城沿

线区
0.43 0.52

黄淮海区 0.45 0.60
黄土高原区 0.45 0.60
长江中下游区 0.32 0.42

西南区 0.33 0.43
华南区 0.38 0.48
甘新区 0.45 0.60
青藏区 — —

S

公共管

理、社会

保障和社

会组织

机关 — m3/（人·a）
北方地区 14 25

南方地区 20 38

注：地理分区范围见附录B。

a适用于符合 GB/T 15089分类中包括驾驶员在内、座位数不超过 7座的M1类载客车辆。

6 定额管理要求

6.1 服务业用水单位所属行业代码和行业类别依据 GB/T 4754。
6.2 先进值用于服务业用水单位新建和改扩建项目的水资源论证、取水许可审批和节水评价，通用值

用于现有服务业用水单位的日常用水管理和节水考核。

6.3 服务业用水单位的水计量器具配备和管理应符合 GB/T 24789的要求，鼓励配备智能化、具有远程

传输、在线监测和校准功能的计量系统。

6.4 服务业用水单位开展水平衡测试应符合 GB/T 12452的要求。

6.5 服务业用水单位应采用节水型生活用水器具，鼓励采用水效等级为 1级的生活用水器具。

6.6 服务业用水单位应每年统计用水信息，用水信息表参见附录 C。
6.7 服务业用水单位应采用喷灌、微喷灌和滴灌等高效节水灌溉方式。

6.8 景观绿化、便器冲洗、洗车、造雪、高尔夫球场灌溉等用水应优先使用非常规水源。

6.9 洗车场所应配备循环用水设施，循环率应大于 8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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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 录 A

（规范性）

计算公式

A.1 单位床位取水量

在一定时期内（年），按宾馆出租床位数核算的单位床位取水量按照公式（A.1）计算：

r
V



h

h
hi

N
V …………………………….(A.1)

式中：

Vhi——宾馆单位床位取水量，单位为立方米每床年[m3/（床·a）]；
Vh——宾馆年取水量，单位为立方米（m3/a）；

Nh——宾馆床位数，单位为床；

r——宾馆床位出租率，%。

其中，宾馆床位出租率按照公式（A.2）计算：

%100
365

r
h

365

1i
hi








N

N
…………………………….(A.2)

式中：

r ——宾馆床位出租率，%；

Nhi——宾馆第i日的出租床位数，单位为床；

Nh——宾馆床位数，单位为床。

A.2 单位人次取水量

在一定时期内（年），按洗浴场所服务人次核算的单位人次取水量按照公式（A.3）计算：

3

b

b
bi 10

N
V 

V
…………………………….(A.3)

式中：

Vbi——洗浴场所单位人次取水量，单位为升每人次[L/（人·次）]；
Vb——洗浴场所年取水量，单位为立方米每年（m3/a）；

Nb——洗浴场所年服务人次数，单位为人次每年[（人·次）/a]。

A.3 单位辆次取水量

在一定时期内（年），按洗车场所洗车辆次核算的单位辆次取水量按照公式（A.4）计算：

3

c

c
ci 10

N
V 

V
…………………………….(A.4)

式中：

Vci ——洗车场所单位辆次取水量，单位为升每辆次[L/（辆·次）]；
Vc——洗车场所年取水量，单位为立方米每年（m3/a）；

Nc——洗车场所年洗车辆次，单位为辆次每年[（辆·次）/a]。

A.4 单位标准人数取水量

在一定时期内（年），按学校标准人数核算的单位标准人数取水量按照公式（A.5）计算：

sN
V s
si

V
 …………………………….(A.5)

式中：

Vsi——学校生均取水量，单位为立方米每人年[m3/（人·a）]；
Vs——学校年取水量，单位为立方米每年（m3/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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Ns——学校标准人数，单位为人。

学校标准人数分别按照高等教育、中等教育、初等教育人员不同用水行为特征进行折算。高等教育

学校标准人数按照公式（A.6）计算：

)(2.0 pt2u1usu NNNNN  …………………………….(A.6)
式中：

Nsu——高等教育学校标准人数，单位为人；

Nu1——全日制统招生人数，单位为人；

Nu2——留学生人数，单位为人；

Nt——教职工人数，单位为人；

Np——对外培训折算人数，单位为人。
注：教职工人数为在编在岗教职工和工作时间超过半年的非在编人员之和。

中等教育学校、初等教育学校标准人数按照公式（A.7）计算：

pt2i1isi 3 NNNNN  …………………………….(A.7)
式中：

Nsi——中等教育和初等教育学校标准人数，单位为人；

Ni1——非住宿生人数，单位为人；

Ni2——住宿生人数，单位为人；

Nt——教职工人数，单位为人；

Np——对外培训折算人数，单位为人。
注：教职工人数为在编在岗教职工和工作时间超过半年的非在编人员之和。

对外培训折算人数按照公式（A.8）计算：

365
N

365

1i
pi

p



N

…………………………….(A.8)

式中：

Np——对外培训折算人数，单位为人；

Npi——第i日的实际对外培训人数，单位为人。

A.5 单位开放床日取水量

在一定时期内（年），按综合医院住院部实际开放床日数核算的单位开放床日取水量按照公式（A.9）
计算：

3

z

z
zi 10V 
N
V

…………………………….(A.9)

式中：

Vzi ——综合医院住院部单位开放床日取水量，单位为升每床日[L/（床·日）]；
Vz——综合医院住院部年取水量，单位为立方米每年（m3/a）；

Nz——综合医院年实际开放床日数，单位为床日每年[（床·日）/a]。

A.6 单位就诊人次取水量

在一定时期内（年），按综合医院门诊部、急诊部就诊人次核算的单位就诊人次取水量按照公式（A.10）
计算：

3

y

y
yi 10

N
V 

V
…………………………….(A.10)

式中：

Vyi ——综合医院急诊部、门诊部单位就诊人次取水量，单位为升每人次[L/（人·次）]；
Vy——综合医院急诊部、门诊部年取水量，单位为立方米每年（m3/a）；

Ny——综合医院急诊部、门诊部就诊人次数，单位为人次每年[（人·次）/a]。

A.7 单位游泳池容积取水量

在一定时期内（年），按游泳池容积核算的单位游泳池容积取水量按照公式（A.11）计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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Q
V p

pi
V

 …………………………….(A.11)

式中：

Vpi ——游泳场馆单位游泳池容积取水量，单位为立方米每立方米年[m3/（m3·a）]；
Vp——游泳场馆年取水量，单位为立方米每年（m3/a）；

Q——游泳池容积，单位为立方米（m3）。

A.8 单位雪道面积造雪取水量

在一定时期内（年），按雪道面积核算的单位雪道面积造雪取水量按照公式（A.12）计算：

x

x
xi

S
V V

 …………………………….(A.12)

式中：

Vxi ——室外人工滑雪场单位雪道面积造雪取水量，单位为立方米每平方米年[m3/（m2·a）]；
Vx——室外人工滑雪场年取水量，单位为立方米每年（m3/a）；

Sx——室外人工滑雪雪道面积，单位为平方米（m2）。

A.9 单位灌溉面积取水量

在一定时期内（年），按高尔夫球场灌溉面积核算的单位灌溉面积取水量按照公式（A.13）计算：

g

g
gi

S
V V

 …………………………….(A.13)

式中：

Vgi——高尔夫球场单位灌溉面积取水量，单位为立方米每平方米年[m3/（m2·a）]；
Vg——高尔夫球场年取水量，单位为立方米每年（m3/a）；

Sg——高尔夫球场不同功能区总灌溉面积，单位为平方米（m2）。
注：高尔夫球场不同功能区总灌溉面积包括果岭、发球台、球道的全部面积及高草区、自然区中实际灌溉面积及其

他灌溉区域之和。其中，果岭面积包括正式果岭、练习果岭及在苗圃中为果岭而备用种植的草坪面积；其他灌溉区域包

括会所周边需要灌溉的花园、树木、草地等园林面积、练习场草坪面积和苗圃中除果岭备用草坪以外的草坪面积。

A.10 人均取水量

在一定时期内（年），按机关用水人数核算的人均取水量按照公式（A.14）计算：

jN
V j
ji

V
 …………………………….(A.14)

式中：

Vji——机关人均取水量，单位为立方米每人每年[m3/（人·a）]；
Vj——机关年取水量，单位为立方米每年（m3/a）；

Nj ——机关用水人数，单位为人。
注：机关用水人数为在编在岗职工和工作时间超过半年的非在编人员之和。



GB/T ××××—××××

- 7 -

附 录 B

（规范性）

地理分区范围

B.1 全国南北地区分区范围

表 B.1给出了全国南北地理分区范围。

表 B.1 全国南北地理分区范围

序号 地理分区 范围

1 北方地区
北京、天津、河北、山西、内蒙古、辽宁、吉林、黑龙江、山东、河南、陕西、甘肃、

宁夏、新疆等 14个省（自治区、直辖市）

2 南方地区 其他省（自治区、直辖市）为南方地区，包括江河源头区的青海省和西藏自治区

B.2 全国生态分区范围

表 B.2给出了全国生态分区范围。

表 B.2 全国生态分区范围

序号 生态分区 范围

1 东北区 包括黑龙江、吉林、辽宁（除朝阳区外）三省及内蒙古自治区东北部大兴安岭地区

2 内蒙及长城沿线区

包括内蒙古自治区包头以东地区（除大兴安岭地区外）、辽宁朝阳地区、河北承德和

张家口地区、北京延庆区、山西晋北和晋西北地区、陕西榆林地区沿长城各县、宁夏

盐池和同心县

3 黄淮海区
位于长城以南、淮河以北、太行山及豫西山地以东，包括北京市大部、天津市、河北

省大部、河南省大部、山东省、安徽与江苏二省淮北地区

4 黄土高原区
位于太行山以西、青海日月山以东、伏牛山及秦岭以北、长城以南，包括河北西部少

数县、山西大部、河南西部、陕西东北部、甘肃中东部、宁夏南部及青海东部

5 长江中下游区

位于淮河－伏牛山以南，福州－英德－梧州一线以北，鄂西北地－雪峰山一线以东，

包括河南南部、江苏、安徽、湖北、湖南大部、上海市、浙江、江西西部、福建、广

东、广西北部

6 西南区

位于秦岭以南，百色－新平－盈江一线以北，宜昌－溆浦一线以西，川西高原以东；

包括陕西南部，甘肃东南角，四川、重庆、云南大部，贵州全部，湖北、湖南西部及

广西北部

7 华南区
位于福州－大埔－英德－百色－新平－盈江一线以南，包括福建东南部、海南、台湾、

广东中部及南部、广西南部及云南南部

8 甘新区
位于包头－盐池－天祝一线以西，祁连山－阿尔金山以北，包括新疆全部、甘肃河西

走廊、宁夏中北部及内蒙古西部地区

9 青藏区
包括西藏自治区、青海省大部、甘肃省甘南自治州及天祝、肃南县、四川省西部、云

南西北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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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 录 C

（资料性）

服务业用水单位用水信息表

C.1 宾馆

表 C.1 给出了宾馆用水信息表。

表 C.1 宾馆用水信息表

宾馆名称 填表部门

宾馆地址

联系人 联系电话

水量计算起止 年 月至 年 月

一、基本信息

等级 □五星级 □四星级 □三星级 二星级 □一星级 □其他

其他服务项目 □餐饮 □娱乐 □健身 洗衣房 □影剧院 □其他

供暖方式 □市政集中 □自建锅炉 □其他

供冷方式 □中央空调 □非中央空调 其他

职工人数 人 设计接待人次 人·次/日
年实际接待人

次
人·次/年

二、设施信息

总建筑面积 m
2

占地面积 m
2

绿化面积 m
2

餐饮面积 m
2

餐饮餐位数 个 水景面积 m
2

客房数 间 床位数 床 床位出租率

市政再生水年利用量 m
3

中水设施 □有 □无 中水处理能力 m
3
/d 中水年回用量 m

3

雨水设施 □有 □无 雨水集蓄能力 m
3
雨水年回用量 m

3

三、用水信息

总取水量 m
3

取水水源
自来水 m

3
自备井水 m

3

外购水 m
3

其他 m
3

分用途年取水量

客房住宿 m
3

餐饮 m
3

洗衣房 m
3

绿化 m
3

中央空调 m
3

其他 m
3

外供水 m
3

四、备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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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2 洗浴场所

表 C.2 给出了洗浴场所用水信息表。

表 C.2 洗浴场所用水信息表

单位名称 填表部门

单位地址

联系人 联系电话

水量计算起止 年 月至 年 月

一、基本信息

类型 □大众洗浴 □综合洗浴 □其他

洗浴服务项目 □淋浴 □池浴 □盆浴 桑拿 □SPA □其他

其他服务项目 □餐饮 □住宿 □健身 保健 □游泳 □娱乐 □其他

供暖方式 □市政集中 □自建锅炉 □水源热泵 □其他

供冷方式 中央空调 □非中央空调 其他

职工人数 人 设计接待人次 人·次/日
年实际接待人

次
人·次/年

二、设施信息

总建筑面积 m
2

占地面积 m
2

绿化面积 m
2

洗浴区面积 m
2

非洗浴区面积 m
2

淋浴喷头数 个

住宿房间数 间 住宿床位数 床 餐饮区面积 m
2

水处理设施 □有 □无 日补水率

空调冷却水循环率 锅炉冷凝水回收率

三、用水信息

总取水量 m
3

取水水源

自来水 m
3

自备井水 m
3

地热井水 m
3

外购水 m
3

其他 m
3

分用途年取水量

洗浴用水 m
3

非洗浴用水

餐饮 m
3

中央空调 m
3

绿化 m
3

住宿 m
3

餐饮 m
3

其他 m
3

外供水 m
3

四、备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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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3 洗车场所

表 C.3 给出了洗车场所用水信息表。

表 C.3 洗车场所用水信息表

单位名称 填表部门

单位地址

联系人 联系电话

水量计算起止 年 月至 年 月

一、基本信息

洗车方式 □手工洗车 □自动洗车 □其他（如半自动、微水洗车、蒸汽洗车等，请注明）

其他服务项目 □维修 □汽车美容 □其他

职工人数 人 设计最大服务容量 辆·次/日
年实际清洗车

辆
辆·次/年

二、设施信息

总建筑面积 m
2

洗车使用面积 m
2

循环水设备 □有 □无 循环水设备设计处理能力 m
2
/d

再生水运输方式

及年利用量
□管道， m3 □其它（如车载等，请注明），

m3

是否使用雨水等非常

规水

作为洗车水源

□是，年利用量为 m3 □否

三、用水信息

总取水量 m
3

取水水源
自来水 m

3
自备井水 m

3

外购水 m
3

其他 m
3

分用途年取水量
洗车部分 a m

3

非洗车部分 b

四、备注

a 洗车部分用水主要包括车辆冲洗用水和工具清洗、洗涤剂稀释以及场地清洁等辅助用水。
b 非洗车部分用水主要包括职工生活用水以及洗车场所兼业经营的汽车维修、汽车美容用水等外供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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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4 学校

表 C.4 给出了学校用水信息表。

表 C.4 学校用水信息表

学校名称 填表部门

学校地址

联系人 联系电话

水量计算起止 年 月至 年 月

一、基本信息

学校类别 □初等教育学校 □中等教育学校 □高等教育学校 □其他

供暖方式 □市政集中 □自建锅炉 □水源热泵 □其他

供冷方式 中央空调 □非中央空调 其他

二、设施信息

总建筑面积 m
2

教学区建筑面积 m
2

绿化面积 m
2

教职工人数 人 在编在岗职工 人
非在编（工作半

年以上）
人

住宿生 人 非住宿生 人 留学生 人

全日制统招生人数 人 在校学生总数 人

三、用水信息

总取水量 m
3

取水水源
自来水 m

3
自备井水 m

3

外购水 m
3

其他 m
3

分用途年取水量

教学楼 m
3

办公楼 m
3

食堂 m
3

宿舍 m
3

浴室 m
3

实验室 m
3

图书馆 m
3

景观绿化 m
3

中央空调 m
3

其他 m
3

外供水 m
3

四、备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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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5 综合医院

表 C.5 给出了综合医院用水信息表。

表 C.5 综合医院用水信息表

医院名称 填表部门

医院地址

联系人 联系电话

水量计算起止 年 月至 年 月

一、基本信息

医院等级

□一级甲等 □一级乙等 □一级丙等

□二级甲等 □二级乙等 □二级丙等

□三级甲等 □三级乙等 □三级丙等 □三级特等

供暖方式 □市政集中 □自建锅炉 □水源热泵 □其他

供冷方式 中央空调 □非中央空调 其他

二、设施信息

总建筑面积 m
2

住院部面积 m
2

门诊部面积 m
2

门诊部面积 m
2

住院部床位数 床 年实际开放床位数 床·a

门诊量 人·次 急诊量 人·次

三、用水信息

总取水量 m
3

取水水源
自来水 m

3
自备井水 m

3

外购水 m
3

其他 m
3

分用途年取水量

住院部 m
3

门诊部 m
3

急诊部 m
3

食堂 m
3

中央空调 m
3

景观绿化 m
3

其他 m
3

外供水 m
3

四、备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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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6 游泳场馆

表 C.6 给出了游泳场所用水信息表。

表 C.6 游泳场馆用水信息表

单位名称 填表部门

单位地址

联系人 联系电话

水量计算起止 年 月至 年 月

一、基本信息

供暖方式 □市政集中 □自建锅炉 □水源热泵 □其他

供冷方式 中央空调 □非中央空调 其他

年游泳人次 人·次 年观众人次 人·次 营业天数 天

二、设施信息

总建筑面积 m
2

游泳池面积 m
2

游泳池容积 m
3

中水设施 □有 □无 中水处理能力 m
3
/d 中水年利用量 m

3

市政再生水 □有 □无 再生水年利用量 m
3

雨水设施 □有 □无 雨水集蓄能力 m
3
雨水年利用量 m

3

水池保温设施 □有 □无 加热方式 市政热源 锅炉 光伏/光热 热泵 其他

池水循环处理工艺

三、用水信息

总取水量 m
3

取水水源

自来水 m
3

自备井水 m
3

地热水 m
3

其他 m
3

外购水
热水 m

3
蒸汽 m

3

其他 m
3

分用途年取水量

游泳部分

游泳池补水 m
3

淋浴用水 m
3

卫生间用水 m
3

中央空调补水 m
3

清洁用水 m
3

其他 m
3

非游泳用水
绿化 m

3
其他 m

3

外供水 m
3

四、备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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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7 室外人工滑雪场

表 C.7 给出了室外人工滑雪场用水信息表。

表 C.7 室外人工滑雪场用水信息表

单位名称 填表部门

单位地址

联系人 联系电话

水量计算起

止
年 月至 年 月

一、基本信息

职工人数 人 雪道数量 条

设计接待容

量
人/日 年实际接待人次 人·次/年

滑雪项目 高级道 □中级道 □初级道 儿童区 □雪圈 □其他

其他服务项

目
□滑草 □户外体验 □餐饮 住宿 □娱乐 □其他

二、设施信息

总建筑面积 m
2

占地面积 m
2

雪道面积 m
2

绿化面积 m
2

造雪面积 m
2

餐厅面积 m
2

造雪机数量 个 住宿床位数 床 入住率

中水设施 有 □无 中水处理能力 m
3
/d 中水年利用量 m

3

市政再生水 有 □无
市政再生水年利

用量
m

3
蓄水设施容积 万m

3

自备井 有 □无 井眼数 眼
雨水、融雪水收集

量
万m

3

三、用水信息

总取水量 m
3

取水水源

自来水 m
3

地表水 m
3

自备井水 m
3

外购水 m
3

其他 m
3

分用途年取

水量

造雪用水 m
3

生活用水 m
3

绿化用水 m
3

其他 m
3

外供水 m
3

四、备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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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8 高尔夫球场

表 C.8 给出了高尔夫球场用水信息表。

表 C.8 高尔夫球场用水信息表

单位名称 填表部门

单位地址

联系人 联系电话

水量计算起止 年 月至 年 月

一、基本信息

建成时间 年 月 日 职工人数 人

设计接待容量 人/日 年实际接待人次 人·次/年

球洞数 个

类型 标准高尔夫球场 □非标准高尔夫球场 □练习场

其他服务项目 □餐饮 住宿 □娱乐 □其他

二、设施信息

总建筑面积 m
2

占地面积 m
2

总灌溉面积 m
2 高尔夫球场内

人工湖面积
m
2

雨洪水收集量 m
2

不同功能区

灌溉面积

果岭面积 m
2

发球台面积 m
2

球道面积 m
2

高草区面积 m
2

自然区面积 m
2

餐厅面积 m2 住宿房间数 间

入住率 住宿床位数 床

自备井 有 □无 井眼数 眼

再生水设施 有 □无 再生水处理能力 m
3
/d

再生水年

回用量
m
3

三、用水信息

总取水量 m
3

取水水源

自来水 m
3

地表水 m
3

自备井水 m
3

雨洪水 m
3

再生水 m
3

其他 m
3

分用途年取水量
灌溉用水 m

3
生活用水 m

3

外供水 m
3

四、备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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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9 机关

表 C.9 给出了机关用水信息表。

表 C.9 机关用水信息表

单位名称 填表部门

单位地址

联系人 联系电话

水量计算起止 年 月至 年 月

一、基本信息

供暖方式 □市政集中 □自建锅炉 □水源热泵 □其他

供冷方式 中央空调 □非中央空调 其他

机关用水人数（在编在

岗职工+非在编职工）
人 在编在岗职工 人 非在编职工 人

二、设施信息

总建筑面积 m
2

占地面积 m
2

绿化面积 m
2

中水设施 有 □无 中水处理能力 m
3
/d 中水年利用量 m

3

市政再生水 有 □无
市政再生水年利用

量
m
3

雨水设施 有 □无 雨水集蓄能力 m
3

雨水年回用量 m
3

三、用水信息

总取水量 m
3

取水水源
自来水 m

3
自备井水 m

3

外购水 m
3

其他 m
3

分用途年取水量 机关部分
a

m
3

非机关部分
b

m
3

四、备注

a 机关部分用水包括办公楼、食堂、锅炉和空调补水等用水。
b 非机关部分用水包括对外服务的政务大厅和附属的宾馆、招待所、居民楼（含集体宿舍）等取水量以及外供水量。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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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服务业用水定额》国家标准

（征求意见稿）编制说明

一、工作简况

（一）任务来源

本文件由中华人民共和国水利部全国节约用水办公室提出，全国

节水标准化技术委员会（SAC/TC 442）归口，2019 年申请立项，被

列入《国家标准化管理委员会关于下达 2019 年第三批推荐性国家标

准计划的通知》（国标委发〔2019〕29 号），计划项目号为：

20193283-T-469。

（二）任务背景

人多水少、水资源时空分布不均是既是现阶段我国的突出水情，

也是我国将要长期面临的基本国情。随着城镇化、工业化进程加快，

居民生活用水量逐渐增加。2010-2021 年，我国年用水总量趋于平缓，

工业和农业用水量有所下降，但生活用水量从 764.8 亿 m
3
增长到

909.4 亿 m
3
，占用水总量的比重由 12.7%增加至 15.4%。生活用水包

括居民（家庭）生活用水和（城镇）公共生活用水（含服务业及建筑

业等用水）。随着社会经济的飞速发展，人们对生活质量的要求日益

提高，居民的生活习惯与用水行为发生巨大改变，服务业用水在生活

用水总量中的地位越来越突出，外出就餐、旅行住宿等消费习惯导致

服务业用水量显著增加。

为落实“节水优先”的治水思路，保障国家节水行动的实施，国

家加强了节水标准化的工作力度，促进了我国节水管理水平的提高及



节水技术的进步。取水定额标准是节水标准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也

是占比最大的部分。自 2002 年以来，我国共发布了 60项取水定额国

家标准，基本覆盖了电力、钢铁、石油和化工、有色金属、纺织、造

纸、食品发酵、医药产品、煤炭等主要高用水工业行业。为进一步拓

展定额管理的覆盖范围，水利部自 2019 年起，先后发布用水定额文

件 80 项，涵盖范围包括主要农作物、高耗水工业行业、服务业及建

筑业等。相关用水定额为我国取水许可、水资源综合规划等工作提供

了技术支撑，有效支撑我国最严格水资源管理制度、全民节水行动、

水资源双控行动、非居民超定额累进加价等制度的实施。

在我国用水定额标准体系建设中，服务业用水定额是不可或缺的

重要组成。相比农业与工业用水，服务业用水虽然总量较少，但与城

镇分布的空间关联性更强、难以通过产业转移实现空间优化配置，因

而服务业节水是在“节水优先”基础上进一步实现“空间均衡”的重

要着力点；同时，我国目前服务业用水中存在大量用水不当行为，制

定服务业用水定额国家标准，可以指导和规范服务业用水单位用水管

理，推动形成节水型生产生活方式，促进《公民节约用水行为规范》

实施，极大促进我国水资源节约空间的提升。

（三）工作过程

标准起草从 2018 年 12 月开始，可以分为组织准备、文献收集和

分析、草案起草、征求意见四个阶段。

第一阶段：成立起草小组

2019 年 3 月，中国标准化研究院作为主要起草单位，组织成立



标准起草小组，启动《服务业用水定额》国家标准研制工作。

第二阶段：文献收集和分析

为做好标准制定工作，充分合理反映有服务业单位取用水特点和

管理现状，重点研究和分析了以下相关标准、文件和资料：GB/T 4754

《国民经济行业分类》、GB/T 12452《水平衡测试通则》、GB/T 15089

《机动车辆及挂车分类》、GB/T 21534《节约用水 术语》、GB/T 24789

《用水单位水计量器具配备和管理通则》、GB/T 30681《洗车场所节

水技术规范》、GB/T 30682 《洗浴场所节水技术规范》、GB/T 30683

《室外人工滑雪场节水技术规范》、GB/T 30684《高尔夫球场节水技

术规范》、GB∕T 38802《游泳场所节水管理规范》、GB/T 39634《宾馆

节水管理规范》以及《水利部关于印发宾馆等三项服务业用水定额的

通知（水节约〔2019〕284 号）》《水利部关于印发综合医院等十一项

服务业用水定额的通知（水节约〔2021〕107 号）》等。同时标准起

草组组织开展了行业用水情况调查，并邀请专家进行调研咨询。

经过资料整理和调研情况汇总，起草组初步建立标准的大纲框架，

经过反复修改形成标准草案及编制说明。

第三阶段：草案阶段

起草组会同相关行业协会、典型企业对标准草案进行研讨，同时

修订完善服务业用水信息调研表，进一步开展大范围行业用水情况调

研。基于取水定额编制原则对调研数据进行分析，结合行业意见，形

成标准及编制说明征求意见稿。

第四阶段：征求意见阶段



2021 年 8 月 17 日至 2021 年 10 月 16 日，起草组通过全国标准

信息公共服务平台向社会公开征求意见，同时于 2021 年 9 月 7 日通

过全国节水标准化技术委员会发函公开征求意见。

根据标准征求意见反馈情况，修改完善标准文本及标准说明后，

于 2021 年 11 月在北京组织开展该项标准征求意见会，邀请来自来水

利部全国节约用水办公室、水利部节约用水促进中心、中国商业联合

会、中国水利水电科学研究院、国家体育总局体育科学研究所、中国

饭店协会、中国设备管理协会、中国农业大学、北京交通大学、北京

体育大学、北京大学人民医院、北京市滑雪协会等多个相关行业专家

参加，根据与会专家意见梳理构建基于用水行为的用水定额研究方法。

起草组通过深入分析宾馆、洗浴场所等服务业用水环节，制定并

发放各行业用水行为调研问卷，通过分析确定各行业用水定额指标，

经过多次研讨，完善标准征求意见稿及编制说明。

（四）主要起草单位及工作

本文件主要由中国标准化研究院等单位负责组织起草。

本文件主要起草单位：中国标准化研究院等。

任务分配：

中国标准化研究院负责标准的管理与协调工作，如召集会议，沟

通交流等；标准文本及编制说明的起草、数据的整理等；并联系相关

企业负责提供本单位数据、用水管理等资料，协助调研、会议等工作。

二、标准编制原则和主要内容

（一）标准编制原则



1. 本文件按照 GB/T 1.1-2020 《标准化工作导则 第 1 部分：

标准的结构和编写规则》的要求和规定，参考其他相关标准，在充分

研究国内外相关资料，开展广泛调研的基础上，分析服务业实际用水

情况，确定标准的组成要素。

2. 在制定过程中遵循了以下几个原则：

（1）科学性和规范性；

（2）保证标准的先进性和实用性；

（3）与国家节水政策等相符合；

（4）尽量与国际上的相关标准、法规接轨；

（5）充分考虑我国服务业节水技术水平、相关行业用水特点，

符合各行业节水管理需求。

（二）主要内容

1. 范围

《国家节水行动方案》《“十四五”节水型社会建设方案》等政策

文件中明确提出“严控高耗水服务业用水”、“深入开展公共领域节水”

等要求。本文件服务业用水定额范围基于“政策引导、耗水量高、节

水潜力大、水资源为主要服务载体”等原则，选取洗浴、洗车、高尔

夫球场、人工滑雪场和宾馆等高耗水服务业，学校、综合医院、机关

等公共机构和以水资源作为服务载体的游泳场馆制定用水定额。

参考水利部相关文件要求，用水定额先进值用于服务业用水单位

新建和改扩建项目的水资源论证、取水许可审批和节水评价，通用值

用于现有服务业用水单位的日常用水管理和节水考核。



因此，界定本文件的适用范围为现有、新建和改扩建宾馆、洗浴

场所、洗车场所、学校、综合医院、游泳场馆、室外人工滑雪场、高

尔夫球场、机关等服务业用水单位取水量的管理。

2. 用水定额指标确定方法

服务业用水与人民群众的生活质量息息相关，过度节水很容易引

起舆论反弹并次生新的社会风险。在此背景下，如何在保障社会经济

高质量发展的前提下控制用水总量与用水效率，实现水资源节约集约

利用，成为科学合理制定服务业用水定额的重要问题。

本文件用水定额指标确定方法主要通过分析服务业用水环节，基

于对不同场所的各行为主体开展用水行为调研，考虑气候季节、行业

特点等影响因素，采用聚类分析等方法，分析不同场所、不同行为主

体的用水行为特征，参考我国学者研究提出的用水行为用水效率评价

理论模型，进行层次化评价，构建节约用水行为模式和合理用水行为

模式，分别计算不同用水行为模式的单位服务取水量。

其中，用水行为调研内容主要包括地区、年龄阶段、职业、收入

水平等基本信息，以及饮用水量、如厕次数、淋浴时长、用餐习惯、

保洁范围、专用设备运行等用水信息。通过统计分析，以各用水行为

平均水平为基础，构建可以维持一定服务水平与品质的节约用水行为

模式，分析计算该模式下的单位服务取水量，作为用水定额先进值的

确定依据；剔除调研数据中明显偏离的不良用水行为后，分析不同人

群用水行为现状，构建可以满足大部分人群用水行为习惯的合理用水

行为模式，分析计算该模式下的单位服务取水量，作为用水定额通用



值的确定依据。

3. 用水定额分析

（1）调研样本情况

主要对宾馆等 9 个典型服务业开展用水行为和实际用水数据调

研。调研样本涵盖全国大部分省份的各类型用水单位，基础数据来源

广泛、扎实，数据代表性较好，调研样本情况见表 1。

表 1 调研样本情况

序号 行业名称
调研样本量

用水行为 实际用水数据

1 宾馆 405 443

2 洗浴场所 272 180

3 洗车场所 321 179

4 学校 880 2803

5 综合医院 397 607

6 游泳场馆 291 104

7 室外人工滑雪场 — 80

8 高尔夫球场 — 190

9 机关 562 2221

（2）取水量计算范围

参考目前水资源管理以及现行水利部用水定额文件要求，规定本

文件服务业用水定额取水量计算范围为“从各种常规水源提取并被第

一次利用的水量” ，根据调研行业取水水源实际情况，进一步明确

“包括取自市政自来水、直供地表水和自备井水，以及从市场购得的

其他水或水的产品（如蒸汽、热水、地热水等）的水量”。

（3）各行业用水定额分析

1）宾馆

宾馆是指以向消费者提供住宿服务为主，并能够提供餐饮、商务、



会议等相关服务的单位，按照不同习惯也可以成为酒店、饭店、旅馆

等。我国宾馆处于高速增长中，产业规模巨大，但区域、规模和档次、

产品结构等方面分布尚不均衡。根据中国饭店协会发布的《2021 中

国酒店业发展报告》，截至 2021 年 1 月 1 日，全国宾馆 27.9 万家，

客房总数 1532.6 万件，平均客房规模 55间。

①用水结构

通过文献、水平衡测试及行业调研等方式，对宾馆用水结构及规

律特点进行分析。宾馆用水通常包括客房、餐饮、洗衣房、娱乐健身

房、景观绿化、附属设备等用水。客房用水是宾馆用水的主要组成部

分，主要包括消费者及客房服务人员的淋浴、饮用、洗漱、如厕等用

水以及客房清洁用水等，平均占比在 50%以上。其余部分用水受宾馆

类型影响较大，宾馆的星级越高，附属设施越齐全。同时由于气候条

件和水资源禀赋差异，南方地区在空调等部分用水比例明显高于北方

地区，因此导致南方客房用水占比明显低于北方客房用水占比。

通过对比 GB/T 14308-2010《旅游饭店星级的划分与评定》各星

级饭店基本条件、设备设施、服务质量、清洁卫生、维护保养等评级

要求中涉水环节，结合实际调研情况分析可知：星级以下宾馆用水结

构相对简单，客房配备用水设施种类和数量要求也相对较低，用水结

构以客房用水为主；一、二星级宾馆基本上无洗衣房、游泳池及其他

涉水娱乐设施，除极少数提供自助早餐外不设置餐厅；三星级宾馆影

响用水的主要因素包括是否配备了对外营业的餐厅；四、五星级酒店

（含白金五星级）的主要用水包括客房以及其他对外营业餐厅，受是



否配备游泳池、温泉、洗浴中心等大型涉水娱乐设施影响较大。

将宾馆内直接或间接与提供服务相关的用水环节纳入取水量供

给范围，包括客房、餐饮、洗衣房、娱乐健身房、景观绿化、附属设

备等与宾馆服务相关的用水，不包括外租办公区、公寓、商场等用水。

②分类方式

综合考虑气候条件、涉水服务的种类和质量不同等因素，可划分

为四、五星级（含白金五星级），三星级，一、二星级和星级以下四

类，按照南方地区和北方地区分别制定用水定额。

③核算单位

采用统计学中的 pearson 相关系数法，对数据信息进行相关性分

析，基于对宾馆取水量和建筑面积、出租床位数的相关性分析结果，

宾馆取水量与出租床位数具有显著的相关性。因此，宾馆用水定额以

出租床位数进行核算，与水利部文件中要求一致。

④定额分析

以消费者用水相对集中的客房用水作为主要分析环节，对不同星

级宾馆的消费者、保洁人员、客房服务人员、管理人员、保安及其他

工作人员客房区域饮用、洗漱、洗浴、洗手、冲厕、洗衣、卫生打扫

等用水行为进行问卷调研，开展用水层次评价，构建宾馆客房节约用

水行为模式和合理用水行为模式，结合南北方各星级酒店客房用水占

比，分别计算不同模式下宾馆单位床位取水量，作为宾馆用水定额先

进值和通用值的确定依据。

以北方地区四五星级宾馆为例，通过开展消费者、工作人员的用



水行为层次评价，设定不同用水行为模式，相关参数见表 2，计算不

同用水行为模式下宾馆单位床位取水量，参考用水结构进行折算后，

作为用水定额先进值和通用值的确定依据，分别为 146 m
3
/（床·a）

和 223 m
3
/（床·a）。

表 2 宾馆用水行为模式

模式 参数设定

节约用水行为

模式

各类人群用水行为平均水平

坐便器、水嘴、淋浴器等生活用水器具节水评价值

合理用水行为

模式

满足大部分人群用水行为习惯

坐便器、水嘴、淋浴器等生活用水器具水效限定值

⑤与水利部用水定额文件对比情况

本文件中宾馆用水定额与水利部文件对比情况见表 3。

表 3 宾馆用水定额与水利部文件对比情况

对比内容 对比情况

核算单位 一致

地理分区 一致

分类 一致

指标值

国家标准中用水定额指标与水利部文件对比情况见下表：

分类 地理分区
先进值 通用值

国标 文件 国标 文件

四、五星级（含白金五

星级）

北方地区 一致 一致

南方地区 一致 一致

三星级
北方地区 98 118 一致

南方地区 一致 一致

一、二星级
北方地区 74 85 一致

南方地区 一致 一致

星级以下
北方地区 一致 一致

南方地区 65 70 92 125

根据对比情况可以看出，通过用水行为分析计算的用水定额，除北

方地区三星级宾馆先进值、北方地区一二星级宾馆先进值和南方地

区星级以下宾馆先进值、通用值略严与水利部用水定额文件中指标，

其余指标均与其保持一致。

2）洗浴场所

随着经济社会发展水平提高，通过资本介入和体制转变，我国洗



浴企业的数量日益增多，规模日益扩大，发展成具有放松精神、愉悦

身心功能的休闲产业。据统计，2016 年全国沐浴企业数量为 15.8 万

家，从业人数为 1030.5 万，企业营业面积为 22.1 亿平方米，全年共

计接待消费者 27.6 万人次。2019 年行业市场规模达到 1750 亿元。

洗浴行业市场结构中，华东、华北、华南、华中等地区占比较大，东

北和西北经济下滑，洗浴行业需求相对保守，西南经济欠发达，洗浴

场所需求量较少。2019 年末，新冠肺炎疫情突如其来，席卷全球。

此次疫情加速了洗浴行业洗牌。受疫情影响，部分地区群众洗浴消费

积极性下降，一些企业迫于房租、人力等压力宣布闭店，一些门店在

2020—2021 年间易手，部分有实力的连锁企业也收缩洗浴模块商业

版图，转向更加易于恢复经营的餐饮或住宿业。

①用水结构

通过文献、水平衡测试及行业调研等方式，对洗浴场所用水结构

及用水规律特点进行分析。洗浴场所用水一般分为洗浴用水和非洗浴

用水，洗浴用水为直接用于淋浴、池浴等过程的水，非洗浴用水包括

住宿、餐饮、保洁、盥洗、冲厕等环节用水。

受规模和提供的附加服务种类不同影响，洗浴场所的用水量差别

很大。主要用水量用于为消费者提供服务，不同洗浴场所用水结构区

别较大，主要分为大众洗浴和综合洗浴。大众洗浴指为消费者提供淋

浴和池浴基本洗浴服务，综合洗浴指以提供公众洗浴服务为主，融合

健身、娱乐、餐饮等多种服务，两种类型的涉水服务不同导致取用水

量和用水行为差距较大。



图 1 洗浴场所主要用水结构

将洗浴场所内直接或间接与提供服务相关的用水环节纳入取水

量供给范围，包括淋浴、盆浴、池浴、桑拿、温泉、水疗（SPA）、餐

饮、住宿、冲厕、景观绿化、空调补水等各环节用水。

②分类方式

不同类型的洗浴场所用水结构和取水量不同，根据洗浴场所涉水

服务的种类和质量不同等因素，按照大众洗浴和综合洗浴进行分类。

《洗浴场所节水技术规范》（GB/T 30682-2014）和《用水定额编制技

术导则》（GB/T 32716-2016）中均按照此种方式对洗浴场所进行分类。

③核算单位

洗浴场所用水部门主要包括淋浴、池浴、住宿、餐饮、职工生活

等，其取水量可能与建筑面积、年服务人数相关。采用统计学中的

pearson 相关系数法，对数据信息进行相关性分析，对数据信息进行

相关性分析（见表 4），根据分析结果，洗浴场所取水量与年服务人

次具有显著的相关性。因此，洗浴场所用水定额以年服务人次进行核

算。

表 4 洗浴场所相关性分析

洗浴取水量 建筑面积 年服务人数

洗浴取水量 1.000(0.000***) 0.306(0.013**) 0.928(0.000***)

建筑面积 0.306(0.013**) 1.000(0.000***) 0.301(0.014**)



洗浴取水量 建筑面积 年服务人数

年接待人数 0.928(0.000***) 0.301(0.014**) 1.000(0.000***)

注：***、**、*分别代表 1%、5%、10%的显著性水平

④定额分析

对洗浴场所涉及的主要用水人员进行用水行为调研，对大众洗浴、

综合洗浴场所的消费者、保洁人员、搓澡工、设备管理人员以及其他

工作人员进行洗浴项目、淋浴、餐饮、住宿等用水行为进行问卷调研，

开展用水层次评价，构建根据服务类型不同分别设定节约用水行为模

式和合理用水行为模式，相关参数见表 5，计算大众洗浴和综合洗浴

不同用水行为模式下单位人次取水量，作为用水定额先进值和通用值

的确定依据。

表 5 洗浴场所用水行为模式

类型 模式 参数设定

大众

洗浴

节约用水行为

模式

消费者淋浴用水行为平均水平

淋浴器节水评价值

合理用水行为

模式

满足大部分消费者淋浴用水行为习惯

淋浴器水效限定值

综合

洗浴

节约用水行为

模式

消费者洗浴、饮用、餐饮、住宿等用水行为平均水平

坐便器、小便器、淋浴器等生活用水器具节水评价值

GB 50555《民用建筑节水设计标准》餐饮单位人次取

水量先进值

合理用水行为

模式

满足大部分消费者洗浴、饮用、餐饮、住宿等用水行

为习惯

坐便器、小便器、淋浴器等生活用水器具水效限定值

GB 50555《民用建筑节水设计标准》餐饮单位人次取

水量通用值

⑤与水利部用水定额文件对比情况

本文件中洗浴场所用水定额与水利部文件对比情况见表 6。

表 6 洗浴场所用水定额与水利部文件对比情况

对比内容 对比情况



核算单位

水利部文件：单位面积年用水量

国家标准：单位人次取水量

通过分析调研数据及用水特点，洗浴场所的服务人次对取水量的

影响较大。

地理分区 一致

分类

水利部文件中按不同建筑面积进行分类，国家标准以按洗浴场所

服务人次核算单位人次取水量，因此不需按建筑面积分类，按照

洗浴场所类型进行分类。

指标值 核算单位不同无法比较

3）洗车场所

洗车行业是伴随城镇化以及汽车工业发展必不可少的产业，目前

我国私人汽车拥有量已经高达 2.2 亿辆，并且仍以超过 8%的速度持

续增长（图 2）。洗车行业也随之蓬勃发展，人们对汽车美容保养的

观念也开始发生变化，“以养代修”正在深入人心，洗车养车已经成

为日常行为。提供洗车服务的场所也正在越来越多样化，从路边洗车

小店、高档汽车美容店到 4S店、维修站点、宾馆、饭店、写字楼、

加油站以及部分其他单位内部提供的洗车服务等。

图 2 2011 年来全国私人汽车拥有量变化

①用水结构



通过文献调研、水平衡测试分析及现场调研等方式，对洗车场所

用水结构及用水规律特点进行分析，洗车场所的用水主要包括冲洗用

水以及辅助用水，其中辅助用水主要包括洗车工具清洁、洗涤剂稀释

以及场地清洁等用水。

将洗车场所内直接或间接与提供服务相关的用水环节纳入取水

量供给范围，包括清洁车辆外部和内部、洗涤剂等稀释用水、洗车工

具的清洁用水以及场地清洗用水。考虑部分地区将洗车列入特殊行业，

用水价格与生活用水价格差距较大，因此附属生活用水不纳入取水量

供给范围内。

②分类方式

 洗车方式

目前洗车方式主要为自动洗车和手动洗车，此外还有利用蒸汽和

高气压的微水洗车与利用特殊洗涤剂的无水洗车等。手工冲洗基本以

高压水枪进行手工冲洗，自动冲洗以隧道式洗车机与往复式洗车机为

主，手工洗车投入相对较低，一般只需要 3000 到 5000 元，自动洗

车机则至少需要 3万到 5万元。微水洗车和无水洗车受社会基础与清

洗效果限制，利用高压水枪的手工洗车是洗车服务的主要场所。

 车型

洗车场所清洗车辆一般均为符合 GB/T 15089《机动车辆及挂车

分类》中包括驾驶员在内、座位数不超过 7 座的 M1类载客车辆，主要

涉及中型车和小型车两种。

通过开展行业调研，自动洗车用水主要影响因素为设备参数和重



复利用率，且设备清洗车辆时并不会根据车型单独设置洗车程序，因

此车型对用水量的影响程度较小，手工洗车用水主要影响因素为清洗

时间、设备参数、重复利用率等，车型及车身脏污程度对用水量影响

程度相对较小；同时，综合考虑各洗车场所对小型车和中型车分类统

计较难，为提高标准实施的有效性，洗车场所用水定额不以车型作为

分类依据。

③核算单位

采用统计学中的 pearson 相关系数法，对数据信息进行相关性分

析。根据分析结果，洗车场所取水量与车辆清洗的辆次数具有显著相

关性，与车型和南北方地理分区无显著相关性。因此，洗车场所用水

定额以车辆清洗的辆次数进行核算，与水利部文件中要求一致。

④定额分析

根据洗车行业特性，主要对自动洗车、手工洗车的设备参数和洗

车场所的洗车职工车辆清洗的洗涤剂、清洗工具消耗、场地清洗等用

水行为进行调研，开展用水层次评价，自动洗车主要以洗车设备参数

为主，设备运行时间较为固定，受重复利用率和设备参数影响较大，

重复利用率水平处于 65%～90%之间；手工洗车受洗车职工开启设备

时间的影响较大，且考虑手工洗车目前行业重复利用率普遍低于80%。

根据行业实际情况，充分考虑自动洗车和手工洗车的特点和差异性，

构建不同用水行为模式，相关参数见表 7，计算不同洗车方式不同用

水行为模式下单位辆次取水量，作为用水定额先进值和通用值的确定

依据。



表 7 洗车场所用水行为模式

分类 模式 参数设定

自动洗车

节约用水行

为模式

自动洗车设备用水效率行业平均水平

重复利用率行业先进水平

洗车清洗工具、洗涤剂消耗用水行为平均水平

电动洗衣机节水评价值

合理用水行

为模式

自动洗车设备用水效率行业平均水平

重复利用率符合政策文件及国家标准最低要求

满足大部分洗车过程清洗工具、洗涤剂消耗用水

行为习惯

电动洗衣机水效限定值

手工洗车

节约用水行

为模式

手工洗车设备用水效率行业平均水平

重复利用率符合政策文件及国家标准最低要求

设备开启时间、洗车清洗工具、洗涤剂消耗用水

行为平均水平

电动洗衣机节水评价值

合理用水行

为模式

手工洗车设备用水效率行业平均水平

重复利用率符合政策文件及国家标准最低要求

满足大部分洗车过程设备开启时间、清洗工具、

洗涤剂消耗用水行为习惯

电动洗衣机水效限定值

⑤与水利部用水定额文件对比情况

本文件中洗车场所用水定额指标与水利部文件对比情况见表 8。

表 8 洗车场所用水定额指标与水利部文件对比情况

对比内容 对比情况

核算单位 一致

地理分区 一致

分类

国家标准和水利部文件中均按照手工洗车、自动洗车两种洗车方式

分别制定用水定额。

水利部文件中进一步划分小型车和中型车两种不同车型的用水定

额，国家标准中未按车型划分。

指标值

国家标准中用水定额指标与水利部文件对比情况见下表：

分类 车型
先进值 通用值

国标 文件 国标 文件

自动洗车
小型车

18
24

32
33

中型车 28 36

手工洗车
小型车

15
26

29
35

中型车 30 38

根据对比情况可以看出，本标准中自动洗车和手工洗车的用水定额

指标值均严于水利部文件中各车型的用水定额指标值。



4）学校

学校既是能源、资源消耗大户，同时又是培养人才和促进科技进

步的主要阵地，实施学校用水定额工作，不仅可以促进学校本身的能

源、资源节约，降低办学成本，在社会起到示范和带动作用，而且，

还有利于促使广大学生树立节能、节水的意识，切实担负起培养节约

型人才的责任与义务。

根据国家机关事务管理局发布的《2018 年公共机构能源资源消

耗统计报告》，截止至 2018 年，我国学校约 40万家，用水人数约 2.48

亿人，用水总量为 345682 万立方米。

①用水结构

通过文献、水平衡测试、学校用水数据分析及现场调研等方式，

对学校用水结构及用水规律特点进行分析，学校用水结构主要为教学

楼、办公楼、食堂、宿舍、浴室、实验室、体育场馆、图书馆、对外

培训、景观绿化、附属设备等，其中用水量较大的区域主要集中在教

学办公、宿舍、浴室等，用水量占比大 70-90%，这些区域用水量主

要为人员办公、生活用水。

在南北方地区学校人员用水差异度方面，饮用、饮食、厕所及对

用的用水器具无明显差异，但由于气候和水资源禀赋差异，南方在洗

澡用水、空调用水、绿化用水等方面高于北方，因此在教学办公、宿

舍、洗浴的用水结构占比上有所不同，北方的教学办公、宿舍、洗浴

用水结构比要高于南方。

将学校内直接或间接与办学相关的用水环节纳入取水量供给范



围，不包括附属的子弟学校、家属区、宾馆等用水。

②分类方式

根据初等教育、中等教育和高等教育主要教学对象不同，导致其

用水行为特征不同，例如高等教育学校学生多以校园内住宿为主，而

初等教育中走读生占比较大。综合考虑气候条件、涉水服务的类型、

主要服务对象用水行为不同等因素，参考 GB/T 4754《国民经济行业

分类》，划分为初等教育、中等教育和高等教育三类，按照南方地区

和北方地区分别制定用水定额。

③核算单位

采用统计学中的 pearson 相关系数法，对数据信息进行相关性分

析。根据分析结果，学校用水量与标准人数具有显著相关性。因此，

学校用水定额以标准人数进行核算，与水利部文件中要求一致。

学校标准人数分别按照高等教育、中等教育、初等教育人员不同

用水行为特征进行折算。考虑培训人员用水无法从用水总量中剔除，

分别对高等教育、中等教育和初等教育学校各类学生、教职工、培训

人员用水行为调研分析，高等教育教职工用水量约为在校学生的1/5，

对外培训人员用水行为及与教职工基本相同；中等教育和初等学校教

职工和走读生用水量基本相同，是住宿生用水量的 1/3，对外培训人

员用水行为及与教职工和走读生基本相同。对外培训折算人数按照每

天培训人数之和按一年的天数进行折算。同时参考相关国家标准，确

定不同类型学校标准人数折算系数及公式。

高等教育学校标准人数计算公式为：



)(2.0 pt2u1usu NNNNN 

式中：

Nsu ——高等教育学校标准人数，单位为人；

Nu1 ——全日制统招生人数，单位为人；

Nu2 ——留学生人数，单位为人；

Nt ——教职工人数，单位为人；

Np ——对外培训折算人数，单位为人。

中等教育学校、初等教育学校标准人数计算公式为：

pt2i1isi 3 NNNNN 

式中：

Nsi ——中等教育和初等教育学校标准人数，单位为人；

Ni1 ——非住宿生人数，单位为人；

Ni2 ——住宿生人数，单位为人；

Nt ——教职工人数，单位为人；

Np ——对外培训折算人数，单位为人。

对外培训折算人数计算公式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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式中：

Np ——对外培训折算人数，单位为人；

Npi ——第 i 日的实际对外培训人数，单位为人。

其中，教职工人数为在编在岗教职工和工作时间超过半年的非在



编人员之和。

④定额分析

学校教学办公、宿舍、浴室等用水占比达 70-90%，这些区域用

水主要为人的用水行为，针对教职工、学生、保障人员等人员进行饮

用、洗手、冲厕、洗漱、洗浴、洗衣、卫生打扫等用水环节的问卷调

研，这些用水行为的用水量覆盖了办公、宿舍、浴室等区域的用水，

开展用水层次评价，构建学校节约用水行为模式和合理用水行为模式

（见表 9），结合南北方不同类型学校用水占比情况，分别计算不同

模式下单位标准人数取水量，作为学校用水定额先进值和通用值的确

定依据。

表 9 学校用水行为模式

模式 参数设定

节约用水行为

模式

各类人群饮用、洗手、冲厕、洗漱、洗浴、洗衣、卫生打扫

等用水行为平均水平

坐便器、小便器、水嘴、淋浴器、电动洗衣机等生活用水器

具节水评价值

GB 50555《民用建筑节水设计标准》餐饮单位人次取水量先

进值

合理用水行为

模式

满足大部分人群饮用、洗手、冲厕、洗漱、洗浴、洗衣、卫

生打扫等用水行为习惯

坐便器、小便器、水嘴、淋浴器、电动洗衣机等生活用水器

具水效限定值

GB 50555《民用建筑节水设计标准》餐饮单位人次取水量通

用值

⑤与水利部用水定额文件对比情况

本文件中学校用水定额指标与水利部文件对比情况见表 10。

表 10 学校定额指标与水利部文件对比情况

对比内容 对比情况

核算单位
国家标准和水利部文件中学校用水定额均以学校标准人数核算学

校单位标准人数取水量。



在国家标准中，考虑培训人员用水无法从用水总量中剔除，标准

人数中分别根据高等教育、中等教育和初等教育学校各类学生、

教职工、培训人员用水行为分析，增加按照时间折算的对外培训

人数，修订学校标准人数计算公式。

地理分区 一致

分类 一致

指标值

国家标准中用水定额指标与水利部文件对比情况见下表：

分类 地理分区
先进值 通用值

国标 文件 国标 文件

初等教育
北方地区 5 8 一致

南方地区 7 11 13 18

中等教育
北方地区 9 10 一致

南方地区 13 15 23 26

高等教育
北方地区 一致 一致

南方地区 一致 68 85

根据对比情况可以看出：

（1）北方地区初等教育（先进值）、中等教育（先进值），南方地

区初等教育（先进值、通用值）、中等教育（先进值、通用值），

高等教育（通用值）严于水利部文件。

（2）北方地区初等教育（通用值）、中等教育（通用值）、高等教

育（先进值、通用值）以及南方地区高等教育（先进值）用水定

额指标与水利部文件保持一致。

5）综合医院

社会老龄化，慢性病趋势化，致病因素多样化的趋势刺激了我国

就医需求的上升。为解决人民日常就医需求，近年来，我国医疗资源

不断丰富。根据国家机关事务管理局发布的《2018 年公共机构能源

资源消耗统计报告》，截止至 2018 年，我国医院约为 34 万家，用水

人数约 1.89 亿人，用水总量 510658 万立方米。

①用水结构

通过文献、水平衡测试、用水数据分析及现场调研等方式，对综

合医院用水结构及用水规律特点进行分析，医院用水主要涉及门急诊

部、住院部、医疗用水、食堂、洗衣、空调、绿化、其他用水等，其

中住院部和门急诊部是主要用水区域，住院部约占总用水量的 60%以



上，主要是住院病患的生活用水及医护人员医疗用水等；门急诊部约

占总用水量 15%以上，主要是急诊人员的卫生器具用水及医护人员诊

疗用水等，南北方地域差异不大。

②分类方式

综合医院等级是根据《医疗机构基本标准（试行）》中床位数量、

科室设置、医护人员数量、建筑面积、设备、制度、资金等不同要求

划分的。

③核算单位

采用统计学中的 pearson 相关系数法，对数据信息进行相关性分

析。根据分析结果，医院住院部取水量与住院部的开放床日数具显著

相关性，门诊部、急诊部取水量主要与就诊人次具有显著相关性。因

此，综合医院用水定额住院部以开放床日数进行核算，门诊部、急诊

部以就诊人次进行核算，与水利部文件中要求一致。

④定额分析

对综合医院涉及的主要用水人员进行用水行为调研，针对门急诊

就诊人员、住院病人、住院病人陪护、医生、护士、保障等人员进行

饮用、洗手、冲厕、洗漱、洗浴、医疗用水等用水行为进行问卷调研，

开展用水层次评价，构建综合医院就诊人员、陪护人员、医生护士等

不同用水人群的节约用水行为模式和合理用水行为模式。

但考虑综合医院的用水环节中用水量较大的医疗用水等环节，因

病症情况、治疗手段的差异性较大，无法通过用水行为调研进行分析，

并且医院是以诊治病人、照护病人为主要目的医疗机构，是保障健康、



救死扶伤的特殊场所，用水定额不宜设定过于严格，因此在分析过程

中，主要以实际用水数据调研情况和水利部文件指标作为参考依据，

确定综合医院用水定额先进值和通用值。

⑤与水利部用水定额文件对比情况

本文件中综合医院用水定额指标与水利部文件对比情况见表11。

表 11 综合医院用水定额指标与水利部文件对比情况

对比内容 对比情况

核算单位 一致

地理分区 一致

分类 一致

指标值 一致

6）游泳场馆

游泳场馆是指能够满足人们进行游泳健身、训练、比赛、娱乐等

活动的室内外水面（域）及其设施设备。游泳场馆作为用水量较大、

用水时间相对集中的耗水耗能大户，加强用水节水管理是落实最严格

的水资源管理和巩固节水型社会建设成果的需要。游泳作为全民健身

运动项目，普及性强，一直深受广大群众喜爱。近年来，随着国民经

济高速发展与人们生活水平的不断提高，游泳场馆的需求与建设得到

了快速发展。根据国家体育总局公布的《2021 年全国体育场地统计

调查数据》，全国游泳场地 3.25 万个，场地面积 0.74 亿平方米，其

中，室外游泳池 1.80 万个，室内游泳馆 1.39 万个，天然游泳场 619

个。

①用水结构

通过文献调研、水平衡测试分析及现场调研等方式，对游泳场所



用水结构及用水规律特点进行分析，其用水主要包括游泳池用水、淋

浴用水和其他杂用水三大部分，根据调研数据分析，游泳池、淋浴与

其他杂用水占比分别为 55%、40%和 5%，主要用水量集中在游泳池用

水和淋浴用水两部分。

将游泳场馆内直接或间接与提供服务相关的用水环节纳入取水

量供给范围，包括游泳池补水、淋浴用水、卫生间用水、中央空调补

水及卫生清洁用水等。

②分类方式

根据用水行为调研情况，游泳场馆南北方用水行为无显著差异；

而室内室外游泳场馆在日补水率存在显著差异。同时，根据实际调研

数据分析游泳场馆取水量和南北方分区的相关性，两者无显著相关性

与室内、室外游泳场馆类型存在显著差异（见表 12）。因此标准中游

泳场馆用水定额按照室内、室外分别制定，不区分南北方地区。此分

类方式与现行国家标准 GB∕T 38802《游泳场所节水管理规范》相同。

表 12 游泳场馆分类与取水量相关性分析

③核算单位

通过对调研数据进行影响因素分析，建筑面积与年取水量的相关

系数 R 为 0.102（拟合程度见图 3），可见二者相关性较低，不宜用建

筑面积作为衡量用水定额的基准指标。



图 3建筑面积与年取水量的相关性

游泳池面积与年取水量的相关系数R为0.525（拟合程度见图4），

但未通过显著性检验，故二者不存在显著性相关关系，游泳池面积不

宜作为衡量用水定额的基准指标。

图 4 游泳池面积与年取水量的相关性

游泳池容积与年取水量的相关系数R为0.710（拟合程度见图5），

且通过显著性检验（P<0.05），二者存在显著性相关关系，游泳池容

积可以作为衡量用水定额的基准指标。



图 5 游泳池容积与年取水量的相关性

年游泳人次与年取水量的相关系数R为0.732（拟合程度见图6），

且通过显著性检验（P<0.05），二者存在显著性相关关系，年游泳人

次可以作为衡量用水定额的指标。

图 6 年游泳人次与年取水量的相关性

因此，游泳场馆的取水量与游泳池容积和年游泳人次的相关程度

较高，结合调研实际情况进行分析：

（1）游泳池容积数据较为客观，可准确测量，大部分游泳场馆

未统计实际接待人次，且数据核实困难；

（2）目前大部分游泳场馆计量情况无法拆分淋浴用水、游泳池

补水量及其他杂用水量，年取水量则可以确保有准确计量的数据。

因此，游泳场馆用水定额以游泳池容积进行核算，符合标准制定



的可操作性和实用性原则。

④定额分析

游泳场馆主要针对游泳池日补水量分析及消费者用水行为进行

问卷调研，涵盖游泳场馆 95%的用水环节，开展用水层次评价，构建

游泳场馆节约用水行为模式和合理用水行为模式，相关参数见表 13，

结合用水结构比例和 GB 19079.1-2013《体育场所开放条件与技术要

求 第 1 部分：游泳场所》和 GB 37489.3-2019《公共场所设计卫生

规范 第 3 部分：人工游泳场所》中对游泳池人均面积最低要求，计

算不同模式下单位游泳池容积取水量，作为用水定额先进值和通用值

的确定依据。

表 13 游泳场馆用水行为模式

模式 参数设定

节约用水行为

模式

游泳池日补水率先进水平

消费者淋浴时长（包括游泳前和游泳后）平均水平

淋浴器节水评价值

合理用水行为

模式

GB∕T 38802 中游泳池日补水率通用值要求

满足大部分消费者淋浴时长（包括游泳前和游泳后）

淋浴器水效限定值

⑤与水利部用水定额文件对比情况

本文件中游泳场馆用水定额指标与水利部文件对比情况见表14。

表 14 游泳场馆用水定额指标与水利部文件对比情况

对比内容 对比情况

核算单位

水利部文件：游泳池补水及其他杂用水，游泳池单位容积日补水

量；淋浴用水，单人单场淋浴用水量。

国家标准：单位游泳池容积取水量。

地理分区
水利部文件：南北方地区分别制定。

国家标准：不区分南北方。

分类 一致

指标值 核算单位不同无法比较



7）室外人工滑雪场

我国滑雪行业起步较晚，90 年代末期黑龙江地区出现了国内第

一家大众滑雪场。截至 2019 年底，全国共有滑雪场 770 家（包括室

内滑雪场 31家），分布于全国 28个省（自治区、直辖市），全年接待

人次 2090 万。主要包括度假型和休闲娱乐型，度假型滑雪场较少，

全国只有 20 家。滑雪场数量排名前 5 位的省级行政区为黑龙江、山

东、新疆、河北以及山西，2019 年雪场增加数量最多的是湖北和新

疆，河北、吉林和北京的滑雪人次增长最快。

①用水结构

通过文献调研和现场调研等方式，对室外人工滑雪场用水结构及

用水规律特点进行分析，室外人工滑雪场造雪取水量占全部用水的

90%以上。

②核算单位

采用统计学中的 pearson 相关系数法，对数据信息进行相关性分

析。根据分析结果，室外人工滑雪场取水量与雪道面积具有显著的相

关性。因此，室外人工滑雪场用水定额以雪道面积进行核算，与水利

部文件要求一致。

③定额分析

对用水行为调研情况进行分析，从消费目的来看，度假型滑雪场

消费者一般至少停留一晚；休闲娱乐型的滑雪场消费者大多选择休闲

“打卡”，当天往返，这两种类型的消费用水上差异主要体现在住宿

方面。从整体用水结构上看，室外人工滑雪场的餐饮、住宿、生活用



水量相对造雪用水少，造雪用水与造雪量和造雪机造雪效率相关，而

造雪量与造雪密度和累计造雪厚度有关，考虑造雪密度和累计造雪厚

度对滑雪体验影响较大，不应作为限制指标，因此，室外人工滑雪场

用水行为模式以造雪机造雪效率作为主要变量进行设定。其中，节约

用水行为模式为造雪效率达到行业先进水平，合理用水行为模式为行

业造雪效率平均水平，计算不同模式下的单位雪道面积取水量，作为

室外人工滑雪场用水定额先进值和通用值的确定依据。

④与水利部用水定额文件对比情况

本文件中室外人工滑雪场用水定额指标与水利部文件对比情况

见表 15。

表 15 国家标准与水利部文件对比情况

对比内容 对比情况

核算单位 一致

地理分区 一致

分类 一致

指标值 一致

8）高尔夫球场

随着人们生活水平的提高和消费观念的转变，爱好高尔夫运动的

人数逐年增多。加上高尔夫已加入奥运会，更进一步带动了这项运动

的发展。高尔夫球作为一项集体运动、休闲、娱乐和社交等为一体的

户外球类运动，它对现代社会、经济、文化发展所产生的影响，已远

远超出了作为一项竞技体育运动功能的范畴。高尔夫被称为是 21 世

纪最具有活力和高附加值的运动健康休闲产业之一。截至 2019 年底，

我国营业中的高尔夫球场数量已不足 400 家。



①用水结构

通过文献调研和现场调研等方式，对高尔夫球场用水结构及用水

规律特点进行分析。高尔夫球场主要用水环节包含球场区和会馆区，

球场区用水占球场总用水量的 90%，主要是灌溉用水和人工湖补水，

球场区面积一般占高尔夫球场总面积的 95%以上，其中灌溉面积约占

球场区面积的 60%。会馆区用水主要是餐饮、住宿、保洁等生活用水。

调查了解，直接服务于高尔夫运动的生活用水量占球场总用量的比重

较小。因此，高尔夫球场用水定额重点关注灌溉用水。

②核算单位

采用统计学中的 pearson 相关系数法，对数据信息进行相关性分

析。根据分析结果，高尔夫球场取水量与灌溉面积具有显著的相关性。

因此高尔夫球场用水定额以灌溉面积进行核算，与水利部文件要求一

致。

③定额分析

参考 GB/T 30684-2014《高尔夫球场节水技术规范》中的生态分

区，分析确定全国不同生态区的高尔夫球场用水定额。考虑青藏区为

三江源保护区，暂不制定该生态区高尔夫球场用水定额。

由于高尔夫球场用水量受不同作物种类、种植面积、降水量、有

效降水量等影响较大，无法以用水行为调研统一测算，因此制定时以

实际调研数据及水利部文件作为主要参考依据，并选取典型样本根据

其所在地区潜在蒸散值、不通草坪草的作物系数、有效降水量、生长

期天数、生长期日序、灌溉水利用系数等指标，计算其综合灌溉用水



量，对用水定额指标进行验证，综合分析计算值及调研数据情况，确

定不同生态区高尔夫球场用水定额。

④与水利部用水定额文件对比情况

本文件中高尔夫球场用水定额指标与水利部文件对比情况见表

16。

表 16 国家标准与水利部文件对比情况

对比内容 对比情况

核算单位 一致

地理分区 一致

分类 一致

指标值 一致

9）机关

根据国家机关事务管理局发布的《2018 年公共机构能源资源消

耗统计报告》，截止至 2018 年，我国机关约 43万家，用水人数约 5653

万人，用水总量为 230581 万立方米。

①用水结构

通过文献、水平衡测试、用水数据分析及现场调研等方式，对机

关用水结构及用水规律特点进行分析，机关用水结构主要分为办公

（包括饮用水，洗手、冲厕、打扫等卫生用水等）、食堂、绿化、消

防、中央空调等方面，其中用水量较大的区域主要集中在办公、食堂

等，用水量占比可达 60-97%，这些区域主要用水量为人的饮用、洗

手、冲厕等用水。由于南北方气候和水资源条件差异，南方在空调用

水、绿化用水等方面高于北方，因此在办公、食堂的用水结构占比上

有所不同，北方的办公、食堂用水结构占比高于南方。



②核算单位

采用统计学中的 pearson 相关系数法，对数据信息进行相关性分

析。根据分析结果，机关取水量与机关用水人数具有显著相关性。因

此，机关用水定额以机关用水人数进行核算，与水利部文件中要求一

致。

③用水行为分析

对机关职工、保障人员等用水人员进行饮用、餐饮、洗手、冲厕、

卫生打扫等用水行为进行问卷调研，这些用水行为的用水量覆盖了办

公、食堂等区域的用水，开展用水层次评价，构建节约用水行为模式

和合理用水行为模式，相关参数见表 17，结合不同地区用水结构占

比情况，计算人均取水量，作为机关用水定额先进值和通用值的确定

依据。

表 17 机关用水行为模式

模式 参数设定

节约用水行为

模式

各类人群用水行为平均水平

坐便器、水嘴、小便器等生活用水器具节水评价值

GB 50555《民用建筑节水设计标准》餐饮单位人次取水量先

进值

合理用水行为

模式

满足大部分人群用水行为习惯

坐便器、水嘴、小便器等生活用水器具水效限定值

GB 50555《民用建筑节水设计标准》餐饮单位人次取水量先

进值

④与水利部用水定额文件对比情况

本文件中高尔夫球场用水定额指标与水利部文件对比情况见表

18。

表 18 国家标准与水利部文件对比情况

对比内容 对比情况



核算单位 一致

地理分区 一致

分类 一致

指标值

国家标准中用水定额指标与水利部文件对比情况见下表：

分类 地理分区
先进值 通用值

国标 文件 国标 文件

机关
北方地区 14 10 一致

南方地区 20 15 一致

根据对比情况可以看出：

（1）南北方机关用水定额先进值宽松于水利部文件。

水利部用水定额文件发布实施后，有效促进行业用水效率提升，

但同时收到行业反馈，用于机关新建（改建、扩建）项目的水资

源论证、取水许可审批和节水评价得先进值过于严格，新、改、

扩建机关无法达到相应指标。

此外，起草组通过扩大调研样本、对典型样本用水结构进行深入

分析发现，达到先进值的机关其涉及用水环节不全，存在未配备

食堂等与机关服务相关的用水环节，导致水利部文件中先进值对

于大部分机关和新改扩建类机关过严。起草组通过对南北方机关

职工用水行为调研分析并结合机关用水结构情况，分析计算出机

关用水定额先进值，确保先进值涵盖用水环节更为全面。

（2）南北方机关用水定额通用值与水利部文件保持一致。

三、主要试验（或验证）的分析、综述报告，技术经济论证，预期的

经济效果

本标准核心指标经过用水行为分析、实际调研样本验证、典型地

方标准比对以及行业专家论证进行校准验证，用水定额指标合理，满

足国内相关法规要求。

本标准根据我国宾馆、洗浴场所、洗车场所、学校、综合医院、

游泳场馆、室外人工滑雪场、高尔夫球场和机关等服务业用水单位实

际用水情况、用水行为习惯以及国家相关规定和标准要求制定的。本

标准实施后，可以积极推动相关服务业用水单位提高水资源利用效率、

推行结束技术和非常规水利用，加强用水节水管理，落实用水单位水

计量器具配备和管理要求，倡导文明用水、合理用水理念，支持经济



社会可持续发展，推动节水型社会建设。

该标准在研制过程中广泛吸纳行业协会和企业的建议和意见，为

标准实施应用奠定了良好的基础。预计本标准实施后，服务业年取水

量可在现有基础上减少 9-15%。

四、采用国际标准和国外先进标准的程度，以及与国际、国外同类标

准水平的对比情况，或与测试的国外样品、样机的有关数据对比情况；

本标准制定过程中不存在采标的问题。

本标准项目中所涉及的技术不存在知识产权的问题。

五、与有关的现行法律、法规和强制性国家标准的关系；

本标准符合我国有关法律、法规的要求。

六、重大分歧意见的处理经过和依据；

无。

七、国家标准作为强制性国家标准或推荐性国家标准的建议；

建议本标准作为推荐性国家标准发布实施。

八、贯彻国家标准的要求和措施建议（包括组织措施、技术措施、过

渡办法等内容）；

建议标准报批发布后，由标准主要起草单位和各级水行政主管部

门共同组织，对相关服务业行业协会、用水单位等开展标准宣贯培训，

鼓励服务业用水单位配备节水型生活用水器具、采用高效节水技术、

优先使用非常规水，加强节水管理工作，提高用水效率。

九、废止现行有关标准的建议；

无。



十、其他应予说明的事项。

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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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长江中下游区
	位于淮河－伏牛山以南，福州－英德－梧州一线以北，鄂西北地－雪峰山一线以东，包括河南南部、江苏、安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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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华南区
	位于福州－大埔－英德－百色－新平－盈江一线以南，包括福建东南部、海南、台湾、广东中部及南部、广西南部
	8
	甘新区
	位于包头－盐池－天祝一线以西，祁连山－阿尔金山以北，包括新疆全部、甘肃河西走廊、宁夏中北部及内蒙古西
	9
	青藏区
	包括西藏自治区、青海省大部、甘肃省甘南自治州及天祝、肃南县、四川省西部、云南西北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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