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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工作简况 

（一）任务来源 

根据山东省市场监督管理局 2020 年 12 月 21 日印发的《关于印

发 2020 年第二批地方标准制修订计划项目的通知》（鲁市监标函

〔2020〕329 号），山东省水利科学研究院承担的《山东省服务业用

水定额系列标准》（编号：鲁市监标函〔2020〕329 号附件-10）获准

立项，《服务业用水定额 第 4 部分：公共设施管理及社会工作》为山

东省服务业用水定额系列标准之一。 

《服务业用水定额 第 4 部分：公共设施管理及社会工作》由山

东省水利科学研究院牵头，山东省水利厅提出、归口并组织实施。 

（二）起草单位和主要起草人任务分工 

本文件主要由山东省水利科学研究院负责组织起草。 

本文件主要起草单位：山东省水利科学研究院、山东省城镇供排

水协会、淄博市河湖长制保障服务中心、威海市水利事务服务中心、

寿光市水利局、山东省园林绿化协会等。 

任务分配：主要起草单位山东省水利科学研究院负责用水定额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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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组织开展调研、会议等工作；山东省城镇

供排水协会、淄博市河湖长制保障服务中心、威海市水利事务服务中

心、寿光市水利局、山东省园林绿化协会主要参与基础资料收集和调

研及标准草案编写。 

主要起草人及任务分工如下表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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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1-1 主要起草人员统计表 

顺序 姓名 所在单位 任务分工 

1 仇钰婷 山东省水利科学研究院 用水定额标准及编制说明编写、汇总 

2 李福林 山东省水利科学研究院 项目负责人 

3 陈华伟 山东省水利科学研究院 技术负责人 

4 李晶 山东省水利科学研究院 项目管理 

5 周红霞 山东省城镇供排水协会 绿化管理、垃圾房定额调研、资料收集 

6 张立晶 威海市水利事务服务中心 
道路场地浇洒、公厕清洁用水调研、资料

收集 

7 楚冬梅 山东省水利科学研究院 参与编制说明编写 

8 耿晓林 山东省水利科学研究院 社会工作用水调研、资料收集 

9 傅世东 山东省水利科学研究院 社会工作用水定额编写 

10 王开然 山东省水利科学研究院 参与编制说明文本编写 

11 刘小进 
淄博市河湖长制保障服务中

心 
城市公园定额调研、资料收集 

12 房荣 
淄博市河湖长制保障服务中

心 
城市公园定额调研、资料收集 

13 姚军超 威海市水利事务服务中心 
绿化管理、道路场地浇洒、公厕清洁用水

调研、资料收集 

14 张有功 寿光市水利局 绿化管理定额调研、资料收集 

15 吴振 山东省水利科学研究院 参与标准草案编写 

16 仕玉治 山东省水利科学研究院 参与标准草案编写 

17 张欣 山东省水利科学研究院 养老院用水调研、资料收集 

18 卢宁 威海市水利事务服务中心 
绿化管理、垃圾房清洗定额调研、资料收

集 

19 张永亮 山东省园林绿化协会 城市公园定额调研、资料收集 

20 王琳琳 山东省园林绿化协会 城市公园定额调研、资料收集 

 

（三）起草过程 

本次山东省《服务业用水定额 第 4 部分：公共设施管理及社会

工作》编制工作，在省水利厅统一组织下，由山东省水利科学研究院

负责完成，大体经历了以下八个阶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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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组织部署阶段 

2022 年 4 月山东省水利科学研究院成立编制组，参加人员内部

进行了多次讨论，制定了工作方案，明确本次定额修订工作采取资料

上报与典型调查相结合的工作路线。 

2、资料采集阶段  

2022 年 5 月至 6 月，标准编制组对省内用水定额待制定/修订用

水类别名录里的服务业开展调研工作，摸清拟调研行业整体情况及在

省内和全国所处的位置，经营模式和用水现状。然后向正常工作的用

水单位全部发出调研函，发放了用水情况调查表。同时收集、研究和

分析了《中国人民共和国水法》《山东省节约用水条例》及《国民经

济行业分类》《用水定额编制技术导则》等法律法规和规范标准。 

3、资料汇总整理阶段 

2022 年 6 月~7 月，针对基础调查资料，标准编制组进行了分类

汇总工作。在此过程中，将用水户按行业、服务、经营规模等进行分

类，并对比其用水状况。对于数据明显有误的，与当地水资源管理部

门和用水单位沟通并给予核实修正，无法核实的按剔除处理。 

4、典型调研阶段 

标准编制组于 2022 年 7 月至 8 月先后在山东省济南、淄博、滨

州、潍坊、济宁、德州、烟台等地市进行现场服务业调研。在调查过

程中，标准编制组成员积极展开座谈，力求掌握取水水源、用水环节、

用水报表等第一手资料，同时了解相关经营模式。 

5、用水定额试编制阶段 

2022 年 9 月，根据调研结果，分析各用水单位用水水平，并与

国标、行标、节水型单位标准、山东省原定额及其他地市地方标准比

较，向有关专家咨询，以确定定额的合理性，编制完成标准初稿。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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稿完成后，经编制小组反复研讨和修改形成征求意见稿。 

6、专家咨询与征求意见阶段 

在征求意见稿后，2022 年 9 月邀请行业协会以及相关专家针对

编制的定额进行咨询，共向 55 个单位及专家征求意见，征求意见过

程为 2 个月。2022 年 11 月，收到回函的单位或专家数共 41 个，其

中有意见或建议的单位或专家数共 12 个。根据行业专家提出的意见

和建议进行修改完善后，广泛征求相关行业协会、用水单位和水行政

主管部门意见。 

7、形成送审稿阶段 

2022 年 12 月~2023 年 1 月，根据山东省市场监督管理局、相关

行业协会、用水单位和水行政主管部门的反馈意见修改完善后，形成

《服务业用水定额 第 4 部分：公共设施管理及社会工作》（送审稿）。 

8、形成报批稿阶段 

2023 年 2 月 9 日，山东省水利厅在济南组织召开《服务业用水

定额 第 4 部分：公共设施管理及社会工作》审查会议。标准编制组

针对专家提出的意见和建议修改完成《服务业用水定额 第 4 部分：

公共设施管理及社会工作》（报批稿）。 

二、地方标准制定目的和意义 

2021年，山东省服务业实现增加值43880亿元，比上年增长9.2%，

高于全国 1.0 个百分点；两年平均增长 6.5%，高于全国 1.5 个百分点；

占全省 GDP 的比重为 52.8%，对全省经济增长的贡献率达 59.5%。 

实行用水定额管理制度是节约用水的一项基础性工作，其主要目

的是为了加强水资源科学管理、节约用水，提高用水效率，减少水污

染，保护水环境，实现水资源的优化配置，以缓解水资源的供需矛盾，

也是为实施取水许可制度、下达用水计划和编制水资源综合规划等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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项工作提供科学依据。同时用水定额也是反映国民经济发展和科学技

术进步的重要指标，为提高我省服务业用水定额标准的覆盖性和应用

的时效性，需要适时编制或修订行业用水定额，主要体现在以下几个

方面： 

一是行业用水效率有了不同程度的变化。随着节约用水工作的推

进、最严格水资源管理制度的实施、产业升级与技术进步、节能减排

和清洁生产工作逐步深入，我省服务业各行业用水水平有了不同程度

的提高，适时修订或编制取水定额标准，有利于促进服务业节约用水

进一步深入发展； 

二是社会用水结构出现新的变化。随着经济社会快速发展，我省

服务业用水结构出现了新的变化，部分用水环节及用水定额发生了较

大变化，部分服务业用水定额与当前用水实际已有较大差距，有的“偏

紧”、也有的“宽松”，都需要加以修订； 

三是切实贯彻落实最严格水资源管理制度的需要。贯彻落实《国

务院关于实行最严格水资源管理制度的意见》、《国家节水行动方案》，

为实施最严格的水资源管理制度提供科技支撑，需要总结近年来服务

业用水定额实施的经验和不足，在科学分析的基础上，根据变化了的

用水情势对现有定额做进一步的修订与完善。 

总之，促进全社会、全行业达到节水、减排、降损、增效的目标，

根据行业分类和已制定的行业用水定额种类，结合我省服务业结构和

用水特点，从当地经济社会发展实际和水资源条件出发，制定我省服

务行业用水定额，建立重点突出、科学合理的用水定额体系。这对促

进我省经济社会发展、合理开发并有效利用水资源、保护生态环境、

进行节水型社会建设具有重要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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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地方标准编制原则、主要技术内容和确定依据 

（一）基本原则 

本次定额编制遵循以下原则： 

（1）系统性与客观性原则 

用水定额编制应当覆盖本省主要用水行业，具有广度和深度，类

别划分准确、恰当，层次合理、分明。本次用水定额编制的依据、数

据都要来源于客观实际，用水定额在保持先进的情况下，力求高低适

中，符合客观现实，符合山东省的水资源形势，并能和本地当时的社

会经济水平相适应，既科学合理又客观现实。 

（2）先进性与科学性原则 

用水定额编制应调研各行业服务在先进技术下的用水情况，充分

考虑各行业用水发展方向，符合节约用水的发展趋势。用水定额编制

应严格依据《用水定额编制技术导则》（GB/T 32716-2016）要求，采

取科学的方法和程序，开展大量的调研工作，在保证生产生活基本用

水需求的同时，综合考虑经济成本和用水户承受能力。 

（3）实用性与可操作性原则 

针对山东省用水实际情况和建设节水型社会的要求，紧密结合服

务业用水情况，逐步编制和不断完善符合各行业用水实际的定额标

准。制定的用水定额以现阶段所能达到的管理水平和新技术、新工艺

为基础，考虑大多数用水户通过努力可以达到、部分用水户可以超额

的水平，惩罚浪费，以促进水资源和社会经济的可持续发展。 

（4）规范性原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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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符合标准化文件的结构、起

草原则和表述规则、编排格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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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突出重点并严于国家或行业强制性用水标准原则 

对于国家或者行业已经制定相应行业或产品强制性取用水定额

标准的，我省编制的用水定额应较国家或者行业强制性用水标准严

格。 

（6）逐步完善原则 

制定用水定额并形成用水定额体系，需要一个由粗到细、由浅入

深从而逐步完善的过程。本次定额编制是对上次定额制定成果的一次

完善，对于推动山东省取水定额实施管理具有重要意义。但同时也要

认识到，本次编制仍需要接受实践检验，并按照逐步完善的原则在适

当的时候继续加以修订。 

（二）确定依据 

本次依据国家和地方有关法律法规和政策性文件以及标准规范

等，制修订的标准内容符合现行法律、法规要求。 

1、法律法规、政策性文件 

（1）《中华人民共和国水法》（1988 年发布，2002 年修订，2009

年修正，2016 年修正） 

（2）《取水许可和水资源费征收管理条例》（2006 年发布，2017

年修正） 

（3）《地下水管理条例》（2021 年） 

（4）《山东省水资源条例》（2017 年） 

（5）《山东省节约用水条例》（2021 年） 

（6）《山东省用水总量控制管理办法》（2010 年发布，2018 年修

订） 

（7）《国务院关于实行最严格水资源管理制度的意见》（国发

〔2012〕3 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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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水利部关于严格用水定额管理的通知》（水资源〔2013〕

268 号） 

（9）《水利部办公厅关于做好用水定额评估工作的通知》（办资

源函〔2015〕820 号） 

（10）《关于推行合同节水管理促进节水服务产业发展的意见》 

(发改环资〔2016〕1629 号) 

（11）《国家节水行动方案》（发改环资规〔2019〕695 号） 

（12）《山东省水利厅关于进一步加强节水评价和计划用水管理

工作的通知》（鲁水节函字〔2020〕12 号） 

（13）《山东省节约用水条例》（2021 年） 

（14）《水利部关于进一步加强水资源论证工作的意见》水资管

〔2020〕225 号） 

（15）《“十四五”节水型社会建设规划》（发改环资〔2021〕1516

号） 

（16）《山东省人民政府关于印发山东省“十四五”水利发展规划

的通知》（鲁政字〔2021〕157 号） 

（17）《关于印发黄河流域水资源节约集约利用实施方案的通知》

（发改环资〔2021〕1767 号） 

（18）《水利部关于实施黄河流域深度节水控水行动的意见》（水

节约〔2021〕263 号） 

（19）《水利部 国家发展改革委关于印发“十四五”用水总量和强

度双控目标的通知》（水节约〔2022〕113 号） 

2、规范标准 

（1）《用水单位水计量器具配备和管理通则》（GB 24789-2009） 

（2）《民用建筑节水设计标准》（GB 50555-20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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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公园设计规范》（GB 51192-2016） 

（4）《公共场所设计卫生规范》（GB 37489-2019） 

（5）《建筑给水排水设计标准》（GB 50015-2019） 

（6）《建筑给水排水与节水通用规范》（GB 55020-2021） 

（7）《企业水平衡测试通则》（GB/T 12452-2008） 

（8）《节水型社会评价指标体系和评价方法》（GB/T 28284-2012） 

（9）《节水型卫生洁具》（GB/T 31436-2015） 

（10）《城市节水评价标准》（GB/T 51083-2015） 

（11）《用水定额编制技术导则》（GB/T 32716-2016） 

（12）《国民经济行业分类》（GB/T 4754-2017） 

（13）《建筑节水产品术语》（GB/T 35577-2017） 

（14）《节水型企业评价导则》（GB/T 7119-2018） 

（15）《公共机构节水管理规范》（GB/T 37813-2019） 

（16）《游泳场所节水管理规范》（GB/T38802-2020） 

（17）《全国用水定额汇编》（2020 年） 

（18）《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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三）主要技术内容 

1、范围 

根据《用水定额编制技术导则》（GB/T32716-2016）、《国民经济

行业分类》（GB/T4754-2017），按照《水利部关于严格用水定额管理

的通知》（水资源〔2013〕268 号）要求，在编制《服务业用水定额 第

4 部分：公共设施管理及社会工作》过程中，对行业分类及名称进行

重新梳理，最终确定制定 N78 公共设施管理业及 Q85 社会工作，共

计 2 个大类的用水定额，涉及用水类别 7 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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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定额制定 

（1）定额指标确定方法 

本次用水定额编制，采用“适当照顾现状、有利促进节水”的可行

性原则，对采集的基础数据进行分类汇总，结合现场调研的实际情况，

采用一次平均、二次平均、倒二次平均的方法计算单位服务取水量，

同时结合冒泡排序法、典型样板法和专家咨询法确定定额值，具体步

骤如下： 

第一步：对用水单位常规年的实际用水资料进行数据合理性分

析，确定有效样本的单位服务取水量，按一次平均、二次平均、倒二

次平均分析计算得到用水定额值。 

第二步：计算得到用水定额值后，经过广泛征求意见，并综合考

虑山东省的水资源条件、社会经济发展水平、用水户定额通过率及定

额的可操作性等因素，确定用水定额值。 

第三步：将定额编制参照值与国标、节水管理规范及其他省市定

额值相比较，若明显高于或低于相关标准和规范性文件的用水定额，

则综合考虑我省服务业单位实际用水水平，按实际可行的原则确定用

水定额指标。 

综合上述情况，本次定额编制主要以用水单位水资源论证和调查

数据为依据，并根据《水利部关于严格用水定额管理的通知》（水资

源〔2013〕268 号），通用用水定额一般应以行业内 80%以上用水户

达到为标准，先进用水定额一般应以行业内 10%~20%以上用水户达

到为标准。当样本用水户个数不少于 5 个时，利用冒泡法将各用水户

单位服务业取水量进行排序，并同步（插值）计算 20%、80%通过率

的用水定额，以 80%以上用水户达到的单位服务取水量为通用定额参

照值，以 10%~20%以上用水户达到的单位服务业取水量为先进定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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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照值。 

（2）用水定额分析 

① 城市公园用水定额 

2020 年山东省城市公园共 1299 个，占全国的 6.6%，位列全国第

三；从公园面积来看，山东省公园面积位列全国第三，为 4.8 万公顷。

山东省城市公园行业可利用水源主要有市政供水、地下水、地表水、

再生水及雨水。城市公园行业的主要用水类型为公共用水、绿化用水、

清洁用水。 

1）术语和定义 

城市公园指城市范围内，向公众开放，以游憩为主要功能，有较

完善的设施，兼具生态、美化等作用的绿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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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文件城市公园用水定额取水量计算范围为“用水户从各种水源或不同

蓄水、引水、调水、供水工程获取的以及用水户从市场购得的其他水

或水的产品（如蒸汽、热水），并被该用水户第一次利用的水量”，根

据调研行业取水水源实际情况，进一步明确“各种水源包括地表水（含

集蓄雨水）、地下水（含地下热水）、客水（过境水、引黄水、引江水）

等。不同蓄水、引水、调水、供水工程包括水库工程、闸坝蓄水工程、

输供水工程、引调水工程及城镇供水工程。”。 

3）用水结构 

通过文献调研、专家咨询及现场调研等方式，对城市公园用水结

构及用水规律特点进行分析，城市公园用水主要包括公共用水、绿化

用水、清洁用水三大部分。公共用水主要为洗手间用水；绿化用水主

要为花草树木浇灌的用水，各个公园在绿化环境上存在差异，以及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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否有湖泊、河道，导致用水量在季节上差异较大；清洁用水主要为道

路、广场等的清洗用水，各公园清洁用水的多少和公园的道路铺装面

积、清洁的频率呈正相关。 

4）计算方法 

单位时间内，按公园管理面积核算的单位面积用水量，按式（1）

计算： 

…………………………(1) 

式中： 

——公园单位面积用水量，单位为 m³/m2； 

——公园用水量，单位为 m3； 

——公园面积，单位为 m2； 

5）定额分析计算  

城市公园用水定额确定方法主要通过分析城市公园用水环节，考

虑气候季节、地理位置等影响因素，分析不同用水单位的用水行为特

征。本次共调研城市公园 30 个，剔除调研数据中明显偏离的数据后，

选取数据完整的典型样本 23 个，根据各用水户用水量数据情况，对

单位用水量进行分析计算，统计分析结果见表 3-1。 

根据《用水定额编制技术导则》（GB∕T 32716-2016），考虑城市

公园养护实际，公园每月的养护用水量差异较大，全年总用水量相对

稳定，确定城市公园用水定额单位为 m³/ m2•a。 

根据《用水定额编制技术导则》（GB∕T 32716-2016），结合统计

分析，以各用水行为平均水平为基础，按照通过率 70%~80%之间确

定用水定额通用值，20%以下用水户定额通过率确定用水定额先进

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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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3-1  城市公园用水定额统计分析表 

单位序号 
年用水量 

（m3） 

公园面积 

（m2） 

单位面积用水量

（m³/m2） 
备注 

 

1 796713 1250000 0.64     

2 283000 452800 0.63     

3 136917 300000 0.46     

4 54000 125000 0.43     

5 95000 226000 0.42     

6 139000 695970 0.20     

7 359000 1411400 0.25     

8 115000 447000 0.26     

9 873280 4250000 0.21     

10 36762 119214 0.31     

11 89000 133000 0.67     

12 105000 166000 0.63     

13 195000 960000 0.20     

14 8555 83000 0.10     

15 17500 148000 0.12     

16 85946 307850 0.28     

17 94240 440000 0.21     

18 328600 1109328 0.30     

19 19024 75509.35 0.25     

20 20000 32000 0.63    

21 165000 467000 0.35     

22 27000 181300 0.15     

23 500000 1660000 0.30     

一次平均值 0.35 通过率 61%  

二次平均值 0.21  通过率 27%  

倒二次平均值 0.54 通过率 81%  

冒泡法 0.20  通过率 19%  

冒泡法 0.54  通过率 81%  

插值法 0.20  通过率 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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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3-1  城市公园用水定额统计分析表 

单位序号 
年用水量 

（m3） 

公园面积 

（m2） 

单位面积用水量

（m³/m2） 
备注 

插值法 0.50  通过率 80%  

《上海市用水定额（试行）》 

（沪水务〔2019〕1408 号） 

9.00 L/ m2·月 先进值  

46.20 L/ m2·月 通用值  

《陕西省行业用水定额（修订稿）》 

（DB61/T 943-2020) 

2.00 L/ m2·d 先进值  

5.40 L/ m2·d 通用值  

《广东省地方标准 用水定额 第 3 部分：生活》（DB44/T 

1461.3-2021） 

0.14 m³/ m2 先进值  

0.28 m³/ m2 通用值  

推荐定额标准 
0.2 m³/m2 先进值  

0.5 m³/m2 通用值  

 

利用冒泡排序法计算各样本通过率，并差值计算 20%、80%通过

率下城市公园单位面积年用水量，确定用水定额先进参考值为

0.2m³/m2，通用参考值为 0.5m³/m2。对比其他省份用水定额参考值，

山东省用水定额先进参考值及通用参考值均高于 《上海市用水定额

（试行）》（沪水务〔2019〕1408 号）及《广东省地方标准 用水定额 

第 3 部分：生活》（DB44/T 1461.3-2021）城市公园用水定额参考值，

优于《陕西省行业用水定额（修订稿）》（DB61/T 943-2020)城市公园

用水定额参考值。 

② 水上主题公园用水定额 

山东省水上主题公园正处于快速发展阶段。其特点是以城市化的

快速发展为支撑，数量快速增长，规模越来越大，地域上靠近济南、

青岛等经济较发达城市，主要满足家庭和本地市场的休闲娱乐需求。

近年来，省内较发达的消费市场逐步趋于饱和，新建项目特别是大型

项目逐步减少，省会周边城镇居民对水上乐园的需求将逐渐成为消费

区域市场的主流，水上游乐市场逐步城镇化、小型化、个性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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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术语和定义 

水上主题公园指多数娱乐设施与水有关，进行水上娱乐活动的主

题公园。常见娱乐设施有：水上乐园滑梯、造浪设备、漂流河、戏水

小品、滑板冲浪、互动水屋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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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文件水上主题公园用水定额取水量计算范围为“用水户从各种水源或

不同蓄水、引水、调水、供水工程获取的以及用水户从市场购得的其

他水或水的产品（如蒸汽、热水），并被该用水户第一次利用的水量”，

根据调研行业取水水源实际情况，进一步明确“各种水源包括地表水

（含集蓄雨水）、地下水（含地下热水）、客水（过境水、引黄水、引

江水）等。不同蓄水、引水、调水、供水工程包括水库工程、闸坝蓄

水工程、输供水工程、引调水工程及城镇供水工程。”。 

3）用水结构 

通过文献调研、专家咨询及现场调研等方式，对水上主题公园用

水结构及用水规律特点进行分析，水上主题公园用水类型包括娱乐设

施用水、淋浴用水及其他杂用水，用水占比约为 65%、30%和 5%，

目前大部分水上主题公园计量情况无法拆分娱乐设施用水量、淋浴用

水及其他杂用水量。 

4）计算方法 

水上主题公园用水定额指单位时间内，单位娱乐设施容积日用水

量，按式（2）计算： 

………………………………（2） 

式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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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水上主题公园单位容积用水量，单位为 L/(m3 ·d)； 

——水上主题公园用水量，单位 m3； 

——娱乐设施容积，单位为 m3。 

——水上公园开放时间，单位为 d。 

5）定额计算 

本文件水上主题公园用水定额确定方法主要通过分析水上主题

公园用水环节，分析不同用水单位的用水行为特征。本次共调研水上

主题公园 11 个，剔除不合理数据 3 个，选取有代表性的典型单位 8

个，运营模式覆盖室内运营、室外运营、室内室外结合运营。根据各

用水户用水量数据情况，对单位用水量进行分析计算，统计分析结果

见表 3-2。 

通过文献调研，影响水上主题公园年用水量的因素有建筑面积、

娱乐设施面积、娱乐设施容积、年接待人次等。结合调研数据，采用

Spearman 相关性分析法，计算年用水量与上述因素的相关性，散点

图如图 1 所示。可以看出，水上主题公园用水量与建筑面积的相关系

数ρ为 0.190 且通过显著性检验（P<0.05），相关性较弱；用水量与娱

乐区面积的相关系数 ρ 为 0.667 且通过显著性检验（P<0.05），相关性

较弱；用水量与人次、娱乐设施容积的相关系数ρ分别为 0.738 和

0.762 且通过显著性检验（P<0.05），均有较强的相关性，其中用水量

与娱乐设施容积的相关性最强。此外，考虑到大部分水上主题公园未

统计实际接待人次，且数据核实困难，因此，确定水上主题公园用水

定额单位为单位娱乐设施容积用水量（L/m³•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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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 水上主题公园年用水量与建筑面积、娱乐设施面积、娱乐设施容积、

年接待人次的相关性 

根据《用水定额编制技术导则》（GB∕T 32716-2016），结合统计

分析，以各用水行为平均水平为基础，按照通过率 70%~80%之间确

定用水定额通用值，20%以下用水户定额通过率确定用水定额先进

值。 

表 3-2  水上主题乐园用水定额统计分析表 

单位序

号 

水上主题公园年用

水量（m3） 

娱乐设

施容积 

（m³） 

开放天数 

(d) 

单位娱乐设施

容积用水量

（L/m³·d） 

备注 

 

1 129536  15500 90 92.86     

2 174988  11862 170 86.78     

3 89288 5396 168 98.49     

4 75038 4126 180 101.04     

5 22088 3500 75 84.15     

6 40726 5000 90 90.50     

7 3089  774 40 99.77     

ρ=0.762 ρ=0.667 

ρ=0.190

0 

ρ=0.73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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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3-2  水上主题乐园用水定额统计分析表 

单位序

号 

水上主题公园年用

水量（m3） 

娱乐设

施容积 

（m³） 

开放天数 

(d) 

单位娱乐设施

容积用水量

（L/m³·d） 

备注 

8 73250 15000 56 87.20   

一次平均值 92.60  通过率 55%  

二次平均值 87.16  通过率 27%  

倒二次平均值 98.04  通过率 73%  

冒泡法 86.78 通过率 18%  

冒泡法 98.49  通过率 82%  

插值法 87.10  通过率 20%  

插值法 98.20  通过率 80%  

《上海市用水定额（试行）》 

（沪水务〔2019〕1408 号） 

运营期间 
10.7 L/m2·d 先进值  

21.7 L/m2·d 通用值  

非运营期间 
2.4 L/m2·d 先进值  

1.0 L/m2·d 通用值  

推荐定额标准（运营期） 
87 L/m³·d 先进值  

98 L/m³·d 通用值  

 

利用冒泡法排序计算各用水单位的通过率，并按照 20%、80%通

过率插值，确定用水定额先进参考值为 87 L/（m³•d），用水定额通用

参考值为 98 L/（m³•d）。 

③ 绿化管理用水定额 

近年来，山东省的城市绿化建设卓有成效，基本形成了乔灌草结

合、宿根花卉搭配、四季皆有景观、错落有致的城市绿化景观。2020

年山东省绿地覆盖面积 29.95 万公顷，建城区绿地面积覆盖率达

41.6%，位居全国第三。 

1）术语和定义 

绿化管理是指防护绿地、广场绿地、附属绿地、区域绿地等，包

括日常绿化养护管理、绿化翻新改造、花木种植、环境布置方面的建

设、养护和管理工作。 

2）取水量计算范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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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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文件绿化管理用水定额取水量计算范围为“用水户从各种水源或不同

蓄水、引水、调水、供水工程获取的以及用水户从市场购得的其他水

或水的产品（如蒸汽、热水），并被该用水户第一次利用的水量”，根

据调研行业取水水源实际情况，进一步明确“各种水源包括地表水（含

集蓄雨水）、地下水（含地下热水）、客水（过境水、引黄水、引江水）

等。不同蓄水、引水、调水、供水工程包括水库工程、闸坝蓄水工程、

输供水工程、引调水工程及城镇供水工程”。 

3）用水结构 

通过文献调研、专家咨询及现场调研等方式，对绿化管理用水结

构及用水规律特点进行分析，绿化管理用水包括绿化养护管理、绿化

翻新改造、花木种植、环境布置方面等用水量。 

4）计算方法 

绿化管理用水定额是指在单位时间内，按绿化管理面积核算的单

位面积日用水量，按式（3）计算 

…………………………(3) 

 

式中： 

——绿化管理单位面积日用水量，单位为 L/(m2·d)； 

——绿化管理用水量，单位为 m3； 

——绿化管理面积，单位为 m2； 

——绿化管理用水天数，单位为 d。 

5）定额计算 

本次共收集山东省内济南、青岛、淄博等 30 个县（市、区）

2018-2020 年部分绿化管理面积及其相应用水量，如表 3-3 所示。根

据各地市 2018-2020 年绿化管理用水量数据平均水平，对单位用水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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进行分析计算，统计分析结果见表 3-4。 

参考水利部用水定额《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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考虑绿化养护实际情况，

确定绿化管理用水定额单位为 L/(m2•d)。 

根据《用水定额编制技术导则》（GB∕T 32716-2016），结合统计

分析，以各用水行为平均水平为基础，按照通过率 70%~80%之间确

定用水定额通用值，20%以下用水户定额通过率确定用水定额先进

值。 

表 3-3 绿化管理用水统计表 

县（市、区）

序号 

2018 年 2019 年 2020 年 

绿地面积 

（km2） 

生态用水 

(万 m³) 

绿地面积 

（km2） 

生态用

水 

(万 m³) 

绿地面

积 

（km2） 

生态用

水 

(万 m³) 

1 70 2830 70 2935 69 2888 

2 57 2782 58 2590 58 2433 

3 5 321 5 309 4 314 

4 4 107 4 105 4 108 

5 3 103 3 108 3 102 

6 18 1298 19 1350 18 1322 

7 13 1201 14 1198 13 1278 

8 16 996 17 999 15 1076 

9 40 1023 41 1070 39 1074 

10 20 1668 20 1713 20 1812 

11 10 901 10 925 9 884 

12 7 512 7 553 7 503 

13 18 915 18 841 18 856 

14 7 503 7 565 6 582 

15 6 399 7 344 6 383 

16 2 130 2 137 2 139 

17 15 1015 18 1028 21 1030 

18 7 630 7 629 4 639 

19 20 1289 20 1296 20 1299 

20 16 622 16 615 16 606 

21 14 566 16 559 12 569 

22 6 209 7 205 6 2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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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3-3 绿化管理用水统计表 

县（市、区）

序号 

2018 年 2019 年 2020 年 

绿地面积 

（km2） 

生态用水 

(万 m³) 

绿地面积 

（km2） 

生态用

水 

(万 m³) 

绿地面

积 

（km2） 

生态用

水 

(万 m³) 

23 11 460 11 455 11 441 

24 47 1799 47 1758 43 1783 

25 32 2611 32 2633 32 2602 

26 16 906 16 900 16 905 

27 20 1379 20 1377 20 1363 

28 6 364 6 360 6 365 

29 28 1380 28 1382 28 1392 

30 20 1395 21 1308 20 1339 

 

表 3-4 绿化管理用水定额统计分析表 

县（市、区）

序号 

绿地面积 

（km2） 

生态用水 

（万 m³） 

用水定额 

（L/m2·d) 
备注 

1 69.63 2884.33 1.13  

2 57.51 2601.67 1.24  

3 4.62 314.67 1.87  

4 3.73 106.67 0.78  

5 3.25 104.33 0.88  

6 18.35 1323.33 1.98  

7 13.47 1225.67 2.49  

8 15.90 1023.67 1.76  

9 39.88 1055.67 0.73  

10 20.41 1731.00 2.32  

11 9.50 903.33 2.61  

12 6.81 522.67 2.10  

13 17.98 870.67 1.33  

14 6.52 550.00 2.31  

15 6.24 375.33 1.65  

16 1.67 135.33 2.22  

17 17.90 1024.33 1.57  

18 5.78 632.67 3.00  

19 20.00 1294.67 1.77  

20 15.97 614.33 1.05  

21 13.97 564.67 1.11  

22 6.11 208.00 0.93  

23 11.32 452.00 1.0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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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3-4 绿化管理用水定额统计分析表 

县（市、区）

序号 

绿地面积 

（km2） 

生态用水 

（万 m³） 

用水定额 

（L/m2·d) 
备注 

24 45.59 1780.00 1.07  

25 32.24 2615.47 2.22  

26 15.80 903.67 1.57  

27 19.91 1373.10 1.89  

28 6.17 362.96 1.61  

29 27.56 1384.67 1.38  

30 20.51 1347.33 1.80  

一次平均值 1.65 通过率 46% 

二次平均值 1.16 通过率 26% 

倒二次平均值 2.15 通过率 66% 

冒泡法 1.09 通过率 20% 

冒泡法 2.22 通过率 8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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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5 先进值 

3.6 通用值 

《上海市用水定额（试行）》  

（沪水务〔2019〕1408 号） 

0.45 先进值 

1.14 通用值 

《广东省地方标准 用水定额 第 3 部分：生活》 

（DB44/T 1461.3—2021） 

0.7 先进值 

2.0 通用值 

《陕西省行业用水定额》 

（DB61/T 943-2020) 

1.2 先进值 

3.3 通用值 

《河南省地方标准 工业与城镇生活用水定额》 

(DB41/T 385-2020) 

0.73 豫北区 先进值 

0.81 豫北区 通用值 

0.57 豫西区 先进值 

0.65 豫西区 通用值 

0.51 豫中、东区 先进值 

0.60 豫中、东区 通用值 

0.38 豫南区 先进值 

0.45 豫南区 通用值 

《安徽省行业用水定额》（DB34/T 679-2019） 0.9 m³/㎡·a 

推荐定额标准 
1.1 先进值 

2.2 通用值 

利用冒泡法排序计算各用水单位的通过率，并按照 20%、80%通

过率确定用水定额先进参考值为 1.1L/（m³•d），用水定额通用参考值

为 2.2L/（m³•d）。 



 

24 

 

我省绿化管理用水定额先进参考值及通用参考值优于《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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陕西省行业用水定额》（DB61/T 943-2020）中绿化管理相

应定额参考值；高于河南省及其他南方地区相应用水定额参考值。 

④ 垃圾房清洗用水定额 

截至 2021 年，山东省已配置分类垃圾桶 360 万余个、新建（改

造）生活垃圾分类收集房（亭）3.6 万个、配置分类运输车辆 1 万余

辆，正在运行的生活垃圾处理场（厂）总设计处理能力 8.6 万吨/日，

建成厨余垃圾处理设施处理能力 6000 余吨/日。 

1）术语和定义 

垃圾房指多种垃圾分类汇集的建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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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文件垃圾房清洗用水定额取水量计算范围为“用水户从各种水源或不

同蓄水、引水、调水、供水工程获取的以及用水户从市场购得的其他

水或水的产品（如蒸汽、热水），并被该用水户第一次利用的水量”，

根据调研行业取水水源实际情况，进一步明确“各种水源包括地表水

（含集蓄雨水）、地下水（含地下热水）、客水（过境水、引黄水、引

江水）等。不同蓄水、引水、调水、供水工程包括水库工程、闸坝蓄

水工程、输供水工程、引调水工程及城镇供水工程。”。 

3）用水结构 

通过文献调研、专家咨询及现场调研等方式，对垃圾房清洗用水

结构及用水规律特点进行分析，垃圾房清洗用水包括垃圾房地面、墙

面清洁、垃圾桶及垃圾车清洁等。 

4）计算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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垃圾房清洗用水定额是指单位时间内，单位面积垃圾房清洗用水

量，按式（4）计算： 

 

………………………….(4) 

式中： 

——垃圾房清洗单位面积日用水量，单位为 L/(m2·d)； 

——垃圾房清洗用水量，单位为 m3； 

——垃圾房面积，单位为 m2； 

5）定额计算 

本次共调研垃圾房 24 个，根据各用水户用水量数据情况，对单

位用水量进行分析计算，统计分析结果见表 3-5。 

考虑垃圾房清洗实际情况，垃圾房清洗频率为 1~2 次/d，因此确

定垃圾房清洗用水定额单位为（L/㎡•d）。根据《用水定额编制技术

导则》（GB∕T 32716-2016），结合统计分析，以各用水行为平均水平

为基础，按照通过率 70%~80%之间确定用水定额通用值，20%以下

用水户定额通过率确定用水定额先进值。 

表 3-5 垃圾房清洗用水定额统计分析表 

单位序号 
垃圾房清洗用水

量（m3） 
垃圾房面积（㎡） 

垃圾房清洗单

位面积用水量

（L/㎡·d） 

备注 

1 92 70 3.6   

2 49 53 2.53   

3 48 42  3.1   

4 75 80 2.57   

5 46 60 2.1   

6 25 55 1.25   

7 23 62 1.02   

8 25 57 1.2   

9 15 20 2.05   

10 50 65 2.11   

11 53 70 2.0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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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3-5 垃圾房清洗用水定额统计分析表 

单位序号 垃圾房清洗用水

量（m3） 

垃圾房面积（㎡） 垃圾房清洗单

位面积用水量

（L/㎡·d） 

备注 

12 52 124  1.15   

13 40 40 2.74   

14 31 39  2.17   

15 21 20  2.92   

16 65 121  1.47   

17 67 105  1.75   

18 91 129  1.94   

19 32 27  3.28   

20 74 89  2.28   

21 39 86  1.24   

22 53 55  2.66   

23 54 111  1.33   

24 44 34  3.51   

一次平均值 2.17 通过率 54% 

二次平均值 1.59 通过率 29% 

倒二次平均值 2.85 通过率 79% 

冒泡法 1.33 通过率 22% 

冒泡法 2.85 通过率 81% 

插值法 1.21 通过率 20% 

插值法 2.85 通过率 80% 

《上海市用水定额（试行）》（沪水务〔2019〕1408 号） 1 通用值 

推荐定额标准 
1.2 先进值 

2.8 通用值 

 

利用冒泡排序法计算各样本垃圾房清洗单位面积日用量本通过

率，并按照 20%、80%通过率插值，确定用水定额先进参考值为 1.2L/

（m2•d），通用参考值为 2.8L/（m2•d）。对比《上海市用水定额（试

行）》（沪水务〔2019〕1408 号），我省先进用水定额参考值高于上海

市用水定额 1L/（㎡•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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⑤ 道路、场地浇洒用水定额 

1）术语和定义 

道路、场地浇洒指城乡道路、场地的清扫、浇洒等活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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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文件绿化管理用水定额取水量计算范围为“用水户从各种水源或不同

蓄水、引水、调水、供水工程获取的以及用水户从市场购得的其他水

或水的产品（如蒸汽、热水），并被该用水户第一次利用的水量”，根

据调研行业取水水源实际情况，进一步明确“各种水源包括地表水（含

集蓄雨水）、地下水（含地下热水）、客水（过境水、引黄水、引江水）

等。不同蓄水、引水、调水、供水工程包括水库工程、闸坝蓄水工程、

输供水工程、引调水工程及城镇供水工程”。 

3）计算方法 

道路、场地浇洒用水定额指单位时间内，按道路、场地浇洒面积

核算的单位面积日用水量，按式（5）计算： 

…………………………(5) 

——道路、场地浇洒单位面积日用水量，单位为 L/m2·d；  

 ——道路、场地浇洒总取水量，单位为 m3； 

——道路、场地浇洒面积，单位为 m2； 

4）定额计算 

根据调研用水户用水量数据情况，对单位用水量进行分析计算，

统计分析结果见下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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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3-6 道路、场地浇洒用水定额统计分析表 

单位

序号 

年浇洒次

数（次） 

单次浇洒

水量/m³ 

路面、场地面

积面积（m2） 

单位面积日用

水量 

（L/（m2·d）） 

备注 

1 1000 75 100000 2.05    

2 1000 42 50000 2.30    

3 1000 35 45000 2.13    

4 500 12 8000 2.05    

5 500 18 11000 2.24    

6 
每天冲洗 1 次，洒水 3

次，用水量 120m3 
63000 1.90    

7 
每天冲洗 1 次，洒水 3

次，用水量 280m3 
148000 1.89    

8 
每天冲洗 1 次，洒水 3

次，用水量 260m3 
135000 1.93    

9 
每天冲洗 1 次，洒水 3

次，用水量 80m3 
46000 1.74    

10 500 5 3500 1.96    

一次平均值 2.02  通过率 50% 

二次平均值 1.88  通过率 10% 

倒二次平均值 2.16  通过率 80% 

冒泡法 1.89  通过率 20% 

冒泡法 2.13  通过率 80% 

广西省城镇生活用水定额（DB45/T 679-2017) 
≤0.5 先进值 

≤1.5 通用值 

《江苏省服务业和生活用水定额（2019 年修订）》

（苏水节〔2020〕5 号） 

1.50  先进值 

2.00  通用值 

上海市水务局关于印发《上海市用水定额（试行）》

的通知（沪水务〔2019〕1408 号） 
1.00  通用值 

《水利部关于印发小麦等十项用水定额的通知》

（水节约〔2020〕9 号）《服务业用水定额：环境

卫生管理》 

2.00  通用值 

1.50  先进值 

《河南省地方标准 工业与城镇生活用水定额》 

(DB41/T 385-2020) 

2.0 通用值 

1.5 先进值 

《安徽省行业用水定额》(DB34/T 679-2019) 0.55m³/（㎡·a） 

《湖南省用水定额》（DB43/T 388-2020） 2.0 通用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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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3-6 道路、场地浇洒用水定额统计分析表 

单位

序号 

年浇洒次

数（次） 

单次浇洒

水量/m³ 

路面、场地面

积面积（m2） 

单位面积日用

水量 

（L/（m2·d）） 

备注 

1.5 先进值 

《山东省住宿、写字楼、娱乐等服务业用水定额》 

（DB37/T 4453-2021） 

2.0 通用值 

1.5 先进值 

推荐定额标准 
2.0 通用值 

1.5 先进值 

 

利用冒泡法排序计算各用水单位的通过率，在 20%、80%通过率

下用水定额参考值分别为 1.89L/（m2•d）、2.13L/（m2•d），高于水利

部《服务业用水定额：环境卫生管理》和其他省市道路、场地浇洒的

用水定额标准，因此，参考《水利部关于印发小麦等十项用水定额的

通知》（水节约〔2020〕9 号）《服务业用水定额：环境卫生管理》，

本次山东省内道路、场地浇洒用水定额确定为通用值 2.0 L/（m2·d），

先进值 1.5 L/（m2·d）。 

⑥ 公厕清洁用水定额 

1）术语和定义 

公共厕所（公厕）指在道路两旁或公共场所或居住区等处设置的

厕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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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文件绿化管理用水定额取水量计算范围为“用水户从各种水源或不同

蓄水、引水、调水、供水工程获取的以及用水户从市场购得的其他水

或水的产品（如蒸汽、热水），并被该用水户第一次利用的水量”，根

据调研行业取水水源实际情况，进一步明确“各种水源包括地表水（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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集蓄雨水）、地下水（含地下热水）、客水（过境水、引黄水、引江水）

等。不同蓄水、引水、调水、供水工程包括水库工程、闸坝蓄水工程、

输供水工程、引调水工程及城镇供水工程”。 

3）用水结构 

公厕清洁用水包括公共厕所使用冲洗用水，便器、洗手器具、扶

手、烘手机等设施的保洁用水。 

4）计算方法 

公厕清洁用水定额指单位时间内，按公厕使用人次核算的单位日

均人次用水量，按式（6）计算： 

…………………………(6) 

式中： 

——公厕清洁人均用水量，单位为 L/（人·次）； 

——公厕清洁用水量，单位为 m3； 

N——公厕日均使用人次，单位为人•次； 

5）定额计算 

本次共调研公厕 20 个，剔除明显不合理数据及不良用水数据，

选取不同规模且数据完整的公厕 10 个，根据各用水户用水量数据情

况，对单位用水量进行分析计算，统计分析结果见表 3-6。 

考虑公厕使用的实际情况，确定公厕清洁用水定额单位为 L/（人

•次）。根据《用水定额编制技术导则》（GB∕T 32716-2016），结合统

计分析，以各用水行为平均水平为基础，按照通过率 70%~80%之间

确定用水定额通用值，20%以下用水户定额通过率确定用水定额先进

值。统计分析结果见下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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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3-7 公厕清洁用水定额统计分析表 

单位序号 年用水量（m3） 
公厕日均使用

人次 

单位人次用水量 

（L/（人·次）） 
备注 

1 843 220 10.50   

2 790 240 9.02   

3 910 460 5.42   

4 4205 1100 10.47   

5 3745 1200 8.55   

6 2264 940 6.60   

7 1580 410 10.56   

8 550 230 6.55   

9 550 180 8.37   

10 3850 910 11.59   

一次平均值 8.76 通过率 40% 

二次平均值 7.10 通过率 20% 

倒二次平均值 10.43 通过率 70% 

冒泡法 6.55 通过率 20% 

冒泡法 10.50 通过率 80% 

《江苏省服务业和生活用水定额（2019 年修

订）》（苏水节〔2020〕5 号） 

6.00  先进值 

10.00  通用值 

四川省人民政府关于印发《四川省用水定额》

的通知（川府函〔2021〕8 号） 
6.50  

《云南省地方标准 用水定额》（DB53/T 
168-2019) 

7.00  

《海南省地方标准 海南省用水定额》

（DB46/T 449-2017) 
15.00  

《河南省地方标准 工业与城镇生活用水定

额》 

(DB41/T 385-2020) 

9.0 通用值 

6.0 先进值 

《湖南省用水定额》（DB43/T 388-2020） 
10 通用值 

6 先进值 

《山东省住宿、写字楼、娱乐等服务业用水

定额》 

（DB37/T 4453-2021） 

10.5 通用值 

6.6 先进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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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3-7 公厕清洁用水定额统计分析表 

单位序号 年用水量（m3） 
公厕日均使用

人次 

单位人次用水量 

（L/（人·次）） 
备注 

推荐定额标准 
10.5 通用值 

6.6 先进值 

 

利用冒泡排序法计算各样本通过率，并按照 20%、80%通过率插

值，确定用水定额先进参考值为 6.6L/（人•次），通用参考值为 10.5 L/

（人•次）。对比其他省份用水定额，我省公厕清洁用水定额优于海南

省的定额值，高于河南省、江苏省等其他省份相应定额值。  

⑦ 养老院、福利院用水定额 

截至 2021 年，山东省 60 岁以上老年人达 2151 万人，占总人数

的比重达 21%；65 岁以上老年人口 1619 万人，占总人数比重为 16%；

老年人口数量位居全国首位，60 岁和 65 岁老年人口占比分别高出全

国 2.25 和 1.72 个百分点，呈现基数大、增速快、程度高的特点。 

在儿童福利和救助机构方面，山东省儿童福利和救助机构床位数

占全国的 5.67%，位列全国第五。 

1）术语和定义 

养老院指为专门为老年人群提供起居饮食、生活护理、医疗保健

和文体娱乐活动等功能的综合性服务机构。 

福利院指国家、社会及团体为救助社会困难人士、疾病患者而创

建的用于为他们提供衣食住宿或医疗条件的爱心福利院场所。包括儿

童福利院、社会福利院、老年社会福利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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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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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件养老院用水定额取水量计算范围为“用水户从各种水源或不同蓄

水、引水、调水、供水工程获取的以及用水户从市场购得的其他水或

水的产品（如蒸汽、热水），并被该用水户第一次利用的水量”，根据

调研行业取水水源实际情况，进一步明确“各种水源包括地表水（含

集蓄雨水）、地下水（含地下热水）、客水（过境水、引黄水、引江水）

等。不同蓄水、引水、调水、供水工程包括水库工程、闸坝蓄水工程、

输供水工程、引调水工程及城镇供水工程。”。 

3）用水结构 

通过文献调研、专家咨询及现场调研等方式，养老院、福利院的

用水主要包括日常盥洗、沐浴、冲厕、洗衣、餐饮 5 部分，占比分别

为 20.2%、18.3%、29.3%、18.3%、13.9%。附属设施用水包括院内

办公楼、职工浴室、卫生间、洗衣房、环境清洁与绿化的用水。不包

括不包括外供水、基建用水、消防用水。 

4）计算方法 

单位时间内，养老院、福利院的单位开放床日用水量按式（7）

计算： 

……………………..（7） 

式中： 

 ——养老院、福利院单位开放床日用水量，单位为 L/

（床·d）； 

——养老院、福利院用水总量，单位为 m3； 

 ——养老院、福利院的实际开放床日数，单位为床·d。 

5）定额计算  

通过现场调研、发放调查表等形式共调研养老院、福利院 33 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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选择其中具有代表性不同规模养老院、福利院共 18 家根据各用水户

用水量数据情况，对单位用水量进行分析计算，统计分析结果见表

3-7。 

根据养老院实际情况，确定养老院用水定额单位为（L/床•d）。

根据《用水定额编制技术导则》（GB∕T 32716-2016），结合统计分析，

以各用水行为平均水平为基础，按照通过率 70%~80%之间确定用水

定额通用值，20%以下用水户定额通过率确定用水定额先进值。 

 

表 3-8  养老院用水定额统计分析表 

单位序号 
年用水量 

（m3） 
床位数(床) 床位出租率（%） 

单位床位日

用水量 

（L/床·d） 

备注 

1 5000 86 90% 176.98   

2 1880 64 80% 100.6   

3 1058 54 55% 97.6   

4 1700 110 40% 105.85   

5 1440 100 35% 112.72   

6 1680 68 60% 112.81   

7 55700 1150 60% 221.16   

8 34286 500 90% 208.74   

9 500 30 30% 152.21   

10 10500 200 80% 179.79   

11 4000 105 40% 260.93   

12 22280 449 75% 181.26   

13 17527 600 50% 160.06   

14 2844 300 22% 118.057   

15 22000 430 80% 175.21   

16 36000 600 80% 205.47   

17 21990 300 80% 251.02   

18 28000 685 75% 149.31   

一次平均值 165 通过率 50% 



 

35 

 

表 3-8  养老院用水定额统计分析表 

单位序号 
年用水量 

（m3） 
床位数(床) 床位出租率（%） 

单位床位日

用水量 

（L/床·d） 

备注 

二次平均值 119 通过率 33% 

倒二次平均值 207 通过率 78% 

冒泡法 113 通过率 22% 

冒泡法 209 通过率 83% 

插值法 112 通过率 20% 

插值法 208 通过率 80% 

《上海市用水定额（试行）》 

（沪水务〔2019〕1408 号） 

135 先进值 

600 通用值 

《河北省地方标准 生活与服务业用水定额 第 2 部分：服务

业》（DB13/T 5450.2-2021） 

240 先进值 

260 通用值 

《河南省地方标准 工业与城镇生活用水定额》 

（DB41/T 385-2020) 

100 先进值 

150 通用值 

《安徽省行业用水定额》（DB34/T 679-2019） 130 

推荐定额标准 
112 先进值 

208 通用值 

利用冒泡法计算各用水单位样本的通过率，并按照 20%、80%通

过率插值，确定用养老院水定额先进参考值为 112L/（床·d），通用参

考值为 208L/（床·d）。对比其他省份及直辖市用水定额，我省用水定

额先进参考值及通用参考值均优于上海市及河北省相应定额参考值，

高于河南省相应定额参考值。 

四、与现行相关法律、行政法规和其他标准的关系 

《中华人民共和国水法》第四十七条规定，国家对用水实行总量

控制和定额管理相结合的制度；《山东省水资源条例》第四十一条规

定，实行行业用水定额管理制度，省人民政府有关行业主管部门应当

制定本行业用水定额；《山东省节约用水条例》第十四条规定，省人

民政府有关行业主管部门应当组织编制并适时修订本行政区域内行

业用水定额，经省人民政府水行政主管部门和标准化行政主管部门依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