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东方大港，三江汇聚……这些与
“水”有关的风物，俨然成为宁波的地
理标签。然而，犹如地球是一个水球，
但全球的淡水资源却不充沛一样，水
乡宁波也有着同样的缺水囧境：

浙江省水资源总量丰富，但人均
占有量较低，全省人均水资源不足
1800立方米，比全国人均水平低8%
左右，约为世界人均水平的25%。

宁波市常年水资源总量75.3亿
立方米，人均约为全省的 6 成。

“半个世纪前，宁波曾经历过‘焦
渴的一年’。”家住东钱湖莫枝镇的
曹先生记得那是 1967年，连续 100
多天没有下雨，“姚江断流、东钱
湖底可以走人”。随着水利设施的
建设和水资源的保护利用，这种情
况已成历史。不过，我市水资源缺

乏的情况依然存在。
2011 年上半年，宁波市降雨

量持续偏少，水库蓄水量大幅下
降。那段时间，有关部门启动了城
市供水区抗旱水源调度预案。

近年来，我市每年都要从境外
引水。2015 年宁波全市总供水量
为 22.97 亿立方米，其中境外引水
量为 1.42 亿立方米；2016 年，全
市总供水量为 23.46 亿立方米，其
中 1.70 亿立方米从绍兴等地引入。
不少水库、内河供水捉襟见肘现象
仍有发生。以城市内河水源之一的
姚江为例，每年 14 亿立方米径流
量中，实际可利用的只有 3 亿至 4
亿立方米，要保工业用水、农业用
水，还要支援缺水更严重的兄弟城
市舟山，实际上姚江已在“喊累”。

每人仅有1000吨
水乡宁波面临缺水囧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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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年来，国内已开始研究将海涂水库水淡化、净化后作为工业用水。滨海
的宁波，海涂水库也不少见——

海涂水库水，能否解宁波之“渴”？
本报记者 张 燕

本报讯（记者张燕） 位于宁
波杭州湾新区的水艺集团承担的
国家836计划“膜法水深度处理
集成技术”已实现每平方米膜
深度处理 1200 升水，提升技术
指标近 1倍，有望推进我国自来
水整体升级改造，受到国务院表
彰。

传统的水处理工艺主要处理
灭杀水中微生物。以膜法处理为
代表的水处理技术 20 世纪中后

期开始在工业水处理领域大量应
用，目前已经在自来水厂深度处
理、工业中水回用、污水处理以及
居民终端水处理等领域得到越来越
广泛的应用，该技术能彻底去除水
中有机物和重金属。

水艺集团超滤膜技术的成熟，
解决了国内膜材料普遍面临的膜通
量、亲水性及抗污染性、膜材料机
械强度以及长期运行稳定性等综合
问题，技术水平处于国际领先。

甬企膜技术全球领先

宁波依水而生，因水而兴，
是名副其实的水乡，但水乡宁波
也缺水。我市人均水资源占有量
仅 为 全 国 人 均 的 50% 左 右 。 同
时，季节性、区域性、水质性缺
水问题比较突出。

为解决水资源短缺问题，我
市通过水库群联网联调西线工程
等重大水利工程的实施，优化调
度，努力提高境内供水能力。同
时，通过“分质供水、优水优
用”，把工业用水大户从城市生活
饮用水供水系统中分离出来，避
免“喝水机器”与人抢用优质
水。但不可否认的是，随着经济

社会的快速发展，最近几年，我
市的水资源开发已近极限，以致年
年要向绍兴等地借水以“解渴”。

海涂水库水的开发利用，为
解“水乡之渴”打开了一条新思
路。宁波滨海，广袤的海涂承接
着丰富的地表水，人们在海涂上
建起一个个水库，对宝贵的水资
源进行调蓄利用。通过特定的工
艺流程，对海涂水库水进行淡
化、净化，可以作为工业用水使
用，这为我市沿海园区的发展提
供了有效的水资源保障。同时，
也能把尽可能多的优质水资源留
给居民生活使用。 （王 芳）

让水资源得到更充分利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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慈溪伏龙水库是一座海涂水库。 （张燕 林裕玉 摄）

最近，宁波华星科技负

责人黄金德总算松了口气，

企业在慈溪滨海开发区投

资的项目终于解决了用水

问题，可以进入接下来的各

道流程了。而解决这一项目

的用水，来自海涂水库水的

净化利用。

“三江六塘河，一湖居

城中。”独特的水资源禀赋，

令宁波引以为豪。然而，由

于水资源调蓄能力有限等

因素，也存在资源型、水质

型缺水现象，每年都需从外

地引水。

面朝大海，如何利用海

洋资源，缓解宁波之“渴”？

随着海涂水利用脚步的加

快，让临海资源带来用水的

“春暖花开”，业已可期。

虽然宁波的海涂水经净化后指
标均符合标准，但这些水将用于工
业生产，而并非居民生活。“优水
优用，让居民生活使用优质的水
源，而工业生产、农业灌溉使用一
般水源，是分质供水的初衷。”张
建勋说。

为 缓 解 缺 水 难 题 ， 我 市 在
2008 年就在全省率先探索“分质
供水”，将山区水库引来的水优先
保障居民生活，相对水质较差的江
河水作为工业用水的水源，通过专
门的工业水厂处理后供给企业生产
之用。

一个城市的用水量组成包括生
活用水、生产用水和生态环境用
水。2016 年全市总用水量为 23.46
亿立方米，其中居民生活用水量为
4.88 亿 立 方 米 ； 生 产 用 水 量 为
15.19 亿立方米，其中第二产业用
水 （包括工业用水和建筑业用水）
5.81亿立方米；生态环境用水量为
3.39亿立方米。这意味着，第二产
业用水量已超过生活用水。由于大
部分生产用水还是以市政水为主要
水源，导致工厂企业的机器设备与

民争水的现象时有发生。
随着滩涂水净化成本降低，滩

涂水也可以纳入分质供水体系，作
为 工 业 用 水 水 源 ， 使 机 器 设 备

“让”出更多优质水源供给居民。
目前，我市工业用自来水到户水价
在 6元以上，而经过处理的滩涂水
生产成本已控制在水价范围内，如
果产量增加，成本还能适当降低。

“目前居民生活供水，采用的是阶
梯水价，用水达到一定量后水价要
上升一个阶梯。为推广分质供水，
鼓励企业使用滩涂水而把优质的水
资源留给居民生活使用，我们的工
业用水也可以考虑采用阶梯价，但
阶梯的方向恰恰相反。”慈溪滨海
开发区一名负责人说。据介绍，慈
溪滨海开发区企业已设置了双水管
进入，确保工业用水、生活用水的
分质供应。

“宁波的水资源分布不均衡，
水资源利用要因地制宜。如我市北
部沿海地区，水资源调配要求高、
总量不足，可充分利用海涂水，实
施分质供水，把优质水资源留给居
民生活使用。”张建勋说。

不让机器与人争水
分质供水是大势所趋

伴着水艺集团慈东水厂隆隆的
机器声，股股清流送往园区内的企
业。慈溪滨海开发区一位负责人非
常庆幸这个规模虽然不大、但能解
燃眉之急的水厂能及时投用。

慈溪滨海开发区位于慈溪东
部，目前投产企业约 300家。除了
工业用水，还包括园区内居民的生
活用水和企事业单位内的办公等日
常用水，每天需用水1.7万吨。“以
往，园区的用水水源主要来自当地
水库供给和从上虞地区的引进。”
去年上虞也缺水，能外供的水资源
减少了，这个工业园区面临着水资
源不足。“一旦无水可用，肯定要
先保障生活类用水，园区内企业可
能面临减产、停产、生产成本增加
等情况。”

水源缺乏，慈溪滨海开发区及
时启动了利用海涂水库作为水资源
的慈东水厂供水项目。

“大家所说的海涂水库水资源
利用，并不是指直接利用海洋滩涂
上的水，而是在海洋滩涂上建水

库 ， 以 达 到 对 水 资 源 的 调 蓄 利
用。”宁波市水利局水资源处处长
张建勋介绍。由于山区水库资源有
限，通过合理布设海涂水库，配套
与河网联通的翻水设施，也能较好
地利用水资源。因为水库建在滩涂
上，截流的淡水资源含盐量相对高
一些。不过，与海水相比，滩涂水
库水的含盐量，尤其是氯离子、硫
酸根离子等物质的含量仍属较低。

据了解，给慈东水厂供水的伏龙
水库为海涂水库，正常库容400万立
方米。水艺集团慈东水厂一期项目每
天为慈东工业区供水 5000吨，正好
解了当地引水不足的困境，不久后上
线的二期项目可实现日供水1万吨。

慈溪滨海开发区的扩容正在不
断进行，而且随着招商质量不断提
高，产业规模和品质将更上台阶，
缺水这一“成长的烦恼”也将如影
随形。据了解，开发区去年新引进了
41个大项目，也将陆续上马。“眼下
只有开发利用滩涂水资源，才能解
工业区之渴。”工作人员表示。

日供5000吨
滩涂水解开发区之渴

滨海的宁波，海滩资源丰富，
海涂水库也不少见。其中慈溪的海
涂水库最多。

“海涂水库早在上个世纪中叶就
出现了，当时用于晒盐等需求。”慈溪
市水利局水政大队队长任成祥介绍，
慈溪市现有沿山水库 16座，总库容
逾9000万立方米；同时还有5座海涂
水库，总库容逾7000万立方米。

除了慈溪，镇海的岚山水库、
余姚的临海浦水库等也为海涂水
库；另外，象山的大塘港水库、宁
海的胡陈港水库因地处狭长湾口，
也是在海滩上围港而建。据了解，
我市海洋资源丰富，岸线总长超过
1500 公里，约占全省海岸线的四
分之一，沿岸不少有条件的海滩可
以用来开发海涂水库资源。

海涂水库的作用不小，可用于
河道水的补充、农业灌溉、应急备
用等，慈溪有两个海涂水库还被作
为光伏发电基地。

近年来，国内已开始研究将海
涂水库水淡化、净化后作为工业用
水。普通的山区水库淡水，通常经
过凝絮、沉淀、过滤、消毒等处理
工艺，成为自来水供应千家万户，
其核心技术是过滤环节。海涂水的
淡化技术，其实就是将含盐度高的
咸水经过脱盐处理转化成淡水，在

淡化过程中实现了净化。
淡化工艺始于蒸馏法，至上世

纪 60年代，开始转向膜法。“膜法
水处理是世界上先进的处理工艺，
目前采用的是超滤膜和反渗透膜组
合工艺。”水艺集团膜事业部总工
程师沈立强博士介绍。记者了解
到，超滤膜类似于筛子，水艺集团
与浙江大学、同济大学、中科院等
共同研究的“膜法水深度处理集成
技术”作为国家 863 计划重大项
目，目前已实现每平方米膜每小时
深度过滤 1200 升水的技术，膜通
量达到国际先进水平。从第三方检
测机构对水艺集团慈东水厂净化后
的滩涂水化验分析，106 项指标全
部符合国家生活饮用水标准。

“膜技术的发展、滩涂水的利
用，开启了我国水资源利用的新时
代。”浙江大学工学部副主任徐志
康教授说，“我国东部 （东南部）
沿海、西北部沙漠及盐碱滩的水源
水质基本属于滩涂水或类似的苦咸
水，南方微污染的地表水 （比如河
道水） 很多也类似于滩涂水，在净
化工艺上大同小异，滩涂水净化成
功的案例可以在这些地区大量复
制。”他认为，滩涂水的成功利
用，还将为我国发展湾区经济提供
有效的水资源保障。

向千里海岸要水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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