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2023 年 12 月                                     灌溉排水学报                                   第 42 卷 增刊 1 

Dec. 2023                                Journal of Irrigation and Drainage                             Supp.1  Vol.42 

165 

文章编号：1672 - 3317（2023）Supp.1 - 0165 - 05 

新泰现代水网总体布局和建设任务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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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为解决新泰市水资源短缺、时空分布不均、用水粗放、地表水开发利用率低、水资源调配设施不完善、水

网数字化智慧化水平低等问题；以节水挖潜、优化水资源配置格局、健全流域防洪减灾体系、打造生态水网为主线，

以数字化、网络化、智能化调控为手段，延续并优化“一环五库、一河多支”的水网布局和结构，形成“两轴双环、

三湖四库”的水网架构，实现新泰市水资源供给、防洪减灾、水系生态、智慧水利“四网融合”，充分发挥现代水网

的网络化组合效益和整体效能，强化现代水网对新泰市支柱产业、重要城镇、大中型灌区、重点生态功能区、重大

战略和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的支撑保障作用，引导新泰市产业结构调整、发展方式转变和经济布局优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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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背景分析 

新泰市位于北纬 35.63°—36.11°，鲁中南泰沂山

脉中段，属北温带半湿润半干旱季风气候区，是一个

典型的、以山丘区为主的县级市，是鲁中生态绿肺的

核心区域。截至 2021年底，全市辖 20个乡镇（街道），

126.07 万人，总面积 1 787 km
2，地区生产总值 573.9

亿元[1]，居全国综合实力百强县市第 66 位，是一个

中等规模资源枯竭型城市。市域东、南、北三面为山

岭，最高点莲花山海拔 958 m；中西部为河洼平原，

平均海拔 250 m；山丘区面积占全市面积的 72%。市

域面积 86%属黄河流域大汶河水系柴汶河支流流域，

14%属淮河流域沂沭泗河水系泗河支流、东汶河支流

流域，东、南部山岭是北部黄河流域和南部淮河流域

的分界线。柴汶河自东向西横贯市域全境，为新泰市

防洪排涝的主轴河道，河道沿线是新泰市主要的城镇、

工业集中地、小麦主产区及蔬菜种植区；沂沭泗河水

系的泗河、东汶河发源于市域西南部山丘区，流域以

农业、农贸为主。 

新泰市水资源禀赋相对较好，多年平均降水量

738.6 mm
[2]，从东向西递减，降水折合水量 13.20 亿

m
3，年内降水量的 75%集中在汛期，年际降水量极值

比 4.46，经常出现连丰、连枯、旱涝急转的情况。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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泰市人均水资源占有量 391 m
3，略高于泰安市、山东

省平均水平，但同属于人均水资源占有量小于 500 m
3

的资源性极度缺水地区。 

截至 2021 年底，全市建成各类水库 188 座，其

中：大型水库 1 座，中型水库 4 座，小（1）型水库

25 座；建成城市地表水供水厂 3 座，地下水供水厂 2

座；建成中型水库灌区 6 处，设计灌溉面积 24.35 万

亩。全市供（用）水总量 1.76 亿 m
3，其中：地表水

供（用）水量占 29.5%，地下水供（用）水量占 62.7%。

用水结构中，农业用水量占 65.8%，工业用水量占

10.7%，生活用水量占 17.7%，环境用水量占 5.9%
[3]。 

近年来，新泰市先后编制了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

第十四个五年规划、新泰市城市总体规划（2018—

2035）、新泰市山水林田湖草生态保护修复工程规划

等一系列市域总体规划，提出了“两山一河、多廊多

点、一主两副、四轴四区”的总体开发保护格局，打

造“一主两副多点”的城镇空间布局、“三区三片”

的产业布局、“一区四园多点”的工业布局；新泰市

委提出建设五个新泰、建设国家级生态示范区、建设

钢城新泰一体化发展先行区、建设黄河流域绿色低碳

高质量发展先行区、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市等目标[4]，

要求全市各项工作瞄准“全国争先、全省领先、泰安

第一”，推动“七个强市、一个中心”建设，深度融

入省会经济圈，争当济泰一体化的东部桥头堡。面向

未来，新泰市经济社会将快速发展，全市水资源需求

将持续增加，预测到 2025 年全市需水总量 2.43 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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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
3，2035 年全市需水总量 2.90 亿 m

3。按照新泰市现

有水利工程供水能力，预测到 2025 年，全市平水年

份缺水 3 400 万 m
3，缺水率 14%；到 2035 年，全市

平水年份缺水 8 000 万 m
3，缺水率 28%；新泰市面临

着较为严峻的缺水形势，其现状水资源分布与其生产

力布局不匹配，现有水资源集约节约利用水平、水利

工程基础设施体系与经济社会现代化、高质量发展要

求相比，还存在用水粗放、地表水开发利用率低、水

资源调配设施不完善、水网数字化智慧化水平低等问

题，新泰市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需要建设更加系统、

更加安全、更加可靠、更加生态、更加智慧、更高质

量的现代水网。 

2  规划思路 

深入贯彻落实“节水优先、空间均衡、系统治理、

两手发力”的治水思路和黄河流域生态保护和高质

量发展重大战略，根据新泰市水资源禀赋，按照新时

代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市建设需要，从保障新泰全域水

安全出发，立足流域整体和水资源空间均衡，通过完

善现代水网之“纲”，打牢现代水网之“结”，织密

现代水网之“目”，推动新泰现代水网安全发展、绿

色发展、融合发展、高标准发展、高水平发展，充分

发挥现代水网网络化组合效益和整体效能，重点解决

新泰市平水年的缺水状况，缓解枯水年、特枯水年的

用水紧张形势，强化现代水网对新泰市支柱产业、重

要城镇、大中型灌区、重点生态功能区、重大战略和

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的支撑保障作用，并引导新泰市

产业结构调整、发展方式转变和经济布局优化。 

首先，全面贯彻落实国家节水行动，推动新泰市

建立集约、节约用水型生产、生活方式和消费模式。

其次，充分挖掘当地水资源开发利用潜力；扣除目标

生态环境需水量，新泰市水资源可开发利用率57.3%，

现状水资源开发利用率 42.9%，具有一定的开发利用

潜力；规划在节约用水的前提下，积极采取措施恢复

现有水库兴利功能，采取水库增容、新建水库和拦蓄

河道等多种措施加大雨洪资源开发利用，挖潜当地地

表水资源。三是，加大对现有水资源的优化配置和联

合调度；现状年新泰市拦蓄工程实际供水量仅占多年

平均拦蓄水量的 37%；亟需实施区域水系联网工程，

加大地表水联调、联供和优化配置，提高地表水资源

利用率。四是，加大非常规水开发利用；随着污水处

理设施和再生水设施建设，新泰市再生水规模将持续

增长，未来工业用水优先考虑再生水、矿坑水等非常

规水资源，将其作为工业用水、道路浇洒、绿化灌溉

的主要水源。五是，积极实施引江调水工程；新泰市

属于人均水资源量小于 500 m
3 的极度缺水区，借助

南水北调东线二期工程泰安支线工程实施新泰市引

江调水工程，将从根本上缓解新泰市的缺水状况。 

3  总体布局 

新泰现代水网规划依托泰安现代水网骨干工程，

以挖掘水资源保障潜力、优化水资源配置格局、健全

流域防洪减灾体系、打造生态水网为主线，以骨干河

道和重大引调水工程为骨架，以天然河湖、水系连通

工程、灌排渠系和供水管网为脉络，以重点水库为结

点，以数字化、网络化、智能化调控为手段，统筹水

资源配置、水灾害防治、水生态保护存量和增量，延

续上一轮“一环五库、一河多支”的水网规划格局和

布局，以水系联网、织密水网、打造水网骨干工程为

重点，前瞻性谋划一批战略性水利工程，加强各类水

工程和水源的互联互通互备、联调联控联用和协同融

合，构建新泰未来水网的主骨架和大动脉，形成“两

轴双环、三湖四库”的水网架构，加快优化新泰市水

利基础设施布局、结构、功能和系统集成，实现水资

源供给、防洪减灾、水系生态、智慧水网“四网融合”，

构建“系统完备、安全可靠、集约高效、绿色智能，

循环通畅、调控有序”的新泰现代水网。 

两轴：指柴汶河防洪排涝生态旅游轴和南水北调

东线二期泰安支线新泰引江供水轴。规划依托柴汶河，

在柴汶河干流及其重点支流区构建可靠的安全防线，

打造集防洪护岸、供水、水源涵养、生物栖息等功能

为一体的生态绿色廊道，保障新泰市防洪排涝安全，

促进绿色发展。规划依托南水北调东线二期泰安支线

工程，建设经光明水库到东周水库的外调水主轴，实

现区域内外水源互联、互通、互融、互为备用，提高

全市水资源调配能力和供水保障程度，逐步降低当地

水资源开发利用。 

双环：指原水供水外环和清水供水内环。原水供

水环指由东水西调工程、光明—东周—金斗水库联网

工程、东水西调支线入光明水库工程、南水北调支线

入东周水库工程组成的原水供水外环；规划将扩容后

的金斗水库、龙池庙水库联网作为新泰城区生活饮用

水源地；以光明水库—东周水库调蓄引江水，作为全

市重要的工业水源地，转型后的东周水库可进行水库

周边城市建设；原水外环可提高河湖水系水流连通性，

增强输水、配水和循环利用能力，也可为市域水系进

行生态补水，增强河湖水动力。清水供水内环指以金

斗水厂、清润水厂、新汶水厂、拟建新泰市第三自来

水公司为龙头，九处规模化供水站为骨干构建的环形

清水供水网络，该网络覆盖全市主要的生活、工业用

水户。 

三湖：指光明水库、青云水库、金斗水库 3 个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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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型水库，其是新泰市集供水、防洪、生态等多功能

为一体的控制性枢纽、调蓄中枢。规划对光明水库扩

容，接纳引江水，增加水资源的储备能力和调控能力。 

四库：指苇池水库、田村水库、龙池庙水库、重

兴水库，他们是全市东、南、西、北 4 个片区重要的

供水节点，是三湖供水、防洪、生态等功能的重要补

充；田村水库供水目标为楼禹辅城区，苇池水库供水

目标为羊果辅城区，龙池庙水库与扩容后的金斗水库

联网作为新泰城区生活饮用水源地，重兴水库作为水

库周边区域生活水源地。 

新泰现代水网以“两轴”为市域输供排水主通道、

水网大动脉、水资源优化配置的主骨架，以“三湖四

库”为全市水资源调配、防洪调度、水生态保护的主

结点，以“双环”连通市域河、库、渠、厂、用水户，

构建形成了多网合一的复合型现代水网，同时加强水

系生态建设，以数字化、网络化、智能化装备水网，

打造现代化生态型智慧水网。 

4  建设路径 

4.1  优化水资源配置格局 

针对新泰市水资源时空分布不均的特点，聚焦全

市发展战略和现代化建设目标，立足水资源空间均衡

配置，在深度节水控水集约用水的前提下，推进重点

雨洪资源利用工程、重大引调水工程、水系连通工程、

城乡供水工程、农业灌溉工程、再生水利用工程建设，

强化多水源联合调度、多目标分层协调水资源优化配

置[5]、水资源战略储备、水资源刚性约束，构建并完

善多源互补、丰枯互济、大中小微协调配套的供水保

障体系，提高供水系统可靠性。 

一是，坚持“四水四定”，量水而行，强化水资

源刚性约束；坚持把节水摆在优先位置，聚焦重点行

业、重点区域、重点环节，深入落实国家节水行动，

推动深度节水控水，实现用水方式由粗放型向节约集

约用水型转变，加快形成节水型生产生活方式和消费

模式。 

二是，提高当地水和外调水调蓄能力，提高雨洪

资源利用率；规划实施光明水库清淤增容工程，恢复

苇池水库、田村水库 2 座中型水库兴利水位，扩建小

（1）型水库龙池庙水库、重兴水库为中型水库，新

建灵禅谷水库、山根水库、南服峪水库 3 座小（2）

型水库，科学论证实行水库汛限水位动态控制运用；

新建一批河道拦蓄工程，加强拦河闸蓄水控制利用，

充分蓄滞汛期雨洪资源，兼顾水网防洪效益和雨洪资

源利用效益[6]。 

三是，实施引调水工程和水系连通工程建设，加

强配置水源与各行业用户之间的水系连通[7]；近期实

施新泰市东水西调工程，远期结合南水北调东线二期

工程泰安支线工程实施引江水入光明水库工程、东周

水库-光明水库联网工程，加强区域水系互联互通。 

四是，加大再生水、矿井水等非常规水源处理利

用。规划实施新泰污水处理厂再生水厂扩容工程、新

汶区污水处理厂再生水厂扩容工程，配套再生水管线，

提高城市再生水利用率。 

五是，推动城乡供水一体化。以金斗水厂、清润

水厂、新汶自来水公司水厂、拟建新泰第三自来水厂

为龙头，九处规模化供水站为骨干，通过农村供水保

障项目、饮水安全水质提升项目，采取建大、并中、

减小、并网、联网、管网延伸等形式，逐步实现城乡

供水“同源、同网、同质、同服务、同监管”的目标。 

六是，实施苇池、龙池庙、光明、祝福庄、田村

等中小型水库灌区续建配套与现代化改造，加强水源、

渠系、灌溉设施、计量监测设施建设，加强节水技术

推广，提升灌区供水保障能力、农田灌溉水有效利用

系数和供用水管理能力。 

4.2  完善防洪减灾体系 

遵循降雨汇流和洪水演进规律，按照保护区内重

点保护对象的防洪标准，聚焦防洪薄弱环节，加强河

流、水库、闸坝、山洪沟系统治理和综合治理，完善

以河道、水库、山洪沟和堤防为架构的水旱灾害防御

工程体系和群测群防的洪涝灾害防治非工程措施体

系，全面提高水旱灾害防御、防控能力。 

一是，以防洪排水安全为目标，加强中小河流系

统综合治理。按照防洪保护区的防洪标准，以河道堤

防达标提标建设和河道整治为重点，聚焦防汛薄弱环

节和城市防洪安全，实施新泰市柴汶河防洪提升治理

工程、羊流河治理提升工程、东汶河综合治理工程、

实施平阳河、西周河、林前沟、祝福河、西都河、东

都河、寺山河等城区河道治理；实施 200 km
2 以下中

小河流综合治理工程；加强河道系统整治，减轻河道

淤积萎缩，保持河道畅通和河势稳定，恢复河道行洪

能力。流域面积 200~3 000 km
2 的河道、城区段河道

防洪标准 20~50 年一遇；流域面积 200 km
2 以下的河

道防洪标准 10~20 年一遇，除涝标准 5 年一遇。 

二是，按规定、按年度、分批次开展水库、水

闸、塘坝常态化安全鉴定，针对病险情况及时进行

除险加固。 

三是，强化水利工程监测设施建设，构建群测群

防的洪涝灾害防治体系。贯通雨情、水情、险情、灾

情“四情”防御，落实预报、预警、预演、预案“四

预”措施，全面提高新泰市水旱灾害防控应对能力。 

4.3  强化河湖生态系统保护治理 

坚持山水林田湖草是一个生命共同体，把河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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水域、岸线、滨河区域和流域结合起来，因地制宜、

分类施策，共同推进大保护，协同推进大治理，不断

改善河湖健康状况，打造人民满意的美丽幸福河湖，

为人民群众供给更多优质的水生态、水景观、水文化

产品。 

一是，以柴汶河及其主要支流为骨干，以光明、

东周、金斗、苇池、田村等水库为核心结点，加强河

湖综合整治、绿化美化、水质改善、建设亲水设施、

提升水文化宣传，开展全域水系连通及水美乡村建设，

打造美丽示范河湖。 

二是，以沂蒙山泰山国家级、省级水土流失重点

治理区为重点区域，实施龙廷镇、东都镇、汶南镇等

乡镇重点小流域水土保持综合治理和提升改造，构建

与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乡村振兴、生态文明建设相

适应的水土流失综合防治体系。 

三是，把生态文明理念贯穿到水网规划、设计、

建设、运行、管理全过程，采取生态友好型建设方案、

建筑材料和施工工艺，加强拦蓄工程、河道治理、堤

防加固、生态护岸、引调水、调蓄水源等水网工程生

态保护，将新泰现代水网建设成为绿色水利基础设施

网络。 

四是，因地制宜的对已建设水网工程实施生态化

改造，系统治理水体、水质、水流流态、岸线自然形

态、水循环条件、水系生态、水土保持小流域[8]，维

护河湖生态系统完整性和水生生物多样性。 

4.4  打造数字化智慧化现代水网 

规划围绕水资源配置、水灾害防御、水生态保护、

水工程监督等业务需求，充分运用云计算、大数据、

人工智能、物联网、数字孪生等信息技术，建成具有

“四预”功能的智慧水网，以数字赋能为新阶段新泰

市水利高质量发展提供有力支撑。 

一是，依托新泰现代水网工程建设、云上新泰建

设、实景三维新泰建设，融合气象、水文、水利、供

水、交通、环保、自然资源、住建、应急等部门站点，

完善雨量、水位、流量、水压、水质、墒情、水土保

持等监测体系，建立覆盖新泰市重点河湖、引调水工

程、闸坝、重要水源地、供排水管网、用水户的全要

素基础感知体系。 

二是，完善数字河湖系统、河湖长制信息化系统、

河道运行维护系统、水库自动化观测系统、水库枢纽

工程及办公区域监控系统、水资源可视化监控平台建

设；建设农田水利信息化管理系统、智慧灌区综合管

理系统、水利基础地理信息系统、数字孪生水网工程，

建设水网大数据中心、水网智慧调度云平台、一体化

业务应用平台，打造具有“四预”功能的智慧水网。 

三是，利用水利行业先进的智能智慧软件，对各

类系统、平台资源进行整合汇总、智慧分析、决策支

持，实现新泰市现代水网数字化场景、智慧化模拟、

精准化决策[9]，赋能水旱灾害防御、集约节约用水、

水资源优化配置、水生态调度，发挥水网运行整体潜

力、效能。 

5  结 语 

新泰现代水网建设立足新泰基本水情，通过建

立集约节约用水型生产生活方式、优化水资源配置格

局、完善防洪减灾体系、强化河湖水系生态系统保护

治理和建设数字化智慧化水网管理体系，延续并优化

“一环五库、一河多支”的水网布局和结构，构建形

成“两轴双环、三湖四库”的水网总体架构，将实现

水资源供给、防洪减灾、水系生态、智慧水利“四网

融合”，全面建成与黄河流域生态保护和高质量发展

要求、新时代现代化强市建设相适应的高质量、现代

化的水网体系，实现新泰水网与泰安水网、山东水网

和国家骨干网的有效连接和高效协同融合。新泰现代

水网建成后可实现新泰市地表水、地下水、非常规水

和长江水等多种水资源联合调度和优化配置，可充分

发挥现代水网网络化组合效益和整体效能，解决新泰

市水资源短缺、时空分布不均的状况，扭转不合理的

水资源开发利用方式，提高水资源利用效率；将强化

现代水网对新泰市支柱产业、重要城镇、大中型灌区、

重点生态功能区、重大战略和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的

支撑和保证，引导新泰市产业结构调整、发展方式转

变和经济布局优化。 

（作者声明本文无实际或潜在利益冲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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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The purpose of this paper is to solve the problems of water shortage, uneven spatial and temporal 

distribution of water resources, extensive use of water, low development and utilization rate of surface water 

resources, imperfect network of water conservancy projects, and low level of intelligent network of water 

conservancy projects in Xintai City. We focus on water saving, water supply potential, optimization of the allocation 

pattern of water resources, the flood control and disaster reduction system of the basin, and ecological water network 

as building, The digital, networked and intelligent control was used as means to continue and optimize the water 

network layout of ‘One ring connecting five reservoirs, one river cooperating with its multiple tributaries’. ‘Two 

backbone axes, two pipeline rings, three lakes and four reservoirs’ water layout was formed to realize the integration 

of four water conservancy project networks, such as water resources supply, flood control and disaster reduction, 

water system ecology and intelligent water conservancy, and they were taken into a water conservancy project 

network, which can play the benefits and overall functions of the water conservancy project network. These 

strategies strengthen the supporting role of modern water network in the pillar industries, important towns, large and 

medium-sized irrigation areas, key ecological function areas, major strategies and high-quality economic and social 

development of Xintai City, and guide the adjustment of industrial structure, transformation of development mode 

and optimization of economic layout of Xintai City. 

Key words: Xintai City; modern water network; planning thinking; general arrangement; planning though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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