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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在国家日趋对水资源高度重视的情况下,各种取用地表和地下水的企业取水都需要做水资源

论证,需符合国家政府控制指标并且对区域水资源的情况分析合理后,才可以向主管部门申请取水许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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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In the case that the country increasingly attaches great importance to water resources, all kinds of 

enterprises that draw water from surface and groundwater need to do water resources demonstration, need to 

meet the national government control indicators and reasonable analysis of regional water resources, before they 

can apply to the competent authorities for water drawing permit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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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言 

在水资源与其开发利用状况分析基础上,依据项目用水合

理性、取水水源可靠性,取水和退水影响等方面的论证,综合评

价项目取水的可行性和应满足的前提条件,提出建设项目水资

源论证结论。 

1 项目概况 

建设项目实施后,年产65%以上的铁精粉10万吨,所需铁矿

石原料均由某矿采矿点供给,按照各个矿的储量和采矿量,可以

满足选厂需要,矿石平均品位约T13%,本项目计划年开采矿山90

万吨。山丘区地下水降水为主要补给源。某县地下水资源总量

为14324万m3。根据历史资料计算得出,分析范围多年平均地下

水资源量为608万m3。  

当地降水形成的地表径流及地下流量的总和为水资源总

量。根据历史资料分析计算,分析范围多年平均水资源总量为

1144万m3,95%频率水资源总量为446万m3。根据河北省水资源保

护规划要求,水资源地所处的一级水资源区划为源头至下板城

区间的E河某开发利用区。区域内工业用水主要为铁选厂用水,

且人烟稀少,大部分为生产用水和农村生活、因此,地表水、地

下水水质均较好。项目区在河北省水文地质中属于燕山山地水

文地质区段,地貌多为中低山,并且有东边高西边低的地形,第

四系坡洪积孔隙的含水层厚度约是5～6m。 

第四系沉积层厚度0～5m,该区域的地下岩石为斜长岩、辉

石角闪石岩,片麻岩等属较坚硬岩类,饱和抗压强度为73～

117Mpa,岩矿坚固性系数fkp＝6～12,属中等坚硬矿岩。工程地

质条件好体现在地下深部岩石稳定并且完整上。本区工程地质

条件为较简单类型。 

本项目位置处在过渡地带上,属于大陆性燕山山地气候,气

候特征四个季节都很明显。主要体现在春天干燥缺水,天气变幻

无常；夏天又高温多雨,秋天夜凉昼暖。多年的平均水面蒸发量

约为999.3mm。本论证区处于内蒙古地轴和燕山台褶带结合部,

在490-1400米海拔高度上,多为中低山区域。火山岩在该区有较

多分布,主要有斜长岩、粗粒石英正长岩等。第四系地层主要分

布在由亚粘土、亚砂土、粗砂、砂卵砾石组成的河谷上,地层厚

度约2~15m。基岩分布在河谷两侧,并形成河谷基底。E河上游支

流较多,各沟的第四系厚度随河谷的发育程度各不相同,第四

系厚度受基底影响较大,极不均匀,岩性以粉土,卵砾石、粗砂

砾石构成。松散岩类孔隙、基岩类的构造节理裂隙和风化带

网状裂隙为本区域地下水主要赋存的裂隙,潜水居多,个别位

置属于承压性质,属于相对单一的水文地质类型。矿化度一般小

于0.5g/L。地下水化学类型主要为HCO3-Ca、HCO3·SO4-Ca型水。

河道排泄是区域的排泄通道,大气降水入渗补给地下水,项目区

附近富水程度微弱。 

2 地下水的补、径、排条件情况如下 

基岩裂隙水补径排主要接受大气降水的补给地下水,形成

短暂的地表径流,之后以潜流的形式补给河谷或者出露为泉水。

松散岩类孔隙水补径排主要为降水入渗补给、径流补给(基岩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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隙水),河谷的径向径流补给(第四系地层)及洪水期洪流入渗补

给。地下水的径流主要受地层岩性和地形影响,渗透系数一般在

25m/d左右,径流条件较好。在该地区,地下水径流方向总体是沿

河流的流向径流,但是受局部地下水开采、地形的变化、河流与

地下水的径排关系等因素影响,局部发生变化。 

该区取水水源为当地自备水源井,位于某县D乡C村,共计5

眼,有供水管路至选矿厂,选矿厂距 远水源井1.5km,水量充足,

能满足矿山的工业用水及生活用水,且水质较好。某县用水指标

为总供水量为11398万m3,其中地下水为5699万m3。某县实际总

供水量为10920万m3,其中5397万m3,现状实际地下水量满足当

年控制指标。其中地下水用水量有302万m3富余水量指标。本单

位年用水量为18.20万m3,符合 严格水资源管理制度实施方案

的相关取水要求。农业灌溉用水效率低。灌溉技术比较落后,

以及采用漫灌的落后生产技术,以水浇地和菜田为主,水田灌溉

面积较少,平均综合灌溉定额为327.3m3/亩,高于海河流域平均

水平245m3/亩的标准。供水工程受水资源条件、地方等因素制

约,缺少供水工程建设,并且完整性差,经常会有缺水的问题出

现在每年的枯水期季节。 

3 用水合理性分析 

该项目劳动定员50人,厂区工人大部分为家吃家住的当地

农民,厂区常住人口较少,只有少量管理人员及其他辅助人员,

约30人,因此厂区生活用水量较少,拟在厂区附近就地取水。其

中住宿人员按照100L/人·d,非住宿人员按照60,L/人·d计算,

本次论证生活用水为4.2m3/d,年用水0.126万m3。生产排水均耗

于蒸散发。生产用水取自E河支流C河水源地河谷浅层地下水。

企业由水源地提水后,通过厂区供水管网送至厂内高位水池。 

本项目年产10万吨(65%以上)铁精粉,年处理矿石90万吨,

经干选甩废后72万吨参加水选。生产用水分为球磨工艺用水、

磁选工艺用水等,各工艺蒸发、输水损失等以某水文水资源勘测

局2000年编制的《F铁矿水平测试报告》中的数据为参考：其中

球磨和磁选工艺蒸发水量按该工段用水量的0.3~0.5%计算,尾

矿库蒸发量根据尾矿库面积,结合本地的水面蒸发量估算；尾矿

留存水量按照尾矿含水率13%计算；各工艺输水损失按该工段用

水量的0.6%计算；根据项目已有资料知,成品铁精粉有约10%左

右的含水量。 

球磨工艺时将颗粒粗糙的粗精矿经过此工艺球磨机磨碎至

70%细度为-200目的粉状砂浆。在适宜的磨矿浓度与矿石性质、

磨矿条件及要求的产品细度有关,通常磨矿浓度介于60%-85%之

间,当被磨物料密度大、产品粒度粗时,浓度可大些,反之浓度小

些,产品细度较细,因此,该工艺以矿浆浓度下限60%为依据计算

用水量。球磨工艺每天总用水量1620m3/d,耗水量为6.5m3/d,主

要耗于车间蒸发、飞散,输水损失9.7m3/d,串联排水量(进入磁

选工艺)为1603.8m3/d。 

磁选时将球磨破碎后的矿浆进行磁选分离,将铁精粉选出,

使铁精粉的品位达到65%以上。该工艺用水主要是用来调节矿浆

浓度。矿浆浓度的大小对磁选效果有很大的影响,所以,矿浆浓

度要根据需要调整好,给入矿浆浓度 大不能超过35%,一般控

制在30%左右,要根据实际情况具体确定。本项目磁选工艺以矿

浆浓度30%为依据计算用水量。该工段总用水量为5600m3/d,该

工艺消耗水量为55.4m3/d,主要耗于车间蒸散发和精矿带走,分

别为22.4m3/d、33.0m3/d,输水损失33.6m3/d,串联排水量(进入

尾矿库为5511.0m3/d)。 

矿浆经过磁选分离之后,尾矿浆被输送到尾矿库,通过尾矿

库自然的沉淀和过滤功能,多数废水会在蓄水池被重新利用,并

得到循环使用。尾矿砂留存、蒸发、输水损失、渗漏损失水量

为313.8m3/d、37.1m3/d、33.1m3/d、62.8m3/d。从尾矿库回到

蓄水池的水量为5064.4m3/d,其中蒸发水量20.3m3/d,输水损失

水量为30.3m3/d,回用到生产系统的水量为5013.8m3/d。 

本项目新水补充量主要是蓄水池和各工段的蒸发损失、输

水损失,尾矿库的蒸发、矿砂留存、渗透损失以及产品带走水量

等的总和。建设项目总用水量5620.4m3/d,年总用水量168.61

万m3/a,需用新水量为606.8m3/d,需补充新水量18.20万m3/a。各

生产工段取用水组成及水平衡分析结果如下：核算后全厂取用

新水量为606.8m3/d,年取水量18.20万m3/a。从选矿厂节约用水

的程度可以从水重复利用率及用水定额等指标来判断。全厂水

的重复利用率具体评价如下： 

该企业总用水量5620.4m3/d,新水用量606.8m3/d,则全厂

循环水量为5013.6m3/d,计算得全厂水的重复利用率为： ∅s = Qf,sQz,s × 100% = 5620.4 − 606.85620.4 × 100% = 89.20%
 

式中： ∅s −全厂水的重复利用率 ∅f,s全厂循环水量 ∅z,s全厂总用水量 

由以上计算可知：本项目水的重复利用率为89.20%。 

本项目年处理原矿90万吨,采用的是磁选工艺,年总用水量

为18.20万m3/a,据此计算的每吨铁精粉原矿石用水量为

0.20m3/T。 

b = QxM = 18.2090 = 0.20m3/T
 

式中：b—单位原矿用水量 

Qx—全厂总用水量 

M—年处理铁矿石量 

根据《河北省用水定额》(DB13/T1161-2021),铁精粉原矿

石(磁选法)用水定额考核值为0.213m3/t为标准。本项目由于该

矿石品位相对较高且采用了干选甩废工艺,用水定额低于该标

准,符合用水要求。综合以上用水指标对照分析,认为该企业用

水是合理的。 

4 取水水源论证 

根据相关人员进行的实地详查,水源井埋深较大,约为

5-6.5m,此时为枯水期。两个月后,相关人员又对水源地部分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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源井进行了调查,此时埋深约为1-2m,经过7月和8月的降水补给

后,地下水位持续上升,此时为丰水期。本次论证从取水安全、

可开量以及尽可能降低对周边其他用水户影响的角度分析,确

定每眼井平均出水量为70m3/h,平均开采时间为5.5h。 

该水源地含水层岩性为砂卵砾石层,且薄。为了充分利用降

水和河流入渗补给,故在河流岸边布设项目取水井。水源地富水

性强,补给条件好,单井出水量约70m3/h,3眼水源井出水量合计

210m3/h,按照一天开采3个小时,每天出水量为630m3/d,本项目

日取水606.8m3/d,3眼井能够满足本项目取水要求,取水井布设

是合理的。另外,傍河布井,主要考虑汛期洪水因素,作为傍河取

水水源地,根据映射原理,在河道水源充足时,井的出水量将全

部来自河道补给。在河道水量不足时,产生截取河流潜流的现

象。但它说明开采量是否有保证,主要与河道径流是否充足有关,

同时也与河床潜流有关。通过资料可知,地下水资源可开采量在

枯水期为108万m3,项目年用水为18.20万m3,从水资源年量来分

析,项目取用地下水是有保障的。 

项目收集了附近选厂的水文地质资料,为较全面掌握含水

层的水文地质参数,同时根据水文地质调查资料和水文地质实

验要求,并充分利用已有民用水井的条件,进行现场水文地质实

验。根据调查、试验成果及区域水文地质资料综合分析得出,

项目周围K取28.54m/d；取水影响半径约为137m,岩性为碎石夹

砂、亚砂土；含水层主要以冲洪积、坡积为主。 

根据《产业结构调整指导目录(2024年本)》、《河北省环境

敏感区支持、限制及禁止建设项目名录》等相关法律、法规、

规章规定：该建设项目符合相关产业政策,县工业和信息化局同

意该项目建设。因此该项目取水是合理的。 

生活水质监测报告,类比项目上下游地下水监测报告结果

可知,区域地下水水质条件良好,各项参数全部满足地下水质量

Ⅲ类标准(以人体健康基准值为依据。使用范围非分散式生活饮

用水水源及工业生产用水、农业灌溉用水),项目上生活的用水

水质符合标准。尾矿库回水水质检测报告中BOD5未达到《城市

污水再生利用 工业用水水质标准》(GB/T19923-2005),超标原

因为腐烂树叶、枯草所致。取水井位于河套附近(河道为季节性

河流)。因《铁矿采选工业污染物排放标准》(GB28661-2012)

和企业工艺生产未对BOD5有严格的水质要求,所以可以回用。其

他监测因子均满足《城镇污水再生利用工业用水水质》

(GB/T19923-2005)标准的要求,未出现的因子参照《城镇污水处

理厂污染物排放标准》(GB18918-2002)中的 高标准执行。 

地下水资源可开采量是指在基数条件上可行、经济上合理,

在整个开采期内动水位不超过允许值,水质、水量不超过允许范

围,不发生危害性环境地质现象和影响已建水源地的正常运行,

在此基础上的地下水开采量。 

Q可开采=Q资源量·ρ 

式中Q可开采—地下水资源可开采量 

Q资源量—地下水资源资源量 

ρ—可开采系数 

ρ是表征地下水可开采条件的参数,需根据含水层岩性、厚

度、地下水埋深和单井出水量等因素来确定。根据《地下水资源

量及可开采量补充细则(试行)》,含水层颗粒粗、厚度大、调节能

力强的地区,ρ可取0.6-0.8。地下水资源量10万m3/km2·a,论证范

围面积为14.03km2,论证区域内地下水资源总量为140.3万m3,区域

水资源总量为可开采系数为0.77,论证范围内可开采地下水水

资源量为108.03万m3/a,项目取水量为18.20万m3/a,约占论证

范围内地下水水资源可开采总量的16.85%,所以项目取水是合

理的。 

5 取水和退水影响论证 

本项目取水影响范围为137m左右,取水井距离 近的村约

240m,且项目周边无其他企业取水,因此项目取水不会对周围合

法用水户造成严重影响。项目生产废水全部循环利用,生活废水

用于泼洒抑尘,实现了零排放,故不涉及退水。退水不会影响周

围合法用户。 

6 结论与建议 

通过以上内容分析,项目取水水源地在地下水资源总量上

能够满足项目的用水要求,依次从取用水合理性、取水井布设位

置以及取水对周边其他合法取用水户影响等方面分析了建设项

目取水水源的可行性,认为建设项目取水基本可行。根据企业的

排水方案,整个厂区用水实现零排放,退水量为零；选矿废水中

主要污染物为悬浮物,经沉淀澄清后,悬浮物浓度大大降低。因

此该项目退水对地表水水环境、地下水及第三者影响较小。企

业应认真落实水资源保护措施,切实落实好水环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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