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水利部关于强化取水口取水监测计量的意见

部机关各司局，部直属各单位，各省、自治区、直辖市水利（水务）厅（局），

各计划单列市水利（水务）局，新疆生产建设兵团水利局：

党的十九届五中全会明确要求建立水资源刚性约束制度。加强取水管理是严

格水资源源头管控、强化水资源刚性约束的重要内容。取水口取水监测计量是取

用水管理不可或缺的手段，是发挥水资源刚性约束作用的重要基础性工作。目前

取水监测计量工作仍存在覆盖面不全，准确度和在线率不高，信息平台功能不完

善，数据共享程度不足等问题，与严格水资源管理的要求不相适应。为全面、准

确、及时掌握取用水情况，提高水资源管理精细化水平，对强化取水口取水监测

计量工作提出如下意见。

一、总体要求

（一）指导思想。深入贯彻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和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治水工

作的重要论述精神，落实“节水优先、空间均衡、系统治理、两手发力”的治水

思路，以满足水资源管理需求为目的，以提高监测计量覆盖面、提升监测计量数

据质量、加强监测计量数据成果应用为重点，坚持系统观念、依法依规、因地制

宜、分类推进，完善水资源前端信息采集、传输系统及承接管理平台，健全责任

明确、支撑有力、监管有效的取水口取水监测计量体系，为实施水资源刚性约束

制度，促进生态文明建设和高质量发展提供有力支撑。

（二）主要目标。到 2023 年，基本建成较为系统、完整的取水监测计量体

系，非农业取水口和大中型灌区渠首取水口计量全覆盖，取水量计量率和在线计

量率明显提高，监测计量设施满足相关技术标准和技术规范要求，信息平台建设

和数据共享得到有效提升，能够及时、准确、全面掌握全国地表水、地下水等水

源取水以及各领域用水情况，有力支撑水资源监管工作。

二、全面提高监测计量覆盖面

（三）加快实现工业、生活、服务业取水口计量全覆盖。工业、生活、服务

业等取水应全面配备计量设施。其中，地表水年许可水量 50 万 m3 以上、地下

水年许可水量 5万 m3 以上的取水，原则上均应安装在线计量设施。水资源短缺、

地表水过度开发和地下水超采地区，应对取水在线计量作更高要求，提升取水在



线计量率。对调水工程和向河道外生态补水的取水口，应实现计量全覆盖，规模

以上的要做到在线计量。具体实施办法由省级水行政主管部门规定。

（四）分类推进地表水灌区取水口监测计量。对 5万亩以上的大中型灌区渠

首取水口，到 2022 年要全部实现在线计量。对其余中型灌区渠首取水口，应通

过安装计量设施或折算进行取水计量。对中型灌区干支渠口门（干渠直开口和支

渠进口），暂不具备计量设施安装条件的，可通过折算或推算方式计算取水量。

对小型灌区，要按照规定比例选择典型样本进行取水计量，满足区域小型灌区用

水统计数据核算要求。

（五）有序推进农用灌溉机井监测计量。对农用灌溉机井，管径在 20cm 以

上、具备取水计量设施安装条件的，应安装计量设施。对管径在 20cm 以上、暂

不具备计量设施安装条件的，以及管径 20cm 以下的机井，可采用以电折水等方

法计量水量。不具备以电折水条件的，应在摸清区域机井底数的基础上开展典型

样本计量，合理推算区域地下水开采量。地下水超采区应在以上要求基础上，结

合实际进一步提升农用灌溉机井监测计量覆盖面。

（六）做好已有监测计量设施改造升级。对不符合国家有关技术规范和标准

要求的监测计量设施，取用水户应限期更换、维修，并依法申请检定或校准，保

障计量设施正常运行。对取水规模达到在线计量要求而未实现在线计量的，取用

水户应限期实现在线计量。对同一取水口已安装多个取水计量设施的，应综合考

虑准确度、传输能力等因素，经有关计量技术机构对计量设施进行检定或校准后，

确定一个设施作为计量水量的依据，数据由取用水户和水行政主管部门共享互认。

三、着力提升监测计量数据质量

（七）明确监测计量准确度要求。取用水户应按《中华人民共和国计量法》

和有关计量技术规范和标准要求安装使用取水计量设施。明渠、管道输水监测准

确度应满足《取水计量技术导则》（GB/T28714）、《水资源水量监测技术导则》

（SL365）等技术标准规定。取水在线计量设施数据准确度、传输规约等应符合

有关标准规范要求。

（八）完善农业取水量折算和推算管理。对因客观条件限制无法安装取水计

量设施的农业灌溉取水口，可采用以电折水等折算方法计量水量。省级水行政主

管部门应根据实际情况对折算方法提出规范要求。对不具备折算条件的，可按照



用水统计调查制度规定，采用抽样调查方法推算区域农业取用水量，并采用遥感

监测、区域水量平衡等方法进行复核，提高数据的准确性和可靠性。

（九）加强取水计量设施运维。地方各级水行政主管部门要建立严格的数据

质量责任制，落实取水计量监督管理职责，明确计量设施安装与维护、检定与校

准、数据采集与传输等方面的要求，对取水计量设施使用情况、计量数据质量进

行抽查检查，督促指导取用水户落实专人负责数据质量管理，创新管理和技术手

段，严防数据造假。对发现的数据造假行为，要依法依规严肃查处。

（十）推进信息共享和功能提升。以国家水资源管理系统为基础，完善取用

水监测计量信息承接管理平台，做好省级平台与水利部平台、流域平台间的数据

同步，实现不同层级和部门间信息共享。推动国家水资源管理系统与取水许可电

子证照、取水计划管理、用水统计直报、水资源税（费）征收、基层水资源在线

监控等信息资源整合。持续做好平台功能完善和运行维护，为监管部门和取用水

户提供全面、便捷、高效的信息服务。

四、切实强化监测计量成果应用

（十一）强化在取用水日常管理中的应用。各级取水许可审批部门要将取水

计量作为取水许可审批及事中事后监管的条件，对不符合规定要求的，不得审批

发放取水许可证，不得办理取水许可变更或延续。取用水户要依据取水监测计量

数据，如实填报用水统计报表并缴纳相关税费。水行政主管部门要依据取水监测

计量数据，与许可水量、年度取水计划等进行比对，及时发现和处理超许可、超

计划取水问题。

（十二）强化在水资源管理中的应用。加强取水口取水监测计量数据在用水

统计调查、水资源调查评价、取用水管理等工作中的应用，为地表水、地下水开

发利用节约保护提供数据支撑，为生态流量监管、水量调度、地下水超采治理和

最严格水资源管理考核等提供重要依据。

五、落实保障措施

（十三）加强组织领导。各流域管理机构和省级水行政主管部门要充分认识

取水口取用水监测计量在水资源管理中的重要作用，高度重视，精心组织，结合

取用水管理专项整治行动，根据取水许可管理权限抓紧编制《取水口监测计量体

系建设实施方案（2021-2023 年）》，提出提升取水量计量率、在线计量率的具体



目标和任务，制定提高数据质量、强化数据应用、完善相关信息平台的工作计划，

明确分工安排和保障措施，抓紧组织实施。实施方案应于 2021 年 8 月 31 日前报

水利部备案。

（十四）压实工作责任。取用水户应依法依规落实取水计量设施安装、使用、

维护责任，依法申请检定或校准，保证计量设施正常运行，并对监测计量数据的

真实性、准确性负责。新建、改建、扩建取水工程或设施必须同步安装或完善取

水监测计量设施。有明确管理单位的灌区，取水口取水监测计量设施由灌区管理

单位负责安装、维护。由水资源监控项目移交给取用水户的取水计量设施，由取

水单位或者个人负责使用管理。取水工程（设施）产权及取水权不清的，水行政

主管部门负责确定取用水计量设施安装与维护责任单位。

（十五）多渠道筹集资金。地方各级水行政主管部门要加强与有关部门沟通

协调，多渠道筹集资金，强化投入保障，对灌区渠首、农灌机井、农村供水工程

等涉农取水口计量设施建设，以及在线传输计量设施配备、计量设施检定或校准、

信息平台建设及运维等予以支持。

（十六）创新技术服务。加快制修订取水监测计量技术规范和标准。加强折

算、推算及大数据分析方法的准确度与规范性的研究，完善宽浅河道、大口径管

道、不规则明渠水量计量溯源技术。加强新型监测计量设施研制和应用，提升取

水口监测计量智能化、智慧化水平。

（十七）严格监督考核。把取水口取水监测计量工作纳入最严格水资源管理

制度考核，加强监督检查。对工作组织不力、进度滞后、监管不到位、数据质量

问题多的地区，以通报、会商、约谈等方式督促整改。

水利部

2021 年 6 月 21 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