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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珠水潮涌，伶仃澎湃——珠海市地处南海之滨，位于西江干流下游，“五门”

（金星门、磨刀门、鸡啼门、虎跳门、崖门）之水汇流入海处。珠澳供水同源，

本地水资源匮乏，严重依赖西江过境水，城市供水受咸潮影响，上世纪曾遭受多

次水荒，多年来为保障澳珠两地供水安全，初步形成了“江水为主、库水为辅、

江库联动、江水补库、库水调咸”的供水格局，有效保障了澳珠两地经济社会的

可持续发展。 

裂变、重构、跨越——如今，珠海市城市框架逐步拉开，城市新中心加快建

设，支撑城市发展的基础设施日新月异，这座以“小而美”著称的城市，正在加

快向“大而强”“大而优”转型跨越，打造粤港澳大湾区高质量发展新引擎和幸

福民生新标杆的未来之城。 

上版给水专项规划《珠海市给水工程系统规划（2006-2020）》（修编）较好

的指导了珠海市“十三五”期间的供水工作，在保障供水安全、节约用水、优质

优量供水等方面取得了积极成效，有效保障了近年珠澳两地生产生活用水需求。

在粤港澳大湾区建设的背景下，我市新一轮国土空间规划编制工作已全面启动，

多项国家战略、顶层设计围绕珠海展开，横琴粤澳深度合作区的成立，一大批国

家级重大项目突破了原有的城市规划空间布局；且近年来随着城市建设发展新问

题、新要求、新政策的出现，上版给水系统规划的给水设施承载能力也必然面临

新的挑战，全市给水系统规划亟待优化调整。 

国家高度重视饮用水安全保障工作，国家“水十条”、《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民

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四个五年规划和 2035 年远景目标纲要》出台后，为破解澳

门、珠海新发展形势下的水资源安全保障困境，目前已完成《澳门珠海水资源保

障工程总体方案》编制，并积极推进相关水资源安全保障工程；针对市域从源头

到龙头的饮用水安全保障体系，按照市政府部署要求，市水务局组织开展了《珠

海市给水系统专项规划（2020-2035）》的编制工作，统筹规划全市给水设施和干

管系统布局，旨在全面提升城市给水系统的服务能力，促进我市给水基础设施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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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持续发展，支撑未来城市社会经济的发展需求。本次规划成果将作为全市给水

基础设施规划建设的指导性文件，为下层次给水系统详细规划、法定图则等规划

编制以及下阶段给水厂站设施建设提供规划依据，并作为全市国土空间规划体系

的重要组成部分。 

本次规划贯彻集约高效、智能绿色、安全可靠、韧性低碳等先进理念，以提

高城市供水安全保障为主线，调整和优化给水系统布局，补短板，强弱项，加强

供水设施体系化建设，创新规划、管理体制机制，推动供水系统“节约集约、安

全韧性、低碳经济、智能绿色、互联互通”，助力澳珠两地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

规划在系统总体布局上对接并继承上版给水专项的系统布局并进行优化和完善，

同时结合当前给水规划建设的新理念、新方法和新技术，着眼长远，坚持创新引

领，落实高质量发展要求。 

本规划于 2021 年 6 月启动，由珠海市水务局组织编制，珠海市规划设计研

究院通过公开招投标获得该项目的编制资格。2021 年 6 月到 7 月，项目组踏勘

了市域范围内的原水泵站、供水水库、给水厂、中途加压泵站、高位水池等，详

尽了解供水设施建设及运维管理问题，并充分征求了各相关职能部门及珠海水务

环境控股集团有限公司的意见和建议。2021 年 7 月到 2021 年 11 月，项目组根

据前期座谈及调研情况形成了初步方案，并就初步方案向市水务局进行了汇报，

会议认为专项规划初步方案内容详实，基础工作扎实，研究思路清晰，会后应根

据会议意见修改完善；会后编制单位书面征求珠海水务环境控股集团有限公司意

见，按反馈意见对方案进行修改完善后形成征求意见成果，经征求各市直、区主

管部门、珠海水务环境控股集团有限公司相关意见后，于 2022 年 4 月 29 通过专

家评审，按专家及各职能部门意见修改完善后形成本轮草案成果。 

规划编制过程中得到各职能部门（市、区两级）、珠海水务环境控股集团有

限公司的精心指导和大力支持，在此表示衷心的感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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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章 规划总则 

第一条 规划背景 

水是生命之源、生产之要、生态之基。水资源作为城市发展必不可少

的资源，是切实影响城市发展进程的基础要素。随着粤港澳大湾区建设稳

步推进、横琴粤澳深度合作区加快建设、“一国两制”事业发展新实践不

断丰富、国内国际双循环新发展格局加速构建，战略红利、政策红利、区

位红利、窗口红利集中释放，珠海市即将进入转型发展窗口期、跨越发展

关键期、破局突围攻坚期，未来珠海市不管是在城市体量或发展质量上都

将有质的提升，亦会对供水安全保障能力提出更高的要求。 

为全面贯彻落实《粤港澳大湾区发展规划纲要》、《粤港澳大湾区水安

全保障规划》、《广东省节水型社会建设“十四五”规划》等相关规划，对

接粤港澳大湾区及国土空间规划对新一轮珠海市发展的目标和要求，坚持

系统思维，秉承创新引领，落实高质量发展要求，特编制《珠海市给水系

统专项规划(2020-2035）》，指导城市未来供水系统的规划建设，加快城市

供水事业补短板，强弱项，强化供水设施体系化建设，创新规划、管理体

制机制，推动供水系统“节约集约、安全韧性、低碳经济、智能绿色、互

联互通”，助力澳珠两地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 

第二条 规划目标 

贯彻“节约集约、安全韧性、低碳经济、智能绿色、互联互通”等先

进理念，以提高城市供水安全保障为主线，调整和优化给水系统布局，构

建与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现代化国际化经济特区定位相适应，更加安

全可靠、智慧低碳的城市供水系统，让广大人民群众喝上放心水、健康水、

优质水。 

本规划成果将作为全市给水基础设施规划建设的指导性文件，为下层

次分区给水系统专项规划、给水系统详细规划、法定图则等规划编制以及

下阶段给水厂站设施建设提供规划依据，并作为全市国土空间规划体系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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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要组成部分。 

第三条 规划基本依据 

（1）法律法规依据 

 《城市供水条例》 

 《广东省珠江三角洲水质保护条例》 

 《珠海市供水用水管理条例》 

 《地下水管理条例》 

（2）规范、文件依据 

 《城市给水工程规划规范》（GB50282-2016） 

 《城市消防规划规范》（GB51080-2015） 

 《消防给水及消火栓系统技术规范》（GB50974-2014） 

 《地表水环境质量标准》（GB3838-2002） 

 《水利部关于非常规水源纳入水资源统一配置的指导意见》（水资源

[2017]274 号） 

 《关于推进污水资源化利用的指导意见》（发改环资[2021]13 号） 

 《海水淡化利用发展行动计划（2021-2025）》（国家发改委、自然资

源部联合印发） 

 《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四个五年规划和 2035 年

远景目标纲要》 

 《城镇水务 2035 年行业发展规划纲要》 

 《城市地下水开发利用保护管理规定》（建设部令第 30 号） 

 《地下水质量标准》（GB/T14848-2017） 

 《城市供水水质标准》（CJ/T206-2005） 

 《生活饮用水卫生标准》（GB5749-2022） 

 《广东省用水定额》 

 《广东省地表水环境功能区划》 

 《珠海市城市规划标准与准则》（2021 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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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珠海市饮用水源保护区划》 

 《珠海市地表水功能区划修编》 

 《珠海市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四个五年规划和二〇三五年远景

目标纲要》（珠府〔2021〕21 号） 

 《粤港澳大湾区发展规划纲要》 

（3）相关规划 

 《珠江口西岸都市圈发展规划（2021-2025）》（征求意见稿） 

 《粤港澳大湾区水安全保障规划》 

 《广东省节水型社会建设“十四五”规划》 

 《珠中江供水一体化工程规划报告》（征求意见稿） 

 《澳门珠海水资源保障工程总体方案》（批复成果） 

 《珠海市水利改革发展“十四五”规划》 

 《珠海市国土空间总体规划（2020-2035）》（征求意见稿） 

 《珠海市城市概念空间发展规划》（2015 年） 

 《珠海市给水工程系统规划（2006-2020）》（修编）》（2016 年） 

 《珠海市节约用水专项规划》（2016 年） 

 《金湾区供水工程专项规划（2013-2020）》（2014 年） 

 《珠海市供水系统中长期生产设施建设规划》（2018 年） 

 《珠海市水资源承载力研究》（2019 年） 

 《珠海市水资源综合规划修编》（2019 年） 

 《珠海市水资源保障战略研究》 

 《珠海市人口发展趋势、发展规模研究专题》 

 《珠海市节水行动实施方案》 

 各片区控制性详细规划及相关规划研究成果 

第四条 规划原则 

围绕珠海市建设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现代化国际化经济特区的发展目

标，提高站位，立足高标准，高要求，构建集约高效、智能绿色、安全可靠的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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水体系； 

节水优先，高效利用——深入实施最严格水资源管理制度，推动用水方式由

粗放向节约集约转变，研究净水工艺，促进用地集约； 

韧性超前，留有冗余——提高供水安全保障系数、增强原水调咸能力和水厂

生产能力；设施规模适当留余地，兼顾区域发展的不确定性； 

低碳经济，绿色持续——低碳节能，保量、保压，优质，推动非常规水资源

规模化利用； 

共建共享，互联互通——落实国家及粤港澳大湾区要求，拔高站位，在强化

自身挖潜和优化的基础上，立足珠西都市圈共谋互为联通保障的原水保障网和净

化水保障网，促进珠西都市圈供水系统集约化进程。 

第一条 规划范围 

规划范围为珠海市域行政管理辖区内的陆域范围。 

第二条 规划期限  

规划基准年为 2020 年，远期规划年为 2035 年，远景规划年为 2050

年。 

第三条 规划思路  

（1）支撑新发展，研究未来供水形势 

构建现状供水系统模型平台，评估设施能力、排查现状问题、补足现

状缺口。基于澳珠极点发展的城市定位变化，及相关不利外界条件形势变

化，分析澳珠供水形势及趋势，提出针对性策略指导规划方案，提升澳珠

未来快速发展供水保障。 

（2）立足湾区强化水源安全保障 

立足粤港澳大湾区布局澳珠水源保障系统，形成“两源、三带、多点”

的水源总体布局。以共享共建，互联互通思维，优化珠海原水及净化水系

统布局，联合澳珠中江谋划原水、净水一张网，水源、水厂互联互通，互

为补充备用，提高澳珠供水安全韧性。 

（3）优质优量，形成源头至水龙头的全过程给水系统规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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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传统工程规划内容的基础上新增了二次供水规划、优质供水规划、

城市给水安全应急体系规划等专章，在服务粤港澳大湾区上有担当有作

为，积极推动优质供水示范区建设，创新打造高可靠性城市供水骨干网络，

构造与国际一流湾区相匹配的供水保障体系。 

（4）互连互调，强化区域联动的韧性供水格局 

构建均衡韧性的供水产能布局，供水能力冗余，应急互联互调；增大

中途调蓄能力以应对突发事故，推动系统经济、安全、韧性；完善各供水

分区之间的供水连通管，以高速水路实现水厂之间互连互通互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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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章 现状及问题分析 

第四条 现状概况 

珠澳供水同源，城市供水主要依赖西江过境水，受咸潮影响，上世纪

曾遭受多次水荒，多年来为保障澳珠两地供水安全，初步形成了“江水为

主、库水为辅、江库联动、江水补库、库水调咸”的供水格局，有效保障

了澳珠两地经济社会的可持续发展。现状已建成原水泵站 13 座，总规模

778 万 m³/d，其中取水泵站 8 座，取水规模 637 万 m³/d；现有调咸水库

13 座，总库容为 1.12 亿 m³，兴利库容 0.92 亿 m³。 

经过多年建设，珠海市供水事业迅速发展，目前已建给水厂 10 座，

供水能力 143 万 m³/d；中途加压泵站 6 座，高位水池 3 座，口径大于 200

的给水管约 2468km。供水水质总体良好，出厂水合格率超过 99%。 

第五条 现状问题分析 

（1）用水总量接近控制红线，用水效率有待提高 

珠海市 2020 年总用水量 5.41 亿立方米，供给人口约 244 万人，GDP

约 3482 亿元。2035 年我市规划常住人口为 500 万，预测未来需要超 12.6

亿立方米的水资源提供支撑保障，然而依据广东省最严格水资源管理制度

实施方案，2030 年珠海市用水总量控制红线仅 6.84 亿立方米，远低于未

来高质量发展所需的水资源量。 

（2）过渡依赖过境水源，备用水源建设不足 

目前我市供水量引、提水占比达到 89.4%，本地蓄水工程供水量仅占

比 10.4%，现状供水过度依赖西江流域过境水源，一旦出现连续枯水年或

突发性水污染事件，澳珠供水安全将受到较大威胁。  

（3）水资源受咸潮影响显著，水资源保障工程存在短板 

近年来受全球气候变暖、上游城市供水需求增加，河道采砂造成河床

下切等因素影响，咸潮影响愈加严重。我市现状原水调蓄能力应对远期需

求不足，现有水库总库容约 1.56 亿立方米，其中参与供水的水库总库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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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2 亿立方米，供水兴利库容 0.92 亿立方米，现状理想情况下可满足澳

珠两地约 50 天的应急调咸需求，但随着未来我市人口及经济体量的增长，

用水量随之增加，现有水库的应急调节保障能力不足。 

（4）缺乏辅助调节设施，供水系统韧性保障不足 

我市现有高位水池 3 座，调蓄总量仅 4100m³，不足全市供水量的 5‰，

相比澳门按供水量 17%比例进行高位水池配套（远期拟将该比例提升至

50%），辅助调节及应急保障设施严重不足。当遭遇极端台风天给水厂无

法正常供水时，系统中得不到高位水池的临时补给，易导致全市大面积停

水，全市供水能力韧性保障不足。 

（5）现状供水体系滞后于城市快速发展建设 

一方面，我市给水厂新扩建跟不上城市发展速度，给水厂新扩建进程

缓慢。如：香洲及拱北给水厂常年超产，西城、乾务给水厂一经扩建投产

便达产或超产；另一方面，我市现有供水管网除香洲城区初步形成环状供

水以外，其他区域多以支状供水为主，供水管网系统仍需加强；再者，现

状供水管网中仍有约 1/3 的管材为不常用管材，难以满足高质量供水要求。 

（6）海岛供水保障能力不足，海岛水资源利用缺乏统筹 

我市东部海岛淡水资源现状以海岛地表水资源和船运水资源为主，占

比分别为 65%、35%。近年来，海岛旅游经济快速发展，海岛用水需求急

剧增长，海岛淡水资源短缺、供水安全性较弱等问题突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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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章 规划目标及核心指标 

第六条 总体目标 

（1）至 2035 年，节水护水惜水成为社会自觉行动，水资源利用效率

达到国际先进水平，形成水资源利用与发展规模、产业结构和空间布局等

协调发展的现代化格局，全面建成节水型社会。 

（2）至 2035 年，形成“两源、三带、多点”的水源总体布局，对澳

水资源供给保障更加安全可靠，水安全保障能力和智慧化水平达到国际先

进水平。 

（3）至 2035 年，形成既区域独立的环状供水管网结构，又互联互通、

互为支撑的现代化高可靠性供水管网系统，供水能力冗余。 

（4）至 2030 年形成优质供水区域示范，至 2035 年全网达到优质供

水目标。 

第七条 核心指标 

依据国家相关规范标准、相关上位规划，形成规划核心指标如表 1 所

示。 

表 1 规划核心指标 

目标 2025 年 2035 年 
指标属

性 

水质

目标 

全市供水水质全面达到《生活饮

用水卫生标准》（GB5749-2022），

针对珠海市水源水质特点，编制

珠海市地方水质标准，研究建立

优质饮用水全流程管控标准和政

策体系。 

进一步努力达到国际

先进水平的优质水标

准，提升水质安全和健

康指标，改善饮用水口

感，满足日益提高的用

户需求。 

预期性 

水源

目标 

常用水源：供水水源保证率≥

97%； 

应急水源水质：通过净水处理工

艺能够保证出厂水水质达标； 

应急水源保障：应急水源保障 45

天供水。 

常用水源：供水水源保

证率≥98%； 

应急水源水质：通过净

水处理工艺能够保证

出厂水水质达标； 

应急水源保障：应急水

源保障 60 天以上供

水。 

约束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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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标 2025 年 2035 年 
指标属

性 

供水

保障

目标 

供水安全系数宜达到 1.3。 
供水安全系数达到

1.3。 
预期性 

水压

目标 

用户接管点服务水头宜≥0.2Mpa; 

管网压力合格率应≥99%。 

用户接管点处服务水

头宜≥0.28Mpa ； 

输水干线压力应≥

0.14Mpa 

工业专用水水压可根

据用水户实际需要确

定，但不宜<0.14Mpa。 

预期性 

优质

供水

目标 

力争实现公共机构、政务大厅、

公园广场、高校、博物馆、综合

交通枢纽等重要公共场合优质饮

用水（直饮水）全覆盖；完成高

新区、横琴合作区优质饮用水示

范区建设。 

全市供水达到优质饮

用水标准。 
预期性 

管网

建设

目标 

城市公共供水管网漏损率≤

9.0%； 

中途有效调蓄容积不宜低于城市

供水总规模的 5%。 

城市公共供水管网漏

损率≤8.0%； 

中途有效调蓄容积不

宜低于城市供水总规

模的 10%。 

约束性 

水厂

升级

目标 

全市供水系统水厂深度处理率力

争达到 50%。 

全市各供水系统给水

厂深度处理率达到

100%。 

预期性 

智慧

水务

目标 

水厂、泵站、管网和二次供水设

施等具备完整的 SCADA 系统； 

管网具备完整的 GIS 信息系统和

DMA 系统，强化现有系统综合集

成，GIS 数据准确度、在线水力模

型和数据互通；完成智慧水务综

合系统的搭建。 

完善智慧水务综合系

统，全面融入智慧城市

体系。 

预期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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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章 城市给水厂布局规划 

第八条 城市需水量预测 

（1）2035 年需水量预测 

综合考虑单位人口综合用水量指标法、单位建设用地综合用水量指标

法、不用性质用地用水指标法、全市日用水量增长法的预测结果，考虑节

约用水后，2035 年规划需水量为 330 万 m³/d，其中陆域需水量 328.5 万

m³/d，海岛需水量 1.5 万 m³/d。各区最高日规划净化水需水量如表 2 所示。 

表 2 珠海市各区净化水规划需水量 

行政分区 
净化水需水量 

（万 m³/d） 

工业原水需水量 

（万 m³/d） 

总需水量 

（万 m³/d） 

横琴粤澳深度合作区 35.0   35.0 

鹤州新区（除海岛） 12.0   12.0 

高新区 35.0   35.0 

香洲区 68.5   68.5 

金湾区 75.0 15 90.0 

斗门区 88.0   88.0 

海岛 1.5   

合计 315 15 330 

（2）远景规划需水量预测 

采用单位人口综合用水量指标法、单位建设用地综合用水量指标法，

考虑节约用水后，珠海市远景规划需水量为 440.0 万 m³/d。结合人口分

布及已有控制性详细规划成果得到远景各区规划需水量如表 3 所示。 

表 3 珠海市区远景规划需水量 

行政分区 净化水需水量（万 m³/d） 

横琴粤澳深度合作区 50 

鹤洲新区（含海岛） 40 

香洲区 80 

金湾区 100 

斗门区 125 

高新区 45 

合计 440 

第九条 给水厂总体布局规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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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规划按照“一网联动，均衡布局”总体布局思路，全市陆域共规划

11 座给水厂（具体规划参数详见表 4），形成“一网，两片，七主，四辅” 

的给水厂布局，其中新建 1 座，扩建 5 座给水厂，2035 年规划规模 422

万 m³/d，远景新增一座东咀给水厂，远景控制规模 562 万 m³/d。海岛

规划 11 座给水厂（给水处理站）（具体规划参数详见表 5），其中保留现

状及在建的 9 座给水厂（给水处理站），新建 2 座给水厂，2035 年规划规

模 1.81 万 m³/d，远景控制规模 2.01 万 m³/d。 

表 4 陆域规划给水处理设施一览表 

编号 名称 
现状规模

(万 m³/d) 

2035 规划规

模（万 m³/d） 

远景规划规模

（万 m³/d） 
规划状态 

1 唐家给水厂 12 45 60 规划扩建 

2 梅溪给水厂 — 45 45 规划新建 

3 拱北给水厂 30 30 30 规划改造 

4 
香洲给水厂 

（辅助） 
6 3 3 规划改造 

5 南区给水厂 27 85 100 规划扩建 

6 西城给水厂 28 100 125 规划扩建 

7 龙井给水厂 8 20 20 规划改造+扩建 

8 乾务给水厂 28 85 100 规划扩建 

9 东咀给水厂 — — 70 远景新建 

9 
平沙给水厂 

（辅助） 
5 5 5 重新启用 

10 
三灶给水厂 

（辅助） 
2 2 2 保留现状 

11 
莲溪给水厂 

（辅助） 
2 2 2 保留现状 

表 5 海岛规划给水处理设施一览表 

序

号 
海岛 给水厂 

现状规

模（m³

/d） 

2035 规划

规模（m³

/d） 

远景规划

规模（m³

/d） 

规划状态 

1 

东澳岛 

东澳给水厂 1200 1200 1200 维持现状 

2 
东澳第二水厂 

（在建） 
4000 4000 4000 

维持现状 

（海水淡化

厂） 

3 大万山

岛 

万山给水厂 2400 2400 2400 维持现状 

4 万山第二给水厂 — 1000 1000 规划新建 

5 

桂山岛 

桂山岛给水厂 720 720 720 维持现状 

6 
桂山岛海水淡化

厂（在建） 
1000 3000 3000 

规划扩建 

（海水淡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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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

号 
海岛 给水厂 

现状规

模（m³

/d） 

2035 规划

规模（m³

/d） 

远景规划

规模（m³

/d） 

规划状态 

厂） 

7 

外伶仃

岛 

流水坑给水厂 

（在建） 
1000 1000 1000 维持现状 

8 
外伶仃岛海水淡

化厂（在建） 
1000 1000 3000 

规划扩建 

（海水淡化

厂） 

9 外伶仃给水厂 — 2400 2400 规划新建 

10 担杆岛 
担杆岛供水设施

（在建） 
300 300 300 维持现状 

11 三角岛 
三角岛海水淡化

厂（在建） 
1100 1100 1100 

维持现状 

（海水淡化

厂） 

 

第十条 给水厂供水水质  

各给水厂出厂水质必须满足《生活饮用水卫生标准》（GB5749-2022）

要求。至 2035 年，研究建立优质饮用水全流程管控标准和政策体系，进

一步努力达到国际先进水平的优质供水标准，提升水质安全和健康指标，

改善饮用口感，满足日益提升的用户需求。 

第十一条 规划供水水压 

本规划拟定出厂水压控制在 0.40～0.50MPa。 

城市配水管网的供水水压宜满足用户接管点处服务水头 0.28 Mpa 的

要求。局部地势较高的地区和高层建筑水压不能满足要求时，应设计局部

加压系统。本次规划拟定给水干管节点自由水头≥32 m；局部以低层为主

的地区或地势高差较大地区应根据实际情况确定管网的服务水压，一般保

证节点压力≥28m，特殊地区不宜小于 14m（地势高于 35m 的节点除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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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章 城市原水系统规划 

第十二条   原水系统供水格局 

陆域规划通过“内源”挖潜、“外源”补水，建成“多源”联动、“一

网”调度的韧性供水格局，通过建设水库增调蓄、扩建泵站强水源、增建

管网通瓶颈、库群联网活动力、东西连通互备用，形成“江水为主、库水

为辅、东西互通、多源联合、江库联动、江水补库、库水调咸、常备有力”

的原水保障总体格局。 

东部海岛规划形成“本地雨水蓄水、中水回用为主，海水淡化为辅，

全面提高非常规水资源利用率”的供水格局。 

第十三条   原水规模预测 

2035 年珠海、澳门原水需求总规模为 503.7 万 m³/d，其中珠海为 458.4

万 m³/d、澳门为 45.3 万 m³/d；远景珠海、澳门原水需求总规模为 670.7

万 m³/d，其中珠海为 605.3 万 m³/d、澳门为 65.4 万 m³/d。 

第十四条   原水设施规划 

（1）原水调咸设施规划 

规划调咸水库合计 17 座，总供水兴利库容将约 2.08 亿 m³，可保障 2035

年不少于 60d 的城市需水调咸能力。具体包括新建竹银水库二期、白泥坑

水库，扩建乾务水库、木头冲水库，可分别新增供水兴利库容 6445 万 m³、

1467 万 m³、2955 万 m³、231 万 m³，另外将白水寨水库与先锋岭水库连通，

可新增可利用兴利库容 94.25 万 m3，以上工程合计新增可利用供水兴利库

容约 1.12 亿 m³。 

（2）原水泵站规划 

规划 7 座原水取水泵站，2035 年总取水规模 1541 万 m³/d，远景总取

水规模 1736 万 m³/d；规划 5 座原水加压泵站，2035 年和远景总加压规模

均为 151 万 m³/d，具体规划参数详见表 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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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6 原水泵站规划一览表 

类别 设施名称 
现状规模 

(万 m3/d) 

2035 控制规模 

(万 m3/d) 

远景控制规

模 

(万 m3/d) 

规划状态 

规划取

水泵站 

竹洲头泵站 80 360 555 规划扩建 

平岗泵站 140 515 515 规划扩建 

广昌泵站 230 405 405 规划扩建 

黄杨泵站 50 160 160 规划扩建 

莲溪泵站 2 2 2 保留现状 

大环泵站 6 30 30 规划扩建 

南门泵站 69 69 69 保留现状 

规划加

压泵站 

洪湾泵站 65 65 65 保留现状 

南沙湾泵站 30 30 30 保留现状 

大镜山泵站 25 25 25 保留现状 

沙美泵站 6 6 6 保留现状 

新沙美泵站 15 25 25 规划扩建 

（3）原水管网规划 

规划新增 13 条原水输水管线，新增原水管线长度约 125km，形成一张

网原水系统架构，主要原水管道如表 7 所示。 

表 7 规划原水管道一览表 

输水通道 
输水规模 

(万 m³/d) 
工程名称 规模 

输水能力 

(万 m³/d) 

规划状

态 

广昌泵站~北

库群 
146 

广南梅一期 
DN2000~D

N1800 
40 

现状保

留 

广南梅第二条原

水管道工程 
DN2600 120 

规划新

建 

梅溪水库-大

镜山水库 
110  

梅溪水库至大镜

山水库连通渠 

连通渠

+DN2000 
110  

规划新

建 

大镜山水库-

凤凰山水库 
84.2 

大镜山水库至凤

凰山水库连通渠 
2.0m*2.3m 85 

现状保

留 

大镜山水库至凤

凰山水库第二条

连通管 

DN2400 65 
规划新

增 

凤凰山水库-

唐家给水厂 
47.3 

凤凰山水库至唐

家给水厂第一条

原水管 

DN1200 13 
现状保

留 

凤凰山水库至唐

家给水厂第二条

原水管 

DN2000 40 
规划新

增 

大镜山水库-

香洲给水厂 
3.2 

大镜山水库至香

洲给水厂原水管 
DN1000 5 

现状保

留 

南沙湾泵站- 20  南沙湾泵站至大 DN1200+D 20 现状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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输水通道 
输水规模 

(万 m³/d) 
工程名称 规模 

输水能力 

(万 m³/d) 

规划状

态 

大镜山水库 镜山水库原水管 N1000 留 

广昌泵站~南

区给水厂 
105 

广昌泵站至南区

给水厂一管 
DN1600 30 

现状保

留 

南区水厂第二条

进出厂管道工程 
DN2200 75 在建 

广昌泵站~洪

湾泵站 
80  

广昌泵站至洪湾

泵站原水管道 
2DN2000 80  

现状保

留 

洪湾泵站-石

排湾给水厂 
20  对澳供水第四管 DN1600 20  

现状保

留 

洪湾泵站-南

屏水库 
70  

洪湾泵站至南屏

水库隧洞工程 
DN3000 70  

规划新

建 

广昌泵站~南

屏水库 
40  

广昌泵站至南屏

水库原水管道 
2DN1600 60  

现状保

留 

平岗泵站-广

昌泵站 
395 

西水东调一期、二

期 
2DN2400 200  

现状保

留 

平岗泵站至广昌

泵站第三条原水

管 

DN3200 195  
规划新

建 

平岗泵站-西

城给水厂 
110.3 

平岗泵站至西城

给水厂第一、第二

原水管 

2DN1600 60 
现状保

留 

平岗泵站至西城

给水厂第三条原

水管 

DN2400 100 
规划新

建 

竹洲头泵站-

平岗泵站 
360 

竹洲头泵站至平

岗泵站第一条原

水管 

DN2400 100  
现状保

留 

新建竹洲头泵站

至平岗泵站输水

管道工程 

DN2800+D
N3200 

330  
规划新

建 

竹银水库-黄

杨泵站 
160 

竹银水库至黄杨

泵站连通工程 
DN3200 170 

规划新

建 

黄杨泵站-缯

坑水库 

220 

黄杨泵站至缯坑

水库、第一条原水

管道工程 

DN2000 50  
现状保

留 

黄杨泵站-缯

坑水库、乾务

水库 

黄杨泵站至缯坑

水库、乾务水库第

二条原水管道工

程 

DN3200 170  
规划新

建 

缯坑水库-乾

务水库 
/ 

缯坑水库至乾务

水库连通渠 
2.2m*2.4m 75  

现状保

留 

缯坑水库-龙

井水库 
/ 

缯坑水库至龙井

水库原水管道 
DN2600 60  

现状保

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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输水通道 
输水规模 

(万 m³/d) 
工程名称 规模 

输水能力 

(万 m³/d) 

规划状

态 

白泥坑水库-

龙井水库  
/ 

白泥坑水库至龙

井水库连通工程 
DN3000 100 

规划新

增 

乾务水库-乾

务给水厂 
88.2  

乾务水库至乾务

给水厂第一条原

水管 

DN2000 50 
现状保

留 

乾务水库至乾务

给水厂第二条原

水管 

DN2000 50 
规划新

增 

乾务水库-白

泥坑水库 
/ 

乾务水库至白泥

坑水库连通工程 
DN3000 100 

规划新

建 

（4）东部海岛：加大蓄水水库建设和升级，推广再生水利用和海水淡化

技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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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六章 城市水源及保护规划 

第十五条 严格执行国务院办公厅发布的《实行最严格水资源管理制度考核

办法》以及《珠海市最严格水资源管理制度实施方案》，严格执行《广东省水污

染防治条例》。 

第十六条   城市水源 

规划以磨刀门水道、黄杨河水道、虎跳门水道为城市主要水源；中部

水库群、西部水库群为辅助水源。在持续咸潮时期，中部水库群和西部水

库群是各给水厂的应急水源，作为蓄淡调咸的重要设施。 

第十七条   水源保护 

饮用水水源保护区分为河流型饮用水水源一、二级保护区和水库型饮

用水水源一、二级保护区。 

河流型饮用水水源一级保护区的范围：平岗、广昌、竹洲头、黄杨、

南门各取水点上游 1500m 至下游 1500m 以内的水域。平岗、黄杨、竹洲头

泵站取水点环境目标为国家地面水环境质量标准Ⅱ类，广昌、南门泵站取

水点环境目标为国家地面水环境质量标准Ⅲ类。 

河流型饮用水水源二级保护区范围：平岗泵站一级保护区上边界向上

延伸 8500m 至下边界向下延伸 1500m；广昌泵站一级保护区上边界向上延

伸 7500m 至下边界向下延伸 1000m；竹洲头泵站一级保护区上边界向上延

伸 3500m 至下边界向下延伸 2500m；黄杨泵站一级保护区上边界向上延伸

3500m 至下边界向下延伸 1500m；南门泵站一级保护区上边界向上延伸

7500m 至下边界向下延伸 3700m 的长度范围，以及沿各取水点一侧堤岸

到河道中泓线的宽度范围。其中平岗、竹洲头泵站饮用水水源二级保护区

的环境目标为国家地表水环境质量标准Ⅱ类，广昌、黄杨河、南门泵站饮

用水水源二级保护区的环境目标为国家地表水环境质量标准Ⅲ类。 

水库型饮用水水源一级保护区范围：大镜山、凤凰山、竹银、乾务水

库取水点半径 300 米范围内的水域和一级水域保护区沿岸正常水位线以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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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 米范围内的陆域，梅溪、青年、银坑、竹仙洞、南屏、蛇地坑、龙井、

缯坑、西坑、南山、先锋岭、白水寨、爱国、木头冲、黄绿背、爱国、南

新、大万山旧坑等水库集雨区陆域。 

水库型饮用水水源二级保护区范围：大镜山、凤凰山、竹银、乾务水

库一级保护区水域以外的水域及周边第一重山山脊线以内、一级保护区以

外范围的陆域。环境目标均为国家地表水环境质量标准Ⅱ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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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七章 城市净化水输配系统规划 

第十八条   净化水管网规划 

按照“一网分片，区域联动”的管网规划思路，积极推动各供水分区

间供水连通管建设，规划新增给水干管（≥DN1000）约 244km，对建设

年代久远、管道老化严重、管材质量差、管网过流能力不足的问题管段进

行改造，合计约 113km；加强给水厂与给水厂之间的主干管系统互联互

通，形成能积极应对事故工况的高速互联互调环路，提高全市供水系统韧

性。 

第十九条  中途调压设施规划 

为了保障供水安全，提高全市供水系统的韧性，结合低碳经济、安全

韧性等因素，考虑中途调压设施以“高位水池为主，加压泵站为辅”的系

统组成。 

规划新增高位水池（含在建）15 座，总调蓄规模达到 29.7 万 m³，新

增加压泵站 3 座，即横琴南 2#加压泵站、机场东加压泵站、三灶加压泵

站，具体设施参数详见表 8。 

表 8 规划中途调压设施一览表 

序号 区域 名称 规划规模 
池底标

高（m） 
规划状态 

1 

高新

区 

金鼎山高位水池、金鼎

1#加压泵站 

V=1 万 m³；

Q=2500m³/h 
50 规划新建 

2 
五桂山高位水池、金鼎

2#加压泵站 

V=1 万 m³；

Q=2500m³/h 
50 规划新建 

3 
大沙澳高位水池、大沙

澳加压泵站 

V=0.5 万 m³/d；

Q=1000m³/h 
45 规划新建 

4 

香洲

区 

风波山高位水池 V=338m³ 50 现状保留 

5 石锤山高位水池 V=763 万 m³ 50 现状保留 

6 湾仔高位水池 V=2.0 万 m³ 32 规划新建 

7 
吉大高位水池、吉大加

压泵站 

V=2.0 万 m

³;Q=4000m³/h 
50 规划新建 

8 
横琴

合作

横琴东高位水池、横琴

东加压泵站 

V=2.0 万 m³；

Q=4000m³/h 
35 规划新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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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号 区域 名称 规划规模 
池底标

高（m） 
规划状态 

9 
区 横琴西高位水池、横琴

西加压泵站 

V=2.0 万 m³；

Q=4000m³/h 
40 在建 

10 
横琴南 1#高位水池、横

琴南 1#加压泵站 

V=2.0 万 m³；

Q=4000m³/h 
35 规划新建 

11 横琴南 2#加压泵站 Q=1100m³/h - 规划新建 

12 
斗门

区 

王保高位水池及加压泵

站 

V=2.0 万 m

³;Q=4000m³/h 
50 规划新建 

13 麻竹山高位水池 V=2.0 万 m³ 35 规划新建 

14 五山高位水池 V=2.0 万 m³ 35 规划新建 

15 

金湾

区 

黄绿背高位水池 V=2.0 万 m³ 35 现状改建 

16 南迳湾加压泵站 Q=1.32 万 m³/d - 现状保留 

17 三灶 1#高位水池 
V=2.0 万 m³；

Q=4000m³/h 
35 规划新建 

18 三灶 2#高位水池 
V=2.0 万 m³；

Q=4000m³/h 
45 规划新建 

19 南迳湾高位水池 
V=2.0 万 m

³;Q=4000m³/h 
40 规划新建 

20 机场东路加压泵站 Q=10.0 万 m³/d - 规划新建 

21 三灶加压泵站 Q=7.0 万 m³/d - 规划新建 

22 
南水高位水池及加压泵

站 

V=2.0 万 m

³;Q=4000m³/h 
35 规划新建 

 

第二十条 二次供水规划 

加压泵站、二次供水泵房等供水设施应避免设置于地势低洼点处，不

宜设置于建筑物最底层。如受客观条件所限，必须采用全地下式或半地下

式建设的，需严格按照有关规定和技术规范要求设置防水排涝设施。 

二次供水设备需满足《二次供水工程技术规程》（CJJ-2018）等相关

规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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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八章 供水安全保障系统规划 

第二十一条 加强城市安全供水保障体系建设，紧急状况据用水类别对城

市用水量进行必要控制，保障居民基本生活用水，对其他生产用水大

户、第三产业中部分行业用水实行限量限时供水。 

第二十二条 加强应急状况给水体系规划，应急状况各原水取水口均无法

工作，依靠水库群调蓄库容向各给水厂和澳门供给原水，在雨季来临

前水库群应保留一定库容，以维持其间突发事件应急状态原水需求。 

第二十三条 加强水资源流域性、区域性合作，共同开展水资源综合保护

利用；建立区域性水资源突发事件长效应急机制，明确相关责任、制

定规章制度、建立监测体系、完善应急措施，共同保护、合理使用有

限水资源；建立流域性水资源监测、保护、利用和管理体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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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九章 设施空间管控规划 

第二十四条 厂站设施用地规划 

全市陆域范围内共规划给水厂 12 座（含辅助给水厂），远景陆域控制供

水总量 562 万 m³/d，规划给水厂用地规模 168.86ha，用地管控详见表 9；远

景规划原水设施规模 1887 万 m³/d，规划原水控制用地规模 43.47ha，用地

管控详见表 10；规划高位水池容积约 28.65 万 m³/d，规划中途加压泵站总

规模约 1650m³/h，高位水池及配建泵站、中途加压泵站共需控制用地

13.98ha，用地管控详见表 11。 

表 9 规划给水厂用地管控表 

序号 分区 名称 
给水厂规模（万 m³/d) 现状用地面

积（ha） 

规划控制用

地（ha） 现状规模 2035 年 控制规模 

1 

东部

城区 

唐家给水厂 12 45 60 14.5 25.89 

2 梅溪给水厂 0 45 45 12.1 12.1 

3 拱北给水厂 30 30 30 9.7 9.7 

4 
香洲给水厂 

（辅助） 
6 3 3 1.4 1.78 

5 南区给水厂 27 85 100 18.09 23.34 

6 

西部

片区 

西城给水厂 28 100 125 12.93 37.5 

7 龙井给水厂 8 20 20 2.4 5.82 

8 乾务给水厂 28 85 100 10.2 30 

9 东咀给水厂 0 0 70 — 21 

10 
平沙给水厂

（辅助） 
5 5 5 0.62 0.62 

11 
三灶给水厂

（辅助） 
2 2 2 0.61 0.61 

12 
莲溪给水厂

（辅助） 
2 2 2 0.5 0.5 

合计 133 422 562 83.05 168.8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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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10 规划原水设施用地管控表 

编

号 

类

别 
设施名称 

现状规

模 

(万 m³/d) 

规划规模 

(万 m³/d) 

远景控制

规模 

(万 m³/d) 

现状用地

规模 

（ha） 

规划控

制用地

规模

（ha） 

1 

取

水

泵

站 

竹洲头泵

站 
80 360 555 2.89 11 

2 平岗泵站 140 515 515 3.1 6.2 

3 
广昌泵站 230 405 405 4.77 8.27 

4 
黄杨泵站 50 160 160 3.23 3.23 

5 大环泵站 6 30 30 2.5 2.5 

6 南门泵站 69 69 69 3 3 

7 莲溪泵站 2 2 2 — — 

8 

加

压

泵

站 

洪湾泵站 65 65 65 7.72 6.42 

9 
南沙湾泵

站 
30 30 30 1.86 2.02 

10 
大镜山泵

站 
25 25 25 — — 

11 沙美泵站 6 6 6 — — 

12 
新沙美泵

站 
15 25 25 0.83 0.83 

合计 718 1692 1887 29.9 43.47 

 

表 11 中途调蓄加压设施用地管控表 

名称 规划规模 备注 
现状用地面

积（ha） 

规划控制用

地（ha） 

金鼎山高位水池、金

鼎 1#加压泵站 

V=1 万 m³；

Q=2500m³/h 
新建 0 0.46/0.3 

五桂山高位水池、金

鼎 2#加压泵站 

V=1 万 m³；

Q=2500m³/h 
新建 0 0.46/0.3 

大沙澳高位水池、大

沙澳加压泵站 

V=0.5 万 m³/d；

Q=1000m³/h 
新建 0 0.23/0.2 

风波山高位水池 V=0.338 万 m³ 现状保留 0.003 0.003 

石锤山高位水池 V=0.763 万 m³ 现状保留 0.002 0.002 

湾仔高位水池 V=2.0 万 m³ 新建 0 0.57 

吉大高位水池、吉大

加压泵站 

V=2.0 万 m

³;Q=4000m³/h 
新建 0 0.57/0.4 

横琴东高位水池、横

琴东加压泵站 

V=2.0 万 m³；

Q=4000m³/h 
新建 0 0.57/0.4 

横琴西高位水池、横

琴西加压泵站 

V=2.0 万 m³；

Q=4000m³/h 
在建 0 1.1/0.1 



珠海市给水系统专项规划（2020-2035）-规划简本 

27 

 

珠海市污水系统专项规划 ( 2 0 0 6 - 2 0 2 0）修编·文本 

名称 规划规模 备注 
现状用地面

积（ha） 

规划控制用

地（ha） 

横琴南 1#高位水池、

横琴南加压泵站 

V=2.0 万 m³；

Q=4000m³/h 
新建 0 0.57/0.4 

横琴南 2#加压泵站 Q=1100m³/h 新建 0 1 

王保高位水池及加压

泵站 

V=2.0 万 m

³;Q=4000m³/h 
新建 0 0.57/0.4 

麻竹山高位水池 V=2.0 万 m³ 新建 0 0.57 

五山高位水池 V=2.0 万 m³ 新建 0 0.57 

黄绿背高位水池 V=2.0 万 m³ 现状改建   0.57 

南迳湾加压泵站 Q=1.32 万 m³/d 现状保留 0.34 0.34 

三灶 1#高位水池 
V=2.0 万 m³；

Q=4000m³/h 

已开展前期

工作 
0 0.83/0.018 

三灶 2#高位水池 
V=2.0 万 m³；

Q=4000m³/h 

已开展前期

工作 
0 0.92/0.018 

南迳湾高位水池 
V=2.0 万 m

³;Q=4000m³/h 
新建 0 0.57/0.4 

机场东路加压泵站 Q=10.0 万 m³/d 新建 0 2 

三灶加压泵站 Q=7.0 万 m³/d 新建 0 1.95 

南水高位水池及加压

泵站 

V=2.0 万 m

³;Q=4000m³/h 
新建 0 0.57/0.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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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章 近期建设规划 

第二十五条 原水系统近期建设 

近期重点推进澳门珠海水资源保障工程，扩建平岗泵站、竹洲头泵站；

通过配套建设新黄杨泵站第二根配套输水管线工程、竹洲头泵站扩建及配

套管线工程（二期）、竹银和黄杨原水系统连通工程、洪南隧洞工程等，

促成东、西“双城”形成 “一张网”的原水系统架构，保障水源系统布

局互联互调，互为保障。 

第二十六条 给水厂近期建设 

近期通过新建梅溪给水厂，扩建西城给水厂、乾务给水厂、南区给水

厂及唐家给水厂形成东城“四主一辅”、西城“三主三辅”的韧性供水系

统布局，东、西“双城”供水能力增加约 130 万 m³/d，较现状供水能力

增加 90%，全市达到 263 万 m³/d 的供水规模，近期供水安全系数达到

1.2 以上。 

第二十七条 净化水管网近期建设 

按“一网分片，区域联动”的原则，推动全市各分区供水连通管网建

设，近期改造老旧给干管管网总长约为 132.91km，近期新建给水干管管

网总长约 119.09km。 

第二十八条 中途调压设施近期建设 

近期建设 10 座高位水池，新增 14.5 万 m³网中调蓄能力，增大供水

系统中途调蓄能力，更好地应对台风、爆管等突发事故，推动供水系统经

济、安全、韧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