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扬州某小区居民节水意识与对中水应用认知调研 

葛丁阳 

(扬州大学 附属中学,江苏 扬州 225001) 

【摘 要】：我国水资源十分短缺,城市缺水尤为严重,在城市中推广中水系统具有重要意义。以扬州市某小区为

研究对象,通过问卷调研的方式对居民对水资源现状认知情况,节水意识,中水认知情况以及中水应用场景接受情况

等进行了调研分析,结果显示目前居民对水资源认知情况有限,节水意识有待提高,大多数人对于中水不了解,对于

中水应用有一定的顾虑。研究表明,为节约城市水资源,推广中水系统应当首先普及水资源情况,提升居民节水意识,

普及中水应用情况,控制中水水价以鼓励应用,对于小区建设中水应用系统有指导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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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言 

中国是一个水资源短缺的国家,根据 2017 年环境公报显示,我国人均水资源仅为 2500 立方米,不到世界人均水资源的 1/4。

随着社会的快速发展,城市人口急剧增加,水资源短缺越来越严重,节约水资源刻不容缓。中水系统的推广和应用是节约用水的重

要途径之一。中水是指在废水或雨水经过适当处理以满足某些水质目标并满足某些使用要求后可用于有益用途的水。中水相比

海水淡化和跨流域调水具有明显的优势。从经济角度来看,中水的成本是最低的。而中水系统技术主要是指社区内废水(洗澡、

洗涤、厨房、厕所)的集中处理之后,应用于社区绿化浇水、洗车、冲洗家用厕所,达到节水的目的。中水系统是缓解水资源短缺

的有效途径,是实现水资源可持续利用的重要环节,具有一定的经济和社会效益。 

国外中水系统早在上世纪 80年代就开始运用于实践。国内中水系统起步相对较晚,目前主要集中在北方缺水城市,而南方水

资源相对丰富,城市居民对此认识并不深刻。本文通过调研问卷的方法对扬州某小区居民的用水常识和对中水系统接纳程度进行

了调研分析,采集了扬州某小区 123 份有效调研问卷,调研了居民对扬州市的水资源现状的了解情况和用水情况和期望中水水价

以及中水应用场景。本文有助于加深对居民水资源和中水认知情况的了解,对于小区中水系统设计和建设有指导意义。 

2 研究内容 

本文通过调研问卷的方法对扬州某小区居民的用水常识和对中水系统接纳程度进行了调研分析,采集了 123 份有效调研问

卷。分析了居民对水资源现状的认识情况,对中水系统的认知情况和应用态度,之后根据调研情况提出推广中水系统的对策和措

施。 

2.1居民对水资源现状认识 

据《2017年扬州市水资源公报》显示,扬州市水资源总量 17.54亿 m3,而扬州市总供水量 34.71亿 m3,其中地表水供水量 34.36

亿 m
3
,地下水开采量 0.17 亿 m

3
,再生水用水量 0.18 亿 m

3
,扬州市总用水量 34.71 亿 m

3
。上述数据说明两个问题:扬州是缺水型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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市,有近一半依赖过境水量;其次再生水利用量仅为 1%左右,有很大提高空间。 

对于扬州水资源现状,笔者对扬州某小区 123 名居民随机发放问卷进行了调查,调查表明,仅有 27%认为水资源面临危机,9%

的人对水资源情况不了解,44%的人认为水资源量一般,但足够使用,具体调查结果如图 1所示。 

 

图 1扬州某小区居民对目前扬州市水资源现状的了解情况 

对扬州宏观水资源量是否了解,可能与居民从事职业或对这方面兴趣、关注度有关,但对家庭月用量情况扬州市民是否清楚

呢?根据调查,有 25%的受访者不清楚家庭月用水量多少,有 34%受访者认为月用水量小于 16 吨,有 33%受访者认为月用水量在 16

吨～24吨,也就是说 67%的人认为家庭月用水量小于 24吨。根据扬州市相关统计数据,扬州城市居民人均月用水量约 5.0吨。以

3口之家计算,家庭月用水量约 15吨;以 5口之家计算,家庭月用水量约 25吨。考虑人口因素,绝大部分家庭用水量在本地区还是

比较正常的,但这个用水量远远高于全国很多地区,还有很大节水空间。目前扬州市居民使用自来水实行三级阶梯水价:第一级用

水量(家庭年用水量192吨以内)为基本水价;第二级用水量(家庭年用水量 192～288吨)价格是基本水价1.5倍;第三级用水量(家

庭年用水量超过 288吨)价格是基本水价的 2倍。1/3的家庭每月用水量在 16吨以下,即属于第一级用水量,1/3的家庭用水量在

第二级计划用水量之间,8%的家庭用水量超过了第二级计划用水量。至于水价方面,扬州现行一级水价为 1.7元每吨,二级水价为

2.55元每吨,三级水价为 5.1元每吨。36%的居民认为现行水价比较贵,仅有 1%的居民认为现行水价比较便宜,大多数居民认为现

行水价标准适中,居民对现行水价的看法如图 3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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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2扬州某小区居民用水量调查 

 

图 3扬州某小区居民对现行水价的看法 

然而调研中 99.2%的居民认为有必要进行水资源保护。仅有较少数的人(20%)认为水资源充足,不超过半数的人认为当前水量

足够使用,极少数的人不了解当前水资源状况。结合图 1超过半数的人认为水价适中的情况可大致推测出当前居民认为水资源较

为充足,足够日常生活使用。因此,目前居民的节水意识较弱,提倡节约用水有重要的社会意义。 

2.2居民对于中水的认知与中水应用态度 

推广中水系统需要解决的首要问题就是让居民认识中水系统,相信中水系统,应用中水系统。调研发现,绝大多数的居民不了

解中水系统,大约 1/3 的居民仅仅听说过中水系统,了解中水系统的居民数量极少。结果显示当前地区居民对于中水系统缺乏认

知,没有对于水资源的循环利用的意识,因此关于中水系统的普及工作需要加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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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4居民对中水系统的了解情况与居民期望的中水价格 

针对预期的中水价格,根据调研情况不难发现,居民普遍认为中水价格应低于正常水价,38%的人认为价格应小于一元每

吨,39%的人认为价格在 1 元到 2 元每吨之间比较合适,16%的人认为价格应定在 2 元到 3 元每吨之间。结合图 1 和图 2 可发现采

用中水可带来较高经济效益,节约家庭开支。 

 

图 5居民对中水进入家庭应用场景的可接受程度 

然后可得现阶段居民对于中水的接受程度仅仅停留在冲厕所(73%),仅有 20%的可以接受,更存在完全接受不了的情况(7%)。 

表 1居民对不同生活场景中应用中水的接受程度 

 
愿意 勉强可以接受 无所谓 不能接受 

洗车 68.29% 15.45% 8.13% 8.13% 

冲厕所 73.17% 9.76% 4.88% 12.20% 

园林绿化 78.05% 10.57% 7.32% 4.07% 

道路洒水 73.98% 11.38% 8.94% 5.6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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据表格分析,绝大多数居民对于洗车,冲厕所,园林绿化,道路洒水使用中水不太顾虑,不能接受的人占少数。可见居民对使用

中水并不抵触,且超过半数的人乐意使用中水完成对水质要求不是很高的项目,例如洗车,冲厕所以及园林绿化和道路洒水。 

 

图 6居民对家庭和公共场合使用中水的顾虑情况 

然而超过 70%的人因担心身体健康而对使用中水存在顾虑,超过半数的居民仍因担心有异味和心理上不能接受而存有顾虑。

居民对于在一些对水质要求不是很高的场景中较乐意使用中水,但在水质要求较高时对使用中水有很强的抵触。其中,心理上的

因素占据了大部分,居民对于目前经中水系统净化后的水质并不放心。 

2.3推广中水系统对策建议 

中水系统对于高效用水,建立资源节约型社会有重要意义,但目前国内普及度仍然较低。结合调研分析原因如下:首先居民节

水意识薄弱,对目前的水资源严峻的现状认识不清晰,对水价关心度较低,同时对中水系统不了解;其次中水系统使用场景有限,

对于家庭仅仅有冲厕所等非常有限的场景。结合文献,其他原因还有中水系统建设初期费用较高,后期维护费用较高。 

为了提高中水系统普及率,我们结合调研提出如下措施: 

(1)针对居民方面,加大宣传力度,普及水资源现状,让居民更清楚的认识目前严峻的水资源情况;同时加强对于中水系统的

宣传,引导民众接纳中水系统。 

(2)针对洗车、园林和道路洒水等适合使用中水系统的商业和公众用水部门,倡导节约用水,优先使用中水。 

(3)利用中水收费中的经济杠杆,政府出台相关的补助政策,吸引公众使用中水;同时引导企业出资,共同建立中水系统,保障

系统运行,政府给予税收减免等优惠政策。 

(4)从技术开发角度,采用更加先进更加节约的技术,降低中水净化成本,提升中水品质,拓宽中水应用范围。 

3 结论与展望 

本课题通过调研问卷的方法,对扬州市某小区居民对于水资源和中水系统的认知情况和接受情况进行了研究。调研发现,目

前扬州市居民对水资源现状盲目乐观,63%的居民不知道目前水资源的严峻形势;1/4 的居民不知道家庭用水情况,60%的人不知道

中水系统。调研显示,目前居民对于中水应用有很大的顾虑,仅有 20%的居民接受中水进入家庭,73%的居民仅仅接受用中水冲厕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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针对中水应用的顾虑,73.98%的居民出于健康的考虑,近 50%的居民担心异味,47.15%的居民在心理上不能接受中水系统。因此推

广中水系统应当首先加强中水科普宣传工作。从价格上,居民对水价不敏感,64%的居民认为水价可以接受;7%的居民不在乎中水

水价,因此从价格上降低中水水价对于促进中水应用未必要好的效果。中水和中水系统推广是一个重要但是艰巨的工作,应当加

强针对中水的宣传科普工作,提升居民节水意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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