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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章 总则 

第一条  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城乡规划法》、《中华人民共和国水法》、《中华人民共和国水污染防治法》、

《静海区国土空间总体规划（2021-2035）》过程稿、制定本规划。本规划由规划文本、规划图集和说明

书共同组成静海区给水工程专项规划成果。 

第二条  凡因各片区建设需要编制的分区规划、详细规划和专项规划的给水部分，均应按照本规划的要求进

行。 

第三条  编制依据 

（1）《中华人民共和国城乡规划法》  

（2）《中华人民共和国水法》  

（3）《中华人民共和国环境保护法》  

（4）《中华人民共和国水土保持法》 

（5）《中华人民共和国城市供水条例》 

（6）《城市节约用水管理规定》 

（7）《饮用水水源保护区污染防治管理规定》 

（8）《天津市城市供水用水条例》 

（9）《天津市节约用水条例》 

（10）《城市给水工程规划规范》（GB50282－2016） 

（11）《城市给水工程项目规范》（GB 55026-2022） 

（12）《城市供水水质标准》（CJ/T206－2005） 

（13）《室外给水设计标准》（GB50013－2018） 

（14）《泵站设计标准》（GB50265-2022） 

（15）《给水排水管道工程施工及验收规范》（GB50268－2008） 

（16）《生活饮用水卫生标准》（GB5749－2022） 

（17）《城镇污水再生利用工程设计规范》（GB50335-2016） 

（18）《城镇供水管网运行、维护及安全技术规程》（CJJ207-2013） 

（19）静海区国土空间总体规划（2021-2035）（过程稿） 

（20）静海水务发展规划（2018） 

（21）天津市供水规划（2020-2035） 

（22）天津市再生水利用规划（2016-2030） 

（23）《天津市再生水利用管理办法》 

（24）其他相关技术标准和设计规范 

第四条  规划期限 

规划期限为 2021—2035 年； 

近期：2021-2025 年； 

远期：2026-2035 年。 

第五条  规划范围 

本次专项规划的规划范围为天津市静海区全区，全区南北长 54km，东西宽 40km，总面积

1475.68km2。 

第六条  规划目标 

1．水质目标：保证供水水质满足国家规范《生活饮用水卫生标准》（GB5749-2022）的要求。 

2．水压目标：通过对全区供水最大时、消防时、事故及各种运行工况进行分析计算，保证用

水水压满足用户要求，供水管网压力应不低于 0.18Mpa。 

3．水量目标：通过规划多水源供水，优化配置水资源，采取分质供水措施，保证用水量满足

要求并提高水的重复利用率最大化节约水资源。 

4．供水普及率目标：保证供水普及率达到 100%。 

5．管网漏损率目标：保证管网漏损率不大于 8.5%。 

第七条  规划原则 

1．科学规划原则 

2．可持续原则 

3．保证城市供水安全性原则 

http://www.baidu.com/link?url=SjRjddGrEEFURmcVSYNldhYH1ijSbHQMz2WQtSGvCyZahbbb1Dm0J_xsOU5-OHmEGk3DpAhdHbkM6H5fTAp8z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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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规划前瞻性原则 

5．一次规划、分步实施原则 

第二章 用水量预测 

第八条  需用水量预测指标 

1．生活 

2025 年城镇最高日综合生活用水定额取 145L/人·d； 

2025 年农村最高日居民生活用水定额取 90L/人·d； 

2035 年年城镇最高日综合生活用水定额取 150L/人·d； 

2035 年农村最高日居民生活用水定额取 95L/人·d。 

2．工业 

2025 年工业用地用水量指标取 0.4 万 m³/km²•d； 

2025 年仓储用地用水量指标取 0.3 万 m³/km²•d； 

2035 年工业用地用水量指标取 0.3 万 m³/km²•d； 

2035 年仓储用地用水量指标取 0.2 万 m³/km²•d。 

3．道路、绿化 

2025、2035 年绿化用地用水量指标取 0.15 万 m³/km²•d； 

2025、2035 年道路用地用水量指标取 0.2 万 m³/km²•d。 

4．其他 

包括未预见水量、管网漏损水量，近期占比按 14%考虑，远期占比按 13%考虑。 

第九条  需水量预测结果 

2025 年静海区高日总用水量为 41.71 万 m³，年总需水量为 1.12 亿 m³（高日变化系数取 1.3）。 

其中：生活年需水量为 0.29 亿 m³ 

      工业年需水量为 0.58 亿 m³ 

      道路及绿地浇洒年需水量为 0.11 亿 m³ 

      其他（管网漏损及未预见）年需水量为 0.14 亿 m³ 

2035 年静海区高日总用水量为 47.19 万 m³，年总需水量为 1.31 亿 m³（高日变化系数取 1.25）。 

其中：生活年需水量为 0.48 亿 m³ 

      工业年需水量为 0.54 亿 m³ 

      道路及绿地浇洒年需水量为 0.14 亿 m³ 

      其他（管网漏损及未预见）年需水量为 0.15 亿 m³ 

第三章 水资源配置规划 

第十条  规划可利用水源 

1．外调水 

2025 年可供水量：南水北调中线水 8000 万 m3/年，当地地表水和入境水 2000 万 m3/年； 

2035 年可供水量：南水北调东线水 9200 万 m3/年，当地地表水和入境水 2000 万 m3/年； 

2．再生水 

2025 年静海区内再生水量为 5013 万 m³/年，由主城区外调来再生水量为 13420 万 m³/年； 

2035 年静海区内再生水量为 6110 万 m³/年，由主城区外调来再生水量为 13420 万 m³/年。 

第十一条  水资源综合配置 

1．2025 年配置方案 

南水北调中线供给生活用水 0.29 亿 m³、工业用水 0.41 亿 m³、其它 0.10 亿 m³；静海区再生水

供给工业用水 0.17 亿 m³、道路及绿化用水 0.11 亿 m³、其它 0.04 亿 m³；主城区外调再生水供给农

业、河湖湿地生态用水 1.34 亿 m³。 

2．2035 年配置方案 

南水北调东线供给生活用水 0.48 亿 m³、工业用水 0.34 亿 m³、其它 0.11 亿 m³；静海区再生水

供给工业用水 0.20 亿 m³、道路及绿化用水 0.14 亿 m³、其它 0.05 亿 m³；主城区外调再生水供给农

业、河湖湿地生态用水 1.34 亿 m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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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章 供水系统规划 

第十二条  供水规模预测 

2025 年，静海区总用水规模为 41.71 万 m³/d，其中南水北调中线水供水规模 28.49 万 m³/d，静

海区再生水供水规模 13.21 万 m³/d。 

2035 年，静海区总用水规模为 47.19 万 m³/d，其中南水北调东线水供水规模 31.51 万 m³/d，静

海区再生水供水规模 15.68 万 m³/d。 

第十三条  原水工程规划 

至 2025 年规划建设静海区引江供水工程，起自王庆坨水库至静海水厂，长 48.6 公里，供水能

力 20 万 m3/d。 

至 2035 年规划建设北大港水库至静海水厂原水管线及出库泵站，长 27.5 公里，供水能力 35

万 m3/d。 

第十四条  给水厂及再生水厂规划 

规划自建水厂一座，位于港静公路北、团泊大道以西。其中：  

2025 年：规划静海区水厂近期规模 20 万 m3 /d，南水北调中线水水源； 

2035 年：规划静海区水厂远期规模 35 万 m3 /d，南水北调东线水水源。 

规划建设再生水厂九座，总规模 19.2 万 m3 /d。 

第十五条  给水加压泵站规划 

规划远期共形成区域给水加压泵站 10 座，总供水能力达到 49 万 m3 /d，实现市政集中供水全

覆盖的格局。 

保留新城供水服务中心 5 万 m3 /d、团泊西区供水服务中心 10 万 m3 /d、子牙供水服务中心 5

万 m3 /d、大邱庄供水服务中心 5 万 m3 /d、团泊东区供水服务中心 5 万 m3 /d、唐官屯供水服务中

心 3 万 m3 /d。 

启用在建独流供水服务中心，设计供水规模 5 万 m3 /d；启用在建中旺供水服务中心，设计供

水规模 3 万 m3 /d。 

规划子牙 2#供水服务中心，位于子牙经济技术开发区园区二十二号路以南，子牙污水处理厂

以东，占地 15 亩，设计供水规模 5 万 m3 /d，与污水处理厂采用防护绿地隔离。 

规划北环供水服务中心，位于国际商贸物流园园区次干路一与园区次干路八交口东南侧，占地

18 亩，设计供水规模 3 万 m3 /d。 

泵站建设应合理设置降噪、除臭等设施，避免对大气、声、水环境造成不良影响，满足环境保

护相关要求。泵站围墙厂界处的噪声应符合 GB 12348。如无法避免噪音对附近居民造成影响，泵

站选址应远离人群密集地。 

第十六条  管网系统规划 

1．近期供水干线规划 

（1）规划静海区水厂沿团泊大道向北延伸的供水干线，实现与团泊西区供水服务中心至子牙

供水服务中心供水干线的连通。完成静海区水厂对新城供水服务中心、团泊西区供水服务中心、独

流供水服务中心的供水。 

（2）规划沿规划道路、子牙快速路延伸的供水干线，实现与新城供水服务中心至唐官屯供水

服务中心供水干线的连通。完成静海区水厂对子牙供水服务中心、规划子牙供水服务中心、新城供

水服务中心及唐官屯供水服务中心的供水。 

（3）规划静海水厂沿团泊大道向南至团泊东方向延伸的供水干线，实现与现状团泊西区供水

服务中心至大邱庄供水服务中心供水干线、团泊东区供水服务中心至中旺供水服务中心供水干线的

连通，完成静海区水厂对大邱庄供水服务中心中旺供水服务中心的供水。 

（4）规划输水干线管径介于 DN600~DN1200 之间，末端压力按不小于 5m 校核。 

2．远期供水干线规划 

（1）规划沿津王线向东北至团泊东方向延伸的供水干线，完成静海区水厂对团泊东区供水服

务中心的供水。 

（2）规划沿规划道路、子牙快速路新增一条供水管线，增加供水能力。 

（3）规划输水干线管径介于 DN600~DN1000 之间，末端压力按不小于 5m 校核。 

3．给水管网规划 

（1）主城区、团泊西片区给水管网规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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规划连通在建独流供水服务中心至城区给水管网的供水管线，实现与新城供水服务中心、团泊

西区供水服务中心的联合供水。 

调整现状新城供水服务中心、团泊东区供水服务中心的供水范围。规划 2 条给水干线，实现主

城区和团泊西给水管网的融合，实现区域供水的平衡互补。 

根据城市道路规划，规划新的环状给水管网，实现城区供水全覆盖。 

给水管网最不利点供水压力按不小于 28m 规划，规划给水管线管径介于 DN200~DN1000 之间。 

（2）团泊东、大邱庄片区给水管网规划 

优化现状给水管网，实现大邱庄供水服务中心、团泊东区供水服务中心的联合供水。根据城市

道路规划，规划新的环状给水管网，实现城区供水全覆盖。 

给水管网最不利点供水压力按不小于 28m 校核，规划给水管线管径介于 DN200~DN600 之间。 

（3）子牙片区给水管网规划 

规划子牙 2#供水服务中心，与现状子牙供水服务中心联合供水，实现区域供水的平衡互补。 

根据城市道路规划，规划新的环状给水管网，实现城区供水全覆盖。 

给水管网最不利点供水压力按不小于 28m 校核，规划给水管线管径介于 DN200~DN600 之间。 

（4）农村供水管网规划 

通过老旧管网改造、新建给水管网等措施，进一步提升农村供水安全。 

第十七条  管材选用 

本规划给水管网管材应选用符合国家标准的优质管材。 

第十八条  给水附属设施 

给水管网须按规范配套设置给水阀门、排气阀、泄水阀等辅助设施。本规划采用消防、生产、

生活公用的给水系统，按照国家有关防火规范规定，在城镇供水管网上设置消火栓，间距不超过

120m。 

第十九条  再生水厂规划 

根据生态环境部联合发展改革委、住房城乡建设部、水利部发布的环办水体【2021】28 号《区

域再生水循环利用试点实施方案》，本次在静海区远期规划再生水厂 9 座，总供水规模 19.20 万 m3 

/d。静海区整体再生水利用率 2035 年达到 60%以上。 

第五章 应急供水建设规划 

第二十条 加强水质在线监测及预警系统建设。 

第二十一条 加强应急管理制度建设。建立突发事件应急管理中心及供水企业加强应急预案建设。 

第二十二条 应急水源应优先满足居民生活用水，特别是饮用水。由于静海区居民生活用水主要为

外调水的特点，静海区应急水源建设应立足于天津市应急水源的统一调配，同时应努力挖掘当地地

表水资源潜力，特别要加强对当地地下水水源的保护，严格遵守《地下水管理条例》，建设地下水

应急供水水源地。 

第二十三条 加强应急供水设施建设。 

第六章 节约用水 

第二十四条 节水制度建设 

包括总量控制和定额管理制度建设，取水许可和水资源有偿使用制度建设，经济调节制度建设，

基础制度建设，指标体系规划等方面加强建设。 

第二十五条 节水措施 

1. 用水应当计量，并按照批准的用水计划用水。 

2. 用水实行计量收费和超定额累进加价制度。 

3. 用水单位和个人应当采用节水型工艺、设备和产品。禁止生产、销售和使用国家明令淘汰的

高耗水工艺、设备和产品。 

4. 规划建筑面积和日均用水量超过规定规模的新建企业单位办公设施和其他建设项目，必须

建设中水设施。建设项目竣工验收时，应当有水行政主管部门参加。 

5. 已建成的中水设施和其他节水设施应当保持正常运转。 

6. 工业用水应当采用先进的技术、工艺和设备，增加水循环次数，提高水的重复利用率。 

7. 公共供水单位应当加强对供水管网的维护，定期进行管网查漏。拥有自备水源的单位，应

当采取有效措施，降低供水管网漏失率，保持取水与用水的基本平衡。 

8. 园林绿化、环境卫生、洗车业、建筑业应当优先使用劣质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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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 城市绿化应当优先选用耐旱型树木、花草。城市绿化带应当采用喷灌、微灌等节水灌溉方

式。 

第七章 规划实施保障措施 

第二十六条 为了确保规划项目落到实处，规划必须落到每个职能部门、落实内容包括人员、资

金、地点、建设进度等方面。 

第二十七条 新水厂的建设应积极推广和应用新技术、新工艺、新设备和新材料，采用国内先进

的给水处理技术措施，提高静海区供水行业科技水平。 

第二十八条 设立给水规划专项基金，满足短期内的小型工程建设发展，对中长期、见效慢的生

态建设项目提供长期低息贷款。 

第二十九条 加强城市供水规划法规体系建设、健全规划实施的法制体系，进一步完善城市供水

规划管理的法规、规范和技术标准。 

第三十条 管理部门应广泛开展宣传教育，作好水源保护和给水设施建设思想准备，动员全体居

民参与建设。不断提高民众素质，使民众了解到给水规划项目实施的重要性，自觉地参加到规划

实施过程中来。 

第三十一九条 加快各项工程设施建设进程，保障静海区供水安全。 

第八章 供水管理及智慧水务 

第三十二条 管理目标 

着力保障和改善民生，强监管、优服务，逐步打造“智能、高效、便捷、完善”的供水管理体

系，到 2035 年基本实现供水管理现代化。 

第三十三条 管理模式 

市水行政部门主管本市城市供水用水行政管理工作。区人民政府和水行政管理部门负责本区城

市供水用水的行政管理工作，并接受市水行政主管部门的监督和指导。 

第一节 强化监管 

第三十四条 用水总量控制 

按照规划目标，2025 年用水总量控制在 1.12 亿 m3 以内，2035 年控制在 1.31 亿 m3 以内。要

以用水总量为刚性约束，以水定城、以水定人、以水定地、以水定产，全面落实最严格的水资源管

理制度，倒逼经济转型升级，以用水方式转变推动经济发展方式转变。 

第三十五条 用水效率控制 

以节水定额为基准，继续健全天津市阶梯水价制度，超额用水加倍收费，完善生活、工业等阶

梯水价实施细则。在取水许可和水资源论证审批中，继续对冶金、热电等高耗水行业优先配置非常

规水源。宣传并推广使用高效节水器具，全面落实国家水效标识管理。 

第三十六条 水源地及供水设施保护 

依法对饮用水源地划定水源保护区和基本生态控制线。在水源保护区范围内，对不符合饮用水

源保护要求的项目一律不予宙批，从源头上控制新增污染和生态破坏。 

根据《城市给水工程规划规范》（GB50282-2016）、《集中式饮用水水源地规范化建设环境保

护要求》（HJ773-2015）及天津市的规划要求，水厂周围应设置宽度不小于 10 米的绿化带。水厂

的绿化防护带内不得敷设污水干管。 

参照《天津市引滦工程管理办法》（2004 年，津政令第 18 号）、《南水北调天津市配套工程

管理办法》（津政办发【2014】24 号），输水暗渠（管）、水闸、泵站工程的管理范围为工程覆盖

面及由两侧外缘向外延伸 10 米的范围。保护范围为管理范围外缘向外延伸 30 米范围，其中穿越城

区、镇区的可以不小于 10 米。 

第三十七条 加强水质监督 

供水管理部门每月组织对各供水企业的出厂水、用户龙头水质进行检测，每月将水质督察结果

在政府官方网站公布。卫生健康部门依法开展全区生活饮用水卫生监督监测工作，每年制定监督抽

检计划，每季度至少开展一次水质卫生监督检查和现场快速检测。一旦发现供水卫生安全隐患，及

时通报供水主管部门。 

第三十八条 二次供水监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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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立二次供水设施信息管理系统，规范二次供水管理。对于有条件的片区，建设集中式二次供

水泵站，并设置水质监测设施，推动实施二次供水水箱全封闭改造。 

水务局、卫健委、供水企业按照工作职责，不定期对二次供水水质进行抽检，一年不得抽检少

于一次，抽检方式为书面检查和实地核查。抽检结果经检测公司检测后形成检测报告，适时公布，

提高公众对二次供水水质的知情权、监督权。进一步保障群众饮水安全。 

第三十九条 供水资源整合 

加快部分供水区域供水企业整合，逐步实现区域统一规划、统一水质、统一水价、统一服务的

“四统一”，大力促进全区供水一张网建设。 

第四十条 健全规章制度 

在《天津市引滦工程管理办法》（2004 年，津政令第 18 号）、《南水北调天津市配套工程管

理办法》（津政办发【2014】24 号）的基础上，完善与供水水源保护、供水设施保护和水质保障

相关的法规制度，建立健全相应的法规制度体系。 

第四十一条 规划管控要求 

本规划批复后，任何单位和个人不得擅自改变。区有关部门及区人民政府要采取有效措施，预

留和控制规划水厂、泵站选址用地，预留管渠选线路由。对于分期建设的工程项目，要按远期规模

予以预留用地。 

在规划实施过程中，涉及原水工程规模和水厂供水能力及供水设施用地增加 20%以上、规划

目标和全区水资源配置及供水工程总体布局调整时，需按原规划审批程序报政府审批。 

符合规划的水厂新、改、扩工程建设需向区水务局备案。 

第二节 优化服务 

第四十二条 水质提升 

对标国内、国际先进水平，从原水、出厂水、管网水、用户龙头等方面开展一系列水质提升工

作，为市民提供高品质的“放心水”。逐年更新改造老旧管网和二次供水设施。在车站、广场等重

点地区和有条件的小区，推广实施直饮水供给试点工程。 

第四十三条 水压调控 

区内供水管网压力应不低于 0.18 兆帕；注重供水管双末梢压力检测和管理，逐步实现管网末

梢压力合格率达到 100%。 

第四十四条 企业自检 

各供水企业应建立从“源头”到“龙头”的一条龙水质监测体系，形成完善的水质检测制度，

定期和不定期对原水、出厂水、管网水、用户龙头、清洗消毒后的管道进行采样检测和现场巡测，

结合网格化管理要求，保证最后一公里水质达标。 

第四十五条 巡视巡查 

严格执行《天津市城市供水用水条例》，以保护红线、保护范围为依据，加强对水源地、原水

管渠、水厂闸站、净水管网、二次供水等设施的巡视巡查，及时制止或处理危害供水设施安全的活

动。 

第四十六条 抢修维护 

供水企业应配备足够的抢修、维护人员和机具。供水企业接到报修后，1 小时内到现场处置；

发生爆管，接报后 40 分钟内到现场处置。市政及庭院供水设施 24 小时内修复；居民结算水表前的

供水设施漏水 4 小时内修复或按与用户约定的时间维修。供水企业对供水设施定期巡视，重要部位

每日巡检一次；每两年至少一次对供水主干管道闸门进行养护。供水企业制定年度老旧管网改造计

划，并确保完成。 

第四十七条 营业服务 

供水企业根据服务需要设置营业厅和营业网点。各营业厅或营业网点，均采用“一站式”服务，

对新装、改装、营销等业务一个窗口办理，推广使用“APP”等网上缴费平台。全区实现“一号统

筹”，建成一个服务热线平台，处理城市、农村各类供水报修和投拆意见。至 2035 年实现城乡供

水“同网、同质、同服务”。 

第三节 智慧水务平台 

现代化信息管理平台系统，包括信息采集、传输、提取等功能在内的水务管理平台、综合资源

平台，监测地表水、地下水、洪涝预警的水环境智能系统等，提供智能的便捷服务，充分利用信息

平台的时效性、互动性、信息海量化、功能模块整合化等，打造水务信息的互联互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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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十八条 系统运行模式 

综合智能水务现代化管理平台总体建设模式依托网络平台及应用系统进行建设。 

（1）信息采集 

整合现有监测资源，依托自动和人工监测采集点信息，新增以排污管网、排污口、河道等作为

主要监测对象，以水量、水质、水位等为主要监测内容，构建智能水务建设完整基础信息源。 

（2）传输网络、安全 

信息传输网络系统方面，依托于现有通信传输网络，若无通信网络则需新建网络系统。 

（3）综合数据库 

建立智能水务综合数据库，根据数据种类分别存储于对应数据管理系统及文件系统中。通过智

能水务管理平台对数据资源进行统一存储和管理。 

（4）调度管控中心 

通过建设智能水务调度管控中心，实现从水源-输水-供水-用水-排水、排污等环节业务的可视

化管理和数字化决策、调度。 

（5）应用支撑平台 

应用支撑平台应采用多种先进技术相结合的方式，为智能水务业务应用提供统一的技术架构和

运行环境，为上层应用建设提供基础框架和底层通用服务，为数据交换和共享提供运行平台，包括

Web 交互系统、移动 App 交互系统、微信公众平台系统、客户端三维系统等多个系统，保证各级

系统技术架构的统一，便于水务管理业务系统间的业务协同与互联互通。在此基础上构建开发类通

用支撑软件，对统一用户管理和身份认证进行统一的设计与开发，实现多级平台组织结构和系统用

户的统一管理和安全认证。 

（6）智能应用系统 

智能水务平台应用系统主要分为水务电子政务、缴费服务、智能水表管理、水资源管理、水生

态管理、突发事件预警、防洪排涝预警与管理、供水管理应用排水管理应用、节水管理应用、生态

调度应用和工程建设管理等。 

第四十九条 总体服务对象 

智能水务平台服务对象主要包括：政府水行政主管部门、取用水户、社会公众、科研及规划设

计部门、政府相关职能部门五大类。 

第五十条 智慧水务预期成果 

现代化信息管理平台系统通过信息采集系统的建设，提高信息采集时效，增强信息采集能力，

丰富信息源；通过数据库系统建设，形成水务综合数据框架，在全区范围内初步实现水务信息的交

换与共享；通过应用系统的建设，提高信息资源的开发应用能力与水平，达到全面提升全区水资源

管理信息化的目的。项目的建设，将极大改善城市水务管理现状，提高企事业单位经营管理绩效。 

第九章 建设规划及投资估算 

第五十一条 近期建设内容 

1. 静海区水厂一期建设，供水规模 20 万 m3/d。 

2. 规划北环供水服务中心建设，供水规模 3 万 m3 /d。 

3. 规划建设静海区引江供水工程，长 48.6 公里。 

4. 新建城市供水干线，管径范围从 DN600～DN1200，长度总计约 41.18km。 

第五十二条 远期建设内容 

1. 静海水厂二期建设，扩建至供水规模 35 万 m3/d。 

2. 规划建设北大港水库至静海水厂原水管线，长 27.5 公里。 

3. 新建城市供水干线，管径范围从 DN800～DN1000，长度总计约 32.94km。 

第五十二条 投资估算 

1．近期给水工程总投资 18.44 亿元；其中输水工程 7.96 亿元，主干管网工程 4.18 亿元，水厂

工程 6 亿元，加压泵站 0.3 亿元。 

2．远期给水工程总投资 13.44 亿元；其中输水工程 5.40 亿元，主干管网工程 3.04 亿元，水厂

工程 4.5 亿元，加压泵站 0.5 亿元。 

第十章 附则 

第五十三条 本规划由文本、图集和说明三部分共同组成，规划文本和图集具有同等法律效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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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十四条 本规划自静海区人民政府批准之日起实施，成为指导静海区给水工程的法律性文件。  

第五十五条 本规划由静海区负责组织实施和解释。 

附录：本规划文本用词说明 

1．为便于在执行本规范条例时区别对待，对要求严格程度不同的说明如下： 

（1）表示严格，非这样做不可的： 正面词采用“必须”； 反面词采用“严禁”。 

（2）表示严格，在正常情况均应这样做的： 正面词采用“应”； 反面词采用“不应”或“不得”。 

（3）表示允许稍有选择，在条件许可时首先应这样做的： 正面词采用“宜””或“可”； 

反面词采用“不宜”。  

2．条文中指定应按其它有关标准、规范执行时，写法为“应符合……的规定”或“应按……执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