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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煤矿矿井水综合利用具有重要意义，特别是对于黄河流域而言，其价值与意义尤为突

出。当前黄河流域煤矿矿井水综合利用水平整体不高，存在诸如大量弃水及无效利用、行业

和地域间调配不畅、处理成本偏高、利用积极性有待提升等问题。上述问题的存在与背后的

经济社会因素紧密相关，包括缺乏宏观法律法规的支持和指导、综合利用政策体系不完备、

未完全纳入水资源统一配置、激励性政策有待进一步完善、规范性约束政策不健全、管理能

力有待增强、处理技术及其规范化引导不足、认知观念有待提升等。建议以法律法规、政策

体系、管理能力为重点，积极推动完善上述核心要素，全面提升煤矿矿井水利用的效率与效

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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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The comprehensive utilization of coal mine pit water is of great significance, especially
for the Yellow River Basin, and its value and significance are particularly prominent. At present,
the comprehensive utilization level of coal mine pit water in the Yellow River Basin is low on the
whole, and there are problems such as a large amount of abandoned water and ineffective
utilization, poor allocation between industries and regions, high treatment costs, and enthusiasm of
utilization need to be improved. The existence of the above problems is closely related to the
underlying economic and social factors, including the lack of support and guidance of macro laws
and regulations, incomplete comprehensive utilization policy system, not being fully incorporated
into the unified allocation of water resources, incentive policies to be further improved, normative
restraint policies to be improved, management capacity to be enhanced, insufficient treatment
technology and standardized guidance, and cognitive concepts to be improved. It is suggested to
focus on laws and regulations, policy systems, and management ability, actively promote the
improvement of the above core elements, and comprehensively improve the efficiency an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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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 引言

煤矿矿井水（矿井疏干水）综合利用在推动我国水资源节约集约利用、提升水安全保障

能力方面具有重大战略意义，特别是对于煤炭资源丰富但水资源短缺的黄河流域，其价值与

意义尤为突出。煤矿矿井水指在采煤过程中从矿井中涌出的水，是煤炭资源开采过程中的主

要副产物。近年来，我国煤矿矿井水涌水量每年约 80 亿立方米，接近南水北调中线工程一

年调水量（约 85 亿立方米），相当于 1800 万人的年用水量。

黄河流经青海、四川、甘肃、宁夏、内蒙古、山西、陕西、河南、山东等 9 省（自治区），

保障了超过全国十分之一的人口和耕地的供水，是我国西北、华北地区的生命线。但是，黄

河流域大部分位于干旱和半干旱地区，生态环境脆弱、水资源十分短缺。2022 年，黄河供

水区供水量为 492.23 亿立方米，仅占全国总供水量的 8.2%；总用水量为 409.40 亿立方米，

仅占全国总用水量的 6.8%。另外，黄河流域是我国煤炭主要产区，是名副其实的“能源流

域”。2022 年，黄河流域沿线煤炭储量为 1377.79 亿吨，占全国总储量的 66.56%；煤炭产

量为 359121.7 万吨，占全国总产量的 79.88%。沿线煤矿矿井水涌水量约为 65 亿立方米，

相当于本区域当年总用水量的 16%。充分利用煤矿矿井水，对于黄河流域实现经济、社会、

生态协调发展具有重要现实意义与长远价值。

1 煤矿矿井水综合利用现状

当前阶段，煤矿矿井水产生和利用的数据较难统计。在现有条件下，不同部门、单位对

煤矿矿井水统计口径不一。另外，排出煤矿之外的矿井水利用方向及利用量难以掌控，尤其

是农业用水量难以获得准确的数据。对此，本文根据可信度较高的资料，逐省份梳理煤矿矿

井水综合利用情况。青海、四川两省煤矿矿井水利用率数据尚无法通过公开渠道获取。根据

中国煤炭加工利用协会数据，2022 年青海省、四川省的矿井水涌出量分别占全国矿井水涌

出总量的 0.27%、0.99%。占甘肃全省原煤产量超过五分之一的靖煤集团下属四家煤矿 2020

年矿井涌水回用率分别为 14.3%、11.3%、67.2%、47.9%[1]。2020 年，宁夏回族自治区煤矿

矿井水利用率约为 33.0%[2]。2022 年，内蒙古自治区矿井水回用量为 3.02 亿立方米，回用

率为 83.9%
[3]
。山西省 589 座煤矿（占全省煤矿总数的 88%）的调查数据显示，2021 年煤矿

矿井水利用率为 68%
[4]
。煤炭产量占陕西全省比重超四分之三的榆林市，2020 年煤矿矿井水

利用率为 47.86%[5]。矿井水总量占河南省煤矿总排水量 86%的 9 个矿区，2016 年煤矿矿井水

利用率为 68%[6]。山东省 2023 年矿井水平均综合利用率为 91.13%[7]。

总体来看，山东省和内蒙古自治区煤矿矿井水综合利用率超过 80%，处于较高水平，而

其他地区煤矿矿井水综合利用水平总体偏低。具体来看，2022 年煤炭产量超过 9000 万吨的

省（自治区）中，除内蒙古外，其余省（自治区）矿井水综合利用水平不高，特别是陕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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宁夏明显偏低；煤炭产量低于 9000 万吨的省（自治区）中，除山东外，其余省份矿井水综

合利用水平不容乐观，部分省（自治区）甚至没有关注矿井水利用问题。从国际上来看，80%

是矿井水利用率的合理水平，沿黄地区整体低于国际水平。

2 煤矿矿井水综合利用存在的问题

2.1 存在大量弃水及无效利用问题

正常规律下，煤矿企业自身无法全部利用采煤产生的矿井水。平均来看，每采 1 吨煤会

产生 0.5～2 吨的矿井水，而煤炭企业自身主要是通过井下生产和选煤利用矿井水，而相应

所需的矿井水大概只需 0.3～0.4 吨，这意味着正常情况下必须通过外用才可能提高矿井水

利用率。而如果无法达到或不具备外用条件，则会导致弃水或是无效利用。例如，有些偏远

矿区，周边对矿井水需求较少，企业内部最大化复用后仍有大量矿井水剩余，为提高利用率

就采取矿内无端洒水等非常规举措。再如，山西省有一些开采了几十年的矿井，闭矿后井矿

里留存着大量矿井水，而由于本地矿井水大多为酸性，留存的矿井水对于整体地下水资源和

水生态实质上产生着较大影响。又如，由于矿井水水量及水质远不及其他水源稳定，尤其是

最近几年煤矿生产波动性加剧，排水量变化较大，从而为矿井水再利用增加了难度。另外，

由于对矿井水管理、监督不力，现有环境和条件下诱发大量矿井水偷排行为。

2.2 行业和地域间矿井水调配利用渠道不畅

由于矿井水尚未完全纳入水资源统一配置及水权等问题，一个地区产生的经处理后的矿

井水调配到另一地区或行业使用的路径和程度有限。例如，地域间，部分小型煤矿受限于开

采深度浅、矿区水源少，面临水源补充困难；而富含地下水的大型煤矿则因利用不足，导致

大量矿井水积压
[8]
。行业间，经常出现其他工业、农业、居民生活及生态环境严重缺水，而

同时大量矿井水却因未能得到有效利用而废弃、浪费、无处排放，形成鲜明反差。甚至紧邻

的富水煤矿和有用水需求的非煤企业，因用水权等问题而无法直接进行矿井水交易。例如，

某集团在某地的煤矿紧邻煤制油企业，但煤矿无法直接将处理好的矿井水卖给旁边的煤制油

企业使用，必须经由地方统一调配，由此形成明显的政策性障碍。

2.3 黄河流域煤矿矿井水处理成本偏高

黄河流域煤矿矿井水高矿化度问题较为突出，另外还存在区域性高氟问题，由此导致煤

矿矿井水处理成本较高。目前矿化度 1000 毫克/升以下的矿井水在黄河流域已经很少。例如，

十年前某集团神东矿区矿井水矿化度大概为 500～800 毫克/升，而目前神东矿区大部分矿井

水矿化度都在 1000～2000 毫克/升。矿化度升高导致煤矿矿井水处理成本大幅增加。如果矿

井水只是去除悬浮物、降低化学需氧量（COD），个别还需要去除铁、锰等，每吨的处理成

本仅 1元左右；若矿化度高则需要去盐，如果是采用人工湖、蒸发等形式让浓盐水存留，这

种方法每吨的处理成本大致在 6～8 元。如果煤矿企业承诺了零排放，为了完全实现此目标，

仅矿化度这一项每吨的处理成本大致在 20 元左右，成本会大幅攀升。关于区域性高氟的处

理，神东矿区氟化物浓度为 1.0 毫克/升的矿井水每吨处理费用大致是几元，且处理效果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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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特别稳定。总体而言，受高矿化度和区域性高氟影响，黄河流域煤矿矿井水处理成本偏高。

2.4 相关主体利用矿井水的积极性有待提升

一是煤矿企业综合利用矿井水的积极性受到影响。矿井水处理成本本身较高，而黄河流

域矿井水中矿化度和氟化物较高且企业处理能力不足，致使处理成本进一步提高。另外，投

入巨额费用处理后，又受到体制机制制约、基础设施不足等阻碍，企业向外出售富余矿井水

的程度有限。上述情况导致企业在推动矿井水综合利用方面缺乏积极性。二是用水需求方回

用矿井水的动力不足。相较于采用矿井水这一高成本水源，直接取用河道水或抽取地下水的

方式在经济层面上通常更具优势，因此，理性的用水需求方偏向于利用成本更低的水资源。

3 制约矿井水利用问题的原因探析

3.1 缺乏宏观法律法规的支持和指导

法律法规对煤矿矿井水的规定较少，客观上未对相关水资源综合利用提供应有的宏观基

础。具体而言，法律法规对矿井水的“取”“排”有所规定，但都存在一定的问题。

“取”的方面，《地下水管理条例》规定“矿产资源开采、地下工程建设疏干排水量达

到规模的，应当依法申请取水许可，……”，但是对取水许可证的具体对象是疏干水总量、

排水量，还是使用量等未做具体规定。法律法规本身的不明确导致同位及下位政策相关规定

存在差异。例如，《取水许可和水资源费征收管理条例》规定“取用水资源的单位和个人，……

都应当申请领取取水许可证，……”；《扩大水资源税改革试点实施办法》中对应纳水资源

税规定“应纳税额=实际取用水量×适用税额”，对于疏干排水特别提到“疏干排水的实际

取用水量按照排水量确定”。这实际在水资源税征收上将疏干排水等同于取水。再如，《内

蒙古自治区水利厅关于进一步加强取水许可和入河排污口监督管理工作的通知》规定，“对

于采掘类项目，原则上不对疏干排水量而只对回用的疏干水量核发取水许可证……”，这实

际上将疏干水使用量等同于取水量。由此可见，法律法规、具体规章、规范性文件等在取水

许可证的具体对象方面存在明显的模糊甚至不一致问题。发放取水许可证实质上是将相关水

资源纳入统一管理的基础，但由于疏干水本身较为复杂，如果具体对象不明很容易造成后续

规划、配置、规范、监管等的混乱。

“排”的方面，实际上重点涉及税费征收问题。由于《取水许可和水资源费征收管理条

例》中未明确提到疏干水及类似概念，目前针对疏干排水税费征收主要依据《城镇排水与污

水处理条例》中对于向城镇排水设施排放污水的规定，以及《环境保护税法实施条例》统一

涉及的各类污染物征收的规定。除此之外，其余与疏干水等非常规水利用的税费征收在法律

上尚处空白状态，如工业循环利用、农田灌溉、生活用水、生态用水等。另外，2017 年财

政部等三部门印发的《扩大水资源税改革试点实施办法》，对水资源税改革试点内的疏干水

等非常规水税费征收有具体规定，但也存在一定问题，后文详细展开论述。除此之外，水资

源税、环境保护税、污水处理费之间的衔接性也应当给予关注。

除上述“取”“排”规定外，法律法规关于煤矿矿井水的规定较为缺乏，且尚未出台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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井水资源综合利用法，这就导致煤矿矿井水取、用、处理等在全国范围内差异较大，相关水

资源综合利用缺乏可支撑的宏观基础。

3.2 综合利用政策体系不完备

第一，矿井水的概念和定义没有统一。《煤炭工业污染物排放标准》《矿区水文地质工

程地质勘探规范》《煤矿矿井水分类》《水资源术语》《水文地质术语》《环境影响评价技

术导则煤炭采选工程》等关于矿井水的术语有“采煤废水”“煤炭工业废水”“矿坑正常水

量”“矿坑最大涌水量”“煤矿矿井水”“疏干排水”“矿坑水”“矿坑涌水量”“矿井水”

“疏干水”等多种
[9]
。上述概念的混淆不利于数据统计分析、指标考核管理、相关规章制度

制定，进一步导致煤矿矿井水管理不及预期
[10]

。

第二，矿井水综合利用的关键政策有待完善。为促进矿井水等非常规水综合利用，需要

对实施主体本身和关联群体采取关键性举措。对实施主体本身而言，涉及综合利用的激励和

约束机制建设；对关联群体而言，虽然一定程度也涉及激励和约束机制，但由于关联群体非

主体本身，外在的统一配置政策更为重要。矿井水的利用激励政策、规范性约束政策，以及

纳入水资源统一配置政策是促进矿井水综合利用的关键政策。但从目前的现实情况看，上述

关键政策均有待进一步完善，下文分别详细展开论述。

第三，除关键政策外的其他政策明显不足。虽然，目前煤炭行业管理、水资源管理、生

态环境保护、安全生产监管等均对矿井水管理做出明确政策规定，但相互之间不够协同。一

些政策仅有目标和原则性要求，部分标准落后于现实需要。在具体工作中，矿井水综合利用

政策存在行业间或地域间差异大、松散混乱、部分领域空白等诸多问题，一定程度导致矿井

水的节约、循环、重复利用和合理配置无章可循。

3.3 矿井水尚未完全纳入水资源统一配置

《国务院关于实行最严格水资源管理制度的意见》（国发〔2012〕3 号）规定了“非常

规水源开发利用纳入水资源统一配置”，但是并未明确提及矿井水。《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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将非常规水源定义为城镇再

生水和集蓄雨水、微咸水、海水和淡化海水等，并未明确提及矿井水。直到 2023 年，《中

华人民共和国黄河保护法》才将“将再生水、雨水、苦咸水、矿井水等非常规水纳入水资源

统一配置”；同年，《水利部 国家发展改革委关于加强非常规水源配置利用的指导意见》

（水节约〔2023〕206 号）明确将矿坑（井）水纳入非常规水源。由于之前的宏观政策不明

确，导致煤矿矿井水很少被地方政府纳入水资源统一配置。因此，各地未能根据本地经济、

社会、生态用水需求制定实施矿井水综合利用与合理调配的规划和举措，也无法统一管理和

合理配置矿井水。例如，由于尚未完全将煤矿矿井水纳入水资源统一配置，缺乏相关政策、

规划，以及输引水工程、调蓄水工程、水处理工程等控制利用非常规水的公共工程措施，导

致出现富水煤矿排水成本高且无处排、周围缺水地区和行业难觅水源等并存的问题。

3.4 激励性政策有待进一步完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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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当前水资源税政策有待进一步改进。一是根据《扩大水资源税改革试点实施办法》

的相关内容，疏干排水的实际取用水量按照排水量确定，且对回收利用的疏干排水从低确定

税额。被列入第二批全国水资源税改革试点的山西、内蒙古、河南、山东、四川、陕西、宁

夏等 7省（自治区），均按照排水量计征水资源税并对回收利用的疏干排水从低征税。但甘

肃、青海两省并未出台回收利用疏干排水的特别政策，其中，青海省水资源费征收规定中甚

至没有疏干排水的明确概念。二是对于已经实行回收利用疏干排水从低征税的地区，税率的

制定尚有优化空间。例如，相对于内蒙古自治区、四川省、山东省等疏干排水回收与不回收

征税差距一倍及以上的幅度，山西省回收利用疏干排水按 1 元/立方米标准征收，直接外排

按 1.2 元/立方米标准征收；陕西省关中地区和陕北地区回收利用疏干排水按 0.4 元/立方米

标准征收，未回收利用疏干排水按 0.5 元/立方米标准征收。回收与不回收征税差距在 20%～

25%的区间，一旦疏干排水处理费用超过此区间，企业回收利用的动力就会减弱。三是如果

疏干排水经过处理后能够达标排放或利用，由于处理疏干排水具有较高成本，且仍然需要征

收较高水资源税费，因而导致企业处理的积极性受到影响。所以，水资源税的征收除考虑处

理与非处理的差异外，还要考虑不同程度处理和利用的差异。

第二，其余非常规水开发利用激励政策明显不足。具体工作层面，各地促进矿井水利用

的财政、税收等优惠政策和补偿机制较为缺乏。另外，现有政策的协调性有待加强。一方面，

激励性政策尚未整合。例如，在一些矿井水利用率须达到百分之百的地区，针对生态补水、

生活用水等用途的矿井水使用情况并未纳入利用率的计算范畴。另一方面，其余用水政策对

非常规水利用存在负向激励。例如，价格补贴、免征污水处理费、特许经营等政策或筹资方

式的存在，使得开发利用非常规水的动力不足。

3.5 规范性约束政策不健全

首先，已制定的政策有待进一步考虑实际情况。例如，黄河流域西北部地区的矿井水以

高矿化度为主要特征，其占比在我国北方重点煤矿矿井总涌水量中达三成之多；由于高矿化

度矿井水的排放受到严格限制，西部“水资源短缺矿区，矿井水利用率要求达到 100%”。

但实际上根据前述分析，企业自身是无法全部利用处理后的矿井水，加上地处偏远、需求不

足，百分之百利用率的要求实难实现。再如，个别省份对于计划排入河道用作生态补水的矿

井水，无论接纳水体本身的水质状况如何，均要求排放前的矿井水均须严格满足《地表水环

境质量标准》（GB 3838—2002）所规定的Ⅲ类水标准，导致企业在设备投入和水质处理方

面花费过多。

第二，矿井水排放及回用尚无统一的规范和标准。目前，一些煤矿企业以《煤炭工业污

染物排放标准》（GB 20426—2006）作为矿井水排放的合规依据。省级层面对矿井水处理执

行的标准呈现较大差异。例如，内蒙古自治区要求处理后的矿井水需满足《地表水环境质量

标准》（GB 3838—2002）中Ⅲ类水标准，山西省执行《山西省污水综合排放标准》（DB 14/1928

—2019），陕西省执行《陕西省黄河流域污水综合排放标准》（DB 61/224—2018）。由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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规范和标准相对松散，导致矿井水利用在部分地区、环节中存在不同问题。另外，具体到利

用率统计也存在较大探讨空间。一是矿井井下复用。例如，直接在井下利用矿井水来喷雾降

尘、消防等，这些水是否统计到矿井水的排放量和利用率的计算中尚无明确界定。二是升井

后的生态用水。生态用水的有效使用量和利用程度的界定较为模糊，对于生态用水方面的合

理利用率目前尚无界定。例如，如果为提高利用率将矿井水大幅用于灌溉，实际上多余的矿

井水又从地表渗流到井下；用不同类型矿井水灌溉导致的农田盐碱化问题也需要深入探讨。

三是升井后用于水库、河流的补给。符合排放标准的矿井水流入地表水库、河流，有的观点

是新增了地表水资源，而对于这一部分的用水是否统计入利用率尚无明确界定。

3.6 矿井水管理能力有待增强

当前，煤矿及能源化工企业在生产运营过程中，面临着多重管理和中央与地方多层管理

并存的复杂局面，导致煤矿矿井水管理能力整体偏弱
[11-13]

。除此之外，地方层面，煤矿矿井

水管理涉及水利、应急管理、生态环境、住建等多个部门，相关部门之间缺乏明确的责任、

权利界定，交叉管理、管理空白等问题并存。煤矿企业从水利部门申请领取取水许可证，而

地方水资源供应由城市管理部门负责，由于矿井水尚未被纳入地方供水规划体系，因此，即

使矿井水已经过适当处理，但对外的供水功能仍难以得到有效施展[14-15]。煤矿矿井水在排放

和回用过程中由生态环境、水利、住建部门管理，由于职能不清晰，往往导致交叉管理、监

管缺失等问题。由于交叉管理，矿井水从产生到利用的全周期检测体系始终不完善。除此之

外，不同部门对于矿井水的认识存在差异，有的部门认为矿井水是水害，有的部门认为矿井

水是水资源，导致在矿井水综合利用过程中存在阻力
[8]
。

3.7 处理技术及其规范化引导不足

当前，关于煤矿矿井水的综合利用尚未形成完备的技术标准与规范化指导。针对黄河流

域煤矿矿井水中氟化物与总溶解固体浓度偏高的特性，在满足不同回用需求时，亟需一套系

统化的技术指引，以指导企业选取经济合理的处理方式。当前，此类规范化指导的缺失致使

企业在选择处理工艺与设备时陷入盲目状态，从而出现处理效果欠佳、成本高昂等问题。针

对部分区域矿井水中所出现的新型污染，如表面活性剂、氨氮污染等，如何选择行之有效的

处理技术，尚缺乏规范性指导。除此之外，矿井水在城市绿化、景观营造、农业灌溉等方面

得到一定应用，但施用后对土壤等产生的影响尚无系统性的监测与分析，对高盐水处理、雨

水径流快速渗滤与生物滞留等方面的技术研究还有所欠缺
[16-18]

。

3.8 对于矿井水的认知观念有待提升

矿井水的水质一般较好，除悬浮物较多外，其他各项水质参数大多符合正常标准。而上

述悬浮物主要为无机物，与以有机物为主的生活污水不同，无机物污染的处理技术较为成熟、

难度相对较低
[19-20]

。但是，作为煤炭开采过程中的一种伴生资源，矿井水长期以来被煤矿企

业视为需要防治的水害，而它作为地下水的资源属性尚未得到充分认知与重视
[21]
。因此，煤

矿企业在开采过程中往往注重采煤，而忽视对矿井水这种伴生资源的合理利用。另外，大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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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矿井水的普遍认知是“黑、脏、臭”，使得很多用水主体难以将它视为有价值的水资源并

进行合理利用。上述认知观念，一定程度上阻碍了矿井水资源实现最大化和高效化利用。

4 结论与建议

4.1 研究结论

煤矿矿井水综合利用具有重要意义，特别是对于黄河流域，利用好矿井水有利于保障该

区域的水资源、水生态、水环境安全。当前，煤矿矿井水综合利用率整体处于较低水平，存

在弃水及无效利用、行业间和地域间调配不畅、处理成本偏高、利用积极性偏低等问题。上

述问题的存在，除技术、观念等因素外，与体制机制和政策体系因素紧密相关。主要体现在

当前这一领域缺少健全的法律法规体系支撑，客观上未对相关水资源综合利用提供应有的宏

观基础；与矿井水相关的政策体系有待完善，特别是矿井水的利用激励政策、规范性约束政

策，以及纳入水资源统一配置政策等有待进一步改进；除此之外，矿井疏干水从产生到利用

的全周期管理能力亟需提高。以上经济社会因素深刻影响着当前煤矿矿井水的节约集约利用。

4.2 政策建议

一是加快健全煤矿矿井水等非常规水综合利用法律法规。建议《地下水管理条例》进一

步明确疏干水等非常规水取水许可证的具体对象。建议《取水许可和水资源费征收管理条例》

进一步明确疏干水等非常规水税费征收的规定，综合考虑各类利用处理情景。在此基础上，

推动水资源税、环境保护税、污水处理费之间有效衔接。建议《中华人民共和国水法》明确

“鼓励疏干水等非常规水综合利用”，为后续相关利用法规的制定提供上位法基础。建议从

矿井疏干水等非常规水的取、用、处理等全生命周期出发，加快健全相应法律法规体系。

二是完善煤矿矿井水等非常规水综合利用的政策体系。加快统一矿井水的术语和定义，

完善统计、计量体系。加快各地将矿井水纳入水资源统一配置进程。继续推进水资源税改革，

研究完善征收税率，对供给下游用户、处理后水质达到特定类标准的矿井水等非常规水因地

制宜免征或少征水资源税。加快整合理顺已有各类激励性政策。针对矿井水各类回用方式和

水质具体特征，科学制定国家及地方层级的矿井水回用水质标准与技术规范。根据矿井水回

用方式和区域水文地质环境等客观情况，实事求是地制订矿井水外排的管理要求和考核目标。

对于矿井水产生的新型污染，结合经济技术可行性分析，因地制宜制定管控要求。

三是提升综合利用管理能力。鼓励地方政府建立多部门协作机制，指导协调各部门开展

煤矿行业管理、取水审批、取水定额管理、矿井水监测管理、安全管理、污染监测、排放处

理、处置用地审批等工作。推动在产矿山矿井水排水计量监测和排水水质监测全覆盖。完善

煤炭矿井水等非常规水输配利用工程设施建设。积极推动矿井水等非常规水处理先进技术与

设备的研发与应用。结合矿井水等非常规水不同利用途径，系统梳理并严格评估各类适应性

处理技术，科学推荐具备经济合理性和现实可行性的矿井水处理技术方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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