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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 言

本文件按照GB/T 1.1—2020《标准化工作导则 第1部分：标准化文件的结构和起草规则》的规定起

草。

本文件是GB XXXXX《黄河流域服务业用水定额》的第6部分。GB XXXXX已经发布了以下部分：

——第1部分：宾馆；

——第2部分：游泳场馆；

——第3部分：洗车场所；

——第4部分：洗浴场所；

——第5部分：高校；

——第6部分：室外人工滑雪场。

请注意本文件的某些内容可能涉及专利。本文件的发布机构不承担识别专利的责任。

本文件由中华人民共和国水利部提出并归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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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V

引 言

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黄河保护法》规定，国家在黄河流域实行强制性用水定额管理制度，制定黄

河流域高耗水工业和服务业强制性用水定额。强制性用水定额国家标准是衡量黄河流域有关行业节约用

水水平的重要标准，是落实水资源刚性约束制度和黄河流域强制性用水定额管理制度的重要手段，也是

国家实施取水许可制度、实行计划用水管理和开展水资源论证、节水评价的重要技术依据。

GB XXXXX《黄河流域服务业用水定额》将根据黄河流域不同高耗水服务业行业的用水特点，明确计

算方法，规定强制性用水定额，并做出管理要求，拟由以下6个部分构成。

——第1部分：宾馆。目的在于明确黄河流域宾馆强制性用水定额的计算方法、指标值和管理要求。

——第2部分：游泳场馆。目的在于明确黄河流域游泳场馆强制性用水定额的计算方法、指标值和

管理要求。

——第3部分：洗车场所。目的在于明确黄河流域洗车场所强制性用水定额的计算方法、指标值和

管理要求。

——第4部分：洗浴场所。目的在于明确黄河流域洗浴场所强制性用水定额的计算方法、指标值和

管理要求。

——第5部分：高校。目的在于明确黄河流域高校强制性用水定额的计算方法、指标值和管理要求。

——第6部分：室外人工滑雪场。目的在于明确黄河流域室外人工滑雪场强制性用水定额的计算方

法、指标值和管理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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黄河流域服务业用水定额 第 6 部分：室外人工滑雪场

1 范围

本文件规定了黄河流域室外人工滑雪场强制性用水定额的计算方法、指标值和管理要求。

本文件适用于黄河流域以及黄河流经省、自治区其他黄河供水区相关县级行政区域的现有、新建、

改建、扩建滑雪道总面积不小于6000m
2
的室外人工滑雪场的用水管理。

2 规范性引用文件

下列文件中的内容通过文中的规范性引用而构成本文件必不可少的条款。其中，注日期的引用文件，

仅该日期对应的版本适用于本文件；不注日期的引用文件，其最新版本（包括所有的修改单）适用于本

文件。

GB/T 12452 水平衡测试通则

GB/T 18266.5 体育场所等级的划分 第 5 部分：滑雪场所星级划分及评定

GB 19079.6 体育场所开放条件与技术要求 第 6 部分：滑雪场所

GB/T 21534 节约用水 术语

GB/T 24789 用水单位水计量器具配备和管理通则

GB/T 28714 取水计量技术导则

3 术语和定义

GB/T 18266.5、GB 19079.6和GB/T 21534界定的以及下列术语和定义适用于本文件。

3.1

用水量 quantity of water intake

室外人工滑雪场取自各种水源、由一级水表计量的水量之和。

3.2

室外人工滑雪场 outdoor artificial ski resort

利用人工造雪形成的室外滑雪场。

3.3

雪季 ski season

滑雪场开始运营至滑雪场关闭运营的时间。

3.4

雪道总面积 total area of trails

滑雪场所有级别滑雪道的累计面积。

4 计算方法

4.1 计算范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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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1.1 用水量的计算范围应包括取自地表水、地下水、城镇供水管网等常规水源的水量，及再生水、集

蓄雨水、融雪水等非常规水源的水量。

4.1.2 室外人工滑雪场用水应包括雪道及其他区域的造雪用水，不包括餐饮、绿化、住宿等用水。

4.2 计算公式

单位雪道面积造雪用水量按公式（1）计算：

S
VV i

ui  ………………………………………………（1）

式中：

uiV ——单位雪道面积造雪用水量，单位为立方米每平方米每雪季[m3/（m2·雪季）]；

iV ——统计报告期（雪季）内，室外人工滑雪场造雪用水量，采用非常规水的水量按0.8的系数进

行折算（即非常规水量乘以0.8折算为常规水水量），单位为立方米每雪季（m
3
/雪季）；

S ——统计报告期（雪季）内，雪道总面积，单位为平方米（m2）。

5 强制性用水定额指标值

室外人工滑雪场强制性用水定额应符合表 1 的规定。

表 1 室外人工滑雪场强制性用水定额指标值

单位为立方米每平方米每雪季

分类 1 级
a

2 级
b

室外人工滑雪场 0.30 0.65
a
新建、涉及用水的改（扩）建室外人工滑雪场的用水效率应符合 1级指标值。

b
现有室外人工滑雪场的用水效率应符合 2级指标值

6 管理要求

6.1 应健全水计量体系，按照水源类型分别计量各类水量，用水单位、次级用水单位水计量器具配备率

应达到100%，按照规定对水计量器具进行检定或校准，并满足GB/T 24789、GB/T 28714的有关要求。

6.2 应建立用水量原始记录和统计台账，并定期统计造雪用水。

6.3 取水量达到取水规模以上的室外人工滑雪场，应安装在线计量设施，并将一级水表计量数据传输至

有管理权限的水行政主管部门或者黄河流域管理机构。

6.4 应对用水设施进行巡检和维护，杜绝跑冒滴漏。适时开展水平衡测试，并应符合GB/T 12452的有关

要求。

6.5 雪道以外区域的人工造雪面积应不大于雪道总面积的10%。

6.6 应使用符合相应产品标准的节水型生活用水器具。

6.7 应在卫生间等用水场所显著位置张贴节水标识。

6.8 室外人工滑雪场用水效率达到1级指标值视为达到先进水平。

7 标准的实施

本文件规定的 2 级指标值自本文件发布之日起第 2 个雪季开始实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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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工作简况

（一）任务来源

2024 年 12 月 31 日，国家标准化管理委员会下达了《黄河

流域服务业用水定额 第 6 部分：室外人工滑雪场》（项目计划

号为 20243862-Q-332）强制性用水定额国家标准（以下简称室

外人工滑雪场强制性用水定额）制定计划。该项强制性用水定

额由水利部提出并归口。

（二）起草过程

水利部组织成立标准起草组。中国标准化研究院负责实地

调研、数据收集处理、政策整理分析、标准起草等主要工作，

经起草组内部协调，为第一起草单位。具体工作过程如下∶

1.预研阶段（2024 年 1 月—2024 年 12 月）

2024 年 1 月至 2024 年 12 月，制定室外人工滑雪场行业用

水情况调查表，调查收集黄河流域室外人工滑雪场相关数据，

形成《黄河流域服务业用水定额 第 6 部分：室外人工滑雪场》

标准文本草案、申报书和建议书，并上报国家标准化技术委员

会申报立项。

2.起草阶段（2024 年 12 月—2025 年 1 月）

成立由中国标准化研究院牵头的标准编制组。起草组在对

黄河流域调查数据处理分析基础上，按照《强制性国家标准管

理办法》有关规定，参照《用水定额编制技术导则》等要求，

起草标准草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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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工作大纲审查阶段（2025 年 1 月）

2025 年 1 月 10 日，全国节约用水办公室组织召开室外人工

滑雪场强制性用水定额工作大纲审查会，与会专家一致同意通

过审查。

4.征求意见稿编制阶段（2025 年 1 月—3 月）

一是根据工作大纲审查会专家意见完善标准内容。二是开

展黄河流域室外人工滑雪场企业实地调研和座谈交流，共调研

用水单位 21 家。三是组织召开座谈会，标准起草组与典型企业

代表交流，参加 2025 年黄河流域工业强制性用水定额编制研讨

会，进一步修改完善标准及编制说明，形成征求意见稿。

二、编制原则、强制性用水定额国家标准主要技术要求的

依据及理由

（一）编制原则

1.科学性。以室外人工滑雪场发展现状和趋势、取用水现

状和需求、主要用水环节构成、节水潜力等资料为基础，综合

考虑经济合理、技术可行等因素，科学构建强制性用水定额核

算方法，确定强制性用水定额的计算依据和指标值。

2.规范性。本标准按照《标准化工作导则 第 1 部分：标准

化文件的结构和起草规则》（GB/T 1.1-2020）的要求和规定编

制，确保文档格式、术语定义、编写结构的专业性和一致性，

便于行业内的广泛接受与实施。

3.合理性。本标准制定基于典型行业用水情况全面调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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深入掌握相关用水单位生产经营、取用水、节水管理等信息，

夯实制定强制性用水定额数据基础，夯实制定强制性用水定额

数据基础，并通过专家咨询和行业反馈，确保强制性用水定额

的合理性与可操作性，从而使其真正反映行业实际需求。

4.实用性。根据室外人工滑雪场的用水结构和用水特点，

制定室外人工滑雪场行业强制性用水定额、合理确定计量单位，

便于日常节水管理。

5.协调性。本标准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黄河保护法》《节

约用水条例》和水资源刚性约束制度制定，充分衔接已有的国

家节水政策，与相关国家标准、地方标准相协调。

（二）文本编制规则

按照《标准化工作导则 第 1 部分：标准化文件的结构和起

草规则》（GB/T 1.1-2020）的要求和规定，确定标准的组成要

素。

（三）标准主要技术要求的依据及理由

本标准除前言、引言外，包含7章内容，分别为：范围、规

范性引用文件、术语和定义、计算方法、强制性用水定额指标

值、管理要求和标准的实施。

1.范围

本文件规定了黄河流域室外人工滑雪场强制性用水定额的

计算方法、指标值和管理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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依据黄河流域强制性用水定额的适用范围，结合现行强制

性国家标准《体育场所开放条件与技术要求 第6部分：滑雪场

所》（GB 19079.6-2013）中对滑雪场所的场地、设施设备条件

要求为室外滑雪道总面积应不小于6000 m
2
，提出本文件的适用

范围为：

本文件适用于黄河流域以及黄河流经省、自治区其他黄河

供水区相关县级行政区域的现有、新建、改建、扩建滑雪道总

面积不小于6000m
2
的室外人工滑雪场的用水管理。

2.规范性引用文件

本标准编制过程中引用了GB/T 12452 水平衡测试通则、

GB/T 18266.5 体育场所等级的划分 第5部分：滑雪场所星级划

分及评定、GB 19079.6 体育场所开放条件与技术要求 第6部分：

滑雪场所、GB/T 21534 节约用水 术语、GB/T 24789 用水单位

水计量器具配备和管理通则、GB/T 28714 取水计量技术导则等

相关标准。

3.术语和定义

GB/T 18266.5、GB 19079.6 和 GB/T 21534 界定术语和定义

适用于本文件。

3.1 用水量 quantity of water intake

室外人工滑雪场取自各种水源、由一级水表计量的水量之

和。

3.2 室外人工滑雪场 outdoor artificial ski resor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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利用人工造雪形成的室外滑雪场。

3.3 雪季 ski season

滑雪场开始运营至滑雪场关闭运营的时间。

3.4 雪道总面积 total area of trails

滑雪场所有级别滑雪道的累计面积。

4.计算方法

（1）用水量的计算范围

通过调研问卷发放、实地考察等方式开展室外人工滑雪场

用水情况调研，共收集调研数据 104 份。起草组对收集的室外

人工滑雪场的取水水源情况进行分析，取水水源主要为地表水、

地下水、城镇供水管网等常规水源及再生水、雨水、融雪水等

非常规水源。因此，本标准规定室外人工滑雪场用水量的计算

包括常规水源和非常规水源。

按照强制性用水定额管理要求，室外人工滑雪场用水量的

计算范围应包括取自地表水、地下水、城镇供水管网等常规水

源的水量，及再生水、集蓄雨水、融雪水等非常规水源的水量。

（2）用水范围

室外人工滑雪场的供水系统主要包括：造雪机、供水管网、

泵站、蓄水池等，通常都建有蓄水池，蓄水池为其造雪用水的

源头，造雪过程中需从泵站将蓄水池中的水抽出到供水管网中。

根据调研样本分析，黄河流域各室外人工滑雪场根据实际情况，

各用水环节占比会有一定差异。根据分析结果（见图 1），各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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研室外人工滑雪场主要为造雪用水，造雪用水量占比平均值为

83%，中位数为 91%，占比分布主要集中在 90%以上；生活用水

量占比平均值为 9.5%，中位数为 4.2%，占比分布主要集中在 5%

以下；雪道植被灌溉用水量占比平均值为 1.2%，中位数为 0%，

75%以上的室外人工滑雪场雪道植被灌溉用水量为 0%；绿化灌溉

用水量平均值为 4.9%，中位数为 0%，70%的室外人工滑雪场绿

化灌溉用水量为 0%。

（a）造雪用水 （b）生活用水

（c）雪道植被灌溉用水 （d）绿化灌溉用水

图 1 室外人工滑雪场用水环节占比分布情况

考虑室外人工滑雪场用水主要集中在造雪用水，且造雪用

水供水系统和生活用水等分别计量。因此，室外人工滑雪场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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水应包括雪道及其他区域的造雪用水，不包括餐饮、绿化、住

宿等用水。

（3）计算公式

规定了单位雪道面积造雪用水量的计算公式：

S
VV i

ui  ………………………（1）

式中：

Vui——单位雪道面积造雪用水量，单位为立方米每平方米

每雪季[m
3
/（m

2
·雪季）]；

Vi——统计报告期（雪季）内，室外人工滑雪场造雪用水量，

采用非常规水的水量按0.8的系数进行折算（即非常规水量乘以

0.8折算为常规水水量），单位为立方米每雪季（m
3
/雪季）；

S ——统计报告期（雪季）内，雪道总面积，单位为平方

米（m
2
）。

5.强制性用水定额指标值

（1）样本数据

对黄河流域室外人工滑雪场调研数据进行统计，共收集 104

家室外人工滑雪场数据，经进一步核实分析，有效样本 59 个，

涉及不同规模、不同地区的室外人工滑雪场，有效样本代表性

好。

剔除主要依据为：

1）填报数据异常；

2）滑雪场造雪厚度或雪道面积不符合开放条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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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按照造雪机造雪效率高、雪道压实厚度为 30cm（滑雪场

开放最低要求）计算室外人工滑雪场用水极限值为 0.18

m
3
/(m

2
·a)，作为剔除样本数据的最小值范围。

（2）计量单位

根据对室外人工滑雪场用水调研情况，其造雪用水主要取

决于雪道面积和造雪厚度。而造雪厚度多为年初大量造雪，运

营期间少量补雪的模式，即随着运营时间越长，雪道厚度越薄，

无法准确测量；现行国家标准《体育场所开放条件与技术要求

第 6 部分：滑雪场所》（GB 19079.6-2013）中对雪道厚度有最

低要求，因此室外人工滑雪场造雪用水主要受雪道面积的影响。

目前室外人工滑雪场国家用水定额及沿黄河各省区地方用

水定额以雪道面积为核算单位。本标准在现行用水定额计量单

位基础上，采用统计学中的 Pearson 相关系数法分别分析室外

人工滑雪场造雪用水量与设计接待人次、年实际接待人次、雪

道面积、全年开放天数的相关性（见表 1）。根据分析结果，室

外人工滑雪场造雪用水量与雪道面积呈显著相关。因此，确定

黄河流域室外人工滑雪场强制性用水定额指标为单位雪道面积

造雪用水量，计量单位为立方米每平方米每雪季。

表 1 室外人工滑雪场造雪用水量与各影响因素相关性分析

类型 设计接待人次
年实际接待人

次
雪道面积 全年开放天数

室外人工滑雪

场造雪用水量
0.016(0.896) 0.26(0.026

**
) 0.671(0.000

***
) 0.02(0.864)

注：***、**、*分别代表 1%、5%、10%的显著性水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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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分类方式

根据《体育场所等级的划分 第 5 部分：滑雪场所星级划分

及评定》（GB/T 18266.5-2023）中规定，滑雪场不同雪道级别

的划分主要依据雪道坡度，对于雪道厚度并无明确不同要求。

其中：

——初级滑雪道：

雪面平整，平均坡度小于 10°的滑雪道。通常初级滑雪道

平均宽度不小于 45m，长度不小于 100m。

——中级滑雪道：

雪面平整，平均坡度 10°～18°，最大坡度不超过 22°的

滑雪道。通常中级滑雪道平均宽度不小于45m，长度不小于400m。

——高级滑雪道：

雪面平整，平均坡度大于 18°，最大坡度超过 22°的滑雪

道。通常高级滑雪道平均宽度不小于 40m，长度不小于 800m。

以不同类型滑雪场实际运营数据，对具备不同类型雪道的

滑雪场单位雪道面积造雪取水量进行分析（见表 2）。根据分析

结果，配备高级道、中级道与初级道在单位雪道面积造雪取水

量上的均值分别为：0.404/0.455/0.487；由于不满足方差齐性，

采用 Welch's 方差检验，方差分析结果 P 值为 0.529>0.05，因

此统计结果不显著，说明不同雪道类型在单位雪道面积造雪取

水量上不存在显著差异。

表 2 不同雪道类型室外人工滑雪场用水差异性分析

变量名 变量值 样本量 平均值 标准差 方差检验
Welch's 方差

检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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变量名 变量值 样本量 平均值 标准差 方差检验
Welch's 方差

检验

单位雪道

面积造雪

取水量

配备高级道 26 0.404 0.161

F=0.668

P=0.517

F=0.652

P=0.529
配备中级道 20 0.455 0.204

配备初级道 14 0.487 0.334

总计 60 0.441 0.224

注：***、**、*分别代表 1%、5%、10%的显著性水平

因此，室外人工滑雪场用水定额不按雪道类型分类制定。

（4）强制性用水定额指标

按照《水利部、市场监管总局关于在黄河流域实行强制性

用水定额管理的意见》（水节约〔2024〕208 号）规定，室外人

工滑雪场强制性用水定额分两级制定。1 级指标值以应用国家鼓

励的先进节水技术和设备，实行规范高效的企业内部节水管理

制度为取值原则，确保新建、涉及主要生产用水的改（扩）建

企业的用水效率高标准起步；2 级指标值以淘汰落后的用水技术

和设备，建立规范的企业内部节水管理制度为取值原则，推动

现有用水浪费的用水企业实施节水改造。

标准起草组对有效样本数据进行分析（见图 2），黄河流域

各省室外人工滑雪场用水效率主要分布在 0.20～1.25m
3
/（m

2
·雪

季）。以企业节水技术和设备先进、内部节水管理规范高效、

节水潜力空间小为取值原则，结合对用水效率较高企业的用水

结构、用水技术和节水管理水平的典型剖析，确定黄河流域室

外人工滑雪场强制性用水定额 1 级指标为 0.30m
3
/（m

2
·雪季），

对调研样本进行验证分析，达到1级指标的有21家，通过率3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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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据室外人工滑雪场用水水平现状，以淘汰落后的用水设备、

建立规范的节水管理制度为取值原则，确定黄河流域室外人工

滑雪场 2 级指标为 0.65m
3
/（m

2
·雪季），对调研样本进行验证

分析，达到 2 级指标的有 50 家，通过率 85%。

图 2 室外人工滑雪场单位雪道面积造雪用水量分布图

因此，黄河流域室外人工滑雪场强制性用水定额应符合表 3

的规定。

表 3 室外人工滑雪场强制性用水定额指标值

单位为立方米每平方米每雪季

分类 1级
a

2 级
b

室外人工滑雪场 0.30 0.65
a
新建、涉及用水的改（扩）建室外人工滑雪场的用水效率应符合 1级指标值。

b
现有室外人工滑雪场的用水效率应符合 2级指标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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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以典型室外人工滑雪场为例，通过理论计算验证强制

性用水定额适用性

通过文献调研、现场调研等方式，起草组系统分析了室外

人工滑雪场行业的主要用水构成，根据各主要用水环节的用水

机理和用水行为进行了理论分析。以典型室外人工滑雪场为例，

对造雪用水、生活用水等用水构成进行分析，定量分析不同环

节用水特征差异，确定了典型室外人工滑雪场的用水理论值。

造雪机的造雪原理是通过将 5℃以下的水通过水泵，在压力

达到一定要求的情况下进入造雪机的喷嘴和核子器中，核子器

连接着空气压缩机，通过风机，将通入造雪机以后喷出去的水

变成雪。滑雪场覆雪经过压实后，才可以进行滑雪。滑雪场造

雪用水量主要决定因素是滑雪场的需雪量，以及造雪机将水变

成雪的比例，其中，滑雪场的需雪量与压实后雪的密度、厚度

等参数有关。

因此可依据压实后雪的密度、年累计造雪厚度、造雪过程

中的水雪比以及水的密度等计算室外人工滑雪场造雪理论用水

量。

根据学者研究结果，一般休闲娱乐滑雪场造雪密度为

450kg/m
3
。国家体育总局冬季运动管理中心和中国滑雪协会审定

通过的《中国滑雪场所管理规范（2017 年修订版）》及国家标

准《体育场所开放条件与技术要求 第 6 部分：滑雪场所》（GB

19079.6-2013）中，明确规定滑雪道雪层压实之后的厚度不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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于 30cm，各室外人工滑雪场根据不同地理位置、气候环境、营

业时间等条件下的滑雪场，年平均造雪压实厚度在 0.4～1.0

m/a，平均 0.7 m/a，造雪过程中水雪比约为 1:2～1:3。

某室外人工滑雪场年接待滑雪人数约为 20 万人/年，2024

年雪季运营时间为 87 天，具有中级道、初级道和戏雪道 3 条雪

道，雪道总面积为 27000 m
2
，造雪压实厚度约为 1.00m，造雪水

雪比为 1:1.8。根据上述公式计算后，造雪理论值为 0.50m
3
/

（m
2
·a），达到强制性用水定额 2 级指标。

6.管理要求

本标准参照有关法规、标准规范中提出的相关规定，结合

室外人工滑雪场行业用水节水管理现状，提出以下管理要求。

（1）应健全水计量体系，按照水源类型分别计量各类水量，

用水单位、次级用水单位水计量器具配备率应达到 100%，按照

规定对水计量器具进行检定或校准，并满足 GB/T 24789、GB/T

28714 的有关要求。

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计量法》第九条规定，县级以上

人民政府计量行政部门对社会公用计量标准器具，部门和企业、

事业单位使用的最高计量标准器具，以及用于贸易结算、安全

防护、医疗卫生、环境监测方面的列入强制检定目录的工作计

量器具，实行强制检定。未按照规定申请检定或者检定不合格

的，不得使用。《节约用水条例》第十四条规定，对不同水源、

不同用途的水应当分别计量。《用水单位水计量器具配备和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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理通则》（GB/T 24789-2022）要求，用水单位水计量器具配备

率应达到 100%，次级用水单位水计量器具配备率应达到 95%以

上。

（2）应建立用水量原始记录和统计台账，并定期统计造雪

用水。

依据：《节约用水条例》第二十二条规定，国务院有关部

门依法建立节水统计调查制度，定期公布节水统计信息。《用

水单位用水统计通则》（GB/T 26719-2022）要求，用水单位应

满足对各类水源和用途分类统计的要求，规定了用水单位用水

统计范围、统计内容（取水量、用水量、用水效率）、统计报

表和统计周期等要求。

（3）取水量达到取水规模以上的室外人工滑雪场，应安装

在线计量设施，并将一级水表计量数据传输至有管理权限的水

行政主管部门或者黄河流域管理机构。

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黄河保护法》第五十三条规定，

黄河流域以及黄河流经省、自治区其他黄河供水区相关县级行

政区域取水量达到取水规模以上的单位，应当安装合格的在线

计量设施，保证设施正常运行，并将计量数据传输至有管理权

限的水行政主管部门或者黄河流域管理机构。取水规模标准由

国务院水行政主管部门制定。

（4）应对用水设施进行巡检和维护，杜绝跑冒滴漏。适时

开展水平衡测试，并应符合 GB/T 12452 的有关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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依据：《水平衡测试通则》（GB/T 12452-2022）规定了用

水单位的水平衡图示与方程式、水平衡测试程序与方法。

（5）滑雪道以外区域的人工造雪面积应不大于雪道总面积

的 10%。

依据：《室外人工滑雪场节水技术规范》（GB/T 30683-2014）

中提出了室外人工滑雪场对雪道外雪量堆积面积的要求。

（7）应在卫生间等用水场所显著位置张贴节水标识。

依据：《室外人工滑雪场节水技术规范》（GB/T 30683-2014）

要求，经营单位应开展节约用水宣传，在重要场所和部位设置

节水提示标志

（6）应使用符合国家标准的节水型生活用水器具。

依据：《节约用水条例》第二十六条规定，县级以上地方

人民政府及其有关部门应当加强农村生活供水设施以及配套管

网建设和改造，推广使用生活节水器具。《节水型生活用水器

具》（CJ/T 164-2014）标准规定，推广使用节水型生活用水器

具，禁止使用、销售和生产不符合《节水型生活用水器具》标

准产品。

。

（8）室外人工滑雪场用水效率达到1级指标值视为达到先

进水平。

依据:《水利部、市场监管总局关于在黄河流域实行强制性

用水定额管理的意见》（水节约〔2024〕208 号）规定，强制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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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水定额分限定值和先进值制定，因此，本标准规定用水效率

达到 1 级指标值视为达到先进水平。

7.标准的实施

考虑节水改造投入时间，室外人工滑雪场强制性用水定额 2

级指标值自本文件发布之日起第 2 个雪季开始实施。

三、与有关法律、行政法规和其他强制性标准的关系，配

套推荐性标准的制定情况

（一）与有关法律、行政法规的关系

准本标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黄河保护法》第五十二条规

定制定，国务院水行政、标准化主管部门应当会同国务院发展

改革部门组织制定黄河流域高耗水工业和服务业强制性用水定

额。制定强制性用水定额应当征求国务院有关部门、黄河流域

省级人民政府、企业事业单位和社会公众等方面的意见，并依

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标准化法》的有关规定执行。黄河流域以

及黄河流经省、自治区其他黄河供水区相关县级行政区域的用

水单位，应当严格执行强制性用水定额；超过强制性用水定额

的，应当限期实施节水技术改造。

（二）配套推荐性标准的制定情况

目前室外人工滑雪场用水定额尚未发布推荐性国家标准，

水利部印发了《服务业用水定额：室外人工滑雪场》；省级室

外人工滑雪场用水定额方面，黄河流域各省区自 2020 年后，陆

续更新发布了新一轮省级用水定额地方标准，均制定了室外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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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滑雪场用水定额。

本标准与现行相关法律、行政法规、其他强制性标准、推

荐性标准相协调，本标准发布实施后，实施范围内宽松于强制

性用水定额的现行国家用水定额、省级用水定额、行业用水定

额标准不再适用。

四、与国际标准化组织、其他国家或者地区有关法律法规

和标准的比对分析

无。

五、重大分歧意见的处理过程、处理意见及其依据

本标准无重大意见分歧。

六、对强制性用水定额国家标准自发布日期至实施日期之

间的过渡期（以下简称过渡期）的建议及理由，包括实施强制

性用水定额国家标准所需要的技术改造、成本投入、老旧产品

退出市场时间等

本标准 1 级指标值从发布到正式实施拟设置 1 个月的过渡

期，2 级指标值自发布之日起第 2 个雪季开始实施，给室外人工

滑雪场一定时间进行节水技术改造，具体以国家标准公告规定

的实施日期为准。

七、与实施强制性用水定额国家标准有关的政策措施，包

括实施监督管理部门以及对违反强制性用水定额国家标准的行

为进行处理的有关法律、行政法规、部门规章依据等

（一）实施监督管理部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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县级以上地方人民政府水行政主管部门或者黄河流域管理

机构及其所属管理机构。

（二）违反强制性用水定额国家标准行为进行的有关法律、

行政法规、部门规章制度依据

《中华人民共和国黄河保护法》第一百一十四条规定，“违

反本法规定，黄河流域以及黄河流经省、自治区其他黄河供水

区相关县级行政区域的用水单位用水超过强制性用水定额，未

按照规定期限实施节水技术改造的，由县级以上地方人民政府

水行政主管部门或者黄河流域管理机构及其所属管理机构责令

限期整改，可以处十万元以下罚款；情节严重的，处十万元以

上五十万元以下罚款，吊销取水许可证。”

《中华人民共和国标准化法》第三十七条规定，“生产、

销售、进口产品或者提供服务不符合强制性标准的，依照《中

华人民共和国产品质量法》《中华人民共和国进出口商品检验

法》《中华人民共和国消费者权益保护法》等法律、行政法规

的规定查处，记入信用记录，并依照有关法律、行政法规的规

定予以公示；构成犯罪的，依法追究刑事责任。”

《黄委关于印发〈中华人民共和国黄河保护法〉水行政处

罚裁量权基准适用规则（试行）和〈中华人民共和国黄河保护

法〉水行政处罚裁量权基准（试行）的通知》（黄政法〔2023〕

90 号）提出，高耗水工业和服务业用水单位用水标准超过强制

性用水定额 10%以下，未按照规定期限实施节水技术改造的，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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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万元以下的罚款；高耗水工业和服务业用水单位用水标准超

过强制性用水定额 10%以上 30%以下，未按照规定期限实施节水

技术改造的，处十万元以上五十万元以下罚款吊销取水许可证；

高耗水工业和服务业用水单位用水标准超过强制性用水定额

30%以上，未按照规定期限实施节水技术改造的，处五十万元罚

款吊销取水许可证。

八、是否需要对外通报的建议及理由

本标准不需要对外进行通报，不涉及贸易。

九、废止现行有关标准的建议

无。

十、涉及专利的有关说明

尚未发现标准的技术内容涉及相关专利。

十一、强制性用水定额国家标准所涉及的产品、过程或者

服务目录

本标准适用于黄河流域以及黄河流经省、自治区其他黄河

供水区相关县级行政区域的现有、新建、改建、扩建滑雪道总

面积不小于 6000m
2
的室外人工滑雪场的用水管理。新建、涉及

用水的改（扩）建室外人工滑雪场的用水效率应符合 1 级指标

值。现有室外人工滑雪场的用水效率应符合 2 级指标值。

十二、其他应当予以说明的事项

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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