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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重用水项目概要
～通过水资源将北势地区连接在一起～

独立行政法人 水资源机构
三重用水管理所

照片：中里蓄水池(铃养湖)



2项目背景项目背景

以前，以中小河流、水塘、横穴式暗渠等为水源。

上述水源都缺乏水量，需要确保稳定的水源。

农业用水

三泷川流况横穴式暗渠截面图



3项目背景项目背景

城市用水(生活、工业用水)

城市化进展，工业发展

城市用水需求增大，满足用水需求成为社会急待解决的问题。

四日市联合企业不断扩大的住宅区



4项目概要项目概要

以中里蓄水池为主要水源，在从岐阜县侧木曾川水系揖斐川支流的牧田川
取水的同时，从员辩川、河内谷川和冷川取水并进行蓄水。
另外，在宫川、菰野、加佐登等地兴建调节池和主干水渠等后，从田光川、
三泷川、内部川和御币川取水并进行蓄水。

为了满足上述需求，开始实施三重用水项目

作为农业用水⇒
对4市(四日市、铃鹿、员辩、桑名)及2町(菰野、东员)的农田约7,300ha
进行最大5.99m3／s的供水。

作为城市用水⇒
生活用水：进行最大0.668m3 ／s的供水。
工業用水：进行最大0.194m3 ／s的供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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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日市市
铃鹿市
菰野町

四日市市
铃鹿市
菰野町
员辩市
桑名市
东员町

多度工水
(4,143千m3)

铃鹿工水
(1,977千m3)

工业用水
6,120千m3

农业用水
29,149千m3

全年补给量
整体

50,046千m3

生活用水
14,777千m3

水资源利用计划水资源利用计划



6农业用水受益面积农业用水受益面积((计划计划))

员辩市、桑名市
东员町
841.0ha

菰野町
1,075.8ha

水田
整体

5,410.0ha
铃鹿市

2,212.8ha
四日市市
1,280.4ha

旱田
整体

1,902.0ha

员辩市、桑名市
东员町
175.3ha

铃鹿市
955.0ha

四日市市
771.7h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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牧田川取水设施
养老山地

铃鹿山脉

伊势湾

西部溪流取水设施

中间溪流取水设施

南部溪流取水设施

用水流程图用水流程图

加佐登调节池

打上调节池

中里蓄水池

菰野调节池

宫川调节池

工业用水

生活用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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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溪流取水设施

从地区内中小河流(7个地点)的剩余水中取水，

并将其蓄入蓄水池和调节池，以有效利用水资源。

设施特点设施特点①①

溪流取水设施截面图

河内谷川溪流取水设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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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流方式

由于水渠经过受益地区的最高地点(山麓)，

流水能自流到末端设施。

设施特点设施特点②②

由于不使用水泵，可降低运行成本

(电力、燃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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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水渠管方式

几乎所有的水渠都是由隧道和虹吸管构成的。
(地下埋设)

设施特点设施特点③③

可防止垃圾混入水渠中，可预防掉落事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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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集中监控方式

由于设施复杂且涉及许多方面，对主要设施

采用了集中监控方式。

设施特点设施特点④④

监控省力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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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蓄水池、调节池

主要设施主要设施①①

水库形式： 分区型土石坝
有效蓄水量：16,000,000m3

水库形式： 分区型土石坝
有效蓄水量：2,200,000m3

中里蓄水池 打上调节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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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蓄水池、调节池

主要设施主要设施②②

水库形式： 分区型土石坝
有效蓄水量：800,000m3

水库形式： 分区型土石坝
有效蓄水量：1,600,000m3

宫川调节池 菰野调节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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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蓄水池、调节池

主要设施主要设施③③

水库形式： 分区型土石坝
有效蓄水量：3,000,000m3

加佐登调节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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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溪流取水设施

主要设施主要设施④④

西部溪流取水设施

员辩川

河内谷川

冷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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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溪流取水设施

主要设施主要设施⑤⑤

中間溪流取水设施

田光川 三泷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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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溪流取水设施

主要设施主要设施⑥⑥

南部溪流取水设施

内部川 御币川(从瀑布底下取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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农业用水使用情况

水田

旱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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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业、生活用水使用情况

富士通三重工厂

三重县企业厅水泽净水厂

集成电路(形象)

生活用水(形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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水文数据监视 水文数据监视

配水设施操作 配水设施抄表

配水相关业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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设施巡视(牧田川取水设施) 设施巡视(主干水渠的隧道部分)

设施操作(牧田川取水闸门)

巡视、操作相关业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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闸门操作盘检查(牧田川取水设施)

清除溪流取水设施的堆积泥沙(西部溪流取水设施)

设施检查、保养相关业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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管理运营协议会

与土地改良区人员进行磋商

水源情况说明会

项目运营相关业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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水管理控制处理系统(更新前)
(旧系统的图形面板)

水管理控制处理系统(更新后)
(新系统－积极引进通用装置)

新技术的引进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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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技术的引进②

摄像监视系统的画面
(网络摄像机，15个地点)

网络摄像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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防备灾害

应对大地震的耐震措施
(主干水渠水管桥)

应对水质事故的训练
(在调节池进行围油栅设置训练)

实施对策前

实施对策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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调节池周边环境

野鸟飞来(天鹅、野鸭子等)

日本猕猴

树木花草(杜鹃花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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照片：菰野调节池

完

以水资源支撑丰裕社会发展 独立行政法人 水资源机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