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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作为国际上第一本专门针对水足迹的评价手册，水足迹评价手册国际标准方法从水足迹概念入手，系
统阐述了水足迹评价的四个步骤：设定目标和范围、核算水足迹、评价水足迹可持续性和制定水足迹
响应方案，并为每个步骤以及各种类型的水足迹评价制定了完整的国际标准，包括直接水足迹，间接
水足迹，蓝水、绿水、灰水足迹，过程水足迹，产品水足迹，消费者水足迹，区域水足迹，国家水足
迹，流域水足迹，企业水足迹等。

水足迹评价手册国际标准方法可作为水文水资源、生态学、环境科学领域研究生和本科生的参考书，
对于关注水资源管理的政府工作者、认证机构人员、企业人士以及公众也具有参考和指导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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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2.在整个供应链中何处终止分析 这是一个水足迹核算中的基本问题。
在碳足迹核算、生态足迹核算、能源分析及生命周期评价中都存在类似的问题。
在水足迹核算方面，尚未有一套通用成熟的指导原则，但一般规则是：凡是对总体水足迹有“显著”
贡献的生产体系（生产树）内的水足迹都应核算。
剩下的问题就是何为“显著”，研究者可以假定贡献度“大于1％”的就是“显著”的水足迹（如果
研究者只关注贡献度较大的组分，则可以设定临界负荷为“大于10％”）。
如果对特定产品的源头进行追溯，将会发现供应链永无休止并且广泛分叉，因为每个过程都有不同的
产品投入。
但实际上，只有一小部分的过程在实质上贡献了最终产品的总水足迹。
根据一般经验，可以预测产品中与农业产品有关的原材料对整体产品水足迹有很大的贡献。
因为大约86％的人类水足迹都产生于农业领域（Hoekstra and Chapagain，2008）。
如果考虑水污染，工业原材料也可能产生特别的影响（因为工业原材料促进了灰水足迹的产生）。
有关终止的一个具体问题为是否需要核算工人的水足迹，因为几乎所有过程的投入都含有工人成本。
工人需要食物、服装和饮水，因此产品的间接水足迹应纳人工人所有的直接和间接的水需求。
然而，这就产生了一个非常重要的核算问题，即重复核算，这也是在生命周期评价中经常出现的一个
问题。
解决产品中自然资源消耗的常用方法就是根据消费者的消费数据将自然资源使用分配到最终产品当中
。
然而，消费者也是工人。
如果把消费者使用的自然资源作为生产中劳力投入因素所隐含使用的自然资源来核算，就会产生双倍
、三倍甚至更多的无尽的循环计算。
简言之，将劳力的间接资源使用从水足迹核算中剔除是一种普遍可行的方法。
做过碳足迹核算的分析者提出了另一个问题：是否应包括运输的水足迹。
运输消耗大量的能量，在产品从生产至到达最终目的地所消耗的总能量中占据了很大的比例。
很多情况下，与产品制造消耗的总淡水量相比，运输消耗的淡水量并不大。
运输消耗所占比例取决于产品的类型和能量应用的类型。
一般来说，终止分析的规则决定了分析中是否应当包括运输的水足迹。
当产品运输的水足迹在总水足迹中仅占较小比例时，分析时可忽略此部分。
如果在运输中使用的能源是生物能源与水电能源，我们建议核算时应该包括运输的水足迹，因为这些
能量形式都具有相当大的水足迹。
总体而言，在最终产品的水足迹分析中，应当明确是否要包含生产系统中能量应用的水足迹。
在更多情况下，能源因素仅占产品总水足迹的一小部分。
当能量来自生物能源、生物燃烧或水力发电时，由于这些能量具有较大水足迹，需要在水足迹核算中
予以考虑（Gerbens—Leenes et al.，2009a，2009b；Yang et al.，2009；Dominguez-Faus et al.，200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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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水足迹评价手册》的价值充分体现在它的创新性、全面性、前沿性、启发性和权威性五个特点
上。
本书的第一个特色是创新性。
水足迹概念的提出本身就是一个创新。
这个概念是阿尔杰恩·胡克斯特拉教授于2002年提出的一个衡量用水的指标，指一个国家、一个地区
或一个人，在一定时间内消费的所有产品和服务所需要的水资源总量。
水足迹的概念一经提出，就受到了学术界、国际机构、商界以及公众的广泛关注。
这种蓬勃发展的势头不仅得益于水足迹概念的直观性，而且还得益于它弥补了以往水资源核算方法的
不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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