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文章编号:1003-2363(2002)02-0085-04

南水北调中线工程

建设与河南水资源可持续利用

赵永江
1 , 刘荷芬1 , 贾　虎2

(1.河南省科学院地理研究所 , 河南 郑州 450052;2.南阳市工程质量监督站 ,河南 南阳 473000)

摘要:文章通过对河南省水资源开发利用现状 、存在的主要问题 、水资源供需平衡以及南水北调工程对河南省

水资源利用的影响论述 ,提出在拟定南水北调工程供水方案中 ,应通过强化节水 、加强水资源保护 、严格控制地下水

开采 、将水资源作为商品等措施 , 促进河南省水资源的可持续开发利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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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南水北调中线工程(河南段)概述

南水北调工程是实现水资源合理配置 ,解决我

国北方地区水资源严重短缺的一项具有重大战略意

义的特大型基础设施。北方地区水资源严重短缺 ,

尤其是近几年来的持续干旱 ,北方地区的水危机日

益严重 ,已对国民经济的可持续发展和人民生活造
成了严重影响。随着我国申奥的成功 ,更需要将纯

净的丹江水送往北京 ,保证 2008年奥运会的顺利举

办。在日益严重的缺水形势下 ,兴建南水北调工程
势在必行。党中央和国务院十分关心北方缺水问

题 ,党的十五届五中全会通过的“十五”计划建议指
出:“要采取多种方式缓解北方地区缺水矛盾 ,加紧

南水北调工程的前期工作 ,尽早开工建设” ,朱 基

总理为此专门召开国务院南水北调工程座谈会 ,并
提出南水北调工程的实施要坚持“先节水后调水 ,先

治污后通水 ,先环保后用水”的“三先三后”方针 。南

水北调工程有东线 、中线和西线三种供水方式 ,而中
线工程是我国 ,特别是河南省“十五”时期重要的基

础设施建设工作 ,是从根本上解决河南省水资源短

缺 、缓解用水矛盾 、加快河南省经济发展的重要举
措。

南水北调中线工程(河南段)南起南水北调中线

工程源头———丹江口水库陶岔取水口 ,北至安阳市 ,
干渠全长 735 km ,全线采用干渠方式自流输水。自

南至北通过南阳市 、平顶山市 、许昌市 、郑州市 、焦作

市 、新乡市 、鹤壁市和安阳市。源头取水量约为 150

亿 m3/a左右 ,通过河南后的输水量约 100亿 m3/a ,

再加上原引丹灌区分配给河南省水量 6亿 m3 ,中线

工程将分配给河南省总水量约 50 亿 m
3
。供水区内

与中线工程总干渠交叉的大小河流有 400 余条 ,流

域面积大于 1 000 km
2
的主要河流有刁河 、湍河 、白

河 、西赵河 、澧河 、沙河 、北汝河 、颖河 、双洎河 、贾鲁

河 、沁河 、大沙河 、淇河 、汤河和安阳河共 15 条。河

南省受水城市为 11座省辖市 、7座县级市和 23座县

城。郑州为河南省会 、政治经济文化的中心 ,平顶

山 、焦作 、鹤壁 、濮阳是煤炭 、电力 、石油 、化工的主要

生产基地 ,新乡 、安阳是交通 、纺织 、建材 、电子的主
要生产基地 ,南阳 、漯河 、许昌 、周口是河南省轻纺 、

机械 、食品 、医药的主要产区 ,这些城市的经济建设
在全省的经济发展中具有主导地位 ,但这些城市目

前都存在着水资源严重不足的问题 ,因此 ,南水北调

工程对河南省经济发展将起到举足轻重的作用。

2　水资源利用现状及存在的主要问题

2.1　水资源及其开发利用现状

河南省多年平均降水量为 785mm ,地表水资源

量为312.84亿 m3 ,地下水资源总量为216.26亿 m3 ,
扣除重复计算量 103.81 亿 m3 ,全省多年平均水资

源量为 425.29 亿 m3 。在水资源总量中 ,可利用量

为332.81亿 m
3
,占 78.25%。全省人均水资源 467

m3 ,是全国平均水平的 18%,平均每公顷耕地水资

源量为 6 225m
3
,是全国平均水平的 26%

[ 1]
。可见 ,

河南省水资源量相当贫乏 。河南省水资源还存在年

内分布集中(7 、8 、9三个月降水量占全年降水量的

60%以上)、年际变化较大 、地区分布不均匀等特点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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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多年的开发利用 ,河南省水资源开发利用已

达到较高的程度 。1997 年全省已建成各类水库

2 394座 ,总库容 267.06亿m 3;1998年已配套各类农

灌机 、电井 96.732万眼 ,装机容量 771.16万 kW ,总

供水量达 91.2亿 m3 。省辖市 、县级市建自来水厂
90个 ,综合生产能力 508.13 万 t/d , 年供水总量

11.64亿 m3;县城自来水厂 83个 ,年供水总量 1.71

亿m
3
,自备水厂 21 个 ,年供水 0.37亿 m

3
;建制镇

水厂 280个 ,年供水 1.45亿 m3 ,集镇水厂200个 ,年

供水 0.7 亿 m3 。1997 年干旱年 , 全省总供水量为

259.733亿 m
3
,其中 ,地表水 115.47亿m

3
,地下水开

采量 137.36亿 m3;当年总用水量达到 259.728亿

m3 ,其中 ,农田灌溉用水 182.244亿 m3 ,工业生产用

水 40.85亿 m
3
,城镇生活用水 9.185亿 m

3
,农村生

活用水 18.886亿m3 ,林牧渔业用水 8.563亿 m3[ 2] 。

2.2　存在的主要问题

2.2.1　水资源短缺 ,供需水矛盾突出。全省属资源
性缺水区 ,各类水资源不能保证供水需求 ,城市用水

靠挤占农业用水 、超采地下水和牺牲环境用水为代

价。今后 ,随着城市规模的进一步扩大 、人口数量的
增加 、工业的快速发展 ,解决城市供水的任务将越来

越大 ,困难也越来越多。城市供水矛盾日益突出是

水资源利用中存在的主要问题 。
2.2.2　资源利用率低 ,节水效率不高。目前 ,水库

灌区灌溉有效系数仅为 0.5左右 ,井灌区亦仅为 0.7
左右 ,不少地方仍使用大水漫灌的落后灌溉方式 ,而

喷灌和滴灌等先进的灌溉方式使用的较少 ,农业用

水量已占全省总用水量的 70%以上 ,全省平均每公
顷灌溉用水达 4 650m 3。工业用水浪费亦很严重 ,据

统计 ,全省工业用水重复率仅为 30%～ 50%,万元工

业产值用水达 600m
3
以上;GDP 万元产值用水量全

省平均达 500 ～ 600m3 ,高者达到 1 350m3 以上 。城

市居民生活日用水量达到 180 L 以上 , 高者达到

250 L以上 ,这些指标与先进省份差别较大
[ 3]
。

2.2.3　水污染严重 ,用水矛盾进一步加剧。2000年

全省废污水排放量达到 22.77亿 t ,比上年增加 2.36

亿 t
[ 4]
,日排放量达到 623.8万 t ,其中 ,工业废水占

48%,生污污水占 52%。全省工业废水达标排放量

为8.83亿万 t ,平均工业废水达标排放率为 80.9%,

最低者不及 10%①。大量的污水排入河道 ,致使全
省绝大部分河流受到不同程度的污染 , 51.5%的河

段失去水体功能[ 5] 。更有甚者 ,部分地区地下水亦

受到污染 ,如开封 、焦作两地地下水污染率分别达到
52%、45%。水资源的严重污染不仅直接影响人民

的身心健康和生活质量的提高 ,同时也进一步加剧

了水资源不足的矛盾 。

2.2.4　地下水超采严重 ,引发环境地质灾害 。几乎

所有的省辖市所在地均产生了地下水下降漏斗 ,总
面积达 3 575 km2 ,郑州 、许昌 、驻马店市深层水中心

水位埋深大于 80 m ,焦作 、鹤壁也达 80 m 左右 ,商
丘 、南阳达 60m 左右。由于地下水的严重超采 ,漏

斗面积不断扩大化 ,地下水位持续下降 ,同时导致地

表径流减少 、地下水质恶化等生态问题和地面沉降 、
地裂缝等一系列地质灾害 。

2.2.5　水利工程老化 ,效益发挥较差 。河南省约
2 400座大中型水库 ,大都建于 20世纪五六十年代 ,

设计标准低 ,工程质量不高 ,加上管理不善 ,现在病

库 、险库较多 ,有些水库不仅不能发挥其应有的效
益 ,而且还危及着下游的安全。如白龟山灌区面积

已由 4万 hm2下降到 1.33万 hm2 ,枯水年农业用水
无法保证。全省约有近 80%的机井损坏严重 ,达不

到设计出水能力 ,且有相当一部分机井干涸。如商

丘市每年报废机井达 3 000眼 ,仅此一项每年损失达
600万元 。

2.2.6　水资源管理薄弱 ,用水观念落后。水资源管
理薄弱 ,多部门分散管水 ,各自为政 ,使水资源不能

有效地进行统一规划 、开发 、利用 ,造成各地区及各

部门争水严重 ,导致水资源的掠夺性开发 ,给水资源
的持续开发利用带来很大困难 。

3　南水北调供水城市水资源盈缺分析

根据城市发展规划 、人口发展预测和国内生产

总值 、工农业总产值发展现状及预测 ,河南省各供水
城市 2005 ,2010和 2030年的供水 、用水预测情况见

表 1。

表 1　各供水城市不同年份供需水平衡分析② 亿 m3

Tab.1　Analysis on the balance between supply

and demand of the water in different years for the cities

项目 1999年 2005年 2010年 2030年

生活需用水 6.11 10.63 15.56 30.43

工业需用水 13.30 16.89 19.84 27.41

环境需用水 0.75 4.30 5.83 7.13

需水量总计 20.16 31.82 41.23 64.97

总供水量 20.16 16.97 11.50 15.26

缺水总量 0　 14.85 29.74 49.71

由表 1 可知 , 在供水区 95%保证率时 , 2005 ,
2010 ,2030年南水北调河南段供水城市用水量(包括

生活 、工业 、环境需水量)分别为:31.82 , 41.23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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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河南省南水北调中线工程建设协调办公室 , 河南省南水北

调城市水资源规划报告 , 2001年。

河南省水利厅 ,河南省水资源公报 , 2000年。



64.97亿 m3 。在充分考虑城市污水回用的情况下 ,

供水城市所有供水设施不同年份可供水量分别为:
16.97 ,11.50 ,15.26亿 m3 。特别是随着南水北调工

程建设的运营 ,各供水城市的地下水开采量将进一

步减少并逐步被取消 ,因此 ,各供水城市依据当地水
资源的开发已无法解决城市用水量增加而供水量减

少的矛盾 。在没有南水北调工程的情况下 ,各供水

城市为满足城市生活和生产用水 ,采取如下方式:一
是挤占农业用水;二是严重超采地下水;三是增加引

黄用水;四是减少环境用水;五是节约用水 ,通过提

高水价 、限量用水 、超量加价等减少用水 ,从而缓解
水资源不足的矛盾。但无论采取何种方式 ,都因为

当地水资源总量的限制 ,特别是各供水城市外来水

资源量较少 ,而无法解决水资源不足的状况。并且
随着经济的发展和人们生活水平的提高 ,各种用水

量将进一步增加 ,水资源不足的矛盾将进一步加剧。

根据河南省南水北调中线工程建设协调办公室对河

南省所有供水城市水资源供需水平衡分析 ,在 95%

保证率的情况下 , 2005 , 2010 ,2030年总缺水量分别

达到:14.85 ,29.74 , 49.71 亿 m
3
。为从根本上解决

河南省水资源的严重不足 ,只有通过南水北调工程

予以解决 。根据河南省南水北调沿线城市今后可能

的供水能力以及总需水情况 ,在基本满足沿线城市
用水的情况下 ,南水北调工程每年将为河南省供水

城市供水约 50亿 m3 。

4　供水区水资源可持续利用对策

4.1　开展“水资源教育” ,提高人们的节水意识
当前 ,世界各国采用各种方式宣传节水的重要

性 、迫切性 ,提高人们节水的自觉性 。例如 ,日本东

京 ,为了抓好节水工作 ,建立了一整套宣传体系 ,通
过新闻 、广播 、报纸及专门编制的宣传手册 ,并组织

参观城市供水设施等活动 ,教育群众 ,还将节水内容

编入课本 。美国为了节水 ,曾动员 100人做了 188

次节水报告 ,并让 7 万名中学生看有关节水方面的

电影 。河南省水资源十分短缺 ,更应在节水方面加

强宣传教育工作 ,增强人们的节水意识 。
4.2　建立合理的供水系统 ,严禁超采地下水

河南省地下用水量占总供水量的 57.2%,由于

地下水的过量超采 ,形成地质灾害严重 。因此 ,南水
北调工程开通以前 ,要对地下水资源进行统一规划 ,

划分限制开采区 ,实行地下水开采许可证制度 ,严禁

超采地下水。实行征收地下水资源费制度 ,无论是
地表水还是地下水 ,特别是自备井水 ,均应收取水资

源费 ,采用经济手段控制地下水开采量;城区内要通

过建立分散型供水系统 ,使工业区向郊区发展 ,避免

水源地的过分集中。南水北调工程通水后 ,供水城

市通过水资源调节 ,将不得使用地下水 。

4.3　将水资源作为商品 ,进入市场流通

水资源就是一种商品 ,但长期以来 ,在人们的思

想意识中 ,水资源只是供给人们使用的一种物品 ,随

意使用 ,特别是广大农村 ,自家打井自己取水 ,从未

将水资源作为商品使用 ,因此 ,水资源浪费极为严

重。城市用水 ,虽支出一定的用水费用 ,但由于水价

较低 ,水资源浪费现象也十分普遍。因此 ,应以水资

源在经济 、社会 、生态方面的作用 、价值和生产这种

商品的必要劳动时间进行定价 ,只有将水资源作为

商品 ,才能提高水资源的利用率。

4.4　提高水价 ,加大水资源费收取力度

水资源价格偏低是造成水资源浪费的主要因素

之一。目前 ,由于水价偏低 ,从工程建设到水资源利

用 、维护都无法正常进行 ,水资源浪费现象十分严

重 ,部分自备井 ,由于不支出水资源费 ,用水方面更

是肆无忌惮 ,因此 ,为保证水资源更为有效地合理利

用 ,应采取提高水价 、征收水资源费和污水排放费用

的措施 ,这是提高水资源利用率 、节约用水的重要手

段。

4.5　建立节水型生产 、生活体系 ,减少水资源浪费

生活用水应通过制定用水定额制度 、超量加价

的方式 ,使用水总量得以控制 。在使用过程中 ,应通

过新工艺 、新洁具的使用 ,减少跑 、冒 、滴 、漏等水资

源浪费现象 。在农业生产上 ,通过农业结构的调整 ,

大力推广节水农业和旱作农业 ,同时 ,应大力推广喷

灌 、滴灌等新型灌溉方式 ,严格禁止大水漫灌的落后

灌溉方式 ,提高水资源利用率 。在工业生产上 ,通过

调整工业结构和布局 ,压缩用水量较大的工业项目 ,

同时 ,通过技术改造 ,进一步提高水资源重复利用

率 ,降低万元工业产值用水量 。

4.6　加快污水处理厂建设步伐 ,降低污水排放量

河南省“十五”规划纲要明确指出:2005年 ,城市

污水集中处理率达到 45%以上 ,继续推行“绿色工程

计划” ,在省辖市及重点市县建设污水处理厂。省

“十五”期间的“八大举措”也明确指出:“加快城市污

水处理厂建设 , “十五”期间 ,所有省辖市要全部建成

污水处理厂 ,有条件的县级市也要建立起污水处理

厂” 。因此 ,在加强领导重视力度的情况下 ,应利用

市场机制 ,通过建立水务集团 ,允许私人 、企业集团

承包等方式扩大污水处理厂的经营能力 ,同时 ,充分

利用国债资金 、国外资金 、BOT 等扩大融资渠道 ,加
快污水处理厂的建设 ,将水污染降到最低限度 ,缓解

水资源不足的矛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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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7　通过宏观调控 ,加强水资源管理

针对用水的多部门在分散管理中出现的争水 、
无计划超采 、掠夺式经营等问题 ,为保证水资源的可

持续有效利用 ,特别是加强对南水北调水资源的有

效利用 ,应加大对水资源利用的管理力度 ,通过水资
源管理体制的改革 ,将各部门水资源管理职能合并 ,

成立水务局 ,实行对一切水事行为的集中管理。在

健全水资源利用和保护的政策法规体系 、强化水资
源的统一管理基础上 ,建立以水资源可利用量和生

态环境容量关系为基础的调配制度 、区域地下水可

开采总量控制制度 、江河水体污染物排放总量控制
制度和水资源保护制度。通过加强管理 ,进一步提

高水资源利用率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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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 Middle Route of the South Water to North Project

and the Sustainable Utilization of Water Resources in Henan Province

ZHAO Yong-jiang1 , LIU He-fen1 , JIA Hu2

(1.The Geography Inst itute of Henan Academy of Sciences , Zhengzhou 450052 , China ;

2.Overseeing Station of the Project Quali ty of Nanyang City , Nanyang 473000 , China)

Abstract:This article discusses the issues about w ater resources exploi tation , the majo r problems in utiliz-

ing w ater resources , the balance betw een supply and demand of the w ater resources and the inf luence of the

south w ater to north project on the utilization of the w ater resources in Henan province.Based on these discus-
sions , the author point out that in order to promo te the sustainable utilization of the water resources in Henan

province , some countermeasures , including :saving the w ater , protecting the w ater resources , controlling the

exploitation of underg round w ater , and regarding the w ater resources as a commodi ty , should be taken when

w orking out the w ater supply plan of south w ater to north project.

Key words:water resources;south w ater to no rth project;Henan province

重要告示

改革开放的年代给地理学研究注入了新的活力 ,使地理学又迎来了新的发展时期 ,相应地
地理期刊也日益繁荣。《地域研究与开发》自 1982年创刊后 ,伴随地理学的发展 ,本刊质量也
不断提高 ,内容日益丰富 ,在全国的影响也越来越大 ,来稿逐年增多 ,读者群 、作者群逐年稳定
增加 ,许多经专家审阅质量上乘的文章 ,因篇幅版面有限 ,而不能刊出 ,这一方面影响了作者的

写作热情 ,另一方面也影响了学术交流 ,不利于本学科的发展。
鉴于上述情况 ,并根据广大读者 、作者和众多专家学者的建议 ,我刊经上级主管部门批准 ,

将于 2003年变更为双月刊 ,其它诸如办刊宗旨 、刊载内容 、页码 、开本等均不变 ,特此告知。同
时也热忱欢迎您赐稿 ,欢迎您订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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