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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记者赵娜

“正常植物的根都是往下长的，只
有一些千年古树的根是往上长的。而
在北京，有些树的根也开始往上长了，
这导致树木头重脚轻，一刮大风，许多
小树就会被风吹倒。这些都是因为地
下水位下降，树木吸收水分只能通过人
工浇灌造成的。”这是一位园林专家日

前向记者讲述的一个事实。
地下水超采，也被认为是城市地面

沉降的“元凶”。去年 9 月，中国测绘科
学研究院研究员张永红团队就对外发
布了京津冀重点地区 1992 年~2014 年
地表沉降监测结果。

他们的研究显示，北京市平原地区
1992 年~2002 年为地表沉降初步发展
阶段，自 2003 年以后不断加剧。截至

2014 年 7 月，北京形成了朝阳—通州沉
降带和北部的海淀—昌平—顺义沉降
带，最大沉降速率达 15.2 厘米/年，严重
沉降区（年均沉降超过 50 毫米）有 433
平方千米。

北 京 市 地 下 水 现 状 如 何 ？ 地 下
水 超 采 会 带 来 哪 些 危 害 ？ 如 何 遏 制
地 下 水 超 采 ？ 本 报 记 者 进 行 了 相 关
采访。

地下水超采付出巨大生态和环境代价

始于无奈 止于严控
到 2020 年，北京城区将逐步实现采补平衡

本报综合报道 我国北方城市现
沉降的消息近日引起了不少媒体的关
注，据悉，河北省沧州大部分地区每年
海拔下降 1 厘米~3 厘米，有些地区则
在 以 每 年 5 厘 米 甚 至 更 快 的 速 度 下
沉。

报道称，我国地质学家近日发表
的一项研究将这一现象称为“沉降”。
这种现象正在包括北京在内的我国东
北部地区蔓延，这一研究清楚地解释
了出现这种现象的原因，那就是过度
抽取地下水。

这项研究称，地面沉降与地下水

水位之间存在显而易见的对应关系。
研究证明了地下蓄水层的过度开发如
何导致了沧州地表的下沉。

地质学家警告称，这种现象带来
了多种威胁，例如发生洪涝灾害的可
能性加大，而且地表的裂缝会使建筑
物、道路和铁路面临威胁。

报道称，地质学家也对我国高铁
线路网因沉降而面临的潜在威胁发出
了警告。位于沧州以北 220 公里的北
京集中了我国铁路流量的很大一部
分。这里也出现了海拔降低的问题，
过去 10年北京下沉了 80厘米。

我国北方城市现沉降
过度抽取地下水是元凶

水世界

本报见习记者李苑南京报道 记
者近日从江苏省水利厅获得的数据显
示，通过实施地下水限采和禁采，江苏全
省地下水位全面回升，水位上升区和稳
定区面积占全省总面积的98.1%以上。

2000 年开始，江苏就在苏州、无
锡、常州三地实施限期禁止开采地下
水，禁采任务 2005 年完成，5 年累计封
井 4745 眼。目前，正在组织实施南通
市海门禁采区和高铁沿线禁采区的地
下水禁采工作，计划于今年完成。

配合国家南水北调受水区地下水
压采，目前江苏正组织各市县编制地
下水压采方案，计划报各级地方政府
批复后实施。在前期已压采 4.5 亿立
方米地下水基础上，计划到 2020 年再
压采地下水两亿立方米以上。

此外，江苏还推行地下水水量水
位双控制度。对地下水开采实行总量
控制。地下水开采实行计划考核，地
下水开采总量控制计划每年由省水利
厅统一下达，再由地方人民政府逐级
分解下达到用水户，按月抄表计量，定
期考核并上报用水计划执行情况，进

行奖惩。每年，江苏省水利厅会向各
市、县（市、区）人民政府通报地下水水
位动态变化情况，提出地下水水位控
制和开采管理要求。将地下水水量、
水位考核结果纳入对地方人民政府最
严格水资源管理制度考核内容，加大
督查考核力度。并对地下水水位超红
线地区进行通报，要求采取有效措施
限期恢复地下水水位。

同时，江苏逐步调整水源结构。
在地下水超采区，结合水源替代工程
建设，合理调整开采井布局和开采层
位，每年有选择地封填部分水井，将地
下水取水许可审批权上收到省水利
厅，新凿井一律进行水资源论证，超采
区凿井实行“凿一封一”制度。

根据 2013 年江苏超采区划分情
况，与 2005 年相比，超采区数量减少 3
个、面积减少 832 平方公里，禁采区面
积减少 766 平方公里。地质环境恶化
势头得到遏制，地面沉降速率明显减
缓，苏锡常地区中心城市地面沉降控
制在每年 10mm 以内，其他地区总体
趋于稳定。

实行双控限采禁采
减缓地面沉降成效明显

最新数据显示，今年 7 月由于雨水
较多且分布广，地下水得到了很好的补
给 ，全 市 平 原 区 地 下 水 埋 深 平 均 为
25.93 米，地下水位比上月末回升 0.81
米，地下水储量与上月相比增加 4.2 亿
立方米。

“地下水资源是北京的生命线，我
们应进一步加大地下水保护力度，严格
实行地下水总量控制、用途管制，有其
他水源的话，尽量少采地下水。”姜体胜
说，继续推行最严格水资源管理制度，
全面实行水资源开发利用控制、用水效
率控制、水功能区限制纳污“三条红线”
管理。统筹考虑水源条件和地面沉降
情况，加快明确地下水禁采、限采区和
地面沉降控制区划定范围。在地下水
禁采区内，除集中式供水厂取水和应急
保障取水外，一律不得批准开凿各类机
井或取用地下水。

北京市还通过利用再生水和雨洪
水、南水回补以及推广节水设施等方
式，控制超采地下水，涵养地下水资源。

自备井封存后，可对地下水进行涵
养，对北京水资源保护起到重要作用。

2015 年 ，自 来 水 集 团 完 成 105 家 小 区
（单位）的自备井置换工程，关停自备井
157 眼，置换水量 4.4 万立方米/日，受益
人口近 48 万人。2020 年前，集中供水
管网覆盖范围且能满足供水要求区域的
现有自备井应全部置换，全面压减城区地
下水开采量。

姜体胜表示，自从 2012 年开始，依
法规范了机井建设审批管理，严格限制
审批新增机井，北京市各区一律不再批
准新增机井。保障城乡居民生活和重
大建设项目用水的，确需开凿机井的，
必须由市水务局批准。

此外，北京市统筹考虑防涝安全与
雨洪水利用，提高雨洪水综合利用能
力，涵养地下水水源。西郊砂石坑蓄洪
工程通过水体自然下渗，可回补地下
水，兼具生态、景观、休闲等功能，是海
绵城市建设在京西的重点工程。据了
解，仅今年“7·20”一场特大暴雨，西郊
调蓄工程就蓄水 363万立方米。

此 外 ，北 京 市 扩 大 再 生 水 利 用 规
模 ，2015 年 替 换 了 9.5 亿 立 方 米 的 新
水。姜体胜介绍说，目前，全市所有电

厂冷却用水全部使用再生水，同时广泛
用于工业、市政杂用、绿化、洗车等多个
领域。到 2020 年，北京市再生水利用
量将达到 12 亿立方米（全部为高品质
再生水），占全市总用水量的 31%。

尽管一直加大“开源”力度，北京仍
是个水资源严重短缺的特大型城市，

“节流”任重而道远。接下来，北京将按
照“节水优先、空间均衡、系统治理、两
手发力”的治水新思路，坚持以水定城、
以水定地、以水定人、以水定产的原则，
着力推进从供水管理向需水管理转变，
全面落实最严格水资源管理制度，提高
水资源对城市发展的约束引导能力。

“十三五”期间力争实现“人均居民生活
用水零增长、生产用水负增长（其中工
业用新水零增长、农业用水负增长、人
均公共用水零增长）、生态环境用水适
度增长”。

北京何时能结束对地下水的连年
超采？

记者从北京市水务局了解到，通过
实施地下水超采区治理，进一步控制地
下水开采，到 2020 年，城区实现地下水
采补平衡。到 2025 年，全市平原区地
下水超采问题得到缓解，平水年份地下
水水位得到逐步回升。

这与《水污染防治行动计划》中提
出的“到 2020 年，地下水超采得到严格
控制”这一目标相吻合。

紧急！供水一半要靠地下水

有一个形象的比喻：假如全球人均
有一暖瓶水，中国人均则只有一杯水，
而北京，人均只有一口水。

地下水是北京城市供水的主要水
源，占全市供水量的 50%左右。超采地
下水，实属无奈之举。北京市水务局水
资源处高级工程师姜体胜说：“北京市
多年年均降雨量为 585 毫米，形成水资
源量仅 37.4 亿立方米。由于 1999 年起
遭遇连续多年干旱，年均降雨量锐减到
480 毫米左右，每年形成的水资源降为
仅有 21 亿立方米左右。加上人口规模

的不断增加（由 1998 年的 1245 万人增
加到 2015 年的 2170 万人）和城市建设
快速发展，为保障城市供水安全，不得
不超采地下水。”

据了解，上世纪 70 年代开始，北京
市的地下水开始成规模地开采；而到了
上世纪 90 年代，由于官厅水库的停用
以及各地表河流水库的水量大幅萎缩，
地下水的开采更是进入了跃进时代。

专家表示，地下资源（包括地下水、
矿产、油气等）的超采是造成地面沉降
的主要原因。京津冀地区地表沉降的

成因主要与地下水长期过量开采和地
层结构有关。地表以下是不同 分 层 结
构，由含水层、岩石层交错叠加而成，
含水层好比是充满水的海绵，一旦地
下 水 使 用 过 量 ，“ 海 绵 ”就 会 干 瘪 ，形
成沉降。

“超采”是指地下水开采量大于补
给量。目前，北京地下水仍处于超采状
态，但地下水开采量逐渐减少，只是仍
未达到采补平衡。

那么，地下水超采 会 带 来 哪 些 危
害呢？

姜体胜说：“地下水超采导致水位
下降，造成浅井出水量不足或根本就取
不出来水。同时，还会造成地面沉降等
生态环境和地质问题，沿海地区会造成
海水倒灌从而影响到地下水水质，岩溶
地区的岩溶地貌容易被破坏等。”

解渴！南水入京超采有望逆转

“2014 年底南水北调中线全线通水
后，每年为北京增加 10 亿立方米左右
的水源，用水压力得到了缓解，也为地
下 水 压 采 工 作 的 开 展 创 造 了 水 源 条
件。”姜体胜说，从地下水水位监测数据
来看，近年来，通过全面实行最严格水
资源管理制度、创建节水型社会、扩大
再生水利用规模等多项措施，北京市地
下水水位下降速度呈现放缓趋势。尤
其是南水北调江水入京以来，地下水水
位下降幅度更是明显减小，2015 年底平
原 区 地 下 水 埋 深 与 2014 年 末 基 本 持

平，仅下降 0.09 米，与之前年均 1米左右
的降幅对比，控制地下水超采效果显著。

据了解，南水北调每年为北京输水
10 亿立方米左右，缓解了北京开采新水
源的压力，改变了水资源供水格局。在
2014 年南水入京之前，北京市的地下水
使用比例达到 60%以上。记者从北京
市水务局了解到，2015 年北京市供水量
为 38.2 亿立方米，其中地下水使用量为
18.2 亿立方米，占全市供水量的 47%。
比 2014 年同期（19.56 亿立方米）减少 1
亿立方米。

目前尽管南水已经进京，但这并不
能从根本上改变北京水资源短缺的现实。

为保障首都的供水安全，北京市曾
“八方找水”，在平谷、怀柔、房山、昌平
建立了 4 个地下应急水源地。姜体胜
说：“我们要用好 10 亿立方米的南水，
减少地下水开采。从去年 10 月开始，4
个应急水源地开始减采，每天减采 26.5
万立方米。”

据了解，通过减采、涵养，半年来，
备用水源地地下水位平均回升了 3 米
多，目前还在以每天 3 厘米~4 厘米的速
度回升。

根据市自来水集团数据，南水日取
用量已占城区供水总量的七成以上。
据悉，随着南水进京水量不断加大，根
据全市用水调度情况，备用水源地采水
量有望继续下降。

及时！雨水丰沛补充地下水

本报讯 海南省三亚市正在
推进城中村 22 个污水排放口整
治工程，通过建设管网、泵站等设
施，使城中村污水排放纳入三亚
市政污水主管网，规范污水排放、
改善城镇内河水质。

截污并网工程的建设内容包
括在市政污水主管网覆盖到的地
区，铺设新管网，连接排污口与主
管网；在未覆盖到的地区或低洼
地区，建设污水提升泵站，使排放
的污水进入主管网。

工程建设主要在海螺村、东岸
村、原凤凰镇、师部农场等地进行。
这些城中村地带人口较多，建筑密
度高，污水排放不规范的现象较为
突出，其污染的河流为三亚河。

据了解，工程概算总投资约
4100 万元，将总共建成 8991 米的
管网，7 座小型地埋泵站。目前
有 5 处 排 放 口 整 治 工 作 已 经 完
成，计划 9 月中旬全部建成。届
时三亚市环保、水务部门将对这
些城中村的排污情况进行常态化
监控。 孙秀英

三亚加强

黑臭水体治理
22个排污口

纳入市政管网

本报讯 河北省辛集市政府
近日发布《辛集市水污染防治工
作方案》（以下简称《方案》），提出
到 2020 年，全市水环境质量得到
总体改善，地下水污染趋势得到有
效遏制；到 2030年，全市水生态系
统功能初步恢复；到本世纪中叶，全
市水生态系统实现良性循环。

《方案》提出，辛集市将加大
水污染治理力度。到 2017 年底，
辛集市建成区黑臭水体控制在
30%以内；集中式饮用水水源水
质达到或优于Ⅲ类比例为 100%；
地下水质量考核点位水质级别保
持稳定。到 2020 年，全市污染严
重水体大幅度减少，建成区黑臭
水体基本消除，农村饮用水水源
水 质 达 标 率 达 到 80%以 上 。 到
2030 年，全面消除建成区黑臭水
体，进一步提高出境断面水质。

根据《方案》，辛集市将全面
落实最严格水资源管理制度。一
是要控制用水总量，强化用水监
督管理，到 2020 年，全 市 用 水 总
量 控 制 在 3.51 亿 立 方 米 ，地 下
水 控 制 在 2.02 亿 立 方 米 。 二 是
要提高用水效率，实现工业用水
零增长，农业用水负增长。

张铭贤 耿曼 赵一赫

辛集抓治水控用水

明确具体方案
2020 年水环境

质量总体改善

本报讯 浙江省富阳区近两
年累计投入资金两亿多元，实施
以污染源整治为主要内容的城区
河道综合整治工程，提前完成了

“黑臭河”整治目标任务。污染源
头堵住以后，实施清淤才能保证
河水持久清澈。为此，今年，富阳
实施新开渠等 5 条城区河道清淤
疏浚工程。

城区河道治理工作重心由污
染源治理向清淤疏浚、景观绿化
转变，对城区 5 条河道清淤疏浚，
并实施 3 号渠金桥北路以东段景
观绿化改造、太平浦水生态修复
等河道美化工程，计划投入资金
2.23 亿元，目前各项工作正紧锣
密鼓进行中。

今年，富阳投入 1.11 亿元，用
于提升城区污水治理水平和污水
管网构建。富阳区污水处理四期
工程完工后，城区污水日处理能
力将从 8万吨提升至 14万吨。

富阳区还先后出台《黑臭河、
垃圾河“反弹”问题责任追究制度

（试行）》等文件，以“河长”制为抓
手，强化“履职须尽责，失职要问
责”理念，严防“黑臭河”“垃圾河”
反弹，确保实现水清岸绿景美。

周兆木 骆炳浩 陆建华

富阳打造

水清岸绿美景
由污染源治理

转向清淤疏浚

地方案例

江
苏

本报记者王学鹏济南报道 记者
从山东省济南市日前下发的《济南市
落实水污染防治行动计划实施方案》
中了解到，全市将严格实施地下水取
水量和水位“双控”，建立地下水动态
预警管理机制。

济南市要求严格用水管理，实施
最严格水资源管理制度。严格取水许
可审批管理，对取用水总量已达到或
超过控制指标的地区，暂停审批其建
设项目新增取水许可。充分利用南水
北调、黄河工程供水。将再生水、雨
水、微咸水等非常规水源纳入水资源
统一配置。2020 年底前，全市用水总
量力争控制在 17.64亿立方米。

济南市严控地下水超采，加强地
下水开发利用管理，要求 2017 年底前
完成地下水禁采区、限采区、超采区和
地面沉降控制区范围划定工作。编制
地面沉降区地下水压采方案。在岩溶
水源地及地面沉降区开发利用地下水
应进行地质灾害危险性评估。

在泉域范围内或地下水超采区，

禁止农业、工业建设项目和服务业新
增取用地下水，并逐步压缩以上行业
地下水开采量，确需取用地下水的，要
在现有地下水开采总量指标内调剂解
决。申请在地下水限采区开采利用地
下水的，应依法报省级水行政主管部
门审批。对重点地下水型饮用水水源
地和济南泉域划定地下水位黄色、橙
色、红色预警线，严格实施地下水取水
量和水位“双控”，建立地下水动态预
警管理机制。严格控制开采深层承压
水，地热水、矿泉水开发应严格实行取
水许可和采矿许可。

同时，依法规范机井建设管理，排
查登记已建机井，未经批准的和城市
公共供水管网覆盖 范 围 内 的 自 备 水
井 一 律 予 以 关 闭 ，对 城 市供水管网
覆盖范围内的自备水井逐步实施水源
置换。

围绕完善监测网络，济南市要求
进一步完善全市水环境质量监测和污
染源监控网络，逐步建立全市地下水
环境监测网络，开展地下水监督性监测。

建立动态预警管理机制
严控地下水超采，完善水环境监控网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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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京西郊砂石坑蓄洪工程通过水体自然下渗，可回补地下水。 北京市水务局供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