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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随着经济的飞速发展,我们所面临的社会问题也逐渐凸显。水资源问题是我们国家一直存在的问题,而且随着工业化

的发展,水资源问题被凸显出来。人们的生存离不开水资源,如何将水资源可持续的利用起来是目前社会面临的重点问题。本

文以武城县为例,对武城县水资源量及分布的状况进行总结,在此基础上分析水资源的利用现状,提出其存在的问题,并找到相

应的对策,提高水资源的有效管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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水资源对人们生活和生存的重要性不言而喻,虽然水资

源是可再生资源,但随着时间和空间位置的移动,大气降水

和水资源的补给却是有限的,循环的周期不同,水资源的再

生量也不同,只是等着水资源的再生来供应我们的生产和生

活是远远不够的,需要对水资源进行可持续利用管理,这也

是本文的主要研究内容。本文以武城县为研究对象,下面首

先对武城县的概况进行总结。 

1 武城县概况 

武城县地处山东与河北的交界处,隶属于山东省德州市

的管辖地区,是山东省西北部地区。 

1.1 武城县水资源量 

武城县浅水底界面埋深不同,随深度的增加,咸水区的

面积也随之增加。近年来,适当的淡水井逐年超采,地下水位

不断下降,导致咸水入渗,淡水面积逐年减少。根据 2004 年

10 月的水质调查资料,盐度小于 2mg/L 的地区为 334 平方公

里,占武城县总面积的 44.65%。浅层地下水年平均水位

21.43m,年平均埋深 3.24m,平均变化 1.93m, 大年埋深

4.20m, 小年埋深 2.27m。 大深层灌溉面积超过 19 米,武

城县凹陷深度小于 2米。深层地下水含水层具有地层多、厚

度大、分布连续的特点。承载能力强,埋藏深,水丰富。淡水

含水层顶部界面埋深一般在 150~250m 之间。从以上几点来

看,武城县可以界定为淡水资源贫水地区。 

1.2 武城县水资源开发利用现状 

1.2.1 武城县水资源供应现状 

武城县是一个农业大县,水资源的开发利用主要以农业

灌溉为基础。武城县现有中小型水库19座,总库容 4046 万立

方米,调水工程 58座,机械井 2843 口。据目前年度统计,水利

工程年供水量为 5315 万 m3,其中地表水 1014 万 m3,地下水

4301 万 m3。年用水量5315 万 m3,其中城市生活用水量 260 万

m3,工业用水量 335万 m3,农村生活用水量8110 万 m3。农业灌

溉地表水 1014 万 m3,地下水 2896 万 m3。 

1.2.2 武城县水资源利用现状分析 

根据当前水利工程各供水、耗水部门的统计,武城县年供

水总量为 5315 万立方米,地下水供应量为 4310 万立方米,占

供水总量的 80.9%；现有地下水资源 496376 万 m3,占供水总

量的 86.6%,处于过度开采状态。宜京地区机械井密度过大,

工程效益不能得到充分利用。地表水年供水量 1014 万 m3,占

总供水量的 19.1%,占地表水可用水量 4448500 m3的 22.8%。

主要原因是地表水工程,特别是集体所有的小型蓄水和起重

工程,长期失修损坏,蓄水不足,效益利用不足。其中农业灌溉

用水量 3910 万 m3,占总用水量的 73.6%。地下水利用占总用

水量的74.1%。水资源比例不合理,农业用水水平低,传统灌溉

方式比较普遍,造成水资源严重浪费。水资源保护仍有很大潜

力有待开发。武城县城市生活用水和工业用水595万 m3,污水

排放462万 m3。排放率为77.6%,不能进行再次利用。 

2 武城县水资源开发利用存在的阻碍 

2.1 虽然保障能力强化,但水资源的短期问题依然严峻 

武城县经过多年的水利建设,现已建成蓄水能力 5237 万

m3 的大型水库,水资源安全保障能力不断提高。然而,由于水

资源的严重短缺和水资源的先天短缺,再加上极端气候和水

资源的频繁发生,水资源短缺仍然是制约经济和社会发展的

大“瓶颈”。一段时间内的健康发展。全县年用水量基本保

持在 426.5 万 m3左右。在水资源统一调度和水资源综合管理

的情况下,缺水率在1036m3以上,缺水率在 7.6%以上。缺乏资

源仍然是缺水的主要原因。同时,根据“吴城十三个水资源开

发五年计划”,地下水资源开发利用程度为 71.4%。部分地区

地下水开采超过安全标准,地下水位持续下降,地下水利用率

达 63%。武城县北部地下水超采区地下水位急剧下降.地下水

平均深度由5.39m 下降到 21.31m,年平均深度为0.44m。市中

心形成了一个大的地下沉井漏斗区。截至 2015 年底,地下水

超采面积已达653km2,其中负带361km2。城市水源中的地下水

受到很大影响。随着地下水漏斗的扩大,海水入侵南部的速度

也发生了迅速的变化。生态环境受到严重破坏。 

2.2 有效的水资源利用率低,节水能力不高 

为了全面实施 严格的水资源管理体制,山东省武城县

大力实施推进 严格的水资源管理制度,严格控制总用水量、

用水效率和水功能区限制污染物的能力。该县节水水平有了

很大提高。然而,全社会的节水生产模式和节水消费模式尚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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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式确立。目前,地表水开发利用率为38.2%,浅层地下水开发

利用率为 71.4%,水资源利用率为 63.5%。开发利用程度仍然

较高。该县灌溉水的平均利用率约为0.65,远远落后于全国其

他地区,具有节水潜力。此外,节水设备在日常生活中应用不

广,居民意识不强,城市用水出现“跑、滴、漏”现象,县城城

市公共供水管网漏水率为 11.89%,仍需进一步降低,要进一步

增强全社会的节水意识。 

2.3 水资源调配工作仍然需要不断的完善 

目前,省级骨干水网系统还不完善。在南水北调工程中,

小清河部分输水能力不足。引黄指标不能在全县得到充分利

用,能够应对持续干旱,特别是干旱不强。此外,当地水网和雨

水资源利用体系不完善,部分地区雨水资源的储存和配置能

力有待提高。南方山区县市供水相对单一,供水网络薄弱。在

特殊的干旱年份或连续的干旱年份,很难对其进行有效的处

理。此外,虽然农村供水已全面覆盖,但原项目仍需加强和升

级,以加强管理和保护。农田排灌系统不完善。大中型灌区骨

干工程的匹配率仅为 60%左右,大中型灌区 后一条渠道系统

的匹配率小于40%。一些小型农田水利设施的产权和投资情况

尚不明确。资金不足,管理和保护资金不足,有的被取消资格

和报废,无法充分发挥项目效益。工业废水、农业非点源污染、

农村生活垃圾、人畜粪便仍然威胁着饮用水的安全。 

3 武城县提高水资源可持续利用的有效策略 

3.1 协调水资源的需求量 

水资源短缺的现象在我国普遍存在,根据我国发展的基

本原则,要以人为本,将生态所需用水放在考虑的首位,将经

济发展、城市建设、工业发展等方面额用水需求放在次要考

虑的位置。想要协调多方面对水资源的需求必须要进行科学

合理的规划,将发展的方向及发展规模协调好。通过对水资源

的合理的优化配置、协调生态、生活、生产之间的合理用水,

保证居民的生活用水的同时,大力发展节水型工业模式,技术

型农业生产模式等,多方面提高水资源的利用效率。 

3.2 优化配置,调整水资源的利用结构 

武城县地表水具有一定的开发潜质,所以可以将这一潜

质 优化的开发出来,对地表水利工程进行开发和改造,提高

城市的蓄水能力。完善各级的水渠道的节水设备,将地表水的

供应量提升。以白底沟水库为例,对其进行改造之后,在能够

完全保证武城县县内的供水的同时,增加灌区农业用水供应。

衡水灌区应考虑喷灌、滴灌等高效农业节手段,增加地表水的

利用,不仅对地下水是一种保护；更维护了生态平衡。在东风

水库、丰家山抽水灌区等等蓄水区域,应该先使用地表水资源

进行农业灌溉,而不是增加新的取水工程。原井应年复一年有

计划地关闭,并逐步关闭,减少地下水的开采。 

3.3 节约用水,提高水资源的利用率 

武城县水资源短缺,承载能力有限。要实现水资源的可

持续利用,必须实施 严格的水资源管理制度,全面建设节

水型社会,不断提高水资源利用效率。大力开展城市生活用

水节水宣传,提高公众节水意识,使用新型节水设备减少用

水浪费,总之,要充分利用法律、行政、经济和技术手段,发

展节水型农业、节水型产业,逐步建设节水型社会。 

3.4 对污水的管理方面应加强重视 

据有相关数据显示,武城县年工业和城市污水排放量为

46.2 万 m3,不能充分处理和再利用。可减少地下水年开采

462,000m3,相当于可利用水资源的9.3%。因此,污水是一种不

可忽视的潜在可用水资源。我们必须高度重视污水的处理和

再利用。从武城县的角度看,要统筹规划,统一规划,合理布

局。同时,加大对污水处理和回用技术的投入,实现污水回用。 

4 结束语 

总之,通过对研究成果的逐步分析,可以不断解决水资源

问题。首先,在制度上,要建立相关的法律文件,全面控制水污

染,并在实际工作中加以落实。在实施过程中,应逐步发现新的

问题,并立即提出改进建议。此外,在行政管理体制中,水利单

位与水环境保护单位的利益取向差异减弱,水资源所有权确

定。此外,当这一系列工作得到充分实施时会有一定的难度。

因此,有必要完善制度,逐步缩小问题,不断改善我国水资源短

缺的现状,改善水环境,从而促进我国国民经济的深入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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