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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概况

扬州市处于江苏省的中部，在长江流域和淮水流域的

下游地区，所以，有很丰富的水资源。得益于水上交通的便

利，这里是我们国家经济最发达的地区之一。现在，这个地

区主要是靠长江水和淮水，地下水资源开发利用的相对较

少。现在，由于改革开放的力度增大，国家的经济得到了很

大程度的发展。扬州市的经济化速度不断增大，所以，对地

下水的需求增加。大家对地下水资源的开采出现了一些不

合理的措施，造成了地下水的污染。加上有些工业达不到排

放的标准，污染了地下水，使得扬州的地下水超量开采。这

样，就引发了很多的环境问题，出现了地下水减少，土壤压

缩，从而让地下水位下降，引起了地面的下沉等问题。

2地下水资源利用现状

地下水的补给、径流、排泄情势受地形地貌、地质构造

及水文地质条件的制约，同一水文地质单元其水文及水文

地质条件比较相近，地下水资源量评价是按照水文地质单

元进行，然后归并到各水资源分区和行政分区。地下水资源

量评价类型区划分的目的，是确定各个具有相似水文地质

特征的均衡计算区。均衡计算区是选取有关水文及水文地

质参数值进行各项补给量、排泄量和地下水资源量计算的

最小单元。

2.1平原区浅层地下水资源量

平原区浅层地下水各项补给量首先按均衡计算区进行

计算，然后按不同矿化度分区面积，分别计算出各均衡计算

区内不同矿化度的水资源量，最后分别汇总出水资源分区

与行政分区的水资源量。降水入渗补给量指降水（包括坡面

流和填洼水）渗入到土壤中并在重力作用下渗透补给地下

水的水量。本次评价计算了多年平均（1981~2012年）降水

入渗补给量。全市平原区降水入渗补给量为 53049万 m3，

其中矿化度≤1g/l 的为 44222 万 m3，1~2g/l 的为 8827 万

m3。渠灌田间入渗补给量是指渠灌水进入田间后，入渗补给

地下水的水量。我市这次评价将斗、农、毛三级渠道的渗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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补给量纳入渠灌田间入渗补给量，渠灌田间入渗补给量只

计算多年均值，全市的渠灌田间入渗补给量为 25206 万

m3，矿化度≤1g/l的补给量为 20137万 m3，1~2g/l的为 5069

万 m3。我市地表水对地下水的补给主要为渠灌田间入渗补

给量，将跨水资源一级区引水形成的补给量单独列出，此量

根据地表水体跨流域引水量占河川径流量的比例而定；本

水资源一级区形成的补给量中，将河川基流量形成的补给

量单独列出，比例一般为 10%左右。全市地表水对地下水

的补给量为 25206万 m3，其中跨水资源一级区引水形成的

补给量为 11381万 m3。井灌回归补给量指井灌浅层地下水

进入田间后，入渗补给地下水的水量，井灌回归补给包括井

灌水输水渠道的渗漏补给量，扬州市无井灌回归补给量。

以上各项补给量之和为平原区浅层地下水总补给量，

扣除井灌回归补给量后为平原区浅层地下水水资源量。扬

州市平原区浅层地下水总补给量为 78255万 m3，资源量为

78255万 m3，其中矿化度≤1g/l总补给量为 64359万 m3，资

源量为 64359万 m3；1~2g/l总补给量为 13896万 m3，资源

量为 13896万 m3。计算排泄量是为了进行均衡分析、合理

性分析及地表地下水资源重复量的计算，矿化度≤2g/l的

资源量才作均衡分析和参与水资源总量计算，扬州市浅层

地下水矿化度≤2g/l，因此本次评价计算全市浅层地下水资

源量的各项排泄量、总排泄量。由于本地区浅层地下水与地

表水交换频繁，本次评价中设定补给量与排泄量是均衡的，

以便于其他计算分析。潜水蒸发量是指潜水在毛细作用下，

通过包气带岩土向上运动造成的蒸发量（包括棵间蒸发量

和被植物根系吸收造成的叶面蒸发量两部分）。我市潜水蒸

发量的计算采用潜水蒸发系数法，根据不同的岩性、埋深分

别计算各个评价类型区的潜水蒸发量，

我市平原区浅层地下水多年平均潜水蒸发量为 27741

万 m3。其中高宝湖区、里下河腹部区、仪六区、通南沿江区

分别为 7918万 m3、16358万 m3、1727万 m3、1738万 m3。河

道排泄量是指河水位低于两岸地下水位时，地下水对河道

排泄的地下水量。根据降水入渗量占地下水资源量的比例，

计算出由降水入渗引起的河道排泄量。扬州市多年平均河

道排泄量为 50515万 m3，其中降水形成的河道排泄量为

34125万 m3。扬州市浅层地下水总排泄量为以上各项多年

平均排泄量之和，为 78255万 m3。

2.2山丘区浅层地下水资源量

山丘区浅层地下水各项排泄量包括河川基流量、山前

泉水溢出量、山前侧向流出量、浅层地下水实际开采量和潜

水蒸发量（指发生在未单独划分为山间平原区的蒸发量）。

根据我市的具体情况，除河川基流量外，其它各项的量非常

小，可以忽略不计，排泄项只计算河川基流量。河川基流量

是指河川径流量中由地下水渗漏补给河水的部分，即河道

对地下水的排泄量。通过分割河川径流量过程线的方法计

算，根据相邻的、具有相近的水文地质条件山丘区分割的基

流成果，采用类比法进行我市 1981~2012年河川基流量的

计算。扬州市多年平均河川基流量为 7561万 m3，总排泄量

也为 7561万 m3。

2.3浅层地下水资源总量

浅层地下水资源总量是指进入各计算分区的各项补给

量的总和。计算分区中包括平原区与山丘区，其中平原区部

分补给量来自山丘区河川基流，而基流量已计入山丘区地

下水资源量中。因此，在确定全市地下水资源量时应扣除重

复部分。根据地表水体中河川基流占河川径流量的比例，算

出地表水体入渗补给量中由基流形成的补给量，作为其重

复计算量。全市山丘区水资源量为 7561万 m3，平原区水资

源量为 78255万 m3，重复计算量为 1382万 m3，全市地下水

资源总量为 84434万 m3，

3解决地下水资源开发环境问题的对策

3.1加强地下水资源的管理

经过我们上面的分析，知道了水资源浪费的情况比较

严重，所以，我们必须要保护水资源，避免水资源的过分消

耗。相关部门一定要制定严格的用水节水制度，建立一个大

的范围，打破区域划分的局限。用整个地质单元为范围，这

样统一管理。要严格控制污染物的排放，达到要求才能排

放，并且形成有效的环境影响评价。要建立对废水的再利

用，这里要注意对垃圾场附近的地下水的检测，减少固体废

物对地下水的污染。

3.2合理开发利用地下水

对于地下水要合理的开采。地下水是最宝贵的水资源，

因为有很多优点，所以我们一定要科学合理使用地下水。一

定要认真研究水层的水文和地质条件，还有选择合适的开

采方式。实现社会和经济的可持续发展。开采的时候，要合

理均匀，把不合理的井关掉。在重新打井的时候，一定要经

过有关部门的论证和批准，并且严格监督质量。不让不合格

的开采现象发生。

3.3增强地下水回灌工作

我们的地下水很宝贵，有时候灌溉不合理，浪费了大量

的水资源。所以，我们一定要增大人工干预，人工回灌的力

度。进行回灌的时候，做好详细的规划和安排，保证合理，增

加地下水里面的人工回灌量。冬天就人为地把地下水的补

给增加。

４.总结

上面分析了扬州市的地下水资源的利用和管理的情

况，也提出了保护水资源的措施。一切活动都离不开水资

源，我们一定要保护好水资源，实现经济和社会的可持续发

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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