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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海市地下水开发利用和保护对策

马 颖

（上海市水务业务受理中心，上海 !$$$F$）

摘要：对上海市地下水的开发利用现状进行分析，指出存在的问题，提出要从健全法律法规、加强管理、提高

科技手段等方面入手，进一步合理开发利用和保护上海市地下水资源，实现可持续利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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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 海 地 区 地 表 水 多 年 平 均 地 表 径 流 量 为

!"U#F 亿 =H，过境径流量为 9""#U: 亿 =H；深层地下水可

开采资源量为 #U"! 亿 =H［#］。!$$F 年上海市总取水量

为 #!#U!% 亿 =H，其中地下水取水量为 $U;F 亿 =H［!］。目

前上海市地下水的开采量仅占上海市全市供水总量

的 $U:V，但地下水的开发利用在上海城市建设和

经济发展中起着拾遗补缺的特殊作用。合理开发利

用和保护地下水资源，对实现上海地下水资源的可

持续利用、有效控制地面沉降等地质灾害的发生、保

护和改善生态环境具有重要意义。

= 水文地质特征

上海地区的地下水主要赋存于第四系松散岩类

孔隙介质中，按地质时代、水动力特征和成因类型，

将第四系疏散岩类孔隙含水层划分为三大含水岩

组、七个含水层（组），即全新统潜水含水岩组，包括

潜水含水层和微承压含水层；上、中更新统承压含水

岩组，包括第一、二、三承压含水层；下更新统含水岩

组，包括第四、五承压含水层。另外，在石灰岩分布

区分布有岩溶裂隙水。

根据勘探结果，上海地区的第二、三承压含水层

中蕴藏着咸水、微咸水和淡水，第四、五承压含水砂

层是由古长江、古钱塘江河流摆动及其支流岔道堆

积形成的砂层，蕴藏着丰富的矿化度小于 #Q W X 的淡

水资源，是上海地下水的主要饮用水水源。

> 开发利用现状

> 5= 开采分布现状

目前上海地区有深井 %$$ 余口，除饮料生产和

部分采灌井，大部分深井分布于城市自来水管网尚

未到达的偏远农村地区。

上海市中心城区地下水以回灌为主，仅有少量

开采，地下水开采和回灌比已达 # Y HU:9，近郊的宝

山区、嘉定区、浦东新区、闵行区 " 个区开采以第四

含水层为主，第四含水层开采量占全部含水层的

::V，回灌主要以第二含水层为主，第二含水层回灌

量占全部含水层回灌量的 ;#V；远郊松江区、青浦

区、南汇区、奉贤区、金山区、崇明县五区一县开采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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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第四含水层为主，回灌主要分布在第二含水层。

! !! 开采量逐年下降

上海从 "#$% 年开始开采地下水，由于无计划管

理，地下水开采量逐年上升，至 &% 世纪 $% 年代初年

开采量达到 & 亿 ’(，为历史最高峰。近年来，通过

加强计划管理、节约用水管理，使本市地下水的开采

管理由无用水计划到实行计划管理，有效控制了地

下水的开采。)% 年代，由于改革开放带来市场经济

的发 展，地 下 水 开 采 量 又 有 所 上 升，管 理 部 门 从

"))* 年起积极推行对郊区市政自来水管网到达地

区用自来水置换替代地下水的措施，高桥、吴泾、宝

山、闵行等近郊地区大量压缩地下水，使地下水开采

量逐年下降。&%%* 年上海市地下水开采量已下降

到 %+,* 亿 ’(，仅为历史最高开采量的 (,+*-。

! !" 使用结构不断改善

地下水作为城市供水的重要补充，为上海城市

建设与经济发展起到了积极作用。历史上地下水开

采主要用于纺织、化工等工业行业的生产用水，用于

生活用水的地下水仅占 (%-左右。随着城市自来

水建设的发展，自来水供水能力提高和公共供水管

网不断延伸，&% 世纪 )% 年代中期起，上海市实行压

缩地下水开采政策，市政自来水管网到达地区使用

地下水用户逐渐用自来水替代，同时由于中心城区

工业产业结构调整，大量纺织等工业企业关停并转，

地下水开采量得到有效控制，地下水使用结构也在

不断改善。

"))#年本市地下水开采总水量为 "&%$" 万 ’(［(］，

其中作为郊县农村水厂供水水源的地下水开采量占

全市开采量的 $.-，工业用水开采量占全市开采量的

&*-，企事业单位生活用水开采量占全市开采量的

""-。而 &%%* 年全市地下水开采量 ,.*& 万 ’(［&］，是

"))# 年开采量的 $"+#-，其中作为郊县农村水厂供

水水源的地下水开采量占全市开采量的 ,%+#-，工

业用水开采量占全市开采量的 &%+%-，企事业单位

生活用水开采量占全市开采量的 )+&-。由此可

见，上海市的地下水在不断压缩的前提下，工业用水

的比例逐渐减小，使用结构正在不断得到改善。

! !# 地面沉降得到控制

地面沉降是困扰沿海城市的地质灾害之一，影

响地面沉降的因素有地下水的开采、市政工程建设、

大型构筑物的建设施工以及上海地区普遍分布的饱

和淤泥质软黏土流变形等。上海濒江临海所处的地

理位置，容易遭受台风、暴雨、天文大潮和长江与太

湖流域洪水的侵袭，再加上日渐明显的海平面上升

等因素，使地面沉降灾害长期威胁上海的生存发展

环境，直接影响上海经济与社会的可持续发展。

上海作为我国最早认识地面沉降危害的城市，

&% 世纪 $% 年代着手控制地下水开采总量，实行计

划用水，采用地表水（自来水）直接灌入地下含水层

的人工回灌措施，使地下水位抬高，从而达到回复土

层弹性、控制地面沉降的目，从 ")$* 年实行人工回

灌至今，累计回灌地下的水量约 $ 亿 ’(。采取控制

地下水开采、地下水人工回灌两项措施，地面沉降得

到了有效控制。

" 存在问题

" !$ 使用结构未达到最优，未能完全做到优水优用

目前上海市在用深井中采灌井占全部深井的

&(-，专灌井占 &-，开采井占 ,*-。全市用于公共

供水的地下水约占全市地下水开采总量的 ,%-，但

是公共供水企业使用的地下水中还有一部分供应企

业生产用水，尚存在优水低用现象。

上海市外环线以内地下水开采量约占全市地下

水开采量的 &*-，其中外环线以内的公共供水企业

开采地下水约占全市地下水开采总量的 ".-，外环

线以内企事业单位开采地下水约占全市地下水开采

总量的 ""-，企事业单位开采地下水除用于生产食

品、饮料、制药及生活用水外，仍有少量优质地下水

用于工业生产。

" !! 部分地区开采呈饱和状态，需进一步限制

上海市地下水年开采量仅占全市总取水量的

%+$-，但在城市建设和经济发展中起到积极作用，

具有重要贡献。虽然目前上海市的地下水开采量已

控制在 " 亿 ’( 以内，但各地区之间仍存在不平衡，

如宝山区、浦东新区的地下水开采量占全市开采量

的 *#+,-，开采强度较高，个别地区部分含水层开

采已达到饱和甚至超采，需进一步采取措施限制。

" !" 使用效率有待提高，节水工作需不断完善

经调查，部分以地下水为供水水源的郊区乡镇

公共供水企业，其供水管网经过 &% 多年的使用，陈

旧老化，漏失率达 (%-以上，浪费较多。同时部分

市民的节水意识不强，生活用水重复利用率不高，也

造成地下水资源的浪费。因此，应进一步提倡节约

用水，提高用水效率。进一步降低地下水供水管网

漏失率，是当前保护地下水资源、缓解优质水资源缺

乏矛盾、实现地下水水资源优化配置的重要任务。

" !# 进一步完善水价形成机制

长期以来，相对自来水水价，上海地下水水价仍

然偏低，现行地下水水价中对企事业单位的收费为：

公共 供 水 管 网 到 达 地 区 "+)* 元，未 到 达 地 区

"+%% 元。地下水作为一种无有机污染的优质水源，

应该拉大与自来水的比价，真正体现其使用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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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可持续利用的建议

! !" 进一步完善管理法律法规体系

现有地下水管理的法律法规对回灌控制地面沉

降、地下水监测设施的保护、市政建设抽取地下水的

行为尚未有严格的规定。为有效保护上海市地下水

资源，做到合理开发利用，实现可持续利用，有效控

制地面沉降等地质灾害的发生，保护和改善生态环

境，建议进一步完善上海地下水管理的法律法规，划

定地下水禁采区、超采区，实现地下水的统一规划、

合理配置。

! !# 进一步改善使用结构

要逐步调整地下水开采布局，优先利用地表水，

全面统一规划上海水资源。改善地下水使用结构，

鼓励地下水用户改用自来水（地表水）。对以地下水

为供水水源的公共供水企业，采用集约化方式，通过

地表水供水管网的延伸予以切换。对使用地下水作

生产、生活的用户单位，如条件成熟可改接自来水的，

建议政府部门对改接自来水的地下水用户制定相应

的配套政策并在资金上予以补贴，做到水到井封。

! !$ 合理开采，优水优用

地下水含有丰富的矿物质，是优质饮用水。如

能在合理开采的计划下采用管道直供、桶装等多种

形式，将优质地下水供市民饮用，将对优化饮用水结

构、改善饮用水水质具有较大意义。

现行地下水水价与自来水相比偏低，未能充分

体现地下水的价值，不利于对地下水的保护性开发。

建议在地下水开发利用中体现优水优用的原则，提

高生产性用水水价，通过经济杠杆防止地下水的低

质使用，引导用户从使用地下水转向使用地表水。

有效控制浪费，达到优水优价、优水优用的目的。

! !! 加大科技投入，提高管理水平

开展科研工作，提高地下水管理的科技含量。

有必要建立地下水地理信息系统，将上海市地下水

的各项信息集中传输至中央控制系统，运用先进的

技术手段，不断提高管理水平。

! !% 加强管理，节约用水

节约用水和科学用水，应成为地下水水资源管

理的首要任务。要加强地下水的计划用水、节约用

水管理工作，严格控制和压缩在用深井数量，在地下

水紧缺和地面沉降严重的地区禁止开凿新井，对自

来水管网到达地区积极采用自来水置换地下水。对

暂时无法用自来水取代的公共供水，要做好查漏巡

检，防止跑、冒、滴、漏，达到节约使用地下水的目的。

! !& 进一步加强人工回灌，改善城市环境

保护和改善生态环境，是保障上海社会经济可

持续发展的重要工作。地下水人工回灌既能够补充

地下水资源量，又可有效地维持或抬高地下水位，达

到控制地面沉降的目的。为了保证地下水人工回灌

量，建议采取以灌用结合为主的方式，鼓励用户多回

灌，同时合理布置专用回灌井，常年进行人工回灌，

以弥补目前回灌量的不足，使地下水人工回灌从灌

用结合逐步转向专业回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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