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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针对山东半岛区特殊水源水系及供水结构，利用地下水资源调蓄研究理论，全面分析了山东半岛地下

水资源调蓄的生态资源环境效应。结果表明，在山东半岛修建地下水库进行地下水资源调蓄，不仅能有效阻

滞海水入侵，减少旱涝灾害，还能增加区域地下水资源可开采利用量，调节时空分布不均的水资源，改善区域

因地下水超采而引发的水文地质环境，促进生态环境系统的平衡，提高区域用水安全和工农业生产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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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国北方地区由于大规模持续超采地下水，形

成了区域降落漏斗，甚至区域降落漏斗带。区域地

下水水位的下降使平原或盆地的湿地萎缩或消失，

地表植被破坏，生态环境退化，地下水的自然恢复调

蓄功能也大大减弱。有学者［%］认为，地下水超采腾

出较多的地下库容和可利用的地下储水空间，形成

“地下水库”，为实施地下水调蓄提供了重要机遇。

山东半岛是我国用水量较大的区域之一，区内

工农业生产用水、城镇建设用水、居民生活用水主要

依靠地下水供水，区域地下水开采程度较高，使良好

的区域生态环境较易受到人为因素的影响，显示出

较高的脆弱性［!］，严重影响了区域经济、社会的可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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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发展及人民生活水平的提高。通过调蓄地下水资

源，增加地下水资源可开采量，可逐步改善区域水生

态环境，缓解水资源供需矛盾，实现水资源的优化配

置和可持续利用。地下水调蓄对高效利用水资源和

有效保护、改善生态环境具有重要意义，是保障供水

安全、服务经济社会发展和人类安居的系统工程技

术之一［!，"］。

! 研究区域概况

山东半岛地处山东省东部，位于黄海、渤海之

间，包括青岛、烟台、淄博、潍坊、威海、东营、日照 #
个地级市，年降水量 $%& ’ (%& ))，其水系发源于中

部山地，南北分流，独流入海，河床比降大，源短流

急。山东半岛特殊的水源水系降低了本区水资源对

经济可持续发展的支撑能力，导致地下水超采严重，

引发海（咸）水入侵，出现超采漏斗、地下水污染、土

地盐渍化、潜水埋藏水位下降、地面沉降、地方病［*］

等问题，减少了地下水在枯水季节对流域的生态需

水补给，相继出现了各种环境地质问题，构成区域发

展的瓶颈。

地下水是山东半岛主要供水水源，地下水的取

用开采量逐年增加。山东省地下水天然补给总量为

!+",*$ 亿 )" - .，可开采总量为 !#(,$% 亿 )" - .，其

中，/&&!—/&&% 年平均开采地下水 !// 0 &( 亿 )" - .。
山东半岛各地市 !++*—/&&" 年地下水供水量占年

供水量比例如图 ! 所示。由图 ! 可以看出，淄博、潍

坊、烟台和青岛 * 地市 %&1 以上的供水来自地下

水，威海、日照 "&1左右的供水来自地下水。

图 ! 山东半岛各地市 !""#—$%%& 年地下水

供水量占年供水量比例

!++(—/&&" 年，山 东 半 岛 $ 年 年 均 供 水 量 为

+/,*$ 亿 )"，其中地表水年均供水量为 */,*+ 亿 )"，

地下水年均供水量为 *+,+& 亿 )"，分别占总供水量

的 *%,&1和 %/,+1。青岛、淄博、烟台、潍坊等市地

下水的开采量都已经超过地表水供水量，见图 /。

这也是山东半岛地下水漏斗区面积持续增加的主要

原因。

山东半岛是我国北方水资源短缺的地区之一，

注：根据《山东省水资源公报》整理。

图 $ 山东半岛 !""’—$%%& 年总供水量、

与地下水供水量情况

其城市缺水问题尤为严重。引黄济青工程、南水北

调东线工程、西水东调工程［%］等跨流域调水工程虽

然增加了山东半岛的客水量，但仍不能从根本上解

决山东半岛供水需求问题。根据生态自然观的整体

性、循环性、平衡性和多样性以及生态规律［$］，研究

山东半岛的生态环境问题，可以发现，由于近 "& 年

来山东半岛工农业生产用水量不断增加，水资源开

发利用率逐年增高，但在地下水开采过程中缺乏对

地下水与生态环境互动影响的预测规划［#］，因而出

现了一系列区域性地质环境、水环境和生态环境等

方面的互动效应［(!+］，致使该区生态环境平衡系统受

到严重干扰和破坏，原生水环境状况趋于恶化。

山东半岛汛期的大量降水产生的地表径流由于

无法完全储蓄在地表水库中，只能排泄入海，而汛期

过后出现长时间的水资源短缺。例如，胶东半岛地

区多年平均河川径流量为 #*,/" 亿 )"，拦蓄量为

/%,!( 亿 )"，拦蓄量仅为河川径流量的 "",+/ 1，

$$,&(1的河川径流量白白流走［!&］。这种情势迫切

需要将地表径流弃水加以合理储蓄调用。利用山东

半岛已建的地下水库和地下水超采形成的超采漏斗

区漏斗填充式地下水库［!!］，丰水期将多余的地表水

储存在地下含水层中，干旱缺水时在保证环境生态需

水量、保证不会出现地面沉降等地质问题的前提下大

量取用水资源，同时也腾出了地下库容，为下一次丰

水期的储水提供空间。这样既调节了区域水资源供

需的时空矛盾［!］，也缓解了城市资源、环境压力；既解

决了水资源短缺问题，也预防和控制了地质灾害。

$ 地下水调蓄的生态资源环境效应

$ 0! 宏观生态资源环境效应

山东省 !++& 年在龙口市八里沙河下游修建了 !
处小型实验性地下水库，!++%—/&&& 年又陆续修建

了龙口黄水河、青岛大沽河和烟台夹河 " 处大中型

地下水库，/&&* 年建成了莱州王河地下水库，见表

!。地下水库级别见表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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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 山东半岛区目前已建地下水库主要指标统计［"!!#，!$］

地下水库名称 含水层岩性
流域面积 !

"#$
汇流面积 !

"#$
含水层

厚度 ! #
地下坝

长度 ! #
总库容 !

亿 #% 级别 修建年份

龙口八里沙河 砂砾石 &’(’) *&(’+ & , - ’)- &$(.’ 小型 *..+
龙口黄水河 砾质粗砂 *+%& )*(/$ $ , ) )..- )%). 中型 *..)
青岛大沽河 砂砾石 &-%* &$*(’+ ) , *. $-++ %/&++ 大型 *../

烟台夹河 砂砾卵石 $$.- -)(++ ) , %+ %/.+ $+)++ 大型 $+++
莱州王河 砂砾石 %$-(/ -/(&. - , %- *%)++ )-.% 中型 $++&

表 % 地下水库有效库容分级标准［!%!!$

!!!

］

地下水库级别 总库容 !亿 #% 地下水库级别 总库容 !亿 #!!

%

特大型 0 *+ 中型!! +(* , *
大型 * , *+ 小型 1 +(*

山东半岛建成的地下水库能储蓄江河及水库弃

水，增加地下水可开采量，改善区内生态环境质量，

提高环境自我恢复能力，保障区内工农业生产和生

活用水，使地下水发挥了巨大的资源环境效益。事

实证明，地下水库是地下水资源调蓄的主要方式，具

有供水和保护生态环境系统的双重效益。

&’ 解决了区域水资源时空分配不均匀的问题，

增加了可利用水资源量。通过将丰水季节自然排泄

入海的洪水、过量的河水和水库多余的弃水等地表

水引蓄到地下含水层，提高了地下水水位，增加了枯

水期地下水资源的可开采量，从而提高了区内工农

业生产和生活用水枯水季节的供水安全度，保障了

经济社会稳定发展，带来良好的资源经济效益。

(’ 促进了生态环境系统平衡，防止了因地下水

过量开采引发的地质问题。区内地下水水位的提高

减少了河道对地下水的渗漏补给，从而保障了河道

的生态需水，有利于生态河道的形成和地下水源的

涵养。

)’ 提高了区域供水安全和水质安全。人工调

蓄补充地下水能够将本来可能浪费的水资源储存起

来，保证在取用水高峰期提供可靠的水量；同时，由

于地下水经过含水层的过滤，细菌、杂物、漂浮物等

较少，并且地下水不易被污染，水质较好，可为区域

发展提供安全的水源。

*’ 减少了沿海区域海水的入侵。通过地下水

调蓄使得地下水水位升高，地下淡水与咸水之间的

水力联系可以使得沿海区域海水入侵范围缩小，改

善因海水入侵导致的地下水可开采区域减少、机井

报废、耕地质量下降、粮食减产，以及可能引发的某

些地方病等问题。

% 2% 微观生态资源环境效应分析

%+%+! 八里沙河实验性地下水库

为了防治海水入侵，增加可供水量，“七五”期间

山东省开始进行八里沙河地下水库调节地下水、防

止海水入侵技术研究，采用高压喷射灌浆技术在八

里沙河建立了地下水库［*&］。该地下水库的最大库

容 &$(.’ 万 #%，兴利库容 %)() 万 #%，年均拦蓄水量

-+ 万 , -$ 万 #%，年复蓄指数在 *(/ , $(+ 之间。地

下水库建成后，水库坝前方塘内水量增加非常明显，

坝后地下水水位明显抬高（图 %），地下水可开采量

增加，发挥了巨大的资源经济效益。

图 $ 八里沙河地下水库水位升幅与

蓄水地点至地下坝距离情况

&’ 拦蓄地下潜流。八里沙河地下挡水坝建成

后，对其进行的渗漏检测结果及弱透水层拦蓄地下

潜流效果进行计算［*)］，计算结果见表 %。从表 % 可

以看出，地下潜流的拦蓄率达 ..(*3以上，表明八

里沙河地下挡水坝能够有效拦蓄地下潜流，增加地

下水可开采量。

表 $ 八里沙河地下挡水坝拦蓄地下潜流效果

弱透水段 ! #
建坝前地下

潜流量 !万 #%
建坝后地下

潜流量 !万 #%
地下潜流

拦蓄量 !万 #%
地下潜流

拦蓄率 ! 3
+ 4 +/. , + 4 $&$ *.(%-// +(*&&+ *.($$&/ ..(%
+ 4 %$+ , + 4 %/& %($)-) +(+)/) %(*./+ ./($
+ 4 %/& , + 4 &*$ %(+)&’ +(+$’- %(+$’* ..(*

合 计 $)(-/++ +($%+* $)(&&.. ..(*

(’ 提高灌溉用水保证率。灌区地下水的控制

埋深关系到灌溉保证程度，埋深值小，保证率就低，

反之，保证率就高。地下水水位控制埋深取 )(-. #
时，灌溉用水保证率可达 ’$(+3。充分利用地下库

容调节丰、枯水期的水资源，可最大限度地利用地下

水资源，增加水资源利用率，提高供水保证率。

%+%+% 莱州王河地下水库

莱州市水资源贫乏，年均超采地下水 - *++ 万

#%，*..’ 年海水入侵面积 $%&(*) "#$。该市 $+*+ 年

规划用水量为 -* /%+ 万 #%，缺水达 &+ *+%(& 万 #%，

水资源短缺成为制约莱州市经济发展的瓶颈。在这

种情况下，莱州市提出了兴建王河地下水库供水工
·*$·



程，综合治理海水入侵的设想。

王河地下水库库区总面积 !"#$% &’(，地下水库

总库容 )!%* 万 ’*，最大调节库容 * (+* 万 ’*。(,,$
年，王河地下水库地下坝工程和部分回灌工程竣工，

同年起地下水库开始发挥效益，库区内地下水水位

明显回升，平均抬升 *#*- ’，见图 $。海水侵染面积

大幅减小，由建库前的 +"#!% &’( 减为 (,,$ 年 的

()#*! &’(，减少了 !".，建库后的地下水氯离子含

量比建库前最大减少 +-#-.，平均减少 ),#!.，见

图 )。王河地下水库的兴建改善了周边地区的生态

环境，提高了社会效益和经济效益，为莱州市经济的

发展发挥了巨大的作用。

图 ! 王河地下水库观测井水位变化趋势

图 " 王河地下水库建库前后地下水

氯离子含量变化情况

#$ 防治了海水入侵。通过修建地下水坝阻止

了海水透过含水层入侵淡水，从而减少海水入侵

面积。

%$ 增加了地下水源。在王河地下水库库区建

设的过西供水水厂，日供水量达到 -#) 万 /，为区域

增加了可供地下水量，开辟了新的供水水源地。

&$ 提高了生态环境自我修复能力，改善了区域

环境的脆弱性。王河地下水库最大调节库容 ,#*(+ *
亿 ’*，通过丰水期蓄水或截蓄江河弃水可保证枯水

期供水需求。由于地下水库具有多年水资源调节特

性，所以能够抵御区域由于年际年内降雨不均而产

生的洪旱灾害，并在汛期引蓄河水保育湿地，改善了

区域环境的脆弱性，恢复湿地 **, 0’(。

’$ 提高了工农业生产能力，使供水能力及供水

水质得到保证和提高。王河地下水库设计调节库容

(,", 万 ’*，对工业及生活供水的保证率为 %%#+.，

对农业灌溉供水的保证率为 +).［-!］，保障了莱州市

人民饮用水安全，为工业生产提供了可靠的供水水

源，为农业粮食产量的增加提供了保障（王河地下水

库建成后，粮食增产 - 万 /，年经济效益近 * ,,, 万

元［-+］）。实施地下水资源调蓄取得了巨大的宏观和

微观效益，且目前的调蓄过程中并未出现较大的区

域性负效应。建设地下水库的经验和技术值得在更

大区域内推广和应用。

( 研究区地下水资源调蓄未来发展趋势

地下水库建设条件为：!具有相对适宜的隔水

边界或弱透水层及底板的储水空间；"良好的入渗

补给条件，以保证地下水库达到最佳的经济效益；

#足够的补给水源，以使地下水库在枯水期或枯水

年有足够的水量；$良好的补给区建设规划，以提高

地下水库的补给速度，节约成本；%地下水库开发利

用经济、环境、生态等条件［%，-*］，以及地下水库有效

库容分级标准。参考山东省地质状况，分析可知山

东半岛可建地下水库 $( 处（表 $）。采用含水层数

学模型（公式（-））和含水层储水能力计算公式（(），

对可建地下水库库容进行概算，可得山东半岛总调

节水量为 *%#,- 亿 ’*。

表 ! 山东半岛可建地下水库及地下水调节量情况一览

地区
宜建地下

水库数 1处
地下水库

总面积 1 &’(
年总调节

水量 1亿 ’*
年可增加的调

节开采量 1亿 ’*

烟台 (, -)--#!, +#((!% *#*,*%
威海 ! -%)#,% -#-),% ,#$*(-
青岛 -( -!%!#"% !#!*+( (#)+$$
日照 ( %!#"" ,#*))" ,#-(+!
潍坊 ( ("-#), -#-,!( ,#$(%,
合计 $( $*"-#!! -!#$++, !#"!+,

!
!!

"（# $ #2）
!#
![ ]! % !!&

"（# $ #2）
!#
![ ]& %"

’

( ) -
*(!( % +0（ !，&，,）) -!#

!,
, # ,,，（ !，&）$"

#（ !，&，,）) #-（ !，&） （ !，&）$"，, ) ,,
#（ !，&，,）#-

) #2（ !，&，,） , # ,,，（ !，&）$#-

"（# $ #2）
!#
!. #(

) /（ !，&，,） ,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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式中：!!（"，#，$）为地下水水流模型中的随机误差

项，包括实际地下水系统概化成模型引起的误差和

边界 条 件 概 化、初 始 条 件 概 化 引 起 的 误 差 等 项；

%（"，#，$）为渗流域中任意时刻的地下水头分布值，

"；% 为地下水位标高，"；%# 为含水层底板标高，

"；（% $ %#）为含水层厚度，"；& 为含水层的渗透系

数，" % &；’ 为含水层的贮水系数（无量纲）；%’（"，#）

为渗流域中初始水头分布或地下水流系统的初始状

态，"；%#（ "，#，$）为渗流域中已知边界水头分布

值，"；() 为渗流域中 ) 节点上源汇项；!为渗流域；

"( 为渗流域中已知水头（第一类）边界；") 为渗流

域中已知流量（第二类）边界；!%
!*

为第二类边界水头

的外法向导数；+（"，#，$）为第二类边界在 $ 时刻的

单宽流量，") % &。

按照以上模型所建的水文地质模型、数学模型

及水文地质参数，经正确识别和验证，能正确反映区

域水文地质条件以及地下水运动特征。

, - "!.)#)/) （)）

式中：, 为地下水库库容，"*；!.) 为各类蓄水体在

全库区范围内的平均厚度，"；#) 为各类蓄水体的给

水度；/) 为库区内各类蓄水体的面积，")。

山东半岛春旱秋涝，春天开采地下水，腾出地下

库容，为夏秋季降水入渗创造条件。依据山东省地

矿局 +’( 水文地质工程地质大队完成的山东省全省

(,)- 万区域水文地质环境地质报告和山东省地质

图，在烟台市圈定 * 处宜建地下水库的地区，进行地

下水调蓄：龙口市界河、蓬莱市平山河、平畅河等河

流下游均为地下水较富的水区，地下水调蓄能力强，

宜建地下水库［(+］。这些地区地下水开采强度较大，

不同程度地存在海水入侵问题，修建地下水库可以

增加其地下水补给量和开采量，有效控制海水入侵，

改善当地的生态环境，进而缓解胶东沿海地区供水

紧张的局面。

这些地下水库的建成将在山东半岛产生巨大的

水资源、区域环境、生态系统、经济社会等综合效益，

极大地改善地下水超采的状况，填平超采漏斗，防治

海水入侵，增加生态可用水量，恢复湿地功能，并对

区域小气候产生有益的影响。

! 结 语

地下水调蓄受到水文地质条件、社会经济发展

状况、水源、生态环境水位、库容及地下水库管理等

因素制约，因此对周围环境的互动效应不可忽略，应

当做好调蓄区地下水脆弱性评价。在保证区域供水

的同时，要避免因蓄水引起潜水位大幅上升而导致

的大规模盐渍化问题或土地质量变化问题，同时也

要防止地下水库被过度疏干而影响区域生态需水，

引发水文地质、环境地质问题。

山东半岛兴建地下水库的实践经验表明，利用

地下水库调蓄地下水资源，可取得巨大的资源环境

良性效应，山东半岛兴建地下水库积累的经验和技

术值得在水文地质条件相似的地区推广应用。值得

注意的是，应把区域地下水与全国性地下水的可持

续利用结合起来，保证区域长期水资源管理决策的

正确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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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 压咸流量与三灶潮差对比

图 " 压咸流量与平岗泵站超标时间对比

! 结论与讨论

提出了“最早取淡日”和“最后取淡日”的概念，

利用 #$$"—#$%$ 年枯季咸潮数据进行分析，探讨了

取淡时机规律，研究显示：农历八月至正月，相对于

最大潮差日，最早取淡日呈逐月向后推移的趋势，建

议压咸流量应在潮周期最早取淡日之前 % & 到达思

贤癵，农历十月至腊月弱潮周期应在最大潮差日前

# & 开始压咸；最后取淡日与最小潮差日关系较复

杂，建议根据不同月份最后取淡日与最小潮差日的

关系以及气象条件，调整压咸时机，压咸流量应在潮

周期最后取淡日之前 # ’ (& 到达思贤癵，持续 #& 左

右。咸潮强度与径流、潮汐、风、波浪、河道地形、海

平面、拦门沙等影响因子有关，磨刀门水道咸潮上溯

机理复杂。由于咸情监测数据还比较缺乏，笔者只

是在有限的统计时间段内，尽量收集更多的有效样

本对咸潮影响区水资源的取淡时机做尝试性探索，

以期为珠江流域枯水期的水量调度及澳门、珠海、中

山等地区的供水安全保障提供参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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