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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分析淄博市水资源利用及经济发展状况,指出目前面临的水资源困境,提出为维持经济的持

续发展和水资源可持续利用,必须建立淄博市特有的水资源保护和利用措施,以增强水资源的支撑

能力,实现水资源的高效、可持续利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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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摇 自然地理概况

淄博市位于山东省中部,是齐文化发源地,全市

辖张店、淄川、博山、临淄、周村五区和桓台、高青、沂
源三县以及高新区,总人口 428 万人。 境内山地、丘
陵、平原、河谷等地貌齐全,地势南高北低。 河流均

为雨源型,主要有淄河、孝妇河、沂河等,黄河与小清

河为过境河流。 全市共有大型水库 2 座、中型水库

3 座、小型水库 150 座,总库容 64 774 万 m3,兴利库

容 34 186 万 m3。

2摇 水资源状况

淄博市全市多年平均降水量 657郾 8 mm,自南向

北递减,年际间差异较大,极值比 3郾 8;年内季节性

变化明显,汛期降水占全年的 73郾 2% 。 与降水相

比,水面蒸发时空分布相对稳定,年内蒸发主要集中

在 5—6 月。
按 1956—2000 年系列,经径流还原计算和一致

性修正,全市多年平均地表水资源量为 80 339 万

m3,径流深 135郾 3 m。 总分布趋势是南部山区大,北
部平原小。 近期下垫面条件下,在包括上游侧向补

给和放水补源后,全市 1980—2000 年多年平均浅层

地下水总补给量为 124 551 万 m3,其中矿化度小于

2 g / L的地下淡水补给量为 117 725 万 m3,可开采量

为 94 548 万 m3。
全市多年平均水资源总量为 141 107 万 m3,按

2000 年人口和耕地统计,人均为 346 m3,单位面积

平均为 7170 m3 / hm2,不足全国人均水平 2200 m3 的

1 / 6 和单位面积平均水平 25 500 m3 / hm2 的 1 / 3,说
明当地水资源短缺。 同时,其空间分布与人口、经济

组合的不平衡,时程变化的不均匀,增大了开发利用

的难度。

3摇 水资源供用水状况

淄博市 1998—2014 年平均供水量 114 990 万

m3,其中地表水 9 829 万 m3、地下水 82 299 万 m3、引
黄供水 21 068 万 m3、其他 1 793 万 m3。 地下水是主

要供水水源,占总供水量的 71郾 6% 。 地下水供水量

由近 10 亿 m3 下降到 6郾 0 亿 m3 左右,占总供水比例

由 80%下降到 55% 。
淄博市 1998—2014 年平均供水量 114 990 万

m3,其中工业用水 27 996 万 m3、生活用水 16 442 万

m3、农业灌溉用水 68 807 万 m3、其他用水 1 745 万

m3。 农业灌溉是第一用水大户,占总用水量的

59郾 8% 。 农业灌溉用水由高峰的 8郾 7 亿 m3 下降到

6郾 0 亿 m3,由占用水总量的 68% 下降到 54% 左右。
工业用水至 2008 年呈现逐年增长的趋势,之后趋于

稳定,保持在 3郾 1 亿 m3 左右。
淄博市 1998—2014 年 GDP 由 536 亿元增长到

4 030 亿元,增长了 7郾 5 倍,而用水量减少超过 5 000
万 m3。 粮食总产量基本持平,农业灌溉用水比高峰

时减少 2 亿 m3。

4摇 水资源保护与利用对策

4. 1摇 建立多水源联合调度的现代化供水体系,增强

水资源支撑能力

摇 摇 淄博市当地水资源短缺,为保障经济社会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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应按照“优先利用客水、合理利用地表水、控制开采

地下水、积极利用雨洪水、推广使用再生水、大力开

展节约用水冶的用水方略,统一规划,优化配置,建
立和完善地表水、地下水、引黄水、引江水、回用水等

联合调度的现代供水体系。 充分发挥太河、田庄、萌
山水库等骨干工程的拦蓄能力,扩大供水规模;统筹

兼顾,合理调配,完善引黄 50 万 m3 / d 配套建设,同
时适时做好引江水的利用。 积极建设城市水网,实
现水源联网、互为备用、提高城市供水保证率。 进行

给水管网调整改造,逐步实现生活、工业分质供水,
优水优用、劣质低用,提高水资源的整体效能。
4. 2摇 合理控制地下水开采,涵养当地水资源,实现

可持续利用

摇 摇 地下水是淄博市的主要供水水源,在城市和工

业供水中发挥着重要作用,北部山前平原地区已超

采或达到极限,造成地下水位下降。 对此,应根据地

下水资源的分布规律,统一规划,调整开采布局,控
制区域性超采,压减城区内开采,以涵养保护地下水

环境。 在超采区充分利用客水及其他水源,替代或

压减开采量,并适时回灌补源。 在尚有潜力的水源地

适当增采,充分发挥地下水所具有的丰枯调节作用。
在地下水污染区域,加强点面污染源控制,防止水质

进一步恶化,开展水处理技术研究,保证供水质量。
4. 3摇 加强水资源保护,保障用水安全,努力改善生

态环境

摇 摇 淄博市部分河流水质较差,地下水也出现一定

程度的污染,部分水源地的用水安全已受到威胁。
对此,除按照《淄博市水资源管理办法》、《淄博市水

资源保护区管理办法》等加强管理保护外,在集中

饮用水水源地,设置专门保护区,实施物理与生物隔

离工程,确保城市饮用水安全洁净。 同时,加强入河

排污口监督管理,实行入河污染物总量控制,尽快达

到功能区的水质目标。 在城区搞好清污分流和排水

管网改造,提高污废水的收集和处理率。 同时做好

深度处理回用工程和配套管网建设,实现污水资源

化,作为工业和河湖补水,修复城市水生态环境。
4. 4摇 大力开展节水型社会建设,实现水资源高效

利用

摇 摇 淄博市是全国节水型社会建设试点城市,节水

型社会建设的本质是建立以水权、水市场理论为基

础的水资源管理体制,形成以经济手段为主的节水

机制,不断提高水资源的利用效率和效益。 要在现

有基础上,成立机构,明确责任,健全机制,各行业、
各部门切实做好深度节水,积极鼓励公众参与,营造

良好的社会氛围,尽快建成节水型社会。
4. 5摇 统一规划、整合资源,优化水文水资源站网

目前水文站网在数量、布局和资料精度方面还

存在不尽合理的现象。 如深层地下水、水质、开采量

的观测点少,平原区无水文站,污染源和入河排污口

监测频次少,重要支流和区县界缺少控制站。 同时,
多部门重复设站,监测不规范,数据不统一,既造成

浪费也严重影响数据的公信力。 因此,按照《水文

条例》《水文站网技术导则》等规定,在统筹国家和

地方需求的前提下,合理布局并兼顾当前和长远,整
合和优化水文站网,使之科学规范、数据统一可靠,
更好地服务于经济社会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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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摇 结摇 语

利用 SWMM 模型对西安理工大学金花校区不

同的 LID 措施布设模式进行 1 年、2 年、5 年、10 年

一遇的设计暴雨重现期模拟,发现 20%的下凹式绿

地、20%的透水路面和 10%下凹式绿地与 10%透水

路面组合 3 种 LID 措施布设模式均对径流有一定削

减作用,而组合 LID 措施削减效果最佳。 布设 LID
措施比为现状径流系数低,但径流系数也会随着雨

强增大而增大,所以 LID 措施在中低雨强下对径流

的削减作用最为明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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