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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京市水资源危机及开源节流探讨
α α

施仁浦①

( 中国农业大学 )

提　要　根据对 80 年代北京市用水状况的分析及对未来供需水的预测, 北京市今后供需水矛

盾依然突出。从工业、农业和城 市生活等几个方面, 提出了几项解决北京市水资源危机的开源

节 流措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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On the Cr is is of W a ter Resources in Be ij ing and Its Solution
S hi Re n2pu

(Ch ina A g ricu ltu ra l U n iversity , B eij ing )

Abstract　A cco rd ing to the ana lysis of the w ater con sum e in 80’s in Beijing and the fo re2
cast of the city’s w ater dem and and supp ly t ill 2010, som e suggest ion s fo r expanding w a2
ter resou rces and cu t t ing dow n the con sum e in indu stry, agricu ltu re and daily life are g iven

in th is pape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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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　言

随着改革开放的推进, 北京市的经济和人口迅速膨胀。包括暂住 人口在内, 北京市现

有人口已达 1 300 万。80 年代以来, 工农业总产值几乎翻了三番。这给北京水资源供应造成

了巨大的压力。现每年以 2～ 3 亿m 3 的速度超采地下水, 造成以近郊区为中心的 1 000 km 2

的大漏斗, 地面下沉高达 590 mm。使北京市大量农用井报废、建筑物倾斜。因此, 解决北京

市水资源危机迫在眉睫。

2　北京市水资源供需情况分析

2. 1　北京市 80 年代水资源供需状况

据 1980～ 1989 年 10 年的统计资料[ 1 ] , 北京市年平均降水量为 528 mm。比多年平均降

水量 (625 mm )减少 16 % , 且又多集中在 1～ 2 次降水过程, 水库难以调蓄。80 年代由于降

水量减少, 以及各大河流上游 (邻省) 用水量增加, 河流入境水量日趋减少。由图 1 可知, 80

年代后期与初期相比, 地表水减少 22 % , 总供水量下降 37 % , 历年呈下降趋势[ 2 ]。

北京市 80 年代用水情况见图 2。总用水量约 40 亿m 3 (扣除工业回水率 74 % )。其中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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业用水 23. 2 亿m 3, 约占总用水量的一半以上。工业用水 36. 8 亿m 3, 扣除回水, 每年尚需补

充清水 9. 7 亿m 3, 其中主要为电力和冶金用水。城市生活用水年平均约为 5 亿m 3, 其中主

要为市中心区的公共建筑用水。环境用水每年约 0. 5 亿m 3。北京市 80 年代以来供水与用水

相抵后, 每年尚缺水 1～ 2 亿m 3。为满足工农业及城市居民对水日益增长的需求, 每年需超

采地下水 2～ 3 亿m 3。

图 1　80 年代北京市供用水状况　　　　　　　　图 2　80 年代北京市各业用水比较

2. 2　21 世纪北京市水资源供需状况展望

根据北京市发展规划, 2000 年工业总产值将达到 1 000 亿元。工业万元产值用水量若在

80 年代的基础上下降 4 % , 即按 120 m 3ö万元计, 北京市 21 世纪初工业用水量将达到 12 亿

m 3。随着城市发展和人民生活水平的提高, 城市生活用水量将会有较大上升。如果按人口 1

500 万, 人均用水 200 L öd (发达国家已达 250～ 300 L öd [ 3 ] ) 计, 则生活用水将增至 10. 9 亿

m 3。农业用水将维持 80 年代水平 (23. 5 亿m 3) , 环境用水按 1. 2 亿m 3 计, 则 21 世纪初全市

用水量将达到 47. 6 亿m 3。

根据预测, 北京市现有水利工程可供水量不会出现较大增长, 即丰水年可供约 40. 7 亿

m 3 (含地下水) , 中水年 36. 7 亿m 3, 枯水年 33. 4 亿m 3。由此可知, 21 世纪初北京市尚缺水 7

～ 11 亿m 3。到我国第 11 个五年计划末 (2010 年)北京市总用水量将高达 53. 4 亿m 3。此时

将缺水 12～ 16 亿m 3。这一缺水形势警示我们, 即使南水北调工程的中线工程实现了, 北京

市的节水工作仍需要持续下去, 并辅以挖掘潜力, 才能使北京市的水资源供需达到平衡。

3　开源节流是解决北京市水资源危机的根本出路

3. 1　建立健全的水资源管理机构

要作好节水工作, 应建立统一、权威的水资源管理机构。该机构可定名为北京市水资源

管理委员会, 除水利行政部门外, 还应吸收地矿、市政、环保及建筑等部门参加。下设地表水、

地下水、污废水及节水等职能部门。水资源管理委员会除进行日常管理外, 还应作好:

1) 制定和健全法令法规, 积极开展宣传教育工作。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水法》和北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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市水资源的实际情况, 制定取水和排水的具体条令法规; 确定“北京水日”, 开展宣传教育, 使

节水、护水成为全体市民的自觉行为。

2) 制定年、季供配水计划。水资源管委会根据当年的地表水和地下水储量制定年度供

水计划, 并根据季度储水量和用户用水申请制定季度配水计划并通知用户, 严格按计划配

水。遭遇干旱年份应适当提高水价并通知用户适当消减用水量。

3) 制定节水指标体系。对工业用水, 水资源管委会应有权规定工业用水重复利用率、循

环水利用率、锅炉蒸汽冷凝水回水率和废水回水率等指标, 达到规定指标者方可申请用水。

还应严格按产品用水定额和万元产值耗水量供水, 对超定额用水, 必须依法提高水价。

4) 制定合理水价。通过制定合理的水价来促进节水、维持水行业的扩大再生产及筹集

工程改扩建资金。使水的费用在生产成本中占据合理的比重。另外还应实行超计划用水累

进计价和季节议价等价格措施调节用水量。对农业用水可给予优惠, 但应取消按亩收费, 实

行按量收费。

3. 2　节流措施

3. 2. 1　调整产业结构

北京市的发展方向是成为全国的政治中心和文化科技教育中心。产业应以低消耗高产

出的知识密集型和技术密集型企业为主。对现有的冶金、石化、机械、电力等工业用水大户,

尽可能限制生产规模的扩大并提高水的利用效率。

3. 2. 2　建立节水型农业

节水型农业由节水灌溉农业和节水旱作农业组成。从节水灌溉方面来说, 应努力扩大节

水工程控制面积。目前北京市的节水工程控制面积只占总面积的 32 % 左右, 到 2000 年应努

力使之提高到 60 % , 为此提出以下几方面想法:

1) 加强宏观决策研究。即自流灌区和污水灌区应以发展渠道衬砌为主, 提高渠系有效

利用系数。对机井灌区应发展喷灌、管灌和滴灌。果树灌区应发展滴灌, 既节水又能增产; 蔬

菜灌区应以管灌和微灌为主; 大田作物应实行小麦玉米两茬平播。

2) 重视田间节水工作。杜绝大水漫灌、田间跑水和田间深层渗漏, 讲究适时适量灌溉,

提高田间水利用系数。新疆用得很成功的膜上灌水技术, 北京市应予以重视。地面灌溉应提

倡大畦改小畦、长沟改短沟、串灌改块灌。灌溉人员应与农业人员密切配合, 使水、肥、气地温

等做到优化组合, 提高土壤的保水性。

3) 因地制宜、全面规划, 做到地表水、地下水、外来水和区间水综合开发利用, 井渠结

合、联合调度。

对节水旱作农业来说, 要积极推广低耗水作物 (如玉米、谷子等杂粮作物) 的种植, 研究

节水新品种 (如节水型水稻) , 试验和推广免耕播种法、覆盖播种法 (如塑料薄膜覆盖、草肥覆

盖和作物残茬覆盖等)。传统的砂田法和垄作法等也要加以宣传和推广。以上这些耕作方法,

实践证明均能有效地减少蒸发、提高灌水利用率、降低用水。

3. 2. 3　改造住宅供水设施, 实施优水优用

城市生活用水目前存在的主要问题是公共建筑用水浪费很大, 其次是杂用水 (如洗涤、

冲洗、浇花等) 和饮用水都使用优质水, 另外供水管路泄漏也十分严重 (大约占 20 %～ 30

% )。因此城市生活用水的节水工作应主要抓好公共建筑用水, 除了前面所述的按定额供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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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提高水价外, 还要开发和普及节水器具和设备, 如节水龙头、节水皮钱、节水便器和节水淋

浴器等。另外还要下决心改造现有住宅和公共建筑的供水设施, 在上下水方面, 应实行清污

分流, 分别计量, 分别计价, 实行优水优用。

3. 2. 4　控制环境用水

环境节约用水, 首先环境部门应加强对排污的检查和管理, 实行允许排放制度。规定其

排放浓度、排放量、排放线路和排放河道等, 违反规定者可停止供水或罚款。在枯水季节应注

意控制污水排放量, 以提高河道自净水能力, 使用水降到最低。绿化用水可利用雨洪或经二

级处理的污水, 以控制用水量。

3. 3　开源措施

开发新的水资源应列为北京市经济建设的战略重点之一。水的问题解决不好, 不但会严

重影响北京市的经济建设, 甚至还会影响到北京市的首都地位。水资源的问题已为党和国家

所重视, 被列为国家“九五”计划的重中之重, 北京市更应重视。北京市开发新水源应分两步

走, 第一步: 立足本市, 挖掘市内水源; 第二步: 实行南水北调工程。

3. 3. 1　雨洪利用问题

北京地区的雨洪量很大, 加上汛前基本上处于干旱状态, 使得地下库容量很大, 因此利

用雨水补充地下水的潜力是很大的。解决好这个问题, 不但增加了水资源, 而且也减轻了汛

期北京市区排水系统的压力, 有利于汛期的防洪工作, 是一箭双雕的事情。具体利用雨洪的

措施:

1) 平原地区结合农田水利基本建设, 采用整地培埂、排沟末端建闸、洼地引蓄、坑井回

灌、加强群井控制及设置抽——回两用井等措施。

2) 山区大力开展水保种草、植树涵养水源并开展小流域治理, 使泥水不出沟。这样做有

利于提高水库汛限水位, 增加蓄水、减少弃水。在一些沟深坡陡的地区, 可在山前建一些工

程, 让雨水入渠。如在京密引水渠北部和西部的山前, 就可以作这样的考虑。

3) 北京市城区面积约占全市总面积的 4. 5 % , 设法把城区的汛期雨水收集起来回灌地

下或作绿化之用, 是一笔相当可观的水量。根据北京市城区的地形地质条件, 城西地下有较

厚的砂砾层, 因此可以采用回灌的方法; 城东则可采用清污分流, 导清入洼, 用作城市公园用

水或绿化用水。城中可分散拦蓄汛雨, 并利用绿地和透水路面渗入地下。北京市区的屋顶面

积约占全市建筑面积的 30 % 左右, 计 66 km 2, 庭院面积约为 52 km 2。可结合小区建设, 将这

部分雨水通过管路引入雨水渗透槽, 或用作发展庭院经济。若屋顶、庭院和道路的雨水量以

500 mm ö年计, 则可望得到汛雨 7 800 万m 3, 相当于兴建一个中型水库。

3. 3. 2　增建工程设施拦截汛期洪水

北京市在汛期有相当大的河流水量没有得到充分的利用, 因此建议增建一些闸坝工程,

在不影响下游用水的情况下, 调蓄汛期上游水库的弃水。

3. 3. 3　加强洪水的预测预报, 提高水库兴利效益

为提高水库兴利效益, 争取汛期少弃水、多蓄水, 就必须依靠高科技手段。如安装水文自

动遥测装置、利用卫星云图和测雨雷达等先进手段, 提高水情预报的可靠度。

3. 3. 4　加强污水处理和管理, 增加污灌面积

根据 1988 年的统计资料, 全市年污水排放量达 7. 5 亿m 3。今后随着人口和经济的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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长, 污水量将会不断地增加。建议北京市与河流上游省市加强协调, 对排放水严格管理, 并提

高污废水的处理能力和处理深度。目前北京市的污灌面积仅占耕地面积的 23 % 左右, 提高

的潜力还很大, 这样做不仅可以保护环境, 还能够增加水资源。市政府应加大这方面的投资

力度, 逐步扩大污灌面积。

3. 3. 5　积极筹措南水北调工程

南水北调中线工程是一项跨流域的调水工程。该工程完工后, 每年可望输送 12 亿m 3

的水量, 对缓解北京市的水资源危机起着重要的作用。北京市应加强线路规划和工程设计,

并拟定合理的调节措施, 使入境水得到有效的利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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