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德州市水资源开发利用现状
及潜力分析

冯!静
%山东省德州市水文局& 山东 德州!")+#$%'

"摘!要#!随着德州市经济社会的快速发展&对水资源的需求量不断增加&水资源供需矛盾日益突出( 本文分析

了德州市水资源开发利用现状及潜力&并提出相应的对策及建议&对合理开发利用水资源&挖掘水资源开发利用潜

力&保障水资源的可持续利用&促进国民经济和生态文明的健康发展有非常重要的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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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本概况

德州市位于山东省西北部"黄河下游北岸"北纬

+%c"*d")e_+'c##d*$e'东经 $$)c*)d"*e_$$(c+%d#"e"

总面积 $#+)%QH

"

"辖 $$ 个县,市'区-"总人口 )((T)"

万"其中农业人口 *##T+' 万"城镇人口 $((T$* 万"耕

地面积 &+"T)) 万亩# 德州市是农'林'牧'副'渔全面

发展的良好基地"近几年来"德州市产业结构不断优

化"形成了装备制造'化工'纺织服装'食品制造四大传

统优势产业和生物技术'新能源'新材料'文化体育用

品四大新兴产业# 随着德州市经济社会的快速发展"

对水资源需求量不断增加"水资源供需矛盾日益突出"

因此"针对水资源开发利用现状"挖掘水资源开发利用

潜力"尤为重要和紧迫#

#(水资源开发利用现状

"T$!供水工程现状

目前"德州市共建有引黄灌区 * 座"已建成平原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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库 $* 座"总库容为 "T(*) 亿 H

+

"年供水能力 )T&& 亿

H

+

# 在建水库 " 座"共建成拦河闸 $(+ 座"大型拦河闸

% 座"现有扬水站 $#&' 处"总装机容量 &T))$ 万 QY"*

座灌区设计灌溉面积 )')T%% 千 GH

"

"有效灌溉面积达

++T)*% 万 GH

"

(全市共有配套机电井 &+#'" 眼"已配套

机电井装机容量 (%T+"+ 万 QY(经山东省发改委批复

立项的污水处理项目共 $% 个"其中已竣工运营 $) 个#

"T"!水资源量

德州市多年平均地表水资源量 *T$#*$ 亿H

+

"地下

水资源量 &T"'$( 亿H

+

"水资源总量为地表水资源量与

地下水资源量之和"扣除两者相互转化的重复计算量

#T$)&" 亿H

+

"水资源总量 $+T""%% 亿H

+

# 水资源模数

为 $"T' 万H

+

-QH

"

"全市人均水资源量 ""&H

+

"约为全

国人均占有量的 $-$#

/$0

# 客水资源主要是黄河水和

长江水"其分配指标分别为 &T(( 亿 H

+和 "T# 亿 H

+

#

德州市当地水资源和客水资源合计总量为 "*T&&%%

亿H

+

"见表 $#

表 $(德州市水资源量成果 单位!亿H

+

项目 地表水 地下水
重复计

算量

当地水资

源总量
长江水

引黄

水量
总 量

多年

平均
*T$#*$ &T"'$( #T$)&" $+T""%% "T# &T(( "*T&&%%

"T+!水功能区水质状况

根据)山东省水功能区划*"德州市共划分水功能

一级区 $" 个"其中保护区 + 个"缓冲区 $ 个"其余 ' 个

为开发利用区(二级区划在开发利用区中共划分水功

能二级区 $$ 个,其中德惠新河德州农业用水区划分为

" 部分-"其中"饮用水源区 + 个"农业用水区 ( 个"排

污控制区 $ 个# 根据 "#$) 年水质监测资料"采用)地

表水环境质量标准*,2W+'+'."##"-"分别按全指标

和双指标评价方法对水功能区进行达标评价"对水质

现状评价"结果见表 " 和表 +#

近年来"随着水资源管理和保护力度的加大"水资

源过度开发'深层地下水漏斗区'地面沉降'生态系统

恶化等现象得到有效遏制(污水直接入河量逐年减少"

河流水质逐年改善"水功能区水质状况略有好转"但当

表 #(德州市 #*$D 年各月水功能区达标百分比%全指标&

月份 达标-个 不达标-个 合计-个 达标率 -̂

$ & ) $* %*T+

" $# * $* ($T*

+ & + $" ()T#

* ' * $" %%T(

) $# ) $) %%T(

% $# ) $) %%T(

( ( ) $" )'T+

' & ) $* %*T+

& & * $+ %&T"

$# $# * $* ($T*

$$ ' % $* )(T$

$" $# * $* ($T*

表 %(德州市 #*$D 年各月水功能区达标百分比%双指标&

月份 达标-个 不达标-个 合计-个 达标率 -̂

$ & ) $* %*T+

" $# * $* ($T*

+ & + $" ()T#

* ' * $" %%T(

) $# ) $) %%T(

% $# ) $) %%T(

( ' * $" %%T(

' & ) $* %*T+

& & * $+ %&T"

$# $# * $* ($T*

$$ & ) $* %*T+

$" $$ + $* ('T%

前水资源状况还不能满足水功能区划要求"水资源供

需矛盾和水污染问题依然制约着德州市经济社会的可

持续发展#

"T*!现状供用水分析

"T*T$!现状供水量

德州市 "#$) 年总供水量 $&$))+ 万H

+

"其中"引黄

引江水量 $$$%*+ 万H

+

"占 )'T+^(提水量 $#*"# 万H

+

"

占 )T*^(地下水供水量 %'*"* 万 H

+

"占 +)T(^(其他

水源供水量 $#%% 万H

+

"占 #T%^#

"T*T"!用水量与用水结构

德州市 "#$) 年用水量按农业用水'工业用水'居

民生活用水'城镇公共用水和生态用水统计"全市总用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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水量 $&$))+ 万H

+

"其中"农业用水量 $%"(+) 万H

+

" 占

'*T&^( 工业用水量 $**'% 万 H

+

"占 (T%^(居民生活

用水量 $$'"$ 万 H

+

"占 %T"^(城镇公共用水量 $)+"

万H

+

"占 #T'^(生态与环境用水量 &(& 万 H

+

"占

#T)^# 详见表 *#

表 '( 德 州 市 #*$D 年 用 水 量 情 况 单位!万H

+

农业用水量 工 业 用 水 量 居民生活用水量

农田 林牧渔畜 火电 国有及规模以上 规模以下 城镇 农村
城镇公共用水量 生态用水量 总用水量

$)+$(% &))& +(#' &*#( $+($ )&++ )''' $)+" &(& $&$))+

"T)!现状供需平衡分析

"T)T$!现状工程条件下的可供水量

在现状供水水源工程情况下"保证率 )#^的地表

水可供水量为 $%"+# 万 H

+

"()^的地表水可供水量为

&')# 万H

+

"&)^的地表水可供水量为 *+## 万H

+

(地下

水可供水量按浅层地下水多年平均淡水可开采量统

计"全市地下水淡水可供水量 %&### 万 H

+

(根据省水

利厅及德州市引黄引江分配指标"德州市的引黄水量

为 &((## 万 H

+

(引江水量为 "#### 万 H

+

"根据现状工

程情况"再生水回用量为 "#)) 万H

+

#

综上"德州市现状保证率为 )#^的可供水量为

"#*&') 万 H

+

"保证率为 ()^的可供水量为 $&'%#)

万 H

+

"保证率为 &)^的可供水量为 $&+#)) 万H

+

#

"T)T"!现状水平年需水量

现状水平年需水量分别按生活'工业'农业和生态

环境需水统计"根据 "#$) 年德州市水资源公报各项国

民经济指标"计算现状条件下需水量# 其中"生活需水

量包括城市居民生活'公共设施及农村居民生活需水

量"经统计为 $)&#' 万 H

+

(工业需水量按全部工业计

算"经统计为 $)$&$ 万 H

+

(农业需水量包括农业灌溉

需水量和林牧渔畜业需水量"经统计"保证率 )#^的

农业需水量为 $(#(*" 万 H

+

"保证率 ()^的农业需水

量为 $'$&$# 万 H

+

"保证率 &)^的农业需水量为

$'$&$# 万H

+

(德州市绿地和河道用水年需水量 $#*&

万H

+

#

综上"保证率 )#^时总需水量为 "#"'&# 万 H

+

"保

证率 ()^时总需水量为 "$*#)( 万 H

+

"保证率 &)^时

总需水量为 "$*#)( 万H

+

#

根据德州市现状工程供水量和需水量分析计算"当

: )̀#^时全市将余水 "#&) 万 H

+

"余水率为 $T#+^(

: (̀)^': &̀)^时全市将分别缺水 $)*)" 万 H

+

'

"$##" 万H

+

"缺水率分别为 (T""^'&T'$^"见表 )#

表 D( 德 州 市 现 状 年 供 需 水 量 平 衡

保证率 -̂ 可供水量-万H

+

需 水 量 -万H

+

生活 工业 农业 生态 合计

余缺水量-

万H

+

余, l-缺,V-

水率 -̂

)# "#*&') $)&#' $)$&$ $(#(*" $#*& "#"'&# "#&) $T#+

() $&'%#) $)&#' $)$&$ $'$&$# $#*& "$*#)( f$)*)" f(T""

&) $&+#)) $)&#' $)$&$ $'$&$# $#*& "$*#)( f"$##" f&T'$

"T%!用水水平分析

目前在各用水行业中"农业用水在国民经济各行

业中所占比重较大"占 '*T&^"用水效率较低"农业种

植结构不合理"高耗水低效益作物的种植比例相对较

高(工业用水还存在供水管道和用水设备的%跑冒滴

漏&现象"部分企业节约用水的管理制度还不完善"用

水计量不健全"工业布局结构性矛盾比较突出"火力发

电'纺织'食品'石油化工四个高用水行业在本市工业

中占有较高的比重(城镇生活用水的利用效率较低"管

网老化失修"管理不善"取'供'用水过程中"也存在跑'

冒'滴'漏现象"节水器具普及率低等都是目前面对的

棘手问题#

"#$) 年德州市万元工业增加值取水量为 %T"H

+

-

万元"工业用水重复利用率为 &"T"+^"城市居民生活

+"#+



用水指标为 &)T%'a-,人+日-"农村居民生活用水指

标为 *+T)'a-,人+日-" 均符合)山东省节水型社会

建设技术指标*

/"0规定的控制指标要求(农田灌溉亩均

用水量用水指标为 "$$T+H

+

-亩"万元 2ZR取水量为

%&T%+H

+

-万元"与)山东省节水型社会建设技术指标*

规定的%农田灌溉亩均用水量 $%#H

+

-亩'万元 2ZR取

水量 *#H

+

-万元&的要求均有一定差距"节水水平有待

进一步提高#

%(水资源开发利用潜力分析

+T$!节水潜力分析

节水型社会建设是衡量一个地区的生产力发展水

平'综合竞争能力和社会文明程度的重要指标# 由于

德州市现状供水漏损率较高"节水器具普及率不高"水

资源利用效率不高"因此"节水潜力较大# 用水户应该

加大节水意识"选用节水型器具和设施"杜绝浪费水资

源(水行政主管部门应加强计划用水和定额管理"提高

水的利用效率#

+T"!常规水源开发潜力分析

德州市近五年平均地表水供水量 &('&T" 万 H

+

"

"#$) 年地表水量控制指标为 $T(( 亿 H

+

"在采取工程

措施和非工程措施下"考虑技术和经济可行性以及满

足水资源和水生态环境保护要求"未来仍有 )#^以上

的开发利用潜力#

德州市近五年平均地下水供水量 %T&# 亿H

+

""#$)

年地下水量控制指标为 %T&# 亿 H

+

# 因此"地下水开

采利用程度较高"剩余开发利用潜力比较有限#

德州市近五年平均引黄水供水量为 $"$$(# 万H

+

"

"#$) 年引黄水控制指标为 &T(( 亿 H

+

"因此"开发利用

程度较高"剩余开发利用潜力比较小#

"#$) 年德州市引长江水控制指标为 " 亿 H

+

"其中

德城区控制指标 $#&$' 万H

+

# 引水指标为 )%+' 万H

+

"

其余县市区均没用引江水"因此"对于长江水资源的开

发利用程度有待进一步提高"在未来工程措施和非工

程措施条件下"考虑技术和经济可行性以及满足水资

源和水生态环境保护要求"开发利用潜力较大#

+T+!非常规水源潜力分析

目前"德州市对污水回用系统还未普及"对非传统

水资源的利用率较低"洪水资源利用及雨水收集利用

系统较少"微咸水等非常规水源尚不能利用# 随着工

业的迅速发展"城市规模的不断扩大"城市用水量和废

水量不断增加"水资源供需矛盾和水环境污染问题已

成为当今世界各大城市普遍存在的问题# 为解决这个

问题"世界上许多国家相继开展了污水资源化的研究

工作"

/+0并且取得了一定的成效# 因此"可以借鉴国内

外先进经验和做法"大力开发'利用非常规水源"补充

常规水源的不足#

+T*!对策及建议

+T*T$!加强用水管理"落实最严格的水资源管理

制度

!!德州市 "#$) 年用水总量为 $&$))+ 万H

+

"小于)德

州市 "#$) 年年度用水控制指标,暂行-*中德州市总

用水量 "#**## 万H

+的指标(万元工业增加值用水量为

%T"H

+

-万元"比 "#$# 年下降 )"T&^"满足 )德州市

"#$) 年年度用水控制指标,暂行-*中 +#^的指标要

求"李家岸灌区和潘庄灌区农田灌溉水有效利用系数

分别为 #T(+&( 和 #T(*"$"齐河韩刘灌区和豆腐窝灌区

农田灌溉水有效利用系数分别为 #T'+(' 和 #T'*"*"与

年度用水效率指标还有一点差距(德州市 "#$) 年年度

重要江河湖泊水功能区水质达标率均超过 %#^控制

目标#

实行最严格水资源管理制度必须充分发挥%红

线&的约束调节作用"着力改变德州市目前用水浪费'

水污染等突出问题"使水资源在德州市经济布局'产业

发展'结构调整中成为重要的约束性'控制性'先导性

要素#

/*0德州市应全面落实用水总量控制红线管理"强

化取水许可管理"严格控制地下水超采"加强地下水管

理(效率红线方面"加强节水制度建设和定额管理"加

大节水力度"提高农业灌溉效率(水功能区限制纳污红

线方面"加强水功能区水质和水量的动态监测及饮用

水源地的保护(建立水资源管理责任和考核制度"强化

组织领导"落实管理责任"完善水资源管理监督考核支

撑体系#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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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T"!做好源头节水"建立水资源需求侧管理制度

与水资源管理先进的国家和地区相比"德州市在

水资源管理方面尚有较大的改进空间# 结合德州市实

际情况"需从源头上控制用水"转变水资源管理模式"

实施水资源需求侧管理# 在工业方面"由于工业用水

管理不善"节水工艺和技术落后"建议对德州市已有的

电力'造纸'化工'纺织等高耗水项目进行技术改造"完

善循环用水系统"提高工业用水的重复利用率"降低单

位产品取水量和排污量(在城镇生活用水方面"部分县

市城镇生活供水管网漏损率较高"建议加快节水公共

基础设施建设及旧城管网改造工作"提高节水器具普

及率"有效开展城区供水管网的检漏'修漏工作(在农

业用水方面"农田灌溉水的有效利用系数较低"高耗水

低效益作物的种植比例相对较高"建议建立高效输配

水工程"提高水资源的利用效率# 采用先进的节水技

术"在用水过程中提高水资源的利用效率# 调整种植

结构"选育新品种"从灌溉方式上提高水资源的利用

效率/)0

#

+T*T+!加大非常规水源的开发利用力度

目前"德州市在非常规水源利用方面"工业用水的

重复利用率较低"部分企业污水处理达标后直接排入

河道"再生水循环利用率较低"绝大部分公共设施仍使

用常规水# 从德州市实际情况出发"应着眼于再生水

利用'雨洪资源利用及微咸水利用等方面"从配套设

施'技术工艺'资金投入等方面开展研究"完善非常规

水源管理体系"大力推动德州市非常规水源的利用#

'(结(论

随着经济社会的发展"社会需水量也在不断增加"

德州市水资源供需矛盾日益突出# 因此"只有按照%优

先使用地表水"合理开采地下水"积极引用客水"推广

使用再生水"大力开展节约用水&原则"合理开发利用

水资源"优化水资源配置"大力推进节水型社会建设"

才能更好的保障水资源的可持续利用"以促进国民经

济和生态文明的健康发展/%0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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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接第 *$ 页' 绍了几项新型专利生态护岸型式"以

适应海绵城市建设的黑臭河道综合治理的需求# 新技

术的应用不仅有效改善河流的水环境"还可逐步恢复

河道生态功能"改进河道亲水性# 具有进一步推广的

价值#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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