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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概 况

淮安市地处淮河流域中下游，素有“洪水走廊”之称。境内有两大水系，即淮

河水系和沂沭泗水系。以废黄河为界，以南属淮河水系，以北属沂沭泗水系。京杭大

运河穿越淮安南北，我国五大淡水湖之一的洪泽湖位于淮安市西南部。上游近 15.8

万 km2的来水进入洪泽湖后由淮河入江水道、苏北灌溉总渠、淮河入海水道、二河和

淮沭河经淮安东流入海。

淮安市总面积 10072.0km2。其中山丘区面积 1764.3 km2，平原区面积 8307.7km2 ；

水面面积 2724.2km2 ，其中洪泽湖水面面积 807.0km2。淮河水系面积 7414.0km2 ，主

要水体有：淮河、洪泽湖、淮河入江水道、苏北灌溉总渠、淮河入海水道、里运河、

二河等；沂沭泗水系面积 2658.0km2 ，主要水体有：废黄河、中运河、淮沭河、盐河

等。我市各水体基本由洪泽湖补给，淮水不足时通过“江水北调”或“引沂济淮”补

给。

2007 年全市可耕地面积 590.18 万亩，其中水田 399.43 万亩，旱地 190.75 万亩；

有效灌溉面积 464.15 万亩，其中水田 302.85 万亩，旱地 161.30 万亩。粮食总产量

406.24 万 t。

2007 年末全市总人口 534.00 万人，人口密度 530 人/ km2。其中城镇人口 213.48

万人，农村人口 320.52 万人。

2007 年全市地区生产总值 765.23 亿元，其中第一产业 130.63 亿元，第二产业

368.39 亿元，第三产业 266.21 亿元。工业增加值 310.60 亿元，其中火电 14.20 亿元，

一般工业 296.40 亿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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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7 年淮安市行政分区面积表

行 政
分 区

水面面积
（km2）

其中
洪泽湖
（km2）

陆地面积
（km2）

总面积
（km2）

非可耕地 可耕地 水田 旱地
有效灌溉面积

(万亩)

（km2） 万亩 （km2） 万亩 （km2） 万亩 （km2） 万亩 水田 旱田

淮阴区 219.42 124.00 1044.58 1264 396.91 59.54 647.67 97.15 366.00 54.90 281.67 42.25 26.75 41.35

涟水县 320.31 1349.69 1670 500.82 75.12 848.87 127.33 463.00 69.45 385.87 57.88 52.02 50.43

楚州区 212.13 1309.87 1522 437.60 65.64 872.27 130.84 609.67 91.45 262.60 39.39 76.30 23.15

洪泽县 889.35 495.04 504.65 1394 203.52 30.53 301.13 45.17 284.40 42.66 16.73 2.51 37.56 2.48

金湖县 634.63 709.37 1344 365.04 54.76 344.33 51.65 301.67 45.25 42.67 6.40 38.63 6.30

盱眙县 429.00 188.00 2064.00 2493 1329.87 199.48 734.13 110.12 510.80 76.62 223.33 33.50 58.19 32.01

市 区 19.37 365.63 385 179.50 26.93 186.13 27.92 127.33 19.10 58.80 8.82 13.40 5.70

总 计 2724.21 807.04 7347.79 10072 3413.26 511.99 3934.53 590.18 2662.87 399.43 1271.67 190.75 302.85 161.42

2007 年淮安市行政分区主要社经指标

行 政

分 区

人口（万人） 地区生产总值（亿元） 工业增加值（亿元） 牲畜头数(万头、万只） 粮食产量

（万吨）城镇 农村 合计 一产 二产 三产 合计 火电 一般工业 合计 大牲畜 小牲畜 合计

淮阴区 24.82 64.23 89.05 25.14 55.75 25.01 105.90 48.33 48.33 2.29 32.54 34.83 56.72

涟水县 30.53 76.78 107.31 27.60 34.95 25.55 88.10 27.57 27.57 1.20 33.24 34.44 80.76

楚州区 40.82 78.16 118.98 23.29 55.82 39.73 118.84 0.17 40.52 40.69 0.22 39.98 40.20 90.66

洪泽县 16.95 21.53 38.48 12.33 25.51 19.94 57.78 0.35 20.64 20.99 18.75 18.75 36.64

金湖县 16.04 20.28 36.32 11.50 23.59 19.24 54.33 20.66 20.66 0.02 7.60 7.62 44.21

盱眙县 28.86 46.51 75.37 20.20 43.06 25.20 88.46 35.06 35.06 5.05 29.06 34.11 82.88

市 区 55.46 13.03 68.49 10.57 129.71 111.54 251.82 13.68 103.62 117.30 0.10 6.02 6.12 14.37

总 计 213.48 320.52 534.0 130.63 368.39 266.21 765.23 14.20 296.40 310.60 8.88 167.19 176.07 406.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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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降水量

2007 年全市平均降水量 1266.4mm，折合降水总量 127.6 亿 m3，比多年平均多

29.8％，比上年多 3.7％，在 1956－2007 年降水量系列中居第 5位，属于丰水年。

2007 年淮安市行政分区降水量表

行 政

分 区

计算面积

（km2）

当年降水量 多年平均降水量 与多年
平均比较
（%）

当年汛期雨量
丰 枯

等 级mm 亿 m3 mm 亿 m3 mm
占年雨量
（%）

淮阴区 1264 1243.4 15.7 944.8 11.9 31.6 987.1 79.4 丰水年

涟水县 1670 1219.8 20.4 971.7 16.2 25.5 930.3 76.3 丰水年

楚州区 1522 1228.8 18.7 964.2 14.7 27.4 952.5 77.5 丰水年

洪泽县 1394 1257.6 17.5 963.3 13.4 30.5 977.6 77.7 丰水年

金湖县 1344 1212.5 16.3 990.7 13.3 22.4 910.9 75.1 丰水年

盱眙县 2493 1368.0 34.1 1002.9 25.0 36.4 1080.9 79.0 丰水年

市 区 385 1255.4 4.8 949.3 3.7 32.2 994.7 79.2 丰水年

合 计 10072 1266.4 127.6 975.4 98.2 29.8 984.5 77.7 丰水年

2007 年淮安市行政分区降水量与多年平均降水量比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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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空分布】

全年降水量空间分布较均匀。行政分区中盱眙县面雨量最大，为 1368.0 mm；金

湖县面雨量最小，为 1212.5 mm。实测年降水量最大为盱眙县鲍集站的 1527.5mm，最

小为楚州区车桥站的 1021.3mm，前者比后者大 49.6%。总的趋势是由南向北递减。

降水量年内分配很不均匀，主要集中在 7、8 两个月内，最大两个月降水量占全

年降水量的比值一般在 45％到 65％之间，平均为 52.8％。汛期（6－9）降水量占全

年降水量的比值一般在 70％到 80％之间，平均为 77.7％。

2007 年淮安市降水量月分配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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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梅雨】

6 月 19 日入梅，7月 25 日出梅，梅期为 37 天，较常年梅期多 15 天。全市梅雨

期雨量较多，平均降雨量达 611.2mm，是多年平均梅期降雨量的 2.2 倍，降雨量仅次

于 2003 年（643.2mm），超过 1991 年（579mm）和 1954 年（441.0mm），为建国以来第

二个最大值。入梅后，我市先后遭遇 4次大到暴雨过程，梅雨特点为入梅正常、出梅

迟、梅期长、降雨集中、强度大、降雨范围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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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水资源量

（一）地表水资源量

2007 年全市地表水资源总量 49.771 亿 m3，相当于年径流深 494.2mm，比 2006 地

表水资源量 42.757 亿 m3多 7.014 亿 m3，比多年平均地表水资源量 23.990 亿 m3偏大

107.5％，在 1956－2007 年系列中排列第 5位。

2007 年淮安市行政分区地表水资源量表

行 政

分 区

计算面积

（km2）

当年地表水资源量 多年平均地表水资源量 与多年平均比较

（％）亿m3 mm 亿m3 mm

淮阴区 1264 5.776 456.9 2.845 225.1 103.0

涟水县 1670 6.960 416.7 4.159 249.0 67.3

楚州区 1522 7.656 503.1 3.323 218.4 130.4

洪泽县 1394 6.931 497.2 2.910 208.8 138.1

金湖县 1344 5.901 439.1 3.211 238.9 83.8

盱眙县 2493 14.581 584.9 6.652 266.8 119.2

市 区 385 1.966 510.6 0.889 230.9 121.2

合 计 10072 49.771 494.2 23.990 238.2 107.5

2007 年淮安市行政分区地表水资源量与多年平均比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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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地下水资源量

2007 年全市地下水资源量 21.316 亿 m
3
，比 2006 年地下水资源量 19.905 亿

m
3
多 1.411 亿 m

3
。根据地貌划分，大部分为平原区，其地下水资源量为 17.313 亿

m
3
，占地下水资源量的 81.2％；山丘区地下水资源量为 4.003 亿 m

3
，仅占 18.8％。

重复计算量为 1.801 亿 m
3
。

（三）水资源总量

2007 年全市水资源总量为 69.286 亿 m
3
，比 2006 年水资源总量 60.829 亿 m

3
多

8.457 亿 m
3
。其中地表水资源量 49.771 亿 m

3
，地下水资源量 21.316 亿 m

3
，重复计算

量 1.801 亿 m
3
。全市平均产水系数为 0.54；平均产水模数为 68.79 万 m

3
/km

2
。

2007 年淮安市行政分区水资源总量表
水量单位：亿 m3

行 政

分 区

计算面积

（km2）

年降水量

（亿 m3）

地表水

资源量

地下水

资源量

地表水与地下

水重复计算量

水资源

总 量

淮阴区 1264 15.72 5.776 3.168 0.221 8.723

涟水县 1670 20.37 6.960 4.189 0.406 10.742

楚州区 1522 18.70 7.656 2.681 0.410 9.928

洪泽县 1394 17.53 6.931 1.100 0.190 7.841

金湖县 1344 16.30 5.901 1.661 0.197 7.365

盱眙县 2493 34.10 14.581 7.744 0.303 22.021

市 区 385 4.83 1.966 0.774 0.074 2.667

合 计 10072 127.55 49.771 21.316 1.801 69.286

（四）入境、出境水量

2007 年全市入境水量为 584.0 亿 m3，其中淮河水系入境 451.2 亿 m3，沂沭泗水

系入境 117.9 亿 m3，江水北调入境 14.9 亿 m3。全市出境水量为 536.9 亿 m3，其中淮

河水系出境 435.0 亿 m3，沂沭泗水系出境（含江、淮水北调出境）109.1 亿 m3。



8

2007 年淮安市入境水量分布图

2007 年洪泽湖入湖水量为 551.6亿m
3
，出湖水量为 562.0 亿 m

3
。

四、蓄水动态

（一）地表水蓄水动态

2007 年洪泽湖年初蓄水量为 46.65 亿 m
3
，年末蓄水量为 45.55 亿 m

3
，全年减少

蓄水量 1.10 亿 m
3
。全市其它主要河、湖、库年初蓄水量为 10.06 亿 m

3
，年末蓄水量

为 9.99 亿 m
3
，全年减少蓄水量 0.07 亿 m

3
。

（二）地下水动态

2007 年全市浅层地下水位较 2006 年（指年末）总体呈下降趋势，相对而言，全

区浅层地下水位较 2006 年稳定区占 74.1％，下降区占 15.6％，上升区占 2.3％，另

洪泽湖占 8.0％。

2007 年全市深层地下水中，Ⅰ承压地下水位较 2006 年（指年末）总体稳定，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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洪泽县城一带呈小幅上升，在淮阴区蒋集一带呈小幅下降。Ⅱ承压地下水位较 2006

年，盱眙县、金湖县、市区、淮阴区总体稳定；洪泽县呈小幅下降；楚州区呈小幅上

升，但在淮城、城东一带地下水位下降幅度较大，应引起重视；涟水县总体稳定，但

在涟城及其附近的小李集、河网一带地下水位下降幅度较大，应引起重视。Ⅲ承压地

下水位较 2006 年总体稳定，在市区漏斗区一带继续呈小幅回升的趋势。

2007 年我市继续加大对地下水资源的管理力度。在地下水监测、“四个一”管理

制度、节约用水等方面取得了明显成效，严格执行省水利厅下达的地下水开采计划，

全年压缩深层地下水开采量 505 万 m3，地下水回灌 26 万 m3，地下水压采工作取得明

显成效，尤其加大了对超采区地下水资源的管理力度，对全市涟水、金湖、市区三地

实行地下水超采区月报制度，为压缩全市地下水超采区开采量提供了可靠的依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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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水资源利用

（一）供水量

2007 年全市总供水量 34.231 亿 m
3
，比上年减少 2.156 亿 m

3
。其中地表水供水量

32.794 亿 m
3
，占总供水量的 95.8％；地下水供水量 1.437 亿 m

3
，占总供水量的 4.2％。

在地表水供水量中，抽引长江水量为 7.468 亿 m
3
；在地下水供水量中，浅层地下水供

水量为 0.752 亿 m
3
，深层地下水供水量为 0.685 亿 m

3
。

2007 年全市地表水供水量中，蓄水工程供水 6.238 亿 m
3
，引水工程供水 13.071

亿 m
3
，提水工程供水 13.485 亿 m

3
。

2007 年淮安市行政区分区供水量
水量单位：万 m3

行 政

分 区

地表水 地下水
总供水量

蓄 引 提 小计
其中：
提江水 浅层 深层 小计

淮阴区 6890 14620 11542 33052 8980 1442 1094 2536 35588

涟水县 7530 26782 20353 54665 15020 1846 1510 3356 58021

楚州区 9980 39549 23845 73374 19780 2203 1385 3588 76962

洪泽县 10620 24376 7277 42273 1390 705 582 1287 43560

金湖县 8910 15014 14085 38009 6650 543 700 1243 39252

盱眙县 16850 0 26611 43461 0 446 512 958 44419

市 区 1600 10369 31137 43106 22860 338 1064 1402 44508

合 计 62380 130710 134850 327940 74680 7523 6847 14370 342310

地表水供水组成比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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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用水量

2007 年全市总用水量为 34.231 亿 m
3
，比上年减少 2.156 亿 m

3
。各类用水中，农

田灌溉用水 25.295 亿 m
3
，占全市总用水量的 73.9％；林牧渔用水 1.785 亿 m

3
，占全

市总用水量的 5.2％；工业用水 4.171 亿 m
3
，占全市总用水量的 12.2％；其中火电用

水 2.468 亿 m
3
，占工业用水的 59.2％，占全市总用水量的 7.2％；一般工业用水 1.703

亿 m
3
，占工业用水的 40.8％，占全市总用水量的 5.0％；城镇公共及三产用水 0.877

亿 m
3
，占全市总用水量的 2.6％；城镇居民生活用水 1.073 亿 m

3
，占全市总用水量的

3.1％；农村居民生活用水 1.030 亿 m
3
，占全市总用水量的 3.0％。

全 市 用 水 组 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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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7 年淮安市行政分区用水量表
水量单位：万 m3

行 政
分 区

农田灌溉
林牧渔

工 业
城镇环境
及建筑业

三 产 城镇居民生活 农村居民生活 总用水量

小计 水田 旱田 小计
其中：
火电

其中：
地下水

小计
其中：
地下水

小计
其中：
地下水

小计
其中：
地下水

合计
其中：
地下水

淮阴区 26780 22150 4630 2190 2330 761 251 745 58 1232 110 2060 1607 35588 2536

涟水县 48160 42710 5450 3110 1870 801 225 763 62 1465 283 2428 2210 58021 3356

楚州区 66010 63470 2540 2480 2490 210 697 282 1084 93 1996 285 2620 2513 76962 3588

洪泽县 31650 31370 280 4240 5350 3600 381 174 580 37 858 187 708 682 43560 1287

金湖县 32520 31810 710 2720 1760 452 187 564 46 831 102 670 643 39252 1243

盱眙县 36120 33630 2490 2630 2010 393 196 729 65 1356 85 1378 415 44419 958

市 区 11710 11080 630 480 25900 20870 805 675 2315 119 2992 48 436 430 44508 1402

合 计 252950 236220 16730 17850 41710 24680 4290 1990 6780 480 10730 1100 10300 8500 342310 14370

2007 年淮安市行政分区耗水量表
水量单位：万 m3

行 政
分 区

农田灌溉 林牧渔 工 业
城镇环境
及建筑业

三 产 城镇居民生活农村居民生活 总耗水量

水田 旱田 小计 耗水率 小计 耗水率 一般 火电 小计 耗水率 小计 耗水率 小计 耗水率 小计 耗水率 小计 耗水率 合计 耗水率

淮阴区 15616 4236 19852 74.1% 2190 100% 466 466 20.0% 226 90% 149 20% 246 20% 1833 89% 24962 70.1%

涟水县 30324 5014 35338 73.4% 3110 100% 365 365 19.5% 202 90% 153 20% 293 20% 2161 89% 41622 71.7%

楚州区 44746 2261 47007 71.2% 2480 100% 456 46 502 20.2% 254 90% 217 20% 399 20% 2332 89% 53191 69.1%

洪泽县 22037 247 22284 70.4% 4240 100% 363 144 507 9.5% 157 90% 116 20% 172 20% 630 89% 28106 64.5%

金湖县 22267 625 22892 70.4% 2720 100% 361 361 20.5% 168 90% 113 20% 166 20% 596 89% 27016 68.8%

盱眙县 24550 2241 26791 74.2% 2630 100% 396 396 19.7% 176 90% 146 20% 271 20% 1226 89% 31636 71.2%

市 区 7812 574 8386 71.6% 480 100% 1056 1050 2106 8.1% 608 90% 462 20% 598 20% 388 89% 13028 29.3%

合 计 167352 15198 182550 72.2% 17850 100% 3463 1240 4703 9.8% 1791 90% 1356 20% 2145 20% 9166 89% 219561 64.1%



14

（三）用水消耗量

2007 年全市总耗水量 21.956 亿 m3，占总用水量的 64.1％（即耗水率）。农田灌

溉耗水量较大，为 18.255 亿 m3，占总耗水量的 83.1％，主要消耗于渠系损失、农田

蒸发、渗漏及深层入渗等；工业、城镇生活、城镇公共及三产所消耗的水量较少，工

业耗水主要用于工业产品的水份消耗和各个生产环节的水份损失等，其耗水量为

0.470 亿 m3，占总耗水量的 2.1％。

六、用水指标

2007 年全市平均用水指标如下：人均用水量为 641m3；单位地区生产总值用水量

为 447m3/万元；农田灌溉亩均用水量为 545m3，水田灌溉亩均用水量为 780 m3；单位

工业（不含火电）增加值用水量为 57.5m3/万元；城镇人均生活用水量为每人每日 138L；

农村人均生活用水量为每人每日 88L。

七、河湖水质

2007 年通过对全市 34 个水质断面的水质监测资料分析，对我市淮河、淮河入江

水道、苏北灌溉总渠、里运河、古运河、中运河、淮沭河、废黄河、盐河、清安河、

利农河、浔河等 12 条主要河流共 586.7km 的监测河长，按汛期、非汛期、全年期进

行了水质分析与评价。另外，还对洪泽湖、白马湖及龙王山水库水体进行了水质分析

与评价。

2007 年河流水质较 2006 年有所好转，汛期达地表水Ⅲ类的断面为 25 个，占监

测断面总数的 73.5%，河长为 460.2km，占监测河长总数的 78.4%；非汛期达地表水

Ⅲ类的断面为 23 个，占监测断面总数的 67.6%，河长为 421.1km，占监测河长总数的

71.8%；全年期达地表水Ⅲ类的断面为 25 个，占监测断面总数的 73.5%，河长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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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74.3km，占监测河长总数的 80.8%。

洪泽湖湖区水域汛期、非汛期及全年期水质均为Ⅲ类。

白马湖湖区水域汛期及全年期水质均为Ⅳ类，非汛期为Ⅲ类。

龙王山水库水域汛期、非汛期及全年期水质均为Ⅲ类。

2007 年影响我市河流水体水质的主要指标有溶解氧、氨氮、高锰酸盐指数、五

日生化需氧量、挥发酚、总磷；影响湖泊水体水质的主要指标为总磷。

>Ⅴ
13.9%Ⅳ

5.6%

Ⅲ
22.2%

Ⅱ
52.8%

Ⅴ
5.6%

2007 年淮安市主要河流水质类别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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八、水旱灾害

2007 年，淮河流域再次发生了全流域大洪水，我市主汛期降雨量全面超过 2003

年和 1991 年。受外洪内涝双重夹击的影响，我市遭受了严重灾害。在省防指和市委、

市政府的正确领导和直接指挥下，全市上下紧紧围绕“不死一个人、不倒一处堤”的

总目标，万众一心防大汛，众志成城抗洪魔，全力以赴救大灾，最大限度减轻了洪涝

灾害损失，保证全市人民生命安全和社会经济发展，取得了防汛抗洪工作的全面胜利。

（一）雨情

2007 年汛前 1-5 月，我市累计平均降雨量为 249.4mm，与多年平均相比正常偏少

14.5%。

6 月下旬以后，淮河流域发生了全流域性的大洪水。我市全汛期(6-9 月)降雨量

全面超过 1991 年、2003 年，降雨特点为梅期长、降雨量多、分布范围广、时间跨度

长。我市从 6月 19 日入梅，至 7月 25 日出梅，梅雨期共 37 天，比常年多 15 天。入

梅后，我市先后遭遇 4次大到暴雨过程，全市梅雨期累计平均降雨 611.2mm，其中盱

眙、洪泽、楚州、淮阴 4个县(区)站雨量超过 600mm，最大降雨量盱眙站雨量达 749mm。

与往年比较，是同期多年平均的 2.2 倍，同期降雨量仅次于 2003 年（643.2mm），超

过 1991 年（579mm）和 1954 年（441.0mm），为建国以来第二个最大值。

2007 年我市最大 30 天降雨量累计平均 579.9mm(6 月 22 日至 7 月 21 日)，与有

降雨量记录以来最大 30 天降雨量比较，不及 2003 年最大 30 天(6 月 22 日至 7月 21

日)累计平均降雨 621.2mm，超过 1991 年最大 30 天(6 月 16 日至 7月 15 日)累计平均

降雨 571.7mm。

出梅后至 9 月 30 日，我市共发生 6 次较大降雨过程，累计平均降雨 371.2mm，

较多年平均 293.9mm 多 26.3%。其中，8 月 27 日全市平均降雨 54.5mm，洪泽日降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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量达 103.0mm；9 月 18 日起受第 13 号超强台风韦帕影响，19 日两天全市平均降雨

146.7mm。今年汛期至9月底，全市累计平均降雨量达981mm，比多年同期降雨多56.8%，

超过 1991 年及 2003 年，为建国以来汛期降雨最多的年份。其中，盱眙 1086mm、洪

泽 994mm、楚州 980mm，分别比多年同期多 75.1%、68.4%、58.5%。

（二）水情

由于前期降雨偏少、水稻栽插等用水量大，2007 年 6 月 30 日洪泽湖蒋坝水位下

降到 11.72m。6 月下旬淮河上中游地区同时连续降雨，淮河流域发生了全流域性大洪

水。7 月 10 日入洪泽湖最大总洪水流量达 11440m3/s，7 月 15 日 13 时蒋坝最高水位

达 13.89m，超过警戒水位 0.39m，超过警戒水位时间 20 天。7 月 20 日 10 时淮河干

流吴家渡洪峰流量为 7520 m3/s，淮河盱眙最高水位 15.37m，超过警戒水位 1.07m，

超过警戒水位时间 26 天；11 日 11 时入江水道金湖站最高水位达 11.55m，超过警戒

水位 1.05m，为入江水道建成以来第三高水位，超过警戒水位时间 44 天；7月 21 日

8 时高邮湖最高水位 8.81m，超过警戒水位 0.31m，超过警戒水位时间 21 天。

三河闸 7月 4日上午 6时开始泄洪， 7月 6日 12 时 30 分全开泄洪，11 日 14 时

最大泄洪流量达 8500 m3/s，随着水位变化 8月 10 日 10 时减小到 4000 m3/s，8 月 12

日增加到 6000 m3/s，8 月 16 日起逐渐压缩，8月 26 日起随着洪泽湖蒋坝水位的升高

再次增大，9 月 1日加大到 4000 m3/s 后逐步压缩，9 月 12 日 11 时关闭。9 月 19 日

由于台风影响水位抬高，三河闸再次开启泄洪，20 日加大到 3000 m3/s。整个汛期，

入江水道行洪流量超过 5000 m3/s，时间达 44 天，超过 8000 m3/s 行洪时间达 17 天。

淮河入海水道 7月 10 日 12 时开始行洪，7月 24 日 2 时达今年最大流量 2080 m3/s，

二河新闸于 7月 31 日 17 时关闭，共行洪 22 天，泄洪总水量达 36 亿 m3；同时分淮入

沂流量近 500 m3/s，二河闸 7 月 11 日 20 时最大总泄洪 2510 m3/s。从 7月 7 日开始

到 8 月 5 日蚌埠闸下泄洪水总量达 169.08 亿 m3，7 月 6 日开始到 8 月 4 日入洪泽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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洪水总量达 223.57 亿 m3，不及 2003 年最大 30 天洪量 275.5 亿 m3，超过 1991 年最大

30 天洪量 88.5 亿 m3，入洪泽湖最大 60 天(7 月 4 日至 9月 1日)洪水量达 331.67 亿

m3，不及 2003 年最大 60 天洪量 400 亿 m3,超出 1991 年最大 60 天洪量多 30.2 亿 m3。

整个汛期 5 到 9月入洪泽湖洪水总量达 401.60 亿 m3，洪泽湖主要出湖河道共排泄洪

水 461.13 亿 m3。

（三）险情、灾情

由于全市流域性堤防长时间处于高水位行洪状态，导致部分水利工程出现险情。

整个汛期，我市境内共出现险情 7 处，洪泽入江水道小弯段、盱眙县后岩水库大坝及

淮河沿线蛤滩圩、沙岗圩、圩滩圩和溜子滩圩等堤防分别出现滑坡、管涌、漏洞等险

情；盱眙县河桥镇长中东圩、盱城镇沙岗圩、古桑乡磨涧圩圩堤漫溢。但总体来看，

全市各类水利工程总体运行平稳，没有发生重大险情，也没有因洪涝灾害发生人员死

亡。

据统计，全市受灾人口 118 万人，直接经济总损失 12.5 亿元。其中，农田积水

受淹面积 420.5 万亩，受灾面积达 264.7 万亩，成灾面积达 141 万亩，农作物绝收面

积达 57 万亩；累计倒塌民房 1205 户、3244 间，损坏民房 6250 间；受淹企业 247 个，

停产 117 个；水产受灾 33.74 万亩，损失 3.7 万吨；全市农林牧渔业直接经济损失

11.18 亿元。受涝严重地区主要集中在楚州、洪泽、金湖三县（区）的里下河圩区，

白马湖、高宝湖周边地区，盱眙沿淮河沿洪泽湖地区，淮阴区淮沭河以西等地区，涟

水唐集、石湖等低洼地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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九、水资源管理

2007 年，我市水资源管理工作在省业务部门的正确指导下，以实现全市水资源可

持续利用目标，以水利工作为中心，突出重点、扎实工作、认真履行水资源管理工作

职责。

（一）以饮用水源保护为重点，全面加强水功能区管理

一是开展饮用水源地码头清理工作。根据市政府《关于加强市区饮用水源保护区

管理的通告》（淮水政发〔2006〕68 号）和《关于清除市区饮用水源地保护区码头设

施及货物的通告》（淮政发［2007］94 号）的要求，需拆除市区饮用水源地保护区清

浦区、开发区和淮阴区的码头 36 座（其中开发区 5座，清浦区 24 座、淮阴区 7座），

市水利部门负责拆除其中的 23 座，市水利部门协调三区水利部门成立工作小组，三

区水利堤防管理单位为具体责任人，筹措清理经费，攻坚克难，按期顺利完成 23 座

码头的清除工作。

市水利部门积极协调省直属单位清除饮用水源地的围网、网箱等。按照市政府

要求，市区饮用水源地的围网、网箱清除工作，由淮阴、清浦两区政府负责，由市水

利局负责督查。在此期间，市水利部门抽调人员，开展对两区的督查工作，对两区反

映的省两河闸闸塘回水区的养殖问题，积极做好和省淮沭河管理处联系工作，顺利地

完成了围网、网箱的清理任务。

二是大力加强入河排污口监管。在 2006 年全市入河排污口以及水体特征进行实

地调查登记的基础上，2007 年，市水利部门会同省淮安水文分局对全市主要水域开

展了纳污能力核定和限制排污总量研究工作，进一步核查了全市工业和城市生活的入

河排污量，初步提出了我市主要水域纳污能力和限制排污总量意见，为全省水域纳污

能力核定和限制排污总量研究提供了详实资料和重要参考，也为全市今后加强水功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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区管理，严格入河排污口审批打下了良好的基础。

三是《淮安市城市水源地安全保障规划》通过专家评审。随着经济社会的发展，

特别是城市化进程的加快，区域供水网络逐步扩大，城市饮用水水源地是否安全，不

仅事关一个地区的可持续发展，而且直接影响到人民群众的生命健康。因此，国家发

改委、水利部从 2004 年起在全国范围内部署开展了城市饮用水源地安全保障规划编

制工作。在省水利厅指导下，经过近两年的努力，市水利部门组织编制完成《淮安市

城市饮用水水源地安全保障规划》，于 10 月 14 日，在淮通过省水利厅组织的专家评

审。

目前我市有七个城市饮用水水源地，总供水人口 123 万人，全部为常年供水。《规

划》针对城市饮用水水源地水量、水质等多项定量指标进行了调查评价，提出了水源

地安全保障的具体措施。《规划》建议新增废黄河开发区水源地、里运河楚州水源地

和淮河盱眙水源地，同时对部分水源地取水口进行搬迁改造，从而将我市 7个现状饮

用水源地调增到 10 个，并规划实施水源地安全保障、应急备用水源和监测站网三大

工程。《规划》同时指出，淮安水源地安全保障体系建设、管理、保护力度及应对突

发性污染事故的能力还有待加强，水源地监测预警体系有待完善。目前，《规划》已

按程序报市政府批准。

四是继续开展重点水功能区水质监测。省地表水（环境）功能区划 2003 年初，

经省政府批准实施后，市水利部门会同有关部门拟定了水质监测方案，从 2003 年 8

月起对全市 20 个重点水功能区和省、市、县界河道等地表水体进行水质、水量的监

测与分析，每两个月编印一期《重点水功能区水质状况通报》，发往各有关部门和各

企业单位。为进一步掌握水质动态，加强水质监管，按要求从 2004 年 11 月起将监测

频次调整为每月一次，并将监测范围从重点水功能区调整为所有的缓冲区、饮用水源

保护区和调水保护区。到目前为止，市水利部门已编发了 48 期通报，使社会各界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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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了解我市水质情况。

（二）以开采计划为抓手，严格实施地下水开采总量控制

一是以市政府名义下达地下水计划并实施考核。根据省政府批准的新一轮全省地

下水超采区划分方案和省水利厅年度地下水开采计划，4月份，以市政府名义下达了

淮安市 2007 年度地下水开采计划，对省水利厅下达给我市的地下水开采总量控制计

划，进行分解并要求各县（区）将计划下达到辖区内每一眼深井，同时建立地下水超

采区开采量月报制度，便于及时掌握全市地下水超采区地下水开采情况，省厅下达年

度地下水开采计划 7150 万 m3。市水利部门按照省厅有关要求，通过实地检查台帐、

查阅用水档案、专项调查统计等多种方式，切实加强地下水计划执行情况的考核。2007

年市水利部门对全市涟水、金湖、市区三地实行地下水超采区月报制度，为压缩全市

深层地下水超采区开采量提供了可靠的依据。全年深层地下水开采量 6847 万 m3，压

缩深层地下水开采量 505 万 m3，地下水压采工作取得明显成效。

二是开展全市地下水水位、水量远程自动监测工作。为提高水资源管理信息化水

平，进一步加强全市地下水动态监测工作，有效保护地下水资源，今年购置有关设备

和软件对全市地下水水位、水量远程实行了自动监测。

三是实施地下水 “四个一”管理。为进一步规范地下水管理，将“一井一档”

的管理制度推广到所辖各县区。档案收集的资料，既包括深井编号、井径、井深、井

位（附照片）、成井柱状图，也有取水许可证、年开采量、开采计划、取水泵技术资

料以及取水计量等技术资料。

（三）多管齐下，大力开展节约用水工作

2007 年，市水利部门编制完成了《淮安市节水型社会建设规划》、组织实施了九

大行业节水行动、启动开展了国家级节水型城市创建、组织开展了节水万人签名等活

动。据不完全统计 2007 年全市仅工业节水投资就达 7185.12 万元，新增工业节水能



23

力 3400 万 m3，减少工业污废水排放 2300 多万 m3。主要措施有：

一是狠抓节水载体建设，以节水保发展。创建节水型企业。2007 年，天士力帝

益药业有限公司等 11 家企业（单位）开展了创建省（市）级节水型企业（单位）工

作，并于年底前完成了验收工作。创建节水示范项目。2007 年，全年累计完成节水

项目投资 7185.12 万元，形成节水能力 3400 万 m3。其中江苏金莲纸业有限公司“废

水资源综合利用”等 13 个工业节水项目通过了省（市）级节水示范项目验收。创建

节水型高校。2007 年，淮安信息职业技术学院和江苏省食品职业技术学院 2 所高校

创建省级节水型高校工作已通过省水利厅、教育厅联合验收。

二是充实节水服务内容，以节水促和谐。2007 年市水利部门共计走访用水单位

100 多家次，接受各类节水咨询 200 多次，上门安装节水器具 60 多套，地下水回灌

26 万方，组织节水培训 2次，开展群众性节水宣传活动 2次，发布节水信息 22 条，

发送节水简报、宣传册 1000 多份。一是开展节水巡展和节水签名等宣传活动。制作

了 20 块节水宣传栏，安排在市政府大院、多个居民小区巡回展示；组织江苏食品职

业技术学院的近万名师生员工，参加淮安首个节水万人签名活动。二是组织节水培训。

为提高企业用水水平，2007 年 5 月份，市水利部门在市区举办了淮安市首期创建节

水型企业和水平衡测试培训班，全市 50 多家主要用水企业的 100 多名管水人员参加

了培训；为普及节水知识，10 月份，在富春社区举办了“市民节水”讲座活动，近

百名市民接受了培训。

三是创建国家节水城市，以节水建生态。科学发展观的基本要求是全面协调可持

续。为贯彻这一指导精神，8月 9日中共淮安市委第五届四十四次常委会指出，我市

在注重经济发展的同时，也要重视人居环境的生态建设，并决定我市启动国家级节水

型城市的创建工作，市水利局为创建牵头单位。市水利部门积极开展创建活动的前期

调研和筹备。2007 年 8 月份，委托河海大学编制《淮安市节水型城市规划》，目前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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划已经通过省厅组织的专家评审。同时，以节水型社区创建工作为抓手，大力开展节

水型社会建设。社区是城市的细胞。2007 年 9 月份，我局在富春花园社区，首次开

展了省级节水型社区创建工作，为明年在全市大范围创建节水型社区打基础、做准备。

（四）以取水计量为手段，全力抓好水资源费征收工作

2007 年市、县两级水资源费标准基本到位。在此基础上，积极推广智能取水计量

设施，推行先交费后用水的用水管理模式。在出台调价政策、加强计量管理的同时，

还加强了制度建设和用水服务工作，以服务促收费，使水资源费成为调节各类用水的

价格杠杆。通过建章立制，加强对规费征收人员培训，使规费征收人员不仅能熟悉相

关的法律法规和收费依据，还能熟悉水情、工情、厂情；不仅使规费征收人员能规范

自己的言行，还通过规费征收人员的工作，规范了取水户的缴费行为。目前，市县两

级都已建立了收费管理制度，如收费人员工作守则、抄表制度、收费人员奖惩制度、

票据管理制度等等。规范的服务得到了用水单位的一致好评，水资源费征收工作也得

到了企业的理解与支持，取得了较好成绩，2007 年全市共征收水资源费 1800 万元，

其中南水北调基金 590 万元，比去年增收 17%，园满完成水资源费征收任务 1500 万

元（其中南水北调基金 585 万元）的年度目标任务。

（五）其他工作

一是做好建设项目水资源论证和取水许可审批工作。建设项目水资源论证制度是

优化水资源配置、加强水资源节约、推进水资源保护的有力抓手。截至 2007 年底，

对洪泽湖啤酒、淮阴大地绿色食品、涟水蒋庵变电所、康浦投资、安邦电化、赛利化

工等 6个项目组织建设项目水资源论证，项目取用地下水年取水量量 131.8 万 m3，目

前已全部报省厅批准。在抓好水资源论证工作的同时，严格按省厅要求，建设项目取

水工程进行验收，核发取水许可证。

二是组织开展全市上半年度水资源管理检查工作。为贯彻落实国务院《取水许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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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水资源费征收管理条例》，根据《江苏省水资源管理考核办法》以及 2007 年度县（区）

水利工作目标中水资源管理、节水型社会建设相关内容，8月，组织人员对全市上半

年水资源管理及节约用水工作开展检查，以水资源管理、水资源费征收、南水北调基

金征收以及节约用水工作开展情况为重点，采取听介绍、看台帐、实地检查等方式进

行，针对检查中发现的问题研究对策，进一步推进我市水资源管理工作。

三是做好水资源基础工作。《淮安市水资源综合规划（送审稿）》已经完成。10 月

份组织对《淮安市水资源综合规划》六个子规划进行了初步审查，并和规划编制单位

交换意见，12 月底前省水文局完成规划的送审稿，目前已报省厅待评审；编制完成

2007 年全年 1-4 期地下水动态报告，1-12 期淮安市重点水功能区水质通报；做好 2006

年度淮安市水资源公报编制与发布工作；做好年度水资源管理信息统计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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