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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制完成地下水井封填方案，5月 12日开始封填施工，截止 10 月共封填地下水井 71

眼，经市政府同意延期封填 14眼。

切实提高水资源费和南水北调基金征收到位率。严格执行征收政策，分解下达征缴

任务，列入市水利局系统年度考核内容。2011 年全市征收水资源费 3409 万元，完成

2900万元任务的 117%。南水北调基金征收 1514万元，完成 1410万元任务的 107%。

进一步提升水资源管理水平，取水许可规范化管理更加严格。省水资源管理信息系

统一期工程建设有序开展，编制完成实施方案，实施淮安市分中心工程建设，已完成

95%的工作量。

（三）全面推进节水型社会建设

2011 年，全市累计建成涵盖企业、医院、高校、社区、灌区的节水载体 162 个，省级

节水型载体的取水量已占到总取水量的 85%以上。累计新上节水示范项目 91个，节水

减排能力达到 1.5 亿 m3。全市万元 GDP 取水量由 2005 年的 654m3/ 万元降低到 202

m3/ 万元。通过了节水型社会建设省级试点专家审核和 5年总验收，被授予“江苏省节水

型社会建设示范市”称号。

严格节水管理，深入用水单位，挖掘节水潜力，指导、鼓励用水单位新上节水减排项

目，全市建成 9个节水示范项目，新增年节水减排能力 2594 万 m3。九大重点行业节水

减排示范工程获得全市创新项目优胜奖。创新节水宣传，突出全民参与，组织开展了“节

水进社区”、“淮安城乡节水宣传月”等活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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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河和淮沭河东流入海。

淮安市总面积 10072km2，其中陆地面积 7347.79km2，水面面积 2724.21km2。全市

山丘区面积 1764.3km2，洪泽湖水面面积 807.04km2。淮河水系面积 7414km2，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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658km2，主要水体有废黄河、中运河、淮沭河、盐河等。由于自然因素及水利工程

的原因，除淮河承接上游来水下泄洪泽湖和洪泽湖承接上中游其它来水外，其它各水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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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1 年全市可耕地面积 599.62 万亩，其中水田 413.73 万亩，旱地 185.89 万亩；有

效灌溉面积 456.47 万亩，其中水田 302.05 万亩，旱地 154.42 万亩。粮食总产量 453.42

万 t。

2011年末全市总人口 543.24万人。2011年全市地区生产总值 1690.00 亿元，其中

第一产业 223.46亿元，第二产业 794.18亿元，第三产业 672.36 亿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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九、水资源管理

2011年，我市认真落实最严格的水资源管理制度，不断加强水资源管理工作，全面推

进节水型社会建设，提高水资源的利用效率和效益。

（一）加强饮用水源地保护

认真贯彻落实省饮用水安全有关要求，在水源地保护的规划、建设、监控管理和综合

整治等方面采取一系列措施，并取得了初步成效。

（1）全面实施白马湖退圩还湖

白马湖是淮安市区第二水源地，目前圈圩密布，各类种养殖面积占比达 92%，严重影

响湖泊的防洪、排涝、灌溉等功能。为应对市区水源地突发性水污染事件的发生，白马湖

综合治理势在必行。2011年 3月，《淮安市白马湖退圩（围）还湖专项规划》得到省政府批

复。白马湖保护工作取得明显成效，实现圈围（圩）清退目标，圩堤破除，湖阔水清。退圩

（围）还湖综合治理项目，获得市政府经济类创新项目一等奖。

（2）生物生态处理洪泽县城尾水

洪泽县城污水处理厂尾水生物生态处理工程，日处理尾水总规模 10万m3，利用宁连

高速公路东侧，苏北灌溉总渠以南，宽 500 余 m、长约 6500m的地块，建设人工湿地、稳

定塘等，对污水处理厂尾水进行“生物－生态”处理，处理后的尾水部分用于农业灌溉、生

态补水，多余尾水穿越苏北灌溉总渠排入淮河入海水道，东下入海，彻底解决了洪泽县城

尾水经浔河排入白马湖污染水质的难题。项目投资 1.3 亿元，2011年 3月开工，年底前已

基本完工。

（二）落实最严格水资源管理制度

突出地下水管理，保护地下水资源。2010 年，市政府决定在两年时间内关闭主城区

（清河、清浦、淮安区、市经济开发区）自来水管网到达地区的地下水井，除保留主城区 29

眼地下水井作为全市应急饮用水源及观测井外，其余 85眼地下水井全部关闭。2011 年



2011 年淮安市行政分区面积表

2011 年淮安市行政分区主要社会经济指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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业、航运用水不受影响。

我市积极配合省防指通过江水北调工程补充淮北水源，抓好用水管理，严格制定用

水计划，对江水北调沿线灌区按流量和水位双重指标控制用水。至 6月底全市各灌区渠

首共引提水 11.1亿 m3，完成全市计划 430万亩水稻农灌任务。

全市共投入抗旱人员 61.5 万人，投入抗旱泵站 1145 处、机电井 60眼、机动抗旱设

备 5.438 万台套、装机容量 21.97 万 KW、机动运水车 530 辆，投入抗旱用电 2888.6 万

度、用油 2857.5t，共投入抗旱资金 6045 万元。累计引提水 1.43 亿 m3，浇灌耕地面积

255万亩次，解决饮水困难人口 2.40万、大牲畜 1720头，挽回农业损失1.63 亿元。

2011年我市进一步加大流域性防洪工程、南水北调、区域治理等重点工程建设力

度，稳步提升了防灾抗灾能力。汛前我市精心谋划，做好各项准备工作，组织汛前检查，

依法清除河湖阻水障碍，全面落实防汛防旱责任制，落实防汛物资和应急抢险队伍，进

一步加强防汛指挥系统建设。及时修订完善各类防汛防旱预案，编制完成《淮安市城市

突发性强降雨应急排涝抢险预案》并通过专家评审，提升了应对突发性强降雨的应急能

力。

进入 7月之后，雨水增多、境内河湖水位回升，我市旱情缓解。为确保安全度汛，各

级防指严格执行防汛工作制度，强化天气形势和汛情监测，确保各类水利工程安全。三

河闸开闸泄洪之后，入江水道沿线盱眙、洪泽、金湖三县迅速落实防御措施，开展巡查防

守，保证了今年汛期行洪安全。

做好城区防洪排涝工作，入梅后市区多次发生日降雨量超过 50mm的短时强降雨，

对城区防汛形成较大压力。市、区防指坚持主城五区联动，强化和坚持责任包干、驻点抢

排、快速应急响应、河道水位预降、泵站水位警戒线、泵站运行经费审核等六项机制，确保

了城区防汛安全。



2011 年淮安市行政分区降水量与多年平均降水量比较图

二、降水量
2011 年全市平均降水量 1057.4mm，折合降水总量 106.6 亿 m3，比多年平均多

8.5％，比上年多 17.4％，在 1956－2011年降水量系列中居第 20位，属于偏丰年。

2011 年淮安市行政分区降水量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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八、水旱灾害

（一）水情

2011 年 1-7 月，淮河干流入洪泽湖总水量 16.8 亿 m3，不足同期多年平均淮河来水

总量的 2成。8-9月，淮河干流有 2次明显来水过程，8月 2日至 25日一次，8月 25日至

9月 10日一次，淮河干流吴家渡最大来水流量出现在 8月 28日为 2270 m3/s。三河闸 8

月 18日开闸泄洪，主汛期共开闸 19d，泄洪总量 30.8亿m3。

受上游来水及本地降水减少影响，上半年洪泽湖蒋坝水位持续下降，6月 23日，蒋坝

水位降至11.08m，为 2002年以来的最低水位。为补充淮北水源，淮安抽水站 2010年 11

月 22 日开机翻水，2011年 7月下旬关机，累计开机 246d，翻引江水 38.9 亿 m3。淮阴抽

水站2010年 11月 26日起，累计连续开机 240d，调水 28.8亿 m3。6月下旬至 7月上旬，

在淮安站连续开机补水情况下，洪泽湖仍陆续低于死水位 11.30m运行 12d，境内中小水

库蓄水量仅为常年蓄水量的 20%，塘坝基本干涸。

（二）灾情

2010年汛后至 2011年 7月初，淮安遭遇秋冬春夏四季连旱。全市大部地区出现旱

情，主要分布在盱眙县、涟水县、金湖县、淮阴区、淮安区 5 个县（区），受旱灾影响总人数

236.4 万，耕地受旱总面积 332 万亩，其中轻旱 157 万亩、重旱 165 万亩、绝收 10 万亩，

全市 3.1 万人、5760 头大牲畜因旱饮水困难，全市因旱直接损失 7.07 亿元，其中农业损

失 5.87亿元。

（三）防汛防旱工作

在省防指和市政府的领导下，全市各级防指科学调度，全力以赴抗击旱灾，充分发挥

全市各类水利工程抗旱减灾效益，保证了全市 430 万亩水稻的顺利栽插和居民生活、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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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空分布】

全市降水量空间分布不均，总的趋势是南部大，北部小。行政分区中盱眙县面雨量最

大，为 1239.3mm；涟水县面雨量最小，为 872.7mm。雨量站实测年降水量最大为盱眙县

盱眙站的 1356.4mm，最小为涟水县高沟站的 717.9mm，前者比后者大 88.9％。

降水量年内分配严重不均，全市上半年降水偏少，1月基本无降水，降水主要集中在

7、8两个月。各县区最大两个月降水量占全年降水量的比值一般在 55％到 62％之间，平

均为 59.3％。汛期（6－9月）降水量占全年降水量的比值一般在 70％到 80％之间，平均

为 76.1％。

2011 年淮安市降水量月分配图

【梅雨】

2011年 6月 17日入梅，7月 21日出梅，梅期 35天。入梅略早，出梅迟，梅期长，雨日

多。梅雨期内全市降雨日 25天，主要有 3次降雨过程，累计平均降雨量 344.5mm，较同

期多年平均多 38.8%。出梅后，先后受强对流天气、台风和冷空气影响，全市降水呈多发

态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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湖泊、水库富营养化评价：汛期、非汛期及全年期洪泽湖、高邮湖、白马湖、宝应湖水

质均处于轻度富营养状态；龙王山水库水质汛期处于轻度富营养状态，非汛期及全年期

水质处于中营养状态。

2011 年影响淮安市各水域水质的主要因子为总磷、氨氮、高锰酸盐指数等。对于湖

泊、水库来说，总磷的影响尤为突出。

（二）水功能区水质

参加评价的保护区、保留区、缓冲区，饮用水源、工业用水区和饮用水源、农业用水区

共 18个水功能区，其中汛期、非汛期及全年期达标的均为 14个，达标率为 78％。在全年

期 14个达标的水功能区中有保护区 9个、保留区 2个、缓冲区 1个，饮用水源、工业用水

区 1个，饮用水源、农业用水区 1个。

2011 年淮安市水功能区达标情况统计表



三、水资源量

（一）地表水资源量

2011 年全市地表水资源总量 43.450 亿 m3，相当于年径流深 431.4mm，比 2010 年

地表水资源量多 86.7％，比多年平均地表水资源量多 79.0％

2011 年淮安市行政分区地表水资源量表

2011 年淮安市行政分区地表径流量与多年平均比较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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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水质

（一）河湖（库）水质

根据淮河入江水道、苏北灌溉总渠、二河、淮沭河、里运河、中运河、新河、废黄河、淮

河等 9条主要河流，洪泽湖、高邮湖、白马湖、宝应湖等 4个湖泊，以及龙王山水库共 18

个水功能区、50个水质断面的水质监测资料，按汛期、非汛期、全年期分别评价 2011 年

淮安市主要水域的水质状况。

2011 年，在参加评价的 50个水质监测断面中，汛期水质为Ⅱ类的断面占监测断面

总数的 16.0％，Ⅲ类占 38.0％，Ⅳ类占 20.0％，Ⅴ类占 24.0％，劣于Ⅴ类占 2.0％；非汛

期水质为Ⅱ类的占 34.0％，Ⅲ类占 30.0％，Ⅳ类占 22.0％，Ⅴ类占 10.0％，劣于Ⅴ类占

4.0％；全年期水质为Ⅱ类的占 34.0％，Ⅲ类占 26.0％，Ⅳ类占 26.0％，Ⅴ类占 10.0％，劣

于Ⅴ类占 4.0％。

2011 年淮安市主要水体水质断面类别图（全年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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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地下水资源量

2011年全市地下水资源量 15.119 亿 m3，比 2010 年地下水资源量多 2.054亿m3。

根据地貌划分，大部分为平原区，其地下水资源量为 13.780 亿 m3，占地下水资源总量的

91.1％；山丘区地下水资源量为 1.339亿m3，占 8.9％。

（三）水资源总量

2011年全市水资源总量为 55.714 亿m3，比 2010年多 21.795亿 m3。其中地表水资

源量43.450 亿m3，地下水资源量 15.119 亿m3，重复计算量 2.855亿m3。全市平均产水

系数为 0.52，平均产水模数为 55.3 万m3/km2。

2011 年淮安市行政分区水资源总量表
水量单位：亿 m3

（四）入境、出境水量

2011 年全市入境水量为 181.0 亿 m3，其中淮河水系入境 117.5 亿 m3，沂沭泗水系

入境 36.3 亿m3，江水北调入境 27.2亿 m3。全市出境水量为 164.8亿 m3，其中淮河水系

2011 年淮安市行政分区用水量表

单位：万 m3

（三）用水消耗

2011 年全市总耗水量 22.120 亿 m3，耗水率 64.6％。农田灌溉耗水量较大，为

17.894 亿 m3，占总耗水量的 80.9％，主要消耗于渠系损失、田间蒸发、渗漏及深层入渗

等；工业、城镇生活、城镇公共及三产消耗的水量较少，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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0.491 亿 m3，占总耗水量的 2.2％，耗

水率 11.4％。

六、用水指标

2011 年全市人均用水量为 630m3；单位地区生产总值用水量为 202m3/ 万元；农田

灌溉亩均用水量为 535m3，水田灌溉亩均用水量为 754m3；单位工业（不含火电）增加值

用水量为 21.2m3/ 万元；城镇人均生活用水量为每人每日 131L；农村人均生活用水量为

每人每日 91L。

2011年农业灌溉用水有效利用系数为 0.53，工业用水重复利用率为 79％，集中式饮

用水源地水质达标率为 1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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农田灌溉 71.4%

城镇居民生活
3.3%林牧渔 6.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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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境 73.6亿m3，沂沭泗水系出境（含江、淮水北调出境）91.2亿m3。

2011年洪泽湖入湖水量为 143.5 亿m3，出湖水量为 142.7 亿m3。

2011 年淮安入境水量分布图

四、蓄水动态

（一）地表水蓄水动态

2011 年洪泽湖年初蓄水量为 29.95 亿 m3，年末蓄水量为 34.72 亿 m3，全年增加蓄

水量 4.77 亿m3。全市其它主要河、湖、库年初蓄水量为 9.80 亿 m3，年末蓄水量为 11.05

亿 m3，全年增加蓄水量 1.25亿 m3。

（二）地下水动态

与 2010年年末相比，2011 年全市浅层地下水水位呈稳定和上升趋势，其中地下水

水位平稳区面积占 56.7%，上升区面积占43.3%。

2011 年全市深层地下水水位总体稳定，漏斗区水位下降的趋势得到有效控制。与

2010年年末相比，2011年淮安市城区深层地下水水位略有回升，Ⅱ承压地下水水位回升

0.03m，Ⅲ承压地下水水位回升 1.21m。

地表水供水组成比例

(二）用水量

2011 年全市总用水量为 34.218 亿 m3。各类用水中，农田灌溉用水 24.422 亿 m3；

林牧渔用水 2.171亿m3；工业用水 4.288亿m3，其中火电用水 3.361亿m3，占工业用水

的 78.4％，一般工业用水 0.927亿m3；城镇公共及三产用水 1.191 亿m3；城镇居民生活

用水 1.134亿m3；农村居民生活用水 1.012亿m3。

全 市 用 水 组 成 图

 
江水北调
15.0%

沂沭泗水系
20.1%

淮河水系
64.9%

 蓄水 18.8%

引水 41.5%

提水 39.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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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水资源利用

（一）供水量

2011 年全市总供水量 34.218 亿 m3，其中地表水供水量 33.072 亿 m3，占总供水量

的 96.7％；地下水供水量 1.146亿m3，占总供水量的 3.3％。在地表水供水量中，抽引长

江水量为 8.010 亿 m3；在地下水供水量中，浅层地下水供水量为 0.558 亿 m3，深层地下

水供水量为 0.588亿m3。

2011 年全市地表水供水量中，蓄水工程供水 6.203 亿 m3，引水工程供水 13.741 亿

m3，提水工程供水 13.128 亿m3。

2011 年淮安市行政分区供水量

单位：万 m3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