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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京市水资源供需分析

魏保义 ,王　军

(北京市城市规划设计研究院 ,北京 100045)

摘要 :北京是一个水资源紧缺的特大型城市 ,随着首都经济和社会的快速发展 ,水资源供需矛盾越来越突出。根据“北

京城市总体规划”,从北京市水资源开发利用、需水量预测分析等方面 ,对北京市的水资源供需平衡情况进行了分析 ,

并提出了解决或缓解北京市水资源供需矛盾的建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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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upply and Demand Analysis of Water Resources in Beijing
WEI Bao2yi ,WAN G J un

( B ei j ing M unici pal I nstit ute of Cit y Planning and Desi gn , Bei j ing 100045 , China)

Abstract : Beijing is a large city which is faced wit h severe shortage of water resources. Wit h t he social2economic development , t he imbalance be2

tween t he supply and demand of water resources is becoming more and more obvious. Based on "Beijing City Overall Plan" , t he planning of water

resources in Beijing is analyzed in t he aspect s of development and utilization as well as balance between supply and demand. At t he same time , t he

suggestions of solving or reducing t he problems of water resources shortage are put forwar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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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北京是世界上严重缺水的特大城市之一 ,年人均水资源

量不足 300 m3 ,仅为全国人均的 1/ 8 ,世界人均的 1/ 30 ,是资

源性缺水地区。水资源是经济和社会发展的基础性资源 ,水

资源的不足 ,不仅会制约城市的社会经济发展 ,甚至会对社会

安定产生不良影响。本文结合“北京城市总体规划”的编制 ,

从可供水资源量、需水量预测分析等几方面 ,对北京市 2020

年水资源供需平衡情况进行了分析研究。

1 　北京市水资源概况

北京市位于华北平原西北部 ,地处海河流域中部 ,西以西

山与山西高原相连 ,北以燕山与内蒙古高原相连 ,东南面向平

原 ,全市总面积约 16 400 km2 。境内主要有永定河、潮白河、

北运河、拒马河、　河等五大河流。本市水资源主要是靠地区

降水产生的地下水和地表径流 ,其次是从河北、山西等地区流

入境内的地表径流。

根据相关资料研究分析 [1 ] ,北京地区 1956 年 —2000 年

平均年降水为 585 mm ,受季风气候及地形的影响 ,降水时空

分布极不均匀。年际变化悬殊 ,丰枯水年全市平均降水量可

相差 315 倍 ,个别地区可达 518 倍 ;降水年内分配也不均 ,汛

期 (6 月 —9 月)雨量一般占年降水量的 85 % ,最大 3 天雨水

可占全年的 30 % ,尤其是进入 21 世纪以来 ,受全球气候变化

以及城市热岛效应的的影响 ,极端降雨情况更是时有发生 ;此

外还会出现连续丰水年和连续枯水年的情况。

由于整个华北地区的干旱少雨及上游地区用水量的增

多 ,近几年北京市水资源储量明显减少 ,尤其是北京市两座主

要水源水库 ———官厅水库、密云水库来水量减少的尤为突出 ,

水库蓄水量急剧下降。为了维持城市发展及百姓的正常生

活 ,除了不断加强节约用水外 ,只有通过超采地下水来弥补地

表水资源的减少。根据相关资料统计 [2 ] ,从 1999 年到 2006

年 ,北京市地下水位持续下降 ,共约 916 m 左右 ,地下水资源

储量减少了约 50 亿 m3 。密云和官厅两大水库是本市主要地

表水源 ,其来水量在近几年严重衰减 ,详见图 1 [2 ] 。官厅水库

20 世纪 70 年代年均来水量约为 8 亿 m3 ,80 年代年均来水量

约为 411 亿 m3 ,2002 年来水量仅 0193 亿 m3 ;密云水库 20 世

纪 60 —70 年代 ,年均来水量约为 12 亿 m3 ,80 —90 年代年均

来水量约为 717 亿 m3 , 2002 年来水量仅为 0178 亿 m3 。

2 　北京市用水量概况

自 1999 年以来 ,北京发生连年干旱 ,本地可利用水资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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量愈发紧张 ,为保障首都经济社会持续稳定发展 ,北京市政府

和有关管理部门采取各种措施 ,落实《21 世纪初期首都水资

源可持续利用规划》,解决和应对首都水资源紧缺问题 [3 ] 。除

了继续超采地下水外 ,主要通过建设怀柔、平谷、房山、昌平等

应急水源地 ,从上游山西、河北调水进京 ,以及推广再生水利

用等途径 ,来增加北京市的可供水量。此外 ,还通过调整产业

结构以及农业种植结构 ,限制和转移高耗水行业 ,推广节水灌

溉 ,大量压缩农业用水以及牺牲生态环境用水等途径 ,以保障

首都的社会生活、生产用水正常需求。从 20 世纪 80 年代至

今 ,北京市实际年用水量呈逐年下降趋势 ,详见图 2 [2 ] 。根据

统计 [2 ] ,从 1986 年到 2000 年 ,全市年平均用水量约为 42119

亿 m3 ;从 2001 年到 2006 年 ,全市年平均用水量约为 35145

亿 m3 ,降低了约 6174 亿 m3 。2006 年 ,北京市全年总用水量

约为 3413 亿 m3 ,其中工业用水量约为 6121 亿 m3 ,农业用水

量约为 12178 亿 m3 ,生活用水量约为 1317 亿 m3 ,其余 1161

亿 m3 为生态景观用水。

图 1 　1988 年 —2006 年官厅、密云水库水资源量变化

图 2 　北京用水量年际变化

3 　需水量预测分析

北京是全国的政治中心、文化中心 ,是世界著名古都和

现代国际城市 [4 ] ,根据《北京城市总体规划 ( 2004 —2020

年) 》,2020 年北京规划人口规模控制在 1 800 万人 ,其中城

镇人口规划控制在 1 600 万人 ,规划城市建设用地规模控制

在 1 650 km2 。北京的经济发展要加快产业结构优化升级 ,

大力发展科技含量高、资源消耗低、环境污染少的新型工

业 ;深化农业结构调整 ,积极发展现代农业 ,促进农业科技

进步。

根据上述北京城市发展规模及发展导向 ,规划考虑水资

源配置的基本原则主要为确保城乡人民生活用水 ,兼顾生态

环境用水与生产用水 ,要压缩农业用水、控制工业用水并适当

增加生态用水。经预测 ,在充分考虑节水的情况下 ,2020 年

平水年及偏枯年需水量分别约为 51163 m3 和 54103 亿 m3 ,

详见表 1 [4 ] :

表 1 　北京市 2020 年总需水量预测成果

亿 m3

项　　目 平水年 ( P = 50 %) 偏枯年 ( P = 75 %)

农　　业 12. 2 14. 6

农村生活 　0. 73 　0. 73

城镇生活 15. 6 15. 6

工　　业 　9. 0 　9. 0

生态环境 12. 1 12. 1

输水损失 　2 　2

合　　计 51. 63 54. 03

4 　供需平衡分析

北京市可供水资源主要包括本地地表水、地下水、再生水

及外调水。本地地表水主要是指官厅水库、密云水库及市内

其它水库、河道基流可利用水资源量。地下水主要是指地下

可供开采利用的水量 ,即在一定的技术经济条件下可获得的

并在质量上符合要求 ,开采后对环境质量是允许的那部分地

下水资源。根据相关研究分析 [4 ] ,北京市 2020 年平水年及偏

枯年本地地表水可利用资源量分别约为 1114 亿 m3 和 812

亿 m3 ,地下水可利用资源量均为 24 亿 m3 ,本地可利用水资

源总量分别约为 3514 亿 m3 和 3212 亿 m3 ,水资源量缺口分

别约为 16123 亿 m3 和 21183 亿 m3 。

为了保障北京市生态环境系统稳定和经济社会可持续发

展 ,必须坚持“节流、开源、保护并重”的原则 ,通过以下几方面

措施 ,以实现 2020 年北京市水资源在偏枯年情况下供需基本

平衡 [1 ,4 ] 。

①建设节水型社会。建设节水型社会是应对水资源紧缺

的首要出路。除了要按照总体规划要求严格控制城市发展规

模外 ,重点积极推广节水新技术 ,大力发展喷灌、滴灌 ,完善渠

道系统 ,减少渗漏损失 ,建设节水农业 ;调整用水结构 ,提高用

水效率 ,严格控制用水效益低、耗水多 ,能耗高的工业在京发

展。通过上述措施 ,严格控制 2020 年偏枯年情况下规划蓄水

量不突破 54103 亿 m3 。

②多渠道开源。开源是增加水资源量的重要手段。从 20

世纪 80 年代开始 ,水资源规划中就提出利用外地调水 ,来增加

北京水资源量。此外随着科学技术的发展 ,还逐渐提出再生水

利用、雨洪利用、海水淡化等其它多种方式 ,来缓解北京水资源

供需矛盾。根据规划[4 ] 2020 年南水北调中线引水进京约 14

亿 m3 / a ,再生水利用量将达到 8 亿 m3 / a 以上 ,即 2020 年偏枯

年情况下可用水资源总量约为 5412 亿 m3 ,基本能够满足供需

平衡。在丰水年及平水年 ,应充分利用地表水及外调水源 ,加

大雨洪利用 ,养蓄地下水 ,从而增加本地可利用水资源量。

③治理污染 ,保护水源。水质污染加重了水资源的供需

矛盾 ,治理水污染 ,保护水资源 ,是缓解首都水资源紧缺的根

本措施。要对点源污染、面源污染进行全面治理 ,要继续划定

水源保护区 ,加强水源地管理 ,重点控制工业企业的污水排

放 ,减少农业面源污染。此外还要联合上游省 (市) 、地区 ,继

续修复官厅水库水质 ,稳定密云水库水质 ,从而保证首都水资

源的安全供给。 (下转第 54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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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下水中 NO3 含量、矿化度和硬度都显著增大。因此 ,急需

重视化肥、农药最佳施用量与地下水安全问题研究 ,为施肥农

药增产与减少化肥农药投入、科学防控地下水污染而寻找最

佳平衡点提供科学依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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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结论及建议

综上所述 ,北京属于资源性缺水城市 ,随着首都经济和社

会的快速发展 ,水资源供需矛盾越来越突出。为了实现在

2020 年偏枯年情况下北京市水资源供需基本平衡 ,需要严格

控制城市发展规模 ,建设节水型社会 ,早日实现南水北调引水

进京 ,积极推广利用再生水 ,同时还需继续加强水源保护工

作 ,保证首都水资源的安全供给。

为了充分、合理地利用有限的水资源 ,规划考虑应发挥密

云水库及地下水的多年调节作用 ,优先配置使用南水北调来

水 ,后用密云水库水 ,用密云水库作为南水北调的间接调蓄水

库 ,使密云水库有所储备 ,确保城市供水安全。坚持贯彻“优

水优用”的原则 ,密云水库、南水北调来水和优质的地下水要

优先满足生活用水 ;对水质要求不高的工业和农业 ,尽量使用

再生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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