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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黄淮海流域位于长江以北，山海关以南，地处中国腹部，总面积144万km2，2000年全区总人口4.38亿
人，GDP约3.13万亿元，在全国宏观生产力布局和经济发展中占有突出的地位。
黄淮海流域属温带半湿润、半干旱大陆性气候，多年平均条件下人均水资源量为465m3，仅为全国
的21％，属资源型缺水地区。
目前水资源短缺已经成为制约区域社会经济发展和生态环境保护的瓶颈因子。
为缓解黄淮海流域日趋尖锐的水资源矛盾，实现地区社会经济持续稳定发展和生态环境系统稳定，党
中央十五届五中全会提出了“要采取多种方式缓解北方地区缺水矛盾，加紧‘南水北调’工程的前期
工作，尽早开工建设”的指示，国务院也制定了“先节水后调水，先治污后通水，先环保后用水”的
“三先三后”“南水北调”工程规划实施具体原则。
为了做好“南水北调”工程总体规划工作，水利部组织了跨部门、跨地区、跨学科的联合攻关，重点
加强对北方地区水资源合理配置的规划与研究工作。
“黄淮海流域水资源合理配置研究”作为总体规划的重要组成部分，力图从黄淮海流域系统高度出发
，在充分考虑流域内节水、治污挖潜和生态保护的基础上，以“四横三纵”的整体格局为空间配置骨
架，以解决供水区城市用水需求为最低配置目标，实现跨流域和跨省市的水资源合理配置。
黄淮海流域水资源合理配置涉及到国家和地方等多个决策层次，流域、部门和地区等多个决策主体，
近期、中期和远期等多个决策时段，社会、经济和生态等多个决策目标，是一个典型的多层次、多目
标和多主体的群决策问题，要想真正实现黄淮海流域水资源合理配置，必须对黄淮海流域缺水量、需
水量和南水北调工程调水等多方面问题有一个深刻的认识和正确解答后才可能实现。
为此该项研究集中对实现流域水资源可持续利用必须处理好的生产关系、现状缺水量、有无投资下的
缺水前景、受水区需调水量、南水北调工程合理调水规模、调水后区域自然和社会状态的演变情景和
南水北调工程风险等问题展开全面研究，在理论、方法和实践上进行了大量的有益的探索和创新，为
“南水北调”工程总体规划提供了重要的参考依据。
该项研究的数据支撑主要包括两大部分：一是包括流域和行政区在内的两套口径水资源数据，主要依
赖于《中国水资源公报》的相关基础数据和流域规划报告；二是社会经济数据，均采用国家统计局正
式出版公布的社会经济统计数据。
另外，相关水文数据则以国家水文局发行的《水文统计年鉴》为主要依据。
研究的理论基础和方法手段方面，以国家“六五”、“七五”、“八五”和“九五”期间在水资源领
域开展的相关攻关研究项目为基础；在水资源评价方法、“四水”转化规律、基于宏观经济的水资源
优化配置的理论与方法、以及面向生态的水资源合理配置理论与方法等方面均有较为成熟的技术和经
验，为跨流域水资源合理配置奠定了坚实的理论和实践基础，有效地保障了研究成果在理论、方法上
的先进性和生产实践中的可操作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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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本书系我国南水北调规划项目的成果总结，分别论述了我国南水北调东线、中线调水的概况，调水对
环境和社会经济的影响等，并提出水资源合理配置方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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整和节约用水的关系九、水资源开发利用和水资源保护的关系十、管理措施和工程措施的关系第二章 
水资源配置研究进展与理论模式第一节 水资源合理配置及其研究进展一、水资源合理配置二、流域水
资源合理配置研究综述三、水资源合理配置今后研究发展方向第二节 本次配置的指导思想与基本原则
一、指导思想二、配置原则第三节 基本依据与目标一、配置依据二、配置目标三、分区与规划水平年
第四节 配置的理论与方法一、基于强烈人类活动的用水竞争模式二、生态环境层面和国民经济层面的
水分均衡分析三、水资源供需的三次平衡分析四、四横三纵的水资源总体配置格局五、水资源合理配
置的五类基本手段六、水资源使用权调整的六项准则第三章 水资源合理配置模型第一节 水资源系统
分析方法简述一、系统分析二、水资源系统分析方法第二节 水资源系统概化一、水资源系统二、水资
源系统的概化三、多水源复杂水资源系统第三节 黄淮海流域水资源合理配置模型一、模型设计思路二
、数学模型三、模型功能和特点四、求解计算第四章 水资源开发利用现状分析第一节 2000年水资源开
发利用状况一、社会经济发展现状二、产水量与资源存量变化三、供水量与供水结构四、用水量与用
水结构五、水资源开发利用程度六、用水定额分析七、水资源质量第二节 1980年以来供用水变化趋势
一、供水工程发展现状二、供水变化趋势三、用水变化趋势四、城乡用水变化第三节 现状水平年缺水
分析一、国民经济缺水分析二、生态缺水分析三、缺水地区分布第四节 水资源开发利用中存在的主要
问题一、水资源开发利用程度很高，很难进一步挖潜二、供水不足制约了黄淮海流域的可持续发展三
、用水效率仍有待提高，需要不懈地狠抓节水四、水污染现象极其严重，水资源保护力度亟待加强五
、区域水资源配置格局不尽合理六、城乡水务一体化管理体制不顺，水权关系有待明晰第五章 以现状
供水能力为基础的一次供需平衡分析第一节 一次供需平衡一、一次供需平衡的思路二、一次供需平衡
的目的与意义第二节 社会经济发展态势预测一、人口与城镇化发展水平二、产业结构调整三、经济社
会发展指标预测四、粮食生产与灌溉面积发展预测第三节 以现状供水能力为基础的一次供需平衡分析
一、需水量预测二、可供水量分析三、以现状供水能力为基础的一次供需平衡分析第四节 一次供需平
衡的合理性分析一、需水总量合理性分析二、人均需水指标的合理性分析第六章 基于当地水资源承载
力的二次供需平衡分析第一节 二次供需平衡的基本分析思路第二节 节水对降低需水量的作用分析一
、用水效率的比较分析二、生活节水预测三、工业节水预测四、农业节水预测五、区域需水量预测第
三节 通过治污挖潜等措施增加当地可供水量一、污水处理与回用二、当地工程挖潜改造三、其他挖潜
措施四、区域可供水量预测第四节 黄淮海流域二次供需平衡分析一、黄淮海流域整体供需平衡分析二
、各流域供需平衡分析三、城市需调与农村需补水量分析第七章 南水北调总体布局与基于外调水的三
次供需平衡分析第一节 南水北调工程一、“四横三纵”总体格局二、东线工程三、中线工程四、西线
工程五、南水北调工程供水区第二节 扩大外调水合理配置范围的基本途径一、调水与退水二、水量调
配第三节 南水北调东、中线供水方案集及推荐方案一、供水方案集的生成二、推荐需调水量和调水规
模第四节 南水北调与黄河上中游水资源合理配置一、配置对象二、水资源合理配置现状基础分析三、
水量合理配置的操作性准则四、水量合理配置依据分析第五节 三次供需平衡与南水北调工程作用分析
一、三次供需平衡分析的思路二、三次供需平衡三、南水北调功效与调水后区域评价第八章 南水北调
对黄淮海流域的保障与促进作用及相关情景分析第一节 特枯年份南水北调对黄淮海流域的基本保障功
能一、枯水年和特枯年发生频率分析二、区域特枯年或连续枯水年来水衰减分析三、现状枯水年或连
续枯水年区域供用水状况分析四、特枯年份或连续枯水年区域供水能力及供需缺口分析五、特枯年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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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水北调对黄淮海流域的基本保障作用六、特枯年和连续枯水年应急对策第二节 南水北调对黄淮海流
域农业生产的促进⋯⋯第九章 结论与建议参考文献后记附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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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插图：根据南水北调工程三条线路所处的地理位置，东线、中线和西线工程的前期规划设计工作分别
由淮河水利委员会、长江水利委员会和黄河水利委员会负责。
1996年水利部组织专家委员会对三条线路的规划设计方案进行了论证，此次论证会之后各单位又做了
大量的工作，对调水规模、分期实施计划、工程技术等进行了进一步的研究修改，西线工程又进行了
多条线路的比较。
迄今，对东线和中线工程的研究已具有一定的深度，西线工程则仍需进行深入研究。
二、东线工程（一）规划线路南水北调东线工程是在江苏省江水北调工程基础上扩大规模向北延伸。
工程从江苏省扬州附近的长江北岸引水，利用和扩建京杭运河及与其平行的部分河道为主干线及分干
线输水。
黄河以南地势是北高南低，需在原本由北向南自流的大运河上，逐级建设泵站提水北送，连通洪泽湖
、骆马湖、南四湖、东平湖作为调蓄水库。
全线最高处东平湖水位与长江水位落差约40m，规划设13级泵站，总扬程约65m。
在山东省位山附近黄河河底建设倒虹吸隧洞穿过黄河。
黄河以北地势是南高北低，可顺大运河或新扩建河道自流到天津，新建、扩建千顷洼、大屯、大浪淀
、浪洼、北大港五处平原水库以调蓄来水。
从长江到天津北大港水库输水主干线长约1156km，其中黄河以南646km，穿黄段17km，黄河以
北493km；分干线总长约795km，其中黄河以南629km，黄河以北166km。
此外，为了向胶东供水，需建胶东输水分干线工程。
该分干线西起东平湖，东至威海市米山水库，全长701km，设7级提水泵站。
自西向东可分为西、中、东三段，西段即原西水东调工程；中段利用引黄济青渠段；东段为引黄济青
渠道以东河段。
东线工程规划线路图见附图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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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记

本书是《南水北调工程总体规划》附件6“黄淮海流域水资源合理配置研究”的主要研究成果。
该项研究是在水利部南水北调规划设计管理局的主持领导下开展的。
课题组顾问包括徐乾清院士、陈志恺院士、刘昌明院士和石玉林院士，顾问组在整个研究过程中给予
了全面充分的指导。
最终研究成果经由中国水利水电科学研究院的高季章院长和南水北调规划设计管理局的许新宜局长审
订，南水北调规划设计管理局总工韩亦方教授和中国水利水电科学研究院总工何少苓教授审核完成。
课题研究中得到了水利部海河水利委员会、黄河水利委员会、淮河水利委员会和长江水利委员会等流
域机构的大力支持，北京市、天津市、河北省、河南省、山东省、江苏省等地方部门的积极配合，以
及来自中国科学院、中国工程院、中国社会科学院、国家经贸委、科技部、农业部、国土资源部、建
设部、国家环保总局等各界专家的多方帮助。
该研究历时一年多，期间研究人员几乎是夜以继日地全身心投入。
主要研究人员包括王浩、秦大庸、徐子恺、裴源生、罗琳、王建华、姚建文、于福亮、祝瑞祥、尹明
万、张景芳、陈蓓玉、张象明、汪党献、陈敏建、甘泓、郭鹏、杨元月、马静、赵红莉、罗翔宇，参
加研究的人员还有王研、王芳、汪林、唐克望、王建生、耿雷华、刘恒、刘广全、李云玲、黄浩、方
玲等。
因此，本书的完成与出版可以说是集体不懈努力的结果和智慧的结晶，凝结了各方面专家及同仁的辛
勤劳动和汗水。
在本书正式出版之际，特向给予课题研究关心和支持的人们表示由衷的敬意和感谢。
在此对科学出版社付出辛勤劳动的吴三保编审和秦国英编辑表示深深地感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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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黄淮海流域水资源合理配置》：现代水资源丛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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