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综综综 述述述
2018年许昌市全市平均降水量514.4mm，折合降水总量25.6亿m3，与上年相

比减少30.7%，与多年均值（703.3mm）相比减少26.9%。降水属于平水年份。

2018 年许昌市全市地表水资源量 2.11 亿 m3，折合径流深 42.4mm，比多年

均值（4.52 亿 m3）减少 53.3%，比上年度减少 37.8%。地下水资源量 4.06 亿 m3,

比多年均值（6.19 亿 m3）减少 34.4%，比上年度减少 31.4%，其中山丘区 2.17

亿 m3，平原区 2.53 亿 m3，平原区与山丘区地下水重复计算量为 0.63 亿 m3。2018

年全市水资源总量扣除地表水与地下水之间的重复计算量 0.64 亿 m3后为 5.54

亿 m3，比多年均值（9.35 亿 m3）偏少 40.8%，比上年度偏少 35.3%。平均产水

模数 11.0 万 m3/km2，产水系数 0.22。

2018年末许昌市全市大、中型水库蓄水总量0.27亿m3，比上年末减少0.07亿

m3。其中大型水库年末蓄水0.15亿m3，减少蓄水0.037亿m3；中型水库年末蓄水0.12

亿m3，减少蓄水0.034亿m3。全市平原区浅层地下水水位与上年末相比，加权平

均下降0.62m，地下水储存量相应减少0.93亿m3。

2018年全市各类供水工程总供水量为9.08亿m3，其中地表水水源3.59亿m3，

地下水水源4.87亿m3，污水处理回用水量为0.62亿m3，分别占总供水量的39.6%、

53.6%和6.8%。与上年（8.99亿m3）相比总供水量增加了0.085亿m3,增幅为1.0%。

2018年全市总用水量9.08亿m3。按行业分：农林渔业用水2.92亿m3（农田灌

溉用水2.81亿m3）；工业用水2.68亿m3；城乡生活、环境综合（含城镇公共用水量）

用水3.48亿m3。与上年相比，农田灌溉用水减少了0.40亿m3；工业用水量增加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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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008亿m3；城乡生活、环境综合用水增加了0.60亿m3。

2018年全市用水消耗总量4.63亿m3，占总用水量的51.0%。其中农林渔业用

水消耗量2.41亿m3，工业用水消耗量0.71亿m3，城乡生活、环境综合用水消耗量

1.51亿m3，分别占用水消耗总量的52.1%、15.3%、32.7%。

2018年全市人均用水量为204.5m3，万元GDP（当年价）用水量21.2m3，农

田灌溉亩均用水量88.8m3，万元工业增加值用水量分含火电和不含火电，含火电

为17.9m3，不含火电为16.5m3；人均生活用水量城镇为每人每日111.7L，农村为

每人每日73.1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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水水水 资资资 源源源 量量量
一 降水量

2018年全市平均降水量514.4mm，折合降水总量25.6亿m3，与上年相比减少

30.7%，与多年均值（703.3mm）相比减少26.9%。降水属于平水年份。

按流域分区分析计算：沙颍河山丘区降水量514.4mm，比上年减少31.6%，

比多年均值减少23.6%；沙颍河平原区降水量514.4mm，比上年减少30.1%；比多

年均值减少28.7%。

按行政分区，2018年降水量与多年均值相比，全市各县市区都有不同程度

的减少，减少幅度最大的是魏都区：为33.2%。减少的幅度最小的是长葛市：为

24.8%。其余县市的减幅均在20.1%～30.3%之间。从行政分区看，降水量相对分

布均匀。

从时空分布看，2018年全市降水时空分布极为不均，二月、十月份降水偏

少。降水偏多的月份主要是七月份和八月份。汛期（6～9月）降水量为295.7mm，

占全年降水量的57.5%。比多年平均汛期降水量（457.3mm）减少35.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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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地表水资源量

地表水资源量指河流、湖泊、冰川等地表水体的动态水量，即天然河川径

流量。2018年许昌市地表水资源量（河川径流量）2.11亿m3，折合径流深42.4mm，

比多年均值偏少53.3%；与上年相比偏少37.8%。

按流域分区计算：许昌市沙颍河山丘区地表水资源量为0.75亿m3，比多年均

值减少52.7%；沙颍河平原区地表水资源量为1.36亿m3，比多年均值减少53.6%。

按行政分区计算：各县（市、区）的地表水资源量与多年均值相比均有不

同程度的减少，减幅均在49.3%～57.7%之间。与上年相比均有不同程度的减少，

减幅均在37.0%～39.3%之间。详见图5及表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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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地下水资源量

地下水资源量指降水、地表水体（含河道、湖库、渠系、和渠灌田

间）入渗补给地下含水层的动态水量。2018许昌市地下水资源量为4.06

亿m3，其中山丘区地下水资源量为2.17亿m3，平原区地下水资源量为2.53亿m3，

平原区与山丘区地下水重复计算量为0.63亿m3。当年全市地下水资源量比多年均

值减少34.4%，与上年相比偏少31.4%。地下水资源模数平均为14.8万m3/km2。

在山丘区地下水资源量中，河川基流量为0.63亿m3，山前侧向流出量为0.53亿

m3，开采净消耗量为1.10亿m3，山丘区地下水资源量为2.17亿m3。在平原区地下

水资源量中，降水入渗补给量为1.84亿m3，山前侧向流入量为0.54亿m3，地表水

体入渗补给量为0.15亿m3,井灌回归量0.23亿m3，合计地下水总补给量2.76亿m3，

扣除井灌回归量后，平原区地下水资源量为2.53亿m3。详见表1和图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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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 水资源总量

水资源总量指评价区内当地降水形成的地表、地下产水总量（不包

括区外来水量），由地表水资源量与地下水资源量相加、扣除两者之间

互相转化的重复计算量而得。2018年全市地表水资源量2.11亿m3，地下

水资源量4.06亿m3，扣除地表水与地下水之间的重复计算量0.64亿m3，全

市水资源总量为5.54亿m3,比上年减少3.02亿m3，减幅35.3%。比多年均值

偏少40.8%。2018年全市平均产水模数为11.0万m3/k m2，平均产水系数为

0.22。详见表1和图7。2018年许昌市行政分区水资源量详见表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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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1 2018年许昌市行政分区水资源量表

水量单位：万m3

行 政

分 区

降水量

（mm）

地表水

资源量

地下水

资源量

重 复

计算量

水资源

总 量

产 水

系 数

魏都区 487.3 392 546 34 904 0.21

禹州市 492.4 5949 12925 4091 14783 0.20

长葛市 529.6 2743 4811 601 6953 0.21

建安区 515.8 4317 6819 664 10472 0.20

鄢陵县 515.7 3780 5275 326 8729 0.19

襄城县 520.5 3916 10262 647 13531 0.28

全 市 514.4 21096 40638 6363 55371 0.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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蓄蓄蓄 水水水 动动动 态态态
一 大中型水库蓄水动态

对全市3座大中型水库蓄水量统计，2018年末蓄水总量0.27亿m3，比上年减少

0.07亿m3。其中白沙（大型水库）年末蓄水总量0.15亿m3，比上年减少0.037亿m3；

佛耳岗和纸坊（中型水库）年末蓄水总量0.12亿m3，比上年减少0.034亿m3。详

见图8。

二 平原区浅层地下水动态

2018年全市平原区浅层地下水位与上年相比平均下降0.62m，全市各县市地

下水位均有不同程度的下降。地下水位将幅最大的是襄城县，平均下降0.96m，

地下水位降幅最小的是长葛市，平均下降0.15m，其它县市区平均下降均在

0.58m～0.76m之间。

根据2018年末地下水埋深分区图进行计算，地下水埋深2～4m的面积为

270.0Km2，占平原区面积的8.7%；4～6m的面积为1136.0Km2，占平原区面积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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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6.4%；6～8m的面积为1002.0Km2，占平原区面积的32.1%；大于8m的面积为

710.0Km2，占平原区面积的22.8%。如图9。

2018年平原区地下水位与上年同期进行对比分析：浅层地下水位稳定区（地

下水位上下变幅在0.5m之间的）面积1254.0Km2，占平原区面积的40.2%；地下

水位下降区（下降在0.5～2m之间）面积为1744.0Km2，占平原区面积的55.9%；

地下水位上升区（上升在0.5～2m之间）面积为120.0Km2，占平原区面积的3.9%。

如图10。

三 地下水蓄变量

2018年全市地下水储存量与上年未相比减少0.93亿m3。全市各县市区均有不

同程度的减少，襄城县减少最大，为0.33亿m3，禹州市减少最小，为0.008亿m3。

其余各县市的减少均在0.028亿m3～0.30亿m3之间。

四 地下水漏斗变化情况

根据地下水监测资料对比分析，2018年末许昌市平原区地下水漏斗区延续

2017年未状况。漏斗区是以长葛市和尚桥镇为中心的环形区域，漏斗区范围比

上年有所增加，漏斗区面积为160.0km2，与上年相比增加30.0km2。当年漏斗中

心观测最大埋深24.42m，比上年漏斗中心观测最大埋深25.40m上升0.98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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供供供 用用用 水水水 量量量
一 供水量

2018年度全市总供水量为9.08亿m3，与上年相比,总供水量增加了0.085亿m3，

增幅为1.0%。其中地表水源供水量3.59亿m3，地下水源供水量4.87亿m3,污水处理

回用水量为0.62亿m3，分别占总供水量的39.6%、53.6%和6.8%。在地表水源供

水量中，蓄水工程、引水工程、提水工程和调入工程供水量分别占地表水源供

水量的6.9%、35.4%、8.0%和49.7%。其中地表水源供水量比上年增加0.65亿m3，

增幅22.2%；地下水源供水量比上年减少0.71亿m3，减幅12.7%。

许昌地处平原，地表水资源匮乏。除魏都区以外，其余各县市区供水量主

要靠地下水，地下水供水量均在61%以上。详见图11、表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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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用水量

2018年全市总用水量9.08亿m3。其中农林渔业用水2.92亿m3（农田灌溉用水

2.81亿m3），占总用水量的32.2%；工业用水2.68亿m3，占总用水量的29.5%；城

乡生活、环境综合用水3.48亿m3（其中城镇生活、环境综合用水2.53亿m3），占

总用水量的38.3%。与上年相比，农田灌溉用水减少了0.40亿m3，减幅为12.5%；

工业用水量增加了0.008亿m3，增幅为0.3%；城乡生活、环境综合用水增加0.60

亿m3，增幅为20.7%。详见图12及表2。

三 用水消耗量

2018年度全市用水消耗总量4.63亿m3，占总用水量的51.0%。其中农林渔

业用水消耗量2.41亿m3，工业用水消耗量0.71亿m3，城乡生活、环境综合用水消

耗量1.51亿m3，分别占用水消耗总量的52.1%、15.3%、32.7%。

因各类用户的需水特性和用水方式不同，其用水消耗量占用水量的百分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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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简称耗水率）差别较大，全市平均用水消耗率为 0.51，其中农林渔业用水综

合耗水率 0.82（农田灌溉耗水率 0.83）；工业用水耗水率为 0.26；城乡

生活、环境综合用水耗水率为 0.43。

表 2 2018 年许昌市行政分区供用耗水统计表

水量单位：万m3

县市名称 魏都区 禹州市 长葛市 建安区 鄢陵县 襄城县 合计

供 地表水 13368 4502 5733 3376 5186 3764 35929

水 地下水 805 10646 9915 10292 8171 8843 48672

量 其 它 3692 1405 150 951 6198

合 计 17865 16553 15798 14619 13357 12607 90799

用水量

农林渔业 263 4741 4948 6406 6596 6260 29214

工 业 3138 5956 7106 4312 2662 3645 26819

城乡生活

环境综合
14464 5856 3744 3901 4099 2702 34766

合 计 17865 16553 15798 14619 13357 12607 90799

耗水量

农林渔业 206 3928 4135 5373 5405 5037 24082

工 业 946 2546 1456 862 532 729 7072

城乡生活

环境综合
4597 2837 2002 2259 1672 1740 1510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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合 计 5749 9310 7593 8494 7609 7505 46261

五 用水指标

根据用水量和社会经济指标统计数据，对我市2018年度主要用水指标分析

表明：全市人均用水量为204.5m3；万元GDP（当年价）用水量21.2m3；农田灌溉

亩均用水量88.8m3；万元工业增加值用水量分含火电和不含火电，含火电为17.9

m3，不含火电为16.5m3；人均生活用水量城镇为每人每日111.7L，农村为每人每

日73.1L。

人均用水（见图13）大于300m3是魏都区，为343.3m3。大于200m3有鄢陵县

和长葛市，分别为233.7m3、226.1m3。 其余各县（市）人均用水量均在142.5 m3～

184.3 m3之间。万元GDP用水量鄢陵县最大为29.3 m3，魏都区最小为14.4 m3，其

余各县市区均在16.0 m3～27.7 m3之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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水水水 体体体 水水水 质质质
2018年许昌市地表水饮用水源地的水质与上年对比有所好转。1、白沙水库

因干旱水位库容较低，水库来水不够充足，全年期、丰水期、枯水期水质均为

Ⅳ类水质标准。2、颍河禹州橡皮坝段：全年期、丰水期、枯水期水质均为Ⅲ类

水质标准，较去年水质基本持平。3、颍河化行段：全年期、丰水期、枯水期水

质均为Ⅲ类水质标准，与上年持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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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820182018 水资源管理水资源管理水资源管理
2018 年，全市水利系统深入贯彻落实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和党

的十九大精神，积极践行新发展理念和“节水优先、空间均衡、系统治理、两

手发力”的治水方针，紧紧围绕持续打好“四张牌”、打赢“三大攻坚战”、

实施乡村振兴战略、深入推行河湖长制、巩固水生态文明建设成果、推进水利

重大专项等工作部署，抓重点、补短板、强弱项、夯基础，较好地完成了各项

年度工作任务，全市水利工作取得新成绩、迈上新台阶。

一、践行治水新思路，开启“四水同治”新征程

近年来，我市以水生态文明城市建设为引领，大力推进水资源高效利用、

水生态系统修复、水环境综合治理、水灾害科学防治，治水兴水工作取得显著

成效，在 2018 年国务院大督查中，我市治水兴水工作受到国务院督查组和国办

督查室的认可肯定，被列入国务院大督查发现的 130 个典型经验做法清单，受

到通报表扬。为践行习近平总书记治水新思路，2018 年省委、省政府作出了实

施“水资源、水生态、水环境、水灾害”统筹治理的决策部署，我们制定了《许

昌市人民政府关于实施四水同治深入推进水生态文明建设的实施意见》，明确

了实施“四水同治”的路线图、时间表、任务书，勾勒出新时代水利现代化蓝

图；召开了全市实施“四水同治”动员大会，市委书记胡五岳出席会议并作重

要讲话，楚雷副市长作具体安排，全市水利现代化事业翻开崭新的一页，开启

了新的征程。

二、落实最严格水资源管理制度工作考核成绩优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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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是开展我市 2017 年度落实最严格水资源管理制度考核工作。一是根据《许昌

市县（市、区）经济社会发展考核评价工作试行办法》，完成对 6 个县（市、

区）政府、市城乡一体化示范区、经济技术开发区和东城区管委会 2017 年落实

最严格水资源管理制度的考核工作。二是在完成对全市 7 个县（市、区）及管

委会考核的基础上，我们自纠自查，认真整改，充分准备，顺利通过省考核组

对我市 2017 年实行最严格水资源管理制度工作的考核。在全省 18 个地（市）

的综合考评中，我市获得优秀等级，位列全省第一，受到省政府通报表扬，并

获省财政奖励资金 400 万元用于建安区水系连通工程建设。

三、深推河湖长制，实现河长制向河长治有力转变

一是监管体系全面覆盖。全市塘、沟、渠等小微水体全部纳入河湖长制监管范

围，实现河湖长制监管水体全覆盖。二是基础工作高效推进。“一河（湖）一

策”方案编制完成，中心城区河湖水系河长制管理信息平台建成投用，初步构

建起全市推行河湖长制工作“3+7+13”总体布局。三是机制体制不断完善。建

立“7+3+3”河长制工作制度体系，开展督查暗访 5 轮 56 次，下发督查整改通

知 38 份，约谈乡级河湖长 4 人次，推动责任落实。四是专项活动扎实开展。入

河排污口规范整治、河道非法采砂整治、河流清洁百日行动、全市河湖“清四

乱”和综合执法等各类专项行动积极推进，排查登记入河排污口 143 个，完成

整治 91 个；出动执法人员 700 余人次，现场拆除、清理非法采砂船只 29 艘，

取缔非法砂点 7 处；清理河道 164 公里、垃圾漂浮物 17.2 万方；拆除违建 7550

平方米，河湖监管不断加强。

四、以人民为中心，不断增强民生水利建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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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是加强农村水利建设。新增高效节水灌溉面积 18.4 万亩，颍汝灌区续建

配套与节水改造四期工程基本完工。新解决农村自来水人口 39.1 万人，全市农

村自来水普及率达到 94.5%，继长葛市、鄢陵县之后，建安区实现村村通；率先

在全省出台农村饮水安全工程建设与运行管理办法，治理水土流失面积 20 平方

公里，积极推进农业水价综合改革，圆满完成 20 万亩年度改革任务。二是城市

水务服务水平不断提升。曹寨水厂及配套管网、开发区屯南污水厂二期、长葛

第二污水厂二期完工，新增供水能力 10 万立方米/日、污水处理能力 6 万立方米

/日，瑞贝卡污水厂三期开工建设并加快推进；继续实施老旧供水管网改造、雨

污分流改造和积水点整治，全市新增及改造供水管网 35 公里，雨污水管网 52

公里，完成积水点整治 19 处。

五、加强水功能区和入河排污口监督管理工作

全市已划定水功能区有26个，2018年5月之前委托许昌水文局水质监测中心

对纳入省考核的8个重要水功能区开展每月1次的水质监测。5月之后对其余18个

水功能区也开展每月1次的水质监测，并列入日常监督监测工作台账，实现水功

能区全监测。2018年年底，列入省考核的8个重要水功能区全部完成达标任务，

水质达标率100%。全市重点水功能区树立了标牌，对水功能区实施水质监测、

监督管理、考核评比等工作，落实了市、县二级分级管理职责。

积极开展入河排污口开展入河排污口摸底调查和规范整治专项工作，2018

年完成全市 143 个入河排污口排查审核工作，其中规模以上（日排废污水 300

立方米或年排废污水 10 万立方米以上）22 个，新登记录入规模以下入河排污口

121 个。开展全市入河排污口综合整治工作，我市规模以上入河排污口 22 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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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中审批资料齐全、审批手续合规的入河排污口 10 个，需要进一步完善审批资

料和手续的 12 个；对不符合设置条件的 121 个规模以下入河排污口全部纳入整

改计划，限期整改，我市目前已完成整改的入河排污口 86 个，剩余 35 个将于

2019 年年底前完成，确保提前完成省水利厅下达我市的工作任务。

六、开展江河水量分配并严格执行水量调度计划

我市积极配合省水利厅完成沙颍河、北汝河的水量分配工作，根据工作安排，

组织开展了辖区内水量分配和水资源优化配置方案编制工作，制定调度方案，

组织开展水量调度工作。2018 年，按照省水利厅批准下达的水量调度计划，积

极配合有关部门完成了省内引黄河调度和南水北调水量调度任务，其中，引黄

河水量 0.6 亿立方米，南水北调中线工程供水量 2.03 亿立方米，颍汝干渠向市

区及沿途供水量 1.376 亿立方米。我市中心城区水系年度累计供水约 1.3 亿立方

米，其中，北汝河水 6970 万立方米，南水北调水 3140 万立方米，再生水 2890

万立方米。

七、严格地下水管理及超采区综合治理

根据《许昌市关闭城市规划区自备井工作实施方案》《许昌市人民政府办

公室关于持续推进关闭城市规划区自备井工作的通知》，2018 年，全市计划关

闭自备井 131 眼，实际关闭自备井 145 眼，超额完成 14 眼，共压采地下水 425

万立方米。其中，市本级关闭 12 眼，2 县 2 市关闭 133 眼。为加强全市浅层地

下水超采区治理，2018 年，我市配合省水利厅完成《河南省地下水取用水总量

控制和水位控制方案》（以下简称《方案》）的资料提供，以及后期的修改意

见等工作，同时按照《方案》要求，我市主动谋划，结合“四水同治”方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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细化我市方案，提前准备制定《许昌市地下水取用水总量控制和水位控制方案》

工作，严格管理控制地下水。

八、水资源管理、队伍建设情况

全市两级水行政主管部门均成立有水资源管理专职机构，从事水资源管理

工作人员及水行政执法工作人员 393 人。9 个县（市、区）均设立节约用水管理

机构，县级节水管理机构占比达到 100%。同时加强了水土保持执法能力建设，

有重点治理任务的禹州市、襄城县成立水土保持预防监督站，专门从事水土保

持执法工作的人员有 68 人，有独立的办公场所，配备了执法车辆及执法装备，

提高了水土保持执法能力和水平。2018 年，我市本级及 9 个县（市、区）财政

都安排了预算资金，用于水资源管理、保护与节约等相关工作，财政资金年度

投入 1.66 亿元。对原有水量核定和水资费征收人员工作经费、工资严格按照《河

南省水资源税改革试点实施办法》，经费支出由同级财政预算统筹安排和保障，

对原有水资源费征管人员由市（县）政府做好安排。

九、我市首部涉水地方法规颁布实施

2016 年以来，我市人大就将生态水系立法列入全市立法计划，把《许昌市

中心城区河湖水系保护条例》（以下简称《条例》）的立法调研、起草制定、

审议修改等进行了统筹安排。经过三年来的立法工作，严格按照法定程序，于

2018 年 6 月 1 日，河南省十三届人大常委会第三次会议审查批准了《条例》，

2018 年 10 月 1 日起《条例》已经正式施行。《条例》作为我市首部涉水地方性

法规，为市区河湖水系提供了强有力的法治保障。

十、鄢陵县鹤鸣湖被水利部批准为国家级水利风景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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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年来，鄢陵县狠抓水生态文明建设，依托引黄调蓄工程，建设鹤鸣湖水

利风景区，谋划实施全域水系建设，突出“水安全、水生态、水环境、水景观、

水文化”建设理念。2018 年 3 月 29 日，鹤鸣湖水利风景区通过省水利厅专家现

场评审。8 月 5 日，水利部领导对创建工作进行实地考察。12 月，鄢陵县鹤鸣

湖被水利部正式命名为国家级水利风景区。

十一、鄢陵县水权试点工作顺利完成

鄢陵县自 2016 年被命名为全省水权试点以来，按照省水利厅批复的《鄢陵

县水权试点工作方案》，全面开展水权试点工作，按期完成了《方案》确定的

各项目标任务。将安陵镇、陈化店镇、金汇产业集聚区 8 个社区、26 个行政村

的农业用水确权到农民用水合作社，发放了水资源使用权证；生活用水确权到

供水水厂，工商、服务业用水确权到企业，发放了取水许可证；出台了《鄢陵

县水资源使用权确权登记办法（试行）》等规范性文件，为推进试点工作提供

了制度保障，强化了水资源开发利用的监管和水资源确权管理；积极探索水权

交易，实现了 2000 万立方米引黄水与我市 2000 万立方米南水北调水的置换。

2018 年 12 月，鄢陵县申请验收水权试点工作，为全省进一步组织开展水资源确

权及水权交易积累了经验，提供了借鉴。

十二、节水工作亮点纷呈

2018 年 1 月 5 日，住房和城乡建设部办公厅 国家发展改革委办公厅发布了

《关于 2017 年度国家节水型城市复查情况的通报》（建办城函〔2018〕31 号），

我市顺利通过了国家节水型城市复查；开展节水器具研制发明，2018 年，市节

水办研发的“速接可调式增压节水器”实用新型技术，获得了中华人民共和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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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家知识产权局颁发的《实用新型专利证书》（证书号 第 7090889 号），该专

利得到了较好的推广利用。长葛市、禹州市县域节水型社会达标建设顺利通过

验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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