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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6_B0_B4_E5_8C_97_E8_c57_612807.htm 新年伊始，来自河北

省一则有关水的新闻引起了一直关心北京水资源问题的国际

地质科学联合会主席张宏仁的注意。 据1月14日出版的《21世

纪经济报道》的消息，2010年南水北调中线工程将全线贯通

，河北省需要分摊工程投资76.1亿元，此外还要负担中线工程

在境内高达300多亿元的巨额配套费用。地方财政不堪重负，

迫使河北水利界的专家突破常规思维，寻求所有经济可行的

配套途径个利用地下漏斗建地下水库调蓄水资源的大胆设想

浮出水面。 华北平原因地下水开采形成的地下漏斗比比皆是

，利用这些天然的地下水库调蓄外调水，可比地表配套节约

资金100多亿元，但两种调蓄方案存在分歧，争论仍在继续。 

“水资源紧缺，一直是包括北京在内的整个华北地区经济发

展的制约因素。河北省利用天然地下水库调蓄调水的思路值

得重视和认真研究，但必须把地下水体和地表水体联合起来

调蓄，才能更有效地缓解华北地区水资源紧张状况。”长年

从事水资源研究的张宏仁在接受《科学时报》记者采访时表

示。 以丰补欠，削峰填谷 2008年，南水北调中线将首次实现

对北京供水，北京水资源调蓄的问题再次引起各方广泛关注

。如何用好“南水”，实现调水效益的最大化，从根本上缓

解北京水资源紧缺，无疑是其中的焦点。 “调蓄的问题，首

先要建立在对北京水资源特点的科学分析基础上。”张宏仁

说。 统计数据显示，北京六七八3个月的降水量占年总降水

量的3/4以上，而从11月到次年4月的半年时间，降水量仅为全



年降水量的3／40。不仅年内，而且年际降水量变化也很大，

连续数年干旱的情况时有出现。 但从多年平均降水量看，北

京在600毫米左右，这和巴黎、莫斯科、维也纳、布达佩斯等

欧洲城市差不多，比伦敦、柏林还要略多一些。 那为什么欧

洲比较湿润，而华北比较干旱呢？“这是由于欧洲许多地方

，降水量随时间的分布，无论是年内还是年际都出奇地均匀

。这是一直生活在亚洲大陆的人所难以想象的。”张宏仁告

诉记者。 由于降水量随时间分布极不均匀，且人口密度大，

使得年总降水量和欧洲差不多的华北地区，水资源供需矛盾

极为尖锐。 “解决这一矛盾，应当首先针对北京地区水资源

的特点，把分布极不均匀的降水量，调节成为随时间分布比

较均匀的可供水量。如果能设法实现水资源的多年长周期调

节，以丰补欠，削峰填谷，就能大大缓解北京水资源的紧张

程度。”张宏仁说。 这个看似简单的设想，想要实现却并不

容易。“虽然什么时候下雨、下多少雨，人说了不算，但通

过地表水体和地下水体联合起来统一调度，是能够实现水资

源的多年长周期调节的。”张宏仁说，“不过，解决这一课

题恐怕首先要弄清楚地下水和地表水的关系。” 地下水还是

地表水？ 1月15日，全国病险水库除险加固工作电视电话会议

透露，目前全国有各类病险水库3.7万多座。数量庞大的病险

水库，已成为防汛工作中的薄弱环节和最不稳定因素。 在全

球气候变暖、局部暴雨等极端天气现象增加的情况下，病险

水库的潜在危害越来越大。人们已经逐渐认识到，建造水库

有积极的一面，但同时也会造成严重的环境和社会后果，如

冲毁农田和附近居民区、诱发滑坡灾害等。 同时，水库作为

地表水体调蓄的主要手段，由于库容量有限，并不能完全解



决水资源的丰枯调节问题。 “用地下水体调蓄能在很大程度

上弥补地表水库的不足。”张宏仁说。 地下水体的导水能力

比地表水体要小得多。但是，由于地下水含水层分布面积广

，许多地段还具有相当大的厚度，构成了巨大的地下库容，

储存水的能力比地表水体要大得多。利用这一特点，地下水

含水层可以把极不均匀的降雨入渗补给，调节成多年、比较

均匀的给水水源。 地表水体的调节能力一般比较差，突出表

现在汛期河水位的暴涨暴落。汛期过后，河流能保持一定的

基流，并不是地表水体本身调节能力的表现，而恰好是地下

水含水层调蓄作用的结果。而基流正是江河径流中最宝贵的

部分。 “由此可见，要想在时间上对水资源进行调节，安全

有效地利用水资源，必须借助于地下水含水层的巨大调蓄能

力，让地下水起到水库的作用，来补偿干旱期地表径流的不

足。在这种情况下，减少的地下水量可以在随后的雨季得到

补充。”张宏仁说。 然而，地下含水层也有其固有的缺陷，

即传导水的能力很差。纵然有很大的“肚子”，却只有细小

的“喉咙”。它只能接受“和风细雨”式的入渗补给，而无

能力在短期内接受大量洪水的补给，只好将大部分洪水拒之

门外。单纯依靠地下水含水层，还是不能完成水资源调蓄的

任务。 联合起来统一调度 “既然单纯依靠地表水体，或者单

纯依靠地下水含水层，都不可能圆满地完成水资源调蓄任务

，那么把两者联合起来，取长补短、发挥各自优势，有可能

取得比较好的效果。”张宏仁说。 永定河冲积扇曾经是北京

市的主要供水水源地。它的巨大含水层库容曾经帮助首都渡

过了一个又一个缺水年。多年大量抽取地下水，使地下水位

大幅度下降，形成较大的地下库容。 “这本应是调蓄水资源



的绝好场所。但上世纪70年代进行的可行性论证发现，永定

河每年行洪期只有十来天，短期内即使每天回灌100万立方米

，相对于北京市年取水量几十亿立方米，也是杯水车薪。即

使要完成这一不起眼的任务，还需要建设庞大的回灌工程。

”张宏仁说。 要取得较大的回灌效果，光靠人工措施是不够

的。针对北京地区的具体情况，张宏仁提出了“虚拟回灌”

的办法。在保持现有抽水设施运行的情况下，每回灌1亿立方

米，与不进行回灌但减少抽水1亿立方米在物理上是等价的。

因此，减少抽水等于增加回灌，是一种“虚拟”的回灌。 如

果在北京市建设两套供水设施，一套用地表水供水，另一套

用地下水供水。每一套都能单独满足全市供水的需要。在丰

水年停采地下水，就等于不用任何回灌设施，一年就回灌了

上十亿立方米的水存储在地下。到枯水年就可以少用地表水

，而抽取地下水库存以渡过水荒。 “到目前为止，地表水体

和地下水体的联合调度，大多停留在零星的、不自觉的基础

上。如果能结合每一个地区的特点，科学、统一规划，实行

全面的综合调度，就有可能更合理地利用现有的水资源和水

利工程，并进一步向弃水夺取可观的水量，使之转化成可供

利用的水资源，缓解北京水资源紧张的状况。”张宏仁说。

2008年，世人瞩目的南水北调将首次实现对北京供水。对此

，张宏仁表示，与任何液体输送工程一样，南水北调也需要

在末端准备调蓄设施，否则工程一旦发生事故，就会产生大

问题。利用北京市超采地下水形成的“地下水库”进行调蓄

是最佳方案。 在1月18日召开的南水北调工程建设工作会议上

，北京市水务部门官员曾透露，“南水”入京后，将对北京

市的水资源配置和供水系统进行战略性调整，在支撑城市发



展的同时，“北京市更想做的是涵养地下水，给生态一个修

养生息的机会”。 毫无疑问，如果届时能形成地表水体和地

下水体联合调度的科学管理系统，北京市有望从根本上“解

渴”，实现水资源可持续发展。1 100Test 下载频道开通，各

类考试题目直接下载。详细请访问 www.100test.com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