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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5_9B_BD70_E5_A4_c57_613463.htm 江苏省经济最发达的苏锡

常地区位于长江三角洲腹地，也是地面沉降最严重的地区之

一。资料显示，该地区沉降面积已达５７００平方公里，约

占苏锡常平原面积的一半，沉降中心最大沉降量达２．８米

。 由于地面沉降，矗立于古都西安的唐代建筑大雁塔倾斜已

达上千毫米；由于地面沉降，海河泄洪能力大大下降，天津

市区内涝基本无法从海河排出；由于地面沉降，华北一些地

区地下水循环系统平衡遭到破坏，地下水质恶化。 上海最大

沉降量2.6米 上海是我国地面沉降发生最早、影响最大、带来

危害最严重的城市，自１９２１年发生地面沉降以来，至今

沉降面积达１０００平方公里，沉降中心最大沉降量达２．

６米。根据对上海４０多年沉降历史的研究，地面沉降造成

的经济损失已达千亿元，也就意味着地面平均每沉降１毫米

，损失就高达１０００万元。 江苏省经济最发达的苏锡常地

区位于长江三角洲腹地，也是地面沉降最严重的地区之一。

资料显示，该地区沉降面积已达５７００平方公里，约占苏

锡常平原面积的一半，沉降中心最大沉降量达２．８米。 目

前，全国已有７０多个城市发生了不同程度的地面沉降，沉

降面积已达６．４万平方公里，沉降中心最大沉降量超过２

米的还有天津、太原、西安等城市，其中天津６０％的地面

发生沉降，塘沽区的沉降量达到３．１米。 “过量抽取地下

水、城市不合理建设是当前产生地面沉降最主要的原因；地

面沉降会引发内涝加重、地表水环境恶化、地裂缝等危害；



地面沉降的发生具有缓变性、不易察觉性特点，防治也具有

一定的难度。”中国科学院院士林学钰介绍。 GPS为沉降建

立“坐标” 苏锡常地区地面沉降监测网作为江苏省生态环境

地质调查与监测项目的一个重要内容，近期通过了评审验收

。“事实上，这个覆盖长江南北，面积达３万平方公里，包

括２４９个ＧＰＳ（全球卫星定位系统）点在内、我国最大

地面沉降监测网已经在控制长江三角洲地面沉降中发挥积极

作用了。”中国地质调查局水环部相关负责人说。 据介绍，

传统的水准测量，特别是高精密水准测量的精度可以满足监

测地面沉降的要求，对于区域性地面沉降易于宏观掌握。目

前，我国大部分地面沉降地区均建立了高精度水准测量网，

为预报和控制地面沉降提供了第一手资料。 应用ＧＰＳ对地

面沉降进行监测是目前国际比较流行的监测技术。早在２０

世纪９０年代，我国就在天津布设了由１８个ＧＰＳ点组成

的监测试验网，经过多年的实践，我国利用ＧＰＳ对地面沉

降进行监测的水平获得了巨大发展。 压缩地下水开采量 过量

抽取地下水是当前发生地面沉降最主要的原因，所以很多发

生地面沉降的地区都实施了控制地下水开采的措施。苏锡常

地区实施控制地下水开采措施后，地下水年开采量从２００

０年的２．９亿立方米压缩到目前的不足０．３亿立方米，

地下水持续下降的势头得到遏制。 目前，苏锡常地区地面沉

降已得到显著控制，三个中心城市年沉降速率已降至２５毫

米以下，大部分地区年沉降速率控制在１０毫米以下，从２

００３年开始该地区未有新的地裂缝地质灾害发生。 上海通

过对本市地面沉降的系统监测，地面沉降防治也取得了显著

成效。２００６年，上海平均地面沉降量为７．５毫米，比



２０００年下降４．８毫米；此外，上海还提出争取在２０

０７年平均地面沉降量控制在７毫米以内的目标。 我国是水

资源极其匮乏的国家，控制地下水开采并不是完全不开采，

而是合理开采。事实上，苏锡常地区已经开展相关示范工程

，为解决本地区水资源短缺问题、合理开采地下水提供借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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