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Advances in Environmental Protection 环境保护前沿, 2022, 12(6), 1141-1146 
Published Online December 2022 in Hans. http://www.hanspub.org/journal/aep 
https://doi.org/10.12677/aep.2022.126141  

文章引用: 钱筱暄, 许一. 安徽省地下水管理指标确定研究[J]. 环境保护前沿, 2022, 12(6): 1141-1146.  
DOI: 10.12677/aep.2022.126141 

 
 

安徽省地下水管理指标确定研究 

钱筱暄1,2，许  一1,2 
1安徽省(水利部淮河水利委员会)水利科学研究院，安徽 合肥 
2水利水资源安徽省重点实验室，安徽 蚌埠 
 
收稿日期：2022年11月2日；录用日期：2022年12月1日；发布日期：2022年12月9日 

 
 

 
摘  要 

地下水管理指标的确定对地下水开发利用与保护、超采区治理等具有重要意义。通过分析安徽省地下水

取用水计量率、地下水监测井密度、灌溉用机井密度三项管理指标的现状，确定这三项指标2023年和

2025年应达到的目标，提出了实现管理指标应采取的措施，为加强安徽省地下水监督管理、地下水开发

利用及保护提供参考依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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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The determination of groundwater management index is of great significance to the exploitation 
and protection of groundwater and the treatment of over-exploited areas. Based on the analysis of 
the current situation of the three management indicators of the groundwater in Anhui Province, 
namely the metering rate, the density of groundwater monitoring wells and the density of irriga-
tion wells, the targets for the three indicators in 2023 and 2025 are determined, for which meas-
ures to be taken are put forward to, in attempt to provide a reference for strengthening the supe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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vision and management of groundwater exploitation and protection in the provinc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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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言 

地下水是安徽省重要的供水水源，尤其对淮北地区的城乡居民生活、工农业生产和城市建设发挥着

不可替代的重要作用。自上世纪七十年代以来，随着社会经济的快速发展和城镇化进程的不断推进，用

水需求不断增加，淮北部分地区受水资源禀赋条件限制，为满足社会经济发展从而大量开采地下水，部

分地区由于超采已产生了较大范围的地下水位降落漏斗，甚至引发了地面沉降等环境地质问题[1] [2]。 
水利部正全面开展地下水管控指标确定工作，其中不仅要求确定地下水开采量和水位控制指标，还

要求明确地下水取用水计量率、监测井密度、灌溉用机井密度等管理指标[3]，但对于地下水管理的研究，

目前关注的重点集中在地下水取用水量和地下水位“双控”指标管理上[4] [5] [6] [7]。近年来，随着安徽

省对地下水超采治理工作的开展，局部地区地下水超采得到遏制，为进一步严格控制地下水开采、加强

地下水管理与保护，做好管理用水、合理规划布局地下水开发利用，提高对地下水的管理水平，需确定

地下水管理指标。而地下水管理指标确定涉及社会经济、生态环境、水文地质、水资源循环和管理等多

方面，依据水利部《地下水管控指标确定技术要求(试行)》要求，根据安徽省地下水水资源状况、水文地

质条件及地下水管理实际，分析地下水取用水计量率、地下水监测井密度、灌溉用机井密度这三项指标

的现状情况，确定这三项指标未来应达到的目标，进一步提出实现管理指标应采取的措施。 

2. 安徽省地下水管理指标现状分析 

2.1. 地下水取用水计量率 

地下水取用水计量率中分为城镇和工业地下水取用水计量率、农业地下水取用水计量率。 
1) 城镇和工业地下水取用水计量率 
城镇和工业地下水取用水计量率的统计对象为取水许可台账中年取水量 1万m3以上的城镇和工业地

下水取用水户、年取用水量 10 万 m3 以上的城镇和工业地下水取用水户、超采区内年取用水量 1 万 m3

以上的城镇和工业取用水户。 
安徽省城镇和工业地下水取用水已纳入取水许可管理并核发取水许可证依法取水，定期上报取用水

情况。2014 年开始安徽省组织实施国家水资源监控能力建设，通过建设国控一期、二期及省控项目的实

施，目前安徽省水资源管理信息系统对全省 1014 家工业及城镇生活地下水取用水户实行在线监控，年取

用水量 1 万 m3以上机电井取用水量 85,976 万 m3，设施计量水量 80,213 万 m3，计量率 93.3%；全省年取

用水量 10 万 m3以上机电井取用水量 76,909 万 m3，设施计量水量 31,555 万 m3，计量率 41.0%；超采区

年取用水量 1 万 m3以上机电井取用水量 31,441 万 m3，设施计量水量 19,858 万 m3，计量率 63.2%。 
2) 农业地下水取用水计量率 
安徽省农业地下水取用水集中在淮北地区，且为浅层地下水。农业灌溉面积中井灌面积占比一半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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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浅层地下水水位变化与降水量密切，一般情况可以得到及时恢复。近年来安徽省浅层地下水并未出

现水位持续下降局面，基本实现采补平衡。农业用水统计除少部分直接取水设施计量之外，其余为以电

折水、以油折水等方式计算，同时兼顾各市水行政主管部门年度用水总结和收缴水资源费等情况综合确

定。目前安徽省各地市农业灌溉机井取水计量率约 57%~68% (包括直接计量及间接计量)。 

2.2. 地下水监测井密度 

安徽省共有地下水监测点 939 眼，其中水利部门 569 眼，国土部门 370 眼，非超采区地下水监测井

密度为 0.2~19.4 眼/1000km2，浅层地下水超采区监测井密度为亳州市最高为 73.6 眼/1000km2，阜阳市最

低为 37.8 眼/1000km2，宿州市和淮北市相当，分别为 57.4 眼/1000km2 和 56.5 眼/1000km2；深层承压水超

采区监测井仅布设在亳州市和阜阳市，密度分别为 4.5 眼/1000km2、7.6 眼/1000km2。 

2.3. 灌溉用机井密度 

上世纪六七十年代，安徽省淮北地区开始采用机电井灌溉，1990~2000 年左右达到巅峰，近年来灌

溉用机井总数略有下降，2017、2018、2019 年灌溉用机井总数分别为 22.7 万眼，22.5 眼和 22.4 万眼。

安徽省灌溉用机井全部开采浅层地下水，主要集中在安徽省淮北地区，淮北市、宿州市、亳州市和阜阳

市，灌溉用机井数量共占全省灌溉用机井总数的 97.9%。除井灌区外，其余灌溉用机井仅为应急取水，

启用频率低，且容易淤积，因此灌溉用机井数目统计较为困难。近年来安徽省浅层地下水未出现水位持

续下降局面，一方面由于全省对浅层地下水采取及时有效的保护与管理措施，另一方面由于区域内浅层

地下水埋深浅，补给快的特点，基本实现了采补平衡。 

3. 地下水管理指标确定 

3.1. 地下水取用水计量率 

1) 城镇和工业地下水取用水计量率 
各统计对象的取用水总量及设施计量水量依据全省 16 个市收集的各取用水户年度用水总结、国家水

资源管理信息统计在线监测、收缴水资源费的情况综合确定，针对不同的现状计量率制定相应的管理指

标。 
对于现状计量率已达到 100%的市，2025 年继续确定为 100%，比如铜陵市、安庆市、黄山市；计量

率在 90%~100%之间的市，2023 年确定为 95%~100%，2025 年确定为 100%，比如淮北市、亳州市、宿

州市、阜阳市、滁州市、宣城市；计量率在 80%~90%之间的市，2023 年确定为 90%~100%，2025 年确

定为 100%，比如合肥市、蚌埠市、淮南市、六安市、芜湖市。超采区内年取用水量 1 万 m3以上的城镇

和工业取用水户计量率 2025 年统一确定为 90%。 
2) 农业地下水取用水计量率 
目前安徽省农业地下水直接取用水计量率不足 5%，取水计量设施安装主要因种植业农户办理取水许

可证的要求而安装。因此对所有取用地下水农户进行计量安装是一个长期的过程，需要多部门多举措，

分批次安装，才能逐步提高农业取用地下水计量率。考虑“以电折水”“以油折水”等间接计量方式，

2023 年安徽各市规模以上(包括井口井管内径 200 mm 及以上的灌溉机电井、日取水量 20 m3 及以上的供

水机电井)取用水计量率确定为 80%，2025 年安徽各市规模以上取用水计量率确定为 90%。 

3.2. 地下水监测井密度 

目前安徽省监测井对于准确掌握全省地下水信息仍略显不足[8]，在现有站网的基础上，在各城区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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源地进行合理布设，在超采区内加密优化布设，为科学管理区域地下水资源提供技术支撑[9]。以《地下

水监测工程技术规范》(GB/T51040-2014)为标准[10]，将其中的特殊类型区即超采区的监测井密度的下限

值作为管理指标。2023 年和 2025 年浅层地下水超采区水位/埋深监测站布设密度不宜低于 40 眼

/1000km2~80 眼/1000km2，深层地下水超采区水位/埋深监测站布设密度不宜低于 20 眼/1000km2~40 眼

/1000km2。在超采区的地下水降落漏斗中心处，必须布设地下水水位监测井。对于非超采区地下水监测

基本类型区，2023年应逐步使得淮河以南各市达到 1~3眼/1000km2、淮北地区各市达到 10~20眼/1000km2；

2025 年使得淮河以南各市达到 2~4 眼/1000km2、淮北地区各市达到 15~25 眼/1000km2。 

3.3. 灌溉用机井密度 

依据《机井技术规范》(GB/T50625-2010) [11]，将灌溉用机井的井距与数目要求作为管理指标。灌溉

用机井的合理井距可根据式(1)、(2)计算，灌溉用机井合理井数可根据式(3)方法计算。 
对于方格网形布井，合理井距为： 

0 0100L F=                                      (1) 

对于梅花形布井，合理井距为： 

0 0107.5L F=                                     (2) 

式中，L0为井距(m)，F0为单井控制灌溉面积(hm2)。 
单井控制灌溉面积法： 

0

FN
F

=                                        (3) 

式中，F 为区域内灌溉面积(hm2)，N 为井数。 
可开采模数法： 

MFN
QtT

=                                       (4) 

式中，M 为可开采模数(m3/(km2
*a))，F 为区域内灌溉面积(km2)，Q 为单井出水量(m3/h)，t 为灌溉期间开

机时间(h/d)，T 为灌溉天数(d/a)。 
如表 1，灌溉用机井总数来源于安徽省取水工程核查登记名录，其中马鞍山市、芜湖市、宣城市、

铜陵市、池州市、安庆市和黄山市此项指标不涉及，最终确定安徽省灌溉用机井数量 2023 年为 222,715
眼，2025 年为 221,158 眼，合理井距在 200~300 m 之间。 
 
Table 1. Determination of the number of irrigation wells and reasonable well spacing 
表 1. 灌溉用机井数量及合理井距确定表 

地级 
行政区 

合理井距 
(m) 

2019 年 2023 年 2025 年 

有效灌溉面

积(hm2) 
灌溉用机井

数(眼) 
单井控制灌

溉面积(hm2) 
平均井距 

(m) 
灌溉用机井

数(眼) 
灌溉用机井

数(眼) 

合肥市 200~300 8  1 8 283  1  1  

淮北市 200~300 133,111  34,131 3.9 200  33,960  33,723  

亳州市 200~300 327,538  68,237 4.8 219  67,896  67,421  

宿州市 200~300 293,432  68,240 4.3 207  67,899  67,4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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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otinued 

蚌埠市 200~300 21,197  4608 4.6 214  4585  4553  

阜阳市 200~300 247,299  48,490 5.1 226  48,248  47,910  

淮南市 200~300 156  20 7.8 279  20  20  

滁州市 200~300 129  17 7.6 276  17  17  

六安市 200~300 641  89 7.2 268  89  89  

4. 地下水管控措施建议 

未来安徽省地下水管理指标目标的确定为规范地下水开发利用、加强地下水监督管理提供了理论依

据，但地下水管控涉及多方面，仍存在一定的问题，需要采取措施加强管理[12]。 
1) 因地制宜封填水井，逐步置换水源 
由于地下水管理指标涉及面广，在执行时需考虑实际执行情况。对照目录，制定封填地下水井计划，

逐步处置。安徽省地下水压采最重要替换方式为地表水置换，其中关键工程引江济淮工程规划将于 2023
年开始逐步通水。除置换企业自备水源之外，各市、县(区)的市政和农村安全饮水也主要采用引江济淮水

源，但置换地下水对地表水源的水质要求较高，如地表水源达不到相应水质要求，则不能满足城市和乡

镇农村人口对饮用水源的要求。因此，根据地表替代水源的可达性以及水质的可靠性进行执行，各市依

据实际情况，逐步制定置换计划。 
2) 建立地下水管理指标体系动态机制 
根据安徽省地下水井监测实际情况，虽已覆盖全省，但对于准确掌握全省深层地下水信息，监测井

数量和数据系列长度仍不足，其准确性和时效性有待提高。一些重要水源地和典型漏斗区无地下水监测

井，监测密度达不到相关要求，不能满足掌握地下水动态的需求，无法准确进行地下水水位控制管理。

对于此次制定的水位指标，其准确性尚显不足，因此仍需随着监测井布设密度的逐步提高，每 3~5 年对

地下水管理指标体系进行动态调整，建立地下水管理指标体系的动态调整机制。 
3) 加强地下水管控技术和经济保障 
为建立长效、稳定的地下水资源管理机制，各级人民政府对地下水管理工作从技术和资金上应大力

支持。地下水管理指标确定对区域水文地质条件、地下水监测水位以及地下水开采量等数据信息要求比

较高，专业性和技术性强，局部地区水文地质条件复杂，不同的开采量和外界因素的变化可能造成地下

水补径排关系发生变化，特别是引江济淮工程实施后，地表水与地下水之间的补排关系、补排强度可能

发生变化。因此，应加强对区域水文地质条件、地下水赋存条件的调查，明确地下水补给、径流与排泄

条件，制定科学合理的管理标准，从技术上保障地下水管理工作顺利开展。  
4) 提高节约用水意识，加大宣传力度 
大力宣传地下水管理指标确定的重要意义，正确引导社会舆论，提高公众保护地下水的意识和参与

地下水压采工作的积极性，形成良好的舆论和社会氛围，提高公民节约用水的自觉性和企业实施地下水

压采的主动性。各市、县(区)政府应将地下水压采的有关计划、工作目标、责任制度等通过媒体向社会发

布，接受社会监督。鼓励公众参与超采区管理、水价改革等工作，广泛吸纳社会意见，提高政府的公共

服务水平。 

5. 结论 

根据安徽省地下水取用水计量率、地下水监测井密度、灌溉用机井密度三项管理指标的现状，基于

强化水资源管理和完善取用水计量要求，确定了 2023 年和 2025 年地下水取用水计量率和监测井密度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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达到的目标；为防止灌溉井大规模增加，造成地下水无序开采、过度开采等问题，合理确定了灌溉用井

数量和间距。可为安徽省各市落实地下水管理工作提供技术支撑，为地下水治理与保护、地下水的可持

续开发利用等提供参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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