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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青岛市大沽河流域水资源承载力计算（徐桂民 刘青勇 徐征和 李吉林）

 

摘要：水资源承载力作为某一区域自然资源承载力的重要组成部分，是评价水资源短缺地区能否满足人口、经济和社会发展

的一个重要指标。水资源的短缺已经制约了许多地区经济和社会的发展，提高水资源承载力，对经济的发展和社会的进步具有重要

作用。在探讨水资源承载力的概念及评价标准的基础上，对青岛市大沽河流域的水资源承载能力进行了预测。结果表明：到2015

年，2020年和2030年青岛市大沽河流域水资源相对承载指数分别为1.06，1.05，1.05，水资源承载力均会出现轻度超载现象，不利

于整个流域内的经济社会发展，为了促进流域水资源的可持续利用，提出了提高水资源承载力的措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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水资源是一种战略性资源，对于维护区域生态环境安全和促进社会经济可持续发展有重要意义[1-3]。目前，水资源的短缺已

经制约了许多地区经济和社会的发展，水资源的不合理利用与水环境的污染是造成水资源短缺的主要原因之一。水资源承载力是在

20世纪80年代末由我国学者施雅风先生提出来的[4-7]，是一个国家和地区可持续发展过程中各种自然资源承载力不可或缺的一部

分，提高水资源承载力对于缓解水资源短缺有重要作用[8-9]。此次研究通过计算和分析青岛市大沽河流域的水资源承载能力，得

出了未来若干年内流域的水资源承载状况，探讨和提出了提高青岛市大沽河流域水资源承载能力的基本措施。 

1 水资源承载力的函义与评价标准 

对于水资源承载力的定义，不同的学者持有不同的看法，一般认为：水资源承载力是指某一地区的水资源在某一具体历史发

展阶段下，以可预见的技术、经济和社会发展水平为依据，以可持续发展为原则，以维护生态环境良性循环发展为条件，经过合理

优化配置，对该地区社会经济发展具有最大支撑作用的能力[10-12]。 

本次研究以水资源相对承载指数（RCI）[13]作为评价水资源承载状态和承载潜力的指标的准则，计算公式为： 

  （1） 

式中：RCI-水资源相对承载指数；CCP-流域实际人口数；CCS-水资源可承载人口。 

根据水资源相对承载指数的大小，将水资源承载力分为以下3种类型，具体结果见表1。 

表1 水资源承载力分类及划分标准 

2 大沽河流域的水资源承载力 

2.1 研究区概况 



大沽河是胶东半岛最大的河流，发源于烟台招远市阜山，在胶州市码头村入胶州湾，全长179.9km，流域总面积6236.3km2，

其中青岛市境内面积为4850km2，是青岛市重要的水源地之一。该地区为北温带季风气候区域，多年平均降雨量为688.2mm，降雨量

年内分配不均匀，年降水量的70%集中在6月-9月；降雨量年际变化与不均匀，年最大降雨量1375mm（1964年），是年最小降雨量

350.4mm（1981年）的3.9倍，且丰、枯水年连续出现。然而，虽然大沽河流域地表水资源丰富，但是分布却不均匀，而且同时存在

多种类型的缺水情况，现状条件下的水资源量还不能完全满足社会经济发展的需要。 

2.2 计算方法 

（1）流域内水资源承载的单位经济规模[14]，表达式为： 

（2） 

式中：W-社会和经济系统用水总量（万m3）；GDP-用水W时所产生的国内生产总值（万元）。 

流域内水资源承载的最大经济规模，其表达式[15]为： 

（3） 

式中：Ws-流域水资源可利用量（万m3）。 

（2）流域水资源可支撑的人口规模，其表达式[15]为： 

（4） 

式中：[GDPP]-某一社会发展水平的人均占有GDP的下限指标（万元）。 

2.3 可供水量及需水预测 

可供水量是指在不同条件下（不同水平年、不同保证率），通过各项工程措施，在合理开发利用的前提下，可提供的能满足

一定水质要求的水量。 

生活需水包括城镇居民生活需水和农村居民生活需水两类，采用定额法预测；农田灌溉用水采用灌溉净定额除以渠系水利用

系数再乘以灌溉面积的方法进行计算；工业需水一般采用万元增加值用水量这下额法进行预测；生态需水包括河道内需水和河道外

需水，河道外需水采用定额法预测需水量。 

以流域经济社会发展“十二五”计划与有关行业为基本依据，结合青岛市大沽河流域内发展的实际情况，在充分考虑各种因

素的前提下，对水资源供需情况进行了分析和预测。其中可供水量包括地表水可供水量、地下水可供水量、引黄水量、引江水量及

其他可供水量，根据青岛市引入外调水量的规划和大沽河多年平均地表水和地下水量及其他方面的供水量，预测未来几年内的可供

水量，结果见表2。根据需水定额和社会指标计算得到需水量，结果见表3。 

表2 青岛市大沽河流域不同水平年可供水量预测结果 

 

表3 青岛市大沽河流域不同水平年的需水量预测结果 

2.4 计算步骤 

（1）根据预测得到的可供水量以及预测GDP和需水量，按公式（3）计算，可以得到水资源可承载的最大经济规模Fem。 

（2）通过得到的可承载的最大经济规模，计算流域可承载的人均GDP，可承载人均GDP=Fem/预测人口N。根据预测的GDP和预

测人口N，得出预测人均GDP，预测人均GDP=预测GDP/预测人口N。按式（4）计算可承载的人口数量，即可承载的人口数量N=Fcm/预

测人均GDP。 



2.5 计算结果与分析 

根据《青岛市水资源规划》，得到了规划水平年的预测人口和GDP，根据计算方法求得了青岛市大沽河流域水资源承载力（保

证率在75%条件下）和相对承载指数，结果见表4。 

表4 不同水平年青岛市大沽河流域水资源承载力 

 

由表4可知，在不同的水平年，流域内社会经济发展规模和人口数量大多超过了相应社会经济发展水平下的水资源承载能力，

但超载程度并不严重，处于弱超载状态。流域内社会经济发展状况和人口数量是大沽河流域水资源所不可承载的，不利于社会和经

济的可持续发展，需要采取适当的措施来提高水资源的可承载能力。 

3 结语 

在未来的若干年内，青岛市大沽河流域的水资源承载能力处于弱超载状态，已经不能完全支撑整个流域内经济社会发展，为

了促进流域人水关系的主谐发展，有必要采取以下措施来提高水资源的承载能力。 

（1）加强水利工程的建设和管理，增加水资源的有效利用率，加大水污染防治力度，开发研究污水资源化技术，鼓励使用再

生水。 

（2）充分利用好引黄、南水北调的调水，来弥补大沽河流域内水资源总量的不足，为流域经济社会的发展提供保障。 

（3）充分发挥政府的职能，在大沽河周围建立生态移民试点，减少用水需求，加强农业节水，建立合理的灌溉制度，采用膜

上灌水技术、微灌技术等进行农业节水。 

（4）开展创建节水型社会活动，提高全社会节水意识，使人们自觉保护和节约利用有限的水资源，提高流域水资源承载能

力，促进流域内经济社会的可持续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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