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黄淮海平原农业综合开发的水文
水资源条件及其开发对策3

吴　凯①　　谢　明
(中国科学院—国家计划委员会地理研究所)

提　要　简要介绍了黄淮海平原 5 个典型区 (北部海河平原低产区、南部黄淮平原中低产区、中

部沿黄高产区、西部风沙区、东部沿海滩涂区) 农业综合开发的水文水资源条件, 分析了影响农

业发展的主要障碍因素, 提出了促进农业持续发展的水资源开发对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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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 en t of agricu ltu re in 5 typ ica l reg ion s in the H uang2H uai2H ai P la in w ere in troduced, in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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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 言

黄淮海平原是我国重要的农业综合开发区[ 1 ] , 包括京、津、冀、鲁、豫、苏、皖 5 省 2 市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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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39 个县 (市)。耕地面积为 1. 92×107 hm 2, 拥有人口 2. 33×108 人。

黄淮海平原是我国最重要的农业区, 1987 年粮食总产占全国总产的 19. 4% , 棉花总产

占全国总产的 56. 8 %。通过 1988～ 1993 年两期农业综合开发, 1993 年粮食总产占全国总

产的 23. 4 % , 上升了 4 个百分点。

本文仅对黄淮海平原 5 个典型区农业综合开发的水文水资源条件及其开发对策作一简

要分析。

É 北部海河平原低产区　　Ê 南部黄淮平原中低产区

Ë 东部沿海滩涂区　　　　Ì 中部沿黄高产区　　　

图 1　黄淮海平原农业综合开发典型区分布示意图

2　北部海河平原低产区

北部低产区包括河北省黑龙港地区

的 48 个县 (市) , 集中分布于整个衡水地

区以及沧州市、邯郸市、邢台市、保定地

区、廊坊市和石家庄市的部分县 (市) (图

1)。1993 年统计区耕地面积为 2. 33×106

hm 2, 人口为 1. 85×107 人, 粮食平均单

产为 3 165 kgöhm 2。在耕地面积中, 中低

产田占 78. 1 % , 尚有宜农荒地 7. 73×

104 hm 2。由此可见, 该区是中低产田和荒

地较为集中的地区, 也是农业综合开发

增产潜力较大的地区。

2. 1　水资源利用现状和水利工程效益

北部低产区的水资源相当贫乏, 人

均、公顷平均水量均不及黄淮海平原平

均值的 60 %。据 48 个县 (市)资料统计,

该区 1993 年农业用水量占总用水量的

87. 7 % , 耕地灌溉率 (有效灌溉面积与耕

地面积之比) 为 63. 5 % , 井灌面积占有

效灌溉面积的 85. 8 %。该区农业为用水

大户, 水资源开发利用率 (年实际用水量

与可利用水资源量之比) 为 93. 7 % , 公

顷平均可利用水资源量 (可利用水资源

和非农业实际用水量之差与作物播种面积之比)为 1410 m 3öhm 2, 基本上是井灌区 (表 1)。该

区 1993 年除涝率平均为 83. 6 % , , 治碱率平均为 74. 1%。

2. 2　水资源开发对策
北部低产区水资源开发对策是: 合理发展井灌, 强化农田节水, 积极发展引黄灌溉。
合理发展井灌。衡水地区 1993 年平均 11. 1 hm 2 地一眼井, 其中深井占 35. 8 % , 浅井地

下水位埋深已达 4. 70 m , 深井水位埋深 50. 94 m。由于机井密度大, 超量开采地下水, 已出
现地下水位持续下降, 全市已处于地下水降落漏斗区, 现冀、枣、衡漏斗面积约 5 200 km 2, 漏
斗中心埋深约 65 m , 漏斗中心开采强度约 5×105 m 3ökm 2。因此, 该区应控制深层地下水开
采, 慎重发展井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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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1　黄淮海平原农业综合开发典型区水资源开发利用统计表

典型区
公顷平均可利用水

资源量öm 3·hm - 2

水资源开发

利用率ö%
备　　注

北部低产区 1410 93. 7 沧州、邢台、邯郸 3 市

南部中低产区 3690 14. 3 宿县、阜阳、周口 3 个地区

中部高产区 3510 67. 2 濮阳、聊城、德州、滨州 4 个地 (市)

西部风沙区 1815 43. 3 开封、兰考、广平、大名 4 个县 (市)

　　强化农田节水。据沧州、衡水、邯郸、邢台 4 个地 (市)的资料统计, 1993 年地上垄沟总长

为 8. 81×106 m , 地下管道总长为 1. 81×107 m , 喷滴灌面积为 553 hm 2, 分别为河北省相应

值的 38. 4 %、40. 2 % 和 7. 6 %。

积极发展引黄灌溉。可供选择的引黄线路有 4 条: ①从新乡市人民胜利渠向卫河送水,

即引黄济卫工程, 规划 2010 年前实施, 每年调 10×108 m 3 黄河水给河北, 以缓解邯郸南部

缺水问题; ②从聊城位山引黄渠向卫运河送水, 即引黄济冀工程, 已于 1994 年实施, 每年调

5×108 m 3 黄河水给河北, 以补充邢台、衡水和沧州等部分地区水源; ③从德州潘庄引黄渠向

南运河和漳卫新河送水, 为沧州中东部地区提供一部分水源; ④从滨州小开河引黄渠向北延

伸至河北, 为河北省沿海经济发展和大面积荒地资源开发提供水资源条件 (年调水量 (4～ 5)

×108 m 3)。由于黄河水资源有限, 枯水季节下游经常断流, 向北送水需在作物用水高峰期以

前的冬季和早春进行。受水地区要有蓄水条件和配水方案, 收益地区对渠首和上游地区要提

供经济补偿。地表水跨省区联合调度问题比较复杂, 需流域机构进行统一规划和调度。

3　南部黄淮平原中低产区

南部中低产区包括皖北低平原和豫南低平原的 28 个县 (市) , 集中分布于安徽省的阜

阳、宿县 2 个地 (市) 以及河南省的驻马店、周口、漯河、信阳 4 个地 (市) 的部分县 (市) (图

1)。1993 年统计区耕地面积为 2. 45×106 hm 2, 人口为 2. 88×107 人, 粮食平均单产 3 945

kgöhm 2。该区广泛分布的砂姜黑土是农业发展的主要限制因素, 其面积占全国的 61. 5 % ,

占该区耕地面积的 52. 3 %。因此, 治理砂姜黑土是该区农业综合开发的中心任务。

3. 1　水资源利用现状和水利工程效益

南部中低产区人均、公顷平均水资源量均略高于黄淮海平原的平均值。据 28 县 (市)资

料统计, 该区 1993 年农业用水占总用水量的 91. 9 % , 农业为用水大户; 耕地灌溉率平均为

43. 5 % , 其值不高; 井灌面积占有效灌溉面积的 39. 4 % , 为井渠结合灌区, 并以渠灌为主。

该区水资源开发利用率偏低, 只有 14. 3 % , 但公顷平均可利用水资源量较多, 为 3 690 m 3ö

hm 2, 发展潜力较大, 尤其是井灌 (表 1)。该区 1993 年除涝率平均为 80. 0 % , 治碱率平均为

87. 6 %。

3. 2　水资源开发对策

南部中低产区水资源开发对策是: 重点发展井灌, 实现地表水、地下水联合调度。

该区降水量相对较多, 地表水源相对丰富, 但地下水利用程度较低, 1993 年地下水开采

量仅占年用水量的 32. 2 % , 为地下水可采量的 29. 4 %。由此带来三方面后果: ①干旱年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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水灌溉, 造成严重减产; ②地下水位高, 雨季时腾不出地下库容接纳降雨入渗, 造成农田渍

害; ③地下水位高, 通过地下径流每年约有占总量 24 % 的地下水排入河道, 加重了河流的排

水负担, 是加剧该地区洪水灾害的原因之一。因此, 今后要重点发展井灌, 实现地表水和地下

水联合调度, 既可解决农田灌溉问题, 又有利于砂姜黑土区的排水, 对防渍改土、防洪除涝有

多方面的意义。阜阳地区 1993 年耕地面积为 1. 10×106 hm 2, 已有排灌站 4 488 处, 机电井

58 848 眼, 排灌面积仅占耕地面积的 47. 4 % , 平均 18. 7 hm 2 地一眼井。显然, 该区现有的

井、站设施, 由于机、泵、渠系不配套, 土地不平整, 其效益没有充分发挥出来。这些井站的配

套工程, 费用低, 收效快, 应该限期做出成效来。在此基础上, 因地制宜地再兴建一些新的灌

溉设施: ①在河道有控制闸蓄水的地方走深沟引水、沿沟建站的路子, 发展水稻灌溉; ②在沿

河湖易涝易渍的洼地, 多方开辟水源, 以稻治涝, 夺取高产; ③在地表水缺乏、地下水丰富的

宜稻区和高产经济作物区, 在充分发挥老井效益的基础上, 可再打一些新机井; ④在一般砂

姜黑土河间地区, 采取沟塘井结合的办法, 打小口井, 购喷灌机、流动机、低压泵等小型机具,

进行冬小麦、夏玉米、棉花的灌溉, 分片建设旱涝保收稳产高产农田。

4　中部沿黄高产区

中部高产区包括河南、山东两省沿黄的新乡、濮阳、菏泽、聊城、德州、滨州等 6 个地 (市)

的 50 个县 (市) (图 1)。1993 年统计区耕地面积为 2. 86×106 hm 2, 人口为 2. 90×107 万人,

粮食平均单产 4 649 kgöhm 2。该区历史上长期受旱涝盐碱风沙等自然灾害的影响, 农业发展

滞缓, 粮食产量低而不稳。由于发展引黄灌溉和坚持低产地综合治理, 80 年代以来, 农业生

产出现高速持续发展势头, 成为全国重要的商品粮棉基地。德州、聊城两个地区, 1991 年高

产乡镇由 1987 年的 27. 9 % 上升到 83. 6 % , 中低产乡镇由原来的 73. 1 % 下降到 16. 4 %。

该区农业综合开发的有利条件是: ①近期农业生产取得快速发展, 由原来的低产区一跃成

为高产区; ②现有发展水平存在区域差异, 还有一些中低产田需要治理; ③荒地面积大, 土地

资源相对丰富; ④水资源条件好, 为高产高效农业发展提供了重要保障。

4. 1　水资源利用现状和水利工程效益

中部高产区人均、公顷平均水资源量均略高于黄淮海平原的平均值, 并处于地表水、地

下水资源均丰富的地区。据 50 个县 (市)资料统计, 1993 年农业用水占总用水量的 92. 5 % ,

耕地灌溉率平均为 76. 9 % , 井灌面积占有效灌溉面积的 48. 7 % , 水资源开发利用率较高,

为 67. 2 % , 公顷平均可利用水资源量亦多, 为 3510 m 3öhm 2, 为水资源开发利用较好的地区

(表 1)。该区 1993 年除涝率平均为 81. 3 % , 治碱率平均为 80. 0 %。

4. 2　水资源开发对策

中部高产区水资源开发对策是: 加强引黄灌区管理, 恢复发展井灌, 提高区域水资源整

体利用率。

该区近 20 年来农村经济发展较快, 引黄灌溉发挥了积极作用。该区地下水也很丰富。浅

层地下水开采量仅占补给量的 37. 8 %。70 年代恢复引黄以前井灌发展较快, 80 年代以来大

量发展引黄, 很多地下水条件较好地方亦弃井引黄, 使地下水资源不能合理利用, 并造成区

域盐分累积等环境问题。引黄水的有效利用率不高, 有些地方利用系数低于 0. 4。为此, 该区

水资源合理利用的途径是: 科学引用黄河水, 掌握春灌主动权。黄河利津水文站 1981～ 199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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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多年平均径流量为 2. 60×1010 m 3, 春灌期占 13. 3 %、汛期占 64. 6 %、冬四月占 22. 1 %。

处于上游区的地 (市)应按计划或少引黄河水, 而处于下游区的地 (市)应采取早引、多蓄的办

法相机引水, 如滨州地区 1993 年在上游灌区开始灌溉时, 已蓄水 1. 5×108 m 3, 为春灌创造

了条件。

实行地表水、地下水联合调度, 促进农业生态系统的良性循环。上游引黄灌区应鼓励发

展井灌。德州地区齐河县贾市乡, 该乡地处沿黄不引黄, 全乡平均 4 hm 2 地一眼井, 全部采用

井灌。粮食单产由原来的 3 000 kg 提高到 9 000 kg, 盐碱地面积由原来的 1 000 hm 2 减少到

70 hm 2。同时, 引黄灌区、井灌区均应引黄补源。濮阳市 1991 年以来, 已建 3 条濮清南引黄

补源工程, 设计灌溉面积 6. 33×104 hm 2, 补源面积 1. 21×105 hm 2。滨州地区小清河以南为

井灌区, 多年来, 由于采大于补, 地下水位平均下降 8 m , 形成 200 km 2 的地下水漏斗区。由

于该区修建了引黄补源工程, 目前地下水位下降现象已基本得到控制。

实施计量供水, 建立节水型农业生态系统。滨州地区引黄范围内的 7 个县 (市)全部实现

了计量供水、按方收费。按此管理, 簸箕李灌区公顷次用水量减少到 1 770 m 3, 净用水量仅为

1 020 m 3。在测水手段上, 采用微机控制自动测水, 达到当天的水量当天计量到县。

5　西部风沙区

西部风沙区包括豫北、冀南、鲁西 12 个县 (市)。1993 年统计区耕地面积为 7. 76×105

hm 2, 人口为 7. 47×106 人。由于历史上黄河改道和决口泛滥遗留大量泥沙, 该区风沙区分布

较为集中。风沙土多呈带状或片状分布于农区之中, 不仅是沙区农业增产的主要障碍因素,

而且是危害周围环境的风沙发源地。

5. 1　水资源利用现状和水利工程效益

西部风沙区人均、公顷平均水资源量均略高于黄淮海平原的平均值。据 12 个县 (市)资

料统计, 该区 1993 年农业用水占总用水量的 96. 4 % , 农业为用水大户; 耕地灌溉率平均为

82. 3 % , 但水资源开发利用率各县差异较大, 公顷平均可利用水资源量偏低 (表 1) ; 井灌面

积占有效灌溉面积的 79. 3 % , 为井渠结合灌区, 但以井灌为主。该区 1993 年除涝率平均为

83. 7 % , 治碱率平均为 82. 0%。

5. 2　水资源开发对策

西部风沙区水资源开发对策是: 因地制宜, 或发展井灌或开挖中泓、梯级利用, 实行旱涝

风碱薄综合治理。

河南省延津沙地农业科技开发试验示范区面积为 110 hm 2, 除有耕地 16. 7 hm 2 外, 其

余均为沙质荒地, 经过 1989～ 1993 年综合治理, 通过打井灌溉、挖沟排涝、防风治沙、平整

土地等, 建成各类果树试验园 15. 1 hm 2、苗木繁育基地 6. 7 hm 2、杜梨改接梨树等生态经济

型改造试验田面积 25. 3 hm 2、生产性示范果园 36. 6 hm 2。投入产出比为 1∶2. 8。

江苏省境内的黄河故道面积 1. 51×105 hm 2, 1980～ 1994 年 15 年间, 开挖疏浚中泓 400

km , 配套各类建筑物 1. 4 万余座, 建成耕地 4. 33×104 hm 2、果园 1. 67×104 hm 2、林地 6. 67

×103 hm 2、鱼池 4. 67×103 hm 2, 目前年增产值可达 5 亿多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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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东部沿海滩涂区

东部沿海滩涂区涉及到河北省的秦皇岛、唐山、沧州, 山东省的滨州和东营, 江苏省的连

云港、盐城和南通等 8 个地 (市) 的 31 个县 (市) , 总面积为 1. 22×106 hm 2, 另有 1. 03×106

hm 2 浅海和辐射沙洲 (图 1)。

江苏省沿海滩涂面积为 6. 53×105 hm 2, 占黄淮海平原的 1ö2, 占全国的 1ö4。现以江苏

省沿海滩涂为例, 说明其水文水资源条件和水资源开发对策。

6. 1　水文水资源条件

江苏海岸线分属 3 大水系: 长江水系、淮河水系和沂沭泗水系。沿海全线入海口门大小

近百处, 入海水量为 2. 98×1010 m 3。水资源供需关系为: 现状偏旱年份可供水量为 6. 5×109

m 3, 需水量为 1. 09×1010 m 3, 缺水量为 4. 4×109 m 3。但在一般年份和中等干旱年, 基本上不

缺水。

近岸 20 m 等深线内属正规半日潮流, 平均高潮间隙为 7～ 12 h。海水盐度平均为 29. 6

‰～ 32. 2 ‰之间。近海水域 pH 值为 8. 0, 氧含量在 90 % 以上。营养盐类含量比较丰富。

长江水源丰富 (大通站多年平均流量 30 900 m 3ös) , 通榆河等引江送水工程已开始实

施, 适宜发展农林牧和淡水养殖; 海水 pH 适中, 氧含量和营养盐丰富, 适宜发展海水养殖。

6. 2　水资源开发对策

江苏省沿海滩涂水资源开发对策是: 外引长江水, 内部水系配套。

根据沿海垦区特点, 结合现有水系情况, 外部水系建设, 必须南引长江水, 兴办必要的引

排骨干工程, 形成一个扎根长江、贯通垦区境内的河网水系。内部水系, 根据不同利用情况安

排沟渠系统, 达到引、灌、排、降自如, 使垦区土壤迅速脱盐。

通榆河工程为该区主要引江送水工程, 已于 1987 年批准, 并予以实施。与其联接的东西

向河道, 如东台河、丁溪河、江界河、川东港等已经扩浚, 安丰抽水站业经改造, 该河开通后,

可给垦区送水 100 m 3ös, 滩涂开发用水即可基本解决, 灌溉保证率可达 95 %。

7　结束语

黄淮海平原水资源量是紧缺的, 在其开发利用中亦带来一些水环境问题, 但是只要根据

当地具体情况, 采用相应的调控措施, 水资源供需矛盾是可以缓解的。据预测, 到 2000 年, 黄

淮海平原农业综合开发可新增粮食 9. 0×109 k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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