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湛江市区地下水超采区治理与保护规划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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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针对湛江市目前已有的３个不同类型的地下水超采区，提出了超采区水源替代、地下水修复治理与保护等工程
与非工程措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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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下水是湛江市区生活用水、农业灌溉、工业生

产的重要供水水源，也是维系地质生态环境的重要要

素。地下水对保障城市供水安全、生态安全等具有十

分重要的作用，同时也支撑和保障了湛江市经济建设

和社会发展。

湛江市是历史性干旱区，自古以来，当地居民就

已学会钻井取水，但由于当时的经济社会及技术等条

件所限，开采深度及开采量有限。１９４１年湛江市区赤
坎民主大道凿了一眼井，深约４３ｍ，水自流供城市生
活用水，开始了开采深层地下水的历史。１９５６年，在
市区建成了湛江市的第一座以地下水为水源的水

厂———龙划水厂，开采量为０１３万ｍ３／ｄ（现状供水能
力达到２５８万 ｍ３／ｄ）。１９６６年，开始大量开采地下
水，为解决农业灌溉，引进了锅锥井成井工艺，使浅

层地下水得到了广泛利用。随后湛江市区水厂规模进

一步扩大，一些厂矿企业、单位也凿井取水自给，开

采深度由浅层发展到中、深层。一些地区由于过量开

采，导致地下水水位持续下降，以及局部地区的地面

沉降、地面塌陷、海水入侵等一系列的生态地质环境

问题。

为合理开发利用和有效保护地下水资源，严格控

制超采区地下水开采，遏制超采区扩展，改善和保护

生态环境，及时制定并实施超采区的治理和保护措施，

至关重要，迫在眉睫。

１　基本情况
地下水超采区是指某一定范围内，在一定时期内

地下水开采量超过了地下水可开采量，造成地下水位

持续下降、引发环境地质灾害或生态环境恶化现象的

区域。根据目前湛江市划定的地下水超采区结果，湛

江市超采区面积为４０１ｋｍ２，共有３个超采区。其中硇
洲岛为浅层地下水严重超采区，超采面积为５６ｋｍ２，
２００１—２０１０年年均超采量为２１９万ｍ３；赤坎、霞山为
深层承压水一般超采区，超采面积分别为 １４５ｋｍ２、
２００ｋｍ２，２００１—２０１０年年均超采量分别为１０５３万ｍ３、
７８８８万ｍ３［１］。
２　超采区形成原因分析

随着湛江市经济社会的发展，以及工业发展规模

的扩大和人民生活水平的提高，工业和生活用水增加，

区域内地表水资源不能满足工农业、生活的需求。使

得城市工农业、生活用水不得不转向使用水质较好的

地下水，特别是中、深层地下水，形成了中、深层地

下水超采区，例如赤坎、霞山由于区域内地表水水厂

只有赤坎水厂（２０万 ｍ３／ｄ）不能满足赤坎、霞山的工
业、生活用水需求，而过量开采中、深层承压水，引

发地下水水位持续下降，形成降落漏斗；硇洲岛因没

有地表水源工程，开采浅层地下水种植香蕉，导致部

分地区海水入侵
［２－３］。除此之外，赤坎、霞山超采区

的地下水开采井过于密集，在空间和时间上集中开采，

开采量大于可开采量，造成地下水水位持续下降，形

成了超采区。

３　超采区治理保护工程措施
３１　水源替代

１）鉴江枢纽工程
已经建成的鉴江供水枢纽工程对湛江市的用水格

局将产生极大的影响，对湛江市的社会经济发展提供

有力的保障。鉴江正常来水年分配给湛江市使用的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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量为７３９亿ｍ３，其中通过鉴江供水枢纽工程调往坡
头区的水量为 ０３５亿 ｍ３，调往东海岛的水量为
２４５亿ｍ３，能够满足南三岛、东海岛、湛江钢铁基
地、中科炼化等生活、生产用水的需求。

２）地表水厂工程
通过鹤地水库加固、雷州青年运河改造、合流水

库扩容、麻章水厂扩建、西厅水厂建设等工程，可向

市区供水 ７５万 ｍ３／ｄ，拟替代超采区地下水开采量
８３０４万ｍ３，基本实现对地下水源的置换，关停市区
原有的１０座地下水厂，减少超采区地下水开采量，维
持地下水水位不再下降。

３）海水直接利用
海水直接利用主要是生产和生活２个方面［４］，大

规模海水直接利用首先是作为工业冷却水，到目前为

止大多数为直流冷却，仅有少量采用循环冷却；２０１１
年湛江市工业方面海水直接利用量为１７５３０５万 ｍ３，
其中湛江中粤能源有限公司利用海水直流冷却发电机

组，用水量为１０３９１３万 ｍ３，湛江发电厂利用海水循
环水冷却水量为７１３９２万ｍ３。其次是海水养殖，海水
养殖业主要分为粗放型养殖、精养和工厂化养殖３种
方式。

４）雨水资源
充分利用雨水资源，采取各种有效措施提高雨水

利用能力和效率，是传统水利发展中不可缺少的补充

和延伸，是环境城市地下水超采的重要途径
［５－７］。根

据雨水收集量＝降雨量 ×地表面积，可以推算出湛江
市市区原生水资源量（总降水量）。湛江市市区２０１１年
降雨量为１４４４ｍｍ，湛江市市区面积为１４３ｋｍ２，折
合成总降水量为 ２０６亿 ｍ３，除自然蒸发和渗透外，
城市雨水收集利用的潜力还是巨大的。修建屋顶雨水

集蓄系统，用管道与落水管直接连接收集屋顶雨水，

用于部分生活用水。

３２　地下水修复
１）人工回灌工程
地下水人工回灌是采用人工回灌设施将大气降水、

自来水、地表水等补给源人工灌入地下，使地下水水

位逐步回升，以缓解地下水严重超采所带来的生态不

平衡及进而引起的环境地质、水质恶化问题
［８－９］。赤

坎、霞山承压水一般超采区主要采取注射井方式回灌，

辅以地表水和雨水回灌；硇洲岛浅层严重超采区主要

以地表水和雨水回灌。

２）水质保护措施
市区有规模较大的地下水水源地２个，分别是霞

山地下水源地（含东海岛地下水源）、坡头地下水水源

地。但目前这２个水源的地下水水质也不容乐观，因
此，需对市区地下水水源地补给区域实施水质保护措

施，如在水源补给区外围农村实施农村生活污水收集

和处理工程、补给区内实施生态修复与建设工程。

冯村生活垃圾处理厂所在区域为市区地下水重要

补给区之一，地下水已受到相应程度的污染，对一区

生活垃圾焚烧发电项目，应严格执行《地下水质量标

准》（ＧＢ／Ｔ１４８４８－９３）；对二区应加强垃圾场周边地
下水水质监测，做好垃圾渗滤液泄露情况下堵漏措施；

对规划中的三区，应在设计施工时做好防腐防渗措施，

如采用钢筋混凝土结构，并在底部和四壁采用防渗混

凝土、内壁采用重防腐处理等。

３３　压采措施
对于硇洲岛浅层地下水严重超采区，应修建地表

工程蓄积雨水，优先利用地表水；同时减小香蕉的种

植面积，调整产业结构和经济结构并采取节水措施减

少地下水开采量，使超采区地下水环境逐渐改善和恢

复，减缓海水入侵程度。

在赤坎、霞山承压水严重超采区，加大地表水厂

建设的力度，关停公共供水管网已经覆盖区域的自备

井，不批准新的自备井。优先考虑压采工业、生活用

水集中水源地，尤其是已经严重超采且位于降落漏斗

区中心的集中式水源地；其次应优先考虑深层水的限

采，当地表水能够满足市区生产、生活用水时，应全

面停止对深层地下水的开采，使深层地下水作为市区

的应急备用水源。

４　超采区治理保护非工程措施
４１　科学规划地下水监测

科学规划地下水监测，建立市区地下水动态、地

质环境、生态监测体系。增加市区监测井数量和监测

点密度，形成一定规模的地下水监测网，探索市区地

下水动态变化规律，及时掌握地下水位升降的幅度和

速度、开采量的增减、水质的变化、区域水位降落漏

斗范围、幅度和发展等动态变化，为超采区地下水资

源评价、地下水管理、水资源配置、开展旱情分析和

预测预报，为防止水文地质环境进一步恶化提供依据。

４２　完善地下水取水计量措施
取水计量工作是强化地下水资源管理、实施取水

许可制度的重要措施，是开展地下水资源保护与管理

各项工作的必备条件。为了严格控制湛江市区地下水

开采量和取水点布局，应完善地下水资源智能监控管

理系统，对湛江市区所有地下水用水户水资源（机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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情况进行远程监测和管理利用 ＧＰＲＳ／ＳＭＳ公用无线平
台对机井水量、水位基本数据进行自动采集、远程传

输、处理和存储，为地下水资源的规划、使用、管理

和决策提供及时、准确的信息服务和先进有效的技术

保障。

４３　地下水监督管理
地下水的开采长期以来处于监督管理不到位的状

态，无证取用地下水、超量取用地下水的现象仍然存

在。市区部分城中村曾出现乱打井、滥开采的现象，

导致地下水位急剧下降、区域降落漏斗不断扩大及地

下水污染等问题。水行政主管部门应从法律建设、行

政管理、经济手段、科学技术、宣传教育等方面，加

强地下水监督管理。如抓紧出台“超采区地下水资源

管理办法”依法推进超采区地下水管理工作；完善计

划用水管理制度，根据总量控制目标，设置地下水开

采计划，定期检查用水户用水情况，监督考核开采计

划的执行；加大地下水资源费的征收力度，实行计量

收费，利用经济手段促进城市水源结构的优化和城市

自备井关停与地下水压采工作；提高地下水应急和战

略储备能力，保障紧急情况下城市供水安全。

５　结语
目前，地下水超采是湛江市区地下水开发利用保

护存在的主要问题，只有认清地下水开采的条件和形

式，做好调水、补水、增加非常规水源，切实准备替

代水源，同时加强地下水的管理，做好水资源统一配

置，才能更有效地解决地下水超采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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