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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  言前  言

《黄河水资源公报》（以下简称《公报》）的发布，旨在定期向

各级领导、有关部门和社会团体发布黄河流域水资源情势，以不断提

高公众的节水、惜水意识，促进黄河水资源的合理开发、利用、配

置、节约与保护。

本《公报》是按年度反映黄河水资源情势的综合性年报，内容主

要包括降水径流、蓄水动态、水资源利用、水资源量分析、水质调查

评价、输沙量及重要水事等。水资源量分析以黄河干流水文断面成果

为主。

《公报》的资料来源以黄河水利委员会和沿黄各省（区）的实测

数据和水利统计资料为主，并收集了气象、城建、环保、统计等部门

的有关资料。《公报》中有关资料的多年平均值分为14年（1987~2000

年均值）和45年（1956~2000年均值）两种。

《公报》编制过程中，得到了青海、四川、甘肃、宁夏、内蒙

古、陕西、山西、河南、山东等省（区）水利厅的大力支持。水利部

水资源司、《中国水资源公报》编辑部给予了热情指导和支持，在此

一并表示感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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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综   述
黄河流域（包括黄河内流区，下同）总面积79.5万km2，流经青海、四川、甘肃、宁夏、内蒙

古、陕西、山西、河南、山东等九省（区）。全河划分为龙羊峡以上、龙羊峡至兰州、兰州至头

道拐、头道拐至龙门、龙门至三门峡、三门峡至花园口、花园口以下、黄河内流区（分别简称为

龙库以上、龙库~兰、兰~头、头~龙门、龙门~三、三~花、花以下和内流区，下同）等二级流域分

区。黄河流域行政和流域分区面积示意图分别见图1和图2。

图2        黄河流域分区面积比例图

图1        黄河流域行政分区面积柱状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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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9年黄河流域平均降水量（深，下同）为440.4mm，折合降水总量3501.12亿m3，比

1956~2000年均值偏少1.5%。

2009年黄河干流主要水文站实测年径流量与1956~2000年均值比较，除唐乃亥站偏

多29.2%外，其余各站全部偏少，其中利津、高村、花园口、三门峡和龙门站偏少幅度在

34.6%~57.9%之间。

2009年黄河主要支流控制水文站实测年径流量与1956~2000年均值比较，湟水民和和

大夏河折桥站分别偏多7.6%和0.7%，其余站偏少，其中沁河武陟、汾河河津、泾河张家山和

北洛河    头站分别偏少92.2%、65.1%、59.8%和53.4%，剩余站偏少幅度在49.0%以内。

2009年黄河利津站实测径流量132.90亿m3，扣除利津以下河段引黄水量5.20亿m3，黄河

全年入海水量127.70亿m3，比1956~2000年均值313.19亿m3偏少59.2%。

2009年黄河流域共统计大、中型水库184座，其中大型水库25座。大、中型水库上年末蓄

水量为299.10亿m3，当年末蓄水量为348.18亿m3，年蓄水量增加49.08亿m3，其中大型水库蓄

水量增加47.99亿m3。

黄河流域浅层地下水动态监测主要集中在流域内的（河谷）平原（盆地）区，2009年总监

测面积为87777km2，浅层地下水蓄水量比上年增多1.027亿m3。

据不完全统计，2009年黄河流域（河谷）平原（盆地）区，由于长期过量开采地下水，形成

深层承压水降落漏斗4个、浅层地下水降落漏斗5个、浅层地下水严重超采区3个，个别地下水

降落漏斗（严重超采区）要素变化较大。

2009年黄河总取水量为502.84亿m3（含跨流域调出的地表水量），其中地表水取水

量375.73亿m3，占总取水量的74.7%；地下水取水量127.11亿m3，占25.3%。黄河总耗水量为

392.57亿m3，其中地表水耗水量306.55亿m3，占总耗水量的78.1%；地下水耗水量86.02亿m3，

占21.9%。2009年全河向流域外供地表水量为102.13亿m3。

2009年黄河花园口站以上区域降水总量3243.95亿m3，花园口站实测径流量232.20亿m3，花

园口站以上区域还原水量247.74亿m3，花园口站天然河川径流量为479.94亿m3，比1956~2000

年均值偏少9.9%；花园口站以上区域地下水资源量为353.99亿m3，其中与天然河川地表水资

源量间的重复计算量为270.54亿m3；花园口站水资源总量为563.39亿m3，比1956~2000年均

值偏少9.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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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9年黄河流域废污水排放量为42.05亿t，其中城镇居民生活废污水排放量11.66亿t，第

二产业废污水排放量27.55亿t，第三产业废污水排放量2.84亿t，分别占总量的27.7%、65.5%和

6.8%。

2009年黄河干、支流水质评价河长14039.3km，其中黄河干流评价河长3613.0km，支流

评价河长10426.3km。年平均符合Ⅰ~Ⅲ类水质标准的河长6180.0km，占评价总河长的44.0%；

符合Ⅳ~Ⅴ类水质标准的河长3402.0km，占评价总河长的24.2%；劣Ⅴ类水质标准的河长

4457.3km，占评价总河长的31.7%。

2009年黄河流域参加评价的省界断面30个，年平均符合Ⅰ类、Ⅱ类水质标准的断面占评

价省界断面的26.7%，符合Ⅲ类水质标准的断面占20.0%，符合Ⅳ类、Ⅴ类水质标准的断面分

别占23.3%、3.3%，劣于Ⅴ类水质标准的断面占26.7%。

2009年黄河流域参与达标评价地表水功能区239个，其中215个水功能区进行达标统计

（213个统计河长、2个统计面积）。本年度达标水功能区84个，占39.1%，其中渔业用水区达

标率最高，为66.7%，景观娱乐用水区达标率最低，为16.7%。评价水功能区河长13345.3km，

其中参加达标统计河长12839.3km，达标河长5826.5km，达标率为45.4%。评价水功能区水库

面积20.7km2，达标率为0%。

2009年黄河流域参与评价的15处重要城市供水水源地(饮用水)中，6处水源地水质不符

合集中式生活饮用水地表水源地要求，占40.0%。

2009年黄河龙门、渭河华县、汾河河津、北洛河    头四站合计实测输沙量为1.182亿t，比

1956~2000年均值12.52亿t偏少90.6%。2009年黄河小浪底、伊洛河黑石关、沁河武陟三站合

计实测输沙量0.036亿t，比1956~2000年均值11.57亿t

偏少99.7%。

2009年重要水事：黄河实现连续10年不断流；黄

河流域发生特大干旱，黄河防总全力支援；2009年度

引黄济津济淀应急调水超额完成任务；黄河水利委

员会颁发《黄河取水许可管理实施细则》及《黄河水

权转让管理实施办法》；黄河水利委员会调查黄河宁

蒙省界缓冲区、晋陕豫交界区排污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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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降水径流

2.1  降水

2009年黄河流域平均降水量为440.4mm，折合降水总量3501.12亿m3，比上年降水量增多

1.7%；比1987~2000年均值偏多3.2%；比1956~2000年均值偏少1.5%。

2009年流域内分区降水量，以花园口以下的675.0mm为最大，其次为三门峡至花园口区

间的648.9mm；兰州至头道拐的189.0mm为最小，黄河内流区的247.2mm次之。

2009年各流域分区降水量与1956~2000年均值比较，黄河龙羊峡以上偏多13.0%、花园口

以下偏多4.2%、头道拐至龙门区间偏多2.2%，其余二级分区偏少，其中兰州至头道拐区间偏

少25.0%、黄河内流区偏少9.1%，其他偏少在3.5%以内。

2009年黄河流域各分区降水量及其与上年和多年均值比较见图3，黄河流域降水量等值

线分布情况见图4，黄河流域降水量距平（1956~2000年均值）情况见图5。

图3        2009年黄河流域分区降水量柱状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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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  实测径流量

2009年，黄河干流唐乃亥、兰州、头道拐、花园口和利津站实测径流量分别为263.50、

304.70、169.60、232.20和132.90亿m3。

2009年黄河干流主要水文站实测年径流量与上年度比较，利津、高村和花园口站分别

减少8.7%、5.4%和1.7%，其余站增多，其中唐乃亥站增多达50.9%，剩余站增多幅度在8.8%以

内。与1987~2000年均值比较，头道拐以上各站偏多5.0%~42.8%，其中唐乃亥站偏多42.8%；

龙门以下各站偏少7.0%~13.2%，其中花园口站偏少13.2%。与1956~2000年均值比较，除唐乃

亥站偏多29.2%外，其余各站全部偏少，其中利津、高村、花园口、三门峡和龙门站偏少幅度在

34.6%~57.9%之间。2009年黄河干流主要水文站实测年径流量比较情况见图6。

 

2009年黄河主要支流控制水文站实测年径流量与上年度比较，沁河武陟、大夏河折桥、

北洛河    头和泾河张家山站分别减少54.6%、12.1%、10.2%和8.1%，其余站增多，其中伊洛河

黑石关和湟水民和站分别增多70.8%和41.9%；与1987~2000年均值比较，东平湖陈山口、大

夏河折桥和湟水民和站分别偏多52.3%、14.0%和13.3%，其余站偏少，其中沁河武陟、泾河

张家山和北洛河    头站分别偏少84.3%、49.4%和45.1%，其余站偏少幅度在30.0%以内；与

1956~2000年均值比较，湟水民和和大夏河折桥站分别偏多7.6%和0.7%，其余站偏少，其中

沁河武陟、汾河河津、泾河张家山和北洛河    头站分别偏少92.2%、65.1%、59.8%和53.4%，剩

余站偏少幅度在49.0%以内。2009年黄河干、支流主要控制水文站实测径流量见表1，2009年

黄河主要支流控制水文站实测年径流量比较情况见图7。

图6        2009年黄河干流主要水文站实测径流量柱状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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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9年黄河干、支流主要控制水文站实测径流量统计表表1

河      名 站      名
控制面积

(km2)

汛   期
径流量
(7-10月)
（亿m3）

实测径流量（亿m3） 当年与均值比较（%）

当   年 上   年
1987~2000
年 均 值

1956~2000
年 均 值

1987~2000 1956~2000

黄      河 唐乃亥 121972 160.16 263.50 174.60 184.58 203.93 42.8 29.2

黄      河 贵      德 133650 63.26 206.60 190.80 180.92 207.18 14.2 -0.3

黄      河 兰      州 222551 119.43 304.70 285.10 265.25 313.08 14.9 -2.7

黄      河 下河沿 254142 108.88 279.20 258.30 253.81 307.58 10.0 -9.2

黄      河 石嘴山 309146 99.98 241.60 224.80 227.26 281.40 6.3 -14.1

黄      河 头道拐 367898 63.93 169.60 164.10 161.47 222.04 5.0 -23.6

黄      河 龙      门 497552 64.04 178.30 177.60 201.51 272.82 -11.5 -34.6

黄      河 三门峡 688421 85.09 219.70 210.80 250.87 357.78 -12.4 -38.6

黄      河 花园口 730036 74.69 232.20 236.10 267.45 390.65 -13.2 -40.6

黄      河 高      村 734146 71.21 208.90 220.80 230.53 365.19 -9.4 -42.8

黄      河 利      津 751869 63.98 132.90 145.60 142.84 315.36 -7.0 -57.9

湟      水 民      和 15342 10.34 17.45 12.30 15.40 16.21 13.3 7.6

大通河 享      堂 15126 17.15 24.52 20.25 28.68 28.49 -14.5 -13.9

大夏河 折      桥 6843 4.31 7.64 8.69 6.70 7.59 14.0 0.7

洮      河 红      旗 24973 15.97 34.63 34.16 35.62 46.99 -2.8 -26.3

泾      河 张家山 43216 3.82 7.02 7.64 13.88 17.47 -49.4 -59.8

北洛河 25645 1.72 4.04 4.50 7.36 8.67 -45.1 -53.4

渭      河 华      县 106498 22.10 41.25 38.04 48.45 70.54 -14.9 -41.5

汾      河 河      津 38728 2.20 3.72 3.59 5.26 10.67 -29.3 -65.1

伊洛河 黑石关 18563 6.40 13.77 8.06 16.50 26.72 -16.5 -48.5

沁      河 武      陟 12880 0.09 0.64 1.41 4.07 8.18 -84.3 -92.2

东平湖 陈山口 9069 6.63 6.73 6.43 4.42 9.61 52.3 -30.0

2.3  入海水量

2009年黄河利津站实测径流量132.90亿m3，扣除利津以下河段引黄水量5.20亿m3，黄河

全年入海水量127.70亿m3，比上年的141.40亿m3减少9.7%，比1987~2000年均值139.57亿m3偏

少8.5%，比1956~2000年均值313.19亿m3偏少59.2%。

氵状      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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单位：亿m3

2009年黄河流域分区大中型水库蓄水变量统计表表2

三、蓄水动态

3.1  水库蓄水动态

2009年黄河流域共统计大、中型水库184座，其中大型水库25座（本年新增青海拉西瓦和

陕西黑河两座大型水库，新增宁夏6座中型水库）。大、中型水库上年末蓄水量为299.10亿m3，

当年末蓄水量为348.18亿m3，年蓄水量增加49.08亿m3，其中大型水库蓄水量增加47.99亿m3

（龙羊峡水库年内蓄水量增加39.20亿m3）。2009年黄河流域分区大中型水库蓄水变量情况

分别见表2和图8，2009年黄河流域九大水库蓄水变量情况见表3。

图7        2009年黄河主要支流控制水文站实测径流量柱状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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花园口以下 4.98 5.30 0.32 2.02 1.57 -0.45 7.00 6.87 -0.13

黄河内流区 ／ ／ ／ ／ ／ ／ ／ ／ ／

黄河流域 289.94 337.93 47.99 9.16 10.24 1.08 299.10 348.18 49.0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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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8        2009年黄河流域各分区大、中型水库蓄水变量柱状图

年
蓄
变
量
（
亿

m
3 ）

水  库
名  称

坝址位置
上年末

蓄水量

当年末

蓄水量

年蓄水

变   量

龙羊峡 黄河干流上游·青海省共和、贵南县交界 176.20 215.40 39.20

李家峡 黄河干流上游·青海省尖扎、化隆县交界 14.82 16.22 1.40

刘家峡 黄河干流上游·甘肃省永靖县 30.20 31.82 1.62

万家寨 黄河干流中游·山西省偏关县、内蒙古准旗交界 3.11 3.14 0.03

三门峡 黄河干流中游·河南省三门峡市、山西省平陆县交界 3.61 1.75 -1.86

小浪底 黄河干流中游·河南省孟津县、济源市交界 36.92 32.25 -4.67

陆   浑 伊河上游·河南省嵩县 2.70 4.70 2.00

故   县 洛河上游·河南省洛宁县 4.87 6.38 1.51

东平湖 大汶河下游·山东省东平县 3.75 4.17 0.42

合   计 / 276.18 315.83 39.65

单位：亿m3

2009年黄河流域分区九大水库蓄水变量统计表表3

3.2  地下水动态

3.2.1  区域浅层地下水动态

黄河流域浅层地下水动态监测主要集中在青海、甘肃、宁夏、内蒙古、陕西、山西、河南和

山东等省（区）的（河谷）平原（盆地）区，2009年总监测面积为87777km2，浅层地下水蓄水量

比上年增多1.027亿m3。

2009年末与上年同期相比，以±0.5m变幅（内蒙古巴盟河套平原为±0.3m）作为浅层地

下水位上升区、下降区和相对稳定区的分界线，各（河谷）平原（盆地）区浅层地下水位上升区

-2

5

12

19

26

33

40

龙库以上 龙库~兰 兰~头 头~龙 龙~三 三~花 花以下 内流区

大型水库蓄变量 中型水库蓄变量 总蓄变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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面积为8200km2、占总监测面积的9.3%，蓄水量增加4.528亿m3；下降区面积为10252km2、占

总监测面积的11.7%，蓄水量减少4.931亿m3；相对稳定区面积为69325km2、占总监测面积的

79.0%，蓄水量增多1.430亿m3。2009年黄河流域主要（河谷）平原（盆地）区浅层地下水动态

情况见表4。

3.2.2  地下水降落漏斗（严重超采区）

据不完全统计，2009年黄河流域（河谷）平原（盆地）区，由于长期过量开采地下水，形成

深层承压水降落漏斗4个、浅层地下水降落漏斗5个、浅层地下水严重超采区3个。

2009年末与上年同期相比，位于运城盆地（山西）的运城漏斗（承压水）、华北平原（河南）

的武温孟漏斗（浅层水）、银川平原（宁夏）的银川漏斗（承压水）和大武口漏斗（浅层水）以及

太原盆地（山西）的宋   漏斗（承压水）漏斗区面积分别扩大260.50 km2、70.00 km2、15.75 

km2和7.11 km2以及1.00 km2，其余漏斗（严重超采区）面积有不同程度减小，其中位于太

原盆地（山西）太原漏斗（承压水）漏斗区面积减小33.75 km2。位于运城盆地（山西）的运

城漏斗（承压水）、华北平原（河南）的武温孟漏斗（浅层水）和银川平原（宁夏）的银川漏斗

（承压水）漏斗中心地下水埋深分别增大3.58m、0.67m和0.53m，其余漏斗（严重超采区）

中心地下水埋深则不同程度减小，其中位于太原盆地（山西）太原漏斗（承压水）地下水埋

深减小3.58m。2009年黄河流域（河谷）平原（盆地）区各地下水降落漏斗（严重超采区）要

素见表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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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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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水资源利用

4.1  水资源利用概况

2009年黄河总取水量为502.84亿m3（含跨流域调出的地表水量），其中地表水取水

量375.73亿m3，占总取水量的74.7%；地下水取水量127.11亿m3，占25.3%。黄河总耗水量为

392.57亿m3，其中地表水耗水量306.55亿m3，占总耗水量的78.1%；地下水耗水量86.02亿m3，

占21.9%。

各行政分区，取水量和耗水量均以内蒙古为最多，分别为102.52亿m3和81.03亿m3，相应

占总取水量和耗水量的20.4%和20.6%。各流域分区，取水量和耗水量均以兰州至头道拐为

最多，分别为184.80亿m3和126.18亿m3，相应占总取水量和耗水量的36.8%和32.1%。2009年

黄河流域各省（区）及分区用水情况见表6、表7。

省（区） 项  目 合  计 地表水 地下水

青  海
取水量 17.23 13.84 3.39

耗水量 12.54 11.04 1.50

四  川
取水量 0.32 0.31 0.01

耗水量 0.25 0.24 0.01

甘  肃
取水量 44.80 38.70 6.10

耗水量 33.91 29.91 4.00

宁  夏
取水量 74.11 68.89 5.22

耗水量 40.76 37.98 2.78

内蒙古
取水量 102.52 76.47 26.05

耗水量 81.03 61.34 19.69

陕  西
取水量 60.74 30.90 29.84

耗水量 45.21 25.58 19.63

山  西
取水量 40.40 17.53 22.87

耗水量 32.19 15.08 17.11

河  南
取水量 70.04 45.92 24.12

耗水量 57.77 43.36 14.41

山  东
取水量 84.02 74.51 9.51

耗水量 80.25 73.36 6.89

河北、天津
取水量 8.66 8.66 /

耗水量 8.66 8.66 /

合  计
取水量 502.84 375.73 127.11

耗水量 392.57 306.55 86.02

单位：亿m3

2009年黄河流域各省（区）用水情况统计表表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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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2  地表水利用情况

地表水取水量是指直接从黄河干、支流引（提）的水量。地表水耗水量是指地表水取

水量扣除其回归到黄河干、支流河道后的水量。

生态环境用水包括城镇环境用水（含河湖补水和绿化、清洁用水）和农村生态补水（指

对湖泊、洼淀、沼泽的补水），但不包括降水、径流自然满足的水量。

2009年黄河地表水取水量为375.73亿m3，其中农田灌溉取水量283.99亿m3，占地表

水取水量的75.6%；林牧渔畜19.86亿m3，占5.3%；工业39.27亿m3，占10.5%；城镇公共设施

3.82亿m3，占1.0%；城乡居民生活14.88亿m3，占4.0%；其余为生态环境用水。黄河地表水耗

水量为306.55亿m3，其中农田灌溉耗水量227.97亿m3，占地表水耗水量的74.4%；林牧渔畜

17.09亿m3，占5.6%；工业32.30亿m3，占10.5%；城镇公共设施3.44亿m3，占1.1%；城乡居民

生活12.09亿m3，占3.9%；其余为生态环境耗水。

单位：亿m3

2009年黄河流域分区用水情况统计表表7

流域分区 项  目
合  计 地表水 地下水

分区值 累计值 分区值 累计值 分区值 累计值

龙羊峡以上 
取水量 2.22 2.22 2.09 2.09 0.13 0.13

耗水量 1.73 1.73 1.67 1.67 0.06 0.06

龙羊峡至兰州
取水量 32.54 34.76 27.11 29.20 5.43 5.56

耗水量 25.42 27.15 22.57 24.24 2.85 2.91

兰州至头道拐
取水量 184.80 219.56 156.82 186.02 27.98 33.54

耗水量 126.18 153.33 106.46 130.70 19.72 22.63

头道拐至龙门
取水量 16.61 236.17 9.81 195.83 6.80 40.34

耗水量 13.21 168.54 8.29 140.99 4.92 27.55

龙门至三门峡
取水量 99.03 335.20 49.24 245.07 49.79 90.13

耗水量 75.72 244.26 41.08 182.07 34.64 62.19

三门峡至花园口
取水量 35.61 370.81 19.53 264.60 16.08 106.21

耗水量 25.64 269.90 16.87 198.94 8.77 70.96

花园口以下
取水量 128.36 499.17 109.65 374.25 18.71 124.92

耗水量 121.68 389.58 108.35 305.29 13.33 84.29

黄河内流区
取水量 3.67 502.84 1.48 375.73 2.19 127.11

耗水量 2.99 392.57 1.26 306.55 1.73 86.0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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各行政分区，地表水取水量以内蒙古的76.47亿m3为最多，占黄河地表水取水量的

20.4%；地表水耗水量以山东的73.36亿m3为最多，占黄河地表水耗水量的23.9%。2009年黄

河流域各省（区）分行业地表水利用情况见表8。

各流域分区，地表水取水量以兰州至头道拐的156.82亿m3为最多，占黄河地表水取水量

的41.6%，地表水耗水量以花园口以下的108.35亿m3为最多，占黄河地表水耗水量的35.3%。

2009年黄河流域分区分行业地表水利用情况见表9。

省（区） 项  目 合  计 农田灌溉 林牧渔畜 工  业 城镇公共 居民生活 生态环境

青  海
取水量 13.84 11.13 1.81 0.38 / 0.52 /

耗水量 11.04 9.00 1.47 0.23 / 0.34 /

四  川
取水量 0.31 0.08 0.15 0.03 0.02 0.03 /

耗水量 0.24 0.06 0.12 0.02 0.02 0.02 /

甘  肃
取水量 38.70 23.44 1.16 8.35 1.22 3.44 1.09

耗水量 29.91 18.68 0.97 5.87 0.97 2.52 0.90

宁  夏
取水量 68.89 57.84 6.56 2.61 0.07 0.35 1.46

耗水量 37.98 28.86 5.53 1.81 0.06 0.26 1.46

内蒙古
取水量 76.47 67.96 3.24 4.59 0.09 0.39 0.20

耗水量 61.34 53.61 2.74 4.34 0.06 0.39 0.20

陕  西
取水量 30.90 21.49 2.21 3.57 0.26 2.92 0.45

耗水量 25.58 18.61 1.86 2.50 0.23 1.93 0.45

山  西
取水量 17.53 11.57 0.46 2.91 0.51 1.52 0.56

耗水量 15.08 10.08 0.41 2.34 0.48 1.21 0.56

河  南
取水量 45.92 30.90 1.61 9.59 0.66 2.52 0.64

耗水量 43.36 29.95 1.49 8.26 0.66 2.38 0.62

山  东
取水量 74.51 59.58 2.66 6.04 0.99 2.89 2.35

耗水量 73.36 59.12 2.50 5.73 0.96 2.74 2.31

河北、天津
取水量 8.66 / / 1.20 / 0.30 7.16

耗水量 8.66 / / 1.20 / 0.30 7.16

合  计
取水量 375.73 283.99 19.86 39.27 3.82 14.88 13.91

耗水量 306.55 227.97 17.09 32.30 3.44 12.09 13.66

单位：亿m3

2009年黄河流域各省（区）分行业地表水利用情况统计表表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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单位：亿m3

2009年黄河流域分区分行业地表水利用情况统计表表9

流域分区 项  目 合  计 农田灌溉 林牧渔畜 工  业 城镇公共 居民生活 生态环境

龙羊峡以上
取水量 2.09 1.00 0.83 0.13 0.02 0.10 0.01

耗水量 1.67 0.84 0.66 0.08 0.02 0.06 0.01

龙羊峡至兰州
取水量 27.11 18.53 1.69 4.51 0.47 1.41 0.50

耗水量 22.57 15.56 1.38 3.72 0.43 1.00 0.48

兰州至头道拐
取水量 156.82 132.37 9.97 10.10 0.60 1.76 2.02

耗水量 106.46 86.66 8.43 7.57 0.42 1.51 1.87

头道拐至龙门
取水量 9.81 5.77 0.43 2.36 0.27 0.91 0.07

耗水量 8.29 4.88 0.35 1.96 0.26 0.77 0.07

龙门至三门峡
取水量 49.24 34.18 2.59 5.60 0.82 4.86 1.19

耗水量 41.08 29.60 2.21 4.13 0.72 3.25 1.17

三门峡至花园口
取水量 19.53 10.31 0.73 6.59 0.35 1.35 0.20

耗水量 16.87 9.37 0.65 5.18 0.33 1.16 0.18

花园口以下
取水量 109.65 80.46 3.56 9.94 1.29 4.49 9.91

耗水量 108.35 79.89 3.36 9.63 1.26 4.34 9.87

黄河内流区
取水量 1.48 1.37 0.06 0.04 / / 0.01

耗水量 1.26 1.17 0.05 0.03 / / 0.01

合  计
取水量 375.73 283.99 19.86 39.27 3.82 14.88 13.91

耗水量 306.55 227.97 17.09 32.30 3.44 12.09 13.66

4.3  地下水利用情况

地下水取水量是指在黄河流域内直接抽取地下含水层的水量（包括深层地下水）。地下

水耗水量指地下水取水量扣除其入渗地下含水层和回归河道的水量后的水量，其数据采用

经验耗水率估算。

2009年黄河流域地下水取水量为127.11亿m3，其中农田灌溉取水量58.01亿m3，占地下

水取水量的45.6%；林牧渔畜11.22亿m3，占8.8%；工业30.70亿m3，占24.2%；城镇公共设施

5.12亿m3，占4.0%；城乡居民生活19.83亿m3，占15.6%；其余为生态环境用水。全流域地下

水耗水量为86.02亿m3，其中农田灌溉耗水量46.98亿m3，占地下水耗水量的54.6%；林牧渔

畜9.09亿m3，占10.6%；工业13.39亿m3，占15.6%；城镇公共设施2.53亿m3，占2.9%；城乡居

民生活12.12亿m3，占14.1%；其余为生态环境耗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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各行政分区，地下水取水量和耗水量均以陕西的29.84亿m3和19.63亿m3为最多，分别占

全流域地下水取水量和耗水量的23.5%和22.8 %。2009年黄河流域各省（区）分行业地下水利

用情况见表10。

各流域分区，地下水取水量和耗水量均以龙门至三门峡的49.79亿m3和34.64亿m3为最

多，分别占全流域地下水取水量和耗水量的39.2%和40.3%。2009年黄河流域分区分行业地下

水利用情况见表11。

单位：亿m3

2009年黄河流域各省（区）分行业地下水利用情况统计表表10

省（区） 项  目 合  计 农田灌溉 林牧渔畜 工  业 城镇公共 居民生活 生态环境

青  海
取水量 3.39 0.26 / 1.62 0.44 0.93 0.14

耗水量 1.50 0.21 / 0.48 0.16 0.55 0.10

四  川
取水量 0.01 / 0.01 / / / /

耗水量 0.01 / 0.01 / / / /

甘  肃
取水量 6.10 2.75 0.35 1.34 0.29 1.31 0.06

耗水量 4.00 2.23 0.28 0.44 0.18 0.84 0.03

宁  夏
取水量 5.22 0.74 0.59 2.47 0.34 0.98 0.10

耗水量 2.78 0.60 0.48 1.08 0.10 0.48 0.04

内蒙古
取水量 26.05 14.98 2.97 4.64 1.02 1.98 0.46

耗水量 19.69 12.14 2.41 2.91 0.66 1.17 0.40

陕  西
取水量 29.84 12.83 3.18 6.44 1.02 6.04 0.33

耗水量 19.63 10.39 2.58 2.33 0.54 3.46 0.33

山  西
取水量 22.87 10.92 1.36 5.05 1.09 3.81 0.64

耗水量 17.11 8.84 1.10 3.55 0.45 2.53 0.64

河  南
取水量 24.12 9.87 1.64 8.09 0.62 3.42 0.48

耗水量 14.41 7.98 1.32 2.15 0.28 2.32 0.36

山  东
取水量 9.51 5.66 1.12 1.05 0.30 1.36 0.02

耗水量 6.89 4.59 0.91 0.45 0.16 0.77 0.01

合  计
取水量 127.11 58.01 11.22 30.7 5.12 19.83 2.23

耗水量 86.02 46.98 9.09 13.39 2.53 12.12 1.9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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单位：亿m3

2009年黄河流域向流域外供应地表水情况统计表表12

单位：亿m3

2009年黄河流域分区分行业地下水利用情况统计表表11

流域分区 项  目 合  计 农田灌溉 林牧渔畜 工  业 城镇公共 居民生活 生态环境

龙羊峡以上 
取水量 0.13 / 0.01 0.03 0.04 0.05 /

耗水量 0.06 / 0.01 0.01 0.01 0.03 /

龙羊峡至兰州
取水量 5.43 1.30 0.04 2.05 0.48 1.39 0.17 

耗水量 2.85 1.05 0.03 0.62 0.20 0.84 0.11 

兰州至头道拐
取水量 27.98 14.27 2.91 6.50 1.28 2.78 0.24 

耗水量 19.72 11.56 2.36 3.45 0.70 1.49 0.16 

头道拐至龙门
取水量 6.80 3.03 0.49 1.82 0.23 1.07 0.16 

耗水量 4.92 2.45 0.40 1.03 0.11 0.79 0.14 

龙门至三门峡
取水量 49.79 23.04 4.51 10.01 1.99 9.31 0.93 

耗水量 34.64 18.66 3.65 4.88 0.98 5.56 0.91 

三门峡至花园口
取水量 16.08 3.90 1.01 7.45 0.60 2.67 0.45 

耗水量 8.77 3.16 0.82 2.45 0.27 1.70 0.37 

花园口以下
取水量 18.71 11.42 1.80 2.53 0.45 2.45 0.06 

耗水量 13.33 9.25 1.46 0.75 0.22 1.63 0.02 

黄河内流区
取水量 2.19 1.05 0.45 0.31 0.05 0.11 0.22 

耗水量 1.73 0.85 0.36 0.20 0.04 0.08 0.20 

合  计
取水量 127.11 58.01 11.22 30.70 5.12 19.83 2.23 

耗水量 86.02 46.98 9.09 13.39 2.53 12.12 1.91 

省（区） 甘  肃 内蒙古 河  南 山  东 河北、天津 合  计

供水量 0.98 0.46 26.01 66.02 8.66 102.13 

4.4  流域外供水

经过对黄河流域相关省（区）引用地表水量及其他相关数据的统计分析，2009年全河向

流域外供地表水量为102.13亿m3，占全河地表水引用量375.73亿m3的27.2%，占全河地表水耗

水量306.55亿m3的33.3%。2009年黄河流域向流域外供应地表水情况见表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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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水资源量分析

5.1  地表水资源量

2009年黄河花园口站以上区域降水总量3243.95亿m3，花园口站实测径流量232.20亿m3，

花园口站以上区域还原水量247.74亿m3（还原水量中地表水耗水量196.94亿m3、水库蓄水量

增加49.21亿m3、内蒙古河段分洪（凌）水量1.59亿m3）。花园口站天然河川径流量为479.94亿

m3，比上年增多19.9%，比1987~2000年均值偏多3.6%，比1956~2000年均值偏少9.9%。

2009年黄河利津站以上区域降水总量3393.08亿m3，利津站实测径流量132.90亿m3，利

津站以上区域还原水量350.76亿m3（还原水量中地表水耗水量300.09亿m3、水库蓄水量增加

49.08亿m3、内蒙河段分洪（凌）水量1.59亿m3）。利津站天然河川径流量为483.66亿m3，比上

年增多20.6%，比1987~2000年均值偏多3.8%，比1956~2000年均值偏少9.6%。

5.2  地下水资源量

2009年黄河花园口站以上区域地下水资源量为353.99亿m3（已扣除山丘区与平原区地

下水资源量间的重复计算量28.49亿m3），其中与天然河川地表水资源量间的重复计算量为

270.54亿m3。

2009年黄河利津站以上区域地下水资源量为380.25亿m3（已扣除山丘区与平原区地下水

资源量间的重复计算量31.18亿m3），其中与天然河川地表水资源量间的重复计算量为281.81

亿m3。

5.3  水资源总量

2009年黄河花园口站水资源总量为563.39亿m3（其中天然河川径流量479.94亿m3，与

天然河川径流量不重复的地下水资源量83.45亿m3），比上年增多16.5%，比1987~2000年均

值偏多1.7%，比1956~2000年均值偏少9.3%。

2009年黄河利津站水资源总量为582.10亿m3（其中天然河川径流量483.66亿m3，与天

然河川径流量不重复的地下水资源量98.44亿m3），比上年增多16.9%，比1987~2000年均值

偏多1.9%，比1956~2000年均值偏少8.8%。2009年黄河干流主要水文站以上区域水资源量

见表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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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9年黄河干流主要水文站以上区域水资源量统计表表13

控制站名 贵  德 兰  州 头道拐 龙  门 三门峡 花园口 利  津

控制面积（km2） 133650 222551 367898 497552 688421 730036 751869

降水量 734.17 1148.90 1437.24 1975.39 2973.23 3243.95 3393.08

实测径流量 206.60 304.70 169.60 178.30 219.70 232.20 132.90

地表水

还原量

耗水量 1.67 24.24 130.70 138.99 180.07 196.94 300.09

蓄变量 39.20 49.50 49.33 49.26 50.62 49.21 49.08

分洪（凌）量 　 　 1.59 1.59 1.59 1.59 1.59

小  计 40.87 73.74 181.62 189.84 232.28 247.74 350.76

天  然
河  川
径流量

当  年 247.47 378.44 351.22 368.14 451.98 479.94 483.66

上  年 176.17 295.23 278.48 300.04 371.89 400.40 401.08

1987~2000年均值 190.87 295.68 297.69 341.72 423.65 463.33 466.16

1956~2000年均值 212.03 329.89 331.75 379.12 482.72 532.78 534.79

地下水

资源量

山丘区 100.37 149.31 157.39 186.76 230.01 257.05 269.93

平原区 1.28 5.00 46.33 64.23 116.87 125.43 141.50

重复量 0.36 2.39 8.93 13.10 25.72 28.49 31.18

小  计 101.29 151.92 194.79 237.89 321.16 353.99 380.25

地表地下水间重复计算量 100.71 149.54 177.07 200.86 248.10 270.54 281.81

水资源

总  量

当  年 248.05 380.82 368.94 405.17 525.04 563.39 582.10

上  年 176.79 297.80 301.47 344.58 445.35 483.73 497.77

1987~2000年均值 191.34 298.69 318.39 386.73 504.90 553.82 571.42

1956~2000年均值 212.49 331.96 350.57 422.62 562.84 620.94 638.37

备注：分洪（凌）量是指根据下游防洪（凌）需要，上游采用人工分流措施进行引水分流、而不能回归河道的水量。本年度分洪（凌）量为

内蒙古河段黄河北岸河套灌区的1.59亿m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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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水质调查评价

6.1  废污水排放量调查

据统计，2009年黄河流域废污水排放量为42.05亿t，其中城镇居民生活废污水排放量

11.66亿t，第二产业废污水排放量27.55亿t，第三产业废污水排放量2.84亿t，分别占总量的

27.7%、65.5%和6.8%。2009年黄河流域废污水排放情况见图9。

6.2  河流水质评价

2009年黄河流域全年评价河长14039.3km，其中黄河干流评价河长3613.0km，支流评价

河长10426.3km。

评价项目包括水温、pH值、溶解氧、高锰酸盐指数、化学需氧量(COD)、五日生化需氧量

(BOD5)、氨氮、铜、锌、氟化物、砷、汞、镉、铬(六价)、铅、氰化物、挥发酚、石油类等18项。评

价标准采用GB3838-2002《地表水环境质量标准》。

评价以河段为单元进行，将河段各评价项目代表值与评价标准值对照，确定单项水质类

别，用单项最高水质类别作为该河段综合水质类别，以表征该河段水质状况。

评价结果表明：2009年黄河流域年平均符合Ⅰ~Ⅲ类水质标准的河长6180.0km，占评价

总河长的44.0%；符合Ⅳ~Ⅴ类水质标准的河长3402.0km，占评价总河长的24.2%；劣Ⅴ类水

质标准的河长4457.3km，占评价总河长的31.7%。2009年黄河流域各类水质河长比例见图

10。2009年黄河流域评价河段水质综合评价结果见图11。

图9       2009年黄河流域废污水排放量柱状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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黄河干流评价河长3613.0km，年平均符合Ⅰ类、Ⅱ类水质标准的河长占评价总河长

35.9%，符合Ⅲ类水质标准的河长占34.7%，符合Ⅳ类水质标准的河长占19.9%，符合Ⅴ类水质

标准的河长占9.5%。主要污染项目为氨氮、化学需氧量等。

黄河主要支流评价河长10426.3km，年平均符合Ⅰ类、Ⅱ类水质标准的河长占评价总河

长24.4%，符合Ⅲ类水质标准的

河长占10 .8%，符合Ⅳ类、Ⅴ类

水质标准的河长分别占11.8%、

10.6%，劣Ⅴ类水质标准的河长

占42.8%。支流污染以湟水西宁

至老鸦峡河段、大黑河呼和浩

特以下、汾河太原以下、渭河咸

阳以下、沁河沁阳以下等河段，

以及祖历河、宛川河、苦水河、关

川河、清水河、三川河、清涧河、

蔚汾河、延河、涑水河、泾河、茹

河、双桥河、宏农涧河、新蟒河

等尤为突出，其水质全年基本为

劣Ⅴ类，主要污染项目为氨氮、

化学需氧量、高锰酸盐指数、五

日生化需氧量、挥发酚等。

图10       2009年黄河流域各类水质河长比例图

Ⅳ类
13.9%

Ⅰ、Ⅱ类
27.1%

Ⅲ类
17.0%

Ⅴ类
10.3%

劣Ⅴ类
3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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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3  省界水体水质状况

2009年黄河流域参加评价的省界断面30个，年平均符合Ⅰ类、Ⅱ类水质标准的断面占评

价省界断面的26.7%，符合Ⅲ类水质标准的断面占20.0%，符合Ⅳ类、Ⅴ类水质标准的断面分

别占23.3%、3.3%，劣于Ⅴ类水质标准的断面占26.7%。劣Ⅴ类水质断面主要分布在黄河支流山

西入黄支流三川河后大成、汾河河津、涑水河蒲州；陕西入黄支流清涧河延川、延河呼家川；

甘肃、陕西入黄支流渭河吊桥；河南入黄支流宏农涧河坡头、双桥河双桥等河段。2009年黄

河流域各省界断面水质状况见表14。

6.4  地表水功能区水质达标状况

2009年黄河流域参与达标评价地表水功能区239个，其中24个未确立水质目标的排

污控制区仅作水质类别评价，不参与水功能区达标分析，其余215个水功能区进行达标统

计（213个统计河长、2个统计面积）。本年度达标水功能区84个，占39.1%，其中渔业用水

区达标率最高，为66.7%，景观娱乐用水区达标率最低，为16.7%；未达标水功能区131个，

占60.9%。评价水功能区河长13345.3km，其中参加达标统计河长12839.3km，达标河长

5826.5km，达标率为45.4%。评价水功能区水库面积20.7km2，达标率为0。2009年黄河流域

各类水功能区水质达标状况见表15。

仅作水质类别评价的24个排污控制区中，水质满足Ⅱ类3个，Ⅲ类4个，Ⅳ类2个，Ⅴ类2个，

劣于Ⅴ类13个。

6.5  重要城市供水水源地水质状况

2009年黄河流域参与评价重要城市供水水源地(饮用水) 15处，其中，6处水源地水质不

符合集中式生活饮用水地表水源地要求，占40.0%。对照饮用水功能区水质目标逐月统计，各

供水水源地水质达标率变化较大，其中新城桥、水川吊桥、花园口、开封大桥、高村、泺口、滨

州、利津断面达标率最高，均在90.0%以上，万家寨库区断面达标率为66.7%，其余昭君坟、画

匠营、三门峡公路桥断面达标率在30.0%以下，镫口、头道拐河段达标率较低，石嘴山断面全

年未达标。主要污染项目为化学需氧量、氨氮。2009年黄河干流重要城市供水水源地水质状

况见表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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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  号 站  点 河  流
流  向 水 质

类 别
主要超标项目

流出省份 流入省份

1 玛  曲 黄  河 干流背景站 Ⅱ

2 大河家 黄  河 青  海 甘  肃 Ⅱ

3 下河沿 黄  河 甘  肃 宁  夏 Ⅱ

4 乌素图 黄  河 宁  夏 内蒙古 Ⅳ 氨氮、化学需氧量

5 喇嘛湾 黄  河 内蒙古 山西、陕西 Ⅳ 化学需氧量

6 吴  堡 黄  河 左岸山西、右岸陕西 Ⅱ

7 龙  门 黄  河 左岸山西、右岸陕西 Ⅲ

8 潼  关 黄  河 山西、陕西 河  南 Ⅴ 氨氮、化学需氧量

9 三门峡 黄  河 左岸山西、右岸河南 Ⅳ 氨氮、化学需氧量

10 高  村 黄  河 河  南 山  东 Ⅲ

11 利  津 黄  河 山东入海 Ⅱ

12 民  和 湟  水 青  海 甘  肃 Ⅳ 氨氮

13 享  堂 大通河 甘  肃 青  海 Ⅱ

14 温家川 窟野河 陕西入黄 Ⅲ

15 后大成 三川河 山西入黄 劣Ⅴ
高锰酸盐指数，化学需氧量，五日生化需氧量，氨

氮，挥发酚、氟化物，石油类

16 辛  店 无定河 陕西入黄 Ⅳ 氨氮

17 延  川 清涧河 陕西入黄 劣Ⅴ
高锰酸盐指数、化学需氧量，五日生化需氧量、氨

氮，挥发酚

18 大  宁 昕水河 山西入黄 Ⅲ

19 呼家川 延  水 陕西入黄 劣Ⅴ
氨氮，高锰酸盐指数、化学需氧量，五日生化需氧

量，石油类

20 河  津 汾  河 山西入黄 劣Ⅴ
氨氮，溶解氧，高锰酸盐指数，化学需氧量，五日生

化需氧量，氟化物，石油类，汞，挥发酚

21 蒲  州 涑水河 山西入黄 劣Ⅴ
氨氮，溶解氧，高锰酸盐指数，化学需氧量，五日生

化需氧量，氟化物，石油类，汞

22 拓  石 渭  河 甘  肃 陕  西 Ⅳ 化学需氧量

23 吊  桥 渭  河 甘、陕入黄 劣Ⅴ
氨氮，高锰酸盐指数，化学需氧量，五日生化需氧

量，挥发酚，氟化物，石油类，汞

24 双  桥 双桥河 河南入黄 劣Ⅴ
高锰酸盐指数，化学需氧量，五日生化需氧量，氨

氮，氰化物，挥发酚，氟化物，汞，铅，铜，石油类

25 坡  头 宏农涧河 河南入黄 劣Ⅴ
高锰酸盐指数，化学需氧量，氨氮，氰化物，砷，

汞，镉，锌，石油类

26 解  村 板涧河 山西入黄 Ⅱ

27 上亳城 亳清河 山西入黄 Ⅱ

28 五龙口 沁  河 山  西 河  南 Ⅲ

29 电厂桥 丹  河 山  西 河  南 Ⅲ

30 台前桥 金堤河 河  南 山  东 Ⅳ 高锰酸盐指数，氟化物

2009年黄河流域省界水体水质状况表表14



27

黄 河 水 资 源 公 报

2009年黄河流域各类水功能区全年水质达标情况统计表

2009年黄河干流重要城市供水水源地水质状况表

表15

表16

指  标
按个数统计 按河长（面积）统计

总    数
（个）

达标个数

（个）

达标率

（%）

总河长

（面积）

达标河长

（面积）

达标率

（%）

保  护  区 16 6 37.5 815.1 441.8 54.2

保  留  区 13 4 30.8 2374.0 1630.0 68.7

缓  冲  区 26 9 34.6 1037.3 347.2 33.5

饮用水源区 38 22 57.9
1992.7 906.5 45.5

（12.5） （0） （0） 

工业用水区 31 12 38.7 1904.4 639.5 33.6

农业用水区 64 24 37.5 3868.2 1386.9 35.9

渔业用水区 3 2 66.7 320.8 191.1 59.6

景观娱乐用水区 12 2 16.7
94.1 26.0 27.6

（8.2） （0） （0）

过  渡  区 12 3 25.0 432.7 266.4 61.6

合      计 215 84 39.1
12839.3 5835.4 45.4

（20.7） （0） （0） 

备注：按面积统计的1个饮用水源区、1个景观娱乐用水区均为水库。河长单位为km，面积单位为km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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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  号 水源地位置 供水城市
年均水

质类别

达标率

（%）
主要超标项目

1 新城桥 兰州市 Ⅱ 100

2 水川吊桥 白银市 Ⅱ 100

3 石嘴山 石嘴山市 Ⅳ 0 氨氮、化学需氧量

4 昭君坟 包头市 Ⅳ 8.3 化学需氧量

5 画匠营 包头市 Ⅳ 0 化学需氧量

6 镫  口 包头市 Ⅳ 8.3 化学需氧量

7 头道拐 呼和浩特市 Ⅳ 8.3 化学需氧量

8 万家寨库区 太原市 Ⅲ 66.7

9 三门峡公路桥 三门峡市 Ⅴ 25.0 氨氮、化学需氧量

10 花园口 郑州市 Ⅲ 91.7

11 开封大桥 开封市 Ⅲ 91.7

12 高  村 濮阳市 Ⅲ 91.7

13 泺  口 济南市 Ⅱ 100

14 滨  州 滨州市 Ⅱ 100

15 利  津 东营市 Ⅱ 100

类  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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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输沙量

2009年，黄河干流兰州、头道拐、潼关、花园口和利津站实测（悬移质）输沙量分别为

0.079、0.457、1.120、0.269和0.561亿t。

2009年黄河干流主要水文站实测输沙量与上年比较，唐乃亥增大271.4%，其余各站均减

少，其中小浪底站减少92.2%，其它站减少幅度2.7%~56.2%之间；与1987~2000年均值比较，

头道拐站偏多5.3%，其余各站均偏少，其中小浪底和花园口站分别偏少99.5%和96.0%，其它

站偏少幅度17.5%~88.8%之间；与1956~2000年均值比较全部偏少，其中唐乃亥、头道拐和兰

州站分别偏少19.4%、58.7%和88.9%，其余站偏少幅度均超过90.0%。

2009年汾河河津、伊洛河黑石关和沁河武陟站与上年一样基本无沙，渭河华县站实测输

沙量比上年增多4.1%、比1987~2000年均值偏少77.6%、比1956~2000年均值偏少83.2%，北洛

河    头站实测输沙量比上年增多37.5%、比1987~2000年均值偏少98.6%、比1956~2000年均

值偏少98.7%。

2009年黄河龙门、渭河华县、

汾河河津、北洛河    头四站合计实

测输沙量为1.182亿t，比上年度的

1.171亿t增多0.9%，比1987~2000

年均值8 .612亿 t偏少86 .3%，比

1956 ~2000年均值12 .52亿t偏少

90.6%。

2009年黄河小浪底、伊洛河黑

石关、沁河武陟三站合计实测输沙

量0.036亿t，比上年度的0.462亿t减

少92.2%，比1987~2000年均值7.161

亿t偏少99.5%，比1956~2000年均

值11.57亿t偏少99.7%。2009年黄河

干、支流主要（控制）水文站实测输

沙量及其与上年和多年均值比较见

表17和图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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河  名 站  名 控制面积
（km2）

当  年 上  年
1987~2000年

均值

1956~2000年
均值

黄  河 唐乃亥 121972 0.104 0.028 0.126 0.129

黄  河 兰  州 222551 0.079 0.134 0.488 0.710

黄  河 头道拐 367898 0.457 0.476 0.434 1.107

黄  河 龙  门 497552 0.568 0.584 5.083 7.877

黄  河 潼  关 682141 1.120 1.300 7.726 11.52

黄  河 小浪底 694221 0.036 0.462 7.132 11.40

黄  河 花园口 730036 0.269 0.614 6.662 10.13

黄  河 高  村 734146 0.608 0.886 4.956 9.031

黄  河 艾  山 749136 0.635 0.945 4.959 8.596

黄  河 利  津 751869 0.561 0.771 3.878 7.945

渭  河 华  县 106498 0.603 0.579 2.694 3.579

汾  河 河  津 39471 0.000 0.000 0.034 0.212

北洛河                               头 25645 0.011 0.008 0.801 0.849

伊洛河 黑石关 18563 0.000 0.000 0.018 0.119

沁　河 武　陟 12880 0.000 0.000 0.011 0.046

2009年黄河干、支流主要（控制）水文站实测输沙量统计表表17
单位：亿t

图12        2009年黄河干支流主要（控制）水文站实测输沙量柱状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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八、重要水事

8.1  黄河实现连续10年不断流

截至2009年8月12日，黄河实现了连续10年不断流。黄河断流自1972年开始，到上世

纪80、90年代断流加剧。1998年12月，经国务院批准，原国家计委、水利部联合颁布实施了

《黄河可供水量年度分配及干流水量调度方案》和《黄河水量调度管理办法》，授权水利

部黄河水利委员会统一调度黄河水量。黄河水利委员会于1999年3月1日正式对黄河水量实

施统一调度。此后10年，黄河水利委员会在水利部的正确领导和沿黄省（区）以及水库管理

单位的大力支持和配合下，采取了综合手段，彻底改变了上世纪70年代以来“四年三断流”

的局面。2006年国务院颁布实施了《黄河水量调度条例》，黄河水量调度从此步入依法调度

管理的新阶段；黄河连续10年不断流，取得了显著的社会、经济和生态效益。一是建立了公

平、公正的用水秩序，保障了供水安全；主要用水大省用水量明显减少，水资源利用效率和

效益显著提高。二是遏制了流域生态恶化的趋势；统一调度提高了河道基流，加之流域治

污力度加大，黄河水质明显改善，河流生态系统得到修复。三是经济效益十分显著；据中国

水科院和清华大学测算初步分析，统一调度10年间，累计增加国内生产总值（GDP）3504亿

元，增加粮食产量3719万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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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2  黄河流域发生特大干旱，黄河防总全力支援

2009年初，黄河流域遭遇了特大干旱，河南、甘肃、陕西、山西、山东等省累计受旱面积

1.13亿亩，部分地区出现临时性人畜饮水困难。黄河防总切实贯彻落实国家防总和水利部

指示精神，快速反应，积极应对，根据《黄河流域抗旱预案（试行）》，适时启动应急响应，全

力支援沿黄各省抗旱，通过调度万家寨水库，保障陕西、山西抗旱用水，同时为小浪底水库

补水；调度小浪底水库，保障河南、山东重旱区抗旱浇麦，先后7次加大泄流，最大流量达到

1000m3/s，是小浪底水库运用以来同期泄流的三倍以上，2009年首次调度东平湖向黄河补

水，确保利津断面不断流并保障黄河三角洲湿地生态系统用水。在2000km的河段上，通过

水库的接力调度，尽最大能力满足了流域抗旱用水要求，有效缓解了流域旱情。

黄河水资源的抗旱调度为沿黄地区农业增产夺丰收做出了重大贡献。据统计，自1月6日

发布干旱预警至3月10日干旱预警解除，在确保防凌安全的前提下，小浪底水库下泄水量35.3

亿m3，净补水7.4亿m3。同期，甘肃、陕西、山西、河南、山东共引用黄河干流水量23.8亿m3，灌

溉面积3708万亩。其中河南省引黄水量、灌溉面积均创下30年来的同期最高纪录，实现大旱

之年夏粮总产613亿斤，再创粮食增产历史新高；山东省夏粮总产409亿斤，刷新了2000年以

来的最高纪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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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3  2009年度引黄济津济淀应急调水超额完成任务

2009年，海河流域降水严重偏少，主要河流来水异常偏枯，潘家口、王快、西大洋等水

库蓄水严重不足，天津城市供水形势十分严峻，“华北明珠”白洋淀又一次面临干淀威胁。

为确保天津城市供水安全，缓解白洋淀生态用水危机，经国务院批准，国家防总决定实施

2009年引黄济津济淀应急调水。计划从黄河位山闸引水9.5亿m3，其中引黄济津5亿m3，济

淀2.4亿m3，入冀2.1亿m3，引水时间150天。

在水利部、国家防总的正确领导下，在海委和沿黄有关省（区）、水利枢纽单位的团结协

作、共同努力下，黄河水利委员会认真分析黄河水情，科学编制调度预案，积极组织渠首应急

工程施工，精细调度黄河水量，精心协调引黄济津济淀供水与黄河防凌和下游春灌用水的关

系，确保了应急调水的顺利实施，并超额完成原定任务。

实际调水于2009年10月1日开始试供水，到2010年1月15日，白洋淀完成原定收水任务，2月

8日天津市九宣闸完成原定收水任务。鉴于天津市缺水程度比前期预估严重，水利部、国家防

总1月25日决定延长向天津市供水时间，于2010年2月28日18时结束，共历时151天。据统计，位

山闸累计放水9.895亿m3，比计划多放水0.395亿m3。截至2010年2月28日8时，山东、河北交界

刘口闸收水8.057亿m3，比原计划多收水0.157亿m3，白洋淀收水超过1亿m3；天津市实际收水

2.585亿m3，比计划多收水0.385亿m3；同时完成了向河北省大浪淀、衡水湖的补水任务。

本次应急调水首次同时为天津市和河北省供水，也是黄河第10次向天津市、第15次向河

北省供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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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4  黄河水利委员会颁发《黄河取水许可管理实施细则》及《黄河水权转让管理实施

办法》

2009年4月27日，黄河水利委员会正式出台了《黄河取水许可管理实施细则》，并自2009年

7月1日起施行。《细则》对黄河取水许可管理所遵循的原则、黄河取水申请的审批权限和程

序等进行了明确规定，强化了黄河取水许可监督管理机关的职责和任务。《细则》规定对出

现拒不执行黄河水量调度指令、连续两年取水超过许可水量、擅自通过引黄取水工程向新增

建设项目供水、取水携带的泥沙处理后未经批准回排黄河情况之一且不按要求改正的，黄河

水利委员会将吊销其取水许可证。 

为规范黄河流域水权转让行为，推进节水型社会建设，9月27日，黄河水利委员会正式印

发了《黄河水权转让管理实施办法》，对黄河水权转让的原则、审批权限与程序、技术文件编

制要求、期限与费用、组织实施与监督管理以及罚则等作出了明确规定。《实施办法》要求实

施水权转让的省（区）应编制黄河水权转让总体规划报黄河水利委员会审查后组织实施。同

时强调，农业节水向工业用水转让的，其节约水量应按不小于转让水量的1.2倍考虑。黄河水

权转让的期限最长不超过25年。水权转让总费用主要包括节水工程建设费用、节水工程和量

水设施运行维护费用、节水工程更新改造费用、工业供水因保证率较高致使农业损失的补偿

以及必要的经济利益补偿和生态补偿等。《实施办法》规定对实际引黄耗水量连续两年超过

年度分水指标5％及其以上或者不严格执行黄河水量调度指令，入境断面流量达到调度控制

指标，而出境断面下泄流量连续10天比控制指标小于10％及其以上的省（区），黄河水利委员

会一年内将暂停该省（区）黄河水权转让项目的受理和审批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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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5  黄河水利委员会调查黄河宁蒙省界缓冲区、晋陕豫交界区排污情况

为贯彻落实国家最严格的水资源管理制度，保障黄河枯水凌汛期水质安全，控制区域内

入河排污行为，避免突发性水污染事件的发生，有效保护黄河水资源，2009年黄河水利委员

会有关单位组成调查组与相关省区地方水行政主管部门，先后对黄河宁蒙省界缓冲区、黄河

晋陕豫交界区排污情况开展了联合调查。

2009年2月，调查组会同宁夏、内蒙古两省区地方水行政主管部门，对黄河宁蒙省界缓冲

区的入河排污情况进行联合调查。范围为黄河宁蒙省界缓冲区上游的宁夏石嘴山市至下游

的内蒙古乌海市长达106.6km河段以及宁夏灌区的第三、第五排水沟，对该区域内直接或间

接向黄河排污的企业、污水处理厂进行现场调查、监测，其中重点调查了宁蒙交界河段的8个

工业园区及乌海排污控制区。2009年11月，调查组会同山西、陕西、河南三省地方水行政主管

部门，对黄河晋陕豫交界区入河排污情况展开联合调查。范围为黄河龙门水文站至三门峡公

路大桥河段，重点摸清向黄河直接排污的企业生产运行情况和污染防治措施、城市生活污水

处理和主要支流水质现状等，必要时还进行了现场取样监测。

两次调查为黄河水资源管理工作积累了大量基础资料，加强了黄河水利委员会与省区之

间的合作与交流，为流域机构与地方政府和企业携手制污，减少入黄污染物量，保障下游供

水安全起到重要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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