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除了南水回补地下， 地下水
位的回升也离不开本市多项水资
源管理举措。 水利专家表示， 北
京地下水位上升还与超采地下水
减少有关。 数据显示， 1至7月，
地下水开采量比去年同期减少
7200万立方米。

自1999年起， 北京地下水一
直面临 “超采” 问题。 “当时年
均超采地下水5亿立方米左右 ，
形成了大面积的超采区， 地下水
位不断下降。” 相关负责人介绍，
1980年时， 本市地下水埋深为6.
7米， 1998年降至11.88米， 18年
下降了5米。 从1999年开始大幅

下降， 到去年降至近26米。 连续
15年， 平均一年下降近一米。

今年4月， 家住金盏嘉园的
居民们终于告别了自备井水， 喝
上了市政自来水。 这标志着去年
11月本市启动的首批自备井置换
单位正式通水， 总共30万居民告
别自备井喝上市政水， 这意味着
北京每天减采3.3万吨地下水。

上世纪七八十年代， 由于水
资源紧张、 市政供水管线建设滞
后等原因， 朝阳、 海淀、 丰台、
石景山以及部分郊区县的机关单
位、 居民小区都开凿了一批自备
井。 “自备井直接采集的是地下

水， 随着南水的进京， 这些自备
井也该到了退居历史舞台的时候
了。” 市水务局供水处王相成副
处长介绍 ， 本市城区目前仍有
6000多眼自备井 ， 年取水量2.4
亿立方米， 约占城区供水总量的
1/4， 涉及800多家单位和284万
人。

但近年来， 自备井供水已渐
渐不适应北京的发展， 供水的安
全风险也在不断加大。 随着南水
北调中线工程正式通水， 每年有
10亿立方米的南水进京， 在一定
程度上缓解了本市水资源紧缺的
现状， 也为自备井置换提供了更

充足的条件。
今年确定了104个单位的置

换计划， 并对置换时间进行了安
排 ， 预计将改善30万人用水水
质。 到2020年， 城六区的自备井
将全部退出历史舞台 。 去年11
月， 本市水务部门正式启动自备
井置换工作， 截至目前， 朝阳、
丰台等地区共关停84眼自备井，
每天置换地下水量达到了3.3万
立方米。 这样算下来， 本市每年
将减采地下水1200万立方米。 而
到了2020年， 城区所有自备井将
全部关闭， 将减采2.4亿立方米，
地下水将得以涵养。

南水入京 开源节流 严控地下水开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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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记者 孙艳

来自市水务局7月底的监测数据显示， 本市地下水埋深26.55米，
较6月底26.7米回升了15厘米， 地下水储量增加了8000多万立方米，
这标志着 “干渴” 的北京16年来地下水位首次止跌回升。 南水入京、
全市开源节流、 严控地下水开采……北京的这些治水措施实现了地下
水位16年来的首次回升。

“南水”进京 18%回补地下水功劳最大

近年来， 北京越来越注重水
资源管理， 不仅是把地下水管起
来， 还努力做到再生水用起来，
雨洪水蓄起来， 为水资源的管理
发挥了作用。

绿化灌溉、 道路喷洒、 施工
压尘、 洗车， 如今这些用来市政
杂用和改善河湖环境的水， 已经
不再和北京市民抢 “入嘴” 的干
净水了， 再生水已经走进了市民
的生活。 记者从北京排水集团了
解到， 2014年全市利用再生水达
8.6亿立方米， 相当于430个昆明
湖， 已成为稳定的 “第二水源”。

每天， 方庄再生水厂门口，
环卫集团的洒水车都会去刷卡取
自生水。 “冲洗道路降尘， 要是
用白花花的自来水谁都会心疼，
再生水的利用不但满足了城市清
洁卫生的需要， 还节约了大量的
清水。” 司机王师傅表示， 再生
水水质非常好， 一点儿没味儿。

记者了解到， 去年本市已经
建成的42处加水机取水量达到70
万立方米， 主要用于绿化、 冲洗
道路、 施工降尘、 车辆冲洗等。
今年， 中心城区计划新建的35处
环卫专用再生水管线供水点已全
部建设完成 ， 其中8处已供水 ，
其余27处具备供水条件。 市排水
集团表示， 随着再生水管线建设
范围的扩大， 未来几年集团还将
陆续建设加水站。

“再生水其实已经走进了市
民的生活。” 北京排水集团相关
负责人说， 虽然南水进京可以在
一定程度上缓解水资源紧张的现
状， 但我市水资源严重短缺的局
面依然不会改变， 进一步扩大再
生水利用仍将是保障本市水资源
供给的重要举措之一 ， 预计到
“十二五” 末， 全市再生水年利
用量将不低于10亿立方米。

今年年底前， 本市还将再建
成两家再生水厂。 目前， 排水集
团已改造并建成清河、 北小河、
酒仙桥、 卢沟桥、 吴家村等5座
高品质再生水厂， 日供高品质再
生水能力达104万立方米。 高碑
店和小红门污水处理厂升级改造
项目正在加快进行， 预计年底前
完成。 把 “天上水” 收集起来再
利用， 也是近年来北京推进 “海
绵城市” 建设做出的努力， 截至
目前， 全市建成西郊雨洪调蓄工
程等1600余处雨洪利用工程， 改
造84处下凹式立交桥蓄水工程。
今年汛期降雨频频， 这些雨洪利
用工程也趁机 “喝” 了个饱， 收
集利用雨水1200万立方米。

据北京市园林绿化局相关负
责人介绍， 通过雨水利用设施改
造， 本市还新增了11个 “海绵公
园”， 每年可利用雨洪360万立方
米。 特别是北京植物园， 消失40
年的樱桃沟 “飞瀑流泉” 景色今
夏又现， 雨洪利用工程的功劳可
不小。

对于未来， 市水务局表示，
本市将继续加强雨洪水综合利用
工程建设 ， 今年下半年将新建
100处雨洪利用工程， 充分利用
好雨水资源。

【原因三】

水资源管理
用好“天上水”、再生水

北北京京地地下下水水位位
缘缘何何1166年年来来首首次次回回升升

【原因一】

截至今年8月底， 来自本市
885个地下水位监测点的数据显
示， 6月30日， 本市地下水埋深
为26.7米， 而一个月后， 地下水
埋深为26.55米， 回升了15厘米，
这是1999年以来地下水位首次回
升。 其中， 大兴区地下水位回升
最多 ， 从19.89米到19.47米 ， 回
升了0.42米。 市水务局相关负责
人表示， 根据近期的地下水位监
测结果看， 此次地下水位回升不
仅仅是一两个监测点的回升， 而
是全面的回升。 究其原因， 市水
务局宣传处处长陈鹏程表示， 除
去降雨的原因， 最主要还是要归
功于南水进京。

9月3日， 就在举国同庆中国
人民抗日战争暨世界反法西斯战
争胜利70周年之际， 北京市又传
捷讯———南水北调江水累计入京
量突破5亿立方米！达到水利部批
复的 《南水北调中线一期工程
2014-2015年水量调度计划》年用
水总量8.18亿立方米的60%以上，
基本实现了本市南水北调的水用
于自来水饮用、调蓄储备、地下水
回补的“喝、存、补”的用水目标。

去年12月12日， 南水北调一
期工程正式通水， 北京市用上了
千里迢迢而来的 “南水”。 市水
务局严格执行水量调度计划， 坚
持 “喝、 存、 补” 的优先顺序，

将南水进京后主要作为本市中心
城区自来水厂水源， 缓解水源供
给不足的压力， 以达到压减涵养
本地水源的目的， 同时为水库蓄
存、 地下水回补及城市河湖环境
水环境提供水源。

截至9月初， 南水北调中线
北京段惠南庄入境水量达5.09亿
立方米， 全市自来水厂 “喝” 水
3.65亿立方米 ， 占总来水量的
72%； 大宁、 怀柔水库 “存” 水
0.50亿立方米 ， 占总来水量的
10%； 回补地下水0.94亿立方米，
占总来水量的18%。 目前平均每
天入境水量345万立方米， 均得
到了有效地分配与利用。

在满足本市自来水厂 “喝”
的条件下， 通过大宁调蓄水库和
密云调蓄工程将富余 “南水” 进
行储备， 全力确保密云水库蓄水
8亿立方米以上， 严格控制出库
水量， 自年初至今， 密云水库出
库量1.04亿立方米， 比上年同期
出库量4.06亿立方米少3.02亿立
方米。 7月， 密云水库调蓄工程
启动运行， 向上游水源地及怀柔
水库输水， 目前部分 “南水” 已
进入怀柔水库 ， 预计 9月中旬
“南水” 可进入密云水库， 努力
实 现 “ 存 ” 的 用 水 目 标 。 剩
余 0.94亿立方米就用于回补地下
水， 占总来水量的18%。

严控“超采” 自备井置换减采2.4亿立方地下水

【原因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