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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reface

前 言前 言

水是人类生存和社会发展的基本物质条件，尽管水资源具有

循环性和可再生性，然而随着社会和经济的发展，水资源短缺和

水污染所构成的水危机已经逐渐成为制约可持续发展战略的主要

因素之一，中山市地处珠江三角洲下游，气候温和，雨量充沛，

但由于全市经济的发展，人口的增多，用水量也不断增加，水资

源供需矛盾初现端倪，水污染问题也日趋严重，水资源问题逐步

受到公众的关注。

我市正推进节水型社会全面建设工作，按照“节水优先、保

护水资源、改善水环境”的治水新思路，依靠科技进步，采取最

严格、最有效的水资源管理办法，严抓“三条红线”控制、强化

节水措施，提高用水效率，提高社会节水意识。通过严格落实

《中山市最严格水资源管理制度实施方案》等有关管理制度，目

前节水型社会建设已取得一定的成绩。

编发水资源公报是水行政主管部门一项重要的工作，其主要

目的是向各级领导、有关部门和全社会公告年度的来水、用水、

水质等动态状况，反映水供需现状，为科学决策水资源问题提供

依据。同时，借此进行宣传，增强全民爱水、惜水、节水的意

识，为管好、用好、保护好水资源创造必要的条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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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7年，中山市年降水量1805.3mm，折合年降水总量30.33亿m³，较去年减少30.4%，

较常年增加3.2%，属平水年。2017年代表站降水量见下表。

表1    2017年代表站年降水量表

1490.0 1947.5 1517.0 2051.0 2227.5 2132.0 1802.0 1562.0

与去年平均降水量相比，各代表站年降水量均有所减少，减少幅度为18.7%～42.7%；与多年

平均降水量相比，三乡、逸仙神湾站降水量有所增多，其余各代表站降水量有所减少，其变化幅度均

较小（见图1）。

2017年降水量 2016年降水量

2508.0

2735.5

2365.5

2818.5
2740.0 2802.0

2386.0

2727.5

1490.0

1947.5

1517.0

2051.0
2227.5 2132.0

1802.0

1562.0
1642.0

1963.9

1700.8

2029.6 2036.0

1802.0

1896.4

1694.1

图1    2017年全市各代表站降水比较

2017年，共有3个热带气旋影响我市，分别为1713号“天鸽”、1714号“帕卡”以及1716号

“玛娃”。其中第13号台风 “天鸽”于8月23日12时50分在珠海市金湾区登陆，登陆时中心附近最大

风力为14级(45米/秒)。中山市沿海地区遭受了历史实测最严重的风暴潮影响，我市两个风暴潮监测

站横门、灯笼山站均出现了超历史最高、超百年一遇高潮位。横门站实测最高潮位3.02m，超历史最

高1.30m，超警戒1.02m；灯笼山站实测最高潮位2.94m，超历史最高0.21m，超警戒0.94m。 

2017年中山市全年降水与多年平均降水量相比，三乡、逸仙神湾站降水量有所增多，其余各代

表站降水量有所减少，其变化幅度均较小。降水量年内分配不均匀，主要集中在5至9月份，约占全年

79.4%，其中降水最大出现在7月份，平均降水量372.0mm，比常年值偏大42.6%。降水量空间分布

不均匀，南部降水量大，北部降水量小，全市实测年最大降水量为逸仙站2227.5m，最小为小榄站

1490.0mm，两者比值为1.5（见图2、3）。

图2    2017年各雨量代表站月降水量与常年同期比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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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3    2017年中山市降水量等值线图

2017年全市地表水资源量17.29亿m³，较去年偏少30.4%，较常年偏多2.5%。

我市径流主要由过境水和降水补给，地表水与降水的地区分布基本一致；径流年内分配不

均，珠江三角洲上游控制站三水（二）、马口水文站汛期（4～10月）径流量分别占全年的

83.2%和81.8%。

2017年全市地下水资源量2.59亿m³（未统计中深层地下水），较去年偏少29.6%，较常年偏

多0.4%。

2017年全市水资源总量17.84亿m³，较去年偏少30.0%，较常年偏多2.6%。地下水资源与地

表水资源不重复量为0.56亿m³（见表2、图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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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市现有蓄水水库工程53宗，总库容8984.74万m³，其中中型水库1宗，总库容为5040万m³；

小(一)型水库16宗，总库容3235.18万m³；小(二)型水库20宗，总库容620.40万m³。山塘16宗，总

库容89.16万m³。

2017年末，全市小（一）型以上水库蓄水总量为3757万m³，较去年末减少429万m³。其中，

中型水库年末蓄水量2151万m³，较去年末减少651万m³；小（一）型水库年末蓄水量为1606万m³，

比去年末增加222万m³（见表3、图5）。

图5    近年中型水库年末蓄水量比较（用作蓄水图）

2016年 2017年2015年

2151

表3    小（一）型以上水库蓄水量统计表

2016年末蓄水量 2017年末蓄水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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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7年全市总供水量为14.44亿m³，较去年减少0.59亿m³。其中：地表水源供水量14.44亿m³，

占供水总量的99.99%；地下水源供水量19.0万m³，占供水总量0.01%，比去年减少23.1%（见表4）。

表4    2015-2017年供水量统计表

2015

15.837

15.834

0.004

2016

15.032

15.029

0.003

2017

14.439

14.437

0.002

在地表水源供水量中，蓄水工程供水量0.41亿m³，占2.8%；引水工程供水量4.86亿m³，占

33.7%；提水工程供水量9.16亿m³，占63.4%。目前我市主要以提水、引水工程供水为主，提水工程

主要供给生活和工业用水，引水工程主要供给农业用水（见图6）。

地下水供水为19.0万m³，深层地下水供水量17.0万m³，占89.5%；浅层地下水供水量2.0万m³，

占10.5%。

引水工程

34.0%

蓄水工程

3.0%

提水工程

63.0%

图6    2017年地表水源供水组成图

2017年全市用水总量14.44亿m³，其中：生活综合用水3.43亿m³，占用水总量的23.8%；一般

工业用水3.35亿m³，占用水总量的23.2%；火电用水3.24亿m³，占用水总量的22.4%；农业用水

4.42亿m³，占用水总量的30.6%。

按生产（包括农业、工业及城镇公共）、生活（指居民生活）、生态（指生态环境）划分：生

产用水12.47亿m³，占总用水量的86.4%；生活用水1.91亿m³，占总用水量的13.2%；生态补水

0.06亿m³，占总用水量的0.4%（见表5、图7）。

过去几年市行政管理部门严格实行最严格水资源管理，全市用水总量持续减少，今年全市用水

总量比去年减少0.60亿m³。其中：生活综合用水量增加0.44亿m³，上升了14.6%；一般工业用水减

少0.24亿m³，下降了6.7%；火电冷却用水增加0.10亿m³，上升了3.1%；农业用水减少0.89亿m³，

下降了16.8%。

表5    2015-2017年全市各项用水量统计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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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7    2017年全市用水组成图

1 .供 水 量

2 .用 水 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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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7年全市耗水总量4.26亿m³。其中：农业耗水量2.59亿m³，占耗水总量的60.8%；工业耗

水量0.84亿m³，占耗水总量的19.7%；居民生活耗水量0.39亿m³，占耗水总量的9.2%；城镇公共

耗水量0.41亿m³，占耗水总量的9.7%；生态环境耗水量0.02亿m³，占耗水总量的0.6%。2017年

全市综合耗水率⑨为29.5%（见表6）。

过去几年市行政管理部门严格实行最严格水资源管理，全市耗水量持续减少，今年全市耗水

量比去年减小0.55亿m³。其中，城镇生活、城镇公共及火电耗水量较去年增多0.025亿m³ 、

0.090亿m³和0.006亿m³；一般工业及林牧渔畜耗水量较去年分别减少0.048亿m³和0.623亿m³；

其余耗水量与去年相比基本持平。

表6    2015-2017年全市各项耗水量统计

2015

2016

2017

0.318 

0.320 

0.345 

0.048 

0.048 

0.048 

0.307 

0.324 

0.413 

0.024 

0.024 

0.024 

0.764 

0.717 

0.669 

0.169 

0.163 

0.169 

0.639 

0.639 

0.639 

2.943 

2.572 

1.949 

5.211 

4.806 

4.255 

2017年全市废污水排放总量为5.103亿m³（不包括火电直流冷却水排放量），其中：第二产

业（工业和建筑业）废污水排放量2.751亿m³，占53.9%；城镇居民生活废污水排放量1.378亿m³，

占27.0%；第三产业废污水排放量0.973亿m³，占19.1%（见表7、图8）。

与去年相比，废污水排放量增加0.134亿m³，其中工业废污水量减少0.191亿m³，城镇居民

生活废污水增加0.098亿m³，第三产业废污水增加0.211亿m³。

表7    2015-2017年用户废污水排放量表

2015

2016

2017

1.272

1.280

1.378

3.056

2.870

2.679

0.057

0.057

0.073

0.696

0.762

0.973

5.081

4.969

5.103

第二产业
53.9%

第三产业
19.1%

城镇居民生活

27.0%

图8    2017年全市废污水排放量组成图

2017年全市人均综合用水量445m³，万元GDP用水量42m³，万元工业增加值用水量20m³（不

含火电），农田灌溉亩均用水量712m³，城镇居民生活人均日用水量165L。2017年人均水资源量

550m³。主要用水指标比较见表8、表9。

2017年全市人均万元GDP为广东省平均水平的1.31倍，但人均水资源量只有广东省平均水平的

34.1%，供水主要依赖过境水量，城镇居民生活人均日用水量低于全省平均值，而人均综合用水量是

广东省平均水平的1.14倍，万元工业增加值用水量（含火电）比广东省平均水平偏多33.1%，万元

GDP用水量比广东省平均水平偏少13.2%。由此可见，近年来市水行政部门落实最严格水资源管理，

我市节水工作取得了明显的成绩。

表8    2015-2017年全市主要用水指标

表9   2017年相邻市主要用水指标

2015

2016

2017

495 

467 

445 

53 

47 

42 

45 

42 

40 

25 

22 

20

712 

712 

712

154 

154 

165  

103 

110 

140

137 

137 

136

10.63 

12.63 

14.91 

18.38 

15.07 

8.11

550 

398 

1054 

161 

530 

1612 

445 

422 

313 

166 

458 

391 

42 

33 

21 

9 

30 

48 

40 

28 

12 

6 

67 

30

20 

10 

12 

6 

25 

19 

712 

631 

621 

587 

752 

756

165 

236 

265 

164 

205 

189

136 

-

218 

-

163 

134

32.9 

32.0 

29.5 

3 .用 水 消 耗 量

4 .废 污 水 排 放 量

1 .用 水 指 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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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7年属平水年，本地水资源量为17.84亿m³，全市用水总量14.44亿m³，水资源开发利用率

为80.9%。由于我市供水水源主要取自过境客水，现状水厂的供水能力能满足我市生产、生活的需水

要求，因此目前尚不存在资源性或工程型缺水的状况。

但是，在枯水期，受咸潮上溯的影响，部分河道水质不能满足供水要求，造成局部地区短时期

淡水资源不足，需通过水利工程的联合调控才能保障供水安全。        

2005～2017年，年降水量及水资源量在常年值附近呈丰枯交替变化。根据中山市多年平均降

水频率曲线： 2008、2013和2016年为丰水年，年降水量偏离常年值31.0%、31.1%和48.4%，水

资源量偏离常年值31.4%、29.9%和46.6%； 2006、2009、2010和2012年为偏丰水年，年降水

量偏离常年值分别为17.0%、15.6%、9.3%、16.1%，水资源总量偏离常年值分别为15.7%、

15.0%、7.9%和15.1%； 2005、2014、2015和2017年为平水年，年降水量偏离常年值分别为

0.8%、-5.5%、-7.1%和3.2%，水资源总量偏离常年值为-2.2%、-5.4、7.1%和2.6%； 2007和

2011年为偏枯水年，年降水量偏离常年值分别为-16.1%和-21.7%，水资源总量偏离常年值分别为

-16.3%和-21.4%（见图9）。

图9    2005-2017年中山市水资源变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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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5～2017年，全市用水总量呈先上升再下降趋势，2017年与2005年基本持平。其中，生活

综合（包括居民生活、城镇公共和生态环境补水）用水增长22.5%；农业用水和工业用水分别减少

7.9%和12.1%；（见图10）。

图10     2005-2017年中山市用水量变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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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11     2005-2017年中山市用水指标变化

2 .水 资 源 供 需 分 析

3 .水 资 源 态 势

4 .用 水 量 变 化 趋 势

        全市人均综合用水量呈先上升再下降趋势，2017年比2005年下降了27.8%；农田灌溉亩

均用水量为先下降到再上升趋势，2017年比2005年上升了4.3%；万元GDP用水量和万元

工业增加值用水量呈下降趋势（见图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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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7年，中山市的主要江河水质监测（断面）站点共计布设１0个，水库水质监测站点1个，

分别为磨刀门水道的全禄水厂和平岗（西河闸）、小榄水道的小榄和大丰水厂、横门水道的横门、

鸡鸦水道的马鞍、黄沙沥的黄沙沥大桥、古镇水道的荷塘马滘大桥，洪奇沥水道的洪奇沥大桥，石

岐河的员峰桥以及长江水库。

根据2017年的水质监测成果，以《地表水环境质量标准》（GB3838—2002）中的基本项目

标准限值为标准，采用单指标评价法（最差项目赋全权）对各水质断面进行评价；以《地表水资源

质量评价技术规程》（SL395-2007）对各水功能区   水质达标情况进行评价。（备注：粪大肠菌

群不参与水质类别评价）

评价结果显示：主要大江大河水质较好。两个水源地断面全禄水厂、大丰水厂水质年度均值达

到Ⅱ类水质，满足饮用水源地的水质要求。城市内河石岐河不达标，主要是溶解氧、氨氮超标，长

江水库部份月总氮Ⅲ类，详见下表。

11

表10     2017年中山市部分水功能区达标情况和超标项目

2017年

水质

类别

鸡鸦水道

开发利用区

鸡鸦水道下南

饮用渔业用水区
马鞍 河流 Ⅱ Ⅱ

小榄水道

开发利用区

小榄水道福兴

饮用渔业用水区

大丰水厂
河流 Ⅲ Ⅱ

小榄
达标

磨刀门水道

开发利用区

磨刀门水道珠海

饮用渔业用水区

全禄水厂
河流 Ⅱ Ⅱ

平岗
达标

横门水道

开发利用区

横门水道横门

渔业用水区
横门 河流 ⅡⅢ 达标

黄沙沥中山

开发利用区

黄沙沥中山

工业用水区
黄沙沥大桥 河流 ⅡⅢ 达标

洪奇沥水道番禺中山

开发利用区

洪奇沥水道番禺中山

渔业工业用水区
洪奇沥大桥 河流 ⅡⅢ 达标

古镇水道

开发利用区

古镇水道古镇

工业用水区
荷塘马滘大桥 河流 ⅡⅣ 达标

石岐河中山

开发利用区

石岐河中山农业

景观用水区
员峰桥 河流 劣VⅢ

氨氮、溶解氧全年不达

标；总磷3个月不达标。

长江水库

开发利用区

长江水库

饮用农业用水区
长江水库 水库

4、7、8、10、11、12月

总氮；2、9月总磷不达标Ⅱ Ⅲ

2017年，中山市受咸潮影响的时期共跨越6个月份（即1 ～3月份及10～12月份）。从受咸潮影响累

计时间来看，各水厂累计超标时间均比去年累计超标时间长。2017年南镇水厂测得累计超标时间856.3小

时，最长连续超标时间162.0小时，最大值出现在1月24日，为2388mg/L；全禄水厂测得累计超标时间

34.5小时，最长连续超标时间9小时，最大值出现在1月24日，为1609mg/L；大丰水厂全年没有受咸潮影

响。

2017年上半年（1-2月份），磨刀门水道的咸潮上溯越过全禄水厂；横门水道的咸潮上溯越过涌口门

水闸；洪奇沥水道未受咸潮影响。下半年磨刀门水道咸潮上溯距离较短，仅12月份越过西河水闸；横门水

道的咸潮上溯越过涌口门水闸；洪奇沥水道的咸潮12月份越过高平水闸。（见表11）。

表11     2017年中山市各测咸站最高氯化物浓度值统计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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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7年中山市重要水事

1、中山市获全省2016年度最严格水资源管理考核优秀

2017年7月11-12日，由省水利厅、发改委、国土

局组成的省最严格水资源管理制度考核组，在省水利厅

副厅长边立明的带领下，对我市2016年度实施最严格水

资源管理制度开展现场检查。考核组首先现场检查中山

中粤马口铁工业有限公司和鸡鸦水道饮用水源地，对重

点用水户及重要饮用水源地的监督管理工作开展检查考

核。考核组对我市水资源管理工作取得的成绩给予高度

肯定，认为我市“三条红线”管理目标全面完成，“十

二五”期间取得优异的成绩，在规划水资源论证、入河

排污口审批管理、节水型城市建设等方面率先作出典范

作用，在水权交易、领导干部离任自然资产审计、水资

源监控能力建设等方面积极探索。在“十三五”开局之

年，2016年，我市继续加强落实最严格水资源管理制

度，稳步推进各项工作，并获得全省最严格水资源管理

考核优秀成绩。

2、中山市水务局水资源管理科荣获

“全国水资源工作先进集体”称号

“十二五”以来，我市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

书记新时代水利工作方针，落实最严格水资源管理

制度，市水务局水资源管理科及水资源管理工作者

勇于探索、开拓进取，不断完善我市水资源管理体

系，我市水资源管理水平得到明显提升。在历年广

东省最严格水资源管理制度考核中，中山市多次被

评定为“优秀”，取水许可、入河排污口、规划水

资源论证、节水载体建设等工作得到省级部门认

可，并作为先进经验与其他地市交流。2017年

12月29日，水利部经中央批准，决定授予全国

50个水资源管理集体“全国水资源工作先进集体”

荣誉称号，中山市水务局水资源管理科获水利部表

彰，获评“全国水资源工作先进集体”

3、中山市全面推行河长制工作，

      大力推进黑臭（未达标）水

      体整治

4、《中山市水权交易体系研究专题报告》顺利通过专家评审

    “河长制”是2017年水利的“关键词”,

它不仅是一种新的治水制度，更是推进生

态文明建设的重要抓手，强化治水管水、

贯彻落实“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这一

生态理念的重要手段。2017年，中山市按

照国家、省全面推行河长制工作要求，建

立中山市河湖名录，成立中山市全面推行

河长制工作领导小组及市、镇两级河长制

办公室，构建市、镇、村三级河长体系，

出台市、镇河长制实施方案及市级七项配

套制度、镇级三项配套制度。结合全面推

行河长制，2017年4月中山市成立由市长

任总指挥、副市长任副总指挥的中山市整

治黑臭（未达标）水体工作指挥部，联动市直相关部门形成合力，将全市河涌划分为15个流域，启动全市

黑臭（未达标）水体整治，按流域系统推进整治工作。

       水权交易是水资源优化配置的重要途径，有利于提高水资源利用效率，完善节约用水管理体系。中山

市自2014年起开始积极探索水权交易试点工作，2016年出台《中山市探索水权交易试点工作方案》。为

深入贯彻党的十九大关于加快生态文明体制改革精神，按照工作方案部署，2017年中山市水务局组织开

展了中山市水权交易体系专题研究工作。2017年12月编制完成《中山市水权交易体系研究专题报告》并

通过专家评审，该《报告》在

充分参考国内外水权交易实践

经验的基础上，针对中山市水

权交易体系建设的基础条件，

确定中山市水权交易的对象和

主要方式，提出中山市水权交

易的定价方法、初始水权分配

分析框架与方案、水权交易规

则与流程重要节点、水权交易

平台构建方案与水权交易监管

体系，为中山市水权交易体系

建设提出了切实有效的指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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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中山市启动水（环境）功能区划修编及纳污能力核定工作

2017水资源公报

 2016年中山市颁布《中山市水环境保护条例》，明确提出将水功能区划与水环境功

能区划合并，统一为“水（环境）功能区划”，并由市水利部门会同环保部门进行修编。

2017年中山市水务局与环保局联合委托了珠江水资源科学研究所开展《中山市水（环

境）功能区划修编及纳污能力核定》项目编制工作，该项目于2017年9月正式启动，12月

完成工作大纲（送审稿）编制并通过专家评审。中山市于省内首创将两区划合并，创新统

一水（环境）功能区划，打破了水利部门和环保部门实施水体功能及水质管理过程中出现

多重标准的尴尬局面，有利于水利、环保两个部门水质保障工作的有效衔接，合力治水，

共同保护水资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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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 耗水率

10 废污水排放量

11 水功能区

12 超标项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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