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综述
四川省水资源评价面积 48.5平方公里，其中长江流域 46.8平方

公里，黄河流域 1.7平方公里。2002年我省为水资源偏枯年份。全省

平均降水量 867.4毫米，折合降水总量 4209.90亿立方米，比常年（多

年平均，下同）偏少 13.5%；其中东部地区比常年偏少 16.5%，西部

地区比常年偏少 11.0%，主要农业区为一般干旱年。全省地表水资源

量 2063.33亿立方米，比常年偏少 19.0%；其中东部地区比常年偏少

23.6%；西部地区比常年偏少 15.2%；汛后省境内各主要江河流量连

续数月少于常年，导致电力生产一度紧张。全省地下水与地表水不重

复计算量 2.84亿立方米，水资源总量 2066.16亿立方米。全省 104座

大中型水库年未蓄水总量 93.26亿立方米，比年初减少 13.72亿立方

米。

2002年，全省总供水量 208.61亿立方米，其中地表水源占 93.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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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下水源占 6.1%；全省总用水量 208.61亿立方米，其中农业用水占

58.6%，工业用水占 26.7%，生活用水占 14.7%；全省用水消耗量 103.54

亿立方米，占总用水量的 49.6%。全省人均用水量 247亿立方米，万

元 GDP（当年价）用水量 411立方米，农田实灌亩均用水量 381 立

方米，万元工业增加值（当年价）用水量（取用新水）333立方米。

2002年全省废污水排放总量 21.81亿吨（不包括火电直流冷

却水），其中工业废水占 67.3%，生活污水占 32.7%。对全省 2467公

里河流进行水质评价结果，Ⅱ类河长占 48.7%，III类河长占 30.2%，

IV河长占 14.6%，V河长占 3.8%，劣 V类河长占 2.8%。

东、西部地区划分

东部盆地区：成都市、自贡市、泸州市、德阳市、绵阳市、广元市、

遂宁市、内江市、乐山市、宜宾市、南充市、达州市、

雅安市、广安市、巴中市、眉山市、资阳市

西部高山高原区：甘孜州、阿坝州、凉山州、攀枝花市

一、水资源量
（一）降水量

2002 年全省大部分市（州）降水量比常年偏少，只有内江市降

水量与常年持平。年降水量分布趋势是：盆地东部大巴山米苍山一带

降水量一般为 1000~1200毫米；比常年偏少 10%左右；盆地西缘山地

大相岭一带降水量一般为 1200~1400毫米，比常年偏少 20%~50%，

龙门山、邛崃山一带降水量一般为 500~1200 毫米，比常年偏少

10%~45%；盆地底部降水量一般为 600~800 毫米，比常年偏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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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5%；西部高山高原区降水量大体自东南向西北递减，变化介

于 500~1400毫米，比常年偏少 20%~40%。

2002年全省平均降水量 867.4毫米，折合降水总量为 4209.90亿

立方米，比上年减少 9.2%，比常年少 13.5%。金沙江区比常年减少

9.2%，岷沱江区比常年减少 13.9%，嘉陵江区比常年减少 17.2%，黄

河河源区比常年减少 17.4%。

（二）地表水资源量

地表水资源量指河流、湖泊、冰川等地表水体的动态水量，用天

然河川径流量表示。2002年全省地表水资源量 2063.33亿立方米，折

合径流深 425.1毫米，比上年少 19.0%，比常年少 19.0%。金沙江区

比常年减少 10.8%，岷沱江区比常年减少 18.0%，嘉陵江区比常年减

少 32.0%，黄河河源区比常年减少 35.3%。各二级流域分区与常年比

较见图 5。在各市（州）级行政区中，地表水资源量比常年偏多的仅

有自贡市、遂宁市、凉山州、资阳市；其余市（州）都比常年偏少，

其中偏少 15%以上的有广元市、绵阳市、广安市、巴中市、眉山市、

甘孜州、达州市、泸州市、阿坝州、南充市、成都市。

2002年，从省外流入省境的水量为 1053.83亿立方米，其中金沙

江区 824.25亿立方米，岷沱江区 24.79亿立方米，嘉陵江区 83.18亿

立方米。从省内流出省境的水量 3057.18 亿立方米，其中金沙江区

1565.84亿立方米，岷沱江区 810.40亿立方米，嘉陵江区 414.19亿立

方米。与常年比较入省境水量减少 8.06亿立方米，出省境水量减少

15.35亿立方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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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地下水资源量

地下水资源量是指降水、地表水体（含河道、湖库、渠系和渠

灌田间）入渗补给地下含水层的动态水量。全省仅成都平原采用补给

量法计算，包括降水入渗补给量，地表水体入渗补给量；其余各地按

山丘区采用排泄量法计算。2002年全省地下水资源量 538.63亿立方

米，其中成都平原评价面积 0.67万平方公里，地下水资源量 43.12亿

立方米；山丘区评价面积 47.87万平方公里，地下水资源量 504.15亿

立方米；平原区与山丘区之间的地下水重复计算量 5.81亿立方米。

2002年各流域的地下水资源量见表 3，各市（州）级行政区地下水资

源量见表 4。

（四）水资源总量

水资源总量是指评价区内当地降水形成的地表、地下产水总量

（不含区外来水量），由地表水资源量与地下水资源量相加，扣除两

者之间互相转化的重复计算量，加上成都平原地下水潜水蒸发量而

得。

2002年全省水资源总量为 2066.16亿立方米，比常年少 18.9%。

全省产水总量占降水总量的 49.1%，平均每平方公里产水量为 42.57

万立方米。各流域 2002年水资源总量见表 3。与常年比较，金沙江

区少 10.8%，岷沱江区少 17.8%，嘉陵江区少 32.0%。各市（州）行

政区 2002年水资源总量见表 4，与常年比较见图 7。

按人口统计，2002 年全省人均占有水资源量为 2442 立方米，

其中，东部盆地区人均水资源量 1132立方米，西部高山高原区人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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水资源量 17210立方米。东部盆地除雅安市人均水资源量 9280立方

米和乐山市 3112立方米外，其余 16市人均水资源量均低于我省平均

值；人均不足 800立方米以下有德阳、成都、自贡；遂宁、内江、7

市，属水资源缺乏地区；人均低于 400立方米的有广安、南充、资阳、

内江、遂宁 5市，属水资源严重紧缺地区。

（五）大中型水库蓄水动态

对全省 7座大型水库和 97座中型水库统计，2002年年末蓄水

总量为 93.26亿立方米，比年初蓄水总量减少 13.72亿立方米。其中，

大型水库年末蓄水总量 77.85亿立方米，比年初蓄水总量减少 11.58

亿立方米；中型水库年末蓄水总量 15.41亿立方米，比年初蓄水总量

减少 2.14亿立方米。

按流域统计，年末蓄水量比年初蓄水量减少较多的有嘉陵江

区、岷沱江区，分别减少 12.6和 1.24亿立方米。各流域蓄水变量情

况见图 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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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供用水量
（一）供水量

供水量是指各种水源工程为用户提供的包括输水损失在内的毛

供水量，按地表水源、地下水源统计。

2002年全省总供水量 208.61亿立方米，其中地表水源供水量

195.8亿立方米，占总供水量的 93.9%；地下水源供水量 12.81亿立方

米，占总供水量的 6.1%。

各流域供用水量见表 6。地表水源占总供水量的比例为：金沙

江区 96.9%，岷沱江区 94.4%，嘉陵江区 91.5%，黄河河源区 88.9%。

各市（州）行政分区 2002年供水量见表 7。成都市供水量 45.67

亿立方米。供水量在 10~30亿立方米之间的有德阳市、绵阳市、乐山

市、凉山州、眉山市。省内地下水开发利用程度较低，地下水供水量

占总供水量 10%以上的有德阳市（10.1%）、绵阳市（13.1%）、广元

市（18.6%）、阿坝州（10.3%）；占 5~10%的有成都市（7.6%）、遂宁

市（5.6%）、宜宾市（8.8%）、达州市（7.5%）。

（二）用水量

用水量指分配给用户的包括输水损失在内的毛用水量，按农业、

工业、生活三大类用户统计。农业用水包括农田灌溉用水和林牧渔用

水；生活用水包括城镇居民、公共用水和农村居民、牲畜用水；工业

用水为取用的新水量，不包括企业内部的重复利用量。

2002年全省总用水量 208.61亿立方米。其中，农业用水 122.25

亿立方米（其中农田灌溉占 95.5%），占用水总量的 58.6%；工业用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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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5.62亿立方米，占总用水量的 26.7%；生活用水 30.74亿立方米（其

中城镇生活占 40.2%），占用水总量的 14.7%。与上年比较，全省用水

总量增加 0.77亿立方米，其中农业用水减少 1.31亿立方米，工业用

水增加 2.23亿立方米，生活用水增加 0.15亿立方米。

按四川东、西部统计，东部盆地区用水量 186.44亿立方米（占

全省总用水量的 89.4%），其中农业用水占 57.8%，工业用水占 27.5%，

生活用水占 27.5%。西部高山高原区用水量 22.17亿立方米（占全省

总用水量的 10.6%），其中农业用水占 65.1%，工业用水占 19.6%，生

活用水占 15.2%。

各市（州）行政区 2002年用水量见表 7。用水量大于 10亿立方

米的有成都市、德阳市、绵阳市、乐山市、眉山市、凉山州，约占全

省用水量的 60.6%。用水量介于 5~10亿立方米的有自贡市、攀枝花

市、泸州市、遂宁市、内江市、宜宾市、南充市、达州市、雅安市、

资阳市，约占全省用水总量的 32.8%。

（三）用水消耗量

用水消耗量指在输水、用水过程中，通过蒸腾蒸发、土壤吸收、

产品带走、居民和牲畜饮用等各种形式消耗掉，而不能回归到地表水

体或地下含水层的水量。

2002年全省用水消耗量 103.54亿立方米，总耗水率（消耗量占

用水量的百分比）为 49.6%。其中，农业耗水量 73.77亿立方米，占

用水消耗总量的 71.2%，耗水率 60.3%；工业耗水量 12.09亿立方米，

占用水消耗总量的 11.7%，耗水率 21.7%；城镇生活耗水量 2.24亿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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方米，占用水消耗总量的 2.2%，耗水率 18.1%；农村生活耗水量 15.44

亿立方米，占用水消耗总量的 14.9%，耗水率 83.9%。

三、用水指标
2002年，全省人均用水量为 247立方米，万元 GDP（当年价）

用水量为 411立方米。农业灌溉亩均用水量 381为立方米，万元用工

业增加值（当年价）用水量为 333 立方米，城镇人均生活用水量为

203每日升（含公共用水），农村人均生活用水量为 74每日升（含牲

畜用水）。

因受人口密度、经济结构、作物组成、水资源条件等多种因素的

影响，各市（州）行政区的用水指标差别很大。从人均用水量看，大

400立方米的有成都、攀枝花、德阳、眉山市。小于 200立方米的有

泸州、广元、遂宁、内江、宜宾、南充、达州、广安、巴中、资阳、

阿坝、甘孜市（州）。从万元 GDP用水量看，大于 500立方米的有德

阳、乐山、雅安、眉山、资阳、凉山州。

四、江河湖库水质
（一）废污水排放量

2002年，四川省废污水排放总量为 30.76亿吨(包括火电厂贯流

式冷却水 8.95亿吨)。其中，工业废水排放量为 20.70亿吨，占全省

废污水排放总量的 67.3％；生活污水排放量为 10.06亿吨，占全省废

污水排放总量的 32.7％。工业废水中主要污染物有化学需氧量、氨氮、

挥发酚、氰化物、铅、砷、石油类等。主要污染物中化学需要量（COD）

排放总量 93.6万吨，其中工业废水中 COD排放量 45.1万吨，生活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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水中 COD排放量 48.5万吨；主要污染物中氨氮排放总量 6.7万吨，

其中工业废水中氨氮排放量 2.6万吨，生活污水中氨氮排放量 4.1万

吨。工业废水排放量较大的行业主要有造纸及纸制品行业、化工原料

及化学制品制造业、黑色金属冶炼及压延工业、饮料制造业、食品加

工业、煤炭采选业、石油和天然气开采业等。工业废水排放量较大的

地区是：成都、乐山、绵阳、泸州、宜宾、眉山、内江、德阳、广元

等地。

（二）河流水质概况评价

此次水质评价河流为四川省主要河流的干流金沙江（四川段）、

大渡河、青衣江、岷江、沱江、嘉陵江、涪江、渠江，评价河长为

2467公里，评价标准采用《地表水环境质量标准》（GB3838-2002）。

其中，枯水期Ⅱ类水域河长为 932 公里，占 37.8%；Ⅲ类河长 1057

公里，占 42.8%；Ⅳ类河长 316公里，占 12.8%；Ⅴ类河长 0公里；

劣Ⅴ类河长为 162 公里，占 6.6%。丰水期Ⅱ类水域河长为 1375公里，

占 55.7%；Ⅲ类河长 676公里，占 27.4%；Ⅳ类河长 204公里，占 8.3%；

Ⅴ类河长 143公里，占 5.8%，劣Ⅴ类河长为 69km，占 2.8％。水质

达Ⅴ类的污染干流河段主要是沱江的三皇庙段、内江段、自贡段以及

岷江的望江楼段。主要超标物为高锰酸盐指数、氨氮、总磷、挥发酚、

生化需氧量等。主要污染源是河流上游的工矿企业。

我省各大水系干流中，青衣江、涪江、金沙江水质较好；岷江、

大渡河、嘉陵江、渠江次之，个别河段水质超过地表水环境质量Ⅲ类

标准，如岷江的彭山段，枯期水质超过Ⅲ类标准，主要污染物为氨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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超标倍数为 0.2；大渡河的福禄镇段，汛期水质为Ⅴ类标准，主要污

染物为铅，超标倍数为 0.2；嘉陵江的亭子口和金银台段，汛期水质

超过Ⅲ类标准，主要污染物为汞，超标倍数为 1.0。沱江水质最差，

整体受污染严重，大部分河段水质为地表水环境质量劣Ⅴ类标准，个

别江段为Ⅳ类和Ⅴ类，主要污染物为氨氮、挥发酚、总磷和生化需氧

量等。如沱江三皇庙段、内江段、自贡段，全年水质均为Ⅴ类或劣Ⅴ

类，枯季氨氮超标倍数分别为 4.0（三皇庙段）、0.3（内江段）、8.3

（自贡段），汛期氨氮超标倍数分别为 1.3（三皇庙段）、4.5（自贡段），

全年氨氮超标倍数为 2.7（三皇庙段）、6.4（自贡段）。三皇庙段、内

江段、自贡段总磷全年超标倍数分别为 0.1、0.8、0.5。

从我省目前监测的三个湖泊看，邛海的邛海中段全年水质达到地

面水环境Ⅲ类标准，邛海出口段为Ⅳ类标准，主要污染物质为总磷，

超标倍数为 0.6。马湖、泸沽湖全年均达到Ⅱ类水质标准。

全省监测的 23 个水库中，符合规定水质类别Ⅱ类标准的 2 个，

分别是沉抗水库和江口水库，占 8.7％；符合Ⅲ类水质标准的有大桥

水库、老鹰水库、双溪水库、輾子滩水库、两河口水库、紫云水库、

磨尔滩水库、升钟水库、全民水库、乌木水库、宝石桥水库、化成水

库共 12个，占 52.2％；长沙坝水库、葫芦口水库、松林水库、黄河

镇水库、龙江水库、柏林寺水库、百丈水库、高中水库、黑龙滩水库

共 9 个水库的水质未达标，超过Ⅲ类水质标准，占 39.1％，主要污

染物为总磷、总氮、高锰酸盐指数。

综合评价认为，枯水期超过地表水环境质量Ⅲ类标准的河长占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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价河长的 19.7%，丰水期占 17.2％，水质尚可。由于受水质监测范围

的限制，实际情况要严重得多。

五、洪涝、干旱情况
2002年汛期，省内大部分地区降雨总量偏少，属降水偏枯年。

江河洪水普遍偏低，属偏低洪水年。汛期 5～9月降雨总量与多年的

平均比较，全省近 80％的县（市）降雨偏少，盆地大部分地区偏少 1

—3成。其中德阳、绵阳、广元等地较常年偏少 4成以上。整个汛期

共出现了 11次较为明显的降雨过程，但影响较大、范围较广、雨强

大的降雨过程仅 5次。2002年 6月 7日至 9日，南充、遂宁、巴中、

广元遭受了近年来强度最大，灾情最重的特大暴雨。次雨量 100毫米

以上的达 25个县（市），南充、遂宁两市发生了严重的内涝。6月 11

日开始，自贡市持续长时间降雨，釜溪河水位长时间在警戒水位以上。

2002年全省共有 139县（市）、2361个乡（镇）、1156.84万人受灾。倒塌房屋

7.6万间、死亡人数 103人。直接经济损失 30.93亿元。

2002年我省属一般干旱年，主要遭受春旱、伏旱、秋旱；除盆地

西南和盆地中部极少部分地面发生夏旱外，全省无大面积夏旱发生。

全年作物受旱面积 1851.92万亩，成灾 578. 45万亩，绝收 85.25万亩；

因旱损失粮食产量 105.27万吨，农业经济损失 5.59亿元。

2002年汛后省境内各主要江河流量连续数月低于常年，导致

一度电力生产形势严峻，工农业生产和日常生活受到影响。主要江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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代表站月平均流量与常年比较见图 10。

六、重大水事
1 月 16—18 日全国水利厅局长会议在四川成都召开。水利部部

长汪恕诚作了题为《认清形势，狠抓落实，全面推进水利事业发展》

的工作报告，敬正书副部长主持开幕式并做了大会总结。 四川省委

副书记、省长张中伟出席会议并致词，人事部副部长戴光前，四川省

委副书记陶武先，四川省委常委、副省长陈文光，水利部副部长张基

尧、翟浩辉、索丽生，部党组成员、国家防总秘书长鄂竟平，部党组

成员、中纪委驻部纪检组组长刘光和出席会议。中组部、国务院办公

厅、人事部、国家计委、国家审计署、农林水利工会等部门有关负责

人应邀参加了会议。

2 月 1日四川省人民政府防汛抗旱指挥部和四川省水利厅联合发

出《关于加强河道管理坚决查处非法采砂行为的紧急通知》。

3 月 7日水利厅党组书记、厅长孙砚方率领厅党组成员视察了正

在修建的紫坪铺水利枢纽工程。

3 月 9日成都市“保护母亲河----天天环保”启动日活动在都江

堰古堰景区鱼嘴举行。省水文局所属三皇庙、望江楼、都江内江等 3

个水文站被授予“保护母亲河生态监测站”称号。

3 月 11--13 日四川省水政水资源工作会议在成都召开。厅党组

书记、厅长孙砚方出席会议并作了重要讲话。全省各市州水利局分管

水政水资源工作的局领导和水政水资源科（处）长参加了会议。

4 月 15 日四川省警戒水位保证水位成果通过评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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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月 28日省水利厅召开了四川省用水定额企业用水大户座谈会，

会议介绍了四川省用水定额的编制目的、原则、方法和过程，肯定了

编制用水定额对加强节约用水、计划用水的重要作用。

5 月 30 日厅党组书记、厅长孙砚方带领厅党组成员、都江堰管

理局局长彭述明和厅规计处、建管处、信息中心的负责同志前往都江

堰灌区中江县石垭隧洞工程建设工地调研，并召开现场办公会。

6 月 4日《琼江流域水库群洪水调度系统研究》项目通过鉴定，

达到了国内先进水平，并有部分成果达到了国内领先水平。

6 月 21--23 日达州市遭受今年以来的第一次洪暴袭击。据统计，

此次洪暴造成直接经济损失达 0．775 亿元。受灾区主要包括万源、

达县、宣汉、开江及渠县 5 个县、市 158 个乡镇 71．85 万人。

7 月 12 日《四川省用水定额（试行）》由省水利厅、省质量技术

监督局联合向社会公布。内容涉及农业、工业、公共、居民等 113 个

行业、324 个定额值，将为全省的取水许可管理、计划用水管理、节

约用水管理、建设项目水资源论证等方面提供定额规范依据。

8 月 6一 8日全省水政水资源工作半年会在汶川县召开。厅党组

书记、厅长孙砚方主持会议并作重要讲话。

8 月 9日水利部水保司副司长刘震、省水利厅副厅长余国成一行

到达州考察、调研创建“长治”工程大示范区情况。

10月 27日武都引水二期工程武都水库工程环境影响复核报告书

通过专家预审。

11 月 5 日总投资 1200 万元的玉溪河灌区 2003 年度节水改造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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程和岁修整治工程全线开工。

11 月 8 日四川岷江紫坪铺水利枢纽主体工程施工承包合同在成

都签定，紫坪铺工程由此从前期准备阶段进入主体工程建设阶段。

11 月 8～10 日紫坪铺水利枢纽导流洞、左岸场内主干道两个单

位工程在都江堰市通过投入使用验收和截流前验收。

11 月 13 日都江堰管理局 10 年来首次对都江堰灌区输水主动脉

-----内江段（即从鱼嘴至宝瓶口，穿都江堰城区而过的岷江段直至

仰天窝闸全长 108 公里河道）截流岁修，费用达百万元之巨。整个都

江堰灌区岁修将耗资 1800 万元。

12月 13日二滩库区百万鱼种人工增殖放流活动分别在攀枝花市

和凉山州雅砻江二滩库区举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