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综 述
 

四川省水资源评价面积 48.43 万平方公里，其中长江流域 46.73

万平方公里，黄河流域 1.70 万平方公里。2003 年我省为水资源平水

年份。全省平均降水深 993.2 毫米，折合降水总量 4809.49 亿立方米，

比常年（多年平均，下同）偏多 1.5%；其中西部地区比常年偏多 6.4%，

东部地区比常年偏少 4.4%，主要农业区属一般干旱年。全省地表水

资源量 2651.26 亿立方米，比常年偏多 1.4%；其中西部地区比常年偏

少 7.1%，东部地区比常年偏少 6.3%。全省地下水与地表水不重复计

算量 1.6 亿立方米，水资源总量 2652.86 亿立方米。全省 110 座大中

型水库年未蓄水总量 116.51 亿立方米，比年初增加 22.54 亿立方米。

2003 年，全省总供水量 209.86 亿立方米，其中地表水源占 93.2%，

地下水源占 6.1%，其他水源占 0.7%；全省总用水量 209.86 亿立方米，

其中生产用水（第一产业、第二产业、第三产业）占 89.0%，生活用

水占 10.2%, 生态用水占 0.8%；全省用水消耗量 104.42 亿立方米，占

总用水量的 49.8%。全省人均用水量 247 立方米，万元 GDP（当年价）

用水量 367 立方米，农田实灌亩均用水量 362 立方米，万元工业增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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值（当年价）用水量（取用新水）294 立方米。

2003 年全省废污水排放总量 45.33 亿吨（不包括火电直流冷却

水），其中工业废水占 80.3%，生活污水占 15.6%，第三产业污水占

4.1%。对全省 2477 公里河流进行水质评价结果，Ⅱ类河长占 50.9%，

III 类河长占 31.4%，IV 类河长占 3.9%，V 类河长占 7.2%，劣 V 类

河长占 6.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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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广元市、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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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水资源量
（一）降水量

2003 年省内大部分市、州降水量比常年偏少，广元市、雅安市、

凉山州基本与常年持平，达州市、巴中市、甘孜州比常年偏多。年降

水量分布趋势是：盆地东部大巴山米仓山一般为 1200~1600 毫米；比

常年偏多 10%~30%；盆地西缘山地大相岭一带一般为 1200~2000 毫

米；比常年偏少 10%~20%，龙门山、邛崃山一带一般为 600~1200 毫

米，比常年偏少 10%~30%；盆地腹部一般为 600~800 毫米，比常年

偏少 10%~30%。西部高山高原区大体自东南向西北递减，从河谷向

两岸高山递增，变化介于 600~1600 毫米，比常年偏少 10%~30%。

2003 年全省平均降水量 993.2 毫米，折合降水总量为 4809.49 亿

立方米，比上年增加 12.1%，比常年增加 1.5%。金沙江石鼓以上比常

年增加 14.1%，金沙江石鼓以下比常年增加 7.7%，岷沱江比常年减少

6.4%，嘉陵江比常年增加 6.0%，黄河河源区比常年增加 7.3%，各二

级流域与常年比较见图 1。在各市（州）级行政区 2003 年降水量与

常年比较见表 1 和图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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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2003 年水资源分区降水量与常年比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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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1 2003 年行政区降水量与上年、常年比较

地 级

行政区

年降水量

（毫米）

与上年比较

(±%)

与常年比较

(±%)

地 级

行政区

年降水量

（毫米）

与上年比较

(±%)

与常年比较

(±%)

全 省 993.2 12.2 1.5 宜宾市 908.3 -16.9 -18.7
成都市 1054.5 5.7 -13.8 南充市 983.8 6.3 -1.6
自贡市 859.8 -21.8 -14.4 达州市 1462.4 29.3 17.2
攀枝花市 983.2 -1.4 -10.9 雅安市 1535.1 7.2 -0.7
泸州市 951.3 -9.6 -13.7 广安市 1005.7 -6.0 -5.3
德阳市 860.7 11.5 -17.6 巴中市 1524.2 44.2 28.2
绵阳市 1045.4 36.1 -3.4 眉山市 1045.9 -14.2 -23.3
广元市 1030.9 40.3 -0.1 资阳市 697.6 -5.9 -18.4
遂宁市 892.2 3.0 3.4 阿坝州 832.1 32.3 2.5
内江市 781.8 -19.7 -20.4 甘孜州 894.1 22.9 13.4
乐山市 1235.2 -7.9 -15.3 凉山州 1105.4 -7.3 0.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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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2：2003 年行政区降水量与常年比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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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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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即天

然河川径流量。2003 年全省地表水资源量 2651.26 亿立方米，折合径

流深 547.5 毫米，比上年增加 27.4%，比常年增加 14%。在各二级流

域中金沙江石鼓以上比常年减少 8.2%，金沙江石鼓以下比常年增加

12.1%，岷沱江比常年减少 5.6%，嘉陵江比常年增加 11.3%。各二级

流域与常年比较见图 3。在各市（州）级行政区中，地表水资源量比

常年偏多的有南充、达州、广安、巴中、阿坝、凉山、甘孜；其余市

（州）都比常年偏少，其中偏少 15%以上的有自贡、攀枝花、德阳、

绵阳、内江、乐山、宜宾、眉山、泸州、资阳。各市（州）行政区

2003 年天然径流深及其与上年、常年比较见表 2 和图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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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3：2003 年流域天然年径流量与常年比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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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4：2003 年行政区天然径流量与常年比较

表 2 2003 年行政区天然径流深与上年、常年比较

地 级

行政区

年径流深

（毫米）

与上年比

较(±%)

与常年比

较(±%)

地 级

行政区

年径流深

（毫米）

与上年比

较(±%)

与常年比

较(±%)

全 省 547.5 27.4 1.4 宜宾市 487.6 -17. 0 -29.0
成都市 598.1 19.4 -9.3 南充市 392.1 37.4 19.7
自贡市 226.9 -39.0 -33.0 达州市 846.5 80.0 35.1
攀枝花市 464.0 23.8 -28.0 雅安市 991.8 12.0 -11. 0
泸州市 324.2 -33.0 -36.0 广安市 571. 6 28.8 22.6
德阳市 408.1 1.7 -20.0 巴中市 877.0 148.2 50.6
绵阳市 445.8 55.5 -21.0 眉山市 591.5 -15.0 -29.0
广元市 506.9 140.0 -1.9 资阳市 192.3 -32. 0 -28.0
遂宁市 210.3 -8.0 -1.2 阿坝州 489.2 53.8 3.0
内江市 187.3 -37.0 -33.0 甘孜州 458.4 35.5 12.5
乐山市 780.3 -1.4 -15.0 凉山州 706.7 8.8 6.5

2003 年，从省外流入省境的水量为 879.88 亿立方米，其中金沙

江支流雅砻江入境水量 23.18 亿立方米，岷沱江支流大渡河入境水量

35.01 亿立方米，嘉陵江入境水量 114.44 亿立方米；从省内流出省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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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水量 3371.42 亿立方米，其中岷沱江出境水量 1019.55 亿立方米，

嘉陵江出境水量 631.94 亿立方米。金沙江干流只是沿省界流过。与

常年比较入省境水量减少 22.25 亿立方米，出省境水量减少 71.83 亿

立方米。

（三）地下水资源量

地下水资源量是指降水、赋存于地表面以下岩土空隙中的饱和重

力水。成都平原面积 6662 平方公里，地下水资源量评价面积 5968 平

方公里，山丘区评价面积 477590 平方公里。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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3 年全省地下水资源量 602.78 亿立方米，

平原区地下水资源量 25.41 亿立方米；山丘区地下水资源量 581.17 亿

立方米；平原区与山丘区之间地下水重复计算量 3.8 亿立方米。2003

年各二级流域的地下水资源量见表 3，200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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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03 年全省水资源总量为 2652.86 亿立方米，比常年增加 1.5%。

全省产水总量占降水总量的 55.2%，平均每平方公里产水量为 54.78

万立方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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各二级流域 2003 年水资源总量见表 3。与常年比较，金沙江石

鼓以上减少 8.2%，金沙江石鼓以下增加 12.1%，岷沱江减少 5.6%，

嘉陵江增加 11.3%。各市（州）行政区 2003 年水资源总量见表 4，与

常年比较见图 5。

按人口统计，2003 年全省人均占有水资源量 3127 立方米，其

中，东部盆地区人均水资源量 1346 立方米，西部高山高原区人均水

资源量 23025 立方米。东部盆地除雅安市人均水资源量 975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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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米的有成都、自贡、德阳、遂宁、内江、南充、资阳属水资源缺乏地

区；人均低于 400 立方米的有自贡、遂宁、内江、资阳，属水资源严

重缺乏地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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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5：2003 年行政区水资源总量与常年比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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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3 2003 年二级流域水资源量
单位：亿立方米

二级流域 年降水量
地表水

资源量

地下水

资源量

重复计

算 量

总水资

源 量

人均水

资源量

全 省 4809.49 2651.26 602.78 601.18 2652.86 3127

金沙江石鼓以上 300.25 123.06 42.62 42.62 123.06 55734

金沙江石鼓以下 1471.58 867.19 192.84 192.84 867.19 14179

岷沱江 1562.56 968.92 250.72 249.16 970.48 2825

嘉陵江 1124.36 552.70 83.44 83.40 552.74 1605

宜宾至宜昌 214.09 88.93 22.17 22.17 88.93 951

汉江 8.84 4.63 0.58 0.58 4.63 2423

龙羊峡以上 127.81 45.83 10.41 10.41 45.83 26294

表 4 2003 年行政分区水资源量
单位：亿立方米

二级流域 年降水量
地表水

资源量

地下水

资源量

重复计

算 量

总水资

源 量

人均水

资源量

全 省 4809.49 2651.26 602.78 601.18 2652.86 3127
成都市 127.30 72.20 25.55 24.42 73.33 702
自贡市 37.66 9.94 2.23 2.23 9.94 315

攀枝花市 73.21 34.55 7.64 7.64 34.55 3254
泸州市 116.44 39.68 11.31 11.31 39.68 848
德阳市 51.48 24.40 10.32 9.88 24.85 653
绵阳市 211.63 90.26 22.72 22.69 90.28 1711
广元市 167.29 82.25 12.01 12.01 82.25 2705
遂宁市 47.55 11.21 1.54 1.54 11.21 298
内江市 42.36 10.15 1.37 1.37 10.15 241
乐山市 159.31 100.60 25.07 25.07 100.61 2894
宜宾市 120.64 64.76 17.08 17.08 64.76 1257
南充市 123.86 49.36 8.62 8.62 49.37 688
达州市 242.12 140.16 17.72 17.72 140.15 2230
雅安市 231.19 149.36 40.92 40.92 149.36 9753
广安市 63.94 36.34 3.86 3.86 36.34 810
巴中市 187.67 107.97 7.33 7.33 107.97 3032
眉山市 75.63 42.77 10.61 10.61 42.77 1447
资阳市 55.42 15.28 2.05 2.05 15.28 313
阿坝州 685.72 403.15 97.02 97.02 403.15 47597
甘孜州 1325.22 742.43 176.76 176.76 742.42 82044
凉山州 663.85 424.44 101.05 101.05 424.44 10216



四川水资源公报 2003

13

（五）水库蓄水动态

对全省 9 座大型水库和 101 座中型水库统计，2003 年年末蓄水

总量为 116.51 亿立方米，比年初蓄水总量增加 22.54 亿立方米。其中，

大型水库年末蓄水总量 99.19 亿立方米，比年初蓄水总量增加 20.63

亿立方米；中型水库年末蓄水总量 17.32 亿立方米，比年初蓄水总量

增加 1.91 亿立方米。大型水库蓄水量统计见表 5。
表 5 2003 年大型水库蓄水量 单位：亿立方米

水库

蓄水量
鲁班 升钟 宝珠寺 三岔 黑龙滩 铜街子 龚咀 大桥 二滩

年初 2.58 6.06 9.36 1.92 2.88 0.46 0.25 5.05 50.00

年末 2.71 5.60 20.50 2.06 2.96 0.52 0.55 6.54 57.70

按流域统计，年末蓄水量比年初蓄水量增加较多的有嘉陵江、

金沙江，分别增加 12.67 和 9.35 亿立方米；岷沱江增加 0.37 亿立方

米；长江上游干流区增加 0.15 亿立方米。各流域蓄水量见表 6 及蓄

水量变化情况见图 6。
表 6 2003 年流域大、中型水库蓄水量

单位：亿立方米

流域

蓄水量
金沙江 岷沱江 嘉陵江 长江上游干流

年初 55.70 10.87 26.57 0.83
年末 65.05 11.24 39.24 0.9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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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沙江 岷沱江 嘉陵江 长江上游

图 6：2003 年流域分区大、中型水库蓄变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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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水

量，按照取水水源不同分为地表水源、地下水源和其他水源三大类，

按受水区进行统计。

2003 年全省总供水量 209.86 亿立方米，其中地表水源供水量

195.66 亿立方米，占总供水量的 93.2%；地下水源供水量 12.81 亿立

方米，占总供水量的 6.1%，其他水源供水量 1.39 亿立方米，占总供

水量的 0. 7%。

各水资源二级流域区供水量见表 7。地表水源占总供水量的比

例为：金沙江石鼓以上 97.1%，金沙江石鼓以下 97.0%，岷沱江 93.3%，

嘉陵江 91.4%，长江上游干流 94.5%，汉江 94.7%，宜宾至宜昌 94.7%，

龙羊峡以上 89.3%。

各市（州）2003 年供水量见表 8。成都市供水量 46.72 亿立方

米。供水量在 10~30 亿立方米之间的有德阳市、绵阳市、眉山市、凉

山州、乐山市。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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上的有绵阳市（13.2%）、广元市（19.2%）、阿坝州（10.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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占 5~10%的有成都市（7.4%）、遂宁市（5.9%）、宜宾市（8.8%）、达

州市（7. 5%）、德阳市（10.0%）。各市（州）行政分区 2003 年供水

量组成见图 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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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7 2003 年二级流域供用水量

单位：亿立方米

二级流域
供水量 用水量

地表水源 地下水源 其他水源 总供水量 生产 生活 生态环境 总用水量

全 省 195.66 12.81 1.39 209.86 186.83 21.31 1.72 209.86
金沙江石

鼓以上
0.34 0.01 0.35

0.30 0.05 0.00 0.35
金沙江石

鼓以下
20.22 0.62 20.84

19.15 1.62 0.06 20.83
岷沱江 109.89 6.55 1.37 117.81 107.17 9.46 1.19 117.82
嘉陵江 52.39 4.90 0.02 57.31 49.04 7.89 0.38 57.31
宜宾至宜

昌
12.39 0.69 13.08

10.78 2.21 0.09 13.08
汉江 0.18 0.01 0.19 0.15 0.04 0.00 0.19

龙羊峡以

上
0.25 0.03 0.28

0.24 0.04 0.00 0.2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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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8 2003 年行政分区供用水量

单位：亿立方米

市 级

行政区

供水量 用水量

地表水源 地下水源 其他水源 总供水量 生产 生活 生态环境 总用水量

全省 195.66 12.81 1.39 209.86 186.83 21.31 1.72 209.86
成都市 41.87 3.48 1.37 46.72 42.32 3.47 0.93 46.72
自贡市 6.47 6.47 5.65 0.77 0.05 6.47
攀枝花市 5.39 0.09 5.48 5.12 0.31 0.05 5.48
泸州市 6.29 0.16 6.45 5.24 1.15 0.06 6.45
德阳市 18.12 2 20.12 19.02 1.05 0.05 20.12
绵阳市 14.36 2.2 0.02 16.58 15.16 1.34 0.08 16.58
广元市 3.54 0.84 4.38 3.6 0.73 0.05 4.38
遂宁市 5.26 0.31 5.57 4.58 0.93 0.06 5.57
内江市 5.38 0.24 5.62 4.75 0.84 0.03 5.62
乐山市 12.73 0.62 13.35 12.44 0.85 0.06 13.35
宜宾市 7.63 0.73 8.36 7.1 1.21 0.05 8.36
南充市 8.75 0.21 8.96 7.23 1.64 0.09 8.96
达州市 5.91 0.48 6.39 5.15 1.21 0.03 6.39
雅安市 6 0.03 6.03 5.43 0.57 0.03 6.03
广安市 4.46 0.13 4.59 3.59 0.97 0.03 4.59
巴中市 2.9 0.01 2.91 2.11 0.78 0.02 2.91
眉山市 15.45 0.47 15.92 15.03 0.86 0.03 15.92
资阳市 8.63 0.18 8.81 7.69 1.1 0.02 8.81
阿坝州 1.23 0.14 1.37 1.17 0.2 0 1.37
甘孜州 1.41 0.04 1.45 1.22 0.23 0 1.45
凉山州 13.88 0.45 14.33 13.23 1.1 0 14.33

（二）用水量

用水量指配置给各类用户的包括输水损失在内的毛用水量。按用

户特性分生产、生活、生态环境用水三大类统计，其中生产用水再划

分为第一产业用水、第二产业用水和第三产业用水。

2003 年全省总用水量 209.86 亿立方米。其中，其中生产用水

186.83 亿立方米，占用水总量的 89%，（其中第一产业用水占 67.9%，

第二产业用水占 30.9%，第三产业用水占 1.2%）；生活用水 21.31 亿

立方米，占用水总量的 10.2%，生态用水 1.72 亿立方米，占用水总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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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 0.8%。与上年比较，全省用水总量增加 1.25 亿立方米，其中生产

用水增加 0.59 亿立方米，生活用水增加 0.43 亿立方米，生态环境用

水增加 0.22 亿立方米。

按四川东、西部统计，东部盆地区用水量 187.23 亿立方米（占

全省总用水量的89.22%），其中生产用水占88.7%，生活用水占10.4%，

生态环境用水占 0.9%。西部高山高原区用水量 22.63 亿立方米（占全

省总用水量的 10.78%），其中生产用水占 91.7%，生活用水占 8.13%，

生态环境用水占 0.2%。

各二级流域 2003 年用水量见表 7，用水组成见图 9。

各市（州）行政区 2003 年用水量见表 8，用水量组成见表 8。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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0.5%。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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2.5%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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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9 2003 年水资源分区用水组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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途径消耗掉，而不能回归到地表水

体或地下含水层的水量。

2003 年全省用水消耗量 104.42 亿立方米，总耗水率（消耗量占

用水量的百分比）为 49.8%。其中，生产耗水量 90.79 亿立方米，占

用水消耗总量的 86.9%，耗水率 48.6%（其中第一产业耗水量 77.87

亿立方米，占生产用水消耗总量的 85.8%，耗水率 61.4%；第二产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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耗水量 12.53亿立方米，占生产用水消耗总量的 13.8%，耗水率 21.7%；

第三产业耗水量 0.39 亿立方米，占生产用水消耗总量的 0.4%，耗水

率 17.3%）；生活耗水量 12.15 亿立方米，占用水消耗总量的 11.6%，

耗水率 57%；生态环境耗水量 1.48 亿立方米，占用水消耗总量的

1.4%，耗水率 86%。各二级流域耗水量及耗水率见表 9，各市（州）

耗水量及耗水率见表 10。

表 9 2003 年水资源分区用水消耗量及耗水率

二级流域 全 省
金沙江

石鼓以上

金沙江

石鼓以下
岷沱江 嘉陵江

宜 宾

至宜昌
汉 江

龙羊峡

以 上

耗水量

（亿 m3)
104.42 0.3 12.27 54.15 30.97 6.4 0.1 0.23

耗水率

（%）
50 86 59 46 54 49 53 8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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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用水指标
2003 年，全省人均用水量为 247 立方米，万元 GDP（当年价）

用水量为 367 立方米。农业灌溉亩均用水量 362 为立方米，万元工业

增加值（当年价）用水量为 294 立方米，城镇人均生活用水量为 105

每日升，农村人均生活用水量为 56 每日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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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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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凉山州。各二级流域用水指标见表 11。各

市（州）行政区用水指标见表 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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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11 2003 年二级流域主要用水指标

二级流域
人均 GDP

（万元）

人均用水

量（m3）

万元 GDP 用

水量（m3）

农田实灌亩均

用水量（m3）

人均生活用水量（L/日.人）
万元工业增加

值用水量（m3）城镇生活 农村生活

全 省 0.67 247 367 362 105 56 294
金沙江石

鼓以上
0.39 159 407 182 83 58 315

金沙江石

鼓以下
0.67 341 507 563 110 61 289

岷沱江 0.95 343 360 442 110 58 276
嘉陵江 0.45 166 367 260 98 53 346

宜宾至宜

昌
0.49 140 287 179 102 54 307

汉江 0.41 99 245 105 102 50 347
龙羊峡以

上
0.61 161 263 248 87 57 229

表 12 2003 年行政分区主要用水指标

地级行

政分区

人均 GDP

（万元）

人均用水

量（m3）

万元 GDP 用

水量（m3）

农田实灌亩

均用水量

（m3）

人均生活用水量（L/日.人）
万元工业增加

值用水量（m3）城镇生活 农村生活

全 省 0.67 247 367 362 105 56 294
成都市 1.79 447 250 469 140 60 234
自贡市 0.64 205 319 307 100 55 315

攀枝花市 1.55 516 334 575 101 53 321
泸州市 0.46 138 298 310 101 55 262
德阳市 0.93 529 566 593 100 64 324
绵阳市 0.75 314 418 395 101 55 403
广元市 0.34 144 421 278 100 55 466
遂宁市 0.42 148 350 226 101 56 302
内江市 0.48 133 280 276 100 45 302
乐山市 0.62 384 619 632 100 55 398
宜宾市 0.57 162 287 312 102 54 348
南充市 0.35 125 358 203 105 55 324
达州市 0.41 102 250 318 100 45 339
雅安市 0.65 394 601 655 123 96 310
广安市 0.39 102 260 295 103 51 255
巴中市 0.3 82 269 223 105 55 295
眉山市 0.59 538 914 481 149 64 415
资阳市 0.4 181 453 273 100 55 236
阿坝州 0.61 162 265 245 108 55 208
甘孜州 0.39 160 412 162 102 60 33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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凉山州 0.49 345 708 651 117 65 192

四、江河湖库水质
（一）废污水排放量

2003 年，四川省废污水排放总量为 45.33 亿吨(不包括火电厂贯

流式冷却水 8.87 亿吨)。其中，用户（包括城镇居民、工业、建筑）

废水排放量为 36.39 亿吨，占全省废污水排放总量的 80.2％；第三产

业污水排放量为 1.87 亿吨，占全省废污水排放总量的 4.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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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些河流分别为：

雅聋江、大渡河、青衣江、岷江、沱江、嘉陵江、涪江、渠江，评价

河长为 2477 公里，评价标准采用《地表水环境质量标准》

（GB3838-2002）。全年期Ⅱ类水域河长为 1262 公里，占 50.9%；Ⅲ

类河长 778 公里，占 31.4%；Ⅳ类河长 96 公里，占 3.9%；Ⅴ类河长

179 公里，占 7.2%；劣Ⅴ类河长 162 公里，占 6.5%。水质达Ⅳ类的

污染河段有岷江的彭山段，主要超标物质为氨氮和总磷；水质达Ⅴ类

的污染河段有安宁河的湾滩段及沱江的登瀛岩段，安宁河的湾滩段超

标物质为总磷，沱江的登瀛岩段主要超标物质为高锰酸盐指数、五日

生化需氧量、总磷和氨氮；劣Ⅴ类的污染河段主要有府河的望江楼段，

沱江的三皇庙段、内江段，釜溪河的自贡段，主要超标物为高锰酸盐

指数、五日生化需氧量、氨氮、氟化物和总磷等。

我省各大水系干流中，大渡河、青衣江、嘉陵江、涪江、渠江、

州河水质较好；岷江、雅聋江次之，个别河段水质超过地表水环境质

量Ⅲ类标准，如岷江彭山段，氨氮超标倍数为 0.5；府河望江楼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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氨氮超标倍数为 5.0，五日生化需氧量超标倍数为 0.6，总磷超标倍数

为 2.8；安宁河湾滩段总磷超标倍数为 0.9。沱江水质最差，整体受污

染严重，大部分河段水质达到或超过地表水环境质量Ⅴ类水标准，主

要污染物为氨氮、高锰酸盐指数、五日生化需氧量和总磷，如沱江三

皇庙段、登瀛岩段、内江段，全年水质氨氮超标倍数分别为 7.2、1.0、

1.0，总磷超标倍数分别为 0.2、0、1.1。

我省目前监测的三个湖泊――邛海、马湖、泸沽湖，评价面积共

60.88 km2。其中，邛海评价面积 26.88 km2，邛海的邛海（中）及邛

海（出）断面全年水质类别均达到地表水环境质量Ⅲ类标准。马湖评

价面积 7 km2，全年水质类别达到地表水环境质量Ⅳ类标准，主要超

标项目为总氮，超标倍数为 0.2。泸沽湖评价面积 27km2，全年水质

类别达到Ⅲ类水质标准。

全省监测的 13个水库共 14 个断面中，全年水质类别符合规定水

质类别Ⅱ类标准的 2 个，分别是沉抗水库和升钟水库（李家坝），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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评价断面的 14.3％；符合Ⅲ类水质标准的有大桥水库、老鹰水库、

双溪水库、黑龙滩水库、紫云水库、升钟水库（大坝）、磨尔滩水库

和全民水库共 8 个断面，占 57.1％；长沙坝水库、葫芦口水库、石

盘水库和三岔水库共 4 个水库断面的水质未达标，超过Ⅲ类水质标

准，占 28.6％，主要超标项目为总氮、高锰酸盐指数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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洪涝、干旱情况

洪涝灾害

2003 年汛期，全省降水总量接近正常年，汛期内共发生 20 次较

为明显的降水过程。汛前降水少，主汛期降水集中。汛期 6、9 月降

水略少于多年均值，7、8 月接近均值，5 月略多于均值。

降雨时空分布不均。今年汛期 5、6 月川西高原、川西南山地降

雨偏多，7、8、9 月盆地东北部降雨偏多，汛期内降雨分布呈中间少、

四周多的趋势。汛期内，成都、乐山、德阳、内江、资阳、自贡降雨

少于多年均值 1—5 成；而达州、巴中、南充、遂宁和西部高原的甘

孜、凉山、雅安降雨较多年均值多 1—5 成，其余市、州接近正常年。

受降雨影响，6、7、8 月我省部分江河出现了超保证水位洪水。

2003 年汛期我省各江河水量偏丰，洪水过程较多，但高水很少。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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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小支流出现了大洪水，渠江出现高水，其余江河以中水、中低水为

主，嘉陵江和岷江中游只出现了低水。汛期最大流量与多年同期均值

比较：渠江偏大，岷江、青衣江下游、沱江中游、嘉陵江、涪江偏小，

其余河段接近均值。最大流量与上年同期比较：岷江中游小于上年，

其余江河大于上年最大值。

由于暴雨强度大、范围较广，引发的洪涝、滑坡、泥石流等灾害

频繁发生，造成人员伤亡，基础设施受损，房屋倒塌，给我省工农业

生产和人民群众生命财产造成了较严重损失。特别是一些地方重复受

灾，加重了灾害损失。据统计：截止 10 月 10 日，全省共有 166 县（市）、

3263 个乡（镇）、1570.47 万人受灾。有 31 个城市进水受淹，倒塌房

屋 7.85 万间、死亡 215 人，失踪 75 人，直接经济损失 42.0 亿元。其

中水利工程设施损毁严重，损坏小型水库 14 座，损坏江河堤防 2345

处 437.4 千米，堤防决口 343 处 50.1 千米，损坏护岸 1764 处，损坏

水闸 144 座，冲毁塘坝 2189 座，损坏水电站 214 座，水利设施直接

经济损失 9.76 亿元。洪涝灾害较严重的是巴中、绵阳、广元、达州、

甘孜、南充等市、州。

干旱灾害

今年我省属一般性干旱年，主要遭受较重春旱、一般性夏旱和伏

旱；除春旱为全省性的外，夏、伏旱都是区域性的，且夏、伏旱受旱

时间相对较短，受旱时段不连续，旱期高温时段短，故今年作物受灾

程度相对较轻。全年作物受旱面积 2342.7 万亩，成灾 650.8 万亩，绝

收 96.5 万亩；因旱损失粮食产量 104.4 万吨，农业经济损失 4.7 亿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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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省有 186 万人、183 万头牲畜因旱饮水困难。

春旱

春旱期间，全省内受旱面积达 1496 万亩，其中：作物受旱面积

1102.7 万亩，成灾 435.7 万亩，绝收 57.7 万亩；冬水田断水开裂的

393 万亩。预计损失粮食产量 32.5 万吨。有 76 万人、72 万头牲畜因

旱饮水困难。

夏旱

我省今年夏旱发生范围大、持续时间短，部分地区受旱时段不连

续的特点。全省先后共有 64 个县遭受夏旱，旱期 30 天以上的有 22

个县，旱期最长为 71 天。夏旱期全省作物受旱面积最高时达 627.7

万亩，成灾 207.4 万亩，绝收 39.1 万亩。夏旱期全省最高有 80.3 万

人、74.9 万头牲畜因旱饮水困难。

伏旱

伏旱期间，全省共有 40 县受旱，最长旱期 48 天。伏旱期全省作

物受旱面积 567.4 万亩，成灾 258.8 万亩，绝收 38.7 万亩；有 94.6 万

人、97.4 万头牲畜因旱饮水困难。因今年伏旱期气温比正常年偏低，

旱情持续时间较短，作物受灾程度也相应较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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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大水事
1 月 5 日至 11 日，四川省都江堰灌区毗河供水工程规划报告在

资阳市通过了由水利部水规总院组织的专家组的审查。该工程灌区包

括成都、资阳、遂宁三个市七个县（市、区）幅员面积 7146.53km2，

设计灌面 344.55 万亩。

1 月 14 日至 15 日，全国水政工作会议在安徽合肥市召开。四川

省水利厅水政水资源处、绵阳市水利局水政水资源科荣获全国水政水

资源工作先进集体称号。

2 月 27 日，国家发展计划委员会、水利部计投资[2003]301 号文

件批复，四川省甘孜州稻城县、阿坝州阿坝县、凉山州昭觉县列为全

国牧区节水灌溉示范项目建设县，至此我省已有 7 个牧区县成为全国

牧区节水灌溉示范项目建设县。

3 月 5 日，四川省水利厅完成了《四川省牧区草原生态建设水资

源保障规划》(初稿)，并接受水利部组织的专家咨询。

3 月 6 日，《四川省水资源综合规划工作大纲》在武汉市通过了

长江水利委员会组织的家组的审查。

3 月 27 日,经水利部批准在世界自然遗产九寨沟风景区成立九寨

沟水文站，填补了我省在世界自然遗产区内无水文站的空白。

4 月 3 日至 27 日，水利部稽察办对我省紫坪铺水利枢纽工程、

五排水库、白胜水库除险加固工程进行了稽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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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月 8 日，国家防汛抗旱总指挥部办公厅、水利部水文局联合表

彰了全国水文情报预报先进集体。四川省水文局水情处、三皇庙水文

站分别荣获全国水文情报预报先进集体称号。

4 月 9 日至 25 日，四川省水利厅、省物价局、省纪委、省农业

厅等有关部门组成 6 个工作组，对全省除甘孜、阿坝外的 19 个市州

的农业供水收费情况进行了专项检查。

4 月 15 日，四川省武都引水灌区续建配套与节水改造可行性研

究报告（一）在成都市通过了我省水利厅组织的专家组的审查。

4 月 23 日，四川省机构编制委员会批复四川省抗旱办公室成立。

4 月 30 日，由四川省水文局主持，省防办、水利厅水政水资源

处参加编制的《四川省水资源监测与管理信息系统》、《四川省水文数

据库信息服务系统》、《四川省水质监测和评价信息系统》、《四川省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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汛抗旱指挥决策系统》、《四川省水利空间数据库系统》规划工作全面

完成。

5 月 30 日，四川省水利厅完成《四川省长江水资源与水环境保

护总体规划建设项目建议》上报长江委水资源保护局。

6 月 12 日，四川省水利厅召开成都平原地下水监测工作会，部

署成都平原地下水水量水质监测工作。该项工作的正式开展，结束了

四川水文系统没有自己的地下水监测站网和地下水水量水质监测资

料的历史。

6 月 19 日，水利部、四川省人民政府联合以水资源[2003]268 号

文对绵阳市节水型社会建设试点方案进行了批复。这标志着绵阳市建

设节水型社会试点的工作即将进入全面实施的阶段。

7 月 1 日，水利部规划总院在北京主持审查会通过了《全国牧区

草原生态保护水资源保障规划》，确定我省 3 州 4 市（甘孜、阿坝、

凉山州和攀枝花、乐山、雅安、绵阳市）的 60 个县为本次规划范围，

总投资 40 亿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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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月 7 日至 8 日，水利部在四川省都江堰市召开长江主要支流和

重要湖泊防洪工程建设规划工作会，从而标志着长江流域的防洪工程

规划工作正式全面展开。

7 月 17 日至 19 日，金沙江向家坝水电站灌区规模及需水预测专

题论证报告在宜宾市通过了由四川省水利厅组织的专家组的审查。该

灌区包括宜宾、自贡、泸州三个市 14 个县（区），总引水量 12.06 亿

m3,灌溉总面积 374.18 万亩。其中，可控灌宜宾市 151.56 万亩的耕地，

并为该市 197.51 万人及其工业生产提供优质饮用水。

7 月 31 日，水利部南水北调西线一期工程考察队，在胡云副厅

长的陪同下，到我省阿坝、甘孜两州进行了考察。

7 月 31 日，我省旱山村集雨节灌 2002 年项目圆满完成。项目完

成总投资 1.387 亿元，完成各类集雨节灌工程 21197 处，新增水量 597

万方，解决旱地浇灌面积 17.8 万亩。

8 月 28 日，我省中江县黄鹿水库正式开工建设。黄鹿水库工程

设计总库容 2350 万 m3，控灌 14 个乡镇，16.2 万亩土地。工程总投

资 1.33 亿元，是集农田灌溉、人畜饮水、养殖、旅游功能于一体的

综合性水利枢纽工程。

8 月 29 日，第十届政府第 16 次常务会原则通过了《四川省水利

工程管理体制改革实施意见》（送审稿）。这标志着我省水管体制改革

迈出了实质性的步伐。

8 月 31 日，四川省水利厅完成了《四川省长江主要支流防洪建

设规划报告》，上报长江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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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 月 1 日至 6 日，四川省水资源综合规划水资源调查评价及开发

利用调查评价成果均顺利通过长江委专家的确认验收。

9 月 16 日，国家 863 节水农业专项科研课题“南方季节性缺水

灌区节水农业技术集成示范”取得重大进展，并通过了专家评估。此

项技术具有显著的节水抗旱效果。

9 月 30 日，四川省水利厅以川水函[2003]534 号文发出《关于依

法加强水电开发涉水事务管理的通知》，文件对规范水电建设项目涉

水事务管理提出了具体的、明确的要求,并成立了以厅党组书记、厅

长孙砚方为组长的水电开发涉水事务管理领导小组。

10 月 11—15 日长江水利委员会在成都主持召开“长江流域水文

协作暨流域水文高层论坛”会议。

10 月 30 日，水利部以水文〔2003〕512 号文公布了第一批水文、

水资源调查评价资质单位，其中四川省水文水资源勘测局、四川省水

利水电勘测设计研究院取得甲级资质证书。

11 月 28 日，四川省第十届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六次会议

顺利通过了《四川省都江堰水利工程管理条例（修正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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