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韶关市水资源分析及应对水资源短缺的措施 

戴 润 

(韶关市气象局，广东韶关 512026) 

摘 要：通过对降水、蒸发、径流、客水等要素的时空分析，认为韶关水资源总量充沛，但时空分布 

不均，洪涝和干旱灾害频繁。目前总体来说水量供需基本平衡，随着气候变化和社会发展对水资源需求 

的增长，极可能出现水资源短缺。开发利用空中水资源、加强水利工程建设、科学调度和用水、推广节水 

技术、加大污水处理等是韶关市应对水资源短缺的措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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水资源是有限的自然资源，是生态环境的控 

制性因子之一-】 j。随着经济发展和人口增加， 

水资源短缺问题日益突出，水已成为限制社会、经 

济发展的重要因素。韶关辖 3区8县，总面积 

18 385 km ，人口292．26万，境内水系丰富。本文 

以韶关 8个县气象局 1971～2000年观测资料平 

均作为韶关气象资料，水文系统 129个雨量站及 

9个水文站建站以来至 2000年的观测资料为水 

文资料，对韶关水资源状况进行分析，希望对韶关 

水资源有可能面临短缺的问题有清晰的认识，以 

便有关部门及早采取措施，应对水资源短缺。 

1 韶关水资源分析 

1．1 降水时空差异大 

降水是韶关的主要水资源。韶关地处山区， 

地形复杂，降水存在明显时空差异。 

1．1+1 韶关降水北少南多 韶关年平均降水量 

北少南多。气象资料以北部乐昌1 507．0 mm为 

最小，南部新丰 1 919．2 mm为最大，全市平均为 

1 675．7 mm。水文资料统计结果也是北少南多， 

按主要河流水系划分的年平均降水量，以乐昌境 

内的武江水系 1 497．7 mm为最小，以翁源境内的 

瀚江水系1 890．0 mm为最大。 

分析气象资料各地年降水量系列的经验频率 

P=m／(n+1)(P指水分特征值≥某一数值出现 

的频率，m为系列自大至小的顺序号数，／1．为系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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长度)，取P=50％、75％、95％分别代表平水年、 

偏早年、干旱年(水利计算习惯规定)，结果显示， 

全市平均P=50％、75％、95％的年降水量折合水 

量分别为304．44、271．60、228．06亿 m ，比多年 

平均(311．58亿 m )分别少 2．3％、12．8％、 

26．8％ 。 

1．1．2 降水时间分布不均匀 年内降水时间分 

布不均，主要集中在汛期(4—9月)，降水量约占 

全年71％。在汛期，降水又主要在4～6月，期问 

降水集中，降雨强度大，多为暴雨或大雨，约占全 

年50％。而秋冬季(10月～次年2月)降水量少， 

降雨强度小，5个月的降水量只约占全年雨量的 

19％。因此，韶关经常是旱涝并存，洪涝干旱同年 

出现。 

1．2 多数月份蒸发量大于降水量 

从水分平衡原理可知，蒸发增大，将使径流减 

少；蒸发增大，将使水汽加大，可能使降水有所增 

加，但数量甚微。气象资料表明，韶关蒸发量多数 

月份大于降水量。从空问分布看，全市蒸发量总 

体趋势是北部大于南部，最大在南雄，年蒸发量 

1 719．3 mm，最小在新丰，年蒸发量 1 323．2 mm。 

从时问分布看，蒸发量与温度变化对应，气温升高 

蒸发量增大，7、8月达最大，月蒸发量约占全年蒸 

发量的14％。把蒸发量与降水量进行比较，一年 

中1月和7—12月共7个月出现蒸发量≥降水 

量。 

1．3 径流地区差异大 

多年平均径流量反映在天然情况下河流(流 

域)蕴藏的水资源理论数量，代表能开发利用的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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面水资源的最大程度 。据全市9个水文站资 川基流量，故地表水资源量已含地下水资源量，地 

料分析，年径流量S(即地表水资源量)分布(见表 表水资源量等于水资源总量)。按主要河流水系 

1)以曲江最大，市区最小。地下水资源量Q(见表 分，以新丰江水系l3．17亿m 为最小，以浈江水 

I)也是如此(韶关属山丘区，地下水资源量即河 系62．79亿l'I1 为最大。 

表1 韶关各地年径流量和地下水资源量 10。m 

地名 市区 乐昌 南雄 始兴 仁化 

5 3．36 22．10 18．37 19．14 16．20 

Q 0．77 5．43 4．52 4．29 5．53 

乳源 曲江 翁源 新丰 全市 同期平均 

27．29 29．44 22．60 21．08 179．93 179．93 

5．14 7．10 4．90 6．38 44．05 

从各地年降水量系列的P值看，全市 P= 

50％、75％、95％的平均年径流量分别为153．10、 

107．27、62．27亿m ，比同期平均分别少14．9％、 

40．4％ 、65．4％ 。 

1．4 客水资源丰富 

韶关境内江河有浈江、武江、南水、瀚江、北江 

干流及新丰江，水资源分区划分为浈江、武江、北 

江上游、瀚江、连江、新丰江、桃江和章江等8个4 

级水资源分区。外水从3个地方流入韶关，即由 

湖南从乐昌武江，从仁化锦江，由广东河源连平从 

翁源瀚江入境。韶关水出境有7处，即由曲江北 

江干流，由翁源瀚江，由新丰瀚江，由新丰新丰江， 

由乳源连江，由南雄、始兴桃江，由南雄章江出境。 

据水文部门资料，各主要河流多年平均年入境水 

量为28．34亿 m ，年出境水量为204．13亿 m 。 

其中武江客水资源丰富，年均入境水量约24亿 

m ，为沿江地区提供了巨大的水源。 

2 韶关水资源评价 

韶关平均年降水总量3l1．58亿 m ，地表水 

资源量 179．93亿m ，按耕地面积和人口计算，平 

均每公顷占有水量 9 786．8 m ，人均占有水量 

6 156．5 m 。人均水量以乳源最多，市区最少；每 

公顷均水量以乳源最多，南雄最少。由表2知韶 

关存在水资源地区分布不均匀，与土地、人口资源 

不相适应，人口、耕地少的乳源、新丰、仁化等地水 

资源丰富，而市区、乐昌、南雄等地人口、耕地多， 

工农业较发达，但水资源少。因此，韶关水资源整 

体效益不高。另外，因水资源年际变化大，季节分 

配不均，也严重影响了水资源整体效益的发挥。 

表2 韶关 ’各地每公顷占有水量和人均占有水量 m 

1)2004年韶关市行政分区变动，撤消曲江县，原曲江县周田、大桥、黄坑镇合并至仁化县，其余镇分别合并至韶关市武江区和浈江区 

3 水资源利用情况 ’ 

韶关现有大、中、小型水库3、25,453座，总库 

容19．73亿 m 。灌溉闸等的引水能力7．60亿 

m ，泵站、电灌站的提水能力6．20亿m 。这些水 

利设施极大地提高了对水资源的调节利用能力。 

各类水利工程有效控制水量的能力20．35亿 m ， 

占全市地表水资源总量的 l1．3％。全市现有耕 

地l3万hm ，旱涝保收面积6．8万hm ．还有6．2 

万hm 耕地常受干旱威协。各类用水结构是：生 

产用水占91％，生活用水占8％，生态环境用水占 

1％。生产用水中农业用水占63％，林渔牧畜用 

1)资料来源于韶关市水利局和水文局 

水占 10％，工业用水占26％，城镇公共用水占 

1％。从供水结构看，地表水源占93％，地下水源 

占5％，其它水源占2％。地表水源供水结构是： 

蓄水供水占36％，引水供水占34％，提水供水占 

30％ 。 

4 应对水资源短缺的措施 

从近3年隋况看，全市年总用水量和总供求 

量约22亿 m ，整体而言水量供需平衡。但由于 

水资源时空分布不均匀，区域性缺水和季节性缺 

水还是较严重的，且随着人口增长、经济发展及气 

候变化等原因，出现水资源短缺的可能性越来越 

大。所以，要转变传统的水资源大市观念，采取积 

极有效措施，确保各方面的用水需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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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1 开发空中水资源，开展人工增雨作业 

文献[5]证实可降水量 与地面水汽压力e 

有良好线性关系，其公式是 =1．74e。 

可降水量指在不考虑水汽循环的前提下形成 

的理论降水量，自然降水产出率 指统计时段内 

实际降水量与可降水量的百分比，增雨潜力L用 

表达式L=(1一M)％表述 。韶关各月 、 、 

见表 3。 

表3 韶关各月可降水量、自然降水产出率及增雨潜力 

月份 W／mrn M／％ L／％ 月份 W／mm 114／％ L／％ 

1 512．4 12．4 87．6 7 1 612．8 1O．3 87．9 

8 1 596．6 10．4 89．6 2 574
．2 18．6 81．4 

9 1 341．5 8．1 91．9 
3 776，7 22．2 77．8 

10 1 O51．8 6．2 93．8 

4 1 038．8 22．2 77．8 l1 715
． 1 6．1 93．9 

5 1 337．7 20．3 79．7 12 539
． 4 7．8 92．2 

6 1 503．4 15．8 84．2 年平均 l3．4 86．6 

利用 测算每年流经韶关上空的水汽达 

2 342．91亿m ，由表3知，韶关 平均为13．4％， 

最大22．2％。L平均为86．6％，最小77．8％。可 

见韶关空中水资源十分丰富，空中云水资源的开 

发潜力巨大，在确保汛期防洪及水库蓄水安全的 

前提下，开展经常性的人工增雨作业，是增加韶关 

水资源行之有效的途径。 

4．2 加强水利工程建设，提高调蓄能力 

水利工程对水资源的调节起着重要作用，目 

前，全市水利工程有效控制的水量仅占全市地表 

水资源总量的 11．3％，加之工程老化、破损、淤 

塞，造成水利工程的调蓄能力下降，使得时空分布 

不均匀的自然降水得不到有效的调蓄，造成水资 

源的浪费。因此，要多建一些具有拦、蓄、引、提功 

效的水利设施，并做好水利设施的加固、维修、清 

淤，增强对水资源的有效调控。将雨季相对丰富 

的降水资源蓄集起来，供工农业生产在需水关键 

期使用 。 

4．3 科学调度用水，发挥水资源效益 

采取法律、行政、经济、科技等多种手段，引入 

市场机制，强化水的商品价值，加强对水资源的管 

理。科学利用天气预报，在确保安全的前提下，最 

大限度的增加水库汛期蓄水。处理好蓄水与发电 

的关系，用水做到科学规划、统一管理、服从调配， 

实现有限水资源的高效利用和优化配置，达到安 

全渡汛，遇旱不旱，旱涝保收。另外，要重视植树 

种草等水土保持综合治理，减少土壤流失，促进自 

然界水分的良性循环。 

4．4 推广节水技术，减少水资源的消耗 

解决水资源短缺一靠开源二靠节流。节约用 

水重点抓农业节水和工业节水。农业节水要大力 

推广和应用节水灌溉技术 ¨，如：覆盖、喷灌、 

滴灌、地灌，加大抗旱剂、保水剂的使用；发展节水 

型农业；加强农田水利设施建设；杜绝或减少渠系 

输配水的损失。工业节水要通过改造设备、更新 

工艺、污水处理循环利用。其次是抓生活节约用 

水，增强全民节约意识；推广使用高效节水的生活 

用水器具；减少管网输水损失；引入价格调节促进 

节水。 

4．5 加大污水处理，提高水资源利用率 

随着工业发展、人口增长及人们生活水平提 

高，污水的排放量显著增加，全市年污水排放量达 

4．2亿t，河段、河库水质令人担忧。因此，要依法 

加强管理，加大投入，增加污水治理设施建设，提 

高对工业污水和生活污水的处理能力，减少水资 

源的污染，提高水资源的利用率。一方面企业要 

按规定做到达标排放，从源头上杜绝污染；另一方 

面市、县要加大投入，加快污水处理厂的建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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