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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广大农民的生活用水依赖于地下水,农田的灌溉也大多源于地下水,对于城市居民来说,地下水

是应急水源,也是发展的储备资源。在郑州市水生态文明建设的道路上,地下水资源的保护和利用占据着

重要地位。所以,珍惜并合理利用好郑州市地下水资源,是郑州水生态文明建设的重点。鉴于此,文章就

郑州市地下水资源现状进行调查并提出了相关管理建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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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郑州市地下水资源的基本

情况 

郑州市位于河南省中部地区,是温

带大陆性季风气候,温度宜人、冷暖适中,

北部是历史悠久的黄河,西部是景色秀

丽的嵩山,东南是广阔的黄淮平原,地下

水品质优良,为全市人民的日常生活和

经济发展提供了有力保障。据调查,郑州

市地下水资源量为7.818 8×108m3,山

丘区、平原区地下水资源量分别为

6.0334×108、2.1779×108m3,二者重复

计算量为0.3925×108m3。平原区地下水

总补给量为2.3418×108m3,主要由降水

入渗补给量、地表水体入渗补给量、山

前侧渗量和井灌回归量组成,分别为

1.3696×108、0.7493×108、0.0590×

108、0.1639×108m3,扣除井灌回归量后,

平原区地下水资源量为2.1779×108m3。郑

州市浅层地下水开采量为2.6566亿m3/a,

其中郑州市节约用水办公室管理范围的

自备井地下水开采量0.1902亿m3；概算建

成区内约120个村庄,自备井地下水开采

量0.5110亿m3；郑州市自来水控股总公

司傍黄地下水源地(九五滩、北郊水源地)

开采量0.6448亿m3,井水厂0.0300亿m3,

其余为农业开采。 

2 郑州市地下水资源存在的问

题及原因 

2.1地下水超采现象严重。一方面,

随着城市建设面积的不断增大,城市对

水的需求量也随之增加,而自来水供应

还没有跟上其发展的步伐,所以某些区

域,如城中村,只能依赖于地下水。城中

村人口多、道路窄、房屋密集,非常不利

于地下管道的铺设。此外,城中村村民用

水付费意识薄弱,也给其公共供水工程

措施增加了难度。另一方面,随着广大农

村水利化程度提高和完善、有效灌溉面

积扩大,以及太阳能热水器、洗衣机等家

用电器普及,农村地区对水的需求量不

断提高,虽然自来水普及率也逐步提升,

但是仍然满足不了对水的需求,农村地

下水开采已成为地下水超采的重要组成

部分。 

2.2浅层地下水受到污染。由于部分

地区城市雨水、工矿企业废水和生活污

水没有经过处理就排入河流中,间接导

致河流沿岸的浅层地下水受到污染,污

染的地下水主要分布在伊洛河、双洎河、

颍河、汜水河、贾鲁河、熊儿河、七里

河、索须河等河岸500～2000m范围内。

总体而言,山丘区浅层地下水水质类别

大部分为III类水,仅在登封市、巩义市

及新密市境内局部出现IV、V类地下水劣

质区,平原区东北部郑州城区至中牟县

境内以及东南部新郑市境内浅层地下水

水质普遍较差,水质类别大部分为IV类

水,局部为劣V类水。 

2.3地下水补给量减少。第一,城市

建设的扩张使城市绿化面积不断减少,

建筑和硬化面积不断增加,降雨入渗材

料未被建筑施工单位推广使用,影响了

城市地区降水对地下水的入渗补给,与

此同时,城市排水系统的建设滞后于城

市的发展,加上夏季降水量大,很容易造

成地表河流雨季峰量的增大,也会加剧

城市道路积水不能下渗问题。第二,郑州

市西南山区森林和植被遭到破坏,改变

了土地的入渗条件,使地下水的入渗量

大大减少。 

3 郑州市地下水资源的保护对

策和管理建议 

3.1大力推进城市建成区地下水开

发利用和保护。自备井的不合理开采是

城市建成区超量开采的重要原因,应对

市区自来水管网覆盖区和地下水漏斗区

内所有自备井、小水(压)井进行全面清

查,除因政策规定和特殊需要而批准保

留外,一律予以封闭,认真贯彻取水许可

证制度,依法严厉打击非法取用地下水

的行为。另外,规划建设部门要重点解决

城市道路硬化带来的雨水不能入渗补给

地下水的问题,要大力推广透水砖的使

用、低槽绿化带的建设,以达到雨水补充

地下水的目的。 

3.2不断加强农村地下水开发利用

和保护。调查研究农村生活用水现状,

合理控制施肥量,减少农业面源污染,加

强水土保持,积极倡导绿色农业的发展

及环境友好型肥料的使用。合理进行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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业灌溉,对于已经出现超采现象的农业

灌溉区域,应调整灌溉井的灌溉面积,减

少漫灌,提高并推广喷灌、滴灌、渗灌技

术,黄河两岸农田要加强引黄灌溉,不断

寻找替代水源。 

3.3对西南山区进行生态治理。林

业部门要在西南山区加强植树造林,封

山育林,以改善地下水入渗条件,从而

防风固沙,涵养水源,加大地表水对地

下水的入渗量；农业部门加强退耕还

林；国土资源部门应要求在保护生态环

境的前提下合理进行矿山开发利用,还

要加强煤矿疏干排水再利用。政府要加

强西部山丘区微集雨工程的建设,在有

条件的山丘区,因地制宜修建一些塘、

堰、坝等拦蓄水工程,解决当地的农业

灌溉问题,改善山丘区的生态环境,充

分利用当地的地形地势和降水情况,从

而增加水源和水量,裨益于山区的林业

和农业发展。 

3.4开展专题研究,逐步减少地下水

的开采量。根据地下水分布特征和存在

的问题,开展“地下水开发与利用”专题

研究,尽快科学论证并划定地下水重点

保护区。根据郑州市多年的动态监测报

告和自来水管网的覆盖情况,有关部门

应尽快科学划定郑州市地下水开采区、

限采区和禁采区,采取定额管理,计划指

标考核,严格计量收费,超定额计划实行

累进加价制度等行政经济手段,调整供

水结构,逐年缩减地下水开采量。 

3.5加强地下水动态监测地下水动

态监测主要包括水位监测、水量监测、

水质监测及水温监测。在郑州市建立健

全科学的地下水动态监测网,加大现有

地下水监测网的监测密度,增加监测次

数,尤其要做好作为饮用水水源地的地

下水动态监测,提高政府部门地下水信

息的科学性和可靠性。同时,水利、环保、

自来水等部门联合开展九五滩水源地、

北郊水源地地下水例行监测和比对监测,

确保饮用水安全。 

3.6逐步开展地下水污染修复。郑州

市浅层地下水污染是由地表水污染间接

造成的,因此修复地下水污染与修复地

表水污染同等重要。对于地表水污染,

一方面要寻找生物量大、富集能力强的

生物制作生物浮床,利用植物及其根系

的萃取、降解、挥发、固定及过滤等作

用降低污染物浓度；另一方面,对河流底

泥污染较为严重且水生物相对较少的区

域,可以对河道进行清淤并加大河流两

岸的绿化力度,尽量设置河流两岸绿化

隔离带,逐步提高河流的自净能力。对于

已经造成的浅层地下水污染,同样也可

以通过生物的方法来修复,即在污染区

域,微生物在好氧、兼性厌氧以及厌氧等

不同环境条件下通过吸收、吸附和降解

作用来净化地下水中的污染物。 

4 结语 

综上所述,可知当前我国对地下水

资源的保护不够到位,有关部门的相关

政策和措施普遍存在执行力度不够的

问题。我国有关部门应该对此予以重视,

加大对相关措施的实施力度,保证各项

政策措施得以有效贯彻落实和进一步

完善。要想取得良好的地下水资源开发

和利用效果,我国有关部门应该树立正

确的资源保护态度,并结合现代化的信

息技术,完善相关的机构体系建设,以

期我国的地下水资源利用能够得到良

好的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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