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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 言

《五台县水资源公报》的编发，是五台县水资源管理工作

落实国务院实行最严格水资源管理制度的需要，更是五台县经

济社会发展的需要。水资源公报全面反映年度水资源状况，比

水资源评价的多年平均值更具有实时性和可操作性。公报所提

供的大量水文水资源信息，将对提高公众节水意识，解决水资

源供需矛盾，控制水资源管理“三条红线”指标，构建水生态

文明起到积极的促进作用，为水资源的严格管理、优化配置、

高效利用、科学保护和全面节约提供决策依据，实现以水资源

的可持续利用支撑五台县经济社会可持续发展的水资源管理目

标。

《五台县水资源公报》自编发以来，受到了各级政府部门

的高度关注，热忱欢迎社会各界给予支持和帮助，恳请各位读

者多提宝贵意见，以便今后的编制工作日臻完善。

二○二三年十一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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综 述

二零二二年是党的二十大胜利召开之年，也是我国水利发

展史上具有里程碑意义的一年。一年来，各级水利部门坚决贯

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治水重要论述精神和党中央、国务院决策

部署，完整、准确、全面贯彻新发展理念，敢担当、善作为、

勇拼搏，推动新阶段水利高质量发展迈出坚实步伐。

五台县位于山西省东北部，县界北起峨岭，与繁峙、代县

为邻；南到牛道岭，与盂县为界；东邻长城岭，与河北省的阜

平、平山毗连；西至济胜桥，与定襄、原平接壤。地理坐标介

于东径 112°57′～113°51′，北纬 38°28′～39°05′，全

县总面积 2865km
2
。

二零二二年五台县全县平均年降水量 645.5 毫米，折合水

体 18.4936 亿立方米，相应频率 18%，属偏丰水年；当地地表

水资源量 3.4649 亿立方米，地下水资源量 2.1829 亿立方米，

扣除二者重复计算量 2.1027 亿立方米，水资源总量 3.5451 亿

立方米；全县地表水入境水量 3.5290 亿立方米，出境水量

6.8767 亿立方米。境内 1 座中型水库、3 座小型水库年末蓄水

总量 0.032451 亿立方米。

本年度全县供水总量 0.2957 亿立方米，用水总量 0.2957

亿立方米，全县废污水排放总量 534.78 万立方米。2022 年全

县主要河流滹沱河南庄段和清水河五台山段全年水质类别分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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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Ⅲ、Ⅱ类。同上年相比，滹沱河南庄段全年水质类别由Ⅱ类

水下降为Ⅲ类水。

2022 年五台县水资源概况见表 1。

2022 年五台县水资源概况

表 1

项目 数量 单位

全县面积 2865 平方公里

降水

降水总量 18.4936 亿立方米

平均雨深 645.5 毫米

相应频率 18 %

地表水

来水量

地表水资源量 3.4649 亿立方米

相应频率 26 %

入境水量 3.5290

亿立方米
用水量

城镇居民 0

农村居民 0

农业灌溉 0.1465

林牧渔业 0

工业建筑业 0.0152

三产 0.0025

生态 0.0361

合计 0.2004

出境水量 6.8767

地下水 资源量 2.182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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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2 年五台县水资源概况

表 1

项目 数量 单位

开采量

城镇居民 0.0215

农村居民 0.0295

农业灌溉 0.0106

林牧渔业 0.0162

工业建筑业 0.0032

三产 0.0031

生态 0

合计 0.0841

水资源总量 3.5451

废污水

城镇居民、三产 534.78

万立方米工业废污水 0

合计 534.7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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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来水量

1.1 降水量

降水量是指从天空降落到地面上的液态和固态(经融化后)

降水,没有经过蒸发、渗透和流失而在水平面上积聚的深度，单

位是毫米。1 毫米的降水量是指单位面积上水深 1 毫米。

在气象上用降水量来区分降水的强度。可分为：小雨、中

雨、大雨、暴雨、大暴雨、特大暴雨，小雪、中雪、大雪和暴

雪等。

小雨：雨点清晰可见, 没漂浮现象；下地不四溅；洼地积

水很慢；屋上雨声微弱，屋檐只有滴水；12 小时内降水量小于

5mm 或 24 小时内降水量小于 10mm 的降雨过程。

中雨：雨落如线，雨滴不易分辨；落硬地四溅；洼地积水

较快；屋顶有沙沙雨声；12 小时内降水量 5～15mm 或 24 小时

内降水量 10～25mm 的降雨过程。

大雨：雨降如倾盆，模糊成片；洼地积水极快；屋顶有哗

哗雨声；12 小时内降水量 15～30mm 或 24 小时内降水量 25～

50mm 的降雨过程。

暴雨：凡 24 小时内降水量超过 50mm 的降雨过程统称为暴

雨。根据暴雨的强度可分为：暴雨、大暴雨、特大暴雨三种。

暴雨：12 小时内降水量 30～70mm 或 24 小时内降水量 5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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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0mm 的降雨过程。大暴雨：12 小时内降水量 70～140 mm 或

24 小时内降水量 100～250mm 的降雨过程。特大暴雨：12 小时

内降水量大于 140 mm 或 24 小时内降水量大于 250mm 的降雨过

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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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雪：12 小时内降雪量小于 1.0mm(折合为融化后的雨水

量，下同)或 24 小时内降雪量小于 2.5mm 的降雪过程。

中雪：12 小时内降雪量 1.0～3.0mm 或 24 小时内降雪量

2.5～5.0mm 或积雪深度达 30mm 的降雪过程。

大雪：12 小时内降雪量 3.0～6.0mm 或 24 小时内降雪量

5.0～10.0mm 或积雪深度达 50mm 的降雪过程。

暴雪：12 小时内降雪量大于 6.0 mm 或 24 小时内降雪量大

于 10.0mm 或积雪深度达 80mm 的降雪过程。

形成降水，尤其比较大的暴雨，必须具备两个条件：一是

大量的暖湿空气源源不断地输入雨区；二是这里存在使地面空

气强烈上升的机制，如暴雨天气系统，使暖湿空气迅速抬升，

上升的空气因膨胀作功消耗内能而冷却，当温度低于露点后，

水汽凝结为愈来愈大的云滴，上升气流不能浮托时，便造成降

水。

降水按空气抬升形成动力冷却的原因分为 4 类：对流雨、

地形雨、锋面雨和气旋雨。

雨量站观测的降雨量只代表那一点的降雨，而形成河川径

流的则是整个流域上的降雨量，对此，可用流域平均雨量（或

称面雨量）来反映。常用的计算方法有：算术平均法、泰森多

边形法、等雨量线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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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2年五台县平均年降水量645.5毫米，折合水体18.4936

亿立方米，相应频率 18%，属偏丰水年。与上年相比减少 9.1%，

与多年均值（1956～2000 年系列平均值，下同）相比增加 22.6%。

水资源分区中，以清水河区平均年降水量 658.3 毫米为最

大。与上年相比，各分区均有所减少，减幅介于 9～12%之间，

以清水河区减幅 11.5%为最大；与多年平均相比，各分区均有

所增加，增幅介于 15%～37%之间，以滹沱河区增幅 36.8%为最

大。2022 年五台县水资源分区年降水量统计详见表 2 和图 1。

2022 年五台县水资源分区年降水量统计表

表 2

水资源分

区
面积（km

2
）

年降水量 频率 与上年相比 与多年平均相比 丰枯

（mm） （10
8
m

3
）

（%） 降水量
（±%）

降水量
（±%）

等级

（mm） （mm）

清水河区 2405 658.3 15.8321 24 744.0 -11.5 571.0 15.3 偏丰

滹沱河区 460 578.7 2.6620 10 636.7 -9.1 422.9 36.8 丰

五台县 2865 645.5 18.4936 18 709.8 -9.1 526.5 22.6 偏丰

注:多年平均值为 1956--2000 年系列平均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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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2 年全县年降水量地区分布很不均匀，汛期 6～9 月降

水量占年降水量的 74%以上，最大月降水量出现在 8 月份。受

气候、地形的综合影响，年降水量在面上的变化比较复杂，全

县单站年降水量最大值出现在气象站五台山站，年降水量

848.8 毫米；最小值出现在小银河上红表站，年降水量 523.5

毫米。

1.2 地表水资源量

1.2.1 地表水资源量

地表水资源量是指由当地降水形成的河流、湖泊、冰川等

地表水体中可以逐年更新的动态水量，用河川年径流量表示。

在河槽里运动的水流叫做河川径流，简称径流。

在一定时段内，通过河流某一断面的累积水量称为径流量，



2022 年五台县水资源公报

10

记作 W (m3)；也可以用时段平均流量(m3／s)、流域径流深 R (mm)

或流域径流模数 M（mm /s﹒km2）来表示。一个年度内在河槽

里流动的水流叫做年径流，年径流量是在一年里通过河流某一

断面的水量。年径流量可以用年径流总量 W、年平均流量 Q、年

径流深 R 及年径流模数 M 等表示。多年平均年径流量有时被称

为正常年径流量。

径流形成过程可分为：产流过程和汇流过程。

1.产流过程

径流形成过程可概括为：降雨过程→ 扣除损失→ 净雨过

程→流域汇流→流量过程。其中降雨转化为净雨的过程称产流

过程；净雨转化为河川流量的过程称汇流过程。

降雨的损失：降雨中不能形成径流的那一部分雨量。这些

部分将耗于流域蒸、散发，不会形成径流，因此称之为损失。

净雨过程：降雨过程减去损失过程，即得净雨过程。净雨

又可分为地面净雨、表层流净雨和地下净雨，前二项分别形成

从地面汇入河流的地面径流和从地表相对不透水层汇入河流的

表层流，为简化计算，还常常将前二项合在一起，仍称地面净

雨；后者从地下潜水层汇入江河，形成地下径流。

2.汇流过程

净雨沿坡面和坡地汇入河网，称坡地汇流，然后沿河网汇

集到流域出口，称河网汇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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坡地汇流：地面净雨从坡地表面汇入河网，速度快，历时

短，是形成洪水的主体；地下净雨沿地下潜水层流入河网，流

速很小，形成比较稳定的地下径流，是无雨期的基本径流，称

基流。

河网汇流：进入河网的坡地径流，向流域出口汇集的过程。

3.水文测站

①南坡水文站

测站位置及流域特征 南坡水文站位于山西省五台县陈家

庄乡南坡村清水河上，地理坐标为东经 113°23′，北纬 38°

34′。该站集水面积 2304km
2
，断面以上主河道长度 82.1km，

主河道平均坡度为 10.9‰，主要支流有滤淲河、淲阳河、富士

河，流域形状系数 0.342。

测站沿革 1977 年 1 月由耿家会迁来，2008 年 6 月 1 日停

测，同时上迁至上游五台山水文站继续观测。

水文下垫面特征 该站水文下垫面产流地类共有 6 种，分

别为变质岩灌丛山地 578.3km
2
，占该集水面积的 25.1%，变质

岩森林山地 829.4km
2
，占该集水面积的 36%，变质岩土石山区

447km
2
，占该集水面积的 20.4%，灰岩灌丛山地 290.3km

2
，占该

集水面积的 12.6%，灰岩森林山地 154.4km
2
，占该集水面积的

6.7%，砂页岩灌丛山地 4.6km
2
，占该集水面积的 0.2%。

雨量站网 流域内有 16 个雨量站，平均每站控制流域面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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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4km
2
。

水利工程概况 流域内有 1 座中型水库--唐家湾水库，

1978 年建成，控制面积 160km
2
；圈马沟小型水库，控制面积

44.5km
2
。水库控制面积占测站控制面积的 8.88%。

水文特征值 流域多年平均年降水量 539.8mm，流域最大

年降水量799.1mm，发生于1988年，流域最小年降水量252.0mm，

发生于 1972 年。多年平均河川径流量 17295 万 m
3
，折径流深

72.7mm，多年平均年径流系数 0.135。

该流域年最大 24h 暴雨均值介于 50mm～55mm 之间，单站最

大 24h 点暴雨值为 101.9mm，发生于 1996 年 8 月 4 日。

建站以来，该站实测最大洪峰流量 794m
3
/s，发生于 1996

年，调查最大洪峰流量为 4600m
3
/s，发生于 1794 年。二十年一

遇、五十年一遇、百年一遇洪峰流量分别为 1077m
3
/s、1801m

3
/s、

2405m
3
/s。

②五台山水文站

五台山水文站位于山西省五台县石咀镇南坪村清水河上，

地理坐标为东经 113°42′，北纬 38°51′。该站集水面积

420km
2
。2008 年 6 月 1 日由南坡站迁来观测至今。

③济胜桥水文站

济胜桥水文站位于山西省五台县建安镇瑶池村滹沱河干流

上，地理坐标为东经 113°06′，北纬 38°38′。该站集水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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积 8939km
2
。1954 年 2 月设立水位站，1955 年 6 月改为水文站，

1958 年 1 月停测，1966 年 6 月 1 日恢复观测至今，为滹沱河干

流控制站。

4.地表水资源量

2022 年全县地表水资源量 3.4649 亿立方米，平均年径流

深 120.9 毫米，相应频率 26%。较上年增加 18.3%，较多年平

均（101.8 毫米）增加 18.8%。

各水资源分区，地表水资源量与上年相比，有增有减，清水

河区增幅 41.6%，滹沱河区减幅 11.4%；与多年平均相比，亦有

增有减，清水河区增幅 50.7%，滹沱河区减幅 17.3%。2022 年五

台县水资源分区地表水资源量详见表 3和图 2。

2022 年五台县水资源分区地表水资源量

表 3

水资源分

区

面积

（km
2
）

当地天然年径流量 实际

当年

水量

（10
8
m
3
）

当年径

流深

（mm）

上年径

流深

（mm）

与上年

比较

（±%）

多年平

均径流

深（mm）

与多年

平均比

较

（±%）

入境水量

（10
8
m

3
）

出境水量

（10
8
m

3
）

清水河区 2405 2.3339 97.0 68.5 41.6 64.4 50.7 0 2.2922

滹沱河区 460 1.1310 245.9 277.5 -11.4 297.2 -17.3 3.5290 4.5845

五台县 2865 3.4649 120.9 102.2 18.3 101.8 18.8 3.5290 6.876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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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2 出入境水量

2022 年全县地表水入境水量 3.5290 亿立方米，为滹沱河自

定襄县入境；全县出境水量 6.8767 亿立方米。其中清水河出境

定襄县 2.2922 亿立方米，滹沱河出境定襄县 4.5845亿立方米。

1.2.3 影响年径流的因素

河川径流的主要来源为大气降水。

气候因素对年径流的影响：在气候因素中，年降水量与年

蒸发量对年径流量的影响程度，随流域所在地区不同而有差异。

影响多年平均年径流量的因素主要是流域的气候因素。

流域下垫面因素对年径流的影响：流域下垫面因素包括地

形、土壤、地质、植被、湖泊、沼泽和流域面积等。这些因素

对年径流的作用，一方面表现在流域蓄水能力上，另一方面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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过对降水和蒸发等气候条件的改变间接地影响年径流。

人类活动对年径流的影响：人类活动对年径流的影响，包

括直接与间接两个方面。

直接影响如跨流域引水，将本流域的水量引到另一流域，

或将另一流域的水引到本流域，都直接影响河川的年径流量。

间接影响如修建水库、塘堰等水利工程，旱地改水田，坡

地该梯田，浅耕改深耕，植树造林等措施，这些主要是通过改

造下垫面的性质而影响年径流量。一般地说，这些措施都将使

蒸发增加，从而使年径流量减少。

1.3 地下水资源量

地下水资源量是指在开采条件下，与当地降水、地表水体

有直接或间接联系的，参与现代水循环和水交替的，可以恢复

的、更新的重力地下水。允许开采量指在经济、合理的条件下，

从一个地下水盆地或一个水文地质单元中单位时间所能取得的

水量。

地下水资源主要是由于大气降水的直接入渗和地表水渗透

到地下形成的。因此，一个地区的地下水资源丰富与否，首先

和地下水所能获得的补给量与可开采的储存量的多少有关。在

雨量充沛的地方，在适宜的地质条件下，地下水能获得大量的

入渗补给，则地下水资源丰富。在干旱地区，雨量稀少，地下

https://baike.baidu.com/item/%E5%9C%B0%E4%B8%8B%E6%B0%B4%E7%9B%86%E5%9C%B0/8432256
https://baike.baidu.com/item/%E6%B0%B4%E6%96%87%E5%9C%B0%E8%B4%A8%E5%8D%95%E5%85%83
https://baike.baidu.com/item/%E5%85%A5%E6%B8%97/502467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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水资源相对贫乏些。

地下水循环是指地下水的补给、径流和排泄过程。地下水

补给径流一排泄的方向主要有垂直方向循环和水平方向循环两

种。

垂直方向循环即大气降水、地表水渗入地下，形成地下水，

地下水又通过包气带蒸发向大气排泄，如潜水的补给与排泄。

水平方向循环是指含水层上游得到补给形成地下水，在含水

层中长时间长距离地径流．而在下游的排泄区排出地表，如承压

水的补给与排泄。

天然补给量包括大气降水的渗人、地表水的渗入、地下水

上游的侧向渗入；人工补给包括农田灌溉水的渗入、人工回灌

地下水等。地下水的排泄方式有天然排泄和人工采水排泄两种。

天然的地下水排泄方式有地下水潜水蒸发、泉水排出、地下水

流向河渠、地下水向下游径流流出等；人工排泄方式主要是打

井挖渠开采地下水。当过量开采地下水，使地下水排泄量远大

于补给量时，地下水平衡就会遭到破坏，造成地下水长期下降。

只有合理开发地下水，当开采量等于地下水总补给量与总排泄

量差值时，才能保证地下水的动态平衡，使地下水处于良性循

环状态。

2022 年全县地下水资源量 2.1829 亿立方米，较上年增加

9.9%，较多年平均(1.8503 亿立方米)增加 18.0%。其中，地下

https://baike.baidu.com/item/%E8%A1%A5%E7%BB%99
https://baike.baidu.com/item/%E5%BE%84%E6%B5%81
https://baike.baidu.com/item/%E6%8E%92%E6%B3%84
https://baike.baidu.com/item/%E5%8C%85%E6%B0%94%E5%B8%A6
https://baike.baidu.com/item/%E6%BD%9C%E6%B0%B4%E8%92%B8%E5%8F%91
https://baike.baidu.com/item/%E6%B2%B3%E6%B8%A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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水与地表水重复计算量 2.1027 亿立方米。

各水资源分区地下水资源量与上年相比，均有所增加，增

幅介于 8～12%之间，以滹沱河区增幅 11.6%为最大；与多年平

均相比，均有所增加，增幅介于 14～21%之间，以滹沱河区增幅

21.0%为最大。2022 年五台县水资源分区地下水资源量详见表 4

和图 3。

2022 年五台县水资源分区地下水资源量

表 4 水量单位：108m3

水资源

分区

面积

(km
2
)

山丘区

地下水

资源量

地下水

与地表

水重复

计算量

分区

地下水

资源量

与上年相比 与多年平均相比

地下水

资源量

变幅

（±%）

地下水

资源量

变幅

（±%）

清水河区 2405 1.0522 1.0198 1.0522 0.9733 8.1 0.9159 14.9

滹沱河区 460 1.1307 1.0829 1.1307 1.0130 11.6 0.9344 21.0

五台县 2865 2.1829 2.1027 2.1829 1.9863 9.9 1.8503 18.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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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 水资源总量

水资源总量是指当地降水形成的地表和地下产水量，即地

表径流量与降水入渗补给量之和，也称区域产水量。

水资源总量计算公式如下：

W=R+Pr-Rg

式中 W—水资源总量；

R—河川径流量；

Pr—降水入渗补给量；

Rg—河川基流量（也称重复量，指在计算水资源

总量时河川径流量与降水入渗补给量间的重复计算量，即由降

水入渗补给量形成的河川基流量）。

2022 年全县水资源总量 3.5451 亿立方米，较上年增加

17.9%，较多年平均（2.8202 亿立方米）增加 25.7%。其中地表

水资源量 3.4649 亿立方米，地下水资源量 2.1829 亿立方米，

重复计算量 2.1027 亿立方米。全县平均产水系数 0.19，产水

模数 12.37 万立方米/平方公里。

各水资源分区水资源总量与上年相比，有增有减，清水河

区增加 40.2%，滹沱河区减少 10.6%；与多年平均相比，亦有增

有减，清水河区增加 61.4%，滹沱河区减少 12.9%。2022 年五

台县水资源分区水资源总量详见表 5、图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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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2 年五台县水资源分区水资源总量

表 5 水量单位：108m3

水资源

分区

面积

(km
2
)

年降

水量

地表水

资源量

地下水

资源量

重复

计算量

水资源

总量

产水

系数

产水模数

（10
4
m
3
/km

2
）

与上年相比 与多年平均相比

资源量
变幅

（±%）
资源量

变幅

（±%）

清水河区 2405 15.8321 2.3339 1.0522 1.0198 2.3662 0.15 9.84 1.6881 40.2 1.4665 61.4

滹沱河区 460 2.6620 1.1310 1.1307 1.0829 1.1789 0.44 25.63 1.3187 -10.6 1.3537 -12.9

五台县 2865 18.4936 3.4649 2.1829 2.1027 3.5451 0.19 12.37 3.0068 17.9 2.8202 25.7

1.5 坪上泉

根据 2022 年坪上泉实测统计资料，坪上泉年平均流量

4.86m
3
/s，与上年 5.96m

3
/s 相比，减少 1.10m

3
/s，增幅为 18.5%；

与多年平均值 4.50m
3
/s 相比，增加 0.36m

3
/s，增幅为 8.0%。

其中，水泉湾泉年平均流量 2.46 m
3
/s，与上年 3.68 m

3
/s

相比，减少 1.22 m
3
/s，减幅为 33.2 %；与多年平均值 2.83 m

3
/s

相比，减少 0.37m
3
/s，减幅为 13.1%。

李家庄泉年平均流量 2.39m
3
/s，与上年 2.28m

3
/s 相比，增

加 0.11m
3
/s，增幅为 4.8%；与多年平均值 1.64 m

3
/s 相比，增

加 0.75m
3
/s，增幅为 45.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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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蓄水动态

截止 2022 年年底，五台县共有中小型水库 4 座。其中中型

水库 1 座：唐家湾水库；小型水库 3 座：郭家寨水库、圈马沟

水库、田家岗水库。2022 年年末全县 4 座水库蓄水总量 324.51

万立方米，较上年末蓄水总量 286.12 万立方米增加 38.39 万立

方米。2022 年五台县水库蓄水动态见表 6。

2022 年五台县水库蓄水动态统计表

表 6

河名 库名
上年末蓄水量

（万 m
3
）

当年末蓄水量

（万 m
3
）

年蓄水变量

（万 m
3
）

滤泗河 唐家湾 270 269 -1

小银河 郭家寨 0 0 0

滤泗河 圈马沟 0 0 0

龙化沟 田家岗 16.12 55.51 39.39

合计 286.12 324.51 38.3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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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供用水量

3.1 供水量

2022年全县总供水量0.2957亿立方米，较上年增加0.0001

亿立方米。其中地表水源工程供水量 0.2004 亿立方米，占总供

水量的 67.8%；地下水源工程供水量 0.0841 亿立方米，占总供

水量的 28.4%,其他水源工程供水量 0.0113，占总供水量的

3.8%。全县供水组成详见图 5。

3.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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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

数量上应与供水量相一致。

2022 年全县用水总量 0.2957 亿立方米。其中城镇居民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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活用水量 0.0215 亿立方米，占总用水量的 7.3%；农村居民生

活用水量 0.0295 亿立方米，占总用水量的 10.0%；农业灌溉用

水量 0.1571 亿立方米，占总用水量的 53.1%；林牧渔畜用水量

0.0162 亿立方米，占总用水量的 5.5%；工业建筑业用水量

0.0184 亿立方米，占总用水量的 6.2%；三产用水量 0.0056 亿

立方米，占总用水量的 1.9%；生态环境用水量 0.0474 亿立方

米，占总用水量的 16.0%。全县用水组成见图 6、2022 年五台

县供用水量统计见表 7。

2022 年五台县供用水量统计表

表 7 单位：亿立方米

行政

分区

供水量 用水量

地表

水源

地下

水源

其他

水源

总供

水量

城镇

居民

农村

居民

农业

灌溉

林牧

渔畜

工业

建筑业
三产

生态

环境

总用

水量

五台县 0.2004 0.0841 0.0113 0.2957 0.0215 0.0295 0.1571 0.0162 0.0184 0.0056 0.0474 0.295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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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3 用水指标

2022年全县人均取水量125立方米，万元GDP取水量39.44

立方米/万元，万元工业增加值取水量 11.17 立方米/万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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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水质概况

4.1 废污水排放量

按照新的《技术大纲》要求，废污水排放量是指城镇居民

生活、第二产业和第三产业排放的废污水量，火电厂直流式冷

却水排放量和矿坑排水量不计入废污水量中。

2022 年全县废污水排放总量 534.78 万吨，全部为城镇居

民生活污水。

4.2 河流水质

本年度监测结果表明，2022 年全县主要河流滹沱河南庄段

和清水河五台山段全年水质类别分别为Ⅲ类、Ⅱ类。

同上年相比，滹沱河南庄段全年水质类别由Ⅱ类水下降为

Ⅲ类水，见表 8。

2022 年五台县重点河段水质状况

表 8

流域 河流 代表断面

全年水质类别

超标项目

上年度 本年度

海河

滹沱河 南庄 Ⅱ Ⅲ

清水河 五台山 Ⅱ 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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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3 河流泥沙

河流中的泥沙，按其运动形式可分三类：悬移质泥沙浮于

水中并随之运动；推移质泥沙受水流冲击沿河底移动或滚动；

河床质泥沙则相对静止而停留在河床上。三者没有严格的界线，

随水流条件的变化而相互转化。一般情况，河流中泥沙以悬移

质为主。

描述河流中悬移质的情况，常用的两个定量指标是含沙量

和输沙率。单位体积内所含干沙的质量，称为含沙量，用 Cs

表示，单位为 kg/m3。单位时间流过河流某断面的干沙质量，

称为输沙率，以 Qs 表示，单位为 kg/s。断面输沙率是通过断

面上含沙量测验配合断面流量测量来推求的。

水文站所测泥沙一般是悬移质泥沙。清水河、滹沱河是五

台县主要河流，是悬移质泥沙输移的通道。根据 2022 年实测资

料统计，清水河五台山水文站集水面积 420km
2
，年平均输沙率

0.149 千克/秒，年输沙量 0.470 万吨；滹沱河济胜桥水文站集

水面积 8939km
2
，年平均输沙率 11.1 千克/秒，年输沙量 34.9

万吨。



2022 年五台县水资源公报

26

5 “三条红线”执行情况

2012 年 1 月，国务院发布了《关于实行最严格水资源管理

制度的意见》，对于解决我国复杂的水资源水环境问题，实现

经济社会可持续发展具有深远意义和重要影响。其主要内容概

括来说，就是确定“三条红线”，实施“四项制度”，推动经

济社会发展与水资源水环境承载能力相适应。

2013 年 1 月，国务院办公厅以国办发〔2013〕2 号公开印

发《实行最严格水资源管理制度考核办法》。2014 年，山西省

人民政府办公厅以晋政办发〔2014〕29 号《关于印发山西省实

行最严格水资源管理制度工作方案和考核办法的通知》、忻州

市人民政府办公厅以忻政办函〔2014〕183 号《忻州市人民政

府办公厅关于印发忻州市实行最严格水资源管理制度考核办法

的通知》，新的制度将水资源开发利用、节约和保护的主要指

标纳入地方经济社会发展综合评价体系，县级以上人民政府主

要负责人对本行政区域水资源管理和保护工作负总责。

2016 年 12 月 11 日，中共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印发

的《关于全面推行河长制的意见》公布，意见指出，全面推行

河长制是落实绿色发展理念、推进生态文明建设的内在要求，

是解决中国复杂水问题、维护河湖健康生命的有效举措，是完

善水治理体系、保障国家水安全的制度创新。

http://baike.baidu.com/view/24640.htm
http://baike.baidu.com/view/9905202.htm
https://baike.so.com/doc/323951-343142.html
https://baike.so.com/doc/5682318-5894995.html
https://baike.so.com/doc/5450038-5688407.html
https://baike.so.com/doc/5977461-6190421.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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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1 用水总量

忻州市水利局下达我县 2022 年度计划用水指标 0.3660 亿

立方米，其中，地表水 0.2590 亿立方米，地下水 0.1000 亿立

方米,非常规用水量 0.0070 万立方米。

2022 年全县用水总量 0.2957 亿立方米，占用水总量控制

目标的 80.8%。其中地表水用水量 0.2004 亿立方米，占控制目

标的 77.4%；地下水用水量 0.0841 亿立方米，占控制目标的

84.1%。

5.2 用水效率

2022 年五台县总取水量 0.2957 亿立方米，人均取水量 125

立方米，较上年增加 0.8%；万元 GDP 取水量 39.44 立方米/万

元，较上年减少 10.8%；万元工业增加值取水量 11.17 万立方

米，较上年减少 41.6%。

2022 年五台县用水效率指标分析见表 9。

2022 年五台县用水效率指标分析

表 9

分析指标 单位 2022 年度 2021 年度
与上年比较

（%）

人均取水量 m
3
/人 125 124 0.8

万元 GDP 取水量 m
3
/万元 39.44 44.21 -10.8

万元工业增加值取水量 m
3
/万元 11.17 19.13 -4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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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重要水事

6.1 水旱灾情

2022 年五台县平均年降水量 645.5 毫米，比历年平均偏多

两成。全年降水频次、范围、规模以及时空分布极不均匀，呈

现春、秋两季有效降雨偏少，加之气温偏高，出现了春、秋阶

段性干旱的气候特点。

汛期主要强降水过程有 12 次，分别为“6.11”、“6.22～

6.23”、“6.27～6.30”、“7.2～7.3”、“7.5”、“7.9～

7.11”、“7.27”、“8.3”、“8.5～8.9”、“8.17～8.18”、

“8.21～8.22”、“8.24”。受强降水影响，清水河五台山水

文站 8 月 22 日洪峰流量 50.6 立方米/秒，滹沱河济胜桥水文站

8 月 25 日洪峰流量 129 立方米/秒。

6.2 重要水事活动

一、农村饮水安全工程进一步提升

1、农村饮水安全水质提升

2022 年五台县农村饮水工程水质检测中心科学编制、合理

调度、规范取样对全县 358 处饮用水水质进行了全覆盖取样检

测，全部达标。目前全县集中供水率达到 99.97%；自来水普及

率达到 99.19%；全县农村的饮水安全率达到 1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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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农村饮水安全工程提升

开展五台县 2022 年农村饮水安全工程统筹使用财政涉农

资金项目，项目总投资 310 万元。本项目 2022 年 10 月 15 日开

工，11 月 30 日完工，总工期 45 天。主要内容为：37 处供水工

程、机井工程及相关设备维修及保养；闸阀、消防栓、供水泵

更换等，已顺利完工。

开展 2022 年第二批中央水利救灾资金五台县农村饮水巩

固提升项目，工程总投资 62 万元。为 3 个村解决饮水安全问题。

主要建设内容是机井建设及供水管网改造提升、供水管网更换

等，受益村民 3593 户 8327 人。

二、推行河长制工作亮点呈现

1、水资源管理保护方面。严格控制水资源消耗总量，2022

年，全县用水总量控制指标为 3660万立方米，实际用水量 2957

万立方米，低于控制指标。

2、水域岸线管理保护方面。2022 年，我县按照省、市要

求，制定了《河湖“清四乱”大 起底、大排查、大整治实施

方案》,全县排查发现河道“四乱”问题 12 处，目前已完成整

改。按照市河长制办公室关于加快推进流域面积 50 平方公里以

下河流河道管理范围划界工作的通知，2022 年完成了石板沟

河、三峪沟河、李家寨沟河、汉岭沟河 4 条流域面积 50 平方公

里以下河流河道管理范围划界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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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水污染防治方面。2022 年，对县城西庄水源地进行了

两次检测，水质均达标；我县在清水河国考断面建设水质自动

监 测站，实时监测断面水质。通过持续监测，清水河坪上桥

国考断面水质为 I 类，水质达标。印发了《五台县入河排污口

排查整治工作方案》,开展排查整治，共排查入河排污口 20 个，

其中保留 10 个，封堵 10 个，并在入河排污口安装了标识牌。

完成了县城污水处理厂升级改造，建成了东雷移民新区、豆村

镇、东冶镇、耿镇镇、白家庄镇 5个污水处理厂，已全部投入

运行。

4、水环境治理方面。全力推进农村生活污水治理，2022

年完成了 7 个村庄生活污水治理设施建设任务。

5、水生态修复方面。加大水土流失治理力度，2022 年市

级下达我县水土流失治理任务 3 万亩，实际完成 3.8 万亩，完

成率 127%，高于市级下达任务目标。

2022 年完成 4 座水库管理范围划界工作；完成郭家寨水库

溢洪道除险加固工程。

6、河道执法监管方面。2022 年，制定了《五台县人民检

察院、五台县河长制办公室推行“河湖长+检察长”工作机制实

施方案》，成立“河湖长+检察长”联络机制办公室；建立了县

河长制成员单位打击涉河湖违法行为联勤联动工作机制，形成

了打击涉河湖违法犯罪行为的合力。积极推进河道巡查常态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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把开展河道巡查作为河长履职的重要抓手，通过河长履职发现

问题、督办解决问题。 一年来，我共巡查河道 3 次，听取县级

河长汇报 8 次，乡级总河长汇报 15 次，督导检查下级河长巡河

7 次，督办解决河湖“四乱”问题 3 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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