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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国地下水管理面临的问题与对策
−兼谈地下水“双控”管理

邵景力1 ，白国营2 ，刘翠珠2 ，张秋兰1 ，崔亚莉1

（1.  中国地质大学（北京）水资源与环境学院，北京　100083；2.  北京市水文总站，北京　100089）

摘要：实施最严格水资源管理制度以来，我国地下水管理取得了显著的成效，地下水得到不同程度的修复，至 2020 年末，

东北平原、黄淮海平原和长江中下游平原浅层地下水水位总体呈现上升趋势，深层地下水水位下降速率减缓，年均下降超

过 2 m 的仅有 291 个，占全国监测站点的 8.7%。但仍然存在着很多难以解决的问题，体现在有些超采区地下水水位持续下

降态势依然存在、尚未达到采补平衡、地面沉降继续发生，同时地下水管理、超采区治理效果并没有达到人们期望的那么

显著。我国地下水管理面临的主要问题有水文地质条件尚不能清晰刻画、地下水监测与计量精度不能满足需求、地下水

管理目标与目前技术手段不协调、地下水管理的外部条件不成熟、地下水确权登记难度大。文章提出了有针对性的对策

与措施，主要包括从流域或区域水平衡的角度开展地下水循环转化机理研究、加强地下水“双控”指标确定方法研究与试

点、加强地下水监测和开采量计量统计工作、进一步明确地下水管理的职责等。在地下水“双控”管理实施中，首先明确地

下水开采量和水位之间的定量关系，依据地下水水位的资源、地质环境和生态环境功能确定水位控制指标，并考虑实际需

求和地下水管理目标、降水年份等条件确定合理的“双控”指标。文章深入思考了我国严格地下水管理和超采区治理的问

题所在，为我国地下水可持续利用和科学管理提供了参考依据。

关键词：地下水管理；超采区治理；地下水“双控”指标；地下水监测；地下水可开采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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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Remarkable  achievements  have  been  made  in  groundwater  management  in  China  since  the
implementation  of  the  strictest  water  resources  management  system.  Groundwater  has  been  restored  to  some
extent.  By  the  end  of  2020,  the  shallow  groundwater  level  generally  showed  an  upward  trend  in  the  Northeast
China  Plain,  the  Huang  Huai  Hai  Plain  and  the  Middle  and  Lower  Yangtze  Plain,  and  the  decline  rate  of  dee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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groundwater  level  was  slowed  down.  Only  291  monitoring  stations  have  an  average  annual  decrease  in
groundwater level of over 2 m, accounting for 8.7% of the total national monitoring stations. However, there are
still  many problems difficult  to solve,  mainly reflecting in some areas where the groundwater level  continues to
decline, the balance between mining and replenishment has not yet been reached, and land subsidence still occurs.
Meanwhile the effectiveness of over-exploitation area management has not been as significant as expected. In this
paper,  we  first  briefly  review  the  progress  and  obtain  achievements  of  strict  groundwater  management  and
groundwater  over-exploitation  area  treatment  in  our  country.  Then  we  discuss  the  main  problems  faced  by
groundwater management in China, e. g., unclear delineation of hydrogeological conditions, inadequate accuracy
of  groundwater  monitoring  and  measurement,  inconsistency  between  groundwater  management  objectives  and
current  technics,  immature  external  conditions  for  groundwater  management,  and  difficulty  in  groundwater
ownership  registration.  The  targeted  countermeasures  are  put  forward,  mainly  including  strengthen  the  study  of
groundwater  circulation  and  transformation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watershed  or  regional  water  balance,
strengthen the research and pilot of groundwater double-control indicator determination method, further strengthen
the groundwater monitoring and mining output measurement and statistics, and further clarify the responsibilities
of  groundwater  management.  The  determination  method  of  groundwater  dual-control  management  index  is
demonstrated. It is proposed that the quantitative relationship between groundwater exploitation and groundwater
level should be clarified, based on the resources, geological environment, and ecological environment functions of
groundwater  level  to  determine  water  level  control  indicators,  and  the  reasonable  dual-control  index  should  be
determined  considering  the  actual  demand,  groundwater  management  objectives,  precipitation  years  and  other
conditions.  This  paper  deeply  think  about  the  probable  problems  of  strict  groundwater  management  and
groundwater over-exploitation treatment in China, and the solving ways of the problems is also proposed. It  can
provide a basis for sustainable utilization and scientific management of groundwater in China
Keywords：groundwater  management； treatment  of  groundwater  over-exploitation  area； groundwater  dual-
control index；groundwater monitoring；allowable groundwater exploitation

 

地下水是我国主要的供水水源之一，20 世纪 80 年

代以来，地下水供水量持续增长，1993 年地下供水量

达到 864×108 m3（约占全国供水总量的 16.5%），到 2012

年全国地下水供水量达到高峰，供水量达到 1 132×108 m3

（占全国供水总量的 18.5%），年均增加接近 27×108 m3。

之后随着我国一系列地下水管控措施的出台和落实，

地下水开采量得到一定控制，至 2018 年地下水供水量

跌至 1 000×108 m3 以内，2019、2020 年全国地下水用水

总量分别为 934×108，892.5×108 m3，分别占全国供水总

量的 15.5%、15.4%。其中，我国北方地区地下水供水

量占比超过 40%，而华北平原高达 50%[1]。近 40 a 来

持续大量开采地下水，造成我国北方、西北等区地下

水严重超采，全国地下水超采区面积近 30×104 km2，其

中严重超采区面积约 17×104 km2，特大和大型超采区

主要分布在河北、山东、河南、新疆、山西等省份 [2]。

地下水超采严重威胁我国的供水安全、粮食安全和高

铁等工程安全，提高了供水成本，并引发了一系列生

态环境和地质环境问题[3 − 4]。

欧美等发达国家地下水开发利用早，经过多年实

践，逐渐形成了较为完善的地下水管理制度、法律体

系，并制定了符合各自国情的地下水监测、保护和开

发利用技术标准 [5]。除了注重地下水管理立法外，很

多国家都以水文地质单元为管理区，统筹地下水监

测、评估和管理[6]，地下水水权交易等经济手段也是调

解水资源供需矛盾的重要方法[7]。

本文在对我国地下水管理举措历史回顾的基础

上，从技术层面分析我国地下水管理面临的现状与问

题，并重点探讨地下水“双控”管理政策与指标确定的

方法，提出地下水管理的对策与措施。
 

1    我国地下水管理回顾

鉴于我国地下水超采以及产生的一系列环境问

题，我国自 20 世纪 90 年代末以来，逐步重视地下水资

源的综合管理 [8]。国家层面制定的《中华人民共和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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水 法 》 （1988 年 发 布 ， 2002 年 修 订 ， 2009 年 修 正 ，

2016 年修正），明确规定了地下水管理的责任主体，并

对地下水的开发、利用和保护，包括水位控制和超采

区治理，做出了相关规定。《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加

快水利改革发展的决定》（2011 年中央一号文件），提

出严格地下水管理和保护，尽快核定并公布禁采和限

采范围，逐步削减地下水超采量，实现采补平衡等要

求。2012 年，《国务院关于实行最严格水资源管理制

度的意见》（国发 [2012]3 号）明确提出了水资源管理

实施“三条红线”政策 [9 − 11]，针对我国地下水开采量计

量不完善、地下水水位监测相对容易和准确的情况，

并考虑到地下水的环境控制作用，水主管部门提出了

地下水实行取水总量和水位 “双控 ”管理政策 [12 − 14]。

2021 年 12 月 1日实施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务院令第

748 号《地下水管理条例》，对地下水调查与规划、节

约与保护、超采治理、污染防治、监督管理等方面作

出规定 [15 − 16]，使严格地下水管理与保护有了行政法规

依据。

近十多年来，我国河北、陕西、新疆、内蒙、辽宁

等省、自治区根据各自地下水开发利用及其出现的问

题，制定了有针对性的地下水管理条例、管理办法、

地下水水位和水量“双控”方案等[17]。为各地地下水管

理提供了地方行政执法依据，大大推动了我国地下水

管理的进程。

为了更加有效地实施地下水监督管理，2012 年严

格水资源管理制度实施以来，我国开展了与地下水管

理相关的基础工作，2015—2018 年，开展国家地下水

监测工程建设 [18 − 19]，在全国 7 大流域及 16 个重点监测

区 ，共建设了地下水监测站点 20 469 个 ，监测范围

350×104 km2；2017 年修订了《地下水超采导则》；目前

正在开展全国性的第三次地下水超采区划定工作 [20]；

第三次全国水资源调查评价工作 [21] 已经完成。这些

工作为我国地下水管理奠定了良好的基础。近年来

各省区开展了大量的地下水管理、地下水超采区治理

工作，江苏省全面禁采深层地下水 [22]；华北平原和西

北地区在地下水超采区划定和评价的基础上，确定了

地下水的限采区和禁采区，通过替代水源、减少种植

面积、调整农业种植结构、节水灌溉等措施大量压采

地下水 [23]，采用河流生态补水回补地下水 [24]。这些措

施取得了明显的效果。根据水利部官网 2020 年中国

水资源公报、《地下水动态月报》2020 年 12 期数据显

示，东北平原、黄淮海平原和长江中下游平原浅层地

下水水位总体呈现上升趋势，与 2019 年年末对比，黄

淮平原浅层地下水水位上升 1.4 m；深层地下水水位下

降超过 2 m 的仅有 291 个，占全国监测站点的 8.7%。

然而，有些超采区地下水水位仍然持续下降、地

下水仍未达到采补平衡、地面沉降继续发生 [25 − 27]，地

下水管理、超采区治理效果并没有人们期望的那么显

著，在地下水“双控”管理、超采治理、监测与数据共

享等方面仍需改进[28]。 

2    我国地下水管理面临的问题
 

2.1    基础水文地质调查研究程度尚不能满足地下水

科学管理的需要

地下水赋存于地表之下的地质体中，尽管人们通

过多种手段可以了解地下水的某些存在状态，但由于

水文地质条件的复杂性，到目前为止，尚不能完全明

晰地下水的形成演化规律，也无法精确刻画它的水动

力学、水文地球化学的过程。目前我国地下水管理

中，面临的困难主要有：

（1）地下水的形成、循环和演化是水文地质学的

基本问题，这是地下水研究的永恒主题。就目前的科

技水平，尚不能完全掌握地下水的补径排规律，在很

多情况下，得不到准确的地下水开采-地下水水位的定

量关系，这是当前很多地区虽然制定了地下水“双控”
指标，而又难以用来管控地下水和考核管理绩效的原因。

（2）地下水可开采量是地下水总量指标制定的重

要依据。如何在变化环境下（气候变化和人类活动）

考虑地下水的生态作用和地下水-地表水的有机联系，

确定一个区域或流域地下水可开采量，仍然是一个

难题。

（3）地下水水位是地下水“双控”的重要指标，但对

于一个管理区，如何确定该控制指标仍然是个难题。

目前常用的方法是算术加权或者面积加权，但对于有

较大漏斗、存在地质和生态环境问题、管理区存在多

个水文地质单元或含水层组的情况下，采用平均方法

将会导致水位指标的失真。

（4）通常地下水管理以行政区为单元，而地下水

是以水文地质单元循环和分布的，大多数情况下行政

分区与水文地质单元是不一致的，很难实现地下水上

下游或不同行政区之间开采量的合理配置。 

2.2    地下水监测和计量尚不能满足管理的需求

地下水监测和计量通常包括地下水水位监测、地

下水开采量计量和统计、地下水取样和水质分析、泉

流量监测、地下水温度监测、专项监测（如地面沉降）

等，对于地下水管理来说，前两项工作是最重要的。

2023 年 邵景力，等：我国地下水管理面临的问题与对策−兼谈地下水“双控”管理  ·  3  ·



经过近 60 a 的建设，我国已形成较为完善的地下

水水位（埋深）监测系统，包括水利部门、自然资源部

门等布设的国家级、省级、地市级地下水监测站网。

但各省、地市级监测系统不完善、数据不连续，监测

井大都是民井和生产井，数据质量不高。而国家地下

水监测工程自 2018 年试运行至今仅 4 a，尚不足以反

映地下水-开采量的定量关系。而对于最基层的县一

级地下水管理，国家级监测井一般只有 3～5 个，监测

井密度不足以支撑地下水管理。

目前我国城市市政、工业用地下水已基本计量，

而占地下水总用水量 60% 以上的农业用水（主要用于

农作物灌溉），除了甘肃石羊河和黑河下游、北京、河

北部分地区外基本没有计量。地下水开采井的特点

是数量多且分散，据统计，河北省农业灌溉机井有

96 万眼 [24]，地处我国西北的甘肃省机井数也有 20.6 万

眼 [29]。完全实现水表计量几乎不可能，不仅耗资巨

大，还存在常年维护、更新、统计等人力和财力的投

入，无论从经济上还是管理上都是难以持续的。目前

也有以电折水、灌溉定额、水均衡反演等方法获取地

下水开采量，但估算的开采量对于地下水管理而言误

差偏大，尚待完善。

“没有监测就没有管理”这句话对于地下水管理尤

为适用。地下水水位监测、水量计量和统计的不到

位，导致无法制定准确的、适用的地下水“双控”指标，

更无法对地下水“双控”管理进行绩效考核。 

2.3    地下水管理目标与实现管理目标的技术手段不

协调

我国地下水管理目标与实际地下水需求的矛盾

普遍存在，主要体现在地区社会经济发展对地下水资

源的需求与地下水资源有限性以及环境相关性相矛

盾。特别是在没有其他替代水源的情况下，维持当下

社会经济发展和人民生活水平，既要保障供水安全又

要保障粮食安全的刚性需水量，可能很难真正实现地

下水管理目标。

从地下水行政管理角度，要求提出一套简单、可

量化、可实施、可考核的管理指标，例如地下水开采

总量控制指标、地下水水位控制指标，而且越简单越

好，便于基层管理人员实际操作。而在技术上，这个

指标通常难以给出准确数字，或者过于复杂难以实

施。例如，从管理者角度，最好每个行政区选择一个

监测孔的水位或者平均水位进行控制和考核，但从技

术上考虑如何选择这个孔？如果管理区内有不同的

水文地质单元或者存在多层地下水，显然用一个平均

水位作为控制和考核水位不合适。

绩效考核是督促地下水管理工作、评定地下水管

理成效的重要手段，如果制定的地下水“双控”指标过

于宽松，则达不到严格水资源管理的目的；而过于严

格，则管理人员难以完成致使绩效考核不合格。从目

前的地下水科学与技术水平、地下水监测与计量手

段，尚不能给出精确的地下水“双控”指标，这也是目

前地下水管理的难题之一。 

2.4    外部条件尚不成熟

地下水管理需要持续不断的资金和人员投入，而

且需要多部门的协调和协作。例如，地下水超采区治

理是一项长期、持续资金投入的系统工程，需要资金

投入的长效机制做保障。而一般在超采区治理初期，

由国家和政府财政一次性投入，后期维护资金难以落

实到位，制约了地下水管理工作的持续开展。

目前我国大部分地区对于市政和工业用水，已收

取水资源费，有些省份开展了费改税试点工作，效果

良好。但是对于用水量占比很大的农业用水，大部分

省份和地区没有征收水资源费。征收水资源费（税）

不仅能增加国家税收，也可以有更多的资金投入到水

资源管理和节约用水中。更重要的是通过经济杠杆

作用，可以使用水户自觉节约用水。

农业节水灌溉是地下水管理、减少地下水开采的

重要措施，全国各地，特别是缺水地区大量开展了该

项工作，建立各类节水灌溉试验田，但基本都是国家

或地方财政投入资金，缺少节水工程的持续投入资金

来源，致使一些节水示范工程半途而废。 

2.5    确权登记难度较大

地下水水权交易机制是通过市场手段高效管理

地下水、优化配置和防治地下水环境问题，其中地下

水资源产权确权登记是建立健全地下水资源产权制

度的前提。由于水文地质条件复杂性（包括边界条件

界定不确定性、地下水-地表水关联性）、地下水环境

问题（包括地下水污染、地面沉降、海水入侵等）严重

性以及地下水开采分散性带来的计量困难等问题，地

下水水权确权登记难度远大于地表水。

美国、澳大利亚等国家 20 世纪 90 年代开始开展

地下水确权和水权交易的实践，为这些国家水资源合

理配置和可持续利用提供了重要支撑[30]。尽管目前我

国水资源管理部门对非农业灌溉用水和少部分农业

灌溉用水实施地下水取水许可、颁发许可证等管理措

施，但该项工作属于行政管理制度，并不能替代地下

水资源产权确权登记工作 [31]。2014 年水利部下文在

·  4  · 水文地质工程地质 第 5 期



河北、内蒙等 7 个省区率先启动水权改革试点 [32]，探

索水资源使用权确权与交易制度，为进一步推动全国

性工作积累了丰富的经验和示范。但鉴于以上提及

的地下水确权登记的困难，目前我国尚未形成统一的

地下水确权方法、法律法规体系以及监管和调控机制。 

3    对策与措施
 

3.1    加强区域水文地质调查地下水循环转化研究

对于地下水管理而言，加强基础水文地质调查、

掌握地下水赋存分布规律和循环转化条件，是实施地

下水科学管理、超采治理、污染防治的前提。目前还

需要重点研究的水文地质理论和技术方法包括：

（1）研究人类活动（土地利用造成的下垫面变化、

拦蓄地表水、持续开采地下水等）对地下水的形成、

循环和演化的影响机理。

（2）探讨地下水水位埋深的地质环境和生态环境

控制作用。在华北地区重点关注地面沉降与深层地

下水水位的关系；在西北地区，注重研究浅层水位对

生态的控制作用。

（3）我国西北内陆盆地地下水的特征是：①地表

水-地下水相互转化，是统一的水资源；②地下水具有

重要的生态作用，它是维持着河道、湖淖、湿地和植

被的正常生态耗水的主要水源。因此，在这类地区要

研究地表水-地下水转化关系和转化量，评价各类生态

需水量。

（4）地下水可开采量是制定地下水总量控制指

标的基础。其可开采量受水文地质条件、气候条件和

人类活动等诸多因素的影响，不同的地区应加以区别

评价。

在人类活动强烈影响条件下，一个流域、水文地

质单元或区域的多年平均水均衡为：

∆V = P ·A−365(QS+QG+QE+QD) （1）

式中：ΔV——多年平均地表水和地下水储存变化量 /
 m3；

A——均衡区面积/m2；

P——多年平均降水量/m；

QS——多年平均地表水取水量/（m3·d−1）；

QG——多年平均地下水开采量/（m3·d−1）；

QD——多年平均流入或流出评价区的水量（包括

 地表水和地下水量）/（m3·d−1）；

QE——评价区多年平均生态环境需水量/（m3·d−1），

 主要包括河流、湖泊、沼泽以及维持非地

 带性植被的蒸发蒸腾量[33 − 34]。

一个完整的内陆河流域可持续的地下水开采量

（QY）可表示为：

QY =
P ·A
365
− (QS+QE) （2）

式（2）说明，我国内陆河流域地下水可开采量为

降水量扣除人类强烈活动条件下的地表水利用量和

维持生态环境的水量。目前常用的地下水可开采量

的评价方法有开采系数法、水量均衡法、数值法等，

这些方法更多地考虑地下水动力学特征或者地下水

均衡本身，而在内陆河流域地下水可开采量还应该扣

除地下水-地表水交换量和生态需水量。 

3.2    加强地下水“双控”指标确定方法研究

（1）地下水开采总量-控制水位的关系

地下水开采总量和水位控制指标的确定方法是

地下水管理的关键技术。实质上，地下水“双控”指标

是统一的、具有有机联系的，要制定合理的、不出现

两者矛盾的“双控”指标，首先要给出两者的定量关

系。除其他补排因素以外，地下水水位变化主要由地

下水开采引起，可表示为：

ht = f (QG, p, ε) （3）

式中：ht——当前地下水水位/m；

QG——地下水开采量/（m3·d−1）；

p——其他地下水补排项/（m3·d−1）；

ε——水文地质结构和参数。

式（3）可以是地下水流数值模型，也可以是均衡

方程式或统计模型，也可以通过大数据和机器学习方

法获得。

控制一定的地下水水位 ht，所得到的地下水开采

量可表示为式（3）的逆函数：

QG = f −1(ht, p, ε) （4）

（2）地下水“双控”指标的确定

地下水水位控制指标可分为资源型、地质环境型

和生态环境型水位控制指标[35]。资源型控制水位通常

要求地下水水位维持多年平稳而不是持续下降。如

果已确定管理区的地下水开采量控制指标，则可根据

式（3）确定控制点（区）的水位控制指标。在干旱年

份，考虑到地下水补给的减少和灌溉开采量增加而导

致的地下水水位下降，在确定地下水水位控制指标时，

要允许地下水水位较正常降水年份有一定的下降值：

HCA = HC−∆H （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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式中：HC——多年平均降水量条件下地下水控制水

 位值/m；

HCA——枯水年地下水控制水位值/m；

ΔH——枯水年比多年平均降水条件下水位下降

 值/m，一般可根据地下水水位多年监测数

 据统计得出。

地质环境型和生态环境型控制水值可根据管理

区的地面沉降、地面塌陷、植被荒漠化的水位阈值确

定[36 − 40]。

为保证地下水资源的可持续利用，维持地下水的

地质和生态环境，地下水水量控制指标通常不大于管

理单元的地下水可开采量。如果一个水文地质单元

包含若干个行政管理分区，则应综合考虑各行政区面

积占比、历史地下水开采量、社会经济发展状况、替

代水源落实、再生水利用等因素，确定各管理单元的

地下水开采量控制指标，一般原则是各行政区地下水

开采量控制指标之和应小于该水文地质单元的地下

水可开采量（QY）：
N∑

i=1

QGi ⩽ QY （6）

式中：N——水文地质单元内管理单元个数；

QGi——第 i 管理分区地下水开采量控制指标/（m3·
 d−1）。

在地下水超采区或漏斗中心，如果行政区主管部

门已制定地下水超采区治理修复规划、方案等，则希

望水位有一定的回升幅度；而在无替代水源地区，可

允许地下水水位一定幅度的下降以满足用水基本需

求，可根据式（4）确定一定地下水水位限定条件下的

地下水开采量指标。

如果在一个管理区有多个水文地质单元或多个

地下水开采层，应该分别制定“双控”指标。 

3.3    加强地下水监测和开采量计量统计工作

目前国家地下水监测工程，监测密度尚不能满足

县一级地下水管理的要求，应尽快推进国家地下水监

测工程二期的进程。

现在我国地下水监测系统主要集中在水利部、自

然资源部和生态环境部（水质），各级别（国家级、省

级、地市级）、各部门地下水监测的内容、频率、时间

不尽相同，且监测数据尚不能公开，大大降低了地下

水监测数据的利用价值和效率。建议尽快协调各类

地下水监测数据的接续和整合工作，并实现各部门、

各级别地下水监测数据的公开和共享。

前已论述，农业灌溉地下水开采量计量和统计一

直是地下水监测工作的难点，建议针对不同水文地质

条件、不同农作物和灌溉方式的地区，开展各类地下

水开采估算试点，通过水表计量、灌溉定额、水电折

算、遥感等多种方法的融合，寻求适宜于本地区的地

下水灌溉开采量估算方法。 

3.4    进一步明确地下水管理的职责

尽管在《地下水管理条例》中明确规定了“国务院

水行政主管部门负责全国地下水统一监督管理工作”，
国务院生态环境、自然资源部主管部门按照职责分工

做好相应的工作，但在实际地下水管理工作中，仍然

存在着职责不清的问题。例如：水利部和自然资源部

都在开展地下水监测、地下水资源调查与评价、地下

水储备等相关工作，在地热水的开发利用管理职责上

也存在不同省份归属不同部门管理的现象，需要进一

步明确各部门的职责。 

3.5    其他对策与措施

（1）通过土地流转，实行农业土地利用规模化、集

约化，是实现农业节水、地下水管理的必由之路。

（2）充分发挥经济杠杆作用，多渠道筹措资金，建

立农业节水工程、地下水管理资金的长效机制。

（3）加快替代水源工程的论证和建设工作，是缺

水地区地下水超采区治理的关键。

（4）在水资源紧缺地区和生态脆弱区，调整地区

社会经济发展规划以适应水资源条件，寻找人类用水

与生态环境用水的平衡点。

（5）目前基层水资源管理部门，地下水、水文地质

专业的本科及以上学历人员十分缺乏，应加强专业人

才的引进和培养。 

4    结论

（1）严格的地下水管理是地下水可持续开发利用

和地下水环境保护的不二选择，但在实施过程中面临

诸多的困难。应当清醒地认识到地下水超采区治理、

地下水科学管理是一项长期而艰巨的任务，应加强包

括水文地质学科理论和技术、地下水监测、资金投入

等方面的工作。

（2）基础水文地质调查和监测是地下水科学管理

的基础和前提。要积极推进国家地下水监测工程二

期建设，高质量推进地下水调查监测工作；构建新时

代水资源调查监测体系；加强地下水状况调查评价、

重点地区水文地质专项调查以及水平衡研究，支撑地

下水超采区治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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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地下水总量和水位“双控”指标确定是地下水

管理中的关键技术手段。首先要明确地下水开采量

和水位之间的定量关系，并考虑实际需求和地下水管

理目标、降水年份等条件确定合理的“双控”指标。

（4）地下水时空分布的复杂性和隐蔽性、近 40 a
的超采使得地下水管理和超采区修复工作异常艰巨

而漫长，需要广大的科技工作者和管理者齐心协力共

同应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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