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黄河流域水文地质与水资源调查监测工程进展

封面图片：内蒙古自治区巴彦淖尔市磴口县黄河三盛公水利枢纽工程（中国地质调查局水文地质环境地质调查中心  韩双宝 袁磊  供稿、供图）

“十四五”期间，中国地质调查局紧紧围绕支撑服务
国家水资源调查和确权登记、黄河流域生态保护和高质量
发展重大战略等需求，部署实施了“黄河流域水文地质与
水资源调查监测工程”，由中国地质调查局水文地质环境
地质调查中心牵头实施（工程首席专家：韩双宝），中国
地质科学院水文地质环境地质研究所和中国地质科学院岩
溶地质研究所等参与承担，旨在构建黄河流域水资源调
查—监测—评价—区划全链条业务体系，夯实区域基础水
文地质调查，查明流域地下水资源状况、空间分布及动态
变化，掌握水文地质基础条件和水资源国情数据，开展重
点地区水资源—环境—生态综合研究和水平衡分析，提出
黄河流域人水和谐共生的地学对策建议。取得以下主要
进展：

一、构建水资源调查监测评价业务体系，查明黄河流
域地下水资源状况及变化
推进基础水文地质调查。以地球系统科学和水循环系

统理论为指导，基于流域地下水循环和含水层空间结构特
征，在同一尺度及精度上重新构建黄河流域地下水资源分
区，完成二至六级地下水资源区划分。持续推进黄河流域
重点区 1∶5万水文地质调查、1∶10万和 1∶25万水文
地质补充调查，提升区域水文地质研究程度。
监测流域地下水水位。优化形成覆盖黄河流域地下水

统测网，结合国家地下水监测工程，组织实施地下水位年
度统测监测，精细刻画黄河流域地下水流场特征，掌握气
候变化和人类活动影响下地下水动力场演变过程和主要平
原（盆地）地下水储存量变化，明晰降落漏斗状况及主要
驱动成因。
评价地下水资源状况。基于多级联动协同工作机制、

在线化评价系统，建立黄河流域地下水资源评价参数数据
库，组织完成黄河流域地下水资源年度评价和 2000—2020

年周期评价，掌握 20年来地下水资源数量、质量、空间
分布及变化等国情数据，评估黄河流域地下水可开采量，
分析流域及行政区地下水开发利用潜力。首次评估黄河流
域地下水储存量、可更新储存量和难以更新储存量。
提出水资源区划建议。圈划黄河流域地下水超采区，

提出地下水超采防治与管控建议。初步提出黄河流域 6处
国家地下水战略储备区选址建议。探索形成黄河流域地下

水保护区划与分级保护建议，支撑服务地下水科学管理和
保护修复。

二、研发地下水调查监测设备与技术方法，持续建设
维护野外试验点
研发地下水监测技术及设备。研发实用有效的地下水

新型动态监测传感器和便携式地下水重金属原位检测传感
器，进一步提高地下水监测精度。集成开发水—土—气多参
数一体化监测技术与设备，实现多目标参数的协同一体化
监测与实时远程无线传输。
建设野外观测试验点。持续建设并维护监测黄河源区

多格茸盆地、中游黄土高原北洛河流域、汾河流域马跑神
泉域等典型区野外水循环监测站点，研究大气降水—地表
水—冻土水—地下水等水循环要素时空演化，分析生态水文
过程，解析变化条件下地下水系统演变、关键驱动因子及
机理，更新地下水资源评价关键参数。
探索调查技术。开展黄河源区唯格勒当雄冰川试点调

查监测，探索冰川消融及水资源效应地面调查监测技术，
为分析冰川消退及其对下游河谷盆地区河水—地下水转化
提供数据支撑。探索构建小流域“遥感反演—核查监测—数
据融合—模型模拟”地表水—地下水一体化调查技术方法
体系。

三、支撑服务国家—地方、政府—群众、专业—科普等多
元化需求
研究植被恢复对水文循环要素的影响机制及格局优

化，识别黄河流域地下水依赖型生态系统分布。探究黄河
源区冻土冻融与水资源的影响效应，揭示水平衡与径流演
变的内在联系及其互馈机制。揭示毛乌素沙地陕北榆林风
沙滩区水平衡失衡特征与决定因素，提出保障水—粮食—生
态协调发展的对策建议。分析银川平原水平衡状态，研究
银川平原地下水可持续利用潜力，提出宁夏引黄灌区水平
衡要素变化与水资源优化开发保护建议。圈定黄河下游沂
蒙山区地下水富水块段，提出盆地内部孔隙水—地表水联
合开发模式。提升服务经济社会发展的科技能力，强化水
资源调查评价领域多环节全链条成果转化应用水平，提交
系列专题研究报告，为国家水资源科学利用、青藏高原国
家重大工程保护、区域国土空间格局优化及生态保护修复
等提供了决策依据。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