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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  言
 水是人类的生命之源，是人类赖以生存的基本条件，也是基础性的自然资源和战

略性的经济资源。

贵州省水利厅按年度编发《贵州省水资源公报》(以下简称《公报》)，定期向社会

公布贵州省年度水资源的情势，为政府宏观决策提供科学依据，为合理开发利用和保护

水资源提供指导，为提高我省水资源及水环境承载能力提供基础资料，以促进水资源的

可持续利用，支持经济社会的可持续发展。

《公报》按年度反映流域水资源状况及其开发利用情况，内容包括降水量、地表

水资源量、地下水资源量、水资源总量、蓄水动态、供水量、用水量、耗水量、用水指

标、水污染概况及重要水事等，分别按行政分区和流域分区提供数据和信息。公报的成

果是在流域片范围内各地区水行政主管部门报送材料的基础上，经过汇总和综合分析而

成。

《公报》是按年度反映流域水资源状况的年报，按照水利部《中国水资源公报编

制大纲》要求编制。

《公报》在编制过程中得到了各级有关部门的大力支持与帮助，在此表示感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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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6年，全省平均降水量1213.7毫米，折合年降水总量2138.12亿立方米，属平水年份。2016全

省水资源总量1066.10亿立方米，比常年偏大0.4%。入境水量142.18亿立方米，出境水量1157.03亿

立方米。平均每平方公里产水量61.52万立方米，人均水资源量2999立方米。

2016年末全省共统计93座大中型水库，年未蓄水量260.41亿立方米，比上年末减蓄38.31亿立方

米。

全省总供水量100.31亿立方米，比上年增加2.82亿立方米，其中地表水源供水量96.46亿立方

米，地下水源供水量3.08亿立方米，其他水源供水量0.77亿立方米。全省用水量与供水量持平，其中

生活用水17.35亿立方米（含居民生活用水、城镇公共用水）、生产用水82.08亿立方米（含农田灌溉

用水、林牧渔畜用水、工业用水），生态环境用水量0.88亿立方米，总耗水量50.25亿立方米。

河流水质在监测评价的7443.8千米河长中，水质达到《地表水环境质量标准》Ⅲ类标准或以上的

河段占87.8%。

贵州省行政区国土面积示意图 贵州省水资源三级分区面积示意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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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降水量

全省年平均降水量1213.7 毫米，折合年降水总量2138.12亿立方米，比多年平均降水量偏大

3.0%，比上年降水量偏小3.4%。

全省各地区降水量与多年平均相比，降水量偏小、偏大变化幅度在-21.2%～35.1%之间，降水

量高值区、低值区与多年平均降水量分布大体一致。

行政分区中，黔东南州年降水量最大，为1433.7毫米，毕节地区最小，为1020.1毫米。各行政区

年降水量与多年平均相比，贵阳偏小3.9%，遵义偏大3.8%，安顺偏小14.8%，黔南偏大2.0%，黔东

南偏大16.0%，铜仁偏大14.3%，毕节偏小0.3%，六盘水偏小6.4%，黔西南偏大3.0%。见表2-1。

见图2-1、2-2。

表2-1  2016 年行政分区年降水量表

行政区
贵州省各行政

区面积(km2)

当年降水量

(亿m3)

当年降水

量(mm)

上年降水

量(亿m3)

上年降

水量

(mm)

多年平均

降水量

(亿m3)

多年平均

降水量

(mm)

与上年比

较( ±％)

与多年平

均比较

（±％）

丰枯

等级

贵阳 8034 84.56  1052.5  98.74  1229.0  88.03 1095.7 -14.4  -3.9  平

遵义 30762 343.73  1117.4  291.89  948.9  331.30  1077.0 17.8  3.8  平

安顺 9267 100.73  1086.9  127.80  1379.1  118.16  1275.0 -21.2  -14.8  偏枯

黔南 26193 330.08  1260.2  365.59  1395.8  323.57  1235.3 -9.7  2.0  平

黔东南 30337 434.95 1433.7  500.00  1648.1  374.91  1235.8 -13.0  16.0  偏丰

铜仁 18003 252.72  1403.8  187.13  1039.4  221.19  1228.6 35.1  14.3  偏丰

毕节 26853 273.93  1020.1  276.79  1030.8  274.79  1023.3 -1.0  -0.3  平

六盘水 9914 122.04 1231.0  130.67  1318.0  130.45  1315.8 -6.6  -6.4  平

黔西南 16804 195.37  1162.7  234.32  1394.4  213.97  1273.3 -16.6  -8.7  平

全省 176167 2138.12 1213.7 2212.92 1256.2 2076.35 1178.6 -3.4 3.0 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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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2-1  2016年行政分区年降水量分布图

图2-2  2016年行政分区年降水量与2015年和常年值比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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按流域分区，长江流域平均年降水量为1174.3mm，较多年平均偏大4.3％，属平水年份。

长江流域二级分区:1、金沙江石鼓以下水系较多年平均偏大4.0％，属平水年份；2、宜宾至宜昌

干流水系较多年平均偏大6.8％，属平水年份；3、乌江水系较多年平均偏大0.1％，属平水年份；4、

洞庭湖水系较多年平均偏大11.9％，属偏丰水年份。

长江流域三级分区: 1、金沙江石鼓以下干流区较多年平均偏大4.0％，属平水年份；2、赤水河区

较多年平均偏大4.9％，属平水年份；3、宜宾至宜昌干流区较多年平均偏大16.0％，属偏丰水年份；

4、乌江思南以上区较多年平均偏小4.9％，属平水年份；5、乌江思南以下区较多年平均偏大14.8％，

属偏丰水年份；6、沅江浦市镇以上区较多年平均偏大11.6％，属偏丰水年份；7、沅江浦市镇以下区

较多年平均偏大17.4％，属偏丰水年份。

珠江流域：平均年降水量为1289.1 mm，较多年平均偏大0.7％，属平水年份。

珠江流域二级分区：1、南北盘江区较多年平均偏大9.8％，属平水年份；2、红柳江区较多年平

均偏大9.3％，属平水年份。

珠江流域三级分区：1、南盘江区较多年平均偏小9.8％，属平水年份；2、北盘江区较多年平均

偏小8.3％，属平水年份；3、红水河区较多年平均小6.3％，属平水年份；4、柳江区较多年平均偏大

23.7％，属偏丰水年份。见表2-2。见图2-3、2-4。

表2-2  2016年水资源三级分区年降水量表

水资源三级区
贵州省各
行政区面
积(km2)

当年降水
量(亿m3)

当年降
水量
(mm)

上年降水
量(亿m3)

上年降水
量(mm)

多年平均
降水量(亿

m3)

多年平均
降水量
(mm)

与上年
比较( ±

％)

与多年
平均比
较（±
％）

丰枯
等级

金沙江石鼓以下干流 4888 47.59 973.6 45.33 927.4 45.75 936.0 5.0 4.0 平

赤水河 11412 121.30 1062.9 102.60 899.1 115.63 1013.2 18.2 4.9 平

宜宾至宜昌干流 2390 27.13 1135.3 22.27 931.6 23.39 978.8 21.8 16.0 偏丰

乌江思南以上 50592 529.81 1047.2 564.95 1116.7 557.15 1101.3 -6.2 -4.9 平

乌江思南以下 16215 215.36 1328.1 155.59 959.5 187.62 1157.1 38.4 14.8 偏丰

沅江浦市镇以上 28714 393.46 1370.3 422.27 1470.6 352.62 1228.0 -6.8 11.6 偏丰

沅江浦市镇以下 1536 24.60 1601.5 21.81 1420 20.95 1364.1 12.8 17.4 偏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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水资源三级区
贵州省各
行政区面
积(km2)

当年降水
量(亿m3)

当年降
水量
(mm)

上年降水
量(亿m3)

上年降水
量(mm)

多年平均
降水量(亿

m3)

多年平均
降水量
(mm)

与上年
比较( ±

％)

与多年
平均比
较（±
％）

丰枯
等级

长江 115747 1359.25 1174.3 1334.82 1153.2 1303.12 1125.8 1.8 4.3 平

南盘江 7651 93.50 1222.1 113.63 1485.2 103.69 1355.2 -17.7 -9.8 平

北盘江 20982 241.47 1150.8 278.96 1329.5 263.32 1255.0 -13.4 -8.3 平

红水河 15978 182.97 1145.1 214.27 1341.1 195.23 1221.9 -14.6 -6.3 平

柳江 15809 260.93 1650.5 271.24 1715.7 210.99 1334.6 -3.8 23.7 偏丰

珠江 60420 778.87 1289.1 878.10 1453.3 773.23 1279.8 -11.3 0.7 平

全省 176167 2138.12 1213.7 2212.92 1256.2 2076.35 1178.6 -3.4 3.0 平

图2-3  2016年水资源三级分区降水量分布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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代表站汛期（5～9月）降水量占年降水量的54.2%～71.5%，连续最大四个月降水量占全年降水

量的49.8 %～68.5%，多集中在4～7月、5～8月。见图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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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2-3  2016年行政分区年径流量表

行政区
面积
(km2)

当年径流
量(亿m3)

当年径
流量
(mm)

上年径流
量(亿m3)

上年径流
量(mm)

多年平均
径流量(亿

m3)

多年平均
径流量
(mm)

与上年
比较( ±

％)

与多年平
均比较
（±％）

丰枯
等级

贵阳 8034 32.56 405.2 48.28 600.9 45.15 561.9 -32.6 -27.9 枯

遵义 30762 171.43 557.3 148.20 481.8 172.39 560.4 15.7 -0.6 平

安顺 9267 47.30 510.5 69.76 752.8 62.17 670.9 -32.2 -23.9 偏枯

黔南 26193 187.64 716.4 218.19 833.0 162.54 620.5 -14.0 15.4 偏丰

黔东南 30337 217.58 717.2 269.37 887.9 192.07 633.1 -19.2 13.3 偏丰

铜仁 18003 151.35 840.7 112.96 627.4 125.63 697.8 34.0 20.5 偏丰

毕节 26853 134.87 502.3 128.05 476.9 134.40 500.5 5.3 0.4 平

六盘水 9914 42.12 424.9 52.39 528.4 53.82 542.9 -19.6 -21.7 偏枯

黔西南 16804 81.24 483.4 106.53 633.9 113.80 677.2 -23.7 -28.6 枯

全省 176167 1066.10 605.2 1153.72 654.9 1061.97 602.8 -7.6 0.4 平

（二）地表水资源量

 2016年，全省地表水资源量1066.10亿立方米，折合径流深605.2毫米，比上年偏小7.6 ％，比多

年平均偏大0.4%，属平水年份。

按行政分区：黔南年径流深最大，为1097.0毫米；毕节年径流深最小，为283.8毫米。各行政区

年径流量与多年平均相比，遵义偏小0.6%、铜仁偏大20.5%，属偏丰水年份。黔西南偏小28.6%，属

偏枯水年份。毕节偏0.4%，六盘水偏小21.7%，属偏枯水年份。贵阳偏小27.9%，属偏枯水年份。安

顺偏小23.9%，属偏枯水年份。黔南偏大15.4%、黔东南偏大13.3%，属丰水年份。

见表2-3。见图2-6、2-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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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2-4    2016年水资源三级分区年径流量表

行政区
面积

(km2)

当年径流

量(亿m3)

当年径

流量

(mm)

上年径流

量(亿m3)

上年径

流量

(mm)

多年平均

径流量(亿

m3)

多年平

均径流

量(mm)

与上年比

较( ±％)

与多年平

均比较

（±％）

丰枯等级

金沙江石鼓以下干流 4888 13.96 285.5  20.81 425.8 19.47 398.3 -32.9 -28.3 枯

赤水河 11412 56.07 491.3  57.57 504.4 56.23 492.7 -2.6 -0.3 平

宜宾至宜昌干流 2390 13.96 584.0  12.24 512.2 14.89 623.0 14.0 -6.3 平

乌江思南以上 50592 277.00 547.5  282.26 557.9 280.96 555.3 -1.9 -1.4 平

乌江思南以下 16215 125.38 773.2  79.48 490.2 105.82 652.6 57.8 18.5 偏丰

沅江浦市镇以上 28714 187.88 654.3  234.65 817.2 188.55 656.6 -19.9 -0.4 平

沅江浦市镇以下 1536 16.30 1061.2  14.87 967.9 14.02 913.0 9.6 16.3 偏丰

长江 115747 690.54 596.6  701.88 606.4 679.93 587.4 -1.6 1.6 平

南盘江 7651 37.01 483.7  56.76 741.9 52.32 683.8 -34.8 -29.3 枯

北盘江 20982 85.29 406.5  115.03 548.3 127.76 608.9 -25.9 -33.2 枯

红水河 15978 101.22 633.5  123.24 771.3 94.53 591.7 -17.9 7.1 平

柳江 15809 152.04 961.7  156.80 991.9 107.43 679.6 -3.0 41.5 丰

珠江 60420 375.56 621.6  451.84 747.8 382.04 632.3 -16.9 -1.7 平

全省 176167 1066.10 605.2  1153.72 654.9 1061.97 602.8 -7.6 0.4 平

长江流域地表水资源量690.54亿立方米，折合径流深596.6毫米，比上年偏小1.6%，比多年平均

偏大1.6%，属平水年份；占全省地表水资源量的64.8％。

珠江流域地表水资源量375.56亿立方米，折合径流深621.6毫米，比上年偏小16.9％，比多年平

均偏小1.7%，属平水年份；占全省地表水资源量的35.2％。见表2-4。见图2-8、2-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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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2-5   2016年行政分区地下水资源量表 

行政区 面积（km2）
地下水资源量

（亿m3）
行政区 面积（km2）

地下水资源量   

（亿m3）

贵阳 8034 9.96 铜仁 18003 31.26

遵义 30762 41.80 毕节 26853 43.45

安顺 9267 11.24 六盘水 9914 11.45

黔南 26193 33.72 黔西南 16804 20.01

黔东南 30337 48.38 全省 176167 251.25

（三）地下水资源量

    2016年，全省地下水资源量为251.25亿立方米，比上年偏小11.0 %，比多年平均偏小

3.7 %，其中长江流域片区为181.86亿立方米，珠江流域片区为69.39亿立方米。见表2-5、

2-6。见图2-10、2-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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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2-6 2016年水资源三级分区地下水资源量表

水资源三级区 面积(km2)
地下水资源量

（亿m3）
水资源三级区 面积(km2)

地下水资源量

（亿m3）

金沙江石鼓以下干流 4888 5.70 南盘江 7651 8.30 

赤水河 11412 12.82 北盘江 20982 23.18 

宜宾至宜昌干流 2390 2.39 红水河 15978 19.32 

乌江思南以上 50591 84.42 柳江 15809 18.59 

乌江思南以下 16215 23.90 珠江 60420 69.39 

沅江浦市镇以上 28715 49.24 全省 176167 251.25 

沅江浦市镇以下 1536 3.40 

长江流域 115747 181.8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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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11   2016 m3图2-11  2016年水资源三级分区地下水资源量（亿m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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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水资源总量

2016年，全省水资源总量（即地表水资源量）1066.10亿立方米，折合径流深605.2 毫米，人均

占有水资源量为2999立方米。水资源总量比上年偏小7.6 ％，比多年平均偏大0.4％，属平水年份。

（五）出、入省境水量

2016年，全省入境水量为141.18亿立方米，水资源总量1066.10亿立方米，扣除耗水量50.25亿立

方米，本省实际产水量为1015.85亿立方米，出境水量为1157.04亿立方米。

长江流域入境水量为50.11亿立方米，水资源总量690.54亿立方米，扣除耗水量35.87亿立方米，

本省实际产水量为654.67亿立方米，出境水量为704.78亿立方米。

珠江流域入境水量为91.07亿立方米，水资源总量375.56亿立方米，扣除耗水量14.38亿立方米，

本省实际产水量为361.18亿立方米，出境水量为452.25亿立方米。

2016年行政分区水资源量

行政分区
降水量

（亿m3）

地表水资源量

（亿m3）

地下水资源量
水资源总量

（亿m3）
人口(万人）

人均水资源占有量

（立方米/人）其中含浅层地下

水资源量（亿m3）

贵阳市 84.56 32.56 9.96 32.56 469.68 693

遵义市 343.73 171.43 41.80 171.43 622.84 2752

安顺市 100.73 47.30 11.24 47.30 232.86 2031

黔南州 330.08 187.64 33.72 187.64 326.12 5754

黔东南州 434.95 217.58 48.38 217.58 350.74 6204

铜仁地区 252.72 151.35 31.26 151.35 314.07 4819

毕节地区 273.93 134.87 43.45 134.87 664.18 2031

六盘水市 122.04 42.12 11.45 42.12 290.69 1449

黔西南州 195.37 81.24 20.01 81.24 283.82 2862

全省 2138.12 1066.10 251.25 1066.10 3555.00 299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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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6年流域分区水资源量

流域分区
降水量

（亿m3）

地表水资源量

（亿m3）

地下水资源量

水资源总量

（亿m3）
人口(万人）

人均水资源占有量

（立方米/人）
其中含浅层地下

水资源量

（亿m3）

石鼓以下干流 47.60 13.96 5.70 13.96 99.82 1398

赤水河 121.30 56.07 12.82 56.07 251.94 2225

宜宾至宜昌干流 27.10 13.96 2.39 13.96 39.51 3533

思南以上 529.80 277.00 84.42  277.00 1541.27 1797

思南以下 215.40 125.38 23.90  125.38 242.94 5161

沅江浦市镇以上 393.50 187.88 49.24  187.88 415.40 4523

沅江浦市镇以下 24.60 16.30 3.40  16.30 26.80 6083

长江流域 1359.20 690.54 181.86  690.54 2617.67 2638

南盘江区 93.50 37.01 8.30  37.01 135.60 2729

北盘江区 241.50 85.29 23.18  85.29 436.47 1954

红水河区 183.00 101.22 19.32  101.22 230.02 4400

都柳江区 260.90 152.04 18.59  152.04 135.24 11242

珠江流域 778.90 375.56 69.39  375.56 937.33 4007

全省 2138.10 1066.10 251.25  1066.10 3555.00 299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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水资源质量3
SHUIZIYUANZHILIA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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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河流水资源质量

2016年贵州省监测的主要河流共有48条，设置监测站点138个。评价河长为7443.8km，其中属

长江流域4628.8km，珠江流域2815km。依据《地表水环境质量标准》（GB3838-2002）进行评价，

采用单指标评价法确定水质类别，并以Ⅲ类地表水水质标准限值为界限确定超标项目和河段。评价代

表值采用全年期、汛期、非汛期平均值，评价结果以河长表示。

1、水资源质量概况

（1）全年期水质概况

评价河长为7443.8km。其中Ⅱ类水质的河长5508km，占总评价河长的74.0%；Ⅲ类水质的河长

1030km，占总评价河长的13.8%；Ⅳ类水质的河长216.4km，占总评价河长的2.9%；Ⅴ类水质的河

长198km，占总评价河长的2.7%；劣Ⅴ类水质的河长491km，占总评价河长的6.6%。类别构成见图

3-1。

 （2）汛期水质概况

汛期Ⅱ类水质的河长5721km，占总评价河长的

76.9%；Ⅲ类水质的河长935.5km，占总评价河长的

12.6%；Ⅳ类水质的河长138.5km，占总评价河长的

1.8%；Ⅴ类水质的河长181.5km，占总评价河长的

2.4%；劣Ⅴ类水质的河长467.5km，占总评价河长的

6.3%。类别构成见图3-2。

（3）非汛期水质概况

非汛期Ⅱ类水质的河长5523km，占总评价河长

的74.2%；Ⅲ类水质的河长735.6km，占总评价河长

的9.9%；Ⅳ类水质的河长572.3km，占总评价河长

的7.7%；Ⅴ类水质的河长78.5km，占总评价河长的

1.0%；劣Ⅴ类水质的河长534km，占总评价河长的

7.2%。类别构成见图3-3。

2、贵州省省管河流水质状况

（1）赤水河：全年期水质状况为Ⅱ类水质。

（2）乌江：全年期评价河长有36.9%为Ⅱ类水质，

17.4%为Ⅲ类水质，24.2%为Ⅳ类水质，8.6%为类水

质，12.9％为劣Ⅴ类水质，主要污染项目为总磷。

乌江上游三岔河为Ⅱ~Ⅲ类水质，其中Ⅱ类水质占

80.0%，Ⅲ类水质占20.0%。

（3）六冲河：全年期水质状况为Ⅱ类水质。

（4）芙蓉江：全年期水质状况为Ⅱ类水质。

（5）清水江：全年期评价河长有26.6%为Ⅱ类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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质，73.2%为Ⅲ类水质， 0.2%为Ⅳ类水质。主要污染项目为氨氮。

（6）舞阳河：全年期评价河长有97.8%为Ⅱ类水质，有2.2%为为Ⅴ类水质，主要污染项目为氨

氮。

（7）南盘江：全年期水质状况为Ⅱ类水质。

（8）黄泥河：全年期水质状况为Ⅱ类水质。

（9）北盘江：全年期评价河长有98.3%为Ⅱ类水质，1.7%为Ⅴ类水质，主要污染物为化学需氧

量。

（10）蒙江：全年期水质状况为Ⅱ类水质。

（11）都柳江：全年期水质状况为Ⅱ类水质。

（10）红水河：全年期水质状况为Ⅱ类水质。

3、水资源三级分区水资源质量 

1）金沙江石鼓以下干流：总评价河长1

99km，全年期评价河长为Ⅱ类水质占96.7%，劣Ⅴ类水质占3.3%。      

2)赤水河：总评价河长441km，全年期均为Ⅱ类水质。

3)宜宾至宜昌干流：总评价河长131km，全年期均为Ⅱ类水质。

4）思南以上：总评价河长1872.3km，全年期Ⅱ类水质占总评价河长的52.0%，Ⅲ类水质占总评

价河长的14.5%，Ⅳ类水质占总评价河长的11.5%，Ⅴ类水质占总评价河长的4.1%，劣Ⅴ类水质占总

评价河长的17.9%。主要污染项目有氨氮、总磷、五日生化需氧量、化学需氧量等。

5）思南以下：总评价河长572km，全年期Ⅱ类水质占总评价河长的80.8%，Ⅲ类水质占总评价

河长的19.2%。

6）沅江浦市镇以上：总评价河长1325.5km，全年期Ⅱ类水质占总评价河长的66.56%,Ⅲ类水质

占总评价河长的25.36%，Ⅳ类水质占总评价河长的0.07%，劣Ⅴ类水质占8.01%，主要污染项目有氨

氮、总磷、五日生化需氧量等。

7）沅江浦市镇以下：总评价河长88km，全年期为Ⅱ类和劣Ⅴ类水质，分别占67.6%、32.4%，

主要污染项目是氨氮。

8）南盘江：总评价河长552km，全年期Ⅱ类水质占总评价河长的91.5%，Ⅲ类水质占8.5%。

9）北盘江：总评价河长745km，全年期Ⅱ类水质占总评价河长的79.0%，Ⅲ类水质占2.8%，Ⅴ

类水质占16.3%,劣Ⅴ类水质占1.9%，主要污染项目有五日生化需氧量、氨氮、总磷等。

10）红水河：总评价河长896km，全年期为Ⅱ类水质占总评价河长的84.2%，Ⅲ类水质占

15.8%。

11）柳江：总评价河长622km，全年期为Ⅱ类水质占总评价河长的83.4%，Ⅲ类水质占16.6%。

4、各行政区水资源质量状况

1）贵阳市：总评价河长494.9km。全年期Ⅱ类水质占总评价河长的61.1%，Ⅲ类水质占总评价河

长的5.2%，劣Ⅴ类水质占33.7%。主要污染项目为氨氮、总磷、五日生化需氧量、化学需氧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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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遵义市：总评价河长1195.6km。全年期Ⅱ类水质占总评价河长的74.0%，Ⅲ类水质占6.6%，

Ⅴ类水质占6.4%，劣Ⅴ类水质占13.0%。主要污染项目为氨氮、总磷、五日生化需氧量。

 3）安顺市：总评价河长572.2km。全年期Ⅱ类水质占总评价河长的90.0%，Ⅴ类水质占7.5%，

劣Ⅴ类水质占2.5%，主要污染项目为五日生化需氧量、氨氮、总磷。

4）黔南州：总评价河长1604.9 km。全年期Ⅱ类水质占总评价河长的75.0%，Ⅲ类水质占总评价

河长的16.6％，Ⅳ类水质占7.2%，，劣Ⅴ类水质占1.2%，主要污染项目为氨氮、五日生化需氧量、

总磷。

5）黔东南州：总评价河长1013.9 km。全年期Ⅱ类水质占总评价河长的60.9%，Ⅲ类水质占总评

价河长的31.0％，劣Ⅴ类水质占8.1%，主要污染项目为总磷。

6）铜仁市：总评价河长753.1 km。全年期Ⅱ类水质占51.3%,Ⅲ类水质占总评价河长的30.8％, Ⅳ

类水质占13.3%，劣Ⅴ类水质占4.6%，主要污染项目为氨氮。

7）毕节市：总评价河长913km。全年期Ⅱ类水质占总评价河长的94.6%，Ⅲ类水质占总评价河

长的3.2％,劣Ⅴ类水质占2.2%，主要污染项目为氨氮、五日生化需氧量、总磷。

8）六盘水市：总评价河长355.2 km。全年期Ⅱ类水质占总评价河长的67.8%，Ⅲ类水质占总评

价河长的10.1％, Ⅴ类水质占总评价河长的22.1％

9）黔西南州：总评价河长541 km。全年期Ⅱ类水质占总评价河长的91.3%，Ⅲ类水质占8.7%。 

（二）主要水功能区水资源质量状况

1）全省水功能区达标情况

2016年对全省133个水功能区的监测、评价（全因子评价）结果表明：达到水功能区水质目标的

有95个，达标率为71.4%。

其中保护区18个，15个达到

水功能区水质目标，达标率

为83.3%；保留区34个，26

个达到水功能区水质目标，

达标率为76.5%；缓冲区32

个，25达到水功能区水质目

标，达标率为78.1%；开发

利用区（工业、农业、饮用

水源区、景观娱乐区等）49

个，达到水质目标的29个，

达标率为为59.2%。详见图

3-4

2）贵州省国家重要江河湖泊水功能区达标情况：

贵州省国家重要江河湖泊水功能区110个，2016年其水质达标情况为：全因子评价达到水功能区

图3-4  贵州省功能区达标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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贵州省各市州供水水源地合格情况统计表

序号
市州地
名称

监测点
2016年累计
监测次数

2016年累计
达标次数

合标率
（%）

不合格原因

1 贵阳市 10 120 113 94.2
红枫湖8、9月份溶解氧不达标， 9月总
磷超标；阿哈水库1、7、11、12月份
总磷超标；百花湖12月份总磷超标。

2 遵义市 15 180 179 99.4 道真县沙坝水库4月份总磷超标。

3 安顺市 6 68 67 98.5 普定县火石坡水库6月份的pH超标

4 黔南州 12 144 144 100

5 黔东南州 16 192 192 100

6 铜仁市 15 180 156 86.7

思南县河西水厂3、4、5、7、10、
11、12月份总磷超标；思南县思林电
站全年总磷超标；沿河县县城提水站
3、5、10、11、12月份总磷超标。

7 毕节市 9 108 105 97.2
威宁县杨湾桥水库pH（6、7、8月）三
次不合格。

8 六盘水市 4 48 48 100.0 

9 黔西南州 8 95 82 94.8

普安县东风水库6月份总磷，册亨县坝
朝水库6、9、10、11、12月份总磷超
标，晴隆县西泌河5月份的铁超标，兴
仁县鲁皂水库5、6、9、10、11、12月
份总磷超标。

　 合计 95 1135 1086 95.7 　

水质目标的有83个，达标率为75.5%；双因子评价（氨氮和高锰酸盐指数）达标的水功能区有90个，

达标率为81.8%。

（三）集中式供水水源地水资源质量

2016年供水水源地的监测，主要是对贵州省县城以上城市的95个主要集中式供水水源地的监测评

价：全年监测12次，全年监测总次数1135次，按每月水质合格次数统计其合格比例，全年合格比例为

95.7%，其结果详见下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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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重点（中心城市供水）水库富营养化状况

2016全省监测中心城市供水水库14座，其富营养化程度分别是：遵义市北郊水库、南郊水库、海龙

水库为轻度富营养化；遵义市乌江渡水库为中度营养化、六盘水玉舍水库、贵阳市红枫湖水库、百花湖水

库、阿哈水库、毕节市利民水库、倒天河水库、安顺市普定水库、黔东南里禾水库、黔南州茶园水库、黔西

湖兴西湖水库为中营养化。

（五）省界河流水资源质量

2016年在全省河流设置12个省界水体水资源质量监测站，分别是：赤水河赤水河（云南—贵州）、赤

水河甲子口（四川—贵州）、赤水河涟鱼溪（贵州—四川）、大同河两汇电站（四川—贵州）、綦江上源松

坎（贵州—重庆）、锦江漾头（贵州—湖南）、舞阳河玉屏（崇滩）（贵州—湖南）、锦江芦家洞（贵州—湖

南）、乌江沿河（贵州—重庆）、甘龙河甘龙镇（贵州—重庆）蒙江雷公滩（贵州—广西）、都柳江石灰厂（贵

州—广西）。

赤水河、甲子口、涟鱼溪 、两汇电站、松坎、甘龙镇、芦家洞、漾头、雷公滩、石灰厂等10个断面全年

期为Ⅱ类水质；沿河为Ⅲ类水质，崇滩氨氮超标，为劣Ⅴ类水质。

2016年度水质状况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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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6年水资源分区河流含沙量表

水资源分区 面积(km2) 年平均含沙量(kg/m3) 输沙模数(t/km2) 年输沙量(104t)

石鼓以下干流 4888 1.137 325 158.73

赤水河 11412 0.408 200 228.6

宜宾至宜昌干流 2390 0.343 200 47.9

思南以上 51270 0.939 507 2600

思南以下 15537 0.231 187 290.2

沅江浦市镇以上 28714 0.214 140 402.6

沅江浦市镇以下 1536 0.042 44 6.83

长江 115747 0.534 319 3687

南盘江 7651 0.566 274 209.5

北盘江 20982 0.729 296 622

红水河 15978 0.118 75 119.2

柳江 15809 0.445 428 676.9

珠江 60420 0.433 269 1627

全省 176167 0.498 302 5314

（七）废污水排放量

2016年全省用户废污水总排放量为26.10亿吨，其中城镇居民生活污水排放量为5.63亿吨，第二

产业（含工业、建筑业）废水排放量为19.33亿吨，第三产业废污水量为1.13亿吨，入河废污水量废水

排放量为22.70亿吨。

（六）河流泥沙

贵州省河流含沙量主要来自流域面上的泥沙侵蚀，它与暴雨强度、地形、土壤、植被、地质以及土地

利用情况有关，每年的第一、二场暴雨洪水或久旱后的暴雨洪水河流含沙量较大；年内含沙量在5～9月较

大，1～4月和10～12月较小。

2016年全省输沙量为5314万吨，平均含沙量0.498千克/立方米，平均输沙模数为302吨/平方公里；

其中长江流域输沙量为3687万吨，平均含沙量为0.534千克/立方米，平均输沙模数为319吨/平方公里；

珠江流域输沙量为1627万吨，平均含沙量为0.433千克/立方米，平均输沙模数为269吨/平方公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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蓄水动态4
XUSHUIDONGTAI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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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全省93座水库大、中型水库的蓄水状况进行调查统计，2016年末蓄水量260.41亿立方米，比上

年末减蓄38.31亿立方米，其中大型水库22座，年末蓄水量为250.09亿立方米，比上年末减蓄37.52亿

立方米；中型水库71座，年末蓄水量为10.32亿立方米，比上年末增蓄0.79亿立方米。

其中，长江流域统计大型水库17座，中型水库48座，年末蓄水量为149.35亿立方米，比上年末

蓄水量减蓄34.11亿立方米；珠江流域统计大型水库5座，中型水库23座，年末蓄水量为111.05亿立方

米，比上年末蓄水量减蓄4.20亿立方米。

图4-1  水资源二级分区大中型水库蓄水动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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水资源利用5
SHUIZIYUANLIYONG

>>（供、用、耗、排水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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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供水量

供水量指各种水源为用水户提供的包括输水损失在内的水量，按受水区分地表水源、地下水源和

其他水源统计。

2016年全省总供水量为100.31亿立方米，占当年水资源总量的9.4%。以地表水供水为主，地表

水源供水量为96.46亿立方米，约占总供水量的96.2%。在地表水供水中，蓄水、引水、提水工程分别

为59.94亿立方米（含调水0.44亿立方米）、7.74亿立方米、13.45亿立方米。地下水源供水量3.08亿

立方米，约占总供水量的3.1%。其他水源供水量0.88亿立方米，约占总供水量的0.8%。长江流域总

供水量为72.08亿立方米，珠江流域总供水量为28.23亿立方米。

96.2%

3.1% 0.8%

96.46  96.2%

3.08  3.1%

0.77  0.8%

（二）用水量

用水量指各类用水户取用的包括输水损失在内的毛水量之和，按生活、工业、农业、生态与环境

四大类用水户统计。

2016年全省总用水量为100.31亿立方米，其中农田灌溉用水量为53.66亿立方米，占总用水量的

53.5%；林牧渔畜用水量为2.75亿立方米，约占总用水量的2.7%；工业用水量为25.68亿立方米，占

总用水量的25.6%；城镇公共用水量为6.01亿立方米，占总用水量的6.0%；居民生活用水量为11.34

亿立方米，占总用水量的11.3%；生态环境用水量为0.88亿立方米，占总用水量的0.9%。全部总用水

量中，地下水用水量为3.08亿m³，占总用水量的3.1%。

2016年全省总用水量比上一年度增加2.82亿立方米，其中：农田灌溉用水量比上年增加2.09亿

立方米；林牧渔畜用水量比上年增加0.09亿立方米；工业用水量比上年增加0.18亿立方米；城镇公共

图5-1  供水量构成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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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水量增加0.22亿立方米；居民生活用水比上年增加0.11亿立方米；生态环境用水量增加0.13亿立方

米。

2016年全省总用水量比上一年度增加2.82亿立方米，其中：农田灌溉用水量比上年增加2.09亿

立方米；林牧渔畜用水量比上年增加0.09亿立方米；工业用水量比上年增加0.18亿立方米；城镇公共

用水量增加0.22亿立方米；居民生活用水比上年增加0.11亿立方米；生态环境用水量增加0.13亿立方

米。

图5-2  用水构成图

图5-3  行政分区用水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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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5－4 2010~2016年全省用水量变化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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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6年行政分区供、用水量表

单位：亿m3

行政分区

供水量 用水量

地表水 地下水 其它
总供

水量
农业

林牧

渔畜
工业

城镇

公共

居民

生活

生态

环境

总用

水量

贵阳市 10.41 0.19 0.33 10.93 3.50 0.13 3.92 1.23 1.91 0.24 10.93

遵义市 21.54 0.33 0.00 21.88 14.52 0.50 3.33 1.17 2.18 0.18 21.88

安顺市 7.50 0.69 8.19 4.59 0.29 2.22 0.35 0.69 0.05 8.19

黔南州 10.90 0.33 0.06 11.29 7.11 0.34 2.21 0.58 0.98 0.06 11.29

黔东南州 13.03 0.41 13.44 8.83 0.26 2.52 0.65 1.10 0.08 13.44

铜仁市 8.05 0.37 8.42 4.61 0.32 2.00 0.47 0.95 0.06 8.42

毕节市 10.82 0.14 0.28 11.25 3.96 0.50 4.02 0.79 1.88 0.11 11.25

六盘水市 7.12 0.44 0.05 7.61 2.59 0.17 3.26 0.58 0.92 0.09 7.61

黔西南州 7.08 0.19 0.04 7.32 3.95 0.24 2.19 0.20 0.72 0.02 7.32

全省 96.46 3.08 0.77 100.31 53.66 2.75 25.68 6.01 11.34 0.88 100.31



2016 贵州省水资源公报
GUIZHOUSHENGSHUIZIYUANGONGBAO

34

2016年水资源分区供、用水量表
单位：亿m3

三级水资源区

供水量 用水量

地表水 地下水 其它
总供

水量
农业

林牧

渔畜
工业

城镇

公共

居民

生活

生态

环境

总用

水量

石鼓以下干流 1.20 0.010 0.01 1.22 0.77 0.07 0.03 0.08 0.26 0.01 1.22

赤水河 7.62 0.11 0.00 7.73 4.40 0.21 1.86 0.39 0.81 0.06 7.73

宜宾至宜昌干流 1.36 0.01 1.37 1.13 0.04 0.05 0.03 0.12 0.00 1.37

思南以上 36.64 1.25 0.63 38.52 15.97 0.93 12.56 3.20 5.35 0.50 38.52

思南以下 8.07 0.12 8.19 6.36 0.25 0.44 0.34 0.76 0.05 8.19

沅江浦市镇以上 13.52 0.65 0.02 14.19 8.12 0.30 3.50 0.84 1.33 0.10 14.19

沅江浦市镇以下 0.84 0.02 0.86 0.39 0.03 0.31 0.04 0.08 0.005 0.86

长江流域 69.25 2.17 0.66 72.08 37.14 1.83 18.76 4.91 8.72 0.72 72.08

南盘江 3.69 0.12 0.04 3.86 1.83 0.13 1.46 0.09 0.34 0.01 3.86

北盘江 11.53 0.54 0.04 12.11 5.99 0.40 3.93 0.50 1.21 0.08 12.11

红水河 6.45 0.07 0.02 6.54 4.64 0.23 0.59 0.34 0.69 0.05 6.54

柳江 5.54 0.18 0.01 5.73 4.05 0.17 0.94 0.16 0.38 0.02 5.73

珠江流域 27.21 0.91 0.12 28.23 16.51 0.92 6.92 1.10 2.62 0.15 28.23

全省 96.46 3.08 0.77 100.31 53.66 2.75 25.68 6.01 11.34 0.88 100.3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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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水资源利用简析

2016年，全省年平均降水量比多年平均降水量偏大3.0%，比上年降水量偏小3.4 %，属平水年

份，降水的时空分布不均。

全省水资源总量比多年平均偏大0.4%，比上年偏小7.6%，属平水年份。

大中型水库减蓄38.31亿立方米。

全省总供水量及总用水量比上年增加2.82亿立方米。

2016年，全省人均用水量为282立方米/人，单位国内生产总值用水量为85立方米/万元，城镇居

民生活人均日用水为121升/人.日，农村居民生活人均日用水为63升/人.日，单位工业增加值用水量

63.7立方米/万元，农灌亩均用水量为389立方米/亩。

（三）耗水量

全省总耗水量为50.26亿立方米。其中农田灌溉耗水量30.88亿立方米；林牧渔畜耗水量为2.31亿

立方米；工业耗水量为6.42亿立方米；城镇公共用水耗水量为4.81亿立方米；城乡居民生活耗水量为

5.14亿立方米；生态环境耗水量为0.69亿立方米。

图5-5  行政分区供用耗水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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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0~2016年期间贵州省人均用水量从242立方米到282立方米整体呈上升形态，万元国内生产

总值用水量和万元工业增加值用水量呈显著下降趋势，农田灌溉亩均用水量在421立方米到376立方米

区间，随来水量丰枯变化波动。

图5-6  行政分区人均综合用水量

图5-7 2010 ~2016年全省主要用水指标变化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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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要水事6
ZHONGYAOSHUISHI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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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6年重要水事

防汛抗旱 

受超强厄尔尼诺事件影响，2016年，贵州省气候异常，全年降雨总体偏多，降水时空分布不均，

2月和9月降雨偏少，局地发生阶段性、短时间轻度干旱；4～8月，全省各地强降雨天气频繁，先后

发生20次区域性强降雨天气过程，85个县（市、区）发生洪涝灾害，洪涝灾害损失达109.2亿元，为

1950年以来最重年份之一。灾情发生后，省委、省政府高度重视，省防指、省水利厅及时启动预案、

科学调度指挥，最大程度地降低了灾害造成的损失和影响。水库水电站等重要工程设施的安全度汛，

未发生溃坝事故，汛期紧急转移受洪水威胁群众28万人，人员伤亡较多年平均减少8成。旱情发生期

间，解决了20.13万人、3.39万头大牲畜临时性饮水困难，水利工程汛末蓄水24.05亿立方米，较多年

同期多蓄82％。水利部南方灾备数据中心落户贵阳。

水源工程 

14座大型水库、96座中型水库纳入全国 “十三五”水利发展规划，105座小型水库纳入全国

“十三五”抗旱规划实施方案，总投资规模和项目个数均居全国第一。全省累计新开工建设黄家湾水

利枢纽等61个骨干水源工程（大、中、小型水库分别为1座、14座、46座），在建的骨干水源工程达

到218个，中型水库投运的县（市、区、特区）达到63个。新开工长顺龙井水库等烟草援建水源工程6

个；马岭水利枢纽工程于12月27日实现截流，主体工程开始施工；乌江三岔河引子渡提水工程于12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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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0日开工建设，成为我省首个在大江大河提水的长距离管道输水工程。8月28日，黔中水利枢纽一期

主体工程完工，具备通水至贵阳条件；夹岩水利枢纽工程成功应对岩爆、涌水、涌泥和瓦斯等考验，

顺利完成年度投资计划。乡乡有稳定供水源规划启动实施。

民生水利  

扎实推进“四在农家•美丽乡村”小康水行动计划，发展耕地灌溉面积107.53万亩，新增高效节

水灌溉面积12万亩。争取到省脱贫攻坚投资基金200亿元专项用于农村饮水安全巩固提升项目建设，

年度解决253万人的农村饮水安全问题。实施抗旱应急引提调水工程68处，新增抗旱应急备用井421

眼，治理水土流失面积2598平方公里，实施中小河流治理项目60个，病险水库治理15座，新增农村水

电装机8.87万千瓦。水利部和省政府共建安顺市石漠化片区水利精准扶贫示范区。

水利改革  

继续深化水行政管理体制改革，省级行政审批事项由12项减少为10项。取消了了大坝竣工验收、

在建水库工程汛期安全度汛方案审批等等8项行政服务事项。省级水利行政权力由原来的181项减少到

31项。全省9个市（州）和88个县（市、区、特区）全部组建水务管理机构，水务一体化管理改革全

面推进。20余万处小型水利工程开展产权制度改革，累计明晰产权34.3万处；颁发产权证书14万个，

累计颁发产权证书29.8万个。基层水利服务体系建设加快推进，共有六枝、兴义等51个县（市）组建

片区水务站305个。启动实施了威宁县玉龙镇和牛棚镇水权交易试点改革。

水资源管理和水生态文明建设  

出台了《关于贯彻省委十一届七次全会精神加快推进水利绿色转型发展的意见》。完成实行最严

格水资源管理制度“十二五”期末考核工作，在全国2015年度考核中名列第八。全省八大水系编制了

基于生态流量保障的水量调度方案，编制了赤水河、乌江、清水江等14条省管河流水量分配方案。以

赤水市、荔波县、六盘水市为试点，开展了水资源资产负债表的编制工作。对93个县城以上集中供水

水源地、110个国家级重要水功能区水质、261个省级水功能区的水质进行了监测。启动实施贵阳市红

枫湖至花溪水库连通工程、黔南州三江堰生态修复工程和安顺市引千入虹工程生态河道治理项目。开

展了清镇市、绥阳县、平坝区等12个省级水生态文明建设试点，都匀市、天柱县、七星关区等10个节

水型社会建设试点。

依法治水和科技兴水 

积极推进水利地方立法工作，省人大常委会相继颁布实施了《贵州省水利工程管理条例》和《贵

州省水资源保护条例》。在乌江、清水江、南北盘江、舞阳河、赤水河等流域组织开展河湖专项执

法检查和河道采砂专项执法检查等系统活动，维护了正常水事秩序。依法征收各项水利行政事业性

规费，全年省级征收到位5.82亿元。行政审批效率进一步提高，全年共受理行政许可事项273件。水

文、水利信息化、水利国产密码应用等工作持续推进，科技对水利发展的贡献率稳步提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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术语和定义：

地表水资源量 

河流、湖泊、冰川等地表水体逐年更新的动态水量，即天然河川径流量。

地下水资源量

地下饱和含水层逐年更新的动态水量，即降水和地表水入渗对地下水的补给量。

供水量

各种水源为用水户提供的包括输水损失在内的水量。

用水量 

各类用水户取用的包括输水损失在内的水量。

用水消耗量

在输水、用水过程中，通过蒸腾蒸发、土壤吸收、产品吸附、居民和牲畜饮用等

多种途径消耗掉，而不能回归至地表水体和地下饱和含水层的水量。

废污水排放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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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产业、第三产业和城镇居民生活等用水户排放的已被污染的水量，不

包括火电直流冷却水排放量和矿坑排水量。

污染项目

现状水质类别评价中单项水质浓度值不满足设定标准限值要求的水质项

目。

超标项目 

水功能区水质评价中单项水质浓度值不满足水功能区水质类别管理目标的

水质项目。

石鼓以下干流     

代表的是牛栏江横江水系

赤水河、宜宾至宜昌干流    

代表的是赤水河綦江水系

思南以上、思南以下   

代表的是乌江水系

沅江浦市镇以上、沅江浦市镇以下   

代表的是沅江水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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