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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综述

2022 年度全市降水总量 152.0 亿 m3，平均雨深 724.4mm。水资源总量 208779

万 m3，其中地表水资源量 168736 万 m3，地下水资源量 138573 万 m3，二者重复

计算量 98530 万 m3。全市地表水入境水量 9983 万 m3，出境水量 144189 万 m3。

7 座大中型水库年末蓄水总量 17488 万 m3。平川区地下水平均上升 0.25m。全市

新鲜水供水量为 50832 万 m3，其中地表水供水 30257 万 m3，地下水供水 20575

万 m3，比 2021 年增加了 177 万 m3，相对增加了 0.35%，非常规水为 5600 万 m3

（污水处理回用量为 4961 万 m3，雨水利用量为 51 万 m3，矿坑水利用量 588 万

m3），比 2021 年减少了 323 万 m3，相对减少了 5.5%。耗水总量 43089 万 m3，耗

水率 76.36%。全市人均用水 167m3，万元地区生产总值用水量 31.9 m3，万元工业

增加值用水量 7.31 m3，农业灌溉亩均用水 164 m3，城镇居民生活用水 92L/p·d，

农村居民生活用水 66L/p·d（见表 1-1）。

2022 年吕梁市水资源概况

   表 1-1　　 　 　　　　　　　　　　　　　            

项      目 数  量 单位

全 市 面 积 20988 km2

大气降水

降水总量 1520371 万 m3

平均雨深 724.4 mm

相应频率 4.4 %

地表水资源量

当地地表径流量 168736 万 m3

平均径流深 80.4 mm

入境水量 9983 万 m3

出境水量 144189 万 m3

地下水资源量 地下水资源量 138573 万 m3

地表水与地下水重复量 重复量 98530 万 m3

水资源总量 水资源总量 208779 万 m3

供用水量

地表水 30257 万 m3

地下水 20575 万 m3

其他水 5600 万 m3

总供用水量 56432 万 m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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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降水量

2.1 行政分区降水量

2022 年全市降水量为 724.4mm，折合水体 152.0 亿 m3，降水频率为 4.4%，

属丰水年，与多年平均值相比偏多 44.4%，与 2021 年比较偏多 18.3%。

各行政分区中，降水量在 558.6-871.8mm 之间，降水量最大的是方山县为

871.8mm，最小是交口县为 558.6mm；各县（市）中，交口县为平水年，石楼、

孝义为偏丰水年，其它县（市）为丰水年（见表 2-1、图 2-1）。

2022 年吕梁市行政分区降水量统计表

   表 2-1                                                  单位 :km2、mm、%                                                                                      

行政分区 面积
2022 年
降水量

与 2021 年
比较 (±%)

与多年
平均比较（±%）

频率（%） 丰枯等级

岚县 1510 722.6 31.4 39.3 7.6 丰
兴县 3100 766.5 57.0 58.2 3.5 丰
临县 2960 851.9 79.7 77.9 0.4 丰
方山 1440 871.8 42.5 66.4 0.6 丰
离石 1300 765.8 12.9 51.5 3.1 丰
柳林 1278 698.9 27.0 40.4 6.4 丰
中阳 1420 677.2 7.3 29.7 8.6 丰
石楼 1780 585.5 -8.2 21.1 15.6 偏丰
交口 1241 558.6 -31.0 0.5 46 平
交城 1800 711.1 -4.9 35.4 7.9 丰
文水 1059 651.1 -8.0 32.6 9.5 丰
汾阳 1160 711.6 2.0 47.4 4.1 丰
孝义 940 614.8 -17.8 24.6 13.4 偏丰

吕梁市 20988 724.4 18.3 44.4 4.4 丰

图 2-1      2022 年行政分区降水量对比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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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 流域分区降水量

流域分区中，黄河水系平均降水量为 755.4mm，折合水体 103.9 亿 m3，降水

频率为 4.9%，属丰水年，比多年平均偏多 54.2%, 比 2021 年偏多 35.1％；汾河水

系平均降水量为 665.5 mm，折合水体 48.1 亿 m3，降水频率为 12.1%，属丰水年，

比多年平均偏多 29.7％ , 比 2021 年偏少 6.9％（见表 2-2、图 2-2）。

2022 年吕梁市流域分区降水量统计表

   表 2-2                                                 单位：km2、mm、%

流域分区
面积 (km2)

2022 年降
水量 (mm) 

与 2021 年比
较 (±%)

与多年平均比
较（±%）

频率（%） 丰枯等级
水系 河流

黄
河
流
域

岚漪河 544 648.3 41.7 32.1 14.3 偏丰

蔚汾河 1478 791.8 51.9 55.1 2.8 丰

青凉寺 286 840.2 83.9 84.8 0.3 丰

湫水河 1989 862.0 65.2 69.5 0.5 丰

三川河 4161 771.3 21.0 49.7 2.1 丰

屈产河 1205 577.0 -7.0 13.9 24 偏丰

昕水河 133 554.2 -27.9 -3.7 55 平

直入黄河 3964 741.1 46.7 60.6 2.3 丰

黄河合计 13760 755.4 35.1 54.2 4.9 丰

汾
河
流
域

岚河 1055 703.2 25.3 37.2 9.2 丰

磁窑河 568 566.9 -12.2 23 17.4 偏丰

文峪河 4076 704.9 -5.4 37.4 7 丰

西泉河 257 669.3 -9.5 26.9 13.4 偏丰

双池河 951 552.2 -32.6 -0.2 47 平

直入汾河 321 547.8 -13.9 15.7 25 偏丰

汾河合计 7228 665.5 -6.9 29.7 12.1 丰

全市合计 20988 724.4 18.3 44.4 4.4 丰

图 2-2      2022 年流域分区降水量对比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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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3 降水量的时空分布

降水量年内分配不均匀，降水主要集中在受气候、地势等条件的影响，全

年降水量地域分布差异较大。全市实测最大点雨量为 1194.1mm，发生于方山县

的黄草林雨量站 , 其次是交城县的神尾沟雨量站为 1001.8；全市实测最小点雨

量为 475.5mm，发生于交口县的双池雨量站，其次是孝义市的四家庄雨量站为

506.9mm。降水量平面分布全市在 500 ～ 1150mm 之间，方山县的黄草林一带为

高值区，中心年平均降水量大于 1150mm，次高值区在交城县的神尾沟一带，中

心年平均降水量大于 1000mm，交口县的双池一带为降水低值区，中心降水量小

于 500mm（见图 2-4 ）。

7、8 月份， 其 7、8 两个月降水占全年降水量的 64.5%，其中 7 月份降水最大，

占全年降水量的 33.5%。各站降水量年内季节分配特征是： 1 ～ 5 月降水量占年

降水量的 13.5%； 6 ～ 10 月份降水量占年降水量的 80.2%；11 ～ 12 月份降水量

占年降水量的 6.3%（见表 2-3、图 2-3）。

2022 年降水量与多年平均降水量相比，全市年降水量比多年平均降水量偏多

44.4%，年降水量距平低值区在临县克虎镇一带，其距平值小于 20%；年降水量

距平值高值区在汾阳三泉一带，其距平值大于 70%（（见图 2-5）。

图 2-3   2022 年吕梁市代表站平均降水量年内分配柱状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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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2-4    2022 年吕梁市降雨量等值线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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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2-5    2022 年吕梁市降雨量距平等值线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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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地表水资源

2022 年全市地表水资源量 168736 万 m3，平均年径流深 80.4mm，比多年平

均多 73435 万 m3，相对偏多 77.1%；与上年相比偏多 5199 万 m3，相对偏多 7.3%。

3.1 行政分区地表水资源

从各行政分区看，地表水资源径流深在 28.9-150.1mm 之间，径流深最小的

是石楼县为 28.9mm，径流深最大的是交城县 150.1mm。与 2021 年比，减少幅度

在 1.4%-22.8% 之间，减幅最小的是汾阳市、文水县 1.4%，减幅最大的是石楼县

22.8%；增加幅度在 0.2%-155.5% 之间，增幅最小的是孝义市 0.2%，增幅最大的

是临县 155.5%。与多年平均值比，除石楼县减少 15.6%、柳林减少 14.7% 外，其

余各县有所增加，增加幅度在 48.5%-194.9% 之间，增幅最小的是交口县 48.5%，

增幅最大的是离市区 194.9%（详见表 3-1、图 3-1）。

2022 年行政分区地表水资源量统计表

   表 3-1                                           单位：km2、万 m3、mm、% 

行政分区 面积 (km2)
2022 年地表水资源 与 2021 年

比较 (±%)
与多年

平均比较（±%）径流量 径流深

岚 县 1510 12908 85.5 66.7 74.3

兴 县 3100 23035 74.3 154.4 77.9

临 县 2960 22710 76.7 155.5 103.1

方 山 1440 17781 123.5 108.3 134.3

离 石 1300 11482 88.3 72.7 194.9

柳 林 1278 11692 91.5 61.8 -14.7

中 阳 1420 8743 61.6 46.8 87.6

石 楼 1780 5137 28.9 -22.8 -15.6

交 口 1241 4461 35.9 15.4 48.5

交 城 1800 27012 150.1 4.0 79.4

文 水 1059 9066 85.6 -1.4 148.3

汾 阳 1160 7832 67.5 -1.4 171.0

孝 义 940 6877 73.2 0.2 113.0

全 市 20988 168736 80.4 47.3 77.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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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3-1    2022 年梁市行政分区地表水资源对比图

3.2 流域分区地表水资源

从流域分区情况看，2022 年黄河水系地表水资源量为 105400 万 m3, 汾河水

系地表水量为 63336 万 m3。黄河水系地表水资源量，与 2021 年比，增加 50628

万 m3，增幅为 92.4%，与多年平均比，增加 43186 万 m3，减幅为 69.4%；汾河

水系地表水资源量，与 2021 年比，增加 3571 万 m3，增幅为 6.0%，多年平均值

比，增加 30249 万 m3，增幅为 91.4%。从各河流看，与 2021 年比，除磁窑河减

少 18.9%、直入汾河减少 32.0%、盺水河减少 63.7% 外，其余各河流都有所增加，

增加幅度在 2.6%-995.1% 之间，增幅最小的是文峪河为 2.6%，增幅最大是青凉

寺河为 995.1%；与多年平均比，除直入汾河减少 3.2%、盺水河减少 49.1% 外，

其余各河流都有所增加，增加幅度在 11.9%-233.6% 之间，增幅最小是的屈产河

11.9%，增幅最大是青凉寺河为 233.6%（见表 3-2、图 3-2）。

苍儿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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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2 年流域分区地表水资源量统计表

   表 3-2                                           单位：km2、万 m3、mm、%

流域分区
计算面积

2022 年地表水资源 与 2021 年
比较 (±%)

与多年
平均比较
（±%）水系 分区名称 径流量 径流深

黄         
河                 
流                 
域

岚漪河 544 6106 112.2 248.7 227.4 

蔚汾河 1478 10209 69.1 146.5 57.7 

青凉寺 286 3559 124.4 995.1 233.6 

湫水河 1989 18598 93.5 118.1 114.6 

三川河 4161 42468 102.1 79.9 65.0 

屈产河 1205 4838 40.1 8.5 11.9 

昕水河 133 166 12.5 -63.7 -49.1 

直入黄河 3964 19456 49.1 69.1 41.4 

黄河小计 13760 105400 76.6 92.4 69.4 

汾              
河        
流         
域

岚  河 1055 7855 74.5 36.9 56.5 

磁窑河 568 1511 26.6 -18.9 82.9 

文峪河 4076 48509 119.0 2.6 107.6 

西泉河 257 1215 47.3 26.0 20.2 

双池河 951 3449 36.3 26.0 68.7 

直入汾河 321 797 24.8 -32.0 -3.2 

汾河小计 7228 63336 87.6 6.0 91.4 

全市合计 20988 168736 80.4 47.3 77.1 

图 3-2  2022 年流域分区地表水资源量对比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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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3 出入境水量

2022 年全市入境水量为 9983 万 m3，其中忻州（岚猗河）流入我市的地表水

资源量为 6647 万 m3，临汾（屈产河）流入我市的地表水资源量为 64 万 m3，太原

（汾河干渠）引水 3272 万 m3。全市出境水量为 144189 万 m3，占全市地表水资源

量的 85.5%，其中黄河水系出境水量为 100560 万 m3，占黄河水系地表水资源量

的 95.4%，汾河水系出境水量为 43629 万 m3，占汾河水系地表水资源量的 68.9%（见

表 3-3）。

2022 年实际出入境水量统计表

   表 3-3                                                  单位：km2、万 m3

   

3.4 河流泥沙

全市共统计 7 条河流控制站悬移质输沙量，控制流域面积 9425km2，2022 年年输

沙量 3565 万 t，年平均输沙模数 3782t/ km2，其中黄河水系输沙量为 3534 万 t，占

流域分区 出境面积
(km2)

出境至何地 实际入境水量 实际出境水量 地表水资源量
水系 分区名称

黄         
河                 
流                 
域

岚漪河 544 黄河 6647 12753 6106 

蔚汾河 1478 黄河 9106 10209 

青凉寺 286 黄河 3559 3559 

湫水河 1989 黄河 16359 18598 

三川河 4161 黄河 34737 42468 

屈产河 1205 黄河 64 4424 4838 

昕水河 133 黄河 166 166 

直入黄河 3964 黄河 19456 19456 

黄河小计 13760 黄河 6711 100560 105400 

汾              
河        
流         
域

岚  河 1055 太原 6455 7855 

磁窑河 568 晋中 1511 1511 

文峪河 4076 晋中 3272 30250 48509 

西泉河 257 临汾 1215 1215 

双池河 951 临汾 3401 3449 

直入汾河 321 汾河 797 797 

汾河小计 7228 3272 43629 63336 

全市合计 20988 9983 144189 16873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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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市控制面积输沙量的 99.1%，汾河水系输沙量为 31 万 t，占全市控制面积输沙

量的 0.9%。输沙量最大是湫水河 1690 万 t，输沙模数 9023t/ km2，其次是三川河

输沙量 1120 万 t，输沙模数 2730t/ km2；输沙量最小的是岚河 12.1 万 t，输沙模数

106t/ km2，其次是中西河年输沙量 19.3 万 t，输沙模数 545t/ km2（见表 3-4）。

2022 年各水文站年输沙量统计表

   表 3-4                                            单位：km2、万 t、t/km2

3.5 大中型水库蓄水状态

2022 年全市统计两座大型水库、五座中型水库，年末蓄水总量 17488 万 m3，

较上年末减少 1437 万 m3。文峪河水库比上年末减少 2766 万 m3，柏叶口水库较上年

末增加 87 万 m3，张家庄水库较上年末增进 31 万 m3，阳坡水库较上年末增加 124 万

m3，横泉水库较上年末增加 1090 万 m3，陈家湾水库较上年末增加 27 万 m3，吴城水

库较上年末减少 30 万 m3，中型水库天古崖和阁老湾因不蓄水未做统计（见表 3-5）。

2022 年大中型水库蓄水情况统计表
   表 3-5                                                      单位：万 m3

流域名称 站名 控制面积 输沙量 输沙模数
多年平均

输沙量

蔚汾河 兴  县 650 71.6 1102 244

湫水河 林家坪 1873 1690 9023 1778

青凉寺 杨家坡 283 597 21095 234

三川河 后大成 4102 1120 2730 1934

屈产河 裴  沟 1023 54.9 537 989

中西河 双家寨 354 19.3 545 4.54

岚  河 上静游 1140 12.1 106 369

全   市   合   计 9425 3565 3782 5553

所在河流 水库名称
年初 7 月 1 日 10 月 1 日 年末 年蓄水

蓄水量 蓄水量 蓄水量 蓄水量 变量

文峪河 文峪河 5704 2601 4380 2938 -2766
文峪河 柏叶口 7100 4930 6424 7187 87
孝  河 张家庄 799 612 626 830 31

湫水河 阳坡 335 293 370 459 124
北川河 横泉 4317 3768 4748 5407 1090
南川河 陈家湾 297 144 287 324 27
东川河 吴城 373 301 200 343 -30

全 市 合 计 18925 12649 17035 17488 -143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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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地下水资源

4.1 地下水资源量

2022 年吕梁市地下水资源量为 138573 万 m3，地下水资源量模数 6.6 万 m3/km2。

降水入渗补给模数 6.4 万 m3/km2。全市山丘区地下水资源量为 123773 万 m3，平川区

总补给量为 27612 万 m3，山丘区与平川区重复量为 10118 万 m3，平川区自身重复量

694 万 m3。在山丘区地下水资源量中，岩溶水 20074 万 m3，孔隙裂隙水 103699 万

m3，分别占到山丘区地下水总量的 16%、84%。在平川区各项补给量中，降水入渗

补给量为 11517 万 m3、山前侧向补给量 10118 万 m3、渠系渗漏 1030 万 m3、田间渗

漏 1344 万 m3、河道渗漏 2908 万 m3、井灌回归补给量 694 万 m3，分别占总补给量的

41.7%、36.6%、3.7%、4.9%、10.5%、2.5%（见表 4-1）。

从 各 行 政 分 区 看， 地 下 水 资 源 模 数 在 3.1-17.2m3/km2 之 间， 降 水 入 渗 补

给 模 数 在 3.1-14.7m3/km2 之 间。 与 2021 比， 变 化 幅 度 在 -6.7 ～ 84.8% 之 间，

临县增幅最大为 84.8%，交城县减幅最大为 -6.7%；与多年平均比，变化幅度

在 -37.9 ～ 130.7% 之间，其中石楼县增幅最大为 130.7%，交口县减幅最大为 -37.9%

（见表 4-2、图 4-1）。

从各流域分区看，与 2021 年比，变幅在 -12.3 ～ 788.1% 之间，其中青凉

寺河增幅最大为 788.1%，直入汾河减幅最大为 -12.3%。与多年平均比，变幅

在 -46.8 ～ 118.8% 之间，青凉寺增幅最大为 118.8%，昕水河减幅最大为 -46.8%（见

表 4-3、图 4-2）。

2022 年吕梁市平原区地下水补给量                                        

   表 4-1                                                      单位：万 m3  

行政
分区

降水
入渗

侧向
补给

地表水补给 井灌
回归

总补
给量渠系渗漏 田间渗漏 河道渗漏 小计

交城 1178 2008 124 251 130 504 152 3842

文水 4771 3846 610 518 1578 2706 348 11672

汾阳 3801 2853 284 400 967 1651 117 8422

孝义 1767 1412 11 176 234 421 77 3676

合计 11517 10118 1030 1344 2908 5283 694 276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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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2 年吕梁市行政分区地下水资源量

   表 4-2                                            单位：万 m3、万 m3/km2

行政分区
2022 年地下水

资源量
与多年年平均

比（±%）
与 2021 年比

（±%）
地下水资源量

模数
降水入渗补给

模数

岚县 6344 24.6 12.4 4.2 4.2

兴县 9806 20.9 32.2 3.2 3.2

临县 11413 104.3 84.8 3.9 3.9

方山 8896 46.0 -3.4 6.2 6.2

离石 10389 64.5 33.5 8.0 8.0

柳林 7569 92.3 29.4 5.9 5.9

中阳 8579 60.4 37.0 6.0 6.0

石楼 5478 130.7 23.2 3.1 3.1

交口 5962 -37.9 1.9 4.8 4.8

交城 18091 64.3 -6.7 10.1 9.8

文水 18250 69.4 -1.5 17.2 14.7

汾阳 17333 80.8 10.9 14.9 13.5

孝义 10463 102.2 42.2 11.1 10.7

全市 138573 55.7 15.9 6.6 6.4

图 4-1      2022 年吕梁市行政分区地下水资源量图



2022 ●吕梁●水资源公报
Lvliang Water Resources Bulletin 2022

15

2022 年吕梁市流域分区地下水资源量

   表 4-3                                             单位：万 m3、万 m3/km2

流域分区 2022 年地下水
资源量

与多年年平均
比（±%）

与 2021 年
比（±%）

地下水资源量
模数

降水入渗补给
模数水系 分区名称

黄                                   
河                                   
水                              
系

岚漪河 2815 52.6 26.7 5.2 5.2

蔚汾河 5226 15.1 26.4 3.5 3.5

青凉寺 956 118.8 788.1 3.3 3.3

湫水河 8531 54.3 18.9 4.3 4.3

三川河 28898 57.4 21.0 6.9 6.9

屈产河 3878 102.2 23.1 3.2 3.2

昕水河 641 -46.8 -0.2 4.8 4.8

直入黄河 12958 108.1 78.7 3.3 3.3

黄河合计 63903 59.5 31.6 4.6 4.6

汾               
河             
水                
系

岚  河 4689 28.4 6.8 4.4 4.4

磁窑河 6849 38.0 -9.6 12.1 11.6

文峪河 54357 81.8 8.4 13.3 12.4

西泉河 1289 22.8 23.0 5.0 5.0

双池河 4258 -41.2 2.2 4.5 4.5

直入汾河 3227 52.7 -12.3 10.1 6.8

汾河合计 74669 52.6 5.2 10.3 9.6

全   市 138573 55.7 15.9 6.6 6.4

图 4-2     2022 年吕梁市流域分区地下水资源量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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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2 平川区浅层地下水动态

选用吕梁市平原区浅层地下水（潜水）监测井 25 眼，编绘 2022 年平原区浅

层地下水（潜水）监测井分布图、2022 年平原区浅层地下水（潜水）年末埋深等

值线图，计算范围 1379km2，单井控制面积 51.1km2（见图 4-3、4-4）。

图 4-3   2022 年吕梁市平原区浅层地下水（潜水）监测井分布图

图 4-4 2022 年吕梁市平原区浅层地下水（潜水）年末埋深等值线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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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2.1  年末动态

2022 年与 2021 年比，全市平原区浅层地下水水位平均上升 0.25m。稳定区面

积 486.9km2，占计算面积的 35.3%；上升区面积 580.0km2，占计算面积的 42.1%；

下降区面积 312.1km2，占计算面积的 22.6%。整体分析，2022 年降水量较大，平

原区地下水水位小幅上升。

从各县情况看，交城县平原区面积 151km2，平均上升 0.21m，稳定区面积

45.5km2，占全县平原区面积的 30.3%，上升区面积 49.2km2，占全县平原区面积

的 32.5%，下降区面积 56.3km2，占全县平原区面积的 37.2%；文水县平原区面积

553km2，平均上升 0.36m，稳定区面积 196.2km2，占全县平原区面积的 35.6%，

上升区面积 247.5km2，占全县平原区面积的 44.7%，下降区面积 109.3km2，占全

县平原区面积的 19.7%；汾阳市平原区面积 453km2，平均上升 0.60m，稳定区面

积 173.2km2，占全县平原区面积的 38.3%，上升区面积 261.5km2，占全县平原区

面积的 57.5%，下降区面积 18.3km2，占全县平原区面积的 4.0%；孝义市平原区面

积 222km2，平均下降 0.74m，稳定区面积 72.0km2，占全县平原区面积的 32.5%，

上升区面积 21.8km2，占全县平原区面积的 9.8%，下降区面积 128.2km2，占全县

平原区面积的 57.7%（见表 4-4、图 4-5）。

2022 年吕梁市平原区地下水（潜水）动态分区统计表

   表 4-4                                                 单位：km2、m、%

县市

本年末与上年末比 平均

上升区（＞ 0.5m） 下降区（＜ -0.5m） 稳定区
总面积 幅度

面积 幅度
占总
面积

面积 幅度
占总
面积

面积 幅度
占总
面积

交城 49.2 1.85 32.5 56.3 -1.09 37.2 45.5 0.05 30.3 151 0.21

文水 247.5 1.24 44.7 109.3 -0.81 19.7 196.2 -0.09 35.6 553 0.36

汾阳 261.5 1.12 57.7 18.3 -1.03 4.0 173.2 0.00 38.3 453 0.60

孝义 21.8 0.77 9.8 128.2 -1.42 57.7 72.0 0.00 32.5 222 -0.74

合计     580.0 1.22 42.0 312.1 -1.12 22.6 486.9 -0.03 35.4 1379 0.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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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2.2  地下水埋深分区情况

2022 年吕梁市平原区面积 1379km2，浅层地下水埋深大部分在 2 ～ 20m 之间。

埋深小于 2m 的面积为 89.8km2，占全市平原区面积的 6.5%；埋深 2 ～ 6m 的面积

为 491.6km2，占全市平原区面积的 35.6%，以文水县分布面积最大达 330.5km2，

汾阳市次之 126.6km2；埋深在 6 ～ 10m 的面积为 305.5km2，占全市平原区面积的

22.1%，其中文水县面积最大达 119.7km2；10 ～ 20m 的面积 488.8km2，占全市平

原区面积的 35.4%，汾阳市面积最大达 189.9km2；埋深大于 20m 的面积 3.3km2，

占全市平原区面积的 0.4%，主要分布在交城、汾阳市及孝义市边山一带 ( 详见表

4-5)。

2022 年吕梁市平川区地下水（潜水）埋深分区统计表

   表 4-5                                                       单位：km2

县（市）
名称

＜ 2m 2----6m 6----10m 10---20m ＞ 20m

面积
占总面
积 %

面积
占总面
积 %

面积
占总面
积 %

面积
占总面
积 %

面积
占总面
积 %

交城 4.3 2.8 10.8 7.1 12.7 8.4 122.4 81.0 0.8 0.7

文水 51.0 9.2 330.5 59.7 119.7 21.6 51.0 9.2 0.8 0.3

汾阳 34.5 7.6 126.6 27.9 101.0 22.2 189.9 41.9 1.0 0.4

孝义 23.7 10.6 72.1 32.4 125.5 56.5 0.7 0.5

合计 89.8 6.5 491.6 35.6 305.5 22.1 488.8 35.4 3.3 0.4

图 4-5  2022 年吕梁市平原区浅层地下水（潜水）水位变幅分区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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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水资源总量

2022 年 吕 梁 市 水 资 源 总 量 208779 万 m3， 其 中 地 表 水 资 源 量 168736 万

m3，地下水资源量 138573 万 m3，二者重复计算量 98530 万 m3。全市产水系数

0.14，产水模数 9.9 万 m3/km2。较 2021 年水资源总量增加 48967 万 m3，相对增加

30.6%，较多年平均增加 78534 万 m3，相对增加 60.3%。

行政分区水资源总量，产水模数在 3.1-18.5 万 m3/km2 之间，产水模数最小的

石楼县 3.1 万 m3/km2，产水模数最大的文水县为 18.5 万 m3/km2；产水系数在 0.05-0.28

之间，产水系数最小的石楼县 0.05，产水系数最大的文水县为 0.28。与 2021 年比，

减少幅度在 3.5%-21.2% 之间，减幅最小的是孝义市 3.5%，减幅最大的是石楼县

为 21.2%；增加幅度在 6.2%-152.2% 之间，增幅最大的是临县 152.2%，增幅最小

的是交口县为 6.2%。与多年平均值比，除交口县减少 16.3%、石楼县减少 12.9%

外，其余各县都有所增加，增加幅度在 29.7%-117.8% 之间，增幅最大的是柳林

县 117.8%，增幅最小的是中阳县为 29.7%（见表 5-1、图 5-1）。

流域分区水资源总量，黄河水系水资源总量为 114806 万 m3，产水模数 8.3

万 m3/km2，产水系数 0.11，与 2021 年相比，增加 51633 万 m3，增幅为 81.7%；与

多年平均比，增加 45987 万 m3，增幅为 66.8%。汾河水系水资源总量为 93972 万

m3，产水模数 13 万 m3/km2，产水系数 0.20，与 2021 年比，减少 2667 万 m3，减

幅为 -2.8%；与多年相比，增加 32547 万 m3，增幅为 53%。从各河流看，产水模

数在 4.4-16.1 万 m3/km2 之间，产水模数最小的屈产河 4.4 万 m3/km2，产水模数最

大的文峪河为 16.1 万 m3/km2；产水系数在 0.07-0.23 之间，产水系数最小的直入

黄河 0.07，产水系数最大的文峪河为 0.23。与 2021 年比，除昕水河减少 27%、

磁窑河减少 15.7%、文峪河减少 7% 外，其余各河流都有所增加，增加幅度在

8.9%-932.0% 之间，增幅最大的是青凉寺为 932.0%，增幅最小的是屈产河为 8.9%；

与多年平均比，除昕水河减少 47.3%、双池河减少 15.2% 外，其余各河流都有所

增加，增加幅度在 9.3%-225.9% 之间，增幅最大的青凉寺为 225.9%，增幅最小

的是屈产河为 9.3%（见表 5-2、图 5-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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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5-1     2022 年吕梁市行政分区水资源总量对比图

图 5-2     2022 年吕梁市流域分区水资源总量对比图

莲花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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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水资源开发利用现状

6.1 供水量

2022 年全市供水总量 56432 万 m3。按供水水源类型分为：地表水供水水源

30257 万 m3、地下水供水水源 20575 万 m3、其他供水水源 5600 万 m3，分别占总

供水量的 54%、36%、10%（见表 6-1、图 6-1）。

2022 年吕梁市各行政分区供水工程供水量统计表

   表 6-1                                                      单位：万 m3

行政分区 供水量
按水源类型

地表水水源 地下水水源 其他水源

离石 4146 2341 1115 690

文水 11531 7079 3622 830

交城 5895 3591 2138 166

兴县 2135 970 1032 133

临县 2762 1614 732 416

柳林 3662 1086 1694 882

石楼 450 178 267 5

岚县 2269 1184 827 258

方山 1559 729 660 170

中阳 1936 1070 729 137

交口 823 52 768 3

孝义 9684 3977 3957 1750

汾阳 9580 6386 3034 160

吕梁市 56432 30257 20575 56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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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2 用水量

6.2.1  用水量

2022 年全市用水量为 56432 万 m3，按用途分，城镇生活用水 6221 万 m3、农村生

活用水 3646 万 m3、一产用水 24973 万 m3、二产用水 12312 万 m3、三产用水 1767 万

m3、生态用水 7513 万 m3，分别占总用水量的 12％、6％、44％、22％、3％、13％；

按用水水源分，地表水水源 30257 万 m3、地下水水源 20575 万 m3、其他水源 5600 万

m3，分别占总用水量的 54%、36%、10%（见表 6-2、图 6-2、图 6-3）。

各行政分区中，城镇生活用水量最大是离石区 1325 万 m3，占全市城镇生活的

21.3%；农村生活用水最大的是汾阳市 552 万 m3，占全市农村生活的 15.1%；一产用

水量最大的是文水县 10085 万 m3，占全市一产的 40.4%；二产用水量最大的是孝义市

3319 万 m3，占全市二产的 27%；三产用水量最大的是孝义市 532 万 m3，占全市二产

的 30.1%；生态用水量最大的是汾阳市 2224 万 m3，占全市生态用水的 29.6%。

图 6-1    2022 年吕梁市供水图

图 6-2       生活、生产、生态用水量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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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2 年吕梁市行政分区用水量汇总表
   表 6-2                                                     单位：万 m3

行政分区
按用途分类

总用水量 城镇生活 农村生活 一产 二产 三产 生态用水

离石 4146 1325 140 313 647 493 1228

文水 11531 362 360 10085 538 91 95

交城 5895 399 236 3413 970 117 760

兴县 2135 227 303 772 633 21 179

临县 2762 307 363 1232 501 30 329

柳林 3662 571 420 571 1778 187 135

石楼 450 134 66 173 23 32 22

岚县 2269 285 270 473 822 20 399

方山 1559 182 178 621 273 48 257

中阳 1936 443 160 124 1053 26 130

交口 823 100 75 7 597 10 34

孝义 9684 1096 523 2493 3319 532 1721

汾阳 9580 790 552 4696 1158 160 2224

吕梁市 56432 6221 3646 24973 12312 1767 7513

图 6-3       2022 年吕梁市行政分区用水水源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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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2.2  用水指标

全市人均用水 167m3，万元地区生产总值用水量 31.9 m3，万元工业增加值用水

量 7.3 1m3，农业灌溉亩均用水量 164m3，城镇居民生活用水量 92L/p·d，农村居民

生活用水量 66L/p·d（见表 6-3）。

2022 年吕梁市行政分区主要用水指标表

   表 6-3                              单位：m3/ 人、m3/ 万元、m3/ 亩、L/p·d

6.3 耗水量

2022 年全市耗水总量 43089 万 m3，平均耗水率为 76.4%。其中城镇居民生

活耗水量 1832 万 m3，占耗水总量的 4.3%，平均耗水率 29.4%；一产耗水 19097

万 m3，占耗水总量的 44.3%，平均耗水率 76.5%；二产耗水 10497 万 m3，占耗水

总量的 24.3%，平均耗水率 85.3%；三产耗水 560 万 m3，占耗水总量的 1.3%，平

均耗水率 31.7%；生态耗水量为 7482 万 m3，占耗水总量的 17.4%，平均耗水率

99.6%；农村生活耗水量为 3621 万 m3，占耗水总量的 8.4%，平均耗水率 99.3%。

行政分区 人均用水量
万元地区
生产总值

用水量

万元工业增
加值用水量

农业灌溉
亩均用水量

人均生活用水量

城镇居民生
活用水量

农村居民生
活用水量

离石 89 23.28 8.55 86 104 32

文水 317 117.48 14.73 194 64 47

交城 261 68.23 19.62 241 85 67

兴县 122 14.9 6.64 116 76 89

临县 71 23.86 9.92 68 61 40

柳林 129 13.76 8.83 77 110 81

石楼 48 22.92 10.64 68 70 43

岚县 156 45.19 30.53 67 120 92

方山 140 27.71 7.27 143 107 75

中阳 142 13.43 9.22 191 135 94

交口 88 19.16 25.35 0 61 43

孝义 202 27.67 16.02 148 87 105

汾阳 236 42.82 8.84 216 102 78

吕梁市 167 31.9 7.31 164 92 6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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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柳林泉概况

7.1 径流量

柳林泉是我市的岩溶大泉，是离柳煤电基地的重要供水水源。该泉出露于柳

林县城以东的三川河河谷，泉域面积 6281km2，涉及离石区、方山县全部，中阳

县、柳林县大部，临县东部和南部及兴县南部，其中裸露岩溶面积 1198km2，碳

酸盐岩上覆新生界松散层的覆盖区面积 913km2, 碳酸盐岩埋藏区面积 2919km2，

变质岩分布面积 1251km2。泉水多年（1956-2000 年）平均天然年径流量为 10668

万 m3，2022 年实测年径流量 1883 万 m3，泉域内岩溶水开采量为 2891 万 m3，合

计天然年径流量 4774 万 m3，是多年平均值的 44.8 %。2022 年实测最大流量 0.75 

m3/s（12 月 21 日），最小流量 0.51 m3/s（7 月 11 日），年平均流量 0.59 m3/s( 见

表 7-1)。

7.2 开发利用情况

柳林泉岩溶水的开发利用主要集中在柳林、中阳、离石、方山、临县五县（区），

取水方式为深井开采、提水。用途主要为生活、生产用水。根据 2022 年用水调查

统计，各县开采柳林泉岩溶地下水水量为 2891 万 m3，按行政分：柳林为 1390 万

m3、离石为 872 万 m3、中阳为 332 万 m3，临县为 211 万 m3、方山为 86 万 m3，

分别占 48%、30%、12%、7%、3%；按取水用途分：工业用水 890 万 m3，生活

用水 1752 万 m3，农业 249 万 m3，分别占 31%、61%、8%（见表 7-2、图 7-1、

图 7-2）。

神龙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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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2 年柳林泉域开采量统计表

   表 7-2                                                     位：万 m3、%

按行政分

行政分区 柳林 离石 中阳 临县 方山 合计

开采量 1390 872 332 211 86 2891

占比 48% 30% 12% 7% 3% 100%

按取水用
途分

用途 工业 生活 农业 合计

开采量 890 1752 249 2891

占比 31% 61% 8% 100%

图 7-1        按行政分柳林泉域开采量图

图 7-2       按用途分柳林泉域开采量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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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3 柳林泉水量变化分析

2022 年天然径流量为 4774 万 m3，比多年平均（1956-2000 年）少 55.2%，

比 2021 年增多 28.7%。根椐柳林泉 1956-2022 年径流资料分析，变化趋势大

期分为四个阶段，1956-1984 年平均径流量 12217 万 m3，1985-2000 年平均径

流量 7983 万 m3,2001-2016 年平均径流量 6467 万 m3, 2017-2022 年平均径流量

4304 万 m3, 随着大区域地下水变化、人工开采、降水量变化以及采矿业的扰动，

泉水流量总体上呈衰减趋势 , 2022 年有所回升。

7.4 柳林泉域地下水水位分布情况

2022 年，在泉域范围内布设 42 个水位自动监测站，监测结果为：柳林泉

地下水水位幅度在 750-1400mm 之间，西部、中部最低在 750-900mm 之间，东

部最高在 1400-1400mm 之间，水位变化趋势大致由东部向西部递减（见图 7-3）。

杏花村



2022 ●吕梁●水资源公报
Lvliang Water Resources Bulletin 2022

31

图 7-3       柳林泉地下水等水位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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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 重要水事

8.1 全方位推动吕梁市水利事业高质量发展

2022 年是党的二十大召开之年，也是实施“十四五”规划的重要一年。一年

来，我局按照市委、市政府决策部署和省水利厅的工作要求，深入学习贯彻党的

二十大精神和习近平总书记治水重要论述，围绕“全力做好吕梁治水兴水大文章”，

建设五大工程，狠抓四项监管，深化两个改革，强化四项措施，真抓实干，迎难而上，

求真务实，扎实工作，各项工作都取得了明显成效，为我市高质量发展提供了水

安全、水保障和水支撑，全方位推动全市水利事业高质量发展。

8.2 实施最严格水资源管理

按照“四水四定”原则，全市加强取用水监管，严格执行《吕梁市水资源管

理办法（试行）》，完成省下达指标。取水口的整治任务，全省排名前列，受到

省水利厅的表扬。

8.3 推进国家节水行动和深度节水控水政策落实

推进节水型社会建设。继续在涉水规划和建设项目中开展节水评价，加强节水

评价及登记台账管理，通过节水评价项目 46 个。通过对标，我市 10 个火力发电企

业，单位发电量用水量均达到国标通用值标准。

8.4 改善水利生态环境，水岸流域治理成效显著

按照全市“一廊两带”战略思路，我局大力推进汾河流域防洪能力提升，加

强河流生态保护。持续推进水土保持综合治理，完成水土流失治理面积 96.1 万亩，

完成率达 101.6%，通过和检察部门联合开展“打击水土保持违法行为，保护黄河

中游生态环境”专项行动，全市 332 个水保违法违规问题全部销号清零，为黄河

流域生态保护示范区建设作出了水利贡献。在全市农村集体资产“清化收”专项

行动中，我局被授予“成绩突出”集体荣誉称号。

8.5 积极开展地下水超采区综合治理与保护

2022 年度实施文水县城区周边水源置换工程，可置换地下水 126 万 m3。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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制了《柳林泉流量衰减调查方案》。

8.6 水利工程建设与乡村振兴战略有效衔接

农村饮水安全事关广大群众切身利益，也是乡村振兴战略实施的基础工程。

全市排查发现的 256 处农村饮水安全风险隐患问题全部整改。2022 年全市新建改

造 100 处饮水工程以及 390 处工程维修养护；完成了 2197 块村级智能水表和 2.48

万块入户水表的安装联网；完成农业水价综合改革实施面积 7.1 万亩，灌溉水利

用系数达到 0.5534；全年足额发放移民直补资金 1096.98 万元，投资 1608 万元完

成 25 处后期扶持项目建设，各项水利工程建设与乡村振兴战略有效衔接。

8.7 深入水利改革发展进程，部门联动协作形成合力

通过建立完善“无人机巡查 + 信息平台 + 现场复核”的河湖立体监管体系和“河

长 + 警长 + 检察长”的协作机制，河长制改革进一步深化，河湖智慧监管全覆盖

目标逐步实现。全年累计开展联勤联动 50 余次，发现并销号河湖“四乱”问题

949 处，启动公益诉讼立案 84 件，挂牌督办 5 个县的重大防洪工程和水污染问题，

处置三川河、209 国道水污染、倾倒弃渣等 10 个突发问题，查处 6 起非法采砂行为，

有力保障了全市河流水安全。

天下黄河第一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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