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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下水超采问题的治理与水资源可持续利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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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地下水资源的过度开采，特别是在干旱和半干旱地区，已逐渐成为制约这些地区经济与社会发展的主要瓶颈。长期大

量抽取地下水不仅导致水位持续下降、破坏生态环境，还可能引发一系列问题，如地面沉降、水质污染及水资源短缺等。近

年来，地下水超采所带来的严峻挑战已被政府及相关部门意识到，并纷纷采取包括技术手段与政策法规在内的多种治理措施。

尽管如此，地下水资源的合理开发与保护仍面临诸多困难，亟需更加有效的策略与技术支持，以确保水资源的可持续利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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Governance of Groundwater Overexploitation and Sustainable Utilization of Water Resourc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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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The excessive exploitation of groundwater resources, especially in arid and semi-arid areas, has gradually become the main 

bottleneck restricting the economic and social development of these regions. Long term large-scale extraction of groundwater not only 

leads to continuous decline in water levels and damage to the ecological environment, but may also cause a series of problems such as land 

subsidence, water quality pollution, and water scarcity. In recent years, the severe challenges brought by overexploitation of groundwater 

have been recognized by the government and relevant departments, and various governance measures including technical means and 

policy regulations have been taken. However, the rational development and protection of groundwater resources still face many difficulties, 

and there is an urgent need for more effective strategies and technical support to ensure the sustainable use of water resourc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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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言 

地下水，作为地球上一种重要的水资源，广泛应用于

农业灌溉、工业生产及城市供水等多个领域，发挥着至关

重要的作用。随着全球人口的持续增长以及经济活动的不

断扩展，对地下水资源的需求也在逐步增加。在许多地区，

地下水的过度开采已经成为一个严重的环境与社会问题，

对生态环境以及可持续发展造成了巨大压力。要解决地下

水超采的问题，并确保水资源的可持续利用，已成为当前

亟需应对的全球性挑战。 

1 地下水超采的现状与问题分析 

1.1 地下水资源概述与分布 

地下水是地球上至关重要的淡水资源，广泛存在于岩

层及土壤孔隙中，主要通过降水渗透后储存于地下形成。

与地表水相比，地下水的补给周期较长，其可利用性受到

时间及区域条件的显著影响。由于不同地质结构与水文条

件的差异，地下水资源在区域分布上表现出较大差异。我

国的地下水资源主要集中在黄河流域、华北平原以及东北

平原等地区，尤其在干旱与半干旱区域，地下水往往成为

农业灌溉与城市供水的主要来源。地下水的分布不仅受到

地质特征的影响，还与降水量、土壤渗透性以及地下水补

给能力等多重因素密切相关。在西北及北方的沙漠与干旱

地区，对地下水的依赖性较强，而东南沿海则主要依赖地

表水。在一些人口密集且农业用水需求较大的区域，如华

北平原与长江中下游地区，地下水的过度开采已导致水位

显著下降，水质逐渐恶化，甚至引发了一系列生态环境问

题。不仅水量的过度抽取，地下水水质问题在不同区域也

表现出了明显差异。某些地区受到工业污染及农业施肥等

因素的严重影响，水质问题尤为突出，这使得地下水资源

的短缺与安全隐患愈加加剧。 

1.2 地下水超采的原因分析 

地下水超采已成为我国多个地区面临的严峻水资源

问题，其成因复杂且多样。农业用水是导致地下水过度开

采的主要因素，尤其在北方干旱地区，农田灌溉几乎完全

依赖地下水。这些地区降水量稀少，地下水补给不足，而

灌溉过程中普遍存在高水耗、低效率的情况，致使地下水

被持续抽取，水位逐年下降。随着城市化进程的加速，地

下水的过度开采也受到了极大影响。城市扩张及人口密度

的增加导致水资源需求急剧上升。在一些水资源匮乏的城

市，地下水成为主要的供水来源，而供水设施的不足使得

地下水的无序开采愈加严重，从而进一步加剧了水资源的

紧张局面。工业用水及矿产开采对地下水资源的影响同样

不可忽视，在一些工业发达或矿产资源丰富的地区，地下

水不仅被用于生产，开采过程中对地下水的过度消耗及对

水系统的干扰，也导致了不可逆的资源损失。更有甚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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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些工业活动可能还会引起地下水污染，进一步加剧水资

源危机。地方政府在地下水管理上的不足，也是超采现象

的重要原因之一。在某些地区，由于地下水开采缺乏有效

的监管，管理制度的不完善导致一些企业与农民忽视水资

源保护，随意抽取地下水。此外，由于缺乏科学的地下水

资源利用规划，超采问题在一定程度上得不到足够重视。 

1.3 地下水超采的影响 

地下水超采对环境和社会经济的影响深远，且广泛，

威胁着水资源的可持续利用，并引发了一系列生态与社会

问题。最直接的后果之一是地下水位的持续下降。随着地

下水的过度开采，水位逐年下沉，恢复的难度也随之加大。

在一些地区，地下水位已经降至无法恢复的水平，导致水

源枯竭，甚至出现干井现象，严重影响了农田灌溉和居民

日常用水的保障。生态环境方面，地下水超采对自然系统

的破坏尤为严重，地下水位的下降打破了地下水与地表水

之间的自然联系，进而影响了湿地、河流等生态系统的水

源补给。在湿地地区，过度开采不仅导致湿地退化，生物

多样性也丧失，生态功能受到显著削弱。同时，地下水超

采还可能引发地面沉降，威胁到建筑物及基础设施的安全，

并改变地下水的流动模式，进一步加剧了水资源的紧张局

面。农业生产同样受到了地下水超采的负面影响，随着地

下水位下降，灌溉水源的紧张使得农作物的生长受限，产

量减少，农业生产面临巨大的不确定性，甚至可能引发粮

食安全问题。在那些依赖地下水灌溉的地区，水资源的匮

乏直接威胁到了农民的生计与社会的稳定。地下水超采还

可能加剧水质问题。水位下降可能导致地下水中溶解的矿

物质浓度增加，水质变差，从而影响饮用水的安全。在某

些地区，长期抽取地下水会使有害物质进入水源，增加水

质污染的风险，从而潜在威胁到居民的健康。 

2 地下水超采的治理措施与技术 

2.1 地下水资源的合理开发与保护 

地下水资源的合理开发与保护是应对超采问题的核

心所在。合理开发必须在科学评估的基础上进行，确保地

下水的可持续利用，而保护措施则是确保水资源长期稳定

供应的前提。合理开发地下水资源的首要任务是全面了解

其水量、水质及分布情况。通过系统的水文地质勘查与实

时监测，地下水的补给量与可开采量可以得到科学评估，

从而避免开采量超过自然补给能力。同时，水资源的动态

监控也至关重要，定期对地下水位、抽水量及水质变化进

行监测，可以及时发现潜在的超采问题，并根据实际情况

调整开发强度。提高水资源利用效率的有效途径之一是推

广节水技术
[1]
。例如，采用滴灌、微喷等高效节水灌溉技

术，可以大幅减少农业用水需求；与此同时，推动工业与

城市领域废水回收与循环利用，也能够显著减少对地下水

的依赖，从而缓解水资源的压力。此外，利用雨水收集系

统等技术手段，能够有效减少地下水的开采，减轻供水压

力。地下水的保护同样不可忽视，对水源地的保护需要加

强，特别是在易受污染的地区，应严格控制化肥、农药及

工业废水的排放，防止污染源进入地下水。此外，超采严

重的地区应实施限采措施，开采量要严格控制，并且只有

在水位恢复至一定水平后，才可恢复开采。同时，对地下

水补给区的保护也是至关重要的，实施人工补水与生态修

复等措施，以增强地下水的自然补给能力，维持水资源的

良性循环。 

2.2 地下水超采治理的技术手段 

治理地下水超采问题中，技术手段的应用发挥着至关

重要的作用。通过一系列先进技术的采用，不仅能够有效

减轻地下水开采的压力，还能推动水资源的可持续利用。

节水技术的推广是解决超采问题的核心之一，在农业灌溉

中，滴灌与微喷灌溉技术可以精准调控水量，显著减少传

统灌溉方式中水分的浪费，从源头上降低地下水的开采需

求。同时，农业与工业废水的循环利用技术也是缓解超采

的有效手段。通过对废水进行净化与再利用，水资源得以

重新投入到生产与灌溉中，这不仅减少了对地下水的依赖，

也有效地降低了污染物的排放。地下水的人工补给技术

（如人工补水）正在逐步推广。这项技术通过注入外部水

源来帮助恢复地下水位，减缓水位下降的速度。例如，在

降水量或河流水源丰富的地区，实施人工注水能够有效地

恢复地下水库的水量，从而维持水资源的稳定供应。智能

化水资源管理技术的应用也逐渐兴起，结合大数据与物联

网技术，通过实时监控地下水的水位和水质等动态数据，

为水资源的调度与管理提供了准确的依据。这些技术能帮

助相关部门优化水资源的分配与利用，确保资源得到科学

管理。结合地质勘查与地下水模拟技术，为地下水的合理开

发与治理提供了可靠的科学支撑，保障了治理措施的可操作

性与有效性。通过这些技术的综合运用，地下水资源的利用

效率得到了显著提高，超采问题也得到了有效的缓解。 

2.3 地下水超采治理的政策与法规 

地下水超采问题的治理不仅依赖于技术手段，政策与

法规的制定与执行同样至关重要。为规范地下水的开采与

使用，近年来各级政府加强了相关法律法规的建设，推动

了水资源管理体制的创新与完善。《水资源法》及地方性

法规明确规定，地下水资源的开发必须遵循生态环境保护

原则，禁止无序开采与过度利用。根据《水法》要求，水

资源使用应秉持节约、高效、可持续的原则，地方政府必

须依法设定地下水的开采总量，并对超采区域实施更严格

的监管。与此同时，《地下水管理条例》出台，针对地下

水资源管理做出了专门规定，明确地下水开采需经过审批，

超采行为将面临严格的处罚。在超采问题尤为严重的地区，

政府可依法限制或暂停地下水的开采，并推动地下水补给

与恢复实施计划。这些法律的出台，增强了对地下水开采

的监管，为水资源的可持续利用提供了坚实的法律保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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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政策层面，政府还通过经济手段推动水资源的合理利用。

例如，对节水技术与设施的投资给予补贴或税收减免，鼓

励企业与农业采取更加节水的生产方式。同时，逐步推进

水价改革，建立合理的水资源定价机制，实施差别化水价

政策，促使用户更加节约用水。在超采严重的地区，地方

政府通过年度水资源分配计划严格控制地下水的开采量，

并结合水源地保护区的设立，进一步加强对水源地的保护

工作。 

3 水资源的可持续利用与未来规划 

3.1 水资源可持续利用的理论与原则 

水资源的可持续利用已成为当今全球面临的重大挑

战，核心目标在于满足当前人类的需求，同时确保未来世

代也能充分享用这些资源。此目标基于可持续发展理论，

强调在推动经济与社会发展的同时，实现资源的合理利用

与生态环境的保护。在水资源的管理过程中，几项关键原

则尤为重要。节约，作为其中的基本原则至关重要。水，

作为有限的自然资源，正面临全球多个地区的紧张局面。

必须将节约置于首位，提升水资源的利用效率，并推动合

理资源分配，以最大程度减少浪费
[2]
。在农业、工业及日

常生活用水方面，采用新技术、加强管理、推动水的回收

与再利用，均为有效的减少消耗途径。生态保护同样是一

个不可忽视的原则，水资源的开发利用决不能以破坏生态

环境为代价。水体污染与生态退化不仅影响社会生产生活，

还可能导致水质下降，从而威胁资源的可持续性。在开发

利用水资源时，必须确保不超过生态环境的承载力，保护

水源地及湿地等自然生态系统，维持水质与生态功能。公

平分配原则的重要性也不容忽视，在水资源的分配中不仅

应考虑经济效益，还应注重社会公平及基本需求的满足。

特别是在水资源紧缺的地区，应优先保障民生用水及农业

灌溉。水资源的公平分配不仅体现在合理配置上，还应给

予贫困地区及生态脆弱区域特殊关注。水资源的可持续管理，

需以系统性的视角来看待。它不仅仅涉及水量的控制，更是

跨领域、跨部门的综合性工程。这包括科学规划水资源、跨

区域协调管理、应急响应机制的建立等。通过整合各方需求，

全面提升水资源的可持续性。因此，水资源的可持续利用不

仅是技术问题，它还涉及社会、经济与环境的多维挑战。只

有秉持上述原则，水资源才能得到长远、健康的管理，确保

人类社会在未来发展中继续享有充足的水资源。 

3.2 提高水资源利用效率的策略 

提高水资源利用效率是实现可持续利用的关键策略

之一。随着全球水资源的日益紧张，如何在保障经济社会

发展与民生需求的同时提升水资源使用效率，已成为亟待

解决的重大问题。为应对这一挑战，多个层面的优化措施

应被采取，以提高水资源的利用效率。节水技术与设备的

推广是提升水资源效率的首要步骤，农业、工业及城市生

活用水中普遍存在浪费现象，而采用先进的节水技术与设

备，则能有效缓解这一问题。在农业领域，现代化的滴灌

与喷灌技术，能够代替传统的漫灌方式，从而大幅减少水

资源的浪费；在工业中，通过引入循环水系统与冷却塔等

设备，不仅能有效降低用水量，还能显著减少污水排放；

在城市生活方面，安装节水型卫浴设备与智能水表等措施，

也可避免不必要的水资源浪费。提升水的回收与再利用比

例也是提高水资源效率的重要途径，通过有效的水资源回

收与再利用，既能减少对新鲜水源的需求，也能减轻污水

处理系统的负担。在工业领域，通过水的闭路循环实现重

复利用，可显著减少水消耗；在城市建设中，雨水收集系

统与中水回用系统的应用，使得生活用水与工业废水经过

处理后再度利用，减少了对自来水的依赖。加强水资源管

理与调度也是提高水资源利用效率的关键举措，科学的水

资源管理有助于合理配置水源，避免资源的过度开发与浪

费。特别是在水资源匮乏的地区，水量监控、定期检测与

优化调度，能够显著提高水的利用效率
[3]
。此外，跨部门

与跨区域的协调管理，能有效整合资源，避免重复投资与

不必要的资源浪费。提高公众节水意识同样不可忽视，水

资源的高效利用不仅仅依赖于技术进步与设备创新，更需

社会公众的积极参与与支持。通过加强节水教育与宣传活

动，普及水资源的重要性，使公众形成节水意识，并养成

良好的节水习惯，从而在全社会范围内营造有效的节水氛

围，促进水资源的高效利用。 

4 结语 

地下水超采，作为水资源管理中的一项重大挑战，其

对生态环境与经济的影响是深远且广泛的。为实现水资源

的可持续利用，科学有效的治理手段是必不可少的，必须

结合先进技术与合理的政策措施，以确保地下水资源的合

理开发与保护。随着技术的不断进步与管理体系的逐步完

善，地下水的利用效率将显著提高，水资源的稳定供应与

生态系统的健康得以保障。水资源的有效利用，离不开全

社会的共同努力。节水意识的增强，促进了节水行为的普

及，这将为未来提供充足且清洁的水资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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