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0 引言

水资源不仅是基础性的自然资源袁更是国家战略性
经济资源袁人多水少尧水资源分配不均是我国基本水情[1]遥
针对我国严峻的水资源现状袁2011年中央 1号文件明
确提出建立用水总量控制制度尧 用水效率控制制度尧水
功能区限制纳污制度及水资源管理责任和考核制度四

项制度袁2012年国务院发布了叶关于实行最严格水资源
管理制度的意见曳袁 对制度的落实做出全面部署和具体
安排曰2014年习总书记提出了野节水优先尧空间均衡尧系
统治理尧两手发力冶新时期治水思路袁强调野要善用系统
思维统筹水的全过程治理袁分清主次尧因果关系冶袁围绕
这一方针袁2018年水利部将野水利工程补短板尧水利行业
强监管冶作为今后一个时期水利改革发展的总基调[2]遥

加强行政区界断面水资源水量监测管理是贯彻落

实最严格的水资源管理制度尧 合理配置和有效保护水
资源尧 强化水利行业监管能力的基本保障手段遥 根据
叶关于实行最严格水资源管理制度的意见曳建立的考核
制度要求袁野要将水资源开发尧利用尧节约和保护的主要
指标纳入地方经济社会发展综合评价体系袁 县级以上
地方人民政府主要负责人对本行政区域水资源管理和

保护工作负总责冶袁明确考核的行政单元为县级以上地
方人民政府遥 然而袁长期以来袁我国水文监测站点的布

设多是为防汛抗旱和水利工程建设服务[3]袁覆盖各级行
政区界的水资源水量监测站点并不多[4]遥 2012年袁水利
部水文局编制完成了 叶全国省界断面水资源监测站网
规划曳袁该规划充分利用现有站网袁主要对全国省际河
流流域面积在 1 000km2以上的河流进行了普查和站网
规划袁2013年编制完成了叶全国水文基础设施建设规划
渊2013耀2020年冤曳袁 该规划同样提出了省界断面水资源
监测站网建设目标院 优先完成拟确定水量分配方案的
53条省际河流[5]遥 在规范指导下袁各流域机构陆续开展
了省界断面站点建设[6-9]袁为野强监管冶提供支撑和保障遥

另外袁为满足跨省江河水资源管理与考核袁促进
落实河长制尧湖长制任务袁水利部于 2018年 10 月发
布了叶省界断面水文监测管理办法渊试行冤曳袁管理办法
从规划建设与运行尧监测与预报尧信息报送与分析评
价尧监督管理等几个方面对省界断面水文监测工作做
了详细的要求曰于 2020年 6月印发叶省界断面水资源
水量监测技术指南渊试行冤曳袁进一步规范了省界断面
水资源监测技术要求遥 按照工作逐步推进原则袁对州
市界和县界的水资源监测工作也将稳步开展袁2019年
4月袁 长江水利委员会水文局对全国县级及以上行政
区界水资源水量监测情况现状和问题开展调查袁本次
调查成果可为最严格水资源制度的深入开展以及水

文现代化规划的实施奠定基础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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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行政区划选取和评价原则

1.1 行政区界选取原则

截至 2019年 1月袁全国有 31个省级行政区渊不含
港澳台冤尧333个地级行政区渊293个地级市尧7个地区尧
30个自治州尧3个盟冤尧2851个县级行政区渊970个市辖
区尧375个县级市尧1 335个县尧117个自治县尧49个旗尧
3个自治旗尧1个特区尧1个林区冤遥 本文行政区界选取
原则为院渊1冤在全国 53条渊3 000km2以上冤跨省江河省
界水资源监测断面的基础上[10]袁新增集水面积 200km2

以上河流所涉及的行政区界曰渊2冤除台湾尧香港尧澳门尧
海南岛部分离岛等省市以外袁各省尧直辖市尧自治区的
州市界尧县界曰渊3冤河流集水面积虽在 200km2以下袁但
涉及水资源水量矛盾和需求的行政区界遥
1.2 行政区界水资源监测断面调查原则

为全面监测县级及以上行政区进出界水量及其开

发利用情况袁 本文拟定的行政区界断面需开展水资源
水量情况监测的原则为院

渊1冤跨地级行政区的大江大河干流分界断面必须
布设遥跨地级行政区的大江大河干流分界或附近渊上下
游 20km以内冤必须设置水资源水量监测站遥 河流穿越
两个邻近地级行政区的袁 在穿越区界处一般布设一处
站点曰两个邻近地级行政区以河流为分界的袁应根据实
际用水量情况在河段内加密布设监测断面袁并在流入跨
地级行政区河段的各较大支流河口处布设水量监测站遥

渊2冤流域内的一级支流或水系集水面积大于 200km2

的跨地级行政区河流分界附近应设置水量监测站遥
渊3冤水系集水面积小于 200km2水事敏感区域袁或存

在水事纠纷的跨地级行政区河流袁 分界附近应设置水
量监测站遥
1.3 技术路线

本项工作在广泛收集全国自然地理尧河流尧行政区
界尧水文测站尧交通和通讯条件等信息的基础上袁调研
部分已开展县级及以上行政区界水资源监测的省市袁
并结合各省市和流域机构的监测情况调查信息袁 系统
回答目前我国 31个省尧直辖市尧自治区的县级及以上
行政区界水资源水量监测的覆盖率尧 潜在覆盖率和目
标覆盖率袁技术路线见图 1遥图中所指交界断面类型及
统计指标解释如下院

渊1冤已开展监测断面袁指河流与行政区交界处断面
渊以下简称交界断面冤上下游 20km以内存在水文站袁且
断面与站点间没有重大支流入汇袁也没有引调水工程尧

大型涵闸泵站及其他引起水量重大变化的水利工程袁
由该水文站可实现交界断面水量监测的情况曰统计的站
点纳入了现有的国家基本水文站尧 中小河流水文站尧其
他渊水利工程推流等冤站以及各省尧流域机构已经审批规
划的水文站和已经建立稳定水位流量关系的水位站遥

渊2冤可开展监测断面袁指该交界断面处流经的水
量较大渊交界断面以上河长占比跃10%冤对县级及以上
行政区进出界水量及其开发利用情况应开展监测但

目前未实现的情况袁分为四种院淤可采用邻近水位站
升级措施的断面曰 于可采用新建水文站措施的断面曰
盂可采用替代方案的断面[11-13]院通过与交界断面虽超
过 20km距离的水文站袁 但仍可以演算出交界断面处
水量曰或通过其他交界断面处新建水文站可推算出本
断面处水量曰或通过水利工程尧面积比拟法尧等值线
法尧 水质水量同步监测法等推算出交界断面处水量曰
榆出入境水量较大且处于城镇/村庄附近但未提出有
效监测方案的未定方案断面遥

渊3冤建站困难断面袁指虽出入境水量较大但受条
件限制的情况袁分为三种院淤基础设施不足袁主要表现
在没有道路通行尧没有电力保障和没有网络连接的地
区曰于技术条件有限袁主要表现在对于季节性河流尧感
潮河流和河宽大流速低的河流涉及断面无法有效监测

的地区曰盂受政策因素影响袁主要表现在断面处于国
家自然保护区内尧边境军事管控区等不可设站地区遥

渊4冤无监测需求断面袁指处于源头区的控制面积
小的交界断面渊交界断面以上河长占比臆10%冤袁以及
各省明确提出水量少尧湿地和河流演变尧人工活动或
气候引起的常年河干尧干沟尧渠道不显著等断面遥

渊5冤主要统计指标袁包括现有覆盖率尧潜在覆盖率
和目标覆盖率袁其计算公式如下院

现有覆盖率= 已开展监测断面
总断面数-无监测需求断面 渊1冤

潜在覆盖率= 可开展监测断面
总断面数-无监测需求断面 渊2冤

目录覆盖率=现有覆盖率+潜在覆盖率 渊3冤
总断面数=已开展监测断面+可开展监测断面+

建站困难断面+无监测需求断面 渊4冤
2 水资源水量监测情况调查

基于 2.1和 2.2节工作原则袁 收集整理了全国流
域面积大于 200km2山区河流共 10 701条袁 其中跨县
山区河流 4 781条袁 占比 45%袁 全国平原河流 2 032
条袁其中 3级以上跨县平原河流 244条袁占比 12%袁以

刘秀林等院我国县级以上行政区界水资源水量监测情况调查 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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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 调查评价工作技术路线
Fig.1 Technical roadmap of investigation and evaluation

图 4 31个省目标覆盖率空间分布
Fig.4 Spatial distribution of target coverage rates in 31 provinces

此河流信息结合行政区地理信息开展了县级及以上行

政区界水资源水量监测情况调查袁 统计跨界河流交界
断面共计 11 315个袁 交界断面空间分布呈现东南密
集尧西北稀疏的特征袁与水系发育尧人口尧行政区面积等
密切相关遥 具体调查与评价情况如下院
2.1 以省为统计单元的调查情况

针对各省县级及以上行政区交界断面监测信息绘

制堆积图渊见图 2冤袁可以看到袁可开展监测断面除西藏
占比较低外渊6.5%冤袁其余省份占比多在 30%以上曰建
站困难断面中袁青海尧新疆尧西藏尧海南尧四川尧宁夏和黑
龙江这 7 个省份的百分占比高于 20%袁 西藏最高达
83%袁其余省份均低于 15%曰在无监测需求断面中袁新
疆尧 内蒙古尧 甘肃和宁夏这 4个省份的占比较大袁在
18%以上袁内蒙古高达 38%袁其余省份均在 13%以下遥

各省现有覆盖率和目标覆盖率空间分布见图 3尧
图 4袁 全国现有覆盖率在 7.7%~76.4%之间袁 集中在

30%~55%袁平均为 40.9%袁除新疆尧西藏尧青海尧黑龙
江尧上海和海南外袁其余省份现有覆盖率均在 30%以
上曰将可开展监测断面纳入考虑后袁全国潜在覆盖率
在 6.7%~81%之间袁平均为 43.9%袁多在 35%以上曰除
了西藏尧新疆尧宁夏尧黑龙江和青海的目标覆盖率较低
外袁其余省份均能达到 70%以上袁全国平均为 84.8%遥

覆盖率空间上呈现由东南向西北递减的特征袁与
地区面积尧人口尧经济以及水文发展现状等密切相关袁
总体来看县级及以上行政区界水资源水量监测现有

覆盖率不高遥
2.2 以流域为统计单元的调查情况

我国地理上共分九大流域渊诸河冤院松辽流域尧海
河流域尧淮河流域尧黄河流域尧长江流域尧珠江流域尧东
南诸河尧西南诸河和内陆河片遥

九大流域渊诸河冤各交界监测情况分类百分比堆积
图和覆盖率堆积图如图 5所示遥 从各类型百分占比来
看袁内陆河片和西南诸河建站困难地区占比高达 35%
以上袁与流域内地形复杂尧人口稀少尧经济发展较为落
后等因素密切相关袁松辽流域因气候尧地形等原因建站
困难断面占比 21%袁其它流域均在 14%以下曰内陆河
片由于气候原因存在较多的河道常年过水量小袁无监
测需求断面占比高达 30%以上袁其余均在 13%以下遥

现有覆盖率范围在 18.3%~54.1%之间袁多在 35%
以上袁平均覆盖率为 40.5%遥将可开展监测断面纳入潜

图 2 31个省县级以上行政区交界断面监测信息堆积
Fig.2 Accumulated monitoring information of cross-boundary sections

in the administrative regions above county level in 31 provinces

图 3 31个省现有覆盖率空间分布
Fig.3 Spatial distribution of existing coverage rates in 31 provinc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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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7 北京市交界断面信息和相应测站分布
Fig.7 Cross-boundary sections information and distribution

of its monitoring stations in Beijing

在监测覆盖范围后袁 西南流域和内陆河片虽然建站困
难地区占比较高袁 但其目标覆盖率也可达到 50%左
右袁其它流域目标覆盖率在 75%以上遥

图 6为流域现有覆盖率空间分布袁 呈现东南区流
域高于西北区流域的特征遥
2.3 典型省市调查成果

限于篇幅袁仅选取北京为典型袁将直辖市所属县级
及以上行政区界水资源水量监测情况调查成果展示遥
北京位于华北平原北部袁背靠燕山袁毗邻天津市和河北
省袁总面积 16 412km2遥 北京市县级行政区 16个袁涉及
跨界河流 27条袁与行政区交界断面总数共计 57个遥

按照交界断面类型进行分类统计袁北京市内交界
断面监测信息如图 7 所示袁 已开展监测断面占比较
大袁达 50.9%袁对于未控区域提出的水位站升级和新
建水文站方案较多袁分别占比 10.5%和 29.8%遥 由图 7
可知袁已开展监测断面共涉及水文站 26个袁测站类型
全为国家基本站袁可开展监测断面中涉及到升级的水
位站 6 个袁测站类型全为中小河流站曰仅 1 个监测断
面位于沙河源头袁属于无监测需求断面袁综合来看袁将
无监测需求断面剔除后北京市目标覆盖率可达

100%遥

3 结论

本文在广泛收集全国 31个省尧直辖市尧自治区的
自然地理尧河流尧行政区界尧水文测站尧交通和通讯条
件等信息的基础上袁调研部分已开展县级及以上行政
区界水资源水量监测的省市袁并结合各省市和流域机
构的监测情况调查信息袁系统回答了目前我国县级及
以上行政区界水资源水量监测的覆盖率尧潜在覆盖率
和目标覆盖率遥 主要结论如下院

渊1冤跨界河流交界断面共计 11 315个袁交界断面
空间分布呈现东南密集尧西北稀疏的特征袁与水系发
育尧人口尧行政区面积等密切相关遥

渊2冤从调查情况来看袁各省县级及以上行政区界
现有监测能力普遍不高袁 现有覆盖率在 7.7%~76.4%
之间袁 集中在 30%到 55%范围内袁 平均覆盖率为
40.9%袁呈现东南地区覆盖率较高袁西北地区较低的空
间特征遥

渊3冤从可开展监测断面百分占比来看袁除西藏渊6.5%冤
较低外袁其余省份占比大多在 30%以上曰从建站困难断
面占比来看袁青海尧新疆尧西藏尧海南尧四川尧宁夏和黑龙
江这 7个省份的占比高于 20%袁 西藏最高达 83%袁其
余省份均低于 15%曰 从无监测需求断面占比来看袁新
疆尧 内蒙古尧 甘肃和宁夏这 4个省份的占比较大袁在
18%以上袁内蒙古高达 38%袁其余省份均在 13%以下遥

渊4冤全国潜在覆盖率在 6.7%~81%之间袁平均为
43.9%袁多在 35%以上曰目标覆盖率除了西藏尧新疆尧宁
夏尧黑龙江和青海这五个省份较低外袁其余省份均能
达到 70%以上遥

渊5冤九大流域渊诸河冤现有覆盖率范围在 18.3%~

图 6 九大流域渊诸河冤现有覆盖率空间分布
Fig.6 Spatial distribution of existing coverage rates

in nine major basins (rivers)

图 5 九大流域交界断面监测情况百分比堆积图和覆盖率堆积图
Fig.5 Percentage accumulation and coverage rates accumulation of

cross section monitoring of nine major watershed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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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nvestigation on Water Resources and Water Quantity Monitoring
of the Administrative Boundaries above County Level in China

LIU Xiulin, LI Yu
(Bureau of Hydrology of Changjiang Water Resources Commission, Wuhan 430010, China)

Abstract: This paper collected the basic information of rivers, administrative boundaries and hydrological stations of 31 provinces,
municipalities and autonomous regions in China, and analyzed the existing coverage rates, potential coverage rates and target cover鄄
age rates of water resources and water quantity monitoring above county level. The results show that the existing water monitoring
capacity of each province is not high, and the average coverage rate is only 40.9%. In space, the coverage rates of southeast re鄄
gion is higher than that of northwest region; Considering the number of monitoring sections that can be carried out for water quan鄄
tity monitoring, the target coverage rates can reach more than 70% except Tibet, Xinjiang, Ningxia, Heilongjiang and Qinghai
provinces. The results could provide data support for the assessment of cross-border water resources management, hydrologic net鄄
work design of administrative boundary and investment estimation of water resources infrastructure.
Key words: administrative boundary; water resources and water quantity monitoring; coverage rate

54.1%之间袁多在 35%以上袁平均覆盖率为 40.5%曰西南
流域和内陆河片因建站困难地区占比较高袁 目标覆盖
率在 50%左右袁其它流域在 75%以上遥 空间上呈现东
南区流域覆盖率高于西北区流域的特征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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