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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江西省是我国水资源丰富的省份之一，水资源的形成及分布与自然地理及区域地质背景密切相关。在对全

省水资源量进行计算的同时，分析了水资源的时空分布规律，并对水资源环境质量进行了评价。根据江西省水资源面I临的态

势，结合江西省省情和水资源利用现状，就水资源合理开发利用提出了相应的对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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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江西省自然地理与地质环境背景

1．1 自然地理

江西省位于长江中下游南岸，总面积16．69

万knl2，占全国总面积的1．74％，省内山地约占

36％，丘陵L卜42％，平原、岗地占14．7％，水面积占

7．3％。赣江流域与鄱阳湖构成了由山地一河流一

三角洲一湖泊，基本上以省界为分水岭的完整流域

系统。省境周围受中、高山围限，形成以南昌盆地、

抚州盆地、吉泰盆地、赣州一信丰盆地等为中心的盆

地地形地貌。地势总体上南高北低，周围环山，北面

开11，四周渐次向鄱阳湖倾斜。

江西省河流众多，各水系主要发源于省境的东、

南、西境山区，穿越丘陵及山间盆地，汇成赣、抚、信、

饶、修五大水系，最后注入鄱阳湖，经湖口人长江，构

成了以鄱阳湖为中心的完整水系。鄱阳湖流域属亚

热带湿润季风气候区，四季分明，雨量充裕，年平均气

温16．2～19．7℃，平均降水量1 400～1 900Ⅲ，是
全国多雨省区之一，年平均蒸发量在800～1 200 n一

之间。(见图1)

江西省降水总量地区分布不均，总趋势足省境

四周山厌多于中部盆地，赣东大于赣西。各年降水

量也有显著不同，最大年与最小年极值比最高达

2．64(饶河渡峰坑站)。年降水量在一年中随时间的

变化，全省各地比较接近，据流域内九江、南昌等地

9个雨量站30至50年的观测资料统计分析，多年

平均降水的约50％集中于4—6月份(见表1)。

1．2区域地质背景

江西省各时代地层发育齐全，岩浆活动频繁，地

质构造复杂，良好的区域地质背景孕育了丰富的矿

产资源和地下水资源。

本省地层按组成褶皱基底及盖层岩系的地质时

代和构造特征，可分为赣北及赣中南两大区，大致以

浙赣铁路为界，北区以前震旦系构成褶皱基底，早古

生界以新为盖层，南区以早占生界构成褶皱基底，晚

古生界以新为盖层。省内岩浆活动期次多，岩浆岩

类广泛分布，尤以赣东南出露较为集中。不同的地

作者简介：阙足双，1964年生，男，汉族，湖南常德人，高级工程师，从事水文地质与工程地质研究工作。
  



316 岩土工程技术 2005年第6期

层、岩性组合成不同的地下水含水岩组，并赋存不同

的地下水类型，如中、新生界白垩、第三系砂砾岩、钙

质砂砾岩及古生界侏罗系、元古界震旦系砂岩、页

岩、砾岩等，赋存碎屑岩类裂隙、孔隙水。

q 31 笋kln

图l江西省水系分布图

表l 多年平均降水量在年内的时间分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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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江西省水资源量计算及评价

2．1水资源量计算

2．1．1地表水资源量

地表水资源量是指逐年可以恢复或更新的动态水

量，通常用河川径流量表示。江西省水系比较独立完

整，并且水系的分水线与行政区划的分界线大致相同，

结合省内五大水系的特点，将全省划分为12个水资源

分区。各分区水量的计算，是应用控制站连续24年

(195卜1979)的实际观测资料进行计算，即以各控制站
的水量之和扣除邻省汇入江西的水量求得。

计算结果表明，全省地表水资源总量为l 416×

l伊m3／a。

2．1．2浅层地下水资源量

浅层地下水是指与大气降水和地表水体有直接水

力联系的地下水，它具有补给条件好、更新快、埋深小、

易开采的特点，是工、农业及生活用水的重要水源。

江西省浅层地下水包括：松散岩类孔隙水、碎屑

岩类裂隙孔隙水、碳酸盐类裂隙岩溶水及岩浆岩、变

质岩类裂隙水。分布于鄱阳湖平原及五大水系河谷

地段的松散岩类含水岩组占全省面积的6％，碳酸

盐类含水岩组占全省面积的24．1％，该两类含水岩

组富水性强。

全省浅层地下水资源量的计算，山丘区依据河

川基流量进行计算，鄱阳湖平原区采用基流模数及

参数法进行计算，结果表明，全省浅层地下水资源总

量为323．8×l舻rnj／a⋯。

2．2水资源评价

江西省地表水资源量与浅层地下水资源量之

和，扣除地表水与地下水的重复计算量，得全省水资

源总量为1 422×108 m3／a，占全国年水资源总量的

5．06％。由此可见，江西省是我国水资源丰富的省

份之一。

江西省水资源是与自然地理环境及区域地质

环境背景密切相关的客观产物。地表水资源及浅

层地下水资源均以大气降水为其补给来源，由于降

水时空不均，因而导致水资源时空分配不均。地表

水资源年内分配不均，主要表现在4—6月份径流

集中，地表水资源年际闾变化也较大，据1950一

1979年系列观测资料，年径流最大值出现于1973

年，为2 392×108 m3，而最小值出现于1963年，为

591．7×108 m3，两者相差4．04倍。此外，就江西

省水资源组成，在不同保证率时水资源总量变化较

大(见表2)。
表2江西省水资源组成表

注：水资源总量等于地表水资源量与浅层地F水资源量之和扣

除相互转化的水景

尽管江西省水资源丰富，但地表水资源的时空

分布不均，仍然会导致季节性缺水，汛期之后紧接着

就是秋旱和旱季，缺水对江西这样的农业省会产生

直接的影响。因此，浅层地下水资源具有重要的调

节作用。江西省五大水系河谷地带第四系松散层孔

隙水，水量丰富，成井条件优越，单井涌水量最大可

达lO 000 mj／d以上。

3水资源质量

3．1地表水水质

随着江西省国民经济的持续发展，全省地表水

水环境总体上呈现水质恶化的态势(见表3)。地表

水主要污染因子为挥发酚、氨氮、化学耗氧量、pH值

等，主要污染屏：域为经济相对发达的城_巾l地域及工

矿企业周围，如赣东北某大型矿山周边河段取样分

析，其pH值为2．5。显然，随着经济的发展，用水量

呈不断增加的趋势，同时废、污水排放量也不断增

加，但水污染治理明显滞后于经济发展。

3．2浅层地下水水质

本省浅层地下水水质多为瞰b型淡水，其
矿化度一般小于0．3 g几，在山地分水岭区的岩浆

岩及变质岩区地下水的矿化度更低，往往小于O．1 g／L。

表3江西省水系综台水质评价表hl

注：饶河包括昌汀和东安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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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垩一第三系红层碎屑岩区，局部含石膏、岩

盐，加之径流条件差等因素，除Hcq型水外，还有

H003·鼢型、s04·Hc03型水，其矿化度多为
0．1～O．6 g／L，局部可超过1．0 g／L。

鄱阳湖滨区第四系松散层潜水中总铁离子含量

大于0．6 rng／L，锰离子含萤大于0．15 nlg／L，均超

过饮用水卫生标准。

值得注意的是，工业废水、生活废水及农田灌溉

水对地下水含水层的直接补给及人渗，已危及浅层地

下水水质。城市对浅层地下水的过度开采，不仅导致

地下水位的持续下降，也加剧了地下水质的恶化【⋯。

4水资源开发利用

4．1水资源开发利用现状

江西省水资源丰富，径流总量居全国第七位，亩

均占有水量是全国平均数的两倍，但全省水资源利

用率不高，截止到20世纪90年代中期为18．9％，

其中地表水17．6％，浅层地下水5．7％。地表水的

利用途径是修建各类水利工程，主要用于防洪、抗

旱、水保、供水及发电等。浅层地下水的利用以垂直

集水的管井、大口井为主要取水构筑物，主要用于自

备水源及农村生活供水，极少数(不足1％)用于农

田灌溉。

4．2水资源合理开发利用对策

江西省水资源面临的态势足：多少相随，排蓄紧

跟。即：降水集中于汛期，水虽多，江河充盈，洪水泛

滥，以排洪为主；汛期结束立即进入酷热的旱季，降

水渐少，各种水利工程以蓄水为主。一日．遭遇极端

气候，则必然产生先涝后旱，极端干旱年份水系断

流，2003年江西的母亲河——赣江多处断流，赣江

水位创1934年以来的最低，为14．83 m，沿江的赣

州、吉安、南昌、九江四市数百万人的生活、生产因缺

水受到不同程度的影响，严重的旱灾导致直接经济

损失近70亿元。因此，水资源的合理开发利用，盲接

影响到本省经济的持续稳定发展，特提出如下对策：

1)科学掌握水资源时空分布规律，采用风险调

度和综合利用手段，尝试利用洪水资源。从传统的

单纯防洪减灾转变为在考虑防洪减灾的同时，科学

利用雨洪资源，利用现有水利工程抓住“洪尾”蓄水，

将nJ能出现的涝后旱灾损失降到最低程度【3』。

2)正确认识江西作为农业大省的省情，加大浅

层地下水资源的开发利用程度，确保粮食产量的稳

定。江西省浅层地下水资源丰富的赣抚平原、吉泰

平原也是我国重要的商品粮生产基地。过去的经验

表明，秋旱对晚稻的播种、生长会产生极大的不利影

响。为此，应合理开发利用浅层地下水资源，发挥浅

层地下水的调节作用，如在极端干旱的2003年，南

昌市采用此途径，获得了良好的效益_4}。

3)合理规划，统筹协调，坚持以地理单元的流域

与行政区划单元的流域相兼顾的流域水资源管理模

式。江西省水资源丰富，并且水资源开发利用程度

不高，提高水资源合理利用程度，合理调配，将水资

源的水量、水质、水工程等进行综合管理，应坚持流

域水资源管理。既要管理地表水，也要管理地下水，

既要管数量，还要管质量，通过统筹协调，合理制定

水资源与管理的总体规划，以流域水资源的可持续

利用及区域社会经济可持续发展为目的【5 J。

4)调整产业结构，加强水污染治理，防止水质型

缺水。随着江西省国民经济的快速发展，全省水环

境总体呈现水质恶化的态势。适当调整产业结构，

关停一批高污染的工业企业，同时加强水污染的治

理力度，防止水质型缺水对工农业生产和人民生活

的威胁已成为当务之急L6-‘“。

5结论

江西省水资源虽然较丰沛，但需水量也大，水资

源的供需矛盾也日益突出，因此，应提高水资源的利

用率。以经济与生态效益为核心，科学合理地开源，

充分利用大气降水，合理利用地表水，科学利用地下

水，努力使污染水资源化，为江西省可持续发展提供

有力的水资源保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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