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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地表水资源与地下水资源重复量的认识与
水资源开发利用理念探讨

李文鹏

（中国地质环境监测院, 北京　100081）

  

地表水资源与地下水资源重复量是水循
环过程中的客观存在。由于含水层过滤和调
节作用，地下水水质清澈，数量稳定，成为淡
水资源中最可贵的部分，是大自然对人类的
恩赐。正确认识和科学评价地表水资源与地
下水资源重复量不仅是水资源总量计算的关
键，而且也是科学规划利用水资源的重要基
础。理论上讲，狭义的水资源总量等于地表
径流量与降水入渗量之和，但实际工作中许
多地区难以直接测量。随着水文学和水文地
质学的长期发展，形成了学术上公认的水资
源总量计算的科学定量表达，即水资源总量
由地表水资源量和地下水资源量相加、扣除
两者之间相互转化的重复量而得。然而，目
前相关部门对于重复量的水资源性质认识不
够统一，甚至在水资源组成的表述中，不提及
这个客观存在的宝贵淡水资源的数量，在规
划中就更谈不上如何珍惜利用了。为此，本
文对“地表水资源与地下水资源重复量”的水
资源性质与开发利用理念，提出一点初浅认
识，不当之处，敬请指正。 

1    水资源组成要素定义与监测统计
方法

地表水资源量是指河流、湖泊、冰川等
地表水体中由当地降水或地下水排泄形成
的、可以逐年更新的动态水量，即天然河川

径流量，主要由降水形成的地表径流量和地
下水排泄形成的河川基流量两部分构成。水
文学以流域为单元，以河道为评价对象，计量
地表水资源量，一般可通过流域出口水文站
实测获取，如有河道外引用时，还应加上经过
还原计算的河道外实际耗水量，可得到天然
河川径流量，即地表水资源量。

地下水资源量是地下饱和含水层逐年更
新的动态水量，即降水和地表水体入渗形成
的地下水补给量。水文地质学以地下水系统
为单元，以地下饱和含水层为评价对象，计量
地下水资源量。其中，山区主要采取排泄量
法，平原区主要采用补给量法，并监测统计降
水入渗补给量、地表水体渗漏补给量及地下
水储变量之间的水均衡计算进行校核验证。

地表水资源与地下水资源重复量是按照
地表水资源量和地下水资源量的定义及其相
应的计算方法，计算地表水资源量和地下水
资源量时，将水循环过程中两者相互转化的
量，分别计入地表水资源量和地下水资源量
而产生的重复计算量。重复量主要有两种类
型：一是地下水排泄形成的河川基流量，一般
利用水文站监测的河川径流数据通过基流分
割法后计算获取；二是地表水体入渗形成的
地下水补给量，一般要查清渗透路径、渗透面
积、入渗系数来计算地表水渗漏量或形成的
地下水补给量，也需要通过地表水或地下水
均衡方法校核验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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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地下水资源与地表水资源不重
复量”可能带来的困惑

地表水资源与地下水资源重复量中无论
是清澈的河川基流或是地表水下渗补给形成
的地下水，其水资源质量和时空分布优势都
更加适合于人类利用，也是河道内、外生态
系统的重要支撑。2000 年以来的水资源公报
将“地表水资源与地下水资源重复量” 变为
“地下水资源与地表水资源不重复量”，虽然
对水资源总量计算结果没有影响，但对水资
源认识会带来偏颇。

具体来讲，“地下水资源与地表水资源不
重复量”的表述，是将重复量全部计入地表水
资源量，实质上是“站在河道看水资源”，这样
整个水资源量就表述为地表水资源和地下水
资源与地表水资源不重复量之和，这个不重
复量与地表水资源量相比，显得微不足道，甚
至误导人们在水资源规划中可以忽略不计地
下水资源与地表水资源不重复量，以至于忽
视地表水资源与地下水资源重复量这一宝贵
资源的科学利用。如由水利部发布的 2021
年中国水资源公报中表述“2021 年全国水资
源总量 29 638.2×108 m3，其中，地表水资源量
28 310.5×108 m3，地下水资源量 8 195.7×108 m3，
地下水资源与地表水资源不重复量为 1 327.7×
108 m3”，不表述这个客观存在又最为宝贵的
重复量，简单地将重复量 6 868.0×108 m3 全部
计入地表水资源。 

3    基于“地表水资源与地下水资源
重复量”认识的水资源规划与开
发利用理念

鉴于认识上不统一，水利系统不再使用

“地表水资源与地下水资源重复量”，而使用
“地下水资源与地表水资源不重复量”，即与
地表水资源不重复的地下水资源量。表面
上，两种资源代数和相加，简单明了，实际上
是把地表水资源与地下水资源转化量简单
地数字化处理，是把两种相互依赖相互转化
的资源割列，容易掩盖重复量在水资源开发
利用规划中的重要意义，将误导人们更加追
求对地表水资源的重视和拦蓄利用。如在
西北和华北许多地段地表水和地下水转化
频繁，平原盆地区地表水是地下水重要补给
来源，甚至是唯一的补给来源，但由于上游
水库过度拦蓄地表水，渠道全面衬砌，截断
山前平原区地下水补给来源，导致区域地下
水位持续下降，表面看是地下水严重超采，
实际上地表水过度拦蓄才是主因；有的水库
拦截了泉水补给来源使泉水流量衰竭甚至
干涸，有的水库又不得不放水保泉，此类现
象比比皆是。

为此，我们建议使用行业公认、学术上
通用的“水资源总量、地表水资源量、地下
水资源量、地表水资源与地下水资源重复
量”的科学表述，要充分认识地表水与地下
水相互转化形成的重复量在水循环过程中
的价值和意义，在水资源开发利用规划中
坚持“宜表则表，宜地则地”的原则，充分保
护和利用宝贵的重复量。而且重复量不足
时，还要人造增加重复量，就是国际上通行
的地下水回灌与再利用（ASR），与地下水储
备战略相衔接，真正实现地表水与地下水
联合调蓄和联合利用，使水资源开发利用
更加有利于经济社会发展和生态系统协调
健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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