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综述
广州市地处广东省中南部，珠江三角洲北缘，濒临南中国海，东连博罗、龙门两县， 西

邻三水、南海和顺德，北靠清远市区和佛冈县及新丰县 ， 南接东莞市和中山市，隔海与香港、

澳门相望。 本公报采用行政分区和水资源分区分别对全市水资源状况及其开发利用情况进行统

计分析。 行政分区按中心区 ( 包括越秀、荔湾、海珠、 天河、白云和黄埔等6区 ) 、 萝岗区、

番属区、南沙区、花都区和从化市、增城市进行统计，水资源分区按西北江三角洲广州、北江

大坑口以下广州和东江三角洲广州三个水资源分区进行统计。

2013年，全市平均茸降雨量1966.8mm，水资源总量为81.55亿时，其中地表水资源量

80.73亿时， 地下水资源量15.59亿m30 水资源总量比2012年偏多6 .4%，比多茸平均值偏多

2.2%，属平水年。 2013茸降雨空间分布不均匀，呈现多高一低空间分布规律，高值区分布在

从化市，次高值区分布在增城市的中部，低值区分布在花都区的西部、 白云区的东北部和增城

市的北部。 降雨时间分布不均匀 ， 汛期 (4-9月)降雨量为1597 .5mm，占全军总降雨量的

81.2%，非汛期降雨量占18.8%。

2013年 ， 全市总供水量68.44亿m3 (包含火电用水) ，比2012茸减少0.9% ，其中地表水

67.94亿m3，占99.3%，地下水0.50亿m3，占 0.7%。 用水仍以工业为主，其中农业用水

11.36亿m飞占总用水量的16.6% ; 工业用水40.44亿mJ ( 含火电用水24.33亿m汀，占总用水

量的59. 1 % ; 城镇公共用水6.05亿旷， 占总用水量的8.8% ; 居民生活用水9.7 1亿m3，占总用

水量的1 4.2% ; 生态环境用水0.88亿m气占总用水量的1 .3%。

20 1 3年 ， 全市万元GDP用水量44.4旷，万元工业增加值用水量34.2m3 ( 不含火电用

水 ) ， 农田灌溉亩均用水量751.2m3 ， 城镇居民生活人均曰用水量213.2L，农村居民生活人均

日用水量164.0L。

2013年，全市废污水排放总量23.5时lm3 ( 不包括火电直流冷却水和矿坑排水量) ， 其中

工业废水占53.1%，城镇居民生活污水占30.4%，其他污水占16. 5%。

2013年，主要江河水质总体良好 ， 入海河口水质均达到或优于功能区水质目标，但个别

河涌7]c质指标未达到水功能区水质目标 ， 需要进一步加强监测与保护。

2013年，全市工业和生活用水量、地下水开采量、 万元工业增加值用水量{含火电用

水)、水功能区水质达标率和城镇供水水源地达标率分别为57.09亿m3、 0.50亿旷、

85.05州、 71.4%和89.6%，除城镇供水水源地达标率略低于控制指标 (93.5% )外，其余指

标均达到省考核要求 ( 控制指标分别为61亿旷、 0.8亿mJ、 99时和59%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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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3年全市平均降雨量1966.8mm，折合茸降雨总量1 42.04亿旷，比2012年偏多4.9% ， 比多

茸平均值偏多7.4%，属平水茸。

从行政分区'情况来看，备区年降雨量均比2012年偏多 ， 偏多量最大的是番属区，为23 .2% ，

最小是中心区，为0 . 4%。 从化市比多茸平均值偏少1 .1 %，其余各行政区均比多茸平均值偏多，偏

多量最大是番属区，为19. 1 %，其次是增城市，为13 .0%。

从水资源分区情况来看，西北江三角洲广州年降雨量为 1917.4mm (其中流溪河为

1941.8mm) ，比2012茸偏多5.2%，比多茸平均值偏多7.0%; 北江大吭口以下广州年降雨量为

201 9.8mm，比 2012茸偏少3.9%，比多茸平均值偏少7.6%; 东江三角洲广州茸降雨量为

21 1 2.7mm( 其中增江广州为2457.0mm) ，比2012年偏多6.5%，比多年平均值偏多1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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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心区番禹区花部区 南沙区 箩岗区 增缄市从化市全市 西北江三角洲广州北江大坑口以下广州 东江三角洲广州

各行政分区2013年降雨量与2012年、多年平均比较图 20 1 3年各水资源分区总雨量与2012年、多年平均对比图

行政
计算
面积

分区

km2 

中心区 1081 

番属区 527 

花都区 969 

南沙区 656 

萝岗区 389 

增城市 1617 

从化市 1983 

全市 7222 

各行政分区20 1 3年降雨量与2012年、多年平均比较表

2013茸降雨量 201 2茸降雨量 与2012茸 与多茸多茸平均降雨量
比较 平均比较

万m3 I 作1m 万m3 mm 万m3 mm % II % 

199261 1843.3 198526 1836.5 181122 1675.5 0 .4 10 

96873 1838.2 78609 1491.6 81369 1544 23.2 19.1 

180544 1863 172904 1784.4 167925 1733 4 .4 7.5 

111897 1705.7 97386 1484.5 102079 1556.1 14.9 9.6 

75117 1931 73300 1884.3 67641 1738.8 2.5 11 .1 

341624 2112.7 320645 1983 302298 1869.5 6.5 13 

415104 2093 412142 2078.4 419783 2116.9 0.7 - 1.1 

1420419 1966.8 1353512 1874.2 1322216 1830.8 4.9 7.4 

水资源分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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各水资源分区2013年降雨量与201 2年、多年平均比较表

计算
面积

20 1 3年降雨量

km2 11 万m3 mm 

2012年降雨量

万m3
m阿1

多年平均降雨量与201埠与多年
比较 平均比慧

万m3
m阿1 % % 

西北江三角洲广州 5206 998206 1917.4 948972 1822.8 932706 1791 .6 5.2 7.0 

北江大吭口以下广州 399 80590 2019 .8 83895 2102.6 87211 2185.7 -3.9 - 7.6 

东江三角洲广州 1617 341624 2112 .7 320645 1983.0 302298 1869.5 6.5 13.0 

合计 72221420419 1966.8 1353512 1874.2 1322216 1830.8 4 .9 7.4 

降雨的主要特点 : 受天气条件的影响， 2013茸全市降雨量地区分布不均匀，呈现多高一低空

间分布规律，高值区分布在从化市，次高值区分布在增城市的中部， 低值区分布在花都区的西部、

白云区的东北部和增城市的北部。 全市最大点雨量{连麻站) 2457.0mm，最小点雨量(水口站)

1593.5mm , tti.直为 1 .5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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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 1 3年各代表站汛期与全年降雨量比较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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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 每陪雨量

三誓5M

2013茸全市降雨量比多茸平均值偏多7.4%，属平7_)(茸，降雨量茸内分配不均匀 。 汛期

(4 - 9月)降雨量为1 597.5mm，占全年总降雨量的81.2%，比多茸平均值偏多16.5%。 非汛期

降雨量占1 8.8% 。 降雨量汛期、非汛期捆差比2012茸大，茸内分配相对不均匀。 单站最大1小时

降雨量85.0mm (8月 1 6日) ，最大3小时降雨量15 1 mm (8月 16日) ，最大6小时降雨1 99mm

( 8月 16日) ，均出现在增城市派潭镇大埔固村委会大埔围下水库站;最大24小时降雨量

349mm (8月 16日) ，出现在从化市良口镇锦村村委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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降雨量 (mm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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增江2013年各月份降雨量与20 1 2年 、 多年平均比较图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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流溪河2013年各月份降雨量与2012年、多年平均比较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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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 1 3茸广州市降雨量等值线图(单位: mm) 

三A
三角洲网河区2013年各月份降雨量与201 2年、多年平均比较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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口也表水资源量
地表水资源量指河流、水库、湖泊等地表水体的动态水量 ， 即天然河川径流量。

2013年全市地表水资源量80.73亿m3 ' 折合茸径流深11 1 7.8mm，比20 1 2茸偏多6.5% ， 比多

茸平均值偏多2.4%。

从行政区分区情况来看， 各区地表7)(资源量均比2012年偏多 ， 偏多量最大的是番属区 ， 为

25 . 8%，其次是南沙区，为18.4%。 番周区、南沙区和从化市比多茸平均值分别偏少2.2%、

5 .3%和4 .0%，中心区、萝岗区、花都区和增城市分别偏多0.8% 、 4 . 7% 、 9 . 2%和11 . 7%。

从水资源分区情况来看，西北江三角洲广州为54.90亿m3 (其中流溪河为26.8亿m勺 ，比

20 1 2茸偏多7.2%，比多军平均值偏多0.2%; 北江大坑口以下广州为5.27亿m3，比2012茸偏少

3 . 7%，比多茸平均值偏少6.2% ; 东江三角洲广州为20.56亿m3 (其中增江广州为15.50亿m勺 ，比

20 1 2茸偏多7.3% ， 比多年平均值偏多11.7%。

各行政分区20 1 3年地表水资源量与2012年、多年平均比较表

计算 20畔 」| 2m 
多茸平均 1'.与2012茸与多茸

行政 面积 地表水资源量 地表水资源量 地表水资源量 比较 平均比较
分区

km2 

一 万m
3

_jL 万m
3 万m3

_jL % % 

中心区 1081 108935 105768 108020 3 0.8 

番属区 527 42706 33959 43681 25.8 2 .2 

花都区 969 106049 99436 97100 6 .7 9.2 

南沙区 656 48116 40652 50819 18.4 - 5 .3 

萝岗区 389 42551 40692 40635 4.6 4.7 

增城市 1617 205614 191706 184045 7.3 11.7 

从化市 1983 253318 246144 263800 2 .9 4 

全市 7222 807289 758358 788100 6 .5 2.4 

各水资源分区2013年地表水资源量与201 2年、多年平均比较表

计算 201 3茸 2012茸 多年平均 与2012年与多年

水资源分区 面积 地表水资源量 地表水资源量 地表水资源量 比较 平均比较

km2 万m3

JL 万m3

JL 万m3

Jl % % 

西北江三角洲广州 5206 548975 511951 547855 7.2 0.2 

北江大坑口以下广州 399 52700 54701 56200 - 3.7 - 6 .2 

东江三角洲广州 1617 205614 191706 184045 7.3 11.7 

.6. 计 7222 807289 758358 788100 6.5 2.4 t:J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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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心区 番禹区 花都区 南沙区 萝岗区 增城市 从化市

各行政分区2013年地表水资源量与20 1 2年、多年平均比较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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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心区 番禹区 花都区 南沙区 萝岗区 增城市 从化市

各行政分区2013年地表径流深与2012年、多年平均比较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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各水资源分区2013年地表水资源量与20 1 2茸、多年平均比较图

町、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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备水资源分区2013年地表径流深与20 1 2年、 多年平均比较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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入境 和人海水量情况: 20 1 3年 ， 流入我市的总人境水量为 1 092. 7亿m3 ; 出境水量 为

11 57.3亿m3，其中入海水量为11 52 . 2亿m3 ， 分别比20 1 2茸偏多 1 . 6%、 2 . 5%和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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水资源总量
地下水资源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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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地水资源总量是指评价区域内当地降水形成的地表、地下产水总量(不包括区外来水

量) ， 由地表水资源量和地下水资源量相加并扣除两者间的重复计算量而得。

2013茸全市本地水资源总量为81.55亿旷， 折合径流深1129.2mm ， 比2012茸偏多6.4%，比

多年平均值偏多2 .2%。 全年产水系数为0 .57; 产水模数为11 2.92万旷/km2。

2013年各行政分区水资源总量表

地下水资源量指降水、地表水体(含河

道、湖库、渠系和渠灌田间)人渗补给地下含

7.K层的动态水量。

2013茸全市地下水资源量为 1 5.59亿m30

比 20 1 2茸偏多 5 . 2% ， 比多茸平均值偏多

4. 8%。

从行政区分区情况来看 ， 地下水资源量最

大的是从化市 ， 为4.92亿旷， 其次是增城市 ，

为3 . 88亿m3 ， 最小的是萝岗区 ， 为0.82亿m飞

从水资源分区情况来看， 西北江三角洲广

州10 . 70亿m3，北江大坑口 以下广州1 .00亿m3 ，

东江三角洲广州3 .89亿m3。

计算面积 年降雨量 地表资源 地下资源
行政分区

万m' 万m3km2 

北江大吭口以下广州|
6 .4% 中心区

番属区

花都区

南沙区

萝岗区

增城市

从化市

全市

1081 199261 108935 21255 

527 96873 42706 8333 

969 180544 106049 20626 

656 111897 48116 9388 

389 75117 42551 8202 

16 17 341624 205614 38834 

1983 415 104 253318 49223 

7222 1420419 807289 155862 

2013年备水资源分区地下水资源量对比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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各行政分区2013年地下水资源量与2012年、多茸平均比较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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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2012年、多茸平均比较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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立A 各水资源分区2013茸本地水资源量

与2012年、多茸平均比较图

不重复
水资源总量 产水 产水模数

计算量
万m3

11 
系数 11 万m

3

fkm
2

万m'

1977 110913 0.56 102.6 

1758 44464 0.46 84 , 37 

1135 107184 0.59 110 , 61 

1980 50096 0 .45 76 , 37 

542 43094 0.57 110.78 

801 206415 0 .6 127, 65 

。 2533 18 0.6 1 127 .7 4 

8193 815483 0 .57 112, 92 

m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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各行政分区2013年径流深

与2012茸、多茸平均比较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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各水资源分区2013茸径流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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口 中型水库蓄水动态

201 3茸全市共统计16座大中型水库;全市大、中型水库年束蓄水总量为4945 1万m3 ， 比

2012茸增加10099万m3。 其中大型水库茸束蓄水总量为26905万m3，比2012年增加4887万m3 ; 中

型水库茸束蓄水量为22546万m3 ，比2012茸增加5212万m30 三吭、芙蓉幢、联安、自洞、增塘、

天湖和金吭水库年末蓄水量比20 1 2茸减少 ， t，咸幅最大的增塘水库为40.8%; 其余水库均有不同程度

增多 ， 增幅最大的茂墩水库为90.0%。

20 1 3茸广州市大中型水库蓄水动态表
单位万m'

类型 行政分区 水库名称
茸初 主在束 茸蓄 比2012茸

备注蓄水量 蓄水量 水变量 增幅(%)

大型 从化 流溪河 220 18 26905 4887 22.2 省属

白云 禾 龙 1133 11 1331 11 198 17.5 

九湾潭 1792 3163 1371 76.5 

=坊: Rññ 11 814 11 - 52 - 6 .0 
花都

芙蓉幢 983 870 -113 -11.5 

福源 739 11 829 11 90 12.2 

联安 1592 1442 -150 -9.4 

百花林 399 11 499 11 100 25. 1 
增城

中型 自 洞 313 283 一30 一9.6

增塘 292 11 173 11 -119 -40.8 

茂墩 3ñO 684 3?4 900 

从化 天湖 605 491 11 -114 一 18 . 8

黄龙带 4113 65 16 2403 58.4 市属

木本强 639 666 11 27 4.2 
萝岗

金坑 1069 863 -206 -19.3 

( 惠州龙门)梅州 2439 3922 1483 60.8 市属

计(中型) 17334 22546 5212 30 1 

合 t 39352 49451 10099 25.7 

11 A 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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口共水量
蓄水3.2%

i周7.1<4 .2%

5 1水13 .3%

201 3茸全市总供水量为68.44亿m3 ， 其
一 …-

中地表水67.94亿m气地下水0.50亿m3。 全

市以地表7)(源供水为主，占总供水量的

99.3% ，地下水源仅占0.7%。 在地表水供水 --.. 

量中 ， 蓄水工程供水占3.2% ，引水工程供水

占13 . 3% ，提水工程供水占79.3% ，东江调
tlV.lG9.3% 

水占4 . 2%。
2013茸全市地表水源供水比例图

2013年各行政分区供水量表
单位·亿m'

r-
地表水源供水量

行政分区
地下水源

总供水量
蓄水 召|水 提水 调水 合计 自来水 供水量

_jL 
荔湾区 。 0.02 3 .1 6 。 3.18 2.05 。 3.18 

越秀区 。 。 2.1 2 。 2.12 2.04 。 2.12 

海珠区 。 0.08 2.53 。 2.6 2.45 。 2.6 

天河区 0.02 0 .0 1 2 .67 。 2.7 2.42 0.01 2.72 

白云区 0.25 1.02 2.6 。 3.87 2.64 0.06 3.93 

黄埔区 0.02 0 .02 6 .84 。 6.88 2.16 。 6.88 

番禹区 。 1.21 3 .66 。 4.86 3.02 。 4.86 

花都区 0.25 1.44 3.35 。 5.04 0.86 0. 14 5.19 

南沙区 。 2. 15 10.17 。 12.32 0.89 。 12.32 

萝岗区 0.32 0 .02 7.64 2.83 10.82 2.20 0.03 10.85 

增城市 0.92 2.05 8 .1 9 。 11 .15 1.18 0.02 11. 18 

从化市 0 .4 1 1.01 0.96 。 2.38 0.57 0.23 2.61 

全市 2. 19 9.03 53.89 2.83 67.94 22.48 0.5 68 .44 

A 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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口水量
2013茸全市总用水量为68.44亿m3 (包含火电用水) 。 其中农业用水11 .36亿旷，占总用水量

的16 .6%; 工业用水40.44亿旷 ， 其中火电用水24 .33亿m3 ， 一般工业用水1 6.11亿旷， 分别占总用水

量的35 .6%和23 .5%; 居民生活用水9 .7 1亿m3，占总用水量的14 .2% ; 城镇公共用水6 .05亿m3，占总

用水量的8.8%; 生态环境用水0.88亿旷，占总用水量的1 .3%。 按生产(农业、工业及城镇公共合

计)、生活(仅指居民生活)和生态分类组成: 生产用水57.85亿m3，占总用水量的84.5%; 生活用

水9 . 7 1亿m3，占总用水量的1 4.2% ; 生态用水0.88亿m气占总用水量的1 .3%。

广州市产业与其他发达城市相差较大，造成用水结构比例与其他城市差异较大，经济相对发达

地区其一般工业和居民生活用水所占比例较高，农业用水比例则较低。 黄埔、萝岗和南沙区工业用

水的比例都相对较高 ， 所占总用水量比例分别为9 1 .5% 、 92 .0%和77.2% ; 工业用水比例最低是越

秀区仅为4.0%; 农业用水比例最高的是从化市，其次是花都区，分别为57.6%和33.4%。

行政分区 农业用水

荔湾区

越秀区

海珠区

天河区

白云区

黄埔区

番属区

花都区

南沙区

萝岗区

增城市

从化市

全市

0.02 

。

0.08 

0.03 

1.27 

。04

1.21 

1.73 

2. 15 

0.34 

2.98 

1.51 

11.36 

2013年行政分区各类用水量表

般 城镇居民
火电用水

工业用水 公共用水生活用水

0.59 1.05 0.81 0 .65 

0.08 。 0.97 0 .99 

0.32 。 0.86 1.27 

0.73 。 0.59 1.1 0 

0 .53 。 0.56 1.55 

1.62 4.68 0.18 0 .36 

1.43 。 0.86 1.35 

2.31 。 0.38 0 .69 

2.58 6 .92 0.21 0 .35 

2.84 7.14 0.23 0 .28 

2.58 4.54 0.22 0 .67 

0.49 。 0.17 0 .45 

16.11 24.33 6 .05 9 .72 

生态
环境用水

0.05 

0 .08 

0 .08 

0 .27 

0 .0 1 

0 .0 1 

0 .0 1 

0 .07 

0 .10 

0 .02 

0 .1 8 

。

0.88 

单位: 亿m'

总用水

3.18 

2 .12 

2 .60 

2 .72 

3 .93 

6 .88 

4 .86 

5 .19 

12.32 

10.85 

11.18 

2 .6 1 

68.44 

-H理1ÆIlE理、h 

从化市

。

全市

农业用水

一般工业用水

• 火电用水

• 城镇公共用水

• 居民生活用水

• 生态环镜用水

2013年行政分区各类用水量比例图

A 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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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水量 ( fZm' ) 

8.0。

7.00 

6.00 

5.00 

4.00 

3.00 

2.00 

1.00 

农业用水

-般工业用水

火电用水

11 城镇公共用水
H 居民生活用水

生态环境用水

E 。.00
荔湾区 越秀区 海珠区 天河区 白云区 黄埔区 番禹区 花都区 南沙区 萝岗区 增城市 从化市

2013年各行政分区各类用水量比较图

口水?脱量
2013茸全市总用水消耗量为15 . 09亿m3，其中农业用水消耗量为6.43亿时，占42.6% ; 一般工

业用水消耗量为3.63{乙旷，占24.1 % ; 火电用水消耗量为0.56亿m气 占3 . 7%; 居民生活用水消耗

量为 1 .78亿时， 占 11 . 8% ; 城镇公共用水消耗量为2.1 9亿m3，占 1 4.5% ; 生态环境用水消耗量为

0 .50亿旷，占3.3%。 各区行业发展组成比例不同，耗水率也有所不同，全市综合耗水率为

22 .0%; 其中，农业为56.7% ，工业为10 .3%，城镇公共为36.2%，居民生活为18 .3%。

亿m'

14.00 

12.00 

10.00 

8.00 

6.00 

4.00 

2.00 

0.00 
荔湾区 越秀区 海珠区 天河区 白云区 黄精区

11 用水量

lJ 耗水量

番禹区 花都区 南沙区 萝岗区 增城市 从化市

2013年各行政分区用水量与耗水量比较图

-H理1ÆIlE理、h 

口污水排放量
201 3年全市废污水排放总量23.50亿m3 (不包括火电直流冷却水和矿坑排水量) ， 其中工业废

水为12.48亿m气 占53 . 1 % ， 城镇居民生活污水为7.15亿m气占30.4% ， 其他污水为3.87亿m气占

16.5% ;废污水排放量最大的是番属区， 达2.67亿m3 ， 占总废污水量的 1 1 .4% ;废污水排放量最小

的是从化市，只有0.67亿m气占总废污水量的2.9%。

入河废污水量指入河流、 湖泊和水库等地表水体的废污水量， 为用户排污量与排水损失 之

差。 2013年全市入河废污水量为 16.9 1 亿m气占全市废污水排放量的72.0%。

fZm' 

3.00 

2.50 

2.00 

1.50 

1.00 

0.50 

0.00 

行政分区

荔湾区

越秀区

海珠区

天河区

白云区

黄埔区

番禹区

花都区

南沙区

萝岗区

增城市

从化市

全市

城镇居
民生活

0.53 

0.83 

1.06 

0.92 

1.07 

0.30 

0.99 

0 .42 

0.21 

0.20 

0 .42 

0.21 

7.15 

海珠区 天河区 番属区 花者ß区 南沙区 箩岗区

20 1 3年各行政分区废污水总量与入河量比较图

2013年各行政区废污水总量与人河量表

用户废污水排放量

工业

0 .46 

0 .07 

0 .25 

0 .56 

0 .4 1 

1.26 

1 . 11 

1.79 

2 .00 

2.20 

2.00 

0 .38 

12.48 

第二产业

建筑业 小计

0.01 

0 .01 

0.02 

0.01 

0.02 

0.00 

0.02 

0.03 

0 .01 

0.00 

0.01 

0.01 

0. 16 

0.47 

0.07 

0.26 

0.58 

0 .43 

1.26 

1.13 

1.83 

2.01 

2.20 

2.01 

0.39 

12.64 

第三产业

0.55 

0.68 

0.54 

0.37 

0.34 

0.12 

0.55 

0.13 

0.12 

0.14 

0.10 

0.06 

3.70 

合计

1.55 

1.57 

1.87 

1.87 

1.83 

1.67 

2.67 

2.38 

2.34 

2.55 

2.53 

0.67 

23.50 

口污水排放量

l 1入河废污水量

单位:亿旷

人河废
污水量

1.12 

1.13 

1.34 

1.34 

1.32 

1.21 

1.92 

1.71 

1.68 

1.83 

1.82 

0.48 

16.92 A 18 



立A

A 

口资源开发利用情况
2013年全市万元工业增加值用水量34.2m叫不包含火电用水) ， 万元GDP用水量

44.4m3 ，人均用水量529.5m 3，农田灌溉亩均用水量75 1 .2m 3，城镇居民生活人均日用水量

2 1 3.2L ， 农村居民生活人均日用水量1 64.0L。

水资源态势: 20 1 3茸为平水茸。

用水变化趋势 : 2013年全市总用水量比20 1 2年减少0.9% ， 其中，工业用水量增加

2 . 4% ，农业用水量增加2.9% ， 居民生活用水量减少1 . 6% ， 城镇公共用水量减少6.6% ，生态环

i竟用水量减少59.4%0 2013茸人均用水量、万元GDP用水量、万元工业增加值用水量、农田灌

溉亩均用水量、城镇居民生活人均用水量和农村居民生活人均用水量均较2012茸减少，减少幅

度分别为1.5% 、 12 . 9% 、 12 .1 %、 7 . 4% 、 1 . 4%和8 . 6%。

2013年与2012年各项主要用水指标表

人均用水量
万元GDP 万元工业 农田灌溉
用水量 增加值用水量亩均用水量

( m3f人) (m3f万元) (m3j万元) (mγ亩)

2013 529.5 44.4 34.2 751 .2 

2012 537.8 51 .0 38.9 811 .6 

比较(% ) - 1.5 - 12.9 -12.1 -7.4 

用水量(亿m' ) -← 总用水量 " 工业用水量

100 
- 生活用水最 - ，_ 城镇公共用7](

90 

80 

70 

60 

50 

40 

30 

20 

10 

。

城镇居民 农村居民
生活用水量 生活用水量
(L!人·日) (L!人 · 日)

213.2 164.0 

216.2 179.4 

-1.4 -8.6 

气企一 农业用水量

.... 一 生态环境用水

2004 2005 2006 2007 2008 2009 2010 2011 2012 2013年

2004 - 2013年各类用水量变化趋势图

用水量 (m'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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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 11 r -，严 「

万元GDP 万元工业增加值

2013年与2012年各项主要用水指标比较图

.--. 严『

~ 唱

农田灌溉亩均

11 2013革
1] 2口12每

2013茸全市各区水资源利用程度差别较大，其中从化市和增城市主要利用其本地水资源;其

他各分区本地水资源量时间分布大部分为集中在汛期的洪水，故利用率不高 ， 利用水量还是以过境

水量为主。

亿m'

45.0 

40.0 

35.0 

30.0 

25.0 

20.0 

15.0 

10.0 

5.0 

0.0 
中心区 番民区 花都区 南沙区 萝岗区

2013年各行政分区水资源利用比较

增城市

1 I 茸提商量

" 每本资嚣量

王军用水量

从化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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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3茸是实行最严格水资源管理制度中期考核茸，全市工业和生活用水量、地下水开

采量、万元工业增加值用水量、7](功能区水质达标率和城镇供水水源地达标率分别为

57 ，09亿m3、 0 ， 501乙m3、 85 ， 05m 3、 7 1 .4%和89.6% ， 除城镇供水水源地达标率略低于控制指

标 (93 ， 5% )外，其余指标均达到省考核要求 ， 考核等次为优秀。

2013茸我市各区(县级市)最严格水资源管理制度各项工作落实情况比去茸有较大进

步， 在开展产业转移升级和节水型社会建设的政策指引下 ， 各区 ( 县级市 ) 积极响应 ， 加强

水生态文明城市建设 ， 大力发展优势产业，逐渐转移或关闭高耗水、重污染企业，用水总量

与用水效率指标均达到控制指标要求。

2013年广州市各区(县级市)控制指标

用水总量 (1lm3
) 用水效率(m3j万元)

行政分区 地下水开采量 工业生活用水 万元工业增加值用水量

201 3茸 2013茸 2013茸 20 1 3茸 2013茸 20 1 3茸
实际值 控制指标 实际值 控制指标 实际值 控制指标

荔湾区 。 0.0311 2.1 0 2 , 54 33.3 41 , 1 

越秀区 。 2 , 12 2. 16 44 , 8 46 , 1 

海珠区 。 0.0137 2.53 2.59 34.0 45 , 9 

天河区 0.01 17 0.012 1 2 , 68 2 , 72 24.5 38 , 8 

白云区 0.0600 0.0877 2 , 66 2.89 20.4 36 , 1 

黄埔区 。 0.0226 2 , 17 2 , 99 41 , 5 48 , 8 

番禹区 。 0.0003 3 , 66 3 .68 36.4 49 , 3 

花都区 0.1446 0.1995 3 .46 4 , 33 46 , 1 53 , 1 

南沙区 0.0000076 。 3 , 25 3 , 72 42 , 6 47 , 6 

萝岗区 0.0276 0.0373 3自 36 3 , 81 21.8 24 , 7 

增城市 0.0226 0.0273 3.66 4 .76 46.5 55 , 9 

从化市 0.2301 0.2706 1 , 1 1 1, 21 43 , 9 48 , 1 

备注 : 表中数据不包含火核电用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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口问湖库水体水质
i[问水质

食 全市主要江河水质总体良好， 64.3%的省控监测断面水质优良 ， 省控地表水环境功能区水质

达标率为86.7% ， 未达标断面主要分布在珠江广州河段西航道和后航道。

食 珠江广州河段茸平均水质保持N类，水质平均污染指数与2012 茸同比下降2.4%0 21项水质

评价指标中19项符合或优于《地表水环境质量标准)) TTI标准 ， 主要污染指标为氨氮和溶解氧。

食 东江北干流、增江、沙湾水道、蕉门7.1<道、 洪奇沥水道和流溪河从化段7.1<质优良。 流溪河白

云段和白堤河水质较差。

饮川j水源地水质

食 全市9个城市集中式饮用水源地水质优良，水质达标率稳定达到100%。

k紫jllJ 110 水质

，传 自 2013茸6月起发布50条主要河涌的水质监测信息。

食 20 1 3茸5- 1 2月， 50条主要河涌中2条为 H 类(占4.0%) , 2条为IIL类(占4 .0%) , 3条为 N

类(占6.0%) , 7条为 V类(占14.0%) ， 36条为劣V类(占72.0% ) 。

贪 官涌、南派涌、龙湾涌、大沙河、蕉门河、笔岗涌、 墩头j昌、小海河、二龙河等9条河涌稳定

达到功能区水质目标，石榴岗河、新河浦涌、东;禀涌、花地河、市桥河、屏山河、荔湾涌、庙头

涌、 文涌、金洲涌等10条河涌部分时段达标，其余31条河涌均超标。 超标项目以氨氮、总磷、 化

学需氧量、五日生化需氧量和溶解氧等有机污染指标为主，呈现明显的生活和农业面源污染特征。

入海门水质

食 全市3 条主要入海河流中，莲花山水道入海河口水质为m~IV类，蕉门水道、洪奇沥水道入海

河口水质达到 H 类，均达到或优于功能区水质目标。

20 1 3茸省考核我市的水功能区水质达标率为7 1 .4%。 全市主要江河水质持续好转，但个别江

河河段和河涌水质指标略有下降，需要进一步加强保护与监测。

帝 ，传 数据来源:广州市环境保护局 (201 3王军广州市环境状况通报》 A三2



一、 1月 6日 国家水利部党组成员、副部长蔡其

华一行轻车简从来到荔枝湾，视察荔枝湾涌综合整治

工程建设情况。 省水利厅厅长黄怕青、市水务局局长

丁强、荔湾区常务副区长刘晨辉等陪同视察活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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冒"蝙事酌咽激帽畸型 二、 4月下旬 市水务局参加了2013年以"水

资源可持续利用"为主题的"第三届中国水业院士

论坛暨水资源可持续利用高峰论坛" 。

三、 5月 17-19门 市水务局组织召开了深层隧

道东漂涌试验段初步设计审查会。 会议邀请了包括

国内权威的中国工程院主浩院士 、 张杰院士、罗绍

基院士在内的28名专家，以及市人大、市政协等相

关单位代表。 以王浩院士为组长的专家组认为，广

州市借鉴发达国家的经验，率先开展深层隧道排水

系统东漂涌试验段工程的建设，具有示范伟用，很

有必要，意义重大。

四 、 7月 3 1 日 水利部批准广州市为全国第一

批水生态文明城市建设试点，由市水务局牵头编

制完成了《广州市水生态文明城市建设试点实施

方案)，并报市政府审定。

五、 1 2月 25日 广州市第十四届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二十三

次会议表决通过《广州市流溪河流域保护条例>> (草案修改稿)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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