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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综述 

2022 年，常州市年降水量 884.2mm，折合降水总量 38.66 亿 m3，比

2021 年偏少 31.9%，比多年平均偏少 22.5%，属枯水年份。 

全市水资源总量 11.50 亿 m3，其中地表水资源量 10.47 亿 m3，比 2021

年减少 62.0%，比多年平均偏少 36.9%；地下水资源量 3.82 亿 m3，重复计

算量 2.79 亿 m3。 

全市主要河道入境总水量 47.29 亿 m3，其中总引江水量 14.90 亿 m3；

出境总水量 45.20亿 m3，其中总排江水量 6.24 亿 m3。 

全市 9 座主要水库年末蓄水量 0.52 亿 m3，比年初减少 0.61 亿 m3；2

处主要湖泊年末蓄水量 2.06 亿 m3，比年初减少 0.21 亿 m3。 

全市总供水量 26.93 亿 m3，其中，地表水源供水量 26.02 亿 m3，地下

水源供水量 37 万 m3，其他水源供水量 0.91 亿 m3。总用水量 26.93 亿 m3，

其中，农业用水量 11.16 亿 m3，工业用水量 10.54 亿 m3，生活用水量 4.28

亿 m3，生态环境用水量 0.95 亿 m3。总耗水量 12.26 亿 m3。 

全市人均综合用水量 503.06m3。按可比价，全市万元地区生产总值用

水量 24.51m3，较 2020 年下降 17.2%；万元工业增加值用水量7.68m3，较

2020 年下降 20.0%。农田亩均灌溉用水量 519.75m3，农田灌溉水有效利用

系数0.687。居民人均生活用水量，城镇146.68L/（人· d），农村 89.19L/

（人·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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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水资源量 

（一）降水量 

全市年降水量 884.2mm，折合降水量 38.66亿m3，比 2021年偏少 31.9%，

比多年平均偏少 22.5%，属枯水年份。 

各行政分区中，主城区、武进区、金坛区、溧阳市年降水量均比 2021

年偏少，分别偏少 25.4%、21.7%、35.5%、35.9%；均比多年平均偏少，

分别偏少 21.2%、18.5%、25.7%、22.1%。各行政分区年降水量见表 1，降

水量与上年、多年平均比较见图 1，全市年降水量等值线图见图 2。 

表 1  全市年降水量表 

行政分区 年降水量（mm） 与上年比较（%） 与多年平均比较（%） 

主 城 区 865.3 -25.4 -21.2 

武 进 区 899.0 -21.7 -18.5 

金 坛 区 861.1 -35.5 -25.7 

溧 阳 市 921.8 -35.9 -22.1 

全    市 884.2 -31.9 -22.5 

图 1  降水量与上年、多年平均比较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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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2  全市年降水量等值线图 

（二）地表水资源量 

全市地表水资源量 10.47 亿 m3，年径流深 239.4mm，比 2021 年偏少

62.0%，比多年平均偏少 36.9%。 

各行政分区中，主城区、武进区、金坛区、溧阳市地表水资源量均比

2021 年偏少，分别偏少 48.5、54.8%、68.9%、66.9%；均比多年平均偏少，

分别偏少 25.0%、32.3%、46.5%、39.4%。各行政分区地表水资源量见表 2，

地表水资源量与上年、多年平均比较见图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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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2  全市地表水资源量表 

行政分区 
地表水资源量 

（亿 m3） 
与上年比较（%） 与多年平均比较（%） 

主 城 区 2.14  -48.5  -25.0  

武 进 区 2.65  -54.8  -32.3  

金 坛 区 1.99  -68.9  -46.5  

溧 阳 市 3.69  -66.9  -39.4  

全    市 10.47  -62.0  -36.9  

 

图 3  地表水资源量与上年、多年平均比较图 

（三）出入境水量 

全市主要河道入境总水量 47.29 亿 m3。其中，沿江五河（浦河、新孟

河、剩银河、德胜河、澡港河）全年总引江水量 14.90 亿 m3，比 2021 年

偏多 6.23 亿 m3，多于多年平均引江水量（14.78 亿 m3）。 

全市主要河道出境总水量 45.20 亿 m3。其中，沿江五河全年总排江水

量 6.24 亿 m3，比 2021 年偏多 0.47 亿 m3，多于多年平均排江水量（1.92

亿 m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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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地下水资源量 

全市地下水资源量（矿化度＜2g/L）3.82亿 m3，比 2021年偏少 16.1%，

比多年平均偏少 22.8%。其中，平原区地下水资源量 3.63 亿 m3，山丘区地

下水资源量 0.19 亿 m3。 

（五）水资源总量 

全市水资源总量 11.50 亿 m3，比 2021 年偏少 59.8%，比多年平均偏少

46.6%。其中，地表水资源量 10.47 亿 m3，地下水资源量 3.82 亿 m3，重复

计量 2.79 亿 m3。全市平均产水系数 0.30，平均产水模数 26.30 万 m3/km2。

各行政分区水资源总量见表 3，降水量与水资源总量对比见图 4。 

表 3  全市水资源总量表 

行政分区 
年降水量 

（亿 m3） 

地表水资源

量（亿 m3） 

地下水资源

量（亿 m3） 

重复计算量 

（亿 m3） 

水资源总量

（亿 m3） 

主城区 6.89 2.14 0.70 0.46 2.38 

武进区 9.58 2.65 0.93 0.61 2.97 

金坛区 8.40 1.99 0.85 0.64 2.20 

溧阳市 14.14 3.69 1.34 1.08 3.95 

全   市 38.66 10.47 3.82 2.79 11.5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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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4  降水量与水资源总量对比图 

三、蓄水动态 

（一）水库 

全市 9 座主要水库总库容 2.87 亿 m3，年末蓄水量 0.52 亿 m3，比年初

减少 0.61 亿 m3。 

（二）湖泊 

全市 2 处湖泊多年平均蓄水量 2.75 亿 m3，年末蓄水量 2.06 亿 m3，比

年初减少 0.21 亿 m3。主要湖库蓄水量见表 4。 

表 4  主要湖库蓄水动态表 

分类 湖泊水库名称 
年初蓄水量 

（万 m3） 

年末蓄水量 

（万 m3） 

蓄水变量 

（万 m3） 

大型水库 

沙河水库 4015  1991  -2024 

大溪水库 5079  2061  -3018 



2022 年常州市水资源公报 

第 7 页 

分类 湖泊水库名称 
年初蓄水量 

（万 m3） 

年末蓄水量 

（万 m3） 

蓄水变量 

（万 m3） 

中型水库 

前宋水库 492 43 -449 

塘马水库 330 239 -91 

茅东水库 778 400 -378 

小型水库 

大山口水库 159 23 -136 

吕庄水库 173 84 -89 

新浮水库 150 134 -16 

海底水库 187 241 54 

湖   泊 

滆湖 16649 14700 -1949 

长荡湖 6053 5900 -153 

（三）地下水 

全市 10 处潜水地下水监测站中，年末平均埋深 2.12m，年末水位比年

初上升 0.15m，年末蓄水量比年初增加 197 万 m3。 

全市 40 处Ⅱ承压地下水监测站中，年末平均埋深 17.85m，年末水位

比年初上升 1.81m，水位总体呈上升趋势。其中，全市 9 处超采区地下水

监测代表站中，年末平均埋深 24.06m，年末水位比年初上升 1.01m，水位

总体呈上升趋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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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水资源利用 

（一）供水量 

全市总供水量 26.93 亿 m3，其中，地表水源供水量 26.02 亿 m3，占比

96.6%；地下水源供水量 37 万 m3，占比 0.1%；其他水源供水量 0.91 亿

m3，占比 3.3%。各行政分区供水量见表 5，各类供水水源组成见图 5。 

表 5  全市供水量表 

行政分区 
地表水源供水

量（亿 m3） 

地下水源供水

量（万 m3） 

其他水源供水

量（亿 m3） 

总供水量 

（亿 m3） 

主城区 12.06 27 0.24 12.30 

武进区 4.50 1 0.34 4.84 

金坛区 4.07 4 0.21 4.28 

溧阳市 5.39 5 0.12 5.51 

全   市 26.02 37 0.91 26.93 

 

图 5  各类供水水源组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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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用水量 

全市总用水量 26.93亿m3，其中，农业用水量 11.16亿m3，占比 41.5%；

工业用水量 10.54亿 m3，占比 39.1%；生活用水量 4.28 亿 m3，占比 15.9%；

生态用水量 0.95 亿 m3，占比 3.5%。各行政分区用水量见表 6，各类用水

量组成见图 6。 

表 6  全市用水量表 

行政分区 
农业用水量

（亿 m3） 

工业用水量

（万 m3） 

生活用水量

（亿 m3） 

生态用水量 

（亿 m3） 

总用水量 

（亿 m3） 

主城区 1.36 8.57 1.99 0.38 12.30 

武进区 2.04 1.11 1.28 0.41 4.84 

金坛区 3.07 0.56 0.50 0.15 4.28 

溧阳市 4.69 0.30 0.51 0.01 5.51 

全市 11.16 10.54 4.28 0.95 26.93 

 

图 6  各类用水量组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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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耗水量 

全市总耗水量 12.26 亿 m3，综合耗水率 45.5%。其中，农业耗水量 11.16

亿 m3，占比 41.5%；工业耗水量 10.54亿 m3，占比 39.1%；生活耗水量 4.28

亿 m3，占比 15.9%；生态耗水量 0.95 亿 m3，占比 3.5%。 

（四）用水指标 

全市人均综合用水量 503.06m3。按可比价，全市万元地区生产总值用

水量 24.51m3，较 2020 年下降 17.2%；万元工业增加值用水量 7.01m3，较

2020 年下降 20.0%。农田亩均灌溉用水量 519.75m3，农田灌溉水有效利用

系数 0.687。居民人均生活用水量，城镇 146.68L/（人·d），农村 89.19L/

（人·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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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水资源管理与保护 

（一）做好最严格水资源管理考核 

一是全面完成 2021 年度实行最严格水资源管理制度考核工作；二是

下达 2022 年度实行最严格水资源管理制度目标任务，落实目标管理，逐

级分解落实，明确时间节点，确保年度任务全面完成。三是组织开展 2022

年度实行最严格水资源管理制度考核工作。 

（二）推动水资源刚性约束机制建设 

一是严格用水总量控制管理，印发常州市“十四五”用水总量和强度

控制目标，发布湟里河等 3 条河道、大溪水库等 5 个水库的生态水位及保

障方案。二是推进江河流域分水，印发澡港河等 4 条河道的水量分配方案、

5 条河道的水量调度方案、年度水量调度计划，开展生态水位年度监测与

评估工作。三是推进水资源管理试点创新，批复 4 个省级经济开发区水资

源论证区域评估报告，推进水权制度改革，完成水权交易 3 单，实现全市

首单跨区地下水取水权交易。 

（三）提升水资源规范化管理水平 

一是全面推进取水工程（设施）规范化管理，印发《常州市水利局关

于全面推进取水工程（设施）规范化管理工作的通知》，按照“三规范、

二精准、一清晰”要求，完成 211 家取水户规范化建设任务。二是有力推

进集中式饮用水水源地规范化管理，组织完成溧阳市大溪水库、沙河水库

水源地、金坛区长荡湖涑渎水源地规范化建设任务。三是继续推进监测计

量规范化管理，规上非农取水户在线监测全覆盖，溧阳市、武进区积极探

索完成非农取水口在线监测计量全覆盖。 

  



2022 年常州市水资源公报 

第 12 页 

（四）强化地下水取用水管理力度 

一是开展利用与保护规划编制，印发《常州市地下水利用与保护规划

（2020-2030 年）》。二是开展地下水取水工程登记造册工作，完成 85 个

地下水取水工程登记造册工作。三是加强地下水位动态监测，定期通报地

下水位监测情况，及时开展异常站点排查和整治，2022 年地下水位总体平

稳上升。 

  



2022 年常州市水资源公报 

第 13 页 

六、节约用水 

（一）全面深化国家节水行动 

深入贯彻《江苏省节水行动实施方案》，细化分解年度用水总量和效

率控制目标，将节水型社会建设主要指标纳入市政府高质量发展考核体系。

发挥最严考联席会议协调机制作用，组织各相关部门协同推进年度工作任

务。市发改委、水利局、工信局、教育局、交通局及机关事务管理局等部

门联合行动，推进全市各类节水型载体建设。 

（二）建立长效监管机制 

一是严格落实节水“三同时”、节水统计、节水评价等制度，编制《常

州市规划和建设项目节水评价技术指南》，全年开展节水评价 32 项。二

是强化计划用水管理，科学下达用水计划 4200 余项，严格落实超计划、

超定额累进加价制度；建立年用水量 30 万立方米以上重点监控用水单位

名录库。三是开展常态化节水监督检查，形成“一户一单”问题清单，限

期整改，全市共检查重点监控用水户 72 家。 

（三）推进重点领域节水 

一是坚持节水与农业增效相结合，推进全市小型灌区标准化、规范化

建设，建成节水型灌区 6 个；创新编制《常州市高标准节水型乡镇评价标

准（试行）》《常州市节水型养殖场（畜禽、渔业）评分标准》。二是坚

持节水与工业减排相促进，全年创成国家级重点用水企业水效领跑者 1 家；

建成省、市两级节水型企业 40 家；完成节水技改项目 11 项，形成年节水

能力近 143 万立方米；打造湟里镇污水处理厂再生水回用项目、东方特钢

产业园串联用水等非常规水源利用新典型。三是坚持节水与城镇降损相发

展，新北区、钟楼区通过国家级达标县建设现场复核，全市实现达标县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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设全域覆盖；建成节水型单位、学校、居民小区等公共机构节水型载体 29

家。 

（四）健全制度标准体系 

一是出台《常州市“十四五”节水型社会建设规划》，科学制定“十

四五”节水目标，突出 5 大重点领域节水，围绕 6 大重点任务提出 17 项

具体措施。二是修订《常州市农业、林牧渔业、工业、生活和服务业用水

定额》，内容涵盖 173 个行业中类、309 个行业小类、581 项产品。三是

印发《2022 年常州市全民节水攻坚突破行动方案》，持续深化节水型社会

建设全领域发展。 

（五）强化节水宣传教育 

一是突出品牌效应，全力打造常州市“生命之水”水情宣教品牌，创

新开展 5 家“生命之水”主题教育示范园区建设。二是突出宣教形式，开

展“水韵江苏”节水少年行活动，向省厅推荐中小学节水艺术书画作品 336

份。三是突出时间节点，在“世界水日”“中国水周”和“全国城市节约

用水宣传周”等关键节点，开展“小水滴旅行记”、“城市会客厅——节

水专场”直播访谈、《公民节约用水行为规范》宣贯等活动，取得了良好

的社会效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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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注：  

1、地表水资源量：指河流、湖泊、冰川等地表水体逐年更新的动态

水量，即天然河川径流量。 

2、地下水资源量：指矿化度＜2g/L 地下水饱和含水层逐年更新的动

态水量，即地表产流量与降水入渗补给地下水量之和。 

3、水资源总量：指当地降水形成的地表和地下产水总量，即地表产

流量与降水入渗补给地下水量之和（扣除重复计算量）。 

4、多年平均：降水量多年平均指 1956~2020 年系列；水资源量多年

平均指 1997~2020 年系列；引江水量、排江水量多年平均指 1974~2020 年

系列。 

5、供水量：指各种水源为用水户提供的包括输水损失在内的毛水量，

分地表水源、地下水源和其他水源统计。地表水源供水量指地表水工程的

取水量，地下水源供水量指水井工程的取水量，其他水源供水量指非常规

水源工程的取水量。 

6、用水量：指各类用水户取用的包括输水损失在内的毛水量，按农

业、工业、生活、生态 4 大类用户全口径统计。 

7、万元地区生产总值用水量：指用水总量与地区生产总值的比值。 

8、万元工业增加值用水量：指工业用水量与工业增加值的比值。 

9、主城区包含新北区、天宁区、钟楼区，武进区包含常州经开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