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水是万物之源,是人类和一切生物赖以生存,经济社会发展所不可替代的宝贵自然资源。

科学合理开发、利用、配置、节约和保护水资源,兴水利除水害,以水资源的可持续利用支撑
经济社会的可持续发展,是构建和谐江门的必然要求。

我市雨量充沛,境内河流众多,水资源总量较为丰富,但工程措施和水质保护工作滞后 ,

一方面汛期雨量集中,洪水直流入海难以利用,而且往往造成洪涝灾害:另一方面,部分地区
工程性和水质性缺水问题日益突出,水环境状况存在恶化趋势,水资源受污染形势十分严峻。

水资源短缺、水污染已成为全社会普遍关注的热点和焦点。

近年来,我市在水资源的规划、开发利用和保护方面做了大量的工作,通过整治江河,治
理污染,建管并重,蓄引结合,正在逐步实现由工程水利向资源水利、生态和环境水利、可持

续发展水利的转变。《水资源公报》是水行政主管部门定期向各级政府、向全社会公布水资源及

其开发利用状况的年报,内容包括降水量、地表水和地下水资源量、水资源总量、蓄水动态、

供水量、用水量利耗水量、废污水排放量、用水指标、水环境简况及重要水事等。公报的成果

是在江门市各市 (区 )水利局、广东省水文局江门分局、广东省水环境监测中心江门分中心等

部门报送材料的基础上,经过汇总和综合分析编辑而成。

编制和发布 《水资源公报》不仅是水行政主管部门的基本职责,也是为政府宏观调控、决

策和国民经济各部门开发利用水资源提供科学依据,促进全社会了解我们赖以生存的水资源状

况,从而都来关心水资源、珍惜水资源、保护水资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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江门市水资源公报 ⑩

综 述
江门市位于广东省中南部,珠 江三角洲西侧。全境位于北纬 21° 27′ ~22° 51′ ,东经

111° 59′ ~113° 15′ 之间。全市国土面积 9541晌
2,根

据 《广东省水资源分区表》(2001年〉,

全市水资源计算面积 9372km2。 全市境内主要河流有西江、潭江及其支流和粤西沿海诸小河,集

水面积在 10⑾耐以上的河流有 25条。

本公报按行政分区和水资源分区统计分析 2006年全市水资源状况及其开发利用情况。行政

分区按江门市区 (现辖蓬江区、江海区、新会区)、 开平市、恩平市、鹤山市、台山市统计分析。

水资源分区按西北江三角洲江门区、粤西沿海诸小河江门区和漠阳江江门区统计分析。本公报

中的计算面积采用水资源计算面积。

2006年江门市各分区面积表         单位:百

项  目

江门市各分区

全 市 市 区 开平市 鸫山市 台山市 恩平市
西北江三角

洲江门区

粤西沿海诸小

河江门区
漠阳江江门区

国土面积 9541 1081 3286 1697 6709 2508 324

水资源计算面积 9372 1659 1081 3165 1697 2387 324

2006年 ,全市年均降水深 2046,4咖 ,比上年增加 8,0%,比常年偏少 1.5%,属 于平水年

份。全年降水日数最大为 156天 (锦江站和清湾站),最小为 110天 (开平 (长沙)站和烽火

角站 )。 年降水量在 1521.0nl n(棠密站)和 2792.5!Ⅲn(扫管塘站)之间,以东南部和西部地区

降水量最大,以北部双合、镇海水库一带降水量最小。主要降水集中在 5~9月 份,占年总量

的 80%左右,8月 上旬受台风
“
派比安

”
影响,全市范围出现了一次强度大的暴雨过程。从10

月份开始,降水明显偏少,提前进入枯水期。

2006年 ,全市地表水资源量 117.5亿 m3,较上年增加了 8.5%,较常年减少 0.2%。 全市地下

水资源量 25.98亿 武 较常年减少了 3,6%,较上年增加了 3.8%。 全市水资源总量 117.76亿 m3,

与上年和常年相比,分别增加了7.52%和 减少了 0.97%。

2006年全市大中型水库年末蓄水总量 80687万 m3,与上年年末蓄水量相比净增 4736万 m3,

增幅为 6.2%。 大型水库年末蓄水总量 47704万 出 比上年年末蓄水量增加了5176万 m3。 中型水

库年末蓄水总量 32983万 m3,较上年年末蓄水量减少了 440万 m3。

2()()6年 ,全市用水总量29.527亿 m3,较常年增加了0.3亿 ma,较上年减少了0.0977亿 ma。 供

水总量中以地表水源供水为主,占供水总量的 97.94%;地下水源供水量占 2.06%。 地表水

源供水中,蓄水、引水和提水供水量分别占 48.57%、 21.32%和 30.11%。 用水组成结构中

农田灌溉用水、林牧渔畜用水、工业用水三者占用水总量的 87.83%。 全市总用水消耗量

10.6781亿 m3,全市综合耗水率为 35.4%。

2006年 ,全市废污水排放总量 7.6322亿吨,江 门市区废污水排放量达 4.4043亿 吨,占
排放总量的 57.71%;入河废污水量 6.2583亿吨,较上年增加了 0.3305亿 吨。我市河流水资

源质量状况比去年有下降趋势,水功能区划水质达标率为 46,7%。 除了西江下游及西江网河

区水质状况仍保持良好外,其他一些河流未达到水功能区划 目标,包括潭江中下游河段和市

区内的天沙河和江门河,且市区内的天沙河和江门河水质受污染严重,水质很差,近海口的

河段仍受咸潮上溯的影响,在非汛期氯离子较大。水库水资源质量状况也有下降趋势,比 2004

年以前要差,多个水库达不到水功能区划目标,监测的几个水库未出现富营养化。饮用水源

地供水水质达标率为 75%,新会市的牛勒水厂和台山市公益自来水厂未达区划的目标水质 ,

其中牛勒水厂已经超过m类水质,不能满足饮用水的水质要求。

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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水资源量
圄 水 量

各分区情况

各行政分区中,较常年偏多的有市区、鹤山市和思平市,分别偏多 16.5%、 11.5%和 2.3%;

其他的均为佣少,偏少较大的为开平市,们少 9.4%。 较上年偏少的有开平市和台山市,分别伟

少3.7%和 2.3%;其他的均为偏多,偏多幅度在 15.1%~20.2%,偏 多较大的为鹤山市,们多 20.296。

各水资源分区中,与常年相比西北江三角洲江门区、粤西沿海诸小河江门区和漠阳江江门区

分别偏多 2.9%、 一12.6%和 9.7%,与上年相比三者分别偏多 10.1%、 一4,0%和一2.3%。

西北江三角洲江门区全年降水日数最大为 156天 (锦江站和清湾站),最小为 110天 (开平
(长沙〉站);粤西沿海诸小河江门区全年降水日数最大为 138天 (田坑站和爪排浑站),最小

为 110天 (烽火角站 )。

降水上 (】Im)

2500

2000

!500

1000

500

全市   市区  开平市  讷山市  台山市  恩平市  三角洲 :西沿海  淇阳江

2006年江门市各分区年均降水量与上年、常年比较

所 占比例国土面积 水资源计算面积 降水深 降水总量

1σ矿 %
行政分区

疝 mm

全市 95⒋ l 9372 2016.4 191.79 lO0.0

1818 1770 2140,7 37.89 19.8市区

1659 1830.8 15.8开平市 1659

1861.4 20.12 lO.5鹤山市 lO81 1081

33.6台山市 3286 3165 2033,l 64.35

恩平市 1697 1697 2301.8 39.06 20.4

水资源分区

6709 6661 71.4三角洲

2007.5 47.92 25.o鸟西沿海 2508 2387

2132.7 6.91 3.6漠阳江 324 324

备 注 本公报中的计算面积采用水资源计算面积,占全市比例用折合年降水总I计算。

■■■■

02005年:  口 2006年. 口估年

姊0毛ˇ
%小

ˉ

2006年全市年均降水深 2046.4Ⅱuil,折合年降水总量 191.79亿 Ⅲθ,较上年 1895.5mm增加
8.0%,较常年 2077.6皿 偏少 1.5%,属于平水年份。

2006年江门市各分区降水量

0

30,37

2056.1 136.9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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降水量等值线图
江门市共计 63个雨量站点,将其标注在江门市地图上,进行等值线图的勾绘,勾绘时注意

与临近市县的衔接和合理性检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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降水时空分布
全市 2006年主要降水集中在 5~9月 份,占年总量的 8096左右;以 5月份或者 8月份为高峰

期,8月 上旬受台风
“
派比安

”
影响,全市范围出现了一次强度大的暴雨过程,各站 24h最大降

水量均为本年最大值。从 10月份开始,降水明显偏少,提前进入枯水期。

全市 2006年降水量在 1521.OIIuIl(棠 密站)和 2792.5ⅡⅡll(扫管塘站)之间,以东南部和西部地

区降水量最大,以北部双合、镇海水库一带降水量最小。东南部高值区分为三个高值中心,分

别在东方红水库附近的扫管塘站一带,大隆洞水库东南部一带和赤溪附近的大坑站一带,这三

个高值中心的雨量均在 2500咖 以上。西部高值区为锦江水库、凤子山水库和大田一带,其中心

︱^、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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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6年江门市
降水量等值线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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雨量在 2500mm以上。降水量低值区分布在北部镇海水库一带、南部沿海海晏镇一带和开平长沙

到大隆洞水库上游的狭长地带,其中心雨量均为 1750mm以下。具体详见 2006年江门市降水量

等值线图。

年降水量超过 2250.0mm的 站点有 17个 ,年降水量小于 1750.0mm的站点有 12个。

2006年江门市年降水量大于 2250.0mm、 小于 1750.0mm的雨量站点统计表

年降水里大于 22m皿 雨且站 年降水量小于 175()m雨虽站

站 名 年雨量 所在行政分区 站 名 年雨量 所在行政分区

自山 (沙坪 ) 2343.0 码山市 吉塘 1639,5 鹤山市

四堡 2251,5 鹤山市 棠密 1521.o 鸫山市

清湾 2654.0 恩平市 布 尚 1620.5 鹤山市

锦 江 2514,o 恩平市 双桥 1628,5 鹤山市

大 田 2708.o 思平市 大沙河 1729.5 开平市

恩平 2534.o 恩平市 开平 (长沙 ) 1591.o 开平市

东成 2360.o 恩平市 烂泣塘 1729.5 台山市

塘 田 2276.5 台山市 陈坑 1673.o 台山市

万亩 2351.0 江门市区 寻王 1712.0 台山市

扫管塘 2792.5 江门市区 大隆洞 1683.o 台山市

南坑 2398.5 台山市 挂南 1709.5 台山市

大坑 2741.o 台山市 下川 1682.5 台山市

爪排潭 2404.5 台山市

田坑 2574.5 台山市

端芬 2330.5 台山市

康 洞 2352.5 台山市

马 山 2341.o 思平市

降水基 〈ⅡⅢ)

lO(K),o

o(X).o

8(X).o

700.o

o00.o

5(X).o

4∞.o

300,o

2(X).o

l(X).o

o.o
2 3 4 5 6 7 8 9 10 il 12

月份

2006年各代表雨量站点月降水量比较

地愚水资源垦
地表水资源量指河流、湖泊等地表水体的动态水量,用天然河川径流量表示。

2006年全市地表水资源量 117.5亿 武 折合年径流深 1253.4Ⅲ m,较上年的 108.32亿 矿增

加了9.18亿 出 增加了8.5%;较常年减少了 0,2%。

与上年比较,开平市和台山市分别减少了1,0%和 0.6%,其他市 (区 )均为增加,增加幅度

最大为思平市 21.2%,最小为江门市区 14,9%;西北江三角洲江门区、粤西沿海诸小河江门区和

■■■△~

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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漠阳江江门区分别增加了10.1%、 4.4%和 7.3%,与常年比较,江门市区和鹤山市分别增加了12.4%

和 33.5%,其余各市均有所减少,减少最多为台山市 10.8%,减少最小为恩平市 0.6%;西北

江三角洲江门区和漠阳江江门区分别增加了 2.9%和 lO.8%,粤西沿海诸小河江门区减少了

12.696。

水I(亿沪)

lO0.o

80.o

60.o

40,o

20.o

o.o
全市   市区  开平市  自山市  台山市  恩平市  三角洲 :西沿海 漠阳江

2006年江门市各分区地表水资源量与上年、常年比较

地下水囡
.掘
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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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入渗补给地下含水层

的动态水量。

2006年全市地下水资源量 25.98亿 m3,较常年减少了3.6%,较上年的 25.02亿 Ⅲ3增加了

3.8%。

2006年各分区同常年相比,江门市区和鹤山市分别增加了4.8%和 19.8%,其他分区均为减

少,减少最大为台山市 10.8%,减少最小为漠阳江江门区 3,1%;同上年相比,开平市和台山市

分别减少了0.7%和 0.1%,其他分区均为增加,增加最多为思平市8.6%,增加最少为西北江三角

洲江门区3.8%。

水上 (

30.o

25.o

20.0

15.o

lO.o

5.o

全市   市区  开平市  自山市  台山市  思平市  三角洲  :西 沿海  漠阳江

2006年江门市各分区地下水资源量与上年、常年比较

口2005年   口 2tX)6年   口市年

0⒛∞午   0⒛ ∞ 午   ■ 饣t

o.o

铲OtˇeF哆 -

120,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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水资源总量是指当地降水形成的可供开发利用的地表、地下产水总量 (未包括过境水量 )。

水资源总量是由地表水资源量和地下水资源量两者相加扣除重复量而得。

2006年全市水资源总量 117.76亿 皿3,与上年和常年相比,分别增加了7.52%和减少了
0.97%。 就各分区水资源总量而言,较上年增加的有江门市区、台山市、恩平市、西北江三角

洲江门区、粤西沿海诸小河江门区和漠阳江江门区,分别增加了 16.98%、 3.30%、 19.34%、 8.69%、

4.44%和 7.32%,其他的为减少,减少幅度为 0.34~2.54%:较常年增加的有江门市区、鹤山市、

西北江三角洲江门区和漠阳江江门区,分别增加 14.69%、 11.51%、 3.42%和 10.83%,其 他的为

减少,减少幅度为 2.21~12.58%,减少最多的为粤西沿海诸小河江门区 12.58%,减少最小为

思平市 2.21%。

水上 (亿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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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X).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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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市  市区  开平市  自山市  台山市  忠平市  三角洲 0西沿江 滨阳江

2006年江门市各分区水资源总工与上年、常年比较

2006年江门市各分区水资源量表     单位:亿 d

02∞5午  口20∞午· 0常年

全 市 开平市 台山市 恩平市
西北江三角

洲江门区 =西
沿海诸

小河江门区
漠阳江江门区

水资源总量 117.76 25.42 39.71 83.26 30.1 4.4

地表水资源量 117,50 23.70 17.90 14.00 38.20 23,70 83.00 30.1

地下水资源旦 25,98 4.03 5.30 4.52 7.06 5.07 20.74 ‘.31 o.93

降水工 (山 ) 2140.7 1830.8 2033.1 2301.8 2056,1 2007.5

思平市Ⅲ南

q

、、有 去

廿⑦llˇoz小 ˉ

一 
 

一

分  区 市 区 鹤山市

17.67 11.63 23.33

4.4

2046.4 1861.4 2132.7

一
 f·

tha-i巫 Ji韦氵 涵 0茹 H御 L如 即

△

L.J

~
 
t
 

■■口

L
r
 
 
l

h
︱



~⑩ΣJ回E日囡圈图田 ____-_     ___Ⅱ四日⑩

蓄水动态
2006年共统计全市 4座大型水库和 29座中型水库,同上年相比,水库的数量没有增减。从

行政分区来看,新会区、台山市、开平市、恩平市和鹤山市分别有 8宗、11宗、5宗、7宗和 2
宗;从水资源分区来看,西北江三角洲江门区和粤西沿海诸小河江门区分别有 23宗和 10宗。

2006年全市大中型水库年末蓄水总量 80687万 m3,与上年年末蓄水量相比净增4736万 mθ ,

增幅为 6.2%。 大型水库年末蓄水总量 47704万 Ⅲ3,比上年年末蓄水量增加了 5176万 m3,其中
锦江水库、大隆洞水库、大沙河水库和镇海水库年末蓄水变量分别为 5745万 m`-836万 试 177
万矿和 90万 Ⅲ3。

中型水库年末蓄水总量 32983万 Ⅲs,比上年年末蓄水量减少了440万 m3,其中
年末蓄水变量较大的有深井水库 (-618万 m3)、 岐山水库 (-689万 血:)、

良西水库 (647万 m3)、

西坑水库 (416万 m3)、 狮山水库 (-710万 me)、 那咀水库 (372万 m3)和四堡水库 (345万 m3)。

从各行政分区来看,台山市和开平市大中型水库年末蓄水变量与上年相比分别减少了 2757
万 r和 391万 m3,新会区、恩平市和鹤山市分别增加了551万 Ⅲ

`6887万
m3和 446万 ma。 其中

思平市年末蓄水变量绝对值占全市年末蓄水增量的 92.0%,占全市年末蓄水变量绝对值之和的
60.7%。

从各水资源分区来看,西北江三角洲江门区 2006年年末蓄水总量 59118万 m3,占全市蓄水
总量的 73.3%,年末蓄水变量 7698万 m3:粤西沿海诸小河 2006年年末蓄水总量 21569万 me,占
全市蓄水总量的 26.796,年末蓄水变量一2962万 Ⅲ3。

蓄水△ (万m3)

90000

80000

?0000

60000

50000

40000

30000

20000

lO000

o

-10000

全市   备会区  开平市  白山市  台山市  思平市  三角洲  :西潘t

2006年江门市各分区大中型水库年末蓄水总量与上年比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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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政分区 水库名称
集雨面积

(k血2)
总库容
(万 m3)

⒛05∶生F·末
蓄水量
(万 m3)

2006年末

蓄水量

〈万 ⒄

年蓄水
变量
(万 m3)

所属水资源分区

`、口

山

市

大隆洞 148 29214 10255 9419 -836 粤西沿海诸小河

深 井 60 8070 3977 3359 -618 粤西沿海诸小河

老营底 10,9 1524 761 778 17 西北江三角洲

响水潭 19.8 2548 1453 1400 -53 舟西沿海诸小河

塘  田 40,8 1308 1283 -25 西北江三角洲

丹 竹 2653 808 805 -3 粤西沿海诸小河

岐  山 19.1 3357 1760 1071 -689 粤西沿海诸小河

南  坑 11.27 1371 784 748 -36 粤西沿海诸小河

陈 坑 7.‘ 1241 411 449 38

挂 南 26.23 1536 1269 -267 粤西沿海诸小河

猪尴潭 15.16 3089 1450 1165 粤西沿海诸小河

合  计 375.46 59933 21746 -2757

恩

平

市

锦 江 362 41800 17875 23620 5745 西北江三角洲

良 西 34.63 3800 852 1499 647 西北江三角洲

青南角 20.4 825 852 27 西北江三角洲

马 山 8.5 1446 386 318 -68 粤西沿海诸小河

凤子山 25 2960 811 841 30 西北江三角洲

西 坑 76.1 6763 2861 3277 416 西北江三角洲

宝鸭仔 25 3182 1499 1589 90 西北江三角洲

合  计 551.63 61752 31996 6887

开

平

市

大沙河 25808 9390 9567 177 西北江三角洲

镇 海 128 10962 5008 90 西北江三角洲

狮 山 36.1 1792 -710 西北江三角t"l

立 新 23.9 1259 431 495 64 西北江三角洲

花身蚕 12 1035 462 450 西北江三角洲

合 计 417 43915 17402 -391

新

^̂

区

东方红 14,9 2688 2015 -107 乌西沿海诸小河

鹅 坑 1075 694 728 34 西北江三角洲

万 亩 20.2 2335 1282 106 西北江三角洲

曾 坑 l1,2 1221 671 680 西北江三角洲

那  咀 8.25 1427 547 919 372 西北江三角洲

梅 阁 10.96 1321 707 732 25 西北江三角洲

鱼  山 10.24 1162 368 458 90 西北江三角洲

龙  门 1368 513 535 22 西北江三角洲

97.1 12597 6904 7455 551

鹤
山
市

四 堡 27.3 3333 1303 1648 345 西北江三角洲

全 块 22.35 1160 339 440 西北江三角洲

合 计 49,65 4493 1642 2088 446

全市 总计 1490.84 182690 75951 80687 4736

捣̌
oC 0ˉ

2006年江门市大中型水库年末蓄水量统计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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供用水量
臼凼量

供水量指各种水源工程为用户提供的包括输水损失在内的毛供水量,按地表水源、地下水源和其它水源 (污水处理再利用和集雨工程供水量)统计,不包括海水直接利用量。2006年 ,全市供水总量 29.527亿 ma,比上年减少 0.0977亿 m3,供水量减少的主要原因是降雨量较上年有所增加,农业用水相对减少。全市供水总量较常年 29.227亿 ma(2000~2oo5
年系列)增加了0.3亿 Ⅲ3。

供水总量中以地表水源供水为主,占供水总
量的 97.94%;地下水源供水量占 2.06%。 地表水
源供水中,蓄水、引水和提水供水量分别 占
48.57%、 21.32%和 30.11%。 地下水源供水中,浅
层地下水占98,37%,深层地下水仅占 1.63%。

从行政分区来看,江门市区和台山市分别较上
年增加了9.57%和 6.41%,其他市均为减少,减少
最多为鹤山市 13,37%,减少最少为开平市 10.51%。
各行政分区的供水组成一致,地表水源供水量占
供水总量比例达到 9⒋ 87%以上。

从水资源分区来看,西北江三角洲江门区和粤
西沿海诸小河江门区的供水总量分别为 25.2486
亿 m3和 4.2784亿 m3,分别占供水总量的 85.51%
和 14.49%;两水资源分区供水组成基本一致,西
北江三角洲江门区和粤西沿海诸小河江门区地表
38%、 95.35%。

·
︱
”
●
 
1
刂

圃田

水源供水量占各自供水总量的比例分别为 98.

2006年江门市各分区供水量表 单位:百万 me
分区 全 区 市 区 开平市 鹤山市 台山市 恩平市 西北江三角洲江门区 嘻西沿海诸小河江闸区

地表

水源

供水工

蓄水 1404,弱 223,85 317.51 135.58 419.81 307.71 1107.26 297.2
引水 616.45 362.93 52,34 92,56 67.30 540.19 76.26
提水 531.98 138.77 58,61 116,13 34,48

地下水源供水里 60.83 2.14 4.62 28.90 21.67 40.93 19,90
其他水源供水量 0.α9 0.(X) 0.α ) 0.(X) 0.00 0.α) 0,00 0.(X)

2952.7o 1120.90 512.12 240.13 67.zIo 422.15 2524.86 427,8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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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比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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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水量是指分配给用户的包括输水损失在内的毛用水量,按农业、工业、城镇公共、居民生
活和生态环境五大类统计。农业用水包括农田灌溉用水和林牧渔畜用水;城镇公共用水包括建
筑业和服务业用水:居民生活用水包括城镇居民和农村居民用水;生态环境用水包括城镇环境
和农村生态用水;工业用水为取用的新水量,不包括企业内部的重复利用水量。

2006年 ,全市用水总量 29.527亿 武 全市用水总量较常年 29.227亿 Ⅲ3(2000~2005年系
列)增加了 0,3亿 m3,较上年减少了0.0977亿 Ⅲs。

2006年用水组成:农田灌溉用水、林牧渔畜用水、工业用水、城镇公共用水、农村居民生
活用水、城镇居民生活用水、农村生态用水和城镇环境用水分别为 14,3969亿 Ⅲ

3、 3.1007亿 m3、

8.4348亿 Ⅲ

`1.2917亿
m3、 o.8829亿 Ⅲ

`1.3206亿
Ⅲ

`0.0199亿
ms和 0,0795亿 试 分别占

用水总量的 48.76%、 10,50%、 28,57%、 ⒋37%、 2.99%、 4.47%、 0,07%和 0.27%。 按生产用水、
生活用水和生态用水分类,三者用水量分别为 27,2241亿 m3、 2.2035亿 m3和 0.0994亿 m3,分
别占用水总量的 92.20%、 7.46%和 0.34%。

同上年比较,农田灌溉用水、农村居民生活用水和农村生态用水分别减少了 0.9602亿 Ⅲ

`0,0109亿 矿和 0.0007亿 Ⅲ
3,其

他用水均为增加,增加最为显著的是城镇公共用水、城镇环境
用水和林牧渔畜用水,分别增加了 22.31%、 22.12%和 17.59%。

各分区的用水结构分析:江门市区农田灌溉用水和工业用水合计占用水总量的近八成,其他
各市和水资源分区的农田灌溉用水、工业用水和林牧渔畜用水占用水总量比例在 87~93%之间,

其中农田灌溉用水占45~7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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开平市   自山市   台山市   忠平市

⒛“ 年江门市各分区用水量组成

2006年江门市各分区用水量表

2006

分 区 全市 市区 开平市 鹤山市 台山市 恩平市 西北江三角洲江门区
=西

沿海诸小河江门区

生产

农田灌溉 1439,69 308.59 346.59 120.76 383,51 280.24

林牧渔畜 310.07 97.24 36.62 61.76 58,87 55,58 258.19 51.88

工  :业 843,48 547.36 90.85 35,99 114.08 55,20 815.34 28.14

城镇公共 129.17 54.45 6.68 1.75 55.91 lO.38 113.83 15.34

生活
农村居民 88.29 35.78 13.42 8.02 7.66 71.49 16.80

城镇居民 132.06 74.66 16.96 lO.25 18.14 12.05 128.74 3.32

生态
农村生态 1.99 1.23 o,00 o.68 0.00 o.08 1.97 o,02

城镇环境 7.95 1,59 1.00 o.92 3.48 0.96 1.87

295270 l12().90 512.12 2m.13 657.40 422.15 2524.86 427.84

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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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水消耗量是指在输水、用水过程中,通过蒸腾蒸发、土壤吸收、产品带走、居民和牲畜饮

用等形式消耗掉,而不能回归到地表水体或地下含水层的水量。农业消耗量为毛用水量与地表
地下回归水量之差,工业和生活用水消耗量为取水量与废污水排放量之差。

2006年 ,全市总用水消耗量 10.6781亿 m3,占总用水量的 36.16%。 在总耗水量中,农田灌
溉、林牧渔畜、工业、城镇公共、居民生活和生态环境耗水量分别占48.98%、 20.54%、 15.50%、

5.45%、 9.0996和 0.44%。 因用水户需水特性和用水方式不同,耗水率差别也较大,全市综合耗水
率为 36.16%。 其中,农 田灌溉为 36.32%,林牧渔畜为 70.75%,工业为 19.62%,城镇公共为 45.07%,

居民生活为 44.04%,生态环境为 47.41%。

2006年江 门市各分区耗水量表       单位:百万皿:

分  区 市区 开平市 鹤山市 台山市 恩平市 西北江三角洲江门区

耗

 
水

 
工

农田灌溉 522.96 105.73 50.59 154,24 99,65 394.16

林牧渔畜 219.38 66,95 26.38 43.91 41.65 40.49 182.21 37.17

165.50 lO3.97 18.17 24.68 11.49 158,01 7.49

城镇公共 58.21 28,10 0.64 21.82 4.98 6.34

居民生活 97,04 43,56 14,13 8.47 22.36 8,54 82,94

生态环境 4.71 0.40 0.89 1.39 0.45 3.95 0.76

总  计 1(X57.81 349,89 174,51 165.59 873.14 194.68

水量 (百万m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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⒛“ 年江门市各分区用水量、耗水量比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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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水指标
6分区用

i寇

醒旨(8

2006年 ,全市人均综合用水量 763mθ ,人均综合用水量最多为思平市 851 ms,最 少为鹤
山市 663m3;万元 GDP用 水量 321m3;城镇居民生活用水量 227升/日 ,农村生活居民用水量
106升 /日 ;农 田实灌亩均灌溉用水量 808Ⅲ

3,农
田实灌亩均灌溉用水量较大的为恩平市 962Ⅲ

3,

最小为鹤山市 689m%

2006年全市与上年相比,农 田实灌亩均用水量、万元工业增加值用水量和万元 GDP用水
量均有所减少,居民生活人均用水量与上年大致持平。

2006年各分区主要用水指标表

分 区

人均综合

用水且
(m3)

万元 GDP
用水I
(m3)

农田实潜

亩均用水

王 (m3)

居民生活人均

用水工 (升

`日

)

含火电 不合火电 城镇生活 农村生活
全市 763 321 161 150 808 106
市区 833 223 183 151 727 275 163

开平市 753 389 161 161 844 188 85
鹤山市 663 235 66 66 689 104
台山市 6·68 129 8(X) 182 90
思平市 851 756 216 962 186

西北江三角洲
江门区

782 290 169 149 232 115

=西
沿海诸小

河江门区
668 828 69 197 781 124 81

水资源|刷围圈匣分析
水资源利用率为本地总用水量与本地水资源总量的百分比。
2006年本地水资源总量为 117.76亿 m3;全市总用水量为 29.527亿 m3,其中客水即汲取西

江用水大约为 3.3245亿 Ⅲ3(主要由江门市区汲取使用,其中江门市区 2.93亿 Ⅲs,鹤山市 0.3945
亿 ms〉 ,总用水量中本地水资源虽为 26.2025亿 Ⅲ3,因此本地平均水资源利用率为 22.25%。

2006年各分区水资源利用情况表

分  区 全市 市区 开平市 鹤山市 台山市 恩平市 角洲 粤西沿海
117.76 25.‘ 2 17.67 39.71 23.33 83.26 30.10

用水总量 29.53 11.21 5.12 6.57 4.22 25,25 4.28
用水总量 (不含客水) 26,20 8.28 2.01 6.57 4.22 21.92 4.28
水资源利用率 (%) 22.25 32.57 28.98 17.26 16.56 18.09 14.21

各分区水资源利用情况有较大差别。全市本地水资源利用率为 22.25%,最高为市区
32.57%(其 中市区利用客水占其用水总量达 26.14%),最低为台山市 16.56%,水资源分区
中粤西沿海诸小河江门区为 14,21%。

万元工业增加值
用水量 (m。 )

227

187
514 183

220 66

816

水资源总量 11.63

2.40

5.12

26.33

`、

⒎0;

廿
⑩ ll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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水 量 (亿 m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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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台山市 恩平市 三角洲 嘻西沿海

⒛“;年江门市各分区水资源利用比较

江门市主要取水户情况表

注:只公布直接从江河水库取水,且年取水△l∞万吨以上的取水户,不包括农业取水、水力发电取水、由自来水厂直
接供水的工业企业取水、日取水规模不足1∞万吨的其他自备取水户。

oi于

序号 取水户名称 取水地点 备注
江门市自来水有限公司 29200 西江 按取水许可申请量

限公司 4300 西 江
江 电厂 公司 lO70 江门河 冷却用水
江门市丰达纸业 公司 218 睦洲河

区 限公司 360 潭江

新会双水发电厂有限公司 28640 谭江 冷却用水
新会信和染整有限公司 360 江门水道
江 ( ) 公 1678 西江
蓬江区 塘 公司 200 西 江

lo 鹤山市供水总公司 3302 西江
11 山市造纸厂 400 西 江
12 鹤 山 243 西江
13 恩 供水 限公 1080 凤子山水库、河摔干渠
14 供水公司 2700 大沙河水库
15 市 子有限公司 276 潭江
16 开平 团公 240 潭江
17 ( ) 限公司 525 潭江
18 台山 有限公司 2612 石花水库、合水水闸
19 广东国华舟电台山发电厂 261 大坑水库
20 台山市利成乡镇供水有限公司 402 置三水库、岐山水库
21 江 悦电化有限公司 322 西江
22 江门市益胜浮法玻璃有限公司 248 西江
23 广东春燕纺织有限公司 136 江门河
21 江门市新华造纸厂 121 江门河

寄|0悫

利用率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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水环境状况
本公报采用广东省水环境监测中心江门分中心2006年 的监测资料,监测项目为《地表水环

境质量标准》(GB3838-2002)中 的
“
地表水环境质量标准基本项目

”
和

“
集中式生活饮用水地

表水源地补充项目
”,分析方法执行 《水环境监测规范》(SL219-98λ 《水和废水监测分析方法》

(第四版〉。以 《广东省水资源保护规划》和 《江门市水功能区划》的水质目标为目标,按 《地
表水环境质量标准》(GB3838-2002)对江门市各主要水功能区和供水水源地进行评价,评价方
法采用单指标评价法 (最差项赋全权),下面分废污水排放情况、水源地水资源质量、江河水资
源质量、水库水资源质量四个部分来介绍我市水资源质量状况。

地已出功能因捌圈况
江门市水功能一级区 (河流 )

水资源
三级区

水功能

一级区名称
功能区缤码

范   围 长度
(km)

所在

行政区
水质现状

水质管理日标 备

注起始范围 终止范围 ⒛lO年 2020年

西北江

三角洲

西江干流水道
午庆、佛山、江

门开发利用区

HO703000103000
牛庆永安

贝水
下东 54

忄庆市

佛山市

江门市

Ⅱ~IⅡ 按二级区划

西海水道开发
利用区

HO7030002030· 00 下 东 38 中山市 Ⅱ~III 按二级区划

磨刀门水道开

发利用区
H070300.0303000 百顷头 挂定角 53 珠海市 按二级区划

石板沙水道开
发利用区

HO703000003000 牛古r 竹洲头 20 江门市 Ⅱ 按二级区划

汀江源头水保

护区
HO?030007010〈 )o 阳江牛围岭

锦江水库

库尾
58

阳江市

恩平市
I 1

潭江恩平保留区 HO703000802000
锦江水库

库尾
思 平 23 思平市 I~Ⅱ Ⅱ II

订江恩平一新
会开发利用区

HO70300.0903000 恩 平 132

思平市

开平市
新会区

按二级区划

生门水道开发
利用区

HO703001003000 熊海口 崖 南 25 新会区 Ⅳ 按二级区划

生门水道河口

级冲区
HO703001104000 崖 南

河 口死神区

外日界线
46 Ⅳ Ⅲ Ⅲ

劳劳汉开发利

用区
liO703001203000 大冲 福安 13 珠海市 Ⅱ~III 按二级区划

荷麻溪开发利
用区

HO703001303000 大冲 20 Ⅱ~III 按二级区划

虎跳门水道开
发利用区

HO7030015030.00 福 安 首珠环 20 珠海市 m~Ⅳ 按二级区划

虎跳门水道河
口缓冲区

H0703001604000 窗森环
河 口延伸区

外国界线
47 Ⅲ Ⅲ Ⅲ

北街水道开发
利用区

liO703001703000 篁边 外 海 12 江门市 Ⅱ~III 按二级区划

虎坑水道开发
利用区

HO703001803000 搔洲沙 沈坑口 ll 珠海市 Ⅱ~IⅡ 按二级区划

天沙河开发利

用区
I】0703001903(XX) 吗山雅瑶 河 口 30 江门市 劣 V 按二级区划

礼乐河开发利
用区

沙仔尾
大洞波口

虎坑渡口
28 江门市 Ⅲ~Ⅳ 按二级区划

江门河开发利
用区

HO7030021030· 00 河 口 三江 口 30 江闸市 Ⅳ~劣 V 按二级区划

古饮水过开发
利用区

HO7030045030.00 迕元 16 中山市 Ⅱ~IV 按二级区划

△西诸河

那龙河源头水

保护区
HO901002601000 恿平狮子石 阳东那龙 阳东县 Ⅱ~ⅡI Ⅱ II

大‘洞河源头
水保护区

HO901002801000 台山婆舀山
大隆洞水

库库尾
15 台山市 Ⅱ Ⅱ

大眭洞瑞芬开
发利用区

HO901002903000
大注洞水库

库尾
烽火角 台山市 Ⅱ~IIl 按二级区划

百顷头

ⅡI~V

熊海口 Ⅱ~Ⅳ

t鱼沙 珠海市

HO703002003000

古镇

14

n
〓

4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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π

、

铃

四
‘



江门市水资源公报⑩ ⑩2006

范 围 水质管理目标水功能

二级区名称

功能区

结码

所在水功能

一级区 起始范围 终止范月

度

ω

长

伙

所在

行政区

主导

功能

质

状

水

现 2010年 2020年
备注

西江干流水

道江门饮用

渔业用水区

HO70300OlO3031

西江干流水

道△庆、佛

山、江门开

发利用区

古劳 F东 13
佛山市

江门市

饮用

渔业
Ⅱ~III III Ⅲ

西海水道中

山饮用渔业

用水区

H0703000203011
西海水道开

发利用区
下 东 百颐头 中山市

用

业

饮

油
ll~III

=刀
门水道

珠海饮用渔

业用水区

HO703000303011
磨刀门水道

开发利用区
百顷头 挂定角 53 珠海市

用

业

饮

渔
Ⅱl~V ⅡI

石板沙水道

江门饮用渔

业用水区

liO703000603011
石板沙水道

开发利用区
牛古俘 竹洲头 20 江门市

饮用

渔业
Ⅱ Ⅱ

汀江恩平一

开平饮用农

业用水区

HO703000903011 思 平 三埤 74
恩平市

开平市

用

用

业

饮

农

渔

Ⅱ~Ⅱl

汀江新会饮

用渔业用水

区

HO703000903021

江江总平一

新会开发利

用区
三埤 熊海凵 58

饮用

渔业
Ⅲ~Ⅳ Π

〓

这门水道新

会渔业用水

区

HO7030.OlO03014
崖门水道开

发利用区
崖 南 25 新会区 渔 业 Ⅳ Ⅲ

劳劳溪斗门

饮用渔业用

水区

HO703001203011
劳劳溪开发

利用区
大冲 福 安 13 珠海市

用

业

饮

渔
Ⅱ~ⅡI Ⅲ Ⅲ

荷麻汉斗门

饮用渔业用

水区

Ⅱ0703001303011
荷麻汉开发

利用区
大冲 空鱼沙 珠海市

用

业

饮

沮
Ⅱ~Ⅱ1 Ⅲ Ⅲ

庑跳门水道

珠海饮用渔

业用水区

虎跳门水道

开发利用区
福安 雷珠环 20 珠海市

用

业

饮

渔
ⅡI~Ⅳ ⅡI Ⅲ

北街水道外

海饮用渔业

用水区

HO7030()】 703011
北街水道开

发利用区
篁边 外海 12 江门市

用

业

用

饮

渔

工

Ⅱ~III

虎坑水道饮

用农业用水

区

HO703001803011
虎坑水过开

发利用区
庇坑口 11 珠海市

饮用

农用
Ⅱ~III III Ⅲ

天沙河江门

只观用水区
HO70300I903015

天沙河开发

利用区
鸩山雅瑶 河 口 30 江门市 景观 劣 V V Ⅳ

礼乐河工业

农业用水区
liO703002003012

礼乐河开发

利用区

大洞波口

虎坑渡口
28 江门市

用

用

工

农
Ⅲ~Ⅳ ⅡI Ⅲ

江门河江门

只观用水区
HO703002103015

江门河开发

利用区
河 口 三 江 口 30 亲观 Ⅳ~劣 V rv Ⅳ

古鼓水道古

改工业用水

区

HO703004503012
古钦水道开

发利用区
逢元 古铵 16 中山市 工用 Ⅱ~IV Ⅳ Ⅳ

大陆洞河烤

芬饮用农业

用水区

HOgOlO02903011
大隆洞端芬

开发利用区

大注洞水

库库尾
45 台山市

饮用

农用
Ⅱ~III ⅡI Ⅲ

■
■

■
■
■
■
■
■
■
■
■
■
■
■
一

注:以上地表水功能区划已经省人民政府批准。

◇市分

qo1
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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江门市水功能二级区 (河流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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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6年全市的工业废污水、建筑业废污水、第三产业废污水和城镇居民生活废污水排

放总量合计 7.6322亿吨 (不包括火电直流冷却水排放量 0.8135亿 吨),四者分别占排放总

量的 76.86%、 2.14%、 7.16%和 13.84%。 废污水排放量最多的是江门市区,达 4.4043亿吨 ,

占排放总量的 57.71%,其次为台山市 17.84%。 全市排放的废污水与上年相比增加了 0.1918

亿吨,其中工业废污水、建筑业废污水、第三产业废污水和城镇居民生活废污水分别增加

了 0,0700亿 吨、0.0490亿 吨、0,0526亿 吨和 0.0202亿吨。

入河废污水指排入河流、湖泊、水库等地表水体的废物水量,为用户排污量与排水损

失量之差。2006年全市入河废污水量 6.2583亿吨,较上年增加了 0.3305亿吨。

2006年各分区废污水排放量表        单位:百万吨

年份 分区
用户废污水排放量 火电厂直流式

冷却水排放量

入河

废污水量
工 业 建筑业 生 活 合计

全市 586.62 16.27 54.68 105.65 763.22 625.83

市区 354.36 9.35 16.99 59,73 440.43 81.02 361.15

开平市 72.68 0.61 3.4 13,57 90.26 74

鹤山市 28.79 0.11 8.2 38.1 31.24

台山市 4~69 29.‘ 1 14.51 136~14

恩平市 43.26 1.51 3.88 9.64 58.29 0.33

西北江三角洲

江门区
567.84 14,7‘ 47.22 lO2.99 732.79 600.88

鸟西沿海诸小

河江门区
1.53 7.46 2.66 30.43 0 24.95

注:以上数据来自水利部门统计年报。

水源地水资源质王
2006年 ,江门市供水水源地水质不够理想,监测的 8个水源地有 2个没达到 《江门市水功

能区划》的水质目标,达标率只有 75%。 不达标的 2个供水水源地分别为牛勒水厂、台山公益自

来水厂。这 2个供水水源地均是 II类水质目标 (见下表〉,牛勒水厂是Ⅳ类水质,主要超标项目

是溶解氧、高钰酸盐指数和氨氮,台山公益自来水厂是Ⅲ类水质,主要超标项目是铁、氨氮和

总磷。牛勒水厂和台山公益自来水厂,取水口均位于潭江河段,该两个水厂的水源地水质均未

达标;相对于西江河段及西江下游网河区,台山公益自来水厂的水质虽未达区划的目标水质 ,

但仍满足饮用水质要求 (Ⅲ类),而牛勒水厂已经超过Ⅲ类水质,不能满足饮用水的水质要求。

江新联口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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口氵 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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断面名称 水源地 一级水功能区
目标

水质

年度

水质

达

标
超标项 目

天河 棠下水厂
西海水道开发

利用区

西海水道中山饮

用渔业用水区
II II V

周郡水厂 周郡水厂
西海水道开发

利用区

西海水道中山饮

用渔业用水区
ll II V

篁边水厂 篁边水厂
北街水道开发

利用区

北街水道外海饮

用渔业用水区
II II √

大敖 大敖镇水厂
磨刀门水道开

发利用区

磨刀门水道珠海

饮用渔业用水区
V

鑫源水厂
石板沙水道开

发利用区

石板沙水道江门

饮用渔业用水区
II V

荷塘镇自来

水管理所

荷塘镇自来水

管理所

西海水道开发

利用区

西海水道中山饮

用渔业用水区
II V

牛勒水厂 牛勃水厂
潭江恩平新会

开发利用区

潭江新会饮用渔

业用水区
II Ⅳ ×

溶解氧、高锰酸

盐指数、氨氨

台山公益自

来水厂
台山公益自来水厂

潭江恩平新会

开发利用区

潭江恩平开平饮

用农业用水区
ⅡI × 铁、氨氮、总磷

注:达标用
“
V” 表示,未达标用

“×”
表示。

江河水资源质量
2006年 ,在江河水资源监测方面,对 15个站点 12个水功能区进行了监测,总体水质状况

较差。按《江门市水功能区划》目标 ,水 质达标的有仅 7个 站点5个 水功能区,达 标率只有
46.7%,比去年 58%的达标率要差,降低了 11.3%。 各类水质从 I类到超V类水质的站点数分
别是0、 5、 4、 4、 1、 1个,其中Ⅲ类以上(含m类 )水质有9个 ,占 60%。

2006年降雨比上年有所增多,海水倒灌、咸潮上溯等影响比 2004、 2005年都有所减轻,但
潭江中下游的崖门水道和虎跳门水道氯离子仍然超标,主要是西炮台和官冲两个站点受影响较
大,非汛期时段天马码头的氨离子也会超标。

2006年江门市辖区的入河废污水年排放量为 361.15百万吨,而江门河和天沙河接纳其中大

部分的工业废水和生活污水,水质很差,分别为V类和超V类水质,影响江门市的环境与美观。

北街水道 2005年水质Ⅱ类,2006年变成Ⅲ类,主要超标是氨氮,水质下降并且超出规划目标。

江门河和天沙河除了景观用水功能外无其他功能 ,目标要求较低,是Ⅳ类水质目标,江门河
水质比2005年Ⅳ类水质有所转坏,主要超标项目是溶解氧和氨氮。天沙河和近几年一样,仍为

超V类水质,主要超标项目是溶解氧、五日生化需氧量、氨氮、总磷、铁和锰。潭江水质和去

年相比没多大变化,从开平段开始中下游基本是Ⅳ类,未达到Ⅱ类的目标要求,开平河段超标

项目有铁、氨氮、总磷,崖门水道河段主要超标项目是溶解氧、高锰酸盐指数、氨氮和氢化物。

水质达标的河流有西海水道、荷麻溪、虎跳门水道、虎坑水道、磨刀门水道和石板沙水道。

水库水资源质量
2006年 4个库容较大的水库锦江水库、大沙河水库、镇海水库和大隆洞水库的水质目标都

是 II类水质,除了锦江水库是Ⅱ类水质达标外,其他 3个水库均为Ⅲ类水质,未达到区划目标。

大沙河水库和镇海水库 2004年年平均水质是Ⅱ类,从 2005年开始下降到Ⅲ类,超标项目是总

磷和总氮,水质有下降趋势,大隆洞水库则这两年都是Ⅲ类水,超标项目都是总氮。目前四个

水库还只是中营养程度,但大沙河水库、镇海水库和大隆洞水库有富营养化的趋势。

b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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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6年江门市供水水源地水资源质量状况

二级水功能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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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6年江门市江河水资源质量状况

一级水功能区 二级水功能区 目标水质 年度水质 达标 超 标 项 目

天 河
西海水道 开

发利用区

西海水道中山饮

用渔业用水区
II II V

1北街
北街水道 开

发利用区

北街水道外海饮

用渔业用水区
II III × 氨氮

潮 连
西海 水道 开

发利用区

西海水道中山饮

用渔业用水区
II √

江门技校
江 门河开发

利用区

江门河江门只观

用水区
Ⅳ Ⅲ V

塘鱼站
江 门河开发

利用区

江 门河江门景观

用水区
Ⅳ V 溶解氧、氨氨

五邑大学
天沙河开发

利用区

天沙河江门景观

用水区
Ⅳ 超 V ×

溶解氧、五日生化需氧

量、氨氮、总磷、铁、钰

大敖
磨 刀 门水道

开发利用区

磨刀门水道珠海

饮用渔业用水区
II II V

百顷
石板沙水道

开发利用区

石板沙水道江门

饮用渔业用水区
II V

睦洲口
荷麻溪开发

利用区

荷麻溪斗门饮用

渔业用水区
III II V

西炮台
虎跳 门水道

开发利用区

虎跳门水道珠海

饮用渔业用水区
IⅡ Ⅳ × 氯化物

虎坑
虎坑水道 开

发利用区

虎坑水道饮用农

业用水区
Ⅲ IⅡ V

长沙

潭江恩平新

会 开发利用

区

潭江恩平开平饮

用农业用水区
II Ⅲ × 铁、氨氮、总磷

石 咀

潭江恩平新

会开发利用

区

潭江新会饮用渔

业用水区
II Ⅳ ×

溶解氧、高钰酸盐指效、

氢氨

天马码头
崖 门水道 开

发利用区

崖门水道新会渔

业用水区
II Ⅳ × 溶解氧

官冲
崖 门水道 开

发利用区

崖门水道新会渔

业用水区
II Ⅳ × 氯化物

注:达标用
“
V’ 表示,未达标用

“×’
表示。

2∞6年江门市水库水资源质上状况

注:达标用
“

V” 表示,未达标用
“×”

表示。

水库名称
水库库容
(亿 o

一级水功能区 二级水功能区
目标

水质

年度

水质
达标

超标

项目

营养化

程度

4.18 锦江水库保留区 II Ⅱ √ 中营养

大沙河

水库
2,58 大沙河水库开发利用区

大沙河水库饮

用农业用水区
II Ⅲ ×

总磷

总氮
中营养

镇海水库 1,1 镇海水库开发利用区
镇海水库饮用

农业用水区
II Ⅲ ×

总磷

总氮
中营养

大隆洞

水库
2.82 大隆洞水库开发利用区

大隆洞水库饮

用农业用水区
II Ⅲ × 总氮 中营养

抢̌
cC心 ^

断面名称

II

×

II

锦江水库



江门市水资源公报⑩ ⑩

水质状况 图

江门市监测的共有 8个供水水源地、12个江河水功能区(15个监测站点)和 4个大型水库,

将其标注在江门市地图上,进行水质状况的勾绘,勾绘时注意与临近市县的衔接和合理性检查。

综上所述,2006年我市河流水资源质量状况比去年有下降趋势,水功能区划水质达标率低 ,

只有 46.7%。 除了西江下游及西江网河区水质状况仍保持良好外,其他一些河流未达到水功能
区划目标,包括潭江中下游河段和市区内的天沙河和江门河,且市区内的天沙河和江门河水质
受污染严重,水质很差,近海口的河段仍受咸潮上溯的影响,在非汛期氯离子较大。水库水资
源质量状况也有下降趋势,比 2004年以前要差,多个水库达不到水功能区划目标,监测的几个
水库未出现富营养化。饮用水源地供水水质达标率为 75%,新会市的牛勒水厂和台山市公益自
来水厂未达区划的目标水质,其中牛勒水厂已经超过Ⅲ类水质,不能满足饮用水的水质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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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要水事
0o巛蛆闷市水资源鲟e钢堋幽.g》 囤尴

·
②臼家组曰鱼

2006年底,江门市水资源综合规划编制工作领导小组主持召开了 《江门市水资源综合规划
报告》专家评审会议,来 自广东省水利厅、省水文局、省水利电力勘测设计院、中山大学等单
位的专家对 《规划报告》进行了评审。根据专家评审意见,《江门市水资源综合规划报告》符合

省的工作大纲和技术细则的规定和要求,基本反映了我市的实际,经上级主管部门和市政府批

复后可以作为今后我市水利建设和水资源开发利用与管理的依据,对我市水资源的开发利用、

节约、保护和配置具有重要的指导意义。

吕◇巛涎阋市水臼.水囱涠‘囡护圄臼拥宛易出台
2006年 3月 ,江门市人民政府以江府[2006]7号文印发了 《江门市水库水资源保护暂行规

定》,出台了专门保护水库水资源的规范性文件。

邑。m¤囚囵胴.水囵臼区霈田场
2006年 ,通过江门、台山两级人大、政府有关部门的努力,终于促使大隆洞水库库区的养

猪场同意限期搬迁,使大隆洞水库长期受到猪场废污水污染问题的查处工作取得了实质性进展。

困 龟 泅 .闷⒃ 省 伺 国 留 宛 生 砚 圈 佣 江 水 臼

2006年 7月 ,澳门特首何厚铧先生视察锦江水库,对开发利用锦江水库优质水资源表示极

大热情和关注。

五o囝成田¤水曳泅鲟e剐围
2006年 ,完成了江门市水资源综合利用

“
十一五

”
规划编制工作,并经市政府印发。

疣仑梁遇圈
·
局长镏评豹

ω
围肛水资源.促叩免遇0^∞

梁进雅局长被江门市人民政府评为
“
潭江水资源保护先进个人

”。

电。m局协调
2006年 7月 ,台山市与新会区在古兜林场发生边界取水纷争,江门市水利局协调处理了这

一事件。

风o囝础田市人围m.蹰 留暨巴囝〓仰
按照省水利厅的统一部署,完成了我市入河排污口普查登记工作,全市共登记入河排污口

2在6个。

浼o睨白台风
ω
派比安

∞
取得肥剐

2006年 8月 上旬,我市受今年第 6号台风
“
派比安

”
的直接袭击,沿海风力 11级 ,阵风

13~14级 ,同时受台风外围环流影响,我市普降 300毫米以上的特大暴雨。全市共有 62个镇 (办

事处)不同程度受灾,受灾人口35.8495万人,倒塌房屋 322间 ,农作物受灾面积 91.19万亩 ,

受浸鱼塘 16.965万亩,毁坏公路 49.87km,损坏输电线路 34.1km,损坏通讯线路 38.4kⅢ,损坏
小型水库 5宗 (其中 1宗副坝溃决),损坏堤防 83处 17.24kⅢ、决口53处 1670m,损 坏水闸 48

宗,损坏机电泵站 16宗 ,损坏小水电站 21宗 ,直接经济损失达 6.5271亿元。
8月 3日 ,恩平市君堂镇大坑水库 (小()型 ,集雨面积 4.83km2,设计总库容 838万 m3,出

险时库容 502万 Ⅲ
3)的

第 7副坝出现放水涵管接触渗漏形成管涌,并最终溃坝。由于各级政府
和有关部门高度重视,迅速转移群众,有效地避免了下游人员伤亡,并通过实施降低溢洪道、

挖开第 8副坝分流等有效措施,最大限度地降低了水库水位,减小决口过流量,延缓决坝时间,

使灾害降到了最低限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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项 目名称
取水地点与取

水规模

水资源论证

报告编制单

位

水资源论证报告审查情况

主持审查
单位、时间

参加审查单位或人员情况 审查结论

亚 太 纸 业 (广

东)有 限公司高

档文化用纸项
目一、二期工程

西江石板沙水
道睦洲河段,日

取水 12.91万 吨

珠江水利委

员会水文局

江门市水利局
2005年 12月

省水利厅,江门市发改局、

水利局、环保局、新会区水

利局、新会区供水集团公司、

业主及报告编制单位、评审

专家组。

通过审查,江
水 规 [200612

号文批复。

江门市西江水
厂原水泵站改

扩建工程

西江西海水道

月郡、篁边取水
口,日取水 80

万吨

珠江水利委
员会水文局

珠江水利委员

会 2005年 5月

省水利厅,江门市发改局、

水利局、莲江区水利局、江

门市城建集团、业主及报告
编制单位、评审专家组。

通过审查,珠
水 政 资 函

[20051220号
文批复。

广东新会 LNG
电厂一期工程

古兜 山水库 群

尾水甜水坑、银

洲湖,年取冷却

水量约 3.78亿

吨。

广东省水利

水电科学研

究院

珠江水利委员

会 2006年 1月

省水利厅,江门市发改局、

水利局、环保局、新会区水
利局、发改局、业主及报告

编制单位、评审专家组。

通过审查,珠
水 政 资 函

【2006172号 文
批复。

广东新会双水

发电厂有限公

司 2× 150MW
技改工程

潭江双水河段 ,

年 取 冷 却 水
2.86亿吨

珠江水利委

员会水文局

珠江水利委员

会 2006年 1月

省水利厅,江门市发改局、

水利局、新会区水利局、业
主及报告编制单位、评审专
家组。

通过审查,珠
水 政 资 函

I20061113号
文批复。

开平市镇海水
库供水工程

江门市水利

水电勘测设

计院

广东省水利厅
2006年 11月

江门市发改局、水利局、环
保局,开平市发改局、水利
局、环保局、业主及报告编
制单位、评审专家组。

通过审查,舟
水规 [2007148

号文批复。

江门市职业技
术学院新校区
(首期)抽水泵
站工程

西江西海水道 ,

最大日取水规

模为0.865万吨

江门市水利
水电勘测设

计院

蓬江区水利局
2007年 4月

江门市水利局、莲江区发改
局、业主及报告编制单位、

评审专家组。

通过审查,莲
江水【20臼】勿

号文批复。

囫田⑩

◇o翮镪贯彻实胞 巛.囤俎骊□冰资源论证留理协油》

为了促进水资源的优化配置和可持续利用,保路建设项目的合理用水要求,按照国家和省
的要求和规定,我市积极贯彻实施 《建设项目水资源论证管理办法》(2002年 3月 24日 水利部、

国家计委第 15号令发布 )。

江门市 2005年以来已批复主要建设项目水资源论证情况

铵海水库,日 取
水 8.5万吨

开平市大沙河水库    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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