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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下水管控预警指标》地方标准编制说明

一、工作简况

1.1 任务来源

为深入贯彻落实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和关于治水工作

的重要论述，践行水利改革发展总基调，加强地下水监督管

理，水利部办公厅于 2020 年 2 月 24 日印发了《水利部办公

厅关于开展地下水管控指标确定工作的通知》（办资管

〔2020〕30 号），决定开展全国地下水管控指标确定工作。

接到水利部任务后，我省水利厅对此项工作高度重视，依据

水利部《地下水管控指标确定技术要求（试行）》，结合区

域水文地质条件，同时参考相关法律法规、规划开展全省地

下水管控指标确定工作。为进一步加强地下水管控指标的指

导性，2022 年 4 月，由青海省水文水资源测报中心提出《地

下水管控预警指标》地方标准的立项申请，通过水利厅组织

的专家预审并报青海省市场监督管理局，根据青海省市场监

督管理局下达的《关于印发 2022 年青海省地方标准制修订

项目计划的通知》(青市监函[2022]119 号)，批准《地下水

管 控 预 警 指 标 》 地 方 标 准 的 制 定 ( 项 目 编 号

DB63JH-086-2022)。

1.2 起草单位

起草单位：青海省水文水资源测报中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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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 主要起草人

姓 名 性别 职务/职称 工作单位 任务分工

孙永寿 男 高级工程师
青海省水文水资

源测报中心

项目负责人、主持标准制定、

审核把关

李 燕 女 正高级工程师
青海省水文水资

源测报中心
参与标准制定、指标技术复核

杨 芳 女 工程师
青海省水文水资

源测报中心

参与标准立项、地下水资料整

理分析、水位指标制定

李媛媛 女 助理工程师
青海省水文水资

源测报中心

地下水资料整理分析、地下水

水位、取用水总量指标制定

马 蕊 女 工程师
青海省水文水资

源测报中心

地下水资料整理分析、取用水

总量指标确定

马忠鹏 男 助理工程师
青海省水文水资

源测报中心

参与人员、地下水用水量数据

整理分析

杨 阳 男 工程师
青海省水文水资

源测报中心

参与人员、地下水资料整理分

析

时 璐 女 工程师
青海省水文水资

源测报中心

参与人员、地下水资料整理分

析

汪清旭 男 工程师
青海省水文水资

源测报中心

参与人员、地下水资料整理分

析

南措吉 女 助理工程师
青海省水文水资

源测报中心

参与人员、地下水资料整理分

析

二、制定标准的背景、必要性和意义

《水法》第四十七条明确规定“国家对用水实行总量控

制和定额管理相结合的制度”。地下水作为水资源的重要组

成部分，是经济社会发展的重要资源，是维系良好生态环境

的要素之一，也是抗旱应急的重要水源，在城市生活和工业

供水、农村人畜饮水和农田灌溉等方面均发挥着重要的作

用，对保障我国城乡居民生活和生产、支撑经济社会发展具

有重要意义。2021 年 12 月 1 日，《地下水管理条例》(以下

简称《条例》)颁布实施，水利部召开地下水管理工作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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部署“十四五”期间地下水管理工作重点任务，要求以贯彻落

实《条例》为主线，以水定需、量水而行，强化地下水取用

水总量、水位“双控”管理，做好地下水保护与治理工作，推

动实现地下水可持续利用，全面实行地下水取用水总量、水

位控制。

近年来，我省针对地下水资源开发利用与保护、超采区

划定、地下水监测及管理等方面开展了部分工作，并取得了

一些成果，为制定地下水管控预警指标工作奠定了一定基

础。为解决青海省地下水资源的监管、管控问题，水行政主

管部门建立了一定层次、不同内容的地下水管理制度，地下

水开发利用强度大的地区，地下水取水井建设显著增多，同

时加强了地下水位的监测，但仍有部分地区建井数量及布局

缺乏规划性，地下水位监测存在空白，为保证今后青海省地

下水资源的合理开采利用，现急需青海省地下水位的控制管

理办法，出台科学合理、易于操作的控制地下水取水水量、

地下水水位划定方法及标准，同时依据地下水管控指标合理

建井规划，加强地下水取水计量设施监管与取水约束。目前，

我省还未出现地下水超采区域，制定《地下水管控预警指

标》，科学划定地下水取用水总量控制预警指标、地下水水

位控制预警指标，对未来我省地下水合理开发和可持续利

用，维护区域生态安全有重要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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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主要起草过程

为作好我省地下水管控指标确定工作，2020 年 5 月，根

据省水利厅的工作安排，省水文中心全面启动《青海省地下

水管控指标确定工作》，并与 2022 年 9 月底完成初步成果

通过水利厅组织专家审查，并报送水利部。2021 年 1-12 月

流域机构及水规总院对我省相关成果进行多次复核，水文中

心对报告进行多次修改和完善；2022 年 3 月，将成果下发至

各市州征求意见，4 月省水利厅组织专家对《报告》进行再

次审查，根据审查会要求，组织各市州县召开现场办公会，

对地下水用水总量管控指标等相关数据进行现场复核确认，

并结合《地下水管理条例》的有关要求进行了修改，于 2022

年 10月上厅长办公会议审议后报水利部审查；2022年 11月，

水利部水规总院组织召开部级审查会，对《青海省地下水管

控指标确定技术报告》进行技术审查，并根据审查意见进行

了修改完善。在此基础上，省水文中心根据省市场监督管标

准制定的有关要求，开展了《地下水管控预警指标》标准的

制定工作。

3.1 收集资料情况

根据《水利部办公厅关于开展地下水管控指标确定工作

的通知》（办资管〔2020〕30 号）要求，于 2020 年 4 月开

始了基础资料收集整理工作。资料包括水利、国土部门地下

水监测井、地下水水位等基础资料，青海省水资源调查评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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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下水资源量、地下水可开采量成果、青海省水资源综合规

划、青海省水资源保护规划、青海省地下水超采区评价报告、

全国地下水利用与保护规划、2015-2021 年青海省水资源公

报地下水开发利用、2013-2019 青海省地质环境公报、青海

省取水口核查登记地下取水等数据资料。

3.2 以资料为基础，确定主要技术指标

在对基础资料进行收集、整理、分析的基础上，依据《地

下水管控指标确定技术要求（试行）》，结合水资源开发利

用情况、青海省水资源公报地下水开发利用状况、青海省第

三次水资源调查评价成果、青海省地下水超采区评价成果

等，以不超出各市州县区平原区地下水可开采量 90%临界值

及 2025 年用水总量剩余指标为基础，确定全省 2025 年、2030

年地下水取用水量、水位控制指标。在地下水取用水量、水

位控制指标的基础上，参考地下水超采临界区 90%的临界值，

提出了地下水管控预警指标。

3.3 广泛征求意见，系统归纳总结，拟定标准

在指标确定过程中，征求了青海省各市州县水行政主管

部门及省级有关单位（专家）的意见建议，管控指标确定成

果通过了水利厅组织的审查，并根据有关单位及专家意见，

进一步修改完善后，拟定了本标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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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制定（修订）标准的原则和依据，与现行法律、法

规、标准的关系

4.1 工作原则

（1）可持续利用原则。应在维护地下水良好生态环境，

实现采补平衡的前提下，适度合理开采地下水以满足经济社

会发展的合理需求，实现水资源的可持续利用。

（2）因地制宜原则。应在综合分析区域水资源状况、

水文地质条件、用水需求、生态环境维系、地质灾害防治，

以及地下水开发利用现状等的基础上，科学合理确定符合区

域实际情况和管理需求的管控指标。

（3）统筹兼顾原则。经济社会对地下水资源的需求应

与当地地下水资源相适应，兼顾近期与长远需求的合理性，

根据相关规划和超采区治理方案，科学合理确定地下水管控

总体目标与阶段性指标。

（4）适时调整原则。不同时期地下水管理需求存在差

异，应根据水资源配置格局变化，适时调整地下水管控指标，

动态管理。

（5）节约优先原则。加强地下水用水监管、管理，健

全计量设施，防治地下水超采，以节约、保护、利用、修复

治理为基本依据，保障地下水质量和可持续利用，增加地下

水节水潜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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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2 制定依据

本次制订的标准内容符合现行法律、法规要求，均依据

相关标准规范制修订，所依据的主要法律、法规、标准规范、

文件如下：

制定依据 依据名称

法律、法规

《中华人民共和国水法》；

《长江保护法》；

《黄河保护法》；

《地下水管理条例》。

标准规范

《供水水文地质勘察规范》（GB50027）；

《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区划代码》(GB/T2260）；

《机井技术规范》（GB/T50625）；

《地下水监测工程技术规范》（GB/T51040）；

《水文基本术语和符号标准》（GB/T50095）；

《地下水质量标准》（GB/T14848）；

《水资源评价导则》（SL/T238）；

《地下水监测规范》（SL183）；

《地下水监测站建设技术规范》(SL360）；

《地下水资源勘察规范》（SL454）；

文件

《国务院关于实行最严格水资源管理制度的意见》（国发〔2012〕3
号）；

国务院办公厅关于印发《实行最严格水资源管理制度考核办法》的

通知（国发办〔2013〕2号）；

《国务院关于印发水污染防治行动计划的通知》（国发〔2015〕17
号）；

《水利部办公厅关于开展地下水管控指标确定工作的通知》（办资

管〔2020〕30号）；

《水利部关于印发取用水管理专项整治行动方案的通知》（水资管

〔2020〕79号）；

《水利部关于强化取水口取水监测计量的意见》（水资管〔2021〕
188号）；

《青海省取用水管理专项整治行动实施方案方案的通知》（青水资

函〔2020〕246号）；

《青海省人民政府关于青海省水污染防治工作方案的通知》（青政

〔2015〕100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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制定依据 依据名称

《青海省水利厅关于加强地下水限采区划定工作的通知》（青水资

函（2020）65号）；

《青海省节约用水管理办法》（省政府令第 124号）；

《地下水管控指标确定技术要求（试行）》（2020年 2月）。

《青海省取水口监测计量体系建设实施方案》（2021-2023）。

技术资料

《全国地下水利用与保护规划》（2016-2030年）；

《湟水流域综合规划》（2016年）

《青海省水资源综合规划》（2017年）；

《青海省水中长期供求规划》（2014年）；

《青海省水资源保护规划》（2015年）；

《青海省非常规水源利用规划》（2019年）；

《青海省水资源评价报告》（2019年）；

《青海省地下水超采区评价报告》（2012年）；

《青海省地质环境公报》（2013-2019年）；

《青海省柴达木循环经济试验区水资源综合规划报告》（2010年）；

《青海省水资源公报》（2015-2021年）。

五、主要条款说明

5.1 制定方法

5.1.1 地下水取用水总量控制预警指标

在现状基础上依据经济社会发展相关规划成果，以现状

为基础，根据水源条件、社会经济需求、水资源配置方案等，

测算基本单元的地下水取用水量控制预警指标。

（1）在分析水资源及其开发利用现状的基础上，综合

考虑当地地表水、地下水、流域外调水和其他水源，预测规

划水平年的可供水量。选取地下水可供水量和现状开采量的

较小值，作为规划水平年地下水可供水量的初始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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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分析经济社会资料，在强化节水、遏制不合理需

求的前提下，预测规划水平年经济社会发展对水资源的需求

量。

（3）根据规划水平年供水量和需水量预测结果，进行

供需平衡分析和水资源配置。如果达到供需平衡，供水预测

中的规划水平年地下水开采量暂定为地下水取用水量控制

指标。

（4）如果未达到供需平衡，适当增加规划水平年地下

水开采量，以能满足供需平衡的地下水开采量和不加剧现状

超采情况的地下水开采量的最小值作为规划水平年地下水

取用水量控制指标。

（5）在制定过程中，依据《全国地下水超采区划定技

术大纲》中对于地下水开采系数大于等于 0.9 的地区划定为

地下水开采临界区的要求，以各地区地下水取用水量控制指

标的 90%为临界值，提出地下水取用水总量控制预警指标。

5.1.2 地下水水位控制预警指标

（1）本标准中地下水水位以埋深定义解释。连丰情景、

平水情景、连枯情景下的地下水水位控制预警指标分别指最

小、平均和最大地下水水位控制预警指标。

（2）对于历史、现状和未来地下水开采量、地下水水

位较为稳定的区域，可将现状年地下水水位直接定为平水情

景下的目标年地下水水位控制指标。考虑到地下水水位自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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波动的特点，最大地下水水位和最小的地下水水位控制指标

可按下式计算：

= / 2 0.5)(i HH H   （5.1）

式中， iH ——第 i年地下水水位控制指标；

H ——多年平均地下水水位；

H ——历史最高和最低地下水水位差；各地可

根据实际情况调整水位，调整范围为 0～0.5m。

（2）对于未来地下水开采量或地下水补给条件变化较

大的地区应在现状年地下水水位的基础上，逐年累加地下水

水位年变差，确定目标年地下水水位控制指标。不同丰枯情

景下的逐年地下水水位年变差，根据丰水年或枯水年降水量

与平水年降水量的比例确定，计算公式如下：

ii

P
H H

P
  多年平均

平丰（枯）

丰（枯）

（5.2）

式中，ΔH 丰（枯）i——连丰（枯）情景下的 i年地下水

水位年变差（m）；

P 丰（枯）——丰（枯）水年降水量（mm）；

P 平——平水年降水量（mm）。

现状年地下水水位与连丰、平水、连枯情景下的逐年地

下水水位年变差相加作为目标年地下水水位控制指标，按公

式（5.3）计算：

1

k

i
i

H H H


  现状丰（平、枯） 丰（平、枯） （5.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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式中 H 丰（平、枯）——连丰、平水、连枯情景下的目标年

地下水水位控制指标，m；

H 现状——现状年地下水水位，m；

ΔH 丰（平、枯）i——连丰、平水、连枯情景下第 i年地下

水水位年变差，m；

k——目标年年份与现状年年份之差。

5.2 制定说明

5.2.1 地下水取水总量控制预警指标

以 2021 年青海省水资源公报地下水用水量为基准，通

过对各市州现状地下水取水量的重新复核、各市州“十四五”

规划地下水取水量以及根据《地下水管理条例》重新界定的

地下水量进行统计整理，结合青海省水资源调查评价成果、

青海省地下水超采区评价成果，以不超出各市州县区平原区

地下水可开采量临界值及用水总量剩余指标为基础，确定青

海省地下水取水总量控制指标为 6.9 亿 m
3
。在地下水取水总

量控制指标基础上，以各地区地下水取水总量指标的 90%为

临界值，提出地下水取水总量控制预警指标。

5.2.2 地下水水位控制预警指标

（1）对于历史、现状和未来地下水开采量、地下水水

位较为稳定的区域。根据各个工作单元内地下水监测井水位

情况，通过算数平均法计算出各个工作单元内 2017、2018、



12

2019、2020、2021 年末平均水位、最大水位以及最小水位。

考虑 2017 年、2018 年、2019 年是丰水年、2020 年、2021

年是平水年，近四年历史最大值不能代表枯水年的地下水水

位情况，因此当按公式 5.1 来计算的最大值大于历史最大值

时，采用计算的最大值作为水位控制指标最大值，当计算的

最小值小于历史最小值时，采用历史最小值作为水位控制指

标最小值。

（2）对于未来地下水开采量或地下水补给条件变化较

大的地区，未来青海省用水量主要集中在西宁市和海西蒙古

族藏族自治州，主要的县级行政区包括西宁市区、大通县、

湟中区、格尔木市、乌兰县、都兰县、大柴旦行委和茫崖市。

地下水水位控制指标先根据公式 5.2 计算出连丰（枯）情景

下的地下水水位年变差，再根据公式 5.3 计算连丰、平水、

连枯情景下的地下水水位控制指标。

（3）地下水水位控制预警指标仅代表各县级行政区内

地下水监测井单井的水位控制预警指标，并不代表整个县级

行政区的地下水水位控制预警指标（监测井分布情况详见附

图、各监测井水位预警指标详见附件 1）。

5.3 合理性分析

5.3.1 地下水取用水总量控制预警指标

根据《青海省第三次水资源调查评价报告》，青海省

2001-2016 年多年平均地下水资源总量（矿化度 M≤2g/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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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 298.6 亿 m
3
，2010-2019 年多年平均地下水用水量为 4.55

亿 m
3
，地下水开发利用程度较低，仅为 1.52%。全省地下水

取用水量控制预警指标总量为 6.21 亿 m
3
，仅占全省多年平

均地下水资源总量的 2.08%，占比很小，符合生态保护和严

格地下水管理要求，不存在地下水超采现象。预警指标的制

定参考《青海省地下水管控指标确定报告》中各市州地下水

取用水总量管控指标数据，充分考虑各地发展需求用水，合

理且符合实际。

5.3.2 地下水水位控制预警指标

地下水水位控制预警指标采用两种不同的计算方法，未

来取水总量较现状变化小的地区，地下水水位基本稳定，预

警指标以现状年地下水水位与历史最高和最低水位差来进

行计算。未来取水总量较现状变化大的地区，在现状年地下

水水位的基础上，逐年累加地下水埋水位变差，确定地下水

水位控制预警指标，水位控制预警指标与水量控制预警指标

相对应，指标制定因地制宜、统筹规划，符合地域特性。

六、重大意见分歧的处理依据和结果

本标准起草和编制依据青海省地下水管控指标确定成

果，报告编制过程中征求了各市州水行政主管部门及省内有

关单位及专家的意见，并通过水利厅审查，标准各项指标以

青海省管控指标确定报告相关成果进一步确定。如遇变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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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最终管控指标成果进一步确定预警指标。

在本标准起草和编制过程中，征求了省自然资源厅、省

生态环境厅、省水利厅水资源中心、水资源处、节水办等相

关部门的意见，同意该标准的内容，并以附件形式附预审意

见汇总表。（见附件）。

七、贯彻实施标准的要求、措施等建议

本标准完成制定、批准发布后，使各地方能够重视地下

水的保护和合理利用，以便更好的发挥其社会效益和经济效

益。当地下水开发利用接近或达到预警指标时，各地水行政

主管部门应严格地下水取水许可审批，严控地下水开发利用

量,严格实行地下水取用水总量、地下水水位双控管理，严

格制定地下水年度取水计划，合理确定地下水取水工程布

局。取用地下水的单位和个人应当遵守地下水取水总量、水

位控制和定额管理要求，使用先进节约用水技术、工艺和设

备，采取循环用水、综合利用及废水处理回用等措施，实施

技术改造，提高用水效率，降低用水消耗。另外，编制单位

对该标准执行情况进行跟踪调查，及时发现和收集本标准执

行中发现的问题，及时修订完善，提升本标准技术水平，进

一步提高标准的科学性、适用性和应用范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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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图一 青海省地下水水位控制预警指标监测井分布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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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一 地下水管控水位控制预警指标

附表 1 地下水监测井单井水位控制预警指标 单位：m

地级行政区 县级行政区 监测井编码
地下水水位控制预警指标

最大 最小 平均

西宁市

西宁市 40462170 2.82 2.78 2.80

大通县

40403200 7.83 7.89 7.86

40404400 9.54 9.57 9.56

40462020 10.57 10.62 10.59

40462040 10.88 10.89 10.88

40462080 11.53 11.41 11.47

40462100 5.12 5.11 5.11

40462150 2.64 2.71 2.67

40462180 9.83 10.13 9.98

40462190 5.02 5.07 5.05

630121212157 12.48 11.43 11.96

630121211163 7.82 7.48 7.65

630121212179 10.29 9.68 9.99

湟源县
40400190 2.89 0.92 1.91

40401800 4.61 2.47 3.54

湟中区

40402500 5.24 5.22 5.23

40461520 9.99 10.08 10.03

40461540 20.13 19.77 19.94

40461560 5.23 5.16 5.19

40461600 5.07 5.11 5.09

40461700 11.04 11.09 11.07

40461730 5.24 5.30 5.27

40461750 33.71 33.69 33.70

40461800 24.56 24.45 24.50

40461830 17.60 17.53 17.56

40461860 3.93 3.98 3.96

630122212182 4.35 4.06 4.20

630122212202 11.94 11.15 11.52

630122211203 8.43 7.89 8.14

630122211204 12.07 11.30 11.66

630122212207 7.51 6.91 7.19

630122212209 3.24 3.01 3.11

630122212210 2.17 2.07 2.12

630122212219 21.71 20.24 20.93

630122212220 25.10 23.41 24.21

630122212221 37.65 35.15 36.33

630122212167 3.91 3.64 3.76

海东市 乐都县 40400550 4.40 1.82 3.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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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0407500 7.60 5.83 6.71

40464060 17.46 15.75 16.60

40464230 3.71 1.70 2.71

632123211246 3.71 1.87 2.79

平安区

40463530 7.90 3.39 5.64

40463560 5.00 2.55 3.78

40463570 30.29 27.74 29.01

40463630 2.85 0.49 1.67

40463680 3.36 1.39 2.38

民和县 40408900 16.21 10.41 13.31

互助县

40463125 10.17 3.69 6.93

40463140 6.61 4.22 5.41

40463155 5.90 3.51 4.70

40463157 19.42 17.35 18.38

632126212226 6.73 3.70 5.21

632126212231 9.73 6.85 8.29

632126212232 5.34 3.29 4.31

632126212234 2.61 1.07 1.84

632126212238 6.05 4.55 5.30

632126212243 4.16 1.33 2.74

化隆县
40203000 6.66 4.66 5.66

40203300 5.75 2.61 4.18

循化县 632128211214 5.97 3.21 4.59

海北藏族自治州

门源县

40411010 6.09 3.72 4.91

40466870 5.99 4.24 5.12

40466880 40.04 35.61 37.83

40466890 50.85 48.91 49.88

40466910 9.17 6.90 8.04

祁连县
632222212134 1.04 0.45 0.74

632222211164 6.75 5.47 6.11

海晏县

40400110 3.45 1.60 2.53

40461030 8.25 6.67 7.46

40461050 3.05 1.18 2.11

632223211110 6.34 3.68 5.01

刚察县

01365200 7.38 5.59 6.49

01365400 8.45 6.23 7.34

01365600 14.12 11.50 12.81

01365800 2.66 0.96 1.81

01366000 36.34 33.73 35.04

632224212104 10.84 6.79 8.82

海南藏族自治州 共和县

01302700 6.11 2.46 4.29

01368200 47.12 44.77 45.95

01368600 14.43 11.69 13.06

01369000 6.03 3.10 4.5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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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1369500 6.54 3.26 4.90

01369900 7.91 5.30 6.60

01371100 57.62 52.91 55.26

01371200 4.45 2.52 3.48

01371600 15.43 13.33 14.38

01371800 47.30 44.72 46.01

40262350 3.95 2.35 3.15

40262370 54.25 52.17 53.21

果洛藏族自治州 玛多县
632626211249 4.13 2.33 3.23

632723211261 2.26 0.83 1.54

玉树藏族自治州

杂多县 632722211265 8.36 5.04 6.70

称多县

60100700 12.12 10.18 11.15

632723211262 5.33 4.10 4.71

632723211263 12.05 10.52 11.29

632723211264 1.66 0.59 1.12

囊谦县 632725211266 17.87 15.39 16.63

曲麻莱县 632726211260 12.54 9.23 10.89

海西蒙古族藏族

自治州
格尔木市

01067300 5.34 5.38 5.36

01166700 10.93 11.03 10.99

01174300 1.64 1.69 1.67

01268100 39.61 39.87 39.75

01268200 33.80 33.78 33.79

01268300 5.21 5.23 5.22

01268400 3.29 3.31 3.30

01268500 1.01 1.18 1.10

01268600 1.22 1.26 1.24

01268700 5.62 5.68 5.65

01268900 18.19 18.27 18.24

01269000 16.90 16.95 16.92

01269100 43.34 43.34 43.34

01269150 41.95 41.98 41.97

01269250 17.05 17.08 17.07

01269260 7.03 7.08 7.06

01269270 1.86 1.88 1.87

01269290 2.12 2.17 2.15

01269300 4.12 4.15 4.14

01269350 4.23 4.25 4.24

01269400 6.63 6.68 6.66

01269500 4.89 4.93 4.91

01269700 58.48 58.58 58.54

01269800 2.06 2.12 2.09

60100500 0.91 0.96 0.94

632801212023 13.97 13.07 13.48

632801212027 16.59 15.55 16.0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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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32801211046 73.69 69.10 71.21

632801212053 10.52 9.86 10.16

632801212054 7.63 7.13 7.36

德令哈市

01004500 4.30 0.49 2.40

01071050 22.05 17.79 19.92

01071100 61.82 57.16 59.49

01071150 12.41 8.54 10.48

01071170 8.34 4.13 6.23

01071300 1.56 0.16 0.86

01071400 21.43 16.88 19.15

01071450 8.01 4.08 6.04

01071765 8.52 4.30 6.41

01071770 5.09 1.50 3.29

01071785 2.25 0.13 1.19

01072500 56.36 53.07 54.71

乌兰县

01075400 31.79 32.28 32.06

01075600 4.20 4.36 4.28

01075700 7.31 7.70 7.52

01375500 15.76 16.39 16.10

01375600 47.55 48.15 47.87

632821211082 7.18 5.97 6.53

都兰县

01174100 4.75 4.95 4.85

01174400 20.37 21.48 20.94

01174500 10.38 10.48 10.43

01175000 11.73 11.70 11.71

01175100 59.97 60.15 60.06

01175700 12.80 13.22 13.01

01176000 66.89 67.07 66.98

01176100 8.84 9.02 8.93

01176200 4.08 4.17 4.12

01176400 6.51 6.63 6.57

01176600 14.78 15.03 14.91

01176700 18.27 18.48 18.38

01176900 0.96 1.63 1.31

天峻县
01362000 6.53 4.64 5.59

01362050 27.16 25.02 26.09

大柴旦行委

01066200 5.30 4.66 4.94

01066400 1.12 1.28 1.21

01067200 41.07 43.44 42.42

茫崖市

01063100 9.43 9.59 9.52

01076100 1.15 1.27 1.22

01076150 4.86 5.30 5.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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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二 地方标准征求意见及修改情况



21



22



23



24



25

地方标准征求意见汇总处理表

标准名称：地下水管控预警指标 承办人：李媛媛 联系电话：18697169659

标准起草单位：青海省水文水资源测报中心 填写日期：2023年6月19日 共1页

序

号

标准的章、条

编号
意见内容 提出单位（人员） 处理意见及理由

1
全省地下水取水总量和水位控制指标尚未确定印发，建议印发后对照

完善。

水利厅水资源处

已采纳，最终预警指标根据水利厅及

水利部审核确定的指标进行调整。

2
标准中明确了预警指标，但未明确地下水开发利用到达预警指标后的

相关管控措施。

已采纳，第七节中已增加严格取水审

批、严控地下水用水等相关管控措施

等内容。

3

我省地下水管控指标尚未获得水利部批复，请复核《地下水管控预警

指标(征求意见稿)》表 1 确定县套水资源二级区地下水取用水总量控

制预警指标的依据是否充分。

水利厅水资源中心

已采纳，最终预警指标根据水利部审

查会要求对指标确定依据进行了补

充完善，对预警指标进行了复核。

4

对比《地下水管控预警指标(征求意见稿)》表 1地下水取用水总量控

制预警指标与用水统计调查直报系统各县级行政区 2022 年地下水取

用量，部分区域 2022 年的地下水取用量已超过 2025 年、2030 年地下

水取用水总量控制预警指标，分别是:格尔木市(长江流域)、乐都区(黄

河流域)、称多县(长江流域)、玛多县(西北诸河)、久治县(黄河流域)、

海晏县(黄河流域)、达日县(长江流域)、兴海县(黄河流域)、海晏县(西

北诸河)、共和县(黄河流域)、德令哈市(西北诸河)、格尔木市(西北

诸河)。建议进一步复核地下水取用水总量控制预警指标。

已复核修改，已将以上区域与 2022

年用水统计调查直报系统中地下水

取用量差异较大地区的控制预警指

标进行复核和调整。

5 无意见 省节水办

6 无意见 省生态环境厅

7 无意见 省自然资源厅

说明：① 提出意见数量：4个；

② 标准起草单位或工作组对意见处理结果：采纳4个，未采纳0个。

③ 标准化技术委员会或标准化技术归口单位审查意见：采纳 个，未采纳 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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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三 地方标准审查会专家意见及修改情况



27



28



29



30



31



32



33



34

附件四 地下水管控预警指标标准审查意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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