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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综述 

站网：本月报根据分布在全国主要平原区 2563 个地下水监测站获取的 2016 年 10

月 1日监测信息编制。涉及 19个省（自治区、直辖市），其中松辽平原 508 站，黄淮海

平原 1282站，山西及西北地区盆地和平原 762站，江汉平原 11 站。监测的平原区面积

合计约 71万 km
2。 

降水：2016年 9月，松辽平原各省区平原区降水较常年同期偏多。黄淮海平原除江

苏平原区降水较常年同期偏多外，其他各省市平原区降水较常年同期偏少或接近常年同

期。山西及西北地区盆地和平原除呼包平原降水较常年同期偏多外，其他各盆地和平原

较常年同期偏少或接近常年同期。江汉平原降水较常年同期偏少。 

松辽平原地下水埋深及变化：与上月同期相比大部分地区地下水埋深稳定。与去年

同期相比大部分地区地下水埋深稳定或增加。大部分地区地下水埋深小于 8m，但黑龙

江松嫩平原和三江平原北部、吉林平原区的局部地区地下水埋深 8～50m。 

黄淮海平原地下水埋深及变化：与上月同期相比大部分地区地下水埋深稳定。与去

年同期相比大部分黄河以北地区地下水埋深减少；大部分黄河以南地区地下水埋深增

加。黄淮海平原黄河以南平原区地下水埋深 1～12m，黄河以北平原区总体自东向西埋

深增加，其中保定、石家庄、邢台和邯郸地下水埋深一般 8～50m，局部超过 50m；山

东东部淄博和潍坊地下水埋深 8～30m。 

山西及西北地区盆地和平原地下水埋深及变化：与上月同期相比，除吐鲁番盆地地

下水埋深减少外，其他地区地下水埋深稳定或增加。山西主要盆地地下水埋深一般 2～

50m；呼包平原地下水埋深一般 4～50m；关中平原地下水埋深一般 2～50m，北部超过

50m；河西走廊地下水埋深一般 2～50m，金昌市、武威市局部超过 50m。 

江汉平原地下水埋深及变化：与上月同期相比大部分地区地下水埋深稳定或减少，

与去年同期相比大部分地区地下水埋深稳定或增加。湖北江汉平原地下水埋深 1～8m。 

 

注：1、本《月报》所述的地下水埋深为浅层地下水埋深，即浅层地下水水面至地面的

距离。 2、降水量“常年”的系列长度为 30 年，现阶段采用 1981-2010 年的资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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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降水 

1、松辽平原 

2016年 9月，松辽平原各省区平均降水 56.1～109.9mm，各省区平原区降水较常年

同期均偏多 0.1～1.5倍。松辽平原各省区 2016年 9月降水量统计详见表 1。 

表 1  松辽平原各省区 2016 年 9 月降水量 

行政区划 平均降水量(mm) 降水量距平(%) 

黑龙江 103.3  108 

吉林 109.9  149 

辽宁 60.4  13 

内蒙古 56.1  66 

2、黄淮海平原 

2016年 9月，黄淮海平原各省市平均降水 26.4～132.7mm，除江苏平原区降水较常

年同期偏多 6 成外，其他各省市平原区降水较常年同期偏少 1～5 成或接近常年同期。

黄淮海平原各省市 2016年 9月降水量统计详见表 2。 

表 2  黄淮海平原各省市 2016 年 9 月降水量 

行政区划 平均降水量(mm) 降水量距平(%) 

北京 54.3  -6 

天津 40.8  -16 

河北 26.4  -42 

河南 59.8  -25 

山东 27.5  -47 

江苏 132.7  64 

安徽 70.5  0 

3、山西及西北地区盆地和平原  

2016年 9月，山西及西北地区盆地和平原平均降水 0.8～76.0mm，除呼包平原降水

较常年同期偏多 1 成外，其他地区较常年同期偏少 1～8 成或接近常年同期。山西及西

北地区盆地和平原 2016年 9月降水量统计详见表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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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3  山西及西北地区盆地和平原 2016 年 9 月降水量 

 

4、江汉平原 

2016年 9月，湖北江汉平原平均降水 57.5mm，较常年同期偏少约 2成。

行政区划 平原 平均降水量(mm) 降水量距平(%) 

山西 

大同盆地  49.3 -13 

忻定盆地  42.5 -34 

长治盆地  17.7 -58 

运城盆地  54.5 -52 

临汾盆地  33.5 -57 

太原盆地  20.9 -58 

内蒙古 呼包平原  60.7 6 

陕西 关中平原  39.4 -49 

甘肃 河西走廊  15.6 -49 

宁夏 银川和卫宁平原  16.1 -26 

青海 
湟水河谷平原  76.0 0 

柴达木盆地  4.8 -28 

新疆 吐鲁番盆地  0.8 -8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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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地下水埋深及其变化 

1、松辽平原 

2016年 10月 1日，松辽平原大部分地区地下水埋深小于 8m，其中黑龙江松嫩平原

和辽宁平原区大部地下水埋深小于 4m。黑龙江松嫩平原和三江平原北部、吉林平原区

的局部地区地下水埋深 8～50m。松辽平原 2016年 10月 1日地下水埋深分布见图 1。 

 

图 1  松辽平原 2016 年 10 月 1 日地下水埋深等值面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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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6年 10月 1日，松辽平原与上月同期相比地下水埋深稳定区占 78%。地下水埋

深增加区占 5%，增加幅度一般小于 2m，主要分布在各省区局部。地下水埋深减少区占

17%，减少幅度一般小于 2m，主要分布在吉林平原区东部，黑龙江松嫩平原南部，其

他各省区局部。松辽平原 2016年 10月 1日与上月同期地下水埋深变化分布见图 2。 

 

图 2  松辽平原 2016 年 10 月 1 日与上月同期地下水埋深变化等值面图 

2016年 10月 1日，松辽平原与去年同期相比地下水埋深稳定区占 53%。地下水埋

深增加区占 26%，增加幅度一般小于 2m，主要分布在黑龙江松嫩平原区北部，其他各

省区局部。地下水埋深减少区占 21%，减少幅度一般小于 2m，主要分布在黑龙江三江

平原北部、吉林平原区东部以及辽宁平原区大部。松辽平原 2016年 10月 1 日与去年同

期地下水埋深变化分布见图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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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3  松辽平原 2016 年 10 月 1 日与去年同期地下水埋深变化等值面图 

2、黄淮海平原 

2016 年 10 月 1 日，黄淮海平原黄河以南平原区地下水埋深较浅，黄河以北平原区

总体自东向西埋深增加。北京平原区大部分地区地下水埋深 4～50m，天津平原区大部

分地区地下水埋深 1～4m；河北平原区东部大部分地区地下水埋深 1～12m，保定、石

家庄、邢台和邯郸地下水埋深一般 12～50m，邢台局部超过 50m；山东平原区大部分地

区地下水埋深 1～8m，东部淄博和潍坊地下水埋深 8～30m；河南平原区大部分地区地

下水埋深 1～12m，黄河以北地下水埋深 4～50m；江苏和安徽淮河平原区大部分地区地

下水埋深小于 4m。黄淮海平原 2016年 10月 1日地下水埋深分布见图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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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4  黄淮海平原 2016 年 10 月 1 日地下水埋深等值面图 

 

2016年 10月 1日，黄淮海平原与上月同期相比地下水埋深稳定区占 74%。地下水

埋深增加区占 19%，增加幅度一般小于 2m，主要分布在山东平原区北部、河南平原区

南部、安徽平原区大部、其他省市平原区局部。地下水埋深减少区占 7%，减少幅度一

般小于 2m，主要分布在各省市平原区局部。黄淮海平原 2016 年 10 月 1 日与上月同期

地下水埋深变化分布见图 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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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5  黄淮海平原 2016 年 10 月 1 日与上月同期地下水埋深变化等值面图 

 

2016年 10月 1日，黄淮海平原与去年同期相比地下水埋深稳定区占 58%。地下水

埋深增加区占 27%，增加幅度一般小于 2m，主要分布在天津、河南、安徽平原区大部。

地下水埋深减少区占 15%，减少幅度一般小于 2m，主要分布在除石家庄外的河北平原

区。黄淮海平原 2016年 10月 1日与去年同期地下水埋深变化分布见图 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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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6  黄淮海平原 2016 年 10 月 1 日与去年同期地下水埋深变化等值面图 

3、山西及西北地区盆地和平原 

山西主要盆地：2016 年 10 月 1 日，大同盆地地下水平均埋深 7.61m，忻定盆地地

下水平均埋深 19.63m，长治盆地地下水平均埋深 8.55m，运城盆地地下水平均埋深

20.91m，临汾盆地地下水平均埋深 17.23m，太原盆地地下水平均埋深 22.66m。与上月

同期相比，各盆地地下水埋深增加。山西主要盆地 2016年 10月 1日地下水埋深及与上

月同期对比详见表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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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4  山西主要盆地 2016 年 10 月 1 日地下水埋深及与上月同期对比 

 

内蒙古呼包平原：2016 年 10 月 1 日，中南部地下水埋深小于 8m，呼和浩特东部

埋深 8～30m，包头北部埋深 8～50m，局部超过 50m。呼包平原与上月同期相比地下水

埋深稳定区占 54%；地下水埋深增加区占 11%，增加幅度一般小于 2m；地下水埋深减

少区占 35%，减少幅度小于 2m。与去年同期相比地下水埋深稳定区占 35%；地下水埋

深增加区占 14%，增加幅度小于 2m，主要分布在呼包平原中部；地下水埋深减少区占

51%，减少幅度一般小于 2m，主要分布在呼包平原的东部和西部。呼包平原 2016年 10

月 1日地下水埋深及与上月和去年同期对比分布见图 7、图 8和图 9。 

 

 

图 7  呼包平原 2016 年 10 月 1 日地下水埋深等值面图 

盆地 平均埋深(m) 最小埋深(m) 最大埋深(m) 
平均埋深 

与上月同期对比(m) 

大同盆地  7.61 1.07 61.00 2.45 

忻定盆地  19.63 1.60 77.41 0.23 

长治盆地  8.55 3.00 15.13 0.10 

运城盆地 20.91 1.05 170.86 0.37 

临汾盆地 17.23 1.55 91.32 0.99 

太原盆地 22.66 0.02 87.02 1.5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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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8  呼包平原 2016 年 10 月 1 日与上月同期地下水埋深变化等值面图 

 

 

图 9  呼包平原 2016 年 10 月 1 日与去年同期地下水埋深变化等值面图 

陕西关中平原：2016 年 10 月 1 日，南部大部分地区地下水埋深 2～30m，北部大

部分地区地下水埋深 30～50m，部分地区超过 50m。与上月同期相比关中平原地下水埋

深稳定区占 90％；地下水埋深增加区占 1％，增加幅度一般小于 2m；地下水埋深减少

区占 9％，减少幅度一般小于 2m。与去年同期相比地下水埋深稳定区占 58％；地下水

埋深增加区占 21％，增加幅度一般小于 2m，主要分布在关中平原南部；地下水埋深减

少区占 21％，减少幅度一般小于 2m。关中平原 2016 年 10月 1日地下水埋深及与上月

和去年同期对比分布见图 10、图 11和图 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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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0  关中平原 2016 年 10 月 1 日地下水埋深等值面图 

 

 

 

图 11  关中平原 2016 年 10 月 1 日与上月同期地下水埋深变化等值面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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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2  关中平原 2016 年 10 月 1 日与去年同期地下水埋深变化等值面图 

甘肃河西走廊平原：2016 年 10 月 1 日，中部地下水埋深一般 2～30m，东部和西

部地下水埋深一般 20～50m，东部金昌、武威局部超过 50m。与上月同期相比河西走廊

地下水埋深稳定区占 86％；地下水埋深减少区占 14％，增加幅度一般小于 2m。与去年

同期相比地下水埋深稳定区占 50％；地下水埋深增加区占 27％，增加幅度一般小于 2m；

地下水埋深减少区占 23％，减少幅度一般小于 2m。河西走廊平原 2016年 10 月 1日地

下水埋深及与上月和去年同期对比分布见图 13、图 14和图 15。 

 

图 13  河西走廊平原 2016 年 10 月 1 日地下水埋深等值面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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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4  河西走廊平原 2016 年 10 月 1 日与上月同期地下水埋深变化等值面图 

 

图 15  河西走廊平原 2016 年 10 月 1 日与去年同期地下水埋深变化等值面图 

宁夏：2016年 10月 1日，银川平原地下水埋深平均 2.39m，比上月同期增加 0.73m，

埋深最小值 1.20m，最大值 4.20m；卫宁平原地下水埋深平均 1.99m，比上月同期增加

0.80m，埋深最小值 0.98m，最大值 2.84m。 

青海：2016 年 10 月 1 日，湟水河谷平原地下水埋深平均 4.18m，比上月同期增加

0.25m，埋深最小值 1.23m，最大值 9.30m；柴达木盆地监控区地下水埋深平均 2.67m，

比上月同期增加 0.01m，埋深最小值 0.99m，最大值 3.28m。 

新疆吐鲁番盆地：2016 年 10 月 1 日，地下水埋深平均 27.52m，比上月同期减少

0.28m，埋深最小值 6.87m，最大值 123.78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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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江汉平原 

2016年 10月 1日，湖北江汉平原西北部地下水埋深 4～8m，其他地区地下水埋深

1～4m。与上月同期相比江汉平原地下水埋深稳定区占 55％；地下水埋深增加区占 45%，

增加幅度一般小于 2m。与去年同期相比地下水埋深稳定区占 70%；地下水埋深增加区

占 30%，增加幅度一般小于 2m。江汉平原 2016年 10月 1日地下水埋深分布见图 16。 

 

 

 

图 16  江汉平原 2016 年 10 月 1 日地下水埋深等值面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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