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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

地下水系统充当着天然缓冲器的作用，它可以为我
们提供干旱时期的用水保障。由于缺乏关于地下水
含水层取水量和补给率的具体知识，中国未能就含
水层相关问题制定合理的政策、并实施最有效的管
理。中国华北平原（中国30%的粮食产自于此）的第
四纪含水层是世界最大的含水层系统之一。

由于超采严重，华北平原地下水的水位一直以来都在
以每年2米的速度下降。这种对含水层超采的现象在
全球已屡见不鲜。全球每年从含水层中抽取1000立
方千米的水量，其中约有四分之一的水量没有通过回
补得到修复，因而导致含水层枯竭。

中瑞两国在中开展
地下水合作项目以应对气候变化
地下水含水层超采修复与管理战略 

面临的问题
——气候变化背景下干旱地区地下水超采所带来的挑战

自然资源的可持续
管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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项目目标

中瑞地下水合作项目旨在保护或修复含水层的
蓄水量，以减轻干旱带来的影响，并对预期的极
端气候作出防范。作为一项适应性措施，本项目
不仅能够对气候变异作出回应，还可作为案例
加以推广，为其他同类系统的开发提供指导。
 
本项目将惠及项目试点地区的农户、当地用水
户协会及水务局、国家研究与政策机构，以及本
案例研究的使用者。

战略  

本项目的核心内容是开发一
套地下水实时监测、建模和
控制系统，为制定节水政策
并对含水层实施可持续管理
提供必要的信息，从而修复
含水层的蓄水量，有效缓减
日益频繁且日趋严重的极端
气候的影响。利益相关者的
沟通将形成政策方案，为当
地政府部门提供决策支持。

本案例研究的推广，将为其
他正在遭受地下水枯竭的干
旱地区的政策制定者和水资
源管理者提供机会，使其能
够借鉴本项目的经验，开发
适合他们当地的系统。

预期成果

• 中国开发和维护地下水实时监测和控制系
统的能力得以形成

• 制定并实施了可持续管理地下水和节水农
业生产的政策方案

• 项目的相关知识和最佳实践在中国、其他区
域及全球得到推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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