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概述 

南通位于江苏东南部，东抵黄海、南濒长江，与上海市隔江相望，是江苏唯一同时

拥有沿江沿海深水岸线城市。南通地势平坦，河网密布，四季分明，雨量充沛，水资源

开发利用条件优越。 

2022 年全市平均降水量为 979.5 毫米，折合降水总量为 92.85 亿立方米，比去年平均

降水量偏少 15.3%，比多年平均降水量偏少 9.1%，属偏枯水年。 

2022 年全市水资源总量为 20.86 亿立方米，比上年度减少了 7.94 亿立方米。其中，

地表水资源量为 13.59 亿立方米，折合年径流深 143.36 毫米，比上年度减少了 15.21 亿立

方米，与多年平均比偏少 46.5%；地下水资源量为 13.02 亿立方米，比上年度减少了 1.2

亿立方米，重复计算量为 5.75 亿立方米。 

2022 年全市总用水量为 50.78 亿立方米，其中农业用水量为 24.68 亿立方米，占全市

总用水量的 48.60%，占比最大；工业用水量为 20.34 亿立方米，占全市总用水量的 40.06%；

生活用水量为 5.35 亿立方米，占全市总用水量的 10.54%；生态环境用水量为 0.41 亿立方

米，占全市总用水量的 0.81%。 

2022 年全市人均综合用水量为 534.8 立方米，万元国内生产总值（当年价）用水量

为 36.4 立方米。万元工业增加值（当年价）用水量为 22.9 立方米。耕地实际灌溉亩均用

水量为 400.04 立方米，农田灌溉水有效利用系数为 0.650。人均生活用水量为 145.0 升/

天。 

2022 年全市共设 143 个地表水水质监测断面，监测频次每月一次，全年共 12 次。以

Ⅲ类水为水质目标，全年的达标率为 75.52%，Ⅳ类水质断面占比 23.78%，Ⅴ类水质断面

占比 0.7%，无劣Ⅴ类水质断面。2022 年对全市 4 个集中式饮用水源地以及 4 个应急备用

水源地共监测 12 次水质均符合《地表水环境质量标准》（GB3838-2002）Ⅲ类水标准，满

足饮用水源地水质要求，水质达标率为 1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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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区域概况及水资源现状评价 

（一）区域概况 

南通位于江苏东南部，东抵黄海、南濒长江，与上海市隔江相望，是江苏唯一同时

拥有沿江沿海深水岸线城市。苏通大桥、崇启大桥和沪苏通长江公铁大桥三大过江通道，

使南通全面融入上海一小时经济圈。南通地势平坦，河网密布，四季分明，雨量充沛，

水资源开发利用条件优越。  

（二）地表水资源量 

2022 年全市地表水资源量 13.59 亿立方米，折合年径流深 143.36 毫米，比上年地表

水资源量偏少 52.8%，多年平均地表水资源量偏少 46.5%。 

在地表水资源量的年内分配上，汛期占全年的 61.02%，非汛期占全年的 38.98%。各

地区中，如东县地表水资源量为 3.15 亿立方米，占比最大，占 23.15%；锡通科技产业园

地表水资源量为 0.03 亿立方米，占比最小，占 0.23%。 

表 1   2022 年南通市水资源量表 

地区 计算面积 
年降水量 地表水资源量（天然年径流量） 

毫米 亿立方米 毫米 亿立方米 

崇川区 394.43 1021.30 4.03 235.39 0.93 

锡通科技产业园 24.00 1005.90 0.24 130.11 0.03 

开发区 184.00 975.60 1.80 235.39 0.43 

通州湾 585.00 1005.90 5.88 130.11 0.76 

通州区 806.99 1005.90 8.12 130.11 1.05 

海门区 1124.52 1026.00 11.54 119.92 1.35 

海安市 1164.48 931.78 10.85 183.35 2.14 

如皋市 1576.24 994.03 15.67 165.02 2.60 

启东市 1510.73 959.17 14.49 76.43 1.15 

如东县 2108.88 983.38 20.74 149.19 3.15 

全市 9479.27 979.50 93.35 143.36 13.5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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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  南通市各地区 2022 年地表水资源量统计图 

（三）地下水资源量 

2022 年，南通市地下水资源量为 13.02 亿立方米，其中，降水入渗补给量为 9.91 亿

立方米，地表水体入渗补给量 3.11 亿立方米。如东县地下水资源量为 3.16 亿立方米，占

比最大，占 24.27%；锡通科技产业园地下水资源量为 0.03 亿立方米，占比最小，占 0.23%。 

图 2  南通市各地区 2022 年地下水资源量统计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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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水资源总量 

2022 年全市水资源总量为 20.86 亿立方米，比上年度减少了 7.94 亿立方米。其中，

地表水资源量为 13.59 亿立方米，折合年径流深 143.36 毫米，比上年度减少了 15.21 亿立

方米，与多年平均比偏少 46.5%；地下水资源量为 13.02 亿立方米，比上年度减少了 1.2

亿立方米，重复计算量为 5.75 亿立方米。 

2022 年全市平均产水系数为 0.22，产水模数为 22.01 万立方米/平方公里。 

表 2   2022 年南通市水资源量表 

地区 
地表 

（亿立方米） 

地下 

（亿立方米） 

重复 

（亿立方米） 

水资源总量 

（亿立方米） 
产水系数 

产水模数 

（万立方米/平方公里） 

崇川区 0.93 0.23 0.09 1.07 0.27 27.13 

锡通科技产业园 0.03 0.03 0.01 0.05 0.21 20.83 

开发区 0.43 0.12 0.05 0.51 0.28 27.72 

通州湾 0.76 0.78 0.26 1.28 0.22 21.88 

通州区 1.05 1.11 0.37 1.79 0.22 22.18 

海门区 1.35 1.48 0.5 2.33 0.2 20.72 

海安市 2.14 1.86 1.16 2.84 0.26 24.39 

如皋市 2.6 2.29 0.86 4.04 0.26 25.63 

启东市 1.15 1.96 0.75 2.37 0.16 15.69 

如东县 3.15 3.16 1.71 4.59 0.22 21.77 

合计 13.59 13.02 5.75 20.86 0.22 22.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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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区域降水量 

2022 年全市平均降水量为 979.5 毫米，折合降水总量为 92.85 亿立方米，比去年

平均降水量偏少 15.3%，比多年平均降水量偏少 9.1%，属偏枯水年。 

（一）降水量时空分布 

2022 年全市降水量时段分布不均，5~9 月降水量为 495.9 毫米，比多年汛期降水

量（688.1 毫米）偏少 27.9%，占全年降水量的 50.6%。汛期内 6 月降水量最多，降

水量为 170.8 毫米，5 月份降水量最少，降水量为 18.9 毫米。非汛期内 3 月降水量最

多，降水量为 126.9 毫米，12 月份降水量最少，降水量为 19.3 毫米。全市 2022 年月

平均降水量分布见图 3。 

 

图 3 南通市 2022 年月平均降水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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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75.0 毫米；最小雨量点为如东县小洋口闸站 811.5 毫米。各区域年平均降水量分布

见图 4。 

 

图 4 南通市 2022 年各地年平均降水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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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5  南通市 2022 年梅雨期各地平均降水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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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过境水资源量 

 

据不完全统计，2022 年全市入境水

量 57.50 亿立方米，其中引江水量 54.97

亿立方米，泰州入境水量 2.526 亿立方米。

引江水量中沿江涵闸自流引江水量 19.29

亿立方米，约占长江引水量的 33.6%。 

图 6  南通市 2022 年入境水量比例图

 

 

2022 年全市出境水量 44.41 亿立方

米，其中入江水量 15.33 亿立方米，入海

水量 20.83 亿立方米，入盐城水量 8.253

亿立方米。 

 

 

 

图 7  南通市 2022 年出境水量比例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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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水质和水资源保护 

（一）河流水质 

2022 年全市共设 143 个地表水水质监测断面，监测频次每月一次，全年共 12 次。

根据 2022 年江苏省水环境监测中心南通分中心的监测，以《地表水环境质量标准》

（GB3838-2002）进行评价（全指标，总氮不参评），以Ⅲ类水为水质目标，全年的

达标率为 75.52%，Ⅳ类水质断面占比 23.78%，Ⅴ类水质断面占比 0.7%，无劣Ⅴ类水

质断面。超标项目以总磷为主（超Ⅳ类水限值 0.0 倍~0.3 倍），少部分氨氮（超Ⅳ类

水限值 0.2 倍~1.0 倍）和化学需氧量（超Ⅳ类水限值 0.0 倍）超标。 

其中，长江干流南通段共设 26 个地表水水质监测断面，全年水质达标率为

100.00%，Ⅱ类水质断面占比 73.08%，Ⅲ类水质断面占比 26.92%；长江支流南通段共

设 15 个地表水水质监测断面，全年水质达标率为 86.67%%，Ⅱ类水质断面占比 40.00%，

Ⅲ类水质断面占比 46.67%，Ⅳ类水质断面占比 13.33%（超标项目为总磷，超Ⅳ类水

限值 0.067 倍和 0.012 倍），无Ⅴ类和劣Ⅴ类水质断面。 

（二）饮用水源地水质状况 

江苏省水环境监测中心南通分中心在 2022 年对全市如皋市长江长青沙七匡水源

地（长青沙取水口）、南通市长江狼山水源地（狼山水厂）、南通市长江洪港水源地（老

洪港水厂）、海门区长江圩角河河口水源地（海门水厂）4 个集中式饮用水源地以及

海安市新通扬运河三里闸应急水源地（三里闸）、启东市头兴港河汇龙应急水源地（汇

龙镇）、南通市老洪港水库应急水源地（云湖水库坝前）、如皋市长青沙水库应急水源

地（长青沙水库坝前）4 个应急备用水源地共监测 12 次，4 个集中式饮用水源地和 4

个应急饮用水源地水质均符合《地表水环境质量标准》（GB3838-2002）Ⅲ类水标准，

满足饮用水源地水质要求，水质达标率为 100%。 

  



 

-10- 
 

五、水资源开发利用 

（一）供水量 

2022 年全市总供水量为 50.78 亿立方米，其中地表水供水量为 49.88 亿立方米，

地下水供水量为 0.11 亿立方米，非常规水源供水量为 0.80 亿立方米。 

（二）用水量 

2022 年全市总用水量为 50.78 亿立方米，其中：农业用水量为 24.68 亿立方米，

占全市总用水量的 48.60%，占比最大；工业用水量为 20.34 亿立方米，占全市总用水

量的 40.06%；生活用水量为 5.35 亿立方米，占全市总用水量的 10.54%；生态环境用

水量为 0.41 亿立方米，占全市总用水量的 0.81%。 

注：2022 年为特枯水年，用水量未折算到平水年。 

图 8  南通市 2022 年分类用水比例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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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用水指标 

（一）综合用水指标 

2022 年全市人均综合用水量为 534.8 立方米，万元国内生产总值（当年价）用水

量为 36.4 立方米。 

（二）单项用水指标 

1、农业用水指标 

2022 年全市耕地实际灌溉亩均用水量为 400.04 立方米，农田灌溉水有效利用系

数为 0.650。 

2、工业用水指标 

2022 年全市万元工业增加值（当年价）用水量为 22.9 立方米。 

3、居民生活用水指标 

2022 年全市居民生活用水量 4.10 亿 m
3，居民人均生活用水量 145.0 升/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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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水资源变化趋势 

我市整体降水资源丰富，多年平均降水量超过 1000 毫米。降水量极大值在 2016

年出现，极小值在 2013 年出现；在 13 年降水序列中，2014、2015、2016、2018、2020

年为正距平，其余年份为负距平；没有明显的线性趋势，正负距平交替出现。 

 
图 9  南通市 2010-2022 年降水量距平图 

2010 年至 2022 年，我市水资源量年际分布不均，呈波动趋势。水资源总量最大

为 63.9 亿立方米，出现在 2015 年，为平均值的 1.63 倍；最小为 20.67，出现在 2013

年，仅为平均值的 52.77%。 

 
图 10  南通市 2010-2022 年水资源量变化趋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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八、节水型社会建设 

（一）落实国家节水行动市级实施方案 

实行最严格水资源管理制度领导小组统筹协调水资源管理和节约用水工作，完成

“国家节水型城市”复查迎检工作。持续推进节水型城市建设，实现了以节水促减排，

以减排抓保护，统筹供水、排水、节水、中水回用于一体，保障了城市水生态和水环

境持续良好。牵头组织印发了《南通市“十四五”节水型社会建设规划》，提出了我

市“十四五”节水型社会建设的总体要求、主要任务、重点领域和保障措施，逐条落

实责任部门。将单位地区生产总值用水量纳入高质量发展绩效评价考核体系，强化节

水指标刚性约束。 

（二）加强用水强度控制 

将自备水源取水户和年用自来水 1.2万立方米以上的公共供水户纳入计划用水管

理，科学核定取用水计划量；发布实施《南通市工业用水定额（2022 年修订）》；推

进城市公共供水管网改造，编制《南通市主城区公共供水管网漏损治理实施方案（2022

—2025 年）》，市区漏损率降至 8.39%；开展节水评价工作。 

（三）推进节水型社会建设 

全市六县（市、区）完成县域节水型社会达标建设，其中启东市、通州区、海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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区入围太湖流域片县域节水型社会达标建设十佳案例；创建成功 5 家省级节水型机关、

5 家市级水利行业节水型单位、15 家省级节水型企业、1 家省级节水型工业园、3 家

省级节水型单位、1 家省级节水型小区、1 家省级节水型灌区和 6 家节水型高校、9

所省级节水型学校、38 所市级节水型学校。 

（四）强化节水用水监管 

依托南通市水资源管理信息系统，推动计划用水户完善内部用水计量、台账资料

整理和日常抄表分析全过程数字化管理；确定 126 家市级重点监控用水单位，开展水

效对标专项调查；开展 40 家单位政府监管用水审计，印发《用水审计结论通知书》

督促整改；落实单位内专（兼）职水务经理，定期开展培训；完成最严格水资源考核

和省厅监督检查，即知即改，目前均已整改到位； 

（五）提高非常规水源利用率 

将非常规水源纳入水资源统一配置，下达最严格水资源管理年度目标任务时将其

纳入用水总量一并下达。全年全市非常规水源利用量 14346 万立方米，占全年总用水

量的 3.71%；市区再生水回用量为 5343 万立方米，污水处理量 23321.75 万立方米，

再生水利用率 22.9%。 

（六）开展节水宣传教育 

在中央和水利部官媒、节水中国网、中国江苏网、扬子晚报等多家媒体上主题宣

传报道节水情况，如：《南通国家级节水型城市建设顺利过“省考”》被新华网发布；

《江苏南通：经济向上水耗向下，走出水质型缺水城市节水之路》被“学习强国”江

苏学习平台和中国江苏网发布。全年共开展 94 项各级各类宣传活动，在掌上南通 APP

首页开设活动宣传专栏，其中：市水利局妇联开展的“践行公民节约用水规范——‘她’

先行”水利巾帼先锋讲堂节水进乡间宣传活动被全国节水办评为 2022 年“节水中国 

你我同行”联合行动优秀活动。积极推动节水宣传进企业、进机关、进学校、进社区，

营造全社会节水、爱水、惜水、护水的浓厚氛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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九、水资源管理 

（一）实行最严格水资源管理制度 

1.完成最严格水资源管理省级考核工作。收集、整理了各县（市、区）年度管理

台账和支撑资料，接受了省最严格水资源管理考核组对我市的“四不两直”检查。 

2.分解目标任务。印发《关于下达 2022 年度实行最严格水资源管理制度目标任

务的通知》（通水资考〔2022〕1 号），下达 13 项水资源管理目标任务及 14 项节水型

社会建设目标任务。 

3.完成考核督查工作。掌握县（市、区）水资源管理年度任务完成情况，明确存

在问题，考核结果进行通报。 

（二）强化取用水监督管理体系 

1.开展水量分配工作。完成全市 15 条跨县河流水量分配；编制跨县河道水量调

度方案，配合省水利厅完成年度计划及年终用水总结；配合完成长江干流取用水计划

表，及时报送年度计划及年终用水总结。 

2.落实取用水监管措施。将取用水监管纳入“双随机、一公开”抽查计划；印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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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做好取用水管理专项整治行动“回头看”暨巩固提升工作的通知》（通水资〔2022〕

7 号），出台地下水取水设施规范化建设指导意见；全面梳理整治全市电子证照信息，

在通州区完成水权交易试点工作，开展取水许可审批告知承诺制改革。 

3.巩固深化农业水价综合改革成果。加强农业用水管理，完成取水许可执行、用

水定额设定、用水计量记录、节水成效分析等情况排查；指导农民用水合作组织建设

发展，发挥其在用水管理、工程管护、水费计收等方面的作用；足额落实改革经费，

开展节水奖励。 

4.落实取水监测计量年度建设任务。印发《南通市取水口监测计量体系建设实施

方案（2021—2023 年）》，完成 20 个重点中型灌区渠首、100 个典型测站在线监测计

量建设；落实《用水统计调查制度》，建设名录库，每季度结束后 10 日内完成季报填

报。 

（三）健全水资源配置保障体系 

1.保障重点河湖生态水位（流量）。对已公布的九圩港、通吕运河、遥望港等 13

条重点河道的生态水位（流量）进行了评估，均可得到保障。 

2.加强地下水管理。完成《南通市地下水利用与保护规划》的编制；完成地下水

取水工程登记造册工作，全市共登记造册地下取水工程 1236 眼，其中取水井 914 眼、

地下水水源热泵井 172 眼、监测井 141 眼、勘探井 9 眼。 

3.落实水源地保护。率先完成启东市头兴港汇龙、老洪港水库水库应急水源地等

2 个应急备用水源地规范化建设；完成如皋市、如东县应急水源井建设工作；海门区

按照程序启用了地下水应急水源，有效应对咸潮带来的影响；完成长江狼山、洪港水

源地，如皋市长江长青沙七匡水源地，海门区长江圩角河河口水源地长效管护评估工

作。 

4.强化河湖管理。完成南通市沿江沿海生态景观带（江堤海堤景观路）170 公里

贯通建设任务，全市贯通里程数 285 公里；完成全市沿江、沿海及一级河道涉河建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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项目审批 27 个，加强对已审批涉河建设项目的监管；编制完成《南通市主海堤堤线

调整布局方案研究报告》；完成长江、通榆河南通段的遥感监测变化点核查；开展河

道保护规划编制工作，对列入新编《江苏省骨干河道名录》的 51 条河道实现一河一

规划；围绕河道疏浚整治、累计疏浚等级河道 3374 条（段）、村庄河塘 15083 条（处），

常态化开展河道“清四乱”治理 2089 处；对北凌河、南凌河、飞跃河等 8 条（段）

河道进行生态状况评价，对崇川区、南通开发区、苏锡通园区的等级河道及 800 平方

米以上沟塘的水域面积进行监测。 

（四）深化水资源管理改革创新 

1.进行数字孪生水网（南通城区）建设，已完成数据底板、模型平台、知识平台

及业务应用的构建。实现了线上闭环统一活水调度，形成了水安全智能预报方法等系

列技术，集成耦合南通城区水利工程基础信息、工程调度信息进行风险分析评估，制

定和优化调度方案，形成了体系完整、功能齐全、实用好用的水安全“四预”体系。 

2.开展“市域治理二期长江大保护（南通段）系统建设雷达+AIS 等新技术应用

试点”。利用雷达+AIS 技术形成一张立体的感知网络，实现各类监测数据的无缝化，

实现水情、雨情、工情等数据的全量对接，打造全链接数据群，充分共享数据，真正

把水环境、水生态、水资源、水灾害的监测数据和各类业务数据全面互联，做到立体

感知。 

3.完善南通市水资源管理信息系统。建设南通市水资源监控中心，并与江苏省电

子证照系统打通，实现水资源管理可视化、数字化；在全市取水计量设施中推广安装

监控模块，可实时查看用水量数据，实现足不出户即可上报水量、征缴水资源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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