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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下水超采区农业种植结构与作物耗水时空演变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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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河北农业大学园艺学院，保定 ０７１００１；２．中国农业大学农学院，北京 １００１９３；

３．中国科学院遗传与发育生物学研究所农业资源研究中心，石家庄 ０５００２２）

摘要：针对河北省受农业生产活动和降水量变化影响，社会用水与水资源承载能力严重失衡的问题，基于河北省水

资源变化特征，利用 Ｐｅｎｍａｎ Ｍｏｎｔｅｉｔｈ公式和作物系数法计算区域主要作物需水量，分析种植结构变化对灌溉需

水量的影响。结果表明：进入 ２１世纪以来，河北省水资源总量、地表水资源量和地下水资源量比 １９５６—２０１７年年

均值分别减少 ２２３６％、４２１５％和 ９０１％，地下水开采量和农田灌溉量逐年下降，但地下水超采量仍高达 ３３１×

１０９ｍ３，典型深层地下水漏斗区地下水位埋深依然处于 ６０３４～７０４６ｍ。同一作物年际间的需水量呈现弱降低趋

势，蔬菜、水稻、水果、棉花、薯类、冬小麦、油料、大豆、玉米和谷子的需水量依次降低，分别为 ７５０５６～８９３０９ｍｍ、

６９８２５～８３２６０ｍｍ、６５３９３～７７３２８ｍｍ、５０６３０～６３４２３ｍｍ、４８１４２～５９４３７ｍｍ、４０１６６～５０４６０ｍｍ、４０６２６～

５１０６８ｍｍ、３３５２８～４２９７４ｍｍ、３０９７２～３９９５４ｍｍ、２６９９４～３４５７７ｍｍ。冬小麦的水分亏缺指数最高，为 ０７２；

蔬菜、水稻和水果的水分亏缺指数依次降低，分别为 ０４７、０４６和 ０３６。冬小麦、蔬菜和水果年均灌溉需水总量分

别占作物总灌溉需水量的 ４６８７％、１２９４％和 １２２４％。与 １９８０—１９８９年相比，２０１０—２０１７年蔬菜和水果种植面

积分别增加了 １８６０１％和 ５９９８％，灌溉需水量相应增加了 １４３７５％和 １８９１％，而其他作物灌溉需水量均有所降

低，蔬菜和水果种植面积增加成为农业灌溉需水量保持高位运行的主导因素。从实现主要农产品供需平衡、水资

源平衡和国家粮食安全考虑，大幅减少高耗水作物（蔬菜和水果）种植面积是未来降低作物灌溉总需水量的有效途

径。在保证京津冀市场需求的基础上，河北省蔬菜和水果的种植面积分别缩减至 １７２×１０５、１９７×１０５ｈｍ２，年灌

溉总需水量可减少 ３３１×１０９ｍ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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０　引言

华北平原是我国水资源最贫乏、水供需矛盾最

突出的地区
［１］
。华北地区水资源安全问题事关首

都水安全、京津冀协同发展战略实施和雄安新区建

设，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地处海河流域的河北省

是水资源严重超采最为典型的区域。受人类农业生

产活动等因素影响
［２］
，自２０世纪８０年代以来，河北

省地表水资源量和地下水资源量均呈现衰减趋势，

而社会总供水量一直保持较高水平，致使地下水位

快速下降，形成了世界最大的连片地下水降落漏斗

区
［３－４］

。根据《河北省地下水超采综合治理规划》，

以２０１０年为基准年，河北省地下水超采量为 ５９７×
１０９ｍ３，其中农村超采 ４１７×１０９ｍ３，农业灌溉超采
占农村超采的８０％，河北省超采区面积占全省平原
面积的９２％以上，超采面积和超采量均为全国超采总
面积和超采总量的１／３，已累计超采１５０×１０１１ｍ３［５］。
经济社会用水大大超过水资源承载能力，地下水大

量超采，生态赤字严重，对保障国家水安全和区域可

持续发展构成严重威胁。

２０１４—２０１６年，国家在河北省开展地下水超采
综合治理试点，实施了“节、引、蓄、调、管”等综合措

施。截止２０１７年底，年压减地下水超采量达 ２６６×
１０９ｍ３，地下水超采治理取得阶段性成效，深层地下
水位埋深趋于稳定或下降速率减缓，但下降态势并

未根本扭转，年超采量仍高达３３１×１０９ｍ３［６］，河北
平原灌溉用水强度仍处于“极严重不适应”或“严重

不适应”状态
［７］
。随着灌溉条件的改善，华北平原

低需水作物大幅减少，蔬菜和水果等高需水作物大

面积增加，种植结构发生了巨大变化，逐渐形成以冬

小麦和蔬菜、水果为主的高强度灌溉农业生产模式。

种植规模扩大、种植结构变化和作物产量提高导致

的高灌溉强度生产模式是农田灌溉消耗地下水量居

高不下的根本原因
［８］
，水资源严重不足已成为制约农

业可持续发展的主要瓶颈
［９］
，通过农业节水来缓解水

资源危机的战略已成为共识
［１０］
。２０１７年河北省用占

全国０５％的水资源、４８％的耕地面积，生产了占全国
５６％的粮食、７３％的蔬菜、５４％的水果，地下水耗竭
的资源型障碍与农产品相对过剩生产的矛盾极为突

出，建立适水种植制度刻不容缓
［１１－１２］

。因此，结合区

域水资源状况和消费需求，明确该区域灌溉需水结构

和不同作物灌溉需水量，制定区域节水型种植制度方

案，对于实现区域水资源安全意义重大。

农业用水估算是节水农业灌溉管理的核心，作

物需水量是衡量区域农田水分平衡的重要参数
［１３］
。

目前，国内外学者对于作物需水量估算已经做了大量

研究。利用 Ｐｅｎｍａｎ Ｍｏｎｔｅｉｔｈ公式和作物系数，
ＫＵＭＡＲ［１４］计算出印度比哈尔邦小麦、玉米、水稻和绿
豆的需水量和灌溉需水量，刘小刚等

［１５］
计算出１９５８—

２０１３年河南省冬小麦和夏玉米的需水量分别为３５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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５３５ｍｍ和 ２４３～３６８ｍｍ，尹海霞等［１６］
计算出 １９６７—

２００９年黑河流域中游地区春小麦和玉米的需水量平均
每１０年分别下降６ｍｍ和８ｍｍ，聂堂哲等［１７］

计算出

１９６０—２０１５年黑龙江省水稻需水量为２４４～７４０ｍｍ，平
均值为４９０５２ｍｍ。ＬＵＯ等［１８］

利用 ＣＲＯＰＷＡＴ模型模
拟得出，１９６１—２０１０年间黄淮海平原主要农作物生育
期平均年区域总需水量为１１５×１０１１ｍ３。白志杰等［１９］

利用作物模型和蒸发皿法估算了１９８６—２０１５年雄安新
区上游小麦、玉米、蔬菜、水果等灌溉需水量变化，认为

需水总量随农业播种总面积和蔬菜、水果需水的增加

而增加。陶国通等
［２０］
基于温度的作物系数计算模型，

建立了冬小麦作物需水量预测模型。

在作物需水量方面前人已经做了大量研究，但

结合河北省水资源变化，研究长时间尺度种植结构

变化对区域灌溉需水的影响较少。本研究基于该地

区１９８０—２０１７年水资源和种植结构的演变，研究不
同作物长时间序列的灌溉需水量变化以及水分亏缺

指数，以期为建立立足水资源禀赋的农业种植结构

提供参考。

１　材料与方法

１１　数据来源
气象数据来源于国家气象科学数据共享平台，

主要为１９８０—２０１７年邢台市、石家庄市、秦皇岛市、
保定市、霸州市、饶阳县、泊头市、黄骅市、唐山市、遵

化市、乐亭县、安阳市、北京市、北京市朝阳区、北京

市延庆区、北京市密云区、天津市、天津市宝坻区、天

津市塘沽区、德州市陵城区、惠民县等河北平原及其

周边２１个气象站的气象数据，包括平均气温、最高
气温、最低气温、风速、日照时数、相对湿度和降水量

等日值数据，用于计算作物需水量。

各作物播种面积、产量数据来源于 １９８０—２０１７
年《河北农村统计年鉴》和 １９８０—２０１７年国家统计
局数据。水资源数据来源于１９８０—２０１７年《河北省
水资源公报》、《河北省水资源评价》和《海河流域水

资源评价》。

１２　研究方法
１２１　需水量计算

参照作物蒸散量（ＥＴ０）采用 ＦＡＯ推荐的估算
作物需水量的经典方法 Ｐｅｎｍｅｎ Ｍｏｎｔｅｉｔｈ（Ｐ Ｍ）
公式进行测算

［２１－２２］
，计算式为

ＥＴ０＝
０４０８Δ（Ｒｎ－Ｇ）＋γ

９００
Ｔ＋２７３

ｕ２（ｅｓ－ｅａ）

Δ＋γ（１＋０３４ｕ２）

（１）
式中　Ｒｎ———作物表面净辐射量，ＭＪ／（ｍ

２
·ｄ）

Ｇ———土壤热通量密度，ＭＪ／（ｍ２·ｄ）
Ｔ———２ｍ高处日平均空气温度，℃
ｕ２———２ｍ高处日平均风速，ｍ／ｓ
ｅｓ———饱和水汽压，ｋＰａ
ｅａ———实际水汽压，ｋＰａ
Δ———饱和水汽压与温度关系曲线斜率，

ｋＰａ／Ｋ
γ———湿度计常数，ｋＰａ／Ｋ

不同作物需水量采用作物系数法进行计算，计

算式为

ＥＴｃ＝ＫｃＥＴ０ （２）
式中　ＥＴｃ———作物生育期需水量，ｍｍ

Ｋｃ———作物系数，本研究中蔬菜的生育期作
物系数参考 ＦＡＯ ＣＲＯＰＷＡＴ中的作
物系数，其他作物的生育期作物系数

参考《北方地区主要农作物灌溉用水

定额》
［１３］

１２２　作物灌溉需水量和水分亏缺指数计算
作物生育期灌溉需水量计算式为

Ｗｉ＝ＥＴｃ－Ｐ （３）
式中　Ｗｉ———作物生育期灌溉需水量，ｍｍ

Ｐ———作物生育期内有效降水量，ｍｍ
当ＥＴｃ＞Ｐ时，ＥＴｃ Ｐ为正值，当ＥＴｃ≤Ｐ时，取值为０。

本文将 ３～５０ｍｍ的日降水量视为有效降水
量；当日降水量小于 ３ｍｍ时由于冠层截留对土壤
影响小，不计作有效降水量；当日降水量大于 ５０ｍｍ
时，取日降水量的８０％作为有效降水量［２３］

。

水分亏缺指数（ＣＷＤＩ）计算式为
ＣＷＤＩ＝Ｗｉ／ＥＴｃ （４）

１２３　农产品年盈余量估算
农产品年盈余量计算式为

Ｑ＝Ｓｃ－
ＲｕＰｕ＋ＲｒＰｒ

１０００（１－Ｌｐ－Ｇｄ）
（５）

式中　Ｑ———农产品年盈余量，ｔ
Ｓｃ———农产品年供给量，ｔ
Ｒｕ———城镇居民人均年均消费量，ｋｇ／人
Ｒｒ———农村居民人均年均消费量，ｋｇ／人
Ｐｕ———城镇常住人口数，人
Ｐｒ———农村常住人口数，人
Ｌｐ———产后损失率，％
Ｇｄ———种子用量占产量的比例，％

２　结果与分析

２１　水资源利用与作物种植结构变化
２１１　水资源变化

由图１可知，１９５６—２０１７年河北省水资源总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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变化波动较大，２００１年以后，水资源总量相对处于
较低水平，仅 ２０１２年和 ２０１６年水资源总量高于
１９５６—２０１７年的平均值（１８７×１０１０ｍ３），其余年份
均低于平均水平。地表水资源量和地下水资源量变

化趋势与水资源总量变化趋势基本一致。与

１９５６—２０１７年均值相比，１９５６—１９７９年年均水资源
总量、地表水资源量和地下水资源量分别偏多

２３０１％、３９０４％和 １１８２％，１９８０—２０００年年均水
资源总量、地表水资源量和地下水资源量分别偏少

８１９％、１０５０％和 ６２１％，２００１—２０１７年年均水资
源总量、地表水资源量和地下水资源量分别偏少

２２３６％、４２１５％和９０１％。

图 １　１９５６—２０１７年河北省水资源量变化趋势

Ｆｉｇ．１　ＡｎｎｕａｌｃｈａｎｇｉｎｇｔｒｅｎｄｏｆｗａｔｅｒｒｅｓｏｕｒｃｅｓｉｎＨｅｂｅｉ

Ｐｒｏｖｉｎｃｅｄｕｒｉｎｇ１９５６—２０１７
　
２１２　用水量年际间变化

地下水供水量（地下水开采量）包含浅层地下

水开采量与深层地下水开采量。由图 ２可知，２０世
纪８０年代地下水开采量较为平稳，９０年代地下水
开采量大幅度增加，１９９９年达到最高，为 １７６×
１０１０ｍ３，２１世纪以来地下水开采量持续下降，至
２０１７年降低至 １１５×１０１０ｍ３。地表水供水量呈现
先降低后增加的趋势，１９８０年地表水供水量最高，
为８２７×１０９ｍ３，而后逐年下降，至 ２００３年达到最
低，为 ３３７×１０９ｍ３，从 ２００４年开始地表水供水量
逐年提高，至２０１７年达到５９５×１０９ｍ３。地表及地
下水总供水量呈现稳中有降，２０１７年为 １７５×
１０１０ｍ３，比１９８０—２０１７年系列均值减少１１９５％。

农田灌溉量呈现持续降低趋势，２０１７年比 １９８０
年减少３８１６％。农田灌溉量占社会用水总量的比
例由１９８０年的８４３９％降低至 ２０１７年的 ６２９５％。
灌溉需水总量与农田灌溉量变化趋势一致，总体呈

降低趋势，降水偏少年份的灌溉不能满足作物生长

水分需求，致使部分年份灌溉需水总量高于农田灌

溉量，作物灌溉需水仍是社会用水的主体。灌溉需

水总量变化及作物灌溉需水量构成见２２２节。

图 ２　１９８０—２０１７年河北省用水结构变化趋势

Ｆｉｇ．２　Ａｎｎｕａｌｃｈａｎｇｉｎｇｔｒｅｎｄｏｆｗａｔｅｒｃｏｎｓｕｍｐｔｉｏｎ

ｓｔｒｕｃｔｕｒｅｉｎＨｅｂｅｉＰｒｏｖｉｎｃｅｄｕｒｉｎｇ１９８０—２０１７
　
２１３　地下水埋深变化

连续多年超量开采地下水致使河北平原形成许

多深、浅层地下水降落漏斗。深层地下水降落漏斗

主要位于中东部平原，形成了以沧州复合漏斗、冀枣

衡漏斗等为代表的深层地下水位降落漏斗，漏斗封

闭面积约２３９×１０４ｈｍ２。虽然近年来农田灌溉量
有所降低（最低的 ２０１７年为 １１４×１０１０ｍ３），但仍
高于年地下水可开采量（１１０×１０１０ｍ３），致使水位
持续下降。如图 ３所示，１９８０—２０１７年，河北平原
区平均浅层地下水埋深和典型深层地下水降落漏斗

区地下水埋深均呈逐年下降趋势。其中，浅层地下

水埋深由１９８０年的５８５ｍ下降至２０１７年的１７４７ｍ，
平均每年下降 ０３１ｍ；邢台中东部平原、衡水和沧
州平原区深层地下水埋深分别由 １９８０年的 １１２０、
１７１７、１９０６ｍ下降至 ２０１４年的 ６２１６、６５９４、
７０５２ｍ，地下水埋深年均下降 １５０、１４３、１５１ｍ。
２０１５年受实施地下水超采综合治理影响，邢台中东
部平原和沧州漏斗中心水埋深逐步趋于稳定并有所

回升，但衡水漏斗中心水埋深仍以年均１５１ｍ的速
率下降。至２０１７年河北省深层地下水降落漏斗区
地下水位仍处于６０３４～７０４６ｍ。

图 ３　１９８０—２０１７年河北省地下水埋深变化趋势

Ｆｉｇ．３　Ｃｈａｎｇｉｎｇｔｒｅｎｄｏｆｇｒｏｕｎｄｗａｔｅｒｌｅｖｅｌｄｅｐｔｈｉｎ

ＨｅｂｅｉＰｒｏｖｉｎｃｅｄｕｒｉｎｇ１９８０—２０１７

２１４　种植结构与作物产量年际间变化
由图４可知，１９８０—２０１７年间，研究区主要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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植作物有：冬小麦、玉米、蔬菜、水果、棉花、油料、薯

类、大豆、谷子、水稻等。年均种植面积由大到小依

次为 玉 米 （２５７×１０６ ｈｍ２，２９５９％）、冬 小 麦
（２４７×１０６ｈｍ２，２８４０％）、水果（８１７×１０５ｈｍ２，
９４１％）、棉花（５８３×１０５ｈｍ２，６７２％）、蔬菜（５８３×
１０５ｈｍ２，６７１％）、油料（５３７×１０５ｈｍ２，６１８％）、谷
子（３６３×１０５ｈｍ２，４１８％）、薯类（３５１×１０５ｈｍ２，
４０４％）、大豆（３００×１０５ｈｍ２，３４６％）、水稻（１１３×
１０５ｈｍ２，１３１％）。

图 ４　１９８０—２０１７年河北省主要农作物种植面积

Ｆｉｇ．４　ＰｌａｎｔｉｎｇａｒｅａｏｆｍａｉｎｃｒｏｐｓｉｎＨｅｂｅｉＰｒｏｖｉｎｃｅ

ｄｕｒｉｎｇ１９８０—２０１７
　
１９８０—２０１７年间，玉米种植面积持续增加，蔬

菜和水果的种植面积均呈现先增加后降低趋势。

２０１６年玉米种植面积最大，为 ３７０×１０６ ｈｍ２，比
１９８０年增加了 ５７８９％；２００５年蔬菜种植面积最
大，为１１０×１０６ｈｍ２，比种植面积最小的 １９８０年增
加了４１６９１％；２００５年水果种植面积最大，为１２２×
１０６ ｈｍ２，比 种 植 面 积 最 小 的 １９８０年 增 加 了
４０５３０％；２００６—２０１７年蔬菜和水果种植面积呈现
降低趋势，至２０１７年蔬菜和水果的种植面积降低至
７４９×１０５、６３１×１０５ｈｍ２，但仍远高于 １９８０年水
平。与１９８０年相比，２０１７年玉米、蔬菜和水果的种
植面积分别增加了５１４０％、２５０２５％和１６１１６％。

由图５可知，１９８０—２０１７年间，冬小麦、玉米和
水果产量均呈增加趋势，由 １９８０年的 ３８４×１０６、
６６３×１０６、１２６×１０６ｔ增加到 ２０１７年的 １５０×１０７、
２０４×１０７、１３７×１０７ ｔ，分别增长了 ２９１７０％、
２０７０１％、９８３４３％；蔬菜产量呈先增加后降低趋
势，先由 １９８０年的 ５３２×１０６ｔ增加到 ２００５年的
６４７×１０７ｔ，而后又降低至 ２０１７年的 ５０６×１０７ｔ，
比１９８０年增长了８５１５６％。
２２　主要农作物需水量与水分亏缺指数
２２１　主要农作物需水量

由图 ６可知，１９８０—２０１７年蔬菜、水稻、水果、
棉花、薯类、冬小麦、油料、大豆、玉米和谷子的需水

量分别为 ７５０５６～８９３０９ｍｍ、６９８２５～８３２６０ｍｍ、
６５３９３～７７３２８ｍｍ、５０６３０～６３４２３ｍｍ、４８１４２～

图 ５　１９８０—２０１７年河北省主要农作物产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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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９８０—２０１７
　５９４３７ｍｍ、４０１６６～５０４６０ｍｍ、４０６２６～５１０６８ｍｍ、
３３５２８～４２９７４ｍｍ、３０９７２～３９９５４ｍｍ和２６９９４～
３４５７７ｍｍ。同一作物年际间的需水量呈现降低趋
势，与 １９８０—１９８９年相比，１９９０—１９９９年、２０００—
２００９年和 ２０１０—２０１７年蔬菜需水量分别降低了
２１１％、１７２％和 ２６８％，水稻需水量分别降低了
２７４％、２９５％和 ３２０％，水果需水量分别降低了
１８５％、２０５％和 ３０２％，棉花需水量分别降低了
１６５％、３２０％和 ４４０％，薯类需水量分别降低了
１８４％、３３０％和 ４１２％，冬小麦需水量分别降低
了３１２％、０２８％和 ０１４％，油料需水量分别降低
了 ２１２％、３３２％和 ３８０％，大豆需水量分别降低
了 １５９％、３４０％和 ４７０％，玉米需水量分别降低
了 １５６％、３６６％和 ４８７％，谷子需水量分别降低
了１６３％、３３２％和４５７％。

图 ６　１９８０—２０１７年河北省主要作物生育期需水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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ｄｕｒｉｎｇ１９８０—２０１７
　
２２２　主要农作物水分亏缺指数及灌溉需水量

由图７可知，冬小麦生育期内有效降水量为
６６５９～２５３５３ｍｍ，年均仅为１２５５２ｍｍ，需水与降
水耦合度最差，水分亏缺指数最高，为 ０７２，年均灌
溉需水量为 ３２４４２ｍｍ；蔬菜生育期内有效降水量
和灌 溉需 水 量分别为 ２２５６１～５９３１３ｍｍ 和
１９７９６～６４９０８ｍｍ，水分亏缺指数仅次于冬小麦，
为０４７；水稻、水果、棉花、薯类、油料、大豆、玉米和
谷子的灌溉需水量分别为 １３８６１～６３９６８ｍｍ、
５０５７～５１３６４ｍｍ、０～４５３７７ｍｍ、０～４１３９１ｍ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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０～３４８７５ｍｍ、０～２７８５６ｍｍ、０～２４８３６ｍｍ和
０～１９４６０ｍｍ，水分亏缺指数分别为 ０４６、０３６、
０２８、０２４、０２１、０１８、０１４和００９。

图 ７　１９８０—２０１７年河北省主要作物生育期灌溉需水量

与年均水分亏缺指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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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图 ８可知，各作物的年灌溉需水总量由大到
小依次为冬小麦（４８８×１０９～９８５×１０９ｍ３，年均
８０１×１０９ｍ３）、蔬菜（６２６×１０８～５６６×１０９ｍ３，年
均２２１×１０９ｍ３）、水果（３４０×１０８～５１６×１０９ｍ３，
年均２０９×１０９ｍ３）、玉米（０～６０３×１０９ｍ３，年均
１２１×１０９ｍ３）、谷子（０～６７５×１０９ｍ３，年均 １０６×
１０９ｍ３）、棉花（０～２５４×１０９ｍ３，年均８８４×１０８ｍ３）、
油料（０～２１０×１０９ｍ３，年均 ５０７×１０８ｍ３）、薯类
（０～１７４×１０９ｍ３，年均４８８×１０８ｍ３）、水稻（１６６×
１０８～９９４×１０８ｍ３，年均 ４０４×１０８ｍ３）、大豆（０～
１２８×１０９ｍ３，年均２２３×１０８ｍ３）。主要作物年灌
溉需水总量合计为６７１×１０９～３９３×１０１０ｍ３，年均
灌溉需水总量为１７１×１０１０ｍ３。其中冬小麦、蔬菜
和水果是灌溉需水总量最大的作物，分别占年总灌

溉需水量的 ２８１２％ ～８２３４％、４７０％ ～２９０９％
和 ３９４％ ～１８３２％，年均占比分别为 ４６８７％、
１２９４％和１２２４％。

从各作物灌溉需水总量占主要作物灌溉总需水

量合计值的比例看，１９８０—２０１７年间，种植面积仅
次于玉米的冬小麦生育期内有效降水量最少，灌溉

需水总量占比最高；水稻、棉花、薯类、油料、大豆、谷

子灌溉需水总量占比均随种植面积降低而下降；玉

图 ８　河北省主要作物年灌溉需水总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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ｉｎＨｅｂｅｉＰｒｏｖｉｎｃｅｄｕｒｉｎｇ１９８０—２０１７
　
米灌溉需水总量占比随年际间生育期内降水量大幅

变化而变化；蔬菜和水果灌溉需水总量占比均随着

种植面积变化而变化，蔬菜和水果灌溉需水总量占

比分别由１９８０年（最低值）的４７０％和３９４％增加
到最高的 ２９０９％（２００３年）和 １８３２％（２００４年），
而后分别下降至 ２０１７年的 １８４５％和 １１２０％。
１９８０—１９８９年、１９９０—１９９９年、２０００—２００９年 和
２０１０—２０１７年年均冬小麦、蔬菜和水果三大作物的
灌溉需水总量占比之和分别为 ６６０３％、７４０６％、
８２８０％和８６４０％，其中蔬菜和水果占比之和分别
为 １４３９％、２１８４％、３６０７％ 和 ２９０４％。 与
１９８０—１９８９年相比，２０１０—２０１７年蔬菜种植面积和
灌溉需水总量分别增加了 １８６０１％和 １４３７５％，水
果种植面积和灌溉需水总量分别增加了 ５９９８％和
１８９１％，其他作物灌溉需水总量均有所降低（水
稻、棉花、薯类、冬小麦、油料、大豆、玉米和谷子灌溉

需水总量降幅分别为 ５０７２％、６８４０％、７０８５％、
３３４％、５１７５％、８８９４％、２７５０％和 ９１５７％），蔬
菜和水果种植面积增加成为农业灌溉需水总量保持

高位运行的主导因子。

２３　河北省深层地下水降落漏斗区种植结构变化
由表１可知，深层地下水降落漏斗区高灌溉需水

作物冬小麦、蔬菜和水果种植面积及占全省种植总面

积的比例均呈增加趋势。深层地下水降落漏斗区冬

小麦和蔬菜的种植面积分别由 １９８２—１９８６年年均
７９９×１０５、４６７×１０４ｈｍ２增加到 ２０１２—２０１６年年均
８８０×１０５、２１４×１０５ｈｍ２，占全省冬小麦和蔬菜播
种面积的比例分别由 ３２８６％、１８９９％ 增加到
３６４３％、２８６６％；水果种植面积由 １９９２—１９９６年
年均 ２６７×１０５ ｈｍ２增加到 ２０１２—２０１６年年均
２９１×１０５ ｈｍ２，占全省水果种植面积的比例由
２７４５％提高到 ４０９２％。可见，深层地下水降落
漏斗区高灌溉需水作物面积增加和所占全省高灌

溉需水作物总面积的比例提高，加剧了水资源的

紧缺形势。其中：沧州深层地下水降落漏斗区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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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麦和蔬菜的种植面积分别由 １９８２—１９８６年年
均 ３４７×１０５、１４８×１０４ｈｍ２增加到 ２０１２—２０１６
年年均 ３８７×１０５、９０１×１０４ｈｍ２，占全省冬小麦
和蔬菜播种面积的比例分别由 １４２５％、５９９％增
加到 １６０２％、１２０５％，水果种植面积由 １９９２—
１９９６年年均 １４７×１０５ｈｍ２增加到 ２０１２—２０１６年
年均 １６５×１０５ｈｍ２，占全省水果种植面积的比例
由 １５１２％提高到 ２３１５％。衡水地下水降落漏
斗区冬小麦和蔬菜的种植面积分别由 １９８２—１９８６
年年均 ２４２×１０５、１５８×１０４ｈｍ２增加到 ２０１２—
２０１６年年均 ２７６×１０５、８３６×１０４ｈｍ２，占全省冬
小麦 和 蔬 菜 播 种 面 积 的 比 例 分 别 由 ９９６％、

６３８％增加到 １１４２％、１１１８％，１９９２—２００６年
间水果种植阶段面积基本稳定在 ７１４×１０４ ～
７９７×１０４ｈｍ２，占全省水果种植面积的比例由
８１７％提高到 １０２８％。邢台中东部平原深层地
下水降落漏斗区冬小麦和蔬菜的种植面积分别由

１９８２—１９８６年年均的 ２１０×１０５、１６２×１０４ｈｍ２

增加 到 ２０１２—２０１６年 年 均 ２１７×１０５、４０６×
１０４ｈｍ２，占全省冬小麦和蔬菜播种面积的比例分
别由 ８６５％、６５４％调整为 ８９９％、５４３％，水果
种植面积由 １９９２—１９９６年年均 ４５６×１０４ｈｍ２增
加到２０１２—２０１６年年均５２１×１０４ｈｍ２，占全省水
果种植面积的比例由 ４７０％下降到 ４３０％。

表 １　深层地下水降落漏斗区高耗水作物播种面积变化

Ｔａｂ．１　Ｃｈａｎｇｅｓｏｆｐｌａｎｔｉｎｇａｒｅａｏｆｓｔａｐｌｅｃｒｏｐｓｉｎｄｅｅｐｇｒｏｕｎｄｗａｔｅｒｆｕｎｎｅｌａｒｅａ

年份 参数 冬小麦 蔬菜 水果

沧州深层地下水降落漏斗区播种面积／ｈｍ２ ３４７×１０５ １４８×１０４

１９８２—１９８６
衡水深层地下水降落漏斗区播种面积／ｈｍ２ ２４２×１０５ １５８×１０４

邢台中东部平原深层地下水降落漏斗区播种面积／ｈｍ２ ２１０×１０５ １６２×１０４

合计占全省比例／％ ３２８６ １８９９

沧州深层地下水降落漏斗区播种面积／ｈｍ２ ３６２×１０５ １６３×１０４

１９８７—１９９１
衡水深层地下水降落漏斗区播种面积／ｈｍ２ ２３８×１０５ １５０×１０４

邢台中东部平原深层地下水降落漏斗区播种面积／ｈｍ２ ２１７×１０５ １８２×１０４

合计占全省比例／％ ３１９６ １６６７

沧州深层地下水降落漏斗区播种面积／ｈｍ２ ３７１×１０５ ２０４×１０４ １４７×１０５

１９９２—１９９６
衡水深层地下水降落漏斗区播种面积／ｈｍ２ ２４３×１０５ ２１７×１０４ ７５２×１０４

邢台中东部平原深层地下水降落漏斗区播种面积／ｈｍ２ ２２９×１０５ １９０×１０４ ４５６×１０４

合计占全省比例／％ ３２５６ １５６５ ２７４５

沧州深层地下水降落漏斗区播种面积／ｈｍ２ ４２３×１０５ ４４０×１０４ １６９×１０５

１９９７—２００１
衡水深层地下水降落漏斗区播种面积／ｈｍ２ ２８４×１０５ ５１７×１０４ ７９７×１０４

邢台中东部平原深层地下水降落漏斗区播种面积／ｈｍ２ ２５７×１０５ ２７０×１０４ ４６３×１０４

合计占全省比例／％ ３５７８ １６１３ ２６６８

沧州深层地下水降落漏斗区播种面积／ｈｍ２ ３３１×１０５ ７１７×１０４ １８５×１０５

２００２—２００６
衡水深层地下水降落漏斗区播种面积／ｈｍ２ ２５５×１０５ ８４３×１０４ ８４２×１０４

邢台中东部平原深层地下水降落漏斗区播种面积／ｈｍ２ ２１３×１０５ ３４７×１０４ ４３６×１０４

合计占全省比例／％ ３４１４ １７８２ ２６１１

沧州深层地下水降落漏斗区播种面积／ｈｍ２ ３７０×１０５ ７７９×１０４ １７９×１０５

２００７—２０１１
衡水深层地下水降落漏斗区播种面积／ｈｍ２ ２８２×１０５ ７７７×１０４ ７１４×１０４

邢台中东部平原深层地下水降落漏斗区播种面积／ｈｍ２ ２１３４×１０５ ３５０×１０４ ４９８×１０４

合计占全省比例／％ ３５６８ ２８０８ ３１６７

沧州深层地下水降落漏斗区播种面积／ｈｍ２ ３８７×１０５ ９０１×１０４ １６５×１０５

２０１２—２０１６
衡水深层地下水降落漏斗区播种面积／ｈｍ２ ２７６×１０５ ８３６×１０４ ７３４×１０４

邢台中东部平原深层地下水降落漏斗区播种面积／ｈｍ２ ２１７×１０５ ４０６×１０４ ５２１×１０４

合计占全省比例／％ ３６４３ ２８６６ ４０９２

２４　主要农产品供需与适水种植
由表２可知，２０１７年北京市和天津市城乡人口

共为 ３７３×１０７人，占京津冀地区人口总数的
３３１４％。粮食、蔬菜和水果的需求量分别占京津冀
地区需求总量的 ３４１４％、３５１５％和 ３５８９％，而粮
食、蔬菜和水果的生产量仅占京津冀地区总生产量

的６２１％、７７７％和８８６％。从满足本省（市）需求
考虑，北京市和天津市粮食、蔬菜和水果的需求缺口

分别达到 ８９７×１０６、１３２×１０６、６８２×１０５ｔ，河北
省粮食、蔬菜和水果盈余量分别为１６１×１０７、４０３×
１０７、１０１×１０７ｔ。故此，以下将京津冀作为一个整体
来分析主要农产品供需现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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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２　２０１７年京津冀地区人口和粮食蔬菜水果供需结构

Ｔａｂ．２　Ｓｕｐｐｌｙａｎｄｄｅｍａｎｄｓｔｒｕｃｔｕｒｅｏｆｇｒａｉｎ，ｖｅｇｅｔａｂｌｅａｎｄｆｒｕｉｔｉｎＢｅｉｊｉｎｇ Ｔｉａｎｊｉｎ Ｈｅｂｅｉｒｅｇｉｏｎ

省市 城市人口／人 农村人口／人 粮食供应量／ｔ 蔬菜供应量／ｔ 水果供应量／ｔ 粮食需求量／ｔ 蔬菜需求量／ｔ 水果需求量／ｔ

北京 １８８×１０７ ２９４×１０６ ４１１×１０５ １５７×１０６ ５８３×１０５ ６７１×１０６ ３２６×１０６ １１８×１０６

天津 １２９×１０７ ２６６×１０６ ２１２×１０６ ２７０×１０６ ７４４×１０５ ４７９×１０６ ２３１×１０６ ８３２×１０５

河北 ４１４×１０７ ３３８×１０７ ３８３×１０７ ５０６×１０７ １３７×１０７ ２２２×１０７ １０３×１０７ ３５９×１０６

　　由表３可知，以京津冀地区生产满足京津冀地
区居民消费需求为基准，除水稻和大豆外，其他主要

农产品供应均存在较大盈余量。粮食作物盈余量为

７１３×１０６ｔ，盈余量占供给量的１７４７％。其中冬小
麦、玉米和薯类的盈余量分别达到 ３７７×１０６、６５０×
１０６、９９９×１０５ｔ，盈余量占相应供应量的比例分别
为 ２３９８％、２９７２％和 ７３４４％。高耗水作物蔬
菜和水果的盈余量分别为 ３９０×１０７、９３８×
１０６ｔ，盈余量占京津冀总供应量的比例分别为
７１０５％和 ６２６５％。蔬菜和水果种植规模的迅猛

增加，致使区域蔬菜和林果产品出现大量盈余的

同时，也加剧了水资源紧缺矛盾。从保障国家粮

食安全角度分析，粮食种植规模不宜作大面积调

整。据此估算，在京津供应量现状下，河北省蔬菜

和水果的种植面积分别减少至 １７２×１０５、１９７×
１０５ｈｍ２，既可以满足京津冀地区对蔬菜和水果的
消费需求，又可以使蔬菜和水果的灌溉需水量分

别减少 ２１９×１０９、１１２×１０９ｍ３（蔬菜和水果的
灌溉需水量分别按 １９８０—２０１７年年均值 ３８０３６、
２５７７０ｍｍ测算）。

表 ３　京津冀地区主要农产品供需现状

Ｔａｂ．３　ＳｕｐｐｌｙａｎｄｄｅｍａｎｄｓｔａｔｕｓｏｆｍａｉｎａｇｒｉｃｕｌｔｕｒａｌｐｒｏｄｕｃｔｓｉｎＢｅｉｊｉｎｇ Ｔｉａｎｊｉｎ Ｈｅｂｅｉｒｅｇｉｏｎ

作物种类
城镇居民人均年消

耗量／（ｋｇ·人 －１）

农村居民人均年消

耗量／（ｋｇ·人 －１）
年供应量／ｔ 年需求量／ｔ 年盈余量／ｔ

盈余量占供应

量比例／％

粮食作物 ２８７００ ２４６００ ４０８×１０７ ３３７×１０７ ７１３×１０６ １７４７

冬小麦 ８９００ １０５００ １５７×１０７ １２０×１０７ ３７７×１０６ ２３９８

玉米 １４３００ ９０００ ２１９×１０７ １５４×１０７ ６５０×１０６ ２９７２

水稻 ３５００ ２８００ ７６８×１０５ ４０２×１０６ －３２５×１０６ －４２３５６

大豆 １０００ ６００ １８３×１０５ １０６×１０６ －８８０×１０５ －４８０３６

薯类 ３００ ２００ １３６×１０６ ３６１×１０５ ９９９×１０５ ７３４４

蔬菜 １２１００ ８８００ ５４８×１０７ １５９×１０７ ３９０×１０７ ７１０５

水果 ４７００ ３０００ １５０×１０７ ５６０×１０６ ９３８×１０６ ６２６５

　　注：城镇居民和农村居民人均年消耗量为２０１３—２０１６年的平均值；主要农产品消费需求量考虑了产后损耗与种子用量需求部分，粮食、薯

类、水果和蔬菜的产后损失率分别为７％ ～１１％、１５％ ～２０％、１５％ ～２０％和 ２０％ ～２５％［２４］，本研究取中间值进行估算，冬小麦种子用量按照

２％计算，其余作物用种量较小，不予考虑。

３　讨论

降水量减少、种植高耗水作物和农业灌溉用水

占比偏高是造成地下水超采形势严峻的主要原

因
［２５－２６］

。２０世纪６０年代中期以来，河北省降水量
每１０年减少 ７６ｍｍ［２５］，本研究表明，２００１—２０１７
年河北省年均地表水资源量、地下水资源量和水资

源总 量 分 别 较 １９５６—２０１７年 年 均 值 减 少 了
４２１５％、９０１％、２２３６％。１９８０—２０１７年间，河北
省年社会总用水量为 １７４×１０１０～２２６×１０１０ｍ３，
其中年农田灌溉量为 １１４×１０１０～１８５×１０１０ｍ３，
年地下水开采量为 １１５×１０１０～１７６×１０１０ｍ３，年
地下水开采量超过年地下水可开采量 （１１０×
１０１０ｍ３），是地下水位持续降低的主要原因。

利用作物系数法计算主要作物需水量，计算出

的１９８０—２０１７年研究区主要作物年需水量，与康绍

忠等
［２７］
计算出的蔬菜和果树的需水量、ＳＵＮ等［２８］

用作物系数法估算出的河北省曲周县冬小麦 夏玉

米年需水量（７８４～８６８ｍｍ）、聂堂哲等［２９］
计算出的

黑龙江省玉米年需水量（３０２～４８７ｍｍ）、李玖颖
等

［３０］
计算出的黑龙江省大豆年需水量 （３３６～

４６５ｍｍ）、ＬＩＵ等［３１］
用大型蒸渗仪观测的京津冀平

原区栾城县冬小麦 夏玉米年需水量 （８００～
９００ｍｍ）、ＺＨＡＮＧ等［３２］

利用农田水量平衡估算出

的冬 小 麦 夏 玉 米 １９７９—２００９年 平 均 需 水 量
（８１０ｍｍ）、刘钰等［３３］

计算出的稻谷（７００～９５０ｍｍ）
和棉花（５００～８００ｍｍ）的需水量结果较为一致。

１９８０—２０１７年间，河北省作物种植总面积增加
了１３９×１０７ｈｍ２。１９８０—２０１７年间冬小麦、蔬菜和
水果对灌溉需水总量的贡献率达到 ７２０５％。与
１９８０—１９８９年相比，２０１０—２０１７年蔬菜种植面积和
灌溉需水量分别增加了１８６０１％和 １４３７５％，水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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种植面积和灌溉需水量分别增加了 ５９９８％和
１８９１％，其他作物灌溉需水量均呈下降趋势，蔬菜
和水果种植面积增加成为农业灌溉总需水量保持高

位运行的主导因素，这与白志杰等
［１９］
在雄安新区研

究得出的蔬菜、水果播种面积的增加是导致农田灌

溉需水量增加的主要因素的结果一致，也与王道波

等
［３４］
得出的蔬菜种植面积扩大是导致河北平原大

部分地区 ２０００年农田用水量较前几年有增加趋势
的主要原因的研究结果较为一致。

另外，以满足京津冀地区农产品消费需求为标

准，粮食作物盈余量占供给量的 １７４７％，其中冬小
麦、玉米和薯类的盈余量分别为 ２０１７年供应量的
２３９８％、２９７２％、７３４４％。这与河北省 １７％的粮
食、２４％的冬小麦和２６％的玉米净输向京津冀以外
地区的调查数据基本吻合

［３５］
。高耗水作物蔬菜和

水果的盈余量分别为 ２０１７年京津冀地区供应量的
７１０５％和６２６５％。

４　结论

（１）受农业生产活动和降水量变化等因素影
响，２００１—２０１７年河北省水资源总量、地表水资源
量和地下水资源量比 １９５６—２０１７年年均值分别减
少２２３６％、４２１５％和９０１％。自 ２０世纪 ９０年代
起，河北省地下水开采量大幅度增加，２００１年之后，
受地表水用量和降水量的影响，地下水开采量逐年

下降，但仍高于地下水可开采量，农田灌溉用水占比

依然高达６２９５％。１９８０—２０１４年邢台中东部平原、衡
水和沧州平原区深层地下水埋深以每年平均 １４３～
１５１ｍ的速度下降，自２０１５年实施地下水超采综合治
理以来，邢台中东部平原和沧州漏斗区略有回升，但衡

水漏斗区中心水埋深年均下降速率仍达１５１ｍ。深层
地下水降落漏斗区高灌溉需水作物种植面积占全省高

灌溉需水作物种植总面积的比例大幅提高、区域水资

源不足和高灌溉需水作物面积快速增加是导致深层地

下水漏斗区水位持续降低的重要原因。

（２）１９８０—２０１７年，河北省主要农作物种植总
面积增加了 ２１６８％，其中蔬菜和水果的种植面积
分别增加了 ２５０２５％和 １６１１６％。蔬菜和水果的
种植面积均呈现先增加、后降低趋势，均在 ２００５年
达到 最 大，分别 比 １９８０年 增 加 了 ４１６９１％ 和
４０５３０％。蔬菜产量与其种植面积变化趋势保持一
致，水果产量呈现先增加、后趋于稳定的趋势。

（３）利用 Ｐｅｎｍａｎ Ｍｏｎｔｅｉｔｈ公式和作物系数
法，计算出１９８０—２０１７年河北平原主要种植模式需
水量。需水量由大到小依次为蔬菜 （７５０５６～
８９３０９ｍｍ）、水稻（６９８２５～８３２６０ｍｍ）、水果
（６５３９３～７７３２８ｍｍ）、棉花（５０６３０～６３４２３ｍｍ）、
薯类 （４８１４２～５９４３７ｍｍ）、冬小麦 （４０１６６～
５０４６０ｍｍ）、油料（４０６２６～５１０６８ｍｍ）、大豆
（３３５２８～４２９７４ｍｍ）、玉米（３０９７２～３９９５４ｍｍ）、
谷子（２６９９４～３４５７７ｍｍ）。

（４）河北省主要农作物中冬小麦生育期内有效
降水量最少 （１２５５２ｍｍ），水分亏缺指数最高
（０７２），灌溉需水量（３２４４２ｍｍ）仅次于蔬菜和水
稻；蔬菜灌溉需水量最高（３８０３６ｍｍ），水分亏缺指
数为０４７；水果灌溉需水量和水分亏缺指数分别为
２５７７０ｍｍ和０３６，低于冬小麦、蔬菜和水稻，但高
于其他作物。冬小麦、蔬菜和水果灌溉需水总量较

大，分别占作物总灌溉需水量的 ４６８７％、１２９４％
和１２２４％。

（５）与 １９８０—１９８９年相比，２０１０—２０１７年蔬菜
和水果种植面积分别增加了 １８６０１％和 ５９９８％，
灌溉需水量相应分别增加了 １４３７５％和 １８９１％，
其他作物灌溉需水量下降了 ３３４％ ～９１５７％，蔬
菜和水果种植规模的增加是灌溉需水总量高位运行

的主要原因。河北省蔬菜和水果的种植面积分别缩

减至１７２×１０５、１９７×１０５ｈｍ２，既满足京津冀地区
消费需求，又能使年灌溉需水总量减少３３１×１０９ｍ３，
是降低区域作物灌溉需水量和解决地下水严重超采

的有效途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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