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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 言

水是生命之源，是社会进步和经济发展的重要支柱。随着宁夏经济社会的发展，水资

源供需矛盾已成为经济社会发展的重要制约因素，只有加强水资源管理，合理开发利用水

资源，实现水资源的可持续利用，才能保障经济社会的可持续发展。

《宁夏水资源公报》（以下简称《公报》）是反映水资源情势的综合性年报，发布上一年

的地表水、地下水资源量，水质污染和水旱灾害等情况，为政府宏观决策和国民经济各部

门开发利用水资源提供科学依据，并以此进一步让社会各界了解我们赖以生存的水资源

状况，唤起人们关心水、爱惜水、保护水的意识，共同构筑人与水和谐发展的社会。

2005年《公报》编制以《中国水资源公报编制技术大纲》为依据，在整理分析实测水文

资料的基础上，结合各市县区用水现状调查统计，根据我区实际情况，以行政和流域两种

分区，对水资源各要素进行了计算分析评价。《公报》主要内容包括降水、天然地表水资源、

地下水资源、黄河灌区水量、水资源开发利用、山区水库蓄水量、水旱灾害、灌区地下水动

态、水质及相关的表、图等。主要提供资料的单位有：自治区防汛抗旱指挥部办公室，水利

厅计划处、农水处、渠首管理处、灌溉管理局，自治区地质环境监测站，中卫市水务局，宁夏

城镇供水协会等。

《公报》的编制是一项社会公益性事业，望社会各界继续给予支持，并恳请提出宝贵意

见，使其编制质量不断提高，编制内容日趋完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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概 述

2005年全区年平均降水量199mm，折合降水总量为102.969亿m3，比上年减少18%，较

多年平均偏少31%。

2005年当地地表水资源量6.875亿m3，比上年减少8%，较多年平均偏少28%；地下水

资源量24.597亿m3，水资源总量8.531亿m3，地下水与地表水资源之间的重复计算量

22.941亿m3。

2005年全区总取水量78.075亿m3，比上年74.047亿m3增加4.028亿m3，增幅5%。用

水量增加主要是灌区引扬黄河水量增加，农业灌溉用水增加。

2005年全区耗水总量40.993亿m3，比上年37.786亿m3增加3.207亿m3。耗水量增加

主要是因为2005年引黄灌区极为干旱，降水量仅83mm，较2004年偏少46%，较多年平均

偏少54%，致使农业耗水量增加。

2005年黄河干流宁夏段实测入境水量为271.34亿m3，实测出境水量为223.20亿m3，进

出境水量差为48.14亿m3。灌区引扬黄河水量71.129亿m3，较上年67.305年增加3.824亿m3；

灌区排水量33.548亿m3，比上年33.138亿m3增加0.41亿m3；引排差37.581亿m3，比上年

34.167亿m3增加3.414亿m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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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水资源

（一）降水

2005年宁夏全区降水总量102.969亿m3，折合降水深199mm，较多年均值偏少31%，比

上年减少18%，属于10年一遇枯水年（P=90%）。

与多年均值比：各流域分区降水量，除葫芦河比多年平均增加6%外，其它各河、各流

域减少10%~54%。各行政分区降水量均减少9%~47%。

与2004年比：各流域分区除泾河、葫芦河均增加8%，其它各河、各流域减少2%~46%，

各行政分区除固原市增加4%外，其它减少5%~48%（见表1、表2）。

表1 宁夏2005年流域分区降水量

流 域

分 区

引 黄 灌 区

祖 厉 河

清 水 河

红 柳 沟

苦 水 河

黄 右 区 间

黄 左 区 间

葫 芦 河

泾 河

盐池内流区

合 计

计算面积

（km2）

6573

597

13511

1064

4942

6067

5778

3281

4955

5032

51800

降 水 量

当 年

（亿m3）

5.449

1.989

28.169

1.544

6.574

6.196

7.549

15.959

21.839

7.701

102.969

（mm）

83

333

208

145

133

102

131

486

441

153

199

与上年比较

（%）

-46

-2

-12

-37

-34

-39

-30

8

8

-39

-18

与多年平均

比较（%）

-54

-15

-38

-43

-46

-49

-33

6

-10

-39

-31

注：甘塘内陆包括在黄左区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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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2 宁夏2005年行政分区降水量

行 政

分 区

银 川 市

石 嘴 山 市

吴 忠 市

中 卫 市

固 原 市

宁 夏 全 区

计算面积

（km2）

7542

4092

15670

13203

11293

51800

降 水 量

当 年

（亿m3）

8.387

4.488

21.978

19.770

48.346

102.969

（mm）

111

110

140

150

428

199

与上年比较

（%）

-41

-48

-37

-5

4

-18

与多年平

均比较（%）

-41

-47

-47

-38

-9

-31

2005年宁夏降水量地区分布情况：固原市降水量最大为 428mm，中卫市次之为

150mm，吴忠市、银川市、石嘴山市分别为140mm、111mm、110mm。各流域分布：葫芦河最

大为486mm，泾河次之441mm，引黄灌区最小为83mm。

六盘山、南华山、罗山、贺兰山为相对高值区，中心降水量分别为700mm、300mm、

200mm、300mm。除六盘山外其余各高值区降水量较去年明显偏小。2005年全区降水量

地区分布见附图1。

2005年流域分区降水量与多年均值及2004年比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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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5年行政分区降水量与多年均值及2004年比较

（二）地表水资源

2005年全区天然地表水资源量为6.875亿m3，折合径流深13.3mm，比上年减少8%，比

多年平均减少28%。

地区分布：2005年径流深分布极不均匀，全区年径流深变化在2.5~300mm之间，分布

趋势与降水量相对应。高值区主要有两个，贺兰山中心径流深25mm以上，六盘山中心径

流深300mm以上。总的趋势是由南部300mm以上减少至黄河以南不足5mm。引黄灌区

径流深为10.5mm，较去年及多年平均明显偏小。各流域分区地表水资源量见表3，年径流

深地区分布见附图2。

表3 宁夏2005年流域分区地表水资源量

流 域
分 区

引 黄 灌 区

祖 厉 河

清 水 河

红 柳 沟

苦 水 河

黄 右 区 间

计算面积
（km2）

6573

597

13511

1064

4942

6067

当地天然年径流量

径流量
（亿m3）

0.690

0.078

1.017

0.032

0.074

0.074

径流深
（mm）

10.5

13.1

7.5

3.0

1.5

1.2

与上年比较
（%）

-46

1

-10

-11

-25

-37

与多年均值
比较（%）

-54

-20

-46

-51

-49

-5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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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表3 宁夏2005年流域分区地表水资源量

流 域
分 区

黄 左 区 间

葫 芦 河

泾 河

盐 池 内 流 区

合 计

计算面积
（km2）

5778

3281

4955

5032

51800

当地天然年径流量

径流量
（亿m3）

0.462

1.457

2.89

0.101

6.875

径流深
（mm）

8.0

44.4

58.3

2.0

13.3

与上年比较
（%）

-24

5

11

-35

-8

与多年均值
比较（%）

-32

-5

-11

-40

-28

各流域地表水资源量比多年均值偏少5%～54%。泾河最大为2.890亿m3，葫芦河次

之为1.457亿m3，与多年均值相比分别减少11%、5%；祖厉河、引黄灌区、清水河、红柳沟、

苦水河、黄河右岸区间、黄河左岸区间、盐池内流区依次比多年平均偏小20%、54%、46%、

51%、49%、54%、32%、40%。

各行政分区地表水资源量：银川市0.499亿m3，石嘴山市0.452亿m3，吴忠市0.457亿

m3，固原市4.918亿m3，中卫市0.549亿m3，比多年均值分别减少44%、45%、52%、15%、

46%。固原市面积占全区面积的21.8%，而地表水资源量占全区的71.5%（见表4）。

表4 宁夏2005年行政分区地表水资源量

行 政

分 区

银 川 市

石 嘴 山 市

吴 忠 市

固 原 市

中 卫 市

宁 夏 全 区

计算面积

（km2）

7542

4092

15670

11293

13203

51800

当地天然年径流量

径流量

（亿m3）

0.499

0.452

0.457

4.918

0.549

6.875

径流深

（mm）

6.6

11.0

2.9

43.5

4.2

13.3

与上年比较

（%）

-39

-37

-27

4

-8

-8

与多年平均

比较（%）

-44

-45

-52

-15

-46

-2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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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5年流域分区径流量与多年均值及2004年比较

2005年行政分区径流量与多年均值及2004年比较

（三）地下水资源

2005年全区地下水资源量为24.172亿m3，与多年均值25.507亿m3（矿化度≤2.0g/L）相

比，减少5.2%，比2004年减少0.787亿m3。宁夏地表水资源主要集中在固原市，而地下水

资源主要集中在引黄灌区，主要是接受引黄河水量的补给。2005年引扬黄河水量71.129

亿m3，灌区渠系和田间渗漏补给量达20.105亿m3，降水补给量0.506亿m3。各流域分区中：

引黄灌区地下水资源量最多，为20.527亿m3，占全区地下水总量的84.9%；泾河流域1.419

亿m3，占5.9%；黄左区间0.914亿m3，占3.8%；葫芦河0.575亿m3，占2.4%；其它流域所占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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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较小。各行政分区：银川市8.598亿m3，占总量的35.6%；石嘴山市4.089亿m3，占总量的

16.9%；吴忠市4.980亿m3，占总量的20.6%；固原市2.303亿m3，占总量的9.5%；中卫市

4.202亿m3，占总量的17.4%。各流域分区地下水资源量见表5。

表5 宁夏2005年流域分区地下水资源量

单位：亿m3

流 域

分 区

引 黄 灌 区

祖 厉 河

清 水 河

红 柳 沟

苦 水 河

黄 右 区 间

黄 左 区 间

葫 芦 河

泾 河

盐 池 内 流 区

合 计

山丘区地

下水资源

0.027

0.619

0.009

0.057

0.025

0.830

0.575

1.419

3.561

平原区地下水资源量

降 水

补 给

0.422

0.084

0.506

地表水体

补 给

20.105

20.105

山前侧渗

补 给

0.023

0.701

0.724

合 计

20.550

0.785

21.335

平原区与

山丘区重

复计算量

0.023

0.701

0.724

分区地下

水资源量

20.527

0.027

0.619

0.009

0.057

0.025

0.914

0.575

1.419

24.172

（四）水资源总量

2005年宁夏水资源总量8.531亿m3，其中天然地表水资源量为6.875亿m3，地下水资源

量24.172亿m3，地下水资源量与地表水资源量间重复计算量为22.516亿m3。流域分区水

资源总量泾河最多为2.975亿m3，其次葫芦河为1.595亿m3，引黄灌区、黄左区间、清水河分

别为1.112亿m3、1.113亿m3和1.314亿m3。行政分区水资源总量固原市最多为5.334亿m3，

占全区水资源总量的62.5%，银川市次之，为1.411亿m3。各流域、行政分区水资源总量见

表6、表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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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6 宁夏2005年流域分区水资源总量

单位：亿 m3

流 域

分 区

引 黄 灌 区

祖 厉 河

清 水 河

红 柳 沟

苦 水 河

黄 右 区 间

黄 左 区 间

葫 芦 河

泾 河

盐池内流区

合 计

年降水

总 量

（P）

5.449

1.989

28.169

1.544

6.574

6.196

7.549

15.959

21.839

7.701

102.969

地表水

资源量

（R）

0.690

0.078

1.017

0.032

0.074

0.074

0.462

1.457

2.890

0.101

6.875

地下水

资源量

20.527

0.027

0.619

0.009

0.057

0.025

0.914

0.575

1.419

0

24.172

重 复

计算量

20.105

0.02

0.322

0.004

0.022

0.009

0.263

0.437

1.334

22.316

水资源

总 量

1.112

0.085

1.314

0.037

0.109

0.090

1.113

1.595

2.975

0.101

8.531

R/P

（%）

12.66

3.92

3.61

2.07

1.13

1.19

6.12

9.13

13.23

1.31

6.68

表7 宁夏2005年行政分区水资源总量

单位：亿 m3

行 政

分 区

银 川 市

石 嘴 山 市

吴 忠 市

固 原 市

中 卫 市

宁 夏 全 区

计算面积

（km2）

7180

4454

16543

11293

12330

51800

年降水量

8.387

4.488

21.978

48.346

19.770

102.969

地表水

资源量

0.499

0.452

0.457

0.549

4.918

6.875

地下水

资源量

8.254

4.089

5.324

2.303

4.202

24.172

重 复

计算量

7.686

3.706

5.196

1.887

4.041

22.516

水资源

总 量

1.067

0.835

0.585

5.334

0.710

8.53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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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5年流域分区水资源总量与2004年比较

2005年行政分区水资源总量与2004年比较

二、黄河灌区引、排水量

2005年黄河干流宁夏段入境（下河沿水文站）实测年径流量271.34亿m3，出境（石嘴山

水文站）实测年径流量223.20亿m3，进出境水量差48.14亿m3。

2005年宁夏引扬黄河水量总计71.129亿m3，比2004年多引3.824亿m3。其中卫宁灌

区总引扬黄河水18.588亿m3（包括固海、羚羊寺、大战场、红寺堡、固海扩灌扬水），比2004

年多引0.443亿m3；青铜峡灌区总引扬黄河水52.541亿m3（包括盐环定、陶乐灌区扬水），比

2004年多引3.381亿m3。见表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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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8 宁夏黄河灌区2005年引扬黄河水量

单位：亿 m3

渠（区）名

总 计

一、卫宁灌区

1、河北地区

美利总干渠

跃进渠

2、河南地区

羚羊角渠

羚羊寿渠

（其中：南山台子）

七星渠

（其中：羚羊寺扬水

大战场

红寺堡

固海扩灌）

3、固海扬水

引水量

71.129

18.588

6.666

4.165

2.501

9.357

0.094

1.009

0.466

8.254

0.660

0.416

1.590

0.400

2.565

渠（区）名

二、青铜峡灌区

1、河东地区

东干渠

（其中：盐环定）

汉 渠

秦 渠

马莲渠

2、河西地区

西干渠

唐徕渠

汉延渠

惠农渠

泰民渠

大清渠

3、陶乐灌区

引水量

52.541

13.614

4.843

0.524

2.491

5.036

1.244

38.163

6.658

12.433

6.231

9.871

1.305

1.665

0.764

2005年灌区各排水沟直接排入黄河水量为33.548亿m3，比2004年多排0.41亿m3。卫

宁灌区排水量8.363亿m3，比 2004年的7.324亿m3多排 1.039亿m3；青铜峡灌区排水量

24.235亿m3，比2004年的24.964亿m3少排0.729亿m3，引水量增加但排水量减少，主要是

灌区降水明显偏少。清水河回归水0.450亿m3，泉眼山电站退水0.500亿m3。灌区引排水

量差37.581亿m3，比2004年的34.167亿m3增加3.414亿m3。见表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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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9 宁夏黄河灌区2005年各排水沟排水量

单位：亿 m3

沟（区）名

一、卫宁灌区

1、河北地区

第一排水沟

逢单调查沟

其它各沟

2、河南地区

第九排水沟

北河子沟

南河子沟

红柳沟

逢单调查沟

其它各沟

二、青铜峡灌区

1、河东地区

金南干沟

清水沟

苦水河

南干沟

东排水沟

西排水沟

逢单调查沟

其它各沟

排水量

8.363

4.536

1.411

0.874

2.251

3.827

0.725

0.359

1.669

0.062

0.661

0.351

24.235

6.393

0.620

1.921

0.912

0.521

0.450

0.386

0.249

1.334

沟（区）名

2、河西地区

大坝沟

中 沟

中滩沟

反帝沟

胜利沟

第一排水沟

中干沟

永二干沟

永清沟

第二排水沟

银新沟

第四排水沟

第五排水沟

第三排水沟

逢单调查沟

其它各沟

3、陶乐灌区

三、清水河回归水

四、泉眼山电站退水

总 计

排水量

17.827

0.198

0.711

0.818

0.470

0.310

2.595

0.670

0.982

0.650

0.485

1.058

2.412

1.340

1.301

0.490

3.337

0.015

0.450

0.500

33.548

注：2005年排水量明显减少，主要是灌区降水量较多年平均减少5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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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山区水库蓄水情况

2005年固原市、中卫市各县中小型水库年末蓄水量合计为2770万m3，各县蓄水量比

2004年同期均明显减少。原州区当年末蓄水量最多为820万m3，海原县最少为65万m3。

见表10。

表10 2005年固原市、中卫市中小型水库蓄水量

单位：万m3

县 名

原 州 区

海 原

彭 阳

西 吉

隆 德

合 计

总库容

26616

32258

13170

23637

4918

100599

水库座数

37

41

34

44

27

183

上年末蓄水量

1180

400

880

816

950

4226

当年末蓄水量

820

65

580

575

730

2770

年蓄水变量

-360

-335

-300

-241

-220

-1456

四、平原区地下水动态

宁夏平原区地下水动态评价范围分为青铜峡灌区、卫宁灌区和固海扬水灌区。青铜

峡灌区面积5651km2，2005年共有地下水监测井172眼，地下水监测控制面积5504 km2，其

中银北灌区为3542 km2，银南河东灌区为802 km2，银南河西灌区为1160 km2。地下水补给

主要来源于引黄灌溉水入渗，山前侧向径流补给和大气降水入渗补给量较小。因此，地下

水动态变化受灌溉和排水控制明显，最低水位出现在2~4月，最高水位出现在灌溉期，且

大部分出现在冬灌期。卫宁灌区属黄河冲积平原自流灌区，沿黄河两岸分布，现有19眼地

下水监测井，监测控制面积为922km2。固海扬水灌区沿清水河分布，北起中宁县大战场，

南至原州区七营镇。大部分位于清水河中下游的河谷阶地，2005年有26眼地下水监测

井，监测控制面积700 km2。

（一）区域浅层地下水动态

1、青铜峡灌区

2005年平均地下水埋深：银北1.55m，银南河东2.04m，银南河西2.17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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平均地下水埋深面积分布：<1.0m 的面积为 419km2，占 8％；1.0~1.5m 的面积为

2355km2，占 43％；1.5~2.0m 的面积为 1410km2，占 25％；＞2.0m 的面积为 1320km2，占

24％。

地下水动态：银北灌区2005年平均地下水位较2004年下降0.14m，银南河东灌区

2005年平均地下水位较2004年上升0.02m，河西灌区2005年平均地下水位较2004年上升

0.02m，总体上青铜峡灌区地下水位处于稳定状态，2005年地下水平均埋深与2004年对

比，无明显的下降区和上升区。

2、卫宁灌区

2005年卫宁灌区平均地下水埋深2.23m。平均地下水埋深面积分布：1.0~1.5m的面积

为340km2，占37％；1.5~2.0m的面积为97km2，占10％；＞2.0m的面积为485km2，占53％。

地下水动态：2005年地下水平均埋深与2004年对比，下降0.03m。下降区（下降幅度

＞0.5m）面积49km2，占5％；稳定区面积728 km2，占79％；上升区（上升幅度>0.5m）面积

145km2，占16％。总体上，卫宁灌区本年度地下水位基本稳定。

3、固海扬黄灌区

2005年同心县以北地区地下水位呈上升趋势，以南地下水位呈下降趋势。2005年地

下水年平均埋深与2004年对比：中宁片地下水位呈缓慢上升趋势，其中长农七队上升幅度

稍大，为0.23m。同心县清水河河西：北、中部稳中有升。南部持续上升，李家套子等区域

升幅0.4m以上。同心县清水河河东：北部基本稳定。中部地下水位呈上升趋势，升幅

0.3m左右，南部区域基本稳定。海原灌区：除兴隆一队地下水位下降0.18m外，其它地区

基本稳定。原州区灌区：七营镇南自2004年初开始，地下水位持续下降，2005年年均下降

0.68m。

（二）地下水降落漏斗

银川市地下水降落漏斗主要位于西夏区、兴庆区一带，为多年开采地下水所形成。其

范围北起芦花台镇三闸村、龙王庙，南到平吉堡、丰盈村，西起西干渠，东至红花乡。2005

年地下水位总体较2004年有所上升，平均上升幅度0.17m。区域性降落漏斗面积略有缩

小，2005年面积为449.78km2，比上年缩小了5.02km2。漏斗中心位于木材厂附近，年平均水

位埋深17.24m，比上年下降了0.9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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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5年银川市漏斗面积略有减小，漏斗中心水位有所下降。这说明漏斗中心附近开

采量略有增大。地下水开采以第一承压含水组为主，2005年地下水开采量1.074亿m3。

石嘴山市降落漏斗为区域性开采降落漏斗，主要位于大武口区，其范围内分布有三个

较大的漏斗：大小风沟洪积扇漏斗，2005年漏斗面积10.57 km2，较2004年扩大了0.17 km2，

漏斗中心水位较2004年下降0.42m；鬼头沟洪积扇漏斗是大武口区最大的降落漏斗，2005

年面积为26.47km2，较2004年缩小1.91 km2，漏斗中心水位较2004年下降0.05m；大武口沟

洪积扇漏斗，2005年漏斗面积12.78km2，较2004年缩小1.82 km2，漏斗中心水位较2004年

下降0.08m。

总体上，大武口地区降落漏斗面积稍有减小，中心水位有所下降。

五、水资源开发利用

（一）用水量

2005年宁夏全区取水量78.075亿m3，其中取地下水5.338亿m3，取当地地表水0.863

亿m3，引扬黄河水71.874亿m3。引扬黄河水中农业用水71.049亿m3，石嘴山电厂直接从黄

河提水0.365亿m3，石嘴山工业用黄河水0.047亿m3（已计入石嘴山电厂提水），大坝电厂用

黄河水0.250亿m3，中宁电厂用黄河水0.130亿m3，青铜峡造纸厂用黄河水0.080亿m3（已计

入东干渠中）。在分项用水量中，农业用水量最多为72.774亿m3，占总用水量的93.2%；工

业用水量3.456亿m3，占总用水量的4.4%；城镇生活用水量1.156亿m3，占总用水量的

1.5%；农村人畜用水量0.689亿m3，只占总用水量的0.9%。在用地下水量中，农业0.950亿

m3，占地下水总量的17.8%；工业2.617亿m3，占49.0%；城镇生活1.137亿m3，占21.3%；农村

人畜0.634亿m3，占11.9%。

在各流域分区用水量中，黄河灌区用水量最多为75.024亿m3，占全区总用水量的

96.1%；其次为黄河左岸区间1.306亿m3，占1.7%；葫芦河0.644亿m3，占0.8%；其它流域分

区用水量较小，仅占总量的1.4%。

各行政分区用水量中，银川市最多为26.447亿m3，占全区总用水量的33.9%；吴忠市

次之为21.218亿m3，占 27.2%；中卫市15.777亿m3，占 20.2%；石嘴山市13.150亿m3，占

16.8%；固原市最少，为1.483亿m3，仅占1.9%。农业用水量最多的为银川市24.866亿m3，

占农业总用水量的34.2%；工业用水量最多的是石嘴山市1.247亿m3，占工业总用水量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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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6.1%；城镇生活用水量最多的是银川市为0.535亿m3，占城镇生活总用水量的46.3%；农

村人畜用水量最多的是固原市为0.182亿m3，占农村人畜总用水量的26.4%。各流域、行政

分区用水量情况见表11、表12。

表11 宁夏2005年流域分区用水量

单位：亿m3

流 域

分 区

黄 河 灌 区

山 丘 区

祖 厉 河

清 水 河

红 柳 沟

苦 水 河

黄 右 区 间

黄 左 区 间

葫 芦 河

泾 河

盐池内流区

宁 夏 全 区

总用水量

合 计

75.024

3.051

0.008

0.511

0.005

0.047

0.022

1.306

0.644

0.358

0.150

78.075

其 中

地下水

3.495

1.843

0.008

0.393

0.005

0.047

0.020

0.940

0.175

0.107

0.148

5.338

农 业

用水量

合 计

71.554

1.220

0.003

0.283

0

0.016

0.006

0.005

0.530

0.285

0.092

72.774

其 中

地下水

0.485

0.465

0.003

0.186

0

0.016

0.004

0.004

0.107

0.055

0.090

0.950

工 业

用水量

合 计

2.276

1.180

0

0.033

0

0.005

0.004

1.095

0.020

0.010

0.013

3.456

其 中

地下水

1.816

0.801

0

0.031

0

0.005

0.004

0.730

0.010

0.008

0.013

2.617

城镇生活

用 水 量

合 计

0.852

0.304

0

0.054

0

0.007

0

0.200

0.016

0.011

0.016

1.156

其 中

地下水

0.852

0.285

0

0.047

0

0.007

0

0.200

0.009

0.006

0.016

1.137

农村人畜

用 水 量

合 计

0.342

0.347

0.005

0.141

0.005

0.019

0.012

0.006

0.078

0.052

0.029

0.689

其 中

地下水

0.342

0.292

0.005

0.129

0.005

0.019

0.012

0.006

0.049

0.038

0.029

0.634

注：石嘴山、大武口用水列入黄河左岸区间；全区农业引扬黄河水量全部列入黄河灌区。

表12 宁夏2005年行政分区用水量

单位：亿m3

行 政

分 区

银 川 市

石 嘴 山 市

吴 忠 市

总用水量

合 计

26.447

13.150

21.218

其 中

地下水

1.791

1.332

1.066

农 业

用水量

合 计

24.866

11.603

20.046

其 中

地下水

0.210

0.150

0.230

工 业

用水量

合 计

0.917

1.247

0.781

其 中

地下水

0.917

0.882

0.451

城镇生活

用 水 量

合 计

0.535

0.231

0.218

其 中

地下水

0.535

0.231

0.218

农村人畜

用 水 量

合 计

0.129

0.069

0.173

其 中

地下水

0.129

0.069

0.16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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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表12 宁夏2005年行政分区用水量

单位：亿m3

行 政

分 区

固 原 市

中 卫 市

全 区 合 计

总用水量

合 计

1.483

15.777

78.075

其 中

地下水

0.485

0.664

5.338

农 业

用水量

合 计

1.194

15.065

72.774

其 中

地下水

0.270

0.090

0.950

工 业

用水量

合 计

0.052

0.459

3.456

其 中

地下水

0.039

0.328

2.617

城镇生活

用 水 量

合 计

0.055

0.117

1.156

其 中

地下水

0.037

0.116

1.137

农村人畜

用 水 量

合 计

0.182

0.136

0.689

其 中

地下水

0.139

0.130

0.634

2005年各行业用水量百分比图

（二）耗水量

2005年全区耗水总量40.993亿m3，其中耗地下水2.370亿m3，耗黄河水37.968亿m3，

耗当地地表水0.655亿m3。在各分项耗水量中，农业耗水量最多为38.743亿m3，占总耗水

的94.5%；工业耗水量为1.257亿m3，占3.1%；农村人畜耗水量0.689亿m3，占1.7%；城镇生

活耗水量为0.304亿m3，占0.7%。就流域分区而言，黄河灌区耗水量最多为39.175亿m3，

占总耗水量的95.6%；葫芦河次之为0.502亿m3，占1.2%；黄左区间0.473亿m3，占1.2%，清

水河0.388亿m3，占0.9%；其它流域分区耗水共占总耗水量的1.1%。各行政分区耗水量与

用水量相应，银川市最多为14.225亿m3，占总耗水量的34.7%；吴忠市为11.375亿m3，占

27.7%；中卫市7.626亿m3，占18.6%；石嘴山市6.623亿m3，占16.2%；固原市为1.144亿m3，

占2.8%。在分项耗水量中，银川市农业、城镇生活耗水量最多，分别为13.687亿m3、0.13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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亿m3，分别占全区农业、城镇生活总耗水量的35.3%、44.1%；工业耗水量最多的是石嘴山

市为0.450亿m3，占工业总耗水量的35.8%；农村人畜耗水量最多的是固原市为0.182亿m3，

占农村人畜总耗水量的26.4%。各流域、行政分区耗水量见表13、表14。

表13 宁夏2005年流域分区耗水量

单位：亿m3

流 域

分 区

黄 河 灌 区

山 丘 区

祖 厉 河

清 水 河

红 柳 沟

苦 水 河

黄 右 区 间

黄 左 区 间

葫 芦 河

泾 河

盐池内流区

宁 夏 全 区

总用水量

合

计

39.175

1.818

0.007

0.388

0.005

0.035

0.018

0.473

0.502

0.280

0.110

40.993

其 中

地下水

1.391

0.979

0.007

0.297

0.005

0.035

0.016

0.288

0.138

0.085

0.108

2.370

农 业

用水量

合

计

37.792

0.951

0.002

0.221

0.000

0.012

0.005

0.004

0.413

0.222

0.072

38.743

其 中

地下水

0.291

0.361

0.002

0.145

0.000

0.012

0.003

0.003

0.083

0.043

0.070

0.652

工 业

用水量

合

计

0.828

0.429

0.000

0.010

0.000

0.002

0.001

0.403

0.006

0.003

0.004

1.257

其 中

地下水

0.545

0.240

0.000

0.009

0.000

0.002

0.001

0.219

0.003

0.002

0.004

0.785

城镇生活

用 水量

合

计

0.213

0.091

0.000

0.016

0.000

0.002

0.000

0.060

0.005

0.003

0.005

0.304

其 中

地下水

0.213

0.086

0.000

0.014

0.000

0.002

0.000

0.060

0.003

0.002

0.005

0.299

农村人畜

用 水量

合

计

0.342

0.347

0.005

0.141

0.005

0.019

0.012

0.006

0.078

0.052

0.029

0.689

其 中

地下水

0.342

0.292

0.005

0.129

0.005

0.019

0.012

0.006

0.049

0.038

0.029

0.634

表14 宁夏2005年行政分区耗水量

单位：亿m3

行 政

分 区

银 川 市

石 嘴 山 市

吴 忠 市

固 原 市

中 卫 市

全 区 合 计

总耗水量

合计

14.225

6.623

11.375

1.144

7.626

40.993

其 中

地下水

0.664

0.482

0.537

0.373

0.314

2.370

农业耗水量

合 计

13.687

6.046

10.839

0.929

7.242

38.743

其 中

地下水

0.126

0.09

0.17

0.211

0.055

0.652

工业耗水量

合 计

0.275

0.45

0.301

0.016

0.215

1.257

其 中

地下水

0.275

0.265

0.136

0.012

0.097

0.785

城镇生活耗水量

合 计

0.134

0.058

0.062

0.017

0.033

0.304

其 中

地下水

0.134

0.058

0.064

0.011

0.032

0.299

农村人畜耗水量

合 计

0.129

0.069

0.173

0.182

0.136

0.689

其 中

地下水

0.129

0.069

0.167

0.139

0.13

0.63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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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5年各行业耗水量百分比图

以上耗水量计算中黄河灌区农业耗水量以引排差法计算，按《中国水资源公报编制技

术大纲》（2005年2月）新的技术要求，农业的耗水量为毛用水与回归水量（含地表退水和

下渗补给地下水）之差，经分析估算农业耗水量为26.965亿m3。

六、水旱灾害及重要水事

（一）旱灾

自2004年9月至2005年8月，宁夏大部分地区发生了严重的旱情，尤其是中部干旱带

的盐池、海原、同心、红寺堡、中卫等地出现了建国以来罕见的灾情。旱情造成部分地区夏

粮绝产，秋粮播种困难，草场返青率低，牲畜缺草少料，农牧业损失严重。特别是人畜饮水

极为困难，中部干旱带群众饮水问题引起了各级领导的高度重视。严重的旱灾给宁夏农

林牧业生产造成直接经济损失达4.29亿元。

主要灾情：

水利工程蓄水严重不足，人畜饮水困难。2005年2～7月，严重干旱造成山区25条主

要河流有18条断流，水库、水窖、塘坝等水利设施蓄水量仅3000万m3左右，较多年同期平

均值偏少30%，129处人饮工程有40%供水量减少，2500多眼机电井有1293眼出水不足，

40万眼水窖蓄水不足200万m3，比历年同期减少60%，其中有17万眼干枯，13万眼只剩养

窖水，10万眼水窖平均蓄水不足10m3。山区8个县（区）32 个乡镇、240个行政村、49.3万

人、26.95万头大家畜、96万羊只不同程度存在饮水困难，15.2万人、9.3万头大家畜、48.6万

羊只严重缺水，12.5万人远距离拉水或买水饮用，拉水最大往返距离80km，每方水成本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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达85元。

农牧业受灾严重。持续干旱造成山区715.78万亩农作物受旱，占山区总播种面积的

85.2%，其中轻旱152.93万亩，中旱224.94万亩，重旱267.5万亩，绝产70.41万亩。全区因

旱灾造成粮食减产9.93万t。特大干旱造成中部干旱带2100万亩草场受旱，720万亩草场

无法返青，343万亩林地受旱，21万只羊因缺水缺饲草淘汰。

（二）水灾

2005年，全区没有发生大范围的洪涝灾害，贺兰山东麓没有发生突发性暴雨，山区水

库没有出现大的险情。但局部地区出现强降雨、龙卷风和冰雹等强对流天气过程，造成了

较为严重的暴雨洪水灾害。

1、南部山区局部山洪灾害

造成彭阳、泾源、隆德、海原等10县（区）28个乡镇148个村17.65万人、48.3万亩农作

物不同程度受灾，主要暴雨洪水灾害有：

5月25日至26日，隆德县降雨14.8 mm，风岭、山河两乡遭受冰雹袭击，降雹持续时间

20分钟，最大冰雹直径10mm，农作物受灾1.5万亩。

5月30日，永宁、灵武、原州区、彭阳、海原、盐池等市、县（区）降强雷阵雨夹带冰雹，永

宁县和原州区的部分乡镇冰雹持续时间达50分钟。彭阳县古城、新集两乡遭受特大龙卷

风袭击，风力达11级，36个行政村6.04万人、17.9万亩农作物受灾，受损房屋5399间。此

次暴雨造成4.5万人、40.6万亩农作物受灾。

6月29日至7月3日，固原市降中到大雨，彭阳、隆德、泾源三县局地降大到暴雨，共有

4个县（区）25个乡镇5.3万人、4万多亩农作物受灾，10490间房屋受损，284间倒塌。7月

19日，全区普降小到中雨，局地出现暴雨，泾源县泾河源镇日降雨116.8mm，3个半小时降

雨82.4mm。造成5.1万人、15.3万亩农田受灾，4179间房屋受损，182间房屋倒塌，损坏道

路58km、桥涵5处、防洪堤27m、人饮管道362m。

2、黄河秋汛及灾害

2005年9月～11月，黄河宁夏段1000～1400m3/s的流量持续2个月左右，最大流量达

2000m3/s，最大变幅500m3/s，水位涨落频繁，造成河道淤积、心滩发育、主流频繁摆动、河势

变化剧烈。受其影响，平罗、中卫等河段出现险情，河岸、堤防受主流顶冲淘刷，部分河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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堤防、护岸、控导工程塌陷，共有53座坝垛、16.5km堤防、11.5km护岸不同程度受损，塌毁

农田近千亩。

灾害造成13个县（区）12.4万人受灾，倒塌房屋410间，农作物受灾19.22万亩，成灾

3.84万亩，绝收1.5万亩，毁坏公路路基6.27km，损坏输电线路20.8km，堤防28.85km，护岸6

处，灌溉设施8处，60余座穿堤建筑物受损，近140余道坝、垛坍塌，52座小型扬水站受淹，

1000余座小型农田水利工程遭到程度不同的损坏。灾害造成经济损失1.63亿元，其中水

利设施损失4700万元。

（三）黄河凌汛

2005年12月4日石嘴山河段开始流凌，12月6日青铜峡坝前出现第一次封河，12月

中旬青铜峡坝前第二次封河，封河距离30km。石嘴山麻黄沟从12月20日～25日封河

12km，到2006年1月25日封河上首至永宁王太，封河距离103km。至此，黄河宁夏段累积

封河距离达145km，为平封。2月3日～22日黄河宁夏段145km封河段全线平稳开通，封冻

期为68天，属文开河。

2005～2006年黄河宁夏段凌汛主要特点是：封河期河道水位高、槽蓄增量大，封河期

河道水位上涨1.00～1.68m，凌汛期黄河宁夏段河道槽蓄水增量为2.5亿m3；分段封河段次

多，共出现6个封冻河段，为有资料以来分段封河最多一年；青铜峡坝上出现二封二开

现象。

（四）水事活动

1、各级领导视察水利工作

1月1日，自治区党委书记陈建国等领导慰问水利一线职工。9月4日，黄委会主任李

国英视察了贺兰山银西防洪、青铜峡大坝唐正闸、宁东供水等水利工程。11月18日，自治

区政府主席马启智等领导在水利厅主持召开主席办公会，专题研究节水型社会建设规划、

扶贫扬黄灌溉工程建设及固原地区人饮工程规划等工作。

2、节水型社会建设取得重大进展

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盛华仁、国务院副总理回良玉听取了袁进琳厅长代表水利

厅所作的节水型社会建设工作汇报，国家领导对宁夏水利工作给予了充分肯定。宁夏节

水型社会建设等两项建议案在“两会”上被列为重点督办的“十大”建议案，国务院将宁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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节水型社会建设列入国家建设节约型社会近期重点工作。1月13日，自治区政府批复了

《宁夏黄河水资源初始水权分配方案》。8月26日，《宁夏黄河水权转换总体规划报告》得

到黄委会批复。

陈建国、马启智等自治区领导多次专门听取节水型社会建设规划工作汇报，并向汪恕

城部长、矫勇副部长等汇报宁夏水利工作，并成立了由马启智主席为组长的宁夏节水型社

会建设工作领导小组。

3、各项水利工作会议在银川召开

1月13日，全区水利工作会议召开。4月22日，2005年黄河上游河段水量调度协商会

议召开，黄委副主任苏茂林等参加会议。5月11-14日，陕甘宁盐环定扬黄工程协调领导

小组第二次协调会议在银川召开，水利部副部长翟浩辉、黄委副主任苏茂林和陕西、甘肃、

宁夏政府主管副省长（副主席）及三省区水利厅、发改委负责人参加会议，自治区领导陈建

国、马启智、韩茂华分别会见了翟副部长一行。7月6-9日，全国末级渠系改造试点项目工

作座谈会召开。8月2日，全国水文系统水资源论证技术研讨班在银川举办。8月16-17

日，全国水利（灌区）行风建设工作座谈会召开，水利部副部长翟浩辉、中纪委驻水利部纪

检组长刘光和及30多个省区代表参加了会议。

4、重点水利工程开工建设

6月13日，宁东供水工程试水成功，自治区党委书记陈建国等领导参加了通水仪式。

9月23日，宁夏中部干旱带人畜饮水工程三年规划项目启动典礼仪式在同心县王团镇蔡

家滩村举行，自治区领导马启智等参加了典礼。9月25日，全区农田水利基本建设暨农业

综合开发大会战开工仪式。自治区领导马启智等领导出席并参加了大会战劳动。12月6

日，唐西干渠上段合并开工仪式在青铜峡举行。

5、全区大型水利规划基本完成

9月7-9日，宁夏经济生态系统水资源合理配置研究验收鉴定会在银川召开，水利部

总工程师刘宁到会。11月3日，水利厅召开规划成果协调会，水利部综合事业局参加会

议。对宁夏水利“十一五”规划、水资源综合规划、水权转换总体规划、节水型社会建设规

划四项规划成果进行了协调。

6、中华环保世纪行-宁夏行动正式启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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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月4日，袁进琳厅长介绍了我区水资源现状，并接受了媒体采访。4月12-15日，自

治区人大常委会副主任韩有为、马骏廷、李国芳带队对我区《水法》和《水污染防治法》执行

情况进行执法检查。5月13-18日，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盛华仁和人口资源环境委员

会主任毛如柏一行来宁就《水法》和《水污染防治法》进行执法检查。

7、7月1日，宁夏水利网正式开通。

8、8月23-24日，国家发改委副主任姜伟新一行来我区视察宁夏扶贫扬黄灌溉工程，

初步确定了调概方案。自治区领导陈建国、马启智等陪同视察并参加会议。

9、10月25日，隆德县被水利部命名为“全国梯田建设模范县”，这是水利部命名的全

国第二个梯田建设模范县。

七、水环境质量

（一）地表水

1、黄河干流

黄河入境断面下河沿站枯水期、丰水期水质为Ⅲ～Ⅳ类水质，主要超标物为化学需氧

量。黄河出境断面石嘴山站枯水期为Ⅴ～劣Ⅴ类，丰水期及全年监测资料显示水质为

Ⅳ～Ⅴ类水质，主要超标物为化学需氧量、氨氮。

2、引黄灌区排水沟

引黄灌区各排水沟由于每年接纳大量工业废水、农田退水和居民生活污水，致使主要

排水沟的水质受到污染，尤其第二、第三、第四排水沟以及银新沟、中干沟、中卫第四排水

沟、金南干沟、东排水沟等，事实上已成为所在地的污水排放地。主要超标物为化学需氧

量、高锰酸盐指数、五日生化需氧量、氨氮、挥发酚、总磷、铁、锰、阴离子洗涤剂等，与2004

年度相比，铁、锰的含量都有所增加。其余沟道的主要功能是农田退水，水化学指标中的

矿化度、氯化物、硫酸盐超标，氨氮、高锰酸盐指数也比黄河水略高，其余指标基本呈现天

然黄河水的特征。

3、山区主要河流

（1）清水河水量自上而下逐渐增大，水质状况却逐渐变差。水质综合评价为劣Ⅴ类。

清水河上游固原水文站以上枯水期基本没有来水，枯水期径流主要来自原州区工业废水

和居民生活污水，水质污染超标严重，主要超标物质为溶解氧、化学需氧量、五日生化需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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量、氨氮、总磷、阴离子洗涤剂等。中游韩府湾段水质矿化度高，枯水期矿化度6560～

8320mg/L，主要超标物质为溶解氧、化学需氧量、五日生化需氧量、氯化物、硫酸盐、锰等，

入黄河口泉眼山段主要超标物质为氯化物、硫酸盐、硝酸盐氮、氟化物、锰等。枯水期的矿

化度在8850～11200mg/L之间，同心段因有城市废污水汇入，致使下游化学需氧量超标。

（2）苦水河上中游段没有人为污染，下游段有生活污水汇入，有毒有害项目均有检出，

且含量较高，如溶解氧、化学需氧量、五日生化需氧量、挥发酚、氟化物、总磷、铁等。

（3）泾河水系中的泾河干流、小河、茹河、蒲河、红河，水体基本呈天然水化学特征。泾

河源的二龙河水质是境内地表水水体中水质最好的，可达到GB3838—2002《地表水环境

质量标准》Ⅱ类标准。小河枯水期矿化度1990～2250mg/L，丰水期矿化度994～1450mg/L；

茹河枯水期矿化度1010～1780mg/L，丰水期矿化度1010～1220mg/L。

（4）渭河水系中的葫芦河由于水库多，在张家嘴头水库以下的河流基本断流。西吉县

淀粉企业大量淀粉加工废水排入夏寨水库，使之遭受严重污染，下游的张家嘴头水库也受

到污染。葫芦河两岸支流及所建水库未受污染，但天然水化学成份高，矿化度高。

4、水库、湖泊

原州区沈家河水库、西吉县夏寨水库、隆德县三里店水库严重污染，水质为劣Ⅴ类。

泾源县西峡水库、隆德县清凉水库、黄家峡水库、直峡水库，均位于六盘山腹地，水质良好，

符合CJ3020-93《生活饮用水水源水质标准》。彭阳县石头崾岘水库综合水质评价为Ⅴ类，

主要超标物为总氮、氟化物、氯化物、硫酸盐。沙湖矿化度达到2750 mg/L，综合水质评价

为劣Ⅴ类，主要超标物为化学需氧量、总氮、锰、氟化物、硫酸盐、氯化物等。

（二）地下水

2005年引黄灌区浅层地下水污染项目检测结果显示已受到不同程度的污染，主要超

标项目是氨氮、高锰酸盐指数，局部地区挥发酚和重金属也有超标。全区各地市县区城镇

生活供水水源地，除少数地方供水水质个别项目略有超标外，其余供水水质符合GB5749-

85《生活饮用水卫生标准》，农村生活饮用水水源多为浅层地下水，许多地区不合格。

各河流、排水沟、湖泊、水库水质评价等级及主要污染物见表15、表16、表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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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15 宁夏2005年主要河流、排水沟水质评价

中 卫 四 排

清 水 河

清 水 河

清 水 河

北 河 子 沟

金 南 干 沟

清 水 沟

苦 水 河

第一排水沟

中 干 沟

东 排 水 沟

中 卫 四 排

固 原

韩 府 湾

泉 眼 山

北 河 子

金 南 干 沟

新 华 桥

郭 家 桥

望 洪 堡

中 干 沟

东 排 水 沟

7.6～8.6

7.1～8.5

7.8～8.2

7.4～8.6

7.8～8.6

7.9～9.5

7.6～8.3

7.6～8.3

7.7～8.7

7.2～8.3

7.6～8.3

高锰酸盐指数（3.6）、化学需氧量（4.3）、五日生化

需氧量（6.9）、氨氮（9.3）、总磷（3.3）、铁（0.5）、锰

（0.5）、阴离子洗涤剂（3.2）

高锰酸盐指数（11.4）、化学需氧量（21.4）、五日生

化需氧量（54）、氨氮（34.7）、总磷（16.6）、阴离子

洗涤剂（1.5）

高锰酸盐指数（2.2）、化学需氧量（2.7）、五日生化

需氧量（4.1）、锰（1.4）、氯化物（4.4）、硫酸盐

（11.9）

化学需氧量（1.8）、硝酸盐氮（0.5）、锰（0.1）、氟化

物（0.6）、氯化物（6.2）、硫酸盐（15.1）

化学需氧量（1.7）、氨氮（3.5）、铁（0.1）、锰（1.9）、

总磷（1.2）、阴离子洗涤剂（13.6）

高锰酸盐指数（27.5）、化学需氧量（35.4）、五日生

化需氧量（35.0）、氨氮（64.3）、总磷（5.2）、铁

（1.3）、锰（3.1）、阴离子洗涤剂（1.0）

高锰酸盐指数（26.5）、化学需氧量（34.2）、五日生

化需氧量（40.0）、氨氮（6.19）、挥发酚（170）、总磷

（2.5）、铁（2.3）、锰（6.3）、氟化物（0.1）、阴离子洗

涤剂（1.9）、氯化物（0.9）、硫酸盐（1.3）

高锰酸盐指数（5.6）、化学需氧量（4.2）、五日生化

需氧量（3.3）、氨氮（1.8）、挥发酚（23.8）、总磷

（1.4）、铁（2.6）、锰（8.5）、氟化物（0.8）、阴离子洗

涤剂（1.4）、氯化物（2.1）、硫酸盐（2.9）

氨氮（7.0）、铁（2.3）、锰（0.8）

高锰酸盐指数（14.4）、化学需氧量（22.6）、五日

生化需氧量（21.9）、氨氮（88.0）、挥发酚（23.4）、

镉（5.8）、总磷（3.4）、铁（0.6）、锌（1.1）、阴离子洗

涤剂（0.6）、硫酸盐（0.4）

高锰酸盐指数（1.6）、化学需氧量（1.9）、五日生

化需氧量（2.2）、氨氮（2.7）、总磷（1.1）、铁（2.0）、

锰（1.8）、阴离子洗涤剂（1.2）、氯化物（0.2）、硫酸

盐（0.3）

劣Ⅴ

劣Ⅴ

劣Ⅴ

劣Ⅴ

劣Ⅴ

劣Ⅴ

劣Ⅴ

劣Ⅴ

劣Ⅴ

劣Ⅴ

劣Ⅴ

河（沟）名 站名 pH 值 主要污染物及超标倍数 水质类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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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排水沟

银 新 沟

第四排水沟

大 武 口 沟

第五排水沟

第三排水沟

贺 家 庙

潘 昶

通 伏 堡

大 武 口

熊 家 庄

石 嘴 山

7.8～8.3

7.3～9.1

7.7～8.4

7.6～8.6

7.6～8.6

7.8～8.4

高锰酸盐指数（1.8）、化学需氧量（2.5）、五日生

化需氧量（5.2）、氨氮（10.6）、总磷（4.6）、铁（1.1）、

锰（2.2）、阴离子洗涤剂（1.4）

高锰酸盐指数（32.7）、化学需氧量（35.1）、五日

生化需氧量（43.5）、氨氮（17.6）、挥发酚（140）、总

磷（9.4）、铁（2.2）、锰（1.7）、氯离子（0.5）

氨氮（21.6）、铁（0.6）、锰（0.1）、总磷（6.7）、氟化物

（2.3）、硫酸盐（0.2）

化学需氧量（5.6）、铁（13.1）、锰（3.8）、硫酸盐

（4.0）

化学需氧量（0.4）、铁（0.9）、锰（3.3）、氯化物

（0.6）、硫酸盐（0.6）

高锰酸盐指数（6.0）、化学需氧量（6.5）、五日生化

需氧量（6.3）、氨氮（21.6）、挥发酚（25.2）、铁

（0.5）、锰（0.1）、阴离子洗涤剂（1.2）、氯离子

（0.8）、硫酸盐（0.8）

劣Ⅴ

劣Ⅴ

劣Ⅴ

劣Ⅴ

Ⅳ

劣Ⅴ

河（沟）名 站名 pH 值 主要污染物及超标倍数 水质类别

续表15 宁夏2005年主要河流、排水沟水质评价

表16 宁夏2005年主要湖泊水质评价

湖泊名称

沙湖

pH 值

8.6～9.0

主要污染物

氯化物（1.2）、硫酸盐（1.7）、氟化物（0.4）、化学需氧量（1.6）

水质类别

劣Ⅴ

表17 宁夏2005年主要水库水质评价

水库名称

沈 家 河 水 库

石头崾岘水库

pH 值

7.8～8.4

8.6～9.2

主要污染物及超标倍数

高锰酸盐指数（2.4）、化学需氧量（9.4）、氨氮（18.4）、铁（0.2）、

锰（3.0）、总磷（4.6）、阴离子洗涤剂（2.0）

氯化物（0.7）、硫酸盐（1.7）、氟化物（0.6）

水质类别

劣Ⅴ

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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