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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国已有 96 个城市和地区发生地面沉降，80%分布在东部地区

华北华东多城市地面沉降之困

当中国的城市正竭力向上

发展，农村正拼命追求高产的时

候，却没想到脚下的土地，已不

堪重负，正悄无声息地下降。

华北平原在下降、长江三角

洲的一些地方、汾渭盆地也在下

降， 地面沉降的范围还在扩大。

不能承重的土地之下，是急遽下

降的地下水水位。而如何控制地

下水的过度攫取，又牵涉到多个

部门， 成为社会治理的一个难

题。

与各种突发性灾害相比较，

人们也许很难察觉到这种以毫

米为单位计算的“缓变性地质灾

害”，然而，如果不改变经济发展

的模式，中国大地将来不仅无水

可采，还将引发更加严重的生态

与环境危机。

由于是粘土地质， 沧州的地面在均匀

地下沉，而不是塌陷，因而生活在这里的人

们，平日里并不会感觉到太多的异常，但稍

一留心，还是会发现许多细节：穿过城区的

京沪铁路，由于地面沉降，铁轨下面需要年

年垫石，现在轨道已高出地面 500 毫米；市

区里， 新修的街道路面要比旧马路高出一

截；每到下雨时，城区里到处都是积水，必

须用排水机排水……

沧州市水文水资源勘测局项目办主任

付学功说，地下水的分布，就像多层夹心饼

干一样，第一层土是第

Ⅰ

含水层，下面是一

层粘土，粘土之下是第

Ⅱ

含水层，第二含水

层下又是一层粘土……依此构造， 沧州地

下共有 5 个含水层。 由于特殊的地理环境，

当地的第

Ⅰ

、第

Ⅱ

含水层即浅层地下水，多

为咸水或微咸水， 只有 200 米以下的第

Ⅲ

含水层的水才是淡水。 因此，根据沧州水文

局 2005 年的统计数据，深层地下水的开采

量高达 8.7 亿立方米， 是浅层地下水的 2.4

倍。

有数据表明， 随着地下水开采量的增

加，1974 年 ~2000 年间，华北平原地下水位

以将近每年 1 米的速度下降。

由于地下水开采过度， 沧州地下已经

形成一片巨大的地下水漏斗区。 据资料显

示，与 40 年前相比，沧州地区地下水水位

已经平均下降了 80 米，其中最深的漏斗位

于市区，达到负 100 米。

在华北平原， 像沧州这样完全没有地

表水可用的城市，还有天津。 而北京由于开

发过度，地下水水位也下降迅速。 除京、津

两地外，河北省内还有保定、衡水、任丘、南

宫、霸州等 9 个主要地面沉降区。

在河北省沧州东部的王大本村，村民黄平

荣拿出准备好的一截旧电线，将两只灌满水的

大桶固定在三轮车上，防止它们在路上歪倒漏

水。 老黄如此小心翼翼，是因为这两只大桶里

装的，是他们一家四口 3 天的饮用水。

王大本村所在的黄骅市，是整个沧州最缺

水的地方。这里不仅河道干枯，且由于靠海，地

下水全部是咸水。 几年前，王大本村建了苦咸

水淡化站，对从 200 米深井打上来的咸水进行

处理，以解决吃水问题。

不仅沧州， 实际上， 从上世纪 80 年代开

始，整个华北平原上的所有河道里几乎都没有

水。在中国科学院遗传与发育生物学研究所农

业资源研究中心研究员沈彦俊的电脑上，保存

着 1980 年和 2010 年的华北平原卫星地图。 两

张地图上， 该地区所有的河道都显示为白色，

即干涸。

为什么会没有水？崔英龙给出的一个答案

是上游修建了很多水库，将水都拦截了。 新中

国成立初期，华北平原曾多次发生洪灾，于是，

政府决定在此大修水利。 到今天，华北平原上

共有大大小小的水库 2000 多座。

自然原因也无法回避。华北平原一直存在

一个 20 年 ~30 年的干旱周期，上世纪 90 年代

时期，整个华北经历了一个枯水期，沧州的年

降水量也从原来的 600 毫米一度降至 300 毫

米 ~400 毫米。

但更重要的还是人为因素：城市的发展与

工农业用水的增长。 根据崔英龙的描述，沧州

的发展策略，是要引导产业往东部沿海地区靠

拢，以发挥其港口优势。而据当地知情人透露，

政府实际上默许企业在园区里打井。地面沉降

监测数据也表明， 自 2005 年沧州市区封停自

备井以来，地下水漏斗的中心已开始向沧州东

部转移。

另外， 就像华北平原的任何一个区域一

样，农业用水，在沧州更是消耗地下水的“大

户”。

农业能少用地下水吗

水都到哪儿去了

据初步统计，目前，我国有 96 个城市

和地区发生了不同程度的地面沉降，80%分

布在东部地区。 沉降速度是每年 10 毫米至

56 毫米。 存在较严重地面沉降的城市超过

50 个。

如此多的城市出现地面沉降， 究竟是

什么原因造成的？

何庆成解释说，首先是地质因素。 地壳

运动就会使得有的地方抬升， 有的地方下

降。 还有土壤的自然压缩，土壤中的有机物

会慢慢分解，在自然重力作用下，原来松散

地层或半松散地层变成致密、 坚硬或半坚

硬岩层，地层厚度变小，这就会造成某一地

区的地面出现沉降现象。

不过， 众多城市沉降的主要原因还是

人为。 地下水、石油、天然气、地热等的过度

开采，城市建筑、重大工程造成地基土体发

生缓慢变形……这些都在一点点改变着我

们的城市。

何庆成告诉记者， 地面沉降一个大的

危害就是出现地裂缝。 地面沉降比较均匀

时， 其破坏性显得不那么突然， 而不均匀

时，就容易出现地裂缝。 如果建筑物正好在

这个地裂缝上，又不是钢筋混凝土浇铸的，

墙体就容易裂开，存在较大的安全隐患。 城

市地面不均匀的沉降， 很可能造成掩埋在

地下的管线被拉断， 从而带来巨大的安全

隐患。

实际上我国开展监测比较晚， 监测时

的起始数据跟国外不同。 不管怎样，可以肯

定的是，随着地下水、油气等开采量越来越

大，地面沉降会加剧，面积也会扩大。

何庆成认为， 虽然地质原因造成的地

面沉降很难控制，但人为因素所致的沉降，

是可以应对的。

“地面沉降一旦形成规模，以人类现在

的能力和技术，治理和恢复起来比较困难。

如果我们发现及时、 杜绝或者减少沉降的

人为因素， 是可以减缓或者中止正在下沉

的趋势。 ”何庆成说。 对于已经形成的地下

漏斗， 可以采用人工回灌地下含水层的方

式把它填满。

在上海、北京等城市，地下水回灌都取

得了不错的效果。 2006 年，上海平均地面沉

降量为 7.5 毫米， 比 2000 年的平均地面沉

降量低了 4.8 毫米。 （据《中国新闻周刊》）

应对地面沉降有何良方

“长三角”联合“控沉”

2005 年， 南京地质矿产研究所副所长

郭坤一耗时 4 年，花费 2000 万元进行了详

细调查，发布《长三角地区地下水资源与地

质灾害评价》。 报告认为，长三角地区地面

沉降区内累计沉降已超 200 毫米， 苏锡常

（江苏省的苏州、无锡、常州）地区因不均匀

沉降， 目前已发生 22 处地裂缝地质灾害。

上海从上世纪初到 2003 年，因沉降造成的

损失是 2900 亿元；苏锡常地区和浙江嘉兴

也损失了 500 多亿元。

郭坤一发出警告： 按照当时的沉降速

度，到 2050 年，海平面将会上升 40 厘米至

70 厘米，长三角很可能就此桑田变沧海。

浙江省国土资源厅地质环境检测院总

工程师赵健康对长三角的沉降形势却感到

乐观，“如今已经不是这个情况了， 沉降好

转了很多，个别地区还上升了。 ”

赵健康说，长三角的上海、江苏和浙江

联动防沉降工作开始于 1999 年，联动以后

浙江省每年都大幅降低地下水开采量，生

活用水多使用地面水， 例如从太湖的上游

引水。 地下水开采量由 2000 年的 1.5 亿立

方米下降到去年的 1600 万立方米。

长三角的另一个“角”江苏沉降的程度

和速度则远高于浙江， 采取的措施则显得

更严厉。 从 20 世纪 80 年代开始，苏锡常一

带的乡镇企业风起云涌， 但由于环保意识

不强， 污水废水的排放造成了地表水严重

污染，不得已只好转向地下取水，而过量的

开采地下水又使得苏锡常的“漏斗”连成一

体。 无锡、苏州、常州三市及外围乡镇，以地

下水水位下降 10 米计算 ， 漏斗面积已达

5000 平方公里。

2000 年 8 月，江苏省人大颁布了《关于

在苏锡常地区限期禁止开采地下水的决

定》，在全国率先通过立法实施地下水限期

禁采。 此后，地面沉降速率有所减缓。

赵健康很惊讶为什么长三角的联动配

合得这么默契。 他很欣赏的一个说法是，

“地下水是没有行政区划的”。

地下水过度开采致地面下沉

农业产量的提高，除了品种的改善，更多

与水肥的大幅增加有关。而在降雨并不充沛的

华北，提高灌溉量的唯一途径，就是大举开采

地下水。

数据显示，在华北平原，农业用水占到地

下水开采量的 70%以上。由于水资源的日益紧

缺，尽管华北的粮食绝对产量仍在增长，但已

接近增长的“天花板”。在其他地区粮食产量大

增的情况下，华北的粮食产量在全国粮食总产

量中所占份额却在下降。 在上世纪七八十年

代，黄淮海平原的粮食产量曾占全国粮食总产

量的 30%，到近年下降到约 22%。

根据沈彦俊的研究，华北平原的农业一年

耗水量高达 870 毫米，而多年平均降雨量只有

500 毫米左右，这多出来的 370 毫米，都依赖

地下水的补足。如果能够在经济效益与生态效

益之间找到一个平衡点， 适当地少浇点儿水，

对保护华北平原地下水将意义重大。 此外，发

展农业节水设施与技术也是重要途径。

“用地下水浇地，这实际上是在拿极为珍

贵的地下水来换取一些极为廉价的粮食。 ”沈

彦俊再三地说。 他算了一笔账，打井抽水所耗

的电费、化肥农药的成本，再加上地下水水位

下降造成的各种生态影响以及长期使用过量

化肥对土壤地下水的污染，用这些代价只换来

粮食的高产量，是极为不合算的。

而令沈彦俊心生无奈的是，由于分散的小

农经济体制，像喷灌、滴灌这样的节水技术，很

难在农民中推广下去。“人们一般只关心眼前

利益，觉得我用井水浇地挺好的，为什么还要

多花钱来铺设这些管道？而农业主管部门只关

心粮食产量，对水资源保护问题并不感兴趣。”

“要让农民改变灌溉方式，搞节水农业，最

有效的办法莫过于提高用水价格，包括地下水

的价格，但这会抬高粮食价格，因此需要政府

给予农民补贴。 因此，农业节水实际上是个系

统工程，很琐碎，也很复杂，却长期不受重视，

可以说是地下水保护环节中是最难的一环。 ”

沈彦俊这样认为。

由于连年大旱以及当地人在生产生

活中严重超采地下水，使得华北第一大高

原内陆湖泊安固里淖变成一片寸草不生

的盐碱地。

2010 年 8 月 12 日， 太原市山西省人

民医院所在的双塔东街发生两处路面塌

陷，9 时许该院口腔疾病门诊楼东侧坍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