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袁河流域水资源供需平衡与空间差异

刘鑫１，２，温天福１，曾新民２，鄢笑宇１，张范平１

（１．江西省水利科学研究院，南昌３３００２９；２．河海大学，南京２１００９８）

摘要：依据袁河流域水系分布结合乡镇与水系等特点划分计算单元，从考虑工程与不考虑工程两方面分析袁河流域

水资源供需平衡的时空变化，重点分析流域重要城镇所在单元的水资源供需平衡，以提高流域水资源规划管理工作

的实用性。结果表明：不考虑工程的特枯年（９５％来水频率）流域水资源无法满足需水，２０２５年缺水率６．７％，２０３５

年缺水率７．７％；考虑工程的特枯年流域缺水更加严重，２０２５年缺水率１６．６％，２０３５年缺水率１７．５％。流域严重缺

水城镇主要集中在干流沿岸，其中，芦溪镇、袁州区市区、分宜镇、渝水区市区等４个重要城镇是流域内缺水严重地

区，年内水资源供需平衡的时间差异化明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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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国水资源时空分布不均，人均水资源量仅为

世界平均水平的１／４，随着近几十年来社会经济的

发展，水资源供需矛盾已成为我国严重的水资源问

题之一，水资源短缺是制约社会经济发展和影响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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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生活水平的重要因素［１］。根据社会经济发展的需

水趋势规划和水资源的开发利用，深入分析流域水

资源的供需平衡情况，充分体现供需平衡的区域差

异化，可为流域水资源精细化管理提供有力支撑，也

为区域社会经济发展布局提供科学依据。

供需平衡分析包括供水分析和需水分析两方

面内容。供水方面包括不考虑现状供水能力变化

的供需平衡、考虑未来供水能力变化以及采取节

水措施后需水量变化的二次供需平衡分析、考虑

不同供水情况的三次供需平衡分析［２５］等；需水方

面包括考虑节水型社会的发展预测未来水资源的

需求潜力［６］、优先考虑生态需水的水资源配

置［７１０］、分析用水主体对配水方案满意度构建优化

配置模型及当前比较前沿的水质水量联合配置等

研究工作［１１１４］。多数研究分析水资源供水与需水

的水量，对用水单元的细化研究较少，供需平衡地

区差异性表现不够［１５１９］，在时间尺度上的比较分析

也难以体现地区差异性，对水资源管理的实用性支

撑力度有待进一步提升。

袁河流域水资源丰沛，但时空分布不均导致季

节性缺水明显，同时流域社会经济发展对水资源需

求增大，流域缺水加剧。依据流域水系分布特点，结

合乡镇和水利工程位置细划计算单元，从考虑工程

与不考虑工程两方面分析袁河流域规划年不同来水

频率的供需平衡，体现流域供需平衡的时空差异，并

重点分析流域重要城镇的供需平衡状况，提出有针

对性的建议，较好地为流域社会经济发展的用水规

划提供依据。

１　流域概况及数据来源

１．１　流域概况

袁河是赣江的一级支流，发源于江西省萍乡市

武功山脉，自西南向东北流经萍乡、宜春、新余及樟

树部分地区，在樟树市张家山镇汇入赣江，流域面积

６２６２ｋｍ２。袁河流域属亚热带季风气候，多年平均

气温１７．２℃，无霜期平均２７２ｄ。多年平均降水量

为１６７８ｍｍ，多年平均水资源量５８．８５亿ｍ３，水

资源丰沛，但年内变化大，４—９月径流量占全年流

域径流量的６４％，１０月至翌年３月径流量占全年

流域径流量的３６％，季节性干旱时有发生。袁河

流域上游涵盖萍乡市芦溪县下辖的８个乡镇和宜

春市袁州区下辖的２３个乡镇；中游涵盖新余市分

宜县下辖的１０个乡镇；下游涵盖新余市渝水区下

辖的１４个乡镇及樟树市下辖的６个乡镇。袁河

流域建有大中型水库１３座，其中大型水库有３座

（山口岩水库、飞剑潭水库、江口水库）、中型水库

１０座；建有塘坝工程５７７座；建有引水工程和提水

工程分别为１２７０、２１８座
［２０］。袁河流域水系分布见

图１。

图１　袁河流域分布

Ｆｉｇ．１　ＤｉｓｔｒｉｂｕｔｉｏｎｏｆＹｕａｎｈｅＲｉｖｅｒｂａｓｉｎ

１．２　数据来源

数据来源于江西省水文局，选用袁河流域１７个

雨量站和５个水文站１９８０—２０１６年共３７ａ的月降

雨、蒸发、径流等系列资料。城乡人口数量、农业耕

种面积、工业产值等数据选自流域芦溪县、袁州区、

分宜县、渝水区、樟树市等５个县（区）２０１２—２０１７

年的《国民经济与社会发展统计公报》和２０１６年县

（区）的乡镇统计年鉴。各行业用水定额选自《江西

省行业用水定额》（ＤＢ３６／Ｔ６１９—２０１７）。

２　研究方法

２．１　来水量模拟方法

采用两参数月水量平衡模型模拟区域逐月来水

过程。两参数月水量平衡模型具有参数少、精度高、

易操作等优点［２２２３］，公式为

犈（狋）＝犮×犈Ｐ（狋）×ｔａｎｈ
犘（狋）

犈Ｐ（狋［ ］） （１）

犙（狋）＝［犛（狋－１）＋犘（狋）－犈（狋）］×

ｔａｎｈ
犛（狋－１）＋犘（狋）－犈（狋）

犛｛ ｝
犆

（２）

式中：犈（狋）为区域狋月实际蒸发量；犮为模型第一个

参数；犈Ｐ（狋）为区域狋月蒸发皿观测蒸发量；

犘（狋）为区域狋月降雨量；ｔａｎｈ
犘（狋）

犈Ｐ（狋［ ］）为以降雨量
与观测蒸发量的比值为自变量的双曲正切函数，

表示对蒸发皿观测蒸发量的折算系数；犙（狋）为区

域狋月模拟径流深；犛（狋－１）为区域（狋－１）月末或狋

月初的土壤含水量；犛犆 为模型的第二个参数。

ｔａｎｈ
犛（狋－１）＋犘（狋）－犈（狋）

犛｛ ｝
犆

为以土壤含水量为自

变量的双曲正切函数，表示月径流量与土壤含水量

·５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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之间的关系。

２．２　需水计算方法

根据区域城乡人口数量和工业万元增加值，采

用定额法分别预测规划年生活需水量和工业需水

量。农业需水预测包括主要农作物水稻需水预测和

经济作物需水预测。水稻灌溉依据南方两季水稻间

歇灌溉制度，选用日降雨、日蒸发资料按田间水量平

衡原理计算水稻净灌溉定额［２１］，公式为

犕＝∑
３６５

狋＝１
犿（狋）＝

犪×犈（狋）＋犛（狋）＋犆（狋）＋犺（狋）－犺（狋－１）－犘（狋）

（３）

式中：犕为水稻年净灌溉定额，ｍｍ；犿（狋）为第狋日

水稻净灌溉定额，ｍｍ；犪为水稻蒸腾系数；犈（狋）为第

狋日水面蒸发量，ｍｍ（用Ｅ６０１型蒸发皿蒸发量表

示）；犛（狋）为第狋日田间渗漏水量，ｍｍ；犆（狋）为第狋

日排水量，ｍｍ；犺（狋）为第狋日末田间水深，ｍｍ；

犺（狋－１）为第（狋－１）日末田间水深，ｍｍ；犘（狋）为第狋

日降雨量，ｍｍ。

经济作物灌溉定额选用江西省赣中地区农田净

灌溉定额。农业灌溉需水量计算公式为

犠ａｇ＝∑
狀

犻＝１

１０×犃犻×狉犻×犕犻

η犻
（４）

式中：犠ａｇ为农业灌溉需水量，ｍ
３；犃犻为作物犻的种植面

积，ｈｍ２；狉犻为作物犻的有效灌溉率；犕犻为作物犻的净灌

溉定额，ｍｍ；η犻为作物犻的灌溉水有效利用系数。

区域社会经济需水量（犠ｄｅ）考虑生活需水量（犠ｌｉ）、

工业需水量（犠ｉｎ）、农业需水量（犠ａｇ），公式为

犠ｄｅ＝犠ｌｉ＋犠ｉｎ＋犠ａｇ （５）

２．３　水量平衡方法

以区域出口断面为水量平衡的计算节点，忽略

上游客水影响和大中型蓄水工程的调控作用，重点

体现每一个区域的水量平衡情况。不考虑区域工程

供水能力，以天然降雨产水量作为区域输入的水量

分析，定义为资源性水量平衡；考虑区域工程供水能

力，以工程可供水量作为区域输入的水量分析，定义

为工程性水量平衡。区域水量平衡时段来水优先扣

除河道内生态需水量，再考虑区域社会经济用水。

区域缺水率为区域缺水量与区域需水量的比值。区

域水量平衡公式为

犠ｓｕ＝
犠ｐ－犠ｅｉ－犠ｄｅ 不考虑工程

ｍｉｎ｛犠ｓｃ，犠ｐ－犠ｅｉ｝－犠ｄｅ
烅
烄

烆 考虑工程
（６）

式中：犠ｓｕ为区域余缺水量，ｍ３（犠ｓｕ＜０表示区域缺

水，犠ｓｕ＞０表示区域有盈余水量）；犠ｐ为区域自产水

量，ｍ３；犠ｅｉ为区域河道内生态需水量，ｍ３；犠ｄｅ为区域

社会经济需水量，ｍ３；犠ｓｃ为区域工程供水能力。

３　单元划分及来需水分析

３．１　计算单元划分

基于河流水系特点，根据乡镇社会经济用水分

布情况，将流域划分为３５个计算单元Ｕ１～Ｕ３５。其

中，芦溪县内４个计算单元（Ｕ１～Ｕ４），袁州区内１４

个计算单元（Ｕ５～Ｕ１６、Ｕ２０、Ｕ２８），分宜县内７个计

算单元（Ｕ１７～Ｕ１９、Ｕ２１～Ｕ２３、Ｕ２５），渝水区内７个计

算单元（Ｕ２４、Ｕ２６、Ｕ２７、Ｕ２９～Ｕ３１、Ｕ３３～Ｕ３４），樟树市

内２个计算单元（Ｕ３２、Ｕ３５）。流域计算单元划分结

果见图２。

图２　袁河流域计算单元划分

Ｆｉｇ．２　ＤｉｖｉｓｉｏｎｏｆａｎａｌｙｓｉｓｕｎｉｔｓｉｎｔｈｅＹｕａｎｈｅＲｉｖｅｒＢａｓｉｎ

３．２　单元来水模拟

模拟了袁河流域３５个计算单元１９８０—２０１６年

逐月产水量，计算单元年径流深见图３。模拟流域多

年平均产水量为５８．１５亿ｍ３，５０％来水频率流域产

水量５７．００亿ｍ３，７５％来水频率流域产水量４８．５５

亿ｍ３，９５％来水频率流域产水量３７．９５亿ｍ３。

３．３　单元需水分析

以２０１６年为现状年，以２０２５年和２０３５年为规

划年进行需水分析。根据《江西省人口发展规划

（２０１６—２０３０）》年赣府厅发［２０１７］８９号，江西总人

口呈增长趋势，在２０３０年前后达到峰值，据此合理

预测２０２５、２０３５年袁河流域内３５个计算单元的总

人口数和城镇化率。参考２０１２—２０１７年《江西省水

资源公报》中５个县区的用水指标，合理预测２０２５

年和２０３５年城乡生活用水定额、城镇公共用水定

额［２４２５］。参考流域内５个县区２０１２—２０１７年《国民

经济与社会发展统计公报》和２０１２—２０１７年《江西

省水资源公报》，预测规划年的工业万元增加值、工

业万元增加值用水定额。本文将流域内工业用水集

中在部分计算单元（Ｕ２、Ｕ２２、Ｕ２６、Ｕ２７）中进行分析。

选用１９８０—２０１３年共３４ａ的日降雨、蒸发数

据按式（３）计算１９８０—２０１３年水稻田间年内每日灌

·６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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水量。不同降水频率典型年的灌水量作为水稻灌溉

净定额，按式（４）计算水稻的年需水量。袁河流域区

域水稻净灌溉定额见表１。参考《江西省耕地草地

河湖休养生息规划（２０１６—２０３０年）》，袁河流域的

耕地面积在规划年内不变。同时不考虑农作物种植

结构变化，规划年农业需水预测重点考虑有效灌溉

面积的扩增和农田灌溉水利用系数的提高。参考

２０１２—２０１７年《江西省水资源公报》农田灌溉水有

效利用系数和２０２０年农田灌溉水有效利用系数控

制目标，预测规划年农业灌溉水有效利用系数。计算

流域５个主要县区的农业灌溉用水量，将县区农业灌

溉水量按下辖乡镇耕地面积分配至每一个计算单元。

图３　袁河流域计算单元年径流深

Ｆｉｇ．３　Ｔｈｅｂｏｘｐｌｏｔｓｏｆａｎｎｕａｌｒｕｎｏｆｆｄｅｐｔｈｏｆ３５ａｎａｌｙｓｉｓｕｎｉｔｓｉｎｔｈｅＹｕａｎｈｅＲｉｖｅｒｂａｓｉｎ

表１　袁河流域水稻年净灌溉定额

Ｔａｂ．１　ＡｎｎｕａｌｎｅｔｉｒｒｉｇａｔｉｏｎｑｕｏｔａｆｏｒｒｉｃｅｉｎＹｕａｎｈｅＲｉｖｅｒｂａｓｉｎ

保证率
净灌溉定额／（ｍ３·ｈｍ２）

芦溪县 袁州区 渝水区 樟树市 袁惠灌区

５０％ ５５０５ ５３４０ ５４４５ ５６２５ ４５４５

７５％ ６４８０ ５７７５ ６７８０ ６４５０ ６２７０

９５％ ６８８５ ６７２０ ７２６０ ７６８０ ６４２０

　　生态环境需水中河道外生态环境需水计入城

镇公共用水量中计算。为满足河道生态、航运、发

电等功能，参考《河湖生态环境需水计算规范》

（ＳＬＺ７１２—２０１４），河道内的生态环境需水取河道

多年平均径流量的３５％。２０２５年和２０３５年流域

需水量见表２。

４　流域水量平衡分析

４．１　流域资源性缺水分析

在不考虑供水工程情况下，对比来水与需水，流域

不同来水频率年余缺水量２０２５年分别为２１．１７亿ｍ３

（５０％）、９．５４亿 ｍ３（７５％）、－２．６７亿 ｍ３（９５％），

２０３５年分别为２０．３９ 亿 ｍ３（５０％）、８．９１ 亿ｍ３

（７５％）、－３．０９亿ｍ３（９５％）。９５％来水频率下２０２５年

和２０３５年流域缺水率分别为６．７１％、７．６８％。

流域内来水和需水具有区域差异性，２０２５年、

２０３５年流域来需水平衡缺水率的空间分布见图４。

表２　２０２５年和２０３５年袁河流域需水量

Ｔａｂ．２　ＷａｔｅｒｄｅｍａｎｄｏｆｔｈｅＹｕａｎｈｅＲｉｖｅｒｂａｓｉｎｉｎ２０２５ａｎｄ２０３５

规划年 区域 计算单元
农业需水／万ｍ３

５０％ ７５％ ９５％

牧渔需水／

万ｍ３

工业需水／

万ｍ３

生活需水／

万ｍ３

生态需水／

万ｍ３

２０２５

２０３５

芦溪县 Ｕ１至Ｕ４ ７５８６ ９６４７ １１５４５ １６０８ ３０１０ １７５６ ２２２１７

袁州区 Ｕ５至Ｕ１６、Ｕ２０、Ｕ２８ ３２０８５ ３７２７２ ４６３１５ ４４４９ ５２４８ ８６１５ ７０３７９

分宜县 Ｕ１７至Ｕ１９、Ｕ２１至Ｕ２３、Ｕ２５ １０６６１ １３６８８ １５７４９ ２２０４ ６６７０ ２２２０ ２９３９２

渝水区 Ｕ２４、Ｕ２６、Ｕ２７、Ｕ２９至Ｕ３１、Ｕ３３至Ｕ３４ １５８２７ ２０５３７ ２３８９６ ３６７３ １２４１２ ５７５８ ６３５１５

樟树市 Ｕ３２、Ｕ３５ ７２８１ ９９１８ １０８６９ １３１９ 　　０ １１４３ １７８５７

芦溪县 Ｕ１至Ｕ４ ６８４０ ８６９８ １０４１０ １５８０ ４３５２ ２３４９ ２２２１７

袁州区 Ｕ５至Ｕ１６、Ｕ２０、Ｕ２８ ３４１３２ ３８９１０ ４７３６７ ４３２５ ５３８２ １１１５４ ７０３７９

分宜县 Ｕ１７至Ｕ１９、Ｕ２１至Ｕ２３、Ｕ２５ １００８４ １２９１０ １４７６０ ２２２７ ６８６０ ２９７２ ２９３９２

渝水区 Ｕ２４、Ｕ２６、Ｕ２７、Ｕ２９至Ｕ３１、Ｕ３３至Ｕ３４ １６１２８ ２０７１８ ２３６５９ ３７１１ １３０７２ ８６４８ ６３５１５

樟树市 Ｕ３２、Ｕ３５ ７０８８ ９６５０ １０４８０ １８９４ 　　０ １３８１ １７８５７

·７９·

刘鑫，等　袁河流域水资源供需平衡与空间差异



南
水
北
调
与
水
利
科
技
（
中
英
文
）

水文水资源

图４　２０２５和２０３５年袁河流域缺水率空间分布（不考虑工程）

Ｆｉｇ．４　ＳｐａｔｉａｌｄｉｓｔｒｉｂｕｔｉｏｎｏｆｗａｔｅｒｓｈｏｒｔａｇｅｒａｔｅｉｎＹｕａｎｈｅＲｉｖｅｒｂａｓｉｎｉｎ２０２５ａｎｄ２０３５（ｗｉｔｈｏｕｔｃｏｎｓｉｄｅｒｉｎｇｔｈｅ

ｗａｔｅｒｓｕｐｐｌｙｃａｐａｃｉｔｙｏｆｈｙｄｒａｕｌｉｃｅｎｇｉｎｅｅｒｉｎｇ）

　　２０２５年，５０％来水频率流域内单元都可以满足

需水要求，７５％、９５％来水频率流域内分别有２０％、

４５％的单元缺水；２０３５年，５０％、７５％、９５％来水频

率流域内分别有２５％、４５％、６３％的单元缺水。

９５％来水频率，袁河流域Ｕ２（芦溪镇）、Ｕ２７（渝水区

市区）、Ｕ３２（黄土岗镇）、Ｕ３３（新溪乡）是流域内缺水

严重单元且集中分布在袁河干流上。来水由丰到

枯，流域缺水区域呈现从袁河干流沿岸向外扩散的

分布趋势，袁河流域缺水程度中游最大、下游其次、

上游最小。

４．２　流域工程性缺水分析

在考虑供水工程情况下，对比工程供水与需水，流

域不同来水频率的年缺水量２０２５年分别为６．８９亿ｍ３

（５０％）、１．１２亿 ｍ３（７５％）、－６．６１亿 ｍ３（９５％），

２０３５年分别为 ６．１０ 亿 ｍ３（５０％）、０．４９亿ｍ３

（７５％）、－７．０３亿ｍ３（９５％）。９５％来水频率２０２５、

２０３５年，流域可供水资源总量远不能满足需水，流

域缺水率分别为１６．６１％、１７．４８％。

２０２５、２０３５年流域水资源供需平衡缺水率的空

间分布见图５，在考虑流域供水工程的情况下，单元

内部的供水工程只对本单元供水，不考虑工程的跨

单元供水。５０％来水频率流域内２０％的计算单元

出现缺水，主要缺水单元（Ｕ５、Ｕ８、Ｕ１１、Ｕ１３、Ｕ１９、

Ｕ２３）都分布在袁河流域上游的边缘地区。９５％来水

频率流域内６５％的单元出现缺水，缺水严重的单元

Ｕ２（芦溪镇）、Ｕ１０（袁州区市区）、Ｕ２２（分宜镇）、Ｕ２７

（渝水区市区）、Ｕ３２（黄土岗镇）、Ｕ３３（新溪乡）主要分

布在袁河干流区域。５０％、７５％来水频率流域上游

的袁州区和分宜县缺水普遍且明显，缺水程度上游

最大、中游其次、下游最小。

平水年（５０％）袁河流域上游边缘地区供水工程

建设不够，偏枯年（７５％）袁州区和分宜县普遍存在

供水工程建设不够。偏枯年和特枯年（９５％）在考虑

·８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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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程与不考虑工程情况下，袁河干流的沿岸城镇芦

溪镇（Ｕ２）、袁州区市区（Ｕ１０）、分宜镇（Ｕ２２）、渝水区

市区（Ｕ２７）、黄土岗镇（Ｕ３２）、新溪乡（Ｕ３３）在规划年

都是严重缺水地区，需水量大是其共同特点。这些

城镇都是流域内需水集中的地区：芦溪镇、袁州区市

区、分宜镇、渝水区市区是人口密集地区，生活用水量

大；渝水区是流域内的重工业区，工业用水量大；黄土

岗镇、清溪乡、昌傅镇是江西省重要粮食生产基地袁

惠灌区，农业用水量大且集中。流域区域用水的集中

现象明显，水资源开发利用程度区域差异性大。

图５　２０２５和２０３５年袁河流域缺水率空间分布（考虑工程）

Ｆｉｇ．５　ＳｐａｔｉａｌｄｉｓｔｒｉｂｕｔｉｏｎｏｆｗａｔｅｒｓｈｏｒｔａｇｅｒａｔｅｉｎＹｕａｎｈｅＲｉｖｅｒｂａｓｉｎｉｎ２０２５ａｎｄ２０３５

（ｃｏｎｓｉｄｅｒｉｎｇｔｈｅｗａｔｅｒｓｕｐｐｌｙｃａｐａｃｉｔｙｏｆｈｙｄｒａｕｌｉｃｅｎｇｉｎｅｅｒｉｎｇ）

４．３　重要单元月水量平衡分析

根据社会经济总量大、枯水期缺水突出的特点，

选取Ｕ２（芦溪镇）、Ｕ１０（袁州区市区）、Ｕ２２（分宜镇）、

Ｕ２７（渝水区市区）作为重要分析单元，见图２。９５％

来水频率下，２０３５年重要分析单元年内水资源供需

平衡情况见图６。在不考虑工程情况下，流域４个单

元年内１—１２月缺水概率都呈现先减少后增加，在９

月达到峰值后再减少的变化趋势，缺水概率最小的时

间段在３—６月，缺水概率最大的时间段在８—１０月，

１１—次年２月缺水概率基本大于５０％。在考虑工程

的情况下，在来水充足的３—６月，Ｕ２、Ｕ１０和Ｕ２２３个

单元都存在工程削峰现象（天然来水远大于工程供水

能力，河道来水利用不足），Ｕ２７单元不存在工程削峰

现象。在来需水分析的基础上考虑工程，分析单元供

需水：Ｕ２２和Ｕ２７单元年内月缺水概率没有变化，Ｕ２和

Ｕ１０单元缺水概率在６—１０月都增加且增加到１００％。

流域降雨和需水的时间集中性特点是各单元年

内不同时段缺水概率存在明显差异的主要原因。

３—６月是流域来水充沛阶段，既是丰水期也是汛期；

７—９月流域内农业需水量大，也是一年中缺水最严

重阶段；１１月至次年２月是流域的枯水期，工业、生

活是主要的用水行业。Ｕ２、Ｕ１０和Ｕ２２等３个单元工

程的年内水资源调配能力较差，Ｕ２７单元工程的调配

能力充足。Ｕ２２和Ｕ２７单元当前工程的供水能力可

·９９·

刘鑫，等　袁河流域水资源供需平衡与空间差异



南
水
北
调
与
水
利
科
技
（
中
英
文
）

水文水资源

以满足规划年２０３５年的需水要求，单元社会经济需

水量大，仍有可能发生资源性缺水。Ｕ２和Ｕ１０单元

６—１０月需水量大，可利用水量受到工程供水能力

影响，存在时段工程供水能力严重不足的情况，资源

性缺水和工程性缺水并存，年内其他时段用水不受

工程影响。

图６　２０３５年袁河流域重要城镇年内供需平衡情况（９５％来水频率）

Ｆｉｇ．６　ＢａｌａｎｃｅｏｆｓｕｐｐｌｙａｎｄｄｅｍａｎｄｏｆｉｍｐｏｒｔａｎｔｔｏｗｎｓｉｎＹｕａｎｈｅＲｉｖｅｒＢａｓｉｎｉｎ２０３５（９５％ｆｒｅｑｕｅｎｃｙ）

５　结　论

本文主要以乡镇为主体划分单元，结合区域未

来用水需求的发展和年内用水变化特点，系统分析

了２０２５、２０３５年在不同来水频率下袁河流域水资源

供水平衡状况，结果充分体现了流域内水资源的时

空差异性。未来枯水年份袁河流域上游边缘地区现

有工程的供水能力难以满足社会经济需水要求，少

数区域甚至出现资源性缺水。受年内来水过程和需

水过程不匹配的影响，干流的重要城镇年内３—６月

·００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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盈余水量最多，７—９月缺水程度最高。南方地区水

资源丰沛但季节性缺水特点明显，在制定区流域社

会经济用水规划中，可充分考虑水资源供需的时空

差异性，有助于提高流域水资源的可持续利用程度，

进一步促进当地社会经济的可持续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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