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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  言 
 

水是生命之源、生产之要、生态之基。水利是现代农业建设不可或缺

的首要条件，是生态环境改善不可分割的保障系统，是确保经济社会科学

发展的重要前提，水资源的可持续利用是经济社会可持续发展极为重要的

支撑。因此在水资源开发、利用和治理的同时，加强水资源的优化配置、

节约和保护，全面推行节水型社会，努力实现水资源配置与经济社会发展

相适应，是我州各级水行政主管部门的重要任务，也需要全社会的共同努

力。 

《楚雄彝族自治州水资源公报》（以下简称《公报》）是楚雄彝族自治

州水务局发布的水资源状况的综合性年报。目的是向社会公开楚雄州年度

来水、蓄水、供水、用水和水质等方面的现有动态状况，反映楚雄州水资

源开发利用情况和重要水事活动，为政府宏观调控和决策提供科学依据，

为国民经济各行业开发利用水资源和水行政主管部门管理水资源提供指

导。 

《公报》按照《水资源公报编制规程》（GB/T23598-2009）要求编制，

内容包括综述、水资源量、蓄水动态、供用耗排水量、水资源开发利用、

水资源质量及重要水事等，反映楚雄州水资源状况及其开发利用情况。《公

报》在内容编排上按县级行政区和水资源三级区分别予以描述，流域分区

体系采用“云南省水资源综合规划”规定的分区体系。用水量按用水特性分

生产用水、生活用水和生态环境补水。《公报》成果是在州内各县（市）

水务局报送供用水资料的基础上，收集了大量的水文资料、国民经济统计

年鉴、水利年报等有关资料，经过汇总及综合分析编制而成。 

《公报》编制工作得到了州级相关部门及各县（市）水行政主管部门

的支持与协助，谨此表示忠心感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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综  述 

楚雄彝族自治州位于云南省中部偏北，属云贵高原西部、滇中高

原的主体部位，楚雄州面积 28448.2 平方千米（采用：云南省水资源

分区面积），下辖 1 个县级市、9 个县。境内溪河纵横，素有“九分

山水一分坝”之称，金沙江、红河两大水系以州境中部为分水岭各奔

南北，划分为金沙江石鼓以下干流、元江、李仙江 3 个水资源三级区。

境内流域面积大于 100 平方千米的河流有 101 条。 

降水量：2016 年全州平均降水量 988.7 毫米，折合水量 281.3 亿

立方米。比上年偏多 6.8﹪，比常年偏多 10.7﹪，为丰水年份。 

水资源量：2016 年全州水资源总量为 58.33 亿立方米，折合径流

深 205.0 毫米，产水模数为 20.5 万立方米/平方千米，产水系数为 0.21，

人均水资源量为 2129 立方米。比上年偏多 14.5%，较常年偏少 7.7%。

其中地表水资源量 58.33 亿立方米，地下水资源量 15.57 亿立方米，

地表水、地下水重复计算量 15.57 亿立方米。 

蓄水动态：2016 年全州水利工程年末蓄水总量 9.71 亿立方米，

占计划蓄水的 108%，较去年增蓄 7.6%。 

供用耗排水量：2016 年全州总供水量为 9.55 亿立方米，与用水

量持平。用水量中生产用水 8.65 亿立方米、生活用水 0.85 亿立方米、

生态环境用水 0.05 亿立方米。全州用水消耗量为 5.66 亿立方米，耗

水率为 59.3%，废污水排放量为 1.33 亿立方米。 

水资源利用率：2016 年全州水资源利用率为 15.1%。 

水资源质量：2016 年全州评价 22 个一级水功能区（不含开发利

用区）17 个达标，达标率为 81.8％；12 个开发利用二级水功能区达

标 6 个，达标率 50.0%。20 个重要水库水质总体良好，青山嘴等 16

座水库水质评价为Ⅱ～Ⅲ类、大海波等 4 座水库Ⅳ～Ⅴ类，主要污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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物为五日生化需氧量、总磷、氨氮等。监测 17 个集中式供水水源地

达标 13 个，青山嘴、尹家嘴、洋派、大坡等 4 个水源地不达标，超

标项目主要为五日生化需氧量、锰、总磷、高锰酸盐指数等。 

用水指标：全州人均综合用水量为 349 立方米，万元国内生产总

值（当年价）用水量为 113 立方米，万元工业增加值（当年价、不含

火电）用水量为 32.0 立方米，农田灌溉亩均用水量为 446 立方米；

城镇人均生活用水量（不含城镇公共用水量）121 升/日，农村人均生

活用水量（不含牲畜用水量）62 升/日。 
表 1    楚雄州水资源分区表 

水资源一级区 水资源二级区 水资源三级区 行政区 面积（平方千米）

长江 金沙江石鼓以下 石鼓以下干流

楚雄市 1094.7 

牟定县 1441.6 

南华县 818 

姚安县 1693.4 

大姚县 4045.8 

永仁县 2152.9 

元谋县 2026.3 

武定县 2857 

禄丰县 931.1 

小计 17060.8 

西南诸河 红河 

元江 

楚雄市 3329.8 

双柏县 3892.3 

南华县 1269.9 

武定县 81.6 

禄丰县 2638 

小计 11211.6 

李仙江 
南华县 175.8 

小计 175.8 

合计 28448.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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水资源量 

一、降水量 

2016 年全州年平均降水量 988.7 毫米，折合年降水总量 281.3 亿

立方米，比上年偏多 6.8%，比常年偏多 10.7%，属丰水年份。 

行政分区中，禄丰县年降水量最大，为 1071.3 毫米；元谋县最

小，为 809.6 毫米。与上年相比，元谋县偏少 4.9%；双柏县大致持平；

武定、楚雄、姚安、大姚、禄丰、牟定、永仁 7 县（市）偏多 4.7～

12.4%；南华县因上年降水较少，偏多最多达 21.0%。与常年相比，

武定、姚安 2 县大致持平；大姚、南华、元谋、双柏、永仁 5 县偏多

5.0～11.6%；牟定、禄丰、楚雄 3 县（市）偏多 15.1～20.1﹪。2016

年楚雄州行政分区年降水量与去年、常年比较见图 1、图 2。 

 

图 1   各行政区 2016、2015 年、常年降水量柱状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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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2   2016 年行政区年降水量与 2015 年、常年比较图 

 

    水资源分区中，李仙江年降水量最大，为 1735.6 毫米；元江次

之，为 1028.4 毫米；石鼓以下干流最小，为 955.0 毫米。与上年相比，

元江偏多 5.4%，石鼓以下干流偏多 7.1%，李仙江偏多 58.1%；与常

年相比，石鼓以下干流偏多7.7%，元江偏多14.9%，李仙江偏多18.5%。 

 

图 3   2016 年水资源分区年降水量与 2015 年、常年比较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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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4     楚雄州水资源三级区划及水文站点分布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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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5     楚雄州 2016 年降水量等值线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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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6     楚雄州 2016 年降水量距平等值线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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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6 年楚雄州降水量分布有如下明显特点： 

1、全州 2016 年降水量总体明显偏多，地区分布与历年大致相近。

地区分布为正北大幅偏多，西南多、东南少，东多西少；高山多、河

谷坝区少。年降水量高值区主要分布于：西南部哀牢山一带（包括南

华兔街、双柏鄂嘉、楚雄西舍路等地），西北部大白草岭一带（包括

大姚县桂花、三台、昙华等地），东部武定狮山至禄丰仁兴一带，中

部牟定县城一带，年降水量在 1200 毫米以上。年降水量第一个低值

区位于东北部元谋县龙川江下游河谷地区，年降水量在 600～700 毫

米之间；第二个低值区位于西部渔泡江至蜻蛉河姚安、大姚一带，年

降水量在 750 毫米左右；第三个低值区位于东南部绿汁江及沙甸河河

谷地区，降水量在 800毫米左右。2016年降水量变幅在631.5～1868.5

毫米之间，实测年最大降水量南华县兔街雨量站 1868.5 毫米，年最

小降水量元谋县多克水文站 631.5 毫米，极值比 3.0 倍。全州年降水

量地区分布及与常年比较详见 2016 年楚雄州降水量等值线图（图 5）

及年降水量距平图（图 6）。 

2、降水量年内分配不均，9 月份降水大幅偏多，厄尔尼诺现象

活动剧烈，灾害性暴雨频发。汛期（5～10 月）降水量占年降水量的

90.0%，其中仅 9 月份降水即占全年降水量的 25.3%，单月降水量超

过 1～5 月及 11～12 月 7 个月降水量之和，多地发生大暴雨，由此造

成 9 月份全州暴雨洪水灾害频发。 

3、枯季降水与历年相比明显偏多，全年未出现较大旱情。2016

年全州每旬均有降水发生，较 2015 年枯季降水量明显增加，基本结束

了自 2006 年以来的干旱少雨现状，枯季降水进入明显增加的反转期。 

4、2016 年入汛、出汛时间接近常年。5 月 21～23 日迎来全州性

大范围降水过程，标志着全州各地进入汛期；至 10 月中、下旬随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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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州各地降水的陆续减少，汛期随之结束。 

 

图 7   楚雄州石鼓以下干流代表站 2016 年降水量年分配图 

 

图 8    楚雄州元江、李仙江代表站 2016 年降水量年分布图 

 

二、地表水资源量 

地表水资源量为当地降水形成的天然径流量，不包括入境水量。 

2016年全州地表水资源量为 58.3281亿立方米，折合径流深 205.0

毫米，比上年偏多 14.5%，较常年偏少 7.7%。 

行政分区中，大姚县年径流深最大，为 245.1 毫米；武定县次之，

为 240.8 毫米；元谋县最小为 115.6 毫米。与去年相比，禄丰、姚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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楚雄 3 县（市）分别偏多 6.5～7.6%，大姚、武定、双柏、南华、永

仁、元谋偏多 12.8%～23.8%，牟定大幅偏多 30.6%；与常年相比，

南华、姚安分别偏少 24.5%、33.3%，武定、楚雄、大姚偏少 8.6%～

12.0%，双柏、牟定、永仁大致持平，禄丰、元谋分别偏多 5.6、7.8%。 

 

图 9  2016 年行政区地表水径流深与 2015 年、多年比较图 

 

水资源分区中，李仙江年径流深最大，为 850.8 毫米；元江次之，

210.7 毫米；石鼓以下干流最小，为 194.7 毫米。与上年相比，元江

偏多 11.4%，石鼓以下干流偏多 15.5%，李仙江偏多 54.7%；与常年

相比，元江偏少 6.6%，石鼓以下干流偏少 9.1%，李仙江偏多 9.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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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0  2016 年水资源分区地表水径流深与 2015 年、常年比较图 

 

表 2    2016 年地表水资源量与 2015 年及常年比较表 

行政分区 
面积（平

方千米）

2016 年径流量

(亿立方米) 

2015 年径流量

（亿立方米）

多年径流量

（亿立方米）

与上年

比较（%） 

与常年比

较（%） 

楚雄市 4424.5 8.0808 7.5126 8.8562 7.6 -8.8 

双柏县 3892.3 9.2450 7.7210 9.3164 19.7 -0.8 

牟定县 1441.6 2.3834 1.8253 2.4765 30.6 -3.8 

南华县 2263.7 4.8428 4.0147 6.4162 20.6 -24.5 

姚安县 1693.4 2.1970 2.0590 3.2958 6.7 -33.3 

大姚县 4045.8 9.9159 8.7938 11.2694 12.8 -12 

永仁县 2152.9 5.1730 4.2351 4.9765 22.1 3.9 

元谋县 2026.3 2.3418 1.8921 2.1731 23.8 7.8 

武定县 2938.6 7.0767 6.2350 7.7399 13.5 -8.6 

禄丰县 3569.1 7.0717 6.6416 6.6967 6.5 5.6 

全州 28448.2 58.3281 50.9302 63.2167 14.5 -7.7 

 

三、地下水资源量 

地下水资源量指由降水和地表水下渗补给地下含水层的动态水

量。2016 年全州地下水资源量 15.57 亿立方米，比上年偏多 22.0%，

比常年偏少 2.5%，地下水径流模数 5.47 万立方米/平方千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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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政分区中，双柏县地下水资源量最大为 2.68 亿立方米；武定

县次之，为 2.51 亿立方米；姚安县最小，为 0.28 亿立方米。各县（市）

地下水径流模数在 1.64～8.55 万立方米／平方千米之间，其中武定

县最大为 8.55 万立方米／平方千米，姚安县最小为 1.64 万立方米／

平方千米。与上年相比，禄丰偏少 15.9%，元谋大致持平，姚安、永

仁、大姚分别偏多 12.2%、15.6%、23.7%，牟定、武定、楚雄、双柏

4 县（市）偏多 32.9%～44.1%，南华大幅偏多 63.0%；与常年相比，

姚安偏少 55.9%，楚雄偏少 15.5%，双柏、牟定、武定偏少 4.1～5.5%，

禄丰、南华、大姚 3 县大致持平，永仁、元谋大幅偏多 50.9%、54.8%。 

 

图 11  2016 年各行政区地下水资源量与 2015 年及常年比较图 

 

水资源分区中，石鼓以下干流地下水资源量最大为 8.01 亿立方

米，元江 7.13 亿立方米，李仙江最小 0.43 亿立方米。李仙江地下水

径流模数最大，为 24.7 万立方米/平方千米；元江次之，为 6.35 万立

方米/平方千米；石鼓以下干流最小，为 4.70 万立方米/平方千米。 



13 
 

四、水资源总量 

水资源总量指评价区内当地降水形成的地表和地下产水量，即地

表径流与降水入渗补给量之和。2016 年全州水资源总量为 58.3281 亿

立方米，折合径流深 205.0 毫米，产水模数为 20.5 万立方米/平方千

米，产水系数为 0.21，人均水资源量为 2129 立方米。 

行政分区中，大姚县产水模数最大，为 24.5 万立方米/平方千

米，其次为武定县 24.1 万立方米/平方千米；元谋县最小，为 11.5 万

立方米/平方千米，最大与最小之间倍比为 2.13。产水系数中，大姚

县最大为 0.25；元谋县最小，为 0.14。 

 
    表 3  2016 年楚雄州水资源总量 

分区名称 

面积 
年降 

水量 

地表水

资源量

地下水

资源量

河川基

流重复

计算量

水资源 

总量 

产水 

模数 产水

系数
平方 

公里 

亿立 

方米 

亿立 

方米 

亿立 

方米 

亿立 

方米 

亿立方

米 

万立方米/

平方千米

行政 

分区 

楚雄市 4424.5 46.19 8.08 2.25 2.25 8.08  18.3  0.18 

双柏县 3892.3 38.32 9.25 2.68 2.68 9.25  23.8  0.24 

牟定县 1441.6 14.48 2.38 0.38 0.38 2.38  16.5  0.16 

南华县 2263.7 23.35 4.84 1.17 1.17 4.84  21.4  0.21 

姚安县 1693.4 14.61 2.20 0.28 0.28 2.20  13.0  0.15 

大姚县 4045.8 39.80 9.92 2.23 2.23 9.92  24.5  0.25 

永仁县 2152.9 21.61 5.17 1.25 1.25 5.17  24.0  0.24 

元谋县 2026.3 16.41 2.34 0.56 0.56 2.34  11.5  0.14 

武定县 2938.6 28.29 7.08 2.51 2.51 7.08  24.1  0.25 

禄丰县 3569.1 38.24 7.07 2.26 2.26 7.07  19.8  0.18 

全州 28448.2 281.28 58.33 15.57 15.57 58.33  20.5  0.21 

水资

源三

级分

区 

石鼓以下干流 17060.8 162.93 33.21 8.01 8.01 33.21  19.5  0.20 

李仙江 175.8 3.05 1.50 0.43 0.43 1.50  85.3  0.49 

元江 11211.6 115.30 23.62 7.13 7.13 23.62  21.1  0.21 

全州 28448.2 281.28 58.33 15.57 15.57 58.33  20.5  0.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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水资源分区中，李仙江产水模数最大，为 85.3 万立方米/平方千

米；元江次之，为 21.1 万立方米/平方千米；石鼓以下干流最小，为

19.5 万立方米/平方千米。产水系数中，李仙江最大，为 0.49；元江

次之为 0.21，石鼓以下干流最小为 0.20。 
 

五、出入境水量 

2016 年我州金沙江入境水量为 509.6 亿立方米，我州与四川省

结合水量为 794.2 亿立方米，出境过境水量为 1303.8 亿立方米；元

江入境水量为 8.72 亿立方米，出境水量为 31.2 亿立方米；李仙江出

境水量为 1.48 亿立方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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蓄水动态 

2016 年蓄水工程年末实际蓄水量为 9.7084 亿立方米，占计划蓄

水的 108%，比上年增蓄 7.6%。其中 1 件大型水库即青山嘴大（二）

型水库年未蓄水 0.6340 亿立方米，占总蓄水量的 6.5%；26 件中型水

库年未蓄水 3.4467 亿立方米，占蓄水总量的 35.5%；171 件小（一）

型水库年未蓄水 2.6426 亿立方米，占蓄水总量的 27.2%；899 件小

（二）型水库年未蓄水量 1.5193 亿立方米，占蓄水总量的 15.7%；

17435 件小坝塘年未蓄水 1.4658 亿立方米，占蓄水总量的 15.1%。 

按县级行政分区统计，楚雄市蓄水量最多为 1.94 亿立方米，其

次为禄丰县，蓄水量 1.58 亿立方米；南华县蓄水量最少为 0.59 亿立

方米。各县蓄水量与上年比较情况见下图 12。 

 
图 12   2016 年末楚雄州县级行政分区水利工程蓄水量与上年比较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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供用耗排水量 

一、河道外供水量 

供水量指各种水源工程为用户提供的包括输水损失在内的毛供

水量，也称取水量。按地表水源、地下水源和其他水源三类统计。 

2016 年楚雄州总供水量 9.5544 亿立方米，其中地表水源供水量

9.2408 亿立方米，占总供水量的 96.7%；地下水源供水量 0.1368 亿立

方米，占 1.4%；其它水源供水量 0.1768 亿立方米，占 1.9%。地表水

源供水中：蓄水供水 8.2122 亿立方米，占 88.9%；引水供水 0.8235

亿立方米，占 8.9%；提水工程供水 0.2051 亿立方米，占 2.2%。 

 

图 13  2016 年楚雄州河道外分水源供水比例 

 

图 14  2016 年楚雄州地表水源供水组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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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政分区中，禄丰县供水最大，为 1.7439 亿立方米；楚雄市供

水量次之，为 1.7370 亿立方米；双柏县最小为 0.4923 亿立方米。 

水资源分区中，金沙江石鼓以下干流供水量最大，为 7.4255 亿

立方米；元江次之，为 2.0972 亿立方米；李仙江最小，为 0.0317 亿

立方米。 

表 4  2016 年楚雄州供水量统计表  （单位：亿立方米） 

县（市） 蓄水 引水 提水 其它供水 总供水量 

楚雄 1.3466 0.2424 0.0413 0.1067 1.7370 

双柏 0.4251 0.0379 0.0000 0.0293 0.4923 

牟定 0.7164 0.0091 0.0203 0.0450 0.7908 

南华 0.6467 0.1393 0.0044 0.0150 0.8054 

姚安 0.4825 0.1020 0.0506 0.0650 0.7001 

大姚 0.6718 0.0417 0.0278 0.0094 0.7507 

永仁 0.5203 0.0294 0.0000 0.0010 0.5507 

元谋 0.9967 0.1706 0.0195 0.0245 1.2113 

武定 0.7449 0.0215 0.0035 0.0023 0.7722 

禄丰 1.6612 0.0296 0.0377 0.0154 1.7439 

合计 8.2122 0.8235 0.2051 0.3136 9.5544 

 

 
图 15  2016 年楚雄州行政区供水量及组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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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河道外用水量 

用水量指各类用水户取用的包括输水损失在内的毛用水量，按用

户特性分生产用水、生活用水和生态环境用水三大类。其中生产用水

再划分为第一产业、第二产业、第三产业用水，第一产业用水以农田

灌溉用水、林牧渔畜用水统计，第二产业用水以工业、建筑业用水统

计，第三产业用水以服务业用水统计；生活用水指居民住宅日常用水，

包括城镇生活和农村生活用水两部分；生态环境用水指人为措施调配

的水量，包括城镇生态和农村生态用水两大类。 

2016 年，全州河道外用水量 9.5544 亿立方米，与河道外供水量

持平。河道外用水中，生产用水量 8.6527 亿立方米，占河道外用水

量的 90.6％；生活用水量 0.8546 亿立方米，占河道外用水量的 8.9％；

生态环境用水量 0.0471 亿立方米，占河道外用水量的 0.5％。 

 

图 16    2016 年楚雄州河道外用水量组成 

2016 年，第一产业用水量为 7.7795 亿立方米，占生产用水量的

89.9％；第二产业为 0.7804 亿立方米，占生产用水量的 9.0％；第三

产业为 0.0928 亿立方米，占生产用水量的 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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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7    2016 年楚雄州生产用水组成 

 

三、河道内供用水量 

2016 年全州河道内供用水量，即水力发电供用水量为 22.3872 亿

立方米，其中金沙江石鼓以下 13.3809 亿立方米，元江 9.0003 亿立方

米，李仙江 0.0060 亿立方米。 

四、用水消耗量 

耗水量指在输、用水过程中通过蒸腾、蒸发、土壤吸收、产品吸

附、居民和牲畜饮用等多种途径与形式消耗，不能回到地表水体或地

下含水层的水量。 

2016 年全州用水消耗量为 5.6612 亿立方米，耗水率为 59.3%。

其中，生产用水消耗量为 5.5437 亿立方米，生活用水消耗量为 0.2137

亿立方米，生态环境用水消耗量为 0.0118 亿立方米。 

五、重要城市建成区供用水量 

2016 年楚雄市鹿城、东瓜镇城区及近郊区年供水量 0.4344 亿立

方米，用水量与供水量持平。供水以地表水源为主，其中居民生活用

水量 0.1209 亿立方米，城市公共用水量 0.0566 亿立方米，工业用水

量 0.2404 亿立方米，城市环境用水量 0.0165 亿立方米，人均生活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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水量为 134 升/日·人，万元工业增加值（当年价）用水量 22.8 立方米

/万元。 

六、废污水排放量 

2016 年全州废污水排放量为 1.3245 亿立方米。其中，生活废污

水排放量 0.6410 亿立方米，第二产业废污水排放量 0.6139 亿立方米，

第三产业废污水排放量 0.0696 亿立方米，分别占总排放量的 48.4%、

46.3%、5.3%。 

七、用水指标 

全州人均综合用水量为 349 立方米，万元国内生产总值（当年价）

用水量为 113 立方米，万元工业增加值（当年价、不含火电）用水量

为 32.0 立方米，农田灌溉亩均用水量为 446 立方米；城镇人均生活

用水量（不含城镇公共用水量）121 升/日，农村人均生活用水量（不

含牲畜用水量）62 升/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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水资源利用率 

2016 年全州水资源利用率为 15.1%。行政分区中水资源利用率最

大为元谋县 42.4%，其次为牟定 31.9%；水资源利用率最小为双柏县

5.3%，其次为大姚县 6.7%；其余各县（市）水资源利用率在 10.0%～

26.0%之间。水资源分区中石鼓以下干流水资源利用率最大，为

19.6%；元江次之，为 8.2%；李仙江最小，为 2.4%。（注：水资源利

用率为河道外供水量与多年平均水资源量的比值） 

 

图 18   2016 年楚雄州各县（市）水资源利用率 

 

 

图 19   2016 年楚雄州三级区水资源利用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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水资源质量 

一、河流水质 

2016 年全州省级水功能区全年监测评价河流 1409.3 千米，其中

符合地表水Ⅰ类水质标准的河长 28.0 千米，占 2.0%；地表水Ⅱ类水

质标准的河长 738.2 千米，占 52.4%；Ⅲ类水质标准的河长 551.6 千

米，占评价总河长的 39.1%；Ⅳ类水质标准的河长 27.8 千米，占评价

总河长的 2.0%；本年无Ⅴ类水质河段；符合劣Ⅴ类水质的河长 63.7

千米，占 4.5%。 

 

图 20   2016 年楚雄州评价河段水质现状图 

金沙江流域（即石鼓以下干流）全年综合评价河道长 1017.7 千

米，Ⅱ～Ⅲ类河道占评价河道长 93.7%，劣Ⅴ类河道占评价河道 6.3%。

主要污染物氨氮、总磷、五日生化需氧量等。 

红河流域（包括元江、李仙江）全年综合评价河道 391.6 千米，

Ⅰ类水河道占评价河道 7.2%，Ⅱ类河道占评价河道 64.0%，Ⅲ类河道

占评价河道长 21.7%，Ⅳ类河道占评价河道的 7.1%，主要超标项目为

氨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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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5   2016 楚雄州监测河流水质评价结果（石鼓以下干流） 

三

级

区 

河流 水质代表站 断面所在地址 

评价河

长(千

米) 

水质

目标

断面水质类别 

全年主要超标项目
全年 汛期 非汛期 

石

鼓

以

下

干

流 

金沙江 
牛邦山 元谋县江边乡尼莫拍村 13.8 Ⅲ Ⅱ Ⅱ Ⅱ 

江边渡口 元谋县江边乡江边村 50.7 Ⅱ Ⅱ Ⅱ Ⅱ 

渔泡江 
红梅水库 姚安县弥兴乡红梅水库 7.0 Ⅱ Ⅱ Ⅱ Ⅱ 

三岔河 大姚县三岔河乡 163.3 Ⅲ Ⅱ Ⅱ Ⅱ 

万马河 
桂花 大姚县桂花乡 15.7 Ⅱ Ⅱ Ⅱ Ⅱ 

昔丙 永仁万马乡昔丙村 47.1 Ⅲ Ⅲ Ⅲ Ⅱ 

龙川江 

沙桥镇 南华县沙桥镇 22.5 Ⅱ Ⅱ Ⅲ Ⅱ 

小天城 
南华县龙川镇车子塘村委会

小天城村 
48.1 Ⅲ Ⅲ Ⅲ Ⅲ 

 

楚雄 楚雄市东瓜镇庄甸村 12.9 Ⅳ 
劣

Ⅴ 
Ⅴ 劣Ⅴ 

氨氮；五日生化需

氧量。 

石涧 楚雄市苍岭镇石涧村委会 22.5 Ⅳ 
劣

Ⅴ 

劣

Ⅴ 
劣Ⅴ 

氨氮；总磷；五日

生化需氧量。 

黑井 禄丰县黑井镇 115.7 Ⅲ Ⅲ Ⅳ Ⅲ 

龙川江 
小黄瓜园 元谋县黄瓜园镇小黄瓜园村 26.0 Ⅲ Ⅱ Ⅱ Ⅲ 

 

江边 
元谋县江边乡江边村阿尼古

大桥 
20.0 Ⅲ Ⅱ Ⅱ Ⅱ 

 

紫甸河 
凤屯 牟定县凤屯乡凤屯村 42.0 Ⅱ Ⅱ Ⅱ Ⅱ 

吕合镇 楚雄市吕合镇 12.6 Ⅲ Ⅱ Ⅱ Ⅱ 

勐岗河 
中屯水库 牟定县蟠猫乡中屯水库 8.4 Ⅱ Ⅱ Ⅲ Ⅱ 

古岩河 1 号桥 牟定县蟠猫乡 95.0 Ⅱ Ⅲ Ⅳ Ⅱ 

蜻蛉河 
太平 姚安县太平镇太平村 12.4 Ⅱ Ⅱ Ⅱ Ⅱ 

团塘 大姚县金碧镇团塘村 92.3 Ⅲ Ⅲ Ⅳ Ⅱ 

多克（二） 元谋县物茂乡那化桥 69.0 Ⅱ Ⅱ Ⅱ Ⅱ 

猛果河 
新村水库 武定县猫街镇新村水库 24.0 Ⅱ Ⅱ Ⅲ Ⅱ 

高桥 武定县高桥镇土木格村 59.3 Ⅲ Ⅲ Ⅳ Ⅱ 

邓官小河 团山水库 楚雄市东瓜镇 9.1 Ⅲ Ⅲ Ⅲ Ⅲ 

武定小河 马一村桥 昆明市禄劝县屏山乡马一村 28.3 Ⅲ 
劣

Ⅴ 

劣

Ⅴ 
劣Ⅴ 

氨氮；五日生化需

氧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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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表 5   2016 楚雄州监测河流水质评价结果（元江) 

三

级

区 

河流 水质代表站 断面所在地址 

评价河

长(千

米) 

水质

目标

断面水质类别 

全年主要超标项目
全年 汛期 非汛期 

元

江 

马龙河 
楚雄岔河 楚雄市西康郎镇菖蒲箐 28.0 Ⅱ Ⅰ Ⅱ Ⅱ 

双柏小龙潭 双柏县艾尼山乡大沙坝村 106.8 Ⅱ Ⅱ Ⅱ Ⅱ 

绿汁江 

东河水库库

尾 
禄丰县和平镇大龙树 55.0 Ⅱ Ⅱ Ⅱ Ⅱ 

 

董户村水文

站 
禄丰县金山镇 27.8 Ⅳ Ⅳ Ⅳ Ⅳ 氨氮 

普厂大桥 易门县铜厂乡阿三郎 72.0 Ⅲ Ⅲ Ⅲ Ⅲ 

沙甸河 树密么 禄丰县罗川镇树密么村 89.0 Ⅱ Ⅱ Ⅱ Ⅱ 

旧庄河 一平浪 禄丰县一平浪镇 13.0 Ⅲ Ⅲ Ⅲ Ⅲ 

 

从河流评价结果可看出，楚雄州河流整体水质状况较 2015 年有

所改善，Ⅳ、Ⅴ类水质明显减少，但龙川江、武定小河、绿汁江等流

经重要城镇河段水污染较严重。其中龙川江楚雄市区至大海波水库段

氨氮、总磷、五日生化需氧量等为主要超标污染物，武定小河武定城

区段氨氮、五日生化需氧量超标，绿汁江禄丰城区段氨氮超标。 

 
图 21   2016 年楚雄州水功能区监测河流水质现状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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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水功能区达标情况 

2016 年全州全年评价 22 个一级水功能区（不含开发利用区），

其中金沙江石鼓以下干流 17 个、元江 5 个。所评价功能区中有 18 个

达标，达标率为 81.8％。评价河长 1132.0 千米，达标河长 876 千米，

占评价河长的 77.4％。其中：保护区 9 个，8 个达标，达标率 88.9%；

保留区 12 个，9 个达标，达标率 75.0%；缓冲区 1 个，达标率 100%。 

开发利用区共分为 12 个水功能二级区，其中金沙江石鼓以下干

流 10 个，元江流域 2 个。水功能二级区达标 6 个，达标率 50.0%。 

2016 年楚雄州水功能区水质评价结果见表 6、续表 6。主要超标

项目为汞、总磷、氨氮、五日生化需氧量、镉、高锰酸盐指数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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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6   2016 年楚雄州水功能区水质评质结果 

序
号 

一级水功能区 二级水功能区 

全年全因子评价 

汛期
水质 

非汛期
水质 

年度
水质

评价结
果 

超标项目 

1 金沙江滇川 3号缓冲区  Ⅱ Ⅱ Ⅱ 达标   

2 金沙江元谋保留区  Ⅱ Ⅱ Ⅱ 达标   

3 渔泡江南华-姚安源头水保

护区  Ⅱ Ⅱ Ⅱ 达标   

4 渔泡江姚安-大姚保留区  Ⅱ Ⅱ Ⅱ 达标   

5 万马河大姚源头水保护区  Ⅱ Ⅱ Ⅱ 达标   

6 万马河大姚-永仁保留区  Ⅲ Ⅱ Ⅲ 达标   

7 龙川江南华源头水保护区  Ⅲ Ⅱ Ⅱ 不达标 汞、氨氮 

8 龙川江南华-楚雄开发利用

区 
毛板桥水库南华农业、

渔业用水区 Ⅳ Ⅲ Ⅳ 不达标 
总磷、五日生化需

氧量、溶解氧 

9  
龙川江南华-楚雄工业、

农业用水区 Ⅲ Ⅲ Ⅲ 不达标 
总磷、氨氮、五日

生化需氧量 

10  
青山嘴水库楚雄饮用、

工业、农业用水区 Ⅲ Ⅱ Ⅲ 达标   

11  
龙川江楚雄景观、农业

用水区 Ⅴ 劣Ⅴ 劣Ⅴ 不达标 
氨氮、五日生化需

氧量、总磷 

12 龙川江楚雄保留区  劣Ⅴ 劣Ⅴ 劣Ⅴ 不达标 
氨氮、总磷、五日

生化需氧量 

13 大海波水库禄丰开发利用

区 
大海波水库禄丰农业、

工业用水区 Ⅴ Ⅴ Ⅴ 不达标 
五日生化需氧量、

总磷、氨氮 

14 龙川江禄丰-元谋保留区  Ⅳ Ⅲ Ⅲ 不达标 
五日生化需氧量、

总磷、镉 

15 龙川江元谋开发利用区 龙川江元谋工业、农业

用水区 Ⅱ Ⅲ Ⅱ 达标   

16  龙川江元谋过渡区 Ⅱ Ⅱ Ⅱ 达标   

17 紫甸河姚安-牟定源头水保

护区  Ⅱ Ⅱ Ⅱ 达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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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表 6   2016 年楚雄州水功能区水质评质结果 

序
号 

一级水功能区 二级水功能区 

全年全因子评价 

汛期
水质

非汛期
水质 

年度
水质

评价
结果 

超标项目 

18 九龙甸水库楚雄开发利用

区 
九龙甸水库楚雄饮

用、农业用水区 Ⅱ Ⅱ Ⅱ 达标   

19 紫甸河楚雄保留区  Ⅱ Ⅱ Ⅱ 达标   

20 西静河水库楚雄开发利用

区 
西静河水库楚雄饮

用、工业用水区 Ⅱ Ⅱ Ⅱ 不达标 总磷、高锰酸盐指数

21 勐岗河牟定源头水保护区  Ⅱ Ⅱ Ⅱ 达标   

22 勐岗河牟定-元谋保留区  Ⅳ Ⅱ Ⅲ 不达标 总磷 

23 蜻蛉河姚安源头水保护区  Ⅱ Ⅱ Ⅱ 达标   

24 蜻蛉河姚安-大姚开发利用

区 
蜻蛉河姚安-大姚农

业用水区 Ⅳ Ⅱ Ⅲ 达标   

25 蜻蛉河大姚-元谋保留区  Ⅱ Ⅱ Ⅱ 达标   

26 猛果河武定源头水保护区  Ⅲ Ⅱ Ⅱ 达标   

27 猛果河武定保留区  Ⅳ Ⅱ Ⅲ 达标   

23 蜻蛉河姚安源头水保护区  Ⅱ Ⅱ Ⅰ 达标   

28 马龙河南华-楚雄源头水保

护区  Ⅱ Ⅱ Ⅱ 达标   

29 马龙河楚雄-双柏保留区  Ⅱ Ⅱ Ⅱ 达标   

30 绿汁江禄丰源头水保护区  Ⅱ Ⅱ Ⅱ 达标   

31 
绿汁江禄丰开发利用区 

东河水库禄丰饮用、

工业用水区 Ⅳ Ⅳ Ⅳ 不达标 氨氮 

32 绿汁江禄丰工业、农

业用水区 Ⅲ Ⅲ Ⅲ 达标   

33 绿汁江禄丰-易门保留区  Ⅱ Ⅱ Ⅱ 达标   

34 沙甸河双柏-禄丰保留区   Ⅱ Ⅱ Ⅱ 达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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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集中式供水水源地水质 

2016 年楚雄州共对全州 10 县（市）17 个集中式供水水源地进行

了全年监测，其中达标 13 个，楚雄市青山嘴、尹家嘴，姚安县洋派

水库，大姚大坡水库等 4 个水源地不达标，超标项目主要为五日生化

需氧量、锰、总磷、高锰酸盐指数等。 

表 7  2016 年楚雄州集中式供水水源地水质评价结果 

县（市） 水源地 
全年监

测次数

(次) 

基本项目全年水质类别(次) 
全年综合评

价合格次数

水源地

水质合

格率

(%) 

主要超标项目 
Ⅰ

类 
Ⅱ

类 
Ⅲ

类

Ⅳ

类

Ⅴ

类 

基本项

目合格

次数 

楚雄 

青山嘴水库 12   2 8 1 1 10 10 83.3  
锰、五日生化需氧量、

总磷 

九龙甸水库 12   12    12 12 100    

西静河水库 12   5 7   12 12 100    

尹家嘴水库 12     10 2  10 10 83.3  锰、高锰酸盐指数 

团山水库 12   2 10   12 12 100    

双柏 新华水库 3   1 2   3 3 100    

牟定 中屯水库 3   1 2   3 3 100    

南华 兴隆坝水库 3   2 1   3 3 100    

姚安 
洋派水库 3   1 1 1  2 2 66.7  五日生化需氧量 

改水河水库 3 1 2    3 3 100    

大姚 

大坡水库 3   1  2  1 1 33.3  锰、总磷 

石洞水库 3   2 1   3 3 100    

大坝水库 3   2 1   3 3 100    

永仁 尼白租水库 3   3    3 3 100    

元谋 丙间水库 3   3    3 3 100    

武定 古柏石将军 3   3    3 3 100    

禄丰 大滴水 3   1 2   3 3 1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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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重要水库水质 

2016 年，对州内 20 个重要水库水质进行了监测评价，评价水库

水质总体良好，红梅、青山嘴等 16 座水库全年水质评价为Ⅱ～Ⅲ类，

毛板桥、大海波、大坡、新村等 4 座水库全年水质评价为Ⅳ～Ⅴ类。

其中：南华毛板桥水库处轻度富营养，主要污染物为总磷、五日生化

需氧量；禄丰大海波水库处中度富营养，主要污染物为总磷、五日生

化需氧量、氨氮等；大坡、新村水库主要污染物为总磷。 

表 8  2016 年楚雄州重要水库水质评价结果 

三级区 
水库名

称 
水库

类型 
所在河流 

全年 汛期 非汛期 4～9月营养评价

水质

类别 
主要污染项目 

水质

类别

主要污染项

目 
水质

类别
主要污染项目 

评分

值 
营养化

程度 

石鼓以

下干流 

红梅 中型 渔泡江 Ⅱ   Ⅱ   Ⅱ   46.6 中营养 

毛板桥 中型 龙川江 Ⅳ 总磷 Ⅳ 
总磷；五日生

化需氧量。 
Ⅲ   58.7 

轻度富

营养 

青山嘴 大型 龙川江 Ⅲ   Ⅲ   Ⅱ   48.7 中营养 

大海波 中型 龙川江 Ⅴ 
总磷；五日生化

需氧量；氨氮。
Ⅴ 

总磷；五日生

化需氧量。 
Ⅴ 

总磷；五日生化需

氧量；氨氮等。 
63.7 

中度富

营养 

九龙甸 中型 紫甸河 Ⅱ   Ⅱ   Ⅱ   38.7 中营养 

西静河 中型 西静河 Ⅱ   Ⅱ   Ⅱ   44.2 中营养 

中屯 中型 勐岗河 Ⅱ   Ⅲ   Ⅱ   41.7 中营养 

尹家嘴 小型 中本河 Ⅲ   Ⅲ   Ⅲ   49.6 中营养 

团山 小型 邓官小河 Ⅲ   Ⅲ   Ⅲ   49.2 中营养 

兴隆坝 小型 双甸河 Ⅱ   Ⅲ   Ⅱ   42.1 中营养 

洋派 中型 洋派河 Ⅲ   Ⅱ   Ⅲ   49.8 中营养 

改水河 小型 紫甸河 Ⅱ   Ⅱ   Ⅱ   32.7 中营养 

大坡 小型 七街河 Ⅲ   Ⅳ 总磷 Ⅲ   48.8 中营养 

石洞 小型 河底河 Ⅱ   Ⅱ   Ⅲ   45.1 中营养 

大坝 小型 西河 Ⅱ   Ⅱ      40.4 中营养 

尼白租 中型 羊蹄江 Ⅱ   Ⅱ   Ⅱ   40.0 中营养 

丙间 中型 丙间河 Ⅱ   Ⅱ   Ⅱ   46.3 中营养 

新村 中型 猛果河 Ⅳ 总磷 Ⅳ 总磷 Ⅳ 总磷 54.0 
轻度富

营养 

元江 
东河 中型 绿汁江 Ⅱ   Ⅱ   Ⅱ   50.3 

轻度富

营养 

新华 小型 塔扎河 Ⅱ   Ⅲ   Ⅲ   45.9 中营养 



31 
 

重要水事 

【水利投资创历史新高】2016 年，楚雄州全年完成水利固定资产投

资 48.09 亿元，分别占省厅和州政府下达完成 31.2 亿元、40 亿元的

154.1%和 120.2%，实现了“十三五”良好开局。 

【州委副书记、州长杨斌专题研究“十三五”水务发展改革工作】1 月 20 日

上午，州委副书记、州长杨斌，州委常委、副州长任锦云听取了州水

务局局长马国雄关于全州水利发展“十二五”规划完成情况、“十三

五”水务发展改革规划，以及 2016 年工作计划等情况汇报。杨斌要

求，一要进一步完善水网蓝图，加强“十三五”水务发展规划与经济

社会发展规划纲要，以及其他专项规划的衔接，形成加快水利发展改

革活力；二要争取更多项目列入上级规划盘子；三要创新推进模式，

充分发挥政府和市场作用，加大水利政银、政企合作力度，拓宽金融

渠道，要加快水价改革，促进节约用水、提高用水效率，吸引社会资

金、民营资本等参与水利建设。深入研究国家 PPP 项目建设模式对加

快我州水利建设的有利因素，争取 PPP 水利项目建设取得新突破；四

要用足用好政策，紧紧抓住国家实施精准脱贫攻坚战略等机遇，统筹

谋划和加快水利建设，推动水利发展改革迈上新台阶，实现治水兴水

新跨越，为夺取彝州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决胜阶段的胜利提供水资源支

撑和水安全保障。 

【州政府与省水利厅共谋加快水利改革发展大计】  4 月 7～8 日，

省水利厅陈坚厅长率相关处室负责人到永仁、元谋、楚雄 3 县市调研

农田水利、“五小水利”改革发展等工作。4 月 8 日下午，杨斌州长

主持，在州公务中心举行州委、州政府与省水利厅座谈水务工作汇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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会。会上，陈厅长充分肯定了楚雄州“十二五”以来水务改革发展取

得的成绩，分析了加快水务改革发展面临的重大机遇，并对做好楚雄

州“十三五”及 2016 年水务工作提出了明确要求；州委侯书记强调，

全州上下要把思想统一到中央和省的部署上来，按照陈厅长和省水利

厅的要求，抓住水网建设这个关键，抢抓机遇、乘势而上、攻坚克难、

决战决胜，补齐水短板，力争到 2020 年建成区域互济、均衡优质、

安全可靠的水资源保障与利用体系，推动全州的跨越发展；杨斌州长

要求，全州各级各部门要进一步统一思想，提振信心，强化措施，克

服一切困难，坚决打好水网建设攻坚战，确保全面完成今年及“十三

五”水网工程建设任务，为全面建成小康社会提供坚实的水利保障。 

【水利规划和项目前期工作加快推进】积极推进辖区内河流流域综合

规划等重点水利规划编制，及时完成水利发展“十三五”规划、龙川

江和马龙河水资源综合利用规划、水网建设规划等相关专项规划编制

工作；全面加快西南五省重点水源建设规划、全国大中型水库建设实

施意见确定的项目前期工作，小石门大型水库基本完成了项目建议书

编制工作；大姚桂花中型水库项目建议书已通过省审查，并上报流域

机构审核，可研工作已基本完成;牟定定远河中型水库项目建议书已

完成上报省，正在开展可研工作；禄丰罗申河、楚雄白衣河和马龙河、

双柏白水河、武定志黑、元谋龙街河、禄丰东河水库扩建 7 件中型水

库项目建议书已完成，其中白衣河、马龙河、白水河、志黑 4 件工程

已上报省；及时完成 2016 年拟建的南华小箐河中型水库和武定土瓜

地、双柏平掌河、大姚河底、楚雄响水箐、牟定高泉闸 5 件小（一）

型水库项目前期工作，确保按计划顺利开工。 

【水利融资取得重大突破】认真研究金融支持水利信贷政策，积极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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动加强与发改、农发行等单位沟通协调，千方百计加大融资力度，2016

年，楚雄州重点水源工程、河库连通工程、高效节水灌溉工程、河道

治理等八类项目，共 99 件工程批准贷款规模 82.8 亿元(浦发行扶贫

投资发展基金 45.58 亿元，国家专项基金 17.04 亿元，兴业银行贷款

16.4 亿元，农行、农发行等贷款 3.78 亿元)，已发放贷款 18.39 亿

元，其中：浦发行扶贫投资发展基金 4.22 亿元、国家专项基金 10.64

亿元，农行、农发行等金融机构 3.53 亿元，连同州县市财政安排 3.23

亿元，州县市合计落实水利资金 21.62 亿元，首次超过中央省级水利

投资，也是楚雄州水利建设史上地方投入最多的一年。 

【楚雄州获省水利厅 2016 年 9 月底中央水利投资计划执行定期考核第一名】  

2016 年 10 月，云南省水利厅通报了 2016 年 9 月底中央水利投资计

划执行定期考核结果，楚雄州喜获优良等次，得分 96.48 分，排名全

省第一。 

【重点水源工程稳步推进】2016年12月21日，楚雄州重点中型骨干水

源工程南华县小箐河中型水库工程建设正式启动，小箐河水库坝高

51.1米，总库容1116.79万立方米，总投资2.59亿元，建设工期三年，

工程建成后年供水量638.4万立方米，可解决徐营灌区1.596万亩农田

灌溉用水，1.22万农村人口生活供水及1.19万头大、小牲畜饮水问题，

可提高南华县城市供水保障，对南华县实现水资源的优化配置，促进

地方经济发展起到重要作用。武定土瓜地、大姚河底、双柏平掌河、

牟定高泉闸、楚雄响水箐5座小（一）型水库工程开工建设，5件水库

总库容777.09万立方米，总投资3.39亿元。牟定丰乐、双柏螃蟹冲2

座小（一）型水库竣工验收。2件水库总库容295.52万立方米，完成

总投资9148万元。2016年12月30日，青山嘴大（二）型水库工程顺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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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过竣工验收，青山嘴水库工程于2007年2月13日开工建设，2011年6

月30日工程建设完工，完成总投资9.42亿元。 

【水利投入实现新突破】2016 年，州水务局紧紧抓住国家专项基金

用于水利建设，农发行、浦发行、兴业银行等金融机构出台多项金融

支持水利建设政策机遇，积极争取中央、省水利建设财政性补助资金，

协同州发改委和各商业银行，帮助各县市采取“小、散”水利项目整

装打捆、分级审批等措施，争取金融资金用于水利建设。全年共争取

到中央和省级水利补助资金 9.82 亿元（其中中央 4.39 亿元、省级

5.43 亿元），占年度计划争取上级补助资金 9.29 亿元的 105.7%，重

点水源工程、河库连通工程、高效节水灌溉工程、河道治理等八类项

目，共 99 件工程批准贷款规模 82.8 亿元(浦发行扶贫投资发展基金

45.58 亿元，国家专项基金 17.04 亿元，兴业银行贷款 16.4 亿元，

农发行等贷款 3.78 亿元)，已发放贷款 18.39 亿元（其中：扶贫投资

发展基金 4.22 亿元、国家专项基金 10.64 亿元，农行、农发行等金

融机构 3.53 亿元），连同州县市财政安排 3.23 亿元，州县市共落实

水利资金 21.62 亿元，是楚雄州水利建设史上地方投入最多的一年。 

【洪涝泥石流灾害】截至 2016 年 12 月 31 日，楚雄州平均累计降雨

量 905.8 毫米，较 2015 年同期多 83.5 毫米，较历年同期多 43.3 毫

米。9 月以来，楚雄州多次出现强降雨，平均降雨量达 298 毫米，较

历年同期偏多 175 毫米，刷新 1960 年有资料记录以来历史最高记录，

累计降雨突破同期历史极值，暴雨频次及单次降雨突破同期历史极

值。2016 年 9 月份楚雄州主要河流实测径流较历年同期偏多约六成、

较 2015 年大幅偏多近一倍，楚雄州有 7 条河流 21 站次发生超警戒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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位，8 站次超保证水位。极端降雨天气造成永仁“9·07”、元谋“9·17”、

牟定“9·30”特大洪涝泥石流滑坡灾害。据统计，楚雄州共 10 县市

103 个乡镇 22.98 万人不同程度受灾，牟定县城受淹，倒塌房屋 90

间，因洪涝灾害死亡人口 5 人、失踪 4 人，紧急转移人口 1.53 万人；

全州农作物受灾面积 18.41 万亩，成灾面积 10.26 万亩，绝收 2.17

万亩；停产工矿企业 3 家，铁路中断 1 条次，公路中断 222 条次，电

力中断 68 条次；损坏小型水库 134 座，损坏堤防 71 处 24.98 公里，

损坏护岸 123 处，损坏水闸 15 座，冲毁坝塘 10 座，损坏灌溉设施

574 处，损坏水文站 3 座，损坏机电泵站 22 座，损坏水电站 7 座。

因洪涝灾害造成的直接经济损失 12.4 亿万元，其中水利设施直接经

济损失 3.98 亿元。 

【防汛抗旱减灾取得胜利】2016 年发生了春夏季节局地干旱，州水

务局通过采取引、提、拉运等有效措施临时解决了 3.95 万人、1.93

万头大牲畜的饮水困难，累计浇灌面积 6.85 万亩，抗旱减灾工作取

得全面胜利。入汛后，全州水务和防汛部门及早安排部署，狠抓责任

落实，全力做好防汛抢险救灾工作。在州委、州政府的正确领导下，

水务、水文及有关部门全力配合，积极有效应对了永仁“9·07”、

元谋“9·17”和牟定“9·30”等特大洪涝泥石流灾害，成功排除元

谋“9·17”朱布、海洛堰塞湖险情，朱布堰塞湖完成了长约 820 米、

宽约 33 米、深约 5 米的泄洪槽开挖，累计开挖量约 6.77 万立方米，

最高水位下降了 2.28 米。牟定县“9·30”暴雨洪涝灾害导致牟定县

东清、永丰 2 座小（一）型水库，贾溪塘、卫星 2 座小（二）型水库

出现险情。共组织武警、消防、预备役等 235 名、干部群众 40 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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调集车辆、防洪袋等机械物资，对贾溪塘水库下游坝坡滑坡实施坡脚

反压加固，有效避免了漫坝溃坝灾难性事故，取得牟定县“9·30”

暴雨洪涝灾害贾溪塘水库应急抢险工作的胜利。截至 2016 年底全州

共争取下达防汛抢险应急及水利工程水毁修复资金 2080 万元，其中

中央 1860 万元、州级 220 万元，对重点水毁水利工程及时进行了修

复，确保了受灾地区群众供用水。建立健全山洪灾害群测群防体制，

完善山洪灾害预警预报。2016 年发布山洪灾害监测预警 3901 次，发

布预警短信 4 万余条，转移人口 1.25 万人，避免人员伤亡 9519 人。

完成了楚雄州小型水库、小坝塘和山洪灾害防御群测群防机制体制改

革禄丰县试点工作，形成了“5 个 1”的工作成果并向全州推广，逐

步提升了我州重点小型水库和山洪灾害防御能力。龙川江干流青山嘴

水库、大海波水库在供水蓄水和主汛期防洪调度中发挥了较大作用，

累计向下游供水 7000 万立方米。 

【冬春农田水利建设】2016 年，楚雄州冬春农田水利建设计划总投

资 26.2 亿元，实际完成投资 29.6 亿元，投入工日 3595.23 万个，完

成土石方 3438.17 万方，混凝土方 118.8 万方。修复水毁工程 144 处，

新修和清淤防渗渠道 361.58 公里，加固堤防 68.16 公里，疏浚河道

37.46 公里，除险加固水库 278 座，新修维护塘坝 219 处，新修维护

水窖（池）34420 个。新增蓄水能力 3411.6 万立方米，新增节水灌

溉面积 10.07 万亩，改善灌溉面积 45.37 万亩，改造中低产田 11038

万亩，治理水土流失面积 193.52 平方公里，新增供水受益人口 28.17

万人，圆满完成建设任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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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农村饮水安全巩固提升】省发改委、省水利厅下达楚雄州 2016 年

农村饮水安全巩固提升工程中央预算内 5895 万元的总投资计划，对

牟定、双柏、南华、姚安、大姚、楚雄、武定等 9 县市 154 件农村供

水工程进行改造配套，需巩固提升 15.8595 万农村人口饮水安全。通

过新建、改建、联网、配套等措施，截至 2016 年 12 月底，全州农村

饮水安全巩固提升共完成投资 8063 万元，实施了 154 件农村饮水安

全巩固提升项目，巩固提升农村人口 17.5986 万人，其中：建档立卡

贫困户 8081 户，建档立卡贫困人口 3.2314 万人。超额完成了省级下

达的目标任务。 

【楚雄州污染减排任务顺利完成】2016 年省环保厅下达楚雄州 2016

年污染减排化学需 9849 吨，氨氮 1298 吨，据州环保局在线数据，截

止 12 月 30 日削减化学需氧量 10776.43 吨，占省下达计划数量的

109.42%，削减氨氮 1314.56 吨，占省下达计划数量的 101.28%。     

【楚雄州污水处理厂配套管网建设任务全部完成】2016 年，省住建

厅下达楚雄州污水管网建设任务 53 公里，州级下达各县污水管网建

设任务 65 公里。经我局与各县水务局、楚雄市住建局认真会商，多

措并举，共同努力，截止 12 月 30 日，全州建成污水管网 75.43 公里，

完成州级年度计划 65 公里的 116.04%；完成省下达任务 53 公里的

142.3%，圆满完成了省州下达的污水管网建设任务。 

【省住建厅对楚雄州开展城镇供水规范化检查考核工作】根据《云南

省住房和城乡建设厅关于开展城镇供水规范化管理检查考核的通知》

要求，5 月 29 日—6 月 4 日，省住建厅第八检查考核组，对楚雄州

10 县市 14 个供水企业进行城镇供水规范化管理 3 个大项 10 个分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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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3 个小项逐一检查考核。检查考核组充分肯定了楚雄州在供水部门

职能职责的制定、供水规范化管理制度贯彻落实等方面取得的成绩，

对下步工作提出了具体要求。 

【省住建厅省环保厅对楚雄州城镇污水处理厂污泥无害化处理处置

工作情况进行专项检查】根据《云南省住房和城乡建设厅云南省环境

保护厅关于开展城镇污水处理厂污泥无害化处理处置情况专项检查

的通知》要求，8 月 4 日—8 月 5 日，省住建厅副调研员胡芬率领第

二检查组，对楚雄市和永仁县进行现场专项检查，对楚雄市、永仁县

污水处理厂的污泥处置等工作进行了肯定，并对楚雄市和永仁县正做

可研报告编制的污泥处理处置项目，进行了技术指导。 

【顺利完成 2015 年云南省城镇供水、污水处理设施建设专项资金项

目绩效（再）评价】根据《云南省住房和城乡建设厅关于做好 2015

年云南省城镇供水、污水和生活垃圾处理设施建设专项资金项目绩效

（再）评价的通知》要求，省住建厅委托了专业机构到楚雄州进行项

目评价，楚雄州涉及此次绩效评价的项目为楚雄市第一污水处理厂、

元谋县污水处理厂、武定县污水处理厂、禄丰县污水处理厂、10 县

市 2014 年调增且超额完成减排任务污水处理厂“以奖代补”奖励资

金。按照省评价组要求，楚雄州水务局认真收集相关材料，细致解答

评价组提出的问题，并对四县的管网建设任务、完成情况和完成投资

进行了详细清理,按时报送省住建厅和绩效评价组，圆满完成了此次

评价工作。 

【认真开展了全州供水企业技术交流培训】为认真贯彻落省、州城市

供水及运营管理相关要求，进一步做好城市供水企业运行管理水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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确保供水安全，了解掌握新的供水营销知识。10 月 20 至 21 日，省

水协楚雄州供水营销管理工作会议在武定召开，省供水协会秘书长黄

昆，州、县水务局分管领导和业务科室负责人，楚雄州供水公司有关

人员共计 170 人参了加此次会议，省水协技术部专家周皖云针对水厂

水质监测管理做了现场培训。各有关单位就智慧水务、表计量管理及

产销差、次氯酸钠发生控制器的应用、管线探漏与生产管理进行了技

术交流并组织了水质检测技能比武。 

【水利改革】农田水利改革试点经验取得实质性进展。元谋大型灌区

丙间片11.4万亩高效节水灌溉工程列入了国家 PPP 示范项目，为云南

省入选财政部第二批40个 PPP 示范项目之一，也是楚雄州唯一入围的

一个项目，工程计划总投资3.08亿元。按照先建机制、后建工程的要

求，系统建立了该项目初始水权分配、社会资本参与、节水奖励和精

准补贴等六项机制，经招商比选，确定大禹节水集团有限公司等三家

联合体为融、投、建、管、运营主体。项目建成后，预计年节水2593

万立方米，亩均增收5000元以上，企业20年利润3.6亿元，实现群众

增收、企业盈利、政府节水“三方共赢”目标。水利投融资改革取得

最好成效，通过积极主动加强与发改、农发行等单位沟通协调，统筹

大中小型水利工程建设资金需求，采取“小、散”水利项目整装打捆，

建立水利融资项目库，加快前期工作，分级负责审批，落实承贷主体

等要素保障，努力把金融优惠政策转化为推动水利建设的“真金白

银”，为全年水利建设任务的完成提供了坚实的支撑。楚雄市、元谋

县农业水价综合改革示范、试点项目分别于2016年12月6日、9日通过

了州级考核验收，两县已全面完成了改革示范、试点任务，蜻蛉河大

型灌区姚安县水利工程水价改革取得突破性进展。通过高效节水示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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项目、水利投融资体制、农业水价等水务改革，劳动力、土地、资本、

制度、创新等要素在水务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中的综合效益进一步突

显，供水总量不足、用水效益低下、投入不到位、管理跟不上的短板

得到有效弥补。 

【水土保持】2016年，楚雄州的水土保持工作以深化改革为统领，紧

紧围绕经济社会发展和生态文明建设大局,以水土资源可持续利用、

生态环境有效保护和改善民生为目标，以治理水土流失、改善生态环

境为主线，以开发建设项目监督管理为重点，切实强化水土保持监督

管理和做好水土保持重点治理工程建设，全年共完成防治水土流失面

积648.38平方公里，占下达治理计划面积645平方公里的100.33%。

2016年州级共审批水土保持方案13件，收取水土保持补偿费98.52万

元，水土保持设施验收12件。组织县市联合分组交叉监督执法检查28

件，切实强化了水土保持监督执法检查力度。州水务局分五个组完成

州内13件重点饮用水水源地径流区矿山(含采沙、石场)进行全面排查

检查工作。组织开展《水土保持法》施行五周年宣传活动。全州共计

播出水土保持国策宣传电视宣传片2部，利用电视、广播及手机短信

等方式播出和发送水土保持法宣传内容1.5万多条，面向社会公众发

放宣传单、宣传册12000余份，制作宣传广告牌及标语145条。全力做

好中央预算内投资水土保持工程2015年度已实施项目的扫尾工作。国

家水土保持重点工程为元谋、姚安两个县，治理水土流失面积5.57

平方公里，两个县已全面完成了建设任务。双柏县马龙河小流域坡耕

地水土流失综合治理工程，下达水土流失治理面积119.72公顷，按要

求全面完成了建设任务。完成2016年度双柏县河口河、元谋县库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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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华县天申堂小流域坡耕地水土流失综合治理项目的实施方案，争取

2017年下达项目投资计划并实施。组织和实施了国家水土保持重点工

程双柏县说全小流域和云南省水土保持重点工程武定县水城河、牟定

县柜山小流域治理工程，共治理水土流失面积13.98平方公里。 

【水政水资源】水资源消耗总量和强度双控行动目标圆满完成。经省

政府对楚雄州组织考核，2015 年度及“十二五”期间最严格水资源

管理制度考核中获良好等次。经测算，2016 年省下达我州用水总量

控制目标低于 14 亿立方米，万元工业增加值用水量比 2010 年下降

33%的任务圆满完成。开展最严格水资源管理试点工作。楚雄市、元

谋县 2 个最严格水资源管理试点实施方案已经通过省批准并实施。加

强水资源保护，争取财政资金 55 万元对楚雄州 28 个集中式饮用水水

源地、18 个重要水功能区水质进行监测评价。强化最严格管理，突

出节水型社会管理，推进元谋水权水市场改革试点工作，完成了试点

区 9978 亩农业灌区 888 户农户、4 个取水大户初始水权分配，发放

了水权证，为水权水市场试点顺利实施奠定了基础。加强水资源论证

管理，严格按照法定程序、时限，组织开展了楚雄市响水箐水库、双

柏平掌河水库等 5 件建设项目水资源论证批复工作。依法治水管水不

断加强。全年共受理行政审批申请 28 件，办结 28 件，接受来信来访

20 起 31 人，办理信访积案 2 件，解决群众水事纠纷案件 19 起。全

州发生水事违法案件 24 件，现场处理 19 件，立案查处 5 件，已履行

完毕 24 件，结案率 100%。其中，实施罚款处罚案件 2 起，罚款金额

分别为 16 万元、6 万元，是自 2011 年以来最重的行政罚款处罚。全

州发生水事纠纷 50 起，已调处 48 起，调处率 96%。2016 年 12 月 26

日省水利厅考核组对楚雄州 2016 年水政监察工作进行了量化评分，

得分 97 分（百分制），连续两年获得优秀等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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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党风廉政建设】2016年，州水务局认真履行党建主体责任，建立了

“一把手”负总责、分管领导具体负责，各科室、各支部具体抓落实

的责任体系，把党建和党风廉政建设工作与水务中心工作同谋划、同

部署、同检查、同考核。针对州水务局2015年度党风廉政建设责任制

考核为不合格单位，局党组按照州委“七个一”整改要求，制定了整

改方案，重点围绕落实党风廉政建设主体责任和“召开一次专题民主

生活会、讲授一次廉政党课、解决一至两个突出问题、健全完善一套

规章制度、上报一个整改落实专题报告”抓好整改，并通过了考核验

收；进一步完善水利行政审批、项目和投资计划安排、资金监管等方

面规章制度，加强招标投标、资金使用等重要环节和关键岗位监督管

理。全年共召开13次党组会议研究党风廉政建设工作，会议决定事项

共65项，其中涉及党风廉政建设20项，并对决定事项开展了5次督查。

组织局机关15个科室、4个直属单位开展了重要环节和关键岗位廉政

风险点排查，共排查廉政风险点58个，制定防控措施86条，个人岗位

64个，排查风险点171个，制定防控措施263条，制定完善制度35个；

认真落实“四项谈话”制度，对党员干部身上的苗头性、倾向性问题

及早提醒、及早纠正，全年共实施责任主体提醒谈话72人次；充分发

挥党内监督、群众监督、舆论监督作用，认真开展纠正和防止不作为、

乱作为集中整治和从严从紧从细落实中央八项规定精神全面查偏纠

正专项行动，进一步提高干部职工纪律意识和规矩意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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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   释 
常年 指1956-2000 年多年平均值。 

地表水资源量 指地表水体中由当地降水形成的、可以逐年更新

的动态水量，即天然河川径流量。 

地下水资源量 指降水、地表水体（含河道、湖库、渠系和渠灌

田间）入渗补给地下含水层的动态水量。 

水资源总量 指评价区内当地降水形成的地表和地下的产水量，

即地表径流量与降水入渗补给量之和。南方山丘区地下水主要以河川

基流形式排泄，其他排泄量很小，河川基流量为地表水资源量与地下

水资源量的重复计算量，因此，可以将河川径流量近似作为水资源总

量。 

供水量 指各种水源工程为用户提供的包括输水损失在内的水

量，也称取水量。按照取水水源不同分为地表水源、地下水源和其他

水源三大类， 

用水量 指在分配给用户的包括输水损失在内的毛用水量。按用

户特性分生产用水、生活用水和生态环境用水三大类。 

城市建成区 指城市建筑基本连片、公共设施达到的地区，包括

已建成的工业园区、经济开发区和机场等。 

用水消耗量 （简称耗水量）指在输水、用水过程中，通过蒸腾

蒸发、土壤吸收、产品带走、居民和牲畜饮用等多种途径消耗掉，而

不能回归至地表水体和地下含水层的水量。 

废污水排放量 指城镇居民生活、第二产业和第三产业排放的废

污水量，按用户排出量和入河量两个层次进行统计。火电厂直流式冷

却水排放量和矿坑排水量不计入废污水量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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