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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东线后续工程战略定位 

（一）2002总体规划 

 南水北调工程东线、中线和

西线三条调水线路，各有其

合理的供水范围和供水目标。 

 与四大江河形成一个有机整

体，可相互补充。 

 实现“四横三纵”的总体布

局，充分发挥多水源供水的

综合优势，共同提高受水区

的供水保证程度。 

 强调根本目标是改善和修复

黄淮海平原和胶东地区的生

态环境 



 东线工程的主要供水范围是黄淮海平原东部和胶东地区，达18万km2。主要的供水目标是解决津浦铁

路沿线和胶东地区的城市缺水以及苏北地区的农业缺水，补充鲁西南、鲁北和河北东南部部分农业用

水以及天津市的部分城市用水。 

 东线工程还兼有防洪、除涝、航运等综合效益，亦有利于我国重要历史遗产京杭大运河的保护。 

 东线工程从长江下游引水，水源丰沛，利用现有河道为主，湖库调蓄能力强。 

一、东线后续工程战略定位 

（一）2002总体规划 



一、东线后续工程战略定位 

 新形势要求：习近平总书记两次视察南水北调工程，把南水北调工程

的战略重要性提升到全新的高度，并指出“要深入分析南水北调工程

面临的新形势、新任务，完整、准确、全面贯彻新发展理念，按照高

质量发展要求，统筹发展和安全……”“要切实维护南水北调工程安

全、供水安全、水质安全。” 

 国家水网是以自然河湖为基础、引调排水工程为通道、调蓄工程为结

点、智慧调控为手段，集水资源优化配置、流域防洪减灾、水生态系

统保护等功能于一体的综合体系。东线工程以利用现有河道为主，是

国家水网中水资源配置水网胡主骨架肯大动脉组成部分。 

 新阶段发展定位：东线后续工程是跨流域、跨区域的多功能综合输水

系统。工程任务以城乡生活和工业供水、白洋淀和大运河补水为主，

兼顾农业灌溉、地下水超采治理补源和航运，还可利用黄河以北“一

干多支扩面”向农业和生态相机补水。 

（二）新阶段东线工程定位 



二、形势与需求 

 京津冀协同发展战略：东线受水区涉及战略中的京津冀三省市； 

 雄安新区战略：受水区涉及白洋淀生态供水范围； 

 大运河文化带建设：直接利用大运河作为输水干线； 

 华北地下水压采：供水目标包含地下水压采补源水量； 

 黄河流域高质量发展：为黄河八七分水方案调整提供水源； 

 粮食安全战略：包含地下水压采补源等常态和扩面相机农业供水任务。 

 （一）有关国家战略 



1.建设东线后续工程是进一步完善我国“四横

三纵”水资源配置总体格局，构建国家水网、

促进水资源空间均衡的必然要求 

      通过实施东线后续工程，将资源相对丰富

地区的南水调入华北地区，挖掘和释放北方地

区能源、土地等优势资源要素和经济要素的潜

力，为构建全国统一大市场和形成畅通的国内

大循环提供关键性基础支撑。 

二、形势与需求 

 （二）建设必要性 



2.建设东线后续工程是以高水平水安全保障

支撑京津冀协同发展等一系列国家和区域重

大战略实施的必然要求 

      建设东线后续工程，北京市、天津市和河

北省中线受水区的 21个县（区）可实现东中

线工程线路穿插、水源共享、战略互备、东

西互济。可保障大运河“全线有水和通航”

的需求，为复苏京杭大运河生态、大运河文

化保护传承利用提供稳定的水资源保障。支

撑黄河“八七分水”方案大稳定小调整，促

进黄河高质量发展的重要举措。 

二、形势与需求 

 （二）建设必要性 



3.建设东线后续工程是降低华北地区水资源开发利用强

度，从根本上解决受水区水资源短缺问题的必然要求 

       增加外调水源，为当地水“释压”，是有效降低区

域水资源开发利用强度，还水于河，还水于农，改善现

状缺水形势的必要措施。欲从根本上解决海河流域水资

源供需矛盾，破解水资源作为基础性要素对生产能力的

束缚，仍需通过实施东线后续工程引入南水，增加流域

水资源承载能力。 

二、形势与需求 

 （二）建设必要性 



1.全面提升国家水安全保障，确保水利作为基础性保障性行

业率先实现现代化，迫切需要尽快建设东线后续工程 

      从提升新区水安全保障韧性、全面恢复白洋淀生机活

力,保障全局粮食安全奠定坚实基础,加快地下水填亏补空力

度等角度，另从发挥重要城市群带动引领作用，释放北方

潜在优势资源要素生产能力，改变经济发展“南强北弱”

态势，保障国家经济高质量发展，迫切需要建设东线后续

工程。 

二、形势与需求 

 （三）建设迫切性 



2.全面增强防范与抵御重大风险能力，有效应对极

端反常天气与各类突发事件，迫切需要尽快建设东

线后续工程 

       在地下水严重超采、中线水源量小且丰枯不

均的背景下，亟需东线水作为稳定的水源保障，

与中线形成战略互补，增强受水区水资源战略储

备能力。 

二、形势与需求 

 （三）建设迫切性 



3全面解决华北地区生态系统历史欠账问题，不断

满足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迫切需要尽快建设

东线后续工程 

       东线工程具有水源充足、稳定、取水影响小

等优势，为受水区地下水实现“采补平衡”与“

填补亏空”提供了有利条件。 

二、形势与需求 

 （三）建设迫切性 



二、形势与需求 

（四）东中线受水区现状供用水情况 

       海河流域2020年总供用水量372.0亿m3。东中线受水区2020年总供用水量285.1亿m3

，其中供水以地下水和外调水为主，分别占总供水量的37%和38%；用水量中，以农业为

主，占总用水量的 52%。东线受水区总供用水量182.5亿m3 （含河北扩面增加范围供用水

量16.1亿m3 ）。 



二、形势与需求 

注：以2020年为现状基准年，考虑近几年实际情况对部分地区生活、工业和生态用水进行了修正，农业采用灌溉面积和节水定额计算，在此基础上预测基准年需水量。 

（五）基准年供需平衡分析 

 

需水量。海河流域基准年多年平均需水量为393.5亿m3，东中线受水区为292.4亿m3，其中东线受水区为
193.2亿m3（含扩面增加的河北17县农业用水需求15.6亿m3）。 

供水量。在全部压减地下水超采量、退还挤占生态水量的条件下，东中线供水量考虑一期供水指标并结合
实际供水情况，确定海河流域多年平均可供水量351亿m3，东中线受水区为255.8亿m3，其中东线受水区
167.7亿m3 。 

供需分析。海河流域水资源禀赋差，供需矛盾突出。现状流域多年平均仍缺水42.5亿m3，东中线受水区缺
水36.6亿m3，其中东线受水区25.5亿m3 。 



缺水分布（按用户） 

 城乡生活：缺水量25.6亿m3。 

 农业：缺水量14.7亿m3 

 农村生态：缺水量6.8亿m3（主要是大运河、白

洋淀、衡水湖等湿地河湖需补水量）。 

 东线干线范围：缺水量43.5亿m3，主要是生

活工业缺水，其占总缺水量的55%。 

 扩面增加范围：河北增加范围农业缺水量3.6

亿m3。 

缺水分布（按区域） 

区域 省市 

2035年缺水量 

生活工业、

城镇生态 
农业 

农村 

生态 
合计 

东线 

干线范围 

北京 3.02 0.00  1.00  4.02  

天津 7.86 0.44 1.08  9.38  

河北 6.94 7.67  3.60  18.21  

山东 7.81 2.97 1.07  11.86  

小计 25.63 11.07  6.76  43.47 

东线扩面

增加范围 
河北   3.60    3.60  

合  计 25.63 14.67  6.76  47.07  

   （六）2035缺水形势分析：考虑引江补汉实施后，在不超引、不超采、不挤占的前提下，
东线受水区2035河道外经济社会发展多年平均缺水量为47.1亿m3。 

二、形势与需求 



（七）需调水量分析 

河道外总缺水量为47.1亿m3，总需增调水量为43.5亿m3 ；河道内生态需补水3.7亿m3，

总的需增调水量为47.2亿m3。 

河道外扩面农业缺水 

8.15亿m3 

缺水量 

47.07亿m3 

 

需调水量
47.24亿m3 

河道内生态补水
3.71亿m3 

河道外干线缺水 

38.92亿m3 

河道外干线需调水量 

35.80亿m3 

河道外扩面需调水量 

7.73亿m3 

扩面需调水量 

11.44亿m3 

河道外需调水量 

43.53亿m3 

二、形势与需求 



1、干线（河道外） 

 供水目标：生活、工业、城镇生态环境，白洋淀、衡水湖

和大运河以及地下水超采治理补源，并置换部分黄河水量。 

 2035年干线共需增调水35.8亿m3，其中城镇25.6亿m3

（含城镇黄河水置换0.9亿m3），重要河湖湿地5.5亿m3

（其中大运河2.46亿m3、白洋淀1.5亿m3和衡水湖0.55亿

m3）、地下水治理补源4.7亿m3。 

省市 

城乡生活、工业和城镇生
态 

河湖湿地 
地下水 

治理补源 
合计 

小计 
其中黄河水源

置换 

北京 3.02   1   4.02 

天津 7.86   1.08 0.2 9.14 

河北 6.94   3.17 4.46 14.57 

山东 7.81 0.93 0.26   8.07 

合计 25.63 0.93 5.51 4.66 35.80 

东线干线工程需调水量表       单位：亿m³ 

位山 

临清 

吴桥 

九宣闸 

采育镇 

北大港 
白洋淀 

二、形势与需求 



2、扩面调水需求（河道外7.7亿m3+河道内生态3.7亿m3 ） 

 供水目标：考虑相机补水范围涉及县域地下水治理补

源、引黄退减水源置换、农田灌溉和生态补水所需调

度水量。 

 需调水11.4亿m3。其中河北地下水治理补源1.88亿

m3、引黄退减水源置换4.8亿m3和山东农田灌溉需调

水量1.05亿m3共7.7亿m3；河北、山东两省滏阳河、

子牙河、大清河、徒骇河、马颊河、德惠新河生态补

水3.7亿m3。 

位山 

临清 

吴桥 

九宣闸 

采育镇 

北大港 
白洋淀 

引 

黄 

入 

冀 

补 

淀 

     东线扩面范围需调水量       单位：亿m³ 

省级 

行政区 

地下水治
理补源 

农田 

灌溉 

引黄退减 

水源置换 

生态 

补水 
合计 

河北省 1.88   4.80 3.17 9.85 

山东省   1.05   0.54 1.59 

合  计 1.88 1.05 4.80 3.71 11.44 

二、形势与需求 



三、规模与布局 

      在保证长江流域生态安全的前提下，综合考虑受水区历史欠账及各大战略提出的2035年新增用

水需求，总体按照“以需定供”的原则，综合考虑各目标调水需求及保证率要求，考虑沿线输水损

失、用水过程的叠加等因素，考虑东线的战略作用，按照“适当留有余地” 的原则确定黄河以北各

段工程规模如下： 

抽江：870m3/s 

穿黄：总规模345m³/s（含预留胶东及黄河三角洲100 m³/s），其中：位山线规模为100m³/s；黄

庄线规模为245m³/s； 

位山~吴桥段：345~160m³/s； 

南运河：160m³/s~100m³/s； 

马厂减河（入津）：68m3/s； 

京廊干线（入京）：29~26m3/s。 

北大港水库：总库容10.3亿m3，其中调蓄库容3.45亿m3，死库容2.05亿m3，战略库容4.82亿m3      

（一）调水规模 



三、规模与布局 

（二）工程布局 

 一干是南水北调东线主干线，利用京杭大运河及与其平
行的河道形成输水干渠，向山东鲁北、河北、天津和北
京供水。 

 重点解决沿线城镇生活、工业、大运河、白洋淀、衡水

湖、压采补源、黄河水置换等 

 多支是充分挖掘东线受水区现有输水渠道的输配水能力，
把东线水输送到黄河以北缺水地区。即指引黄入冀补淀、
位山、潘庄、李家岸等4条引黄灌溉渠道，向北深入华北
平原腹地至河北白洋淀、黑龙港及天津等地，形成南北
走向多支线输水布局。 

 扩面是利用四条引黄渠道与现有河道互联互通，构成水
网，扩大供水覆盖面，相机增加河湖生态和农业补水。 

 多支扩面重点解决邢台、衡水、沧州、邯郸等地的农业

用水问题 

位山 

吴桥 

九宣闸 



    治理前，南水北调东线输水

主干线骆马湖以南，以氨氮超标为

主；骆马湖以北至东平湖水质多项

超标，为Ⅳ类、Ⅴ类和劣Ⅴ类；海

河流域全部为超Ⅴ类。被专家视为

流域治污“世界第一难”，曾被认

为是“不可能实现的目标”。 

停、缓建高污染化工、造
纸企业 

淘汰落后产能，化解过剩
产能 

控制农业面源 

污染 

生态环境综合治理工程 

治理后，输水干线水质全部
达标，并稳定达到地表水Ⅲ
类标准。 

南四湖 

东平湖 

 1.治污难题 

四、推动东线后续工程的关键问题 

（一）东线一期工程 



    东线一期工程在黄河以南分13个梯级泵站提水北送，设有34座泵站。这些泵站的特点

是低扬程、大流量、年运行时间长，运行稳定性、可靠性和经济性要求较高，为世界上罕

见的低扬程泵站群，设计施工难度较大。经过多方专家联合攻关，东线泵站规划建设取得

了重大突破。 

 2.低扬程大流量泵站群 

 低扬程贯流泵：综合性能良好，有关性能指标达

到国际先进水平。 

 优化设计立式泵：装置技术成熟、运行稳定、可

靠性高、安装检修方便，且投资省、维护费用低。 

 大型立式泵叶片调节关键技术：应用范围广，节

能环保。 

四、推动东线后续工程的关键问题 

（一）东线一期工程 



    穿黄隧洞位于黄河河床以下70m处，全长585.38m，隧洞直径7.5m。采用爆破法施工，

工程开挖土石方9万m3，消耗混凝土1.17万m3。工程规模大、施工难度大。 

 早在1973年就已开始组织进行南水北调东线调水穿

黄工程方案问题研究。 

 1979年开始，对位山、柏木山、黄庄三条穿黄线路

进行比较。 

 1985年6月至1988年1月，完成位山线穿黄勘探试验

洞工程。 

 2007年12月至2010年3月，扩建现有实验洞，形成最

终穿黄隧洞。 

 3.穿黄隧洞 

四、推动东线后续工程的关键问题 

（一）东线一期工程 



    东线一期当时设计和施工面临着治污、泵站技术、穿黄技术等技术难题。在当今

的设计及施工技术条件下： 

    二期治污：二期工程主要利用一期扩建和引黄输水渠道为主，历次引黄和现状东

线调水均可满足三类水质标准，治污形势相对乐观； 

    泵站技术：经过一期的技术创新与突破，二期泵站的关键技术是主要设备国产化

和智慧化调度问题； 

    穿黄技术：二期工程主要采用盾构技术，水利领域的盾构尺寸和实施难度均小于

交通领域，对水利工程而言，在国内技术水平下，盾构技术已经不是技术难题。 

    初步分析，二期将面临的关键技术问题包括：管理体制、水价机制、水费补贴、

智慧调度等问题。 

四、推动东线后续工程的关键问题 

（二）后续展望 



 1.管理体制：东线一期工程尚未验收，存在体制不顺带来的资料共享、工程调度、

水费收缴等方面的问题，但尚未影响正常调水。需要按照2002总体规划确定的

“政府宏观调控、准市场机制运作、现代企业管理、用水户参与” 的思路确定东

线后续工程管理体制，调动各方调水积极性，充分发挥利用现有河道输水的天然

优势和土地资源集约高效利用价值。 

四、推动东线后续工程的关键问题 

（二）后续展望 

         东线工程特点：利用现有河道为主，输水与河道原有功能交叉，输水线路长、调度运
用和工程管理复杂；输水流量大、超大建筑物多；供水目标多样，包含生态和农业等国家生
态安全战略有关的用水需求；穿越游荡性河床等。根据东线工程特点，分析未来可能面临的
技术难点包括： 



2.水价机制：现行东线、黄河水、当地水、中线水的水价机制尚未总体协调，制约

区域水资源的优化配置和工程效益的顺利发挥。建议按照“同区同价”原则完善水

价机制，促进区域水资源优化配置和生态健康，促进东线一期水量消纳和后续工程

良性运行。 

3.水费补贴政策：东线的供水任务有城镇生活和工业、生态、农业等多供水目标，

水价承受能力差别很大，从服务国家生态文明战略、地下水压采战略、粮食安全战

略有关要求出发，需要国家出台补贴政策促进生态和农业水量消纳，保证国家粮食

安全、生态安全和工程良性运行。 

四、推动东线后续工程的关键问题 

（二）后续展望 



 4.智慧调度：东线后续工程以利用现有河道为主，输水与河道原有的航运、灌溉、

防洪、排涝等多种功能交叉，东线后续工程新增资产和河道原有资产及管理体制

均有关联，密不可分，水源涉及江水、淮水，供水目标涉及城镇生活及工业、农

业和生态等，口门众多、调度复杂。智慧调度系统要包含河道、分水口门、水源

工程、控制性枢纽工程和河道原有功能发挥有关的建筑物等，南四湖、洪泽湖、

大运河等原有口门众多，引水监测难度大，智慧调度系统构建需要统筹谋划，做

到真正的数字孪生，实现四预功能，需要有庞大的智慧调度系统去支持，另外为

促进区域水资源优化配置，建议将东中线作为统一的供水系统考虑智慧调度系统

构建问题，有利于发挥东中线各自优势，共同提高京津冀地区供水安全保障程度。 

四、推动东线后续工程的关键问题 

（二）后续展望 



 5.线路布局 

四、推动东线后续工程的关键问题 

（二）后续展望 

        位德线方案在水质保障、输水效率、实施难度、

运行管理、推进山东省水网先导区建设等方面总体占

优，已基本达成共识，但对河北省内临吴渠规模及出

省情况、年承担水费产生一定影响。拟进行如下优化：

进一步挖潜小运河输水能力，在小运河渠首或渠尾通

过泵站抬高水位等方式进一步增加小运河输水规模

5~15m3/s，使临吴渠具备一定的出省能力，进一步

优化位德线线路布局，另外可考虑位山至吴桥段采用

统一水价，以减免对河北省的不利影响。 
位山 

吴桥 

引黄济青上节制闸 

位德-德吴线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