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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川省自然资源厅办公室
关于开展全省水资源基础调查工作的通知

各市（州）自然资源主管部门：

为深入推进水资源基础调查工作，切实履行自然资源“两统

一”职责，根据《自然资源部关于开展水资源基础调查工作的通

知》（自然资发〔2023〕230 号）等文件要求，我厅组织编制了

《四川省水资源基础调查工作实施方案》，现予印发实施。在实

施过程中，请各地及时反馈遇到的问题和意见、建议。

省级水资源基础调查技术指引另文下发。8 月 15 日前，各

市（州）、县（市、区）要明确联络员，并将联络员报送表（附

件 2）报送至邮箱（scdcjcc@163.com），联络员及时加入交流

群（二维码见附件 1）。

四川省自然资源厅办公室

2024 年 8 月 5 日

（联系人：厅调查监测处 王 波 028-87031144；

省修复防治院 刘 灏 1355024015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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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川省水资源基础调查工作实施方案

为贯彻落实《自然资源部关于开展水资源基础调查工作的通

知》（自然资发〔2023〕230 号）和《自然资源部办公厅关于印

发〈水资源基础调查实施方案〉的通知》（自然资办发〔2024〕

7 号）等文件要求，确保我省水资源基础调查工作科学有序实施，

结合我省实际制定本方案。

一、工作目标

以国土“三调”和年度国土变更调查成果为统一底版，我省

国土空间范围内的所有水体（地表水、地下水）为调查对象，紧

紧围绕自然资源“两统一”职责，充分发挥各级自然资源系统的

优势，构建省市县协同、部门合作共享的水资源调查评价工作机

制，从自然资源的角度开展调查，掌握全省水资源空间分布、数

量、质量和动态变化等状况，为自然资源管理、生态文明建设、

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提供水资源基础信息。

二、工作原则

（一）统一标准，统一要求。按照全省统一的工作底图、技

术要求、技术标准和数据格式等开展水资源调查评价，以县级行

政区为单元开展工作，省、市、县三级联动，实施全省水资源基

础调查评价任务。

（二）充分衔接，提高效率。充分收集、共享、利用现有各

类水域的相关成果，做好数据校核分析，提高本次调查工作的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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率，做好与第三次国土调查及年度国土变更调查成果的有效衔接。

（三）全面调查，突出重点。全面掌握全省水资源家底，在

各类水体全面调查的基础上，选择有代表性、重要水域开展重点

调查。

（四）部门协同，优势互补。注重新技术、新方法应用研究，

提高水资源调查评价成果科学性和准确性，逐步与水利、生态环

境、气象等部门构建不交叉重叠、优势互补的合作共享机制。

三、主要任务

水资源基础调查立足自然资源系统履行“两统一”职责，突

出调查数据成果的基础性和空间性，填补以往水资源调查工作空

白，形成具有自然资源特色的水资源基础调查成果。主要任务包括：

（一）水域空间调查。以国土“三调”和年度国土变更调查

的水域范围为基础，调查全省江河、湖泊、水库等水域丰水期和

枯水期的水面范围、面积等情况，坑塘的范围、面积等情况，以

及夏季冰川及常年积雪的范围、面积等情况。

（二）水储存量调查。包括地表液态水储存量、地表固态水

储存量和地下水储存量。开展水下地形（水深）测量；调查全省

江河、湖泊、水库、坑塘水储存量，夏季冰川及常年积雪储存量，

以及全省地下水储存量。

（三）水资源量调查。从水利部门共享地表水资源相关数据，

获取各市（州）地表水资源量。开展全省地下水资源周期和年度

调查评价，掌握各市（州）的地下水资源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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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水资源质量调查。调查获取全省地下水、重点地区地

表固态水等水资源的质量。地表水资源质量共享生态环境部门数

据成果。

（五）年度变化调查。对水资源主要指标开展年度变化调查

评价，包括湖泊、水库等水体储存年度变化量，地下水储存年度

变化量，冰川及常年积雪年度面积变化和消融量，河湖库塘水面

面积年度变化等，掌握水资源年度变化情况并形成年度成果。

（六）水资源专题调查评价。面向重点区域，针对自然资源

管理需求，围绕水资源与其他自然资源的相互关系，开展专题调

查评价工作。

四、工作内容及分工

根据工作目标任务要求，按调查对象和工作方式不同，组织

开展水域空间调查、地表液态水储存量调查、冰川及常年积雪调

查、地下水资源调查、水资源专题调查评价和数据库建设等工作。

（一）水域空间调查

1.调查内容

水域空间调查主要以国土“三调”和年度国土变更调查的水

域范围为基础，利用遥感影像判读和实地调查等方法，调查丰水

期、枯水期全省江河、湖泊、水库等范围、面积等情况，坑塘的

范围、面积等情况。根据需要开展重点地区水域空间动态监测。

2.任务分工

省级负责全省水域空间调查底图的获取、整理及分发，负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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市县成果质量核查，汇总形成省级水域空间成果。

市县级负责对省上下发的调查底图，以内业调查为主体进行

复核，对调查底图中无法明确划定的水面范围开展实地补充调

查，确定水面范围和边界，并补充完善相关属性信息，形成本辖

区水域空间调查成果。

3.进度安排

2024 年：6—9 月，省级获取、下发丰水期遥感调查底图；6

—10 月，市县级完成本辖区水域空间底图补充调查、审核和成

果上报；11 月省级汇总丰水期成果上报国家。

2025 年：1—2 月，省级获取、下发枯水期遥感调查底图；1

—4 月，市县级完成本辖区水域空间底图补充调查、审核和成果

上报；4 月底前，省级汇总枯水期成果上报国家。5—12 月，各

地根据需要开展水域空间年度变化调查。

（二）地表液态水储存量调查

1.调查内容

在共享获取水利等部门已有成果数据基础上，开展全省地表

液态水储量调查。以国土“三调”和年度国土变更调查成果为统

一底版，依据水域空间调查成果和水下地形（水深）测量成果，

构建“水面面积-水深-水储存量”数学模型，计算湖泊、水库、

坑塘、河流等地表液态水储存量。

（1）湖泊水储存量调查

①对于面积大于 1km
2
以上的湖泊应重点调查，通过资料收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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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实地调查等方式开展水储存量调查。

a）对于已开展过水下地形和水储存量调查的湖泊，如果实

测以来湖泊淤积不严重，可通过资料收集，获取湖泊名称、位置、

面积、水下地形（水深）、储存量等数据成果。

b）对于缺乏数据资料，需要实测的湖泊，开展水下地形（水

深）测量，构建湖泊“水面面积-水深-水存储量”数学模型，结

合水域空间调查成果，计算湖泊水储存量。

②对于面积小于 1km
2
的湖泊，可通过资料收集获取湖泊水储

存量等数据；缺乏数据资料的，可参照坑塘调查方式开展抽样调

查，抽样比例不小于 10%（各市州湖泊抽样清单另发），掌握 1km
2

以下湖泊水储存量。

（2）水库水储存量调查

①对于大中型水库，可通过资料收集和实地调查等方式开展

水库水储存量调查。

a）对于具有水下地形和水储存量数据资料的水库，如果实

测以来水库淤积不严重，可通过资料收集，获取水库的名称、位

置、面积、库容、调蓄水位、库容曲线和储存量等数据成果。

b）对于缺乏数据资料需要实测的水库，开展水下地形（水

深）测量，按照湖泊水储存量调查方法构建“水面面积-水深-

水储存量”数学模型，结合水域空间调查成果，计算水库水储存量。

②对于小型水库，可通过资料收集和参照小于 1km
2
的湖泊水

储存量调查方法开展调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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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坑塘水储存量调查

根据 2023 年度国土变更调查成果中的坑塘水面图斑，部署

抽样样本，开展坑塘水深抽样调查。以数理统计为理论基础，根

据区域特点、坑塘类型，按照坑塘总数的 1%—5%开展坑塘抽样

调查（不同区域坑塘抽样比例见表1，各市州坑塘抽样清单另发），

构建不同类型坑塘“水面面积-水深-水储存量”统计模型，依据

2024 年度国土变更调查成果分析计算坑塘水储存量。可采用实

测或资料收集等方式获取坑塘水深。

表 1 坑塘抽查比例

地区

不同类型坑塘抽查比例

≤5000m2 5000-15000m2 ≥15000m2

阿坝州、凉山州、甘孜州 1% 5%

省内其他地区 1% 3% 5%

（4）河流水储存量调查

各地根据本地工作需要和计划安排，可选择河流（河段）开

展调查，可参照以下方法开展河流（河段）水储存量调查。

①通过资料收集，获取河流水系的分布、面积、水位、断面

水深、水下地形、水位-体积曲线及储存量等数据成果。

②对于资料不足的河流（河段），可根据控制断面水下地形

（水深）测量数据，构建河流（河段）水存储量数学模型，并结

合水域空间调查成果计算河流（河段）水储存量。

2.任务分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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湖泊：省级负责跨市州湖泊的调查，全省湖泊抽样调查样点

布设，市县级成果质量核查，汇总形成省级湖泊水储存量调查成

果，负责协助国家调查任务范围内湖泊水上作业手续办理等配合

工作。市县级负责组织开展本辖区内湖泊的调查，构建数学模型，

计算湖泊水储存量，形成本辖区调查成果。

水库：省级负责市县级成果质量核查，汇总形成全省水库水

储存量调查成果；市县级负责本辖区内水库资料收集和补充调

查，形成本辖区调查成果。

坑塘：省级负责全省坑塘抽样调查样点布设，市县级成果质

量核查，汇总形成全省坑塘水储存量调查成果；市县级负责组织

开展本辖区坑塘水储存量调查，构建数学模型，计算坑塘水储存

量，形成本辖区调查成果。

河流：省市县根据工作需要可选择重点河流（河段）开展水

储存量调查，负责本级河流断面等测绘成果的收集和汇总上报。

3.进度安排

2024 年：7 月，完成资料收集，启动实地调查。

2025 年：10 月，完成湖泊、水库、河流、坑塘水体实地调

查，构建“水面面积-水深-水储存量”数学模型；12 月，完成

地表液态水储存量调查工作。

2026 年：根据需要开展地表液态水储存量年度变化调查。

（三）冰川及常年积雪调查

1.调查内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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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要调查全省面积大于 600m
2
的冰川及常年积雪（以下简称

冰川）。同时，选取典型冰川，持续开展综合调查监测与研究。

（1）资料收集与遥感数据采集

收集整理现有冰川编目数据集、冰川高程数据以及地方近期

完成的冰川调查成果。

（2）冰川分布与面积调查

开展以往冰川调查成果综合集成。根据遥感影像，结合综合

集成成果，采用自动提取辅助与人工目视解译相结合方式获取冰

川分布与面积，并采集冰川海拔、类型、所属行政区等属性信息。

（3）冰川厚度与储存量调查

充分收集地方、科研院所等单位的冰川厚度和储存量调查数

据；以探地雷达为主要技术手段开展典型冰川厚度实地调查，以

航空物探为主要技术手段开展典型区域冰川厚度实地调查，获取

不同区域冰川厚度实测数据；在冰储存量经验模型及冰厚模型等

基础上，基于区域实测冰川面积、厚度等数据优化模型参数；利

用区域遥感解译的每条冰川面积，按模型计算每条冰川储存量；

综合实测数据和模型数据形成区域冰川储存量。

（4）冰川水质量调查

在开展典型冰川厚度实地调查过程中，同步采集冰川冰块或

冰川融水，每条实测冰川采集的水样不少于 1 个，对冰川水化学

组分进行测试分析。

2.任务分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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省级根据国家下发的冰川解译数据，组织开展补充调查工

作，明确冰川范围边界；负责开展代表性冰川实地调查和冰川水

质量调查；与国家共同开展冰川面积、冰川厚度、冰川储存量等

指标计算，共同形成调查成果；负责协调国家调查任务范围内冰

川调查作业手续办理等工作。

相关市县负责配合辖区内国家、省调查任务范围内冰川调查

作业手续办理等工作；可根据本地实际情况开展冰川调查工作。

3.进度安排

2024 年：8 月，完成冰川历史资料收集、与国家共同建立

2023 年度青藏高原（四川）冰川遥感解译标志；10 月，根据冰

川解译数据，开展补充调查工作，完成代表性冰川实地调查，提

交调查成果；12 月，与国家共同完成冰川面积统计、典型冰川

厚度测量，初步完成冰川储存量计算模型构建。

2025 年：9 月，根据 2024 年度青藏高原（四川）冰川解译

数据，完成冰川实地补充调查；12 月，和国家共同完成青藏高

原（四川）冰川面积、厚度、储存量计算，完成冰川面积变化计

算，形成消融量计算研究成果。

2026 年：6 月，完成成果整理、校核，形成四川省冰川调查

成果；7—12 月，根据需要开展冰川年度变化调查工作。

（四）地下水资源调查

开展水文地质补充调查、地下水监测与统测、地表水与地下

水转化调查、地下水资源评价等，查明含水层分布与结构、地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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水系统边界、地下水资源评价参数等，掌握地下水流场形态与变

化，评价形成降水量及降水资源量、地表水与地下水转化量、地

下水资源量、地下水质量等国情数据。

1.调查内容

（1）评价基础与补充调查

①水文地质补充调查与概念模型构建。通过资料收集和在重

点地区补充开展以 1:5 万比例尺为主的区域水文地质调查，掌握

地下水系统边界、含水层与含水岩组空间结构及参数、包气带结

构与“三水”转化关系、地下水补给径流排泄条件、地下水动态

特征、地下水化学特征与水质状况、与地下水有关的生态环境地

质问题等。调查深度应达到主要含水层组的底板。根据评价单元

地下水补给径流排泄条件，建立评价单元水文地质概念模型。

②水文地质参数与地下水资源评价参数调查校验。各地根据

实际情况，重点调查、校验会影响资源评价准确性的参数。主要

包括含水层厚度、降水入渗补给系数、河道渗漏补给系数、渠系

渗漏补给系数、渠灌田间入渗补给系数、井灌回归补给系数、稳

渗率、给水度、弹性释水系数、渗透系数、越流系数、潜水蒸发

系数、基径比等。

③地下水相关生态地质环境问题调查。主要包括河道断流、

湖泊萎缩、高原湖泊漫溢、植被退化、土地荒漠化、土地盐渍化、

地下水超采与枯竭、泉流量衰减、地面沉降与地裂缝、地面塌陷

（岩溶塌陷）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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④地下水监测与地下水统测。为更好掌握区域地下水流场及

动态变化，在自然资源、生态环境、水利等部门地下水监测成果

基础上，按照国家地下水统测要求，在全省 183 县（市、区）全

覆盖开展地下水统测，并在成都平原、黄河流域、地下水开采区、

岩溶地区、重要河谷与生态脆弱区等重点地区开展加密统测。各

地按一定测点密度（见表 2），原则上每年定期组织开展 1 期地

下水统测，重点地区按需开展 2 期地下水统测。

表 2地下水统测密度表

地区类别
统测点数（个/100km2）

市（州） 主要地形地貌

成都市、德阳市、眉山市 平原为主，丘陵次之 2.5

阿坝州、甘孜州、凉山州 山地为主，伴有平原、高原

1（西昌市、阿坝县、红原

县、若尔盖县、冕宁县、盐

源县）、0.1（其他地区）

省内其他地区 山地丘陵为主 1.5

注：本表统测点数包含可利用到的自然资源、生态环境、水利等部门及民井等地下水

长期动态监测站点。

⑤开发利用资料收集与补充调查。收集水库、引水渠系、灌

区分布和种植结构等水资源开发利用相关资料，地下水开采井分

布与开采量资料；在重点区域利用土地利用类型、种植结构、灌

溉面积及灌溉定额、社会经济发展等资料，进一步分析测算实际

用水量。通过资料收集和补充调查，掌握区域水资源开发利用模

式与利用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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⑥地表水与地下水转化量调查。在现有地表水与地下水监测

站点基础上，针对缺少监测资料的重要湖泊、河流地表水与地下

水转化关键断面，补充开展水位、水质、流量等要素监测，调查

地下水排泄形成的河川基流量和地表水体入渗形成的地下水补

给量，为汇总地表水资源量与地下水资源量，形成水资源总量提

供依据。

⑦地下水质量补充调查。在自然资源、生态环境、水利等部

门监测站点水质监测基础上，针对地下水环境复杂、地方病地区

（大骨节、包虫病地区）、重要矿产开采区、水质监测密度不足

的地区，可开展地下水质量补充调查，掌握区域地下水化学特征

和水质状况。

⑧降水资料收集与分析评价。基于降水数据，降水等值线或

格点数据，开展四川省降水量和降水资源量分析评价，分析不同

区域降水现状及年度与周期变化规律，评价形成区域年度和多年

平均降水量与降水资源量空间分布数据。

（2）地下水资源调查评价

全省地下水资源年度调查评价。调查评价形成 2023、2024、

2025 年度的地下水资源量、地下水质量、主要平原区地下水动

态特征、地下水位降落漏斗形态及变化、地下水储存变化量、年

度重大气象水文事件对地下水影响等成果。

全省地下水资源周期调查评价。调查评价形成 2000 年以来

多年平均地下水资源量、不同级别地下水资源量、不同水质类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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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下水资源量、地下水储存量、地下水可开采量、地下水开采利

用与超采状况、生态地质环境问题状况等成果。

2.任务分工

省级负责收集汇总气象站点和雨量站点数据，形成省级降水

量空间分布数据成果，负责重点地区地下水统测、校验典型地区

水资源评价参数、省级地下水资源年度和周期调查评价等工作，

负责成果质量审查，落实与流域调查成果的衔接，向国家提交省

级监测站点地下水监测数据、地下水统测数据和省级地下水资源

调查成果。

市县级负责收集本辖区水文地质参数与地下水资源评价参

数等基础资料和生态环境、水利、住建等部门地下水水位、水质

等监测（统测）成果，根据实际情况校验水资源评价参数，按照

地下水统测密度表（表 2）开展统测工作，并形成本辖区地下水

资源调查评价成果。

3.进度安排

2024 年：6 月，完成 2023 年地下水资源年度评价资料收集

和省级地下水资源年度调查评价，形成年度调查评价成果；12

月，完成年度地下水统测和其他野外调查工作。

2025 年：3 月，完成 2024 年地下水资源年度评价资料收集

和省级地下水年度调查评价；6 月，完成省级地下水资源周期调

查评价；12 月，完成年度地下水统测和其他野外调查工作，形

成省级地下水资源基础调查数据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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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6 年：4 月中旬前，完成 2025 年省级地下水资源年度调

查评价。

（五）水资源专题调查评价

面向重点区域，针对自然资源管理需求，围绕水资源与其他

自然资源的相互关系，开展专题调查评价工作。

1.配合国家开展水资源综合专题调查评价

配合国家在青藏高原（四川部分）水资源调查成果的基础上，

开展气候变化和人类活动影响下的冰川及常年积雪的动态变化

研究，分析评价青藏高原水资源状况及存在问题，配合国家形成

青藏高原水资源综合专题调查评价报告。

2.开展省级相关水资源调查专题评价

（1）四川黄河流域水文生态响应研究专题

基于黄河流域地下水资源调查（2023—2025 年）成果，系

统收集黄河流域长序列水文气象监测资料，评估四川黄河流域水

资源现状，分析水资源不合理开发引起的生态环境退化问题，研

究水资源对四川黄河流域生态系统的关键支撑与制约作用，并从

水资源量变化趋势，提出生态修复建议和措施。

（2）雪域贡嘎冰川综合调查评价专题

基于雪域贡嘎冰川调查成果，利用“9·5”泸定地震灾后雪

域贡嘎冰川已建冰川监测点，对雪域贡嘎冰川动态变化进行系统

观测和实时监测，掌握冰川消融规律，分析山区冰湖和冰川的时

空变化与分布特征，评估冰湖和冰川对气候变化的响应过程，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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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贡嘎冰川生态保护修复建议，形成雪域贡嘎冰川综合调查评价

报告。

（3）典型地区水资源与城市韧性专题调查评价

选取典型地区，开展水资源专题调查评价。基于历史和最新

调查监测数据，分析区域水资源及其关键要素的时空变化，分析

当前区域水安全问题及水资源可持续利用性，评估极端事件可能

对城市（群）水安全影响，提出地下水战略储备建设，支撑城市

（群）韧性提升；在红层丘陵典型地区开展水资源禀赋调查，评

估极端干旱条件下水资源保障状况，圈定地下水应急水源。

3.任务分工

省级负责开展省级专题调查评价研究，形成专题成果，配合

完成国家专题；相关市县协助完成省级专题调查评价，市县级可

根据本地区实际情况，设置子专题，开展调查评价，并纳入省总

专题中。

4.进度安排

2025 年形成阶段成果，2026 年完成专题调查评价。

（六）数据库建设

根据国家统一标准，按照分建共享原则，建设水资源基础调

查数据库，收集共享的数据成果也纳入数据库。水资源基础调查

数据库纳入自然资源三维立体时空数据库。

1.主要内容

（1）水域空间调查数据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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包括水域空间调查对象的空间分布与属性信息，以及工作过

程中的成果数据，具体包括河流、湖泊、水库、坑塘等空间分布

及成果信息。

（2）地表液态水调查数据库

包括水下地形（水深）测量成果、储存量计算数学模型、地

表水储存量等调查成果。

（3）冰川及常年积雪调查数据库

包括冰川名录、冰川分布与面积、冰川厚度与储存量等调查

成果。

（4）地下水资源调查数据库

包括大气降水、水文地质、地下水评价参数、地下水动态观

测、地下水统测、地下水开采量、地表水开发利用、地表水与地

下水转化量、地下水资源量、地下水储存量、地下水可持续开采

量、地下水化学、地下水水质等调查成果。

2.任务分工

省级汇总全省水资源基础调查数据入库和维护；

市县级负责本辖区水资源基础调查数据入库和维护。

3.进度安排

2026 年 5 月，完成省、市、县水资源基础调查数据入库。

（七）相关资料收集与共享

根据水资源基础调查工作需要，各级需要收集和共享的主要

数据资料见表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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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3 相关资料收集与共享清单

收集内容 主要数据资料 数据资料来源 任务分工

省级降水格点

数据

历年不同时间尺度降水量

格点数据
气象部门

省级负责协调获取

和下发各地

青藏高原（四

川）以往湖泊

调查数据

水下地形数据、水储存量、

库容曲线等
中国科学院

国家和省级负责协

调获取

国家地下水监

测工程水位、

水质数据

历年地下水水位、水质数据
中国地质环境监

测院

省级负责协调获取

和下发各地

以往冰川调查

数据

冰川第一次和第二次编目

数据集，典型冰川厚度、消

融等数据

中国科学院
国家和省级负责协

调获取

气象数据

雨量站和蒸发站的位置坐

标，历年不同时间尺度的降

水、蒸发等气象数据

气象、水利等部

门

省市县级自然资源

主管部门负责组织

协调获取本级数据

水文测站与水

文数据

历年不同时间尺度的水位、

流量等数据
水利部门

省市县级自然资源

主管部门负责组织

协调获取本级数据

地表水资源量
不同时期各级行政单元和

水资源区的地表水资源量
水利部门

省市县级自然资源

主管部门负责组织

协调获取本级数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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收集内容 主要数据资料 数据资料来源 任务分工

水资源开发利

用数据

地表水和地下水历年逐月

用水量、耗水量及退水量等

数据；农业种植类型、种植

面积、种植结构等数据；引

水渠系、灌区分布、灌溉面

积、灌溉水量、灌溉定额等

数据

水利、农业农村

等部门

省市县级自然资源

主管部门负责组织

协调获取本级数据

相关部门开展

过的湖泊河流

水库调查数据

水下地形数据、库容曲线、

库容等；水利普查数据、航

道测量数据等

水利、交通运输

等部门

省市县级自然资源

主管部门负责组织

协调获取本级数据

地表水质，地

下水质、水位
不同时期水位水质数据 生态环境部门

省市县级自然资源

主管部门负责组织

协调获取本级数据

市政供水

城镇自来水供水量、年度漏

损量、漏损系数
水务、市政或住

建等部门

省市县级自然资源

主管部门负责组织

协调获取本级数据

五、预期成果

预期成果包括省、市、县级水资源基础调查成果总报告、数

据库、图件、报告与相关技术标准，其中各分项预期成果如下：

（一）水域空间调查成果

1.水域空间调查成果报告及图件；

2.水域空间数据库；

3.重点地区水域空间动态监测成果报告及图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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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地表液态水储存量调查成果

1.地表液态水储存量调查成果报告及图件；

2.地表液态水储存量调查数据库。

（三）冰川及常年积雪调查成果

1.冰川调查成果报告及图件；

2.冰川范围、面积、厚度、储存量数据库。

（四）地下水资源量调查成果

1.地下水资源年度调查评价成果报告及图件（2023、2024、

2025 年度）；

2.地下水资源周期调查评价成果报告及图件；

3.地下水资源调查数据库。

（五）水资源专题调查评价成果

1.四川黄河流域水文生态响应研究成果报告；

2.雪域贡嘎冰川综合调查评价成果报告；

3.典型地区水资源与城市韧性专题调查评价成果报告。

六、组织实施

严格按照“省级统一组织、市县分级负责”的形式，开展全

省水资源基础调查工作。省级负责全省水资源基础调查工作组织

实施、技术指导培训、调查图斑下发、成果核查、汇总分析评价、

省级成果上报、落实与流域调查成果的衔接等；市级负责组织实

施本辖区水资源基础调查工作，包括工作方案制定及报省级部门

备案、技术指导培训、工作调度督促、严格把关成果质量，汇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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形成本级调查成果，并按要求提交成果。县级负责落实本区域水

资源基础调查工作的主体责任，确保辖区内调查成果的真实性、

准确性，并按要求提交成果。

厅调查监测处负责全省水资源基础调查工作组织实施、方案

制定、技术培训、工作协调与调度、成果质量总体把关、成果汇

总分析评价等工作。省修复防治院为水资源基础调查技术支撑牵

头单位，省国土科研院，省国土整治中心，省地质局、省地调院、

省自然资源投资集团等有关单位按照职责分工配合做好技术支

撑工作。

七、保障措施

（一）提高思想认识，加强组织领导

水资源调查是党和国家赋予自然资源部门的重要职责，各地

各单位要充分认识水资源是经济社会发展的刚性约束、是保障粮

食安全和生态安全的关键因素，对推进美丽中国建设、坚持山水

林田湖草沙一体化保护和系统治理，具有重大意义。各地要强化

组织领导，落实水资源基础调查首次工作经费及后续常态化更新

工作的经费申报，确保高质量完成调查任务。

（二）严控工作质量，确保工作进度

水资源基础调查任务重、时间要求紧。各地自然资源主管部

门要严格执行国家质量管控有关规定，明确质量要求，确保调查

质量。同时，要把握工作节奏，合理组织力量，科学安排工序，

严把时间节点，确保按时完成调查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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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服务管理需求，加强成果共享

以管理需求为导向，做好调查成果评价分析工作。加强成果

共享应用，根据需要向政府其他部门提供相关调查监测成果，扩

大成果共享应用范围和成效。

（四）加强安全教育，保障安全生产

各地各单位要把安全作为工作底线，强化安全生产责任意

识，加强调查工作安全教育，制定应急预案，确保人身安全。要

进一步增强保密意识，强化保密责任，规范保密程序，加强保密

教育，落实保密管理各项要求，确保涉密数据资料安全。



附件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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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2

四川省水资源基础调查联络人员报送表

姓 名 单 位 职 务 联系电话

备注：各区县由市级自然资源主管部门汇总统一报送。


	关于开展全省水资源基础调查工作的通知
	一、工作目标
	二、工作原则
	三、主要任务
	四、工作内容及分工
	（一）水域空间调查
	1.调查内容
	2.任务分工
	3.进度安排

	（二）地表液态水储存量调查
	1.调查内容
	2.任务分工
	3.进度安排

	（三）冰川及常年积雪调查
	1.调查内容
	2.任务分工
	3.进度安排

	（四）地下水资源调查
	1.调查内容
	2.任务分工
	3.进度安排

	（五）水资源专题调查评价
	1.配合国家开展水资源综合专题调查评价
	2.开展省级相关水资源调查专题评价
	3.任务分工
	4.进度安排

	（六）数据库建设
	1.主要内容
	（1）水域空间调查数据库
	（2）地表液态水调查数据库
	（3）冰川及常年积雪调查数据库
	（4）地下水资源调查数据库
	2.任务分工
	3.进度安排

	（七）相关资料收集与共享
	表3相关资料收集与共享清单

	五、预期成果
	（一）水域空间调查成果
	（二）地表液态水储存量调查成果
	（三）冰川及常年积雪调查成果
	（四）地下水资源量调查成果
	（五）水资源专题调查评价成果

	六、组织实施
	七、保障措施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