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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　　言

饮用水安全关系到广大人民群众的生命安全与社会的和谐稳定。保障饮用水安全，满足人民

群众的用水要求，是 “以人为本，建设和谐社会，实现人与自然和谐以及经济社会全面、协调和

可持续发展”的头等大事。近年来，全国突发性水环境污染事件频发，如广东北江铊污染事件、

山西苯胺泄漏事件，广西龙江镉污染事件、贺江镉铊污染事件，等等，使我国城市饮用水安全面

临巨大威胁。

南宁市是广西首府城市，是中国对东盟开放与合作的窗口。目前南宁市饮用水以邕江水源为

主，饮用水水源结构单一，应急备用水源体系建设滞后。其上游的左江、右江是广西 “两区一

带”重点发展区域，近年来社会经济快速发展，南宁市饮用水水源地面临的环境污染风险逐渐升

高，饮用水安全保障压力日益增大。南宁市饮用水安全关系着首府３００万人口的生活，关系到广

西社会的和谐稳定。开展南宁市城市饮用水水源地现状调查及安全保障对策研究，提出有针对性

的措施建议，迫在眉睫！

广西壮族自治区环境保护厅将２０１３年确定为环境安全年，大力开展环境风险基础研究。根

据自治区环境保护厅工作安排，广西壮族自治区环境监测中心站承担了 “南宁市城市饮用水水源

地现状调查及安全保障对策研究”课题。课题组历时半年时间，研究、收集、查阅了南宁市自然

环境和社会经济状况、污染源状况，历年水环境监测数据、内河整治、城市发展相关规划、参考

文献等大量资料，对饮用水水源地开展了实地调查及补充监测，在对基础数据和资料进行梳理分

析的基础上，探讨了南宁市水源地存在的问题及成因，开展了水环境质量预测、潜在环境风险分

析、典型生态系统水源涵养功能分析等专题研究，从立法建制环境风险防范措施及风险源监管、

污染防治、饮用水水源地保护、水质预警监测、水源地规范管理等方面，提出了有针对性的安全

保障对策，以期为加强南宁市饮用水水源地环境保护、构建南宁市饮用水水源地的安全保障体系

提供技术支持。

在课题研究过程中，先后得到广西壮族自治区环境保护厅、南宁市环境保护局、南宁市中国

水城建设及邕江综合整治和开发利用指挥部办公室、南宁市水文水资源局、南宁市发展和改革委

员会、南宁市水利局、南宁市绿城水务有限公司、南宁市各城区环境保护局、各水库管理所等部

门的领导，及中国环境科学研究院、中山大学、广西大学、广西师范学院的专家的大力支持与帮

助，在此表示衷心感谢！

受学识和水平所限，报告中存在错误和不当之处在所难免，敬请专家、领导批评指正。

“南宁市城市饮用水水源地现状调查及安全保障对策研究”课题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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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总　论

（一）项目背景

近年来，我国涉及饮用水环境安全的重特大突发环境事件频发，引起社会的广泛关注与各级

政府的高度重视。“十一五”期间，全国发生的４９起重特大突发环境事件中，涉及饮用水安全的

有３４起，占７０％。“十二五”期间，饮用水环境安全形势依然严峻。２０１１年发生二十多起涉及

饮用水安全的突发环境事件，其中重大以上级别的４起。太湖蓝藻暴发、广东北江流域水污染、

广西龙江与贺江水污染等事件均引起城市供水危机，造成民众的恐慌。江河湖库的饮用水水源因

受外界因素的干扰，出现不同程度污染的可能性越来越大。众多潜在环境风险的工业企业分布在

江河湖库附近，水源污染隐患难以根除，极易引发水源污染危险，造成用水中断和民众恐慌，严

重制约经济社会的发展。防范水源地环境污染风险成为环保部门 “十二五”工作的重点。保障饮

用水水源地环境安全已成为环保工作的重中之重。

南宁市是广西首府、北部湾经济区核心城市，是环北部湾沿岸重要经济中心。目前以邕江水

源为主，饮用水水源结构单一，应急联网供水体系建设不完善。其上游的左江、右江是广西 “两

区一带”重点发展区域，近年来社会经济快速发展，南宁市饮用水水源地面临的环境风险逐渐升

高，饮用水供水安全保障压力日益增大。南宁市饮用水安全关系着首府３００万人口的基本生活保

障，也关系到整个广西社会的和谐稳定，开展南宁市饮用水水源地现状调查与安全保障对策研究

刻不容缓！

广西壮族自治区环境保护厅 （以下简称自治区环保厅）将２０１３年确定为环境安全年，大力

开展环境风险基础研究，启动了环境保护对策研究专题工作。根据自治区环保厅工作安排，广西

壮族自治区环境监测中心站承担了南宁市城市饮用水水源地现状调查及安全保障对策研究。

（二）研究目的与意义

１．研究目的

通过调查南宁市饮用水水源地水质和环境管理现状，分析其存在的问题及成因，为政府各部

门提出防范对策，为加强南宁市饮用水水源地环境保护及其安全保障体系构建提供技术支持。

２．研究意义

近年来，诸如吉林双苯厂爆炸、山西苯胺泄漏等环境事故影响河流下游地区供水的事件不断

出现，饮用水水源地保护关系到民生和社会稳定。党的十八大指出，要 “加强水源地保护和用水

总量管理”。《国务院关于实行最严格水资源管理制度的意见》（国发 〔２０１２〕３号）要求加强饮

用水水源保护，“加快实施全国城市饮用水水源地安全保障规划和农村饮水安全工程规划。加强

南宁市城市饮用水水源地现状调查及安全保障对策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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水土流失治理，防治面源污染，禁止破坏水源涵养林。强化饮用水水源应急管理，完善饮用水水

源地突发事件应急预案，建立备用水源”。

进入 “十五”规划以来，南宁市经济和社会快速发展，国民生产总值 （ＧＤＰ）连续保持两位

数增长。作为广西首府和广西北部湾经济区的重要组成部分，在广西北部湾经济区发展规划上升

为国家战略后，南宁市在广西的经济社会发展中承担着更大的责任，发挥着更大的优势，引领作

用更加突出。在此背景下，开展南宁市饮用水水源地安全保障对策研究，可增强环境保护工作的

前瞻性、科学性和主动性，并为自治区党委、政府提供决策参考，提高南宁市饮用水水源地应对

环境风险的能力，对有效保障南宁市经济社会快速健康地发展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

（三）指导思想

开展南宁市饮用水水源地现状调查及安全保障对策研究工作，坚持 “以人为本”，遵循科学

发展观，贯彻落实党的十八大和第七次全国环境保护大会会议精神，以保障人民群众饮用水安全

为宗旨，结合南宁市及上游饮用水水源地现状及经济发展布局，为政府部门指导南宁市饮用水水

源地保护和安全保障管理提出对策建议。

（四）研究目标及范围

通过研究 “十五”规划以来南宁市经济社会发展历程及南宁市饮用水水源地环境状况，结合

南宁市经济社会发展趋势，预测分析２０１５年和２０２０年饮用水供水量、水质变化及突发环境事件

的情况，提出切实可行的环境风险防范对策，为政府提高饮用水水源地的安全保障能力提供技术

支持。

研究范围：南宁市饮用水水源地 （５个现用河流型水源地、９个备用或规划湖库型水源地、２

个现用或备用地下水型水源地）以及１８条城市内河。调查范围外延至南宁行政区域内的左江、

右江、邕江等流域，生态水源涵养能力部分的研究范围有所扩大。

（五）研究依据

（１）《中华人民共和国环境保护法》（１９８９年）。

（２）《中华人民共和国水法》（２００２年）。

（３）《中华人民共和国水污染防治法》（２００８年）。

（４）《中华人民共和国水污染防治法实施细则》（２０００年）。

（５）《广西壮族自治区环境保护条例》（２０１０年第二次修正）。

（６）《饮用水水源保护区污染防治管理规定》（２０１０年环保部第１６号令）。

（７）《突发环境事件应急预案管理暂行办法》（环发 〔２０１０〕１１３号）。

（８）《集中式饮用水水源环境保护指南》（环办 〔２０１２〕５０号）。

（９）《集中式地表水饮用水水源地环境应急工作管理指南》（环办 〔２０１１〕９３号）。

（１０）《全国城市集中式饮用水水源环境状况评估技术方案 （暂行）》（环办 〔２０１１〕４号）。

（１１）《水功能区管理办法》（水资源 〔２００３〕２３３号）。

第一部分　南宁市城市饮用水水源地现状调查及安全保障对策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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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２）《生活饮用水卫生监督管理办法》（卫生部令第５３号）。

（１３）《广西壮族自治区突发环境事件应急预案》（桂政办函 〔２００６〕５４号）。

（１４）《南宁市邕江河段水体污染防治条例》。

（１５）《南宁市饮用水水源保护条例》。

（１６）《南宁市城市供水应急抢险预案》（南府办 〔２０１１〕１２４号）。

（１７）《南宁市突发环境事件应急预案》（南府办 〔２００８〕２１７号）。

（１８）《地表水环境质量标准》（ＧＢ　３８３８—２００２）。

（１９）《地下水质量标准》（ＧＢ／Ｔ　１４８４８—９３）。

（２０）《地表水环境质量评价办法 （试行）》（环办 〔２０１１〕２２号）。

（２１）《饮用水水源保护区划分技术规范》（ＨＪ／Ｔ　３３８—２００７）。

（２２）《饮用水水源保护区标志技术要求》（ＨＪ／Ｔ　４３３—２００８）。

（２３）《地表水和污水监测技术规范》（ＨＪ／Ｔ　９１—２００２）。

（２４）《地下水环境监测技术规范》（ＨＪ／Ｔ　１６４—２００４）。

（２５）《生态环境质量状况评价技术规范》（ＨＪ／Ｔ　１９６—２００６）。

（２６）《突发环境事件应急监测技术规范》（ＨＪ　５８９—２０１０）。

（２７）《环境水质监测质量保证手册》（第二版）。

（六）研究方式

历史数据研究时段为２００１～２０１２年，以收集现有资料为主；现状数据以２０１２年为基准，根

据自然环境和社会环境现状资料、数据和２０１３年４～７月现场调查结果作适当调整；预测年份为

２０１５年、２０２０年。

通过资料调阅、现场走访、座谈、问卷调查、考察、采样分析等手段，收集获取有关饮用水

水源地现状、污染源现状的第一手资料。在此基础上，运用综合污染指数法、主成分分析法、地

理信息系统技术、模型预测等手段对数据进行深入剖析，提取数据蕴含的规律性信息，探讨其间

存在的科学问题，诊断饮用水环境安全问题的根源，针对存在问题提出能实施、可操作的对策建

议，为饮用水水源地的安全保障提供技术支持。

（七）研究内容及重点

１．饮用水水源地现状与评价

调查现用水源地、备用水源地及规划水源地的供水、水质、保护区建设和管理状况，重点对

水源地存在的环境问题、水质现状和变化进行分析。

对排入水源地的工业污染源、生活污染源、农业污染源进行调查，分析污染源的污染物排放

及达标状况。

２．饮用水水源地环境变化预测分析

选择合适的水质模型，确定相应的参数，对饮用水水源地进行备用水量、人口、污染物排放

南宁市城市饮用水水源地现状调查及安全保障对策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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等计算，预测２０１５年、２０２０年南宁市城市饮用水源环境质量变化趋势。

３．环境风险调查及分析

结合南宁市社会经济发展水平，分析邕江内各类水环境风险隐患和因素；同时对上游左江、

右江经济发展可能对邕江水源地造成的风险，分析其发生的原因、影响程度和范围，评估污染治

理措施和应急防范措施的有效性和安全性；提出水环境风险防范对策。

４．补充监测

由于２００１～２０１２年间，环境监测数据量在点位布设、监测频次、监测内容上存在差异，对

湖库、地下水等备用规划水源地水质进行全分析补充监测。

５．典型生态系统的水源涵养功能评价

根据生态功能区划原则与方法，对河流型和湖库型水源地两种典型水域生态系统进行研究，

通过遥感监测与解译，划分判定研究区域内林地、草地、农田、水体、建设用地和未利用地等景

观要素，以 《生态环境质量状况评价技术规范》（ＨＪ／Ｔ　１９６—２００６）采用的水源涵养指数对其功

能进行测算，结合断面监测水质现状诊断不同生态系统的水源涵养功能特点，阐释研究范围内生

态系统结构与功能对饮用水水源地水量和水质作用的复合关系与保障机制，提出饮用水水源地生

态系统的环境保护措施与策略，保障水域生态安全。

６．对策研究

通过对南宁市饮用水水源地污染的来源、规律与特征进行科学分析，评估南宁市饮用水水源

地环境影响及污染防治状况、存在的问题；提出环境风险防范措施及风险源监管、污染防治、饮

用水水源地基础保护、水质预警监测等对策；根据生态系统论观点，提出生态系统水源涵养的模

式与保护对策。

（八）技术路线

开展本项研究的技术路线见图１－１。

第一部分　南宁市城市饮用水水源地现状调查及安全保障对策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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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１－１　项目技术路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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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九）研究方法

本研究以 “调查南宁市河流型、湖库型及地下水型饮用水水源地水质、污染源、水源涵养、

水体管理等方面现状→分析饮用水水源地的环境现状形势、原因和趋势预测→提出安全保障对

策”为研究技术路线 （见图１－１），将理论探索与科学调查相结合，应用地理信息系统 （ＧＩＳ）、

卫星遥感系统 （ＲＳ）、全球定位系统 （ＧＰＳ）、多元统计方法和水质预测模型等科学技术手段进行

数据处理，阐述南宁市饮用水水源地现状、发展趋势以及对南宁市城市发展的影响，力求提出的

对策更具可行性和针对性，以增加研究深度。

研究采取的基本途径如下：

（１）采用系统调查分析方法，收集和调查研究区域内有关自然环境、社会经济、污染源状

况、历年水环境监测数据、内河整治、城市发展规划等大量相关资料，并进行整理、归纳，开展

水环境质量预测、潜在环境风险分析、典型生态系统水源涵养功能分析等专题研究。

（２）应用现代科学技术手段包括地理信息系统 （ＧＩＳ）、卫星遥感系统 （ＲＳ）、全球定位系统

（ＧＰＳ）等，进行现场调查和监测，对南宁市饮用水水源地在空间分布的情况进行研究。

（３）通过统计方法确定南宁市饮用水水源地环境现状、污染来源，结合南宁市及周边地区的

发展规划和发展趋势，对未来南宁市饮用水水源地安全进行科学预测和评估。

（４）针对南宁市饮用水水源地水质现状和保护现状，依据国家法律、法规和技术规范，针对

性地提出操作性强的污染综合防治对策。

１．研究基本原则和重点

（１）基本原则。

①目的明确，层次分明。以饮用水水源地安全为中心，水源现状为基本点，未来水源地综合

评估为手段和场景预测作为研究主线，将过去和未来相连贯，近期和远期相结合，统筹社会与自

然和谐发展，评估污染整治现状与社会发展新问题的合力，分区、分类、分期推进饮用水水源地

综合防治。

②政府主导，人人有责。积极发挥政府引导作用，为水源地保护污染防治提供政策环境和制

度保障，做到目标、任务与投入、政策相匹配。政府理顺部门之间、群众之间的各种关系，促进

水源地保护工作顺利开展，履行环境保护主体责任。加强环境信息公开和舆论监督，引导全社会

力量参与水源地保护，形成人人为水源地保护而行动的防控新格局。

（２）研究重点范围。

①以饮用水水源地安全为研究中心。南宁市饮用水水源结构单一，应急备用水源体系建设滞

后，饮用水水源地面临的环境污染风险巨大，其安全保障形势严峻。

②以水源现状为基本点。南宁市饮用水水源地以邕江为最主要的取水点，邕江安全是水源安全

的最重要前提，而城区内密布的城市内河是邕江取水安全的重要隐患；作为备用水源，分布在城市

周边的８个水库和２个地下水取水点的现状和发展趋势，是南宁市取水安全的重要保障。

③以未来水源地综合评估为手段。水源地历史和目前的水质状况是社会和自然共同作用的，

科学准确地分析其污染状况、发展变化情况，对提出水源地环境的有效保护和改善措施，具有极

其重要的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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④场景预测。场景预测以南宁周边的工业企业分布为基础，分析在特殊情况下南宁市饮用水

水源地的安全压力保障力度，为突发事件背景下南宁市的反应提供决策依据和参考。

２．研究方法特色

本研究以科学发展观为指导，以可持续发展理论、环境科学、环境法学为基础，采取在深入

调查南宁市饮用水水源地的现状及其存在问题的基础上，依据环境法律、法规，运用可持续发展

理论、环境科学理论并结合南宁实际的研究方法，在考察广西和其他省 （自治区、市）在饮用水

水源地污染防治所取得的成绩和经验教训的基础上，采用比较分析的研究方法，对南宁市饮用水

水源地安全进行实证对比。研究南宁市水源地安全和防治的对策问题，旨在研究和探索出一条水

源地污染防治的法治之路，为政府管理决策提供依据。研究方法主要有以下几个方面的特色。

（１）全面深入调查的研究方法。南宁市是广西首府、北部湾经济区核心城市，是环北部湾沿

岸重要经济中心。目前以邕江水源为主，饮用水水源地水源结构单一，应急联网供水体系建设不

完善。其上游的左江、右江是广西 “两区一带”重点发展区域，近年来社会经济快速发展，南宁

市饮用水水源地面临的环境风险逐渐升高，饮用水水源地供水安全保障的压力日益增大。

本课题全面深入调研了作为南宁市现用主要饮用水水源地 （邕江）及汇入邕江的１８条城市

内河，查阅了１０年来的水质监测数据，了解了南宁市目前所处的发展阶段和趋势，分析了饮用

水水源地面临的严峻形势；调查了可以作为备用水源的南宁周边水库的现状和面临的环境问题，

取得大量数据为基础，对南宁市饮用水水源地环境进行全面系统的研究，针对性地提出南宁市饮

用水水源地防治对策。研究成果具有非常高的针对性和典型性，对全广西乃至全国进行饮用水水

源地安全保障具有重要的现实指导意义。

（２）跨学科、系统的研究方法。跨学科研究方法是指通过学科理论借鉴、方法交叉、问题互

动、文化内核交融等方法对研究对象进行研究，目的在于超越以往分门别类的研究方式，实现对

问题的整合性研究的一种研究方法。饮用水水源地安全保障对策研究属于自然科学和社会科学的

交叉学科，研究饮用水水源地安全保障对策问题是一项复杂的系统工程，涉及多学科知识，是一

项多因素、多层次、跨学科、跨部门的科学技术工程。

饮用水水源地的安全受气候变化、自然环境变化、人类生产生活方式变化的影响，特别是与

人类需求具有极其重要的直接关系，分析、总结、探寻其内在的规律，需要综合运用多种方法和

手段，虽然国内外学者已有关于饮用水水源地安全的研究，但其研究多集中在水质变化或污染源

治理上，在综合、系统、深度的研究方面比较欠缺。本研究不但要梳理、借鉴国内外已有的研究

成果，同时结合南宁市的实际特点进行研究，科学地分析南宁市饮用水水源地现状和合理地、可

持续地开发利用水资源，发挥对策研究理论对解决现实问题的指导作用。本研究把自然环境和社

会环境作为一个系统来研究，以环境与人作为一个系统来研究，把 “水源及污染源现状—社会经

济发展趋势—面临的严峻形势—对策研究”作为整体体系来研究。立足整体、统筹全局、全面规

划、协调处理，充分运用现代科学方法分析研究数据，充分发挥项目整体的创新能力，进行全

面、系统地研究，达到系统的总体目标。

（３）理论研究与实证分析相结合的研究方法。实证分析研究方法是指只对现象、行为或活动

及其发展趋势进行客观分析，得出一些规律结论的研究方法。理论研究与实证分析是研究中广为

应用的方法。理论分析研究偏重对理性判断与普遍规律的探讨，实证分析则多偏重于对客观描述

与个性特征的刻画。本研究运用科学发展观理论对国内外的研究现实进行分析，作出理性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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探寻一般规律，同时又以南宁市实证分析对理论研究结果加以验证，总结南宁市饮用水水源地的

历史和现状、污染综合防治的经验和教训。

（４）动态分析和静态分析相结合的研究方法。水源地保护是一种动态过程，并与经济发展程

度有着极大的关系，无论是理论分析，还是实证分析，都必须将其置于整个世界或区域的经济、

社会进步和政治文明的大背景下理解，才能准确把握其发生发展的特性、方向和原因。只有通过

静态分析，才能深化对动态结果的认识，查找出的问题和提出的对策措施才具有针对性和可操作

性。

（５）一般分析与个别分析相结合的研究方法。水源地保护是一种经济互动现象和过程，通过

采取一般的方法，就能客观地把握一般规律。同时，南宁作为一个特定的城市，又有自身的发展

历史、基础和背景，必须具体问题具体分析。对南宁市饮用水水源地安全保障对策研究，必须借

鉴国内外的经验，还要结合自身的特点。在一般分析下进行个别分析，在共性规律下进行个性问

题探讨。

目前国内关于饮用水水源地安全保障对策的研究虽然取得一定的成果，但存在着学科视角单

一 （主要从技术方面）、宏观阐述过多、微观实证研究不足等问题。本课题的研究以大量的实地

调研为基础，并以环境科学理论、环境法学为基础，研究南宁市饮用水水源地安全保障的对策问

题，提出广西饮用水水源污染防治政策，具有极强的现实针对性，能够在一定程度上丰富我国相

关领域的安全保障对策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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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城市背景

（一）自然环境概况

１．地理位置

南宁市是广西壮族自治区首府，位于广西南部，地处亚热带、北回归线以南，介于东经

１０７°４５′～１０８°５１′、北纬２２°１３′～２３°３２′之间，南北长２０１千米，东西宽２３４千米，建成区土地面

积１９０平方千米。处于中国华南、西南和东南亚经济圈的结合部，是环北部湾沿岸重要经济中

心，是新崛起的大西南出海通道枢纽城市，具有 “两近两沿”的特点。“两近”，一是近海，市区

距钦州港、防城港和北海港分别为１０４千米、１７３千米和２０４千米；二是近边，距中越边境的东

兴市、凭祥市分别为２０４千米和２３０千米。“两沿”，一是沿铁路线，湘桂铁路、黔桂铁路、黎湛

铁路和南昆铁路在南宁交汇，是西南地区重要的铁路枢纽；二是沿江，邕江是西江的支流，而西

江又是珠江的干流，西江二期整治工程完工后，１　０００吨级内河船舶可以从南宁直达港澳地区。

南宁市对广西沿海城市发挥着中心城市的依托作用，对华南、西南经济圈发挥着枢纽城市的连接

作用，对东南亚各国发挥着中国前沿城市的开放作用，处于中国北部湾经济区、南宁—新加坡经

济走廊、大湄公河次区域 “一轴两翼”区域合作战略构想的重要位置。

２．地形地貌

南宁市地势东北高西南低，地貌分平地、低山、石山、丘陵、台地５种类型，以丘陵为主，

市区位于广西四大盆地之一的南宁盆地，平均海拔８１米，最高处为４９６米。南宁境内主河流郁

江，为西江最大的支流，穿城而过的一段称为邕江。南宁市地形是以邕江河谷为中心的盆地形

态。这个盆地向东开口，南、北、西三面均为山地围绕，北为高峰岭低山，南有七坡高丘陵，西

有凤凰山 （西大明山东部山地），形成了西起凤凰山，东至青秀山的长形河谷盆地。盆地中央成

为各河流集中地点，右江从西北汇入，左江从西南流入，良凤江由南而来，心圩江从北而至，组

成向心水系。盆地的中部，即左江、右江汇合处，南北两边丘陵靠近河岸，形成一道天然的界

线，把长形河谷、盆地分割成两个小盆地，一是以南宁市区为中心的邕江河谷盆地，二是以坛洛

镇为中心的侵蚀溶蚀盆地。

３．气候特征

南宁市阳光充足，雨量充沛，霜少无雪，气候温和，夏长冬短，年平均气温为２１．６℃。冬季

最冷的１月平均气温为１２．８℃，夏季最热的７月、８月平均气温为２８．２℃。年平均降水量达

１　３０４．２毫米，平均相对湿度为７９％。一般是夏季潮湿，而冬季稍显干燥，干湿季节分明。夏天

比冬天长得多，炎热时间较长。春、秋两季气候温和，集中的雨季是在夏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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４．植被

南宁市气候属南亚热带季风气候，光热丰富，夏湿冬干，夏长冬短，雨量充沛，终年适宜植

物生长，被誉为中国的 “绿都”。据２０１１年资料表明，南宁市有维管植物２０９科７６４属２　０２３余

种，其中蕨类植物４２科８４属２５０种，裸子植物７科９属１８种，被子植物１６０科６７１属１　７５５

种。乔木树种有６００种以上，以壳斗科、茶科、杜鹃花科、樟科、胡桃科、木兰科、大戟科为优

势树种，任豆、樟树、石山苏铁等在南宁市有较广泛的分布。

５．土壤

南宁市区的土壤类型有赤红壤、水稻土、菜园土、冲积土、紫色土、石灰土、沼泽土７种土

类。赤红壤是市区具有地带性特征的代表性土类，面积占５５．９％，广泛分布于低山、丘陵、台

地、阶地之上。

６．地表水资源

（１）地表水干流。南宁市辖区河系发达，河流众多，流域集水面积在２００平方千米以上的河

流有郁江、右江、左江、武鸣河、八尺江、清水河、良凤江、香山河、东班江、沙江、镇龙江等

３９条。

南宁市主要河流均属珠江流域西江水系，较大的河流有郁江、右江、左江、武鸣河、八尺江

等。郁江在南宁及邕宁区境内称邕江，河道全长１１６．４千米，为南宁市重要饮用水水源河流，年

平均天然径流量３７５．１亿立方米。市辖区内的多年平均水资源总量约１３９．９亿立方米 （区域水资

源总量是指当地年内降水量形成的地表、地下水总量，不含过境水量）。

邕江的上游分别为右江和左江。右江发源于云南省广南县云龙山，流经广西西林县、田林

县、百色市、田阳县、田东县、平果县进入南宁市隆安县，流域面积３８　６１２平方千米，多年平

均年径流量１７２亿立方米。左江发源于越南谅山省与广西宁明县交界的枯隆山西侧，流经越南后

从平而关入境，流经凭祥市、龙州县、崇左市区、扶绥县进入南宁市，全长５３９千米，流域面积

３１　５９５平方千米。

（２）城市内河 （邕江支流）。江北的石灵河、石埠河、西明江、可利江、心圩江、二坑溪、

朝阳溪、竹排冲、那平江、四塘江，江南的大岸冲、马巢河、凤凰江、亭子冲、水塘江、良庆

河、楞塘冲、八尺江，共１８条城市内河，总长度为４４３．６７千米，控制流域面积达到１　２８６．９６平

方千米，其中石灵河、石埠河、西明江、可利江、大岸冲、马巢河、凤凰江进入邕江的饮用水水

源地二级保护区，心圩江进入邕江的饮用水水源地一级保护区 （即西郊水厂上游７００米）。邕宁水利

枢纽建成后，除四塘江不在老口电站与邕宁水利枢纽之间，其余内河全部在库区范围内。

（３）水库资源。全市共有大、中、小型水库７７９座，其中库容１亿立方米以上的大型水库５

座，１　０００万立方米以上的中型水库２５座，小型水库７４９座；总库容３８亿立方米，有效库容

１６．５１亿立方米，现状供水能力２３．３４亿立方米。引水工程３　１５４处，总引水规模达１１３．５２立方

米／秒，现状供水能力７．１６亿立方米。提水工程３　９５０处，总提水规模为１５５．３３立方米／秒，现

状供水能力１１．３５亿立方米。南宁市区主要水库的水文特征见表２－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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