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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流域水资源开发利用战略探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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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阐述小流域水资源开发利用的特点：可兴建谷坊、淤地坝、小水库、治沟骨干工程等沟道坝系工程，集中

拦蓄和利用小流域的洪水与常流水，对解决水资源短缺问题和控制水土流失、改善生态环境有不可替代的作

用。分析了开发利用中存在的问题：投入机制不够完善，部门之间缺乏配合，人们思想上认识不足。最后提

出了解决问题的几点基本对策。

关键词：小流域；开发利用；水资源

中图分类号：(2!"#5! 文献标识码：F 文章编号："$$G!:9##（!$$%）$#!$$G:!$!

!"#$%##"&’ &’ ()*+, ,+#&%,$+# -+.+/&01+’* )’- %*"/"2)*"&’ #*,)*+34 "’ #1)//
()*+,#5+-

678 9":#5+’3，;8 7%):<"%，=>;? =)’:@"
（!"#$%&$’ (#)*+ ,&$-*+.#$/0 1+&2*--3&$ 4/#%*50，6727 !E#"$$，,"3$#）

>A#*,)$*：0D H@I JIKI43A=IDH 7DJ LH>4>M7H>3D 3N O7HIP PI?3LPCI? >D ?=744 O7HIP?@IJ，N433J 7DJ C3D?H7DH N43O C7D QI ?H3PIJ
7DJ LH>4>MIJ Q8 C3D?HPLCH>3D 3N C@7DDI4? 7DJ J7=?，?LC@ 7? C@ICR J7=?，?>4H PIHIDH>3D J7=?，?=744 PI?IPK3>P?，7DJ =7>D
AP3SICH? 3N TL448 5 13 ?LQ?H>HLHI? @7KI ?LC@ TPI7H INNICH? 3D ?34K>DT H@I AP3Q4I= 3N O7HIP PI?3LPCI? ?@3PH7TI，O7HIP 7DJ ?3>4
43??，7DJ >=AP3K>DT H@I IC343T>C74 IDK>P3D=IDH 5

B+4 (&,-#：?=744 O7HIP?@IJ；JIKI43A=IDH 7DJ LH>4>M7H>3D；O7HIP PI?3LPCI?

中国的高原地区和山区沟壑纵横，每条沟道小

流域就是一个天然集水区，汛期暴雨洪水和非汛期

的常流水，都通过沟道下泄到其支流和干流。在沟

中拦蓄洪水和常流水是水资源开发利用的一项重要

战略任务。

C 开发利用的必要性和重要性

C 5C 生产、生活和生态用水的需要

由于沟道水流集中，能用少量坝库工程较快地

集中拦蓄整个小流域的大部分洪水和常流水。小流

域内坡面梯田、林草、村路旁的水窖和涝池虽能拦蓄

部分降水和地表径流，但数量有限，不能满足生产、

生活和生态用水的需要。小流域内绝大部分的洪水

和常流水都集中在沟道，必须在沟中修建坝库，把这

些宝贵的水资源留在当地，满足农、林、牧业生产、乡

镇企业发展和小城镇建设的需要。

C 5D 削洪、拦泥可制止沟蚀［"］

丘陵沟壑区和高原沟壑区，由于水流冲刷，导致

沟底下切，加剧沟岸扩张（以崩塌、滑塌、滑坡、泻溜

等形式），致使小流域土壤侵蚀模数升高，如黄土高

原沟壑区侵蚀模数高达 % $$$ U !$ $$$ H V R=!。因此，

在沟中修建坝库可以拦蓄洪水，同时也可以拦蓄泥

沙。而且泥沙淤积成坝地，巩固并抬高沟床，相应地

稳定了沟坡，减轻了沟蚀。山东省蓬莱市村里集小流

域经过综合治理，年土壤流失量由原来的 "#W9 万 H 下

降到 9WE 万 H，年土壤侵蚀模数由 " ;G9 H V R=! 减少到

"#$$W9 H V R=!，洪峰削减效率达到 :$W9X。

C 5E 改善当地的生态环境

小流域坡面可以形成以绿色植被为主体的防护

体系，沟道内形成以拦蓄工程为主体的防护体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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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坡面到沟道综合防护体系的形成，可改善微地貌

形态，提高了土壤入渗，增加了常水流量，从而使整

个小流域山清水秀，林茂粮丰。山东省莱芜市房干

小流域的综合治理是这方面的典型，诺贝尔特别奖

（生存权利奖）获得者巴西原环保部长卢岑贝格考察

房干后欣然题词：“大山里的绿色天堂”。

! 开发利用的主要措施

在小流域沟道中，从上游到下游，从支毛沟到干

沟，根据沟道水文与地形条件，科学地布置谷坊、淤

地坝、小水库、治沟骨干工程，形成完整的体系，能充

分合理地利用水资源与泥沙资源。

! !" 谷坊

谷坊主要修在支毛沟上游沟底比降较大、沟底

下切比较活跃的沟段。一般坝高 " # $%，库容 $&& #
’&&&%"。其主要作用是巩固沟底、稳定沟坡、制止

沟蚀。每坊淤地面积约 ((()* %+，由于这里经常过

水积水，一般可种植喜水耐水性树木，既有生态效

益，又有经济效益。

! !! 淤地坝

淤地坝主要修在沟道中下游沟底比较开阔的沟

段，一般坝高 ’& # ’$ %，库容 ’& 万 # +& 万 %"，每坝

淤地 &)* # ’)" ,%+。淤地坝拦泥和拦洪是同时进行

的，拦洪才能拦泥，拦洪是拦泥的前提条件。在坝未

淤平前，短期内可蓄水利用，但是淤地坝拦洪的目的

是拦泥，所拦蓄的洪水是排泄出去的，洪水排出后，

剩下的只是淤泥。由于坝地水肥条件较好，’ ,%+ 坝

地的产量相当于 $ # -,%+ 坡耕地的产量。特别是干

旱时，坡上作物严重减产，而坝地仍能保持平产或高

产。淤地坝是利用水资源的一种特殊形式。

! !# 小水库［+］

小水库主要修在沟中有泉水露头的沟段。根据

水源情况和沟道地形，选择不同的坝高。较小的坝

高 ’& # +&%，库容 ’& 万 # "& 万 %"；较大的坝高 "& #
.&%，库容 ’&& 万 # $&& 万 %"。为减少小水库淤积，

可采取以下措施：!串联水库。在小水库上游再修

一座子水库，与其母水库上下串联联合运用，暴雨中

上游的子水库拦洪拦泥，保护小水库安全运行，雨后

放清水给小水库存蓄。"并联水库。在流域面积

小、植被好、泥沙较少的山沟修建清水库，在其相邻

的另一侧泥沙较多的沟道上修建滞洪水库，并用输

水隧洞把两库联结起来，清水由隧洞引入清水库加

以调蓄，汛期洪水则经滞洪水库，缓洪后引入下游淤

灌。#旁引水库。小水库修建在沟道的一侧，另开

引水渠把沟道与小水库联结起来，当沟道水含沙量

小时，通过引水渠引入小水库，而含沙量较高的洪水

则由沟道下泄。$引洪放淤。在小水库上游选择合

适区域（如低凹地或荒滩），引洪放淤、拦截泥沙，这

样既可淤滩造田，又能避免水库严重淤积。

! !$ 治沟骨干工程（骨干淤地坝）

根据不同地区的侵蚀模数，在小流域沟道中建

造治沟骨干工程，每 " # $ /% 或 - # ’& /% 一座。一

般坝高 +$% 以上，单坝总库容 $& 万 # ’&& 万 %"，个

别可达 $&& 万 %"。总库容中 *&0左右为拦泥库容

（设计淤积年限为 +& 1），"&0左右为滞洪库容（防御

$& 年一遇洪水），其主要作用是提高整个沟道坝系

的防御标准，保护淤地坝和小水库安全运行。由于

其拦泥量大且见效快，是减轻下游河道淤积的有效

措施。’2-( # ’22( 年在黄河中上游水土流失严重地

区共建成治沟骨干工程 -2$ 座，保护了 ’-& 多条小

流域的近 ’)+ 万 ,%+ 坝地、川台地安全生产和小水

库安全运行，库中蓄水 ’ 亿 %"，可发展灌溉面积 &)-
万 ,%+；同时还可拦泥 ()- 亿 %"，淤地 ’)’ 亿 ,%+，每

年可增产粮食 $&&& 万 /3，解决约 + 万农村人畜饮水

的困难。

# 开发利用中存在的问题

在沟中修建连环坝稳定蓄水，既改善了当地生

态环境，又可促进当地经济的发展，但这种简单易行

的方法中国的许多地区都未能大量推广，主要存在

以下问题。

%& 投入机制不够完善。在许多地区，谷坊、淤

地坝、小水库、治沟骨干工程的投入由国家和地方财

政全部承担，没有充分利用社会上的闲散资金。由

于经费和制度的限制，基层水利部门有实际困难。

’& 部门之间缺乏配合。水保部门建设沟、道、

坝体系，如果只有淤地坝和治沟骨干工程，而没有小

水库，就不能稳定蓄水。从技术上看，在众多的拦

洪、拦泥坝下游修建适量的小水库，只需在小流域坝

系规划中科学地作好布置就可解决。但是，由于沟

中修小水库是水利部门的任务，涉及各部门之间的

复杂关系，难以协调。

(& 对小流域水资源开发利用认识不足。人们

对小流域水资源开发利用的重要性缺乏认识，不仅

思想上保守，而且管理跟不上，致使部分工程不能发

挥应有的效益，挫伤了干部群众的积极性，给小流域

水资源开发利用带来不利影响。

$ 基本对策

%& 建立多元化的投入机制。按照“谁投资、谁所

有、谁管理、谁受益”的原则，一方面，国家、地方部门

加 大小流域水资源开发利用的投入；（下转第$’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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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 "### 年海南省各市县地下水开采量与供用水量

区域

地下水

开采量

!亿 "#

占可开

采量 ! $

地下水

供水量

!亿 "#

占供水

总量 ! $
地下水用水量 !亿 "#

农田灌溉 工业用水 城镇生活 农村生活 合计

占用水

总量 ! $

海口市 %&%’ #(&# )&*(( #%&’ +&+*% +&,%, +&**( +&%’% )&%-’ )-&#
澄迈县 +&%# -&# +&#++ )+&- +&)+, +&+%# +&++. +&)’( +&#+% (&’
临高县 +&## *&* +&%)+ (&% +&+%( +&)*+ +&+%# +&),( +&%), .&,
文昌市 +&%+ ,&* +&)-# )*&% +&)-# +&)-# ’&.
定安县 +&)) ’&% +&))) ))&+ +&))# +&))# .&+
屯昌县 +&+- ,&. +&+-) ’&. +&+-) +&+-) ’&*
儋州市 +&+’ %&# +&%.’ %&’ +&++* +&++, +&++* +&%.+ +&%(, ’&)
白沙县 +&,, )+&, +&+’, (&% +&+’, +&+’, -&+
琼海市 +&)’ *&, +&)*’ #&( +&)*# +&)*# *&#
万宁市 +&%% *&) +&%)’ ))&* +&++, +&++# +&++. +&%+# +&%). -&+
陵水县 +&%# -&# +&)), .&, +&)), +&)), ’&+
三亚市 +&)# .&( +&)%’ ’&% +&++) +&)%( +&)%- ’&+
琼中县 +&+. +&( +&+’- -&# +&+.+ +&+.+ (&’
保亭县 +&+’ #&) +&+*’ )+&. +&+*’ +&+*’ (&%
通什市 +&+# )&( +&+%’ .&# +&+%* +&+%* *&*
东方市 +&), *&* +&))- *&# +&)%+ +&)%+ ,&#
昌江县 +&+. #&( +&+’( #&. +&+’- +&+’- ,&’
乐东县 +&%+ ’&’ +&).* ,&% +&).* +&).* ’&)
全 省 ,&-% (&) #&-*( (&- +&)-, +&,’- +&’++ %&,%% #&’(* (&’

注：海口市各数据包括了琼山市的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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另一方面，大力推行个体、联户及股份合作制，不断

扩大融资渠道，使村集体和农户成为投资的主体；同

时，积极利用外资对小流域进行综合治理，形成国

家、集体、个人及外资的多元化投入机制。

$% 在水土保持部门的主持下与水利部门结合，

共同协商研究，取得共识后，统一规划，合作完成。

以小流域为单元，合理布置淤地坝、小水库和治沟骨

干工程。在规划的实施和工程管理使用方面，库容

小于 )+ 万 "# 的小水库（塘坝）由水保部门统管；库

容大于 )+ 万 "# 的小水库，由水利部门负责修建与

管理使用。这样小水库有了上坝拦洪、拦泥的保障，

可以长期稳定蓄水；淤地坝和治沟骨干工程可在不

增加 任 何 负 担 情 况 下，继 续 完 成 其 拦 泥、固 沟 的

任务。

&% 重点试办，稳步前进，取得经验，逐步推广。

有国家经费支持的重点支流和试验示范区，水土保

持与水利部门合作，重点修建小水库，保障稳定蓄

水。通过试行，在技术上和管理上取得成功经验后，

逐步推广，打消部分干部、群众的顾虑，提高开发利

用小流域水资源的积极性。

’ 结 语

小流域水资源开发利用有 # 个方面的效益：

"经济效益：通过小流域的治理可以增加粮食、果品

等的产量、产值和效益；#生态效益：地表植被度能

显著增加，水土流失可以得到有效控制，从而使生态

环境呈现出良性循环；$社会效益：可以改善农业生

产条件，使土地利用和农村生产结构趋于合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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