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疏勒河流域水资源可持续利用与保护探讨

王建强

（甘肃省疏勒河建设管理局，甘肃 玉门 9FG!""）

摘要：结合当前流域水资源与生态资源可持续利用的需要，探讨疏勒河流域及其下游生态环境的开发利用，

指出区域经济与水土资源可持续利用必须坚持以生态建设和环境保护为重点、合理利用的策略，优化配置，

因地制宜，正确把握人口、资源、环境与经济发展的辩证关系，协调处理好长期与近期、整体与局部的利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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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概 况

疏勒河位于甘肃省河西走廊西端，干流全长

$9# X;，流域水资源总量 ""YFI 亿 ;F，其中地表水资

源量 "#YJ! 亿 ;F。全流域面积 IY"F 万 X;!，海拔

""## Z "8##;。流域内分布有戈壁、绿洲、草场、风

蚀荒地和国家级荒漠生态自然保护区。径流特点是

年际变化不均。年降水量一般为 G$ ;;，年蒸发量

F#F#;;，气候干旱。灌区内近年 J 级以上大风第年

平均为 FG Q，沙尘暴逐年加剧、影响范围逐年扩大，

地面径流和地下水资源逐年减少，气候变暖，雪线逐

年上升［"］。

A 存在的问题

河西走廊的各族人民择水而居，主要分布在自

然河流两岸及山前冲、洪积扇的边缘，近几十年来，

这一地区的人口增长、经济发展与用水量增加几乎

是同步的。全流域降水极少，属干旱气候地区，除少

量绿洲地带外，呈大面积荒漠景观。在疏勒河长距

离的径流途中，水资源一部分被引入绿洲利用，一部

分被蒸发自然消耗，剩余部分流入盆地和湖泊，最终

完全被蒸发消耗掉。

A 4@ 人口增长与经济发展所带来的水资源问题

疏勒河流域水资源虽然较为充足，但从来水的

时空分布上看，$ Z 8 月来水占全年来水量的 9#[左

右，而需水量大的春季，来水量只占 "#[左右，已经

建成的昌马水库枢纽工程解决了春旱突出的矛盾。

以有限的水资源支撑更多的人口和更大的经济规

模，是今后必须要解决的一个重要和突出的问题。

A 4A 水资源与生态问题

人类活动发展起来的人工生态系统，消耗了一

部分天然生态的水资源。人工绿洲增加的同时，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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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天然绿洲萎缩甚至消亡。只有大力和合理确定社

会经济用水和生态环境用水的比例，才能稳定天然

生态和人工生态的合理面积。

! !" 不合理的水土资源开发带来的负面影响

灌区蒸发损耗较大，易导致土地次生盐渍化；人

为控制水流的自然流态，修建水库，造成大量蒸发损

耗，导致次生盐渍化的大面积产生，项目区这种次生

盐渍化面积占开发灌溉面积的近 "#$ % &#$。不

合理的水土资源开发造成水资源短缺，风蚀严重，地

下水位逐步有所下降，下游生态环境受到威胁，冬春

季地面裸露面积扩大，草场面临退化等。

! !# 水资源浪费问题

降水量少，蒸发量大是流域生态脆弱的基本原

因。灌溉用水量占总用水量的近 ’($，而渠系水利

用系数只有 ()& % ()*；耗水量特别大，且单方水的产

出相对较低；水资源流经长距离河道、荒滩戈壁、渠

系等渗漏严重；灌溉水费以亩收取，没有以斗口严格

计量，虽然灌溉有合理的灌溉定额，每年仍然严重出

现灌溉缺水；工业、生活，城市建设浪费水严重。尽

管当地干旱少雨，单位面积水源匮乏，但人均、亩均

用水量相对充足，这对节水、水资源优化配置，最大

限度地满足经济、社会发展和生态环境保护的供水

需求特别有利。只要因地制宜，科学合理开发、利

用、保护水资源，疏勒河水土资源仍可达到可持续发

展要求。

" 合理利用水资源的策略

目前，疏勒河流域中上游正在进行综合开发建

设，主要是水利工程建设、农田配套和移民安置等综

合性开发建设，包括老灌区改建。

" !$ 实施生态移民战略，有助于全面加快小康社会

建设步伐

虽然疏勒河流域水土资源相对较充足，但是移

民的规模和速度仍然要循序渐进，量力而行。目前

进行的疏勒河项目移民是将甘肃中东部 "" 个县的

+)# 万（原规划为 ,( 万）移民搬迁至疏勒河流域的

上中游地区，这样既缓解了迁出县的人口及环境压

力，又充分利用了河西有效的水、土、光、热资源。有

步骤、有计划地实施生态移民，无疑是解决生态环境

和农民生活的最佳选择。虽然改变了原来的生产生

活方式，但是通过迁入区的农业生产培训，先修建简

单的住房，使大部分补助资金用于努力发展生产、植

树造林等环境建设，制定相关地方优惠和鼓励机制，

给移民以实惠，最终可使移民通过保护环境而安居

乐业，奔向小康。

" !! 切实加强水土保持工作，有效改善和提高投资

主要应包括合理开发利用水土资源，优化土地

利用和农业产业结构调整；通过改善生态环境，逐步

减少干旱、洪涝、风沙等自然灾害；通过综合治理与

开发，改善农业生产条件，促进农民脱贫致富；保护、

治理、预防三兼顾，推动水土保持全面深入发展；进

行分区治理，加强水土流失治理。

根据水土流失的特点、存在的问题以及当前全

面建设小康社会和实现经济社会可持续发展的新形

式、新要求，建议有关部门切实提出今后水土保持工

作的长远战略构想；加强水土保持监测与预防功能，

在重规划设计的同时，应重视投资、建设、验收与管

理工作并举。水土保持工作是一项综合性强的工

作，在河西地区不是简单的植树造林，而是自然封育

和自然恢复相结合，水利工程和防风固沙相结合，因

地制宜，适地适树，提倡林、灌、草适宜搭配，结合经

济效益，引种耐寒耐旱植物，在充分利用水资源的基

础上，提高移民及当地群众的收入和生活水平，并将

项目的合理有序开发与水土保持工作紧密结合。

" !" 减少人为破坏，逐步恢复自然生态系统

甘肃河西走廊是一个植被稀少、水资源短缺、风

沙多、干旱多的地区，伴随连年的自然灾害和人为掠

夺水土草木矿产资源的不断加剧，生态环境的破坏

亦呈上升趋势。河西地区基本为沙漠、戈壁，为不毛

之地，尤其是疏勒河流域，虽然其面积广大，但是水

资源有限，中下游地区耕地中盐碱地多且改良难，也

是水土流失中风力侵蚀的易发区，加上气候严寒干

旱，风沙多且大，治理难度很大。由于不断的开荒扩

种、过度乱樵、乱挖药材和修路开矿等基本建设，土地

沙化日益严重。由于气候的干旱和气温的连年上升，

祁连山雪线不断上升，冰川不断融化，沙尘暴逐年增

多。所以，只有通过减少人为破坏和掠夺才能使自然

生态系统在很长时间内逐步得以保护和恢复。

# 保护水资源的举措

# !$ 大力推广农业节水工程，保证生态用水

节水包括农业节水和灌溉节水，农业节水包括

又包括结构调整、节水作物、地膜覆盖、秸秆覆盖、少

耕免耕、保水剂、节水抗旱技术等，但应首先抓结构

调整。节水灌溉技术包括各种地面灌溉技术、微喷

灌技术和地下灌溉技术、种苗增墒技术等。树立全

民忧患意识和节水意识；通过科学规划使工程建设

实现水资源的优化配置；通过调整产业结构和价格

杠杆节水；通过生产技术、生产工艺和生产流程节

水，尤其是用水设施和器具的节水。另外，通过节

水，也可以补充地下水，维持生态所需基本水量。

（下转第 ++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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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加强太湖、阳澄湖水源水质保护工作

相城区位于太湖的下游，对太湖的影响较小，应

严格遵守《江苏省太湖水污染防治条例》，着重做好

禁止近岸废污水直排湖体和减少湖内的水产养殖面

积等工作。相对来说，阳澄湖的水源水质保护工作

任务艰巨，今后应着重做好以下三方面的工作：

#$ 水产养殖控制及生态化改造。阳澄湖大闸

蟹及其他水产品远近驰名，水产养殖促进了当地经

济的发展，但由此带来的水产养殖污染也很大。因

此，应严格控制水产养殖的密度，并不断采用先进技

术，发展生态养殖，减小水体污染。

%$ 入湖河口污染控制。相城区直接入阳澄湖

的主要河道为里塘河和北河泾。里塘河河口为占地

"## 多 $%& 的中兴国际高尔夫俱乐部，对草坪的管

理与维护中要施用大量的化肥、农药，因此建议使用

环保型生物农药和有机缓释性肥料，并对高尔夫球

场的地表径流进行收集处理，避免造成近岸水体的

富营养化；北河泾河口附近是苏州市的饮用水取水

口，应严格限制水产养殖，取缔取水口附近现存的精

养鱼塘，设置为湿地，逐步恢复河口地区的水生态。

&$ 水源保护区发展限制规定。根据《苏州市阳

澄湖水源水质保护条例》的规定，划定阳澄湖一级、

二级及准保护区，各类保护区按照条例规定，严格禁

止相应的开发、建设活动。

" 结 语

苏州相城区位于生态环境较为敏感的水网地区

和水源保护区，水环境系统的保护与恢复是一项长

期而艰巨的工程。引水冲污可调活水体，增加水环

境容量，但它改善水环境的作用有限，治标不治本，

不能作为治理水环境问题的主要手段。要实现水环

境管理的长效性，必须从源头抓起，积极调整经济结

构和经济增长方式，实现清洁生产，同时做好污水处

理设施的建造和加强环境管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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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调整产业结构，合理利用水资源

产业结构调整包括种植业结构调整，种植需水

少的耐旱植物，发展畜牧业，扩大农村、城市服务业

等。必须从缺乏生态环境意识的低水平开发转变为

与生态环境建设相协调的水资源开发利用战略。同

时必须切实进行以下几方面的改革："灌溉制度的

逐步转变；#水资源投资机制的改革；$水价政策的

改革。%政府对农民政策的连续性和长期可操作性

的改革。

! !( 加强水资源管理，提高对水资源的认识，建立

流域水资源统一管理模式

以流域为单元对水资源实行综合管理，顺应了

水资源的自然运移规律和经济社会特性，可以使流

域水资源的整体功能得以充分发挥。内陆河流域的

生态系统具有流域独立性，每个流域的上、中、下游系

于一脉，流域内生态系统的演替状况完全取决于水资

源的状况。流域是具有结构和整体功能的复合系统，

流域水循环不仅构成了经济社会发展的资源基础，是

生态环境的控制因素，同时也是诸多问题和生态问题

的共同症结所在。因此以流域为单元对水资源实行

统一管理，已成为目前国际公认的科学原则。

! !! 通过详细调查和周密规划，制定近期与远期、

整体与局部的治理计划

当地地表水时空分布极为不均，开发利用程度

较高；地下水资源分布范围广，开发程度低，从理论

上讲尚具有较大的开发潜力。但疏勒河流域土地辽

阔、水资源稀缺的基本特征，构成了这一地区极为脆

弱的生态环境。不能盲目和无规划的开发地下水资

源，应提（井）、排相结合。要正确把握人口、资源、环

境与经济发展的辩证关系，协调处理好整体与局部、

近期与远期等各种关系。

! !" 禁止大面积开荒，维持现有绿洲生态系统的可

持续发展

随着疏勒河综合开发建设项目的有序开发，当地

群众乱占乱开土地资源的情况也逐步加剧，掠夺水资

源和干扰项目建设的情况显得比较突出，最终造成了

环境的不断破坏。建议国家或地方相关部门应切实

加强管理，有序开发，维护水土资源的合理利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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