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渭南市水资源开发利用与保护思路探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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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渭南市水资源严重短缺，供需矛盾十分突出，缺水已成为制约经济社会可持续发展的重要因素。通过

对渭南市水资源特点、开发利用现状、未来城市需水情况及开发利用中存在的问题分析，提出合理开发利用

和保护水资源的措施及对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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渭南市地处陕西关中东部，现辖两市一区八县，

水、陆域面积 #"#"H K:!，!$$! 年全市人口 L!J 万人，

是陕西省重要的农业生产基地、能源工业基地和交

通枢纽。近年来，随着工农业和城乡建设快速发展，

水资源短缺以及开发利用与保护所存在的问题，已

成为制约社会经济发展的重要因素。

! 渭南市水资源特点

! 6! 水资源贫乏

渭南区域多年平均降水总量 %"M!> 亿 :"，平均

降水量 LLJ::，自产地表水资源量 JMJJ 亿 :"，地下

水资 源 量 #LM$J 亿 :"，扣 除 两 者 重 复 计 算 量

"M>$ 亿 :"，水资源总量 !$M$& 亿 :"。全市平均产水

模数 #LM!% 万 :" N（K:!·@），为全国平均值的 H%O，

陕西省的 &HO；人均占有水资源量 "J$:"，是全国人

均 值 的 #&O，陕 西 省 的 ""O；耕 地 平 均 水 量

#&M!%:" N E:!，是 全 国 均 值 的 #!MLO，陕 西 省 的

!LO。从这些数字可看出，渭南是全省严重缺水的

地区。在全球气候变暖、气候持续干旱的情况下，当

地的资源型缺水还有不断加重的趋势。

! 6" 水资源时空分布不均

全市年（降水）径流量的 &$O主要集中在 % P #$
月，且多以暴雨洪水产流为主，形成年内分布不均，

年际变化大，水旱灾害连年发生；水资源的地域变化

呈现渭河以南水多洪涝，北部水少旱灾，其中渭北塬

区土地面积、耕地面积分别占全市的 L!O和 &$O，

而地表水资源仅占全市的 !JO；南部秦岭山区土地

面积 仅 占 全 市 的 #$O，而 年 径 流 量 竟 占 全 市 的

H%M>O，但开发利用难度大。

! 6# 水土流失严重

据有关资料，渭南市水土流失面积 J %#! K:!，占

总土地面积的 &&M"O，一方面造成耕地对天然降水

的蓄吸能力降低，从而增大农田灌溉水的需求量；另

一方面对水库造成新的淤积，减少有效库容的蓄水

能力，直接影响水资源的有效利用。

" 水资源开发利用现状及需水预测

渭南是陕西省农业水利事业发展最早的地区之

一，在我国水利史上占有重要篇章，尤其自 #>H> 年

以来，渭南水利建设成就十分显著。截止 !$$! 年，

全市已建成各类水源供水工程 &J HHH 处，其中水库

>" 座（中型 L 座），总库容 !M&> 亿 :"，有效库容 #M&#
亿 :"，自流引水渠 !L$ 条，抽水站 LJH 处，陂塘 !>L
处；农村人饮工程 ! HJ& 处及水窖 ##M"! 万眼，农用

机井 "M!& 万眼，企事业单位自备水源井 # ##> 眼，这

些工程在工农业和城乡供水中都发挥着重要作用。

但是随着社会经济的不断发展，现状工程供水能力

已不能满足日益增长的需水要求。

根据《渭南市水利发展‘十一五’规划思路的报

告》中提出的用水发展指标，推算分析全市 !$$& 年

需水量 !"M>H 亿 :"，!$#$ 年需水量 "$MHL 亿 :"。按

照现有水源工程供水能力 !$M#L 亿 :" 计算，!$$& 年

和 !$#$ 年不同水平年将分别缺水 !MH! 亿 :" 和

#$M" 亿 :"，缺水率分别为 #$M#O和 ""MJO，水资源

供需矛盾相当严重。

·HJ·



! 水资源开发利用存在的问题

"# 水资源缺乏合理的统一调配机制，水资源效

益不能充分发挥。由于供水项目为多部门管理，彼

此衔接不够，协调不周，分头建设，盲目建设，统一完

善的地表水与地下水联合调度机制尚未形成。

$# 蓄水设施不足，水的调蓄能力差，供水保证

率低。!""! 年渭南市蓄水设施可供水量 # 亿 $%，仅

占地表水总供水量 #&’()，农业供水面积不足有效

灌溉面积的 !")，供水保证率低，不能满足和适应

城乡生活与工农业供水要求，且由于泥沙淤积，水库

调蓄能力还在不断减少。

%# 洪水资源得不到充分利用，造成当地洪水灾

害和水资源短缺共存。渭河以南秦岭北麓形成的

*’!+ 亿 $% 河川径流量，多以暴雨洪水形式出现，因

综合利用调蓄设防工程造价高，导致建设缓慢。目

前实际利用量不到可利用量的 #*)，且洪水灾害经

常发生。

&# 地下水超采严重。全市地下水开发利用程

度平 均 在 ,") 以 上，渭 河 平 原、河 流 阶 地 达 到

##+)。据动态监测资料，全市地下水位下降面积已

占到地下水监测面积的 &")左右，且局部地段水位

持续下降，形成降落漏斗，超采现象严重。

’# 用水技术落后，用水浪费现象普遍存在。全

市老企业多，设备陈旧，技术水平低，用水定额偏高。

其中，火电为 +"" - (." $% /万元，一般工业为 (% -
#+!$% /万元，乡镇工业为 (( - #%! $% /万元，远高于

全国、全省平均水平。目前，还有相当一部分灌区灌

溉水的有效利用系数在 "’*+ - "’+ 之间，水的有效

利用率偏低。城市用水因供水管网破旧，跑、冒、滴、

漏现象严重，输水损耗达 #,)以上，个别高达 !&)。

( # 水环境污染呈现严重局面。渭南市年产生

工业 废 水 和 生 活 污 水 量 #’., 亿 $%，排 放 量

#’#( 亿 $%。其中大多数未经任何处理，直接排入河

道、阴沟等；农业生产大量使用化肥、农药，不但加剧

了地表水体污染，也造成地下水不同程度的污染，减

少了水资源的可利用量；加之近年来渭河遭受严重

污染，致使渭南段几乎常年处于 0 类或超 0 类水

质，地表客水资源难于有效利用，同时也对渭南傍河

地下水源地形成严重威胁。

) 水资源开发利用与保护对策

针对渭南市水资源特点和开发利用中存在的问

题，提出以下对策和建议：

"# 积极稳妥开发利用地表水资源，加强重点工

程建设力度。当地地下水利用程度已高达 ,")以

上，市境内河流稀少，可调剂的水量有限，当前解决

渭南市缺水问题的主要途径是积极开发利用地表水

资源。一方面充分挖掘当地雨洪资源，加快地表水

工程建设力度，另一方面对年久失修的现有水利供

水工程挖潜改造，提高与恢复其供水能力。从长远

讲，要从根本上解决渭南市水资源紧缺矛盾，需要建

设东庄水库、古贤水库及实施省内的南水北调（引汉

济渭）等一批大、中型外调客水的骨干工程。同时积

极促进“引清济氵尤”工程，并全面实施渭、洛综合治

理规划，扩大当地过（入）境客水利用程度，逐步实现

渭南市境乃至省内关中地区水利工程联网调度和城

市多水源联合调度。

$# 贯彻落实科学发展观，加快节水型社会建设

步伐。节约用水是缓解水资源紧缺矛盾最直接、经

济、有效的手段。渭南市水资源短缺，在抓好开源的

同时，必须做好节流工作，树立水资源可持续利用的

观点，坚持开源节流并举。一是要严格实施陕西省

政府“陕西省节约用水办法”，落实“渭南市节水型社

会建设若干意见”，要根据节水型社会建设的规划调

整产业结构，积极发展节水型经济。大力推广先进

的节水技术和节水工艺；二是要进一步强化取水许

可监督管理，严格取水许可审批程序，提高审批质

量。要尽快推行总量控制和用水定额相结合的管理

制度，完善年度用水计划审批，对超计划用水实行加

价收费。

%# 健全配套的政策法规，坚持依法治水。当前

要通过强化法治意识、完善法规体系和提高执法水

平，真正将水资源的开发、利用、治理、配置、节约和

保护纳入到法制化轨道。

&# 加快城市水务体制改革力度。城市水务实

行一体化是实现水资源合理开发、高效利用和有效

保护的基础。要进一步加强城市水资源统一管理，

充分发挥城市水务体制的优势，真正形成能统筹管

理水资源全局的、有法制保障的、能引导体现水资源

价值的水资源统一管理体系，使水资源开发利用和保

护达到经济效益、社会效益和生态效益的协调统一。

’# 建立合理的宏观调控机制，优化配置水资

源。一方面，要遵循自然规律和经济规律，统筹考虑

社会经济环境发展要求和社会承受力，兼顾效率和

公平，制定科学合理的水价体系，利用市场经济的杠

杆来管理水资源和节约水资源，实现水资源的优化

配置；另一方面，在加强政府宏观调控能力的同时，

形成竞争机制，提高企业管理水平和服务质量。

( # 制定科学合理的水资源开发、利用和保护规

划体系。根据流域综合治理规划和城市总体规划，

妥善处理城市与乡村、流域与区域、（下转第 ,&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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围内外的居民区，历史遗留下来的各类建筑工厂、饭

馆、商店等，特别是跨和平渠的桥头两侧，生活污水

和垃圾随处可见，和平渠成了最大的垃圾沟，和平渠

沿岸住宅居民从楼窗抛垃圾袋入和平渠，造成和平

渠缓流池沉积生活垃圾每年达 ! 万 "# 之上。冬季

积雪数万方，每年渠道清运垃圾需直接投入 #$ %
!$ 万元。以典型的和平渠七号缓流池（火柴厂处）为

例，每年各类垃圾达 !$$$ 多 "#。

!" 据史料记载，湟渠开挖于乾隆二十七年前

后，至今有 &$$ 多年的历史，全长 ’( )"，至今污染最

为严重、最突出地段在新兴巷段至雅马里克山段，此

地区城市无规划、无地下排污设施，湟渠成了天然的

下水道、污水坑，天然的公厕，不但严重影响了环境

卫生，水质严重污染，造成下游农作物无法生长，一

个冬天下来，湟渠面目全非、不堪入目。由于历史原

因，渠道两旁被房屋挤占、车辆、机械无法通行，个别

地方无插足之地，给清淤维修渠道都带来极大困难。

# 治理主要措施

鉴于上述水源污染情况，如再不采取强有力的

措施，水源污染问题将直接有损乌鲁木齐市的形象

和投资环境，制约全市经济发展和影响市民身体健

康，笔者特提出以下治理措施：

$" 成立治理水源污染、惩治违法行为领导小

组，市长挂帅，各区县、部、委、局、工矿企业、街道办

事处、乡镇、自然村领导参加的领导小组，形成自上

而下的管理体制，并以责任制的形式落实到有关领

导职责中。

%" 制定乌鲁木齐河流域防治污染管理条例，用

法律武器治理水源污染，惩治违法行为，确保管理者

有法可依。

&" 健全管理体制，明确职责。增加编制，健全

管理站点，管理经费应列入市财政预算。

!" 加大执法力度，成立乌鲁木齐河流域水上公

安派出所，配合水政水保执法大队开展水事执法工

作，委托法院设立水事法庭，切实加强环境管理、防

治污染执法工作。

’" 统一思想，正确实施乌鲁木齐河流域源头、

沿岸的城市规划、工矿、居民点污染治理建设的规

划。加强城市基础设施卫生设施的配套建设，杜绝

新的污染源，如增加垃圾箱、公共厕所及地下污水管

网的建设。

( " 对污染严重的工矿企业必须坚决采取关、

停、转、管、搬迁或取缔措施。如跃钢水泥厂、电化

厂、乌拉泊东侧空军油库、水源地保护区的居民点。

)" 广泛宣传，全民参与，下大力气抓好市民的

环保意识教育，充分发挥新闻媒介、社会舆论的监督

作用。

*" 对和平渠、湟渠市区段进行专项治理，发扬

建国初期治理和平渠的艰苦创业精神，坚决彻底对

和平渠市区段、湟渠两岸管理保护范围进行清理拆

迁，还和平渠本来面目。统筹规划，把和平渠、湟渠

建成为引水、输水、防洪、绿化、美容城市具有西北民

族风情特色的风景线。

+ " 加强对旅游业专项管理，把开发旅游资源与

治理污染水土保持、环境保护有机结合在一起。杜

绝人为破坏，把保护自然生态环境，加强水土保持的

基础建设作为开发旅游业的必备条件。取缔那些杂

乱无章的小型旅游点，建立自然保护区、水源地保护

区，为子孙后代留下一滴净水，一片净土。

, "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水法》、《中华人民共

和国水土保持法》、“饮用水水源保护污染防治管理

规定”，应该立即停止一号冰川旅游业开发，停止冰

川水的人为开发。一号冰川是我国唯一具有考察科

研价值的冰川，由于气候变暖和近年来人为影响，冰

川蛇带在加速萎缩，如不采取有力措施，后果不堪设

想，为保护母亲河源头的自然生态平衡和晶莹无暇

的冰川水，我们这一代必然做出努力。

（收稿日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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开发与保护、建设与管理、近期与远期等各方面的关

系，制定科学合理、远近期结合、可持续发展并具有

现实可操作性的水资源开发、利用和保护规划体系。

)" 加强水资源保护，大力推行污水资源化，增

加水资源的可利用量。一是要根据完成的全省水资

源保护规划和水功能区划，制定辖区内各河段纳污

总量控制方案，并将排污总量指标分解到每个排污

口，同时加强对入河排污口的监督性监测与管理，控

制退水中污染物总量。二是要加快渭南市污水处理

厂建设步伐，加强企业内部的污水处理，切实保证达

标排放。要大力提倡清洁生产和污水资源化，建立

中水回用系统，将处理后的生活污水用于城市环卫、

绿化带灌溉及其他不与人体直接接触的旅游和景观

水体等。

（收稿日期：&$$*!$-!’$ 编辑：高渭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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