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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辽市节水型社会建设的水资源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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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节水型社会建设是通辽市经济社会发展的必然要求，在节水型社会建设中，应实施“人与洪水协调共处

的防洪减灾战略”、“以建设节水高效现代灌溉农业和现代旱地农业相结合为目标的农业用水战略”、“节流优

先，治污为本，多渠道开源”的城镇水资源可持续利用和保护战略。通辽市在保证生态用水前提下，水资源开

发利用的权限指标为占水资源总量的 ?%G，耗用极限量为 "" 亿 9"。在用水结构、经济结构不断趋于合理的

前提下，!##% 年通辽市水资源可承载 >"$HI 亿 J</ 的用水需求，!#!# 年可承载 %F$I 亿 K "$I# 亿 J</ 的用水

需求。通辽市水资源有条件支持通辽市经济社会可持续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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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源节约、环境友好有两个重要的衡量指标，一

个是资源承载能力，一个是环境承载能力。资源承

载能力具体表现在三大资源，淡水资源、能源资源、

耕地资源。环境承载能力主要考虑两方面影响，一

是生态系统、二是环境污染。水资源作为战略性的

经济资源和活跃的环境资源在建设资源节约型、环

境友好型社会中有着不可替代的作用。

! 通辽市水资源状况及面临的主要问题

通辽市多年平均地表水资源量 !IH$% 亿 9"，其

中入 境 水 %>H#$ 亿 9"。多 年 平 均 地 下 水 资 源 量

"IH$% 亿 9"。地表水与地下水重复计算量 >H> 亿 9"。

通辽市通过水循环更新的地表水、地下水资源总量

多年 平 均 为 IMH#! 亿 9"。 其 中 地 产 水 资 源 量

M!H? 亿 9"。按 !##I 年人口耕地计，人均占有水资源

量 %$MF9"，低于全国人均占有 !!##9" 的平均水平。

耕地占有水资源量 !MHI 9" N O9!，远低于全国耕地占

有 >"H"9" N O9! 的平均水平。以地产资源计，人均占

有水资源量 %"I>9"，远低于全国人均 ! !## 9" 的平

均水平，也低于国际上目前公认的人均水资源占有

量 %??$9" 以下为水资源紧张区的评定指标。

通辽市水资源时空分布极不均衡，与社会、经济

发展的布局错位，加剧了水资源供需矛盾。通辽市

水资 源 以 地 下 水 为 主，地 下 水 资 源 量 占 总 量 的

?>G。调蓄能力强，开采方便，可开发利用程度高。

但不利于远距离汇集调度。

多年来，通辽市在水资源开发利用上取得了巨大

成就。由于过去的水资源利用方式粗放，用水效率不

高，“水资源紧张，水质污染，洪涝灾害”等三大问题，

已成为通辽市社会经济可持续发展的重要制约因素。

建设节水型社会是解决上述问题的必由之路。

" 节水型社会建设的水资源战略思考

通辽市节水型社会建设的水资源总体战略应是

“以水资源的可持续利用，支撑全市经济社会的可持

续发展”。相应发展战略有如下几个方面。

" 5! 确立人与洪水协调共处的防洪减灾战略

节水型社会是人水和谐社会，首先是人与洪水

的协调共处。洪水是河流的天然属性，气候异常年

份出现超标准洪水是不可避免的。人类既要适当控

制洪水改造自然，又需主动适应洪水，协调人与洪水

的关系。对通辽市特别重要的是要把控制洪水同利

用洪水有机结合起来，促使洪水资源化，最大限度发

挥洪水对通辽市经济社会和生态环境可持续发展的

正面作用。因此，要从建设防洪工程体系以控制洪

水为主的战略，转变到建成全面的防洪减灾工作体

系以管理洪水为主的战略，达到人与洪水协调共处。

防洪减灾工作体系应包括：根据各河流的治理

目标，建设有质量保证的防洪工程系统；建设有一定

标准的分滞洪区作为辅助设施；城乡建设规划要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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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考虑各种可能的防洪风险；建立防洪保险、救灾及

灾后重建机制；建立现代化的防洪减灾信息技术体

系和防洪抢险专业队伍。

! !! 建设以节水高效的现代灌溉农业和现代旱地

农业相结合为目标的农业用水战略

农业是通辽市用水大户。据 "##$ 年统计，农业

用水占总用水量的 %&’()。农业用水中农田灌溉

用水占 %")，耗用水量 "& 亿 *+。根据通辽市社会

经济发展对水资源的配置要求，这一耗水量已经超

出发展预测中可配置给农业的水资源量。农田灌溉

用水的发展趋势随着农业生产的发展，只能是零增

长或负增长。水资源的承载能力决定了通辽市不可

能无节制地扩大灌溉面积。同时，水资源短缺和山

丘区水资源开发利用困难的实际情况也证明，通辽

市没有大面积发展灌溉农业的条件。因此，通辽市

必须实施以建设节水高效现代灌溉农业和现代旱地

农业相结合为目标的农业用水战略。

建设节水高效现代灌溉农业，要特别注意调整

作物种植结构和布局，减少耗水量大的作物种植比

例；大力发展以低压管道输水灌溉和渠道防渗衬砌

为主的节水灌溉工程技术；在水资源缺口较大的科

尔沁区和左中旗东部还要发展非充分灌溉技术。建

设节水高效现代旱地农业，要把传统技术与现代技

术结合起来，实现水利技术与农艺技术、农机化技术

与化学技术的有机结合。除继续采用坐水种、培肥

改土、耕作保墒、覆盖等技术外，还要特别注意发展

集雨、节灌、振动深松、平衡施肥、化学调控等现代技

术，不断提高降水资源的利用效率和效益。

! !" “节流优先、治污为本，多渠道开源”的城镇水

资源可持续利用和保护战略

节流优先。节流优先是根据通辽市水资源短缺

情况所采取的基本对策，也是为了降低供水投资，减

少污水排放，提高水资源利用率的最合理的选择，是

世界各发达国家、发达地区城市工业用水的发展方

向。城市工业用水的 ,#)以上将转化为污水，一些

水资源丰富的国家和地区也大力推行节水，主要是

不堪承受污水处理的负担。据分析预测，就全国来

讲，到 "#&# 年，供水设施的单位投资为 - 元 . *+；污

水处理约为 &# 元 . *+，而节水仅需 +’# 元 . *+。这样

的趋势应该也适用于通辽市。因此，通辽市必须调

整产业结构和布局，大力发展推广节水器具和节水

的工业生产新技术、新工艺、新设备，促进废水循环

和综合利用，创建节水型城市。

治污为本。通辽市城市用水皆取自地下水，地

下水一旦污染，将危及饮水安全。为此，必须依法加

大污染防治力度，严格实行新建、改扩建项目的“三

同时”制度和环境影响评价制度。拒绝高污染企业

的入驻。过去长期采用的末端治理、达标排放为主

的工业污染控制战略已被国内外经验证明是耗资

大、效果差、不符合可持续发展的战略。今后，通辽

市工业发展应大力推行以清洁生产为代表的源头污

染预防战略，淘汰能耗高、用水量大、技术落后的产

品和工艺。增加投入，提高污水处理率。

多渠道开源。首先是中水的充分利用，包括废

污水处理回用和雨水的集蓄利用，可作为城镇绿化

用水，工业冷却水，城郊农业灌溉等。对于资源性缺

水的科尔沁城区还应开辟新的地表水源。此外，城

镇发展规划要量水而行，要根据水资源的承载能力

确定城镇发展规模和经济结构布局。

" 通辽市水资源开发利用极限的探讨

在保证生态环境用水的前提下，要确定通辽市

水资源开发利用的极限是多少，先要明确生态环境

用水。国内外的研究成果一致认为，应以生态环境

现状作为评价生态用水的起点，而不是以天然环境

为尺度进行评价。因此，狭义的生态环境用水是指

为维护生态不再恶化并逐渐有所改善所需消耗的水

资源总量。据此，做到通辽市水资源采补平衡并略

有盈余，就可满足生态需水的基本条件。在这一前

提下，经分析，通辽市生活和第一、二、三产业用水为

水资源开发利用的上限，地下水开发利用的极限指

标 为 降 水 渗 入 补 给 量，即 地 下 水 资 源 总 量 的

,(’,)；地表水开发利用的极限指标按国际通用的

地表水资源量的 +#)计。通辽市水资源开发利用

的上限指标确定为占水资源总量的 $&)，耗用的极

限量为++ 亿 *+。就全国来讲，国内专家一致认为水

资源开发利用的极限指标是占全国水资源总量的

/#)。本文提出的 $&)是依据通辽市以地下水资

源为主的实际而确定的。

# 通辽市水资源承载能力的分析

据《通辽市水资源公报》，"##$ 年全市用水总量

+&’(+ 亿 *+。其中，生活用水占 "’&$)，工业和三产

用水 占 $’&)，农 业 用 水 占 %&’(/)，生 态 用 水 占

#’"&)。综合耗水率 ,,’"+)。全市耗用水资源量

"/’+( 亿 *+。全市万元 012 用水量 ,$# *+。上述用

水结构相当于 +# 年前全国用水结构的平均水平，万

元 012 用水量是当前全国平均水平的 &’% 倍。

通辽市水资源开发利用的 ++ 亿 *+ 极限量是指

年可耗用的水资源量。如留有余地，按极限量的

%#)即 +# 亿 *+ 计，耗水率按 -#)，则年均可用水资

源量为 +,’( 亿 *+。 （下转第 +( 页）

·"+·



! !" 祁连山空中云水资源开发利用

祁连山处于青藏高原边缘。受高原影响，不断

有来自孟加拉湾的暖湿气流向高原输送，这一水汽

输送带为祁连山区提供了大量的富含水云层，使这

一地区云水资源异常丰富［"］。据研究，祁连山区云

的液态含水量大于 #$#% & ’ () 时，就能产生降水。而

祁连山区含水量最丰富的区域在海拔 % )## ( 左右，

云的液态含水量高达 #$*" & ’ () 以上，说明祁连山区

的云水资源有很大的开发潜力。由于山区空中水汽

含量充沛，而且高山具有显著增水效应［+］，因此，运

用人工影响天气技术，实施人工增雨作业就成为开

发利用空中云水资源的主要方式，对于促进大气降

水，增加流域上游出山径流有着举足轻重的作用［,］。

石羊河流域是一个长期干旱缺水、地下水严重

超采、地下水位大幅度下降的地区，生态环境极度脆

弱。建议应抓住雨水较为丰沛的季节，利用有利天

气条件进行人工增雨作业。加大降雨量，虽然对时

下农作物的成熟和收获不利［-］，但权衡利弊，增加的

降雨量之利要远远大于其弊。从长远考虑，该流域

任何时候都没有多余的水资源。即使在不太干旱的

情况下，也应当抓住有利天气条件开展人工增雨作

业，尽可能多地增加天然降水，实现从空中调水，让

更多的雨水补充地下水，恢复地下水位。只有上游

来水增加了，生态环境才能得到改善，民勤地区也决

不会成为“第二个罗布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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按这一总量控制，到 /#*# 年，全市用水结构如调控

至相当于 *# 年前即本世纪初全国用水结构的平均

水平：生活用水占 %3（含生态），工业、三产用水占

**3，农业用水占 -"3，万元 456 用水量%##()，则

通辽市的水资源量可承载 2),$" 亿元 456 的用水

需求。

到 /#/# 年，全市经济结构更趋合理，用水结构

如相当于世界中等收入国家本世纪初平均水平。即

生活 用 水 量 占 ,3（含 生 态），工 业、三 产 用 水 占

/)3，农业用水占 ,#3，万元 456 用水量达到全国

发展规划的平均水平 /## ()，则通辽市的水资源量

可承载 *-," 亿元 456 的用水需求。如果万元 456
用水量能达到 /### 年世界平均水平，通辽市水资源

的承载能力将会成倍增加。

到 /#/# 年，按国家统一部署，通辽市初步建成

与小康社会相适应的节水型社会，节水制度和水资

源配置工程体系基本完善，产业结构布局与水资源

承载能力相协调，社会形成自觉节水的风尚和合理

用水的方式，在维系良好生态系统的基础上实现水

资源的供需平衡。

" 结 语

通辽市地处半干旱地带，水资源短缺，时空分布

不均，用水结构不合理，用水效率、效益较低，对水资

源的严峻形势不可掉以轻心。但通辽市以地下水资

源为主，调蓄能力强，可开发利用程度高。人均占有

可开发利用的水资源量高于全国平均水平。所以，

对通辽市水资源问题又不必惊慌失措，以免贻误发

展的机遇。经济社会的发展，需要大力推进通辽市

节水型社会建设。在节水型社会建设中，实施科学

的水资源策略，加强需水管理。实行以水定供，以供

定需。宏观上确定地区和行业用水总量控制目标；

微观上制定科学的用水指标体系。综合采用法律措

施、工程措施、经济措施、行政措施、科技措施保证用

水控制指标的落实，最终实现“以水资源的可持续利

用支撑全市经济社会可持续发展”的水资源总体战

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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