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巴林左旗水资源开发利用存在的问题与对策

ABC
（巴林左旗水利局，内蒙古 赤峰 $!"G"$）

摘要：阐述巴林左旗水资源概况及开发利用现状，指出该地区水资源开发利用过程中存在的主要问题是地表

水、地下水开发利用程度失衡，水资源浪费严重，污废水回收利用程度低，水价过低，水利专业技术人员严重

缺乏等。对今后水资源合理开发利用提出建设性意见：重点抓好农业节水；积极利用雨洪资源，优先利用地

表水，合理开采地下水；对新改扩建项目实行水资源论证制度；加大水源保护力度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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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巴林左旗自然概况

! 5! 水文气象

巴林左旗属内陆性干燥气候类型，四季分明。#
月平均气温为 I #GJ>K，E 月平均气温为 !!J>K，多

年平均气温 GJ"K，极端最高气温 G$J!K，极端最低

气温 I >!J#K；无霜期为 ##$ L #>$ M；多年平均年日

照时数为 !%"! C。

巴林左旗多年平均降水量为 >=%JG 99，降水量

的区域分布不均，中部降水量较大，北部次之，南部、

东南部年降水量偏小。降水量的年际变化比较大，

年最大降水量与年最小降水量相差 > L G 倍，大多数

站最大与最小降水量变幅在 G$$99 以上。

巴林左旗降水量年内分配很不均匀。汛期 = L
% 月降水量比较集中，连续最大 G 个月的降水量占

年降水量的 NGJGO，#$ 月至次年 " 月的降水量仅占

年降水量的 #"J=O。由于 E、N 月降水量高度集中，

在 E、N 月份发生大暴雨期间，乌力吉木仁河及其支

流有不同程度洪水发生，甚至造成洪水灾害，而在非

雨期间又经常出现一定区域的干旱，给农牧业生产

造成很大损失。

全旗年降水量变化趋势为平、丰、枯交替出现，

大体为 "$ 年代丰水期，=$ 年代偏枯，E$ 年代丰枯交

替，N$ 年代平水期，%$ 年代偏丰，!$$$ 年至 !$$E 年

为枯水期。

巴林左旗多年平均水面蒸发量为 %N!J% 99，是

全旗多年平均降水量的 !J== 倍，年最大水面蒸发量

与年最小水面蒸发量极值比为 #JE=。水面蒸发能

力比较强，蒸发量年际变化也较大。

! 5" 河流水系

巴林左旗境内共有大小河流 "G 条，其中 #$$
P9! 以上的河流 !> 条，旗内河流总长度为 %!#P9，河

网密度为 $J#>N P9 Q P9!。乌力吉木仁河发源于巴林

左旗北部乌兰坝河的上游老秃顶山，其干流由乌兰

坝河和干支嘎河在乌力吉村处汇合而成，是巴林左

旗境内最大的河流，该河由北向南贯穿全境，流经 =
个苏木、镇，旗内河长达 !G$ P9。主要支流有乌兰坝

河、干支嘎河、浩尔吐河、乌兰白旗河、查干白旗河、

沙里河等。

" 水资源概况

" 5! 水资源量

根据巴林左旗境内实测水文资料分析计算，全

旗多年平均地表水资源总量 !J$N" % 亿 9>，地下水

资源量为 #JE"N% 亿 9>，重复利用量 $JN$E > 亿 9>，

水资源总量 >J$>E" 亿 9>。

地表水可利用量 #J>""N 亿 9> Q @，地下水可开采

量 #J$>#N 亿 9> Q @，重复量 $J$=%$ 亿 9> Q @，水资源可

利用总量 !J>#N" 亿 9> Q @。
" 5" 水质

按照 BH>N>N—!$$!《地表水环境质量标准》，巴

林左旗"类水体占地表水总量的 =J!O，#类水体占地

表 水 总 量 的 "=J!O，$类 水 体 占 地 表 水 总 量 的

#NJNO，%类水体占地表水总量的 #NJNO。主要污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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项目有氨氮、溶解氧、化学需氧量、挥发酚和氟化物。

巴林左旗地下水水质优良区面积占总面积的

!"#$%，水质良好区面积占总面积的 !"#&%，水质较

好区面积占总面积的 ’#(%，水质较差区面积占总

面积的 &#(%。

巴林左旗地下水检测 )! 个项目中有 ! 项超标，

依次为氟化物超标 ’#(%，氨氮超标 "#*%，亚硝酸

盐氮超标 &#&+%，总硬度超标 &#&+%。

巴林左旗地下水异常区及污染区主要分布在东

南部区、隆昌镇附近地区、林东镇北部、野猪沟附近

地区、哈拉哈达附近地区、碧流台北部地区、白音诺

尔铅锌矿附近地区。

经调查分析其污染原因为：东南部区、隆昌镇附

近地区氟化物项指标超标，碧流台北部地区总硬度

超标，主要原因与原生地质环境有关。林东镇北部

地区、野猪沟附近地区氨氮项指标超标，哈拉哈达附

近地区氨氮和亚硝酸盐氮项指标超标，这些是面污

染源的反映，也是农业活动对地下水资源质量影响

的结果。超标的主要原因与农民有偏施、重施化肥

和农药有直接关系。白音诺尔铅锌矿附近地区地下

水中氯化物浓度较高，原因是矿区排污影响了地下

水质量。

! 水资源开发利用情况

截止到 *&&’ 年，全旗共建成蓄水工程 " 处，其

中中型水库 , 座，小型水库 * 座；引水工程 !, 处；机

电井累计达 ,!$& 眼，手压井 (,,&’ 眼。

全旗 *&&’ 年各类工程供水总量为 ,#!"& ( 亿

-)，其中地表水供水量为 &#(*, ) 亿 -)，占全部供水

量的 !+#(%；地 下 水 供 水 量 为 &#(*+ ! 亿 -)，占

"&#)%。地表水供水中，蓄水工程供水量为 &#))( &
亿 -)，引水工程供水量为 &#)’! ) 亿 -)。地下水供

水中，城镇集中供水量为 &#&,$ & 亿 -)，农村及工矿

企业各类机电井供水量为 &#(,)! 亿 -)。

巴林左旗农业灌溉用水主要包括农田灌溉、林

地灌溉、蔬菜种植。*&&’ 年巴林左旗农业灌溉总用

水量为 ,#*"!, 亿 -)。全旗工业总用水量为 ("’ 万

-)，巴林左旗污水处理设施已于 *&&( 年 ,, 月投产，

日处理废水 (&&& . 左右，但废水基本没有回用。

生活用水量包括城镇生活用水量和农村生活用

水量。城镇生活用水量包括城镇家庭用水量和公共

设施用水量，农村生活用水量包括农村居民生活用

水和牲畜用水。城镇家庭居民生活用水量为 ,$& 万

-)，农村居民家庭生活用水量为 *(* 万 -)。公共设

施用水量 ,’& 万 -)，牲畜饮用水量为 "+$ 万 -)。

巴林左旗各部门 *&&’ 年总用水量为 ,#!"& ( 亿

-)。其中生产用水总量为 ,#)*+ + 亿 -)，占用水总

量的 +,#(%，在生产用水中，农业灌溉用水 ,#*"! ,
亿 -)，占总用水量的 ’$#!%；工业用水 &#&(" ’ 亿

-)，占总用水量的 "#*%，生活用水量 &#,*& ’ 亿 -)，

占总用水量的 ’#)%。

*&&’ 年全旗水资源可利用量尚有 &#’$( ’ 亿 -)

剩余，其中地表水剩余 &#$)! " 亿 -)，地下水剩余

&#)&*! 亿 -)。

" 水资源开发利用中存在的主要问题

水资源是经济社会可持续发展的制约性资源。

全面审视全旗水资源开发利用及管理中存在的主要

问题，找出差距，整合水资源的配置，是解决水资源

合理利用的关键，也是实践科学发展观的具体体现，

通过较全面和系统的调研，笔者认为巴林左旗水资

源开发利用与管理中存在的主要问题表现在以下几

个方面。

" /# 地表水、地下水资源开发利用程度失衡

巴林左旗地表水资源量为 *#&’" + 亿 -)，地表

水多年平均开发利用量为 &#!’, ) 亿 -)，地表水开

发利程度仅为 *)#,%，地表水开发利用程度较低。

全旗地下可开采量为 ,#&), ’ 亿 -)，地下水多年平

均开采量为 &#$’$ ! 亿 -)，地下水 开 发 利 用 程 度

$$#"%，地下水开发利用程度较高。究其原因，巴林

左旗境内大部分为雨洪资源，大量的来水由于缺少

拦蓄工程都流向境外，人们的生产生活主要依赖于

地下水。

" /$ 水资源浪费严重，用水定额高，用水效率低

巴林左旗水资源浪费现象与水资源紧缺局面形

成鲜明对比。工业上，巴林左旗水的循环利用率不

到 ,"%；农业是巴林左旗各行业的用水大户，占总

用水量的 ’&%以上，但长期以来，由于低价供水或无

偿供水，以及灌溉技术落后，渠系缺乏必要的防渗措

施，田间不配套等原因，农业灌溉用水浪费惊人。据

资料分析，全旗地表水灌溉定额高达 ( "&&-) 0 1-* 以

上，渠系利用系数不到 &#!。在生活用水上，大部分供

水工程收费采取的是按人头收取，造成水资源的严重

浪费，很难在人们的生活中树立节约用水意识。

" /! 废污水资源回收利用程度低

巴林左旗除白音诺尔矿有少量废水回收利用

外，其他企业工业废水和生活废水回收利用几乎为

零。随着巴林左旗经济社会的快速发展，产业结构

的调整和重新布局，水资源的需求急剧加大，巴林左

旗局部地区将会出现水资源供应不足，同时工业废

污水量的不断增加还会使部分水体受到污染而失去

利用价值，从而加剧巴林左旗水资源的供需矛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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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小型水利工程管理主体不明

长期以来，巴林左旗广大农村用水是“大锅水”

“福利水”，一方面水资源十分紧缺；另一方面却用水

无节制，大水漫灌比比皆是，水资源浪费十分严重。

尽管 "##$ 年旗政府在全旗范围内实施了小型水利

工程产权制度改革工作，但由于各苏木、镇工作开展

力度不平衡，导致小型水利工程产权制度改革工作

不彻底，大部分小型水利工程产权仍不明晰，政府、

管理单位和农户的权责利纠缠不清。

! !" 水价偏低

一方面水价过低不利于节水，促使人们不珍惜

水，增加污水排放量，增加污水处理成本，节水积极

性难以提高和持续；另一方面，自备水源井所收的水

资源费仍远远低于自来水价格，城市自来水管网未

覆盖用水单位是原因之一，但水费的差价却是自备

井存在和产生的诱因。水资源的稀缺性与水价格的

低廉性，加大了水资源保护和优化配置的难度。

! !# 水利专业技术人员严重缺乏

据统计，全旗现在岗水利专业毕业生不足 %&
人，从 %’’( 年以后，水利局没有进过水利大中专毕

业生，造成人员老化，知识老化，适应不了当前水资

源管理发展形势的需要。

" 对 策

巴林左旗的地理位置比较独特，全旗 ’#)以上

的土地面积集中在乌尔吉沐沦河上游，是一个独立

的流域。该旗的水资源主要来自大气降水，所以水

资源一旦紧缺或造成严重污染，基本不存在从外调

水的可能，基于这种情况，如果不加强水资源管理，

就会影响全旗社会经济发展。

$% 把节水尤其是农业节水作为水资源管理的

重点来抓。农业灌溉用水是巴林左旗的用水大户，

占全旗总用水量的 (*+,)。但由于管理体制、输水方

式、灌溉方式、农田水利基础设施、耕作制度等方面的

问题，该旗农业用水的利用率很低，地表水灌区只有

,#)左右，机电井灌区也只有 *#)。巴林左旗目前农

业用水产出率也很低，净耗水产粮不足 % -. / 01，和一

些发达地区净耗水产粮 " 2 1 -. / 01 的水平相比差距

很大，成为名符其实的高耗水低产出产业。根据该

旗实际，一方面应抓紧运作地表水灌区整合，成立乌

尔吉沐伦灌区管理机构，实施水资源统一调配，推行

计量收费，把大部分水费用到节水改造上。整合后

的乌尔吉沐伦灌区应抓住国家对大中型灌区渠系配

套和节水改造大量投资这一契机，争取在自治区和

国家立项，力争在“十一五”期间内实现全旗大部分

灌区的节水技术改造。另一方面，要实施水利项目

资金的整合。巴林左旗水利投资渠道较多，但涉及

多部门管理，如沙源项目资金、安全饮水资金、以工

代赈资金、移民搬迁资金、农业开发资金、扶贫资金

等，但每一个渠道的资金相对量不大，很难用一个渠

道的资金建成具有规模效益的项目。由于缺少统一

规划和综合协调，不同渠道的水利资金在资金使用、

项目布局、建设内容等方面不同程度地存在交叉重

复，造成不同渠道的投资相互不配套，项目重复建

设，投资效率低下，工程布局不合理以及水资源的严

重浪费。因此，要提高水利资金使用效率，实现全旗

水资源的合理开发利用，就要先统一项目布局，本着

少开源、多节流的原则统一规划，尽量不开辟或少开

辟新的水源，而是把整合后的资金用到设施农业和

现有水源的农业节水上，加快实现全旗水资源在各

行业的合理配置。

&% 积极利用雨洪资源，优先利用地表水，合理

开采地下水。在山区要大力提倡修建塘坝和水窖工

程，科学利用雨季汛期的洪水资源，以蓄水抗旱为

主，科学合理地留蓄洪水，实现洪水资源化。根据水

利中长期规划，在巴林左旗境内适宜建中型水库的

地理位置有 " 座，即琥珀沟水库和石门子水库，总库

容 1$## 万 01，应积极争取立项，增加全旗的蓄水能

力。巴林左旗地下水补给主要是大气降水，地表水

又与地下水相互补充，如果继续加大地下水开采力

度，将造成地下水开采量大于补给量，势必造成地表

水的大量减少，降低现有的地表水工程效益的发挥，

增加供水成本，同时也会促使地下水位继续下降，造

成部分机电井干涸或吊泵现象。

’% 对新建、改建、扩建项目要严格实行水资源

论证制度。对于高耗水、用水工艺落后、有重大环境

影响的项目，从源头上限制取水行为。规范工矿企

业用水行为，工业企业要通过实行水资源总量控制、

定额限制、用水量监控和利用经济杠杆进行调节等

多项措施，做到用水计划到位、节水目标到位、节水

措施到位、管水制度到位，逐步实现全旗工矿企业水

资源的合理开发利用。

(% 加大全旗水源源头的保护力度。巴林左旗

的工矿企业绝大部分坐落在乌尔吉沐伦河源头，对

全旗生态环境破坏很大。要加强对各厂矿企事业单

位的水土保持方案编报、审批与方案落实进行督促

与指导，为控制人为水土流失和生态环境的好转奠

定良好的社会基础。

)% 要加快实行用水户参与灌溉管理的制度。

将工程的所有权、使用权、管理权和用水的决策权交

给农民，让他们独立、民主地选举协会领导人，在管

理、建设、财务上享有高度的知情权（下转第 %&#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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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结 语

在建设校园中水工程中，有必要因地制宜根据

实际情况选用合适的处理设施和工艺，最终也要算

经济账，现有的工艺和装置各有利弊，在不同场合的

使用要求不同，很多先进的技术由于成本过高在现

实中难以得到应用，因此在实际使用中应该更多地

考虑这些问题。

总之，中水回用项目体现了可持续发展理念，推

动整个社会向循环型节约型社会转变［!"］。通过对高

校中水回用工程现状和江苏若干高校中水回用工程

的分析可知：这种简易的中水回用装置可作为校园中

水系统高效、经济、稳定运行的可以借鉴的通行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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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接第 ;+ 页）和参与权，调动农民“自己事自己办、

自己工程自己管”的积极性，保障工程的效益发挥。

实行用水户参与灌溉管理后，通过农民用水户协会

落实水费计收制度，同时运用市场机制，农民多用水

就得多交钱，这就使节约用水有了经济调节手段。

同时，广大农民会自觉采取平田整地、浅浇快轮等多

种节水措施，或者调整种植业结构，种植低耗水作

物，努力降低灌水定额。用水户参与灌溉管理后，由

于灌溉用水管理公正、民主、透明，灌水秩序规范，对

过去用水过程中产生的矛盾在协会内部就得到解

决，可以避免矛盾的激化，减少用水纠纷。这样不仅

农民会满意，而且地方政府、水利部门和灌区管理单

位也会满意，使他们从繁重的解决用水纠纷的事务

中解脱出来，更好地为农业生产供水服务。

" # 建立合理的水价形成机制。要全面贯彻落

实国家发改委、水利部颁布的《水利工程供水价格管

理办法》，按照“补偿成本、合理受益、优质优价、公平

负担”的原则，加强水价成本核算，实行用水定额管

理，逐步建立合理的水价形成机制。要鼓励个体、私

营、联户兴办水利。鼓励农村集体和个人以多种方

式建设和经营小型水利设施，做到明确所有权，放开

经营权，调动各方面特别是农牧民群众兴修水利的

积极性。

$# 加强节水的宣传与教育。新闻媒体要加大

对节水工作和节水型社会建设的宣传力度。将节约

用水纳入中小学教育、职业教育和技术培训体系，利

用广播、电视、报刊、杂志、互联网、标语等多种形式，

广泛、深入、持久地开展宣传，使全体公民树立起水

忧患意识和节水意识，形成“节约光荣，浪费可耻”的

良好社会风尚，使人们树立正确的用水观念，自觉节

约用水、爱护水和保护水，形成人人节约用水并积极

主动参与节水型社会建设的良好氛围。

%# 加快引进和培养人才力度，提高管理水平。

要通过不同渠道积极引进和培养水利专业技术人

员，解决人员老化、知识老化的问题。对于优秀的水

利专业技术人员要在政策上给予优惠，对于一时难

以引进的人才，采取兼职聘任或讲学的方式予以解

决，以适应水资源管理发展形势的需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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