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黄河上游控制性水利枢纽工程
对建设陕甘宁蒙生态经济区的重要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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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分析陕甘宁蒙生态经济区存在的自然环境条件复杂、生态系统依赖性较强、区域水资源奇缺、
人地矛盾突出、生态建设任务艰巨等问题,指出建设黄河上游控制性水利枢纽工程,能够保证河道

生态功能,维系黄河健康生命,从根本上解决制约区域发展的瓶颈,促进经济社会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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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摇 陕甘宁蒙生态经济区概况

陕甘宁蒙经济区指的是黄河经由陕西、甘肃、宁
夏和内蒙古 4 省区接壤地带共同构成的地区,地处

黄河上中游,位于黑山峡河段周边,涉及 4 省区 13
个市(盟),49 个县(市、区),面积 32郾 3 万 km2,总人

口 1 500 多万人。 从地理上看,该区域地处我国中

西部结合的背部,新欧亚大陆桥穿境而过,是我国面

向中亚和北亚、向西北双向开放的前言阵地,其地缘

优势毋庸置疑。 从文化上看,该地区是一个多民族

聚集区,是我国多元文化集中区。 从经济发展和资源

禀赋上看,该区域是我国重要的战略腹地及经济发展

的重要战略支撑和强大的动力源泉。 随着西北大开

发政策的不断推进,该区域出现了我国罕见的保持高

增速态势的驱动集群。 地区内资源富集,是我国极其

重要的能源资源战略高地,开发潜力巨大。
随着“一带一路冶战略的提出和建设,该区域正

好处于该战略“一带冶所经之地,将成为中国经济发

展的“第四级冶和丝绸之路经济带的战略支点,也必

将成为中国与阿拉伯国家交流与合作的桥梁与纽

带。 通过“一带一路冶的建设,作为中国经济增长极

的陕甘宁蒙经济区将会加速融入国际经济发展体

系,促进欧亚联动共赢大格局的形成,从而实现经济

新的腾飞。

2摇 区域生态环境特点及主要问题

2. 1摇 区域自然环境条件复杂,生态系统依赖性较强

陕甘宁蒙经济区处在我国三大自然区域的结合

部位,具有复杂多样的环境条件,是我国北方的环境

脆弱带,又是历史上农耕和游牧频繁交替的地区。
区域对气候波动反应灵敏,属环境变化频率高、幅度

大、多灾易灾的敏感地带。 受干旱气候和水资源短

缺影响,植被以旱生植物的干草原、荒漠草原、草原

化荒漠为主,土壤类型中风沙土约占半数以上,加上

自然灾害和历史上人为因素影响,草场退化、土地沙

化不断加剧,水土流失严重;造成区域土地利用系统

稳定性差,环境承载能力低下,水资源环境恶化,干
旱和沙尘暴等自然灾害易发、多发,直接影响农牧业

生产,威胁交通、水利等基层设施运行和群众生命财

产安全,并导致土地资源和生物资源的严重破坏,是
我国诸多重大生态问题的发源地。
2. 2摇 区域水资源奇缺,人地矛盾突出,生态建设任

务艰巨

摇 摇 由于水资源匮乏,生态环境脆弱,环境承载能力

低下,退化的生态环境无法满足人们日益增长的资

源需求,无法提供社会经济发展的稳定环境基础,甚
至无法维持自身的生态平衡,生态贫困加剧了经济

贫困,形成恶性循环。 随着退耕还林还草等生态建

设工程推进,原来农牧民赖以生存和壮大经济的耕

地、牧场逐步退让,让位生态,群众生产空间受限、成
本增加,人地关系非常紧张。 生态建设发展面临以

水为主导因子的多方限制,大量荒沙荒滩因缺水无

法实施生态建设,造林率、保存率、成林率低;而且生

态建设缺乏统一规划,工程布局分散,管理条块分

割,生态建设点上进行,面上破坏,影响总体生态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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益和区域生态建设保护持续发展。

3摇 陕甘宁蒙生态经济区建设意义

陕甘宁蒙生态经济区可通过建立农牧业开发新

模式,实现区域可持续发展。 建设生态文明新灌区,
科学发展大绿洲。 不同于将扩大耕地面积和增加粮

食产量作为唯一目的的传统灌区发展方向,应将自

然生态保护作为未来新开发灌区的重点和切入点。
与传统的大水漫灌和粗放耕作不同,应该以滴管、喷
灌等节水灌溉模式为主,综合平衡当地水资源和土

地资源和生态的承载能力,建立可持续发展的农牧

业发展新模式。
区域按照 “建设小绿洲、保护大生态冶的模式,

可直接使 106 万 hm2 沙化土地转化为生态绿洲系

统。 在此基础上,通过区域人口分布调整,实现周边

23 万 km2 沙漠、沙地、黄土丘陵休耕、休牧和封育保

护,促进区域生态系统休养生息,有效改善区域生态

环境。 与现有引扬黄灌区一起形成以河套平原为中

心,辐射黄土丘陵、毛乌素沙地、腾格里沙漠、巴丹吉

林沙漠的绿洲生态系统,形成北起阴山、南抵贺兰山

的西北生态屏障,有效遏制沙漠扩张,减少区域风沙

对东部和首都经济圈的侵袭,保障国家生态安全。
据预测分析,在相关发展条件得以保障的前提下,规
划实施后的生态经济区的建设将可产生 1郾 53 万亿

元 / a 的生态服务功能价值。 考虑能源的开发及相

关工业产业和服务业与战略型新兴产业的发展,预
计可形成 5—10 万亿元以上的地区生产总值,具备

成为我国经济增长的第四级条件。 最终实现在建设

陕甘宁蒙生态经济区国家粮食生产基地的同时,强
化区域生态系统的抗干扰能力和自调节能力,确保

区域生态系统的健康稳定并逐步实现良性逆转。

4摇 黄河上游控制性水利枢纽工程功能作用

黄河黑山峡河段位于甘肃、宁夏交界处,是黄河

上游最后一个可以建设高坝大库的峡谷河段。 规划

水利枢纽位于黑山峡出口以上 2 km2,宁夏中卫市

境内,是黄河治理规划确定的干流 7 个控制性骨干

工程中 3 大关键性工程之一。 最大坝高 163郾 5m,总
库容 115 亿 m3,电站装机 200 万 kW。 依托枢纽,规
划布置两条干渠,分别向宁夏、陕西、内蒙古、甘肃部

分地区供水,发展生态灌区,并为能源基地及城镇建

设提供水源保障。 工程建设对实现黄河长治久安,
促进陕甘宁蒙经济社会发展和民族团结,加强西北

地区生态建设保护,保障国家生态、粮食、能源安全

意义重大。

4. 1摇 保证河道生态功能,维系黄河健康生命

由于水少沙多、水沙关系不协调,黄河防洪形势

严峻,水资源供需矛盾尖锐,水环境和水生态恶化。
目前黄河水资源消耗率高达 70%,远超过其承载能

力,水资源短缺已成为流域经济社会发展最为严重的

制约。 黄河下游以“地上悬河冶举世闻名,防洪安全世

人瞩目。 上游宁蒙河段近年持续淤积抬高,宁夏河段

呈“悬河冶态势,内蒙古大部分河段河床已高出背河地

面 1 ~4 m,使河道行洪输沙能力严重下降,同流量水

位增高 1郾 0 ~1郾 8 m,成为又一地上“悬河冶,平滩流量

由过去的 3000m3 / s 以上减少到 1500m3 / s,局部河段

不足 1000 m3 / s。 加之凌汛、洪水灾害频发,严重影响

沿河人民生命财产安全及宁蒙沿黄经济区稳定发展。
工程建成后,可在有效保证沿黄工农业用水的

同时,集中大流量冲沙减淤,改善宁蒙河段不利的水

沙条件,缓减河段淤积,遏制“悬河冶发展,并与中游

骨干工程联合运行,为下游河南、山东河段冲沙减淤

提供水流动力。 增加用水高峰期供水,协调生产与

生态用水矛盾,确保黄河不断流。 同时,通过水库调

蓄,使零温断面下移 400 km,宁夏河段不再封河,内蒙

古上段冰塞问题基本解决,消除河段洪水危害,保障

沿黄群众生命财产安全。 远期作为国家“四横三纵冶
水利布局中重要的控制性骨干工程,调节南水北调西

线入黄水量,实现黄河全流域水资源合理配置。
4. 2摇 破解区域发展难题,促进经济社会发展

工程辐射的宁夏中南部、甘肃中东部、内蒙古中

西部、陕西北部地区,是我国重要少数民族聚集区和

革命老区。 区域可垦土地面积约 800 万 hm2,以宁

夏宁东、内蒙古鄂尔多斯、陕西榆林为核心的我国能

源“金三角冶,煤炭、石油、天然气资源量分别占全国

的 26% 、15%和 29% ,是我国重要能源接替基地和

后备土地资源开发区。 但是,由于区域干旱缺水和

用水困难问题突出,经济生产长期滞后,人民生活依

然艰辛,生态环境极端脆弱,也是我国主要的人口贫

困区和生态脆弱区。
工程建成后,依托高位供水优势,可使陕甘宁蒙

已建扬水灌区 7郾 5 万 hm2 实现自流灌溉,18 万 hm2

扬程降低 15 ~ 158 m,大幅降低当地群众用水成本,
加快经济发展和民生改善。 根据国家战略需要,可
新增生态灌溉面积 106 万多 hm2,再造一个“河套平

原冶,大幅增强区域农牧业生产发展能力,实现生产

空间集约高效和生态空间山清水秀,对国家粮食安全

发挥重大积极作用。 为陕甘宁蒙“能源金三角冶开发

提供水源保证和供水条件,推动资源优势向经济优势

转化,辐射带动城乡社会事业建设,实现区域经济社

会跨越式发展,结合河段水能资源开发利用,实现区

域水、风、火电“打捆冶外送,保障国家能源安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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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3摇 改善区域生态环境,构建西北生态屏障

陕甘宁蒙生态经济区因气候干旱,土地沙化、水
土流失严重,也是我国诸多重大生态问题的发源地,
不仅制约当地经济社会发展,而且对我国中东部和

首都经济圈环境质量构成严重威胁。
工程建成后,按照“建设小绿洲,保护大生态冶

的模式,可直接使 106 万 hm2 沙化土地转化为生态

绿洲系统。 高水位向甘肃“民勤绿洲冶补水,遏制生

态环境恶化态势,实现“民勤绿洲冶救护。 通过区域

人口分布调整,实现周边 23 万 km2 沙漠、沙地、黄土

丘陵休耕、休牧和封育保护,促进区域生态系统休养

生息。 形成以河套平原为中心,辐射黄土丘陵、毛乌

素沙地、腾格里沙漠、巴丹吉林沙漠的绿洲生态系

统,有效遏制沙漠扩张。 增加周边地区森林覆盖率,
提高退化草场植被覆盖度,构建起北起阴山,南抵六

盘山的西北生态屏障,减少区域风沙对东部和京津

冀经济圈的侵袭,保障国家生态安全。

5摇 结摇 论

陕甘宁蒙生态经济区是我国多民族聚集区和多

元文化集中区,是我国重要的战略腹地、经济发展的

战略支撑和动力源泉,是我国及其重要的能源资源战

略高地,开发潜力巨大。 而区域自然环境条件复杂,
生态系统极其脆弱,尤其区域水资源奇缺,人地矛盾

非常突出,更是我国诸多重大生态问题的发源地。
为响应国家西部开发战略和“一带一路冶战略,

保障该区域生态健康,提升区域农牧业生产水平,加
快贫困地区发展,保证国家粮食安全,建设小康社

会,维护各民族团结,实现和谐稳定发展,解决西北

地区重大生态环境和特殊区域重大社会现实问题,
必须建立注重生态效益的陕甘宁蒙生态经济区农牧

业开发新模式。 因此,只有通过加快建设黄河上游

控制性水利枢纽工程,才能从根本上解决制约区域

发展的瓶颈;才能成为拉动区域经济发展和文明进

步的“增长极冶;才能有效改善和增强区域脆弱生态

系统的抗干扰能力和自组织、自调节能力,化解人地

矛盾,优化空间格局;才能真正成为我国经济发展的

“第四级冶和丝绸之路经济带的战略支点。
(收稿日期:2016 10 28摇 编辑:徐摇 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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否则将处于混乱(恶臭)。 如把河面当作耕地实现

像农业系统一样高产出,可以部分解决我国粮食安

全问题,经营得好将有可观经济效益,国家可以节约

大量资金。 按水域系统计算物质、能量、信息流。 对

年排入水域的氮和磷、钾等摸清数量,年需要生产多

少生物量,才能带走对水体来说是过多的氮和磷、
钾,降低 COD 等,达芋类水质标准,建立长期动态水

域生态系统模型。 以经济效益为指导兼顾生态效

益,按生态系统动态平衡确定水生植物种类,如空心

菜、菱角、水葫芦等,这些植物对净化水质作用都很

好;研究该种植多少面积,放多少鱼苗种类和数量;
对排放重金属等有害物质企业和垃圾入水域实现管

控措施,实现可持续发展,达到带走生物量产生一定

经济效益的目的。 如在柳市河道 2015 年试验一个

冬季黑麦草产量达到 175郾 09 t / hm2,2016 年夏季

40 d 空心菜产量达到 113郾 18 t / hm2,带走了水中大

量氮和磷,保持了人、水面、社会和谐平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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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简讯·

水利部召开水资源管理专项监督检查工作会

为全面落实最严格水资源管理制度,进一步规

范水资源管理各项工作,2016 年 12 月底至 2017 年

1 月,水利部组织开展了 2016 年度水资源管理专项

监督检查工作。 2017 年 2 月 15 日,水利部副部长

陆桂华在北京主持召开水资源管理专项监督检查工

作会,听取了各检查单位的汇报,对下一步工作进行

了部署。
本次专项监督检查共对 7 个流域机构、31 省区

的 655 个取用水户、628 个入河排污口以及 15 个省

区地下水超采治理工作情况进行了检查,重点检查

了取水许可和建设项目水资源论证、入河排污口设

置、计划用水和用水定额管理、水资源费征收及地下

水超采治理 5 方面的内容。 总体上看,各流域和各

地水资源管理各项制度不断完善,管理行为总体规

范,管理精细化水平不断提高,各方面工作取得积极

进展,最严格水资源管理制度得到有效落实。 但在

检查中也发现了一些问题,主要是入河排污口监督

管理、取水许可延续、计划用水管理工作有待进一步

加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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