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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关键词

西北 地区 生 态建设需要解决水 问题
,

其 思路是要紧紧抓住开发过程的 资源链
、

生产过程的 生态链
、

流通

过程的市场链和发展过程的 平衡链这四个基本环节
,

在生 态型 经济的发展过程 中逐步实现山 川 秀美 的

目标
。

生 态建设 水资源 保障条件

一
、

西北地区 生态建设需要解决

的水问题

陕
、

甘
、

宁
、

青
、

新
、

内蒙古 6省
、

自

治区基本都处于干早半 干旱地带
,

降

水量少而蒸发量大
,

生态环境相当脆

弱
。

由于人 口不断增长和经济建设用

水的相应增加
,

6省
、

自治 区人 口相对

集 中地 区 的水 资源供需均呈 紧张态

势
。

结果是经济建设用水挤 占了 生态

环境用水
,

并由此引发了一系列与水

有关的生态环境问题
。

一是部分地区 的水资源开发程度

已超过当地水资源的承载能力
。

如新

疆天山北坡中段和东疆地区
,

甘肃河

西走廊的石羊河
、

黑河流域等
,

这些地

区 的地表水一地下水大多经过了 3次

转化和利用
,

下游水质严重劣变
,

河流

萎缩
,

尾间湖泊干涸
,

地下水位下降
,

生态环境严重退化
。

二是水资源开发利用方式函待转

变
。

西北地区多数 内陆河流域的地表

水开发利用程度很高而地下水利用尚

不充分
,

从而造成灌 区的潜水无效蒸

发大且易于导致次生盐渍化
。

灌区水

量调蓄基本依赖平原水库
,

调蓄能力

低而蒸发损失大
,

并在水库下游造成

盐渍化
。

三是严重的春旱不仅影响农业而

且影响环境
。

由于山 区缺乏控制性调

蓄工程
,

尚不能解决春季天然来水少

与灌溉需求大之间的矛盾
,

西北主要

灌区普遍面临着严重 的春旱问题
。

如

新疆 1 99 5年灌溉面积 37 6万h m
Z ,

播种

面积约 32 5万 h m Z ,

因 春旱缺水少播种

约 51 万 h m
Z ,

缺播面积超过巧%
。

由于

春季土壤含水量低
,

扬尘风速也大为

下降
,

是近年沙尘天气增多的重要原

因之一
。

四是灌 区土壤盐渍化严重
。

由于

上游地 区的灌溉退水含盐量很高
,

在

大型灌区下游逐步积累盐分 ; 而下游

灌 区又 由于缺电或负担不起电费而不能

进行竖井灌排治理盐渍化
。

致使6省
、

自

治区的盐渍化面积一般占到有效灌溉面

积的巧% 、友跳
,

内陆河下游灌区的盐渍

化面积可占到有效灌溉面积的 3卫汤
。

五是过量引水导致荒漠化趋势蔓

延
。

随着干旱区人工绿洲的稳定扩大
,

流域水循环关系改变
,

各支流与干流

间的联系 明显减弱
,

而干流上 中下游

之间 的联系明显增强
。

水资源主要消

耗于中游段
,

致使下游的天然绿洲萎

缩
,

土地沙漠化进展加快
。

水资源短

缺
、

灌溉方式不当和过樵过牧引起土

壤沙化
、

草场退化和灌区盐渍化
,

已成

为西北各内陆河下游地带生态退化 的

集中表现
。

六是在水资源短缺的同时用水效

率普遍偏低
。

陕西以外的西北各省
、

自

治区 的灌溉毛定额一般在为 10 50 Om 3
/

hm
Z
以上

,

渠系综合输水效率在 .0 5 以

下
,

灌溉期间的地下水位在 l 一Z m
,

无

效蒸发损失较大
。

工业用水的重复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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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率一般也在4 0%以下
,

节水还具有

相当潜力
。

低效用水方式显然加重 了

盐演化和污染
。

七是管理滞后导致生态环境外部

不经济性的大量滋生
。

用水竞争使上

下游用水矛盾尖锐
,

各地争相引水扩

大灌溉面积
,

导致效益搬家
。

在宜林宜

牧地区盲 目发展农田
,

在干早草原上过

度放牧
,

为了一时利益不顾长远影响
,

将挤占的生态环境容 t 所必须付出的

代价转嫁到其他地区
。

这些事实说明追

切需要强化流城水资每的统一管理
。

目前的情况是
,

西北地区的荒

漠 化土地 以每年 200 0 一 3 0 00 k m Z
的速

度在增加
,

已累计增加荒漠化土地面

积 15 万 k m
Z 。

次生 盐演 化 面积 已 达

20 0 0万 h m
Z ,

占全国盐演化土地面积的

1 / 3以上
。

局部地区地下水水位下降使

地表植被的潜水蒸发补给减少
,

导致生

物量下降并使土壤沙化严重
。

水土流

失
、

土壤沙化
、

草场退化
、

土地盐演化

已成为西北生态脆弱地区的四大生态

现象
。

二
、

西北生态建设的荃本思路

西北地区在科技水平
、

工业结构
、

基础设施
、

财政积累能力
、

投资效率
、

市场条件等方面与东 中部存在明显差

距
,

简单承袭其他地 区的发展模式只

能收到事倍功半之效
。

依靠 目前的初

级农产品加工和资源型工业外延
,

也

难以完成既定发展任务
。

面对生态环

境恶化的威胁和可持续发展的战略 目

标
,

西北发展必须将经济增长和生态

环境保护结合起来
,

进行生态型经济

建设
。

从西北地区水资源与其他自然资

源开发利用的关系看
,

无论土地开发

还是矿产资源利用
,

均要以水资源为

基础
。

应当以水为中心确定土地开发

规模和生产力布局
,

着力探索有利于

生态环境的内涵发展方式
。

从水与社会经济发展和生态环境

保护的关系看
,

西北普遍的情况是经

济用水挤 占了生态用水
,

矛盾的焦点

在于水
。

人工生态的扩展不能超过水

资源的承载能力
,

同时要保持合理规

模与质盘的天然生态
,

才能满足生存

与发展的长期播要
。

要合理配置经济

用水和生态用水
,

协调经济发展与生

态保护的关系
。

从水与农
、

林
、

牧发展的关系看
,

水是西北农
、

林
、

牧业发展的前提
,

而

农
、

牧业不但是西北的传统产业
,

也是

当前的支柱产业
。

过去为解决粮食问

题到处开荒占用了优质草场
,

造成农

区土城严重沙化
。

牧业发展沿袭传统

模式
,

基本依赖天然草场放牧
,

导致草

场过载而严重退化
。

西北可持续发展

必须要结合水资源开发利用方式的调

整
,

处理好农
、

林
、

牧三者间的关系
。

农
、

林
、

牧业 的土地利用 比例要合理
,

相当幅度地提高灌溉林牧业面积
。

要

以林业发展保护农区和牧区
,

用水方

式上要通过灌溉维持林草用水
。

传统

农区应通过饲草饲料基地和灌溉草场

建设来发展畜牧业
,

并利用农业为牧

区畜牧业提供饲料以 弥补冬季牧场的

不足
,

以 畜牧业发展增加农业附加值

和土壤的有机成分
,

同步提高生产力

和保护生态环境
。

牧区发展 .0 07 h耐灌

溉 草场可减轻 .0 67 h耐以上 天然草场

的过载压力
,

是见效快同时又具有多

重效益的生态环境建设途径
。

根据上述思路
,

西北地区的生态

建设不能就生态而论生态
,

而要紧紧

抓住开发过程的资源链
、

生产过程的

生态链
、

流通过程的市场链和发展过

程的平衡链这四个墓本环节
,

在生态

型经济的发展过程中逐步实现山川秀

美的 目标
。

开发过程的资源链
,

首先要认识

干早地区水循环 的基本特点
,

在水资

源开发利用 中保持水循环的可再生机

制和水沙平衡
、

水盐平衡
、

生态平衡
。

处

理好水资源开发与土地
、

矿产
、

能源开

发的关系
,

在环境容量容许的限度内开

发
,

对不可再生资源要限量开采
,

对可

再生资源要维持其良性循环机制
。

生产过程的生态链
,

是要提高生

产效率
,

在充分利用资源的同时减少

废弃物排放
。

各个生产环节互为原料

和市场
,

形成上下游产业链的事机衔

声
。

通过延长产业链促进产业精构的

调整
,

通过提高产品的附加值来克服

远离市场的不利条件
,

使发展模式与

资源环境的承载能力相禅种歇
流通过程的市场链

,

撼彝过交通
、

水利等基础设施的建设
,

充分发挥西

北内部市场
、

国内市场
、

国际市场的互

补作用
。

以新孤南装班
、

甘肃河西走

廊
、

宁夏引黄灌区等根食主产区的余

粮来调剂青海
、

像西和宁夏南部山区

等缺粮地区
,

实现区域性农牧产品的

互补
,

并在远期起到农产品后备战路

基地的作用
。

发展进程的平衡链
,

是求得近期

发展和 中长期发展的均衡
,

各地区发

展的均衡
,

城乡发展的均衡
。

对任一地

区
,

对可再生资源的开发强度不能超

过其再生能力
,

对自然资源的开发不

能超过其承载能力
,

人 口增长
、

资源开

发
、

生态保护
、

经济发展
、

社会公平之

间要均衡
。

三
、

西北地区生态建设的水资源

保呻

1
.

新疆

新疆发展的基本思路为
:

实施以

市场为导向的优势资源转换战略
、

科

教兴 国战略和可持续发展战略
。

加强

基础设施建设
,

着力培育新的经济增

长点
,

确保经济较快增长 ;切实推进经

济体制和经济增长方式的转变
,

全面

提高经济增长质量和效益 ; 积极调整

和优化产业结构
,

加强农业的基础地

位
,

走壮大支柱产业
、

发展特色经济的

路子 ; 突 出重点
,

扶优扶强
,

推动区域

经济快速发展 ; 加大生态环境保护和

建设力度
,

实现人 口
、

资源
、

环境与社

会的可持续发展 (据 2 00 1年 10 月新孤

维吾尔 自治区党代会文件 )
。

除个别水资源开发利用程度较低

的大流域外
,

南北疆灌溉面积的发展
,

应以保持现有人均灌溉面积不变条件

下的增长量作为上限
。

在 20年内灌溉

盐演化得到根本治理
,

结合节水型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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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农田建设将现有中低产田面积减少

70 %以
_

上
。

北疆开源节流并举
,

调整作物结

构
,

改善灌溉条件
,

推广先进技术
,

实

现结构型节水
。

额尔齐斯河与伊犁河

流域是新疆今后农牧业开发和有色金

属
、

电力建设的重要地区
,

也是天山北

坡经济带
、

北疆油 田 以及南疆生态建

设的重要水源地
。

东疆 因水土资源所限
,

不求粮食

自给
,

主要发展瓜果生产
〔 ,

以节水为中

心
,

通过地表水和地下水联合运用
,

改

良盐碱地
,

降低灌溉定额
。

灌溉总面积

不再增长
,

调整工业用水
,

增加生态

用水
。

南疆维持现有棉花生 产规模
,

加

强种植业的 多样性
,

同时提高林牧业

比重
,

通过节水型基本农 田建设
、

种植

多样化
、

农林牧结合提高农牧民的经

济收人水平
。

南疆的水资源利用程度

已很高
,

但用水粗放
,

造成生态退化和

土壤大规模盐溃化并存
。

今后应加强

管理
,

将流域生态治理和水利建设相

结合
,

实施以塔里木河治理为主的生

态保护工程
,

保护绿色走廊并结合发

展生态型经济
。

近中期内
,

新疆应保持艾比湖
、

博

斯腾湖和乌伦古湖 的现有水面面积
,

以后在艾 比湖周边地 区建设 生态林

带
,

可逐步减少艾比湖湖面面积并逐

步扩大湖滨区林带
。

确保塔里木河下

游大西海子以上河段不断流
,

并实施

生态抢救工程
,

通过人工供水维持大

西海子水库以下 Zoo km
Z

左右 的绿色走

廊不消失
。

着手建设昆仑山北坡生态

林带
,

阻止沙漠南移趋势
,

最终形成环

塔里木盆地生态带
。

塔里木河须 进行全流域 综合整

治
。

将各源流 区的分散开发统一到全

流域规划的基础上进行
。

塔里木河源

流区 以节水为主进行中低产 田改造和

盐碱地治理
。

同时源流区兴建一批山

口水库解决春早并发电支持地下水利

用
。

在叶尔羌河流域兴建阿尔塔什与

下坂地水利枢纽
,

在喀什噶尔河流域

兴建布仑 口水利枢纽
,

在阿克苏河流

域兴建大石峡水利枢纽
,

在和 田 河流

域兴建新的山 口水库
。

塔里木河干流区中游进行河道整

治
,

兼有中上游防洪
、

盐渍化治理和向

下游输水的功效
,

但要防止新修堤防

过度束紧河道
。

应发挥当地土地广阔

优势
,

为行洪留出较大空 间
。

塔里木

河下游尾间 区 改造若 干平原水库
,

并

修建人工渠为下游绿色走廊供水
。

将

昆仑 山北坡纳人塔里木河 流域管理

范围
,

进行皮山河
、

克里雅河
、

车尔 臣

河
、

若羌河
、

米兰河的适度开发
,

保障

生态 防护林 的用水 并发展生态型农

业经济
,

与塔里木河尾间绿色走廊一

起
,

共同形成环塔里木盆地生态保护

带
。

对和 田河下游 20 0多 k m 的河道进

行整治
,

减少径流漫溢造成的无效蒸

发
,

为第二条穿沙漠公路 的建设奠定

基础
。

加强塔里木河流域水资源管理迫

在眉睫
。

目前源流区人干流总水量约

41 亿 m 3 ,

但绝大部分耗散在中游地区
,

仅 能部分满 足大西海子水库灌区 用

水
。

今后源流区
、

干流上中游河道及相

关平原水库整治后
,

大西海子水库人

流可望达到 2亿 m
3以上

。

结合孔雀河向

塔里木河下游供水 2亿耐
,

生态建设用

水基本可以保证
。

伊犁河流域的 生态型经济建设应

先走一步
。

通过卡浦齐海枢纽工程和

吉林台梯级水利枢纽的建设
,

为生态

经济建设 提供充分 的水量 和能源保

证
。

考虑到南疆塔里木河流域和北疆

精河一艾 比湖 流域严重的生态状况
,

可考虑在更大范围内进行生态经济用

水的配置
。

额尔齐斯河流域的发展
,

应

结合相应工程扩大灌溉草场面积
,

积

极调整大农业的结构
。

2
.

甘肃

甘肃发展的基本思路为
:

坚持开

放开发的方针
,

突出西陇海兰新线经

济带甘肃段的生产力 布局
,

实施科教

兴省开放带动
、

可持续发展战略
,

大力

推进农业产业化
、

工业化
、

城镇化
、

信

息化建设
,

努力走出一条发挥比较优

势
、

发展特色经济的路子 (据 2 00 2年 4

月 甘肃省党代会文件 )
。

甘肃生态建设的重点在内陆河流

域及黄河流域
,

重点是提供新的水源

并提高用水效率
。

内陆河地区除疏勒

河流域尚有水资源开发潜力外
,

石羊

河与黑河流域的水资源开发利用程度

均已很高
。

黄河流域多分布在丘陵地

带
,

灌溉提水成本高且受黄河分水方案

的制约
,

而黄土沟壑区只能以小微型水

利工程为生态建设提供水源保障
。

河西走廊
,

石羊河
、

黑河流域要保

持现状人均灌溉面积不再上升
,

在提

高用水效率和改造中低产 田 上多下工

夫
。

适当调整石羊河分水比例
,

保证下

游民勤地区经济发展和生态保护的用

水
,

力争红崖山水库年均人库水量不

少于 2亿耐
。

加快利用景电引水渠空闲

容量输水工程的建设和 引大济西工程

建设
,

以确保石羊河下游的生态环境

不再进一步恶化
。

黑河流域在2 01 0年前应落实 国务

院分水方案
,

保持下游内蒙古额济纳

旗的生态平衡
,

正义峡下泄水量应逐

步达到 .9 5亿 m
3 。

一方面通过行政
、

经

济等手段实行严格的水量统一调配方

案
,

另一方面应考虑正义峡和莺落峡

水库
、

引大济黑工程
、

黑河中上游灌区

节水改造工程的建设
,

为分水方案的

实施创造条件
。

疏勒河农业综合开发工程本身就

是生态型经济建设
,

但移民和垦荒的

速度不宜过快
,

以保障移民的生产稳

定
。

要加大引水能力洗盐
,

发展早排
,

切实注意防止新开面积的洗盐尾水退

人下游老灌区
。

兴建昌马 水库以提高

农业灌溉的供水保障程度
。

甘肃省黄河流域
,

应结合引大人

秦工程的 配套扩大节水灌溉面积
,

盐

环定扬黄灌溉工程要优先为解决农村

饮水和防病改水供水
,

抓紧完成南阳

渠等骨干在建项 目
,

2 0 05年基本建成

九甸峡水利枢纽
。

开工建设引挑总干

渠及其 4条干渠工程
。

兴建梨园堡水

中国水利 20 12
.

10 6 3



中国水利杂志专家委员会会议赞水资源管理与可持续发展高层研讨会论文

库
、

杂木河水库及洪水河水库等调蓄

工程
。

在上述工程的支持下
,

力争水土

保持建设达到新 的水平
,

每年新修梯

田 6万h m Z

左右
,

20 10年前全省 2 5
0

以下

的所有坡地全部梯 田化
。

每年治理的

水土流失面积达到 2《XX) k m Z。

3
.

青海

青海发展的基本思路为
:

实施科

教兴青战略
、

基础优先战略
、

开放带动

战略
、

重点开发战略和可持续发展战

略等五个方面的发展战略
。

以加快工

业化为核心
,

以加快基础设施建设和

扩大开放为先导
,

以体制创新和科技

进步为动力
,

着力构筑具有青海特色

的经济结构和产业体系
,

大力推进生

态建设和农牧业产业化
,

加快市场化
、

城镇化
、

工业化
、

信息化进程
,

全面提

升综合经济实力和竞争力
,

实现经济

社会繁荣进步和可持续发展 (据 200 2

年5月 青海省党代会文件 )
。

干旱是青海农牧业发展和生态保

护的心腹之患
。

解决青海干旱的水资

源合理配置与生态建设构想分为涅水

河流域
、

柴达木盆地
、

黄河长江源头地

区三个单元
。

涅水河流域人 口密集
,

水

资源开发利用程度高
,

需要地表水一地

下水联合利用以节水防演
,

在黑泉水库

建设的基础上继续实施引大济徨北干

渠工程
,

同时加大坡改梯
、

雨水集流
、

种

草植树和小流域综合治理的力度
。

为缓解 日月 山以东地 区的人 口压

力
,

应加速柴达木盆地的开发
。

考虑到

柴达木盆地的生态条件极为脆弱
,

其

发展方向应以工业为主
,

以减少土地

开垦造成的生态劣变风险
。

柴达木的

工业以石油天然气
、

盐化工和贵重金

属为支柱
,

农业与牧业结合为工业提

供农副产品和蔬菜
,

不搞商品粮基地

建设
。

继续发挥该地区地毯
、

长毛绒等

畜产 品加工的传统优势
,

并在新兴工

业区注意相应发展第三产业
。

柴达木

盆地的生态建设
,

一是应把格尔木 以

西的那棱 格勒河流 域作为生态 保护

区
,

其 12亿砰的水资源全部作为生态

环境用水 ;二是扩建哈图水库
,

新建清

水河
、

可多
、

野马滩
、

马海等一批中小

型水库
,

为弃耕地的恢复提供水资源

保障 ; 三是加强现有渠道的砌护
,

将渠

系综合输水效率提高到 .0 4 8 ; 四是改

造现有灌 区内的中低产 田
,

减少盐演

化 ;五是推广地面覆盖技术
,

提高地温

增加生物量并减少无效蒸发
。

长江
、

黄河源头地区的生态建设
,

以水源地涵养
、

防止草场过牧退化为

基本目标
。

其途径
,

一是发展灌溉草场

提高单位面积载畜能力 10倍以上
,

二

是同步发展饲料基地为牧业发展提供

饲料粮
,

三是利用太阳能抽取地下水为

灌溉草场和舍饲牧业提供可靠水源
,

四

是发展集团公司带动下的农户联营市

场体制加强畜产品的流通环节
。

青海省人 口 最为集 中的地区徨水

河流域
。

这里的供用水矛盾也最为尖

锐
。

应抓紧实施引大人徨工程
。

首先发

挥黑泉水库的作用
,

及时进行徨水河北

岸灌区的配套工程
。

随着用水需求的增

长
,

再引大通河水到徨水河流域
,

并相

机解决大通河南岸的灌区配套工程
。

4
.

陕西

陕西发展的基本思路为
:
以果业

和畜牧业产业化经营为突破 口
,

加快

农业和农村经济结构调整 ; 加快基础

设施和生态环境建设
,

推动西部大开

发取得突破性进展 ; 以 国家级关中高

新技术产业 开发带和特色产业 为重

点
,

尽快形成陕西经济的新优势 ;深化

企业改革
,

提高市场化水平 ;进一步整

治和改善投资环境
,

做好人世的应对

工作
,

全面提高对外开放水平 ;积极推

进国 民经济和社会信息化 ; 以建设区

域性中心城市为重点
,

提高全省城镇

化水平 ; 坚持实施科教兴陕战略和可

持续发展战略
,

经济社会协调发展 (据

2 00 2年 5月 陕西省党代会文件 )
。

陕西生态环境保护的重点
,

一为

陕北黄土高原沟壑 区
,

二为关中盆地

各大城市的水源地保护区
。

对黄土高

原沟壑区 和早源 区
,

以小流域为单元
、

县为基本单位
、

粗沙区为重点实施水

土保持建设
,

将坡地改造梯田 与退耕

还林
、

还牧相结合
,

大力推进小型集雨

工程的建设
,

促进经济的发展和环境

的改善
。

水资源为生态建设服务
,

以就

地利用为主
。

关中地区由于人 口 密集
,

供水压

力很大
。

解决水资源短缺的途径
,

一是

节水挖潜
,

二是加快工程建设更多利

用当地水资源
,

三是从长远看需要从

长江支流或黄河干流解决其水源保障

问题
。

关中地区降水条件较好
,

应加大

人均绿地面积
。

关中盆地的城市水源

地保护要与渭河流域的治理相结合
,

加强南北两 山森林河流生态环境的保

护
,

必要时应采取移 民措施
。

调整老工

业基地的产业结构并控制 高污染行业

的发展速度
,

以实现渭河流域污染物

总量控制的 目标
。

结合城市 防洪工程

建设
,

在 10年或更多一些时间内逐步

解决渭河一北洛河下游排洪不畅和三
.

门峡水库下泄不畅等生态环境问题
。

在今后 10年内
,

陕西将治理 12万 k n 尹

的水土流失面积
,

解决 14 00 万人的饮

水困难
,

提高 3 00 万农村人 口 的饮水标

准
,

开发一批中小型水电清洁能源
,

并

发展具有生态功能的水产养殖业
。

为

实现这一 目标
,

将抓 紧实施渭洛河下

游治理工程
、

黄河小北干流治理工程
、

黑河金盆水利枢纽
、

东雷抽黄续建工

程等
,

并应开始关中九大灌区改造
,

引

红济石调水工程
,

东庄
、

南沟 门
、

李家

河等一批水库工程的建设
,

为生态经

济建设提供水资源保障
。

5
.

宁夏

宁夏发展的基本思路为
:

狠抓科技

创新
、

体制创新
,

强化经济结构调整
、

基

础设施建设
、

生态环境建设和科技教育

发展
,

加快工业化
、

城市化
、

信息化
、

市

场化和国际化进程
,

提高经济发展水

平
、

对外开放水平和人民生活水平
,

实

现社会生产化跨越式发展 (据 2的 2年 6

月宁夏回族自治区党代会文件 )
。

宁夏由北部引黄 自流灌区
、

中部

扬黄灌区
、

南部山区构成
。

其中南部山

丘区水土流失严重
,

中部丘陵区干旱风

沙肆虐
,

是宁夏生态建设的重点区域
。

64 中国水利 2 00 2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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宁夏南部 d
_

l 区的生态保护
,

首先

应迅速扭转超生现象
,

减轻人 口压力
。

推进坡地改梯 田 的保 土保肥蓄水工

程
,

配合窑窖集水工程加大雨水直接

利用 的 比例
,

提高当地水资源的 承载

能力
。

解决燃料和畜牧业舍饲 问题
,

减

少生态压力
。

中部丘陵区 的扬黄扶贫工程应抓

紧建设
,

从南部山区 向中部扬黄灌区

移民 以减轻山区 的生态压力
。

扬黄灌

区应进行高强 度节水
,

以滴灌 和经济

作物种植为主
。

南部山 区和 中部扬黄

灌 区的粮食依靠北部引黄 自流灌 区来

解决
。

北部引黄灌 区
,

以灌 区骨干工程

更新改造、 平地改 畦一中低 产 田 改

造一井渠联调灌排结合一水稻浅湿晒

灌水斗逐步降低灌溉引排 比为基本模

式
,

将节水
、

盐渍化治理
、

提高林牧业

用地比例结合起来
。

生态建设 的 目标
,

在 2 02 0年以前

应消 灭 中低产 田
,

并新增生态林
、

果 园

林
、

饲草饲料基地 26 .7 万h时
。

大力发展

农区畜牧业和天然草场灌溉
,

将一等

草场面积从 13X() h
n 12
增加到 3 0万 hm Z ,

将

生态保护与经济发展结合起来
。

宁夏

的引黄耗水量 已接近多年平均 4 0亿时

的水平
,

近期要通过节水求发展
,

在南

水北调工程实施后应适当增加宁夏的

引黄指标
。

工程建设上
,

对现有 10 0多座病险

水库全面进行除险改造
,

并结合解决

农村饮水困难
、

治理水土流失
、

生 态环

境建设
,

兴建一批重点水库塘坝
。

用 10

年时 间解决黄河宁蒙河段凌汛和伏秋

大汛的威胁
。

规划修建一批山洪导引

堤防
,

沟道护岸和护岸 T 坝
,

加固维修

和扩整排洪渠道
,

整修扩建蓄滞洪区
。

作为过渡性措施
,

兴建黄河沙坡头水

利枢纽
,

并同步改造卫宁灌区 的骨干

渠 系
,

以改善灌 区的 供水条件并控制

引黄水量

6
.

内蒙 古

内蒙古发展 的 基本思路为
:
坚持

整体推进
、

重点 突破的 原则
,

突出抓

好 生态建 设
、

基础设施建设
、

农牧业

产业化
、

工业化 和城镇化五个重点
,

推 动经 济建 设和 社会事业全面发展

(据 2 0 01 年 11 月 内蒙古 自治 区党代会

文件 )

内蒙 占的 降水量从东北向西南方

向递减
,

从东部呼伦贝尔市的年降水

4 5Om m
,

逐步过渡到西部阿拉善盟的

年降水 SOm m
。

干旱范围广且发生频率

极高
,

是经济发展和生态建设首先要

解决的问题
、 )

现状农田 的有效灌溉面

积约 21 万 hm
“ ,

不足耕地面积的 33 % ;

牧草灌溉面积3 0万 h m
“ ,

仅为草场面积

的 .0 34 % ;灌 区灌排不配套
,

节水灌溉

面积仅为有效灌溉面积的 17 %
。

此外
,

现有水库及水 闸多属带病运行
,

大江

大河缺乏控制性工程
,

洪水灾害对内

蒙古东部草原和黄河呼一包河段的经

济发展也具有很大威胁
。

内蒙古水利基础设施建设的重点

是发展节水灌溉
,

通过灌溉事业的发

展加快牧业发展
,

提高牧业产出在经

济中的 比重
。

今后 5年将新建绰勒
、

海

勃湾
、

晓奇等水利枢纽
,

完成红山水

库
、

三盛公水利枢纽的除险加固
,

发展

节水灌溉面积 100 多万 hm Z ,

解决 300 万

人的饮水困难 争取在 5年内初步遏制

生态恶化的趋势
,

基本完成退耕还林

还草任务
,

使有效灌溉面积从 33 % 提

高到 5 0%左右
,

节水灌溉面积从 17 % 提

高到 5 0%左右
、

至 20 巧年
,

新建白音花
、

鸟布林等

水库
,

完成挡 阳桥
、

他拉干等水库的 除

险加固
,

再发展节水灌溉面积 133 万腼
2

,

新增水土流失 治理面积 .7 7万 h砰
,

新

增城乡供水能力 14 4万 t ,

提高 31 6万人

的饮水卫生标准
,

使生态环境从整体

上步入 良性发展的 轨道
,

有效 灌溉

面积占耕地的 比例提高到 6 7 %
,

节水

灌溉 面积 占有效灌溉 面积的 比 例也

达 到 6 7 %
,

基本解 决城乡 人 民 的饮

水问题
。

生态建设的水资源保障重点工程

包括
:

河套灌 区节水改造工程
,

防治土

壤次生盐渍化
。

毕拉河 口 水利枢纽
,

兼

有调整农牧结构
、

增加草场灌溉
、

森林

防火
、

水产养殖等生态效益
。

节水增产

工程
,

在各个大型 引水灌 区开展防渗

衬砌
,

井灌区采用低压管道输水
,

采用

喷灌
、

微灌
、

滴灌等节水技术
。

水土流

失治理工程
,

加快对黄河
、

西辽河
、

嫩

江
、

内陆河流域的水土流失治理
,

每年

治理 1( XXX )km
Z ,

到 2 01 0年治理面积达

到水土流失面积的 56 %
。

重点地 区的

扶贫生态建设
,

力争短期 内做到贫 困

人 口每人一亩水浇地
,

同时解决其饮

水困难问题
。

牧民定居 和舍饲畜牧业

发展
,

利用太阳能和微型水泵抽取地

下水发展灌溉草场和 饲草饲料基地
,

减轻干旱草场的过牧问题并减少沙尘

暴的尘源
。

.

(作者 高 季章为 中国 水 利 水 电科学研

究院院 长
、

教授级高级工程师 ; 王浩 为

中国水利 水 电科学研究 院水资 源 所所

长
、

教授级高级工程 师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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