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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甘肃省人民政府办公厅 ２０２２年６月８日

甘肃省河西内陆河流域

水资源配置优化存在四方面问题需关注

甘肃省河西走廊内陆河流域水资源匮乏,制约区域经济发

展.近年来,农业生产大规模水资源开发使河西内陆河流域水资

源可利用性进一步减小、水资源供需矛盾日趋突出,有限的水资

源已成为河西内陆河流域地区经济、社会和生态各领域可持续发

展的最大瓶颈.

一、河西内陆河流域水资源利用现状

河西走廊自东向西依次分布有石羊河、黑河和疏勒河三个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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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陆河流域为单元的绿洲.２０２１年,河西内陆河流域水资源总

量为５０３４亿立方米,其中地表水资源量４４７５亿立方米,地下

水资源量３８７７亿立方米,由于地表水和地下水转换频繁,不重

复地下水资源量仅为５５９亿立方米.供水总量为７１２０亿立方

米,其中地表水、地下水、其他水源占比分别为７０％、２８％和

２％;用水总量为７１２０亿立方米,其中农业用水量为５８７７亿

立方米,占总用水量的８２６％;耗水总量为５１０８亿立方米,

其中农业耗水量为４３４１亿立方米,占总耗水量的８５％.河西

内陆河流域水资源开发利用程度接近１００％,远高于国际公认的

４０％的水资源利用程度警戒线;人均用水量为１６６３立方米,为

全国人均用水量 (４１２立方米)的４倍;万元国内生产总值用水

量２５２立方米,是全国平均水平 (５７２立方米)的４４倍;农

田亩均实际灌溉用水量为４４６立方米,是全国水平的 (３５６立方

米)的１３倍.

二、存在的困难问题

一是水资源量不足且时空分布不均衡.河西内陆河流域

２０２１年人均水资源量为１１７６立方米,约为全国平均水平的

５０％;亩均水资源量为２７０立方米,不到全国平均水平的２０％.

从时间分布来看,水资源量年际间差异较大,如,疏勒河流域

２００１—２０２１年间径流量最大值为３０５亿立方米,最小值为８１亿

立方米,相差３８倍;且年内分布不均衡,河西地区汛期６—９月

份,是全年连续降水最大的时期,而春夏季３—５月份农业用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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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峰期,降水量却普遍偏少.从空间分布来看,不同流域水资源

量存在差异,如,２０２１年石羊河、黑河和疏勒河流域人均水资

源量分别为８７３立方米、１１４２立方米和１８７６立方米,其中石羊

河流域最低,仅为全国人均水资源占有量的３８％.流域内各绿

洲单元水资源量分布不同,如,黑河下游额济纳旗绿洲水资源缺

乏导致河道断流,湖泊干涸,需通过从中游张掖绿洲调水维持区

域稳定.同一绿洲不同区域水资源可利用性也不相同,如,靠近

河流灌溉渠系的绿洲区域,灌溉用水相对便利、水的输送损失也

较小,相反绿洲边缘区由于远离河流渠系其灌溉水配给相对滞

后,水资源的保障主要依赖地下水的开采.

二是绿洲耕地面积持续扩张增加了水资源的损耗.根据遥感

数据解译分析发现,１９７５年至２０１９年间,河西走廊绿洲面积由

１４８万平方公里增加到２１４万平方公里,其中耕地面积从０９９

万平方公里增加到１４６万平方公里.绿洲耕地面积的扩张既增

加了农业生产用水量,也增加了水资源的损耗.损耗包括远距离

水分输送的损耗,还包括由于新开垦耕地质量较差导致的损耗.

这些新开垦农田土壤砂粒含量高、肥力低下,灌溉水蒸发和渗漏

较强,作物需水量比绿洲其他区域高４０％,是绿洲水资源损耗

最严重的区域,并且大量的灌溉水渗漏也增加了土壤养分的淋失

和区域地下水氮污染的风险.

三是流域水量调度导致区域产业结构发生变化.以黑河流域

为例,自２０００年正式启动黑河水量调度以来,至２０２０年累计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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下游额济纳输入水量为１３２亿立方米,有效缓解了下游内蒙区域

湖泊干涸、河道断流的状况,生态环境大幅改善.但同时也导致

区域产业结构发生变化,中游张掖市２００１至２０１２年间,农业内

部种植—林—牧 (渔)产业结构中种植业比重下降了１５％,而

牧 (渔)业比重增加了３９％;而下游额济纳旗２００１年耕地面积

３３万亩,农作物播种面积２０万亩,到２０２０年则分别达到８９

万亩和７１万亩,分别增加了２７和３６倍.调水后中游张掖绿

洲由种植业绿洲向种植＋畜牧业混合绿洲过渡,而下游地区则开

始由畜牧业绿洲向种植业绿洲转变.

四是地下水采补不平衡威胁区域生态安全.河西内陆河流域

的酒泉、嘉峪关、张掖、金昌、武威５市地下水开发利用程度较

高且超采严重,超采区面积１５万平方公里,占全省超采区面积

的９０％.地下水超采的同时,区域内节水灌溉面积从２００１年的

５７４万亩增加到２０２０年的９７９万亩,增加了１７倍.地下水采

补不平衡不仅影响着依赖浅层地下水植被的稳定性和土壤物质养

分运移规律,导致出现大面积绿洲防护林和人工固沙植被体系退

化和土壤盐渍化现象,长此以往,还会形成地下水漏斗,对区域

生态安全构成威胁.

三、有关建议

一是优化水资源配置,实现流域尺度水资源效益最大化.根

据内陆河流域不同单元气候、土壤、水资源等自然环境特征,构

建 “草畜业＋种植业＋林牧业”为主体的流域产业布局模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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即,上游地区水资源充沛、热量不足,宜退耕还林还草,大力发

展草畜业;中游绿洲热量充足、土壤肥沃,是流域农业发展的核

心区域,以种植业为主导;下游荒漠区生态环境脆弱、水土资源

限制突出,适度控制种植业规模,并兼顾农牧、农林关系.以水

资源可持续利用性和效益最大化为基本原则,依据产业布局模式

优化水资源在流域不同单元的分配.推荐将原来按固定量调配流

域水资源改为按２∶５∶３的配置比重调配上、中、下游水资源.

上游地区以维持生态系统稳定和生态环境保护为主要目标,降低

水资源低效消耗;中游绿洲充分发挥其经济、社会发展优势,通

过集约化农业生产结合高效灌溉技术,最大限度的提升区域水资

源的经济和社会效益;下游尾闾区应在优先保障生态环境状况的

基础上,大力提升水资源的生态效益优势.

二是协调农业与生态用水关系,兼顾区域经济发展与生态环

境保护.以 “以水定规模、以水定产量、以水定发展”的干旱区

适水农业发展理念为基础,依据水资源量限定区域耕地面积、产

能目标,实施农业限量配水,稳定区域农业发展规模和水资源总

体用量,充分保障区域地下水的采补平衡.在固定农业用水量的

前提下,根据气候变化导致的流域水资源量的变化来弹性配置生

态建设用水.在枯水年至少保障５％的生态用水配比,以维持和

保障现有生态建设成果为主;丰水年最高２０％的生态用水配给,

用于扩大生态建设规模.在控制和保障农业生产规模的同时,确

保干旱区生态建设和农业发展能够在较长时间尺度上适应区域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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候变化的总体趋势.

三是优化绿洲农业空间布局,提高农业水资源利用效率.在

绿洲尺度,根据地理位置、水土资源条件等要素空间差异,构建

“高值农业＋循环农业＋生态农业”农业布局模式.在河流、渠

系周边农耕历史较长、土地肥沃、灌溉便利的绿洲核心区,农业

布局以高效、高产值经济作物的 “高值农业”为主体,通过发展

立体种植、多熟种植、间作复种等模式提高单位面积土地产出,

通过现代化高效灌溉体系建设提高单方水的产值.在土壤肥力瘠

薄、水资源损耗较为严重的绿洲边缘区,农业布局以 “粮—饲”

种植结构结合一定规模畜牧业的 “循环农业”为主体,通过粮改

饲、草田轮作等模式的推广支持畜牧业发展,以缩减一定比例的

种植业,减少绿洲边缘区地下水的开采,并通过改良地力、培肥

土壤降低边缘区沙质土壤对水资源的损耗.在分布防护体系、固

沙植被的绿洲外围防护区,农业布局以农—林—牧复合的 “生态

农业”为主体,通过发展林草、林果、林药间作以及林下养殖等

农业模式提升绿洲防护体系效益产出,促进农业与第三产业融

合,通过创造额外经济价值来提高防护区生态建设用水的效益.

四是提升绿洲边缘区土壤质量,减少瘠薄土壤导致的水资源

损耗.针对绿洲扩张后边缘区大面积分布的土壤结构松散、地力

瘠薄、农业产能和经济效益低下的农田,通过土壤质量提升和健

康土壤培育使其成为重要的耕地后备资源,缓解耕地占补平衡政

策实施中 “占优补劣”情况.同时,通过改善土壤质量、提升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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力可大幅降低灌溉水的损耗,具有一定节水潜力.绿洲边缘区沙

质农田地力提升１个等级后,灌溉量可减少约１５％,比采用灌

溉技术节水效率高,而且相比较而言成本更低、投入少,更容易

推广.因此,在绿洲边缘区以提升地力为切入点降低水资源损耗

具有实际可操作性.

(撰稿人:中国科学院西北生态环境资源研究院杨荣,赵文

智,何志斌)

—７—



报送:国务院办公厅.
分送:省长,副省长,省政府秘书长,省政府办公厅主任,省政府

副秘书长,省纪委监委派驻省政府办公厅纪检监察组组长,
省政府办公厅副主任.

发送:省水利厅,中国科学院西北生态环境资源研究院.

—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