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水资源管理·

用流域水资源统一管理的思想指导西部开发规划工作

吴季松

(水利部水资源司 ,北京 　100053)

[摘要 ] 　通过对我国西部水资源供需矛盾状况的分析 ,提出了在西部开发中 ,用流域水资源统一管理的思想来规

划、配置西部水资源 ;同时还指出在西部水资源规划中应遵循水资源供需平衡原则、水资源开发与国民经济、社会

发展、生态系统相协调等原则 ;并提出了在西部地区水资源规划中应着重研究的一些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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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国 21 世纪社会经济发展面临着洪涝灾害严

重、水资源短缺和水环境恶化的严峻挑战 ,以水资源

的可持续利用保证社会经济可持续发展是先进社会

生产力的发展要求。按照江主席的指示 ,水资源开

发利用要兼顾防洪、水资源利用和生态环境建设三

个方面 ,把治理开发与环境保护和资源的持续利用

紧密结合起来 ,坚持兴利除害结合 ,开源节流并重 ,

防洪抗旱并举 ;坚持涵养水源、节约用水、防止水污

染相结合 ;坚持以改善生态环境为根本 ;以节水为关

键 ,进行综合治理。而要实现这些目标 ,必须按照可

持续发展的精神 ,用流域水资源统一管理的思想编

制水资源可持续利用规划 ,指导水资源开发、利用、

治理、配置、节约和保护工作。

我国西部地区具有特殊的自然地理和社会经济

条件。西南和西北由于水土资源的不同组合 ,形成

两种性质截然不同的自然条件与生态环境。西北地

区土地辽阔、矿产资源丰富、水资源稀缺 ,使水资源

成为该地区最具有战略意义的资源 ;西南地区水多

地少 ,居住分散 ,供水设施严重不足。水资源保障是

实施西部大开发战略和西部社会经济发展的基础 ,

在干旱缺水的西北地区 ,水更是经济社会发展的首

要制约因素。为西部大开发提供水资源保障 ,必须

充分认识水资源的自然特点 ,正确把握人口、资源、

环境与经济发展的辨证关系 ,协调处理好整体与局

部、近期与长远等各种关系 ,合理配置水资源 ,不能

再走传统工业化最大限度地开发自然资源、最大限

度地生产社会财富、最大限度地获取利润的老路 ,实

践证明这不是先进社会生产力的发展要求 ,而要走

尽量利用智力资源 ,以知识创新来用富有自然资源

代替短缺自然资源 ,达到人、技术和自然协调发展的

新路。

1 　西部地区水资源规划应遵循的原则
111 　以流域为单元对水资源进行统一规划 ,统一配

置的原则

建立在流域范围内的水资源综合管理是当前国

际水资源政策的核心 ,水资源综合管理的目标是 :保

障水安全 ;利用单位水量生产更多的食物和产品 ;保

护人类和所有生物赖以生存的水环境和水生态

系统。

112 　水资源供需平衡的原则

水资源供给包括大气水、地表水、地下水、污水

资源化和海水淡化等 ,水资源需求既包括工业用水、

农业用水、生活用水等人类生活与生产必须的水资

源 ,也包括保持水环境自净能力的环境用水和保持

生态平衡必须的生态用水 (见图 1) 。由于西部地区

特殊的资源与生态条件 ,在西部地区水资源规划中

应该把生态用水和环境用水放到突出重要的地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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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 　水资源平衡原则示意图

113 　水资源开发利用与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紧密

联系 ,相互协调的原则

要依据西部大开发的总体目标制定水资源合理

配置与分期开发的方案 ,水资源开发利用规模要与

国民经济发展相适应 ,为西部大开发提供支撑和保

障条件。西部大开发既要重视水资源开发利用对西

部地区流域经济和区域经济的重要带动作用 ,也要

充分考虑水资源的制约作用 ,对现状经济结构要依

据水资源条件进行产业结构调整、农业种植结构调

整 ,而且要厉行节水。在西部开发中新的经济结构

要量水而行 ,以水定供 ,以供定需。

114 　水资源开发利用与生态系统相协调的原则

坚持人与自然和谐共处 ,既防止水对人的伤害 ,

也要防止人类对水的伤害。西北特殊的绿洲型经济

模式 ,决定了人类活动空间对水资源的依存关系 ,水

资源循环与转化关系的改变意味着现有绿洲的丧

失。楼兰古国的消失 ,古代巴比伦文明的湮灭都是

水资源过度利用、水环境破坏的直接后果 ,现在地中

海地区也出现了荒漠化的趋势。因此 ,在西北地区

水资源开发利用中既要满足经济和生活用水的需

要 ,也要充分考虑生态用水和环境用水 ,不考虑环境

与生态用水就是人类对水的侵害 ,就是用子孙水。

2 　西部地区水资源规划应着重研究的

几个问题
211 　充分考虑水资源的地区分布和时空变化规律

西北内陆河流域和黄河流域面积占全国的1/ 3 ,

水资源总量仅占全国的1/ 14 ,多年平均降水量 250

mm ,蒸发量高达 1 000～2 800 mm。西北地区水资

源时空分布极不均匀 ,大部分地区属于水资源量折

合径流深不足 150 mm 的天然生态不平衡地区。借

鉴美国开发西部 100 多年的经验 ,美国在拉斯维加

斯、凤凰城、图森这样的城市地区建一些集中的居民

点 ,在居民点上维持人工生态 ,而不是改变整个荒漠

地区的生态。西南地区地处长江及西南诸河上游 ,

总面积 260 万 km2 ,降水量 1 200 mm 以上 ,水资源

总量 16 862 亿 m3 ,人均水平远高于其他地区 ,但由

于地形地貌复杂 ,城市经济在西南地区经济中居于

主导地位。随着西部大开发和社会经济发展 ,城市

缺水问题日益突出 ,解决城市水资源短缺问题在西

南地区社会经济发展中具有举足轻重的作用。

212 　审慎研究水资源的质量变化

西北地区河流上游用水增加 ,下游水量就减少 ,

水体的矿化度呈显著增加趋势 ;虽然西北地区污水

排放总量不大 ,但水体环境容量有限 ,几乎没有自净

能力 ,污染河长已达评价河长的 2718 %。在西北开

发中应充分考虑水体环境容量和河流自净能力不足

的特征 ,严格禁止建设高耗水、高污染的项目。西南

地区水体水质总体较好 ,但长江干流近岸水域 ,滇

池、沱江水质也有恶化趋势 ,应该引起高度重视。

213 　慎重处理水资源与生态环境的关系

由于西北地区水资源大规模的开发利用 ,新疆

人工绿洲的面积已从 50 年代的 1 万 km2 发展到 6

万 km2 ,农田灌溉面积从 173 万 hm2 发展到 719 万

hm2 ,同时全国沙漠化面积的 80 %在西北。保证现

有人工生态的发展和防止自然生态的恶化 ,两者都

需要水 ,在水资源十分有限的条件下 ,必须妥善处理

水资源开发利用与生态环境保护的关系。印度就是

由于过分垦殖 ,发展农业生产 ,人类文明的发源地

———曾经草肥水美的恒河流域也出现了荒漠化。我

国西北地区农业生产和人口不应该再大量增加 ,不

能再开展大规模的垦殖活动 ,应主要致力于控制人

口数量 ,提高人口素质。

214 　根据自然生态特点走生态型经济发展道路

西北地区的水资源条件和自然生态条件 ,不宜

发展大型城市和大型项目 ,应该以发展中小城镇为

主 ,通过中小城镇向周边辐射的形式扩展。现有城

镇也要根据水资源量决定其发展 ,保持人口规模与

水资源条件和水环境容量相适应 ,逐步探索适合西

部地区特点的生态型经济发展模式。要发展就不可

能一点都不破坏原有生态平衡 ,在开发中要充分考

虑 :不断建立新的生态平衡 ,保持生态系统动态平

衡 ,不产生大的扰动 ;优先考虑水资源的承载能力 ;

以两种资源和两个市场的观点考虑农业和矿业开发

的经济合理性 ;必须考虑矿业开发的可持续性 ,避免

矿竭城衰的现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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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15 　把节水和污水处理回用作为重要的规划措施

西北地区总体上干旱少雨 ,局部地区水资源开

发利用不够合理 ,部分地区如石羊河、黑河、乌鲁木

齐河、关中地区等超过水资源的承载能力。解决西

北的水资源问题必须开源节流并重 ,以节流为主 ,提

高用水效益 ,把节水和污水处理回用作为保障水资

源供需平衡的主要对策与措施。西北地区现状缺水

110 亿 m3 ,主要在内陆河流域和黄河流域 ,由于水

资源地区分布不均 ,开发利用程度不一和用水结构

不合理 ,利用效率不高等原因 ,全区水资源的节约和

进一步开发利用有一定的潜力。尽管据初步测算 ,

全区的节水潜力约 120 亿 m3 ,水源开发潜力约 220

亿 m3 ,但由于西北今后经济的发展和城市化进程的

加快 ,维持人工生态的需水还要有相应的增加 ,用于

支撑经济发展的水量已经极其有限 ,必须进一步提

高水资源的利用效率和对废污水进行处理回用。

西南地区森林矿产资源丰富 ,但由于交通闭塞 ,

资源优势未得到利用 ,城市发展相对迟缓 ,城市供水

问题相当突出。在西南地区 79 座城市中 ,有 33 座

缺水 ,中等干旱年缺水 5138 亿 m3 ,缺水类型主要为

工程型缺水和水质型缺水 ,也有部分城市存在资源

型缺水 ,缺水已经成为西南地区城市经济发展的制

约因素。因此 ,要尽早制定西南地区水资源综合利

用整体规划 ,加快西南地区城市供水工程设施建设 ,

把水资源的合理配置作为西部地区社会经济发展的

重要前提 ,每座城市的经济发展、人口控制、生产力

布局、资源配置、经济结构调整都要以水资源的安全

供给为基本前提和重要目标 ,水资源规划应成为城

市和地区发展计划和其他各种经济规划的基础。

(责任编辑 :刘征湛)

·简讯·

柳州市洪水预警预报系统通过初步验收鉴定

　　柳州市洪水预警预报系统于 2000 年 1 月 16 日通过技术鉴定。柳州市洪水预警预报系统是柳州市防洪

体系的重要组成部份 ,该系统在目前国内同类系统中 ,其规模和技术水平处于领先地位 ,而且其组网结构最

为复杂。系统可以在 15 分钟内完成设在柳州市上游地区各遥测站的水情信息的采集。来自区内外的 20 多

位专家组成的技术验收鉴定委员会分别到柳州中心站、古宜卫星遥测站、麻石卫星中继站、长安短波遥测站、

融水超短波遥测站等进行现场抽查检测 ,听取了研制单位、建设施工单位、项目管理单位关于项目研制总结、

建设施工、运行考核情况报告。专家们认为柳州市是全国重要防洪城市之一 ,洪灾频繁 ,灾害严重 ,建设柳州

市洪水预警预报系统是十分必要的。该系统经过 1999 年汛期的考核运行 ,表明系统设计合理 ,工程质量优

良 ,进度快 ,设备运行稳定可靠 ,系统畅通率高 ,数据收集完整 ,各项指标均达到有关规范和合同要求 ,是一个

规模大、标准高、投资省、速度快的一项优质工程 ,专家一致同意鉴定 ,初步验收合格。专家们认为 ,由国内单

位自行设计、自行研制、合作施工的柳州市洪水预警预报系统 ,为我国建设地市级防汛水情信息系统提供了

宝贵的经验。 (张柳钢 　供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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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为适应我国信息化建设需要 ,扩大广大读者、作者的学术交流渠道 ,本刊已加入《中国学术期刊〈光盘

版〉》和“中国期刊网”以及“ChinaInfo (中国信息)网络资源系统《电子期刊》”,本刊所付稿酬已含光盘版和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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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广西水利水电》编辑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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