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第 23卷第 3期 水 利 水 电 科 技 进 展 2003年 6月 

黑河流域水资源现状及其开发利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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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分析黑河流域水资源数量、组成、分布、特征以及开发利用现状，认为开发利用中存在着引水 

口门、平原水库过多，渠系布局、工程配套差，地下水开发利用程度低，部分地区用水方式粗放，蒸发 

渗漏损失大，浪费严重，干流缺乏控制性骨干调节工程等主要问题，加剧了流域生态环境的恶化．指 

出只有科学配置和高效利用黑河流域水资源，才能促进当地经济、社会、环境协调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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黑河流域是我国西部内陆河区的较大水系，发 

源于青海省祁连县的祁连山区，流经青海、甘肃、内 

蒙古三省(区) 总面积约14．3万 km2．上源干流由东 

支流八宝河和西支流野牛沟两条支流汇合而成，至 

莺落峡出祁连山，进入甘肃河西走廊，左岸纳入梨园 

河，从高台县境内正义峡流出走廊，至大墩门流人阿 

拉善高平原．北流 100余 km进入内蒙古境内，注入 

尾同居延海 ．黑河干流 自祁连山发源地至尾闯居延 

海 ，全长 821 km． 

黑河干流跨越三种不同的地理环境．出山口莺 

落峡以上为上游，地势高峻，海拔 3000—4500m，气 

候高寒阴湿，年均降雨量约400mm，近代冰川发育， 

是黑河径流产流区．莺落峡一正义峡区间为黑河中 

游，两岸地势低平，海拔 1400—1 700m，光热资源充 

足，降水较少，年均降水量 148 rllnl，蒸发强烈，年均 

蒸发量约 1410nllll，是依赖灌溉的农业经济区．正义 

峡以下为下游，海拔 900 1 100m，地势平坦开阔，降 

水稀少，年均降水量 37—44mm，蒸发极为强烈，年均 

蒸发量 2300 nllll，干旱指数达 50以上，气候非常干 

燥．下游阿拉善高平原的东、西侧，分别被巴丹吉林 

沙漠和马鬃山剥蚀低山环绕，中部沿黑河两岸和居 

延海地带是天然绿洲和滨湖三角洲． 

1 黑河流域水资源现状 

水资源数据系列为 1956 1998年，现状年为 

1998年 ． 

1．1 水资源量 

a．地表水资源．地表水资源是指逐年可以得到 

恢复更新的动态河川径流量 ．黑河流域多年平均年 

径流量为36．30亿 m3，折合径流深 25．4mm．按水系 

分。东部子水系25．o3亿 m3，占69％；中部水系 1．97 

亿 m3，占5．5％；西部水系9．26亿 m3，占25．5％． 

b．地下水资源．地下水资源是指地下含水层有 

补给来源的动态水量．黑河流域多年平均地下水资 

源量为34．89亿 m3．其中东部子水系为23．37亿 m3， 

中部子水系为 3．29亿 m3，西部为 8．23亿 m3，分别 

占地下水资源总量的67．0％，9．4％，23．6％．在地下 

水资源总量中，与地表水重复的地下水资源量为 

30．58亿 m3。占地下水资源的87．6％，与地表水不重 

复的部分为4．31亿 m3，占地下水资源的 12．4％． 

c．水资源总量．水资源总量为地表水资源总量 

和与地表水资源不重复的地下水资源之和．黑河流 

域地表水资源量为 36．30亿 m3，与地表水不重复的 

地下 水 资 源 量 为 4．31亿 m3，水 资 源 总 量 为 

40．61亿 m3．其中东部子水系 28．37亿 m3，中部子水 

系2．19亿 m3，西部子水系 10．o5亿 m3． 

1．2 主要河流年径流 

黑河干流是黑河流域最大的河流，莺落峡以上 

多年平均径流量 16．0亿 m3，占黑河流域多年平均 

径流量的 44．1％．径流 自莺落峡出山后，进入张掖 

盆地，自产径流很少，大部分水量被灌溉引用，余水 

进入内蒙境内．讨赖河是黑河流域第二大河，冰沟以 

上多年平均径流量 约为 6．23亿 m3．径 流出山以后 

进入酒泉盆地，经过讨赖河灌区引用后，汇人鸳鸯池 

水库和解放村水库，供下游的金塔灌区引用．梨园河 

为黑河流域的第三大河流，梨园堡以上多年平均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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流量2．50亿 m3，占黑河流域多年平均径流量的 

6．7％，出山以后 ，大量径流被临泽灌区引用，后汇入 

黑河干流 ．主要河流的多年平均径流量见表 1． 

1．3 水资源特征 

1．3．1 径流组成与地 区分布特征 

黑河流域各河的径流补给是由降水和冰川补给 

组成，河川径流以降水补给为主，冰川补给为辅，主 

要来 自上游地区．据调查，黑河水系降水补给量约有 

33．83亿 m3，占多年平均径流量的91．4％，冰川融水 

补给量只有 3．2亿 m3，占多年平均径流量的8．6％． 

黑河干流祁连山出山口以上径流量为 24．94亿 m3， 

占东部子水系河川径流量的 99．6％． 

表 l 黑河流域 1956—1998年主要河流 

多年平均年径流量统计 

1．3．2 径流 的分 区特征 

河川径流可明显地划分为径流形成区、利用区 

和消失区．上游祁连山区降水较多，又有冰川融水补 

给，下垫面为石质，下渗少，坡度陡，产流条件好，是 

径流形 成 区．黑河干流 的 99％的径流量来 自该地 

区．中游河西走廊和下游阿拉善高平原南部，降水少 

而蒸发强，下垫面是深厚的第四系沉积层，成为良好 

的地下贮水场所．降水消耗于蒸发和补充地下水，基 

本上不产流．上游的来水被大量引用，河川径流沿程 

减少 ，是径流的利用区．最下游河流尾 阊附近，既不 

产流，也不利用，而且上面剩余的河川径流和地下径 

流，以土壤潜水层蒸发和流入居延海水面蒸发而消 

耗殆尽 ，是径流 的消失区． 

1．3．3 径流的年 内分配及年际变化特征 

河川径流年内分配不均匀．从全流域多年平均 

年径流分配结果看，径流的年内变化过程大体分为 

三个阶段：前一年的 10月至翌年2月为径流的枯水 

期，径流量占年径流量的 16．2％左右；从 3月开始， 

气温升高，冰川和积雪融化，径流增加，至5月出现 

春汛，径流量占年径流量的 14．8％左右；6 9月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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降水的最多季节，而且冰川融水也多，形成径流的高 

峰期，径流量占年径流量的69％左右． 

由于径流 由降水和冰雪融化混合组成 ，两者起 

到了互补的作用，因此年径流的年际变化比较稳定， 

全流域年径流最大最小倍 比只有 2．1—3．6，年径流 

变差系数 c 值只有 0．13—0．2，属于年际变化低 

值区． 

2 水资源开发利用现状 

2．1 引水工程 

1999年在黑河干流 (含梨园河 )独立 开 口的取 

水口共有 66处，其中张掖市 11处，临泽县 15处(包 

括黑河支流梨园河上取水口4处)，高台县36处，下 

游鼎新灌 区 3处 ，东 风 场 区 1处．设计 引 水 能力 

267．7m3／s，其中中游张、临、高三县(市)的设计引水 

能力为 227．7 m3／s，下游金塔县的设计引水能力为 

40nl3／s． 

2．2 灌区工程 

据调查统计，1999年黑河东部子水系灌区总有 

效灌溉面积 26．14万 hm2，实灌面积 27．17万 hm2．其 

中2万 hm2以上灌区共有 8处，全部在甘肃境内．黑 

河东部子水系灌溉面积统计见表 2． 

表 2 黑河流域东部子水系灌溉面积统计 万 hm2 

分 区 设计灌 有效灌溉面积 

溉面积 合计 农田 林草 
堕塑塑亘 

合计 农田 林草 

黑河东部子水系 667 hm2以上灌 区干、支渠道总 

长4045．3 km，已衬砌 2045 km，衬砌率约50％，斗渠总 

长1049km，渠道衬砌率20％．灌区田间配套率仅50％ 

左右，畦块面积较大，多在0．033 0．1 hm2之间． 

2．3 节水工程 

为节约灌溉用水，黑河流域特别是中游灌区大 

力推广喷灌、微灌和低压管灌等高效节水工程措施． 

据统计，截止 1999年年底，东部子水系各类节水措 

施灌溉面积达到 0．702万 hm2，其中喷灌面积0．083 

万 hm2，微灌面积0．022万 hm2，低压管灌面积 0．597 

万 hm2，总计占现状农田有效灌溉面积 20．44万 hm2 

的3．4％．除上游有 0．068万 hm2的低压管灌面积 

外，其余 0．634万 hm2的节水措施灌溉面积在中游 

地区．从节水工程现状来看，黑河流域的节水工程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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设，尚处于起步阶段，喷灌、微灌、低压管灌的应用灌 

溉面积比重都很小，有待于今后大力推广． 

3 现状水资源开发利用中存在的主要问题 

黑河中游河西走廊是传统的灌溉农业区，西部 

水系讨赖河流域是甘肃省重要的钢铁工业基地．随 

着流域内工农业的发展，水资源供需矛盾 日益尖锐， 

局部地区生态环境趋于恶化，水资源成为区域经济 

与社会发展的制约因素，甚至成为影响区域社会稳 

定的潜在因素．这种状况一方面反映了当地水资源 

开发利用程度较高，另一方面也暴露出在水资源开 

发利用中存在一些问题．具体表现如下： 

a．黑河中游引水 口门较多，渠系紊乱．除草滩 

庄、大墩门引水枢纽外，中游莺落峡一正义峡河段有 

近60处引水口门，高台县一些灌区有十余处引水口 

门．这些口门同岸相距较近的仅有 400—500 m，干渠 

平行伸展．过密的渠系布局增加了单位灌溉面积的 

输水损失 ． 

b．黑河中游平原水库过多，蒸发渗漏损失严 

重．20世纪 5O年代以来，甘肃省黑河中游地区相继 

建成了40余座平原水库，总有效库容约8000万 m3． 

这些平原水库大多是利用 自然洼地建造，蓄水深度 

2m左右，水库的蒸发量和渗漏量都很大．据估算， 

蒸发、渗漏损失约 占蓄水量的 30％ 一40％，水量浪 

费相当严重。并引起库周土地次生盐碱化． 

C．黑河中游渠系、田间配套程度差．根据 1995 

年统计资料，甘肃省中、下游地区干、支、斗三级渠系 

的完好 衬 砌率 仅 为 24．4％，其 中干渠 衬 砌为 

27．1％．由于渠系配套较差，现状渠系利用系数只有 

0．5—0．6．由于渠系、田间配套差，中游地区平均引 

水定额在 1．2 1．35万 m3／hm2，大于1．5万 m3／hm2 

的灌区也占相当比例． 

d．地下水开采利用不够．黑河中下游地区两水 

转换频繁，地下水开发利用条件较好，根据张掖地区 

1991—1994年长观井资料，该地区多处埋深约 2 

3m．目前 中下游地 区的机电井开井时间短 ，成井配 

套率低，新井建设迟缓．该地区的地下水的综合补给 

量在 15．8亿 m3，而 1995年张掖、临泽、高台三县 

(市)提水量仅 1．2亿 m3左右． 

e．额济纳旗林草灌溉方式原始、粗放，水量浪 

费严重．受劳力、投资的制约，额济纳旗 目前草原灌 

溉仍沿袭原始的“高埂深水，大面积淹灌”的粗放灌 

水方式．据调查，目前林草地灌溉皆无固定关系。同 

时额济纳旗的林草地零星散布，未形成集约种植和 

管护规模． 

f．下游河道输水损失严重．黑河干流出大墩门 

后即展布在干旱的额济纳平原上，河宽 1—2 km，最 

宽处 2．5 m，河床为沙质河床，蒸发渗漏损失严重．据 

中科院兰州沙漠研究所估算，当正义峡径流量为 

1O亿 m3，正 义 峡 至 狼 心 山 河 段 径 流 损 失 量 

3．1亿 m3，其中蒸发 0．95亿 m3，渗漏 2．15亿 m3． 

g．黑河干流缺乏骨干调节工程 ．黑河干流径流 

量年内分配不均匀，干流又无调节水库，径流得不到 

调节，致使 4 6月灌溉临界期河道天然来水量不能 

满足灌溉要求，发生“卡脖子”旱现象，造成水资源时 

空利用的不合理与浪费． 

h．下游湖泊干涸 ，土地沙漠化和沙尘暴危害加 

剧，生态系统恶化．由于内蒙入境水量减少明显，近 

年来断流天数急剧增加，断流时间也已从 4月中旬 

扩展到 11月中旬．西居延海、东居延海分别于 1991 

年和 1992年干涸 ，下游多处 泉眼和沼泽地 先后消 

失，三角洲地下水位下降，水质矿化度明显提高．伴 

随而来的是下游林木枯死，草场退化，植被覆盖率降 

低，沙化面积不断扩大，沙尘暴天气增多，居延绿洲 

的生态环境 日趋恶化 ． 

4 结 语 

科学配置和高效利用有限的水资源是促进黑河 

流域社会可持续发展和生态环境保护与建设的基 

础，为此，一方面要加强黑河干流控制性骨干工程建 

设，合理调整工程布局，改变黑河流域缺少骨干调节 

工程、不能适时供水同时又存在盲目开发、用水浪费 

严重的现象；另一方面，要采取强有力的各项节水措 

施，尤其在农业用水方面，要积极推广先进的灌水方 

法和灌溉制度、合理调整农作物布局及种植结构等 

综合节水措施．流域水资源统一管理是生态环境保 

护和建设的保障．水资源缺乏统一管理和无序用水 

是导致黑河下游地区生态严重恶化的重要 因素 ，必 

须建立高效权威的流域管理机构、多元化的投入保 

障机制和完善的流域法规体系，充分运用法律、行 

政、经济、科技、宣传教育的手段，调整和规范治理开 

发与管理工作中各方面的关系，实现经济、社会、环 

境的协调发展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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