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塔里木河生态综合治理水量变化初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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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塔里木河流域管理局，新疆 库尔勒 FG$###）

摘要：结合 : 年来塔里木河生态综合治理的实施，分析塔里木河水量变化。结果表明：经综合治理，断流多年

的塔里木河下游河道重新受水，水文情势变化显著；塔里木河上中游向下输送水量的能力明显增强，下游来

水和耗水增加；上游耗水增加，中游耗水减少；塔里木河干流来水量减少趋势已经被初步遏制。今后，需进一

步加强塔里木河流域水资源统一调度管理。

关键词：生态治理；塔里木河；水量变化

中图分类号：(2!$%5G 文献标识码：’ 文章编号：$##G!"9%%（!#$#）#!!##H"!#H

!"#$%&%’(") #*+$,"(-%,’ ,. /(-#" 01(’-%-) 2("%(-%,’ ,. #3,$,4%3($ %’-#4"(-#5
&(’(4#&#’- ,. 6("%& 7%2#"

89:; <=1>3=1’，<?@9 ?(%>)%’4
（!"#$% &$’(# )"*$+ ,"+"-(%(+. )/#("/ 01 2$+3$"+-，40#5" FG$###，67$+"）

:AB-"(3-：I7EJK 3@ K7L7 M83< LBJ =<N4J<J@L7L=3@ 3M JC343O=C74 =@LJO87LJK <7@7OJ<J@L 3M LBJ (78=< *=PJ8 3PJ8 EJPJ@
>J78E，LBJ Q7LJ8 R?7@L=L> P78=7L=3@ 3M LBJ (78=< *=PJ8 Q7E 7@74>AJK5 (BJ 8JE?4LE EB3QJK LB7L LBJ 43QJ8 8J7CBJE 3M LBJ
(78=< *=PJ8 B7PJ SJJ@ E=LJE 3M Q7LJ8 =@LJ8CJNL=3@ M38 <7@> >J78E，8JCJ=P=@O Q7LJ8 7O7=@ S> Q7LJ8 C3@PJ>7@CJ，7@K LBJ
P78=7L=3@ 3M LBJ B>K8343O=C E=L?7L=3@ Q7E E=O@=M=C7@L 5 (BJ C7N7C=L> 3M L87@EN38L=@O Q7LJ8 M83< LBJ ?NNJ8 7@K <=KK4J 8J7CBJE
L3 LBJ 43QJ8 8J7CB 3M LBJ (78=< *=PJ8 Q7E 8J=@M38CJK E=O@=M=C7@L4>；=@M43Q=@O Q7LJ8 7@K Q7LJ8 C3@E?<NL=3@ 3M LBJ 43QJ8
8J7CB =@C8J7EJK5 &7LJ8 C3@E?<NL=3@ =@ LBJ ?NNJ8 8J7CBJE Q7E J@B7@CJK，7@K =L Q7E 8JK?CJK =@ LBJ <=KK4J 8J7CBJE 5 (BJ
KJC8J7E=@O LJ@KJ@C> 3M Q7LJ8 M43Q=@O =@L3 LBJ (78=< *=PJ8 Q7E <=L=O7LJK5 0@LJO87LJK K=EN7LCB=@O <7@7OJ<J@L 3M Q7LJ8
8JE3?8CJE =@ LBJ (78=< *=PJ8 I7E=@ EB3?4K SJ M?8LBJ8 EL8J@OLBJ@JK5

C#) /,"5B：JC343O=C74 =@LJO87LJK <7@7OJ<J@L；(78=< *=PJ8；Q7LJ8 R?7@L=L> P78=7L=3@

D 塔里木河功能及水文特性

D 5D 河流功能

一般而言，通过河道表现出来的河流基本功能

主要有两个方面："资源利用功能，如为生产、生活

提供用水，为航运、养殖提供水域，为水力发电提供

能源等，为功利性功能；#生态及环境功能，如补充

地下水、泄洪排洪、输水输沙、河流稀释自净、为生物

提供生存条件、为天然植被供水等，为非功利性功能

或公共功能［$］。

由于河流的功利性功能可为人们带来经济利

益，长期以来为人们所关注，并无限度地加以利用，

非功利性功能被边缘化，河流的生态及环境功能受

到破坏，使得河道断流、环境恶化、植被退化、土地沙

化。重视河流的生态环境功能，对于维持河流健康

生命、保护环境具有重要意义。

D 5E 塔里木河功能特点分析

塔里木河是我国最大的内陆河，塔里木河流域

位于新疆南部，是塔里木盆地内各大中河流的总称，

总流域面积 $#! 万 T<!。塔里木河干流位于塔里木

盆地腹地，从肖夹克至台特玛湖全长 $ %!$ T<，流域

面积 $U:" 万 T<!，属平原型河流，从肖夹克至英巴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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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上游，长 !"# $%；英巴扎至恰拉为中游，长 &"’ $%；

恰拉至台特玛湖为下游，长 !(’ $%。本文所称塔里

木河就是指塔里木河干流。

塔里木河主要有以下几项功能：

!" 河道输水输沙功能。这是河流最基础的功

能。塔里木河承担着将上游来水来沙向下游输送的

任务，实现河流从起点到终点保持连续，包括泄洪、

水量输送、河沙运移、补充地下水等内容。功能特点

是生态环境功能。

#" 生态供水功能。塔里木河沿岸分布有世界

上面积最大的天然胡杨林。目前，塔里木河沿岸共

有天然林草面积 )!( 万 *%(，其中，天然胡杨林面积

#" 万 *%(。塔里木河沿岸天然林草主要通过生态引

水闸、无控制进水口、河水漫溢等方式向沿岸天然生

态植被供水。功能特点是生态环境功能。

$" 农业灌溉功能。据 (++, 年初步统计，塔里

木河沿岸灌溉面积约 )) 万 *%(，农业用水约 )& 亿

%&，农业用水占全河水量的 (#- . &+-。塔里木河

沿岸农田主要通过引水闸、水库、泵站等取水方式灌

溉。功能特点是功利性功能。

从用水量上分析，农业用水量占全河来水的

) / !，而生态用水量则超过 0+-；从分布面积上看，

塔里木河沿岸耕地面积占塔里木河流域“四源一干”

（阿克苏河、和田河、叶尔羌河、塔里木河干流）耕地

面积的 0-，而塔里木河沿岸是塔里木盆地内天然

林草分布面积最大、分布最广的区域，占塔里木河流

域“四源一干”天然林草面积的 &!-；从重要性方面

看，塔里木河及其构成的河流生态系统是塔里木盆

地最重要的生态系统，是维系塔里木盆地周边人工

绿洲赖以生存的重要屏障。因此，塔里木河是一条

生态型河流，其主体功能是生态环境功能，河流的主

要任务是保证河道水流的连续性、保障生态植被的

延续性、保护生态系统的完整性。

% 1& 塔里木河水文特性

塔里木河自身不产流，依靠阿克苏河、和田河、叶

尔羌河三源流输送水量，多年平均来水量为 !#2", 亿

%&。塔里木河水文特性表现在以下几方面：

!" 年际来水平稳。塔里木河是典型的平原补

给型河流，水源依赖阿克苏河、和田河、叶尔羌河补

给输送。阿克苏河是塔里木河主要的补给水源，供

水量占塔里木河总来水的 0+-以上，对塔里木河的

演变、发展起到重要作用。塔里木河年径流变差系

数 !3 值为 +2()，而实测最大年径流与最小年径流

之比为 (2&，说明塔里木河来水年际间变化不大，年

际来水比较平稳。

#" 年内分配不均匀。每年 0 . " 月是塔里木河

的洪水期，往往表现为洪峰高、洪量大，易造成洪灾。

0 . " 月来水量占全年来水的 0+-左右，且与年来水

量显著相关。塔里木河每年遭遇的最大洪峰一般在

’ 月份，实测塔里木河上游阿拉尔站最大洪峰流量

为 ((’+%& / 4（)""" 年 ’ 月 ! 日）。而其余 " 个月来水

较平稳，也没有较大洪峰发生。

$" 水量呈递减趋势。塔里木河是典型的平原

耗散型河流，由于没有区间入流，塔里木河上、中、下

游水量呈递减趋势。上游来水量多年平均为 !#2",
亿 %&，中游来水量多年平均为 (’2++ 亿 %&，下游来

水量多年平均为 ,2)+ 亿 %&，但 (+ 世纪 "+ 年代下游

来水则锐减到 (2#+ 亿 %&。)"0( 年后，下游大西海

子水库以下河道断流，断流河长达 #+) $%（其文阔尔

河和老塔里木河），下游大西海子以下生态植被因缺

水而衰败、死亡。

’" 沿岸地下水主要靠河川径流转化补给。

( 塔里木河生态综合治理措施及初步效果

随着人口的增加和经济社会的发展，以及水资

源的无序开发和低效利用，各源流向塔里木河输送

的水量逐年减少，水质不断恶化，塔里木河下游其文

阔尔河和老塔里木河长达 #+) $% 的河道于 )"0( 年

断流，尾闾台特玛湖干涸，大片胡杨林死亡，生态环

境日趋恶化，河道水流的连续性、生态植被的延续

性、生态系统的完整性遭到严重破坏。

为修复受损的塔里木河下游生态，维护塔里木

河生态环境功能，国家于 (++) 年开始实施塔里木河

流域近期综合治理规划项目，计划投资 )+0 亿元，通

过节水、河道整治、生态保护与建设、强化水资源统

一管理等综合措施，增加各源流汇入塔里木河的水

量，保证塔里木河下游大西海子以下生态水量指标，

使塔里木河上中游林草植被得到有效保护和恢复，

下游生态环境得到初步改善。该项目是一项生态综

合治理项目，主要包括以下几类治理措施：

!" 源流灌区改造工程。主要包括渠道防渗节

水改造、高效节水措施、地下水开发利用、平原水库

节水改造等工程措施，节水 (,2#’ 亿 %&，增开地下水

量 !2#’ 亿 %&，目的是提高水资源利用率，节约用

水，使阿克苏河、和田河、叶尔羌河、开都 . 孔雀河向

塔 里 木 河 输 水 量 从 实 施 前 &’20 亿 %& 增 加 到

!,2# 亿 %&。

#" 河道治理工程。主要包括干流河道整治工

程、和田河河道疏浚工程、叶尔羌河下游河道疏浚

工程。

$" 开展博斯腾湖向塔里木河下游生态应急输

水工作。迄今已经实施 " 次应急输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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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博斯腾湖输水系统工程。主要包括改造博

湖东泵站、改造博湖东泵站输水干渠、新修库塔东干

渠等工程措施，使开都 ! 孔雀河向塔里木河下游供

输水量从实施前 "#$% 亿 &’ 增加到 (#$% 亿 &’。

#" 其他。包括林草生态保护与建设工程、流域

水资源统一管理和调度工程、水资源管理保证措

施等［"］。

表 $ 塔里木河下游 % 次应急输水大西海子下泄水量

亿 &’

输水

次序

大西海子下泄水量

其文阔尔河 老塔里木河 合计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合计 )-#$% $#%$ ""#$$

目前，塔里木河流域近期综合治理规划项目已

经实施 - 年。- 年来，项目进展较为顺利，已完成投

资 ,, 亿元，占总投资的 ,".，形成源流区年节水

)(#)’ 亿 &’ 水量、新增开采 )#’* 亿 &’ 地下水量的

能力，* 次 向 塔 里 木 河 下 游 应 急 输 水，输 水 量 达

""#$$ 亿 &’，建成塔里木河上中游输水堤 ,%% /& 和

生态闸 (" 座，疏浚整治塔里木河下游河道 $%% 余

/&，颁布施行了《塔里木河流域水资源管理条例》

（"%%$ 年修订），新疆维吾尔自治区人民政府批准了

“塔里木河流域‘四源一干’水量分配方案”，并连续

$ 年实现塔里木河全流域水量统一调度。生态综合

治理的实施取得了阶段性成果，获得了较显著的生

态效益、社会效益和经济效益。

& 塔里木河生态综合治理水量变化分析

& 0$ 下游河道水文情势变化明显

塔里木河下游通过输水，水文情势变化明显。

& 0$ 0$ 下游河道水文情势由断流转为有计划输水

塔里木河生态综合治理实施前，其尾闾台特玛

湖于 )*-" 年干涸，下游河道断流 ’,% /&，下游河道

两侧的库姆塔格和塔克拉玛干两大沙漠开始合拢，

下游绿色走廊濒临消失。自 "%%% 年开始成功地向

塔里木河下游实施了 * 次应急输水，自大西海子水

库向塔里木河下游输水量总计达 ""#$$ 亿 &’，见表

)。输水前期，主要以河道渗漏为主，水流推进速度

极慢。在相同流量级（)$ ! "$&’ 1 2）的情况下，随着

输水持续推进和输水量的逐步增加，水流进程明显

加快，如第 ) 次输水距离仅有 )%, /&，而第 ’ 次输水

已经将水送到塔里木河尾闾台特玛湖，输水距离达

到 ’,’ /&，水流推进速度也明显加快，到第 $ 次输水

仅用了 "% 3 水头就到达了台特玛湖。

& 0$ 0’ 水流多次到达台特玛湖，并实现双河道输水

自第 ’ 次输水开始，下泄水量到达台特玛湖。

从第 $ 次开始，又利用其文阔尔河和老塔河实行了

双河道输水。迄今实施 * 次输水，水流 , 次到达台

特玛湖，结束了下游河道断流近 ’% 年的历史。* 次

输水中，向其文阔尔河输水 )-#$% 亿 &’，向老塔河输

水 $#%$ 亿 &’，共使塔里木河下游 $%) /& 长河道恢

复过流。

& 0$ 0& 下游地下水水位抬升，水质转好

输水前，塔里木河下游地下水埋深普遍降到 +
! )"&。经过对地下水埋深的持续观测，+ 次输水

后，塔里木河下游地下水埋深平均升高到 (#)’ &。

而且随着输水的持续进行，地下水抬升幅度逐渐上

升，第 ) 次至第 + 次输水地下水上升的幅度分别为

)’.、"$.、’’.、().、(%.、((.、(,.和 $%.。可

见，地下水埋深对地表输水的响应非常显著。目前

的生态输水起到了保护沿河一定区域濒死植被的目

的，其主要的表现是许多垂死植被又焕发了生机［’］。

随着地下水埋深的抬升，输水后地下水质有了

明显改善。各监测断面的实测资料表明，输水后，各

监测断面地下水矿化度有显著下降。从英苏、阿拉

干断面水质监测数据可以看出，输水前地下水矿化

度较高（英苏 $#)( 4 1 5，阿拉干 (#%( 4 1 5），输水过程

中 矿 化 度 呈 下 降 趋 势（ 英 苏 )#$% 4 1 5，阿 拉 干

)#)’ 4 1 5），停水后矿化度升高（英苏 ’#"( 4 1 5，阿拉

干 ’#"- 4 1 5），再次输水时矿化度再次呈下降趋势

（英苏 )#,, 4 1 5，阿拉干 "#$- 4 1 5）。

& 0’ 塔里木河来水量减少趋势已被初步遏制，但实

现下泄塔里木河水量指标仍有较大差距

"% 世纪末，塔里木河生态综合治理实施前，宋郁

东等［(］采用 )*$- ! )**$ 年系列资料，分析了塔里木河

上游三源流（指阿克苏河、叶尔羌河、和田河，下同）输

入塔里木河水量的趋势，分析结果表明上游三源流输

入到塔里木河年径流量逐年递减约 %#’% 亿 &’。

为分析塔里木河生态综合治理期间上游三源流

输入塔里木河水量趋势，笔者以 "%%) 年（塔里木河

生态综合治理开始年）为界，将 )**- ! "%%, 年分成 "
个时段，即治理前时段（)**- ! "%%) 年）和治理间时

段（"%%" ! "%%, 年），分析上游三源流来水量和向塔

里木河下泄水量情况，见表 "。

如果塔里木河生态综合治理未实施，按三源流

仍平均每年递减塔里木河输水量 %#’% 亿 &’ 趋势推

·+$·



表 ! 上游三源流来水量与下泄水量情况

阶段 年份

阿克苏河 叶尔羌河 和田河 塔里木河干流

来水量 !
亿 "#

来水

频率 ! $
下泄量 !

亿 "#
来水量 !

亿 "#
来水

频率 ! $
下泄量 !

亿 "#
来水量 !

亿 "#
来水

频率 ! $
下泄量 !

亿 "#
来水量 !

亿 "#
来水

频率 ! $

治理前

治理间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平均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平均 &’)%* %% #()&+ *()&% #( %)(+ .’)*’ #( %%)*% .*)’. .(

演，+((+ / +((- 年塔里木河来水量仅为 .+)’- 亿 "#，

将比现状实际来水 .*)’. 亿 "# 少 ,)&* 亿 "#。

表 + 说明，治理前 , 年（%&&’ / +((% 年）和治理

期间 , 年（+((+ / +((- 年）塔里木河上游三源流均为

丰水年，而经由三源流下泄进入到塔里木河的水量

来水分别为偏枯水年和偏丰水年，即治理前阿克苏

河、叶尔羌河、和田河平均来水 频 率 分 别 为 *$、

+*$、和 ,($，塔里木河平均来水频率为 ,*$；治理

间阿克苏河、叶尔羌河、和田河平均来水频率分别为

%%$、#($、和 #($，塔里木河平均来水频率达到

.($。从治理前和治理期间选取阿克苏河来水量较

为接近的年份进行对比分析（+((( 年和 +((. 年），可

以看出，阿克苏河下泄塔里木河水量略有增加趋势

表现较为明显。从总体上看，治理期间 , 年上游三

源流平均来水量合计为 ++-).+ 亿 "#，下泄塔里木河

水量合计为 .#)’- 亿 "#；治理前 , 年上游三源流平

均来水量合计为 ++,).& 亿 "#，下泄塔里木河水量合

计为 #&)&& 亿 "#。治理期间 , 年较治理前 , 年，上

游三源流平均来水量只增加了约 ()&# 亿 "#，而下

泄塔里木河水量增加了 #)’’ 亿 "#（不 含 退 排 水

量）。塔 里 木 河 来 水 量 由 治 理 前 , 年 平 均 来 水

..)+- 亿 "#增加到治理间 , 年平均来水 .*)’. 亿

"#，增加了 %()%$。

由此可见，通过塔里木河生态综合治理，以往源

流向塔里木河输水逐年减少的趋势得到了初步遏

制。这主要是 +((+ 年塔里木河生态综合治理实施

后，源流节水工程的建成和塔里木河流域水量统一

调度管理不断加强所取得的初步效果。

但仍要清醒地看到，源流向塔里木河输水逐年减

少的趋势得到了初步遏制，这是在塔里木河源流区近

十年来属特丰水时段，水分条件出现了明显好转［,］的

情况下呈现的，而上游三源流泄入塔里木河的水量并

未因源流来水增多而显著增加，同时这也与塔里木河

生态综合治理实施 ’ 年来取得的年节水 %.)%# 亿 "#

的综合治理成果不匹配。这说明源流区耗水量在塔

里木河生态综合治理期间并未明显减少。

根据新疆维吾尔自治区人民政府批准的“塔里

木河流域‘四源一干’水量分配方案”（简称“水量分

配方案”，下同），实现上游三源流下泄塔里木河规划

水量目标仍有较大差距。如阿克苏河 +((+ / +((-
年平均入塔里木河水量为 #’)(+ 亿 "#（含阿克苏河

新设 * 个退排水监测断面 +((,、+((- 年监测的退排水

量 -)%( 亿 "#），仅相当于相应频率来水“水量分配方

案”要 求 下 泄 量 的 ’.$，平 均 年 少 下 泄 水 量 约

%#)%( 亿 "#；叶尔羌河 +((+ / +((- 年平均入塔里木河

水量为 %)(+ 亿 "#，相当于相应频率来水“水量分配方

案”要 求 下 泄 量 的 +($，平 均 年 少 下 泄 水 量 约

.)(( 亿 "#；和田河 +((+ / +((- 年平均入塔里木河水量

为 %%)*% 亿 "#，相当于相应频率来水“水量分配方案”要

求下泄量的 *,$，平均年少下泄水量约 +)%( 亿 "#。

" 0" 上中游输向下游的水量显著增加

塔里木河生态综合治理项目实施前，导致塔里

木河下游生态灾难的直接原因一是源流来水减少，

二是塔里木河上、中游段因无序漫溢蒸发低效损耗

较大以及无序垦荒的耗水量增加。生态治理项目实

施以来，塔里木河干流输水堤、生态闸堰、控制性拦

河枢纽和下游河道疏浚等工程陆续建成，实现了较

严格的水量监控，塔里木河干流沿岸的输水和配水

调控能力增强，下游来水增加显著。资料显示，塔里

木河下游（起始断面为恰拉站）%&&% / +((% 年来水平

均为 +)## 亿 "#，生态治理项目实施的 +((+ / +((-
年间塔里木河下游来水平均达到 ,)++ 亿 "#，是生

态治理前的 +)+. 倍。生态治理前的 %&&* 年，塔里

木河上游阿拉尔站来水 ,,).( 亿 "#，到达下游恰拉

站水量为 +)+- 亿 "#，而 +((- 年上游阿拉尔站来水

,+),( 亿 "#，较 %&&* 年少 +)&( 亿 "#，但到达下游恰

·&,·



拉站水量达到 !"!# 亿 $%，是 &’’( 年的 )"’ 倍。

塔里木河输水堤等治理工程的建成，提高了河

道输水效率，河道水流传播时间明显缩短，增加了

中、下游的洪峰和洪量。)### 年以前，上游阿拉尔

站来水传播到下游恰拉站需 &( * )+ ,，而 )##+ 年和

)##! 年只需 &# * &% ,。从洪水传播流量来看，上游

阿拉尔水文站 &’’’ 年最大洪峰流量 )%##$% - .，传播

到恰拉水文站只有 %#$% - .；)##+ 年阿拉尔水文站最

大洪峰流量 &!)#$% - .，传播到恰拉水文站则达到 ’!
$% - .。洪水过程变化最突出的是下游恰 拉 断 面，

)##+ 年日平均流量大于 +#$% - . 的时间达 %+ ,，最大

日平均流量达 ’! $% - .，基本恢复到 )# 世纪 /# 年代

的洪水量级。

塔里木河下游增加的来水，直接向下输送，用于

生态环境的恢复和改善，从 )##% 年以后向塔里木河

下游大西海子以下输送的生态水量中有 & - % 以上来

自塔里木河，0 年共向大西海子以下泄水 ’"%! 亿 $%。

! 1" 塔里木河各河段耗水状况发生明显改变

仍将 &’’/ * )##! 年分成上述 ) 个时段，以各河段

耗水率（各河段耗水量与上游来水量的比值）为参数，

分析塔里木河上、中游耗水变化情况，见表 %。

表 ! 上、中游段耗水量治理前和治理间变化情况对比

阶段 年份

上游段 中游段

来水量 -
亿 $%

耗水量 -
亿 $%

耗水

率 - 2
来水量 -

亿 $%
耗水量 -

亿 $%
耗水

率 - 2

治理前

治理间

&’’/ %("#+ &("0+ 0("+ &’"!# &/")( 0+"0
&’’( ++"0) )("&0 +#"/ )/"%) )+"#! 0+")
&’’’ 0/"00 &+")# %)"# %)")0 )’"’0 !%"&
)### %0"+! &%"&+ %("# )&"0& &(")/ +)"’
)##& 0+"(0 )+"#! +0"/ )#"/( &’"%/ 0)")
平均 00")! &’"’’ 0+") )0")/ )&"’( 0’"/
)##) ++"#% )+"#) 0+"0 %#"#& )+")/ 0+"’
)##% 00"’+ )#"+# 0+"! )0"0+ &!"(/ %/"+
)##0 )’"0/ &’")/ !+"0 &#")# /"++ )+"!
)##+ +/"&( %&"!’ ++"0 )+"0’ &("(/ %%"#
)##! +/"#( %%"++ +("( )%"+% &!"’% )’"/
平均 0("/+ )!"#& +%"0 ))"/0 &/"#’ %+"&

从表 % 可以看出，塔里木河上游段耗水率由治

理前的 0+")2 增加到治理期间的 +%"02，增加了

(")2；中游段耗水率由治理前的 0’"/2减少到治理

期间的 %+"&2，减少了 &0"!2。在生态综合治理期

间，塔里木河上、中、下游段耗水情况显著改变，其

中，上游段和下游段耗水明显增多，中游段耗水明显

减少。

“水量分配方案”要求，当塔里木河上游多年平

均来 水 为 0("/0 亿 $% 时，中 游 英 巴 扎 断 面 应 为

)/"+0 亿 $%，下游恰拉断面应为 +")/ 亿 $%。其中，

上游段耗水 )&")& 亿 $%，耗水率 %0"+2；中游段耗水

))")/ 亿 $%，耗水率 0+"!2；下游段耗水 +")/ 亿 $%，

耗水率 &#"’2。按上述“水量分配方案”要求的耗

水率推算，塔里木河上游段在治理期间 + 年平均耗

水比“水量分配方案”要求水量多耗水 0"(# 亿 $%；

中游段在治理期间 + 年平均耗水比“水量分配方案”

要求水量少耗水 +"&( 亿 $%；下游段在治理期间 + 年

平均耗水与“水量分配方案”要求水量基本相当。

综合分析，塔里木河生态综合治理实施过程中，

上、中游总耗水量的控制满足水量分配方案的要求，

但上游耗水量偏大，中游耗水量略小，而且中游耗水

量表现为持续性减少。塔里木河中游段是塔里木河

流域胡杨林最完整的河段，中游耗水量持续减少不

利于保护现有生长完整的天然胡杨林区。目前，塔

里木河河道治理工程正在完善之中，在河道控制工

程全部完成后，可通过生态闸对水量进行调整，因

此，塔里木河河道管理部门应统筹考虑上、中游水

量，做好塔里木河各河段的水量均衡调度，加强塔里

木河上、中游特别是上游河段的管理和水量运行调

度，按照“水量分配方案”的要求调配水量。

" 结 论

塔里木河生态综合治理期间，水量变化较明显，

上、中、下游显现出不同的水量变化特点。

#$ 下游水文情势变化最为突出。下游来水量

和洪峰均有增加，这主要是上中游河道治理工程的

初步建成运行起到了关键作用。下游河道由断流状

况扭转成为间歇性受水状况，地表水流沿程耗散转

化补给地下水，河道沿岸地下水位明显抬升，修复并

有效改善了下游濒临毁灭的天然植被，这是由于几

年来实施的向下游输水起到了决定性的作用，这也

是塔里木河生态治理取得阶段性成果的集中体现。

%$ 上游耗水增加，中游耗水减少。中游耗水减

少将会对中游段的天然胡杨林等生态植被的持续生

长产生不利影响，但随着塔里木河河道治理工程的

逐步完善，可以通过工程措施和水量调度管理措施

双管齐下，调整上、中游耗水状况，按照“水量分配方

案”的要求供水、配水，恢复并改善中游生态植被。

&$ 塔里木河来水量减少趋势已经得到初步遏

制，这是源流区实施节水工程、开采利用地下水所取

得的初步效果。但在源流来水偏丰的情况下，下泄

到塔里木河的水量并未明显增加，源流区耗水量没

有明显减少，实现“水量分配方案”确定的下泄塔里

木河水量目标还有很大差距。今后需要进一步加强

塔里木河流域水资源统一管理和调度，加大节水力

度，严格实行限额用水，确保“水量分配方案”制定的

下泄塔里木河水量指标的实现。

（下转第 ’&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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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可实现水、热、电联产。不仅节省建设和运

营水厂的投资，还可以降低用水成本，多余的电能可

以供水处理工艺使用，从而起到调蓄电能的作用。

总之，该热电厂在技术改造和今后的运行过程

中大力开展水资源综合利用，因地制宜分配各系统

用水、排水，将是缩短其与国内外先进发电企业发电

用水差距的有效途径，也将产生明显的社会效益、环

境效益和经济效益，具有很大的实际意义。

参考文献：

［!］乔洪勇 "火力发电厂节约用水和循环用水管理模式研究

［#］"保定：华北电力大学，$%%&"
［$］房海阔，魏洪军 "电去离子（’#(）技术在热电厂水处理中

的应用［)］"净水技术，$%%$，$!（$）：!*!!+"
［,］王佩璋 " 火力发电厂全厂废水零排放［)］" 电力环境保

护，$%%,，!-（.）：$/!$-"
［.］华冰 "火电厂节水［#］"保定：华北电力大学，$%%/"
［/］01234 3 0，)4045 1 )" 6789:8;<= 7> ;:?@A8B;<= C<A89C<89B

B9@A9［)］" #9A<=;:<8;7:，$%%$，!/$：$+!!$+-"
［&］褚俊英，陈吉宁，王志华，等 "中水回用的经济与中水利

用潜力分析［)］"中国给水排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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活性的变化和超微结构损伤［)］"植物研究，$%%!，$!（.）：

/&-!/*."
［&］金相灿 "湖泊富营养化调查规范［0］" $ 版 "北京：中国环

境科学出版社，!--%：$-!!$-,"
［*］国家环境保护总局，《水和废水监测分析方法》编委会 "

水和废水监测分析方法［0］" . 版 " 北京：中国环境科学

出版社，$%%$：$!%!$/*"
［+］陈宇炜，高锡云 "浮游植物叶绿素 < 含量测定方法的比

较测定［)］"湖泊科学，$%%%，!$（$）：!+/!!++"
［-］鲍士旦 " 土壤农化分析［0］" , 版 " 北京：中国农业出版

社，!---：,%!,+"
［!%］陈建勋，王晓峰 "植物生理学实验指导［0］" $ 版 "广州：

华南理工大学出版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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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接第 &% 页）严格实行限额用水，确保“水量分配

方案”制定的下泄塔里木河水量指标的实现。

#" 目前，塔里木河生态综合治理工程仍在实施

过程中。随着生态治理的持续开展，源流区节水力

度将进一步加大，塔里木河河道整治工程得以完善，

塔里木河流域水量统一调度管理措施得到逐步落实

和加强，塔里木河水量将随之发生更为显著的变化，

这需要继续深入地进行分析和研究，特别是阿克苏

河、和田河、叶尔羌河向塔里木河的供水水量、供水

过程的变化以及塔里木河泥沙、水质及水文过程的

变化，是今后塔里木河水文效应研究的关键和重点。

参考文献：

［!］王西琴 "河流生态需水理论、方法与应用［0］"北京：中国

水利水电出版社，$%%*：*.!*/"
［$］新疆维吾尔自治区人民政府，中华人民共和国水利部 "

塔里木河流域近期综合治理规划报告［0］"北京：中国水

利水电出版社，$%%$：//!*$"

［,］徐海量，叶茂，李吉枚 "塔里木河下游输水后地下水动态

变化及天然植被的生态响应［)］"自然科学进展，$%%*，!*

（.）：.&%!.*%"

［.］宋郁东，樊自立，雷志栋，等 "中国塔里木河水资源与生

态问题研究［0］"乌鲁木齐：新疆人民出版社，$%%%：-"

［/］叶茂，徐海量，宋郁东 "塔里木河流域水资源利用及其变

化趋势分析［)］"科学通报，$%%&，/!（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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淮北市开展纪念“世界水日”活动

$%!% 年 , 月 $$ 日是第 !+ 届“世界水日”，, 月 $$ E $+ 日是第 $, 届“中国水周”。, 月 $$ E . 月 $$ 日是安徽省第

$% 届“水法宣传月”。今年“世界水日”的主题是“严格水资源管理，保障可持续发展”。根据统一安排，淮北市水务

局于 , 月 $! 日就开始了宣传活动，在市区主要公共场所面向广大市民作深入宣传，摆放宣传展板，发放宣传材料，

设立咨询台；$% 余家大型企业参与了活动，现场开展节水百题知识有奖竞赛等。在淮北电视台集中播放水法宣传

电视系列片《人 水 法》、并在《淮北日报》上发表纪念“世界水日”的署名文章。淮北市不仅广泛开展纪念世界水

日活动，而且在加快建设水利基础设施的同时，正在实行最严格的水资源管理制度，推进水资源从供水向需水管

理等转变，其核心是建立水资源管理三条红线，即建立水资源开发利用红线，严格实行用水总量控制；建立用水效

率控制红线，坚决遏制用水浪费；建立水功能区限制纳污红线，严格控制入河排污总量，以水资源的可持续利用，

保障淮北区域经济社会可持续发展。

（淮北市水务局 李锋供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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