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甘肃金塔县水资源可持续利用问题探讨
张世宏

'金塔县黑河灌区水利管理所!甘肃 金塔!GHOHEE(

!摘!要"!随着金塔县工农业生产和经济社会的发展!对水资源的需求量与日俱增# 为此!本文对金塔县水资源

利用现状"面临的形势及存在的问题进行探讨!提出了水资源可持续利用的保障措施!以保障金塔县经济社会可持

续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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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塔县位于甘肃河西走廊中端北部边缘的沙漠地

带#平均海拔 FDEE3#干旱少雨#生态脆弱#属于典型的

干旱荒漠气候区#年均气温 NMHe#年均降雨量 OIMI33#

极端最高气温 HNMLe#最低气温aDIe#年蒸发量高达

DOHN33#总面积 FMNN 万 A3

D

#辖 O 乡 O 镇"D 个国有农

场"NI 个行政村#总人口 FOMEF 万& 现有灌溉面积

NEMKG 万亩#其中耕地面积 LN 万亩#林地面积 FDMKG 万

亩#农田灌溉以水库蓄水为主#以提取地下水为补充&

*%金塔县水资源现状

FMF!地表水资源状况

由于降水量稀少#金塔县境内无产流区#没有自产

水资源量#支撑当地经济社会发展的水资源主要有黑

河和讨赖河两条河流的过境水&

黑河从高台县正义峡经过金塔县鼎新"航天两镇

流向内蒙古额济纳旗#春"秋"冬三季有水#夏季断流#

是金塔县黑河灌区引水灌溉的主要水源#多年平均径

流量 IMO 亿3

H

&

讨赖河属黑河一级支流#经嘉峪关"酒泉市流入金

塔县#通过鸳鸯池水库群联合调节进入鸳鸯灌区#为金

塔县鸳鸯灌区的重要水源#多年平均径流量 HMFK亿3

H

&

根据黑河正义峡水文站和鸳鸯池水文站水文资料

分析#金塔县多年平均入境水资源总量为 FDMLK 亿3

H

&

根据)黑河干流水量分配方案*#黑河入境水量金塔县

($!(



仅可利用 EMI 亿3

H

&

依据)黑河水资源开发利用保护规划*数据显示#

金塔县可利用地表水资源量为 HMGK 亿 3

H

#其中黑河

灌区 EMI 亿3

H

#鸳鸯灌区 DMNK 亿3

H

&

FMD!地下水资源情况

根据)黑河水资源开发利用保护规划*#金塔县可

利用地下水资源量为 EMIF 亿 3

H

#其中黑河灌区 EMFL

亿3

H

#鸳鸯灌区 EMGO 亿3

H

&

综上所述#金塔县可利用水资源总量为 KMLO 亿3

H

#

其中黑河灌区 FMEL 亿3

H

#鸳鸯灌区 HMOI 亿3

H

&

"%水资源开发利用状况

金塔县水资源可利用量仅有 KMLO 亿3

H

#现状年耗

水量已达 LMEF亿3

H

#其中!地表水 HMHGI 亿3

H

+鸳鸯灌

区 DMGNFG亿3

H

#黑河灌区 EMOIGK亿3

H

,#地下水 DMLHDD

亿3

H

+鸳鸯灌区 DMFI 亿3

H

#黑河灌区 EMKKDD 亿3

H

,&

DEFO 年酒泉市政府下达金塔县用水总量指标为

OMEF亿3

H

#其中!地表水 HMOF 亿3

H

#地下水 FMO 亿3

H

&

按照用水总量控制指标分配#农业灌溉水量为 KMKIOI

亿3

H

#占总水量的 NIMGJ'生态用水量为 EMDDNK 亿3

H

#

占 KMLJ'人畜饮水 EMEGGI 亿 3

H

#占 FMLJ'工业用水

EMDEGN 亿3

H

#占 KMFJ&

+%水资源面临的形势

水是生命之源#是人类赖以生存和发展的基本条

件#是维系生态系统和支撑经济社会发展不可替代的

基础性自然资源和战略资源#水资源的可持续利用是

经济和社会可持续发展极为重要的保证&

金塔县境内的地表水均发源于祁连山#由于气候

变暖和生态环境恶化#雪线不断上升#致使河流来水量

逐年减少#加之流域内经济社会不断发展#工业化"城

镇化逐年加快#各行业需水量急剧增加#水资源短缺的

问题日益凸显&

金塔县地处黑河干流和支流下游#水资源可利用

量"以及人均和亩均的水资源数量极为有限#水资源供

需矛盾日益突出& 按照最严格水资源管理制度考核和

$三条红线% 控制指标管理要求#DEDE 年#全县用水总量

指标将从 DEFO 年的 OMEF 亿3

H

压减到至 HMGD 亿3

H

#年

均降幅 LMOJ#用水形势十分严峻#水资源短缺问题已成

为严重制约金塔县经济社会可持续发展的重要因素&

G%存在的主要问题

KMF!水资源监管乏力#过度开发利用

金塔县干旱缺水#生态脆弱#是一个典型的农业

县#农业灌溉用水占全县用水总量的 NIMGJ& 近年来#

由于对水资源可持续利用的认识不到位#土地开发力

度不断加大#新开荒地 FE 多万亩#致使需水量持续上

升#地下水严重超采#给水资源可持续利用带来了严重

影响&

根据金塔县 DEFL 年用水量统计数据和用水总量

控制指标对比分析#DEFL 年用水总量控制指标已经压

减到 KMDEFI 亿 3

H

#而实际用水量为 LMEFFD 亿 3

H

#比

总量控制指标超 FMNEIH 亿 3

H

#其中!地表水总量控制

指标为 HMEEIN 亿 3

H

#实际用水量为 HMHGI 亿 3

H

#超

EMHLID 亿3

H

'地下水总量控制指标为 FMFIDF 亿3

H

#实

际取水量为 DMLHDD 亿 3

H

#超采 FMKKEF 亿 3

H

'地下水

严重超采和水资源过度开发利用#对政府水资源管控

指标和最严格水资源管理制度落实带来了非常大的

困难&

KMD!水资源浪费严重#利用效率较低

DE 世纪 OE 年代以来#金塔县开展了建水库"修渠

道"筑堤坝"打机井等一系列兴利"防洪"抗旱的水利工

程建设& 通过鸳鸯灌区续建配套"黑河调水与节水工

程建设#水利基础设施得到了很大改善& 但因历史遗

留问题多#水利基础设施差#配套率不高#用水管理粗

放#大水漫灌等现象严重#水资源利用效率低#鸳鸯灌

区"黑河灌区灌溉定额分别为 KLE3

H

Q亩"OEO3

H

Q亩#全

县综合渠系水利用系数和灌溉水利用系数分别为

EMOGF"EMOFI#水资源浪费比较严重& 鸳鸯灌区的鸳鸯

池和解放村两水库虽然经过除险加固#水库安全性能

提高#但由于风沙侵蚀和多年的泥沙淤积#两库有效库

容逐年减少#现状供水能力远远不能满足用水需求&

黑河灌区由于受黑河调水方案的控制#全年限制引蓄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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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MI 亿3

H

#FF 座小型水库防渗标准低#渗漏严重#有 L

座不能发挥效益#正常使用的 O 座水库也因蒸发和渗

漏#利用率不足 KEJ&

KMH!水资源严重短缺#生态环境恶化

金塔县绿洲面积仅占全县土地面积的 LMKJ#其

余均为沙漠"戈壁"山丘和荒地#生态极为脆弱& 受气

候等自然因素影响#从 DE 世纪 NE 年代以来#讨赖河来

水量减少#加之上游过度开发"粗放利用水资源#进入

金塔县鸳鸯池水库群的地表水量逐年减少& 黑河正义

峡年均下泄流量由 DE 世纪 OE 年代的 FFML 亿3

H

#减少

到 NE 年代的 FFME 亿 3

H

#进入 IE 年代后#进一步减少

到 GMG 亿3

H

& 期间#甘肃省启动实施了$再造河西%战

略#东部 FN 个干旱县纷纷向河西地区移民#出现了$乱

移民"乱开荒"乱打井%等问题#生态环境不断恶化#沙

漠化土地面积增加了 HEMLG 万亩#水土流失面积高达

DKOHA3

D

#约有 HDJ的绿洲面积退化#土壤沙化"草场退

化"绿洲萎缩"荒漠面积逐年扩大"荒漠化程度加剧#金

塔县成为黑河流域生态环境恶化最为严重的地区之一&

KMK!水资源缺乏保护#水质污染加重

近年来#随着河流上游地区工业化和城市化的发

展#大量废水和生活污水不达标排放#农业大量施用化

肥"农药#水中的氨氮"酚"六价铬等严重超标#造成了

水质不同程度污染& 加之地表水和地下水的互相转

化#饮用水中细菌总数和大肠菌群严重超标#部分地区

地下水质含氟"含酸"矿化度升高#不能饮用和灌溉&

KMO!农业用水价格低#供需矛盾突出

长期以来#农业用水管理不到位#水价形成机制不

健全#用水价格偏低#不能有效反映水资源稀缺程度#

助长了水资源浪费现象#大水漫灌#高量消耗#粗放使

用#效率低下#地下水缺乏水资源补偿机制#造成大面

积开荒#非法打井"地下水超采#生态退化的严重后果#

加剧了水资源的供需矛盾#制约了经济社会发展#给水

资源可持续利用和农业可持续发展带来了严峻挑战&

$%水资源可持续利用的保障措施

OMF!加强祁连山生态保护和修复

祁连山是甘肃河西走廊内陆河流的发源地#地处

甘肃"青海两省交界#海拔多在 HEEE3以上#总面积

DELDMGA3

D

#冰川储量达 FFKO 亿 3

H

#是我国西北最重

要的生态屏障和最主要的涵养水源区#是甘肃河西走

廊 OEE 万人民群众世代繁衍生息的生命之源& 祁连山

的水源安全不仅关系到河西走廊经济发展和人民群众

的生产生活#更是必须留给子孙后代的刚性资源&

近年来#由于受经济利益驱动#源头水源涵养地生

态遭到人为破坏#造成水质恶化和水源污染#生态环境

逐年恶化& 根据甘肃省气象局观测资料数据显示#祁

连山冰川融水比 DE 世纪 GE 年代减少约 FE 亿3

H

#局部

地区的雪线也以年均 D fLMO3的速度上升#雪线年均

后退达 FDMO fDDMO3#加速了积雪融化和冰川萎缩#导

致上游来水量逐年减少#已严重危及下游地区的生存

发展&

为了加强祁连山水源涵养地生态保护和修复#必

须认真贯彻执行)水法* )水土保持法* )环境保护法*

)水污染防治法*和)甘肃祁连山国家级自然保护区管

理条例*等法规#尽快启动实施)祁连山水源涵养区生

态保护与综合治理规划*#用最严格的制度和最严密的

法律#确保祁连山水源涵养地生态保护和修复#实现水

资源可持续利用&

OMD!加强水资源统一管理和调度

加强水资源的统一管理和调度#是实现水资源可

持续利用的有效手段#是经济社会可持续发展的必然

要求#也是水资源优化配置的体制保障&

>M建立水资源统一管理体制#明确流域与地方区

域的事权划分#实施统一管理&

=M实行水量统一调度#实施计划用水"取水许可

等制度#统一分配水量#进行流量断面控制和监测#地

方政府负责用水配水#确保有限水资源发挥最大效益&

9M加强考核#严格落实最严格水资源管理制度和

$三条红线%管控指标#依法管理水资源#强化督查和

行政监管#依法维护水工程安全&

FM加强水资源宏观调控#厉行节约用水#限制发

展高耗水产业#对现有灌区实施节水改造#加强工业和

城市生活节水工作#努力提高水资源的重复利用率&

(&!(



1M建设骨干调蓄水库及跨流域调水工程#通过修

建大型调蓄水库解决水资源在时间分布上的不均衡#

提高河川径流的利用率& 通过跨流域调水工程解决水

资源在空间分布上的不均衡#实现水资源的优化配置&

OMH!通过河长制加强水资源保护

认真落实中共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印发的

)关于全面推行河长制的意见*#$以保护水资源"防治

水污染"改善水环境"修复水生态为主要任务%#实行入

河排污许可制度和污染物入河总量控制制度#加大河

水资源监督力度#依法实施动态管理#搞好污染源的防

治管理工作#$构建责任明确"协调有序"监管严格"保

护有力的河湖管理保护机制#为维护河湖健康生命"实

现河湖功能永续利用提供制度保障& 加强对河长的绩

效考核和责任追究#对造成生态环境损害的#严格按照

有关规定追究责任%&

OMK!大力推行节水型社会建设

>M推行计划用水和节约用水#建立用水定额管理

机制#编制节水规划#明确各行业的节水目标"要求和

措施& 建立节水目标责任制#运用规划手段#指导"监

督全社会的节约用水工作#积极推广节水作物"喷灌"

滴灌技术#发展节水型农业& 切实掌握工业用水情况#

采用先进生产工艺和设备#提高水重复利用率&

=M加强供水工程的维修改造和配套#提高供水能

力'建立拦河闸坝工程#拦蓄汛期洪水#实现洪水资源

化'建立城区污水再生利用工程#将处理后的中水用于

工业"建筑业"市政绿化"景观用水"生态"农业灌溉等

各方面#以提高全县供水能力&

9M加大资金投入#进一步完善工程配套#提高渠

系水利用系数#在普及农业常规节水技术的基础上#大

力推广高效节水技术和水肥一体化技术#促进水资源

高效利用&

OMO!全面推进农业水价综合改革

>M明晰农业水权#建立以水权管理为核心的水资

源管理体系#统筹地表水"地下水管理#实行总量控制#

定额管理'建立水权交易市场#鼓励水权流转#提升用

水效率和效益&

=M健全水价形成机制#有效反映水资源稀缺程

度#合理确定调整水价#探索分类分档水价"推行农业

终端水价#充分发挥价格机制对用水需求的调节作用#

促进水资源可持续利用农业可持续发展&

9M完善计量监控设施#强化用水过程控制#落实

差别水价"超定额累进加价制度#按灌溉轮次全面实施

先买水后供水的办法#促进农业用水方式转变&

FM强供需管理#坚持水价调节#细化灌溉定额#优

化用水调度#促进种植结构优化调整#保障合理灌溉需

求#促进农业发展"农民增收&

1M完善终端管理#实现用水自治#支持用水合作

组织规范组建"创新发展#充分发挥其工程建设管理"

用水管理"水费计收方面的作用'推进小型水利工程管

理体制改革#明细农田水利设施产权#颁发产权证书#

明确管护责任#落实管护经费&

:M建立农业用水精准补贴和节水奖励机制#多渠

道筹集精准补贴和节水奖励资金#建立与节水成效"调

价幅度"财力状况相匹配的农业用水精准补贴机制#促

进节约用水&

(%结%语

金塔县水资源短缺#供需矛盾突出#生态环境恶

劣#必须加快推进供给侧改革#促进供水管理向需水管

理转变#在水资源规划"配置"节约和保护等各环节都

要体现需水管理的理念#走内涵式发展道路& 要围绕

水资源的配置"节约和保护#严格实行用水总量控制和

定额管理'坚决遏制乱开荒"乱打井和用水浪费#严格

控制地下水超采#保护自然生态恢复#使有限的水资源

得到合理有效地使用#更好地为金塔县经济社会的持

续发展提供水资源保障&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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