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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西部大开发是促进西部经济发展的一项重大决策。为了实现可持续发展，西部大开发首先

要加强生态建设与生态环境的保护。我国西部地区范围很大，不同地区的生态环境与生态系

统互不相同；本文着重探讨西北干旱区，以绿洲生态系统为核心的大型内陆盆地的生态建设

问题。 

一、西北干旱区水资源条件 

西北大型内陆盆地，主要包括甘肃河西走廊、新疆准噶尔盆地、塔里木盆地、青海的

柴达木盆地及周边山区，其总面积约 250 万平方公里，相当于全国陆地面积的 1/4。全区气

候极端干燥，降水极少，日照和蒸发作用都极强烈，日夜温差极大，风力很强而且持久。全

区除绿洲地带外，以荒漠景观居首要地位，生态环境十分脆弱。 

    我国西部内陆盆地与一般典型的干旱沙漠地区的主要区别是，盆地四周都围绕着海拔

4000-6000 米左右的高山峻岭。广阔的重重高山，降水丰富，冰雪遍布，成为内陆盆也许多

河流的发源地。据粗略统计，该地区冰川覆盖面积达 3 万平方公里左右，年均冰川融水径流

量约 200 亿立方米。高山降水随高度增加而增加，一般海拔每升高 100 米，年降水量相应增

加 10-20 毫米，年均降水可达 200-400 毫米，最高可达 600 毫米左右。山区降水与冰雪融水

相汇合，形成强大的地表径流，汇聚到盆地，成为滋润广大绿洲的宝贵水源。据概略统计，

上述盆地的总水资源约为 900 亿立方术，接近两条黄河的年均径流量。特别是由于地广人稀，

主要耕地及居民点都集中在仅占总面积 5%-10%的绿洲地区，因此人均占有水量远远高于国

内其他地区。 

    当前存在的主要问题，总体上不是水资源的供需矛盾，而是水资源的严重浪费，大水漫灌

使土地大面积盐渍化。由于缺乏统一规划与科学管理，地表水、地下水不能联合开发、综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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利用，上、下游水资源得不到合理分配，造成上游大量消耗，下游河流断流、湖泊干涸，地

下水位剧烈下降，水质恶化，植被枯萎死亡，大片绿洲沦为荒漠，生态环境急剧恶化，不少

地区己面临亟侍抢救的危急关头。 

二、开发利用天然地下水库 

干旱区内陆盆地水资源的主要特点之一是地表水、地下水相互转化：在天然状态下，

山区河流进入盆地后，80%以上的地表径流，在流经山前戈壁带时就全部渗入地下，转化成

地下水，又在戈壁带前缘，溢出地表，汇聚成泉集河，流入绿洲，成为绿洲耕地的主要灌溉

水源。戈壁带实质上是由巨厚卵石层所构成的一个占有巨大空间的地下水库，具备良好的储

水条件与调节功能。与地上水库对比，主要具有以下优势：①地下水位埋藏深，由数百米逐

渐降至数十米，不存在蒸发损失问题；②由于西北特有的强烈升降运动，山前拗陷带由巨厚

卵石层构成的簸箕状深槽，地下库容巨大；③卵石层渗透性强，孔隙率大，沉积物单纯，具

备良好的储水条件；④地下水水力坡度大，流速快，具有极强的传输能力，有利于垂向人渗

与侧向流动；③由于具有良好的多年调节功能，溢出带的泉流量不受气候影响，能常年保持

稳定。  

三、地表水、地下水统筹规划、综合利用，合理调整灌溉系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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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了保护生态环境，必须把地表水、地下水作为一个整体，统一规划、联合调度、综

合开发、合理利用。今后应适当限制修建地上水库，或采取拦河坝的形式，以扩大地下水的

补给来源，同时拦截部分地表水，解决春旱期间的农业用水。  

    充分利用戈壁带天然地下水库的调蓄功能，大力保护泉水资源，根据泉灌、渠灌、井灌、

河灌相结合的原则，因地制宜，重新建立新的灌溉系统。绿洲带以泉灌为主，河灌或井灌为

辅，盐土带以实行井灌、井排为主，渠灌为辅。凡单一的井灌系统又严重超采的地区，应改

为井、渠结合，互相调剂；必要时应采取人工补给等措施，以保证地下水的补给来源。充分

利用地表水、地下水相互转化的关系，以提高水的重复利用率。根据水资源的承载能力，在

不影响天然绿洲前提下，允许在具备开垦条件的地区，适当发展人工绿洲；但严格防止片面

为发展经济而损害生态效益，或以牺牲下游地区的社会、经济效益作为代价，满足上游地区

发展经济的需要。  

四、上、下游水资源分配失衡，是造成生态环境恶化的主要原因 

自大量水库修建以后，由于缺乏统一规划与科学管理，上游地区为开拓新绿洲不断扩

大灌溉面积，水资源的消耗量日趋增长，而下游地区的来水量，则相应日益减少，己成为西

北干旱地区的普遍现象。因而上、下游之间水资源分配的矛盾、水资源开发与保护生态环境

之间的矛盾，都日益激化。 

    水是维持荒摸绿洲生态系统的决定因素，水资源的重新分配，不仅打破了水资源系统的天

然平衡，同时也严重跛坏了全流域的生态平衡，导致生态环境严重恶化。下游地区来水量的

急剧减少，造成河流流程缩短、湖泊萎缩或干涸，地下水位持续下降、水质恶化，绿洲被沙

漠侵占的范围日益扩大，部分耕地撂荒，外围草场、灌木林等大片植被退化或死亡，最终形

成土地大面积荒漠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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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保护和改善生态环境刻不容缓 

河流断流与湖泊消亡，促进气候更趋向干旱化，地下水位持续下降与水质恶化，加快

大片植被的死亡。我国西北干旱地区十分珍贵的胡杨林，在全球己所剩无几。黑河下游约近

600 万亩的乔、灌木次生林，在近几十年内全部枯萎死亡；塔里木河 1958 年尚有 780 万亩

胡杨林，到 1995 年仅余 213 万亩。如此巨大变化，只是半个世纪内发生的事。大片土地的

沙漠化，造成强烈的沙尘暴天气，其发生率及强度一年胜过一年，造成重大经济损失；不仅

直接威胁河西走廊及宁夏河套等地区，而且也影响到华北地区。 

    为了保护和改善生态环境，水资源的合理分配，首先要考虑生态用水的需要，特别是大力

保证为维护绿洲外围的草地、灌木林、沙枣林，以及胡杨林等植被的用水需要，并积极抢救

正在枯萎或己死亡的灌木林或胡杨林。要恢复正常的生态环境，必须首先恢复合理的水环境，

两者相辅相成。因此研究地下水与地表值被之间的生态关系，至为重要。如果缺乏必要的水

资源条件和必要的生态环境，那么盲目地种草、植树，都必然要遭到失败。 

六、干旱区的生态建设，是一项艰巨复杂的长远任务 

为了保护和改善生态环境，特别是防止下游地区生态环境继续恶化，实行还草、还林、

还地，必须首先要还水；重新调整上、下游之间水资源的比例关系，逐步压缩上游地区的耗

水量，逐步扩大下游地区的流入量，达到一个比较合理的新的平衡关系。压缩耗水量主要有

两个途径，一是防止浪费，提高水的利用效率，实行高效节水农业；另一途径是，对新建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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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人工绿洲，凡耗水量大而经济效益低的耕地，以及盐演化严重而又缺乏治理措施的耕地，

坚决实行弃耕。 

    对于生态环境已遭严重破坏的地区，要进行生态建设，实现还草、还林、还地；而且需要

地学（特别是水文地质学）、生态学、农学、水利学等各方面专家，进行联合攻关，才有可

能宪成这项长期而又复杂的系统工程。 

    西北干旱区的生态建设、生态环境保护、水资源开发的合理规划与科学管理，都是非常复

杂、科学性极强的新课题，需要组织多学科共同合作，进行综合研究。例如全球变化对干旱

区水循环及生态环境影响的研究，干旱区河流水文系统、水资源系统与农业生态系统相互关

系的研究，山前地下水库开发利用的研究，地表水、地下水联合调蓄、统一调度的研究，水

资源的优化分配与供需平衡的研究，流域水资源与灌溉系统合理规划的研究，流域水资源与

多目标决策管理模型的研究，干旱区地下水与植被生态系统的研究，干旱区土地荒漠化、盐

碱化治理研究，干旱区地方病与水文地球化学的研究，干旱区高效节水农业技术的研究等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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