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钱正英院士率"西北水资源"代表团赴渭河流域考察 

  2001年10月14-20日，钱正英院士率全国政协与中国工程院"西北水资源"项目组联合考察团赴陕西省渭

河流域进行考察、调研。我院"西北水资源"项目组顾问张光斗院士、项目组副组长潘家铮副院长、城镇课题组长

周干峙院士、防污减灾课题组长钱易院士、项目组有关专家、部分全国政协委员、以及国家计委、建设部、水利

部、国家环保总局等有关部委的领导五十余人参加了此次考察活动。这是"西北水资源"项目组今年组织的第8次

赴西北考察与调研活动。至此，项目综合组先后组织了赴内蒙、陕西、甘肃、青海、宁夏、新疆6省区各2次考察

与调研，累计外出调研时间六十多天。此外，各课题组还分别组织了与课题研究内容相关的西北各省考察与调研

活动若干次。 

  考察团在14日下午到达西安后，首先听取了陕西省领导及有关方面专家对渭河流域水资源和生态环境建设方

面的情况介绍，并根据实际需要，将考察团分(1)综合组、(2)水资源与工程布局组，(3)生态环境与农牧业组，

(4)工矿、防污与城市组等4个考察专业组，分头进行考察与调研。 

  陕西省对此次考察活动十分重视，对考察活动进行了周密的安排。陕西省政协主席安启元、副省长王寿森全

程陪同了综合组的考察活动，有关部门的领导、专家也分别随考察组进行了考察和介绍情况。根据计划，考察团

分组考察了渭河流域水资源开发利用现状、水利工程布局、水质污染情况、城市防洪工程、三门峡库区、生态环

境建设、节水与高效农业示范、城市和工业、工矿用水情况等。  

  渭河是黄河的第一大支流，干流全长818公里，流域总面积13.5万平方公里。其中在陕西省境内长502公里，

流域面积6.75万平方公里，流经宝鸡、咸阳、西安、铜川、渭南等五大城市，被誉为陕西人民的母亲河，对陕

西，对西北，乃至全国都具有重要的战略意义。目前，渭河流域水资源相对短缺，城市、工业、农业相互争水，

形成水资源的不合理配置和低效利用；水质污染严重，地下水过度超采，生态环境恶化；干流河道来水量锐减，

河道萎缩、泥沙淤积严重，河床抬高，防洪负担日趋沉重。这些都是心腹之患，有些问题已经相当严重，直接影

响到人民的生活，制约陕西省的可持续发展，应引起高度重视。为此，院士、专家们建议： 

  (1)切实做好渭河流域综合治理规划。大家认为，渭河流域综合治理十分必要，十分重要，这也是渭河流域

广大人民群众的迫切要求。做好渭河流域综合整治规划的关键是要改变观念、改变思路，以水资源的可持续利用

支持社会经济的可持续发展战略作为规划的指导思想。要认真地、客观地分析流域内水资源量及其承载能力，

按"以供定需"的原则对水资源进行合理配置，将提高用水效率和提高用水效益相结合，进行产业结构调整。 

  (2)坚持"节流优先、治污为本、多渠道开源"的原则，加大渭河流域污染防治的力度，把节水和防污纳入综

合治理规划。节约用水是渭河综合整治的首要战略措施，防治污染是渭河综合治理的当务之急。目前，渭河流域

的最大问题是水质污染问题，不仅渭河干流水质污染严重，灌溉用水也遭污染，其后果十分严重。恶劣的水环境

将危害自己，危害子孙后代。同时，重视城市垃圾处理，利用水价杠杆，促进节水、减少、降低污染灾害。  

  (3)加强水土保持工作。渭北高原沟壑区是渭河泥沙的主要来源区。该区要以小流域综合治理为龙头，山、

水、田、林、路统一规划，加强基本农田建设，发展旱作农业，狠抓结构调整，把发展畜牧业作为农业结构调整

的突破口，大力发展果业和舍饲畜牧业，林草植被建设与工程措施相结合，保塬固沟，控制土壤侵蚀，减少流域

产沙量。渭河南岸秦岭北坡是渭河的生命线，对该区的水土保持应以增加森林面积、提高森林质量、培育水源涵

养林，提供优质饮用水源为主，加强退耕还林还草的力度，坚决制止陡坡开荒耕种，控制土壤侵蚀，保护与改善

饮用水源区的生态环境。 

  (4)研究降低潼关河床高程的措施与方案。专家们认为，在弄清问题的基础上，如确认潼关河床的抬高与三

门峡运行方式有关，则充分利用目前小浪底水库已建成，三门峡水库的防洪、防凌、春灌等任务已大大减轻的有



利时机，改变三门峡水库的运行方式。建议作为紧急任务深入研究，供国家决策参考。 

  (5)要把生态环境用水纳入近期和远景综合治理规划，确保生态用水，包括干流河道冲沙用水，以防止河床

抬高。 

  (6)进行农业结构调整，因地制宜，发展节水高效农业和旱地雨养农业，同时，进一步改造、完善已有的灌

溉设施，提高用水效率，不要盲目扩大灌溉面积。  

  (7)进一步研究、论证引洮济渭工程，取得甘肃的理解和支持，并报水利部审定。 

  (8)加强渭河流域水资源的统一管理和统一调度，包括地表水、地下水，工业、农业、生态环境、城市用水

的统一管理和统一调度。 

供稿人： 王振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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