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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西藏经济的发展离不开节水灌溉的发展!西藏节水灌溉在今后!""!R年将发展到一个新的水平!’"!"
年全区节水灌溉面积将达到!Q)Q%万<J’!’"’"年节水灌溉面积将达到’P)PQ万<J’ 左右"到’"’"年!全区绝大部

分地区灌溉缺水问题将得到解决!农牧民生活水平将大大提高!生态环境将得到很好改善!最终将西藏建成与小康社

会相适应的节水型社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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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自然条件

西藏位于我国西南部#是我国三级阶梯地形的最高一级#
平均海拔高度在%R""J以上#素有%世界屋脊&之称’根据地

貌特点整个西藏高原分为三个区(藏北高原湖盆区)藏南山原

湖盆宽谷地区和藏东高山深谷区’西藏地貌发育的区域性差

异和众多不同的特殊地貌类型决定着西藏高原宏观布局#也决

定着生态环境的复杂多样性’全区的耕地面积大多分布在山

谷中和一些冲积平原上#其分布较散#多为中小型灌区#这严重

制约了西藏节水灌溉的发展’
西藏位于北半球中低纬度#地势高#日均温3!"Y的积温

约!"""Y左右#平均气温由东南的’"Y左右向西北逐渐递减

为R)PY#降水量由东南部的大于!"""JJ逐渐减至西北部

R"JJ以下’年平均径流量在区域和时空上分布不均#藏东南

为!""""("""JJ#藏东北为("""R""JJ#藏北与阿里地区

不及!""JJ#一般P"&月的汛期径流量约占全年的R"]"
Q"]#("R月不到全年的!"]!藏东南除外"#这一时期正是越

冬作物返青)分蘖或春播作物出苗需水量大的时候#限制了土

地生产潜 力 的 发 挥#也 成 为 制 约 西 藏 农 业 发 展 的 一 个 重 要

因素’
自然生态环境的繁杂多样化#使西藏土壤和植被类型也呈

多样化’西藏境内耕地的土壤类型有耕型山地灌丛草原土)耕
型草甸土)潮土)灌淤土)水稻土及各类耕型森林土壤!褐土)棕
壤)黄棕壤和黄壤"和部分耕型高山土壤!亚高山草原土与亚高

山草甸土"’它们大多分布在海拔%’""J以下的湖盆)宽谷

及缓坡等热量较充足并且有一定灌溉条件的地域’由于传统

种植结构等各方面的影响#西藏农业的产量较低’只有通过产

业结构的调整和各种先进技术在西藏的应用#西藏农业才会呈

现良好的发展势头#努力加强灌区的节水改造建设和规划#更
成为西藏农业发展最有力的保障’

F!节水灌溉发展现状

F)E!总体情况
西藏由于特殊的地理位置及受到自然条件和交通条件等

因素的影响#社会经济受到严重的制约#基本处于原始的粗放

型经济’在’""R年#全区人口约为’PR万人#国民生产总值约

’("亿元$全区有效灌溉面积约!P)!%万<J’#受益人口RR)(!
万人#全区农田实际灌溉面积达到!R)’!万<J’#实际灌溉率

从!&Q"年的’Q)R%]增加到’"""年的%!)(’]$农作物播种面

积(")PQ万<J’#粮食产量约为’’"万4#单产(#%QN0*<J’’
截止’""(年底#全区已建成供水工程#"#(处#其中水库)塘坝

!"R(处#总库容!’)%!亿J($大小引水渠道R#Q(条#引水规

模((PJ(*7#年供水能力#)&R亿J($提灌站#’座$灌溉用井

!PR眼’初步解决了工业)农业和生活用水问题’
西藏水资源虽然很丰富#但水量浪费严重#部分地区也存

在工农业争水)城乡争水的现象#节水灌溉逐步受到西藏各级

政府的重视’由于西藏独特的自然条件和地理位置#其节水灌

溉起步较晚#发展缓慢’%九五&和%十五&期间主要以渠道防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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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主!喷灌试点为辅"由于管理跟不上和老百姓对新的先进技

术接受能力有限!喷灌技术难以推广!但渠道防渗技术的节水

灌溉取得了长足的进步!灌溉水利用系数由以前的不足")%提

高到目前的")RR左右!全区农田灌溉面积得到了很大的提高"
通过发展节水灌溉!有力地促进和支持了农业种植结构调整!
提高了农产品产量和质量!增加了农民收入!也为今后的节水

灌溉提供了一些宝贵的经验"

F)F!水资源利用情况
全区总水资源量为R(#’亿 J(!’""R年实际供水量为

(!)RP亿J(!其中灌溉用水量为’#)RR亿J(!占总用水量的

Q#)(]!灌溉水利用系数为")RR左右!由于西藏具体情况!资
料较缺!并且’""R年供水情况与’"""年相似!故采用’"""年

资料进行说明"’"""年灌溉用水利用系数为")%左右"各用

水量及所占比例见表!"
表E!FGGG年全区用水量分配

名!称
农田

灌溉

林牧

灌溉

农村

生活

一般

工业

城镇

生活

全区总

用水量

用水量#亿J( !R)%% Q)%" ’)R% ")#( ")’Q ’#)(&

占总用水量比例#] RP (! & ( ! !""

F)I!节水灌溉发展情况
在$十五%期间!西藏的节水灌溉事业在国家和自治区等有

关部门的大力支持和密切配合下取得了很大的发展"全区坚

持走可持续发展的路子!加大了投入力度!通过合理开发利用

土地资源!采取合理措施!进行综合治理!讲求综合效益!在开

发利用水资源的过程中把节水灌溉发展放在重要的位置"$十
五%期间!大型灌区有满拉灌区&雅砻灌区和墨达灌区!新建干

渠(R条!设计新增灌溉总面积#)(!万<J’!总投资!’)(P亿

元’截止’""%年!’月!开 工 干 渠 建 设&条!国 家 到 位 资 金

P!!!&万元!有效改善灌溉面积!)#"万<J’’截止’""R年!开
工建设小型灌区项目!!项!国家到位资金!)#&亿元!完成干

渠建设长度!RP)#R#NJ!新增改善灌溉面积!)R!万<J’"灌

区对种植结构做了合理的调整!由耗水的粮食生产转变为节水

高效的三元种植结构!适当增加了经济作物的种植比例!改善

灌溉面积使项目区粮食单产净增’’%&N0#<J’!增加了农民

收入"
节水灌溉项目的实施!对提高西藏粮食综合生产能力&缓

解水资源紧缺局面&改善农业生产条件&促进农业结构调整发

挥了重要作用"

F)J!节水灌溉发展面临的主要问题
随着$西部大开发战略%的实施!西藏的农业综合开发得到

了进一步的发展!节水灌溉发展也取得了一定的成效!但还是

面临着一些困难和问题"第一!干旱缺水和用水浪费加剧了灌

溉用水紧张的局面"灌溉工程不配套!老化破损严重!管理粗

放!同时在灌水方式上!大多采用传统的地面灌溉!漫灌现象严

重!灌溉水利用率普遍偏低!另外!由于城市生活和工矿企业用

水急剧增加!大量无偿挤占农业灌溉用水"第二!灌溉工程设

施配套程度低!老化失修严重!投资欠账多"据统计!全区渠首

建筑物严重老化损坏的占#"]左右’灌区的末级渠道衬砌率只

有R]!建筑物配套率仅为("]左右!基本没有量水设施"第

三!灌区管理体制改革滞后!缺乏良性运行机制"灌区管理方

式责&权&利不分!产权主体缺位!运行成本高!缺乏维修费用!
缺乏节水意识"第四!西藏水利专业技术人员和项目管理人才

等人力资源的储备不够"目前西藏缺乏一大批水利高级技术

人才和高级管理人才!急需引进和大力培养才能够满足未来农

村经济和农业综合开发发展规划的要求和需要"

I!发展规划

I)E!规划原则
西藏是一个水资源相对较丰富地区!但利用率相对较低!

加之水资源在时间和空间上分布不均!随着国民经济高速增

长!灌溉面积不断发展!用水量增加!农业的季节性和区域性干

旱缺水日益严重!用水量大的农业灌溉用水由于工程&管理和

技术等诸多原因又普遍存在着严重浪费现象"因此!在$十一

五%节水灌溉发展规划时!考虑到国家总的方针政策下!要结合

西藏具体情况做出未来切合实际的规划"规划的具体原则有(
第一!节水增效"第二!结合节水工程所在地区社会&经济&国
土&流域综合治理&农业区规划等专业规划!预测工业&农业各

用水部门当前和长远对水的需求!以及生态环境用水的需要"
第三!根据区域水利规划&城乡发展规划以及土地利用规划对

灌区进行旱&涝等综合治理!渠&田&林&路统一规划"第四!改
造&扩建&新建工程方案应结合灌区地形&地质条件和现有工程

设施现状!坚持技术先进!经济合理!安全可靠!管理运行方便&
充分利用现有工程设施的原则’第五!提出管理体制&运行机制

和水价改革等措施!提高节水工程的管理水平!实现良性运行

和可持续发展"

I)F!总体布局
通过对西藏灌区现状&自然灾害及社会经济状况的调查!

分析目前灌区存在的问题’根据当地农业区划&发展规划及土

地利用现状!结合现有水源工程和径流资料!进行水土资料平

衡!确定规划灌区灌溉面积’进行灌区总体规划!包括灌排&干
支渠&斗农&田间工程及灌区内路&林系统的规划布置"到’"!"
年!西藏节水灌溉项目规划将新增农田节水灌溉工程面积’)P%
万<J’!改善灌溉面积#)(#万<J’!根据$十五%规划发展节水

灌溉面积为Q)Q%万<J’!使全区节水灌溉工程面积达到!Q)Q%
万<J’’灌溉水利用系数由现状的")%提高到")PR左右’亩均

用水量下降R"]左右’通过节水和部分开源使大部分地区灌溉

缺水问题基本得到缓解"同时改善项目区内的生态环境"
根据西藏不同情况!西藏节水灌溉分为%个区!分别为$一

江三河%地区&藏南区&藏东区&藏北牧业区"由$十五%期间西

藏节水灌溉情况以及西藏的具体情况!$十一五%期间全区节水

灌溉发展的主要措施是(以渠道防渗为主!在条件适当地区发

展以低压管灌为节水措施的节水灌溉"根据节水灌溉分区情

况及#地)市*行政管辖情况!选定了&P个项目作为规划项目!
其中QQ个是以渠道防渗为节水措施的项目!Q个是以低压管灌

为节水措施的项目!具体分配情况见表’"本次规划项目实施

后!全区的节水灌溉面积将达到!"万<J’!年节水量将达到#
亿J(!粮食作物水分生产率将达到!)’!节水率将达到R"]
左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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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F!全区节水灌溉发展!十一五"规划项目

地!市"
项目个

数#个

灌区户

数#户

灌区人

口#人

控灌面积#

万<J’
节水量#

万J(
投资估算#

万元

拉萨市 !Q !R%R" #PR%( !)(# Q#Q%)#R" (P’#(

日喀则地区 (! ’R’Q# !R!R&& R)%P %!’"R)’Q"!%(RQQ

山南地区 ’( !RQP’ #’!%’ !)#’ !!’R&)RQ"%##P"

林芝地区 Q !QR" !!!!# ")P# %P’R)%&% !&%P%

昌都地区 !" (QR% ’RP"% ")RP ’&’R)""" ’"&R#

那曲地区 ’ !&% !’&& ")"& Q’R)R"" %"P"

阿里地区 % Q%R (&R% ")!( &()""" %"RP

合计 &P P((%’ (%’’RQ !")"" P&#!Q)P"%’#P!RQ

I)I!重点工程
根据西藏自治区的实际情况$全区规划重点发展主要集中

在%一江三河&地区$其他地区做了适当考虑’规划’(个项目

作为西藏重点发展的节水灌溉项目$具体情况见表(’

J!规划设想

根据西藏自治区的自然条件和社会经济情况以及农田水

利发展的历史与现状$今后农业开发建设的关键$是加强以水

利为重点的农业基础设施建设$而节水灌溉是一项革命性措

施’要促进西藏农业和农业综合开发的可持续发展以及农村

表I!全区节水灌溉发展!十一五"规划重点项目

地!市"

项目

个数#

个

灌区

户数#

户

灌区

人口#

人

控灌

面积#

万<J’

节水

量#

万J(

年增

产量#

万N0

投资

估算#

万元

拉萨市 R %Q%R ’’%(( ")RP(%%R)’#"!’P% !%((#

日喀则地区 # P%RR %"&"P !)%#!"!’!)(%"(QQP %!’#!

山南地区 P P%!" ’&QQP ")##%Q&’)!#"!(QP ’""!P

林芝地区 % &"& P!RP ")’’!%&P)!"" (&" P(’R

昌都地区 ! #!" RR"" ")!" R!&)""" ’!P ’QR"

合计 ’( !&(’& !"%QQ! ()!’’"%#()QQ#!%’ Q%#&&

经济的可持续增长$促进经济社会的健康稳定发展$为创建节

水型社会奠定良好的基础$必须推行节水灌溉’根据中央召开

的第四次西藏工作座谈会所确定的西藏经济社会发展的目标

和思路$西藏在今后一定时期内必须走跨越式发展道路的要求

及%十一五&末全区节水灌溉规划发展状况和未来西藏经济社

会发展对节水灌溉需求趋势$’"!""’"’"年$全区节水灌溉将

发展到一个新的高度$’"!"年节水灌溉面积将达到!Q)Q%万

<J’$’"!""’"’"年全区将发展节水灌溉面积Q万<J’$’"’"
年全区节水灌溉面积将达到’P)PQ万<J’ 左右’到’"’"年$
全区绝大部分地区灌溉缺水问题将得到解决$农牧民生活水平

将大大提高$生态环境将得到很好改善$最终将建成与小康社

会相适应的节水型社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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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接第’’页$!理$企业化经营$群众和股东依法对经营者实

行监督$确保资产不流失(不损坏’四是强化组织领导$严格按

有关法律(法规要求规范操作程序$正确处理国家(集体和个人

三者利益的关系’

I!存在问题

!!"旧的供水体制和水费收缴办法制约了小型农田水利工

程改制的进展’旧的供水体制和水费收缴办法$造成农业水费

的大量拖欠$给水利工程正常运行造成了严重困难$严重制约

了小型水利工程产权制度改革的进展$使部分改制只是流于形

式$形成%穿新鞋$走老路&的局面’针对这一问题$必须建立新

的供水收费运行体制$推行新的供水收费办法$来适应新形式

下市场经 济 发 展$从 而 促 进 小 型 农 田 水 利 产 权 制 度 改 革 的

进展’
!’"小型农田水利工程的不配套影响了产权制度改革的发

展’多数小型农田水利工程$缺少计量设施$不能计量供水$按
方收费$使所有者不便于管理和收费$从而降低了群众参与改

制的积极性$影响了产权制度改革的进一步发展’

J!经验与建议

!!"积极做好农业水费和供水体制的改革工作’目前农业

水费收缴难度大(到位率低$应尽快出台改革农业水费收缴办

法的文件$坚定不移地推行水费收缴办法改革$逐步实行县镇

农业水费由行政事业性收费改为经营性收费管理$实现水费由

水利部门直接收取(管理和使用$采用市场运行方式改革现行

农业供水体制$使水真正成为商品$建立健全供水收费网络$实
行企业化运作经营$为小型农田水利工程改革的顺利进行奠定

基础’
!’"围绕有利于农村供水体制的改革和水利工程的管理$

充分发挥工程效益$对小型水利工程$采取拍卖(租赁(承包(股
份制等多种形式进行改制$同时要加强农村固定翻水站的统一

管理$创建村(组和灌区水利合作社和用水协会’全面启动$加
快水利产权制度改革步伐’

!("继续深化水利林业产权制度的改革’按照明晰所有

权$搞活经营权$因地制宜$谁栽谁有的原则$坚持继续完善原

有的管理制度$对县管河段的林木进行竞标拍卖所有权或招

标(承包等多种形式的改制$逐步建立新的管理机制$增强水利

发展活力’
!%"继续完善小型农田水利工程的配套设施’增设测试及

计量设施$基本达到统一灌溉(计量供水(按方收费$便于所有

管理与收费$提高群众参与管理的积极性(主动性$促进产权制

度改革的进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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