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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对辽宁省缺水问题的产生及现状进行了分析 ,提出了解决缺水问题的有效途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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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searchonthe Status and Counter measures of Water Shortage in Liaoning Provinc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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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In the article the occurrence and the status of water shortage in Liaoning province were described ,and several approaches of resolving water
shortage were put forword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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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水是人类生命之源, 水资源是关系国家经济安全的重要

战略性经济资源和环境要素, 是国民经济和社会可持续发展

的重要物资基础。“缺水”是指一定流域或区域内, 由于资

源、工程、水质或管理等原因造成水资源承载能力( 或含水环

境承载能力) 不足, 其水资源数量或质量在总体和时空分布

上不能满足经济社会发展的合理要求[ 1] 。随着国民经济和

社会发展, 对水资源的需求不断增长, 供需矛盾日益突出, 特

别是严重缺水地区 , 水资源匮乏已严重制约了国民经济和社

会的可持续发展, 甚至已危及到人类赖以生存的基本条件。

1  辽宁省干旱缺水特点及水资源开发利用存在的问题

1 .1 干旱缺水特点  据资料分析, 辽宁省的干旱有3 个特

点: ①有明显的交替性, 有时一年一交替, 有时连续几年一交

替。该省春旱夏涝较多, 春、夏、秋连旱的年份也时有发生 ;

②有明显的区域性。辽北丘陵区、辽南半岛区平均约2 年出

现1 次干旱, 中部平原涝洼区和东部山区40 余年共出现干旱

年5～7 次。总体来说 , 干旱在空间分布上西多东少, 而中部

干受灾最重 ; ③有明显的季节性。春旱经常发生, 占40 % 左

右, 夏旱占30 % , 伏旱占20 % , 秋旱占10 % 。

1 .2 水资源开发利用存在的问题

1 .2 .1 水资源开发不均衡。由于水土资源和经济社会发展

的不平衡, 以及水资源统一的管理力度不够, 造成不同流域

的水资源开发程度极不均衡。该省水资源开发利用程度平

均为 39 .9 % , 但 辽河流 域的 水资源 开发 利用 程度已 达

73 .8 % , 而鸭绿江流域开发利用程度仅为8 .8 % ; 同时受干旱

和流域开发的影响 , 本来不宜大量开发的辽西沿海诸河流域

的水资源开发程度也已达到36 .2 % , 该流域除大凌河、小凌

河外, 均属源短流急的间歇性河流, 全年绝大部分径流量集

中在汛期, 非汛期河流经常干涸 , 开发难度较大, 该地区水资

源的供需矛盾尤为突出。此外, 该省地下水超采严重, 现有

超采区16 个, 主要分布在沈阳、大连等7 个城市。地下水过

量超采引发了一系列环境地质问题, 导致一些水源工程报废

或效率降低 , 污水浸入补给和海水入侵造成水质污染, 甚至

产生地面沉降等地质灾害, 同时给当地的工农业生产和群众

安全造成较大危害。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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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2 .2 水资源严重污染。该省每年排放污水28 亿 m3 。6 条

主要河流枯、丰水期有70 % 左右河段为超Ⅴ类水质,15 % 的

河流为Ⅴ类水质,15 % 的河段为Ⅲ、Ⅳ类水质, 主要污染物含

量超标几倍甚至几百倍。该省城市河段都不同程度地受到

污染, 下游河段基本丧失应有的生态价值, 同时水污染有向

上游蔓延的趋势。水质恶化使可利用水资源减少 , 加剧了供

需矛盾。

1 .2 .3 水资源浪费严重, 利用率低。由于部分供水工程老

化失修和管理不善, 在工农业和城镇生活取、供、用水过程

中, 跑、冒、滴、漏现象普遍存在。城市供水管网漏损严重。

据调查 , 该省大多数城市从净水厂到用水户的管网输水损失

率在30 % ～40 % , 明显超过了国家规定的供水管网综合漏损

率8 % ～14 % 的标准。同时, 该省城镇工业用水复合利用率

低, 仅为70 % 。该省工业综合万元产值耗水平均高达130

m3 , 是发达国家的10 ～20 倍。此外, 该省农业灌溉用水浪费

严重, 其有效率仅为40 % ～60 % 。目前该省的水田灌溉定额

一般在12 000 m3/ hm2 , 个别地区高达15 000 m3 以上[ 2] 。

2  解决辽宁缺水问题的对策

2 .1  加强节水意识 节约用水是一项长期有效地解决缺水

问题的基础性措施, 应深入持久地开展多种多样、行之有效

的节水宣传教育工作, 强化公众珍惜、保护水资源的意识, 提

高公民节水的自觉性, 形成节约用水光荣, 浪费用水可耻的

社会气氛, 真正做到节约用水 , 人人尽职。

2 .2  保护、开发、优化配置水资源 , 科学高效用水  针对辽

宁省水资源短缺的现状和紧迫性 , 结合水资源的条件和储

量, 认真研究水资源的结构, 采取有效措施 , 保护现有水资

源。在统一规划和协调用水的基础上, 增强水资源的调控能

力, 因地制宜地科学设置城市产业结构布局, 制定用水优先

序列, 合理优化配置水资源, 使有限的水资源发挥高效益。

与此同时, 开辟其他新的水资源, 充分合理地利用再生水资

源, 减少对环境和水源的污染。

2 .3 加强生态建设, 提高水资源利用效率 应加强水土保

持生态建设 , 大力开展涵养水源工程建设, 坚持开展以小流

域为单元的水土保持综合治理, 最大限度地拦蓄和利用水资

源。辽宁东部山区及其森林植被是辽宁省生态平衡的主要

调节者。它在维系该省中部城市群和粮食基地的水资源和

其他自然资源供应、减免旱涝灾害方面发挥着重要作用。要

根据生态功能和资源利用兼顾长、中、短期效益相结合, 改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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水源涵养林林分结构、增加树种组成、优化植物群落 , 结合森

林水文学的定位研究, 探讨森林植被及其经营管理与林地涵

养水分、调节水量、改善水质的关系。

2 .4  设置机构、健全制度、理顺体制 , 提高水资源科学管理

的水平  在实行水资源统一规划的前提下, 设置城市水资源

统一使用和管理的组织机构, 建立健全相应的法规、政策和

制度, 理顺水资源管理体制, 明确水资源管理中的责、权、利 ,

强化依法治水、政府行政行为和经济杠杆调控的作用。与此

同时, 运用现代化管理手段, 对水资源进行检测、模拟、预测、

优化和调控, 逐步使水资源管理工作走上规范化和科学化轨

道, 从而提高水资源科学管理水平, 保障水资源的可持续利

用和可持续发展, 使有限的水资源发挥最大的经济效益。

2 .5  研究、开发、利用高效的水处理技术, 防治污染, 实现污

水资源化 一方面应积极开发、研制和应用高效的污水处理

实用技术与设备, 兴建污水处理厂; 另一方面 , 严格控制污水

排放量和排放标准, 坚持污水处理以集中处理为主、分散处

理为辅的原则, 将污水处理回用与污染源的治理有机结合起

来, 使污水资源化, 污水经过处理后 , 可用于农业灌溉、工业

回用、城市杂用水等方面。这样既能减轻污水排放对环境造

成的污染, 又可节约水资源, 在增加水资源量的同时 , 治理污

染, 使水资源能够良性循环和持续利用, 提高供水的效益。

2 .6 制定和实施合理的水价, 加快技术和设备改造步伐, 确

保用水和节水进入良性循环 在当前情况下, 合理上调原来

过低的水价 , 制定和实施合理的水价, 通过水资源费和水价

等经济杠杆调整用水结构, 可以抑制不必要和不合理的用水

增长, 降低水的浪费程度, 从而控制用水总量的增长。调整

水价以后增加的收入, 一方面可用于开发新水源, 促进解决

供水、水污染治理及再生利用工程的改造、更新和配套工程

的建设; 另一方面 , 可以建立稳定的用水、节水技术进步发展

基金, 积极推广、实用、监督和管理节水型的工艺、技术和设

备。从而使用水和节水逐步实现良性循环, 保证水资源的高

效合理利用[ 3] 。

2 .7 计划用水, 定额管理 逐步实行计划用水和定额管理 ,

使人们更加科学、合理、长远的用水。用水定额管理是在科

学核定用水量的前提下, 核定人们的用水额度。在定额内实

行福利性收费, 超额部分实行适度的累加加价 , 同时实行分

类水价政策, 对居民生活用水、工商企业用水、机关事业团体

用水实行不同水价。对居民生活用水实行计划用水和定额

管理能有效减少用水量, 促进节约用水, 减少排水量。

2 .8  降低城市供水管网漏损率  城市供水企业应采取积极

措施, 降低管网漏损率, 一方面加大管网检漏力度, 变被动修

漏为主动堵漏; 另一方面, 加强管网技术改造, 完善检测手

段, 提高管网安全可靠性, 从根本上减少供水管网漏损。城

市建设行政主管部门应加强对供水企业管网损漏的考核和

监督管理, 并限期达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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依次下降的趋势; 各组粗蛋白及背膘厚差异均不显著。

3  小结与讨论

( 1) 试验表明, 日粮中添加20 % 高能复合酶蛋白明显降

低了生长育肥猪的采食量和日增重, 而添加5 % 、10 % 组则

不受影响。这可能是高能复合酶蛋白饲料的适口性较差,

导致猪不喜采食, 从而影响了采食量, 进而降低了日增重。

说明高能复合酶蛋白饲料可以替代豆粕应用于日粮中, 其

最适添加量为5 % ～10 % 。

  表4 不同处理组猪胴体品质变化结果

处理组 肌内脂肪( IMF) ∥% 胆固醇( Ch1) ∥mg/ kg 粗蛋白∥% 粗脂肪∥% 眼肌面积∥cm 背膘厚∥mm

Ⅰ 1 .62±0 .28   1213 .0±151 .9   81 .91±0 .95   7 .29±0 .70 ab   59 .17±3 .59 ab 22 .25±1 .73

Ⅱ 2 .15±0 .36 1127 .5±55 .7 77 .93±1 .40 9 .53±1 .10 b 52 .27±3 .65 ab 22 .67±2 .92

Ⅲ 2 .18±0 .27 989 .2±67 .0 82 .742±0 .77 5 .8±0 .46 a 66 .43±2 .39 b 23 .97±2 .32

Ⅳ 2 .05±0 .39 817 .0±166 .1 80 .24±2 .29 5 .96±1 .30 a 44 .73±6 .50 a 24 .27±1 .39

  ( 2) 试验表明, 后3 组烘干肉样的肌内脂肪含量均高于

第Ⅰ组。而肌内脂肪的主要成分为磷脂( 60 % ～70 %) , 磷

脂中含有人体必须的脂肪酸 , 与机体其他部位沉积脂肪相

比, 肌肉脂肪含有更多对人体健康有益的成份。同时 , 磷脂

对猪肉加热后的香气特性及挥发性化合物的种类有很大影

响, 也是猪肉一种重要成味物质[ 3] 。此外 , 肌内脂肪含量与

肉的嫩度成正相关 , 肌内脂肪含量在2 % ～3 % 之间具有较

好的结构形态和品尝风味[ 4] 。因此, 与第 Ⅰ 组相比 , 后3

组应具有更好的风味。说明饲粮中添加高能复合酶蛋白饲

料在一定程度上可以改善胴体品质。

参考文献

[ 1] 杨凤.动物营养学[ M] .北京:中国农业出版社,2001.
[2] 熊远著.猪生化及分子遗传学导论[ M] . 北京:中国农业出版社,1999 .

[3] 何叶如.几种绿色饲料添加剂对生长肥育猪的生产性能、消化机能和
猪肉品质的研究[ D] .甘肃:甘肃农业大学,2003.

[4] 陈杰.猪肌内脂肪沉积相关基因表达与分子遗传标记研究[ D] . 南京:
南京农业大学,2003 .

749534 卷22 期              张 昱等  辽宁省缺水现状及对策研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