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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新疆准噶尔盆地产业结构以农业为主，水资源有限，生态环境脆弱。基于生产、生活、生态可持续和谐发

展之理念，采用最新资料系列，对研究区水资源现状进行了分析，指出了人地关系矛盾焦点，提出了解决准噶

尔盆地经济发展遇到的水资源与环境问题的措施，旨在为该区未来的水资源优化配置、土地合理开发利用提

供一定的决策参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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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　自然地理与行政区划及社会经济

准噶尔盆地位于新疆境内，夹于天山与阿尔泰山

之间，西至准噶尔界山，东抵北塔山，东西长约 ８５０
ｋｍ，南北宽约３５０ｋｍ，整个盆地呈不规则梯形展布，总
面积约４．５万 ｋｍ２，其中绿洲面积约 ３．７６８万 ｋｍ２，占
盆地总面积的 ８３．７３％；沙漠面积约 ０．７３２万 ｋｍ２，占
盆地总面积的１６．２７％。

研究区以农牧为主，覆盖 ３个地州和 ４个区辖市
以及农五师、农六师、农七师、农八师、农十二师等兵团

单位，总人口４７３．７１万人，其中乌鲁木齐市（含乌鲁木
齐县）人口１６４．３８万人，昌吉回族自治州人口 １４９．３３
万人，塔城地区（含奎屯、石河子及克拉玛依市）人口

１１８．６３万人，博尔塔拉蒙古自治州人口 ４１．３７万人；
总耕地面积９５．４２１万 ｈｍ２，其中乌鲁木齐市 ６．０４２万
ｈｍ２，昌吉回族自治州４３．００７万 ｈｍ２，塔城地区３５．０９２
万 ｈｍ２，博尔塔拉蒙古自治州 １１．２８０万 ｈｍ２。按各地
州水资源量、人口数及耕地面积统计，人均水资源量分

别为：乌鲁木齐市 ６５８ｍ３／人，在研究区内位居最末；
昌吉回族自治州 ２４１９ｍ３／人，在研究区内位居第三；
塔城地区 ６０９３ｍ３／人，研究区内位居第二；博尔塔拉
蒙古自治州６４６１ｍ３／人，在研究区内位居第一。研究
区内地均水资源量分别为：乌鲁木齐市 １７８９１
ｍ３／ｈｍ２，排位第三；昌吉回族自治州 ８３９９ｍ３／ｈｍ２，排

位最末；塔城地区２０５９７ｍ３／ｈｍ２，排位第二；博尔塔拉
蒙古自治州２３６９７ｍ３／ｈｍ２，排位第一。以上统计数字
均含兵团单位

［１］
。

２　水资源现状

准噶尔盆地的地表水资源组成为山区河泉，多发

源于阿尔泰山及天山山脉。

阿尔泰山区（包括准噶尔西部山区）河流是以季

节性融雪水和雨水补给为主的河流，其补给量占到年

径流量的７２％左右，春季（３～５月）水量相对较丰，最
大流量常出现在５或 ６月，该区河流一般情况下到每
年８月就已进入枯水退水期。

天山山区河流的冰川融水补给量比阿尔泰山区河

流大得多，接近 ２５％；而地下水补给量与季节性融雪
水和雨水补给量相当，都在 ３８％左右，属混合补给型
河流。全年水量主要集中于 ５～８月，占 ６０％ ～８０％
左右。

准噶尔盆地各行政分区地表水资源量分布如下。

（１）塔城地区（含奎屯、石河子及克拉玛依市）。
塔城全区共有河流 １０２条，山泉沟 ９１处，其中源于准
噶尔西部山区的河流有８０条，山泉沟８５处；源于天山
北坡的河流 ２２条，山泉沟 ６处，地表水资源量共计
３１．７６亿 ｍ３。全区产水县（市）只有和布克塞尔、乌苏
及沙湾３县（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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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博尔塔拉蒙古自治州。该区属准噶尔盆地内
流区，共有河流４６条，山泉沟 ４５处。４６条河流中，年
径流量在１亿 ～５亿 ｍ３之间的河流有精河、博尔塔拉
河、乌尔达克赛河、大河沿河、阿恰勒河及哈拉吐鲁克

河，共计６条河流，其余均为年径流量小于 １亿 ｍ３的
小河流，年径流总量 ２４．８４亿 ｍ３，其中阿恰勒河从伊
犁地区入境水量为 １．３１亿 ｍ３，因此本州地表水资源
量为 ２３．５３亿 ｍ３。按行政县（市）分布，温泉县占
３９．４％，博乐市占２４．４％，精河县占３６．２％。

（３）乌鲁木齐市（含乌鲁木齐县）。本区河流均
源于天山北坡，共有河流 ３６条，山泉沟 ６处。３６条河
流中，年径流量大于 １亿 ｍ３的河流仅乌鲁木齐河 １
条，其余均为小河沟。河流年径流总量为 １０．９８亿
ｍ３，地表水资源量为９．７３３亿 ｍ３（含头屯河入区水量
１．１５５亿 ｍ３）。

（４）昌吉回族自治州。本区河流均源于天山北
坡，共有河流３８条，山泉沟 １７处。３８条河流中，年径
流量在１０亿 ｍ３以上的河流仅有玛纳斯河，水量在 １
亿 ～５亿 ｍ３之间的河流有塔西河、呼图壁河、三屯河、
头屯河和开垦河５条，其余河流年径流量均小于 １亿
ｍ３，河流总径流量３７．２４亿 ｍ３（其中不包含玛纳斯河
水系有属石河子市和塔城沙湾县的 ８．５２２亿 ｍ３，头屯
河属乌鲁木齐市的 １．１５５亿 ｍ３），扣除从巴州流入玛
纳斯河和呼图壁河的入境水量６．４２７亿 ｍ３，全州地表
水资源量为２９．６７亿 ｍ３。分县计算，地表水资源量玛
纳斯县最多，米泉市最少。

准噶尔盆地水资源总量为地表水资源量加地下水

资源量减去二者重复量。各行政分区水资源量统计结

果见表 １。从表 １中可以看出，研究区地表水资源量
为９４．７８亿 ｍ３，地下水资源量为 ５６．４９亿 ｍ３，水资源
总量为 １１２．３３亿 ｍ３。地表水与地下水的重复量达
３８．９４亿 ｍ３，也就是说，在研究区 ５６．４９亿 ｍ３的地下
水总补给量中，有 ６８．９％由地表径流入渗补给而来；
而转化补给量占到地表径流的４０．１％［２］

。

３　存在的突出问题及对策

３．１　 区域人地关系
研究区主型产业为农业，农业经济的持续发展必

然导致耕地面积的不断扩大。由于降水少，蒸发大，气

候干旱，农业生产（农用耕地）完全依靠人工灌溉，形

成研究区特有的“荒漠绿洲，灌溉农业”格局。水资源

总量受地表水可利用量、地下水可开采量限制，开源有

限。有限的水资源是维系绿洲的命脉，是绿洲生态、绿

洲经济最紧缺的资源。产业结构中农业份额过大，绿

洲耕地增幅较大，传统的灌溉模式又使水资源配置过

多，一方面扩增耕地，侵占草场及荒漠生态面积；另一

方面农业用水强行挤占生态用水，其结果是研究区环

境愈加脆弱，成为研究区现在人地关系焦点问题。

表 １　准噶尔盆地水资源分区统计表

行政区

地州

行政区

（县、市）

地表水

资源量

／亿 ｍ３

地下水

资源量

／亿 ｍ３

地表水与

地下水重

复量／亿 ｍ３

水资源总

量／亿 ｍ３

塔城地区 和布克塞尔 ３．８８ １．５７ ０．３４ ５．１１
乌苏 １９．４ ６．８６ ４．９９ ２１．２７
沙湾 ８．４８ ５．４６ ４．６２ ９．３２
小计 ３１．７６ １３．８９ ９．９５ ３５．７０

博尔塔拉 博乐 ５．７３ ２．９０ ２．２４ ６．３９
蒙古自治州 精河 ８．５２ ３．１４ ２．１４ ９．５２

温泉 ９．２８ ３．４５ １．９１ １０．８２
小计 ２３．５３ ９．４９ ６．２９ ２６．７３

乌鲁木齐市 乌鲁木齐

市（县）

９．７３ ５．５６ ４．４８ １０．８１

昌吉回族 玛纳斯 ７．３７ ３．６９ ３．０５ ８．０１
自治州 呼图壁 ４．０２ ２．２６ １．６３ ４．６５

昌吉 ５．２７ ２．１４ １．３６ ６．０５
米泉 ０．３６ １．２７ ０．７２ ０．９１
阜康 ２．４５ １．７６ ０．９２ ３．２９

吉木萨尔 ３．２７ １．４９ ０．６５ ４．１１
奇台 ５．０７ ３．２７ ２．１７ ６．１７
木垒 １．８６ １．３４ ０．２６ ２．９４
小计 ２９．６７ １７．２２ １０．７６ ３６．１３

区辖市（克拉玛

依、奎屯、石河子）

克、奎、石

三市

０．０９ １０．３３ ７．４６ ２．９６

总计 ９４．７８ ５６．４９ ３８．９４ １１２．３３

３．２　区域突出问题
随着人类进入２１世纪，作为经济发展的载体———

土地，其位置及战略意义尤为突显，特别是直接关联人

们衣、食、住、行的耕地，已不能满足以农为主的经济需

求，人地矛盾日趋严峻，严重制约了经济的发展。国家

制定的经济发展方向为生产、生活、生态同步协调发

展，而研究区特殊的地理位置及自然环境决定了生态

环境的复杂性，失衡性及脆弱性，有限的耕地资源与脆

弱的生态环境相邻相伴，息息相关；落后的灌溉模式，

较单一的产业结构进一步加剧了水资源与生产、生态

之间的矛盾。

（１）耕地问题。研究区耕地仅占土地面积不到
１０％，且 ８０％以上的耕地低肥力低。因土壤脊薄，盐
碱重，缺水缺肥，耕地中的中低产田占到 ８０％左右。
仅靠扩大耕地实现农业经济增长，不是现阶段乃至今

后农业可持续发展模式。

（２）生态环境问题。① 农、林、牧等种植业的万

元产值耗水量远高于工业及其他行业，研究区以农为

主且耕地中中低产田居多，有限的水资源绝大部分被

拦截于绿洲区，致使准噶尔腹地沙漠屏障带因水源缺

６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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乏而生态脆弱，人为加剧了土地的荒漠化程度。② 研
究区原本森林覆盖率就低，尤其是绿洲与沙漠屏障带

的防护林。由于农村能源紧缺，加之疏于管理，破坏森

林的现象屡禁不止，进一步恶化了本已脆弱的生态环

境。③ 研究区农业新增耕地大都是通过开垦荒漠和
原始胡杨林、灌木林来获得，但由于水资源的不合理开

发利用致使离水源较远的已垦耕地继而撂荒。人为减

少了草地面积，增加沙化、碱化和荒地面积
［３］
。

３．３　对策
研究区暴露出的土地问题和生态环境问题，已严

重阻碍了本地经济的可持续发展。必须重新选择人地

关系的最佳组合，才能根除经济可持续发展障碍。水

资源是绿洲经济和生态环境保护及建设的第一资源，

也是决定性资源，绿洲经济主要是农业经济，而水资源

又是农业经济的根本。基于以上观点提出如下对

策
［４］
。

（１）在全区开展水资源调查工作，进一步摸清研
究区现状水资源量及其分布情况。

（２）全面开展耕地、牧地、林地、碱化及沙丘面积
调查工作，本着“以水定地，生态从重”原则，在研究区

内合理规划各产业结构及布局。

（３）由于研究区中低产田份额较大，应研究一整
套实现高产、优质、高效农业模式。依靠科学技术，尽

量少开荒甚至不开荒，在现有耕地基础上，甚至退耕还

草情况下，把提高农业综合生产能力与保护生态环境

结合起来，采取以有效节水措施为手段提高农作物单

产，使绿洲经济摆脱当前困境，走上可持续发展轨道。

从地理位置看，研究区覆盖了整个天山北坡经济

带，而天北经济带是以乌鲁木齐市为龙头，石河子市和

克拉玛依市为轴心的新疆三城一带科技发展产业高

地，对辐射、带动全疆经济发展方面影响力不可估量。

新疆位处西部大开发前沿，政策和市场机遇已摆在面

前，抓住机遇是实现当前人地关系和谐统一的关键所

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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保留区、冲江河石鼓保留区、冲江河石头保留区、大左

沟河仁和保留区、大具河丽江保留区等４４个。

３．２．２　澜沧江流域
丽江市澜沧江流域划分为 １个一级水功能区，即

九河丽江保护区。九河丽江保护区从九河源头至与剑

川县交界的甸尾村。九河为丽江市唯一的澜沧江流域

黑惠江水系河流。丽江境内九河河长 ２９．１ｋｍ，流域
面积２２３．６ｋｍ２。区内有小（一）型水库 １座，沿河交
通方便，开发程度不高，现状水质为Ⅱ类，规划水平年
水质目标Ⅱ类。

４　结 语

本文根据水功能区划的理念，通过考虑协调用水

关系，对丽江市水资源配置进行合理长远规划，同时明

确水质保护目标，达到在有效开发利用水资源的同时

保护当地宝贵水资源的目的。比如一级区划中将水源

地等重要区域规划为保护区；将跨省、跨地（州）段河

流或省界河流规划为缓冲区，用以调节用水矛盾；将一

些位于经济欠发达地区，或虽处于经济相对发达地区

而水资源用途单一，以及现水质较好但为了将来水质

不降低的地区规划为保留区，以供水资源的长远开发

利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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