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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分析了近
0)

年来，塔里木河流域在以水土资源开发利用为核心的大强度人类经济、社会活

动的作用下，流域生态环境退化过程，探讨了生态系统受损的原因及其存在的问题，并针对塔里木

河日益突出的生态与环境问题，提出了对策及建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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塔里木河地处我国

西部干旱区新疆，河流

全长
'"+.'12

，是我国最

长的内陆河，自然资源

丰富，但生态环境脆弱。

在过去的半个世纪

里，塔里木河流域在以

水资源开发利用为核心

的大强度人类经济、社

会活动的作用下，流域

生态环境发生了显著变化。塔里木河流域在新生绿

洲代替原始绿洲、人工植被代替自然植被、人工土

壤代替自然土壤、人工生态代替自然生态、人工渠

道代替自然河流、人工水库代替天然湖泊，土地的

生产力和水资源利用效益得到提高、绿洲小气候得

以改善、资源环境的人口容量得到增加的同时，流

域的生态与环境问题亦日益突出。表现为：以天然

植被为主体的生态系统和生态过程因人为对自然

水资源时空格局的改变而受到强烈影响，生态环境

严重退化，河水盐化，河道断流，湖泊干涸，地下水

位大幅度下降，以胡杨林为主体的荒漠植被全面衰

败，沙漠化过程加剧发展，夹持在塔克拉玛干沙漠

和库鲁克沙漠间的“绿色走廊”急剧萎缩，危在旦

夕。

塔里木河流域日趋严峻的生态与环境问题，严

重影响着区域经济社会的可持续发展和人民群众

的生产、生活和生存环境，已引起社会各界和政府

的关注。专家们多次发出拯救塔里木河下游“绿色

走廊”的呼吁犤'(*3，国家将该流域的近期综合治理列入

“十五”计划，中国科学院也将该河流域生态建设与

荒漠化防治纳入“西部行动”计划，新疆人民政府实

施紧急向塔里木河下游输水工程，挽救塔里木河下

游绿色走廊，世界银行针对塔里木河流域生态保护

给予巨额贷款支持。

塔里木河流域之所以引起政府和社会各界的

高度关注，是因为：（
'

）各种资源异常丰富，具有国

家和国际级战略意义，是支撑中国
.'"

世纪经济社

会可持续发展的后备资源库，发展前景广阔；（
.

）是

我国信仰伊斯兰教群众分布最为集中的地区，也是

经济发展相对滞后的地区。生态环境的严重恶化，

将会使依托自然生态系统的社会、经济失稳，进一

步导致贫困地区扩大和贫困人口增加。因此，加速

流域受损生态系统的恢复和重建，对改善和提高各

族人民的生活水平，保证新疆的社会稳定和国家的

长治久安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
+

）该河下游“绿色

走廊”是连接中国内地与新疆的重要战略通道，保

护和拯救濒临消失的“绿色走廊”，不仅有着重要的

生态意义，而且在国际安全环境日趋严峻的今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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还有着深远的战略意义。

!"""生态恶化现状及存在的问题

!#!""

生态退化现状

（
!

）河流来水量减少，河道断流，湖泊干涸。

塔里木河源流区进入干流的水量不断减少，由
$%

世纪
&%

年代的
'!()*×!%+

,

- 减少到
*%

年代的

.$(%.×!%+

,

-，并且其干流上、中游河段由于缺乏堤

防控制，河道泥沙淤积，行洪能力不足，洪水期大量

漫溢，加之跑（引）水口多达
!-+

处，其中
*%/

的引

水口没有永久性控制工程，水资源浪费十分严重，

耗水量不断增加，分别由
'%

年代的
!$('*×!%+

,

-和

$-($-×!%+

,

- 增 加 至
*%

年 代 的
!*($*×!%+

,

- 和

$&(&*×!%+

,

-，致使到该河下游区的水量由
'%

年代

的
!-('-×!%+

,

-减少至
*%

年代末的
$(&)×!%+

,

-。大

西海子以下
-$%0,

河道长期断流，大面积湿地丧

失，以水作用过程为主体的生命过程锐减，形成了

一道生态断带，塔里木河尾闾台特玛湖亦因得不到

河水补给于
!*)$

年干涸。

（
$

）水质污染加重，水环境质量日趋恶化。

塔里木河在
!*'+

年还是一条淡水河，河水的矿化

度从未超过
!(%123

。目前，其干流上游阿拉尔的年均

矿化度达
!(+'123

，中游
!(-)123

，下游
!(-.123

4*5!%6。每

年平均接纳灌区排污水约
&(-×!%+

,

-，接纳溶解性总

固体的总量约为
+-'(-%×!%.

7

。水质盐化主要是由上

游灌区的洗盐排水所致。
$%

世纪
'%

—
&%

年代前期，

灌区的余水和农田洗盐排水多滞留在洼地中
8

很少

流入河道。
)%

年代后，随着灌区排水工程的建设
8

大

量农田洗盐排水在没有得到治理的情况下就直接

排入塔里木河，导致河水水质盐化不断加重。同时
8

因上排下灌
8

使上游已被排出的污水又在中下游带

进灌区
8

形成盐渍化污染循环，加剧了缺水危机。

（
-

）地下水位下降，天然植被衰败，生态系统严

重受损。塔里木河下游河道断流造成地下水位大幅

度下降，由
$%

世纪
'%

—
&%

年代的
-

—
',

下降到目

前的
+

—
!$,

。
'%

—
&%

年代，英苏至阿尔干地下水埋

深 约 为
-

—
',

，
!*)-

年 为
&

—
),

，
!*+*

年
+(%

—

!%(.,

，
$%%%

年为
*(..

—
!$(&',

。随着下游地下水位

下降，天然植被大面积衰败，胡杨林由
'%

年代的

'(.×!%.

9,

$，减少到
)%

年代的
!(&.×!%.

9,

$，
*%

年代

又减少到
%(&)×!%.

9,

$。英苏至喀尔达依一带，原有

草地面积约
&(&)×!%.

9,

$，目前大部分已沙化，有些

地方覆盖度不足
$/

。

（
.

）沙漠化强度加重，沙尘暴天气增加。
$%

世纪

'%

年代末沙漠化面积占总土地面积的
'-(&/

，
+%

年

代初发展到
)-($/

，
*%

年代初为
++(&/

，
*%

年代后

期上升到
*.(+/

，成为新疆沙漠化发展最为强烈地

区。铁干里克灌区的
-.

团，
&%

年代耕地面积达
%()×

!%

.

9,

$，随着下游生态的恶化，沙进人退，目前耕地

仅有
%(-+×!%.

9,

$，只有
&%

年代耕地面积的
.'()/

；

-'

团地处风头水尾，是严重的沙蚀区。自
+%

年代以

来，由于干旱和流沙吞没垦区边缘连队农田、房屋，

-'

团撤除了
)

个连队，放弃耕地
%(-×!%.

9,

$，占
&%

年代耕地面积的一半。阿尔干地区从
!*'*

—
!**&

年，沙漠化面积由
!:-)!($$0,

$ 增加到
!".*.($*"

0,

$，平均每年以
%($./

的速度扩展。穿越“绿色走

廊”的
$!+

国道已有
!-)

处受到沙害侵袭。与此同

时，浮尘、沙尘暴灾害性天气显著增加，成为塔里木

河流域最严重的生态灾难区。

!($""

生态退化成因

塔里木河流域生态环境退化与流域本身所处

环境条件以及不同时期人类对自然改造过程的差

异有密切的关系。

（
!

）自然因素。塔里木河深居欧亚大陆腹地，远

离海洋，地处极端干旱地区，荒漠气候特征显著
;

见

表
<

。空气干燥，降水稀少，蒸发强烈，多沙暴浮尘天

表 塔里木河干流主要气象要素统计

站名

阿拉尔 新其满 尉犁 铁干里克 若羌
项目

平均气温（℃） !%()"""""""!%(+"""""""!%(&"""""""!%()""""""!!('

绝对最高气温（℃） -*(+""""""".!(%""""""".$(%""""""".%(%"""""".-(&

绝对最低气温（℃）5$!()""""""5$*(!""""""5$)('"""""5$)($

年降水量（
,,

）
.$(.""""""".$(+""""""".$(%"""""""-.(%""""""!)(.

年蒸发量（
,,

）
$%..(&"""$%&&()"""$&)!(."""$*%$($

相对湿度（
/

）
''"""""""""'%"""""""""".)""""""""""".'"""""""""-+

日照时数（
9

）
$**!(+"""-%-!($"""$**-(%"""-!!+()"""$**$(&

无霜期（
=

）
$!!""""""""$!%""""""""!+)""""""""$!.""""""""!+*

大风天气（
=

）
*()"""""""!!()"""""""!&('"""""""!'()""""""""""-)

最大风速（
,2>

）
$-(%:::::::!+(%:::::::$.(%:::::::$%(%:::::::.%(%

沙尘暴（
=

）
!'(*:::::::!$(-:::::::!!(+:::::::::+(-:::::::!*($

干燥指数
!)(%:::::::!)(.:::::::!&(-:::::::$!(*:::::::'%(+



气。整个河流以条带状由西向东环塔里木盆地绕

行，南依世界第二大流动沙漠———塔克拉玛干大沙

漠，东连库鲁克沙漠，风沙活动强烈，生态系统的稳

定性差，自然生态系统和人工生态系统都对水过程

变化及人类活动十分敏感，是中国西部地区自然条

件最为严酷、环境灾害最为严重的地区。

（
!

）人为因素。水资源管理薄弱，开发无序。塔

里木河流域跨五个地（州）和新疆兵团四个师，存在

利益主体多元化问题。水管机制是条块分割，供水

与用水无密切的经济关系，对流域水资源开发利用

缺乏统一管理、整体规划，上、中、下游整体协调性

差。资源利用过程中市场调节机制尚未建立起来，

政府调节仍是流域水格局长期存在的主导机制。水

事活动的盲目性和随意性大，水资源开发无序，利

用粗放、浪费严重。

在塔里木河近
"#

年的水土资源开发过程中，

存在严重的重生产、轻生态，重开发、轻保护的思

想。突出资源的开发利用，忽略生态建设和环境保

护。在塔里木河先后修建水库近
!#

座，层层拦截河

水，
$%&!

年塔里木河下游大西海子水库的修建，彻

底拦截了塔里木河河水，从而致使其下游
'!#()

河

道断流，加速了生态环境退化过程。

工程建设滞后，输水和控管能力低下，是塔里

木河流域水资源管理存在的突出问题。由于工程建

设投入不足，塔里木河河道长期得不到整治。干流

上的
*'+

个引水口，绝大部分为临时性的，其中

%,-

的引水口没有永久性控制工程，造成水资源严

重浪费，而在干流上、中游缺乏堤防控制，致使水量

无效损耗，浪费严重。中游河段洪水期每年漫溢消

耗水量达
!,×$,+

)

'左右。渠系建设亦明显滞后，防

渗长度不足渠道总长度的
$!-

，其中干渠的防渗率

仅为
./.-

。农业输水效率和水资源控管能力低下。

滥垦、滥樵、过度开发，加剧了环境退化。从
!,

世纪
%,

年代以来，塔里木河源流区的山区来水量

有明显增加趋势，其中，阿克苏河和叶尔羌河的径

流量比
",

年代多
$%0,×*,+

)

'，增加了约
*,0%-

。但

源流区输入塔里木河干流的水量却在不断减少。究

其原因，主要是源流区大规模农业开发所致。三源

流灌区的人口和灌溉面积分别从
*%",

年的
*".×

*,

1 人和
'10+×*,1

2)

! 增加到
!,,,

年的
'%"×$,1 人

和
$!"0&×$,1

32)

!，三源流灌区用水量从
",

年代的

",×*,+

)

'增加到
!,,,

年的
*""×*,+

)

'，用水增长了

近
!

倍。并且，由于经济利益的驱动，塔里木河干流

沿岸的滥垦、滥樵以及不合理的人类经济活动还未

彻底制止，采挖甘草、罗布麻等天然植被现象时有

发生，
!,

世纪
%,

年代以来，塔里木河干流地区新开

荒地近
",×*,1亩，开荒必然伴随毁林、毁草和无序

扒口引水现象，加剧了生态环境的恶化。

!333生态恢复存在的主要问题

塔里木河流域防沙治沙、生态恢复存在的问题

主要有以两个方面：

!/*33

水利设施不配套，水利工程建设薄弱

由于历史与自然的因素，塔里木河流域的经济

发展相对滞后，在过去
",

年里，塔里木河流域的水

利建设一方面投资力度小，底子薄，基础差，缺乏骨

干工程；另一方面，现有的水利工程大多也是以满

足和保障农业生产用水的需求来设计和建设的，缺

乏集农业生产与生态保护于一体的生态水利工程。

!/!33

水资源开发过程中的经济与生态矛盾突出

水是塔里木河流域社会、经济可持续发展的稀

缺资源，也是维系塔里木河流域生态安全的关键因

素。塔里木河流域地处我国西北部的极端干旱区，

农业生产与生态建设对水的需求都十分强烈，致使

生产、生活和生态用水的关系紧张。加之，塔里木河

流域水资源时空分布又不均匀，水源分布区高度集

中在流域西部和西北部，而缺水的东部和东南部地

区表现为极端脆弱的生态条件。水资源在地域上和

时间上的不均衡分布，加剧了水资源的紧张，加大

了生态建设难度。

３ 生态建设与环境保护对策

面对塔里木河日益突出的生态与环境问题，应

坚持生态与经济、源流与干流、上游与下游协同发

展的原则，实施流域水资源的统一管理
4

应用市场和

行政手段，控制源流引水
5

减少干流上、中游低效耗

水
6

确保下游基本用水，实现流域水过程的完整性和

水资源的可持续利用，为流域生态与社会经济可持

续发展提供水资源的安全保障。具体措施如下：

'0$73

流域水资源管理措施

塔里木河流域的水资源开发与管理存在利益

主体多元化问题。政府调节是流域水格局的主导机

３期 １９３塔里木河流域主要生态问题与对策建议



制。为此，需进一步建立和完善水资源管理和调节

机制。

（
!

）建立合理的分水方案和调水机制，确保用

水的公平性。实施严格的取水许可和水质监管制

度，保证水资源在利用中平衡、在使用中提高效率。

（
"

）建立水市场调节机制。把经济生产用水引

入市场调节机制，通过水资源的有偿使用，提高其

空间配置的经济高效性，使稀缺资源在保障生存的

基本前提下，向高效产业、高效区域流动，实现管理

促进发展的目的。

（
#

）力争在产水、调水和用水的各个环节上提

高水资源应用技术和管理技术的科技含量，促进流

域水资源保护和可持续利用。

#$"%%

流域水过程完整性保障措施

塔里木河以水为中心的生态与经济矛盾突出。

为此，应加快实施塔里木河流域的“供水、堵水和输

水”工程，加大投资力度，加快生态水利工程建设，

实现塔里木河流域水过程的完整性、有序性、减灾

性和高效性，为流域生态与经济社会的可持续发展

提供水资源的安全保障。

（
!

）“供水”工程是指改造或废弃三源流灌区的

一些耗水大、效益差的平原水库，完善灌区输供水

网络体系。同时，以优惠的政策促进产业结构调整，

鼓励发展特色经济，压缩高耗水作物面积，积极应

用各种新技术，实施灌区节水改造，改变落后的灌

溉生产方式，确保三源流每年有
&'$(×!)*

+

#水供给

塔里木河干流。

（
"

）“堵水”工程是指在保障上中游生产和适度

规模生态用水的前提下，对河汊发育河段修筑堤防

保护，防止洪水无序漫溢，减少水资源无效损耗；对

塔里木河干流上中游段的
!#,

个跑（引）水口进行

有计划封堵，废除所有私自乱扒、乱引的临时性引

水口，修建永久性引水控制闸，减少水资源的“跑

漏”，变无序引水为计划用水。

（
#

）“输水”工程是指对干流上中游部分淤积严

重、行洪能力不足的河段实施河道疏浚，提高河道

输水能力；对侵蚀冲刷严重河段实施护岸工程，减

缓河岸冲刷；对河曲较大的游荡河段，修建束洪防

护堤，控制和归顺河势；对大西海子以下长期干涸

河道和部分风沙堆积严重河段进行疏浚，提高输水

能力和水流行进速度，确保河水输送到台特玛湖。

#$#%%

生态系统的恢复与重建措施

针对塔里木河干流沿河随意垦荒和生态环境

的日益退化，其生态环境恢复与重建措施主要为：

（
!

）有计划的进行退耕、退牧，部分地区可实施

退耕还林、还草，但要结合实际情况，优化模式，减

少经济林草比例；大部分地区应实行退耕、退牧封

育，实施生态移民，建设高水平人工草料基地，实施

生态置换，同时，要建立生态补偿机制，以确保广大

农牧民群众生活水平有所提高；

（
"

）加强灌区外围的乔灌草综合防沙体系建

设，发展人工经济林、草和荒漠高效生态产业，增加

林草比例，发展高效生态农业和特色农业，改善绿

洲内部各民族群众的生产、生活和生存环境，确保

区域经济社会的健康、稳定发展；

（
#

）针对塔里木河下游“绿色走廊”严重萎缩、

生态环境日益退化问题，结合塔里木河下游生态输

水工程，要根据河道自然条件，优化输水路径，在目

前沿塔里木河大支流—齐文阔尔河“线型”输水的

基础上，逐步实施双河道输水和面上供水方案，扩

大输水的生态效应；确立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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月为最佳输水时段，

使植物落种与输水时间相一致，达到“生态默契”，

为植物的落种更新提供条件，以实现生态系统的可

持续性；以拯救日趋萎缩的塔里木河下游“绿色走

廊”，恢复与重建日益退化的生态系统。

#$&%%

水环境保护措施

加强控制塔里木河干流排水排盐，实施咸、淡

水分流，减少高矿化度水进入塔里木河是非常必要

的。同时加强沿岸各排污单位的水环境保护意识，

对排放的污水进行必要处理，减少污水排放量和污

染物的含量。

（
!

）贯彻节水优先、治污为本的原则，做好流域

经济社会发展布局和规划，严格控制兴建耗水量大

和污染严重的项目，控制流域农药、化肥的施用种

类和用量，防止面源污染，发展生态农业。

（
"

）从可持续发展高度出发，科学地规划排水

系统，建立和完善塔里木河源流区及干流上游灌区

农田排水体系，严格控制灌区排水指标，杜绝超标

水质对塔里木河水资源的污染，严格控制和减少源

流区及干流上中游高矿化度水的排入，建立全流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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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农田排水管理系统和水质安全保障体系。

（
!

）减少和控制源流排入干流的高矿化度水，

改善水质。积极、合理地开发塔里木河上游三源流

区丰富的地下水资源，不但能解决流域干旱缺水问

题，而且对降低地下水位、改良土壤有积极作用。因

此，要积极地应用各种新技术，通过科技进步，实施

灌区节水改造，改变落后的灌溉生产方式，合理利

用地下水，减少人为因素对水环境的不利影响。

（
"

）咸淡分流，排水与洪水分流。从塔里木河主

要干排的水质分析资料可以看出，对塔里木河水质

影响最大的主要有位于塔里木河干流上游的阿拉

尔附近，可以借助地形条件，通过工程措施，实施

咸、淡水分流，排水与洪水分流办法，把农田排盐水

引入塔里木河古河道，而进入古河道的农田排水对

恢复该区域的胡杨和红柳植被的生长有很大帮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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