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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研究区概况

民勤绿洲地处河西走廊东北部 , 位

于石羊河流域下游。面积 1.6 万 km2, 绿

洲面积为 0.144 万 km2, 人口为 30.5 万

( 2006 年 ) 。 全 区 多 年 平 均 降 水 量

110mm, 蒸 发 量 2644mm, 平 均 相 对 湿

度 45%, 湿润 系 数 0.66, 平 均 气 温 为

7.8℃, 无 霜 期 139d, 盛 行 西 北 风 , 平 均

风速 2.8m/s。近半个世纪以来 , 随着石

羊河上游来水量减少 , 人口增多 , 民 勤

绿洲生态问题越来越严重 , 导致其成为

中国沙尘暴活动最频繁的地方之一。目

前 , 荒 漠 化 面 积 占 整 个 县 域 面 积 的

94.51%, 25 万 亩 耕 地 弃 耕 , 395 万 亩 草

场退化 , 58 万亩林地沙化 , 10 万亩耕地

沙化 , 13 万亩沙枣和 35 万亩红柳处于

死亡或半死亡状态。

二、民勤绿洲缺水原因分析

( 一) 水资源补给形式单一。由于无

自产地表径流 , 南部流入的石羊河是其

惟一的地表径流。民勤的用水和地下水

补给均依赖石羊河来水。

20 世纪 50 年代, 民勤绿洲来水量

平均每年为 5.4 亿立方米, 到 2001 年仅

为 0.73 亿立方米。以 20 世纪 50 年代为

基准 , 截至 2001 年 , 平均每年减少来水

量 0.09 亿立方米。石羊河流入民勤绿洲

的径流量在不断减少 , 远不能满足下游

绿洲区域的生产、生活用水需求。

( 二) 水体污染加剧 了 水 资 源 的 短

缺。石羊河流域污水排放量呈逐年增加

态势。石羊河干流流量小 , 流程短 , 自净

能力弱 , 环境容量小 , 纳污量有限 , 造成

进入下游的地表水水质恶化 , 加重了下

游的水资源危机和生态 恶 化 问 题 。 同

时 , 在民勤绿洲区域内由于大量开采地

下水和强烈的蒸发浓缩作用 , 民勤绿洲

地下水水质已呈明显的恶化趋势 , 恶化

范围由南向北蔓延扩展 。 由 于 水 源 枯

竭 , 水质恶化 , 湖区一带出现了 因 人 畜

饮用水缺乏而举家外迁的“生态难民”。

( 三) 区域内部用水方式不合理。民

勤绿洲缺水虽受到上游 来 水 量 逐 年 递

减的影响,但是绿洲区域内人类向自然

过度、无节制的索取也超出了自然的承

载能力 , 在很大程度上加快了水资源枯

竭的步伐。

1.人多地少 , 人均资源短缺。本区

每平方公里 19 人的承载量远远超过世

界公认 7 人的标准。民勤是一个典型的

以农业为主体的县。人口的增加必然带

来耕地面积的扩大 , 进而导致农业用水

量的增加。由于上游补给水源的短缺 ,

大量土地只能采用地下水进行灌溉 , 长

期以来导致地下水位下降 , 水质恶化。

2. 经济的发展导致水资源过度、超

前利用。民勤自然条件得天独厚 , 近年

来 经 济 发 展 速 度 一 直 稳 步 增 长 , 2006

年 , 农民人均收入达到 3178 元 , 与全国

平均数基本持平 , 城 乡 恩 格 尔 系 数 在

40%~50%之 间 , 1985~2005 年 的 20 年

间恩格尔系数下降了 10~13 个百分点。

由于经济的发展 , 目前民勤灌区已由一

个以地表水为主的 河 水 灌 区 演 变 为 一

个以井水灌溉为主、河水灌溉为辅的井

水河水混合灌区。大量超采地下水, 全区

地下水位平均下降速度达 0.4~1.0m/年 ,

地下水埋深由上世纪 50 年代 1~5m, 下

降到目前 12.8~18.8m, 最深达 40m。绿洲

中心形成大漏斗, 地表植被大量死亡, 绿

洲面积由 50 年代的 1601.60km2 减少到

现在的 1312.66km2。地下水矿化度平均

每年升高 0.1g/L。灾害性天气频繁发生,

年均风沙日数达 139d, 最大风力 11 级, 8

级以上大风日数 29d, 沙尘暴日数 37d。

大量开垦荒地, 湿中生系植物消失殆尽,

而且破坏了原有地表植被, 加剧了地下水

的开采。天然沙生灌木林由 20 世纪 50

年代的 1995 万亩下降到目前的 109.5 万

亩。全县天然草场 1275 万亩, 其中荒漠

草场占 2/3 以上, 半荒漠草场覆盖度由 20

世纪 50 年代的 30%, 下降到目前不足

10%, 有 85.01 万 km2 荒漠草场处于沙化

状态。

3.农业基础设施落后 , 水资源利用

率低。本区耕地面积 6.2 万 hm2, 其中种

植 业 4.77hm2, 牧 业 1.23hm2, 林 果 业

0.18hm2, 其 他 副 业 0.006hm2, 产 业 结 构

不协调。当地农民有“水多 , 高效”的错

误观点 , 大泡、大灌现象时有发生 , 浪费

很大。光热资源非常丰富 , 适宜种植温

带水果 , 发展温室栽培。但林果业比重

不足 3%, 资源利用率极低 ; 加上无霜期

短 , 只能一年一熟 , 土地利用率低 , 草地

面积虽广 , 但大部分为荒 漠 、半 荒 漠 草

场 , 植被稀疏 , 产草量低 , 扩大林地面积

难度大。

4.气候干旱化趋势的影响。受 19世

纪末“小冰期”结束以及近几十年来CO2

排放量骤增等温室效应的影响 , 全球变

暖 , 气温波动上升 , 西北 地 区 干 旱 程 度

加剧。红崖山水库降水量上世纪 90 年

代比 50 年代减少 6.7mm。施雅风、朱震

达等认为气温上升 , 降水减少对河西走

廊乃至西北地区 地 表 水 资 源 是 有 影 响

的 , 但影响程度究竟有多 大 , 目 前 尚 无

定论。

三、民勤绿洲水资源可持续利用

民勤绿洲水资源稀缺 , 但只要合理

利用则会变劣为优。

首先 , 实 行 流 域 水 资 源 的 统 一 管

理。改变各自为政 , 只顾局部利益 , 对流

域的水资源承载力认识不够的局面 , 减

少各地区发展的盲目性与主观性。

其次 , 建立合理的水权制度。通过

市场调节和行政 干 预 的 双 重 作 用 来 提

高资源配置效率。

再次 , 控制人 口 增 长 , 积 极 开 展 劳

务输出。根据各地区水资源承载力与开

发状况 , 调整产业结构 , 改变种植种类 ;

控制灌溉面积 , 禁止盲目 开 荒 ; 大 力 发

展干旱节水型农业 , 提高水资源的利用

效率 ; 开展退耕还林( 草) 、种 草 养 畜 等

措施。

最后 , 加 快 流 域 外 调 水 工 程 的 建

设。

四、结束语

民勤 绿 洲 缺 水 的 局 面 在 短 期 内 无

法得到根本性改变 , 要在政府的统一领

导下 , 协调好上游、中游 和 下 游 的 利 益

关系 , 增加绿洲来水量 , 同 时 绿 洲 群 众

要群策群力 , 努力建设节水型社会 , 实

现节水高效的绿洲可持续发展。

( 作者单位 : 西 北 师 范 大 学 地 理 与

环境科学学院)

干旱区绿洲水资源利用初探
———以甘肃省民勤县为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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