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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根据和田地区水资源及水环境条件，对水资源进行合理配置分析，对地区存在的季节性缺水、
工程老化、续建配套与节水改造任务艰巨、工业园区发展受水资源限制、用水结构中农业用水比重过

大、盐渍化危害严重等问题进行了系统研究。 主要研究对策是：通过调整用水结构，控制灌溉面积增长

速度；大力推进高新节水灌溉面积发展，全力实施防风治沙林的建设和饲草料基地建设计划；大力发展

第二产业，加强节水型社会建设；通过以上措施控制地下水开采量在可开采量范围之内并适当留有余

地，满足经济社会可持续发展及生态环境保护需水要求，控制经济社会总需水量在自治区下达的“三条

红线”以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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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着和田地区的经济发展， 水资源供需矛盾日益

突出， 尤其近年来随着塔河近期综合治理规划工程的

实施，和田河作为塔里木河重要的补给源流，其下泄塔

里木河生态水量与当地灌区生产、生活矛盾日益突出。
同时最严格的水资源管理“三条红线”对流域水资源配

置提出了更高的要求。 本文在和田地区水资源开发利

用的基础上，分析其存在的主要问题，并提出相应的对

策措施，为有关部门提供参考。

1 和田地区水资源概况

和田地区位于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塔里木盆地南

缘，包 括 皮 山 县、墨 玉 县、和 田 县 、和 田 市 、洛 浦 县 、
策勒县、于田县、民丰县，总面积 24.81×104km2。 春季

大 风 多 沙，夏 季 干 热 少 雨，秋 季 凉 爽 降 温 快，冬 季 雪

少不寒冷，属于暖温带，极端干旱的荒漠气候。 年平

均气温 11.0～12.1℃，年降水量 28.9～47.1mm，年蒸发量

2198～2790mm。
和田地区主要河流有和田河、克里雅河、皮山河

等，根据水资源评价成果，和田地区多年平均降水量

为 340.7×108m3，地表水资源量为 90.98×108m3，地下水

天然补给量 6.428×108m3， 和田地区多年平均水资源

总量是 97.41×108m3。其中和田河流域水资源总量为 4

9.04×108m3，占地区水资源总量的 50.3%。 和田地区各

河流径流的年内分配很不均匀，年内变化大，主要集

中在 5～8 月，夏季径流量占年径流量 80%~90%不等。
各河流四季来水量不均匀，对各流域内工、农、牧业生

产非常不利。
和田河上游由玉龙喀什河和喀拉喀什河两大支

流组成， 其中玉龙喀什河发源于昆仑山北坡， 河长

504km， 同 古 孜 洛 克 水 文 站 断 面 多 年 平 均 年 径 流 量

22.29×108m3； 喀拉喀什河发源于昆仑山和喀喇昆仑

山，河长 808km，乌鲁瓦提水文站断面多年平均年径

流量 21.78×108m3。 两条支流流经下游灌区，在阔什拉

什汇合后称和田河，和田河干流段长 319km，均处于

沙漠区，和田河总径流量为 44.07×108m3，是目前唯一

一条横穿塔克拉玛干沙漠注入塔里木河的河流，同时

也是塔克拉玛干沙漠唯一南北贯通的绿色走廊。

2 和田河地区水资源开发利用现状

2.1 水利水电工程现状

和田地区现有大中小型水库 49 座， 总库容达到

6.4×108m3，其中乌鲁瓦提水库为大型，库容为 3.47×108m3，
占总库容的 54%；中型水库为 9 座，总库容为 2.0×108m3，
占总库容的 31%。 大中型渠首共 46 座，其中玉龙喀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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河渠首、 喀拉喀什河渠首引水流量均为 150m3/s。 干、
支 、斗 、农 四 级 灌 溉 渠 道 总 长 31 446.3km，防 渗 长

度 为 11 279.8km，防 渗 率 为 54.3% ，其 中 干 渠 总 长

3 719.5km，已防渗 2 649km；支渠总长 5 365.9km，已防

渗 3 660km。 已建成机井 2 723 眼，2010 年实际开采量

为 37 263×104m3。
2.2 水资源开发利用现状

2010 年和田地区经济社会总用水量为 41.9×108m3，
其中生活含绿化用水量为 0.53×108m3， 工业用水量为

0.21×108m3，农业用水量为 40.68×108m3，牲畜用水量为

0.31×108m3，渔业用水量为 0.18×108m3。 其中农业用水

量最大，占总用水量的 97%，工业占总用水量的 0.5%，
详见图 1。 和田地区工业发展滞后，用水效益低，用水

结构不合理。

3 和田地区水资源开发利用存在的问题

3.1 现状用水量已超“三条红线”用水指标

为贯彻落实 《国务院关于实行最严格水资源管理

制度的意见》（国发〔2012〕3 号）和《自治区党委自治区

人 民 政 府 关 于 加 快 水 利 改 革 发 展 的 意 见 》（新 党 发

〔2011〕21 号），新疆维吾尔自治区人民政府于 2013 年

5 月向和田地区行署下发了 《关于实行最严格水资源

管理制度落实 “三条红线” 控制指标的通知》（新政函

〔2013〕111 号）文件。 为适应经济社会发展新的要求，
要求和田地区用水总量严格控制在 “三条红线” 的范

围，2030 年 用 水 指 标 为 41.04×108m3， 比 现 状 用 水 量

41.9×108m3，减少了 0.86×108m3。
3.2 现有水库调蓄能力不够

和田地区各河流四季来水量不均匀，5~8 月径流

量占年径流量 80%以上，水资源时空分布不均与农牧

业用水过程严重不匹配，长期存在的“卡脖子旱”问题，

对地区工业、农业、牧业生产非常不利。 尤其是随着工

业大力发展，季节性缺水问题会更加突出，目前和田

地区现有水库调蓄能力严重不足，径流调节系数不到

7%，难以满足下游灌区用水要求，缺少山区控制性工

程，导致灌区内部存在季节性缺水问题。
3.3 灌区工程老化、续建配套与节水改造任务艰巨

通过近些年塔里木河流域近期综合治理规划项

目的实施和灌区续建配套与节水改造项目的实施，改

造了部分引输水建筑物，缓解了和田地区部分灌区用

水紧张的矛盾。 但由于灌区内大部分水利工程修建时

间都较久远，受当时条件限制，工程标准不高，而且由

于投入不足，不能及时对工程进行维修，各类工程冻

胀、磨损、淤积、洪水破坏严重，影响工程效益的正常

发挥。 灌区内部渠道防渗率依然较低，导致灌区灌溉

水利用系数低，水量损失较大，因此灌区内部续建配

套与节水改造的任务依然艰巨。
3.4 用水结构不合理、工业园区发展受水资源限制

多年以来地区农业用水效率不高，随着灌区面积

不断扩大，农业用水增加较快。 现状和田地区农业用

水占总用水量的 97%， 工业用水量占总用水量仅为

0.5%，工农业用水比例严重失调，与和田地区较为丰

富的矿产资源和农产品不相适应，也难以支持地区国

民经济和社会的可持续发展。 根据目前自治区的经济

社会发展形势， 和田地区将重点扶持工业企业的发

展。 预计今后一段时期，和田地区工业产值和需水量

将得到快速增长。 但由于基础设施配套不完善，目前

和田县、和田市、洛浦县等县（市）尚未建设工业园区

的配套供水工程， 难以满足工业发展的用水要求，工

业园区发展受水资源限制；工业供水保证程度低成为

和田地区经济结构调整的瓶颈，用水结构不合理严重

制约地区经济协调发展和人民生活水平的提高。
3.5 农村人畜饮水工程不达标

和田地区现状年总人口 203.96 万人，其中农村人

口 170.15 万人，经过饮水安全评估，和田地区饮水安

全和基本安全人口为 132.72 人，计划内剩余饮水不安

全的人数为 37.43 万人。 农村供水工程规模都较小，一

般供水工程规模以乡（镇）、村为供水单位。 供水工程

设施有机井、高位水池、水塔、变频器，通过管网集中

供水和集中供水点供水，所建的供水工程都没有净化

设施。 据调查，地区只有部分农村人畜饮水工程达到

安全饮水标准，其余由于建设时间早，年久失修等诸

多原因，现已报废，又因近年来牧民变迁、抗震安居、

生活
1.3%

工业
0.5%

农业
97.1%

牲畜渔业
1.2%

图 1 现状和田地区水资源开发利用饼状图

Fig.1 The distribution of the water resources development and

utilization in Hotan reg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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水库移民和外来人口等因素， 使得地区农村供水工程

不能解决全部农村人口的安全饮水问题。
3.6 盐渍化危害严重

在和田地区 497.33 万亩的灌溉面积中， 其中轻度

等级以上盐渍化面积约占总灌溉面积的 30%以上。盐碱

地成为制约和田地区农业发展的主要因素。灌区土壤盐

渍化是造成低产田的主要原因之一。 土壤盐渍化的发

生，一是地下水位较高，排水系统不配套，而且淤积严

重。 二是土地平整达不到标准，大水漫灌，洪水期抢灌，
日灌夜退，渠道渗漏，导致地下水位迅速上升。 土壤盐渍

化破坏了生态环境，植被减少；部分土地弃耕，作物产量

低，成为和田地区灌区农业生产发展的重要制约因素。

4 对策措施

（1）和田地区水资源相对紧缺，今后在工业生活用

水快速增长的情况下， 通过大力推广高效节水灌溉和

提高渠系防渗率，加上骨干工程的建设运行，从水资源

条件和工程条件上来看， 可以保障今后和田地区经济

社会发展的用水要求。如：玉龙喀什河水利枢纽等骨干

工程对和田地区经济社会发展和人民生命财产安全意

义重大， 因此尽快建成近期推荐的几座山区水库并早

日发挥效益，和田地区应加大前期工作力度，加快推动

骨干工程前期工作进度。
（2）从目前全疆及和田地区的发展趋势看，工业和

生活用水量将今后一段时期保持较快增长， 农业需水

量将有所减少。 经济社会用水结构将有较大调整。 和

田地区经济结构以农业经济为主， 为实现地区经济结

构的优化调整，今后流域应进一步加大对工业、建筑业

和第三产业的扶持力度[ 1 ]，增加矿业勘探力度，抓好招

商引资工作，扩展融资渠道，争取在十到二十年间，使

经济结构有明显调整。
（3）通过分析，为保证地区各县（市）今后经济社会

发展用水符合自治区最严格的水资源管理中 “三条红

线”的要求，各县（市）农业需水量应得到严格控制，农

业灌溉面积在大力推进林果业发展和畜牧业发展的前

提下，种植业基本只能保持或减少现有规模，基本没有

增加的余地。 在大力推广农业高效节水灌溉和大幅度

提高渠系防渗率的前提下， 和田地区总灌溉面积宜控

制在 525 万亩。 该指标原则上可作为今后和田地区农

业灌溉面积发展的控制性指标。
（4）和田地区地处塔克拉玛干沙漠南缘，风沙危害

严重， 通过规划对各项发展指标进行预测和对比分析

可知，和田地区今后应以农业为主，在大力推广高效

节水灌溉的基础上，增加林草灌溉面积，继续加大水

土保持工程建设力度， 增加防风固沙林建设规模，注

重草场保护，进一步巩固和加强防沙治沙效果。 满足

防风固沙的要求，达到草畜平衡，从而避免天然草场

的退化。
（5）地区各县（市）农业用水占经济用水结构比重

较大，在短时间内将总用水量控制在“三条红线”要求

以内是非常困难的。 考虑到地区以农业经济为主，工

业发展条件较差的现实，地区应积极争取自治区和国

家的支持，制定符合地区实际情况的用水总量控制指

标和灌溉面积控制指标。
（6）地区高效节水灌溉发展较为缓慢，除了受当

地经济、技术、管理水平限制外，还与各有关部门和当

地群众对高效节水灌溉的认识不足有很大关系。 建议

地区组织有关部门，赴北疆天山北坡经济带现场调研，
充分了解高效节水灌溉的灌溉方式、 节水水平和节水

效果、运行管护成本和节水效益，在全地区各部门加强

宣传，使普通老百姓逐步了解高效节水灌溉的优势[ 2 ]。
（7）今后一段时期，地区工业将保持较快增长。 随

着经济社会各业用水的增加，现状应改变目前工业供

水与城镇生活供水采用一套系统的方式，规划年应在

适当增加地下水开采量的前提下，积极推动工业供水

工程的建设， 利用地表水作为工业供水的主要水源，
优化水资源配置方案，提高工业供水保障程度。

（8）根据地区地下水资源评价成果，流域地下水

开发潜力较大。 但为和田地区远景发展考虑，地下水

开发利用应有所控制，留有余地同时应加强全社会的

节水宣传和节水力度，建立健全节水型社会建设的各

项制度，鼓励节水，杜绝浪费水，使各行各业都加入到

节水的大军中来，为地区的可持续发展尽一份力。

5 结语

和田地区干旱少雨，生态环境脆弱。 随着近年来

西部大开发战略的深入实施和新疆跨越式发展历史

性机遇，和田地区迎来了新的重要发展阶段。
根据和田地区水资源及水环境条件，对水资源进

行合理配置，近期通过调整用水结构，控制灌溉面积

增长速度，大力推进高新节水灌溉面积发展，全力实

施防风治沙林的建设和饲草料基地建设计划，大力发

展第二产业，加强节水型社会建设，控制经济社会总需

水量在自治区下达“三条红线”以内；远期进一步优化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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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ow to Utilize Water Resources in Hotan Region
TursunmoMaimaitiming

（Xinjiang Water Resources Bureau, Urumqi 830000，China）
Abstract： According to the water resources and water environment in Hotan Region, this paper analyzed the allocation of the water
resources and the problems of the seasonal water shortage, engineering aging, continue building and water saving transformation,
industrial park development restricted by water resources, too large proportion of agricultural water, and serious salinization. The
studied countermeasures include control irrigation area increase by adjusting the water use structure, vigorously promote the
development of water-saving irrigation area, implement construction plan for windbreaks and forage grass, develop the secondary
industry, strengthen the construction of water-saving society. The above measures to control groundwater resources were taken to
meet the water requirement of the social and economic sustainable development and ecological environmental protection, and to
control the total water demand of economic and social within Hotan region "three red lines" that issued by Xinjiang government.
Key words： water resources; utilization; problem; countermeasures

业结构，坚持走节水型社会建设道路，控制地下水开采

量在可开采量范围之内并适当留有余地，满足规划范围

经济社会可持续发展及生态环境保护需水要求，控制经

济社会总需水量在自治区下达的“三条红线”以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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