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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石羊河流域实行最严格水资源管理制度研究》系统论述了石羊河流域实行最严格水资源管理制度，
提出了流域水权制度建设框架意见，拟定了石羊河流域水权界定的四项原则和八款十四条初始水权界
定条款，明晰了流域各地初始水权；建立了流域地表一地下水联合调度模拟模型和地下水有限元模型
，对流域水资源优化配置进行了分析研究，确定新的水资源循环条件下水资源供需平衡关系，提出流
域用水总量为19.4亿m3，以此作为用水总量控制红线；应用绿洲演化的生态警戒线，判定石羊河流域
处于绿洲不稳定状态，必须实施绿洲的适度收缩；从流域水资源管理体制、运行机制、政策法规和管
理能力等方面，提出了石羊河流域实行最严格水资源管理的制度保障措施；阐述了石羊河流域加强计
量设施建设，完善水资源监测系统的初步构想，实现水量的科学、快捷、准确、合理的调度管理，在
水量动态监测基础上，实施用水总量控制、定额管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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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版权页：   插图：   从图6—2可知，精博河和疏勒河流域都处于这一区域的上边缘，临近警戒状态，奎
屯河、玛纳斯河、东段诸河、哈密盆地、吐鲁番盆地、和田河、喀什葛尔河、叶尔羌河和乌鲁木齐河
都处于警戒状态之中，而石羊河在这一区域之下，而且距离最远，流域绿洲的演化处于严重不稳定状
态之中。 当流域的人均水资源量不变时，内陆河流域可以通过加快工业化的方法减缓水资源紧缺的压
力，如果处于生态警戒区间上方则流域处于安全状态，距离警戒线越远绿洲的发展潜力越大；如果处
于生态警戒区间下方则流域处于危险状态，距离警戒线越远下游生态维护越困难；如果处于生态警戒
区间内，则流域的发展状态处于警戒状态之中，需要及时调整社会经济结构和水资源利用方式，以免
绿洲演化到危险状态中。 6.1.2生态警戒状况 在大规模利用水资源的新绿洲阶段，人工绿洲在绿洲系统
中取得主导地位，在可预见的气候、环境等自然条件不发生变化的时期内，人类活动强度水平和水资
源流域开发模式对绿洲系统的演化趋势起到决定性的作用。在这样的条件下，干旱内陆河流域绿洲的
生态警戒线提供了一种从社会经济发展水平和水资源丰缺程度宏观判定绿洲生态状况和绿洲稳定性的
方法。这种方法是否满足评价绿洲稳定性的需要，必须用实际的状况进行检验。在宏观尺度上，以水
资源利用率（社会经济耗水占流域水资源可利用量的比重）和生态退化状况为依据，前人曾对17个内
陆河流域进行定性分析，发现下游天然绿洲和人工绿洲都出现危机的流域是石羊河流域，石羊河流域
较其他内陆河流域状态危险，出现了明显的中游和下游的分水冲突，流域绿洲化的诸多阻碍因素在旧
绿洲时期甚至更早就已经出现了。更为严重的是，石羊河流域存在地下水大量超采和生态难民现象，
这些都标志着石羊河流域绿洲的不稳定状况更加严重。 干旱内陆河流域绿洲的生态警戒线提供了一种
从社会经济发展水平和水资源丰缺程度宏观判定绿洲生态状况和绿洲稳定性的方法（见图6—2），这
种方法能够满足评价绿洲稳定性的需要，评价结果较为理想。 6.1.3绿洲演化历史评价 研究中游主导型
流域的绿洲迁移演变历史，在17个内陆河流域中，石羊河流域是迅速越过绿洲演化的生态警戒区间并
向不稳定状态迅速发展，情况最为严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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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石羊河流域实行最严格水资源管理制度研究》可作为从事水资源管理工作的有关人员学习和参考使
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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