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浅谈喀什噶尔河流域节水措施

艾米都拉·艾拜都拉

塔里木河流域喀什噶尔河水利管理中心　新疆喀什　844000

摘　要：喀什噶尔河作为中国新疆地区的主要河流之一，面临着严重的节水问题。本文针对喀什噶尔河流域的节水问题，

进行了深入的研究和探讨。根据节水目标与指标，提出具体的节水措施方案。其中包括工程措施和非工程措施两大类。通

过灌溉面积调整、发展高效农业、渠系防渗改造等多种措施的实施，预计能够实现显著的节水效果。农业总节水量也将得

到大幅度提升，为该流域的可持续发展和生态保护提供有力支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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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言

当前全球范围内水资源短缺问题日益严峻，如何高效、

合理地利用水资源并大力推行节水措施，已经成为了推动社

会可持续发展的重要课题。喀什噶尔河流域作为我国西北的

重要水源地，其节水措施的实施对于保障当地生态和经济的

可持续发展具有重要意义。本研究旨在提出一套针对喀什噶

尔河流域的节水措施，并对其实施效果进行评价，以期为该

地区的水资源管理提供科学依据，为喀什噶尔河流域的可持

续发展提供有力保障。

1. 研究区概况

喀什噶尔河属内陆河流，流域水系由克孜河、盖孜河、

库山河、恰克马克河、布谷孜河和依格孜牙河 6 条主要河流

及吐曼河等其他小河组成 [1]。其中克孜河、盖孜河、库山河、

恰克马克河、布谷孜河和依格孜牙河为喀什噶尔河 6 大源流，

发源于天山山脉或帕米尔高原 [2]。在各条河流穿越山脉直至

其出山口以上的区域，由于降水量充沛且蒸发作用不强，加

之冰川融水的持续补给，同时人类引水活动较少，水流得以

快速汇集，使得水量向出山口方向逐渐累积增多；然而，当

河流穿越出山口后，它们开始流经广阔的冲洪积平原地区，

在这里，一部分水量被人类活动所引用，一部分水量渗透进

入了地下，水量呈现出逐渐减少的趋势。

2. 节水目标与指标

2.1 节水目标

流域水资源短缺，粗放利用，水生态恶化等问题较为

突出，已经成为制约经济社会可持续发展的主要瓶颈。为

应对日益突出的水资源问题，在 2011 年中央 1 号文件和中

央水利工作会议上明确要求实行最严格水资源管理制度，

建立用水总量控制、用水效率控制和水功能区限制纳污“三

条红线”[3]。

目前，“三条红线”控制指标已经分解至各省、市、

自治区。考虑到新疆现状用水实际距离“三条红线”控制指

标仍有很大的差距，同时本流域地处少数民族边境地区，城

镇化率进程缓慢，工业基础薄弱，期望短时间内实现“三条

红线”控制指标不利于实现脱贫任务、稳固脱贫成果，故认

为将“三条红线”控制指标作为节水目标对于一个经济相对

落后的流域来说仍然是一个高要求，仍需付出巨大努力才能

够达到的目标，故本次节水评价提出：到 2030 年前，通过

发展农业高效节水、实施灌区续建配套与节水改造、加快公

共供水管网改造、加大对生活污废水的收集以及其他水源的

利用，最终实现流域的用水总量控制在“三条红线”用水总

量控制指标之内；各业用水效率在符合“三条红线”用水效

率指标基础上提出了更高的节水目标要求。

2.2 节水指标

农业节水指标到规划水平年 2030 年，高效节灌率提高

到 65% 以上，通过灌区续建配套与节水改造，流域灌溉水

利用系数较现状提高 8 个百分点；农业亩均灌溉用水量（含

复播水量）降低到 550m3 以下。到规划水平年 2040 年，高

效节灌率提高到 70% 以上，通过灌区续建配套与节水改造，

流域灌溉水利用系数在 2030 年的基础上再提高 2 个百分点；

农业亩均灌溉用水量（含复播水量）降低到 530m3 以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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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节水措施方案

3.1 工程措施

3.1.1 发展高效节水灌溉工程

根据流域内各行政分区自身水土资源条件，分区域规

模化推进高效节水灌溉，结合高标准农田建设，加大田间节

水设施建设力度。开展农业用水精细化管理，推进灌溉试

验及成果转化。推广喷灌、微灌、滴灌、低压管道灌。本

次规划 2030 年较 2020 年新增发展高效节水灌溉面积 333.7

万亩，2040 年较 2020 年新增 379.3 万亩，节灌率由现状的

12.7%，提高到 66.8%，2040 年进一步提高至 73.8%。

3.1.2 加快灌区续建配套和现代化改造

流域内灌区众多，现状年灌区农业灌溉水利用系数为

0.51，规划水平年对未完成的大中型灌区骨干渠道、各类渠

系建筑物、水源及渠首工程实施续建配套与节水改造。2030

年通过加快农业高效节水灌溉工程建设，建设高效输配水工

程，完善灌溉用水计量设施，灌溉水利用系数达到 0.59，到

2040 年进一步提高至 0.61，全面提高农业节水能力和灌溉

用水效率，实现农业节水增产增收。

3.1.3 降低供水管网漏损

筹备并执行一项综合性的供水管网改造及建设实施策

略，以不断推进现有老旧供水管网的更新改造工作该为策略

的核心，全面提升供水系统的效能与稳定性。加强公共供水

系统运行监督管理，安装和改造用水计量器具，推进城镇

供水管网分区计量管理，建立精细化管理平台 [4]。2030 年

城市公共供水管网漏损率由现状年的 10% 降低至 7%，2040

年进一步降低至 5%，减少供水管网漏损。

3.2 非工程措施

3.2.1 促进节水关键技术创新和转化

推动节水技术与工艺创新，加大节水产品和技术研发

力度，加强大数据、人工智能等新技术与节水关键技术的融

合创新。积极申请自治区级科技项目，将更多的精力投入到

研究水资源高效循环利用、精准节水灌溉控制、用水精准计

量、管网漏损监测智能化、非常规水利用等先进技术及适用

设备研发上去。推动“产学研用”深度融合，充分调动高校、

可研机构、科技社团和企业等各方力量，加强节水重大课题

研究和关键技术攻关 [5]。

3.2.2 积极推进水循环梯级利用

推进现有企业和园区开展以节水为重点内容的绿色高

质量转型升级和循环化改造，加快节水及水循环利用设施建

设，促进企业间串联用水、分质用水、一水多用和循环利用 [6]。

3.2.3 积极推进节水型城市建设

落实城市节水各项基础管理制度，推进城镇节水改造，

提高非常规水资源利用水平，制定促进再生水利用的鼓励支

持政策，加强取水许可管理，对于具有再生水替代条件的城

市杂用水要积极利用再生水，对于具备使用再生水条件的工

业企业、景观环境优先使用再生水。

4. 节水保障措施

4.1 组织保障

流域内各管理机构应成立节约用水管理办公室，督促

流域各县市节水工作的开展。流域内各行政分区成立节约用

水领导小组，制定工作实施方案，编制节约用水规划，实行

目标管理，确保灌区节水工作取得实效。

4.2 制度保障

强化用水监控和计划用水制度，加快推进各级水资源

监控能力建设，健全水资源计量体系。强化取用水计量监控，

结合灌区续建配套与节水配套改造，完善灌溉用水计量设

施，提高农业灌溉科学计量水平。加强用水定额管理和重

点用水户的监控，健全建设项目节水设施“三同时”制度。

加快推进节水技术改造，大力推广工业水循环利用。加强

供水管网改造降低漏损率，大力推广使用生活节水器具。

大力推进非常规水源利用，将非常规水源纳入区域水资源

统一配置。

强化管理责任和考核制度，建立目标考核责任制，强

化目标考核和责任追究制，完善考核评价体系，将节水工作

开展情况纳入年度绩效考核范围。

4.3 资金保障

强化财政政策方面的支持与保障力度，严格落实地方

公共财政贡献，将适量的节水专项资金纳入年度财政预算

中。将节水相关的项目全面融入项目建设的整体规划与各级

政府间的合作协议之中，形成更为紧密的合作机制。吸引并

引导金融机构及社会各界资金的积极参与，构建一个多方位

的投资体系，助力灌区节水事业的发展。

4.4 水价保障

稳步推进流域内灌区农业水价综合改革，建立健全合

理反映供水成本、有利于节水和农田水利体制机制创新、与

投融资体制相适应的农业水价形成机制；探索实施农民用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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优惠政策，对定额内用水给予价格优惠，超出部分则采取累

进加价措施。合理调整流域县城城镇居民用水和城市居民生

活用水价格体系，稳步实施阶梯水价制度。对工业和服务业

等高耗水行业引入超计划和超定额累进加价机制，以此拉大

与其他行业的水价差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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