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浅析南水北调中线工程对生态环境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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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南水北调中线工程缓解了我国黄淮海平原水资源短缺的问题，简要分析该工程的建设给生态环境带来的有利和不利影响，并对不利

影响提出相应的解决措施，促进生态可持续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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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前言 

我国地理位置的特殊性，造成降水量南北分布不均匀，南多北

少，南涝北旱。并且北方人口较南方更加密集，所以人均水资源量

北方相对于南方更少，北方呈现严重缺水的局面。而南水北调中线

工程的正式运行，有效地缓解了北方地区水资源短缺的问题，为京

津冀豫四省提供了生产和生活用水。。 

2.南水北调中线工程的概述 

南水北调中线工程是从长江最大支流汉江中上游的丹江口水

库东岸岸边引水，经长江流域与淮河流域的分水岭南阳方城垭口，

沿唐白河流域和黄淮海平原西部边缘开挖渠道，通过隧道穿过黄

河，沿京广铁路西侧北上，自流到北京颐和园团城湖的输水工程。 

3.对生态环境的有利影响 

跨流域调水工程是改善水资源在地区间分布不均的有利解决

措施。减少多水地区的洪涝灾害，改善少水地区的环境危机；改变

缺水地区的生产方式，促进缺水地区的工农业发展，增加经济效益。

对多水地区和少水地区的生态经济活动的有益之处显而易见。 

3.1 缓解缺水地区的生态危机 

受水区增加了广阔的水域，加强了地区的水汽交换强度，有利

于水循环。因缺水造成的地区生态环境恶化，可由此得到缓解，发

展恶劣的生态危机得以拯救。此外京津地区地下水严重超采，造成

地面沉降，南水北调中线工程有效地缓解了这一问题。 

3.2 减少洪灾的发生 

修建跨流域调水工程时，其包含的建筑物如大坝可在汛期拦截

流量，调节洪峰，增强地区防洪能力，减少洪灾发生的可能性，其

带来的经济效益和社会效益不可估量。 

3.3 调水能改善水质和环境 

营养物质随水流调入而进入，对某些鱼类生物的生产和繁殖有

益，可促进渔业的发展；调水量的增加，使经污比增高，水质控制

条件趋于稳定，改善水质；增加水域面积，在此基础上可以建立风

景区和旅游区，美化环境，还可以给当地带来旅游业的发展，增加

就业机会。 

4. 生态环境问题 

由于中线工程规模大，范围广，在建设过程中，或者项目运行

时都会给沿途地区生态环境造成一定的损害。丹江口水库是南水北

调中线工程的水源地，位于汉江中上游，横跨湖北和河南两省，是

国家一级水源保护区。从丹江口水库引水，到北京颐和园团城湖，

输水距离过长，在运行过程中，总干渠的正常运转会受到许多问题

的影响，造成生态环境的恶化或破坏。 

4.1 水污染问题 

调水工程的源头和沿途两岸易受污染，如不处理妥当，会对沿

途用水地区造成再次水灾害，加重缺水地区的水资源污染程度，破

坏缺水地区的生态环境。丹江口水库周边大部分是农业生产区，农

民长期使用大量的化肥和农药，也会造成面源污染；工业废水和生

活污水的汇入，使得汉江和丹江流域的入库支流受到了不同程度的

重金属污染；水源区尾矿废水通过渗流的方式进入水体和土壤，造

成水质和土质的严重污染，不易治理；溃坝引起地表水体大范围的

污染，栾川县近年来就发生了多次尾矿溃坝事件[1]，这对水质的影

响会更加严重。 

4.2 水土流失问题 

水库大坝加高，新增淹没区面积 305km2，丹江口库区森林覆盖

率由 70%降为 35.14%。丹江口库区生态环境比较脆弱，由于植被

覆盖率逐渐下降，原本生活在这里的生物，不论是植物、动物还是

细菌等其它生物构成的群落都遭受到了破坏，生态环境逐渐的恶

化，使得水土流失也逐渐增强。严重的水土流失造成了水库、河道

淤积严重，河溪断流，地力下降，灾害频繁发生[2]。 

4.3 水库的影响：水库是调水工程的主要调节建筑物，在汛期

具有防洪的积极作用，但从环境方面来看，水库的建造对生态环境

具有重大的影响。植被的破坏，导致淹没地区的动植物无栖息地，

动物被迫迁徙或灭绝；对于水生生物，河道内天然的水位，流量，

温度等水文要素改变，鱼类的生存环境也因此发生变化；对一些洄

游性的鱼类，若水库在洄游路线上，且水库没有相应的方法帮助它

们通过，这对这些鱼类会是灭顶之灾；修建大坝也可能会发生地震，

泥石流，滑坡等灾害，另外水库运行不当，质量不过关等一些不良

问题，会导致水库溃坝，损失巨大。 

4.4 水体富营养化，水华问题 

近年来，汉江中下游爆发了多次硅藻水华事件。据调查，汉江

下游东荆河几乎每年春季都会出现不同程度的硅藻水华问题[3]。流

量是影响汉江水质变化的关键变量：低流量条件下水体的自净能力

会显著影响水质变化情况，污染物浓度可能增加并导致水质恶化；

中等流量时期，降水量普遍较高，地表径流会显著增加并携带大量

的有机肥料、农药和营养盐进入汉江干流，因而引发藻类生长；高

流量时期，水体自净能力很高，水质指标的浓度相对低且稳定[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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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于大坝加高汉江下游流量降低，水华事件越来越严重，但修建的

引江济汉工程可以调整汉江流量，减少水华事件的发生。 

4.5 传播疾病 

病毒病菌可以随着水流的运动，传播霍乱，伤寒等传染病，影

响人类健康。 

4.6 外来物种的入侵 

随水流流动带来的外来物种，在当地没有天敌的情况下，迅速

繁衍，给当地的防治工作雪上加霜。 

5.解决问题的建议和对策 

5.1 开源节流并重，节约用水 

发展节水型农业，根据北方地区，耕地多，水少的特点，改变

传统的漫灌，发展节水的灌溉技术，进行喷灌，滴灌，提高水的利

用率，节约用水。 

5.2 植树造林，建立自然保护区 

提高植被覆盖率，因地制宜，植树造林、退耕还林，合理种植

和引进适合本地生长的具有净化、生命力顽强的植物[2]。建立自然

保护区，可以提高生物多样性，为动植物提供栖息地，保持土壤肥

力、保证水质、调节气候，实现人与自然和谐共处。 

5.3 制定法律法规 

在防污方面，制定相关的法律法规，可以严格把控工业废水的

排放，对违法排污行为进行处罚，将罚金作为改善生态环境的投资，

实现可持续发展。 

5.4 减少污染物排放，加强污水处理强度 

减少农业面源污染，提高农药和化肥的利用率，对丹江口水库

的污染情况会有所缓解。减少工业、生活点源污染的排放，减少施

工污染物的泄漏，加大水污染防治力度，减轻干渠因为重金属排放

造成的污染。研究新型污水处理技术，加强污水处理强度，提高废

水利用率。另外完善跨区域多部门水质管理协作机制，定期巡查并

规范化管理周边垃圾堆放场等污染源，防止地表水和地下水污染物

的长期积累。 

6 结语 

跨区域调水工程给环境带来了一定的影响，对于已经出现的生

态环境问题，应该采取积极的措施解决，才能保证南水北调工程发

挥更长久的效益，保证受水区可持续发展。敬畏自然，保护我们赖

以生存的家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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