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加快黑山峡河段开发步伐保障区域水资源可持续
利用

张    琴 宋天华
宁夏回族自治区大柳树水利枢纽工程前期工作中心  宁夏 银川  750001

【摘要】黄河黑山峡是《黄河治理开发规划》确定的七大控制性骨干工程中三大关键工程之一。在对区域人口、

土地、矿产、生态、水资源、社会经济等进行系统分析的基础上，回顾总结了黑山峡河段开发及黑山峡水利枢纽工

程的基本情况、功能作用和论证过程，提出了加快工程建设步伐、保障水资源可持续利用、实现区域经济社会持续

健康稳定发展的对策建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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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区域特征
地处黄河上中游的宁夏、内蒙古中西部、甘肃中东

部、陕西北部地区，涉及 4 省（区）13 个市（盟）49

个县（市、区），土地总面积 32.33 万平方公里。2012

年人口总数 1531.24 万人，地区生产总值 10602.58 亿元，

耕地面积 4198.93 万亩，农民人均纯收入 3636-12429 元。

该区域既是重要的少数民族聚集区和革命老区，又是重

要的能源接替基地和后备土地资源开发区，同时也是主

要的人口集中贫困区和生态脆弱区。

1.1 可垦土地资源丰富。区域范围内的宁夏清水河、

苦水河川地、盐池 - 同心 - 灵武台地和贺兰山东麓，

内蒙古鄂尔多斯台地、都思兔河中下游、阿拉善孪井滩

至吉兰泰，陕西定边、靖边滩区，地势平坦，土地集中，

土壤环境优良。可垦土地规模 11550 万亩，可开发灌区

面积 6487 万亩，是我国重要的后备土地资源开发区。

1.2 能源矿产资源富集。区域范围内的宁夏宁东、

内蒙古鄂尔多斯、陕西榆林煤炭资源量 1.41 万亿吨，

石油资源量 129 亿吨，天然气资源量 15.2 万亿立方米，

分别占全国的 25.5%、14.6% 和 29.2%，能源资源量占

全国的 24%，富集程度世界罕见，是国家规划重点建

设的能源“金三角”。

1.3 用水困难问题突出。区域地处西北干旱、半干

旱区，降水稀少、蒸发强烈，多年平均降水量 250 毫米，

可利用水资源总量 42.04 亿立方米，人均占有量 197 立

方米，仅为全国平均值的 1/12、黄河流域的 1/3，属典

型的资源性缺水地区。黄河是区域最为重要的水资源依

托，生产、生活、生态用水主要依靠扬黄工程高扬远送，

覆盖范围极为有限，工程性缺水问题日益突出。“有水

赛江南，无水泪也干”是这一地区的真实写照。

1.4 生态环境极端脆弱。区域西北部分布腾格里、

巴丹吉林、乌兰布和、库布其四大沙漠和毛乌素沙地，

沙化土地面积 16 万平方公里，占总面积的 49.5%。东

南部黄土丘陵区水土流失面积 9.19 万平方公里，占总

面积的 28.4%。甘肃民勤受水资源短缺制约，绿洲面积

不断萎缩。恶劣的生态环境，造成部分群众生活困难，

形成“生态贫困”、“环境贫困”和“人口贫困”的恶

性循环，同时对中东部和首都经济圈造成严重风沙危害，

是我国生态文明建设的主战场。

1.5 黄河水沙关系恶化。受上游水库拦蓄调节和流

域用水持续增加影响，黄河宁蒙河段水沙关系失调，河

道宽浅散乱，生态功能退化，严重威胁黄河健康生命。

宁夏河段年均淤积量 1000 万吨，已呈“悬河”态势。

内蒙古河段淤积逐年加重，年均淤积量 6200 万吨，河

床高出地面 1-4 米，呈明显“地上悬河”。2000 年以

来发生凌汛决口 6 次，对防洪防凌安全构成巨大威胁。

1.6 贫困人口集中。受水资源短缺和用水困难制约，

加上恶劣的生态环境影响，区域范围内的陕西榆林、甘

肃庆阳、宁夏固原、内蒙古阿拉善等地，依然是靠天吃

饭、靠天养畜，群众生活水平难以稳定提高。目前，该

区域尚有贫困人口 150 多万人，人口贫困率达 26%，

是六盘山集中连片特困区的重要组成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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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工程概况
2.1 黄河黑山峡河段。位于甘肃、宁夏交界处，自

甘肃靖远县兴隆乡大庙村至宁夏沙坡头区甘塘镇孟家湾

村，全长 71 公里。以下河沿水文站为代表站，河段以

上控制流域面积 25.4 万平方公里，占黄河流域总面积

的 32%。多年平均径流量 331 亿立方米，占黄河总径

流量的 62%。多年平均输沙量 1.26 亿吨，约为黄河总

输沙量的 1/12。河段峡谷幽长，建设高坝大库条件优越；

水多沙少，调配黄河水沙优势独特；处于黄河上游龙 -

青水电基地末端、宁蒙引黄灌区首部，在黄河调水、调

沙、调电中承上启下，战略地位重要；位于我国一、二

级阶梯交界位置，高位供水优势显著，是大自然赋予黄

河、赋予西北人民的宝贵资源。

2.2 黑山峡水利枢纽工程。规划坝址位于黄河黑山

峡出口以上 2 公里，宁夏沙坡头区境内，上距兰州 350

公里，下距银川 210 公里，是黄河治理开发规划确定的

七大控制性骨干工程中三大最为关键的工程之一。主要

建设任务是以反调节、防凌（防洪）为主，兼顾供水、

生态灌溉、发电，全河水资源合理配置等综合利用。枢

纽采用混凝土面板堆石坝型，最大坝高 163.5 米，正常

蓄水位 1380 米，水库总库容 114.8 亿立方米，长期有

效库容 59 亿立方米，电站装机容量 200 万千瓦，年发

电量 74.2 亿度。工程总投资 289.08 亿元。

3 功能作用
黑山峡水利枢纽工程建设，事关黄河安澜和河道生

命健康，事关国家生态、能源、粮食安全大局，事关河

段周边地区经济社会发展大计，是实现黄河长治久安，

促进周边地区生态建设保护，深入实施西部大开发，推

动“一路一带”建设，助力脱贫攻坚和全面小康的战略

举措。

3.1 维系黄河健康生命。工程建成后，通过对上游

梯级发电流量进行反调节，可在有效保证沿黄工农业用

水的同时，集中大流量冲沙减淤，改善宁蒙河段不利的

水沙条件，缓减河段淤积，遏制“悬河”发展。现状径

流条件下，年均可减少河段淤积 5300 万吨。南水北调

西线一期工程生效后，年均可减少河段淤积 7700 万吨，

实现河段冲淤基本平衡，并与中游骨干工程联合运行，

为下游河南、山东河道冲沙减淤提供水流动力。每年可

将 30 亿立方米水量调节到用水高峰期下泄，切实保证

灌区用水，协调生产与生态用水矛盾，确保黄河不断流。

通过水库调蓄提高下泄水温，使宁夏河段不再封河，内

蒙古上段冰塞问题基本解决，消除河段洪水危害，保障

沿黄群众生命财产安全。远期作为国家“四横三纵”水

利布局中重要的控制性骨干工程，调节南水北调西线入

黄水量，实现流域水资源合理配置。

3.2 破解区域发展难题。工程建成后，依托高位供

水优势，可使陕甘宁蒙已建扬水灌区 116 万亩实现自流

灌溉，270 万亩扬程降低 15-158 米，显著改善当地群

众生产发展条件，加快经济发展和民生改善。根据国家

战略需要，新增生态灌溉面积 1600 多万亩，再造一个“河

套平原”，大幅增强区域农牧业生产发展能力，实现生

产空间集约高效和生态空间山清水秀，对保障国家粮食

安全发挥重大作用。可为陕甘宁蒙“能源金三角”开发

提供水源保证和供水条件，推动资源优势向经济优势转

化，辐射带动城乡社会事业建设，实现区域经济社会跨

越式发展。南水北调西线工程生效前，可使上游 21 座

梯级按最优方式发电，增加保证出力 164 万千瓦，年新

增发电 35.2 亿度。南水北调西线工程生效后，增加上

游梯级保证出力 206 万千瓦，年新增发电 64.4 亿度。

结合河段水能资源开发利用，实现区域水电、风电、火

电、光电“打捆”外送，保障国家能源安全。

3.3 构建西北生态屏障。工程建成后，按照“建设

小绿洲，保护大生态”的模式，可使 1600 多万亩沙化

土地转化为生态绿洲系统。高水位向甘肃民勤补水，遏

制生态环境恶化态势，实现“民勤绿洲”救护。通过区

域人口分布调整，实现周边 23 万平方公里沙漠、沙地、

黄土丘陵休耕、休牧和封育保护，促进区域生态系统休

养生息。形成以河套平原为中心，辐射黄土丘陵、毛乌

素沙地、腾格里沙漠、巴丹吉林沙漠的绿洲生态系统，

有效遏制沙漠扩张。增加周边地区森林覆盖率，提高退

化草场植被覆盖度，构建起北起阴山，南抵六盘山的西

北生态屏障，减少区域风沙对中东部和首都经济圈的侵

袭，保障国家生态安全。

4 论证过程
工程自 1952 年提出，已历经 60 多年研究论证。党

中央、国务院、全国人大、全国政协，以及国家有关部

委和省区对工程建设高度重视。工程建设关注面之广、

研究论证历时之长、参与单位之多和层次之高、工作之

深入，国内罕见。目前，已具备开发建设条件。

4.1 项目规划依据充分。历经长期论证，国家历次

批复的黄河流域性规划，特别是国务院 2013 年批复的

《黄河流域综合规划》，都确定河段开发任务为防凌防

洪、供水、灌溉、发电、全河水资源配置等综合利用。

4.2 方案意见基本一致。国家发改委、水利部等单

位 10 多次组织进行了反复研究和咨询论证，大多数都

推荐黑山峡高坝一级开发。2014 年 9 月，水利部向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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家发改委报送的《黄河黑山峡河段开发论证报告及评审

意见》，再次推荐黑山峡高坝一级方案。

4.3 关键问题结论清楚。针对工程地质和地震安全

问题，原地矿部和国家地震局进行了反复论证，明确工

程建设技术可行。综合多次调查分析研究，工程淹没影

响人口 7.45 万人。相对于三峡工程 130 万人、南水北

调中线工程 35 万人的移民规模，移民搬迁数量小，并

具有更为有利的基础条件，移民可以妥善安置。

4.4 工程建设普遍认可。多位党和国家领导人对工

程建设明确表示支持，全国人大、政协领导多次现场考

察并强调加快工程立项。陕西、内蒙古、宁夏三省区 4

次联合报请国务院加快工程开发。水利部、黄委会始终

明确支持工程建设，国家发改委等部门意见也是工程开

发能够比较好地实现河段规划目标。

5 建议
当前，国家高度重视中西部地区经济社会发展和

重大水利工程建设。《“十三五”规划纲要》提出，要

做好黄河黑山峡河段开发前期工作，加快完善水利基础

设施网络，推进水资源科学开发、合理调配、节约使

用、高效利用，全面提升水安全保障能力。习近平总书

记在黄河流域生态保护和高质量发展座谈会上的重要讲

话，提出“治理黄河，重在保护，要在治理”的原则，

指明“要保障黄河长久安澜，必须紧紧抓住水沙关系调

节这个‘牛鼻子’”的症结，明确了黄河流域生态保护

和高质量发展的目标和任务，是新时代人民治黄的根本

遵循。习近平总书记视察宁夏时赋予宁夏“努力建设黄

河流域生态保护和高质量发展先行区”的历史重任，为

贯彻落实习总书记讲话精神，必须加快黄河黑山峡河段

开发前期工作步伐，加大向中央及国家发改委、水利部

等有关部委汇报对接，尽早立项建设黑山峡水利枢纽工

程，为实现黄河上中游地区经济社会的持续、健康、稳

定发展，提供有力的水工程、水资源和水安全保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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