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朔天运河调水暨洮河引水解决黄河河道过水能力问题研究
＊

何俊 林

(西北师范大学 经济管理学院 ,甘肃 兰州　730070)

摘　要:水是人类生存的命脉 ,是不可替代的生命之源 。北方常年少雨干旱 ,水资源危机越来越严

重 ,草原生态恶化 ,土地荒漠化严重制约我国经济发展 。甘肃民勤生态环境严重恶化问题 ,实质上

是水的问题 ,南水北调朔天运河引水工程方案是解决北方严重缺水的重大战略设想。有效分流和

解决藏水北调黄河河道过水能力问题的最好办法是向洮河引水 ,此项举措还能提高和发挥引洮工

程最大效益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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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 、北方地区水资源危机的缩影:民勤干
旱 、沙化现状

　　我国北方常年少雨干旱 ,水资源危机越来越严

重 ,天然草原生态严重恶化 ,如果再遇连续大旱 ,西

北很多地区就可能成为人类无法生存的沙漠 ,还可

能导致西北 、华北地区经济崩溃。严重的水资源危

机 ,不仅是制约我国经济发展和人民生活富裕的主

要因素 ,而且还会引发严重的社会问题 ,威胁国家安

全 。只有解决了水的问题 ,才能遏制沙漠化 、石漠

化 ,改造荒漠 ,根治沙尘暴 ,提高国土生产能力 ,才能

营造人类生存的环境 。

据甘肃省统计局资料显示 ,甘肃省每年缺水 14

亿立方米 ,是全国水资源严重短缺的省份之一 ,多年

平均降水量为 277毫米 ,水资源总量为 289亿立方

米 ,人均占有水资源 1100立方米 ,为全国平均水平

的 1 /2,耕地亩均占有量为 404立方米 ,仅占全国平

均水平的 1/4,全省自产水资源只占全国地表水资

源的 1%,位居全国第 29位。全省 86个县(市 、区)

中 ,有 63个存在不同程度的缺水 ,仅工业每年因缺

水造成的损失产值上百亿元 ,近 300万亩农田得不

到灌溉 。因水资源短缺 ,城镇供水保证率仅 65%,

农村自来水普及率不到 30%,还有 1180万农村居

民饮水得不到保障 。
①

中央电视台新闻频道 , 2007年 4月 9日午间

“共同关注 ”栏目报道了甘肃民勤县干旱 、沙漠化现

状。民勤县地处河西走廊东部 ,石羊河流域最下游 ,

东 、西 、北三面连接腾格里沙漠和巴丹吉林沙漠。民

勤县在历史上曾经是 “湖泊涟漪 、水草丰茂 、可牧可

渔”的沙漠绿洲 。而今因为缺水 ,沙漠化加剧 ,沙漠

正在以每年 8到 10米的速度向绿洲腹地吞噬 ,民勤

绿洲逐步消失 ,已进入 “沙进人退 ”的局面 。特别是

近 20年来气候趋于干旱 ,过去的绿洲已变为沙源 ,

成为西北 、全国最干旱 、荒漠化最为严重的地区之

一 ,也成为全国甚至全世界的沙尘暴策源区之一和

生态特级危机区。

位于石羊河末端 、始建于 1958年的亚洲最大的

沙漠水库 ———红崖山水库 ,集蓄水 、灌溉 、防汛为一

体 ,是民勤的人畜饮水 、农业生产之源 ,是 30万民勤

人的生命之水 。但是 ,由于连年干旱 ,水库蓄水逐年

减少 ,于 2004年 6月底 ,首次出现彻底干涸 ,进一步

加剧了民勤的干旱 、缺水程度 。

为了解决民勤沙化 、荒漠化继续恶化问题 ,甘肃

省政府制定 、颁布了一系列有关防沙治沙法规。根

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草原法》 ,甘肃省制定了 《甘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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省草原条例 》,并于 2007年 3月 1日正式实施 ,旨在

有效控制民勤沙化 、荒漠化继续恶化局面 ,保住和恢

复民勤绿洲 。

在 2007年 3月举行的第十届全国人大五次会

议上 ,温家宝总理在参加甘肃省代表团审议时说:

“我关心甘肃 ,除了经济发展外 ,最大的就是生态环

境建设和保护问题。第一件事是一定不要使民勤成

为第二个罗布泊 !”这是温总理 2001年以来第 14次

批示和指示 。

甘肃省河西走廊地区的民勤生态环境严重恶化

的问题 ,实质上就是水的问题 ,有水就是绿洲 ,无水

就是沙漠。

　　二 、南水北调 ,朔天运河引水工程:从根

本上解决干旱 、缺水问题
　　民勤生态环境严重恶化的问题 ,实质上是个水

的问题 。拯救民勤绿洲 ,防止沙化和根治沙尘暴 ,靠

关闭机井 、压减耕地 、节水 、移民 ,这些只能是 “拆东

墙补西墙”的短期应急之策 ,都不能从根本上改变

“沙进人退” 、遏止沙尘暴发生的局面 。
对自然生存环境差的地区 ,采取生态移民有利

于地方经济社会协调发展 ,有利于生态环境保护和

开发。但大规模移民不是积极解决问题的态度 ,我

们应该面对现实 ,开展生态环境教育 ,树立保护环境

的意识 ,立足本地总结经验 ,汲取教训 ,加大投入力

度 ,强化治理措施 ,就地建设遭受破坏的生态环境 。

一走了之 ,移民到另一个居住地 ,放弃对已遭到破坏

的生态环境的治理和建设 ,去占有 、享受他人优良的

生态资源 ,就有可能再去破坏一个新的生态环境 ,形

成恶性循环 。
据国家林业局近期公布的数字显示 ,中国近二

成国土沙化 , 30个省的 889个县 、旗 、区分布有沙化

土地。全国沙化土地有 173.97万平方公里 ,占国土

面积的 18%,影响到近 4亿人的生产和生活。
②
沙化

每年造成的直接经济损失达 500多亿元 ,严重制约

着我国经济社会可持续发展。国家林业局表示 ,今

后中国重点对北方地区的荒漠化问题 ,尤其是土地
沙化问题进行集中治理 。力争到 2030年实现人进

沙退;到 2050年实现经济 、社会 、生态协调发展 。国

家林业局的这些中长期目标 ,如果没有丰富的水资

源作保证 ,很难实现。

我国北方缺水 ,造成生态环境严重恶化 ,直接影

响西北地区经济发展 ,威胁国家安全。为了应对严

峻的挑战 ,要从根本上解决民勤和西北干旱 、缺水问

题 ,只能靠调水。因此 ,南水北调成为解决西北干旱

缺水的关键 。而从我国水资源分布现状看 ,如果从

长江调水 ,水量很有限。加上全球气候变暖 ,降水减

少 ,长江水也不丰富 ,只从长江调水 ,最终还是不能

完全解决西北地区干旱缺水问题 。现在 ,许多专家 、

学者针对我国北方缺水的严重程度 ,提出了几套大

西线南水北调方案 。其中 ,大西线 “朔天运河调水 ”

方案 ,几经论证 ,各种数据比较齐全 ,具有很大优势。

大西线朔天运河工程也称为雅黄引水工程 ,是

从海拔 3510米的雅鲁藏布江中游 、西藏自治区桑日
县藏嘎村东南的朔玛滩 ,建坝开始引水 。把雅鲁藏

布江水首先引到通天河 ,最终引到黄河 。第一期工

程年引水 1 280亿立方米 ,保证每年入黄河水量不

小于 1 000亿立方米 ,解决西北缺水问题 。将雅鲁

藏布江 、怒江 、澜沧江和长江上游金沙江及雅砻江 、

大渡河流域支流汛期富裕水集中起来 ,开渠引入黄

河 ,增加黄河水量。目前长江水量仍有 10条黄河的

水量 ,夏天洪水期富裕水十分可观 ,集蓄北调很可

行。而且这条引水线路 ,引水多 ,水质好 ,投资少 ,施
工容易 ,全部自流 ,工期约 5年 。走水路线都在人烟

稀少的山区 ,淹没极少 ,移民不足 3万人;第二期工

程设计年引水量 2 006亿立方米 ,相当于 4条黄河

水量 。
③
可从根本上解决长江水患和黄河断流 、北方

缺水问题 。据大西线南水北调工程论证委员会的

《大西线调水工程建议书 》和气象学家郭开方案的

调查和论证 ,大西线 “朔天运河调水”方案 ,有丰沛

的水源;是理想的走水路线 ,具有明显的经济 、社会 、
生态效益 。

　　三 、洮河引水 ,解决藏水北调黄河河道过

水能力

　　大西线 “朔天运河调水 ”二期工程完成后 ,年引

水量 2 006亿立方米。以后的配套工程是利用黄河

河道把水引到西北 、华北等地 。经青海湖调蓄 ,可引

水到柴达木 、塔里木 、准噶尔盆地以及河西走廊与阿

拉善等地 。对这一大胆设想 ,有学者表示过反对 ,认

为这是天方夜谭 ,投资太大 ,成本过高 ,根本不可能;

但持积极态度表示支持的人士很多 ,并以各种方式

积极推进 。他们认为藏水北调是被北方严重缺水局
面逼出来的 ,仅从因干旱 、沙化引发沙尘暴而造成的

经济损失看 、从可持续发展考虑 , “朔天运河调水 ”

符合我国国情 ,势在必行;但也有人担心一下子引这

么多水 ,黄河没有这个过水能力 ,尤其是兰州至靖远

段等地段 ,最大过水能力不超过 580亿立方米 ,而且

这么大的引水量还会毁坏现有黄河水坝和电力设

施 ,目前损失太大。根据这种实际问题 ,本文提出向

洮河等支流引水 ,首先解决向黄河引水沿途缺水问

题 ,避免单纯向黄河直接引水的弊端 ,直接解决朔天

—17—



运河调水黄河兰州段河道过水能力问题。

第一 ,每年向黄河直接调水 200亿立方米 ,入刘

家峡水库调蓄。

第二 ,在青海拉加峡建水库 ,回水从甘肃玛曲或

青海香扎寺一带引水 ,经碌曲尕海调水入洮河 ,年输

水 900亿立方米 。其中 , 400亿立方米沿洮河右岸

3 300米等高线修渠到岷县东山入纳纳河 ,过分水岭

(过水能力每秒 1 000立方米),引水入武山县榜沙

河 ,到鸳鸯镇 ,筑坝建库 ,一部分水调到黄土高原 ,供

黄土高原农业灌溉和绿化 、生活用水 ,治理黄土高原

荒漠化 ,恢复植被;一部分水调入渭河 ,一方面增加

渭河水量 ,防止渭河断流 ,另一方面改善渭河水质 ,

减少泥沙流入黄河。另外 500亿立方米顺洮河而下

到九甸峡 ,通过甘肃 “引洮工程”二干渠调入祖历

河 ,利用祖历河河道 ,在靖远入黄河(约 450亿立方

米)。这样 ,不仅增加了 “引洮工程 ”水量 ,另一方面

又解决了黄河兰州段过水能力低的问题。其中 350

亿立方米利用黄河河道 ,作为向河西走廊一带调水

的水源。在黄河虎峡 、黑山峡一带建坝 ,提高水位 ,

开始引水 ,经黄河———石羊河———弱水河(天仓段)

修建运河(简称 “黄石天运河 ”引水工程)调水到河

西走廊 、腾格里沙漠 、巴丹吉林沙漠。一期工程可采

取动力引水与筑坝升高水位引水相结合的方式 ,汛

期(6 ～ 8月)应最大限度调水 ,把水引入运河沿途一

带水库和湖泊储存。形成水库 、湖泊群 ,在炎热的夏

季蒸发 ,形成降雨 ,改变这一带的干燥气候 ,恢复这

一带的生态环境及生存条件 。另外 100亿立方米直

接补入黄河 ,保证黄河全线平均每年补水 250 ～ 300

亿立方米。

第三 ,从龙羊峡水库引水 906亿立方米 ,经茶卡

盐湖 、乌兰入柴达木盆地。在柴达木盆地修建运河 ,

在阿尔金山开隧道 ,引水入塔里木盆地。在塔里木

盆地大面积蓄水 ,形成人工湖泊 ,改变这一带干旱气

候 ,绿化塔克拉玛干沙漠。同时全面启动绿化西北 、

改造沙漠工程行动 。这不仅拯救了甘肃民勤和敦

煌 ,而且使水在炎热的盛夏大量蒸发 ,形成暖湿气流

生成降雨 ,彻底改变西北地区干旱少雨问题。

第四 ,统一协调和管理调水。汛期减少向黄河

调水 ,尽量向几大盆地及沙漠区域输水 ,秋天到春

天 ,减少向盆地 、沙漠区域输水 ,恢复按设计流量向

黄河正常调水 ,保证黄河水域全年流量基本相同 ,逐

步改善和提高黄河河道过水能力 ,改变黄河中下游

地上悬河问题。 6 ～ 8年后 ,待湖泊蓄水达到一定程

度 ,西北地区生态环境基本好转后 ,向塔里木盆地和

塔克拉玛干沙漠调水逐步减少到 706亿立方米 ,向

黄河再增水 200亿立方米 ,直接调入河西走廊及华

北干旱地区。

实施南水北调工程方案 ,甘肃省河西走廊的民

勤将直接受益 。当前 ,民勤的防沙治沙是一项综合

性的系统工程 ,要以科学发展观为指导 ,统筹规划 ,

保住民勤这块绿洲 。民勤起着阻隔巴丹吉林和腾格

里两大沙漠合拢的作用 ,民勤的生态保护工作不仅

是一个县 、一个市的问题 ,而更重要的是关乎国家发

展 、民族生存的长远大计 ,所以 ,民勤治沙的战略制

定 “迫在眉睫”。应尽快将治沙的 “地方行为变成国

家行为 ”。要极力探讨开发利用与平衡发展的关

系 ,探讨国家统一宏观调控生态平衡投入产出政策 ,

在管理模式上建立地区目标责任制 ,采取国家宏观

调控 、投入和督查机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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