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撇撇姗粼黝黝耀粼戳

大 西 线
南水北调工程
建 议 书

。

支晃夔器汽篡糕擎食拿
1 97 9年 5月 1 3日

,

10 余位来 自不同部门和单位的同志 以建议小组的名

义
,

向中央呈递了 《关于实施从西藏地区 向黄河上游调水 (大西线 )的南水北调

方案建议书 》
。

建议书的依据是建国以来我 国水利
、

地理学家多年的研究成

果
。

遵照国务院领导同志的批示
,

中国国际工程咨询公司于 19 97 年下半年组织

三次大西线南水北调工程学术研讨会
。

会后
,

建议小组针对有关专家学者提出

的意见和问题
,

参照近年来我国水利
、

地理
、

地质
、

经济等各界科学家的新的

研究成果
,

对原建议书做 了修改
,

更名为 《大西线调水工程建议书》
。

建议小

组在中国黄河文化经济发展研究会下组建大西线南水北调工程论证委员会
,

以

民间社团的身份
,

联络各界专家学者
,

推动大西线南水北调工程论证工作的开

展
。

为落实江总书记新近关于我国水资源问题的批示
,

为实现毛主席南水北调

的伟大构想
,

为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而奋斗
。

大西线南水北调工程是实现

南水北调既定国策的唯一选择

党中央和国务院历来十分重视南水北调工程的规划研究工作
。

我党三代领

导集体的主要领导人对南水北调工程均有过重要指示
,

倾注了大量心血
。

早在

5 0 年代
,

毛主席就提出南水北调的宏伟构想
: “

南方水多
,

北方水少
,

如有可

能
,

借点水来也是可以 的
。

…… 把南水调到干旱的西北
、

华北地区
,

而且草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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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有很多水
,

挖几条沟
,

水就可流人黄河
,

增加了黄河的水
,

改造草地成良

田
。

人们可以藐视一切
,

惟独不可藐视黄河
” 。

江总书记批示
: “

在考虑
`

八

五
’

计划时
,

得认真研究一下水的问题
。

人无远虑
,

必有近忧
。

是应该未雨绸

缪
” 。

党的十四大文件和政府工作报告将南水北调列入我国经济发展规划
。

大

西线调水方案的实施将以最大的规模
、

最快的速度
、

最佳的效益使毛主席南水

北调的伟大理想在下世纪初叶得到圆满实现
,

从而大大加快我国工业化和现代

化进程
,

大大增强我国综合国力
,

从整体上优化我国的生态环境
。

大西线南水北调工程方案是实施南水北调构想的一个新方案
,

新思路
,

是我

国科学工作者特别是水利
、

地理科学工作者多年研究的宝贵成果
。

其基本内容是

从西藏东南部的雅鲁藏布江
、

怒江
、

澜沦江和四川长江水系的金沙江
、

雅普江
、

大

渡河向黄河调水 (所调水的绝大部分为出国境水和人海水 )
,

解决我 国西北地区和

华北地区的干旱缺水问题
,

同时解决长江流域的水患问题
。

这一方案之所以称为

大西线方案
,

主要是与原有的南水北调工程西线引水方案相区别
。

经过多年研究
,

现在形成多种南水北调方案
。

判断各方案是否可行
,

标准

主要有五
:

第一
,

是否有丰沛的水源
,

所调水量能从根本上解决我国北方地区的干旱

问题 ;

第二
,

是否有理想的行水线路 ;

第三
,

是否有丰厚的经济效益
、

社会效益和生态效益 ;

第四
,

是否能多快好省地实现南水北调的伟大构想
,

满足我国北方地区特

别是西北地区经济社会发展的迫切需要
;

第五
,

是否符合国际惯例
,

兼顾邻邦的利益
,

避免国际纠纷
。

用这五个标准来衡量
,

我们认为大西线南水北调工程是南水北调最理想的

方案
,

是解决我国北方地区水资源问题的唯一选择
,

也是根治长江水患的战略

途径
。

大西线南水北调工程着眼于全国经济发展的全局
,

是我国中西部地区经

济发展特别是西北地区和华北地区经济发展的一个关键性伟大举措
。

大西线南

水北调工程的建设将为绿化黄土高原
,

治理水土流失
,

根治黄河
,

特别是治理

西北地区沙漠
,

进而为西北和华北地区经济发展创造最根本的前提条件— 宝

贵的水资源
。

水
,

是我国北方地区特别是广裹的大西北的生命线
。

南水北调是我国社会

经济发展的迫切需要

一
、

我国水资源自然分布南北失衡
,

严重制约着我国北方千旱地区的经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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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展

我国多年平均水资源总量为 2 81 2 4亿立方米
,

居世界第六位
。

按联合国规

定的指标
,

凡人均水资源不足 17 00 立方米 / 年者
,

谓之
“

水资源紧张
” ; 人均

不足 10 00 立方米 / 年
,

谓之
“

水资源匾乏
” 。

我国人均水资源 19 95 年为

2 3 22
.

2 立方米左右
。

之所以许多地方干旱
,

主要原因有二
,

一是水资源分布不

均
,

二是大量宝贵的水资源白白流出国境
,

流人大海
。

我国南方水多
,

北方水少
,

与生产力的布局不相适应
。

长江流域及其以南

的河川径流量占全国 81 % 以上
,

人均年水量 3 4 78
.

5 立方米
,

国土面积只占全国

36
.

5%
,

耕地面积只占全国 36 %
。

其中长江流域年径流量 9 5 13 亿立方米
,

占全

国 35%
,

耕地面积只占全国 25 %
,

属丰水区
。

我国北方地区人均年水量仅 9 73

立方米
,

宁夏
、

天津不足 2 00 立方米
,

北京
、

河北
、

山东不足 4 00 立方米
,

河

南
、

山西不足 500 立方米
,

辽宁不足 9 00 立方米
。

黄河
、

淮河
、

海河三大流域

和胶东地区的河川年径流量为 15 7 3 亿立方米
,

约占全国 6%
,

耕地面积却占全

国 4 0%
,

属缺水区
。

其中海河流域年径流量只有 2 64 亿立方米
,

不足全国的

1%
,

而人口和耕地却分别占全国 9% 和 12 %
。

黄河
、

淮河
、

海河三大流域和胶

东地区是我 国水资源不适应社会经济发展需求的突出地区之一
。

据初步测算
,

到 2 0 0 0 年
,

黄淮海平原和胶东地区的工农业生产及城市人民生活年缺水量将超

过 2 00 亿立方米
。

我国流往境外和流人大海的水量占我国河流径流量的绝大部分
。

长江总径

流量为 9 6 00 亿立方米
,

人海水量占 90 %
。

我国西南地区几条主要河流每年出境

水量达 6 0 00 多亿立方米
。

特别值得指出的是随着全球气候变暖
,

我国北方降水量呈递减之势
。

据太

原
、

西安
、

兰州等地的气象资料
,

该地 区降水量
,

60 年代 比 50 年代减少

2
.

3 6%
,

7 0 年代比 6 0 年代减少 2
.

9 6%
,

80 年代比 7 0 年代减少 8
.

7%
。

这一趋

势在 9 0 年代仍在继续
。

北京市多年平均降水量为 6犯 毫米
,

50 年代为 s or 毫

米
,

6 0 年代为 5 8 4 毫米
,

7 0 年代为 5 8 9 毫米
,

8 0 年代为 5 4 8 毫米
,

9 0 年代为

4 9 9 毫米
,

19 97 年为 3 73 毫米
。

黄河中下游的平均径流量急剧减少
。

据 《黄河

志》 记载
,

17 61 年黄河花园 口最大流量为每秒 3
.

2 万立方米
,

19 5 8 年 7 月 17

日为每秒 2
.

2 3 万立方米
,

19 9 7 年 7 月 17 日每秒 2 0 0 立方米
,

19 9 7 年 8 月 6 日

最大洪峰为每秒 5 00 立方米
。

据水文资料记载
,

黄河多年平均径流量为 5 60 亿

立方米
,

黄河人海水量占径流总量的比率
,

50 年代为 79 %
,

60 年代为 60 %
,

7 0 年代为 55
.

5 %
,

80 年代为 51
.

2%
。

19 7 2 年黄河首次出现断流现象
,

当年断

流 17 天
。

19 91 一 19 95 年间平均每年断流 81 天
,

断流河段长 12 0 公里 ; 19 9 6 年

断流 128 天
,

断流河段长 6 20 公里 ; 19 97 年断流 13 次共 2 26 天
,

断流河段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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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8 3公里
。

黄河中下游水量急剧减少的原因固然是多方面的
,

但降水量减少无疑

是其中的一个重要因素
。

二
、

水资源严重短缺使我国北方地区特别是西北地区的生态环境陷于恶性循

环

西北地区包括青藏高原东北部
、

内蒙古高原西部
、

新疆和黄土高原
,

地处

欧亚大陆的干旱和半干旱区
,

气候干燥多风
,

植被稀疏
,

生态环境脆弱
。

除新

疆北部
、

黄河沿岸草原和零星绿洲 以外
,

大部分地区是沙漠
、

干旱草原和荒漠

草原
。

黄土高原水土流失严重
,

地表被切割得支离破碎
。

由于东南季风影响微

弱
,

降水量少而且高度集中在夏季
。

除黄土高原部分地区年降水量为 4 00 一 600

毫米以外
,

其余大多数地区大多为 2 00 一 4 0 0 毫米
,

且年际变化很大
,

许多地区

蒸发强烈
。

近年来
,

该地区的生态环境破坏严重
,

呈 日益恶化之势 : 植被减

少
,

水土流失
,

土地沙漠化面积逐年扩大
,

环境污染加剧
,

自然灾害频繁
,

每

年因生态环境破坏所造成的损失 以千亿元计
。

西北地区的生态环境 已经陷人
“

植被破坏— 生态环境恶化— 干旱加剧— 加重植被生长的困难— 生态

环境进一步破坏
”

的恶性循环
。

我国北方地区特别是西北地区欲脱出生态环境恶化的恶性循环
,

首要的基

本的一环是要迅速地大规模地增加植被
。

我国政府在 19 78 一 19 97 年间先后批准

三北防护林
、

太行山绿化
、

防沙治沙等 14 项生态林业建设工程
。

国家规划在
19 7 8一 2 0 5 0 年间人工造林 1

.

4 89 亿公顷
,

加上 17 41 万公顷四旁林
,

林木覆盖率

预计可达到 30%
。

但增加植被的基本前提是解决水资源短缺问题
。

三
、

南水北调是贯彻 中央关于加快中西部地区经济发展的战略方针的迫切

需要

中央关于国民经济发展的
“

九五
”

计划和 20 00 年远景 目标的决定
,

提出了

加快中西部地区经济发展的战略方针
。

由于历史
、

地理
、

经济的原因
,

我国形

成经济发展水平有很大差异的东部
、

中部和西部三大经济地带
。

在新中国建国

以前和建国之初
,

我国国民经济畸形发展
,

现代工商业
、

现代交通运输业和对

外贸易高度集中在东南沿海地带
,

广大内陆地区特别是西部地区经济发展十分

落后
。

建国以后
,

我 国在发展东部沿海地区经济的同时
,

着重在中部和西部地

区配置资源
,

建设现代工业和现代交通运输业
,

形成一批重要的工业基地
,

使

东部地区和中西部地区的经济发展差距有所缩小
。

近 10 多年来
,

由于我国推行

向东部沿海地区特别是向经济特区所在地的东南沿海地区倾斜的政策
,

我国东

部沿海地 区与中西部地区在建国后一度有所缩小的经济发展差距又有扩大的趋

势
。

根据中央的方针
,

从
“

九五
”

计划时期起
,

在一个相当长的时期内
,

我国

必须执行地 区经济相对均衡发展的战略
,

在继续发展东部沿海地区经济的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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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
,

逐步实现经济发展重点的西移
,

加快中西部地区经济发展的进程
,

逐步缩

小东部沿海地 区与中西部地 区特别是 与西部地区经济发展 的差距
。

其理 由有

(一 )在经济上
,

中西部地区地域辽阔
,

资源丰富
,

建国以来建设起一批经

济技术实力相当雄厚的工业基地和初具规模的工业体系
。

东部地区虽然拥有地

理优势和经济技术优势
,

但长期开发
,

自然资源特别是矿产资源濒于枯竭
,

高

新技术也未必超出西部地区多少
。

因此
,

东部地区和中西部地区合作开发
,

共

同发展
,

乃是我国国民经济发展的必然趋势
二.

(二 )在政治上
,

构成我 国国土的大部分的中西部地区
,

特别是广大的西部

地区
,

是我国少数民族聚居地
。

加快中西部地区经济发展 的步伐
,

缩小中西部

地区与东部地区 的经济发展差距
,

乃是加强民族团结
,

建设边睡
、

维护祖国统

一的迫切需要
。

我国中西部地 区广阔无垠的土地
_ _

卜蕴藏着极其丰富的资源
,

具有无穷无尽

的发展潜力
。

以西北地区 为例
,

该区可供利用的天然草场达 16
.

5 亿亩
,

是发展

畜牧业的良好地方
。

东部的汉中盆地
、

关中平原和银川平原
,

中部的河西走

廊
,

西部的塔里木
、

柴达木
、

准噶尔三大盆地
,

地势平坦
,

可耕面积很大
,

宜

于结合防护性林业和产业性林业
,

发展大规模机械化农业
。

这一地区拥有极为

丰富的能源
,

除黄河上游于流上的水能资源以外
,

主要有陕西
、

宁夏和新疆的

煤炭资源
,

其次是石油资源特别是塔里木盆地的石油资源
。

三者合在一起
,

能

源蕴藏总量超过华北区和西南区
,

居六大区之首
。

西北地区金属矿物和非金属

矿物蕴藏量极为丰富
,

藏量在全国居重要地位
。

西北地区迄今依然是独具特色

的农牧区
,

虽然经过几十年的建设
,

原材料和能源工业 已初具规模
,

以三线工

业为骨干的机械工业已有一定基础
,

但同西北地区辽阔的地域和丰富的资源相

比
,

开发利用的程度还很低
,

发展潜力非常大
。

我国中西部地区特别是西北地区经济发展的巨大潜力和辉煌前景要求我国

加速实施南水北调方案
,

迅速地有效地克服水资源缺乏这一制约甚至阻碍该地

区经济社会发展的瓶颈因素
。

西北地区虽然拥有数以万计的冰川
,

高山冰雪储

量达数万亿立方米
,

广阔的沙漠蕴藏着丰富的地下水
,

还有一部分河流的地面

径流
,

但可开发和利用的水资源远远不敷需要
。

西北地区处于生态脆弱地带
,

有些地区 已丧失人类的生存条件
。

在历史上
,

由于开发不当
,

森林和植被遭到

破坏
,

干旱和沙漠化使有的西域古国归于灭亡
。

这种历史教训值得我们永远记

取
。

建国以来
,

虽然国家对水土流失和土地沙漠化严重地区进行了重点治理
,

取得一定的成就
,

但由于干旱缺水
,

总体生态状况迄未改观
。

据测算
,

2 0 00 年

三北地区需水量为 1
.

47 万亿立方米
,

总降水量为 1
.

08 万亿立方米
,

再考虑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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下水
、

冰川等水源以及工业废水的净化和循环使用等因素
,

在下世纪初
,

三北

地区的缺水量约为 20 00 亿立方米以上
。

因此
,

大西线南水北调工程的实施是实施中央加快中西部地区经济发展的

方针的前提
。

大西线南水北调工程方案概述

一
、

大西线南水北调工程的基本线路方案

大西线调水工程有两条引水线路
:

第一梯级引水线路和第二梯级引水线

路
。

第一梯级引水线路是从雅鲁藏布江上游的朔马滩起
,

沿 3 5 8 8一 3 3 6 6 米的高

程
,

串怒江
、

澜沧江
、

金沙江
、

雅碧江
、

大渡河
,

至阿坝由贾曲人黄河
,

可调

水 2 0 0 6一 3 8 0 0 亿立方米
。

第二梯级引水线路是在西藏雅鲁藏布大拐弯东侧引水
,

沿 2 0 00 一 9 60 米海

拔线
,

串察隅江
、

独龙江
、

怒江
、

澜沧江
、

元江
、

南盘江
、

金沙江
、

大渡河
、

眠江
、

涪江
、

白水江
、

白龙江
,

过秦岭
,

从天水和宝鸡入渭水
,

在陕西撞关和

甘肃定远两处人黄河
,

可调水 18 80 亿立方米
。

第二梯级调水工程的实施可以进

一步利用雅鲁藏布江水系和横断山脉水系下游的丰富的出境水和四川省的长江

洪水
,

从而大幅度地增加大西线南水北调工程的调水量
。

西藏地区海拔 2 0 00 米

以下的墨脱
、

察隅地 区年降水量在 2 5 00 毫米 以上
,

年径流量达 3 800 亿立方

米
。

四川省水资源总量为 3 10 0 亿立方米
,

其中流人长江的水量 占总水量 的

8 6%
。

黄委对此方案从 50 年代起就进行调查勘探
,

积累了丰富的资料
。

第一梯级调水方案是主导方案
,

我们以下的说明以第一梯级调水方案为

限
。

二
、

大西线南水北调工程的水源和调水量分析

(一 )调水水源的宏观分析 我国西藏地区处于印度洋气流与太平洋气流

的交汇处
,

水气丰富
,

来 自印度洋上空的潮湿的西南季风沿青藏高原峡谷上升

至降水线
,

形成大量降水
,

年降水量为 10 00 一 20 00 毫米
。

西藏东南地区年平均

降水量为 2 0 0 0一 4 0 00 毫米
,

有的地 区最高达 7 5 91 毫米
。

西藏地区的水资源主

要 以高山积雪
、

冰川和地下水的形态存在
。

整个大西线调水工程的水源区的集

水面积为 100 万平方公里
,

年降水总量为 1
.

2 万亿立方米
,

形成径流 9 80 0 亿立

方米
,

流出国境和流人大海的水量达 6 9 8 8 亿立方米
。

其中西藏地区年径流总量

4 1 86 亿立方米
,

年出境水量占径流总量的 99 %
。

(二 )调水量分析 大西线调水工程取水的几条江河的总水量为 6 3 5 7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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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 109 亿立方米
,

第一梯级调水工程可取水 2 0 06 亿立方米
,

占出境水量的 30 %

左右
,

占各调水江河入海水量 24 7 5 4 亿立方米的 8% 左右
,

是合理的
,

有保证

的
。

大西线调水工程以调藏水为主
,

对长江上游各支流只取汛期洪水
。

1
.

雅鲁藏布江流域总水量 16 98 亿立方米
,

入海水量 9 4 68 亿立方米
,

可取

水 1 14 0 亿立方米
,

即从其干流取水 300 亿立方米
,

从其四条主要支流取水 8 40

亿立方米 (拉月河取水 90 亿立方米
,

雅江左岸 40 条小支流集水 l or 亿立方米
,

尼洋河取水 2 00 亿立方米
,

易贡藏布江取水 2 50 亿立方米
,

帕龙藏布江取水 30 0

亿立方米 ) ;

2
.

怒江流域总水量 6 98 亿立方米
,

人海水量 3 1 18 亿立方米
,

取水 4 80 亿立

方米 ;

3
.

澜沧江流域总水量 78 8 亿立方米
,

人海水量 3 5 00 亿立方米
,

取水 300 亿

立方米 ;

4
.

长江上游的三条支流金沙江
、

雅碧江
、

大渡河调水处的总水量为 2 9 60 亿

立方米
,

共取水 2 50 亿立方米
。

其中金沙江水量 18 80 亿立方米
,

取水 2 00 亿立

方米 ; 雅碧江水量 5 86 亿立方米
,

取水 30 亿立方米
,

大渡河水量 5 00 亿立方

米
,

取水 20 亿立方米
。

5
.

上述取水量测算仅就各主要江河的 自然径流量而言
,

如果考虑到大西线

调水工程建成后对局部气候环境的影响
,

考虑到当地极为丰富的冰川固体水和

地下水
,

取水量还可望增加
。

西藏地区冰川末端多位于等高线 2 900 一 35 0 0 米之

间的地区
。

大西线调水工程建成后
,

大量的水库
、

水渠对气候的重大调节作用

将使局部气温上升 3一 5 摄氏度
,

数百条末端浸人水库
、

水渠的冰川和高山冰雪

的融化速度将加快
,

从而大幅增加冰雪融水总量
,

其中在雅鲁藏布江和怒江两

流域即可增加水量 4 00 一 10 00 亿立方米
。

此外
,

水位高出 3 5 00 米的地下水流人

运河和水库
,

亦将增加调水量
。

6
.

在拟取水的干支流两岸沿 36 00 一3 5 00 米等高线建造输水集水两用渠道
。

这种两用渠道
,

一方面可以输送上游水库蓄水
,

另一方面可以沿途收集雅鲁藏

布江水系密如蛛网的大小支流的河水
,

从而增加可调水量
。

例如
,

全长 2 58 公

里的朔林 (朔马滩一林芝 )大渠即可沿途拦集年径流总量达 1 39 亿立方米的 40 条

支流的流水
,

增加调水量 1 10 亿立方米
。

7
.

在喜马拉雅山脉山间和南坡有 n 条河流
,

下游注人印度的布拉马普特拉

河
,

其在我国境内的河段的水量共计 19 00 亿立方米
,

有娅 口与北麓沟通
,

在

3 5 00 多米等高线处可引水 8 00 亿立方米
,

经埂口汇入雅鲁藏布江北岸的朔米 (朔

马滩至米林 )大渠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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综上所述
,

第一梯级大西线调水工程可调水量为 2 0 06 一 3 800 多亿立方米
。

三
、

大西线调水方案调水可行性分析

(一 )南高北低的有利地形 大西线调水线路的整个地形特点是多水的西

南地势高
,

缺水的西北
、

华北的地势逐级降低
,

全线的水位由海拔 35 6 8 米逐步

降低到海拔 3 3 66 米
,

过分水岭地段高度从海拔 3 5 00 米逐渐下降到海拔 3 380

米
,

形成从西南向东北倾斜的有利于流域间调水的总的地形走势
,

从而决定了

从西南诸江河调水到西北
、

华北地区的战略上的可行性
C

雅鲁藏布江与黄河之间的直线距离为 7 60 公里
,

中间隔着几条大江大河和

横断山脉
。

我国科学家经过多年的考察研究
,

发现横断山脉虽高
,

峡谷虽深
,

但大西线调水工程取水和经过的各条大江大河之间的分水岭均有较低的娅 口相

通
,

从而使各流域联成一气
,

为大西线南水北调提供了最基本的可能性
。

这是

最有价值的带关键性的发现
。

从西南诸江河向黄河调水的主要工程方案是在岩

岸磋峨
、

峡谷幽深的河道两岸采用定向爆破的成熟技术
,

炸山堵江
,

奎高水

位
,

利用原有各水系的干支河道
,

辅之以在各分水岭地段建造渠道
,

开凿隧

洞
,

因势利导
,

全线自流引水
。

整个调水工程线路虽长
,

工程虽大
,

但难度并

不很大
。

(二 )理想的调水线路 大西线调水线路串雅鲁藏布江
、

怒江
、

澜沧江和

长江上游的金沙江
、

雅碧江
、

大渡河
,

横穿在这六条江河间横亘着的多条分水

岭
:

念青唐古拉山一伯舒拉岭
、

他念他翁山
、

芒康山
、

雀儿山
、

罗柯马山
,

以

及阿坝一若尔盖草地
。

在青藏高原 (平均海拔 5 0 00 米 )和横断山脉 (平均海拔

4 5 0 0一 5 50 0 米 )的结合部
,

为一片长 80 0 公里
、

宽 15 0 公里
、

海拔 3 6 0 0 米一

34 00 米的低凹地带
,

地理学家称之为项凹带
。

大西线调水线路就行进在这条狭

长的低凹地带上
,

其基本走向是雅鲁藏布江河谷一帕隆藏布江河谷一怒江的洛

隆一澜沧江的昌都一金沙江的白玉一雅碧江的甘孜一大渡河上游的阿坝一黄河

的若尔盖草地
。

在这条项 凹带上
,

上述各条分水岭都有溪谷山 口 即娅口
,

使相

邻的水系得以沟通
。

(三 )雍坝蓄水方案 大西线调水地区属地震多发区
,

大西线南水北调工

程多高坝
、

超高坝
,

不宜建造钢筋水泥坝
。

大西线 8 个水库坝址都是人烟稀少

的 V 形大峡谷
,

最宜于采用定向爆破方法
,

筑堆石坝堵江
。

这种巨型堆石坝完

全可 以截断水流湍急的大江大河
,

奎高水位数百米
,

形成大型
、

巨型水库
,

不

怕地震
,

不愁坍塌
,

而且造价低廉
。

1
.

雅鲁藏布江的朔马滩水库坝高 92 米
,

库容量 48 亿立方米 ; 主体水库松

宗水库坝高 36 0 米
,

库容量 10 0 亿立方米
。

2
.

怒江朔瓦 巴水库为大西线调水工程的第一大水库
,

库容量 1000 亿立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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米
,

但设计坝高亦仅为 32 9 米
。

怒江可调水量为 4 80 亿立方米
,

可争取达到 6 80

亿立方米
,

为大西线调水工程的又一举足轻重 的水源
。

怒江调水条件得天独

厚
:

打 6 公里隧洞即可沟通雅鲁藏布江水系和怒江水系
。

夏里的朔瓦巴大峡谷

为典型的 V 型大峡谷
,

年均径流量达 41 9 亿立方米 (另外
,

拦玉曲年人库 50 亿

立方米水
,

库容可达到 5 00 一 7 00 亿立方米 )
,

上游人烟稀少
,

淹没损失小 ; 无

暴雨
,

无洪灾威胁
,

故可建造库容量千亿立方米以上的巨型水库
。

3
.

澜沧江水系的 昌都调水工程 的主体水库麦曲水库坝高 2 49 米
,

库容量

12 0 亿立方米
。

4
.

金沙江大水库为大西线调水工程的第二大水库
,

库容量达 4 00 亿立方

米
,

坝高 3 86 米
。

5
.

雅碧江的甘孜水库坝高 2 00 米
,

库容量 46 亿立方米 ; 炉霍鲜水河水库坝

高 18 1 米
,

库容量 68 亿立方米
。

6
.

大渡河水系的两河 口水库坝高 2 92 米
,

库容量 1 18 亿立方米
。

7
.

入黄后工程拉加峡水库坝高 38 0 米
,

库容量 4 88 亿立方米
。

(四 )过分水岭工程方案 根据实地考察
,

过分水岭工程方案有三个特

点
:

第一
,

选择了最宜于过水的娅 口 ;

第二
,

不单纯依靠利用娅 口的溪壑建造输水渠
,

否则水道迂 回曲折
,

工程

量大
,

输水量小
,

后期边坡塌方和泥石流问题多
。

第三
,

娅 口 中的分水岭山体单薄
,

厚度一般不超过 20 公里
,

最适合于开凿

隧洞
。

过分水岭方案主要采用在最佳娅 口开凿短程隧洞 的办法
,

这样做的优点是

工程量较小
,

输水量大
,

且可利用落差发电
。

这样的工程共有 6 处
,

即
:

1
.

沟通雅鲁藏布江水系和怒江水系之间的分水岭念青唐古拉山一伯舒拉岭

的通拉一八美工程 (开凿隧洞 6 公里 ) ;

2
.

沟通怒江水系和澜沧江水系之间的分水岭他念他翁山的马利一恩达工程

(开凿隧洞 19 公里 ) ;

3
.

沟通澜沧江水系和金沙江水系之间的分水岭芒康山的括热一贡觉工程 (开

凿隧洞 11 公里 ) ;

4
.

沟通金沙江水系和雅碧江水系之间的分水岭沙鲁里山的白玉一甘孜工程

(开凿隧洞 8 公里 ) ;

5
.

沟通雅碧江水系与大渡河水系之间的分水岭罗柯马山的罗柯马一翁达工

程 (开凿隧洞 6 公里 ) ;

6
.

沟通大渡河水系与黄河水系之间的分水岭麦尔玛山梁的麦尔玛一纳革藏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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玛工程 (开凿隧洞 6公里 )
。

整个大西线调水工程共开凿隧洞 5 6公里
,

最长的隧洞为 19 公里
,

平均每

条隧洞约长 9 公里
。

大西线调水方案运用倒虹吸原理建造翻水工程
,

解决输水线路在雅鲁藏布

江水系各主要河流的河 口地段的过水问题 通过输水集水两用水渠和倒虹吸翻

水工程
,

可克服雅鲁藏布江河谷西高东低
,

地形复杂的困难
,

将雅鲁藏布江水

系的径流的绝大部分汇人水位达 3 50 6 米的松宗水库
,

从而为藏水北调打下坚实

的基础
。

(五 )若尔盖草地改造方案 若尔盖草地的治理是大西线调水工程的前期

工程
。

草地面积约 l 万平方公里
,

为 一片沼泽地带
,

年降水量约为 7 00 一 8 00 毫

米
,

积水层厚 巧一30 米
,

保有水量约为 4 00 亿立方米
。

加 以开发
,

可每年增加

黄河水量 80 亿立方米
。

大西线调水工程方案提出制造人工泥石流的治理办法
,

利用湍急的河水冲刷泥沙
,

疏浚河床
,

降低人黄 口 黄河河段及流经草地的贾

曲
、

白河
、

黑河 的水位
,

以便迅速排干草地积水
。

这样
,

不仅可以在草地顺利

地建造引水工程
,

而且为彻底治理和开发草地创造条件
。

(六 )与调水可行性有关的几个具体问题

1
.

地质地震情况 大西线调水线路经过的地区特别是西藏地区属于喜马

拉雅山新隆起地质区
,

地质构造 比较复杂
,

地震比较频繁
。

三级以下的地震经

常发生
,

五级以上大地震两三年发生一次
,

近百年纪录到八级地震一次
,

即

19 50 年 8 月 巧 日察隅大地震 8
.

6 级
,

震中离大西线工程最近距离 2 89 公里
,

但

地震对引水隧洞和宽阔低矮的人工渠影响甚微
。

泥石流特别是冰川泥石流现象

在局部地带曾经发生
,

最大的古乡泥石流发生在大西线工程上边
,

经多年流

动
,

现已成强弩之末
,

对调水工程的人工渠道的建造和运营已经不构成威胁
,

大西线工程有安全措施保证
。

我 国权威地质学家根据对大量地质资料特别是根

据对卫星遥感资料的长期研究
,

确认大西线调水工程线路所经过的地带的岩层

(花岗岩
、

火成岩
、

石灰岩 )是坚 固的
,

从地质学的角度判断
,

大西线调水工程

方案是切实可行的
。

2
.

人工河道的建造条件 大西线调水工程的人工河道共有三处
,

即雅鲁

藏布江及其主要支流的输水集水大渠
、

拉加峡水库至青海湖的输水渠和青海湖

至岱海的输水渠
。

西藏境内的渠道大都在缓坡地带修建
,

且在公路附近
,

施工

条件较好
,

工程造价也较低
。

其他两处渠道均在平坦的阶地和高原上建造
,

施

工条件甚好
。

3
,

冰川对调水工程的影响 大西线调水工程的调水区共有 69 条冰川
,

主

要位于波密和易贡地区的念青唐古拉山
,

在引水线路区绵延约 3 00 公里
,

不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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都处于水库区域
,

不但对工程和工程施工没有影响
,

其加快溶化还可大幅度地

增加可调水量
。

4
.

现有河道的过水能力 大西线调水工程方案串七大江河
,

基本上利用

原有的河道引水
,

因雅鲁藏布江
、

怒江
、

澜沧江
、

金沙江
、

雅普江
、

大渡河
、

黄河 (龙羊峡 以上 )的两岸高出水面 5 00 一 10 00 米以上
,

通过 8 0 00 一 13 0 00 秒立

方米的流量毫无问题
。

但黄河有问题
。

兰州
、

宁夏和河套地区的黄河河道的最

大过水量分别为 58 80
、

6 0 00
、

5 6 00 秒立方米
,

大西线调水工程的引水量加上黄

河的水流量共达 1
.

3 万秒立方米
,

黄河显然无法容纳
。

解决办法是建造拉加峡

大水库
,

连通青海湖
,

调蓄引水量
,

使黄河保持 2 8 00 一5 0 00 秒立方米的安全流
仁曰

』区 。

5
.

工程淹没和移民问题 大西线调水区域人烟稀少
,

经济落后
,

故淹没

损失较小
。

工程实施约需移民 2
.

5 万人
。

由于是藏族聚居区
,

移民数量虽小
,

但移民难度却不小
,

特别是当牵涉到寺院和城镇的搬迁时
,

问题尤其复杂
。

调

水方案充分考虑到这一点
,

不淹没任何城镇和寺院
,

将淹没损失和移民数量降

低到最小限度
。

四
、

战略调蓄水库工程方案

大西线调水工程实行调蓄并举的方针
,

因为只调不蓄
,

所调之水人黄河

后
,

一泻千里
,

直入大海
,

无法调节
,

无法利用
。

大西线调水的战略调蓄工程

的核心是建设青海湖和岱海两大战略调蓄水库
。

主要内容是建造坝高 3 8 0 米
、

奎高水位至 3 3 5 8 米
、

库容量 4 88 亿立方米的拉加峡大水库
,

开挖拉加峡大水库

至青海湖的全长 2 16 公里的输水渠
,

以及建设由青海湖向岱海引水的青岱输水

工程
。

(一 )西部战略调蓄总库— 青海湖 青海湖位于黄河拉加峡谷以北 10 0

公里处
,

现有水位海拔 3 194 米
,

现有水域面积 4 4 00 余平方公里
,

最大水深 28

米
,

总蓄水量 8 54 亿立方米
,

湖岸环山海拔 33 00 米左右
。

拉加峡大水库建成

后
,

水位将达海拔 3 3 5 8 米
,

高出青海湖现有水面 16 4 米
。

从拉加峡大水库沿

3 3 3 8一 32 2 8 米等高线引水人青海湖
,

青海湖水面将升高 32 米
,

水面海拔高度将

达到 3 2 2 6 米
,

水域面积将增至 6 0 00 平方公里
,

总蓄水量将达到 2 89 0 亿立方

米
。

青海湖的特点有二
,

一是海拔高
,

二是储水量大
,

是三峡水库储水量的 16

倍
。

它的调蓄功能有二
:

第一
,

借助于青海湖的调蓄作用
,

可以居高临下地源源不断地向整个西北地

区包括柴达木盆地
、

河西走廊
、

塔里木盆地
、

准噶尔盆地和阿拉善沙漠供水 ;

第二
,

借助于青海湖和长江上游水系各水库的调蓄作用
,

大西线调水工程

可以全部拦蓄长江上游千年一遇
、

两千年一遇 的特大洪水
,

确保三峡水库安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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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
,

根除长江中下游的洪水灾害
。

而且
,

在长江枯水季节
,

大西线调水工程可

以向长江供水
,

确保长江流域的航运
、

发电
、

城乡工农业生产用水和人民生活

用水
。

有的学者认为青海湖是咸水湖
,

不能用作调蓄水库
。

这个问题不难解决
。

青海湖现蓄水总量为 8 00 多亿立方米
,

矿化度为 14 克 / 升
,

属微咸水
。

大西线

调水工程竣工后
,

青海湖总蓄水量将增至 2 8 8 9 亿立方米
,

湖水矿化度将降低到

2 克 / 升
,

基本上淡化
。

而且
,

从此以往
,

湖水长年累月地大出大进
,

湖水矿化

度将越来越低
。

(二 )东部战略调蓄总库— 岱海 岱海位于内蒙古自治区凉城县
,

为淡

水湖
,

东南距官厅水库 2 88 公里
,

四周环山
,

海拔 12 21 米
,

盆地面积 2 0 00 平

方公里
,

现有水域面积 17 4 平方公里
,

水深 19 米
,

蓄水量 20 亿立方米
,

最大

潜在蓄水量 60 0 亿立方米
,

与邻近的黄旗海
、

察汗诺尔
、

达莱诺尔等湖泊联通

一气
,

蓄水量在 100 0 亿立方米以上
。

岱海作为大西线调水工程的东部战略调

蓄总库
,

可以在黄河汛期将 占黄河洪水量的大部分的上游洪水全部东调储

存
,

并可以通过青岱输水工程储存大西线部分调水量
。

这样
,

它可发挥两大作

用
:

第一
,

可以在黄河汛期避免晋陕峡谷泥沙下泻
,

大大减轻黄河中下游洪水

灾害
,

使黄河下游河段停止泥沙淤积
,

为黄河根治创造条件
。

第二
,

可 以从容地向整个华北地区包括黄土高原
、

华北平原和内蒙古东部

供水
,

解决华北地区的干旱问题
,

改造严重威胁首都北京的内蒙古中部的浑善

达克沙漠
,

并为绿化黄土高原
,

最终根治黄河创造条件
。

五
、

有关国际问题

横断山脉水系的两条大江 (怒江
、

澜沧江 )的下游流经一些东南亚国家
,

我

们在规划中根据现有的国际法和国际惯例
,

充分兼顾了这些友好邻邦的利益
,

我国实施大西线调水工程不存在国际法或国际惯例的障碍
。

第一
,

大西线调水工程仅限于从我国境内的河段引水
,

而且所引水量不超

过这三条江在我国境内的径流量的 1/ 2
。

第二
,

南亚和东南亚地 区降水丰富
,

河水丰沛
,

大西线调水工程不影响有

关国家的水资源利用
。

1
.

雅鲁藏布江注人布拉马普特拉河上游的鲁希特河
,

布拉马普特拉河为恒

河支流
,

因此雅鲁藏布江为恒河的三级支流
,

入海年总水量为 5 6 00 亿立方米
,

大西线调水工程在雅鲁藏布江的取水量仅为恒河人海总水量的 1/ 6 弱
。

2
.

怒江入缅甸后称萨尔温江
,

注人莫塔马湾 (安达曼海 )
,

年人海总水量为

3 3 18 亿立方米
,

我国取水量仅为人海总水量的 1/ 9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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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

澜沧江出境后称媚公河
,

流经缅甸
、

老挝
、

柬埔塞
、

越南人海
,

年入海

总水量为 3 5 0 0 亿立方米
,

我国取水量不足人海总水量的 1/ 12
。

第三
,

我国在这三条江适量取水
,

在洪水季节产生某种调节作用
,

有助于

减轻印度
、

孟加拉
、

老挝
、

柬埔寨等国家的洪水灾害
。

第四
,

大西线调水工程是从我国境内的丰水地区将一小部分人海水量引人

干旱缺水的我国西北地区和华北地区
,

改造广阔无垠的不毛的沙漠
、

荒漠
,

改

善亚洲腹地的生态环境
,

实施可持续性发展战略
,

完全符合近年来的世界潮

流
,

可大大减轻下游国家的洪水灾害
,

符合亚洲各国人民包括东亚
、

南亚和东

南亚各国人民的利益
。

六
、

工程
、

造价 (不包括第二梯级调水工程 )和工期

(一 )工程量 主要工程项 目包括 19 座大型水库 (总库容 2 8 8 8 亿立方

米 )
、

6 条隧洞 (共长 56 公里 )
、

9 座水电工程 (总装机容量 21 20 万千瓦 )
、

600 公

里引水集水渠 (其中集水渠 2 00 公里
,

渠库 89 座 )
、

6 个倒吸虹工程 (包括 10 个

汇水池 )
。

(二 )总造价 总造价 5 80 亿元 ( 19 90 年不变价格 )
。

总造价包括从朔马滩

水坝到青海湖输水渠的整个引水入黄工程的建造费用 ; 3 00 万千瓦水电站投资 ;

进藏铁路建设费用
。

若按 19 97 年不变价格 ( 19 90 年价格的 3
.

88 倍 )计算
,

总造

价约为 2 2 5 0 亿元
。

(三 )建设工期 工期 5 年
。

全部调水工程分为 10 个工区 30 个工段
,

全

线同时施工
,

或在一二年内相继施工
。

大西线南水北调工程的经济社会生态效益

大西线调水工程的建设可彻底改变三北地区的干旱面貌
,

根治黄河
,

从根

本上优化我 国广裹的北部地区的生态环境
,

实施可持续性发展战略
,

推动我国

国民经济高速持续发展
,

大大加快我国工业化和现代化建设的步伐

一
、

多快好省 大西线南水北调工程是一项多
、

快
、

好
、

省的规模空前

的调水工程
。

多— 调水量多
,

至少调水 20 06 亿立方米 ; 快— 施工期仅五

年 ; 好— 水质优良
,

受益区域大
,

解决大半个中国的干旱问题
,

优化我国总

体生态环境
,

是执行二十一世纪议程的关键性工程 ; 省— 建设费用在 2 300 亿

元以下
。

实施大西线调水工程筹集部分启动资金
,

边设计
,

边建设
,

实行滚动

开发
,

可迅速得到很高的回报
。

若尔盖草地的开发治理即为实例
。

若尔盖草地

积水 4 00 亿立方米
,

蕴藏泥炭 71 亿吨
。

开发治理工程完工后每年可增加黄河水

量 80 亿立方米
。

按每吨水 0
.

5 元计算
,

初次排人黄河 80 亿吨水
,

可得水费 40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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亿元
。

草地泥炭开发二分之一
,

可得数额相当可观的资金
。

还可开发出 40 万公

顷耕地
。

二
、

根治黄河 实施大西线调水工程后
,

有了充沛的水
,

可以改造三北

地区特别是西北地区的沙漠
,

绿化黄土高原
,

根绝黄土高原的水土流失
,

彻底

解决黄河的泥沙问题
,

从而实现
“

圣人出
,

黄河清
”

这一中华 民族世世代代梦

寐以求的美好理想
。

三
、

从根本上解决我国农业 问题 实施大西线调水工程
,

解决三北地

区特别是大西北的荒漠沙漠
、

黄土高原和华北平原 的用水问题
,

将大大增加

我国农林牧用地面积
,

大大提高土地生产力
,

一劳永逸地解决我国的农业问

题
。

不考虑戈壁
、

重盐碱地 和沼泽地的开发
,

三北地区现有可 开发 的沙漠

4 9 5 0 万公顷
,

荒漠 59 00 万公顷
,

共计 10 8 50 万公顷
,

合 16 亿亩
,

引水后可

改造成 10 亿亩农林牧用地
,

从而绰有余裕地解决 2 0 30 年全国 16 亿人 口的粮

食问题
。

四
、

促进我国电力工业的长足发展 实施大西线调水工程
,

可以利用

30 00 米落差和年 10 0 0 0 个流量的水量
,

增加 2 亿千瓦装机容量的发电能力
。

由

于黄河水量成倍增加
,

不用再增加投资
,

即可大大增加黄河现有梯级电站的发

电量
。

反之
,

如果不搞大西线调水工程
,

黄河现有 的梯级水电站
,

包括正在建

设的小浪底水电站
,

将由于黄河断流现象的日趋严重而难以发挥效益
。

(一 )充分发挥黄河现有水电站的设计能力
。

黄河上现有十一座水电站
:

刘家

峡
、

李家峡
、

龙羊峡
、

大峡
、

盐锅峡
、

八盘峡
、

万家寨
、

天桥
、

三门峡
、

小浪底
、

青铜峡
,

总装机容量为 9 18 万千瓦
,

年设计发电能力为 7 88 亿度
。

由于 目前黄河断流或流

量不足
,

年发电量仅为 1 72 亿度
。

引水后可充分发挥现有设备能力
,

国家不需要大

的投人
,

可保证发电 78 8 亿度
,

增加 6 16 亿度
,

相当于增加一个三峡水电站的发电

量 (目前施工中的三峡水电站年发电能力为 7 80 亿度 )
。

按每度电增加社会产值 20

元计算
,

每年共可增加社会产值 1
.

2 万亿元
。

(二 )为扩建现有黄河水电站创造条件
。

黄河有了充足的水源 以后
,

现有水

电站还可扩建
,

增加发电机组
。

如果投资 4 00 亿元
,

便可增加 2 0 00 万千瓦的装

机容量
,

年生产 10 00 亿度电
。

(三 )为增建黄河水电站创造条件
。

按水利部原计划
,

在拉西瓦
、

公伯峡
、

积石峡
、

寺沟峡
、

小峡
、

乌金峡
、

大柳树
、

龙 口
、

前北会
、

债石
、

军渡
、

三

交
、

龙门和西霞院等 14 处新建水电站
,

原按 3 00 亿立方米流量装机 12 8 3 万千

瓦
,

引水后可装机 3 8 49 万千瓦
。

按 1998 年建设水电站投资标准
,

每千瓦小时

投资 46 00 元计算
,

总投资 17 70 亿元
,

年发电 19 24
.

5 亿度
,

相当于三峡水电站

建成后年发 电 7 80 亿度的 2
.

5 倍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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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 )兴建青海湖
、

岱海水电站
。

青海湖水位为海拔 3 194米
,

而柴达木盆地

海拔为 2 6 7 9 米
,

塔里木盆地的罗布泊为 7 80 米 ; 岱海为 12 21 米
,

科尔沁沙地

为 4 00 米
,

北京 43 米
,

因此
,

引水进人青海湖和岱海调蓄后可利用巨大的落差

发电
。

青海湖可装机 5 8 86 万千瓦
,

岱海可装机 2 0 00 万千瓦
,

共计装机 7 8 86 万

千瓦
,

年发电 3 94 3 亿度
。

(五 )兴建坑 口 电站
。

引水后
,

黄河沿线煤矿可利用当地丰富的煤炭资源
,

兴建坑 口火力发电厂
。

若按原计划装机 1 亿千瓦
,

年发电 5 0 00 亿度
,

相当于三

峡水电站发电量的 6
.

3 倍
。

以上各项工程总发电量为 1
.

36 万亿度
,

每年产值 27
.

2 万亿元
,

相当于

19 9 7 年国民生产总值的 3
.

4 倍多
。

五
、

开发矿产
,

发展工业 6 60 0 多公里的运河开通以后
,

将大大促进三

北地区 1 30 多种矿产资源的开发和其他工业 的发展
,

使三北地 区实现经济腾

飞
,

缩小东西部地区经济差距
。

六
、

促进航运的发展 向青海湖和岱海引水 巧 oo 亿立方米水的输水渠实

际上是一条从天津至新疆和拉萨的长达 6 6 00 公里的可通航轮船的万里大运河
。

七
、

促进旅游业的发展 通水 以后
,

沿线可建多处港 口或码头
,

形成许

多新的城镇
,

增加大量景点
,

吸引大量游客
。

八
、

规模空前的就业工程 大西线调水工程是一项伟大的就业工程
,

据

初步测算
,

大西线调水工程直接间接创造的就业岗位以亿计
。

从短期看
,

大西

线调水工程纵贯南北的广阔工作面全线施工
,

国家可用以工代贩的方式组织西

部地区大量农村劳动力参加建设
,

因此
,

大西线调水工程是最大的扶贫工程
。

大西线调水工程开工之 日
,

就是西部地区人民走向小康道路之时
。

从长期看
,

调水工程的实施和中西部地区经济的发展
,

将促使人 口密集的东部地区的人 口

逐渐向中西部地区转移
,

实现我国人口 的地区相对均衡配置
,

有效地安置城乡

特别是农村亿万剩余劳动力
,

促进中西部地区的经济技术社会的发展
,

加强民

族团结
,

确保社会安定
。

九
、

根除长江水患 大西线调水工程特别是第二梯级调水可将四川境内

长江各支流汛期的洪水全部调人黄河
。

黄河中上游现有水库塘坝 1 2 85 0 座
,

其

中水库 3 0 00 多座
,

总库容 6 60 亿立方米
,

可使长江沿岸流量不超过 3 万立方

米 / 秒
,

最高水位可 比目前下降 4一6 米
,

在警戒水位线以下
,

从而达到根治长

江流域水患的 目标
。

今年的抗洪斗争证明
,

大西线南水北调工程包括第二梯级

调水工程的实施是非常必要非常迫切的
。

十
、

趋利避害
,

造福西藏人民 一方面
,

大西线调水工程方案尽量降低

水坝高度
,

减少淹没面积
,

将淹没损失降低到最小 限度 ; 另一方面
,

调水工程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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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建设成功将给西藏人民带来多方面的直接利益
:

1
.

数量众多的水库和水渠的建造将大大改善西藏地区的生态环境
。

2
.

进藏铁路的铺设
、

水库水渠的建造
、

渠堤公路的建设将使西藏地区的水

陆交通事业得到空前的发展
。

3
.

大西线调水工程的建成将加速西藏地区的经济发展
,

巩固西南边防
。

西

藏地区的水力发电装机容量将增加近千万千瓦
,

水电事业的长足发展和进藏铁

路的建成将极大地促进西藏地区丰富的矿产
、

生物森林和能源 (石油
、

天然气
、

燃冰 )等资源的开发利用
。

仅铬铁矿一项
,

西藏蕴藏量即达 100 亿吨之巨
。

它的

开发将加速西藏的现代化
。

结论和建议

一
、

结论

综上所述
,

我们可以得出三点基本结论
:

(一 )大西线南水北调工程的实施
,

无论对我国农业问题的根本解决
,

对我

国生态环境的总体优化
,

还是对国民经济发展的全局
,

都具有极其重大的不可

替代的战略上的重要意义
。

(二 )大西线南水北调工程是一项关系到国民经济发展全局
,

关系到我国社

会主义现代化事业的成败利钝
,

关系到我国总体生态环境的发展趋势
,

关系到

中华民族盛衰兴亡的百年大计
,

千年大计
,

万年大计
,

应当倾全中华民族之

力
,

以只争朝夕的精神
,

克 日建设成功
。

时间只嫌其晚
,

不嫌其早 ; 速度只嫌

其慢
,

不嫌其快 ; 规模只嫌其小
,

不嫌其大
。

不能拘泥于
“

谁受益
、

谁投资
”

和斤斤计较于工程投资的短期效益
,

不能因地区部门的局部利益而推迟工程的建

设 日期
,

缩小工程的建设规模
。

应当确认
,

大西线南水北调工程的受益者不仅仅是

西北地区和华北地区的民众
,

而是全 国人民
,

是整个中华民族
,

是子孙万代
。

不能

将大西线调水工程的建设负担放在少数直接受益的省市自治区身上
,

否则将贻误

工程的建设
。

国家应当动员全国全民族的财力
、

物力和人力建设大西线调水工

程
。

(三 )对大西线方案战略上的科学性和可行性应加以肯定
。

我国广大科学工

作者在建国后对西南地 区的水文
、

地理
、

地质进行了多年实地考察和研究
,

积

累了丰富资料
,

取得了丰硕成果
,

对大西线南水北调 问题也进行了深人的研

究
,

形成了比较清晰的思路和方案
。

本建议书就是以这些成果为基础拟就的
。

另一方面
,

对引水线路的具体走向
,

对各个炸山堵江
、

开凿隧洞和开挖渠道的

地点的工程地质条件
,

对工程量和投资量的计算
,

对与原有的南水北调规划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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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系
,

对围绕大西线调水工程的西北
、

华北地区的经济发展战略的调整
,

对黄

土高原和黄河的根治等问题
,

尚需作进一步的研究论证和通盘规划
。

二
、

建议

(一 )国家调整现有的
“

南水北调
”

方案
,

将大西线调水方案的研究和实施

作为
“

九五
”

计划和 2 01 0 年规划时期我国经济建设的重中之重
,

放在最优先的

位置加以考虑
。

(二 )国务院应将大西线调水工程的前期方案和可行性报告的制订作为国家

重点课题批准立项
,

成立专门机构主持其事
,

迅速组织力量
,

加紧研究
,

限期

完成
。

(三 )修建进藏铁路
,

从根本上改善西藏地 区的交通条件
,

是实施大西线调

水工程的重要前提条件
,

同时也是开发西藏
,

促进西藏经济社会发展不可或缺

的前提条件
,

具有重大的经济意义
、

政治意义和国防意义
。

修建从格尔木至拉

萨的进藏铁路
,

全长 10 80 公里
,

约需投资 130 亿元
,

工程难度不大
,

工程设计

早已准备就绪
,

应当作为大西线调水工程的前期工程之一
,

尽早动工兴建
。

近

来有的专家建议修建从甘肃兰州到拉萨的进藏铁路
,

其走向与大西线调水线路

基本一致
。

兴建这条进藏铁路可以为大西线调水工程的实施和西藏以至西南地

区今后的开发提供重要的先决条件
。

(四 )由国务院确定主管部门
,

组织专业队伍
、

人民解放军工程部队和沿线

地区的农民群众
,

承担大西线调水工程的设计勘探和建造任务
,

群策群力
,

加

快工程进度
,

节省投资
,

并确保工程质量
。

由军队修建运河
,

在外国也有先例

可循
。

例如
,

美国近两万公里的运河就是由美国陆军工程部队修建的
。

(五 )当前
,

组织我 国地质
、

水利
、

工程的权威专家
,

利用 比较新的卫星遥

感资料
,

用先进的技术手段和方法悉心研究大西线调水工程取水和经过地区的

地质情况
,

在此基础上
,

调动军民两界的勘探力量
,

有计划地有针对性地对大

西线调水工程流经的地区作进一步的实地勘察
,

加快大西线调水工程前期工作

的进展步伐
,

为中央决策提供进一步的实证依据
。

(六 )作为解决西北地区干旱问题的一项重要的补充工程
,

在新疆西北部建

造额尔齐斯河
、

伊犁河水坝
,

堵截部分流出国境的河水
,

可得 2 00 亿立方米水

量
,

对开发北疆南疆
,

不无小补
。

(七 )成立大西线南水北调开发基金会
,

一方面在全 国范围内筹集建设资

金
,

另一方面在海外华人和广大侨胞中募集资金
,

作为国内集资的重要补充
。

也可以用优惠的政策吸收外商直接投资
,

或者利用国际金融机构的优惠贷款
。

(杨德明执笔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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