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甘肃农业科技 Gansu Agr. Sci. and Techn. No. 12 20152015 年 第 12 期

收稿日期：2015-11- 04
基金项目：甘肃省民生科技计划项目（1303FCMA002）部分内容
作者简介：王乃亮（1980—），女，甘肃张掖人，硕士，工程师，主要从事环境影响评价和研究工作。联系电话：

（0）13919941104。E-mail：wangnl2005@126.com

环境承载力又称环境承受力或环境忍耐力，
是指在某一时期，某种环境状态下，某一区域环
境对人类社会、经济活动支持能力的限度。环境
承载力是可持续发展的内涵之一，其很重要的一
个方面就是要求以环境与自然资源为基础，同环
境承载能力相协调，人类的活动必须保持在某一
区域承载力的极限之内。水是人类生存和经济建
设最基本的环境要素，某一区域的水量多少和水
质好坏决定了该区域可利用的水资源条件的优劣。
因此，研究环境承载力时，常用水资源承载力和
水环境承载力来描述人类生活生产等活动对自然
环境的耐受极限。
1 概念的提出

20世纪 80年代，“可持续发展”一词随着关于
人类未来的报告———《我们共同的未来》的问世而
被提出，以持续发展为基本，这份纲领性文件探

讨了人类发展的经济、社会、环境问题。为实现
可持续发展这一目标，人们开始意识到，对资源
的开发利用和污染浪费不应超过环境自身的可承
载水平。这一观点在各个国家取得了普遍认可，
并制定相关约束条款对水环境进行保护改善。我
国科学技术委员会发的《环境技术政策》中提出，

在城市开发建设中，需做到经济发展的同时环境
影响最小，将其控制在环境可承载的限度内。尽
管科学界早就提出了环境承载力这一概念，但起
初对它的定义，内容和研究方法都不明确，产生
了对环境承载能力不同的理解［ 1 - 7］。

国内水环境承载力研究起步较晚，其理论分
析、量化方法、模拟模型研究多样。起初多从水
资源角度着手，循着可持续发展的方向，对水资
源能够容许社会、经济、人口发展规模能力量化
方法进行分析研究［ 8］。此后，学者们对水环境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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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4 创新发展模式

积极探索产业发展模式，发展订单生产，理
顺企业、协会与种植户产销关系，保护、调动广
大种植户积极性，为企业提供稳定的原料基地。
通过招商引资、启动民资等办法，进一步对现有
加工、生产企业改造升级，培育、发展一批技术
先进、核心竞争力强、主业优势明显，能带动全
县中药材产业化发展的重点骨干企业，提升中药
材资源综合开发利用能力和水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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研究不再只局限于水资源方面，也开始了对水环
境承载力的研究。1998年，崔凤军在《城市水环境

承载力及实证研究》中借助模拟手法进行水环境承
载力相关实证研究，认为城市水环境承载力抽象
表示了水生态系统的结构功能，可将其作为城市

经济发展与水环境适配程度的衡量指标［ 6］。2003
年崔树彬将水环境容量表述为水环境的承载力［ 7］。
直到 2001年，汪恕成在《水环境承载力分析与调
控》中对水环境承载力与水资源承载力两者概念进
行了比较说明，其对两者概念的严谨阐述得到了
学者们的普遍认同［ 1］。
2 基本概念
水资源承载力是指某一地区的地表和地下水

资源在保证正常的社会物质生活水平下，供给工
农业生产、生态环境保护等用水的最大能力，以
及水资源所能持续供养的人数量。水环境承载力
指的是在某一时期、某一环境质量要求、某种状
态或条件下，某流域（区域）水环境在自我维持、
自我调节的能力和水环境功能可持续正常发挥的
前提下，所支撑的人口、经济及社会可持续发展
的最大规模，也就是通常所说的水环境容量、水
环境（水体）纳污能力、水环境容许污染负荷
量［ 9］。

3 研究方法的差异
水资源承载力评价定量方法很多，如模糊综

合评价法、主成分分析法、系统动力仿真模型、

多目标决策分析法等。模糊综合评判是在设置影
响水资源承载力单要素的基础上，确定评判集合
和权重，然后通过评判矩阵对影响水资源承载力
的多因素作出评价［ 10］。影响水资源承载力的因素
很多，涉及到水资源系统的各个方面，一般涉及
的因素主要有水资源可利用量（包括地上和地下资
源量）、人均供水量、区域用水结构、生活用水定
额、灌溉亩均用水量、万元 GDP用水量、不同行
业用水定额、生态需水量等等。
水环境容量计算模型通常采用的有 3种，包

括零维模型、一维模型、二维模型。影响水资源
承载力的因素较多，总体上受到水环境质量标准、
水环境自净能力、区域或流域的水资源量、一定
时期污染治理水平等因素的影响［ 11］。
4 区别与联系
从本质上分析，水资源承载力就是从用水的

角度来讲，水资源能够支撑经济发展到什么程度。
要分析水资源承载力，必须考虑生态用水、工业
用水、农业用水和生活用水等方面。在不同的社

会发展时期，社会经济发展水平不同，科技水平
不同，开发利用水资源的能力亦不同，水资源的
利用率也不同；用水定额不同以及人均对水资源
的需求不同，从而单位水资源量的承载力也不同。
从空间角度讲，不同区域的水资源量、水资源可利
用量、产业结构、经济基础、生态需求等方面存在
差异，水资源承载力也可能不同［ 12］。

水环境承载力是从污水排放的角度来讲，指
水体能承受多少排放物。从本质上说，水环境承
载力是表征水环境系统的一个客观属性，是水环
境系统与外界物质输出输入、能量交换、信息反
馈的能力和自我调节能力的表现，它体现了水环
境与人类社会经济发展活动之间的联系。当人类
的行为活动超越了这个限度，水环境系统的结构
和功能将会发生质的变化，从而影响人类的生存
和发展。反映在环境方面，就是要求达到一定的
水环境质量标准，满足水体纳污能力，也就是污
染物容量［ 13］。另外，水环境承载力是相对于压力
而言的，水体自我维持、自我调节能力和纳污能
力是水环境承载力系统中的支撑部分，社会可持
续发展过程中所形成的污染就是水环境承载力系
统中的压力部分。
水资源承载力和水环境承载力是相辅相成、

紧密相联的。研究水资源承载力时，首先要保证
基本生态用水量，然后再去分配社会用水，比如
农业用水、工业用水、生活用水、其他用水等。

而社会用水指标的确定，又与生产用水和生活用
水的排放直接相关的，这就不可避免的涉及到水
环境承载力的内涵。于是就形成了水资源承载力
和水环境承载力的复合关系，即当确定一定区域
或流域的水资源承载力时，分配了用水指标后，
并且产生的污水又回到水体的时候，同时要计算
出水体能不能承受已排入的污染物量。也就是说，
在研究水资源承载力的同时必须分析水环境承载
力。
5 结束语

研究一定区域的水资源承载力和水环境承载
力，是判断在一定时期内水生态系统与区域经济
建设、人口发展的协调程度的依据，有助于为城
市经济、人口发展制定科学规划，为调整区域产
业结构使水资源达到最优配置提供参考［ 12，14］，也
对合理制定水环境保护措施，改善城市水环境质
量具有重要意义。水资源承载力和水环境承载力
的探索研究，对实现城市社会经济可持续发展具
有现实的推动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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节水园林是在保证城市水环境安全和绿地生

态环境持续稳定发展的前提下，通过采取各种工

程和非工程措施，合理开发利用城市中的各类水

资源，建设高效的水资源配给系统，以及构建高

效的水分转化利用模式，从而最大限度地满足城

市生态绿地建设和改善城市环境要求的节水技术

体系［ 1］。随着城市生态园林建设的不断快速发展，

园林用水比例将不断加大，发展节水型园林，保护

城市水资源，实现园林用水从“耗水型”向“节水型”

转变，已成为节水型城市建设的重要内容之一。

1 基本现状

兰州市为甘肃省省会，地处西北，位于黄河

上游，市区南北群山对峙，东西黄河穿城而过，

城市依山傍水而建，有着“西部黄河之都，丝路山

水名城”的美誉。兰州市受大陆性气候的影响，降

水量少，地下水匮乏，干旱严重，土地蓄水保墒

性差，森林覆盖率低、植被稀疏、群落单纯。开

展植树种草，绿化兰州南北两山，改善兰州生态

环境与投资环境，是兰州市实施开发大西北战略

的重要举措［ 2］。据统计，截至 2013年底，兰州市

建成园林绿地面积 6 039.25 hm2，绿化覆盖面积

7 022.38 hm2，公园绿地面积 2 004.86 hm2。绿地率

为 31.13%，绿化覆盖率为 36.2%，人均公园绿地

面积 9.97 m2，全市基本形成了以南北两山绿化为

兰州节水型城市园林绿化建设发展现状及建议
魏紫惠 1，2，王有科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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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分析了兰州节水型城市园林建设基本现状及存在的主要问题，提出了因地制宜，合理选择和优化配置

植物品种；科学规划，合理配套和综合应用技术措施，提高园林水资源利用效率；加大污水灌溉力度，降低园林绿
化成本，节约水资源等发展建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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