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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从高台县水资源开发利用现状入手，分析了高台县水资源开发利用中存在的问题，提出了实施节水
工程，建设节水型社会；科学优化配置水资源；实行最严格的水资源管理制度等对策建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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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台县水资源开发利用现状及建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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水是重要的自然资源，也是人类赖以生存的

基本条件和影响经济社会可持续发展的重要因素。

长期以来，水资源短缺一直是制约高台县经济社

会发展的“瓶颈”。因此，调查了解水资源状况，

研究实现水资源可持续发展的对策，对促进经济

社会的发展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水资源问题是

当今世界热门的话题之一，随着人口的增长和经

济的快速发展，水资源危机正与日俱增，尤其是

一些干旱地区和大中型城市，解决水荒问题已成

燃眉之急。可持续发展是指既满足当代人的需要，

又不危害后代人满足其自身需要能力的发展，已

成为许多学科的一个研究方向。在世界水资源短

缺的今天，水资源可持续开发、利用及其定量评

价已成为众多学者研究的重点。

1 水资源开发利用现状

高台县位于河西走廊中部，黑河下游，地势

南高北低。随着海拔高度的降低，降水量由大到

小，年均降水量 104 mm左右，年蒸发量为 1 765

mm左右，蒸发量是降水量的 17倍。境内水流均

属黑河水系，发源于祁连山北麓［ 1］。川区引黑河

水灌溉，多年平均过境水量为 11.62亿 m3，可利

用水量为 2.291 m3。山区有水库调蓄灌溉，多年平

均引蓄水量 0.77亿 m3。地下水资源主要是在平原

川区，全县地下水资源量为 2.6亿 m3，允许开采

量为 1.2亿 m3。截至目前，高台县已建成万亩以

上灌区 5个，其中大型灌区 1个，中型灌区 4个，

中小型水库 19座，总库容 500万 m3；兴修干支渠

116条，514 km；现有配套机井 1 772眼。国民经

济各行业用水总量 4.82亿 m3。其中农业用水 4.46

亿 m3 ，工业用水 0.08 亿 m3 ，生活用水 0.05 亿

m3，生态林草用水量 0.23亿 m3。

2 存在的问题

2.1 水资源利用效率低，浪费严重

城镇生活和工农业用水存在大量的浪费。由

于管理不善、工程配套标准低和工艺技术落后，

城镇管网漏失率达 20％以上。农田灌溉采用大水

漫灌，灌溉质量低、成本高、效益低，水的利用

率更低，灌溉水利用率仅在 40％左右，个别灌溉

渠道，特别是斗农级渠道仅为 30％［ 2］。工业需水

量大，重复利用率低，用水量大，产值低。生活

方面，由于节水意识不强，节水器具推广力度不

大，生活用水浪费严重。

2.2 农业用水管理体制与运行机制尚需完善

一是适应农村经济发展的三级农业节水服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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体系尚没有形成。二是各级水管理机制不健全，

对水资源管理任务、职责、利益没有界定，以及

工程所有权不清，经营管理权不明确。三是水管

单位运行机制尚待完善。四是农业用水管理手段

落后，信息化、自动化等现代化管理方式基本还

处于探索试验阶段，普及程度不够。

2.3 地下水超采严重，水位逐年下降

导致高台境内地下水位逐年下降的原因，一

是受利益的驱动，群众从 20世纪 80年代末至 90

年代初大量开荒扩地，造成土地开发面积过大，

打井提取地下水频率过高；二是由于高台降水量

稀少，地下水的侧向和垂直补给量较少，地下水

资源贫乏，年提取量严重超过入渗补给量；三是

高台县自 2000年以来启动农村饮水解困、饮水安

全工程以来，已建成农村人饮工程 52处，解决了

107 879人的饮水问题，此项工程的实施，全部开

采的是地下水，导致地下水开采强度和供水比重

不断提高；四是为了保证黑河调水任务的完成，

在地表径流不能满足农田灌溉的情况下，群众只

能大量的提取地下水，地下水提取量由 1988年的

0.5亿 m3 增加到 2008年的 1.447 8亿 m3。特别是

2009年以来友联灌区和骆驼城灌区的水位每年以

0.34 m至 0.83 m的速度下降［ 3］。

2.4 全民节水意识尚未建立

自高台县开展节水型社会建设以来，尽管在

全社会公众参与节水方面开展了一系列工作，但

全社会参与水资源管理意识和节水意识尚未建立

起来。现实生活中，珍惜水、节约水、保护水、

关心水的意识还比较淡薄，用水粗放和浪费水资

源的现象仍然普遍存在。特别从黑河中游建立国

家级生态安全屏障的战略高度来衡量，并没有从

人与水和谐相处和可持续发展的高度来统一认识，

黑河中游水资源严重短缺的现实尚未得到足够的

重视，没有形成全社会和个用水管理部门共同联

动的合力。

3 建议

3.1 实施节水工程，建设节水型社会

全面节流、以供定需，建设节水型社会是保

证全县社会经济可持续发展的基本方针。农业节

水的首要任务是加快节水工程建设步伐，建设喷

滴灌，低压管道及防渗垄沟等。工业节水则要强

化冶炼、煤炭等行业用水大户的节约用水，加大

节水改造力度。同时，限制高耗水项目和规模。

对新建、改建、扩建的建设项目，必须采用先进

的节水设施和节水工艺，做到与主体工程同时设

计、同时施工、同时投产［ 4］。城镇生活节水则在

加强节水宣传、增强市民节水意识的同时，大力

开发、推广、使用节水设施和器具。牢固树立水

资源有限的观念，社会经济发展的用水需求不能

靠一味扩大供水来满足，应坚持“以供定需”，必

须走提高水资源利用效率的内涵式发展道路，争

取用最少的水满足社会经济发展的要求。根据高

台县的水资源条件，既要选择和发展节水型产业，

又要提倡和推行节水型生活方式。建立节水型农

业、节水型灌区，强化管理，实行“亩次计费、轮

次收费”的办法，杜绝“跑、冒、滴、漏”和大水漫

灌现象，提高灌溉水利用系数［ 5］。调整工业发展

模式，提倡工厂节约用水，降低高耗水工业比例，

逐步加大低耗水工业的比例，加速第三产业的发

展，提倡全民节约用水。

3.2 科学优化配置水资源

要满足社会、经济、环境可持续发展的需水

要求，必须抑制需水增加，加强水资源统一管理，

以水资源的承载能力确定地区的发展规模和发展

模式。调整农业种植结构，安排一些耗水量少产

值高的农作物，降低农业需水量，用来满足生态、

工业的需水要求。工矿企业向南华工业园区发展，

北沿合黎山方向，西沿 312国道向新坝镇方向发

展，这样既可以振兴地方经济，又可以分散工业

用水，减轻城镇内工业、农业、生活用水的紧张

局势。

3.3 实行严格的水资源管理制度

一是要严格执行取水许可审批制度。对取水

许可审批层层把关，不符合取水条件的严禁办理

取水许可证。严格做好水资源论证工作，把水资

源论证作为取水许可审批的前提条件和批准取水

许可水量的依据，要求年取水量在 5万 t以上的取

水户必须进行水资源论证。二是严格做好科学计

量工作。对各用水企业逐户排查，严格要求安装

计量设施，执法人员按月定期到各企业和用水户

查水表，并经双方签字确认，严格按照实用水量

和征收标准足额征收水资源费，对超计划用水户

严格执行累进加价收费制度。三是健全和完善水

资源管理制度。严格执行“三条红线”控制，推进

水资源管理从供水管理向需水管理转变［ 6］。强化

水资源统一调度，实现高台县用水总量的控制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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古浪县位于河西走廊东端，乌鞘岭北麓，腾

格里沙漠南缘，土地面积广阔，光热资源丰富。

境内地势南高北低，山地、川地、沙地各占 1/3，

平均海拔 2 500 m，年均气温 5.57℃，降水量 250

mm 左右，蒸发量 2 500 mm 以上，年日照时数

2 663～2 852 h，气温日较差大 14℃［ 1－4］，适宜日

光温室栽培。古浪县日光温室生产起步于 1994

年，经历了起步（1994— 2000年），自然发展

（2001— 2005年）和快速发展（2006年至今）三个阶

段。2006年以来，随着石羊河流域重点治理项目

的实施，全县把日光温室生产作为推进农业结构

调整、提高农业经济效益、增加农民收入的关键

措施来抓，初步形成了山区人参果、食用菌，河

灌区果树、精细蔬菜和井黄灌区精细蔬菜 3个不

同种植区，截止 2014 年全县日光温室面积达到

0.10万 hm2。为了促进古浪县日光温室蔬菜生产可

持续发展，我们调查分析了古浪县日光温室发展

现状和存在的问题，并提出可持续发展的对策。

1 发展现状

全县共有日光温室 0.10 万 hm2，其中蔬菜日

光温室 660.27 hm2，果树日光温室 259.53 hm2，食

用菌日光温室 106.87 hm2。2014年种植 576.27 hm2

（食用菌 4.6 hm2，人参果 20.33 hm2，葡萄 259.53

hm2，油桃 17.40 hm2，蔬菜 277.40 hm2）。经调查，

2013— 2014年，长 60 m的日光温室平均产量为

1 966 kg，棚均产值为 8 207元，棚均生产性投入

摘要：分析了古浪县日光温室现状，针对日光温室产业发展中存在的问题，提出了加大资金投入，增
强农民生产积极性；配套完善基础设施，强化日光温室后续管理；优化区域布局，增强抵御市场风险能力；

重视农民技术培训，提高实用技术的普及率；拓展销售市场，促进日光温室产业健康发展等解决途径，以加

快群众脱贫致富步伐等发展对策。

关键词：日光温室；存在问题；建议；古浪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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古浪县日光温室发展存在的问题及建议
张学良

（甘肃省古浪县园艺技术工作站，甘肃 古浪 733100）

标。根据纳污控制要求，全部取缔县城区排污口，

集中进入污水管网。加大对涉水违法行为的监查

力度，对未经批准擅自取水、拒不缴纳、拖延缴

纳或拖欠水资源费的行为，依法进行严厉惩处。

4 结语

水资源是维系高台县可持续发展的首要条件，

水利部门要对水资源实行统一管理，优化配置，

统筹考虑地表水、地下水、雨水及城市污水等的

综合利用，通过采取各种措施防止水资源污染。

要确实转变水资源利用效率低下的现状，同时加

大水利工程投资，保证水利工程能够最大限度的

发挥效益，实现全县水资源的可持续性利用，以

保障县域经济社会可持续发展，最终达到人与自

然和谐共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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