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河西走廊地下水与河水的互相转化

及水资源合理利用问题

甘肃省地质局研究所 范锡朋

河西走廊并不是一个统一的
、

连续的山前平原地

带
,

而是由一系列具有共生关系的构造一地貌 盆地所

组成的
。

这些盆地呈南
、

北两排展布
,

南面的一排紧

靠祁连山
,

北面的与低矮的北山邻接
,

南北盆地之间

多为不宽的构造山梁分隔
。

由于中新生代以来强烈的

沉降
,

各盆地中都有巨厚的半固结
一

琉松 的 山麓相
,

河湖相堆积
,

从而使这些盆地成为地下水良好的聚集

场所 (图 1 )
。

图 1 河西走脚水文地质盆地分布略图

各盆地目前广泛作为供水水源的含水层系是中上

更新统一全新统
。

这是一类受山前平原地貌及沉积物

岩相制约的潜水一承压水系统
,

也是各盆地中地下水资

源主要的富集层位
。

在分布上它受盆地的构造
、

地貌

限制
,

具有独立的补给
、

径流
、

排泄过程
,

但通过地

下水与河水的互相转化
,

又使一些盆地之间的水资谏

发生密切的联系
,

并在开发利用上互相牵制
。

一
、

地下水与河水之间

互相转化的规律

一般
,
河西走廊的河流从发源地到其水流终止或

散失区
,

要穿越以下几个不同的地带
:

I
、

中高山— 水文网强烈排水带
,

11
、

山麓 (丘陵 )

—
阻水带 ,

m
、

南部盆地
:

洪积扇群— 渗人径流带 ,

细土平原— 泉水溢出 (蒸发 ) 带
,

W
、

低山丘陵—
阻水带 ,

V
、

北部盆地
:
洪积

、

冲积
、

湖积平原— 渗入

燕发带
。

在中高山带
,

由于祁连山新第三纪以来上升幅度

超过数千米
,

水文网密集而深切
,

从而使山区水积极

交替带的裂隙
一

脉状地下水强烈的排向河中
。

根据河流

流量历时过程线分割
,

祁连山北坡
,

每年泄入河流中

的地下水总量在23
.

4亿立方米左右
。

虽然在祁连山内某些地区特别是一些巨大的构造

纵谷
,

河水与地卞水之间的转化过程颇为复杂
,

但就

总的特征而言
,

山区的地下径流在河流出山前
,

绝大

部分已排泄入河流
。

中国科学院冰川冻土所对河西走

廊东段石羊河支流西营河山区流城部分的 水 均衡 研

究
,

也得到这样的结论
。

祁连山区的地下径流在出山前墓本上已转化为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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水
,

还有一个重要的原因
,

即山麓带所特有的地质结

构
。

多方面的调查与勘探资料证实
,

祁连山与河西走

廊南部各盆地平原之间的衔接带
,

常见的三种 地 貌
-

构造型式都起到阻档山区地下径流向平原运动的作用

(图 2 )
。

图 2 祁连山山趁阻水带的三种型式

从祁连山进入河西走廊的三大水系 (石羊河
、

黑

河
、

疏勒河 ) 总是先流进南部盆地
,

然后切穿南北盆

地之间的山梁
,

再流人 北部盆地 中
。

在南 部盆 地中

河流在洪积扇群带大量渗失
。

据计算
,

1 9 7 7年河西走

廊在此带通过夭然河道的渗漏量为22
.

1亿立方米 /年
,

通过渠系的渗漏量为1 6
.

5亿立方米 /年
,

总计 3 8
.

6亿立

方米 /年
。

到了南部盆地中部和北部— 细土平原带
,

由于

北部山梁阻隔和地势低落
,

致使在洪积扇群带主要由

河流 (渠系 ) 渗入而成的地下径流沿洪积扇边缘和细

土平原上的河床
、

沟槽大量滋出地表
,

形成广泛分布

的泉沟
。

河西走廊这个地带的泉水总流量达 20
.

2亿立

方米 /年 ( 飞9 7 7年 )
。

这些泉水汇流到主干河道中成为

河西走廊上述三大河流下游河水的主要组成部分
。

在南部盆地中
,

从河流渗人到地下水滋出
,

形成

了
:

河水。 地下水* 河水
,

这样一个反复 的 转 化 过

程
。

由于南
、

北盆地之间构造山梁 (低山丘陵带 ) 的

阻隔
,

】

南部盆地的地下径流
,

除了很少的一部分通过

沟通南
、

北盆地的现代河床或古河床冲积层直接以地

下径流形式流向北部盆地外
,

绝大部分呈泉水滋出或

蒸发散失
。

因此南部盆地的水资源仍然主要以河流的

形式流人北部盆地
。

天然条件下进入北部盆地的河流基本上是一个与

南部盆地近似的再渗入
、

滋出和蒸发的过程
。

不过这

里泉水滋出有限
,

已看不到类似南部盆地那样大型泉

群
、

泉沟
,

地下水的消耗几乎完全依赖于燕发
。

根据 1 9 7 7年 (近于平水年 ) 水均衡计算
,

河西走

廊上述水资源转化过程的定量关系可概 略 地 表 达如

下
:

1
.

中高山区的地下径流
,

在出山前转 化 为河水

的数量
,

占出山河水总最36
.

3 %
,

直接以地下径流形

式流入南部盆地的
,

仅占南部盆地地下 水 总 补 量的

6 %
。

2
.

在南部盆地南部洪积扇群带
,

来自中高山的

河水有 52
.

6%转化为地下水
,

占南部盆地地下水总补

给量的 9 0
.

5%
。

.3 南部盆地北部的细土平原带
,

泉水 溢 出总量

占南部盆地地下水总补给量47
.

4 %
,

汇入河流下游的

泉水
,

占下游河水总量6 。%
。

4
.

进人北部盆地的河水 (其中60 %是南部盆地的

泉水 ) 63 %转化为地下水
,

占北部盆地地下水总补给

量7 5%
。

因此
,

有规律的
、

大数量的
、

反复的转化过程是

河西走廊地下水与河水之间相互转化关系 的 基 本 特

征
。

同时由于地下水与河水几乎是同出于一源
,

因而

在一定程度上可以说地下水资源 (指可恢复部分 ) 与

河水是同一水源在不同条件下的两种表现形式
。

认清

这个客观规律才能找到近三十年来河西走廊在水资源

的开发利用中所出现的矛盾和问题的症结
。

二
、

河水利用率提高与地下水

天然资派的变化

近三十年来
,

河西走廊地下水天然资源发生了较

大的变化
。

这种变化已明显地反映在大面积水位降低

和泉水流量普遍减少等区域性的水文地质现象上
。

把现在的地下水位与五十年代后期
、

六十年代早

期的地下水位相比较
,

河西走廊各盆地南部地下水位

普遍降低 3一 6米
,

部分地区达 10 米以上
。

地下水位观

测资料也证实之这个现象 (图 3 )
。

何西走廊东部石羊

河流域地下水降低幅度最大
,

在流域中部武威盆地
,

泉水溢出带以上的洪积扇群带
,

水位普遍下降 10 一 2 0

米
,

泉水滋出带以北下降 1一 5 米 , 流域北部民勤
一

潮

水盆地的南部下降 5一 15 米
,

北部 1一 5米
。

区域性地下水位降低的现象有一个共同的规律
,

即在各盆地地下水补给区降低的幅度最大
,

沿着地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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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3 河西走扁地下水水位多年动态变化曲线

年较
; 。 6 6年减少 : 5

. 。%
,

1 0 7 7 年较
1 9 5 9年减少34 肠

,

其中石羊河流域减

少幅度最大
,

达 5 0
.

7% (表 l )
。

泉水

减少的原因与区域水位持续下降的原

因是同一的
,

仅在井灌区马泉水分布
区重叠

,

井灌规模又很大时 (石羊河

流域中游)
,

井灌的影响才成为主导因

素
。

’

河西走廊地下水资源 逐 年 的 变

化
,

虽受河流来水量周期性变化的影

响而有所波动
,

但总的趋 势 是 递 减

的
。

据计算
,

五十年代后期
,

当河水

灌区渠系水的 利 用 率 为 0
.

25 一。
·

3

时
,

地下水平均总补给量为 6 4
.

9亿立

方米 /年
,

到六十年代中期渠系水利用

率提高 到 。
.

3一 0
.

45
,

地下水总补给

量减为盯
.

7亿立方米 /年
.

七十年代后

期渠系水利用率进一步提高 到 0
.

4一

0
.

6 ,

地下水总补给量下降到 4 9
.

2 亿

立方米 /年
,

较之五十年代后期 减 少
2 5 %

。

在 河 西 走 廊三大内陆河流域

中
,

河水利用率提高幅度最大的石羊

河流域
,

减少的比例也最大
,

达 39 %
。

正是由于河水利用率提高和地下水补

径低的方向幅度递减
。

在一些井灌规模 很 大 的 盆地

中
,

地下水位降低幅度最大的地区并不在井灌区
,

而

是盆地南部地下水补给带 (河
、

渠水大量渗入的洪积

扇群带)
.

这个事实说明引起河西走廊大部分地区区域

地下水位持续下降的主要原因是补给来源减少
,

开采

(井灌) 的影响是第二位的
,

只有大量超 采的地区

(石羊河流域下游 ) 例外
。

随着区城地下水位下降
,

泉水流量也在不断减少

(图 4 )
。

以 1 9 5 9年
、

1 0 6 6年
、

1 0 7 7年兰年相比较
,

河

给来源递减
,

以及由此而造成的区域水位下降
、

泉水

量减少
,

导致了河西走廊水资源重新分配过程
,

使这

里千百年来已形成的水资源利用格局发生变化
。

表

、

\ 二
地

、 、 \ ,t’

河西走脚泉水多年变化 (亿米 a/年 )

分 1 1 9 5 9年 1 1 9 6 6年 1 1 0 7 7年

6
。

5 0 2
。

97 3 1 3
。

1 99石羊河流域

黑 河 流 域

疏勒河流域

总 计

18
。

6 1 1 17
。 64 0 1 13

。

7 89

5
一

5 5 6 4
。

6 13 1 3
。

1 87

30
。

6 9 9 1 2 7
。 2 2 6 1 2 0 。

17 5

西走廊泉水总流量 1 9 6 6年较 1 9 5 9年减少 1 1
.

2%
,

三
、

水资源重新分配及其

所引起的矛盾和问题

适应于天然水资源分布的特点
,

河西走廊水资源

在农业上的利用长期以来形成了自南而北分布的三个

灌溉带
:

I
、

河水灌溉带— 位于各南部盆地南部近祁连

泉水流址ǎ亿智
年à

1 9 5 6 1` ) 60 王9 6 4 1 9 6 8 19 7 2 1 9丁6 (年 )

田 4 河西走扁各地区泉水总旅 , 逐年变化趋势

1 9 7 7



山趁的洪积扇群带
。

其引水工程修建子 河流 出 山口

处
,

通过各级渠道将河水引人灌区
。

灌溉面积占河西

走廊总灌溉面积 60 %
。

n
、

泉水灌溉带— 位于各南部盆地北部
,

分布

范围与泉水滋出带一致
。

灌溉面积占总面积 20 %
。

由

于泉流分散
,

引泉工程遍及各地
。

111
、

泉水
、

河水混灌带一
一

位于河西走廊三大水

系下游北部盆地范围内
,

灌溉面积占总面积 20 %
。

这

个灌溉带的水源由两部分组成
: ( 1 ) 上 游 的河水

。

( : ) 上游泉水灌概带多茶的泉水
.

河水与泉水的比

例各地不一 , 丰水年与枯水年也不一样
。

1 9 7 7年人渠

的总水量
,

泉水占64 %
,

河水占36 %
。

泉水中包含了

泉水灌区泉水再渗人部分
。

在最近三十年中
,

进人上述三个灌溉带的水源
,

在河水利用率不断提高的情况下
,

经历了一个不断重

新分配的过程
。

以石羊河流域为例
:

第一阶段— 五十年代
,

在这个流域基本上没有

控制工程
,

引水渠或为天然土渠或为千砌
,

渗漏严重
,

渠系水利用率很低 (0
.

25 一 0
.

3)
。

由于引入田间水量

不足
,

流域南部河水灌溉带农业发展受到限制
,

同时因

河
、

渠水大量渗入含水层
,

地下水来源充沛
,

泉水流量

稳定
,

在流域中部形成了五十余万亩泉水灌区
.

流域北

部泉水
、

河水混灌面积约七十万亩
,

无水源不足之虞
。

第二阶段— 六十年代到七十年代初
,

南部山区

修建了一部分调蓄水库
,

渠系进行
一

r改建
、

衬砌
,

渠

系水利用率提高到 0
.

35 一 0
.

45
,

河水灌溉带扩大
,

保

证程度也相应提高
。

但由于河渠水渗入减少
,

泉水流

量逐年下降
,

此时期泉水量较五十年代减少了 2 8 %
,

使流域中部泉水灌溉带南缘泉脑地带的耕地失去灌溉

水源
,

于是首先在这个地带打井
,

以井水代替泉水
,

并随着泉水不断减少而 日益扩大井灌规模
。

此时期进

入流域北部泉水
、

河水混灌带的水量与五十年代相比

减少了 16 %
,

因而也出现了水源不足的现象
,

并开始

兴建机井群
,

同样随着上游来水不断减少
,

井群规模

愈来愈大
,

第三阶段一
一

七十年代中后期
,

流域南部河水灌

溉带水的利用率进一步提高
,

渠系水利 用 系 数 达到

0
·

4 5一 0
.

68
,

加上井浪的直接影响
,

泉水大幅度削减

(较五十年代减少48 % )
,

流域中部的泉水灌溉带基本

上改建成井灌区
。

进入流域北部泉水
、

河水混灌带的

水量仅为五十年代水量的 56 %
,

以致超量开采井水弥

补水源之不足
。

表 2 是石羊河流域各阶段某些典型年分河水
、

泉

表 2

南部河水灌概带

河西走脚石羊河水派变迁

中部泉水滋溉带

(单位
:

亿立米 /年 )

北部泉水
、

河水混溉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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水分配情况
。

如果把进人各灌区田间的河水
、

泉水总

量与出山河水总量之比作为全流域地面水的利用率
,

把进人各灌溉带田间的河水或泉水量与出山河水总量

之比作为每个灌溉带地面水的利用率
,

那 么 可 以 看

到
:

1
.

就整个流域而言
,

地面水利用率显著提高
。

以

1 9 6 3年前平水年与近于平水年的 1 9 7 7年相比较
,

利用

率提高 1 3
.

2%
。

2
.

对于流域内各个灌溉带来说
,

地面水 利 用率

有的下降或大幅度下降
。

七十年代后期较五十年代
,

南部河水灌溉带提高17 一 23 %
,

中部泉水灌溉带下降

9一 14 %
,

北部混灌带下降 1一 4 %
。

3
.

实际进入各灌溉带田间的水量 (河水或泉水 )

发生 r 很大的变化
,

19 7 7年与 1 9 6 3 年前平水年相 比

较
:

河水灌溉带增加93 %
,

中部泉水 灌 溉 带 减少了

7 7 %
,

北部混灌带减少了l1j %
。

石羊河流域河水
、

泉水在中
、

下游重新分配的后

果是
:

南部河水灌溉带取得了显著的效益
,

中部泉水



灌概带和北部混灌带水凉 日益不足
。

已如前述
,

正是

在这种情况下
,

中游泉水灌溉带用井水弥补水源之不

足
,

但反过来又因井灌的发展进一步促使泉水大幅度

减少
。

而主要依赖中部和南部泉水
、

河水为水源的北

部混灌带
,

也因泉水减少
,

河水下泄量减少 (上游水

库调蓄 ) 而失去很大一部分水源
。

同样为了弥补水源

不足而大规模发展井灌
,

超量开采地下水
,

甚至开采

高矿化的咸地下水 (3 一7 克 /升 ) 进行灌溉 (民 勤湖

区 ) ,

以致地下水位连年下降 (民勤坝区
、

泉水区 )
,

或遭受次生盐演化的侵害 (湖区 )
。

石羊河流域的现状在河西走廊有一定的代表性
,

它是河西走廊现行 (也是过去多年来实行的 ) 水利建

设方针
一

片面强调河水利用在河水利用率较高时必

然要产生的结果
。

实践证明
,

在这个方针指导下
,

水

资谏的利用率虽有所提高
,

但它却打破了原有上
、

下

游之间的水土平衡状态
,

使下游地带千百年来营建的

灌溉区因水源逐年递减而处于衰败的威胁之下
。

石羊

河流城正反两方面经验的启示是
:

仅仅强调提高河水

利用载 在河西走廊所特有的自然条件下还不完全适

应客观规律
。

向题的实质在于
,

既然河西走廊的地下

水主要来源于河
、

渠水渗入
,

河水与地下水之间存在

着大数量的
、

反复的转化关系
,

那么在目前农业灌溉技

术和管理水平上
,

相对最佳的水资原利用方案
,

只有因

地制宜地在全面规划 (流域的
、

跨流域的 )综合利用
、

合理调配河水
、

地下水的基础上才有可能制定出来
。

四
、

水资源合理利用及综合利用模式
,

`

河西走廊水资饭的合理利用还涉及两个问题
,

是河流来永不均匀
,

一是地卞水分布的不平衡
。

河洗

来水不匀则需要工程调蓄以保证灌溉时
,

某些情况下

也是提高水资源利用率和用于灌溉的不可少的措施
。

河西走廊南部山区和南北盆地之间的低山丘陵地带都

不缺乏修建水库的地质
、

地貌条件
。

地下水分布的不

平衡就决定了井灌发展规模不平衡性
。

据计算
,

现状

水利条件下
,

河西走廊地下水总补给量的多年均值约

5 0
.

5亿立方米 /年
,

其中南部诸盆地占 79 %
,

北部盆地

占21 %
。

就开采条件而言
,

南北的差异更大
、

一般可

以划分出以下五类
“

地下水开采条件类型竹
:

I
、

水量大
,

水位浅可配置浅或浅
、

中深犬规模

井群的 ,

n
、

水量较小
,

水位浅可配置浅或浅
、

中深井群

的 ,

111
、

局部可配置小规模井群的
,

’

VI
、

水位埋藏过深非宜井的 ,

V
、

水质不好非宜井的
。

I
、

H
、

VI
、

V型在河西走廊占有的面积最大
,

也是绝大部分耕地和宜农荒地分布区
,

而宜于发展井

灌的 I
、

11 型大致上相当于泉水灌溉带和泉水
、

河水

混灌带中
、

南部
,

VI 型与南部盆地山前洪积扇群带的

范围一致
,

V型局限于河流下游水流终止地带
。

根据地下水和地面水的开发利用条件
,

从绘合利

用水资源的观点提出的河西走廊水资原利用模式如表
3

。

这个模式与现状相比较
,

原有的三个滋溉带将改

建为四个灌溉带
,

自南而北是
:
河水灌溉带

,

井水灌

溉带
,

泉水
、

河水
、

井水混灌带及泉水
、

河 水 灌 溉

一 带
。

表 3 河西走脚水资渡利用摸式

石石羊河流域域 黑河流域域 疏勒河流域域 地下水开采采 灌区类型型 就地开发的的 调人或调调
类类类类类 型型型 水 源源 出的水源源

JJJJJl匕匕 J匕匕 北部部 泉水
、

井水水 泉水
、

河水水 泉水
、

河水水 V 型型 河水
、

泉水水水 调人泉水
、、

44444

……
部部部 混灌区区 混滋区区 混灌区区区 混灌灌灌 河水水

………
河河 盆盆盆盆盆盆盆盆盆盆盆盆盆盆盆盆盆盆盆盆盆盆盆盆盆盆盆盆盆盆盆盆盆盆盆盆盆盆盆盆盆盆
润润润润 地地 中部及南部部部部 河水或泉水

、、

ll 型型 井水
、

泉水
、、

井水水 调入泉水
、、

河河河河河河河河水混灌区区区 河水混灌灌灌 井水水

南南南南南 中部及北部部 井水灌区区 泉水灌区区 河水灌区区 I
、

n 型型 井水灌区区 井水水 调人泉水
、、

部部部部部部部部部部部部 井水水

盆盆盆盆盆盆盆盆盆盆盆盆盆盆盆盆盆盆盆盆盆盆盆盆盆盆盆盆盆盆盆盆盆盆盆盆盆盆盆盆盆盆盆盆盆盆盆盆盆盆盆盆盆盆盆
地地地地地 南部部 河水灌区区区区 W型型 河水灌区区 河水水水

这样的水资渡开发
、

调配方案
,

实质上是设想建

立一个统一的
,
以流域为单位的

.

河水 ,泉水一井水联

合系统
,

在这个系统中
,

河水的调配迁就 T地下水资

源分布状况
,

蕃本思想是
:

地下水多的地方尽可能发

展井灌
,

把易于集中调配的河水 (泉水 ) 调配到不宜

打井灌溉的地区
。

当然
,

提出这样一个
“

模式
”

只不过是轮廓性的

规定了河西走廊各流域应当遵循的水资源绘合利用方



式而已
,

在具体的流域规划过程中
,

对于各类灌区河

水调配数量
、

井灌规模的确定
,

除了需要考虑水土平

衡
、

技术经济合理性等因素外
,

还需要对以下三方面

与水资像综合平衡有关的问题详加研究
。

第一
、

流域上
、

下游之间的水资源平衡问题
。

实

践证明
,

对任何一个局部灌区水 资像 利用 情况 的改
、

变
,

都可能不同程度的引 起 全流域水 资撅的重新分

配
。

因而离开一个流域的整体规划
,

采取分而治之的

办法会造成兴此废彼的不良后果
。

因为
:

1
.

河水利用率不断提高时
,

地下水资源也将发

生不断变化
,

从而弓l起区域性的地下水位降低
,

引起

已经广为利用的泉水大幅度减少
。

2
.

在泉水灌区大规模打井提灌将引起泉 水 大幅

度减少
。

3
.

河流中
、

下游之间
,

亦即南
、

北盆地之间
,

当

南部盆地 (流域中部 ) 泉水大幅度减少时
,

进人北盆

地 (流域北部 ) 的水资源也大幅度减少了
。

4
.

进入北部盆地 (流域北部 ) 的水 资 源减少也

就意味着北部盆地地下水资源的减少
,

同时产生区域

性水位降低
。

第二
、

地下水天然水库的利用向题
。

河西走廊大

部分地区含水层厚度很大
,

是一个特大的天然地下水

库
,

可以人为的利用这个条件对变化颇大的水资源进

行调节
。

因而在一个地区是修建地面水库或修建多大

规模的水库还是利用含水层进行调节
,

应当对两者的

技术经济条件进行充分的比较
。

第三
、

盐碱土灌区的水平衡向题
。

河西走廊各盆

地北半部
,

一般地形闭塞径流不畅
,

有大面积盐碱地

分布
。

从土壤改良的角度看
,

类似这样的垦区大都处

于水分过剩的状态
,

为了有利于灌区地下水位降低
,

首先应研究就地开采地下水作为灌溉
、

洗盐水源的可

势性 (井灌
、

井排 )
,

以期收到灌
、

排的双重效果
。

即

使引入水源也应详细研究灌区水平衡 (盐平衡 )
,

控制

调入水量
,

避免灌区水平衡向着不利于土壤改良的方

向发展
。

综上述
,

可以得到一个初步的结论
,

那就是
:

河

西走廊水资源形成和分布规律显然不同于华北平原那

种以就地降水人渗为地下水主要来源的地区
。

这里气

候千早
,

降水稀少
,

地下水与河水几乎是同出一源
,

两者之间转化关系极为密切
。

河水的利用与地下水的

利用
,

上游用水与下游用水
,

互相影响
,

互相牵制的

现象异常突出
。

因此
,

水资源的开发利用如果不从整

个流域着眼
,

不把河水
、

地下水作为统一的水资源来

对待
,

就有可能兴此废彼
,

使一些地区得利
,

而另一

些地区产生沙漠化
、

生态平衡变化
、

水质恶化等一时

难以克服的问题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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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黄淮海平原水资源开发利用的一些看法
许 志 荣 (河南省地 质局水丈地质十七队 )

历 史上黄淮海平原早涝碱咸相随
,

长期影响农业的发展
,

积盐和脱盐
、

咸和淡
、

它们之 间相 互对 立而又 统一于一个

“
水

,

之上
,

要加快农业步伐
,

必须首先从
`
水

”

字着眼
,

综合治理早涝碱咸
,

而水资源状况如何
,

又是综合治理的基

础
。

黄淮海平原水资源状况 究竟 如何 ? 看法很 不 一致
。

我

认为黄淮海平原水资源是比较丰富的
,

开 发利 用潜 力的 很

大
。

一
、

浅层地卞淡水资源丰宫
19 7 9年七省市地质局的水文地质队

,

计算浅层地下水水

位埋深 4 米时
,

平均每年可开发利用的浅层地下淡水资源约

有 4 76 亿方
,

其中黄河 以北 约占 4 0 %多
。

而 目前
,

由于不

少地区地下水水位较浅
,

每年有近一半的浅层地下淡水资源

白白消耗于燕发
。

大量观测和试验资料证实
,

当地下水水位

埋深 4 米左右时
,

浅层水可停止蒸发或蒸发 t 相当微弱了
。

所以
,

可通过开采
,

将地下水位降到 4 米左右
,

就可基本夺

回这部份损艳盘
。

由此可看出
,

控制最优地下水位
,

夺取地

下水蒸发 量
,

是当前水利建设配套挖潜的重要方面
。

二
、

加强人工调蓄
,

增加对地下水的补给

在开采地下水的前提下
,

配合一定的水利工程
,

将降水

和地表水尽可能多地蓄积
,

这是该地区水资源开源的主要途

径
。

1
。

目前黄淮海平原降雨补给地 下 水的量约 占 年降雨总

量的 20 %到 2 5%
,

每年每平方公里约有 15 万方左右的降水

转化为地下水
。

而在利用河渠
、

坑塘等蓄水后
,

不少地区每

年每平方公里的降水补给最已 增加到 20 万方 以上
。

山东省

植台县
,

面积 51 6 平方公里
,

利用沟渠
、

坑塘引渗回灌
,

使

河道径流和区内地表径流基本不出境
,

降雨补给地下水 t 可

占年降雨量的 50 % 以上
。

1 9 7 6年至 1 9 78年
,

平均每年每平方

公里内的地下水开采蛋高达 48 万方
,

地下水位仍保持平衡
,

全县粮食获得丰收
。

说明在平原区
,

通过一定的水利工程
,

是可以增大降水对地下水补给的
。

2
.

目前黄淮海平原已有的水资源 并未充分 利用起来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