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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国水资源的潜在危机 

我国主要受季风气候的影响，全年 

降水的季节分配存在较大差异，降水相 

对集中，干湿季节明显，造成河川径流 

相对集中，虽然对潜在的水资源量影响 

不大，但使得现实的水资源量相对减 

少。以全国作为空间尺度和一年作为时 

间尺度来考虑，降水量距平超过±2O％ 

的情况虽不 多，但在较小的空间尺度 

(如某一个流域 )和较小的时间尺度 

(如某一月)内，降水量距平超过±2O％ 

的情况是屡见不鲜的。 

我国的河流大多发源于境内，客水 

很少 ，1999年度从国外流人国内的水 

量仅为 289亿 。几条主要的河流大多 

发源于世界屋脊的青藏高原，海拔一般 

都在5000m以上，而人海处的海拔高度 

在 Om左右，总落差为 5400m以上。由 

于河流的比降大 ，汇流时间短，水流 

激，虽然从水力的角度来说是有益的， 

但降雨期间的河川径流往往容易形成洪 

灾，无法对这部分水资源加以利用 ，这 

是造成可利用水资源较少的一个主要原 

因。以长江流域为例 大致可以看出我 

国河川径流水资源所存在的主要问题 。 

长江流域地势西高东低 ，形成三级巨大 

的阶梯，第一、二级阶梯河流湍急，第 

三级阶梯由准阳山地、江南丘陵和长江 

中下游平原组成，落差较小，其中，宜 

昌至人海口 1800kin河段的落差仅 50m 

左右，干流比降平缓，洪水安全泄量较 

小，造成江水退水缓慢。 

水源与汇途径多 ，82_8％的河川径 

流流向太平洋，12．5％流向印度洋 

0．4％流向北冰洋，还有4．3％的河川径 

流消耗在内陆湖泊中。大气降水也主要 

来自这几大洋，由于主要山脉的阻隔和 

海陆分布的远近，降水量差异巨大从而 

导致了相应的河川径流量差异的巨大。 

各地区潜在的水资源量是完全不同的，． 

这就决定了我国的水资源管理必须是跨 

流域、跨地区的，才能在全国范围内从 

根本上解决现实的水资源阃题 

现实的水资源受污染和破坏严重。 

我 国水资源管理与调控战略 

潜在的水资源在季节和空间分配不均的 

影响下，主要以洪水和其他不可利用的 

状态流走后，留下的少量水资源由于受 

到农业和工业污染的破坏，可以被直接利 

用的量更少。 

未来水资源的主要矛盾 

可以预见，随着工业化程度的提 

高、农业耕作方式的改进 ，农业用水的 

比重会逐步降低。由于农业是主要的耗 

水行业 ，其耗水量的减少 ，耗水效率的 

提高，使得我国在相当长的～段时间 

内，总耗水量并不会大幅度地增长。 

但工业和生活耗水量比重的上升， 

社会总体生活水平的改善 ，对高水质的 

水源要求将会提高。而同时 ，工业、城 

市化和农业经营集约化，对现实水资源 

污染的威胁还在加大 ，因此 ，我国未来 

的水资源方面 ，将主要表现为水源质量 

上的矛盾和为满足工业和人们生活对用 

水的要求而必须提高水源质量所带来的 

经济压力。实际上，水质性缺水的问题 

近年来已经非常明显地凸现出来，在准 

河流域、在长江中下游地区、在珠江三 

角洲等地，人口密集、工业发达、江河 

中大量的水源基本不能被直接利用，很 

多矿区周围的水源受到严重的污染。 

全国范围内水资源调控的技术重点 

面向生态的水资源调控措施主要有 

植被调节、地表水库调节、地下水库调 

节和水污染控制等几种。 

植树造林既是改造水资源也是利用 

水资源的举措。因为森林既能调节大气 

降水到现实水资源的量，但同时也消耗 

大量的水分，因此，植树造林在有些地 

方能增加实的水资源量，在有些地方减 

少现实水资源量。如果仅从水资源的角 

度来考虑，则只有当增加现实水资源 

时，才考虑植树造林 ，如某地有足够的 

在气降水 ，除去在区域背景下地蒸散量 

以外，还有大量的潜在水资源，但潜在 

水资源由于洪水或水质差只有很少一部 

分转化为现实水资源，在这种情况下， 

就应该考虑植树造林，森林虽然由于大 

量的蒸散作用可能减少潜在水资源，但 

可以增加现实水资源，最终得到较大的 

现实水资源量。 

地表水库调节是一种有效的、直接 

的河川径流调节方式，但它只会在植被 

调节的基础上才更为有效。从调蓄水资 

源的角度出发 ，地表水库一般应按畜水 

总量和空间配置合理的原则建立。由于 

我国的地形由东向西抬升较大，在西部 

地形抬升最大的地区建立～系列调蓄河 

川径流的地表水库是非常必要的，是这 

些地区保证枯水季节水资源供应的一个 

直接方式。 

地下水系统构成了地下水库，和地 

表水库一样，它不仅是人类水资源直接 

的源，也可以作为河川径流的汇，同样 

具有调蓄潜在水资源的功能。这种调蓄 

作用或许没有地表水水库明显 ，但对近 

地表层生态系统非但不会造成影响，而 

且还起着保育的作用。 

面向生态的水资源调控的另一个技 

术是环境污染控制，环境污染是人类自 

身造成的，却极大地制约了现实可用的 

水资源量，随着我国城市化和农业集约 

化的进程加快，对水资源的质量要求将 

普遍提高。 

这4种技术虽然原则上应该在全国 

范围内综合运用，但具体到某个区域则 

应该有所侧重。在几大江河的上游 地 

区，主要以植被调节和地表水库调节为 

主，保证水源的时空均匀性和防洪减 

灾，增加现实的水资源量，为流域间调 

水创造条件。同时 ，辅以污染和水土流 

失控制。 

在大江大河的中游地区，以植被调 

节为主要手段，加强污染和水土流失控 

制，对一些主要的支流建立大小不同的 

中型地表水水库，起到季节性的调蓄作 

用。开展地下水水库的补给研究和实践。 

在下游和三角洲地区，则主要应以 

水源污染治理 ，河流疏通整治等水生生 

态系统维护为主，井大力开展地下水水 

库调整的研究和实践。 

在西北干旱 地区 ，由于降水少 ， 

如何使大气降水更多地转化为潜在的 

水 资源成为主要矛盾 ，因此 ，植被类 

型的选择成为重要的内容。在能生存 

下来的植被 中，首先选择耗水少的类 

型 ，植被的功效主要应该定位在防止 

水土流失与凤沙上，而将调节时空均 

匀性的作用放在次要位置。由于该地 

区蒸散潜力大 ，地表水水库对水资源 

总量的保存无益，因此在确定了植被 

类型后，应致力于增大地下水蓄库的 

蓄排水，依靠地下水蓄库尽可能多地 

保存大气降水所带来的水资源。 

华北和东北平原主要以增大地下水 

补给为主要水资源调控策略，该区域由 

于降水量适度，又居于水系的中下游 ， 

植被的主要作用表现在疏松土壤，增加 

降雨期间的水分人渗方面，同时，防止 

水源污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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