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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基于对玛纳斯河流域水资源开发与生态环境的研究,首先要明确玛纳斯河流域水资源开发和利用情况,然后与玛纳斯河流域水资源环

境保护的目的相结合,对玛纳斯河流域生态环境现状进行分析。与此同时,本文还在此基础上展开了对玛纳斯河流域水资源有效开发与生态环境

关系的深入探讨,主要从发展农牧业,扩大绿洲；社会发展,城市崛起；治水改土,扩展环境容量；以及减少荒漠,增加生态植被面积这四点内容入

手,希望能够为有关人士提供帮助。 

[关键词] 玛纳斯河流；水资源开发；生态环境 

 

前言 

随着社会经济近年来的飞速发展,国家与社会各界对生态环境保护的

重视程度也在迅猛提升,但实际上就我国生态环境整体情况来看,很多需

要及时处理的问题依然存在,尤其是现如今国家与社会发展对环境的需求

依然很高,为使生态环境严重恶化的问题得到规避,及时探索生态资源开

发与环境间的联系非常必要。玛纳斯河位于我国新疆地区,受到气候、社

会发展等因素的影响,水土流失等环境问题较为严重,而若想改善当地环

境质量,促进玛纳斯河的健康发展,在明确环境现状的基础上,有针对性的

制定改善措施并落实已势在必行。 

1 玛纳斯河流域水资源开发和利用情况 

玛纳斯河流域地处新疆维吾尔族自治区准噶尔盆地南缘,流域面积总

共为3.1万km
2
,其起源位置为北天山,河流长度总计400余km,流域内年径

流总量为10~15亿m
3
,地下水正常情况下可开采7.5亿m

3
。玛纳斯河流域年平

均气温为4.7~5.7℃,年降水量为115~200mm,属于内陆干旱区。玛纳斯河流

城位于天山北麓中段,乌代肯尼河的43号冰川,山区流程与集水面积分别

为183km与156km,平原流程与河流总长度分别为243km与426km,河流终点

位置为玛纳斯湖,流域总面积为2.06万km
2
,与准格尔盆地中的内陆河相比

较来讲面积 大。 

 

图1 玛纳斯河灌区水系图 

2 玛纳斯河流域水资源环境保护的目的 

玛纳斯河流域系统简单来讲就是山地—绿洲—荒漠,由于其位于新疆

天山北坡经济带,所以也是新疆地区重点开发的一个农业产业化经济区,此

区具有开发潜力大、位置好等显著优势,对新疆整体发展而言意义非凡。另

外,玛纳斯河流域以农业种植为主,在过去几十年水利兴修、引水灌溉以及

增加耕地面积等环保工作的影响下,流域经济情况与生态环境的变化都极

大,不仅绿洲面积增长十分迅速,风沙危害的改善效果也十分可观。 

对于玛纳斯河流域近百万人口来讲,水资源环境保护所产生的效益是

巨大的,这也是其能够生产大量粮食与农、牧、工、副产品的重要基础,

玛纳斯河流域不仅是干早区环境变迁的缩影,更是人类绿洲开发的典

范。但在此区域农业开发进一步深入的同时,部分地区却由于水土资源利

用不够合理,从而造成流域生态环境恶化的状况,若不及时针对具体情况

制定相应措施,在生态环境承载力逐渐下降的情况下,难以解决的生态安

全问题还会不断出现
[1]
。 

3 玛纳斯河流域生态环境现状分析 

3.1自然植被遭受破坏 

玛纳斯河下游有超过1万km
2
的荒漠区,降水量估算结果为≤100mm,而

此地区蒸发量甚至能达到降水量的十倍不止,荒漠植被生长所需水资源主

要来源于绿洲渗漏水,植被也能为绿洲区起到防干热风、沙漠化、风流沙

以及盐碱化等生态灾害起到关键作用。但在传统意义上开发水资源的过程

中,荒漠地区却往往得不到任何重视,原本就稀疏的荒漠植被,还会受到大

量采樵与破坏的影响,从而出现生态环境持续恶化的问题,这也是导致玛

纳斯河流域下游减灾防灾与维持生态目标没有顺利达成的重要阻碍
[2]
。 

3.2工农业发展与城市建设致使环境污染 

表1  玛纳斯河流域某年工业用水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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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解放至今,玛纳斯河流域灌区发展的势头就十分迅猛,获取的经济

效益与社会效益也十分显著,但与此同时,灌区工程整体状况也在不断下

降,再加上输水工程设施设备不够完善、运输管道老化、输水渠道渗漏等

问题,更使水资源浪费情况不断加剧。另外,流域内工业、农业以及居民生

活产生的污水,对玛河流域水环境的恶劣影响也不容忽视,根据对石河子

市13家工业企业的调查研究报告可以看出,某年其总用水总量为10652.4

万t,且新鲜用水量为3014.9万t,重复用水量为7264.7万t。 

3.3土壤次生盐渍化严重 

作为中亚干旱区近年来经济发展 好的区域之一,玛纳斯河流域经济

发展速度与人口数量提升速度是成正比的,同时随着人们经济活动范围的

逐渐扩大,流域内的生态环境也渐渐出现变化。现如今流域内生态的主要

问题就是自然植被面积缩小、工业与生活污染愈发严重以及次生盐渍化问

题不断深化等,其中土壤次生盐渍化带来的恶劣影响更是极其严重,其不

仅会影响到玛纳斯河流域的农业发展,还会进一步导致水土流失,使土地

失去原有的营养与种植价值。 

3.4水资源过度开发,草场退化严重 

玛纳斯河流域直至清乾隆之前,都是各游牧民族公认的优良牧场,但

发展到清朝中期至民国时期,流域开发重点就开始逐渐向农业种植转变,

但畜牧业相对来讲发展的速度就十分缓慢,流域内牲畜存栏头数直到新中

国成立,也只有不足9万头,对草场的压力实际上比较小,区域草地处于原

生状态没有过多变化。但以上世纪五十年代为起点,大规模开垦就开始在

流域内流行起来,荒漠草地被开垦成农田,导致荒漠植被受损严重,再加上

近年来玛纳斯河流域气候变化程度较大,在农田灌溉水量提升显著的同时,

直接造成玛纳斯河下游断流的严重后果,草地面积急剧下降。 

3.5野生动物数量减少 

在草场面积不断缩减的大环境下,野生动植物资源也在不断减少,这

是导致玛纳斯河流域畜牧业发展受阻的关键因素。与此同时, 适合野马、

野驴以及黄羊等蹄类动物生存的场所就是荒漠林,但由于现如今流域内荒

漠林面积大幅减少,不仅野马已经濒临灭绝,以野驴、马鹿为例的野生动物

数量也在锐减；新疆地区有一种珍贵的药材叫做肉苁蓉,常常伴随梭梭而

生,有“沙漠人参”的誉称,但在大面积梭梭林被毁的情况下,寻找肉苁蓉

的难度极大,很多野生动物也没有了栖身之地。另外,荒漠林也是北疆地区

重要的牲畜冬季草场,但现如今冬季与春季节饲草产量却大幅降低,进而

形成“夏饱、秋肥、冬瘦、春死”的恶性循环。 

4 玛纳斯河流域水资源的有效开发与生态环境的关系 

4.1发展农牧业,扩大绿洲 

因为玛纳斯河流域上中游对灌溉用水的需求量极大,造成玛纳斯河下

游断流的严重后果,进一步导致下游两岸以及玛纳斯湖周边植被出现大面

积死亡的状况,这是新疆地区近年来由于生态环境受到破坏而承受的 大

损失。而若想避免这种情况的再次出现,流域中上游地区必须要通过对先

进节水灌溉技术的有效运用,达成节约用水的目的。另外,如果沙漠边缘农

作物产量较低,实际上可以考虑退耕还林还草,如此不仅能起到防风固沙

的目的,节约下的水也能满足下游生态环境需求。 

4.2社会发展,城市崛起 

在城市与社会飞速发展的情况下,水利工程在玛纳斯河流域发挥的作

用也越来越重要,尤其是现如今国家对新疆地区水利建设的重视程度还在

不断提升,人民群众环保意识也在不断增强,这也是玛纳斯河流域可持续

发展的关键保障。与此同时,新疆地区生态环境治理之前 主要的问题,

就是水资源不足与水资源利用率较差,因此,结合实际情况有针对性的展

开建设或制定策略非常重要,我们需要在确保水资源高效集约的基础上,

为绿洲经济计划的全面落实提供推动力量。 

4.3治水改土,扩展环境容量 

应注重在城市工业生产区创建污水处理厂或者是处理系统,以芦苇湿

地处理系统为例,其在玛纳斯河流域治水改土方面的效果非常显著。芦苇

湿地处理系统也可以称为污灌育工程,相关人员可以在确保合理应用的基

础上,充分发挥其城市污水处理与造纸厂芦苇原料提供的重要作用。另外,

此系统还具备土壤处理与水生植物净化的双重功能,苇塘作为污水流淌的

必经之路,污染物会在流过时受到土壤截流,物理吸附、化学分解与沉淀以

及氧化等方法的作用而基本上被消除。同时芦苇这种植物还可杀灭大肠杆

菌,一方面能达成水中高分子物质分解与金属离子消除的目的,另一方面

也由于净污水功能显著、易存活的优势,可以大规模在玛纳斯河流域种植,

芨芨草的作用与芦苇大致相同。 

4.4减少荒漠,增加生态植被面积 

如果探讨导致玛纳斯河流域沙漠化加剧的主要原因,那么荒漠区采樵

过度、绿洲经济快速扩张以及放牧导致流域下游大面积荒漠植被死亡等都

难辞其咎,如此不仅造成沙漠向南侵袭的速度加快,剩余不多的梭梭、红柳

以及沙拐枣等沙生植被生长,也会受到严重的威胁。由此可见,加大沙产业

研究开发的力度已是必然,相关人员可在生物工程技术、产业化方法以及

节水技术的帮助下,实现固结沙丘、恢复植被的目的,创建沙漠生态利用的

新渠道。另外,云杉林对玛纳斯河流域水土涵养以及生态环境保护工作的

意义不容小觑,因此,确保云杉生态林保护工作的顺利开展也是相关人员

工作的重点,有关单位也必须及时明确的意识到,玛纳斯河流域与绿洲的

未来间有着密不可分的联系
[3]
。 

5 结束语 

综上所述,在经济发展对水资源需求不断加大的情况下,玛纳斯河流

域水资源供需间的矛盾也必然会愈发突出,此时区域内的生态环境若无法

改善,那么只会出现一种结果,就是在供需矛盾越来越显著后,严重制约新

疆地区的健康发展。而我们作为这片流域资源的管理者,任务就是在粗放

的水土开发中解放绿洲,在合理协调水资源开发利用与生态环境间关系的

同时,降低水资源使用与生态环境的压力,为新疆地区乃至我国可持续发

展战略的落实,奠定更加牢固的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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