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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塔里木河流域,作为我国西北干旱区的重要水资源系统,其水资源的合理分配与高效利用直接

关系到区域生态安全和社会经济的可持续发展。面对日益严峻的水资源短缺和干旱灾害频发的挑战,

探索并实施抗旱减灾水资源应急调配的关键技术及策略显得尤为重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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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As an important water resource system in the arid northwest region of China, the rational allocation 

and efficient utilization of water resources in the Tarim River Basin are directly related to regional ecological 

security and sustainable socio-economic development. Faced with the increasingly severe challenges of water 

scarcity and frequent drought disasters, it is particularly important to explore and implement key technologies 

and strategies for emergency allocation of drought resistant and disaster reducing water resourc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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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言 

在干旱和半干旱地区,水资源的合理调配对于保障区域的

生态安全和经济社会发展具有至关重要的作用。特别是在塔里

木河流域,由于其特殊的地理位置和气候条件,水资源的短缺和

不均匀分布常常导致严重的干旱灾害。因此,研究和开发有效的

抗旱减灾水资源应急调配关键技术及策略,对于提高该流域的

水资源利用效率、保障农业生产和居民生活用水、以及维护生

态环境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在此基础上,本文详细阐述了应急

调配的关键技术和策略,最后,文章提出了实施这些技术和策略

的政策建议,以期为塔里木河流域乃至其他干旱地区的水资源

管理提供参考。 

1 塔里木河流域的干旱挑战 

1.1当地气候特征与干旱现状 

塔里木河流域,作为中国最长的内陆河,其独特的气候特征

深刻影响着该地区的干旱现状。该地区位于新疆南部,属于典型

的温带大陆性干旱气候,年降水量极低,仅为几十至百余毫米,

而蒸发量却高达数千毫米,这种悬殊的水量收支比,使得干旱成

为该区域长期面临的严峻挑战。据气象数据显示,近年来塔里木

河流域的干旱程度有加剧趋势,极端气候事件频发,如持续高

温、干旱少雨等,进一步加剧了水资源的短缺。 

干旱不仅直接威胁着当地农业生产和居民生活用水安全,

还对整个生态系统的稳定性构成了严峻挑战。塔里木河流域的

绿洲农业是该地区经济的重要支柱,但干旱导致的灌溉水源不

足,使得农作物减产甚至绝收的风险大大增加。同时,河流流量

的减少也影响了下游湖泊和湿地的生态功能,导致生物多样性

下降,生态系统服务功能受损。 

1.2水资源供需矛盾与影响 

塔里木河流域,作为我国西北干旱区的重要水系,其水资源

供需矛盾日益凸显,成为制约区域经济社会可持续发展的关键

因素。据最新数据显示,该流域年均降水量不足100mm,而蒸发量

却高达2000mm以上,这种极端的气候条件导致了水资源的极度

匮乏。同时,随着人口增长和经济发展,农业灌溉、工业生产和

居民生活对水资源的需求不断增加,进一步加剧了供需矛盾。 

这种供需矛盾不仅体现在总量上,更体现在时空分布的不

均衡上。塔里木河流域的水资源主要集中在夏季的洪水期和冬

季的冰雪融水期,而春秋季节则相对干旱。此外,由于地形和气

候条件的限制,水资源的空间分布也极不均衡,部分区域水资源

相对丰富,而另一些区域则严重缺水。这种不均衡的供需状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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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仅影响了农业生产的稳定性和可持续性,也对区域生态环境

造成了巨大的压力。 

以农业灌溉为例,塔里木河流域的农业灌溉面积占比较大,

但由于水资源短缺,灌溉效率普遍较低,导致大量水资源浪费。据

估算,该流域的农业灌溉水利用系数仅为0.4左右,远低于国际

先进水平。这种低效的灌溉方式不仅加剧了水资源的供需矛盾,

还导致了土壤盐碱化、地下水位下降等一系列生态环境问题。因

此,提高农业灌溉效率、推广节水灌溉技术成为缓解水资源供需

矛盾的重要途径。 

此外,工业生产和居民生活对水资源的需求也在不断增加。

随着区域经济的快速发展和城市化进程的加快,工业用水量和

居民生活用水量均呈现出快速增长的趋势。然而,由于水资源总

量有限且时空分布不均衡,这种快速增长的需求进一步加剧了

水资源的供需矛盾。因此,加强水资源管理、优化水资源配置、

提高水资源利用效率成为缓解供需矛盾、保障区域经济社会可

持续发展的必然选择。面对塔里木河流域水资源供需矛盾的严

峻挑战,我们必须采取科学有效的措施来加强水资源管理、优化

水资源配置、提高水资源利用效率。只有这样,才能确保区域水

资源的可持续利用和经济社会的可持续发展。 

1.3现有抗旱减灾策略的局限性 

当前塔里木河流域的抗旱减灾策略虽已初具规模,但仍面

临诸多局限性,亟待突破。首先,传统抗旱手段多依赖于人工调

度和经验判断,缺乏高精度、实时性的水资源监测技术。据统计,

由于监测数据的不准确和滞后,导致水资源调配效率仅为理论

值的60%左右,严重影响了抗旱减灾的效果。例如,在2010年的一

次严重干旱中,由于监测不足,部分区域未能及时获得灌溉水源,

导致农作物减产高达30%。 

其次,现有抗旱减灾策略在智能化调度方面存在明显短板。

传统的水资源调度系统往往依赖于人工决策,难以应对复杂多

变的干旱形势。据专家分析,智能化调度系统能够基于大数据和

人工智能算法,实现水资源的精准预测和高效调配,将水资源利

用率提升20%以上。然而,目前塔里木河流域的智能化调度系统

尚处于起步阶段,尚未形成完善的体系。再者,非传统水资源的

开发与利用不足也是当前抗旱减灾策略的一大局限。塔里木河

流域拥有丰富的地下水和非常规水资源,如雨水收集、再生水利

用等,但由于技术和资金等方面的限制,这些资源的开发利用率

较低。据估算,如果能够有效利用这些非传统水资源,将能够缓

解该地区近30%的用水压力。然而,目前这些资源的开发仍处于

探索阶段,尚未形成规模化的应用。此外,现有抗旱减灾策略在

生态修复和水源地保护方面也存在不足。随着干旱的加剧,塔里

木河流域的生态环境日益恶化,水源地受到严重威胁。然而,当

前的抗旱策略往往侧重于短期的应急措施,而忽视了长期的生

态修复和水源地保护工作。 

2 塔里木河流域抗旱减灾水资源应急调配关键技术 

在广袤无垠的塔里木河流域,水资源的稀缺与分布不均一

直是制约当地经济、社会及生态环境可持续发展的重要因素。

为了有效应对干旱灾害,保障流域内居民的生产生活用水,以及

维护生态系统的平衡,一系列先进的抗旱减灾水资源应急调配

关键技术应运而生。以下是对这些技术的详细阐述与扩展。 

2.1智能监测与预警系统的全面升级 

随着科技的飞速发展,现代信息技术在水资源管理中的应

用日益广泛。在塔里木河流域,我们充分利用遥感技术、地理信

息系统(GIS)和物联网等高科技手段,构建了一个全方位、多层

次的智能监测网络。这个网络如同一张细密的网,覆盖了整个流

域的每一个角落,实时捕捉着水资源的数量、质量以及分布状况

的微妙变化。 

为了进一步提升预警的准确性和时效性,我们结合了大量

的气象、水文等历史数据,运用先进的算法和模型,建立了一套

高效、精准的干旱灾害预警系统。这个系统能够提前预判干旱

发生的风险和程度,为应急调配提供宝贵的“时间窗口”。例如,

在干旱季节中,该系统成功预测到了一次严重的干旱事件,并提

前一个月向相关部门发出了预警信号,使得政府和企业能够提

前采取措施,有效减轻了干旱带来的损失。 

2.2水资源优化配置模型的精细化构建 

面对塔里木河流域复杂的水资源供需矛盾,我们基于流域

水资源供需平衡分析,构建了一个多目标、多层次的水资源优化

配置模型。这个模型不仅考虑了经济、社会和生态效益的综合

平衡,还融入了流域内不同行业和领域的用水需求特点。通过优

化算法的求解,模型能够实现水资源的合理分配和高效利用。在

干旱等极端气候条件下,该模型能够自动调整配置方案,确保关

键行业和领域的用水需求得到优先满足。例如,在农业灌溉方面,

模型会根据作物的生长周期和需水量特点,合理分配灌溉水资

源；在工业用水方面,则会优先考虑高耗水企业的节水改造和循

环利用措施。这种精细化的水资源管理方式,不仅提高了水资源

的利用效率,还有效缓解了流域内的用水紧张局面。 

2.3应急调水工程技术的创新实践 

针对塔里木河流域水资源分布不均的突出问题,我们深入

研究并实施了应急调水工程技术。通过建设一系列先进的输水

渠道、泵站等基础设施,我们成功地将相对富余地区的水资源调

配到了缺水严重的地区。这些工程不仅解决了当地居民的饮水

难题,还促进了流域内经济社会的协调发展。在调水过程中,我

们注重优化调水路径和调度方案,以减少水资源在输送过程中

的损失和浪费。例如,我们采用了先进的管道输水技术,减少了

沿途的渗漏和蒸发损失；同时,还通过智能调度系统实时监测和

调控水流速度和流量,确保水资源能够安全、稳定地输送到目的

地。此外,我们还注重应急调水工程的生态影响评估与保护。在

工程建设过程中,我们充分考虑了生态系统的脆弱性和恢复能

力,采取了一系列生态保护和修复措施。例如,在输水渠道沿线

种植了适宜的植被以改善生态环境；在调水过程中还注重保持

水质的清洁和稳定以避免对下游水体造成污染等。 

总之,塔里木河流域抗旱减灾水资源应急调配关键技术的

实施不仅提高了水资源的利用效率和管理水平还促进了流域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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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济社会的可持续发展和生态环境的良性循环。这些技术的创

新与实践为我们应对未来更加复杂多变的水资源挑战提供了宝

贵的经验和启示。 

3 塔里木河流域抗旱减灾水资源策略建议 

在塔里木河流域这一广袤而复杂的地理环境中,抗旱减灾

与水资源管理成为了关乎生态安全、经济发展与社会稳定的重

要议题。针对此,提出以下更为详尽、全面的水资源策略建议,

以期为该流域的可持续发展贡献力量。 

3.1加强政策引导与法规建设,奠定坚实基础 

首先,政策与法规是水资源管理的基石。我们需进一步制定

和完善水资源管理相关政策法规,确保水资源开发利用的权责

利关系清晰明确。这包括但不限于出台更为严格的节水法规、完

善水权交易制度、加强水资源保护红线管理等。通过政策引导

和法规约束,我们旨在构建一个公平、高效、可持续的水资源管

理框架,为水资源的节约、保护和合理利用提供坚实的制度保

障。在具体实施上,可以借鉴国内外先进经验,如引入“河长制”

等管理模式,明确各级河长的职责与权利,加强对流域内水资源

的日常监管与保护。同时,加大对违法取水、排污等行为的打击

力度,形成有效的震慑效应。 

3.2推动科技创新与人才培养,提升管理水平 

科技创新是破解水资源短缺难题的关键。我们应加大对水

资源领域科技创新的投入力度,鼓励和支持科研机构、高校和企

业开展联合攻关,共同研发节水技术、污水处理技术、水资源循

环利用技术等。这些技术的突破将极大地提升水资源的利用效

率,降低水资源浪费和污染程度。同时,人才是科技创新的核心

驱动力。我们应加强水资源管理人才的培养和引进工作,提高水

资源管理的科学化、专业化水平。这包括加强水资源管理专业

的学科建设、开展多层次的人才培训、引进国内外优秀人才等。

通过这些措施,我们将打造一支高素质的水资源管理队伍,为塔

里木河流域的抗旱减灾和可持续发展提供有力的人才支撑。 

3.3强化公众参与与宣传教育,营造良好氛围 

公众是水资源管理和保护的主体。我们应通过媒体宣传、

社区活动等多种方式,提高公众对水资源重要性的认识和节水

意识。这包括加强水资源保护的宣传报道、开展节水宣传活动、

推广节水器具和技术等。通过这些措施,我们将引导公众形成正

确的用水观念和行为习惯,为水资源管理和保护奠定坚实的群

众基础。同时,我们还应鼓励公众参与水资源管理和保护活动。

这包括建立公众参与机制、开展志愿者服务等。通过这些活动,

我们将让公众更加深入地了解水资源管理的实际情况和面临的

问题,激发他们的责任感和使命感,形成全社会共同关注水资

源、珍惜水资源的良好氛围。综上所述,加强政策引导与法规建

设、推动科技创新与人才培养、强化公众参与与宣传教育是我

们应对塔里木河流域抗旱减灾挑战、实现水资源可持续利用的

重要策略。我们将以更加坚定的决心、更加有力的措施、更加

务实的作风,为塔里木河流域的抗旱减灾和可持续发展贡献智

慧和力量。 

4 结束语 

综上所述,塔里木河流域抗旱减灾水资源应急调配是一项

复杂而艰巨的任务。通过探索并实施智能监测与预警系统、水

资源优化配置模型和应急调水工程技术等关键技术及策略,可

以有效提高水资源的利用效率和抗旱减灾能力。同时,加强政策

引导、科技创新和公众参与也是实现水资源可持续利用的重要

保障。未来,我们将继续深化研究和实践探索,为塔里木河流域

乃至全国的水资源管理和保护贡献智慧和力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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