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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4 3.4 3.4 3.4 水资源开发利用综合规划

3.4.1 3.4.1 3.4.1 3.4.1 规划目的及基础资料

（1111）规划目的

       社会经济的发展需要与之相适应的水资源数量和质量，水资源开发利用

综合规划就必须对各个阶段可能出现的情况、发展趋势及其需水量做出估计。

据此，根据水资源状况规划满足社会经济发展需要的水功能区，进而采取相

应的措施保护水资源。

（2222）基础资料

          P70图3.3.2
       基础资料获取途径：用水普查、抽样调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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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4.2 3.4.2 3.4.2 3.4.2 跨流域调水的利与弊

       目的：针对水资源在时空上分配的极不均匀性，为解决水资源的区域性

                  不足，从根本上合理地进行国土整治与改善环境现状，实施跨流

                  域调水。

       
       思路：在空间上是从有余水或有余水潜力的地区向缺水的地区调水，时

                  间上则包含对水资源的调蓄，它是对水资源的人工再分配。

       
       案例：国际上跨流域调水的规模更大，有许多输水长度500km以上、水

                  量在100亿立方以上的大型调水工程。

                （美国的北水南调、中国的南水北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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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何解决平衡发展问题、快速发展问题？

这就要求我们不仅要研究社会发展时的需水量，

同时要研究用水结构及水资源的可利用量大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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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4.2 3.4.2 3.4.2 3.4.2 跨流域调水的利与弊

       在国外跨流域调水工程的建设和运行中，也出现了一些值得注意的问

题，例如移民问题、水体污染问题等。

    ① 淹没和移民问题

       在跨流域调水工程的建设过程中，将产生较大面积的淹没、被毁，野生

生物的生存环境将被破坏，淹没地区居民的房屋、土地、生产设施及其财产

遭受损失，居民被迫搬迁他乡并更改职业。

    ② 水量区域间重新分配产生一定的负效应

        跨流域调——区域间水量的重新分配。

       一方面调水会减少被调流域的径流量，当超过一定数量后会影响该流域

的工农业用水、人民生活用水和生态环境用水，最终制约区域社会经济的发

展并引起生态环境恶化。

       另一方面，调水会增加调入地区的径流量，从而刺激该地区耗水量的快

速增长，如在农业灌溉过程中采取粗放的灌溉方式和掠夺性经营，会造成土

壤盐碱化、沼泽化，使土壤丧失生产能力。在高位水流输水沿线，以及在受

水区因排灌设施失调或管理不当，大量渗漏水过量的不给地下水，将会导致

大面积土地盐碱化、沼泽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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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③ 被调水的河流河口咸水侵入问题
       在水量调出的河流下游及其河口地区会引起河口咸水回流倒灌，导致河
流三角洲地区地表水和地下水水质的恶化、河口区淡水生态系统的破坏。
       例如前苏联的北水南调工程从涅瓦河调水，引起斯维尔河流径流量的减
少，结果导致拉多加湖水体中无机盐含量、矿化度、生物性堆积物的增长和
水质恶化。

     ④ 水体污染问题

       跨流域调水工程使得区域河道渠网密度加大，从而引起单位水体所承受

的污染源密度增加，这必然会加重水体污染过程。

     ⑤ 引发传染性疾病的扩散

       在调水过程中某些有害物质、化学元素、微生物及病毒的总量因冲刷而

减少，其危害因佶抗作用得以缓解，或者因水环境条件的改变使其总量淤积

增加、其危害因协同作用而强化。

     ⑥ 跨流域调水所经线路的地质安全问题

       跨流域调水工程及其引水沿线区域的地质构造状况比较复杂，特别是超

长距离调水，调水沿线的地质状况对调水工程的建设及其运行管理具有极为

重要的影响，许多国家在调水调水工程规划中对此给与高度重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