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陕西省水资源可持续发展战略研究

武成烈
‘ ,

许景辉
陕西省水利厅 水电处

,

陕西 西安

西北农林科技大学 水利与建筑工程学院 陕西 杨凌

〔摘 要 」 在简要介绍陕西 省自然和社会经济现状的基础 上
,

分析了陕西省水资源概况和 时空分布规律
,

重

点描述 了全省水源污 染现状及河 流含沙量 大不 易利用 的特点
,

客观评价分析 了水资源开发利用 水平
,

最后指出了

全省水资源利用 中存在的主要问题
,

提 出了面 向可持续发展的水资源开发战略对策
。

关键词 〕 陕西省 水资源 开发利用 用水水平 水资源战略

〔中图分类号 〕 仁文献标识码 〕 仁文章编号 〕
一 一 一

陕西省东临山西
、

河南
,

西倚甘肃
、

宁夏
,

南接湖

北
、

四川和重庆
,

北界内蒙古 自治 夏
。

东西宽度
,

南北长为
,

总面积 万
。

全

省 分 为黄河 和 长 江两 大 流 域
,

前 者 面 积 为

万
,

后者为 万
,

分别 占全省总面积 的
·

和
, 〕。

由于独特的地理位置以及在交通
、

能源
、

科教资

源方面的区位优势
,

在西部大开发的历史进程中
,

陕

西省无疑形成了连接东部和西部
、

西南部 的主要通

道和欧亚大陆桥的纽带
,

成为西部大开发的桥头堡
,

具有东联西进的重要作用
。

但陕西省水资源短缺 已经成为影响全省社会
、

经济和生态健康发展及其人民生活水平提高最重要

的制约因素之一
。

研究和解决陕西省水资源可持续

利用的战略问题
,

对全省经济和生态建设具有重要

作用
,

对于解决西部大开发中的许多重大问题都有

重要的借鉴意义
。

陕西省 自然和社会经济概况

以秦岭和北山为界
,

陕西可分为陕西北部
、

关 中

盆地和陕南 个部分
。

陕西北部为我国黄土高原的

主体部分 —陕北黄土高原
,

面积为 万
,

占全省总面积的
,

自北 向南 由风沙滩地过渡

为黄土丘陵和黄土高原沟壑地形 陕南北属秦岭
,

南

为巴 山
,

中间为汉江谷地
,

面积 万
,

占全省

总面积的
,

山势陡峻
,

溪谷发育
,

水力资源丰

富 关 中盆地面积 万 , ,

仅 占全省总面积的

写
,

四面环 山
,

由山前向盆地中心
,

依次分布洪积

扇裙
、

黄土台源和河流阶地
,

中部地势平坦
,

素有
“

八

百里秦川
”

之称
。

据 有关 资料统计
,

年全 省人 口

万人
,

其 中 市 镇 人 口 万 人
,

乡 村 人 口

万 人 农 业 总人 口 万 人
,

占总人

口 的
。

陕西省有较好的农业发展条件
。

关 中是国家粮

棉油和果品基地
,

陕南素称
“

鱼米之乡
” ,

陕北是农牧

结合 区
。

年全省耕地面积 万
,

其

中水 田 万
,

水浇地 万
,

旱地

万
。

关 中耕地和水浇地面积分别 占全

省耕地面积的 和 水 田 主要分布在陕

南
。

全省农 田有效灌溉面积 占耕地面积的
,

其 中渠灌面积 万
,

纯井灌面积

万
,

渠井双灌面积 万
,

有效灌溉 面

积的 分布在关中地区川
。

陕西省 已形成国家门类较为齐全 的工业体系
。

近年来
,

高科技
、

新技术工业发展很快
,

已形成西起

宝鸡
,

东至渭南的关 中高新技术经济开发带
,

西安
、

杨凌两个国家级高新技术开发 示范 区
,

以煤
、

天然

气
、

石油为龙头的陕北能源重化工基地已初具规模
。

陕西省水资源概况

水资源概况与分布规律

降水资源 陕西省属于典型 的大陆型季风

气候
,

年降水量总的变化规律是北少南多
,

山区大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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平原
。

山区多年平均降水量在
一

一 以

上
,

汉 中盆地
,

关 中平原 一
,

且由东向西递增
。

陕北大部分地区为 一
,

风沙滩地区 的北部小于
,

为全省最低
。

地表水 资源 年径流的总体分布呈现出两

个多水带 米仓山一大 巴 山和秦岭南北坡
、

一个过

渡带 汉江两侧 和两个低值分散区 关 中和陕北
。

径流高值 区 多为山 区
,

其 中秃尾河径流深 为
,

秦岭中西部为 一
,

米仓山
,

为全省之冠
。

最低值在定边北部
,

小于

。

径流的年内分配过程和降水的年内分配关系十

分密切
。

除陕北风沙区 由于地下水对河流补给量较

大
,

且径流月变化较小外
,

其余地区年径流的 一

集中在汛期连续最大的 个月内
,

即陕北
、

关中

的 一 月和陕南的 一 月
。

全省流域面积大于 的河流有 条
,

水力理论蕴藏量约 万
,

平均
艺 。

黄河片水力蕴藏量 。万 含黄河北 干 流

万
,

长江片水力蕴藏量 万 工
。

地 下 水 资源 区域构造地质和 自然条件控

制着地下水的形成和分布
,

因而形成了陕北
、

关 中及

陕南 个独立 的水文地质单元
,

其地下水均有各 自

的特征
。

陕北黄土高原区上覆松散岩类孔隙水与下伏碎

屑岩类裂隙孔隙水
,

补给条件差
,

排泄条件好
,

不利

于地下水的蓄存
。

除风沙滩区和河谷川道及较大的

黄土原外
,

黄土丘陵区地下水较为缺乏
。

关中盆地遍布巨厚 的第四 系松散岩
,

含水层分

布广
,

地下水补给条件好
,

水量较丰富
。

其中以渭河

平原及秦岭山前倾斜平原含水层岩性颗粒粗
,

厚度

大
,

富水性强
,

单井涌水量较大
。

地势较高的北山山

前冲洪积扇
、

黄土台源及渭河高阶地富水性较差
,

单

井涌水量较少
。

水质状况除局部地段为高矿化度水

外
,

其余大部分地 区 为矿化度小于 的重碳酸

型淡水
。

陕南除零星 分布的山间盆地具有松散岩类堆

积
,

地下水赋存条件好
,

水量丰富外
,

广大山 区基岩

裸露
,

地下水分布极不均衡
。

水质与泥沙

河 流及地 下 水 的 化 学特征 受 自然环境的

影响
,

河流天然水质绝大多数属碳酸盐类水
,

陕北部

分山区水质不 良
,

如洛河
、

径河上游和延河一带为氯

化物
、

硫酸盐类水 渭北部分地区分布有高氟水
。

河

水矿化度全省平均值
。

陕北闭流区
、

洛河

中上游
、

渭河林家村 以上部分河流以及 白于 山 区河

流矿化度达 以上
,

石川河及其以东卤泊滩地

矿化度达
,

其他河流矿化度多在
一

以

下
。

陕北黄土梁赤区 和北部沙漠 区多为低矿化度

一 的重碳酸盐型水 而定边一吴旗及无

定 河 中段
,

矿 化 度 为 一
,

有 的甚 至 达 一
。

关中盆地大部分地区为矿化度小于 的重

碳酸盐型水
,

从 山前至盆地 中心
,

有明显 的水平分

带
。

山前地带为低矿化度的重碳酸盐型水 黄土台源

为重碳酸一硫酸盐
、

硫酸一氯化物或氯化物型水
,

矿

化度增至 以上 渭河一级阶地 中后部
,

以

固市
、

盐池洼地 为 中心
,

形成 了硫 酸一氯化物或硫

酸一重碳酸盐类的微咸水至咸水 一级阶地前缘及

漫 滩 一 带 为 重 碳 酸一硫 酸 盐 类 水
,

矿 化 度 降 至

一
,

以淡水为主
。

水 污 染 地表水污染严重
。

黄河流域有

机污染氨氮
、

耗氧性有机物
、

及挥发酚
、

石油类污染不断加重
,

年单项分类评价超过 亘

类 水 质 的 河 长
,

占 评 价 总 河 长 的
。

陕西省水污染最严重的河流为渭河
,

干支流

评价总河长
,

有害物单项分类评价超过 夏

类水质的河长
,

占评价总河长 的

超过 类水质的河长
,

占评 价总河长 的
。

近年来长江流域水污染状况也较严重
,

年单项分类评价
、

类水质河长 占评价总河长的

比例也达到
。

地下水污染主要集 中在关 中的重要城镇及

重点工业区
。

西安市的集 中供水水源地水质 良好
,

水

化学动态稳定
,

各类污染物含量都很低
,

符合国家饮

用水标准
。

但沫
、

皂河水源地潜水矿化度
、

总硬度有

超标检 出
,

各项离子 含量也有增高 渭滨水源地潜

水
、

承压水有亚硝酸根检出 城郊 自备井承压水水质

在局部地段因人为因素影响
,

有少数离子超标 部分

地段承压水中氟
、

砷含量较高
,

且其含量有随深度增

加而增高的趋势
。

西安西北郊和北郊污水灌溉区的

潜水受工业
、

生活废水的污染
, 、 。

均超标
,

大部分不 能饮用
,

城 区 及郊 区 潜水污 染 面积超 过
“ 。

河 流 泥 沙 全 省多年平均输 沙量

万
,

平均输沙模数 年
· 。

其中陕北输

沙量 万
,

占全省输沙量的
,

平均输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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模 数 年
· ,

关 中输 沙量 万
, 。

渭北黄土源 区河流年平均含沙量在 一

占
,

平均输沙模数 年
·

陕南输
。

关中盆地的河流年平均含沙量多在

沙 量 万
,

占
,

平 均 输 沙 模 数 以 下
,

而 陕 南 秦 巴 山 区 河 流 含 沙 量 小 于

年
· 。

输沙量最大的是陕北河 口 一龙门区
, 〕。

年输沙量 占全省总输沙量的
。

水资源及其总 ,

陕西是全国河流含沙量最高省区之一
。

无定河 地 表 水 量 全 省 频 率 年 径 流 量 为

中游
、

洛河上游年平均含沙量大于 皇甫 亿
,

频率年径 流量为 亿
,

川
、

窟野河和无定河下游及清涧河
、

延河多在 频率年径流量 为 亿
,

频率年径
。

延安 以南
、

黄龙山以北与洛河中游
、

径河 流量 为 亿
,

地 表水径 流 总量 为

中游的黄土高原区
,

河流年平均含沙量多为 一 亿
。

分区地表水资源评价结果如表 习所示
。

表 陕西省地表水分区评价结果 」

挤域
】

径流量 亿 人境客水 亿
“ 径流总量 亿 “ 径流深

关

全省

关中

陕北

陕南 ,

黄河流域

长江流域

石

按龙门和撞关站多年实测径流资料统计
,

黄河

北 干 流 过 境 水 量 多年 平 均 径 流 量 分 别 为

亿 和 亿
。

因此
,

开发黄河过境水是解决黄

河片长远缺水的主要途径
。

地 下 水量 全省多年平均浅层地下水资源

量 亿
,

其 中平原 区地下水资源量

亿
,

山丘区 亿
,

重复计算量 亿
。

矿化 度小 于 的淡 水 为 亿
,

一

的微咸水有 亿
,

大于 的咸水有

亿 〔二。

关中地区浅层地下水资源量 亿
,

其中

平 原 区 亿
,

山 丘 区 亿
,

重 复量

亿 淡水 亿
,

微咸水 亿
,

咸水

亿
。

陕南 地 区 全 为淡 水
,

总 量 为

亿
,

其中平原区 亿
,

山丘区 亿
,

两

者重复量 亿
。

陕北地区浅层地下水资源量

亿
, ,

其中平原区 亿 。
,

山丘区

亿
,

两者重复量 亿 淡水 亿
,

微

咸水 亿
,

咸水 亿 。
。

全省地下水可开采量 亿
,

另有傍河地

下 水可 开采量 亿
,

岩溶 水可 开采量

亿
。

其 中 关 中 地 区 亿
,

占全 省 的
,

另 有 傍 河 水 亿
,

岩 溶水
亿 陕南 亿

,

占全省的
,

另有傍河

水 亿 陕北 亿
,

占全省的
。

水资源 总量 全省多年平均地表水资源量

亿
, ,

地下水天然资源量 亿
,

两

者重复计算量 亿
。

全省水资源总量

亿
,

折合面平均水深
。

黄河流域和长江

流 域 分 别 为 和 亿
。

其 中关 中

亿
,

占全省的 陕南 亿
,

占 陕北
,

亿
,

占 〕。

水资源利用现状

水资源可利用

区域水资源 的可利用量是个宏观概念
,

估算可

利用量有重要的现实意义
。

但量化可利用量是个复

杂的问题
,

目前尚无统一标准
。

影响水资源可利用量的主要因素有生态环境因

素
、

水文气象因素
、

河流生态环境需水量等
。

地下水

可开采量可作为可利用量
,

但要扣除其和地表水间

的重复量川
。

在综合分析影响水资源利用诸因素的基础上
,

以 区域水资源总量与入境水量之和为基数
,

陕西省

黄河流域水资源可利用量为 亿
,

其中地表

水 亿
,

地下水 亿 长江流域可利用

量为 亿
‘ ,

其中地表水 亿
,

地下水

亿
。

按 自然分区
,

关 中 亿
,

陕北 亿
,

陕南 亿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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水资源开发利用现状 多小型水库的建成
,

东雷抽黄工程
、

交 口 抽渭等工程

陕西水资源利用历史悠久
。

从郑国渠到汉 自渠
、

的配套改善
,

羊毛湾 与段家峡等工程的建成运行
,

加

龙首渠
,

陕北织女渠
、

云 惠渠 以及陕南的汉 惠渠等
,

仁全 省配套机井 万 眼
,

使灌溉 面积增至

历代水利 〔程都曾发挥过 重要作川
。 “

关中八惠
”

径
艺 。

此外
,

继石头河水库
、

王瑶水库和马栏水库向

惠渠
、

渭惠渠
、

黑惠渠
、

洋惠渠
、

梅惠渠
、

涝惠渠
、

千惠 城市供水 二程
、

盐环定提水工程和引冯济羊工程
,

冯

渠和洛惠渠 年建成
,

在很 大程度 改 善 了陕 家山水库宝鸡城市供水工程等的相继实施
,

二期抽

西的农业生产条件
。

黄
、

黑河金盆枢纽
、

洋县卡房水库
、

三原西郊水库等

新中国成 立后
, “

关‘ , 八惠
”

相继改建
,

各类水库 程的建设
,

东庄水库等一批项 目的前期工作也正

和蓄
、

引
、

提 程
,

农用机 井
、

大 井及辐射 井等也相 在抓紧进行
几 。

年全省各类水源工程分区供水

继建成
,

桃 曲坡
、

冯家山
、

石头河 等大
, , 琢迪水川 及众 情况如表 和表 所示

。

表 匕 ”沂 年映西省分区供水 统计
’

’ ‘

, , 。
·

、 一, 刃 。》 。 、 、准 〔 、 ‘,、 ‘ 亿

地表水供水畜改 , 「、、、
·

。 、、, ,

治水 程 引水 程 提水 程
《 , 。。 卜 川

、

入卜、 , 。。 ‘川 其他 小计
戈

、

旧只】
、

一菠工“ ‘
, ‘

呀、一 眨‘, 一

川只 拭

地 卜水供水址“ 《 , ‘ 、 甲 ,

价黑 衫电 犷
〕 少七他

【
一

〔他
犷 , 袱热

山阳阳

污水
,吐川

“狱

川 、号一

奋一,

二『毛卜

寻

︺

︺

喇

个省
一 川

「 找

关中
, 一 只

‘

川

陕北

“ 吐

陕南
,

是注

黄河流域
一

万

自侨
灰

几

,

,

竺 几

、

外卜 闭夕 污

咖 了
,

叮
,

三吕 止式

】
‘ 日 ‘川 臼 洲 己 艺

‘ 卜 自 笼
,

日 污
,

之 吕 曰 度 几
‘

七 ,

长江流域
、 丁 了 气, ‘ 几

、 、 一

裹 年陕西省分区 用水情况统计
’

, , 一。 。

川
、 一

亿

洲怀狮﹄
农田灌溉 业用水 , 、 一。 、、

城镇生 舌 沁 ,。 、。

挤域
万 水田

’

”

水浇地
、 畏‘ 〔 小计

“

二 ,

劣皇 业 , 、

十 生活
、 ,

菜贝 小计
, 卜气 为 一

林牧
渔业
优

生态
环境 总计

一

眨「 〔

全省
,

了

胜 〔

关中
卜 才 卜 」

陕北
〕 了, 丰

陕南
阮 卜 苏

黄河流域
一

,

了 ‘,
‘ ,

长江流域
一 〔 屯 下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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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水水平分析

由表 可见
,

在全省 亿 的用水量 中
,

农

田灌溉用水量为 亿
,

占总用水量的
,

工业用水量为 亿
,

所 占比例较小
。

可见陕

西省农业用水 占大多数
,

而其一半以上在关中
。

陕西

与全 国平均定额 丫 和黄河流域水浇地

平均定额 相 比是较低 的 工业用水

的定额和 国内发达地 区相 比仍有差距 城镇和农村

生活用水水平低于全国平均值 表
。

表 陕西省用水水平与全国及其他地区平均水平的比较

橇黑
人均

万 元

人均
用水量

、

万元 〕

用水量 “

寻

不 一

农 田灌溉
用水量

·

一

生活用水量
· ’

一

城镇

、

农村

万元工业产值
用水量 “

忿

、 、

洲
︸了︺

冲改曰户乙序︸,一乙︺,,皿陕西

全国平均

西北平均

东部省市平均

乌

〔

注士刁﹄

月

斗︵刃场︸

⋯
曰

水资源利用中存在的问题

供水设施不足
,

蓄水工程少

全省普遍存在缺水问题
,

以关中最为突出
。

其主

要原因有以下几点 一是全省供水能力增加缓慢
,

跟

不上需水的增长速度
。

二是地表水水源工程建设滞

后
,

尤其是蓄水工程太少
。

径河
、

洛河
、

渭河
、

延河
、

无

定河等较大河流至今没有一座控制性蓄水工程
,

使

较 多的水 资源得不 到利用
。

全省有效灌溉面积仅

万 由水 库 供 水
,

占 曾有 效 灌 溉 面 积 的
,

有 四分之三 的农 田灌溉 面 积由引水和提水工

程供水
,

供水保证程度较低
。

三 是现有水利工程老

化
,

实际供水量下降
。

四是需水增长快
,

尤其是城市

和工业需水增加较快
,

工业用水年递增率
,

城

镇用水年递增率
,

今后还将保持这种速度
。

过 开发地下水导致的环境地质问题

全省现有机井 万 眼
,

城镇 和 工业需水量 的

以上 以地下水为供水水源
。

世纪 年代后

地下水开采量增加较快
。

年全省地下水开采量

已达 亿
,

占到全省总供水量的
,

除深

层水
、

岩溶水
、

傍河开采地下水约 亿
,

浅层地下

水开采量约在 亿
,

占全省
一

浅层地下水可 开采

量的
,

平原区为 以上
。

大量开采地下水导

致平原地 区地下 水位持续大面积下 降
,

形成许多地

下水超采区
。

关中地区潜水地下水位大面积下降区

已达到 万
,

主要分布在沿渭河 的城市和工

业 集 中水源 区 及 纯井灌 区
,

地下 水超 采 面积 达 到
, ,

其中严重超采区面积达到 二
。

地下水开采强度大
,

已形成多处下降漏斗
,

且漏

斗范围逐年扩展
,

中心水位逐年下降
。

如西安市 自备

水源井过量开采承压水
,

使东南郊地下水位埋深 由

下降到
,

最深达
,

形成洋河
、

溺

河
、

产河
、

渭河
、

皂河等 个较大的下降漏斗
,

引发严

重的环境问题
,

出现了西安东北郊的胡家庙
,

南郊大

雁塔
、

小寨
,

东南郊 的沙坡
,

西南郊 的西北大学 个

沉降中心和 条地裂缝
,

使 余座建筑物受到

不同程度的破坏和影响
。

用水技术和工艺落后

工业企业用水工艺落后
,

除火电工业外
,

其他工

业用水的重复利用率在 左右
,

乡镇工业更低
。

农 田灌溉工 程年久失修
,

斗以上渠道衬砌率不

足
,

输水损失大
,

平均渠 系利用系数不足
,

大型灌 区灌溉水利用系数平均只有 左右
。

虽然

灌溉定额在全国属较高水平
,

但仍有潜力可挖
。

生活

用水综合定额平均不高
,

总体用水技术落后
。

,

水体污染不容忽视

据统计
,

全省工业废水和生活污水年排放量

亿
,

其 中工业废水排放 亿
,

且 以 上未经

处理直接排放
,

流经城镇的河流几乎成了污水渠
。

地

表水污染已 由河流点线扩大到渠
、

库
。

地下水体因受

污水排放及农药化肥的使用
,

其污染也 日趋严重
。

如

渭河两岸沿河有 个串珠式分布的排污 口
,

干流及

其支流污染相 当严重
,

年接纳废污水达 亿
,

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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到全省废污水排放总量的
。

来 自面上 的污染
,

如 渭 河 沿 岸 年 农 田 化 肥 施 用 量 平 均 达
, ,

农药用量达
,

使渭河水质急剧

恶化
,

关中段年均属 类或超 类水质川
。

水资源开发前期工作滞后

以前完成的流域
、

区域
、

地区和河段开发以及单

项规划之间衔接不够
,

尚未形成一个整体的
、

较完善

的水资源规划
,

致使全省水资源利用不尽合理
,

水资

源调配不尽充分
,

存在着地 区之间
、

城乡之间
、

部门

之间争水源
、

抢工程现象
。

渭河曾做过流域规划
,

但

存在许多不足之处
,

如没有把地表水
、

地下水统一规

划
,

未同时兼顾工农业用水
、

城乡用水和生态环境用

水
,

因此已经不能适应 目前的情况
。

对于水资源比较

贫乏的省份
,

对河流上下游和左右岸
、

不同行政区之

间统筹兼顾
、

合理安排 的问题
,

需要通过规划
,

制定

切实可行的开发利用方案
。

水资源管理问题

虽然相继成立 了各级水政水资源管理机构
,

制

定和颁布了许多法规
、

政策
,

推行 了取水许可制度
,

实现 了水资源的统一管理
,

部分市县还实现 了城乡

水务一体化管理模式
。

但在管理体制和职能划分方

面还未达到水资源管理的
“

五统一
”

地热水
、

矿泉水

尚未纳人统一管理
,

一些部门在水资源管理上还存

在职责交叉
、

权属不清的问题 未形成协调统一的水

资源管理体制
。

水资源发展战略及对策

水资源战略应成为与社会经济发展相适应的城

乡供水保障体系
,

建设具有现代化管理水平的水资

源高效利用 的节水型社会
,

应 以科学完备的减灾防

灾及水土资源保护体系为特征川
。

关中地区水资源的开发利用

陕西关 中地区是社会经济发展和国家级高新技

术产业开发的重点区
,

对水的需求量很大
。

水资源条

件和供求态势决定 了关中地区水资源开发必须实行

地表水与地下水并重
、

区内开发与区外调水并重
、

开

源与节水并重
。

供水工程规划布局必须强调高水高

用
、

西水东调
、

南水北调
、

黄河北干流水资源西调 的

布设格局
。

关 中西部地表水资源相对丰富
,

可在宝鸡峡 以

上渭河支流建坝修库
,

东引解决城乡用水 秦岭山前

洪积扇及倾斜平原地下水资源 比较丰富
,

可在渭河

阶地及沿渭河傍河适度开采地下水 南山支流宜修

建蓄水工程
。

此外
,

省内的南水北调可从汉江
、

嘉陵

江调水 还可提引黄河北干流和渭河水源
,

配合地下

水适度开发
,

共同解决供水问题
。

关中水资源开发利用要 以满足大中城市
、

高新

技术产业带和现代化农业基地供水为 目标
。

在水资

源配置上
,

有计划地扩大地表水在供水中的 比重
,

把

蓄水和调水放在突出位置 加强节约用水
,

改善水环

境
。

地下水资源开发要科学合理
,

严重超采区应实行

开采总量控制
,

开展 回灌补源
,

黄河
、

渭河傍河水源

尚有潜力
,

可作为工业水源
,

渭北岩溶水可作为城乡

生活供水水源
,

地热水应坚持适度开发
。

在工程布局

仁
,

近期应 以现有工程挖潜节水改造
、

联 网运用 为

主
,

先开发 径河
,

建设 东庄水库 其次为洛河
、

小水

河
,

争取引挑 〔挑河 入陕
,

并实施引红 红崖河 济石

石头河
、

引乾 乾佑河 济石 石贬峪 等调水工程

中期实施引汉 汉江 济渭
,

争取建设古贤水库 远期

依靠国家西线调水大方案的实施
。

陕北地区水资源的开发利用

陕北地区的开发治理应以生态环境治理和保护

为重点
,

以减少人黄泥沙为 目标
,

适 当开发水资源
,

为能源重化工基地和城乡居民用水服务
。

广大丘陵

沟壑区
,

要因地制宜
、

宜农则农
、

宜林则林
,

按照水资

源条件适 当发展灌溉农 田
。

北部榆林能源重化工基

地是西部大开发的国家重点经济发展 区
,

对水的需

求量大
,

但该地区生态环境十分脆弱
,

应在保护的前

提下进行开发
,

开发中应注意保护
。

在水资源配置上要因地制宜
,

增加蓄水
,

严格控

制地下水开采
。

无定河及支流榆溪河
、

秃尾河尚有一

定开发潜力
,

可作为近中期水源
。

北部风沙滩地区浅

层地下水 尚有一定开发潜力
,

但与生态环境密切相

关
,

不宜作为工业和城市的集中供水水源
,

但可用于

群众生活及少量农 田灌溉
。

陕南地区水资源的开发利用

对于汉江
、

丹江和嘉陵江流域
,

水资源的开发治

理首先应满足本地区社会经济发展需要
,

以保护生

态环境
,

防止水污染
,

保证水源安全和稳定可靠为主

要 目标
。

在开发方向上
,

要坚持水资源和水能开发并

重
,

统筹兼顾
,

综合利用
,

同时考虑城镇生活
、

工业供

水和农 田灌溉
,

兼顾防洪
、

养殖
、

旅游等综合效益
。

低

山丘陵区应大力发展水塘和小型 的蓄
、

引
、

提工程
,

有条件的可相互 串联
,

形成
“

小工程大群体
”
的供水

系统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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