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武威古称凉州，地处甘肃河西走廊东端，祁连山

的北麓，石羊河流域中上游，地理位置为牫牱°牪牫′牨牭″～

牫牳°牨牪′牭牬″犖，牨牥牨°牭牴′牫牭″～牨牥牫°牪牫′牬牥″犈。东西长牨牪牪

犽犿，南北宽牴牥犽犿，总面积牭牥牳牨犽犿
牪
。市域内土地由

南而北依次可划分为山区、川区、沙区，海拔变化

于牨牬牬牥～牫牪牰牪牣牴犿 之间。其中山区占牪牭牣牭牫％，走

廊平原占牫牳牣牰牳％，沙区占牫牭牣牭牴％。绿洲集中分布于

走廊平原区。牨牴牴牳年底武威市总人口为牴牱牣牬牳万人，

农业总产值牨牥牣牳亿元，犌犇犘为牫牪牣牴牬亿元，产粮

牬牰牣牪牪万狋，农民人均纯收入牪牥牰牬元。武威绿洲是甘

肃河西走廊地区开发经营最久的产粮基地。目前的粮

食生产量及商品率居甘肃各县市之首。

牨 农业生态环境现状与问题

牨牣牨 沙漠及沙漠化

武威市沙漠、戈壁面积牨牴牣牳牨万犺犿
牪
，占全市总

面积的牫牴％。其中，沙漠及沙漠化面积牨牳牣牨牰犺犿
牪
，占

全市面积的牫牭牣牱％，是河西地区沙漠面积较大和沙

漠化危害较为严重的县（市）之一。市域沙漠主要分布

在红水河以东，通称八十里大沙，属腾格里沙漠的西

南边缘部分，面积牨牰牣牥牫犺犿
牪
；市域沙漠化土地主要

分布在红水河以西，通称二十里大沙，是腾格里沙漠

的侵入部分，面积牪牣牨牫万犺犿
牪
，占沙漠及沙漠化面积

的牨牨牣牱牭％。二十里大沙地表物质大部分为中更新世

冲积湖积沙层，上覆薄层黄土，沙漠化发育的基础为

农田湖沼区，后为流沙埋压，形成荒漠化。沙丘的活动

以流动沙丘为主，农田边缘为半固定的新月形沙丘与

新月形沙丘链。据调查，目前沙丘平均每年南移牳犿，

沿沙漠区边缘的牰个乡（镇）牫牬个村的牪牣牰牱万犺犿
牪

土地已开始沙化犤牨犦
。

牨牣牪 水土流失

武威市水土流失面积牨牨牣牭牪万犺犿
牪
，占全市总面

积的牪牪牣牰牱％，主要分布于黄羊、杂木、金塔和西营四

大河流中上游，这里土质疏松，坡度较大，沟壑分布

多，植被覆盖稀少，水土流失较为严重，导致农田地力

下降，冲毁、淤积水利设施，使库、渠、塘、坝效益下

降。目前各主要水库的淤积泥沙占总库容的牫牥％以

上，南营水库已淤积牬牱牰万犿
牫
，为死库容的牬倍。水

土流失的发展严重威胁着水库的安全，直接影响绿洲

的稳定，沟底下切，沟头前进，不断蚕食良田；沿山坡

耕地跑水、跑土、跑肥、地力下降，山区耕地全为中低

产田。

牨牣牫 草地退化

武威天然草地面积牪牰牣牫牴万犺犿
牪
，其中可利用面

积牴牣牪牫万犺犿
牪
。全市草地可分为草地草原、荒漠化草

原、砾质荒漠草地、沙质荒漠草地和盐生草甸草地五

个类型。据草地资源调查统计，全市天然草地退化面

积达 牭牣牰牰万 犺犿
牪
，占全市可利用草地面积的

牰牨牣牫％，其中，虫、鼠害面积达牪牣牨牳万犺犿
牪
，占全市可

利用草地面积的牪牫牣牰％。退化草地秃斑、裸地广布，

虫鼠害草地鼠丘、鼠洞遍地，引发土地风蚀、沙化。各

类草地草群结构变差，演变趋劣。荒漠草地植物每平

方米仅剩牨～牪种，优势种生长缓慢。

牨牣牬 地表径流减少

根据武威石羊河上游西营、杂木、黄羊和金塔牬

河近牭牥年的水文统计资料，上游牬河出山口年均径

流量牭牥年代平均为牨牨牣牪牨亿 犿
牫
；牰牥年代下降到

牳牣牰牫亿犿
牫
；牱牥年代下降到牳牣牰牥亿犿

牫
；牳牥年代略有

回升，到牴牣牫牪亿犿
牫
；牴牥年代又下降到牳牣牫牥亿犿

牫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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总体来看，上游地表径流量呈递减趋势。由于地表径

流量减少，又加剧了超采地下水的发展，引起了区域

性地下水位下降及泉水径流量减少和泉水溢出带的

下移，构成绿洲沙漠化的潜在威胁。

牨牣牭 地下水位下降及泉水径流减少

自牭牥年代以来，武威盆地地下水基本处于持续

下降过程，尤其近年来年平均下降幅度达牥牣牫～牥牣牰犿。

南部山前地带下降牰～牳犿，中部平原地带下降牫～牳犿，

北部沿河带下降牳～牨牪犿。在绿洲北部形成了较大范

围的降水漏斗，使耗电量增加，生产成本上升，机井效

率降低。伴随着地下水位的下降，泉水径流也随之下

降，以致改变了历史上山水灌区和井泉灌区的分布格

局，形成了山水灌区、山井灌区、井泉灌区和纯井灌区

牬种类型。

牪 绿洲生态恶化的主要原因

牪牣牨 人口过度膨胀，开垦荒地过多

牨牴牴牳年武威市人口总数达牴牱牣牬牳万，人口平均

密度达牨牴牨牣牳牭万牤犽犿
牪
。绿洲部分更高，达牭牰牴牣牭牨

万牤犽犿
牪
，大大高于联合国制定的世界干旱绿洲区的

人口标准。自第三次人口普查（牨牴牳牪年牱月牨日）以

来的牨牰年间净增牪牨牣牨牨万。年均人口自然增长率为

牨牣牫牭牫％，年均总人口增长率达牨牣牭牪牱％。人口的过度

膨胀，导致开垦荒地过多。例如，过去有名的黑马湖地

区由于过度开垦，在牳牥年代初期湖水就已干涸。

牪牣牪 破坏植被和不合理的土地利用

牗牨牘山区毁林、毁草开荒、开矿造成水土流失，生

态恶化。祁连山水资源是武威绿洲灌溉农业的命脉。

历史上山区是森林茂密、水草丰美的林牧区。但长期

以来对山地－绿洲－荒漠这一复合生态系统的规律

认识不清，忽视山地林草对水源涵养、水土保持、调节

气候等的生态功能，造成过量砍伐，管理不善。一度时

期还推行“牧区粮食也要自给有余”的错误方针，造成

林草植被的大量破坏。同时，上游开矿、淘金、破坏河

床也拦截了一定的径流。

牗牪牘沙区破坏沙生植物、过度放牧、造成沙漠南

移，土壤沙化。主要表现在：①开垦：沙区的改良方向

本应植树种草，防风固沙，但是由于缺乏统一规划和

土地开发保护的机制不健全，牱牥年代在沙区开荒

牬牰牰牱犺犿
牪
，牳牥年代以来开荒更多。据调查，近牪牥年

来在沙区累积开荒牨牣牰牱万犺犿
牪
，过去曾是大面积荒

滩和沙地的大柳东沙窝及长城以西的沙漠和九墩滩

等地，现在已是片片机井灌区，导致地下水下降，严重

破坏了原有的沙生植物，加速了沙漠南移。②毁林开荒：

据不完全统计，牳牥年代以来，在沙区毁林种粮牨牨牫犺犿
牪
，

使原来就很脆弱的防风固沙林又遭到了破坏。③过度

樵采：历史上武威绿洲外围沙区沙生植被较好，但是

由于连年进沙搞“小秋收”，过度樵采等不合理利用，

使沙生植被遭到严重破坏。④过度放牧。

牪牣牫 灌区耕地扩大，绿洲向密集化发展，造成灌区重

心趋源转移，下游及绿洲外围生态恶化

进入牳牥年代以来，受人口压力和利益驱动，武威

绿洲各灌区均有不同程度的开荒和农业用地的扩大，

尤其是井灌区面积发展更大，使原有大部分泉沟草地

早已消失，绿洲越来越密集。据调查，武威市灌溉面积

实际已达牨牫牣牪牰万犺犿
牪
，是上报数的牨牬牰％，为区划数

的牨牫牨％
犤牫犦
。灌区耕地面积的扩大使绿洲向密集化方

向发展，从灌区来看，绿洲密集化提高了现行灌溉水

的经济利用率。但是，从全流域和山地－绿洲－荒漠

复合生态系统的角度来看，过多的牵制上游的河、泉

水，就等于毁灭下游的绿洲和生态环境。

牪牣牬 水资源利用缺乏统一管理，影响了水资源的合

理利用及生态环境的保护与建设

水资源是干旱区主导绿洲形成发展的因素，“有

水则为绿洲，无水则为荒漠”。绿洲与荒漠二者在一定

条件下可以相互转化，既发生“绿洲化”或“荒漠化”变

化。而引导这种变化趋于合理的关键是水资源的合理

利用。目前来看，武威绿洲水资源利用缺乏统一管理，

集中表现在：牗牨牘石羊河流域上、中、下游的用水比例

失调。由于武威灌区的过量用水，使石羊河进入下游

民勤绿洲的年径流量成倍减少，民勤地表水资源入境量

已由牭牥年代的牭牣牱亿犿
牫减至牨牴牴牱年的牨牣牫牱亿犿

牫犤牪犦
，

并且仍以每牨牥牥牥万犿
牫左右的速度继续减少。中下

游地表来水量减少迫使地下水持续超采，已严重影响

了绿洲生态环境。牗牪牘 工农业之间用水矛盾日趋突

出。镍都金昌自牱牥年代以来，生产规模不断扩大，用水

量显著增加，牨牴牳牴年仅金川公司用水量牥牣牬牫牪牰亿犿
牫
，

近期规划用水量将增至牪牣牨牭亿犿
牫
，而供给该公司水

源的东大河，多年平均径流量仅牫牣牨牴亿犿
牫
。为了保

证镍都用水，曾有牫年在作物灌水期停农保工。工农

业用水矛盾的突出，使东大河流域的朱王堡镇不断过

度开采地下水，地下水漏斗范围逐年扩大，从而诱发

沙漠化继续向武威绿洲纵深蔓延。牗牫牘生态用水明显

不足。水资源利用缺乏统一管理，严重影响着武威绿

洲生态环境的保护与建设。

牪牣牭 农田灌溉定额偏大，灌溉技术相对落后，水浪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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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象比较突出

据统计，牨牴牴牳年全市牴万犺犿
牪实灌面积中，保证

灌溉的面积牱牣牱牪万犺犿
牪
，占牳牭牣牱牱％。个别地方还有

串、漫灌现象。据调查，在武威市的西营、杂木、金塔

灌区毛定额分别达到牨牨牴牳牭犿
牫
牤犺犿

牪
、牨牥牳牬牭犿

牫
牤犺犿

牪
、

牨牪牴牱牭犿
牫
牤犺犿

牪
，明显偏高。当然，复种指数高是灌溉

定额高的原因之一，但是全市苗水灌溉次数一般为

牬～牭次，甚至牰次以上，且苗水的单次净定额也较

大，一般在牴牥牥～牨牥牭牥犿
牫
牤犺犿

牪
，多的高达牨牪牥牥～

牨牭牥牥犿
牫
牤犺犿

牪
。灌水定额（指苗水）一般在牫牥牥牥～牭

牪牭牥犿
牫
牤犺犿

牪
（不包括复种），这也是定额偏高的原因之

一。据武威节水灌溉技术成果，灌溉技术采用小畦

灌、沟灌或地膜灌，泡地定额为牨牭牥牥犿
牫
牤犺犿

牪
，牫次苗

水定额牫牥牥牥犿
牫
牤犺犿

牪
，就能保证增产。显然，如果现在

的田间耗水定额保持稳定不变，或沿用传统灌溉方式

及技术或增加复（套）种面积，或一味追求丰产灌溉定

额，那么，水浪费的现象将难以扼制，绿洲生态用水将

难以增加，下游绿洲将继续萎缩。

牫 生态重建的基本思路及优化方向

牫牣牨 基本思路

武威绿洲生态恢复与重建的基本思路是：从水土

资源开发利用及生态环境的现状出发，遵循干旱区内

陆河流域绿洲演变的基本规律，把山区、川区、沙区作

为一个完整的生态系统进行流域综合整治，按照“南

护水源，北御风沙，中保绿洲”的原则，优化水土资源

开发利用的方式和空间结构，在保证城乡生活用水和

生态环境用水的前提下，合理安排农业和工业用水。

近期加快建设水资源节约型的社会经济体系，通过合

理配水、节约用水、控潜改造、开源节流、加强管理、退

耕还林还牧、发展高效生态农业等措施减少地下水超

采，缓解农业和上、中、下游之间的用水矛盾，遏制生

态环境继续恶化。远期，通过水资源约束，大力调整

产业结构、用地结构，达到水资源供需平衡、上中下游用

水平衡、地下水采补平衡，生态环境向良性方向发展。

牫牣牪 生态环境优化方向

牫牣牪牣牨 沿沙区及沙漠化整治类型区

以防风固沙林建设为主，扩大封沙育林、育草面

积，积极营造农田防护林网，使封沙育林育草带、防风

固沙林带和护田林网三大工程措施在绿洲外、洲边和

洲内形成一个完整的全方位综合整治和开发利用体

系，遏制沙漠入侵，维持绿洲稳定。在绿洲外围和边

缘地带，要搞好三北防护林体系建设，合理适度开发

利用地下水，变无效蒸发为有效利用，发展沙区产

业。积极建设沙漠化土地综合治理开发示范区，探索

治沙先进技术和开发模式，使之成为生态沙产业的示

范样板。实行封育、保护和开发、利用相结合的方针，

对绿洲边缘的固定、半固定沙地（柴湾）严格封禁，促

其自然恢复、更新。对二十里大沙、八十里大沙实行封

护，不准放牧、樵采、开荒等人为活动。通过封禁、管

理，逐步提高植被覆盖，阻截流沙，固定沙源。

牫牣牪牣牪 山区及沿山区水土流失整治类型区

以水土保持林建设为主，有计划地退耕还林还

草，确保河川径流长期稳定，永续利用，使林草、耕作、

工程三大措施在浅山、坡面、沟道形成一个统一的全

方位综合保持水土和生态农业开发体系，扭转水土流

失，增强水源涵养功能，保障水库安全。浅山区应大力

营造水土保持林，封育保护天然次生乔木、灌木林，形

成祁连山水源涵养林的缓冲带，延伸水源涵养林的范

围。沿山区营造苹果、梨等经济林，发展生态林业经

济。在草原及荒漠化草原地区要有计划地封育，遏制

草地退化。对平缓坡耕地要加快水平梯田建设，搞好

旱作生态农业，主干沟内发展沟坝地，利用沟内洪水

资源，发展聚流农业。

牫牣牪牣牫 川区绿洲农业类型区

以农田防护林网建设为主，大力营造绿洲周边防

护林带，积极发展绿洲内部带、片、田埂经济林，使防

护林带、片、田埂经济林在整个绿洲地域构成一个全

方位的综合防护和生产利用体系，增强防灾减灾能

力，保护绿洲农田生产。同时，要全面推进田间配套工

程及高标准农田建设，改革灌溉制度，提高灌水技术，

普及常规节水灌溉，积极推广低压管道输水和滴灌、

渗灌、喷灌，建立节水型社会生产体系，发展高效绿洲

生态农业。

牫牣牪牣牬 沙区自然保护区生态建设类型区

在荒漠、半荒漠、濒危野生动物保护区主要通过

引进、驯化和繁育，使适于荒漠、半荒漠环境濒于灭绝

的动物在圈养集约经营和控制放牧的条件下大量繁

殖种属，增加数量，最后释放野化，使自然达到最低限

度的载育数量，丰富荒漠系统的成分，为沙漠综合治

理开发探索新的利用模式。沙生植物保护区主要通过

对国内外抗逆性强而又有经济价值的沙生及旱生植

物进行收集、引种、驯化和选育，保护和扩大沙生植物

群落，促进荒漠草地植被恢复、繁衍，为沙漠综合治理

开发提供新的治沙材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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牬 对策

牬牣牨 强化生态危机意识，树立可持续发展的资源环

境观

绿洲生态环境是在自然因素和人文因素综合作

用下发展演化的，其中水土资源的开发利用不当，极

易造成绿洲沙漠化。绿洲靠水而依存和转化，“兴在水

上，毁也在水上”。过去由于对水资源互相转化和生态

环境的认识不足，忽视了水资源承载能力和环境容

量，只图短期利益而不顾长远发展，造成了土地资源

过度开发和水土资源的不平衡。事实证明，武威绿洲

生态环境与武威经济、社会共存亡，生态环境的危机

已经向我们警告，必须坚决改变不合理的、粗放的资

源开发模式和生态环境破坏的行为，强化生态危机意

识，树立可持续发展的资源环境观。

牬牣牪 加强以流域为单元的生态恢复重建管理

武威绿洲和下游民勤绿洲是一个完整的综合生

态系统，社会经济与生态环境相互影响、相互渗透、相

互制约，武威绿洲生态恢复与重建必须置于石羊河流

域的大系统中，以流域为单元合理分配生态用水，联

合调度地表水、地下水，从经济、社会、生态效益相协

调的角度处理好上、中、下游的用水利益关系，积极促

进流域水土资源管理机构的早日建成，缓解水资源分

配中的矛盾。只有保持上、中、下游水资源补充和消耗

的平衡，才能确保水资源可持续利用和正常的相对平

衡的生态环境态势。

牬牣牫 依法管理、综合整治

要根据《水法》、《土地法》、《环境保护法》等有关

配套法规加强水资源的统一管理。把水土资源合理利

用和生态恢复与重建纳入经济社会发展计划指标，实

现统筹规划，分级与分部门管理相结合，加强农、林、

牧、水电、土地、环保等部门的协作，消除条块分割，综

合整治，恢复重建生态平衡系统。各部门共同围绕节

水高效生态农业、绿洲生态环境稳定建设而努力制止

对水源地的破坏，荒地乱开滥垦及无节制的扩大复套

面积。因地制宜，优化土地利用结构，合理退耕还林还

草。在不扩大用水总量的前提下，实行绿洲区域“边防

护、内节水、限井采”三管齐下的保护绿洲措施。

牬牣牬 建立高效节水型的农业经济体系，提高生态用

水比例

高效节水农业是实现绿洲区域农业可持续发展

的根本出路。结合武威实际，现阶段应以常规节水为

中心，结合地膜工程，以水定植措施、科学配方施肥、

耐旱良种推广、喷灌、滴灌和高效节能日光温室生产

技术推广等，形成高效节水型农业生产发展新格局，

通过节水、增产、增收促进生态用水比例的提高和退

耕还林还草，使生态建设由独家推行变为社会各界支

持和用户自觉推广的行动。

牬牣牭 制定有利于激励发展节水高效农业的投入政策

和生态重建的补偿机制

目前，武威绿洲地区水价偏低，缺乏强制性的节

水技术推广法规，农业生态环境建设没有解决好利益

机制。因此，生态恢复与重建，必须制定激励发展节水

农业的投入政策和生态重建的补偿机制，形成国家、

集体、个人“三位一体”的共同投入、自我发展、自我更

新的发展节水农业的新机制。逐步建立退耕还林还草

和地区之间相互占用农业用水的补偿机制，促进生态

系统向良性方向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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