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呼图壁县水资源开发利用存在问题及对策建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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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呼图壁县水政监察大队，新疆 昌吉 831200）

摘  要：本文阐述了呼图壁县水资源概况，分析了当下的用水现状和对农业生产的影响，针对呼图壁县地下水位

持续下降和水资源开发利用存在问题，提出相应的对策和建议，从而促进当地农牧业生产和社会经济的健康发

展，并为实现呼图壁县水资源可持续利用提供参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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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  引言

呼图壁县位于天山北麓中段、准葛尔盆地南缘，

地处东经 86°05′ ～ 87°08′，北纬 43°07′ ～ 45°20′ 之

间。呼图壁县地处欧亚大陆中心，远离海洋，属中

温带大陆半荒漠干旱性气候。在中纬度西风带的控

制下，受天气系统和北冰洋冷空气的影响，气候的

年较差、月较差、日较差均有明显的差异，具有典

型的大陆气候特征 [1]。呼图壁县从天山分水岭自南

至北，由高而低。按地形变化可以概括为南部山区、

中部平原区、北部沙漠区 [2]。气候连续干旱，导致水

资源总量锐减 [3]。水资源不足是灌溉农业发展的最大

限制因素 [4]。当前，呼图壁县面临水资源短缺、地下

水超采“两大水问题”，水资源开发利用与其他生态

要素保护不平衡，水资源供给能力与经济社会发展

不平衡，供与需之间、开发与保护之间的矛盾较为

突出，并引发了“退地减水”连环问题、连锁矛盾。

节水灌溉技术是现代农业发展的方向，能够实现精

准施水、科学管理，能够大幅度降低灌溉用水量，

提高水资源利用效率，有助于保护和维护水资源的

可持续利用。水资源合理开发、科学利用，才能保

证当地经济社会的可持续发展。

1  水资源现状分析

水资源包括地表水和地下水 , 目前呼图壁县水

资源开发利用总体状况为资源性缺水、结构性缺

水、配置性缺水、区域性缺水并存。地表水主要

为冰雪融化水和雨水混合补给，径流的年内分配

不均匀、变幅大，6—7 月为农业灌溉用水高峰期，

地表水可利用灌溉量较小，导致农业灌溉对地下

水依赖程度较高，纯井灌区、井河混灌区占 70%

以上，造成地下水过度开采，水位持续下降，水

土矛盾突出。

1.1  地表水资源状况

呼图壁县境内有 2 条主要河流（呼图壁河、雀

尔沟河），地表水年径流量为 4.87 亿 m3。呼图壁河

年径流 4.56 亿 m3，为呼图壁县、种牛场、芳草湖总

场、105 团、106 团共用，分水比例依次为 55.26%、

3.32%、34.78%、4.12%、2.52%，县域最大可供水量

为 2.52 亿 m3 ；流域内建有中型水库 4 座（石门水库、

齐古水库、大海子水库、小海子水库）、小型水库 2

座（六号水库、八号水库），总库容 1.7 亿 m3，建有

引水渠首 3 座（阿苇滩渠首、独山子渠首、青年渠

首）。雀尔沟河年径流 0.31 亿 m3，红山水库拦蓄后

为大丰镇利用。

1.2  地下水资源状况

根据有关调查评价报告，呼图壁县地下水总储

量为 2.1 亿 m3，年可开采量为 1.7 亿 m3。全县共有

地下水取水井 1800 眼，其中：城镇公共绿化井 13 眼、

城乡集中供水井 21 眼、农村单村供水井 127 眼、禁

采区保留生活用水井 6 眼、农林灌溉用水井 1 577 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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养殖用井 20 眼、企事业单位自备井 36 眼。

2  用水现状及地下水位变幅情况

呼图壁水资源供需矛盾突出，农业用水占比高

且节水潜力不足，工业生产、公共绿化、城乡生活

用水严重依赖地下水开采。

2.1  用水总量指标

根据《昌吉州用水总量控制方案》，呼图壁县

2021—2023 年用水总量指标分配如下：

2021 年水资源用水总量“红线”指标为 41 780.6

万 m³，按产业类型 ：一产（农业灌溉、林地灌溉、

园地灌溉、水产养殖）37 907.6 万 m³（含中水），二产

（工业、火电）1 372 万 m³，三产（城乡生活、城镇公共

绿化）2 501 万 m³ ；按水源类型：地表水 23 009.4 万 m³，

地下水 18 194.8 万 m³，中水 576.4 万 m³。

2022 年水资源用水总量“红线”指标为 42 242

万 m³，按产业类型：一产 38 503 万 m³，二产 1 249 万 m³，

三产 2 490 万 m³ ；按水源类型：地表水 22 785 万 m³，

地下水 18 929 万 m³，中水 528 万 m³。

2023 年水资源用水总量“红线”指标为 40 857.8

万 m3。按产业类型：一产 36  716.8 万 m3、二产 1  618 万 m3、

三产 2 523 万 m3 ；按水源类型：地下水 16 726.4 万 m3、

地表水 23 458.2 万 m3、中水 673.2 万 m3。

2.2  实际用水现状

据用水统计，2021—2023 年实际用水现状如下：

2021 年 全 县 用 水 总 量 为 51 125.85 万 m³（ 地

表水 25 498.5 万 m³，地下水 25 214.35 万 m³，中

水 414 万 m³），农业用水量为 48 626.12 万 m³。相

较 年 度“ 指 标 ”， 用 水 总 量 超 出 9 345.25 万 m³，

地表水引水量超出 2 489.1 万 m³，地下水开采超

出 7 019.55 万 m³。

2022 年全县用水总量为 48 741.56 万 m³（地表

水 24 611.46 万 m³， 地 下 水 23 640.10 万 m³， 中 水

490 万 m³），农业用水量为 45 503.01 万 m³。相较年

度“指标”，用水总量超出 6 499.56 万 m³，地表水引水

量超出 1 826.46 万 m³，地下水开采超出 4 711.1 万 m³。

2023 年全县用水总量为 40 605.77 万 m³（地表

水 23 780.47 万 m³、地下水 16 280 万 m³、中水 545.3

万 m³），农业用水量为 37 090.14 万 m³。相较年度

“指标”，用水总量减少 252.03 万 m³，地表水引水量

超出 322.27 万 m³，地下水开采量减少 446.4 万 m³。

 2.3  地下水位下降变幅情况

呼图壁县共布设国家级监测站点 15 个，其中 ：

6 个站点分布于老乌伊公路以南区域，占比 40% ；

5 个站点分布于老乌伊公路以北（不临近兵团）区

域，占比 33% ；4 个站点分布于临近兵团区域，占比

27%。根据国家水利部反馈的监测分析数据：

2021 年第一季度水位同比下降 -0.74 m，第二

季度水位同比上升 +1.05 m，第三季度水位同比上升

+0.92 m，第四季度水位同比上升 +0.10 m，全年地下

水位同比上升 +0.33 m。

2022 年第一季度水位同比下降 -0.33 m，第二

季度水位同比下降 -2.34 m，第三季度水位同比下

降 -2.38 m，第四季度水位同比下降 -1.85 m，全年

地下水位同比下降 -1.72 m。

2023 年第一季度水位同比下降 -1.56 m，第二

季度水位同比上升 +0.49 m，第三季度水位同比上升

+2.01 m，第四季度水位同比上升 +0.65 m，全年地下

水位同比上升 +0.395 m。

3  水资源开发利用存在问题

呼图壁县人均水资源占有量低于全疆平均水平，

由于地下水超采，地下水位持续下降，水资源短缺

已严重制约社会经济增长。为妥善化解问题矛盾，

呼图壁县前期做了大量的基础性、实质性工作，但

超“红线”取用水、超“指标”开采地下水、农业

用水占比高等问题依然严重。当前水资源开发利用

存在诸多问题，突出表现在以下几方面。

3.1  水资源管理能力依然薄弱

水资源管理粗放，体制不顺，队伍亟待健全，

管理能力不足，在很大程度上，制约水资源的可持

续利用：①管理体制不顺，机制不畅。由于水资源管

理涉及部门较多，部门间职能交叉，各自为政，缺

乏统一协调，没有形成治水合力，仍然存在“多龙

管水”现象。多头管理不仅增加了管理成本，而且

加大了解决水问题的复杂性，国家和地方制定的关

于水资源管理的决策难以落实 [5]。②管理队伍不强。

各基层水管站现归乡镇管理，混岗现象较为普遍，

缺乏专业的水资源管理人员。③管理法规制度不健

全，如水资源论证制度和入河排污口审批尽管已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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列为到项目审批的前置条件，但其监督管理的相关

法规制度尚不健全，已不能满足新形势下的管理需

要。④管理手段落后，基础设施建设远不能适应水

资源信息动态化、定量化和智能化的管理需要。

3.2  用水结构不合理，用水效率低下

呼图壁县水资源利用农业用水比重过高，占总

用水量的 89.4%，农业灌溉用水比重过大，用水结构

不合理，一部分灌区的灌溉设施老化损坏严重，灌

溉渠系渗漏损失较大，灌溉水利用系数偏低，用水

效率低，用水总量临近控制指标。

3.3  水资源费征收标准过低，水资源保护经费投入

不足

水资源费标准较低，征收和管理的积极性不高，

存在征收不到位、水资源费截留挪用的现象。同时，

由于水资源管理与保护的投入机制尚未建立，保护

经费得不到保障，严重制约了水资源管理与保护工

作的开展。

3.4  地下水资源过度开发，导致局部区域生态环境

恶化

由于河道引用水量增加，开发利用不尽合理，

缺水与用水浪费现象并存，与水相关的生态恶化问

题显得尤为突出。地下水资源过度开发 , 导致地下水

位大幅下降 , 局部区域生态环境恶化。

3.5  水资源优化配置的格局尚未完全建立

在水资源管理体制上，还是以行政手段为主配

置、管理水资源，水行政与水服务职能基本未分开，

还保留着计划经济的基本架构，现行水资源管理体

制与当前水利发展要求不适应。要解决目前水资源

的供需矛盾，实现水资源的可持续利用，必须进行

水资源的合理配置 [6]。

4  对策建议

随着呼图壁县经济社会的快速发展，水资源供

需矛盾日益突出，已成为制约呼图壁县经济社会可

持续发展的重要因素。为了有效地解决呼图壁县水

资源开发利用存在的问题，必须制订相应对策，以

提高当地的水资源利用效率。

4.1  加快水网水系建设

坚持“好水灌好田”的理念，加强水资源的优

化配置和科学调度，合理规划蓄、引、提、输、调

等水网水系建设，实施一批乡村振兴农田水利工程，

进一步夯实乡村振兴水利基础，把农业用水效率提

上去、总量省出来。

4.2  提高地表用水效率

通过实施大丰镇、五工台镇、园户村镇、二十

里店镇等四乡镇地表水置换工程项目，新建滴灌首

部蓄水池 2 座、滴灌首部沉砂池 10 座，可提高 0.53

万 hm2 耕地灌溉用水效率，使项目区常规灌溉保证

率提高到 75%，节水灌溉保证率提高到 90%。对现

有供水工程进行整修加固，配套改造更新，使现有

工程达到设计能力。改进水库运行方式，在不影响

水库防洪安全的前提下，主汛期过后，提前开始蓄

水，并适当提高汛限水位，通过增加地表水供水量，

来缓解农村水田对地下水需求过大的情况 [7]。

4.3  完善合理水价形成和水费收缴机制

通过建立合理的水价体系，使水价真正能起到

经济杠杆的作用，抑制用水增长，缓解水资源供需

矛盾 [8]。政府对灌溉用水实行低成本运行制度，供

水机构水价的制定不能按照市场机制运作，与供水

相关的成本无法收回，具体表现为水价过低造成供

水机构事实上的亏损，国家对供水机构提供财政补

贴 [9]。按照城乡同价，《关于调整呼图壁县农村集中

供水价格的通知》（呼发改价格〔2020〕12 号）批准

居民生活用水水价为 1.8 元 /m3，非居民生活用水水

价为 5 元 /m3，特殊行业 10 元 /m3，自 2021 年 1 月 1

日执行。

4.4  加大行政执法力度

加强水资源的管理，全面规划，合理开采，严

格执行有关的法律、法规和政策，对严重超量开采

或漏斗中心的取水工程，应限量开采或关闭，使地

下水位得到恢复 [10]。要加大执法力度，用法律手段

规范水事行为，依法调查和规范水利开发利用与管

理工作中各方面的关系，逐步建立起适合呼图壁河

灌区的实际和经济社会可持续发展的水利政策法规

体系 [11]。

4.5  落实生态补水，积极争取外调水指标，引入客水

制定生态水量补给方案，落实呼图壁河生态水

量，通过河道对地下水给予长期补水，修复地下水

生态环境与功能，从而遏制地下水位持续下降。充

分利用北疆水网工程，“500”西延工程外调水，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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理调配呼图壁河水量与客水之间在时空分布的差异，

顺利实现呼图壁县配水、用水的有效供给。

5  结语

水资源是整个国民经济的命脉，但过度的开采

正让它逐渐枯竭，水资源短缺现象日益凸显，地面

沉降、水质恶化等问题接踵而至。因而全社会要共

同参与，精打细算用好水资源，从严从细管好水资

源，把水资源作为最大的刚性约束，进一步重视水

资源的开发利用，加强水资源管理，优化水资源配

置，提高水资源利用效率，建立完善的水资源管理制

度和加大水环境保护力度，以水资源可持续利用支撑

当地农牧业生产和社会经济的全面健康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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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roblems and Countermeasures for the Development and Utilization 
of Water Resources in Hutubi County

MA Qing

(Hutubi County Water Administration Supervision Brigade, Changji 831200, China)

Abstract: This article elaborates on the overview of water resources in Hutubi County, analyzes the current water 
use situation and its impact on agricultural production. In response to the continuous decline of groundwater 
level and the problems in water resource development and utilization in Hutubi County, corresponding 
countermeasures and suggestions are proposed to promote the healthy development of local agricultural and 
animal husbandry production and socio-economic development, and provide reference for achieving sustainable 
utilization of water resources in Hutubi County.
Key words: water resources; total water consumption; groundwater level; suggestions for countermeasures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