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辽河流域水资源演化趋势分析

闫百兴 , 宋新山 , 闫敏华 , 邓伟 , 严登华
(中国科学院 长春地理研究所 , 吉林 长春 130021)

　　　　摘　要: 系统探讨了辽河流域的水环境问题 ,针对水土流失、水污染加剧 ,旱涝灾害频繁 ,水资源短缺矛盾

加剧等环境问题 ,在分析流域降水量、地表径流时空演化基础上 ,探讨了辽河断流的可能性 ,并提出了水资

源可持续利用的对策与建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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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volutional Trend of Water Resource in Liaohe River Catchment

YAN Bai-xing , SONG Xin-shan, YAN Min-hua, DEN G Wei , YAN Deng -hua
(Changchun Institute of Geography , Chinese Academy of Sciences, Changchun 130021, J ilin Province , PRC )

Abstract: The wa ter problems of the Liaohe river catchment w ere discussed systematically. Based o n the

evo lution of precipi ta tion and runo ff , the probability o f drying-up was deriv ed f rom the picking -up of ero-

sio n, pol lution, w aterlog and dro ugh ts. At the same tim e, the counterm easures and proposes fo r the sustain-

able utili za tion of wa ter resources in the catchment were pointed ou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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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辽河是我国七大河流之一 ,位于东北地区南部 ,

流域面积 2. 196× 10
5

km
2
。该流域是我国重要的重工

业、能源和商品粮生产基地。经防洪、治涝、灌溉、供水

工程体系的调节 ,洪涝灾害已得到初步控制 ,水资源

利用程度显著提高 ,促进了流域社会、经济的发展。但

近年来 ,该流域水污染加剧 ,水资源供需矛盾尖锐 ,水

资源短缺已成为制约流域经济发展的重要因素。因此

探讨辽河流域水资源演化对我国实施“西部大开发战

略”具有重要的借鉴意义。

1　流域环境特征

辽河主源为西辽河 ,发源于河北省七老图山脉的

光头山 ,在康平福德店附近接纳东辽河后称为辽河。

向南流至盘山县六间房分成两股 ,一股南流称外辽

河 ,至海城县三岔河接纳浑河、太子河后称为大辽河 ,

在营口市注入辽东湾 ;另一股向西南流 ,称为双台子

河 ,接纳绕阳河后在盘锦市注入辽东湾。 1958年人工

将南股封堵 ,使浑太河成为独立水系 ,其流域面积为

2. 73× 104 km2 ,而辽河干流全部由双台子河入海。

辽河流域的地貌格局受燕山期以来的构造运动

控制 ,东、西、北三面逐渐被抬升 ,中部相对沉陷 ,周围

的长白山地、冀北辽西山地和大兴安岭成为辽河流域

的分水岭 ,中部的辽河冲积平原坡度平缓 ,西辽河流

域还分布有大面积的沙丘。

辽河流域人口 3. 397× 10
7
( 1995年 )人 ,有耕地

4. 95× 106
hm

2 ,主要分布在辽河中下游地区 ( 2. 27×

106
hm

2 ) ,其中水田 5. 49× 105
hm

2 ,主要分布在辽河

下游和东辽河下游 ,水浇地 5. 45× 105 hm2 , 733 hm2

以上灌区 243处 ,牧地 8. 29× 10
6

hm
2
,林地 4. 29×

10
6

hm
2
,年产粮食 1. 695× 10

7
t

[1 ]
;西辽河中下游则

为旱田灌溉区 ,流域大部分人口及城镇分布在此区。

2　主要环境问题

2. 1　沙化面积扩大 ,水土流失加剧

全流域水土流失面积 9. 5× 104
h m

2 ,占全流域的

43% ,主要分布在西辽河、东辽河及柳河、绕阳河上

游 ,以柳河上游和老哈河最严重。 由于西辽河流域处

于半干旱地区 ,植被稀少 ,山丘裸露 ,地表多为风沙

土、黄土 ,遇水易塌陷 ,且坡耕地较多 ,耕作方式落后 ,

汛期暴雨集中 , 春季风力较大 ,水土流失及沙化严

重 ,目前沙化仍以每年 30～ 50 m的速度扩展 ,流动沙

丘面积扩大 ,已推进到柳河等右岸支流上游及干流的

上段。每年进入辽河干流的大部分泥沙来自柳河和西

辽河 ,仅柳河年流失泥沙就达 2. 0× 10
7

t使土壤有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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质减少 ,肥力下降 ,年流失化肥 2. 2× 10
5

t (泥沙中

N , P, K素含量按 11 kg / t计 )。 建平县每年流失土层

2. 7 mm ,流失泥沙 1. 20× 107 t,侵蚀模数在 1 000 t /

( km
2
· a )以上 ;柳河上游的养畜牧河侵蚀模数达

5 000 t /( km
2· a)以上 ,属强度侵蚀区 ,辽河流域侵蚀

模数 > 1 000 t /( km2· a )的流域面积达 6. 3× 104

km2。浑太河流域及辽河中下游侵蚀模数较小 ,在 200

～ 500 t / ( km
2
· a)。河流含沙量也呈现西部大、东部

小的趋势 ,以西辽河及柳河等最大。 浑太河流域植被

覆盖率 47% ,其上游可达 50%以上 ,河水含沙量 <

0. 5 kg /m
3
;辽河中游植被覆盖率在 10% ,河水含沙

量在 1～ 5 kg /m
3
;西辽河上游、东辽河植被覆盖率在

13% ,含沙量在 5～ 30 kg /m
3 ;老哈河下游、柳河上游

河水含沙量可达 30～ 110 kg /m3。河水含沙量大的河

流含沙量的季节变化也比含沙量小的河流大。

2. 2　水质恶化

辽河水系水质污染严重 ,城市下游河段污染突

出 ,水体丧失自净能力 ,主要的污染河段分布在大中

城市下游段 ,主要有东辽河辽源—二龙山段、西辽河

通辽下游段、招苏太河四平下游段、老哈河赤峰下游

段、浑河抚顺—沈阳下游段、太子河本溪—辽阳—鞍

山下游段、大辽河、双台子河等。浑河超Ⅴ类水体河段

达 230 km (占总长的 57% ) ,太子河超Ⅴ类水体河段

154 km (占总长的 37% ) ,辽河干流和大辽河全部为

超Ⅴ类水体 ,且枯水期重于丰、平水期 ,主要的污染物

是有机耗氧类物质、石油类、 SS等 ,个别河段也有重

金属、有毒有机物污染。从空间分布看 ,辽河中下游重

于上游 ,特别是辽河下游的抚顺—沈阳—辽阳—鞍山

—本溪城市群附近。从年际变化来看 ,水质污染呈加

重趋势 ,这与废 (污 )水的排放量密切相关 ,辽河流域

1995— 1998年的废水排放量达 2. 0× 109～ 2. 5× 109

m3 (工业废水占 40% ) ,主要污染物 COD的排放量增

加至 1998年的 3. 86× 10
5

t
[ 2 ]
。浑河抚顺至沈阳谟家

堡拦河闸段年接纳 2市污水中氨氮 128. 5 t,酚 1 218

t ,氰化物 183. 6 t,砷 50. 1 t ,汞 1. 5 t ,铬 36 t,油类

17 575. 7 t ,镉 4. 5 t。太子河年承纳辽阳、鞍山、本溪 3

市污水中酚 3 352 t ,氰化物 808 t,砷 62. 8 t ,汞 0. 02

t ,铬 14 t ,油类 3 500 t
[ 1]。 辽河水系枯水期处于

GB3838- 88中 3类水的河段从 1992年的 14% , 1993

年的 13%上升到 1994年的 23% , 1995年的 25% ;符

合Ⅰ ,Ⅱ类水体的河段仅占 14%～ 24% [2 ]。

2. 3　水资源供需矛盾尖锐 ,水资源短缺

辽河流域由于地势相对低平 ,农业发达 ,城镇化

在全国居领先水平 ,大城市密布 ,加之防洪、治涝、灌

溉、供水工程体系的调节 ,水资源的利用率很高 ,地表

水利用程度已达 81. 2% ,其中中下游达 85% ,远高于

松花江流域 (哈尔滨以上为 29. 9% ) ,促进了流域社

会、经济的发展 ,但随工农业生产对水的需求增加 ,而

水资源有明显的季节变化 ,空间分布又不平衡 ,以及

水质污染 ,导致了水资源供需矛盾的加剧 ,工业、城

镇、农业争水问题突出 ,如四平市每年占用东辽河二

龙山水库的农业用水 3. 7× 10
7

m
3
;全流域缺水达 2. 5

× 109
m

3 /a,因缺水减少工业产值 8. 2× 109元 /a
[3 ] ,

其中中下游就达 6. 4× 109元 /a,水资源短缺已成为

制约区域经济进一步发展的重要因素。

2. 4　下游河床不断淤高 ,旱涝灾害频繁

由于上游植被破坏 ,水土流失加剧 ,导致地表侵

蚀加强 ,大量泥沙随汛期地表径流进入干流河床 ,淤

积于下游河床。 辽河干流柳河口至卡力马河段

1956— 1977年间河床平均淤高了 2. 1 m ,河床平均每

年以 10 cm的速度抬高 ,该段河滩已高出两岸地面 1

～ 2 m ,现已成为“悬河”
[4 ]

;同时由于河床淤高 ,过水

断面变小 ,河道过水能力已由 600～ 800 m
3

/s降低到

200～ 300 m
3 /s

[1 ] ,且河槽摆动 ,险工险情加重 ,严重

威胁两岸的防洪安全。 由于上游植被减少 ,地表径流

加快 ,洪峰加高 ,呈现“峰高量小”的态势 ,植被的削峰

作用减弱 ,旱涝加剧。如 19世纪辽河流域旱灾的发生

机率仅为 0. 3次 /10 a, 20世纪增加至 1. 5次 /10a,最

多的 10 a达 3次 ( 60年代 )
[5 ]
。

水利工程的不合理建设也导致了河床的加速淤

积 ,双台子河上的盘山闸建在感潮河段 ,受潮汐影响 ,

闸外河道淤积严重 ;同时由于工农业用水量的增加 ,

需长期关闸蓄水 ,造成闸内河道淤积加剧。闸上 57. 6

km河道内已淤积泥沙 2. 83× 107
m

3 ,最大淤积厚度

5. 22 m;闸下淤积泥沙 3. 90× 107
m

3 ,淤积最厚处达

8. 58 m,原设计的泄水能力 ( 5 000 m
3

/s)如今已降低

到 2 670 m
3

/s,泄洪能力降低了 46. 6%
[1 ]
。

3　辽河流域降水、径流时空演化分析

3. 1　辽河流域降水时空演化分析

3. 1. 1　年际变化　辽河流域降水的年际变化较大 ,

降水愈少的地区或季节其年际变化愈大。 据近 200 a

的旱涝分析 [5 ] ,雨涝的持续时间超过 120 a ,降水丰缺

(旱涝 )的长期变化是不同周期、不同振幅的振动相互

迭加的结果。但总体上 ,流域内年降水量有 8～ 14 a

(平均 11 a)的周期性丰枯变化 ,与太阳黑子数变化的

周期一致 ,流域降水量的 5 a滑动过程线与太阳黑子

数的 5 a滑动过程线类似 ,只是不如太阳黑子数周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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性规则、明显 ,即当太阳活动增强 ,黑子数增加 ,有利

于经向环流的发育 ,降水量偏丰 ;反之 ,有利于纬向环

流的发展 ,降水偏少
[ 6]
。反映辽河流域降水丰缺主要

受太阳黑子活动的控制。由于其变化周期没有太阳黑

子数变化周期规则 ,又反映了气候、地理位置、地形等

局域因素的影响。辽河流域在经历了一个较长的雨涝

阶段后 ,从 20世纪 40年代进入了一个相对较旱的时

期 ,尤其近 30 a是干旱阶段的相对旱期 ,即 1953—

1965年相对较丰 , 1966— 1979年为枯水期 , 1979—

1993年为偏枯水期 , 1993年后 ,雨量又开始增加 ,进

入枯水期的相对涝期阶段。辽河流域降水的年变率各

地不一 ,降水较多的地区变率 (CV )相对较小 ,而降水

较小的地区变率较大。如浑太河流域年最大降水量仅

是年最小降水量的 2～ 3. 2倍 ,而辽河上游则达 5。

3. 1. 2　季节变化　辽河流域位于中纬度大陆东岸 ,

主要受欧亚大陆和太平洋大气环流的控制 ,水汽输送

以 5— 7月最大 ,主要有 SE, S, SW 3个来向 ,以 SE来

向输送量最大 [6 ]。辽河流域多年平均降水量为 472. 6

m m (折合 1. 082× 1011
m

3 ) ,降水的季节变化很大 ,降

水量的 70%～ 82%集中在 6— 9月 ,最大月的降水量

占全年的 24% ～ 32% ,最大 3 d降水量约占全年的

16% ,最大 1 d的降水量约占全年的 11%。 这主要是

受台风、气旋的影响。 冬季受冷高压的控制 ,寒冷漫

长 , 11— 3月降雨量少 (约占全年降水量的 4%～

10% ) , 4— 5月降水量东部一般在 120 mm ,西部在 40

m m,占年降水量的 10%～ 14% 。流域中东部上述比

例相对低一些 ,西北部比例高些。如西辽河上游常发

生小范围、历时短的大暴雨 ,几次大暴雨的降水量接

近全年的降水总量 ,使降水在年内高度集中 ,洪涝频

繁。流域降水的月变化也呈现东中部比西部小的局

势。本溪最大月降水量是最小月降水量的 20～ 30倍 ,

西部的通辽、赤峰可达 40～ 80倍。降水分配的季节不

均 ,常造成“春旱夏涝”。

3. 1. 3　空间差异　 受海陆位置和地形的影响 ,流域

内降水的区域分布很不均匀 ,呈现东南多 ,西北少 ,山

区多 ,平原少的特点。 流域东部的太子河上游山地离

黄海较近 ,降水量大 ,约 900 mm ,往西北因受千山山

脉的阻隔 ,降水量降低 ,千山西侧本溪—抚顺一带为

800 m m,到沈阳—铁岭一带降至 700 mm ,法库、新

民、盘山一带降至 600 m m,西辽河上游则降至 350～

400 mm ,个别地方可低至 50 mm;千山迎、背风坡降

水的差异 (约 100 mm )明显反映了地形的影响 ,千山

降水的垂直差异也较显著。

3. 2　辽河流域径流时空演化分析

3. 2. 1　径流的空间分异　 辽河流域多年平均径流

量为 1. 48× 1010 m3 (折合径流深 64. 7 mm ) ,径流的

区域分布趋势与降水的分布相似 ,但不均匀性更大。

辽河流域径流主要分布在浑太河流域 ,多年平均值为

6. 62× 109
m

3 ,占辽河水系总径流量的 44. 7% ;其次

是辽河中下游地区 ,为 4. 16× 10
9

m
3
,占 28. 1% ;西

辽河较少 ,为 3. 21× 10
9

m
3
,占 21. 6% ;东辽河最少

( 8. 29× 108
m

3 ) ,仅占 5. 6%。辽河流域径流仍呈现出

由东南向西北递减的规律。

多年平均径流深和径流系数与径流量相似 ,以浑

太河流域最高 ,分别为 242. 5 m m和 0. 32,其上游可

达 250～ 500 mm;辽河中下游地区次之 ,分别为 94. 8

mm和 0. 16;辽河的 2源流东、西辽河最少 ,分别为

78. 4, 0. 14 mm和 21. 8, 20. 06 mm ,其中西北部的新

开河闭流区径流深度仅 5 mm左右。

3. 2. 2　径流的年际变化　径流的年际变化较降水更

剧烈 ,浑太河及辽河下游最大与最小年径流量比值在

3～ 6(降水量为 2～ 3. 2) ,集水面积较小的河流在 10

左右 ,如东辽河 ;西辽河面积较大 ,虽其支流径流的变

化较大 ,最大与最小年径流比值可达 10～ 20,但整个

西辽河的比值较小 ,在 4～ 5。 从径流变率来看 ,年平

均径流深愈小 ,变率愈大。径流深最大的太子河、浑河

变率较小 ,分别为 0. 40, 0. 42,辽河中下游也较小 ,为

0. 45,东辽河为 0. 62,西辽河最大 ,变率达 1. 24。整个

辽河流域 CV 不大 ,仅为 0. 45,这是因为辽河中小支

流较多 ,下游区间有径流较大的支流汇入 ,使干流水

量得以不断补偿 ,因此辽河下游干流径流量的多年变

化不大。径流的年际变化还存在连续干旱或连续丰水

的现象。 近 40 a来 ,辽河中下游连续 2～ 4 a的干旱、

丰水分别有 2次 ( 1961— 1962, 1976— 1979; 1953—

1957, 1963— 1964) ,其平均径流量比常年少 25%～

50% ,或多 50%～ 70% 。浑太河也出现过连续 2～ 5 a

的少水期 2次 ( 1961— 1963, 1976— 1979)、多水期 3

次 ( 1935— 1939, 1953— 1957, 1959— 1960) ,平均年径

流量比常年少 20%～ 40%或多 40%～ 60%
[7 ]
。

3. 2. 3　径流的季节变化　辽河流域径流的季节变化

大 ,有春夏两个汛期 ,其中春汛期短 ,量小 ,仅占全年

径流的 3%～ 4% ;夏汛一般为 6— 9月 ,可占年径流

的 70% ～ 82% ;枯水期 ( 12月—翌年 3月 )径流很少 ,

平水期 ( 4— 5月 )径流仅占年径流的 10%左右。 春播

期 ,灌溉用水量大 ,降水稀少 ,常出现旱象或水源短

缺。辽河流域降水的时空变异导致的径流时空变化是

流域旱涝灾害的直接原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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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辽河断流的可能性分析

黄河断流问题已引起全国上下的极大关注 ,给下

游的工农业生产和生态环境造成了很大的损失和破

坏 ,其影响的深度和广度也将逐渐显现出来 ,这是水

资源不合理利用带来的必然后果。辽河作为我国七大

水系中径流量最小的河流 ,历史上虽洪涝灾害频繁 ,

但河道稳定 ,水量丰盈 ,明清时郑家屯以下还可通航 ;

目前流域地表水资源利用率已达到 81. 2% ,远大于

我国河川径流的开发利用限度 40% (陈传友 , 1998)

和我国水资源的平均利用率 19. 85%
[8 ]

,而径流量利

用率超过 20%就会对水环境产生很大影响 ,超过

50%时会产生严重影响 [ 9] ,因此致了水质恶化 ,枯水

期多数支流干涸 ,干流水量也很少 ,中下游地区水资

源供需矛盾尖锐 ,水资源短缺已成为制约区域经济发

展重要因素 ,那么 ,辽河能否步黄河后尘出现断流呢?

4. 1　浑太河及大辽河

辽河下游南股封堵后 ,浑太河已成为独立的水

系。从径流区域分布来看 ,浑太河年均径流量 6. 62×

109
m

3 ,占整个辽河流域的 44. 6% ,其径流变率较小 ,

历史最少年径流量为 1. 19× 109 (浑河 ) , 1. 31× 109

m3 (太子河 ) ;浑太河出现连续 2～ 5 a少水期的机率

也较少 ,近 40 a仅 2次 ( 1961— 1963, 1976— 1979

年 ) ,年径流量比常年少 20% ～ 40% ;从历史变化看 ,

该流域洪涝发生频率较高 ,严重旱年很少 ;加之浑太

河汇合后的大辽河很短 ,仅约 50 km,又受潮汐影响 ;

本溪、辽阳、鞍山、沈阳、海城等城市取用水库或地下

水作为水源 ,废水排入也可补充一部分水量 ,如沈阳、

抚顺两市排入浑河的污水达 1. 32× 106 m3 /d,辽阳、

鞍山、本溪 3市排入太子河的污水达 2. 00× 10
6

m
3

/

d,所以浑太河及大辽河出现长时间 ,大范围断流的可

能极小。但该流域中下游农业发达 ,水田面积大 ,大型

灌区多 ,在出现春夏连旱的年份 ,由于春末夏初灌溉

水量大 ,水库、拦河闸蓄水时可能造成个别河段短时

期的断流 ,如浑河谟家堡闸下游。从辽河降水的多年

变化看 ,未来降水总体呈偏干趋势 ,在流域水田面积、

灌溉定额和水资源利用率变化不大时 ,出现断流的机

率很小 ;但若水田面积和灌溉定额继续增长 ,不加大

污水治理力度 ,水质恶化及水资源短缺的矛盾还将加

剧 ,极端干旱年份浑河、太子河下游春末夏初出现较

长时间断流是可能的。

4. 2　双台子河

双台子河上游分别为东、西辽河 ,中下游有柳河、

清河、柴河、汛河、养息牧河、秀水河、绕阳河等支流的

汇入 ,多数分布于右岸。西辽河虽流域面积宽广 ,但流

域下游为沙丘区 ,渗漏、蒸发损失严重 ,沿程水量损失

较大 ,流出区外径流量较少。 西辽河上游产流区多年

径流量 3. 21× 10
9

m
3
,而通过下游的郑家屯站的年径

流量仅为 9. 41× 108
m

3 ,损失达 2. 27× 109
m

3。 东辽

河流域面积小 ,流入干流的径流量仅为 8. 29× 108

m3。辽河干流径流主要来自中下游流域 ,年径流量有

4. 16× 10
9

m
3
(占双台子河径流量的 70% )。加之中游

支流上清河水库、南城子水库、柴河水库、榛子岭水库

等的调节 ,枯水期流量会有所保障。除了中下游工农

业生产取水、渗漏、水库蓄水外 ,流入渤海的水量只有

4. 0× 10
9

m
3
左右 ,其中最枯的 3个月 ( 12, 1, 2月 )分

别约为 8. 0× 107 , 4. 0× 107 , 3. 0× 107
m

3 ,多年平均月

最小径流量约 11. 5 m3 /s ,也出现过 5. 35 m3 /s的最

小日流量 ;加之流域枯水期天气寒冷 ,水面封冻后蒸

发很少 , 3— 4月又有积雪融水的补给 ,流量有所增

加 ;河口有大片湿地的调节和潮汐的作用 ;另外辽河

中下游两岸除了铁岭、盘锦外 ,无大的城市 ,取水消耗

少 ;从辽河近 200 a旱灾分析看 ,旱灾机率很少 ,仅 16

次 ,而洪灾发生的频率是其 3倍 ,出现极旱年的机率

更小 ,仅 8次 (约 25 a一遇 ) [5, 9 ];连续旱年的机率极

少 ,近 40 a来 ,辽河中下游连续 2～ 4 a的干旱仅有两

次 ( 1961— 1962, 1976— 1979年 ) ,其平均径流量比常

年少 25%～ 50% ;同时辽河流域旱涝灾害具有群发

性 [ 5] ,即旱涝年连续转化的机率相当高 ,即使发生干

旱 ,上年存于各大水库中的水对下游水量也有调节作

用 ,这些水库的蓄水量在 3. 5× 108～ 1. 2× 109
m

3 (总

库容 2. 2× 109
m

3 )。所以正常年份辽河干流不会出现

断流 ,双台子河由于受河闸和潮汐的影响 ,出现断流

的机率则更小。

虽然全流域出现极端干旱年份的机率很小 ,但近

50 a来 ,东辽河、西辽河、辽河干流曾分别出现过年径

流量 1. 82× 10
8
, 1. 62× 10

7
, 2. 4× 10

9
m

3
的记录 ;加

之全流域多年平均径流量仅 1. 48× 1010
m

3 ,是黄河

的 22% ,长江的 1. 6% ,松花江的 19. 4% ,海河的

65% ,下游无较大水库 ,地下水补给量又很少 ,水田面

积较大 ,出现局部河段短期断流是可能的 ,但不会像

黄河那样严重、频繁 ,断流时间也不会像黄河那样长。

因为黄河郑州以下段为地上河 ,没有支流汇入 ,又处

在冲积扇上 ,只有河水补给地下水 ;中上游流域干旱、

半干旱面积大 ,降水少 ,变率大 ,季节明显 ,又缺少大

型湖库、大面积湿地的调节 ;下游灌溉面积又大。因人

类活动的影响 ,辽河流域近 100 a来流域下垫面发生

了重大改变 ,植被覆盖率明显减少 ,沙化面积、水土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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失面积扩大 ,使土壤水库库容损失 ,减少了湖库、土壤

对洪水的拦蓄、宣泄调节能力 [10 ] ;加之水利工程的影

响 ,河床淤积严重 ,水资源环境空间缩小 ,旱涝灾害频

率明显增加 , 20世纪辽河流域旱灾频率从 19世纪的

平均 0. 3次 /10a增至 1. 5次 /10 a,增加了 4倍 ,最多

的 10 a达到了 3次 ;未来降水呈减少趋势 ,变率也增

加 (见图 1— 2) ,汛期降水将更加集中 ,旱涝出现的频

率、灾害的程度将加剧 ,造成灾害水增加、资源水和生

态水减少 ,水资源更加短缺 ,供需矛盾更加突出 ,辽河

出现局部断流或间歇断流的机率必将增大。因此 ,在

世纪之交 ,应制定流域水资源环境保护法规 ,实施全

流域水资源的管理 ,把西辽河、柳河、东辽河等流域的

生态建设放在首位 ,控制水土流失和沙化强度 ,使水

资源环境得以恢复 ,以利于流域社会、经济、环境的可

持续发展。

5　解决辽河水资源短缺的措施与对策

( 1)节约用水、降低灌溉定额是解决流域水资源

短缺的重要措施。农业灌溉和工业用水是流域 2个用

水大户 ,农业用水达 1. 36× 1010
m

3 ,目前的灌溉定额

在 9 750～ 18 000 m3 /hm2 (水田 ) , 2 700～ 6 000 m3 /

hm2 (小麦 ) , 3 750～ 5 250 m3 /hm2 (旱田 )。农灌用水量

很大 ,其利用率也只有 35%～ 50% ,与发达国家的

70%～ 90%的利用率有较大差距 ,即使节水 5% ～

10% ,也相当一座大型水库提供的水量。考虑到流域

工业比重较大 ,灌溉水量不可能再增加 ,应逐步推广

管灌、喷灌、滴灌、微灌等节水灌溉技术和节水耕作技

术 ,降低灌溉定额 ;加强渠系的维护 ,现有渠系水的有

效利用率仅 0. 45～ 0. 52,对渗漏严重的渠系实行衬

砌等防渗处理 ,减少渠系的渗漏损失 ;同时加大工业

技术改造力度 ,调整产业结构 ,提高水的回用率 ,每年

排放的 2. 0× 109
m

3污水应积极开展污水资源化。

( 2)提高水价 ,强化水资源的监管力度 ,提高全

民的节水意识。水是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的基础资

源 ,目前水费偏低 ,多数企业水费支出仅占总支出的

千分之几至 1% ,我国水费仅占工业产品成本的

0. 1%～ 0. 3% ,占居民消费支出的 0. 23% ,农业用水

水价仅占供水成本的 50% ～ 60% [9 ] ,如此低廉的水

价 ,造成水资源浪费惊人。因此应充分利用经济杠杆 ,

制订并实施节水奖励、浪费惩罚机制。生活用水存在

包费制和喝大锅水现象 ,应加强节约用水宣传力度 ,

实行按量收费制 ,杜绝包费制 ;实行计划用水 ,取水口

统一管理等流域尺度的水资源系统管理。

( 3)加强水土保护工作。特别是柳河和西辽河

上游 ,逐步治理荒山 ,稳定沙丘 ,退耕还林还草 ,抓住

目前粮食盈余的契机 ,调整产业结构 ,加强水土保持

林建设 ,涵养水源 ,减少蒸发。

( 4)实行流域污染物总量排放控制。重点治理

大城市生活污水和重点企业废水治理。目前辽河中下

游河段已基本无环境容量 ,应减少排污量 ,使水质逐

步得到好转 ;同时对农业面源污染也不容忽视。 待建

耗水大户 (电厂等 )布局时 ,应考虑充分利用海水做冷

却水、洗涤水 ,靠近沿海布局 ;充分利用滨海平原地下

微咸水 (矿化度 1～ 3 g /L)资源 (可开采量 6× 108～ 7

× 108
m

3 ) ;充分运用地下水、地表水联合调蓄能力 ,

汛期加强地下水的回灌 ,发挥地下水库的作用。

( 5) 保护辽河下游湿地 ,缓解沿海地区淡水短

缺。辽河下游有大片天然湿地 ,利用湿地的滤过作用 ,

湿地对污水中生化需氧物质、悬浮固体、N, P,絮凝胶

体、病原菌等都有很好的去除效果 [11 ] ,经湿地系统处

理后的水可用于油井注水、城市绿化用水等 ,缓解沿

海地区淡水资源的短缺。

( 6)跨流域调水。辽河流域地表水的利用率已达

81. 2% ,属资源性缺水。根据流域发展的需要 ,逐步实

行东水西调或北水南调工程 ,充分利用外流域富余的

水资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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