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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在现有文献资料与实地考察的基础上, 分析了神府矿区水资源利用的现状与潜力, 探讨了其开发

途径和对策,以及工、农业用水的协调问题。从近期、中期与远期 3 个阶段说明了该区水资源利用的思路

与发展趋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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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Based on the ex ist ing informat ion and on- the-spot invest igat ion, the present situat ion and potent iality of

w ater resources use in the Shenmu-Fugu mining area were analyzed. Developing w ays and countermeasures to solve

the contradict ion of w ater use between indust ry and agriculture w ere studied. The t rain of thought and the tenden-

cy on w ater resources use w ere expounded by three phases of short term, medium term and long ter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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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自然概况

神府能源基地位于陕西省最北端, 与晋蒙接壤,

地势西北高,东南低,西北部为毛乌素沙漠边缘,地势

较平坦,东南部为黄土丘陵沟壑区, 东部黄河沿岸为

土石山区。该区年降水量 250~ 450 mm,干燥度 2. 2

~ 4. 0
[ 4]

, 土地沙化严重, 干旱, 洪水,大风,沙暴灾害

频繁,地形支离破碎, 植被稀疏, 生态环境极其脆弱。

工、农业用水矛盾突出。水资源成为制约陕北能源基

地发展的重要因素。

神府矿区总面积 10 865 km
2
(神木、府谷 2县) ,

内流水系有神木闭流区, 外流水系有窟野河、皇甫川、

清水川、孤山川,由西北流向东南汇入黄河。黄河流

经府谷东南沿线,成为沿岸城镇、工矿丰富的过境水。

2 水资源及利用现状

2. 1 天然降水资源

天然降水是其它各类水资源 地表径流水、地

下水的最主要的水源。7 9月暴雨集中, 降水量占

全年总量的 60%以上。该区 84%为旱地,降水量与

产量关系密切,以该地 25 a降水资料和产量为依据

进行分析, 年降水量在 300 mm 以下为歉收年; 300~

400 mm 时产量不稳定; 400~ 500 mm 时产量稳定, 有

时会高产[ 3]。该区域水土流失严重, 一般是 12% ~

17%的水被流失和渗漏, 30%被蒸发, 粮食产量低而

不稳。20世纪90年代, 平均单产 1 200 kg/ hm2,大丰

收的 1996年,产量达 2 270 kg/ hm
2
。因此, 对天然降

水资源有效地进行保护和高效开发利用,对农业生产

和群众生活都具有极其重要的意义。

2. 2 地下水资源

研究区地下水从西北到东南可以分为:西北沙区

浅层稳定区,中部丘陵河川区, 东部土石山区。西北

沙区浅层稳定区地下水资源比较丰富。目前已建成

的石圪台水厂, 仅仅一支沟的地下水年产水就为 1.

75 106 m3, 还有考赖沟和哈拉沟水厂, 这 2 个水厂

分别利用了 2个支沟的地下水, 出水量分别为 5. 84

106 m3/ a, 2. 92 106 m3/ a, 就可解决目前大柳塔、

上湾、武家塔、马家塔、补连等 6个大型统筹厂和大柳

塔、黑炭沟 2生活小区的用水。以上这样的支沟还有

近 20条
[ 1]
。

窟野河两岸的川台地,以及清水川、黄甫川、孤山

川等, 两岸地下水储量丰富,在孙家岔川地,单眼机井



直径 2 m,深 10~ 20 m,出水量为 391 m3/ a。近几年,

结合小流域综合治理, 在川台地区农民打井较多, 使

部分川地变为水浇地。川台地的地下水适度开采,可

基本满足矿区河道两岸农田灌溉和农村人畜饮水以

及部分工矿用水。东部土石山区位于黄河沿岸,山大

沟深, 水土流失严重, 地下水贫乏。黄河过境水为府

谷及下游地区提供了丰富的工、农业用水。

2. 3 水库、淤地坝与基本农田

矿区除一些小型坝库外, 仅府谷境内库容在1. 50

106 m3 以上的水库就有 7座,主要以为当地农田提

供灌溉用水为目的, 并可为工矿密集区供水。库容已

淤满的, 坝体需要加高。目前该区尚有调节库容约

3. 00 106 m3。

根据矿区有关规划, 矿区可建的大中型水库 4

座,这些水库均位于神府矿区关健部位,兴建这些水

库不仅可有效控制矿区洪水, 减少洪水危害, 而且可

为矿区调节 1. 00 108 m3 水资源。同时也为矿区地

下水资源的补给和矿区生态环境的改善提供条件。

就府谷境内,根据 2003年基本农田统计,现有水

浇地 2. 55 104 hm2,坝地 4. 29 103 hm2,梯田 1. 57

10
4

hm
2
,人均 0. 14 hm

2
, 实施优化栽培模式, 加强

养分投入,可基本解决粮食自给问题。

2. 4 农村庭院集流设施,人畜引水工程普及率较高

据在府谷县海则庙乡孙庄村调查,全村有 23个

院落, 其中 20 个修了水窖, 水窖体积一般为 4 m

2. 5 m 3 m ,集雨面积 500~ 800 m
2
。1993年 1个水

窖当时造价 1 000 元左右, 每个水窖集雨量 10~ 50

m3,可解决一个家庭一半的人畜用水量。海则庙乡北

部地形较平坦的行政村, 在道路、村镇附近建有畜水

量在 100 m3左右的集流工程多处,有沉沙池、畜水池

配套使用, 解决了部分农作物、果园灌溉问题。

近几年,人畜饮水工程在当地受到群众的高度重

视,投资、投劳的积极性很高。1996年以来,府谷县建

成人畜饮水工程170处,解决了5. 00 104人的用水问

题,每处每天出水量 5~ 15 m3,每处投资 6 104~ 7

10
4
元,其中国家投资一半,农民集资、投劳占一半。

3 工业用水与农业用水之间的关系

以府谷为例(见表 1) , 2003年地表水工程供水量

为 8. 20 10
6

m
3
,占总量的 36. 8% ;地下水供水量为

1 406 m3, 占总量的 63. 2%, 地下水供水量主要是沿

黄滩途和川道浅井供水。从表 2可以看出,农灌用水

量与农村生活用水量占总用水量的 72% ,工业、乡镇

工业、城镇生活、火电用水占 28%。用水的主要矛盾

是农业用水与工业用水之争。

4 水资源利用的趋势分析

神府地区是我国重要的能源基地。制约该区经

济发展的主要因素是生态环境和水资源,水资源的合

理利用要从近期、中期、远期 3个阶段考虑。

表 1 府谷县 2003 年水利工程供水量汇总 104 m3

地表水工程

蓄水工程 引水工程 提水工程 其它 小计

95 319 370 36 820

地下水工程

浅井 深井 小计

1 319 87 1 406

合计供水量

2 226

表 2 府谷县 2003 年各部门用水量汇总统计 104 m3

项 目
工业用水量

乡镇工业 火电工业 其它
农灌用水量

城镇生活

用水量

农村生活

用水量
总用水量

地表水 14 712 94 820

地下水 109 204 182 515 114 282 1 406

合 计 123 204 182 1 227 114 376 2 226

近期内(到 2010年)以利用矿区的地下水为主,

地下水的开采要分区、适度利用, 尤其是西部浅层地

区,大规模开采会导致水位下降,植被衰退,土地进一

步沙化。

从水文地质的角度讲, 煤炭开采, 使地下水沿裂

隙涌入井下,地下水位下降,破坏水源地,煤水矛盾不

容忽略。要保持地下水位基本稳定,即水资源开采量

要小于地下水天然溢出量 浅层地下水开采只有处

理好资源开发与环境保护、工业与农业用水 2个关系

的条件下, 才能使水源地长期正常运行。从农业用水

的角度讲, 要综合用水,修建大、中型水库,骨干坝, 既

拦蓄径流, 增加地下水,又可调节水源,发展灌溉。发

展梯田、坝地、高标准水浇地等基本农田,实施工程与

生物等节水措施, 可缓和农业用水压力。庭院集流、

人畜引水工程提高了农民的生活水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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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期该区水资源开发量以占最大控制利用量的

80%为限制, 远期则考虑自给与适度区外调水相结

合,满足工业与城镇用水。

中、远期用水的主要矛盾是工业、城镇用水,工业

用水不应以牺牲当地生态环境和农业发展为代价。

而应提前做好区外调水的规划,区外调水除调入黄河

干流水量外,别无其它出路。但服从整个黄河流域的

用水规划是必要前提。

神府能源基地的水资源问题将会长期影响该区

的经济发展状况和速度, 该区水资源的利用方针应该

是走工程措施、农业措施综合开发,以及生态与经济

协调发展之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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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5 不断创新,积极探索建管机制

定西市在水土保持淤地坝建设管理中, 结合实

际,积极探索行之有效的建设和管理机制。从 2000

年开始工程建设实行 3项制度,工程开工实行审批制

度,工程施工实行监理制度, 同时要求水保部门对淤

地坝工程建设实施全过程监督, 工程开工后按照 政

府监督、法人负责、监理控制、施工单位保证 的原则

确保工程建设质量。从而对规范工程建设,提高投资

效益,保证工程的顺利实施起到了积极的促进作用。

在运行管理上,一方面积极推进规范化管理, 由水行

政主管部门统一负责, 实行分级管理;另一方面通过

开放工程建设权,鼓励农民和社会力量参与淤地坝建

设,有条件出让工程使用权,推行了承包、租赁、拍卖,

创办经济实体等多种管理形式的运行管护制度,形成

了 建、管、用 结合、责、权、利 相统一的运行管理机

制,起到了以存量换增量, 以资产换资金的效果,从而

使淤地坝建设得到健康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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