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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北地区东部中小城市发展的生态环境问题及对策

来雪慧, 王小文, 徐杰峰
(西北大学 环境科学系, 陕西 西安 710127)

摘 要: 根据大量基础数据, 采用数据对比、回归分析等方法研究了西北地区东部中小城市的经济发展和

城市建设现状。阐述了该区域中小城市发展过程中出现的城市绿地不足, 水资源短缺矛盾, 局部环境污染

和城市水土流失等生态环境问题。针对西北地区东部的具体情况,提出科学进行城市规划, 特色经济与绿

色经济融合,增加生态用地比例, 以及保护水源地和合理配置水资源等对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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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co-environmental Problems and Countermeasures in Development of

Small and Medium-sized Cities in Eastern Part of Northwest China

LAI Xue-hui, WANG Xiao-w en, XU Jie- feng

(D epartment of Env ir onment S cience, Nor thwest Univers ity , X i an, Shaanx i 710127, China)

Abstract: Based on a lar ge number of data, econom ical development and urban const ruct ive situat ion of small

and medium-sized cities in eastern part of N orthw est China are studied by using comparat ive regression analy-

sis and other methods. It is found that the eco-environmental problems consist most ly of ur ban soil and w ater

loss, w ater resources sho rtag e contradicto ry, insuf ficient urban g reen space, and lo cal environment pol lu-

t ion. According to the specific circumstances, follow ing countermeasures for the eco-environmental problems

ar e pr opo sed: carrying on the urban planning scient if ically, combining char acteristic economy w ith green

economy , increasing the proport ion o f the eco logical land, protect ing w ater sources, and dist ribut ing w ater

resources rat ionally .

Keywords: eastern part of Northwest China; small and medium-sized city; eco-environmental problem; counter-

measures

西北地区东部包括陕西、宁夏以及甘肃省兰州市

以东的地区。该区域大多为自然条件严酷、干旱半干

旱的环境,降水稀少,荒漠广布,土地贫瘠,地貌复杂,

生态环境脆弱, 属于典型的生态脆弱区。截至 2004

年末,该地区共有城市 28 座,其中, 中小城市 23 座,

占城市总数的 80%。

就西北地区而言, 东部人口密度相对较大,城市

分布相对集中, 交通便利,经济结构、发展水平、生活

习惯较为接近, 相互联系密切, 城市发展面临的问题

有较多的共同之处。

西北地区东部是西北地区中的发达地区,其城市

的发展对西北地区其它区域有着重要影响。随着西

部大开发,国家在财力、物力、人力以及政策倾斜等多

方面给予西北地区很多优惠, 西北地区东部中小城市

的社会经济发展水平也相应取得进步,但同时也给原

本脆弱的生态和破坏严重的环境带来很多生态环境

问题, 而恶劣的环境又进一步制约着该区城市与经济

的发展。因此,本文针对西北地区东部中小城市发展

中的生态环境问题进行研究。

1 西北地区东部中小城市的发展

本文以经济发展和城市建设两个指标探讨西北

地区东部中小城市的发展情况。

1. 1 经济发展

表 1给出 1990年, 2000 年和 2005年西北地区

及其它省市以人口为基准的城市化水平和相应的人

均 GDP 值,旨在寻找城市发展与经济发展水平之间

的关系。



表 1 1990, 2000 和 2005年西北地区东部与其它省市与人均 GDP 情况

省 市

1990 年

人口城市化

水平/ %

人均国内生产

总值/元

2000年

人口城市化

水平/ %

人均国内生产

总值/元

2005 年

人口城市化

水平/ %

人均国内生产

总值/元

陕 西 46. 01 1 241 52. 65 4 549 49. 74 9 899

甘 肃 41. 78 1 099 60. 48 3 838 49. 40 7 477

北 京 82. 48 4 878 74. 62 22 460 77. 02 45 444

上 海 95. 68 5 910 82. 53 34 547 87. 46 51 474

湖 南 35. 33 1 288 53. 57 5 639 62. 57 10 426

贵 州 35. 32 810 57. 75 2 662 57. 96 5 052

山 西 51. 55 1 528 60. 97 5 137 64. 82 12 495

江 西 39. 54 1 134 52. 30 4 851 55. 04 9 440

河 南 44. 13 1 091 60. 46 5 444 59. 79 11 346

广 东 48. 67 2 537 61. 10 12 885 75. 57 24 435

海 南 50. 74 1 589 62. 72 6 894 56. 48 10 871

全 国 44. 83 1 634 59. 43 7 078 62. 36 14 040

注:资料来源根据 1990年, 2000年及 2005年中国城市统计年鉴相关数据整理。

城市化是指农业人口转化为非农业人口,农村地

域转化为城市地域, 农业活动转化为非农业活动的过

程。城市化水平的高低是衡量一个国家或地区社会

经济进步状况的重要标志。特定区域的城市化水平

与该区经济要素之间存在着密切的关系。

从表 1可以看出, 1990 年, 2000年和 2005年内

陆省份的人均 GDP 均低于全国平均水平,相应的人

口城市化水平也大多低于全国平均水平; 上海、北京

等发达地区的人口城市化水平及人均 GDP都高于全

国平均水平;宁夏、甘肃等省份经济基础比较薄弱,基

础设施水平较低,加上自然条件差, 对国内外投资的

吸引力较小,经济发展的速度慢于发达地区, 因此相

应地人口城市化水平低于发达地区。

图 1为根据表 1所绘制的我国部分省市人口城

市化水平与人均 GDP 线性回归图。从图 1中可以看

出, 1990 年, 2000 年和 2005 年城市化水平与人均

GDP 的相关系数 R 值分别为 0. 970 9, 0. 920 2 和

0. 910 9,这说明人口城市化水平与经济发展水平的

变化趋势具有一致性,并且人口城市化水平与人均

GDP 之间是正相关关系,可见人均 GDP 能间接反映

该区的城市化水平。

表 2为西北地区东部部分中小城市的城市化水

平及经济发展水平由表 2 可以看出, 1990 年人均

GDP 超过全国水平的城市,如咸阳市、石嘴山市和嘉

峪关市,其人口城市化水平也均高于全国水平, 而安

康市人均 GDP 不足全国水平的一半, 其人口城市化

水平仅为16. 29%; 2000年人均 GDP 相对于 1990年

有所增长, 人口城市化水平随之提高,但依然呈现同

样的正相关关系; 2005年人均 GDP 高于全国水平的

咸阳市、延安市, 其人口城市化水平仍然低于全国水

平,可能是由于咸阳市与西安市紧密相邻, 流动人口

多,而延安市本身人口基数低的原因。

图 1 1990, 2000 和 2005 年部分省市

人均 GDP与人口城市化水平关系

铜川、延安、金昌和石嘴山等是依靠煤炭为主的

资源型城市,且一些工矿城市为随开发主体资源而在

荒漠地区形成的人工绿洲,被荒漠包围, 受干旱威胁,

生态环境极为脆弱,并由于对资源不合理甚至是掠夺

式的开采, 产生了一系列的生态环境问题, 如城市绿

地不足和空气污染等。

同时, 以农、林业为主的城市,诸如汉中、安康和

宁夏东部的城市,由于人口增长和工业的发展, 出现

环境污染现象,并由于城市的建设导致城市水土流失

等问题。

1. 2 城市建设

城市发展速度和经济实力与城市建设水平密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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相关。城市发展中非农业人口比重的增加,势必会通

过增加建成区面积来扩展城区和进行新城镇建设。

本文主要从城市建成区面积和市区人口密度两个方

面来说明城市建设的水平的发展变化。表 3为 1990

年, 2000年和 2005年西北地区东部 3省部分城市建

设的基本情况。

表 2 1990, 2000和 2005 年西北地区东部部分中小城市的城市化水平与人均 GDP情况

城市名

1990 年

人口城市化

水平/ %

人均国内生产

总值/元

2000年

人口城市化

水平/ %

人均国内生产

总值/元

2005 年

人口城市化

水平/ %

人均国内生产

总值/元

铜川市 68. 08 1 457 69. 23 6 877. 22 51. 42 9 265

咸阳市 47. 30 2 562 57. 71 14 866. 92 61. 84 21 340

汉中市 38. 07 1 625 44. 28 4 883. 15 46. 56 9 331

安康市 16. 29 759 19. 54 2 922. 29 48. 13 5 627

延安市 37. 37 1 335 40. 95 6 732. 12 48. 55 30 877

榆林市 21. 45 786 27. 46 3 690. 15 29. 53 11 336

石嘴山 93. 78 2 971 96. 89 10 251. 72 79. 46 18 855

吴忠市 26. 78 1 748 33. 94 6 427. 64 47. 37 9 689

嘉峪关 77. 33 3 422 75. 44 11 234. 77 88. 33 44 686

金昌市 69. 28 7 634 71. 78 11 133. 48 74. 28 45 221

白银市 56. 52 2 859 58. 30 11 183. 14 62. 99 19 884

天水市 23. 65 1 241 26. 42 3 555. 28 46. 62 7 050

全 国 44. 83 1 634 59. 43 7 078. 00 62. 36 14 040

注:资料来源根据 1990, 2000及 2005年中国城市统计年鉴相关数据整理

表 3 1990 年, 2000和 2005 年西北地区

东部部分中小城市建设情况

省(市)
建成区面积/ km2

1990 年 2000年 2005 年

市区人口密度/ (人 km- 2 )

1990 年 2000 年 2005 年

陕西省 332 476 541 338 1 419 408

铜川市 18 20 36 528 562 312

汉中市 16 29 31 803 908 955

安康市 23 25 27 239 256 261

延安市 9 21 24 85 96 114

榆林市 14 17 74 51 58 65

宁 夏 86 127 234 250 472 166

石嘴山 42 47 71 520 621 195

吴忠市 6 10 19 232 276 303

甘肃省 351 403 469 80 87 187

嘉峪关 20 30 37 79 54 59

金昌市 29 35 30 170 68 70

白银市 39 51 51 103 132 137

天水市 24 32 38 177 203 210

全 国 12 856 22 439 32 521 279 441 870

注:资料来源根据 1990, 2000及 2005年中国城市统计年鉴相关

数据整理。

从表 3中可以看出, 西北地区东部中小城市的建

成区面积随城市的发展同步增加, 且陕、宁、甘 3省的

增长幅度相差无几。

在市区人口密度方面,仅陕西省高于国家平均水

平,其中铜川市市区人口密度在 2000年以后逐步降

低,这是因为铜川的城市发展空间已经饱和, 并且开

始出现 迁城 的现象。宁夏地区城市人口密度小, 表

2中该区人均 GDP 大都高于国家水平, 其主要原因

是石嘴山、吴忠等城市是煤炭资源型城市。嘉峪关、

金昌和石嘴山市在 2005 年市区人口密度有所降低,

其原因在于作为典型的依靠矿产资源发展起来的城

市 [ 1] ,人口密度随着工业规模、矿点的分布变化而呈

现不稳定的趋势,并且造成大量的城市占地。

以上分析表明, 西北地区东部城市人口增加、工

业化速度加快等城市活动,使得城市生态环境面临的

压力越来越大。

2 西北地区东部中小城市发展中的生

态环境问题

西北地区东部中小城市发展中的生态环境问题

集中体现在城市绿地不足, 水资源短缺矛盾, 城市生

活造成局部环境污染以及城市水土流失方面。

2. 1 城市绿地不足

建成区绿化覆盖率和人均公共绿地面积是衡量

城市环境的重要指标, 表 4 为 1990, 2000和 2005 年

西北地区东部部分中小城市的绿地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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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4 1990, 2000 和 2005 年西北地区东部

部分中小城市的城市绿地情况

省(市)
建成区绿化覆盖率/ %

1990 年 2000 年 2005 年

人均绿地面积/ m2

2000 年 2005 年

陕西省 23. 5 24. 3 29 4. 22 5. 11

铜川市 19. 8 20. 4 24 1. 11 5. 80

汉中市 7. 8 15. 3 18 5. 00 8. 70

安康市 2. 8 13. 9 33 5. 94 7. 50

延安市 6. 1 7. 3 21 3. 45 6. 17

榆林市 2. 0 2. 0 1 1. 84 3. 30

宁 夏 12. 6 24. 5 22 4. 57 5. 38

石嘴山 18. 6 27. 3 26 5. 50 7. 60

甘肃省 12. 2 12. 1 27 4. 00 6. 86

嘉峪关 6. 9 17. 2 32 6. 24 13. 72

天水市 7. 3 5. 5 33 2. 12 14. 20

全国平均 19. 2 28. 1 32. 6 6. 83 7. 89

注:资料来源根据 1990年, 2000年及 2005年中国城市统计年鉴

相关数据整理。

随着城市化进程,城市人口不断增加以及交通与

住宅的不断发展,西北地区东部中小城市的生态绿地

面积难于达到国家绿地覆盖率的平均水平。同时由

于西北地区东部本身生态环境的脆弱性, 水土流失、

沙漠化现象严重,使得该区在城市发展中可绿化的区

域显得更为稀少。从表 4 中可以看出, 2005 年全国

建成区绿化覆盖率平均水平为 32. 6%, 陕西省除安

康市达到 33% ,其它中小城市都低于全国平均水平,

尤其是榆林市作为全国治沙先进单位 [ 1] ,绿化覆盖率

却只有 1% ;宁夏吴忠市的绿化覆盖率也只有 10% ,

即使是银川市作为西北地区东部重要的区域中心城

市之一, 绿地总面积为 1 699 hm 2 , 绿地覆盖率仅为

20. 85%,远低于国内许多其它城市,并且城区范围内

仍可见大面积的裸露土地
[ 2]
。

人均公共绿地面积方面, 2000年铜川市、榆林市

和天水市的人均公共绿地面积仅有 1. 11, 1. 84 m2 和

2. 12 m
2
, 远远低于全国平均水平 6. 83 m

2
。随着城

市建设的逐步完善, 人均公共绿地面积也有所增加,

到 2005年嘉峪关市和天水市已经分别达到 13. 72

m 2和 14. 2 m2 ,但总体来看西北地区东部 3 省仍然

低于全国平均水平。

2. 2 城市发展加剧水资源短缺矛盾

西北地区由于本身所处的地理位置,其单位面积

水资源量小,时空分布不均,气候干旱,水资源短缺现

象严重。表 5为 2000 年, 2003年和 2006年西北地

区东部 3省部分城市用水情况。

表 5 2000, 2003 和 2006 年西北地区东部 3 省部分中小城市的用水情况

省(市)

2000 年

人口城市化

水平/ %

用水量/

104 m3

2003 年

人口城市化

水平/ %

用水量/

104 m3

2006年

人口城市化

水平/ %

用水量/

104 m3

陕西省 52. 65 58 465 49. 43 68 640 85. 92 75 040

咸阳市 57. 71 9 648 59. 47 14 445 62. 38 27 102

安康市 19. 54 1 570 21. 40 2 312 21. 65 3 065

延安市 40. 95 1 164 45. 19 1 075 48. 43 1 321

榆林市 27. 46 260 32. 06 619 34. 61 760

宁 夏 71. 76 23 715 61. 55 20 574 58. 21 23 111

吴忠市 33. 94 3 100 45. 23 1 587 47. 33 1 876

甘肃省 60. 84 61 922 50. 57 63 816 50. 17 51 169

嘉峪关 75. 44 7 091 87. 60 9 716 88. 47 8 524

白银市 58. 30 12 006 61. 34 11 088 63. 37 10 164

天水市 26. 42 3 045 45. 98 2 517 49. 51 2 606

注:资料来源根据 2000, 2003和 2006年中国城市统计年鉴、黄河水资源公报相关数据整理。

2003年陕西、宁夏和甘肃的水资源总量为 5. 746

1010 m3 , 1. 23 1011 m3 和 2. 472 1010 m3 , 到2006

年为 2. 755 1010 m3 , 1. 06 109 m 3 和 1. 846 1010

m3 ,分别减少了 52. 0% , 13. 8%和 25. 3%。从表 5

可以看出,随着城市化水平的提高, 西北地区东部中

小城市的用水量也在增加。一方面水资源总量逐渐

减少, 另一方面城市的发展对水的需求量不断增加,

使得水资源短缺现象更加明显。

同时值得关注的是,城市的快速发展中,工业用水

在用水总量中的比例逐渐增加,随着全球工业的发展,

产生的温室气体又会影响局部气候变化,以致改变全

球水文循环的现状,从而引起水资源在时空上的重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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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配,并对降水、蒸发、径流、土壤、温度造成直接影响,

进一步影响到洪涝、干旱灾害的发生和发展,对原本就

短缺的水资源的利用产生更加不利的负面影响。

2. 3 城市环境污染加剧

2. 3. 1 水体污染 城市水体污染主要源于人口密

集、城市基础设施建设和产业集聚等方面,使得一些

原先位于城郊的重污染企业, 随着城市规模的扩张,

现已处于城市的中心或近郊地区。陕西铜川市、甘肃

白银市等城市主要河流水质多属于 类。据国家环

保局 2002年资料, 渭河流域已成为全国污染最严重

的区域之一。渭河 2006年 13 个有监测数据的水质

断面中, 9个断面为劣 类水质, 76. 9%断面超过水

域功能标准,主要污染物是石油类、氨氮、挥发酚、5 d

生化需氧量和高锰酸钾指数; 2007 年黄河宁夏河段

支流除上游断面为 类水质, 其它断面均为劣 类重

度污染水质,主要污染指标为化学需氧量、生化需氧

量和氨氮。宁夏由于城市经济的发展, 城镇工业废水

和生活污水排放量急剧增大, 2000 年的废污水量为

1. 50 108 t, 2006年增至 3. 18 108 t , 为 2000年的

2. 1倍。另外, 沿黄造纸厂等企业的工业废水, 多未

经处理直接排入排水沟入黄, 2007 年各主要排水沟

均为劣 类重度污染水质, 断面超标率 100% , 主要

污染指标有化学需氧量、生化需氧量和氨氮。污染程

度由大到小排序依次为: 吴忠南干沟,银新干沟,吴忠

清水沟,灵武东沟,第三、第五排水沟,西二干沟。

2. 3. 2 对大气环境的影响 西北地区东部中小城市

大气污染的来源主要有两个方面, 首先是由于工业发

展,大量使用煤炭燃料的结果, 其次是随着城市的发

展而引起的交通污染。该区大气污染物主要为总悬

浮颗粒物、自然降尘、硫氧化物及氮氧化物。虽然随

着经济的发展, 各城市的环境质量整体上在好转, 但

由于城市发展初期粗放型的经济增长模式,使得大气

环境还是受到了一定的影响。作为西北地区东部重

要的煤炭城市, 榆林市废气排放量由 1994年的5. 614

10
9
m

3
上升到 2003年的 3. 15 10

10
m

3
,增加了 6

倍。煤炭型城市废气以 CO 2 和 SO2 居多, 易形成硫

酸烟雾与酸雨[ 3] 。据 2006年陕西省环境状况公报统

计,陕西省 2006年出现酸雨的地区比 2005年增加 2

个城市, 即韩城市和榆林市, 酸雨的发生频率为

4. 9% ,且多发生在冬季采暖期。另外, 城市周边运煤

卡车、大型柴油机动车和城区内交通车的增加使得汽

车尾气排放量加大, 导致空气中氮氧化物含量增高。

2. 4 城市水土流失

城市化过程中, 自然因素引起的水土流失状况逐

步得到控制。但随着人为活动对地表和地下岩土层

扰动的增强,基础设施建设产生的弃石和城市生活垃

圾,占据城市有限的土地面积, 减少生态绿化空间, 造

成地表裸露, 加速水土流失, 即城市水土流失。城市

水土流失是指在城市化进程中,发生在城市建成区及

周边地区, 由城市开发建设活动引发的新的人为水土

流失
[ 4]
。

2. 4. 1 煤炭开采引起水土流失 铜川、榆林、白银和

石嘴山等煤炭型城市在煤炭开采过程中, 挖掘地表,

堆弃土渣, 破坏土地和植被, 减少地面植被的覆盖。

而植被覆盖率的减少又改变了地表径流和地表的糙

度,使土壤抗蚀指数降低。另外, 长期形成而未经治

理的洗煤厂矸石山也是加剧煤炭型城市水土流失的

一个原因。铜川境内大中型煤矿甚多, 市区沿川道

20 km 的范围内,有 3个年产 1. 60 10
6
t 原煤的国

有大型煤矿,年排矸石量 2. 0 105 t。这些顺山坡到

堆积的煤矸石,由于没有采取有效的拦挡措施, 每逢

暴雨, 风化的表层矸石顺陡坡滑塌, 泄入沟道、河道,

增加水流推移质泥沙含量 [ 5] ,引起城市水土流失。

2. 4. 2 城市建设的废弃土石引起水土流失 城市化

进程中,由于房地产、工业园区的建设及供水、供电等

基础设施的建设,产生了大量的废弃土石。由于处理

不当, 短期内将使城市地表大面积裸露, 在市区形成

侵蚀, 给城市带来危害。根据孙虎等对延安市火车北

站、兰家坪等 17处的调查,松散堆积物的侵蚀强度大

多为 8 000~ 50 000 t / ( km2 a) , 以人为倾倒的弃土

和堆土场边坡侵蚀最为严重,侵蚀模数为 2. 15 105

~ 1. 31 105 t/ ( km2 a) , 远大于此区的自然侵蚀模

数 10 000 t / ( km
2

a)左右
[ 6]
。

2. 4. 3 城市生活垃圾的堆放引起水土流失 随着城

市人口的增加,每年产生的生活垃圾也逐步递增。但

由于我国城市生活垃圾的处理方式单一,资源化水平

较低, 虽然部分被处理,但大部分仍然采用露天堆放。

若堆放到河道或沟道两旁, 则降低河道的行洪能力,

加大了防洪压力。天水市每年产生生活垃圾 3. 062

10
5
t ,而这些废物未采取相应的措施, 成为水土流

失的物源[ 7]。铜川市多年来堆积的垃圾达 1. 3 105

t ,由于没有统一规划, 大量堆放在山坡旁和沟道内,

遇到暴雨直接泄入河内, 造成河道阻塞, 还使河水受

到污染。

3 对 策

3. 1 科学地进行城市规划

西北地区东部中小城市发展的过程中, 由于规划

存在这样或那样的不足使得城市无法走上健康发展的

道路,从而引起生态环境问题。例如, 陕西省安康、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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洛市在 2007年以前一直没有较完整的城市体系规划,

致使城市用地发展存在一定的无序性, 且城市在规划

和建设中对地域文化的挖掘和体现总体上还不够,因

此引发水土流失等生态环境问题。因而可以选择具有

代表性的城市进行分析,考察其城市发展建设的变化

过程以及城市内外部的生态变化状况, 明确西北地区

中小城市发展应注意的问题,对城市进行科学的规划,

为环境与社会经济的相互协调提供最佳发展方案。

3. 2 特色经济与绿色经济融合

我国西北地区东部城市的功能结构偏集于工业

化,城市发展的主要推动力来自于现代工业的发展,

工业主导型经济增长方式偏重。该区相对于沿海发

达地区经济比较落后, 需要大力发展, 但在发展经济

的同时也应注重城市生态的建设。因此,结合地方经

济建设进行产业结构调整,综合协调自然资源保护和

开发利用之间的关系,使产业结构向合理利用自然资

源、节能高效的特色优势型产业转变, 使特色经济与

绿色经济相融合。如宁夏地区以农业为主,可以进行

生态农业和绿色工程建设,在城市周边地区发展生态

农业模式,形成以种养殖和农家特色旅游为主的绿色

产业,加强水土保持与荒漠化治理并重,改善城市生

态环境,减少人为破坏生态和地质灾害发生。

3. 3 增加生态用地比例

城市生态用地是指为了改善和提高城市中人群

的生活质量,保护重要的生态系统和生物栖息地, 维

持和改善城市中各种自然和人工生态单元,将城市生

态系统稳定在一定水平所需要的土地[ 8] 。城市生态

化的外在表现就是城市的净化、绿化和美化
[ 9]
。西北

地区东部中小城市发展中, 城市化水平不断提高、建

成区面积不断扩大, 但是城市绿地严重不足。因此,

在城市用地中应适当增加绿化用地的比重。根据陕

西省土地利用总体规划, 到 2010 年城市人均绿地面

积为 10 m2 /人, 公共绿地为 7 m2 /人 [ 10]。除了大面

积的城市生态区和绿化带外, 还应将生态用地渗透到

居住社区、工厂和道路两旁等, 为城市周边创造良好

的大生态环境。例如石嘴山市是西北地区著名的煤

城,但是通过增加城市生态用地比例, 2003 年新增绿

地面积 254. 7 hm
2
,使得道路两侧绿树成荫。同时城

市的绿化为石嘴山市提供了良好的招商环境。

3. 4 保护水源地、合理配置水资源

在城市发展过程中,西北地区东部黄河流域一些

城市的水源保障问题极有可能加重。因此,在制定水

资源保护中应优先考虑保护饮用水源地,特别是重要

工业基地水源地的保护[ 11]。

在保证生态环境建设必要用水和社会经济合理

用水的同时,还要保持水资源的可持续利用, 并留有

适当余地。除加强水资源的统一管理,积极推广供水

工程建设等措施外,可以通过兴建区域性调水工程解

决局部地区的缺水问题, 尤其是宁夏、关中地区等支

流缺水严重,在大力节水的情况下,可以兴建一批调

水工程 [ 12] , 如宁夏的扶贫扬黄灌溉工程, 陕西省的

引红济石 工程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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