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第３３卷第５期
２０１３年１０月

水土保持通报
Ｂｕｌｌｅｔｉｎ　ｏｆ　Ｓｏｉｌ　ａｎｄ　Ｗａｔｅｒ　Ｃｏｎｓｅｒｖａｔｉｏｎ

Ｖｏｌ．３３，Ｎｏ．５
Ｏｃｔ．，２０１３

　

　　收稿日期：２０１２－１１－２５　　　　　　　修回日期：２０１３－０１－１３
　　资助项目：国家重点基础研究发展计划项目“气候变化对西北干旱区水循环影响机理与水资源安全研究”（２０１０ＣＢ９５１００４）；国家自然科学基

金项目“干旱区地形地貌对降水的时空分布影响研究：以开都河流域为例”（４１１６１０１３）；石河子大学团队创新项目“内陆河流域水
资源脆弱性演化机制研究”（２０１１ＺＲＫＸＴＤ－０３）

　　作者简介：宁理科（１９８６—），男（汉族），河南省漯河市，硕士，从事水文水资源研究。Ｅ－ｍａｉｌ：ｌｉｋｅｎｉｎｇ＠ｏｕｔｌｏｏｋ．ｃｏｍ。
　　通信 作 者：刘 海 隆（１９７４—），男（汉 族），四 川 省 德 阳 市，副 教 授，从 事 水 文 水 资 源 及 地 理 信 息 系 统 与 遥 感 应 用 研 究。Ｅ－ｍａｉｌ：ｌｉｕ＿ｈａｉ＿ｔｉｇｅｒ＠

１６３．ｃｏｍ。

塔里木河流域水资源系统脆弱性定量评价研究

宁理科１，２，刘海隆１，包安明２

（１．石河子大学 水利建筑工程学院，新疆 石河子８３２００３；２．中国科学院 新疆生态与地理研究所，新疆 乌鲁木齐８３００１１）

摘　要：针对干旱区内陆河流域水循环过程的特点，结合该区水资源系统脆弱性研究现状，从水资源 供 需

平衡角度分析了干旱区内陆河流域水资源 系 统 脆 弱 性 的 概 念 与 内 涵，提 出 了 相 应 的 定 量 评 估 方 法。以 塔

里木河盆地３０个县市为例构建合适的指 标 体 系，开 展 了 水 资 源 系 统 脆 弱 性 的 定 量 研 究。结 果 显 示，研 究

区各县域 供、需 水 脆 弱 性 差 异 较 大，有９０％的 县 域 需、供 水 脆 弱 性 指 数 比 大 于１，存 在 较 为 明 显 的 供 需 矛

盾；有８０％的县域存在脆弱性问题，空间分布与实际情况比较吻合。研 究 表 明，该 方 法 和 指 标 体 系 能 很 好

地反映研究区水资源系统脆弱性的现状，对干旱区内陆河流域水资源管理和调控具有重要的指导意义。

关键词：水资源系统；脆弱性指数；干旱区；内陆河流域

文献标识码：Ａ　　　　　　文章编号：１０００－２８８Ｘ（２０１３）０５－０２６６－０５　 中图分类号：ＴＶ２１３

Ｑｕａｎｔｉｔａｔｉｖｅ　Ｓｔｕｄｙ　ｏｆ　Ｗａｔｅｒ　Ｒｅｓｏｕｒｃｅｓ　Ｓｙｓｔｅｍ
Ｖｕｌｎｅｒａｂｉｌｉｔｙ　ｉｎ　Ｔａｒｉｍ　Ｒｉｖｅｒ　Ｂａｓｉｎ

ＮＩＮＧ　Ｌｉ－ｋｅ１，２，ＬＩＵ　Ｈａｉ－ｌｏｎｇ１，ＢＡＯ　Ａｎ－ｍｉｎｇ２

（１．Ｗａｔｅｒ　Ｒｅｓｏｕｒｃｅｓ　ａｎｄ　Ａｒｃｈｉｔｅｃｔｕｒａｌ　Ｅｎｇｉｎｅｅｒｉｎｇ　Ｃｏｌｌｅｇｅ，Ｓｈｉｈｅｚｉ　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Ｓｈｉｈｅｚｉ，Ｘｉｎｊｉａｎｇ８３２００３，

Ｃｈｉｎａ；２．Ｘｉｎｊｉａｎｇ　Ｉｎｓｔｉｔｕｔｅ　ｏｆ　Ｅｃｏｌｏｇｙ　ａｎｄ　Ｇｅｏｇｒａｐｈｙ，Ｃｈｉｎｅｓｅ　Ａｃａｄｅｍｙ　ｏｆ　Ｓｃｉｅｎｃｅｓ，Ｕｒｕｍｑｉ，Ｘｉｎｊｉａｎｇ８３００１１，Ｃｈｉｎａ）

Ａｂｓｔｒａｃｔ：Ｖｕｌｎｅｒａｂｉｌｉｔｙ　ｏｆ　ｗａｔｅｒ　ｒｅｓｏｕｒｃｅｓ　ｓｙｓｔｅｍ　ｉｓ　ｅｓｓｅｎｔｉａｌ　ｔｏ　ｒｅｇｉｏｎａｌ　ｗａｔｅｒ　ｍａｎａｇｅｍｅｎｔ　ａｎｄ　ｅｃｏｎｏｍｉｃ　ｄｅ－
ｖｅｌｏｐｍｅｎｔ　ｉｎ　ａｒｉｄ　ｉｎｌａｎｄ　ｒｅｇｉｏｎｓ．Ｔｈｅ　ｐｕｒｐｏｓｅ　ｏｆ　ｔｈｉｓ　ｓｔｕｄｙ　ｗａｓ　ｔｏ　ｅｘｐｌａｉｎ　ｔｈｅ　ｍｅａｎｉｎｇ　ｏｆ　ｗａｔｅｒ　ｒｅｓｏｕｒｃｅｓ
ｓｙｓｔｅｍ　ｖｕｌｎｅｒａｂｉｌｉｔｙ　ｉｎ　ａｒｉｄ　ｉｎｌａｎｄ　ｒｅｇｉｏｎｓ　ａｎｄ　ｅｘｐｌｏｒｅ　ｔｈｅ　ｖｕｌｎｅｒａｂｉｌｉｔｙ　ｑｕａｎｔｉｔａｔｉｖｅｌｙ．Ｆｉｒｓｔ，ａ　ｃｏｎｃｅｐｔ　ｏｆ
ｖｕｌｎｅｒａｂｉｌｉｔｙ　ｉｓ　ａｎａｌｙｚｅｄ　ｂａｓｅｄ　ｏｎ　ｔｈｅ　ｃｕｒｒｅｎｔ　ｒｅｓｅａｒｃｈｅｓ，ｅｘｐｒｅｓｓｉｎｇ　ｔｈｅ　ｃｈａｒａｃｔｅｒｉｓｔｉｃｓ　ｏｆ　ｗａｔｅｒ　ｒｅｓｏｕｒｃｅｓ
ｓｙｓｔｅｍ　ｉｎ　ａｒｉｄ　ｉｎｌａｎｄ　ｒｅｇｉｏｎｓ．Ａ　ｍｅｔｈｏｄｏｌｏｇｙ　ｔｏ　ｑｕａｎｔｉｆｙ　ｔｈｅ　ｖｕｌｎｅｒａｂｉｌｉｔｙ　ｉｓ　ｐｒｅｓｅｎｔｅｄ　ｓｕｂｓｅｑｕｅｎｔｌｙ　ｂｙ　ａ
ｍｕｌｔｉ－ｃｒｉｔｅｒｉａ　ａｎａｌｙｓｉｓ　ａｐｐｒｏａｃｈ．Ａｔ　ｌａｓｔ，ｔｈｅ　Ｔａｒｉｍ　ｂａｓｉｎ　ｉｓ　ｓｅｌｅｃｔｅｄ　ａｓ　ｔｈｅ　ｒｅｐｒｅｓｅｎｔａｔｉｖｅ　ａｒｅａ　ｏｆ　ａｒｉｄ　ｉｎｌａｎｄ
ｒｅｇｉｏｎｓ　ｂａｓｅｄ　ｏｎ　ｔｈｅ　ｄａｔａ　ａｖａｉｌａｂｌｅ　ａｎｄ　ｅｘｐｅｒｔｓ′ｏｐｉｎｉｏｎｓ．Ａｎｄ　ｔｈｅ　ｍｅｔｈｏｄｏｌｏｇｙ　ｉｓ　ｅｖａｌｕａｔｅｄ　ｉｎ　ｔｈｅ　ｓｔｕｄｙ
ａｒｅａ．Ｒｅｓｕｌｔｓ　ｓｈｏｗ　ｔｈａｔ　８０％ｏｆ　ｔｈｅ　ａｒｅａ　ｉｓ　ｏｆ　ｖｕｌｎｅｒａｂｉｌｉｔｙ　ｗｉｔｈ　ｈｉｇｈ　ｓｐａｔｉａｌ　ｖａｒｉａｂｉｌｉｔｙ．Ｉｎ　ａｄｄｉｔｉｏｎ，９０％ｏｆ
ｔｈｅ　ａｒｅａ　ｈａｓ　ａ　ｃｏｎｆｌｉｃｔｉｎｇ　ｒｅｌａｔｉｏｎ　ｂｅｔｗｅｅｎ　ｗａｔｅｒ　ｓｕｐｐｌｙ　ａｎｄ　ｄｅｍａｎｄ．Ｍｏｒｅｏｖｅｒ，ｔｈｅ　ｒｅｓｕｌｔｓ　ａｒｅ　ｉｎ　ａｃｃｏｒｄａｎｃｅ
ｗｉｔｈ　ｔｈｅ　ａｃｔｕａｌｉｔｙ，ｗｈｉｃｈ　ｉｎｄｉｃａｔｅｓ　ｔｈａｔ　ｔｈｅ　ｍｅｔｈｏｄｏｌｏｇｙ　ｐｒｅｓｅｎｔｅｄ　ｉｓ　ｖａｌｕａｂｌｅ　ｆｏｒ　ｗａｔｅｒ　ｒｅｓｏｕｒｃｅｓ　ｍａｎａｇｅ－
ｍｅｎｔ　ａｎｄ　ｒｅｇｕｌａｔｉｏｎ．Ｔｈｉｓ　ｓｔｕｄｙ　ｃａｎ　ｐｒｏｖｉｄｅ　ａ　ｔｈｅｏｒｅｔｉｃａｌ　ｂａｓｉｓ　ｆｏｒ　ｔｈｅ　ｒｅｓｅａｒｃｈｅｓ　ｏｎ　ｗａｔｅｒ　ｒｅｓｏｕｒｃｅｓ　ｓｙｓｔｅｍ
ａｄａｐｔａｂｉｌｉｔｙ　ｃｏｐｉｎｇ　ｗｉｔｈ　ｃｌｉｍａｔｅ　ｃｈａｎｇｅ．
Ｋｅｙｗｏｒｄｓ：ｗａｔｅｒ　ｒｅｓｏｕｒｃｅｓ　ｓｙｓｔｅｍ；ｖｕｌｎｅｒａｂｉｌｉｔｙ　ｉｎｄｅｘ；ａｒｉｄ　ｒｅｇｉｏｎｓ；ｉｎｌａｎｄ　ｂａｓｉｎ

　　水资源系统脆弱性研究是开展流域水资源规划

和管理的基础，已成为应对气候变化、保障水资源安

全重点关注的问题［１］。从国内外对水资源系统脆弱

性的研究内容来看，大多数研究集中在气候变化对水

资源脆弱性的影响上，如王国庆等［２］研究了我国淡水

资源在气候变化情景下的脆弱性；唐国平等［３］提出了

构建了全球变化下水资源脆弱性的评估方法；Ｄｌｌ［４］

从人为和自然两个系统入手研究了气候变化下地下

水资源的脆弱性；Ｆａｒｌｅｙ等［５］考虑政策影响研究了气

候变化下 供 水 系 统 脆 弱 性 的 影 响。另 外，Ｈａｍｏｕｄａ
等［６］将脆弱性作为系统属性分别从社会经济、基础设

施、生态等角度研究了水资源系统脆弱性。但是这些



研究很少考虑水资源供给、需求和管理等诸多因素，

因此，对水系统脆弱性的形成过程与机理研究不够，

尤其是对于内陆河流域这样缺水严重的地区，难以解

释水资源系统脆弱性的本质，无法满足水资源优化配

置和高效利用的需要。

在由来 水—供 水—用 水—耗 水—排 水 形 成 的 内

陆河流域水系统中，来水和耗水发生大幅变化时，平

衡的供水—用水系统很容易被彻底倾覆，造成重大损

失。研究表明，我国西北干旱区多个省区的水资源脆

弱性将进一步加剧［２］，而减小水资源系统脆弱性是应

对未来变化的第一步［７］。因此，研究干旱区内陆河流

域水资源系统脆弱性是十分必要的。

此外，水资源系统脆弱性的定 义 尚 不 统 一［８］，如

秦大河等［９］从气候变化和人类活动影响的角度出发，

认为水资源系统脆弱性是气候变化对水资源可能造

成损害的程度；Ｌｉｕ［１０］则认为水资源系统脆弱性应该

由水资源对气 候 变 化 的 敏 感 性 来 反 映；刘 绿 柳［１１］从

地下水脆弱性引申，认为水资源系统脆弱性是水资源

系统易遭受人类活动、自然灾害威胁和损失的性质和

状态，受损后难于恢复到原来状态和功能的性质。

Ｌｕｅｒｓ［１２］认为脆 弱 性 评 估 之 前 需 要 明 确 脆 弱 性

的概念。陈亚宁等［１３］指出干旱区内陆河流域水问题

研究的重点是山区来水与流域内生活、生产与生态需

水的内在联 系 以 及 流 域 水 系 统 中 供 需 水 依 赖 关 系。

因此，笔者认为干旱区内陆河流域水资源系统脆弱性

是指以供需水为核心的水资源系统在发展过程中，受
到不同的自然、社会系统的内在特征、资源条件和法

规体系影响，维持自身稳定性的能力。干旱区内陆河

流域水资源系统脆弱性以供需水为核心进行定义，当
供需水的各个方面在系统内在特征变化和法规体系

的影响下，系统不能维持正常的供需水关系时，脆弱

性就会以农业灾害、土壤退化、生态恶化等不良后果

的形式表现出来。其次，脆弱性是干旱区内陆河流域

水资源系统的固有属性，随系统的变化而变化，是动

态的，具有时间尺度，并且脆弱性在干旱区内陆河流

域随区域位置发生变化，具有空间尺度。最后，干旱

区内陆河流域水资源系统脆弱性存在一个阈值，当超

过该阈值时，系统遭到破坏，可能转化为另外一种系

统，并且该转化在短时间内具有不可逆性。

本文拟选择典型的干旱区内陆河流域塔里木河

流域为研究对象，结合干旱区内陆河流域水资源系统

的特点，提出定量表达干旱区水资源系统脆弱性的方

法，并构建合理的指标体系，展开流域水资源系统脆

弱性定量评估。

１　研究区概况及数据来源

塔里木河流域是一个封闭的内陆水循环和水均

衡的水文区域，自西向东绕塔克拉玛干大沙漠，贯穿

地处天山山脉南侧和昆仑山北麓的塔里木盆地。流

域内分布有五地州４２个县市，包括新疆生产建设兵

团４个师的５５个团场，流域面积１．０２×１０６　ｋｍ２（包

括沙 漠 面 积）。流 域 多 年 平 均 地 表 水 天 然 径 流 量

３．９８×１０８　ｍ３，其中 冰 川 融 水 量 占 出 山 口 径 流 量 的

４０％左右［１４］，绿洲耗水量约为２．２１×１０８　ｍ３［１５］。径

流年内分配不 均，６—９月 来 水 量 在 全 年 径 流 量 中 的

比重 超 过７０％。并 且 干 流 来 水 量 约 以８×１０８～
１．０×１０９　ｍ３／年 减 少，源 流 区 耗 水 量 约 以 ５．５×
１０７　ｍ３／年增加［１６］。同时，研究区内各县市水资源分

布不均，人口密度空间分布差异较大，经济发展不平

衡，水资源开发 利 用 率 已 突 破 西 北 干 旱 区７０％的 合

理开发利用率，高达７９％［１７］。
本文以塔里木河流域县域为基本研究单元，开展

干旱区内陆河流域水资源系统脆弱性的定量评价研

究。数据来源于２０１１年巴音郭楞蒙古自治州统计年

鉴、和田地区统计年鉴、阿克苏地区统计年鉴和喀什

地区统计年鉴，考虑到数据的的一致性，本文选择塔

里木河流域３０个县市作为研究对象，

２　研究方法

２．１　水资源脆弱性指数

本文针对干旱区内陆河流域水循环过程的特点，

根据干旱区内陆河流域水资源系统脆弱性的概念和

内涵，提出一个表示区域水资源系统脆弱性的综合指

标———水资源脆弱性指数。该指标由供水脆 弱 性 和

需水脆弱性组成，即反映水资源系统本身脆弱性和用

水者附加脆弱性。依据多准则分析方法，水资源系统

脆弱性指数（ＷＳＶＩ）由 供 水 脆 弱 性（ＳＤＷＶ）和 需 水

脆弱性（ＤＤＷＶ）综合而成：

　ＷＶＩ＝α＊ＳＤＷＶ＋β＊ＤＤＷＶ　（α＋β＝１） （１）
式（１）中供水脆弱性和需水脆弱性指数采用综合

指数加权求和模型求得：

ＳＤＷＶ＝∑
ｎ

ｉ＝１
ｒｉＣｉ，　　ＤＤＷＶ＝∑

ｎ

ｉ＝１
ｒｉＣｉ （２）

式中：Ｃ———选 择 的 计 算 指 标；ｒ———相 应 指 标 的 权

重。计算过程中可能采用的指标主要从流域供需水

角度考虑，供水主要包括正常水资源、极端事件供水

以及水存储，需水脆弱性主要包括生活用水、工业、农
业和生态蓄水等，最终根据研究区的情况及专家意见

和数据的可用性对指标进行选取、确定。本文中α，β
均取为０．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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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２　指标选择及权重确定

根据数据可用性和专家意见，最终确定９个指标

进行２０１０年研究区水资源系统脆弱性的计算。为消

除国土面积大小和人口多少的差别，本文部分指标采

用人均量以便 比 较（表１）。其 中 灌 溉 面 积 百 分 比 表

示有效灌溉面积与国土面积的比值；森林覆盖率表示

森林面积与国土面积的比值，森林覆盖率越大，表示

生态需水量越多。人均农业生产总值和人均工业成

产总值作为经济指标，反映经济发展水平，经济发展水

平越高，水资源的消耗越大。本文中由于缺少详细的

地下水数据，因此假设各县的地下水开采均在可开采

范围之内，并采用机电井装机容量代表地下水开采量。

表１　最终确定水资源系统脆弱性指标及数据来源

供水脆弱性数据集（指标） 数据源 需水脆弱性数据集（指标） 数据源

年均降水量（Ｍ） 气象部门 人口密度（Ｐ） 统计年鉴

融雪期平均气温（Ｔ） 气象部门 灌溉面积百分比（Ａ） 农业部门

机电井装机容量（Ｒ） 统计年鉴 森林覆盖率（Ｆ） 气象部门

人均库容（Ｃ） 水利部门 人均农业生产总值（Ｎ） 统计年鉴

人均工业生产总值（Ｇ） 统计年鉴

　　指标权重反映各指标对水资源系 统 脆 弱 性 的 影

响程度。本文中各指标权重采用层次分析法（ＡＨＰ）
确定，该方法已被广泛用于脆弱性以及区域水资源系

统评价理论中 权 重 确 定［１８－２０］。具 体 计 算 方 法 见 文 献

［２１］。经计算得到各指标的权重（见表２），且均通过

一致性检验。

由于各个指标量级和量纲不一致，因此本文引入

模糊数学的中的隶属函数概念进行无量纲化：

Ｆ＝ｘｉ－
（ｘ１：ｘｎ）

（ｘ１：ｘｎ）
（３）

式中：Ｆ———无 量 纲 编 码；ｘｉ———指 标 取 值（ｉ＝１，２，
…，ｎ）；（ｘ１：ｘｎ）———指标的平均值。

表２　各水资源系统脆弱性指标权重

ｒｍ ｒｒ ｒｔ ｒｃ ｒｐ ｒａ ｒｆ ｒｎ ｒｇ
０．１８　 ０．２７　 ０．２５　 ０．３１　 ０．１９　 ０．２７　 ０．１５　 ０．２４　 ０．１５

３　结果与分析

３．１　供需水脆弱性分析

根据多准则分析方法，按照式（２）分 别 计 算 研 究

区各县域供水脆弱性指数和需水脆弱性指数（如图１

所示）。图１中供、需水脆弱性 均 随 脆 弱 性 指 数 增 大

而加剧。
相关分析表明，供、需 水 脆 弱 性 指 数 的 相 关 系 数

为０．２０，显著性水平 为０．２８１，说 明 二 者 之 间 并 不 存

在明显的相关关系。

图１　２０１０年研究区供需水源脆弱性指数

　　就供水脆弱性而言，研究 区 内３０个 县 域 差 异 较

为明显，存在４个较大值，分别为若羌县（０．７４）、且末

县（０．７９）、柯坪县（０．７１）和民丰县（０．７９），比研究区

供水脆弱性指数均值高出５１％以上，说明这４个县域

水资源系统本身比 较 脆 弱。另 外，库 尔 勒 市、阿 克 苏

市、莎车 县 和 和 田 县 供 水 脆 弱 性 指 数 较 小，分 别 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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０．２７，０．３２，０．３２和０．２７，约 为 研 究 区 供 水 脆 弱 性 指

数均值的４１％～４９％，说明这４个县域供水脆弱性较

为稳定。这一方面由县域的地 理 位 置 和 气 候 条 件 决

定，如若羌县、且末县和民丰县 均 有 区 域 位 于 塔 克 拉

玛干大沙漠，气候干 燥，降 水 稀 少。另 一 方 面 是 由 于

这４个县域缺乏相应的蓄水工程，仅民丰县有小一型

水库１座，无法对河道来水进行合理的调节。
相对于供水脆弱性，研究区内大部分县域的需水

脆弱性指数高于供水脆弱性指数，这说明研究区内需

水导致的脆弱性普遍较高，同时也说明研究区内用水

者附加的脆弱性大于水资源 系 统 本 身 的 脆 弱 性。与

供水脆弱性相同的是，若羌县、且末县、柯坪县和民丰

县４个县域的需水脆弱性也较大，分别为０．７２，０．７３，

０．７８和０．８２；此 外，和 田 县、墨 玉 县、皮 山 县、策 勒 县

和于田县５个 县 域 的 需 水 脆 弱 性 指 数 分 别 为０．８１，

０．８０，０．８３，０．８２和０．８１，比 研 究 区 需 水 脆 弱 性 指 数

均值高出１０％～２７％。

综上所述，研究区３０个县域供、需水脆弱性差异

较为明显，有９个县域供水脆 弱 性 指 数 较 大，其 中 若

羌县、且末县、柯坪县和民丰县４个 县 域 需 水 脆 弱 性

指数也较大，说明这４个县域水资源形势相对其他县

域较为严峻；并且有大部分县域需水脆弱性指数大于

供水脆弱性指数，说明用水者附加的脆弱性大于水资

源系统本身的脆弱性。

３．２　水资源脆弱性组成及其分析

水资源系统脆弱性 指 数 由 供 水 脆 弱 性 指 数 和 需

水脆弱性指数两部分构成，按照式（１）可求得 研 究 区

各县域水资源系统脆弱性指 数。研 究 区 各 县 域 的 水

资源系统脆弱性指数构成如图２所示。
由图２可知，研究区各县水资源系统脆弱性指数

变幅较大，脆弱性指数最大值（民丰县，０．８１）约 是 最

小值（库尔勒市，０．２７）的３倍；并 且 供 需 水 矛 盾 较 为

突出，有２７个县域需、供水脆弱性比大于１，约占研究

区的９０％。

图２　研究区水资源脆弱性指数及其构成

　　同时，鉴于“自然间断点分类法”可使各类之间差

异最大化，对相似值进行最恰 当 的 分 组，故 本 文 采 用

该方法将水资源脆弱性指数计算结果分为５类，并将

各类分别定义为不脆弱（０．４８以下），微脆弱（０．４８～
０．５５），中脆弱（０．５５～０．６０），强脆弱（０．６０～０．６８）和

极脆弱（０．６８～０．８１）。其中，库尔勒市、阿克苏市、疏
勒县、莎 车 县、伽 师 县 和 和 田 市 分 别 为０．３６，０．４８，

０．４８，０．４７，０．４８和０．４８，为不脆弱区，但这５个县域

除疏勒县外供、需水脆弱性相 差 较 大，需 水 脆 弱 性 指

数与供 水 脆 弱 性 指 数 之 比 分 别 为１．６７，１．４４，１．９６，

１．５６和１．８１，说明不脆弱区除 疏 勒 县 外 的 其 他 县 域

存在较为明显的供需水矛盾。另外，中脆弱区和强脆

弱区的若干县域，如 叶 城 县、墨 玉 县、皮 山 县、策 勒 县

和于田县，供需水矛盾同样尖锐，需、供水脆弱性比分

别为１．５２，２．０５，２．１７，２．２８和１．７６。如果不采取恰

当的措施减缓供需矛盾，随着区域的发展和需水量的

增加，以上县域水资源供需矛 盾 将 进 一 步 加 剧，水 资

源系统脆弱性可能会逐渐升级，逐步演变为强脆弱区

甚至极脆弱区。

若羌、且末、柯坪 和 民 丰４县 水 资 源 脆 弱 性 指 数

分别为０．６８，０．７６，０．７５和０．８１，属于极脆弱区域，尽
管供 需 较 为 均 衡，需、供 水 脆 弱 性 比 分 别 为０．９６，

０．９３，１．１０，１．０４，同 时 由 前 分 析 可 知，这４个 县 域 供

水脆弱性指数和需水脆弱性指数均较大，说明水资源

问题比较严重，需要通过修建 水 利 工 程 措 施、调 整 用

水结构等措施降低水资源系统的脆弱性，以防止水资

源系统脆弱性进一步加剧。

综上所述，研究 区３０个 县 域 水 资 源 系 统 脆 弱 性

差异较为明显，构成各不相同，但 基 本 上 都 是 有 高 的

需水脆弱性指数和较低的供水脆弱性指数组成，都存

在供需不和谐的现象，供需水矛盾可能是造成研究区

水资源系统脆弱性的重要原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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３．３　水资源系统脆弱性评价

为分析研究区水资源系统脆弱性的空间分布，通

过ＡｒｃＧＩＳ软件对研究区３０个县域的水资源系统脆

弱性进行空间分析，以更加清晰地比较研究区不同县

域水资源系统脆弱性之间的差异（如附图１３所示）。
附图１３表明，２０１０年研究区内只有６个县市表

现为不脆弱，占研究区的２０％，有４个县市为极脆弱，
大 约 为１３％，其 他３类 县 市 有２０个，占 研 究 区 的

６７％，呈现“两头小，中间大”的特征，即不脆弱和极脆

弱两个极端类别所占比例较小，中间３类所占比例较

大，说明研究区水资源脆弱性表现较为明显。
从水资源系统脆弱性指数的空间分布来看，研究

区东北部、阿尔金山北部４个 县 水 资 源 脆 弱 性 较 大，
研究区北部、天山南坡各县水 资 源 脆 弱 性 较 小，研 究

区西南部、昆仑山北侧水资源 脆 弱 性 变 化 较 大，但 总

体脆弱性 较 小。即 研 究 区“ＮＥ—ＷＳ”对 角 线 大 部 分

县域上水资源脆弱性较小，“ＮＷ—ＥＳ”对角线上柯坪

县、阿瓦提县、民丰县、且末县和若羌县水资源较为脆

弱。从流域尺度来说，塔 里 木 河 中 下 游 区 域，水 资 源

脆弱性较大，源流区水资源脆 弱 性 较 小，与 实 际 情 况

较为吻合，说明本研究提出的方法和选择的指标体系

具有较高的可信度。究其原因，一方面是由于“ＮＥ—

ＷＳ”对角线分别汇集了天山水系和昆仑山水系的水，
分布着塔里木河的４个源头，即和田河、叶尔羌河、阿
克苏河以及开孔河水系，水资源条件较好。另一方面

“ＮＥ—ＷＳ”对 角 线 是 塔 里 木 河 流 域 人 口 和 经 济 重

心［２２］，社会经济 结 构 较 为 完 善，工 业 化 水 平 较 高，水

资源利用率高。

４　结 论

（１）干旱 区 内 陆 河 流 域 水 资 源 系 统 脆 弱 性 是 指

以供需水为核心的水资源系统在发展过程中，受到不

同的自然、社会系统的内在特 征、资 源 条 件 和 法 规 体

系影响，维持自身稳定性的能 力，并 且 脆 弱 性 是 干 旱

区内陆河流域水资源系统的 固 有 属 性，具 有 动 态 性、
尺度性特点，而且具有阈值。

（２）对研究区各县域供、需水脆弱性指数和水资

源系 统 脆 弱 性 的 分 析 结 果 表 明，研 究 区 内 约 有９０％
的县域需水脆弱性高于供水 脆 弱 性，即 需、供 水 脆 弱

性指数比大于１，并且有３０％的县域需水脆弱性较为

明显，同时，研究区内３０个县市水资源系统脆弱性差

异较大，８０％的县市水 资 源 系 统 较 为 脆 弱，说 明 研 究

区内水资源脆弱性较大，并且水资源系统供需矛盾较

为突出，这可能是造成研究区水资源系统脆弱的主要

原因。

（３）结合ＡｒｃＧＩＳ软件 平 台 对 研 究 区 内３０个 县

市的水资源系统脆弱性进行 空 间 分 析，结 果 表 明，研

究区内水资源系统脆弱性分布呈现“两头小，中间大”
的特征，即不脆弱区域和极脆 弱 区 域 所 占 比 例 较 小，
弱脆弱、中等脆弱和强脆弱区 域 所 占 比 例 较 大，说 明

研究区内水资源系统脆弱性表现较为明显；研究区内

脆弱性县域主要分布在“ＮＷ—ＥＳ”对角线上，整体的

空间分布与实际情况较为吻合，说明结果较为合理。
本文结合干旱区水资源特点，提出干旱区水资源

系统脆弱性的概念，并提出相应的计算方法以塔里木

河流域为例进行定量评估，对干旱区内陆河流域水资

源评价 和 水 资 源 管 理 具 有 一 定 的 应 用 价 值 和 指 导

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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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６］　Ｈａｍｏｕｄａ　Ｍ　Ａ，Ｅｌ－ｄｉｎ　Ｍ　Ｍ　Ｎ，Ｍｏｕｒｓｙ　Ｆ　Ｉ．Ｖｕｌｎｅｒａ－

ｂｉｌｉｔｙ　ａｓｓｅｓｓｍｅｎｔ　ｏｆ　ｗａｔｅｒ　ｒｅｓｏｕｒｃｅｓ　ｓｙｓｔｅｍｓ　ｉｎ　ｔｈｅ　Ｅａｓｔ－
ｅｒｎ　Ｎｉｌｅ　Ｂａｓｉｎ［Ｊ］．Ｗａｔｅｒ　Ｒｅｓｏｕｒｃｅｓ　Ｍａｎａｇｅｍｅｎｔ，

２００９，２３（１３）：２６９７－２７２５．
［７］　Ｏｋｉ　Ｔ，Ｋａｎａｅ　Ｓ．Ｇｌｏｂａｌ　ｈｙｄｒｏｌｏｇｉｃａｌ　ｃｙｃｌｅｓ　ａｎｄ　ｗｏｒｌｄ

ｗａｔｅｒ　ｒｅｓｏｕｒｃｅｓ［Ｊ］．Ｓｃｉｅｎｃｅ，２００６，３１３（５７９０）：１０６８－
１０７２．

［８］　于翠松．环 境 脆 弱 性 研 究 进 展 综 述［Ｊ］．水 电 能 源 科 学，

２００７，２５（４）：２３－２７．
［９］　秦大 河，陈 宜 瑜，李 学 勇．中 国 气 候 与 环 境 演 变（下 卷）：

气候与环境变化的影响与 适 应，减 缓 对 策［Ｍ］．北 京：科

学出版社，２００５．
［１０］　Ｌｉｕ　Ｃ．Ｔｈｅ　ｖｕｌｎｅｒａｂｉｌｉｔｙ　ｏｆ　ｗａｔｅｒ　ｒｅｓｏｕｒｃｅｓ　ｉｎ　Ｎｏｒｔｈ－

ｗｅｓｔ　Ｃｈｉｎａ［Ｊ］．Ｊｏｕｒｎａｌ　ｏｆ　Ｇｌａｃｉｏｌｏｇｙ　ａｎｄ　Ｇｅｏｃｒｙｏｌｏｇｙ，

２００３，２５（３）：３０９－３１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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值的影响［Ｊ］．中国沙漠，２００７，２７（１）：７６－８１．
［１５］　姚秋红，袁戈丽．新疆生 态 环 境 问 题 及 保 护 对 策［Ｊ］．新

疆教育学院学报，２００７，２３（２）：１３７－１４０．
［１６］　周华荣．新 疆 生 态 环 境 质 量 评 价 指 标 体 系 研 究［Ｊ］．中

国环境科学，２０００，２０（２）：１５０－１５３．
［１７］　刘建军，李 新 琪，高 利 军．遥 感 技 术 在 新 疆 生 态 环 境 监

测与综合评价中 的 应 用［Ｊ］．干 旱 区 地 理，２００４，２７（４）：

５０８－５１１．
［１８］　张飞，塔西甫拉提·特依拜，丁建丽，等．塔 里 木 盆 地 北

缘绿洲土地利用与生态系统服务价值 的 时 空 变 化 研 究

［Ｊ］．中国沙漠，２００９，２９（５）：９３３－９４１．
［１９］　田源，塔西甫拉提·特依拜，丁建丽，等．新 疆 于 田 县 耕

地变化驱 动 力 研 究［Ｊ］．干 旱 区 资 源 与 环 境，２００９，２３
（３）：６７－７２．

［２０］　吴海珍，阿如 旱，郭 田 保，等．基 于ＲＳ和ＧＩＳ的 内 蒙 古

多伦县土地利用变化对生 态 服 务 价 值 的 影 响［Ｊ］．地 理

科学，２０１１，３１（１）：１１０－１１６．
［２１］　谢高地，鲁春霞，冷允法，等．青藏高原 生 态 资 产 的 价 值

评估［Ｊ］．自然资源学报，２００３，１８（２）：１８９－１９６．
［２２］　岳书平，张 树 文，闫 业 超．东 北 样 带 土 地 利 用 变 化 对 生

态系统服 务 价 值 的 影 响［Ｊ］．地 理 学 报，２００７，６２（８）：

８７９－８８６．
［２３］ Ｋｒｅｕｔｅｒ　Ｕ　Ｐ，Ｈａｒｒｉｓ　Ｈ　Ｇ，Ｍａｔｌｏｃｋ　Ｍ　Ｄ，ｅｔ　ａｌ．

Ｃｈａｎｇｅ　ｉｎ　ｅｃｏｓｙｓｔｅｍ　ｓｅｒｖｉｃｅ　ｖａｌｕｅｓ　ｉｎ　ｔｈｅ　Ｓａｎ　Ａｎｔｏｎｉｏ

ａｒｅａ，Ｔｅｘｓ［Ｊ］．Ｅｃｏｌｏｇｉｃａｌ　Ｅｃｏｎｏｍｉｃｓ，２００１，３９（３）：

３３３－３４６．
［２４］　李小燕．区域生态系统服务价值量与环境 压 力 分 析：以

渭南市为例［Ｊ］．干旱区研究，２００８，２５（５）：７２９－７３４．
［２５］　徐建华．现 代 地 理 学 中 的 数 学 方 法［Ｍ］．北 京：高 等 教

育出版社，２００２．
［２６］　毛蒋兴．快 速 城 市 化 过 程 中 的 深 圳 土 地 利 用 变 化 特 征

及影响因素研究［Ｄ］．广州：中山大学，

櫍櫍櫍櫍櫍櫍櫍櫍櫍櫍櫍櫍櫍櫍櫍櫍櫍櫍櫍櫍櫍櫍櫍櫍櫍櫍櫍櫍櫍櫍櫍櫍櫍櫍櫍櫍櫍櫍櫍櫍櫍櫍櫍櫍櫍櫍櫍櫍櫍櫍
２００６．

　　（上接第２７０页）
［１１］　刘绿柳．水资 源 脆 弱 性 及 其 定 量 评 价［Ｊ］．水 土 保 持 通

报，２００２，２２（２）：４１－４４．
［１２］　Ｌｕｅｒｓ　Ａ　Ｌ．Ｔｈｅ　ｓｕｒｆａｃｅ　ｏｆ　ｖｕｌｎｅｒａｂｉｌｉｔｙ：ａｎ　ａｎａｌｙｔｉｃａｌ

ｆｒａｍｅｗｏｒｋ　ｆｏｒ　ｅｘａｍｉｎｉｎｇ　ｅｎｖｉｒｏｎｍｅｎｔａｌ　ｃｈａｎｇｅ［Ｊ］．

Ｇｌｏｂａｌ　Ｅｎｖｉｒｏｎｍｅｎｔａｌ　Ｃｈａｎｇｅ　Ｐａｒｔ　Ａ，２００５，１５（３）：

２１４－２２３．
［１３］　陈亚宁，杨青，罗毅，等．西北干旱区水资源问题研究思

考［Ｊ］．干旱区地理，２０１２，３５（１）：１－９．
［１４］　刘时银，丁永建，张勇，等．塔里木河流域冰川变化及其

对水资源影响［Ｊ］．地理学报，２００６，６１（５）：４８２－４９０．
［１５］　雷志栋，胡和平，杨诗秀，等．塔里木盆地绿洲耗水分析

［Ｊ］．水利学报，２００６，３７（１２）：１４７０－１４７５．
［１６］　雷志栋，甄宝龙，尚松浩，等．塔里木河干流水资源的形

成及其利用问题［Ｊ］．中 国 科 学：Ｅ辑，２００３，３３（５）４７３－
４８０．

［１７］　王浩，秦大庸，王研，等．西北内陆干旱区生态环境及其

演变趋势［Ｊ］．水利学报，２００４（８）：８－１４．
［１８］　张海涛，周勇，汪善勤，等．利 用ＧＩＳ和ＲＳ资 料 及 层 次

分析法综合评价江汉平原后湖地区耕地自然地力［Ｊ］．
农业工程学报，２００３（２）：２１９－２２３．

［１９］　李慧伶，王修贵，崔远来，等．灌区运行状况综合评价的

方法研究［Ｊ］．水科学进展，２００６，１７（４）：５４３－５４８．
［２０］　陈攀，李兰，周文 财．水 资 源 脆 弱 性 及 评 价 方 法 国 内 外

研究进展［Ｊ］．水资源保护，２０１１，２７（５）：３２－３８．
［２１］　王为人，屠梅曾．基于层次分析法的流域水资源配置权

重测算［Ｊ］．同 济 大 学 学 报：自 然 科 学 版，２００５，３３（８）：

１１３３－１１３６．
［２２］　肖艳秋，杨德刚，唐宏，等．塔里木河流域人口—经济分

布不均衡特征分 析［Ｊ］．干 旱 区 地 理，２０１２，３５（２）：３０９－
３１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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