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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新疆额敏县是农牧业大县,近些年来,随着农牧业的快速发展,城市工业的壮大、人口的增长、农业产业的调整,对水

资源的需求日益增大。针对当前额敏县对水资源过度开采,更加剧了水资源缺乏的程度。因此,如何合理优化配置水资源,实现

对水资源的科学利用,用科学先进的管理方法进行科学管理,已成为额敏县水资源优化配置管理必然趋势。 

[关键词] 新疆额敏县；水资源；开发利用；优化配置 

 

1 基本情况 

新疆额敏县位于准噶尔盆地西北边缘,境内有新疆建设

兵团第九师六个团场和一个师部,师部和额敏镇连在一起。

额敏县属于中温带半干旱区气候,地处塔额盆地西北部,三

面环山,向西开口,全县总面积9531.9平方公里,人口总量23

万人,拥有耕地100万亩,地表水年径流量平均年10.064亿

方。县境内的水文地质条件好,第四纪岩层覆盖厚,地下水主

要靠河渠、农田灌溉水渗漏及大气降水下渗补给,地下水均

从周围山地流向盆地中,在南、北两山山前洪积扇地带土壤

低层为砾石,因而,地下水埋藏深,一般在60～70m,冲积平原

地下水埋深在5～10m,地下水资源储量为2.5亿方,多年平均

年降雨量在270.8mm,是塔城地区水资源总量较丰富的县,

但水资源在时空分布上不均,存在着春水多、夏水缺、秋水

丰的格局,且4-7月农业灌溉季节性较为集中,水资源相对

短缺。 

2 水资源利用中存在的问题 

额敏县是典型的灌溉型农牧业县,随着社会经济的发展,

水资源的消耗越来越大,灌溉用水供求矛盾日益突出,其主

要表现在以下几方面： 

2.1耕地面积持续扩大。由于额敏县可耕面积较大,近几

年耕地面积不断增加,引输水建筑物因历史原因防渗率低,

加之地表水在时空上分布不平衡,灌溉用水高度集中,使地

表水不能满足农业灌溉需求,造成地下水开采量逐年增加,

地下水呈不断下降的趋势。由于土地联产承包制和国家对三

农问题的重视及政策上的优惠,促进了灌区种植业的发展,

内地省大批移民来这里定居；此外一大批非农公司和种植大

户开垦大面积土地进行农业生产。近10多年来,额敏县耕地

面积持续增加,2010耕地面积为116.05万亩,比1990年增长

了30%,其中北部灌区2010灌溉面积比1990年增长了42%。特

别是近几年,在市场经济的刺激下以及现代化农机具的广泛

使用,开垦耕地面积数额越来越大,仅2年时间,北部灌区灌

溉面积由2015年的36.38万亩,扩大到2017年的38.62万亩。

至今2019年扩大到43万亩,耕地面积的不断扩大使有限的

水资源难以维持,水的供求矛盾越来越大,水资源短缺日益

突出。 

2.2耕地面积的不断扩大致使水资源开采用量过度。水

资源的利用分为地表水和地下水资源的利用。地表水资源。

以额敏县沙河灌区为例,主要的农田水利工程建设是北干渠,

该渠引水库库水灌溉额敏县沙河灌区35.5万亩农田,水库库

容为：0.173亿立方米,每年3至5月洪水期间,河道来水流量

平均为：7.94m3/s,而农业灌溉用水流量平均为：3.2m3/s,6

月以后至7月河道来水流量平均为：1.94m3/s,而实际农业灌

溉用水流量约为：4.74m3/s至6.0m3/s,库水逐日减少,上游河

道水由于上游耕地灌溉用水的拦蓄几乎是断流,农业灌溉用

水矛盾日益突出。 

县水利主要工程为上大渠和下大渠位于沙河灌区东部

下游,3月中旬至5月中旬上游河道来水及冰雪融化所形成的

洪水期,平均水流量为4.2m3/s,6月上旬以后由于河道上游

耕地灌溉用水的的拦蓄、截流,水量逐日减少,直至断流,使

该区域农业用水严重不足。 

地下水资源。额敏县地处亚欧大陆中心,远离海洋,大气

干燥,蒸发强烈,降水稀少,地下水补给少而缓慢,1976年额

敏县水电局打井队成立后,县境内开始打井灌溉,当年为全

县农牧区打井18眼,1990年全县共有机电井557眼,年提水量

3200万m3,2012年全县机电井已达到2185眼,年提水量20760

万立方,1990年沙河灌区机电井就有99眼,井最深约

16m,2010年沙河灌区机电井已扩大到193眼,井最深达到

160m,纯井灌溉面积为11.8万亩,井水和地表水混合灌溉面

积为8.7万亩,到2018年底沙河灌区机电井已增加至534眼,

井最深已达到200m,比1990年机电井数增长了近3.4倍,井深

下降了十几倍,地下水急剧下降,已至地下水严重超采,由于

井水的下降导致地面泉水断流、枯竭。 

例如。漠沟渠泉水由于近年来耕地面积不断扩大,地下

水的过度开采,水量越来越少,1981年全年平均流量为

0.59m3/s,2013年前全年平均流量为：0.3m3/s,2015年以后,

四至五月泉水平均流量为0.16,六月以后泉水至断流,该区

域农业生产以往靠该泉水就能满足用水需求,而现在主要依

赖地下水进行灌溉。 

由于额敏县地下水埋藏的特殊性,造成额敏县中西部

凿井密集,地下水季节性开采量大,地下水埋深近三年来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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剧增大,在一定程度上影响了人民生活饮用水及牲畜用水,

造成近几年西部耕地呈现出沙化进程加快,地下水采补失

衡,地表水不能有效补充地下水,造成地下水连年下降的恶

性循环。 

3 发展农业节水灌溉技术,优化水资源科学配置 

3.1大力推广地面滴灌技术。应充分考虑沙河灌区的自

然条件、农牧业生产、水资源等诸多因素,选择合适的节水

灌溉技术,做到因地制宜,发挥效益。地面滴灌是常用的一种

节水灌溉技术,在新疆农业灌溉中占主导地位。它具有很多

优点,比如,成本低廉、操作简便、效果明显。因此,地面滴

灌有广阔的应用前景。另外,我们也可以在地面滴灌的基础

上,抓好农田基本建设,也能达到相应的节水效果。比如平整

土地,将大块灌改为小块灌,采用标准沟(畦)灌,并实现输水

管道化。 

3.2大力研发、推广各种先进滴灌技术。在水资源管理

应用过程中,还应注重对节水灌溉新技术的研究,以改进栽

培管理模式,使生产效益最大化。同时,要分析土壤的储水能

力,并结合农作物的需水规律来确定所需的灌水量,并制定

节水型灌溉制度,充分发挥出节水灌溉技术的作用。新疆灌

区是采用统一配水的模式,通常每年配水仅为3-4次。因此,

喷微灌技术能节约用水量,增加灌溉面积,但无法满足农作

物各个生长阶段的需水量。如果根据农作物需水规律来确定

具体的灌溉方式,只要在关键期提供足够的水量,仍可保证

产量。另外还应积极引进推广各种高产耐旱的农作物,并应

用先进的栽培管理技术,以保证产量。 

3.3划定纯井灌区和混灌区,在混灌区采取限量开采地

下水的管理方法,让农户签订地下水取水承诺,建立长效监

督机制,监督管理地下水取量,在地表水丰足情况下,严禁开

采地下水,达到地表水地下水统一调配,合理配置。 

3.4设定具有典型性的观测井,对地下水按季节性进行

全面动态观测,利用观测资料结合井位坐标和额敏县坐标地

图,绘制出地下水位动静水位曲线图及地下水位等高线图,

了解地下水埋藏情况,做出地下水的评估,划定超采区、限采

区、禁采区,为科学合理的保护地下水、节约地下水,使地下

水可持续发展奠定基础。 

3.5对开发地下水资源对机电井进行普查。随着对水资

源的需求日益增大,以往的管理方法、管理模式已经不能满

足当前的需要,用科学先进的管理方法进行科学管理已成为

地下水资源管理的必然趋势,机电井普查的紧迫性和必要性

主要体现在以下几点：(1)取水许可证上标注的机电井位置

不规范,不详实,以往标注的都是机井大致方位,虽然额敏县

水政大队每年均对全县机井进行统计,补充相关资料,但由

于井位不详细造成漏统和未办证的机井仍存在,机井统计总

数量不准确；(2)因机井分布具有局部密集的特点,且井距较

近,加之以往的机井位置标注模糊,造成以新增凿井冒充更

新和违法凿井事件时有发生；(3)凿井资料不详实,造成出现

一井多证和多井一证的现象；(4)机电井位置不准确,造成水

资源费漏收现象的存在。 

机电井的普查内容和普查过程。由于在地下水资源管理

上出现的种种弊端,要求我们用更科学的管理手段管理地下

水资源、保护水资源,防止水资源恶性循环。为此,额敏县水

政大队在局领导的支持下利用冬闲时间,拟定切实可行的普

查计划,制定普查项目。普查项目包括取水所在地、取水证

号、法人名称、所在灌区、所在灌区灌溉性质、成井时间、

提水设备型号、可灌溉面积、地表水可灌面积、机井坐标等

十余项具体的普查指标。制作普查表格,把表格分发到每个

灌区管理单位,由每个单位的专职水政监察员负责核查,开

始用GPS系统进行全面机井坐标登记,填写普查材料。在确定

坐标过程中,同步进行收取水资源费,机井普查工作基本完

成,用三个月。开始进行资料汇总,汇总完成后,把汇总材料

导入电子地图编辑软件,绘制出全县机井准确的坐标位置

分布图,上墙公布。为今后的机井管理、水资源费征收、非

法开采地下水管理、新增机井审批等方面都提供了便利的

条件。 

机电井普查后的管理工作。对全县机电井进行微机化、

坐标化管理,对农户申报更新井、报废井进行现场坐标复合,

坐标和原证坐标一致,给予办理相应手续。 

水费管理上实行年审与收费相结合,年审同时收取水资

源费。应交水资源费而未及时交纳的取水户,水政大队将从

微机资料中调出该取水户的井位坐标,指派水政监察人员用

GPS查找到此井,采取限制取水措施。 

4 加强水资源管理,保障社会经济可持续发展 

随着经济社会的发展,水资源的需求量将更大,解决目

前用水矛盾问题主要是加大节水工程建设,加强行政、经济

等管理手段。 

4.1加强工程建设与管理。额敏县灌溉用水主要依赖春

季来水,根据这一特性从水资源科学管理出发,结合区域格

局,以优化配置的思路,加强控制性水利工程建设,加大地表

水的蓄、引、输及各项节水配套工程的建设,提高灌溉效率,

做到尽可能地利用地表水资源,减少地下水的开采,最终实

现水资源合理开发、优化配置、高效利用及可持续利用。 

4.2通过行政、经济手段实现水资源可持续利用。额敏

县经济发展主要依赖扩大农业生产规模,然而水资源是有限

的,目前北部灌区的地下水已严重超采,缺水问题日益严重,

解决这一问题不能只靠水利设施的建设,还要通过行政、经

济手段使水资源过度使用的情况得到遏制和改变。 

首先以行政手段禁止新开荒地,全面压缩耕地面积,扩

大畜牧业生产,全面实施用水制度改革。压缩高耗水作物种

植面积,扩大低耗水作物种植面积,扩大林草面积及休耕、

轮耕。 

其次以经济手段实行科学的水价制度,对农民口粮地以

水价成本核算为依据、按当地农民承受力执行政策审批的灌

溉用水执行价,对以获取经济效益为目的的非农公司和种植

大户执行供水完全成本水价,并且在此基础上进行定额水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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制度,用水户在定额内用水实行基本水价,超定额用水加价

收费,建立合理的水价机制。 

4.3改革水价,适当提高水费。采用阶梯式的水价,并逐

级提高水费标准,以杜绝对水资源的浪费。广大群众难以真

正形成节水观念。通常在水资源匮乏的地区,节水灌溉技术

能得到大力应用。但在那些水资源丰富或上游丰水的地区,

对水资源的浪费仍十分严重,特别是农业生产对水的大量浪

费。因此,必须制定一套严格的水价制度,采用阶梯式水价,

并按方收费,水价可上下浮动。 

4.4加大资金保障措施。水资源优化配置是一项长期性

工作,其需要一定量的资金来作为经济保障,如果缺乏资金

保障,那么水土保持工作很难真正的实施下去。在水利工程

建设过程中,许多项目负责人都会水土流失防治不够重视,

尤其在工程资金紧张时,常常为了完成工程建设而放弃对水

土保持的资金投入,这对于水利工程的水土流失防治工作是

极为不利的。所以,在水土保持的资金保障方面,加大力度予

以改变。为此,在水利工程设计时,根据水土保持法律法规要

求,制定出专门的水土保持方案,并根据方案投入适当成本,

成本费用需作为专项费用归入到水利工程项目概预算当中。

同时,在对水利工程进行报批立项时,要求业主必须要将水

土流失治理费以保证金的形式提交给行政主管部门进行监

督执行,对于水土流失治理资金项目无法落实的项目,不予

立项。 

4.5多年来地下水一直处在水价制度的盲区,地下水开

采也基本处于无人管理的状态。虽然打井必须得到水利部门

的许可,但对开采的水量并无任何限制,加之打井用水户大

部分是非农公司及种植大户,造成地下水严重超采。因此必

须制定相应的水价政策,实行地表水地下水统一水价,从而

遏制地下水超采,实现水资源高效利用,保障经济社会的可

持续发展。 

在额敏县域境内还驻扎有新疆建设兵团第九师所属几

个团场,位于塔额盆地山麓(即塔额盆地盆缘),处于地表

水、地下水资源水源补给水流上游。因兵团无水行政执法

部门,且额敏县水行政执法部门不能参与兵团水资源管理

工作,在水资源管理上兵团与额敏县未能形成统一管理、统

一规划、统一调配、统一审批管理模式,造成额敏县水政监

察大队无兵团水资源管理资料,处于水源上游的兵团无节制

开采地下水的现状,使处于水源下游的额敏县季节性泉水枯

竭,地下水下降。无法做出较全面的地下水评估,无法划定超

采区、限采区、禁采区。 

所以,对水资源进行科学规划,合理配置,以保障县域工

业经济可持续发展。近几年额敏县经济的发展迅猛,对水资

源的需求将会提出更高的要求,所以制定科学合理的产业发

展规划,加强水资源合理开发,使水资源由低效益向高效益

产业转变,以水利工程、行政、经济等手段促进全面节约、

优化配置、水生态环境良性循环,以水资源可持续利用保障

和促进社会经济可持续发展的总体目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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