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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1.1 河岸林草主要植物与地下水关系表

植物名称

主要根系分布

深度(m)

植株生长良好的地

下水位(m)

植株生长不良的地下

水位(m)

大部或全部死亡

的地下水位(m)

胡杨 <7.0 1.0-4.0 5.0-6.0 一般>8.0

柽柳 <5.0 1.0-6.0 >7.0 一般>10.0

芦苇 0.5-1.0 1.0-3.0 >3.0 一般>3.5

骆驼刺 >4.0 1.0-4.0 >4.0 一般>5.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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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流域水利枢纽工程的建设,在改变流域水资源配置发生变化的同时会导致河流下游地下水水

位发生变化,本文采用均衡法,以策勒水利枢纽为例,简单分析了由于水资源配置发生引起的地下水资源

量的变化,最终导致地下水水位变化对荒漠林草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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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策勒河流域位于策勒县境内西南部,

近年来,随着改革开放的深入和经济社

会的进一步发展,流域内用水矛盾日趋

突出,由于流域内径流年内分配不均,加

之缺乏山区调蓄工程,导致灌区季节性

缺水问题严重[1-2]。为解决流域季节性缺

水的问题,在统筹考虑生态环境与社会

经济基础上,在流域上游建设控制性的

水库工程,对水资源进行有效调配,优化

水资源配置格局[3]。但流域水资源配置

发生变化的同时会导致河流下游地下水

资源量发生变化,对河流尾闾依靠地下

水生长的荒漠植被造成影响。鉴于此本

文采用均衡法,简要分析水利建设对地

下水环境的影响。 

1 工程概况 

策勒河水利枢纽是策勒河上的控

制性工程,坝址距策勒水文站56.0km,

坝址控制流域面积1148.0km2,多年平

均年径流量1.28亿m3,多年平均流量为

4.07m3/s。工程采用堤坝式开发,水库正

常蓄水位2363m,相应库容3368万m3,死

水位2330m,死库容327万m3,调节库容

3041万m3。 

2 植被分布区水文地质条件 

该区域位于策勒河流域平原水库先

锋水库下游,主要分布在策勒县城至洛

浦县Y138乡道北侧,该区域地形极其平

缓,主要为中砂、粉细砂、粉土地层,含

水层岩性较细,一般为中细砂、粉砂、粉

细砂,该区地下水类型为潜水,主要接受

上游区含水层的侧向径流补给,策勒河

汛期洪水渗漏进行补充,此外还有少量

的渠系渗漏、田间灌溉入渗和水库渗漏

补给,地下水位埋深多在5m,水力坡度多

小于1‰,地下径流极其缓慢,地下水的

排泄主要为地面蒸发、植物蒸腾、侧向

排泄、人工开采等方式。 

3 植被现状 

尾闾植被分布区处于沙漠边缘,生

态环境较为脆弱,植被生长与地下水水

位埋深有着密切的关系,水位的变化直

接影响地表植被的生长发育情况,该区

域林地以灌木林为主,乔木林与灌木林

嵌块分布。灌木林主要为柽柳灌丛,乔木

林以胡杨为建群种；草地分布于距离河

床较远的区域、林中空地及河岸林分布

区域的边缘地带,为灌丛与草本共存的

植被类型,植物组成有柽柳、芦苇等。 

根据林草与地下水响应关系研究资

料,地下水埋深处于4.5m以内,土壤水分

就能基本满足乔、灌生长需水,不会发生

荒漠化；地下水埋深为4.5～6.0m时,土

壤水分亏缺,植被开始退化,受沙漠化潜

在威胁,是警戒水位；地下水埋深为

6.0～10.0m时,土壤含水量小于凋萎含

水量,植被枯萎,是沙漠化普遍出现的水

位。不同种属的植物对于干旱忍耐程度

及地下水变化幅度的适应范围是不同的,

表1.1反映了不同种属植物生长状况与

地下水位之间的关系。 

该区域林草植被主要依靠地下水滋

润,同时汛期洪水可以有效地补充泄洪

区行洪通道两侧河岸林草区土壤水分,

对该区域河岸林草生长也具有重要的水

分补给作用。 

4 分析方法 

地下水环境预测方法可以采用数学

模型法和类比分析法,数学模型法中又

包括数值法、解析法和均衡法,本次采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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均衡法分析地下水对荒漠林草的影响。 

4.1补给项分析 

①地下水侧向补给水量 

主要是沿南向侧向补给地下水量,

地下水向研究区内的侧向流入补给量采

用达西公式计算补给量。 

②河道渗漏补给 

策勒河为有出流河,在汛期5～8月

有洪水自渠首下泄排入河道流入灌区以

北的沙漠区,有出流河道渗漏补给量等

于出山口河流径流量减去灌区引水量、

流出灌区多年平均径流量、河段水面蒸

发量和河岸浸润蒸发量。 

③渠系渗漏补给  

渠系渗漏补给量指渠系水渗漏补给

地下水的水量,按照《地下水资源量及可

开采量补充细则》(水利部水利水电规划

设计总院,2002年10月)要求,只计算干、

支两级渠道的渗漏补给量,采用渠系渗

漏补给系数法。 

④田间入渗补给  

田间入渗补给量是指渠系水进入田

间后入渗补给地下水的水量,等于渠首

引水量减去干支渠入渗量,再减去渠系

水面蒸发量,然后乘以田灌入渗系数。 

⑤平原水库渗漏补给 

平原水库蓄水时,库区水位高于地

下水水位,库水渗漏补给地下水,采取渗

漏补给系数法,通过水库蓄水量和坝基

岩性的入渗系数计算库塘渗漏补给。 

⑥降水入渗补给 

降水入渗补给量是指山前河流之间

无汇流区的降水渗入到土壤中并在重力

作用下渗透补给地下水的水量,降水量

依据策勒县气象站多年平均降水量为

36.8mm,无大于10mm的次降雨量,极其微

弱的大气降水量,对荒漠河岸林草的生

长繁衍无实际意义,故忽略不计。 

4.2地下水排泄项分析 

①潜水蒸发 

潜水蒸发量是指潜水在毛细上升作

用下,通过包气带岩土向上运动造成的

蒸发量,潜水蒸发量根据项目区地下水

水位埋深、植被覆盖、土壤性质、蒸发

强度等条件进行计算。 

②地下水侧向排泄 

主要是向东北向侧向排泄地下水量,

地下水向研究区外的侧向流出排泄量采

用达西公式计算排泄量。 

③地下水开采量 

主要包括人工打井开采地下水用于

生产生活和农业灌溉。 

5 对地下水位的影响分析 

通过预测分析,工程建设运行后对

尾闾植被分布区地下水补给状况影响主

要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一是在保证生

态流量的条件下,坝址下泄河道水量有

所增加,从而增加河道渗漏补给量；二是

在解决灌区季节性缺水同时,结合提高

用水效率,减少渠首灌溉引水量,同时由

于灌区引水量减少,也造成田间灌溉入

渗补给、渠系渗漏补给减少；三是水利

枢纽建设,对平原水库也有替代作用,减

少其水库渗漏补给量；从地下水排泄项

来看,现状条件下开采地下水作为春旱

期的补充灌溉,工程运行后,在解决灌区

季节性缺水同时,减少地下水开采量,减

少地下水排泄。综合来看,工程建设后,

地下水补给量增加量略大于其减少量,

地下水处于正平衡状态,尾闾植被分布

区地下水位会有所上升。 

6 结论 

从表1.1中可以看出,柽柳在地下水

埋深10m以内的范围内均能生存,在地下

水埋深6m以内即能生长良好。胡杨在地

下水埋深8m以内的范围内均能生存,在

地下水埋深4m内能生长良好。根据区域

水文地质调查成果,大部分地带地下水

埋深为5m,与区域植被的建群种柽柳适

宜生长的地下水位埋深进行比较,在现

状水分条件下,地下水水位只能基本满

足植被的生长需求,工程建成后,受工程

水利调蓄、灌区引水等综合影响,地下水

补给量增加,排泄量减少,地下水资源处

于正均衡状态,地下水补给量有所增加,

改善林草植被的用水条件,会对林草植

被产生有利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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