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水资源的战略结构调整——论南水北调工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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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介绍了我国自20世纪so年代以来南水北谊工程的规划、论证的过程．于200】年被写避了“十五”计划纲要

草案．该工程分西线、中线、东线进行。分别介绍了每条线的综台考察及具体的线路情况，包括线路的工程量、引

水量五五压工难点等。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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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0】年3月22目——“世界水目”，钱正英．张

光斗等近?∞位水利专家在举行<中国可持续发展

水资源战略研究报告集j首发式上警告说：如果未来

不解决供水、畦水和水污染3大问题，水资源将成为

我国社会经济堂展的最大“瓶颈”之一。

我国是世界上13个贫水国之一，人均水资源只

有世界入坞水占有量的I，4．到!030年人口增至16

亿时，人均水资源只有1760 m3、几乎接近国环用水

紧张线1700 m3。而华北地区更少，只有110—240

m3。弛国水资源空间分布不平衡，年平均降水量在

东南部的1500 mm以下，形成了西北和华北地区干

旱缺水。黄淮海三流域面积占全国的14％．耕地面

积占全国的37％，河川年径流量只有全国的5％。

有时黄河断流，而长江却要抗洪。离开了水，工农业

曲发展就是空谈。解决弦国水问题的出路．除合理

配置．宏观调控与市场机制相结合外，提高用水效

率，这已经不单纯是一个水资源本身的问题，而是～

场涉及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的革命。近9年来黄河年

苹断流，二000年大旱．但没断流，还“挤”出10亿m3

水供给天津．就是按上述方针办的。

：O世纪50年代，国家就开始了南水北凋的规

划．在“七五”与“八五”计划中都列入了南水北漏工

翟：】991年4月，七届人天四次会议将“南水北凋”

歹c，，、十年规划；1 992年10月，中国共产党第十四次

，：表兀会把“南水北调”列人中国跨世纪的骨干工程

z～；1 99二年1：月、南水北凋工程开始全面论证；

：000年6月5日．南水北凋工程规划有序展开，经

迁如年蔚研究．工程总体稽局定为西．中、东3条

线．分别扶长江流域上、中、下游调水400亿m3，占

长江总水量的50％。途经鄂、豫、冀、苏、鲁、津、京7

个省市，总凋水距离1000多km。

2001年，规模浩大的南水北调工程被写进了

“十五”计划纲要草案：“加紧南永北调工程前期工

作．‘十五’期间尽早开工建设”。

南水北调实际上是中国长江中下游、黄河流域

水资源的～次带有垒局性和战略性的结构调整，其

生态影响将波及整个流域，特别是对于黄河上游地

区正在实施的退耕还林．还草，生志恢复和重建．将

产生重要影响。

从南方调来又一条“黄河”，为华北地区抑制地

下水过量开采，遏止地面沉阵，海水入浸等生态恶化

现象，以及生态环境的恢复、重建和发展．提供了必

要的水利保障条件。同时，通过补水的方式替换部

分黄河水，为黄河上游地区增加水资源，对西部地区

改善生态环境意义更大。

中华民族数千年的历史，从某种意义上说．就是

一部兴水利、除水患的历史。酝酿、论证了40余年

的南水北调工程．如今实施有期，这证明了中国改革

开放以来经济实力和技术力量的增强，同时也是可

持续发展理念深人人心的结果。南水北调给中国带

来的不仅仅是巨大的经济效益，其长远的综合效益

更是无法估量。

这一跨世纪的伟大工程，将绐水利工作者、地质

工作者以及设计施工都带来巨大的挑战与机遇。

1南水北调西线(图】)

西线调水区域包括云南的东南部、四川f}勺西部、

甘肃的南部和青海的东南部。这里是长江与黄河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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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源地．由巴颜喀拉山隔开，长江在南麓．黄河在北

麓．这里高山峻岭，平均海拔3500 m以上，其中贡嘎

山最高峰海拔7j90 m。长江上游的支流怒江、澜沧

江、通天河、雅砻江、大渡河、岷江、涪、Ⅱ、白龙江等集

中在该地区，匿而水资源丰富，年平均径流量变化不

大．从这里调水主要解决黄河水资源不足和西北地

区干旱缺水：调水后．可为开发建设大西北及黄河

治理提供较多的水资源和电能，从根本上杜绝黄河

盱沆。

1 1西竣综合考察

西装考察工作始于!O世纪50年代初，1952年

s月黄委会组建黄河河源查勘队，并编有《黄河源及

通天河g水八黄查勘报告》。1958年4月黄委会再

次进行金沙江调水的查勘工作，并编写了《关于开凿

可里长河雨水北凋．为共产主义建设服务的意见》。

在此之岳f19j9，1961年)，中科院和一些高等院校

童参加了查勘．黄委会组织了3个查勘队、420余人

对西线进行查勘。在当时“大跃进”的形势下，西北

?甙青海、甘肃、新疆、内蒙、宁夏、陕西、山西)要求

南水北调共补给水量3450亿m3，相当于黄河10倍

的水量，要将这些水翻山越岭千里迢迢引向北方是

难以想象的。根据1978年中央精神，1980年黄委

会再次组建南水北调西线查勘队。1987年国家计

委正式下文批准南水北调西线工程列入国家“七五”

期间超前期工程项目。黄委会设计院成立南水北调

西线工程项目组，于1989年4月正式提交了《南水

北调西线工程初步研究报告》。

1 2西线的线路勘测

通过多次的查勘对比，在最终的初步研究报告

中提出了4个方案。

(1)通天河引水：金沙江是长扛上游的发源地支

流，通天河又是金沙江的上游，从通天河引水又有2

种方案=一是自流引水方案，叫治(家)一勒(那曲)

线。引水高程4316 m，人黄高程4180 m．年最大可

能调水量85亿m3。在巴颜喀拉山下打长100 km

的引水隧洞。利用鄂陵沏以上勒那曲河八黄，而且可

以利用鄂陵湖为反调节水库。二是提水引水方案，

为朕(叶)一多(曲)线。引水高程4】60 m，入黄高程

图l南水北调西线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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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440 m．年最大可能调水量100亿m3。此方案要修

建引水水电站，引水枢纽坝址的地形、地质、施工场

地和交通条件均较好，需建的提水动力电站较少，引

水竣路较短．维修水库的工程量大，但调水量多，单

位词水量的工程量并不大。

(二)雅砻江引水：雅砻江是金沙江的支流，从四

川的西北部延伸到青海的巴颜喀拉山下，目前也有

!种引水方案。一是自流引水长(须)一恰(给异)

线。引水高程3915 m，人黄高程3880 m，年最大可

能调水量45亿m3。这条引水线是在巴颜喀拉山中

打一条长约150 km的引水隧洞，洞虽长，但通过布

置支洞、斜井，可有效地控制施工段的长度，缩短工

期。单位调水量的工程量也不大。二是提水方案长

i须)一达(日河)线。引水高程3920 m，八黄高程

4180 m，年最大可能调水量45亿

m。，也是要修建引水水库，并用水

皂能源驱动电动提水站。提水扬

翟低．耗电少，单位凋水量的工程

量也较少。

(3)大渡河引水：大渡河是岷

江支流，在尔山汇合后，在宜宾汇

^长江。目前只有提水方案斜

(尔朵)一贾(曲)线。引水高程

：1 50 m。^黄高程3450 m，年最大

可能凋水量50亿m3。此方案要

修!座水电站，但坝不高，线路

短．隧洞也短，工程规模都不大。

(4)联台自流引水方案：由通

天河、雅砻江联合自流引水的联

r二÷j一达(日河)线。引水高程

4l s0 m，入黄高程4070 m，年最大

可能凋水量140亿m3。在通天河

上修建水库，通过隧洞把水引到

雅砻江上游，在雅菪江的温坡再

修水库，通过隧洞把水引到黄河

支沆达日河上。

2南水北调中线(图2)

中线工程是船决我国黄淮海

平原西部缺水问题的战略性措

施：而且直接关系到黄河三门峡

以下水量平衡及替代黄河求向黄

河以北豫冀2省广大地区及京津

2市供水。因此，中线南水北调将

对黄河治理和黄河水资源的开发利用有着重要的影

响。黄淮海平原有耕地3．5亿亩(23万km2)，人口

2亿多，约占我国耕地总面积的l／4和总人口的1／

5，地理位置十分重要。因此，如何改变这一地区长

期缺水的自然状况，正是南水北调中线工程的主要

任务。

中线调水规划分2期实施，近期由丹江口水库

引汉江水北送．远期由三门峡水审引水以补丹江口

水库引水源的不足。初期引水年量100亿m3，丹江

口大坝加高1 3 m后，年供水量可达到230亿m3。

2 1综合考察

南水北调中线规划以长江水利委员会为主，

1953年开始考察和查勘研究，40多年来一直没有中

断，并配合湖北、河南、河北、北京、黄委会、淮委会等

围2南水北调中线图

  万方数据



!001年增刊 探矿工程(岩土钻掘工程) 1 7

有关部门，进行了大量的综台考察和查勘工作，提出

了很多规划报告，1987年正式向水电部报送了《南

承j!焉中线规划报告》。

2 2中线的引水线路

可分为3大段．即三峡一丹江口段、渠首陶岔一

寄州段、郑州一北京段。渠首陶岔一北京段全长

1二36 km．跨过大小河流169条，而且与铁路、公路

交叉亦多．还有部分河流的航道需要处理。

第一段：三峡一丹江口段，由于三峡在建，专线

迂衰实施．目前只有3条比较方案，还有待进一步的

查咎与研究。好在丹江口一北京段工程量大，可先

搬笼二?

第二段．渠首陶岔一郑州段，

线路长461 km。其中渠首一方城

最]经过害白河流域，60％～

‘O听力；原地区．地形平坦，容易

莲=方域缺口一黄河段，所经

地区为颖河流域中游，西部为山

区。部有部分丘陵，东部为平原

区：适过研究比较，引水线路与

=~i流流同基本垂直，不利用原有

i道．渠首水位为149 m．方城缺

=水￡为lj9二6 m，引水线路大

Ei沿H9—139 m等高线向北

廷。!。

第三段：郑州一北京段．引水

线路全长764 km，l 987年以前的

或tC报告提出了5条引水方案，

1 9s一军长委会报部的《南水北调

=线规划报告j推荐的线路。是郑

“过黄河后，沿太行山麓京广铁

碧，j酉同北延伸．自流供水到北

京．跨过永定河，终点北京玉渊

汪．

这一段要垂直穿过很多河

：i．最谁时工程是穿黄工程．因为

畏互号江口水库无严重污染．这

将对沿途的供水．济黄、改善环境

等方面，都会取得多项经济和社

会效益。

瓤州穿黄有2种方案，一是

长委会的立交方案．即通过河底

毖泻引水穿黄：二是黄委会的架

渡辔穿黄．由过河渡槽、跌水电

站、泄水闸等组成。目前对2种方案还在进一步研

究考证当中。

3南水北调东线(图3)

南水北调东线是从长江下游扬州抽水沿京杭运

河北送．于位山附近(济南西南约100 km)穿过黄

河，再沿京杭运河自流引水到京津，是解决黄淮海平

原东部缺水问题的一项战略性工程。

3．1 查勘工作

东线引水的查勘工作也始于20世纪50年代．

但当时未预见到工程有可能较快地进行。1972年

华北地区大旱．海河流域缺水，京津供水困难，华北

圉3南水北调东蛙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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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区缺水更为突出。1973年春．为解决京津缺水问

题．水电部指示黄委会和水电十三工程局研究扩大

引黄济卫、济津时，考察丁多条引水线路，经过计算

认为黄河可调水量十分有限、要根本解决华北缺水．

Z-须从长江调班。经过对酉、中、东3条线路的分

析，认力东线调水比较容易实现，一是现有工程可以

利用．二是进一步扩建时不冒风险，三是工程技术相

对简单，而且有投资少、见效快的优点。这个意见很

使得到有关部门的重视和支持。1981年12月国务

院举行治淮会议．把兴建东线南水北调工程列入活

淮会议芝要．责成淮委会编制‘南水北调东线第一期

工程可行性研究报告)。1983年3月28日国务院

批准了此报告．要求1983年冬开工，安排资金：亿

条元．但由于江苏、山末!省对方案意见不一致，工

程被摧置下来：19s5点完成设计仨务书以后，国家

：一委峰一蜒工强列‘、”七五”；i划，并获得人大六层

=汲会谈通过．第一粤二程是渗水引黄河南岸的东

2葶9、长汪拄水6。o丌=：s，经啦逮l3级扬水站，送

董东平潜力50 m；，基士裤爱淮河流域缺水问题。

3 2东线引水线路

渠首抽水站在江苏扬州附近，大体沿京杭运河

逐瑗抽水j!送．沟通洪泽湖、骆马湖、南四湖、东平湖

4湖．在位山附近与黄河立体交叉．河底隧洞穿过，

避黄河后沿京杭运河自流剥元津．全长11 50 km，其

甲黄河l』南650 km．黄河以北490 km，穿黄段lO

km，穿黄处地势最高．与长江引水处的江都扬水站

■伫差45 5 m．共设1 5处梯级扬水站，总扬程65

m．需鬯能93万kⅥ．邑土方5亿m3。首站扬水量

达1000 m：，。s．过黄河为600 m：’5。

穿黄隧洞是该工程的关键工程，通过水上钻探，

水下河底平洞的地质勘探，以及大量的试验工作．证

明在东线进行穿黄开挖大型过河隧洞是完全可行

的。

4棠话

一时间，南水北调成了引人注目舶话题，各种媒

体都争相报导，有期《读者》上报导了这个话题，大意

是几位文化人，感到中国的水资源配制是个大问题，

需要南水北调，于是他们想出了各种有趣的方案。

1999年11月在《洛阳日报》上报导了“世纪梦想：中

国再造大运河”。报导了一个什么“郭开的大西线方

案”引人注目，说是北京一位叫郭开的水希|：专家，他

主张在西藏雅鲁藏布江的朔马滩筑坝，串怒江、澜沧

江、金沙江、雅砻江、大渡河之水引渡到四川阿坝八

黄河．随黄河之道经甘肃东部到内蒙岱海，开运河引

水到永定河上游(桑干河)，到北京，再扶天津人海。

另外在兰州的黄河上修坝，引水经河西走廊到新疆．

在甘肃酉部向南往青海的柴达木盆地戋水．向北往

内蒙的腾格里沙漠、丹吉巴林沙漠供水，在新疆向北

部的准格尔盆地供水，向南的塔里术盆地供水，从而

大大改善西北的生态环境，使彻底改造“吉尔班通古

持沙漠”、“塔克拉玛于沙漠”变成可能．罗布泊的楼

兰遗址重显古代春风。那时再看不见沙暴天气，也

看不见浩瀚无垠的大沙漠，听不到沙峰上长长驼队

发出的枯燥而单调的驼铃声了。其经济效益与社会

效益真是无法估量、其美妙的想像是无比绝伦、只是

离现实太远，无法实现。整个南水北调工程的分工

是东线由淮河水利委员会负责，中线由长f=水刮委

员会负责，西线由黄河水利委员会负责。l 979年2

月国家就成立了部属南水北调规划办公室。

当前对南水北调是不能再等了．那就让各路精

英，在新世纪的伟大工程中贡献才智吧!

  万方数据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