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加速西北地区开发中的资源问题

张 瑞林

(西安地质矿产研究所 , 西安 , 710054)

　　改革开放以来 , 我国东部地区在良好的前期发展基础、 地域优势和国家政策倾斜等有利

发展的条件下 ,经济腾飞 , 取得了优异的成绩 , 得到了长足的发展。国民经济发展重点向中西

部转移已势在必行。江泽民同志 1999年 6月 17日在西安举行的西北五省 (区 )国有企业改革

和发展的座谈会上明确指出: “必须不失时机地加快中西部地区的发展 , 特别是抓紧研究西部

地区大开发” , “这要作为党和国家一项重大的战略任务 , 摆到更加突出的位置” , “中央对中

西部地区的改革和发展是高度重视的” , 强调要把逐步缩小东部与中西部地区发展的差距作

为一条长期坚持的重点方针。并强调指出: “加快西部地区的经济发展 , 是保持国民经济持续

快速健康发展的必然要求 , 也是实现我国现代化建设第三步战略目标的必然要求。西部地域

广大 , 自然资源丰富 , 有较大的发展潜力” ,在谈到生态问题时指出: “西部地区自然环境不断

恶化 , 特别是水资源缺乏 , 水土流失严重 , 生态环境越来越恶劣 , 荒漠化年复一年地加剧” ,

做为西部地区经济发展基础的资源问题 , 是我们必须要面对的现实。

对西部地区的资源形式作到心中有数 , 是搞好西部地区经济建设的先行 , 现仅就西北地

区的矿产资源、 水资源、 土地资源情况和一些不成熟的设想作一简要介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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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2　自由计算导线在坐标计算中的应用

根据 1#点、 2#点的假设坐标修改后的导线计算数据 , 应用 fx= 4500p支导线程序 , 推算

10# 点假定坐标为 a10= - 23. 231, b10= 63. 956, 反算 S′1～ 10= 68. 044 m, 与设计坐标计算结果

相符。因第一转折角 β0数据缺乏 ,但 1# 点、 10#的假定坐标、设计坐标已知 , 可求得坐标转换

参数: x0= 139. 473, y0= 397. 640, q0= 31°18′21″。然后将 1# ～ 10# 点假定坐标转换为设计坐

标 , 进而获取建筑单元内部统一之设计坐标。 施工测量实施时必须先将自由计算导线放样于

实地 , 然后以此为依据 , 放样出各单元内部轴线 , 这与传统导线亦有所区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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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西北地区的矿产资源潜力大

众所周知 , 西北地区有 5个省 (区 ) , 面积占全国总面积的 1 /3, 矿产品资源十分丰富 , 矿

种多、储量大。目前国家所需矿种金、铜、铅、 锌、 镍、铂、银不仅在西北五省都有分布 ,且其

潜在的远景极大 , 如西成铅锌矿田、 山榨旬铅锌银铜矿田、白银铜矿田、金川铜镍矿田、秦岭

金矿带、 天山金矿带等 , 都是国内外出名的多金属富集的区带和大型特大型矿床的产出地 ,

尤其值得重视的是在“七五”以来三个五年计划中 , 有关部、 委强调贯彻了科研与找矿相结

合 , 以及产、学、 研相结合的方针 , 十多年来 , 西部地区在金、 铜多金属找矿方面取得了重要

的突破。我所为此也作出了贡献 , 如多年来深受资源量困扰的危机矿田白银 , 是西北乃至全

国产铜的重要基地 , 为国家的建设作出了很大贡献 , 七、八十年代已近源尽缶空。“七五”以来

在理论与实际密切结合、 查明其成矿机理及控矿主导因素的基础上 , 科学地进行了找矿远景

预测 , 所内科研人员与有关兄弟单位合作经工程验证已打开了深部找矿新局面 ; 又如在以往

被认为无成铜可能的甘肃某地区 , 同样在科研与实际密切结合下 , 查明了火山成岩作用与找

矿作用的关系 , 确定了矿床类型 , 由此而肯定了该类矿床在甘肃某地找矿的广阔前景 , 经与

当地政府密切合作 , 选用了先进的找矿手段 , 肯定了该矿床的远景 , 经工程验证见矿情况良

好 , 已由矿点发展成为特富中型铜矿床 , 又通过矿区及矿带的工作 , 有理由认为该地区既具

成大矿的可能 , 也有发展成为西北第二个白银矿田的前景 ; 再如在青海某地 , 再次运用符合

实际的找矿理论指导找矿 , 也同样使当地群众采砂金发现的小矿点 , 经工程验证发展成中型

铜多金属矿。类似情况在西北地区屡见不鲜 , 说明祖国的大西北虽然经济上不够发达 , 许多

地区尚显荒凉 , 但地下的矿产资源是丰富的 , 潜力不可低估 , 尚待用先进的理论、 方法深入

探索 ; 也说明高科技新理论、新思路在找矿工作中的重要性。我所有以夏林圻为首的高素质、

精干的科研群体 , 在经过多年对西北地区海相火山岩、 火山与找矿作用关系研究的基础上 ,

所总结出的找矿新思路 , 十分有效地指导了西北海相火山岩分布区的找矿预测和找矿工作的

进行 , 在不同地区开创了寻找铜多金属矿的新局面 , 由此也体现了科研单位、科研群体和首

席科学家的存在价值。在西北地区运用新理论、新技术、新方法、 新思路开展找矿工作其潜力

巨大 , 这无疑对开发大西北 , 加快西部地区的经济发展是有力的支持。应当引起重视的是政

府需要在投入上对西部矿产资源的开发资金有所倾斜 , 以使沉睡地下的矿产资源成为西部经

济发展的先行。

2　西北地区水资源须合理调配

西北地区的水资源较丰富 , 无论是内陆还是外流河流域之广、 面积之大 , 在国内各大区

中都是首屈一指 , 因为北有黄河南有长江 , 我国两条最大的河流都源于西北的青海省 , 最有

名的内陆河塔里木河及河西走廊一带的疏勒河、 弱水、 黑河等分布在新疆和甘肃西部 , 在某

些地区存在有“地下水库”。

据不完全统计 , 西北五省 (区 )河流百余条 , 其中外流河约占 60% , 内流河约占 40%。 外

流河主要为黄河水系和长江水系 , 占全部外流河总数的 90% , 其他水系的外流河占 10% 。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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河水系和长江水系河流数量各占总数的 27%。黄河水域面积约 55万 km
2
,长江水域面积约 43

万 km
2 , 尤为突出的是内陆河水域面积可达 14万 km

2 , 居全国六大区之最。 但应引起特别重

视的是西北无水区域也占 74万 km2。

水和土壤是农业发展的根本 , 西北地区面积大 , 可开发的土地资源并不馈乏 , 显得十分

突出的是水资源 , 虽然水流域广、 覆盖面积大 , 但仍存在缺水和无水地区 , 影响了有潜力农

业开发区的开发力度 , 因而合理地利用和开发水利资源 , 是十分重要的事情。

黄河流域水资源的合理综合利用在本区尤为重要 , 黄河流经青海、 甘肃、 宁夏、 陕西四

省 , 主河道长达 3 000 km , 流经区已建成的大型水库有龙羊峡水库、 刘家峡水库、 青铜峡水

库等。黄河除龙羊峡上游流经的地区与牧区外 , 近 2 000 km流经地区皆为农业区 , 包括青海

东部的海南藏族自治州、 黄南藏族自治州、 海北藏族自治州、西宁市和省直辖区 ; 甘肃中部

的临夏回族自治州、 甘南藏族自治州、 兰州、 武威、 定西地区 ; 宁夏中部的银北、银南、 固原

地区 ; 陕西关中和陕北地区等 , 都是西北的重要粮棉油产区。由于自然因素 , 如流经区域降雨

量相对少的原因 , 普遍干旱需要引水灌溉 , 黄河流到陕西、山西、 河南、 山东地段 , 水流补给

由西部的面状补给变为扇状补给 , 水源补给面积除被长江袭夺一部分等因素影响使黄河水量

减少外 , 人为因素的影响不可忽视。截流导致黄河水流量减少的因素有大型水库的修建 , 如

西北地区内的大型水库: 龙羊峡水库、 刘家峡水库、 青铜峡水库等 ; 引水工程的修建 , 如: 大

通河引水工程、 银川一带的引水工程、 关中地区的引水工程等 ; 宏观西北地区植被的减少 ,

草原荒漠化、 黄土高原地区的水土流失等原因无疑直接或间接的造成黄河水量减少 , 多种原

因使黄河产生断流现象。水量失调问题解决的关键是如何用人所能及的办法去改变现状 , 从

生态环境上植树造林 , 减少无竭制、 无效益的垦荒 , 实现稳产高产 , 尤其是科学种田 , 尽早实

现节水灌溉如喷灌、滴灌等 , 并在科学筹划水量的调节 , 有计划、 有节制地引水、蓄水统筹安

排 , 避免河流干枯 , 恢复自然生态上下功夫 , 用科学管理纠正“水过门前先用足 , 哪管他人无

水吃” , 追求局部利益的不正确作法 , 实现既要利用水资源 , 又要保持水系的自然生态平衡。

长江虽起源于青海 , 但长江流域在西北地区 , 所覆盖的面积居次要地位 , 主河道仅流经

青海南部 , 其支流河道也只分布于甘肃南部和陕西秦岭以南 , 水域分布的地区以富水潮湿多

雨的山区为主 , 水源补给区以面状为主 , 补给面大、 水源较为充分 , 目前尚不存在水源不足

和河道干枯的问题 , 但却有多雨季节中下游地区因水流量过大和泥沙淤积河道而引发的水灾

问题 , 因此 , 除在流经地区重视植树造林 , 防止水土流失外 , 在长江的中、上游建中小型水库

和解决南水北调问题是关键。

内陆河在新疆、 甘肃、青海十分发育 , 受地形、 地貌、 第四纪的影响 , 这些内陆河源于山

区内 , 没于盆地中 ,部分内陆河最终注入内陆湖泊中 , 部分内陆河渗漏于地下 , 自然断流。如

新疆的北疆地区 , 有布伦托海、玛纳斯湖、 艾比湖、 博斯腾湖等 , 青海柴达木盆地的格孜湖、

东西台吉乃尔湖、 达布逊湖、 北霍布逊湖、 托素湖、 苏干湖、哈拉湖等 , 都是各地区内陆河水

的汇聚湖区。而新疆源于天山的内陆河有阿克苏河、木扎提河、孔雀河 , 源于昆仑山的喀什葛

尔河、 叶尔羌河、 提孜那蒲河、 喀拉喀什河、 玉龙喀什河、 克里雅河、 尼亚河、安迪尔河、 喀

拉米兰河、车尔臣河、 若羌河等 , 均在流经途中渗没于塔克拉玛干沙漠之下。青海省北部流经

党河南山和达肯达坂山之间的哈那腾河及青海省东部、 青海湖南发源于鄂拉山一带的察汗乌

苏河等 , 也都分别渗没于沙漠之下。甘肃省走廊一带发源于祁连山、 由南向北流的内陆河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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党河、 疏勒河、北大河、黑河、 石羊河等均渗没于沙漠及戈壁滩下。特别应于重视的是在干旱

缺水的大西北 , 尤其是发源于山区 , 最终渗没于沙漠或戈壁滩下的水 , 真的没了吗? 并非如

此。他们汇聚在沙、砾滩之下 , 形成“地下水库” , 其资源量相当可观 , 这就为大西北经济开

发 , 特别是农业开发提供了极其珍贵的地下水资源。如何合理的开发和利用 , 成为重要的议

题。利用这些水利资源 , 开拓新的农业区 , 不仅可以避免山区毁林开荒造成生态环境的破坏

和水土流失、下游后患无穷 , 也可避免贫困山区食不果腹、得不偿失局面的延续和发展。如何

合理、 科学地使用和调配水资源 , 这在西北地区尤为重要。

3　西北地区土地资源有极大的开发远景

西北五省 (区 )面积虽大 , 但可耕地并不多 , 陕西目前稳产高产的地区仅有关中和汉中 ,

宁夏也只有河套地区 , 甘肃有东部的天水、 武都地区和河西走廊 , 青海仅有东部农业区 , 新

疆主要是几个盆地周边地区。 当然靠农业高科技 , 提高土地利用率 , 精耕细作提高产量是使

农业发展的重要途径之一 , 但就整个西北地区来讲 , 只要解决了水的问题 , 变荒地为可耕地

的潜力极大 , 潜力之所在正是前面所述内陆河渗没地区。如: 新疆塔里木盆地周边地区 ,吐 _

哈盆地一带 , 青海柴达木南、北边缘 , 甘肃河西走廊地区 , 宁夏河套地区。这些地区或本身就

已具备可耕的土壤条件 , 或沙、砾滩下不深处就有可耕的土壤 , 只是因为缺水的原因无法使

这些可利用的土地变为可耕地 , 因此 , 如何合理地开发和利用水资源至关重要 , 这有两条途

径 , 其一是兴修兴利 , 如新疆的坎尔井就是一种水资源利用极好的办法 , 变潜水为可见水 ,

既能利用水源 , 又可减少蒸发。因为此类地区干旱、 蒸发量大 , 建议可用管道式引水渠 , 不让

原来渗没的水再下渗 , 随渠灌溉或工业用 ; 其二是打井 , 按照区域地下水补给量合理开采前

已述及“地下水库”的地下水 , 同时注意避免过量开采引起负效应 , 使地下水潜力得以充分利

用 , 又不至于过度开发使地下潜水失去自然平衡。 灌溉用水的解决无疑将使上述荒漠化的地

区 , 新生以万亩计的良田。

4　西北地区矿产资源、水资源、土地资源评估

矿产资源、水资源、 土地资源是制约工农业发展的重要因素 , 对西部地区、 尤其是西北

地区经济的发展和腾飞来讲 , 更是必不可少的基础条件。 西北地区有着闻名于世的秦 _祁 _

昆等造山带 , 在造山带的形成、 演化过程中 ,引发的火山作用、构造作用、变质作用等复杂的

地质作用过程内 , 使以铜、 金、 多金属矿为主的国家急需、 经济建设必要的矿产资源形成。事

实证明 , 西北地区矿产资源极为丰富 , 潜在的远景十分可观。有待应用新思路、新方法、新技

术加大探查、开发力度。西北的水资源是丰富的 ,合理调配、 发展节水农业使黄河发挥更大的

作用 , 有计划地开发利用地下水资源 , 实施南水北调工程 , 是使丰富的水资源产生更大经济

效益的重要措施。伴随水资源问题的解决 , 将会使大有潜力可挖、等待开垦的处女地 , 发展成

为重要的农业基地。可以比较乐观地讲 , 西北地区三种资源将成为西北地区经济发展的三个

支柱 , 三种资源 (矿产、水、土地 )的合理开发、 利用 , 将对西北地区的经济发展起到重要的支

撑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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