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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ottlenecks Restricting Efficient Utilization of Water 
Resources in Yuli County, China and Their Solution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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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Weili County is a typical county of passenger water, water resources are relatively short, but due to various reasons, the existing 
water	resources	have	not	been	efficiently	used.	According	to	the	county	water	and	water	conservancy	science	law,	as	a	whole,	water	
saving, water storage, water work, further accelerate the construction of major water resources allocation engineering, build the 
water network backbone, to promote the hole tower two river water diversion, tarim reservoir engineering construction, to solve the 
problem	of	regional	water	shortage,	improve	water	security	ability,	and	analyzes	the	bottleneck	of	the	efficient	utilization	of	water	
resources, and puts forward the corresponding solutions, in order to provide reference for the water resources management of the 
count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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制约中国尉犁县水资源高效利用瓶颈及解决措施
李新泉

尉犁县水利局，中国·新疆 巴音郭楞 841500

摘 要

尉犁县是典型的客水易旱县，水资源较为短缺，但由于种种原因，现有水资源并未得到高效利用。论文根据尉犁县情水情
和治水科学规律，统筹做好节水、蓄水、调水、增水各项工作，进一步加快重大水资源配置工程建设，构建尉犁水网主骨
架，全力推进孔塔两河引调水、塔里木水库提升工程建设，切实解决区域性缺水问题，提升水安全保障能力，同时分析了
制约尉犁县水资源高效利用的瓶颈，并提出了相应的解决措施，以期为该县的水资源管理提供参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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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言

近期自治区党委水资源管理委员会召开第二次会议，

会议要求进一步深入研究新疆节水、蓄水、调水和增水重点

工作，推动解决新疆可持续发展的水资源约束瓶颈，为经济

社会高质量发展提供坚实水利保障 [1]。自治区党委聚焦服务

保障国家重大战略，着眼实现新疆社会稳定和长治久安，解

放思想、转变观念，运用系统思维科学治水管水，推动水资

源管理从粗放模式向精细化、科学化转变，水资源对新疆可

持续发展的支撑保障作用更加凸显。需要我们进一步解放思

想观念，强化系统思维，坚持实事求是，深入开展调查研究，

要进一步系统强化水资源集约节约利用，大力普及高效节水

农业，加快实施大中型灌区续建配套与现代化改造工程，积

极推广工业节水，深入推进地下水超采综合治理，不断提升

地表水和地下水统筹高效利用水平。现对制约尉犁县水资源

高效利用的瓶颈进行分析，结合实际提出了解决措施建议形

成此报告。

2 尉犁县水资源及利用现状

2.1 全县水利概况
尉犁县位于塔克拉玛干沙漠北缘，塔里木河、孔雀河

中下游，县域内无自主河流，是典型的客水易旱县，全县

农业生产、生态等用水全部依靠从塔里木河、孔雀河引水。

县域内有 10 个湖泊，3 条河流，县域内有一座中型平原水

库塔里木水库，库容 2463.5 万 m3；干、支、斗三级渠道总

长 1541.3 公里，渠系建筑物 3369 座，排渠 325 公里，全县

共有机电井 4526 眼，其中抗旱机电井 1139 眼，农业机电井

3387 眼，发放电子取水许可证 1989 本 [2]。尉犁县耕地保护

目标任务 153.23 万亩，实际种植面积 130.39 万亩。

2.2 全县水资源利用情况
自治州下达水资源“三条红线”总量 56079 万 m3，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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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地表水 51511 万 m3（其中：孔雀河 19914 万 m3、塔河

31597 万 m3），地下水 4568 万 m3。2022 年尉犁县农业灌

溉实际用水量 81819 万立方米，超出全县农业灌溉用水总量 

25740 万 m3，其中地表水 12284 万 m3，地下水 13456 万 m3[3]。

2.3 水资源承载力情况
按照灌区渠系利用现状和下达用水总量，只能灌溉 71

万亩，其中：地表水 62 万亩（孔雀河 30 万亩，塔河 32 万

亩），地下水 9 万亩。2022 年耕地面积 130.39 万亩，实际

灌溉收费面积 111.64 万亩，其中：孔雀河 29.76 万亩，孔雀

河道 6.75 万亩；塔河传统 18.5 万亩，塔河泵灌区 29.65 万亩；

地下 25.11 万亩，混灌 1.89 万亩。2022 年超许可取用水面

积 41 万亩，其中：地表水超许可用水面积 16 万亩，地下水

超许可用水面积 25 万亩。工业用水指标全部用于了农业，

人饮水因城乡一体化供水全部使用库尔勒水指标。

3 水资源高效利用存在的瓶颈问题

3.1 节水能力有待加强
一是在水利体制改革，加强水资源高效管理的（人员、

技术、机制）还存在较为突出的短板。水资源日常管理单

位水利综合服务中心自收自支事业单位只出不进，造成人

员短缺、结构老化，呈现后继无人的局面。未成立县级水

资源管理委员会和农牧民用水者协会，对水资源的管理机

制不健全。水利人才存在断层，中级及以上适应新形势水利

工作的新型管理复合型人才严重不足；乡镇赋权后现有水利

工作人员，无法全面承接和落实工作，也满足不了当前水利

管理服务及水利信息化要求；农业农村、乡村振兴等相关行

业水利方面人才严重不足。二是农业综合水价改革还存在名

不副实，基层农民用水者协会作用发挥不到位，节水奖励未

执行到位。三是水利信息化水平不高，不能精准高效评价节

水效果，并体现到节水经济效益。四是节水型社会创建基础

还不牢固，未形成全社会的行动自觉。五是水利基础设施

仍较为薄弱，在输水环节水量损失较高，距离全疆平均水

平差距明显。如 2022 年配置动态水量 1.1 亿 m3 和机动水量 

4000 万 m3，且逢 60 年一遇洪水才勉强得以维持塔河灌区

用水需求。

3.2 蓄水能力不足，成为水资源利用的最大瓶颈
一是现有塔里木水库兴利库容仅 1889 万 m3，仅占塔河

水指标的 5.9%，改善灌溉面积仅 7.74 万亩，难以解决塔河

区域水资源时空分布不均的矛盾。二是塔河灌区输水损耗大，

利用率仅 35%，毛灌溉定额 1386m3，仅满足 15.37 万亩灌溉

用水。三是泵灌区 34 万亩耕地，原配置只有 4300 万 m3， 

包括堤内耕地，水量缺口 1.8 亿 m3，从原传统灌区水量难

以平衡调配泵灌区。四是因塔河汛期来水历时短，从肖塘至

渭干河现有耕地，无沉沙池蓄水工程，难以保障水源。

3.3 调水能力不足，难以优化水资源配置
一是地表水调配能力低，相应水库和输水通道未完全

建成和打通。导致孔雀河流域存在地下水超采，塔河流域存

在地表水超用，且塔河流域农业用水效率低等问题得不到

解决。二是孔塔两河农业用水指标还未形成互济互调机制，

上级单位对水资源的调配还存在区域区分的惯性思维。三是

生态水利用效益评估体系尚未建立，生态水效益发挥无法评

估，未达到“调水”先“节水”的要求。每年林草部门分配

的 0.6 亿 ~1.5 亿 m3，只核实总量具体生态水利用率和生态

恢复效果没有相应的评价和问效机制。

3.4 增水潜力未全面挖掘
一是水资源“三条红线”核定量远远小于实际需求量，

水资源总量不足。农业在水资源使用的比重达到 98% 以上，

工业、生活、绿化占比较低，水资源的单方经济效益水平不

高。二是非常规水的开发利用不充分，计量考核标准还不明

确。如微咸水的利用只有政策性的提法，未配套具体开发利

用的实施办法。塔河干流区域微咸水体量大，且年度均有补

给通道，开发利用前景广阔。三是持续挖掘其他非常规水源

还不充分。

4 解决措施和建议

完整准确全面贯彻新时代党的治疆方略，落实“节水

优先、空间均衡、系统治理、两手发力”的治水思路，按照

高质量发展要求，统筹节水、蓄水、调水和增水环节，促进

水资源的可持续利用，提高水资源保障能力建设。具体措施

如下。

4.1 加强节水建设

4.1.1 强化用水管理，规范取用水管理节水
加强水资源使用的考核管理，从水资源的管理上要效

益。一是严格农业灌溉定额管理，根据不同水利条件、作物

种类，确定灌区标准灌溉定额。以此为依据在灌溉期严格执

行定额供水机制，最大限度地在使用环节节水。二是采取新

的灌溉模式及技术，在地表水有保障区域施行如干播湿出或

膜下春灌，减少亩均定额。三是调整种植结构，种植需水量

较少经济效益高的作物，减少用水量（如罗布麻、甘草等）。

四是持续推动节水型社会创建和巩固，实现全社会节水能力

和节水意识提升。五是按照机构改革的总体要求，大力实施

信息化水资源管理调度建设，通过完善水资源信息化计量体

系减员增效实现节水。整合州、县级水利信息化系统实现水

管、水政、项目等“一张网”信息化管理与应用机制。通过

市场化购买服务，将水资源计量和设施维护通过公开招投标

选择第三方服务商，负责日常水资源的信息化计量服务。组

建水资源调度管理中心负责水资源的调配和对第三方的考

核，通过信息化手段实现水资源集中统一管理新机制。发挥

水利信息化平台高效、公平、透明的水资源管理的模式，杜

绝人工计量和管理而存在“人情水”等微腐败现象。实现水

利体制改革和数字赋能有机结合，切实增强水资源节水管理

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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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1.2 加大水利基础设施建设，通过提高输水效率节水
一是大力实施高标准农田建设，提高田间灌溉水利条

件，减少田间无效水量。二是加快申报和实施大中型灌区现

代化改造，减少干支渠输水损失。三是争取尉犁县城乡一体

化改造更新项目，对全县农村饮水主干管网进行改造更新，

减少管网漏损率。

4.2 提升蓄水能力

4.2.1 加快塔里木水库提升工程尽快落地实施
塔里木水库位于新疆尉犁县古勒巴格乡境内，为平

原注入式水库，现状总库容 2470 万 m3，兴利调节库容 

2056 万 m3，属中型水库。水库通过亚森卡德尔河和乌斯满

河的天然河道输水，输水距离分别为 198km 和 104km，初

步分析输水损失率在 61% 以上，水资源无效消耗大。在每

年春灌开始至汛期 7 月份河道不来水时段，则出现季节性

缺水。塔里木水库提升工程，将塔里木水库加高扩库增容，

水库总库容增加至 9493 万 m3；从阿其克上游 500m 处引

水，新建沉沙池 1 座、节制引水闸 1 座、提水泵站 1 座，

新建、扩建输水总干渠 27km，及其他附属设施。工程建

设总投资 21.24 亿元。塔里木水库提升改造后库容增加到 

9493 万 m3， 输 水 距 离 缩 短 至 27 公 里， 可 节 水 约 

4000 万 m3，改善灌溉面积 36.63 万亩；灌溉保证率由目前

50% 提高至 75%；全县蓄水能力由 5.9% 提升至 26.6%。

4.2.2 发挥水库蓄水综合效益
建议将第二师 31、33、34 团 40 万亩耕地用水由大西

海子水库、恰拉水库供给，库塔东干渠不再承担向第二师恰

拉水库输水，以化解农业灌溉期用水矛盾问题；持续开展孔

雀河第三分水枢纽向下游输水，确保孔雀河生态基流及生态

流量；优化塔河中游河段生态用水，对生态水使用情况进行

科学评估，提高生态水使用效率。

4.3 提高调水水平

4.3.1 提高农业水调水水平
在东干渠、西干渠新增取水口，通过优化水资源配置

调整两河地表水覆盖区域，解决地下水超采问题。将塔里木

水库供水范围扩大至原孔雀河灌溉区域的塔里木北干渠灌

区，将该部分置换水量调整至尉北等地下水超采区域。

4.3.2 提高孔塔两河调水水平
科学规划塔孔两河贯通工程，打通亚生卡德尔河、渭

干塔里木河—恰央河—阿恰枢纽等由塔里木河向孔雀河输

水壁垒，实现区域内水资源丰枯互济。一是加快塔孔两河互

济项目推进。在前期水系连通的基础上，组织设计单位实地

踏勘，编制塔孔两河互济项目可研报告，二是全面将塔孔两

河互济项目与改善人居环境建设有机融合。将塔孔两河互济

项目的规划设计与乡村振兴规划、旅游发展规划、周边耕地

后备资源开发利用规划和流域内山水林田湖草沙一体化保

护修复工程规划相结合，多规合一。三是建立生态水利用评

价机制，对孔雀河、塔河生态水的利用效果进行监测，并采

取必要的工程措施节水。确保塔里木河沿河胡杨林生态用水

效果不减，修复孔雀河下游的天然林草植被，为农民增收、

壮大集体经济打下坚实基础，并将节约水量用于农业或其他

行业用水，发挥调水最大效益。

4.4 深挖增水潜力
第一，积极争取上级配置机动水量 45069 万 m3（孔雀

河 19466 万 m3，塔河 25603 万 m3），以确保 142.77 万亩耕

地应种尽种应灌尽灌，避免轮耕弃荒。

第二，争取微咸水的开发利用，对全县机电井开展水

质检测，摸清微咸水的分布及开采量。尤其是 2~5g/L 以下

的微咸水分布和水量，为后续政策的明朗，重新分配地下水

指标及微咸水的开发利用打好基础。

第三，充分利用中水回用。加强对城市生活污水处理

后中水的利用，我县每年生活饮用水在 540 万 m3 左右，城

市生活污水年处理量约 160 万 m3。将该部分中水全部补充

到城市绿化用水中，做到充分利用。第四，建立生态用水节

水奖励机制。对用于恢复生态的水资源，因采取节水措施达

到生态保护效果，对节约出的水量可用于农业或工业等产业

发展新增动态水量。

5 结语

综上所述，尉犁县是一个拥有丰富水资源的地方，但

是目前水资源的管理和利用还存在一些问题，需要采取相应

的措施加以解决。通过加强节水建设、提升蓄水能力、提高

调水水平和深挖增水潜力等措施，可以有效地解决尉犁县水

资源高效利用的瓶颈问题，为该县的水资源管理提供参考。

同时，需要进一步解放思想观念，强化系统思维，坚持实事

求是，深入开展调查研究，准确把握尉犁县情水情和治水科

学规律，统筹做好节水、蓄水、调水、增水各项工作，有效

支撑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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