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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随着经济的发展，喀什地区地下水资源出现严重的超采现象。为有效保护地下水资源，本文分析了目前喀什地区

地下水的开发利用现状及存在的主要问题，阐述了不合理开发和利用对生态环境造成的影响，并探讨了合理开发利用地下

水和保护生态环境的相应对策，以期加强对喀什地区地下水资源开发利用的管理和生态环境的保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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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言

多年来，随着农牧业的大力发展，喀什地区地下水资

源的开采和利用不断增加 [1]，不合理开发利用地下水的情况

长期积累，导致地下水的水质和水量都有所下降 [2~4]，同时

已严重威胁到绿色防护植物的生存 [5]，进一步造成了许多地

方的生态环境劣变 [6]。因此，全面地认识地下水资源、合理

地开发和利用地下水资源、积极地保护地下水资源是目前喀

什地区迫切需要重视的问题。

喀什地区地处塔里木盆地内西部边缘 [7]，南屏昆仑山，

北连西天山，西为帕米尔高原，东面为冲洪积平原及塔克拉

玛干大沙漠，三面高山环绕，形成比较独特的半封闭盆地，

呈现典型的干旱大陆性气候和荒漠绿洲景观 [8]。在这样一个

特殊的地理条件下，水便成了绿洲赖以生存的根本，没有水

就没有绿洲，尤其是以灌溉农业为主的喀什，水便成为制约

农业及国民经济发展的非常重要的因素，这一点必须要给予

高度重视。

2. 喀什地区地下水开发利用现状及存在的主要问题

2.1 地下水资源量

根据兵团设计院“地下水资源保护利用规划报告”（2020

年）所提供的地下水资源量，我区的地下水总补给量为

65.45 亿 m3，地下水资源量 ( ≤ 2g/L》) 为 38.15 亿 m3，可

开采量为 25.69 亿 m3。；根据各县市地下水开发利用规划报

告我区的地下水资源总量为 62.37 亿 m3，可开采量为 18.06

亿 m3。这些资源受时空和水系发育程度及地貌的影响，分

布是不均匀的。各水系中，地下水富水区主要分布冲洪积

平原的上部，贫水区主要分布在平原腹地和沙漠区，地下

水的贮存，径流与地表水系的分布有着密切的联系 [10]。一

般情况下，地表水丰富的地方其地下水也较丰富，水质也

较好，地表水相对较少的区域其地下水贮存量也较少，且

水质也较差。

2.2 地下水开发利用现状

由于喀什地区属于干旱地区，而地下水作为喀什地区的

主要供水水源之一，开发利用程度普遍较高，开采主要集中

在平原地区。表 1 统计了 2017 年喀什各地区地表水与地下

水的提取量。根据 2017 年供水量的数据统计，全喀什地区

供水总量为 108.13 亿 m3，其中地下水供水量 29.99 亿 m3，

占供水总量的 27.74%。

表 1  喀什地区 2017 年度地表水与地下水提取量单位

区域 地表水提取量
/（亿 m3）

地下水提取量 /
（亿 m3）

喀什 3.35 1.36

疏附 4.17 0.70

疏勒 7.18 3.22

伽师 9.79 5.17

岳普湖 4.17 3.43

英吉沙 5.83 1.64

莎车 11.26 4.12

泽普 3.57 1.11

叶城 9.88 2.17

麦盖提 5.18 2.03

巴楚 13.41 5.13

合计 78.14 29.99

2.3 目前存在的主要问题

由于喀什地区的河流全部是季节性河流，分为两大流

域，喀什噶尔河流域与叶尔羌河流域，同属塔里木内陆水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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河水主要靠冰川融雪补给，洪峰流量大，洪枯流量悬殊，径

流年内分配不均 [12]，喀什地区主要河流水文站实测年径流

特征值如表 2 所示。

随着人们生产、生活用水需求的不断增大，由于地下

水开采利用的成本低廉，地下水已作为许多地区的主要供水

来源。城市用水基本上以地下水作为主要水源，农村也大量

发展井灌区，致使地下水的开发强度不断加大，地下水的供

水比重不断提高。而地下水大量的持续开采，地下水开采区

出现了一定的超采，导致地下水位的下降，甚至出现了一大

批机井抽空“吊泵”。因此现阶段的水井越打越深，机井扬

程加大，能耗增加，效率下降，而且由于地下水位不断下降，

部分机井已经报废，造成了一定的经济损失。

3. 不合理开发地下水对生态环境的影响

（1）形成了大范围的地下水降落漏斗。从现状开发利

用情况看，地下水超采区绝大部分均处在开发利用条件优越

的边山冲洪积扇及盆地的中部，这些地区地下水的水量丰富

且补给条件相对较好。随着地下水高强度、不合理的开采后，

导致该区域地下水天然流场的改变，多处形成了大面积的地

下水降落漏斗。

（2）地下水位大幅度下降引起沙尘天气的增加。喀什

地区地处塔克拉玛干沙漠边缘，地层属于第四系的沙壤土为

主，地下水的进一步下降，是地面植被无法吸收所需的水分，

大量植被缺乏水源干枯，从而沙漠往绿洲挺近，对这个喀什

地区及相邻地区的环境造成一定影响。

（3）地下水位下降使得原有的湿地慢慢消失。从 2007

年开始大面积开采地下水以来，喀什地区不分县（疏勒、泽

普、莎车、岳普湖等）湿地面积缩小或消失，对当地的自然

环境及野生生态造成了一定的损失。

4. 合理开发利用地下水和保护生态环境的对策

合理开发和利用地下水资源，加大对水资源的保护力

度，是确保宝贵的地下水资源可持续利用，并维护改善与之

相关的生态环境的关键。

（1）要加强地下水保护宣传和科普工作。由于大多数

普通人无法直观感受到地下水，也无法看到其中潜在问题和

危机，所以人们对地下水保护的关注度存在很大的差异。

因此，我们完全有必要进一步在大众中宣传地下水相关的

系统性知识，让全社会增加对地下水开发、保护、利用的

现状产生全面的了解，并认清水资源保护和可持续发展的

重要性，并提高合理开发利用地下水、保护地下水和环境

的社会责任感。

（2）应加强水资源开发利用的统一管理。通过加强统

一管理并整合城市供排系统，实现对于表层与地下两者之间

调配配置；同时还需统筹城市与农村供排系统之间协调；并

进一步统筹好生活、生产经营以及生态环境三个方面使用需

求；严格地下水取水许可管理、凿井许可管理和机关、企事

业单位自备井管理。根据各个区域超采情况设立禁采区或限

采区，并采取坚决措施遏制超量开采行为。

（3）提高地下水开发利用和科学管理的能力。通过财

政支出和改善水资源收费的标准，增加对地下水开发利用的

投资。在建立监测网络体系后，进行进一步深入的科学研究。

表 2  喀什地区主要河流水文站实测年径流特征值

河  名 站  名 集水面积 /km2 系列年数 多年平均年均径流量
/108m3

最大年径流量 最小年径流量 变差系
数 极值比

108m3 年份 108m3 年份

叶尔羌河 库鲁克栏干 32880

42

50.87 77.31 1994 32.18 1965 0.23 2.40

叶尔羌河 卡群 50248 64.8 95.53 1994 44.68 1965 0.20 2..13

提孜那甫河 玉孜门勒克 5389 8.098 11.9 1983 5.852 1965 0.18 2.03

库山河 沙漫 2169 6.322 8.045 1959 4.278 1965 0.14 1.88

盖孜河 克勒克 9753 9.545 14.9 1978 6.533 1972 0.185 2.28

维他克河 维他克 497 1.731 2.294 1978 1.380 1981 0.13 1.66

克孜河 牙师 5196 10.78 15.8 1987 7.39 1965 0.195 2.14

克孜河 卡拉贝利 13700 20.69 26.73 1995 14.4 1974 0.16 1.87

卡浪沟吕克河 卡浪沟吕克 1954 1.026 1.905 1967 0.421 1977 0.40 4.52

艾格孜牙河 克孜勒塔克 1340 0.963 1.650 1996 0.600 1997 0.29 2.7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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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准确把握和理解地下水运动规律和采补平衡机制的基础

上，通过科学地确定地下水的最佳开采深度范围和合理开采

量，严格执行相应的开采标准，对超采情况进行严惩。建立

全方位的水源保护区和相关保护措施，通过增强现有的科学

管理、监测和调控的能力，更好地利用宝贵而有限的地下水

资源这一经济和战略储备。

（4）积极寻找新水源供给的源头，从根本上解决水资

源缺乏问题。目前喀什地区虽然不少地方的节水水平、用水

效率和供水价格均在一个较高的水平，但仍然无法改变水资

源紧缺的现状。在之后很长的时间范围内，仍将以超采地下

水、牺牲生态环境来维持现阶段的经济发展。因此为了有效

遏制地下水资源枯竭的状况，目前迫切需要积极的寻找新的

水源供给，如跨流域调水等措施来从根本上解决地下水严重

超采的窘况。

5. 总结

（1）由于喀什地区的地形地貌特征，气候类型呈现典

型的干旱大陆性气候，而喀什地区的河流主要靠冰川融雪补

给，呈现为径流年内分配不均、洪枯流量悬殊的现象。因此

地下水已成为城市供水的主要水源之一，其中 2012 年度全

喀什地区地下水供水量占供水总量的 13.12%。近年来由于

地下水的大量超采，导致地下水位下降，出现了一大批的“吊

泵”井，造成了一定的经济损失。

（2）进一步对地下水的不合理开发将会对生态环境产

生严重的影响，包括形成大范围的地下水降落漏斗、引起沙

尘天气的增加以及使得湿地面积减小甚至消失等。

（3）合理开发利用地下水才能有效确保地下水资源的

可持续使用。需要不断加大地下水保护的宣传工作，提高人

们对地下水保护的重视程度。加强对水资源开发利用的统一

管理，设置禁采区和限采区。提高地下水开发利用和科学管

理的能力，严惩超采的行为。积极寻找新的水源供给源头，

从根本上解决水资源匮乏的问题。

参考文献

[1] 叶子 . 喀什智能灌溉为农田“解渴”[N]. 人民日报海

外版 , 2023-10-12(005).

[2] 古丽巴合尔·阿不里孜 . 喀什地区地下水水资源承

载能力综合评价 [J]. 地下水 , 2023, 45(03): 40-41+66.

[3] 丁国梁 , 陈朝红 , 杨鸿鹏 . 疏勒县浅层地下水质量评

价 [J]. 干旱环境监测 , 2020, 34(02): 92-96.

[4] 徐勇 . 喀什地区主要水文站水质评价及污染源分析

[J]. 地下水 , 2022, 44(02): 92-94.

[5] 刘社堂 . 喀什地区水生态系统保护分析与修复规划

建议 [J]. 陕西水利 , 2021(11): 98-100.

[6] 文婷 . 水资源优化配置与地下水可开采量量化分析

[J]. 河南水利与南水北调 , 2019, 48(12): 35-36.

[7] 阿尼克孜·麦麦提 . 喀什地区近 60 年蒸发皿蒸发变

化特征分析 [J]. 地下水 , 2020, 42(01): 197-198.

[8] 尹立河 , 张俊 , 姜军等 . 南疆地区水资源问题与对策

建议 [J]. 中国地质 , 2023, 50(01): 1-12.

[9] 穆淑荣 . 喀什地区水资源压力评估研究 [J]. 地下水 , 

2021, 43(04): 235-237.

[10] 刘雪雪 . 基于水资源价值的农业节水补偿标准设计

研究 [D]. 塔里木大学 , 2023.

[11] 出合拉·窝坎 , 陈星 , 张其成 . 水资源可持续利用

与影响因素分析 [J]. 江西农业学报 , 2023, 35(05): 144-155.

[12] 魏兴 . 喀什三角洲地下水循环模式研究 [D]. 新疆农

业大学 , 2022.

作者简介：

吐尔逊江·托乎提阿吉，喀什人，本科学历，高级工程师，

现任疆南水利勘测设计研究院有限责任公司副书记、副董事

长，研究方向：地下水资源保护利用、工程地质勘察、水文

地质勘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