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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 言

湟水是黄河上游的最大支流，是黄河流域的重要水源地之一，也是青海东北部和

甘肃中部的重要水资源。引湟灌溉是流域水资源利用的主要途径。引湟灌溉的历史

悠久，最早可追溯到西汉时期。自汉代后将军赵充国屯兵河湟、拓荒开地 2000 顷以

来，把农业的种子撒向了湟水岸边，揭开了引湟灌溉和青藏高原早期农业开发的序幕。

就今天青海省境内湟水流域而言，经两千多年的开发利用，已成为青海省政治、经济、

文化中心和工农业生产基地，也是青海省地势最低、气候条件较好、经济最发达的地

区。农业资源优越，灌溉历史悠久。青海省境内流域面积 1. 612 万 km2，仅占青海全

省面积的 2. 2%，水资源量也仅占青海全省水资源量的 3. 5%，却灌溉了青海省 55%的

农田，养育了全省 60%的人口。全省 70%以上工矿企业分布于湟水谷地，粮食产量占

全省的 61%，工业产值占全省的 56%。湟水谷地是青海省粮食、蔬菜、果品的主要产

区，也是最古老的大型灌区。因此，湟水被誉为青海的母亲河。

水资源是基础性的自然资源和战略性的经济资源。随着经济的发展和社会的进

步，水已逐步从农业的命脉发展成为整个国民经济建设与生态建设的命脉，深刻影响

着经济社会各个方面，直接关系到国家经济安全、社会稳定和可持续发展。随着我国

经济社会发展和水资源供求状况的变化，水资源短缺日益成为国家发展中的严重制约

因素，水资源可持续利用成为我国经济社会发展的战略问题。湟水流域地处青藏高原

与黄土高原的过渡地带上，农业资源优越，灌溉历史悠久，是青海省主要农业区。由于

地处高海拔的半干旱区，又是青海省农牧业的交叉地带，属生态环境的脆弱带和敏感

带，很容易受人类活动影响而发生改变，进而引起其他环境因素变异。一直面临着干

旱缺水、湟水水污染、洪涝灾害和水土流失的问题，这些基本情况决定了水资源在社会

经济发展中具有特别重要的作用。水资源是社会的重要物质基础和不可替代的自然

资源，水资源的可持续利用是经济、社会、生态可持续发展的重要支撑，也是流域社会

经济发展的重要保障。为全面加快城市化进程，促进城乡统筹发展、经济发展方式转

变，笔者根据湟水流域水资源开发利用现状，结合流域内九县( 区) 、市国民经济和社

会发展第十三个五年发展规划，在调查研究和论证的基础上，对流域的有关水资源问

题及典型水资源规划进行了研究。
·1·



本书分上、下篇和附录三部分，约 65. 5 万字。上篇为湟水流域水资源及其利用，

共四章，全面介绍了流域水资源及其利用状况; 下篇为流域水资源专题研究及典型水

资源规划，共十三个专题。主要流域水资源专题研究及典型水资源规划内容包括: 湟

水灌溉两千年，湟水与大通河干支流划分的百年之争，湟水流域生态危机及可持续发

展研究，湟水流域川水、浅山、脑山和石山林区划分及特征，享堂水电站可供发电的水

量及多年平均发电量分析，民和 40 万 t /年铝基合金大板锭项目取水河段生态基流量

分析，民和县满坪水库坝址处入库来水量分析，海东市乐都区水资源规划，民和工业园

区( 东区) 供水工程水源论证，民和回族土族自治县水资源规划，互助县河流水系与水

资源，海东市水资源开发利用现状与对策和湟水流域水源地基本特征与保护对策等。

附录列入了青海省重要及一般饮用水源地名录、湟水( 含大通河) 主要支流水系特征

值和海东市黄河流域取水许可总量控制指标等有关水资源管理技术文件。

上篇: 湟水流域水资源及其利用，第一章由李万寿、刘睿撰写; 第二章张正萍、张亚

霞、孔令贵、高毅撰写; 第三章由魏巧莲、郭云杰、任淑娟、郝岩浩撰写; 第四章由游小

娥、王亚飞撰写。下篇: 流域水资源专题研究及典型水资源规划，由李万寿、刘睿、张正

萍、张亚霞、孔令贵、高毅、魏巧莲、郭云杰、任淑娟、郝岩浩、游小娥、王亚飞等完成。

本书在编写、出版过程中，得到了有关专家、学者的指导和大力支持，谨在此一并

表示感谢!

2015 年 10 月 于兰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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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 篇

湟水流域水资源及其利用





第一章 流域概况

1. 1 地理位置

湟水流域地处青藏高原与黄土高原过渡地带，由湟水干流区和支流大通河流域组

成。西起日月山与青海湖水系相接，北依祁连山和河西走廊水系相邻，南以拉脊山为

界与黄河干流水系相邻，东连甘肃省黄河支流庄浪河水系。大地构造属祁连山褶皱

带，地质条件复杂，水系分布独特，由西北向东南走向的祁连山、达坂山和拉脊山三条

平行的山脉和其间的两条谷地组成了湟水干流和支流大通河水系。湟水干流位于流

域的南部，河谷宽阔，流域宽 60 ～ 100km，属于西北黄土高原区; 最大支流大通河在流

域的北部，贯穿于祁连山和达坂山之间，地势高亢，流域呈条状，属祁连山山地地貌，形

成了两种截然不同的自然景观共处于一个流域的独特格局。

湟水流域地处青海的东北部，介于北纬 34毅40' ～37毅28'，东经 98毅30' ～ 103毅15'之间。

海拔在 1565. 0m( 兰州市西固区达川) ～5254. 5m( 门源县冷龙岭) 间。行政区划属甘肃、

青海两省四市一地三州四区十三县。湟水流域面积 32860km2，其中湟水干流区流域面

积 17730km2，支流大通河流域面积 15130km2。湟水民和水文站控制流域面积 15342km2，

占青海省境内湟水流域面积 16120km2 的 95. 2%。大通河享堂水文站控制面积

15126km2，占大通河流域面积 15130km2 的 99. 97%。湟水水系及区域组成见表 1原1。

表 1原1 湟水水系及区域组成表

流域名称
流域面积及所占比例

流域在区域中所占面积及比例

青海省 甘肃省

面积( km2 ) 比例( %) 面积( km2 ) 比例( %) 面积( km2 ) 比例( %)

湟水流域 32860 100 29063 88. 4 3797 11. 6

湟水干流区 17730 54. 0 16120 90. 9 1610 9. 1

支流大通河 15130 46. 0 12943 85. 5 2187 14. 5

湟水发源于青海省海晏县达坂山南坡，向东南流至民和县下东川出境，于甘肃省

·3·



兰州市西固区达川注入黄河。湟水干流全长 374km，河源海拔 4200m，入黄口高程

1565m，全河总落差 2635m，平均比降 7译。青海省境内湟水流域位于青藏高原的东北

部，行政区划范围包括海晏、湟源、西宁、大通、湟中、互助、平安、乐都、民和等九个

( 区) 县市，青海省境内湟水流域面积 16120km2，海拔在 1650 ～ 4400m 之间，平均海拔

在 2100m 左右，山地占总土地面积的 80%以上。除海晏县为牧业区外，其余属农业

区。
2013 年流域内耕地面积 431 万亩，占全省耕地面积的 53. 0%; 粮食总产量 99. 5

万 t，占全省粮食产量的 68%; 国内生产总值 458. 6 亿元，占全省的 58. 9%; 水浇地面积

140. 1 万亩，占全省的 54. 6%。湟水流域是青海省精华地区，青海省政治、经济、文化

中心，该流域社会经济的发展决定着青海省的社会经济发展状况。

青海省境内湟水流域与青海省其他地区相比有许多特点，主要是:

( 1) 人口数量多，密度大。2014 年湟水流域人口达 350. 6 万人，占青海省人口的

61. 3%，而湟水流域面积仅占青海全省面积 2. 22%，人口密度达 220 人 /km2，湟水河谷

人口密度高达 1500 人 /km2。而且占青海省人口的比重也在增长，由 1953 年的 45. 4%
上升到 2014 年的 59. 3%。

( 2) 城镇人口多而集中。流域内西宁市、大通、海东市平安、乐都、民和等区( 县)

是青海省企业最集中的地区，城镇人口占青海省的 75%以上。城镇人口不断增加，使

农业人口在总人口中的比重由 1949 年的 93. 4%下降到 2014 年的 66. 5%。
( 3) 人文历史悠久，多民族聚居。从湟水谷地乐都柳湾、民和马场垣等出土文物

表明，远在四五千年前，这里就有原始人群生息繁衍。1974 年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

究所从乐都柳湾发掘出原始社会墓葬 1762 座，出土石器、陶器、骨器等文物 37506 件，

其中有马家窑文化半山类型，马厂类型和齐家、辛店文化，是我国迄今已知规模最大，

保存较好的一处原始社会墓地。公元前 60 年西汉后将军赵充国，在湟水流域置破羌

( 今青海海东市乐都区老鸦城) 、安夷( 今青海海东市平安区平安镇) 和临羌( 今青海湟

中县通海乡) 三县。这些足以证明湟水流域人口繁衍的历史悠久。湟水流域多民族

聚居，少数民族有回、藏、土等十几个民族，流域内有大通、互助、民和三个民族自治县。
2014 年少数民族人口达 92. 8 万人，占总人口 28. 6%。

1. 2 地形地貌

湟水流域平面上呈现着北西西 ～南东东的不规则的狭长形态，长 300 多公里，宽

约 50～100km，西宽东窄。整体地势西北高，东南低。南、西、北三面环山，北有达坂

山，西有团保山、日月山，南有拉脊山等。这些山的峰脊海拔多在 4000m 以上。

流域内地形复杂多样，既有古老变质岩、火成岩组成的巍峨高山、中高山; 又有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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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界、新生界碎屑岩充填的高原盆地。还有黄土覆盖的低山丘陵和河谷平原。作为地

下水储集场所的盆地，亦为古老隆起分隔成自上游至中下游的海晏 ～湟源盆地、日月

盆地、大通盆地，以及西宁、平安、乐都、民和诸盆地。湟水干支流是贯穿各盆地的枢纽

通道，使之串联起来。因而，河谷平原在平原上多呈川峡相间的葫芦状、串珠状形态。

湟水流域诸盆地，在地形、地貌景观上，有颇多的相似之处，可分出两种类型: 侵蚀

剥蚀低山丘陵和侵蚀堆积河谷平原。青海东部农业区的人们，习惯上划分出来的脑山

区、浅山区和川水区，均包括在此两种类型内。盆地边部的低山丘陵区( 脑山区) ，海

拔 2800 ～ 3200m，地势较高，多为黑色褐色土壤，土地肥沃。低缓零星分布的梁状丘，

为宽浅沟谷( 掌形地、杖形地等) 所分割，高出附近河面 150 ～ 300m。在西宁盆地西南

边缘，谷宽 500～800m，沟底平坦，谷坡平缓( 10毅～20毅) ，山梁与峁顶坡度 5毅左右，多垦

为耕地。

广大低山丘陵( 浅山区) 区，海拔 2200 ～ 2800m，相对高差 300 ～ 500m，是现代侵蚀

作用最强的地段，沟谷极为发育，沟道短促，坡度大，沟脑常溯源侵蚀至峁顶，横断面呈

“V”字形，多悬谷、滑坡、崩塌等地貌形态及物理地质现象。沟间分水岭呈脊状，地形

遭受强烈切割，起伏很大，支离破碎，水土流失严重。

河谷平原( 川水区) 海拔 1565～2200m，依附于水系呈树枝状分布于黄土低山丘陵

之间。湟水干流及较大支流的河谷平原，一般宽 2 ～ 5km，有些小支谷，宽仅 200 ～
300m。平原大都由Ⅲ、Ⅳ级阶地构成，V 级以上的高阶地，则多分布在现代河谷平原

边缘，或低山丘陵的前缘，遭受强烈侵蚀切割，已不具平原形态。

在不同河段上的阶地，从成因上分析，均可归入由堆积作用形成的内迭或上迭式

阶地; 以及有侵蚀堆积作用形成的基座阶地。盆地边缘以相对沉降的内迭式阶地为

主，中部以上升式基座阶地为主。阶地一般都具二元结构，上部为漫滩相细粒碎屑物

质( 粉砂、黏质砂土) ; 下层为河床相粗碎屑( 沙砾、卵石) 物质。基座阶地可见到出露

的基岩( 多为第三系红色岩层) ，基岩风化面起伏不平，上复沉积物一般不厚，仅数米。

阶地的数量、形态特征、在河谷平原纵、横剖面上都表现出断续性和不对称性。河谷平

原从横剖面看，高差一般在 50m 以内，地势相对低平，土质肥沃，大都是能够自流灌溉

的农田。

湟水流域内由于相对高差大，气温、降水、植被及农业生产特点的不同，分为三种

地貌单元，按当地习惯称为脑山区、浅山区和川水区。三类迥然不同气候区域，导致了

不同农业生态环境。其特点是: ①脑山区为海拔 2800m 以上，湟水干、支流的源头地

区，面积约占流域的 1 /3，植被较好，局部山坡生长天然林，放牧草场占有一定比重，耕

垦轻微，地广人稀，人口密度每平方公里 20～30 人;②浅山区在海拔 2800m 以下，地表

黄土覆盖，丘陵起伏，植被稀少，水土流失严重，面积约占流域的 1 /2;③川水区为湟水

干、支流的河谷地带。一般由多级阶地构成，村庄、工厂、城镇、铁路、公路、农田多坐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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于Ⅱ～Ⅲ级阶面上，土壤以栗钙土为主，气候温和，人多地少，劳力丰富，耕作历史悠

久，灌溉设施较为完善，农作物产量较高。

1. 3 气候

湟水流域深处西北内陆，远离海洋，水汽主要来源于印度洋孟加拉湾上空的西南

暖湿气流，属于高原干旱、半干旱大陆性气候，气候垂直变化明显，从西向东海拔逐步

降低，气温随之升高，降水逐渐减少。这里春季干旱多风，夏季气温较高，秋季凉爽，冬

季寒冷而漫长，寒冷和干旱是该地区的主要气候特点。因流域位置偏北，西风带系统

过境频繁。在夏季受东南季风和西南季风的影响，水汽较为充沛，同时近地表气温较

高，常使大气层处于不稳定状态，形成热力对流。加上地形对气流抬升和对锋面的阻

拦作用，以及冷空气顺河西走廊南下时，往往沿湟水河谷倒灌等原因，致使该流域成为

全省暴雨出现次数最多，雨量最大的地区。年平均气温 2. 7益 ～7. 9益，无霜期 65～200
天，年平均降水量 300～500mm，个别地区超过 600mm。降水量随海拔的增高而增多，

山区大于川水，脑山大于浅山，增高系数 16 ～ 18mm /100m。由于湟水流域远离海洋，

地形复杂，再加上受气候特征的影响，致使该流域的年降水量在时间和空间上的分布

极不均匀，6—9 月份降水量占全年降水量的 70%以上，降水量的年际变化也较大，变

差系数 CV 值在 0. 15～0. 30 之间，历年最大最小降水量之比为 2～4 倍。如乐都大峡水

文站 1961 年降水量为 532. 6mm，而 1966 年降水量只有 155. 2mm，相差近 400mm，之

比为 3. 43。该流域蒸发量在 1000～ 2000mm 之间，蒸发量在空间的分布上，表现了与

降水量相反的规律，即随地形的增高而减少，蒸发量随降水量的大小而增减。浅山区

和川水区属干旱和半干旱区，脑山区属湿润和半湿润区。
湟水流域海拔在 1650～4400m 之间，平均海拔在 2500m 左右，山地占总土地面积

的 80%以上。除海晏县为牧业区外，其余属农业区。湟水流域属半干旱的高原大陆

性气候类型，寒冷和干旱是区内主要气候特点。

1. 4 土壤植被

湟水流域是青海省主要农业区。地势自西向东倾斜，属于黄土高原与青藏高原的

过渡地带。海拔 1650～2400m 左右的湟水谷地，分布着肥沃的良田，种植历史悠久，是

青海省主要高产区，河谷两岸的丘陵地区和海拔 3200m 以下的山区，分布着大量的耕

地，是青海省主要早作农业区。海拔 3200m 以上地区除部分高山覆盖积雪外，大多有

牧草生长，伴有天然林，是优良牧场，并有少量耕地。本区土壤受海拔、地形、温度、降
水的影响，变化明显，呈水平———垂直复合分布。阶地发育普遍，是湟水河谷地貌的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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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特征之一。主要耕种土壤有灌淤土、灰钙土、栗钙土、黑钙土。极少量的潮土、新积

土等。川水地区以灌淤土为和主，土体深厚，结构良好，是我省高产土壤; 低位山旱

( 浅山) 地以栗钙土为主，土体干旱，肥力贫瘠，植被稀少，水土流失严重; 高位山旱( 脑

山) 地以黑钙土为主，土体湿润，有机质含量丰富，土壤肥沃，但土层较薄。种植业布

局主要类型有: 川水小麦果菜复种类型区，川水小麦蚕豆单作类型区，低位山旱( 浅

山) 麦豆薯绿肥轮作类型区，高位山旱( 脑山) 青稞油菜轮作类型区，高山饲草饲料牧

业类型区。

湟水流域内土壤植被随地形、海拔、气候和成土母质的综合影响呈明显变化规律。
流域的成土母质主要为第三纪和第四纪黄土，河谷地区由冲洪积次生黄土和红土组

成，以灌溉型栗钙土为主，土壤肥沃，气候温和，植被多为人工种植的四旁林。浅山地

区多为红、黄、灰栗钙土，干旱缺水，水土流失严重，土壤贫瘠，有机质含量约 1%，除已

开发的耕地外，多为荒山秃岭，植被为荒漠草原类。脑山地区耕作土壤主要以暗栗钙

土、黑钙土及山地草甸土为主，土壤比较肥沃。脑山地区是青海省植被最好的地区，除

分布有部分森林外，还有广阔的草甸草原，植被覆盖度达 60%以上。

1. 5 河流水系

湟水发源于青海省海北藏族自治州海晏县包呼图山北部的洪呼日尼哈，河源海拔

4395m。河水自河源由北向南流，至海晏县三角城转向东南流，经湟源县城转向东偏

南流，经湟中、西宁、互助、平安、乐都、民和、兰州市红古区、临夏回族自治州永靖县等

县( 区) 、市。

湟水河源至三角城称麻皮寺河( 又称包呼图河、麻学寺河) ，于三角城北纳哈利涧

河( 又称哈勒景河) ，河流通过巴燕峡至湟源称巴燕河，湟源至西宁市称西川河。湟水

从海晏进入湟源后，东流南纳寺寨沟、上纳隆沟、塔湾沟、大华沟( 又名拉拉河) 。至湟

源县城南纳波航沟、药水河。药水河是湟源境内入湟的最大支流。在湟中县境内北纳

西纳川、云谷川。南纳盘道沟、尕布沟、转嘴沟、维新沟、康缠川沟、甘河、实惠沟、火烧

沟等支流。至西宁市，北川河由北注入干流，南川河从南注入干流。北川河是湟水的

第二大支流，沙塘川是湟水的第三大支流。

西宁以下始称湟水，东流至韵家口，北纳沙塘川，沙塘川是湟水的第三大支流。出

小峡南纳小南川河( 又名西沟) ，北纳哈拉直沟。至平安镇北纳红崖子沟，南纳三合沟

( 又名祁家川) 、白沈家沟( 又名沙沟) 、巴藏沟。湟水在高店镇湾子村进入乐都区境内

后，南岸有高店沟、叶家沟、马哈拉沟、峰堆沟、直沟等支流汇入。北岸有上水磨沟、干
沟、卡岔沟、迭尔沟、努木池沟等注入。至乐都县城以下至老鸦峡西口，引胜沟、羊倌

沟、卯寨沟、下水磨沟、白崖子沟、碾线沟、羊肠子沟等支流由北注入; 岗子沟、碱沟( 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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名汤官营沙沟) 、双塔沟、虎狼沟等支流由南注入。在老鸦峡湟水北岸乐都境内，有岔

沟、大沟等支流注入。在老鸦峡民和莲花台附近，有那仁沟、敖沟等支流由北注入，芦

草沟、松树沟等支流由南注入。至民和县城川口镇附近，米拉沟、巴州沟等支流由南注

入。

湟水最大支流大通河由西北方向在民和县享堂村注入湟水，水量剧增。后湟水成

为甘青两省界河，民和川口镇以下有支流咸水沟、隆治沟等从右岸汇入，后湟水在民和

县马场垣乡下东川村沙河湾进入甘肃境内。在甘肃境内入湟支流主要集中在兰州市

红古区境内，入湟主要较大支流有牛克沟、倒水沟、三条沟和岗子大沟等。牛克沟在红

古乡王家口村注入; 倒水沟在花庄镇河嘴村西注入; 三条沟在花庄镇湟兴村西注入; 岗

子大沟在红古区平安镇岗子村西注入湟水，岗子大沟也是湟水下游的最大支流。湟水

右岸有二房沟在永靖县西河镇二房村注入。后湟水在兰州市西固区达川乡岔路村注

入黄河。

由于湟水流经不同的岩性与构造区，在其流域内出现了不同的地貌形态，有山地

与盆地，有丘陵、峡谷与平原。河谷中的盆地有湟源盆地、西宁盆地、平安盆地、乐都盆

地、民和盆地，其中以西宁盆地为最大。盆地内的峡谷有巴燕峡、扎马隆峡、小峡、大
峡、老鸦峡等。峡谷长一般在 5～6km，其中老鸦峡最长 18km，迂回曲折，两壁陡峭，谷

窄而深。湟水流域水系发育，呈羽状和树枝状，西宁以上为扇状水系，干流偏于流域右

部。

河流上、中、下游的界定，应根据流域自然地理、水文特性、水资源开发利用和行政

区域等要素综合界定。湟水西宁小峡西口以上为上游( 有些学者将湟源峡东口以上

界定为上游) ，西宁小峡西口至民和县川口镇享堂村大通河入湟口以上为中游，民和

县川口镇享堂村大通河入湟口以下至兰州市西固区达川入黄河口为下游。

湟水干流河道长 373. 9km。河床一般宽 100 ～ 200m，峡谷地带仅 30 ～ 50m。干流

河道多为砂砾石河床，两岸多为阶地。河道平均坡降 3. 50译～ 14. 8译之间，在上游及

峡谷处较大; 平原区较小。河道弯曲率 1. 07 ～ 1. 34，大峡以下较大。地表径流主要来

源于降水和地下水补给。年径流深 100 ～ 200mm，中高山及低山丘陵区后缘的脑山区

水源较丰富，径流系数达 0. 40 ～ 0. 50 左右。湟水干流民和站和支流大通河享堂站

1952—2008 年实测径流资料分析，湟水入黄河多年平均流量 141. 0m3 /s，年径流量

44. 5 亿 m3。
湟水干流有流域面积大于 10km2 的大小一级支流 94 条，连同众多的次一级支沟，

构成羽毛状、树枝状水系。流域河网密度 0. 153km /km2，河系不均匀系数 0. 80 ～ 0. 90
间。流域面积在 10 ～ 50km2 支流 41 条，50 ～ 100km2 支流 19 条，100 ～ 300km2 支流 21
条，300～500km2 支流 7 条，500 ～ 1000km2 支流 3 条，1000 ～ 10000km2 支流 2 条，即北

川河和沙塘川，超过 10000km2 支流 1 条，即大通河。湟水干流一级支流中各级别面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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支流统计见表 1原2。
表 1原2 湟水干流一级支流中各级别面积的支流统计

级 别
各 级 别 的 面 积 ( km2 )

10～50 50～100 100～300 300～500 500～1000 1000～10000 跃10000
合计

支沟数( 条) 41 19 21 7 3 2 1 94

湟水一级支流中除大通河外，有多年平均流量大于 0援 50m3 /s 的一级支流 25 条，

其中多年平均流量在 0援 50～1援 0m3 /s 间的支流有 11 条; 多年平均流量在 1援 0～2援 0m3 /

s 间的支流有 7 条; 多年平均流量大于 2援 0m3 /s 的支流有 7 条。北川河流量最大，多年

平均流量达 20援 1m3 /s。湟水一级支流中，多年平均流量大于 0援 50m3 /s 的支流统计见

表 1原3。

表 1原3 多年平均流量大于 0援 50m3 /s的湟水一级支流统计

年平均
流量级别

支 流 名 称 及 流 量 ( m3 /s) 条数

0援 5～1援 0
盘道沟( 0援 706) 、康缠川( 0援 804) 、甘河沟( 0援 538) 、实惠沟( 0援 75) 、哈拉直
沟( 0援 75) 、红崖子沟( 0援 83) 、三合沟( 0援 95) 、白沈家沟( 0援 822) 、上水磨沟
( 0援 888) 、虎狼沟( 0援 718) 、下水磨沟( 0援 62) 。

11

1援 0～2援 0 大南川( 2援 0) 、小南川( 1援 32) 、白沈家沟( 1援 47) 、岗子沟( 1援 332) 、米拉沟
( 1援 08) 、松树沟( 1援 05) 、巴州沟( 1援 20) 。 7

跃2援 0 哈利涧河( 2援 44) 、药水河( 2援 58) 、西纳川( 4援 87) 、北川河( 20援 1) 、沙塘川
( 3援 69) 、引胜沟( 3援 46) 、隆治沟( 2援 04) 。 7

合 计 25

1. 5. 4 湟水支流水系特点

1. 5. 4. 1 支流特点

除流域面积大于 200km2 的较大支流有常流水外，其他多为时令河( 沟) 。主沟道

长度一般在 5～40km 之间，山溪性河流，河道落差大，水流湍急，沙砾石河床，主沟道比

降大多在 20译～80译之间。流域上游多为径流来源区，农村生活用水水源地，植被良

好，下游及出山口附近植被较差，沟道两岸阶地多垦为农田，为径流利用区。径流以降

水补给为主，年内分配不均，年内、年际变化大。大部分沟道多年平均流量小于

0. 50m3 /s。降水量从河口至河源递增，降水集中在汛期 6—9 月份，常有山洪暴发。

1. 5. 4. 2 大通河是湟水的一条独特支流

大通河与湟水在青海省民和县享堂村汇合，大通河流域面积接近湟水，河长、水量

均大于湟水，但它仍被界定为湟水的支流，这就是大通河独特之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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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从流域面积比较。大通河与湟水干流汇合处( 民和县享堂村) 流域面积

15130km2( 其中青海省境内流域面积 12943km2，占 85. 5%; 甘肃省境内流域面积

2187km2，占 14. 5%) ，湟水与大通河汇合处 ( 民和县享堂村) 以上的流域面积

15545km2，湟水流域面积比大通河流域面积多 2. 67%，湟水与大通河流域面积相差不

大。②从水量比较。根据 2006 年的全国水资源最新评价: 湟水民和水文站多年平均

径流量为 20. 64 亿 m3，大通河享堂站多年平均径流量为 28. 95 亿 m3，湟水水量比大通

河少 40. 3%。③从河长比较。大通河长 574. 12km( 其中青海省境内全长 464. 42km，

占全长的 81%，下游 109. 7km 为甘肃、青海两省界河和局部流经甘肃境内) ，湟水在民

和县享堂村以上的河长 305km，湟水长度远远小于大通河。

以长度与流量论，大通河实为湟水正源，但仍被界定为湟水支流。大通河是国内

著名的一条比干流湟水源远流长且水量大于湟水干流的独特支流。《中国国家地理》

杂志 2009 年第三期“黄河在历史与现实间徘徊”一文中，就“大通河为湟水支流”作为

特例，来探讨河流干、支流与河源之间的关系。由于大通河是一条独特支流，它虽属湟

水支流，因地处甘青两省交界地带，不同自然地理特征，在以往人们已形成的概念及科

学研究中，大都将大通河作为独立的流域看待。

1. 6 社会经济概况

湟水流域内主要包括西宁市区、大通县、湟中县、湟源县、海东市平安区、互助县、
乐都区和民和县。流域人口的分布受气候、地形、水土资源、交通和城镇的影响，主要

集中在西宁市和大通、平安、乐都、民和等地城镇及河谷川水地区。2013 年流域总人

口达到 345. 63 万人，其中: 城镇人口 148 万人，城镇化率 43%，农村人口 197. 63 万人;

GDP 为 764. 14 亿元，其中工业增加值 312. 35 亿元，占 GDP 的 41%; 耕地面积 433. 51

万亩，有效灌溉面积 129. 54 万亩; 牲畜总头数 279. 89 万头( 只) ，其中: 大牲畜 52. 43

万头、小牲畜 227. 46 万头( 只) 。湟水流域主要县( 市) 社会经济资料统计见表 1原4。

1. 6. 1 西宁市

西宁市 2013 年总人口 119. 83 万人，其中: 城镇人口 115. 34 万人，农村人口 4. 49
万人; GDP 为 440. 26 亿元，其中工业增加值 154. 60 亿元、建筑业增加值 27. 70 亿元，

第三产业增加值 255. 30 亿元; 耕地面积 7. 67 万亩，有效灌溉面积 23. 2 万亩; 牲畜总

头数 7. 57 万头( 只) ，其中: 大牲畜 0. 81 万头、小牲畜 6. 76 万头( 只) 。

1. 6. 2 大通县

大通县 2013 年总人口 45. 30 万人，其中: 城镇人口 9. 31 万人，农村人口 35. 99 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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