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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书书

前 言

水资源是基础性的自然资源和战略性的经济资源。随着经济发展和社会进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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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社会的各个方面，直接关系到国家经济安全与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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直接关系到整个国民经济
发展。水资源优化配置是实现水资源合理开发利用的基础，是解决或缓解由于水资源
短缺、不合理开发利用等引起的人们生活、生态环境、社会经济等问题，以保障流域或
区域可持续发展和人民生活水平提高。

2013 年 2 月 8 日，经国务院批准撤销海东地区，设立地级海东市，成为中国最年
轻的地级市。海东市是青海省经济发展核心区域，在全省经济社会发展和改革开放大
局中具有突出带动作用和不可替代的战略地位。青海东部城市群是以西宁市为中心
城市，乐都为副中心城市，民和、平安、互助、大通、湟源、湟中县城和中心镇为节点，以
交通、信息、生产要素、市政设施为纽带，聚合资源，拓展功能，形成网络，打造集群式经
济增长模式，发挥辐射带动作用，形成推动青海全省经济社会发展的新引擎。推进以
西宁为中心的东部城市群建设，是加速全市城镇化、工业化进程的必然选择，是促进海
东区域协调发展和统筹城乡一体化的重要举措，对引领全市经济社会又好又快发展，

具有深远的战略意义和重大现实意义。

海东市地处青藏高原与黄土高原的过渡地带上，位居河湟，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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其它环境因素变异。长期以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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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些基本市情决定了水利在农业生产和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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也是海东市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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据“四区两带一线”发展
规划纲要和海东市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二个五年发展规划纲要，在调查研究和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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证的基础上，对海东市水资源及境内水文水资源突出问题进行了专题研究。
本书分上、下篇，约 62． 6 万字。上篇为海东市水资源研究，共十二章; 下篇为海东

市境内有关水文水资源专题研究，共十四个专题，主要内容包括: 海东市境内黄河干
流、湟水、大通河径流、泥沙特征研究;海东市境内主要河流设计洪水分析;海东市境内
河道生态基流量研究;海东市所辖典型县水资源调查评价;海东市境内工业园区、水电
站等建设项目水资源论证研究;海东市骨干水源工程介绍; 海东市典型流域水资源平
衡分析;海东市境内水库移民安置思路与模式; 海东市境内农村供水工程水源论证及
工业园区周边山洪洪水研究等内容。

上篇: 第一章由李万寿撰写; 第二章由张承民撰写; 第三章由霍小虎、孙洪保撰写;
第四章由郭德成撰写; 第五章由冯亚楠撰写; 第六章由喇承芳、高梦瑶撰写; 第七章由
易其海撰写; 第八章由石岩撰写; 第九章由仇杰、李明撰写; 第十章由喇承芳撰写; 第十
一章由石岩、易其海撰写; 第十二章由易其海撰写。

下篇:海东市境内水文水资源研究专题研究，由李万寿、霍小虎、孙洪保、张承民、
喇承芳、郭德成、冯亚楠、仇杰、李明、易其海、石岩、高梦瑶等完成。

全书统稿由李万寿、喇承芳、霍小虎、孙洪保担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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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编 者
2014 年 3 月于兰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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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章 总 论

1. 1 指导思想、原则及主要内容

1. 1. 1 指导思想

以邓小平理论和科学发展观为指导，全面贯彻可持续发展治水思路，按照构建资
源节约型、环境友好型社会和建设海东市的要求，以确保人民群众用水需求、促进经济
社会又好又快发展、改善和保护生态环境为目标，坚持全面规划、统筹兼顾、综合治理，

兴利除害并重，开源节流治污并举，通过加强需水管理、转变用水方式、合理配置和有
效保护水资源、实行最严格的水资源管理制度，正确处理经济社会发展、水资源可持续
利用和生态环境保护的关系，着力解决水资源短缺、水环境污染等问题，确保供水安全
和生态安全，以水资源的可持续利用支撑海东市经济社会可持续发展和维系生态系统
良性循环。同时紧紧围绕“推进海东实现工业化、城乡一体化和农业现代化”的战略
任务和经济社会发展的总体要求，以保障城乡供水为目标，以推进节水技术为手段，以
推进机制创新为动力，以强化队伍建设为保障，兴利除害结合、开源节流并重、节约保
护并举、建设管理齐抓，科学规划、统筹安排、综合治理、节水优先、强化保护、量水而
行，促进海东水利事业又好又快发展，为海东市建设提供强有力的水利保障和支撑。

近年来，随着经济发展和社会进步，水资源在开发利用过程中的供、用、排、耗关系
及用水结构也发生了较大改变，水资源短缺及水资源的供需矛盾日益突出，水资源利
用方式粗放、利用效率不高的问题也十分突出，纳污量超出水环境承载能力、水污染形
式严峻、生态用水被大量挤占、生态环境恶化、水资源管理不能满足现代流域管理的需
要等问题，已成为制约经济社会发展的严重因素。

为贯彻落实科学发展观，围绕建设资源节约型社会，满足以水资源的可持续利用
促进经济社会可持续发展的要求，制定水资源合理开发、高效利用、优化配置、合理节
约、有效保护、综合治理、科学管理的总体布局和实施方案，开展海东市水资源研究，着
力解决新时期水资源的开发、利用、配置、节约、保护和治理等重大问题，加强水资源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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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管理，提高水的利用效率，建设节水型社会，促进经济社会发展和水资源可持续利
用。在对水资源及开发利用现状进行评价的基础上，提出水资源开发、利用、配置、节
约和保护的方案及对策措施，为水资源可持续利用和水资源科学管理提供依据，从而
促进和保障海东市人口、资源、环境和经济的协调发展。

1. 1. 2 原则

———坚持以人为本。把民生水利建设作为跨越式发展的重点方向，着力解决农牧
民群众饮水安全问题、农田灌溉和病险水库除险加固问题，不断改善农牧民群众的生
产生活条件。保障城乡居民基本用水权益，确保生活用水，保障生产用水，改善人居环
境，提高广大人民群众的生活水平和质量，促进人与社会和谐发展。

———坚持突出重点。着力抓好水利骨干工程、防洪工程、水土保持生态项目和节
水改造工作。

———坚持建管并重。把水利工程建设与加强运行管理紧密结合起来，建立完善的
工程良性运行与管护机制，确保工程建得成，管得好，长受益。

———坚持政府主导。充分发挥公共财政对水利发展的保障作用，大幅增加水利建
设投资。多渠道筹措资金，千方百计增加水利投入，切实管好用好各项水利资金，提高
投资效益。

———坚持改革创新。把握机遇，转变观念，加快体制机制创新，不断增强自我发展
能力。

———坚持人水和谐。按照建设生态文明的要求，充分考虑流域和区域水安全状
况，综合开发和有效保护水的资源功能、环境功能、生态功能，切实提高人民群众的生
活水平和质量。

———坚持统筹兼顾。充分考虑流域和区域功能定位、发展战略和湟水水系特点，

统筹城乡发展需求，兼顾上下游、左右岸，统筹水资源开发利用、节约保护，确保水利设
施配套与经济社会发展的协同性和一致性，促进区域协调发展。

———坚持保护优先。妥善处理开发与保护的关系，在合理开发、优化配置、全面节
约、有效保护水资源的同时，注重发挥生态自然修复能力，改善生态环境，保护水资源
的可持续利用，促进经济社会与资源环境协调发展。

———坚持高效利用。调整和优化水利发展布局，合理确定水利设施的有效配套，

科学调度，实现以丰补枯、以多补少、以清释污，提高水资源配置的调控保障能力，提高
缺水地区的水资源承载能力，提高城乡供水的保证率。

1. 1. 3 主要内容

对海东市水资源及境内有关水文水资源问题专题研究，按照人口、资源、环境和经
·4·



济社会协调发展的客观需要，在深入分析水资源开发利用现状和存在问题的基础上，
结合区域水资源条件，科学预测不同水平年经济发展对水资源需求及可能变化趋势，

并提出解决水资源供需矛盾问题的方法、措施和实施意见，制定水资源优化配置方案，

解决水资源开发利用中出现的突出问题，协调好生活、生态、生产用水合理性比例，促
进水资源可持续利用。海东市水资源及境内水文水资源专题研究包括以下主要内容:

( 1) 海东区域概况介绍，包括地理位置及行政区划、地形地貌、土壤植被、自然资
源、社会、经济发展概况等内容;

( 2) 海东水资源，包括自产地表水资源、地下水资源量分析;过境黄河、湟水、大通
河水资源分析，水资源总量和水质、可利用水量分析及海东水资源特点等内容;

( 3) 过境黄河、湟水、大通河水资源是当地重要的水资源，对海东过境黄河、湟水、
大通河干流及支流水系进行详尽介绍;

( 4) 利用水文站实测水文资料对其进行详尽的分析;
( 5) 对海东市六县( 区) 水资源调查评价成果进行汇总、分析;
( 6) 对海东市水资源开发利用现状进行初步分析;
( 7) 对海东市不同水平年，近期、中期需水进行预测及水资源供需分析;
( 8) 提出对海东市六县( 区) 水资源配置原则与思路，以及各县( 区) 规划目标、任

务和水资源配置方案;
( 9)根据海东市水功能区现状评估，对入河污染物量、控制量和削减量进行预测;
( 10) 根据海东市目前水资源开发利用面临的问题提出对策;
( 11) 对海东境内有关水文水资源问题进行专题研究，主要包括: 海东境内湟水、

大通河、黄河干流径流、泥沙特征研究，海东市境内河流设计洪水分析，境内河道生态
基流量研究，典型县水资源调查评价，境内工业园区、水电站等建设项目水资源论证研
究，海东市骨干水源工程介绍，典型流域水资源平衡分析，境内水库移民安置思路与模
式，境内农村供水工程水源论证及工业园区周边山洪沟洪水研究等。

1. 2 依据及水平年

1. 2. 1 法律依据

( 1) 《中华人民共和国水法》《中华人民共和国水污染防治法》《中华人民共和国
水污染防治法实施细则》《取水许可制度实施办法》《水利产业政策》《湟水流域水污
染防治条例》;

( 2) 《全国水资源综合规划任务书及技术大纲》《青海省水资源调查评价技术细
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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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 青海省人民政府( 青政办【2008】74 号) 《青海省黄河取水许可总量控制指标
细化方案》;

( 4) 青海省人民政府( 青政办【2009】62 号) 转发省水利厅关于《青海省用水定额》

的通知;
( 5) 1987 年国务院批转的( 国办发【1987】61 号) 文“正常年份黄河可供水量分配

方案”、1998 年水利部( 水资文【1998】518 号) “关于印发《大通河水量分配方案》的
函”;

( 6) 《中华人民共和国水土保持法》《中华人民共和国防洪法》《中华人民共和国
环境保护法》《中华人民共和国城市规划法》《城市供水条例》《饮用水水源保护区污
染防治管理规定》等。

1. 2. 2 技术标准、规程、规范

主要包括《江河流域规划编制规范》( SL201 － 97) 、《防洪标准》( GB50201 － 94 ) 、
《地下水监测规范》( SL /T183 － 96) 、《土壤侵蚀分级标准》( SL196 － 96) 、《水利水电工
程等级划分及洪水标准》( SL252 － 2000) 、《水利工程水利计算规范》( SL104 － 95 ) 、
《水利水电工程泥沙设计规范》( DL /T5089 － 99) 、《水利水电工程环境影响评价规范》
( SDJ302 － 88) 、《江河流域规划环境影响评价规范》( SG45 － 92) 、《城市给水工程规划
规范》( GB50282 － 98) 、《节水灌溉技术规范》( SL207 － 98) 、《灌溉与排水工程设计规
范》( GB50288 － 99) 、《地表水环境质量标准》( GB3838 － 2002) 、《地下水质量标准》
( GB /T14848 － 93) 、《污水综合排放标准》( GB8978 － 96) 、《农田灌溉水质标准》
( GB5084 － 92) 、《水利建设项目经济评价规范》( SL72 － 94 ) 、建设项目水资源论证导
则( 试行) ( SL /Z322 － 2005) 等。

1. 2. 3 相关规划

主要包括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深入实施西部大开发战略的若干意见》; 青海省
《“四区两带一线”发展规划纲要》;青海省委、省政府《关于推进以西宁为中心的东部
城市群建设意见和决定》;青海省水利厅编制《青海省用水定额》( 2009) ;《青海省水资
源综合规划》《青海省水功能区划》《海东地区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二个五年规划
纲要》《海东市城市总体规划》《海东地区水利保障规划》《湟水流域综合规划》《海东
地区“十二五”水利发展规划》等。

1. 2. 4 范围及水平年

范围为海东市完整行政区。规划范围为海东全市，包括平安县、乐都区、互助土族
自治县、民和回族土族自治县、化隆回族自治县、循化撒拉族自治县，总面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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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160km2。现状基准年为 2010 年。近期水平年为 2015 年，中期水平年为 2020 年，远
期水平年为 2030 年。分析论证的重点为近期及中期水平年。

水资源评价水文系列统一采用全国第二次水资源调查评价水文系列，即 1956—
2000 年同步系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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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章 区域概况

2. 1 地理位置及行政区划

海东市位于青海省东北部，“海东”以位于青海湖东而得名。1978 年 10 月 19 日
经国务院批准，从湟中县析置平安县，设置海东市，辖民和、乐都、湟中、湟源、平安县和
互助土族自治县、化隆回族自治县、循化撒拉族自治县。1979 年 3 月，中共海东地委
和海东地区行政公署正式设立，驻平安县平安镇。1986 年，民和县改称民和回族土族
自治县。1999 年 12 月，湟中县、湟源县划归西宁市管辖。

2013 年 2 月 8 日，经国务院批准撤销海东地区，设立地级海东市，成为中国最年
轻的地级市。海东市治拟定在新设立的乐都区。现辖一区五县，即乐都区、平安县、互
助土族自治县、民和回族土族自治县、化隆回族自治县、循化撒拉族自治县，最终实现
“一市两区四县”格局。

海东市全境东西长约 139. 2km，在东经 100°41. 5' ～ 103°04' ( 平安县小峡—民和
县下东川) 之间;南北宽约 180km，在北纬 35°25. 9' ～ 37°05' ( 循化县刚察乡—互助县
南门峡乡) 之间。全市行政区域面积 13160km2，占青海全省面积的 1. 83%。东北部与
甘肃省的武威市天祝县、兰州市永登县和红古区等市、县、区毗邻; 东南靠甘肃临夏市
永靖县、临夏县和积石山县，甘南藏族自治州夏河县;西北、西南分别与本省海北州、西
宁市、湟中县、黄南州等州、市、县接壤。

海东市史称“湟中地”“三河间”“河湟地区”。早在 4000 多年前，人类就在这块土
地上生息繁衍。这里人口众多，劳力富余，光、热、水、土资源丰富，交通便利，农业开发
历史悠久，经济基础雄厚，产业门类较齐全，矿产资源丰富，是青海省人口最集中的多
民族聚居区，在青海省的经济发展中起着龙头作用。它东接兰州，西通柴达木盆地和
中亚，南连川藏，北达河西走廊，地理位置极为重要，在柴达木盆地开发和青海省经济
发展中占着“强东拓西”的战略位置，肩负着经济建设与战略转移的重任，是国家开发
西部的重要窗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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