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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满足纂修新方志的需要，我们在编纂乌鲁木齐市志环境保护专

章的基础上，编写了这本《环境保护志》。本志是一部环境保护的专

业志，资料涉及的时限上到1 949年，下至1 986年，内容丰富，资

料翔实，重点记述了乌鲁木齐市1 976年到1 986年间环境保护机构

的沿革、环境监测和环境质量及其变化趋势等，反映出本市环境保护

事业的兴起和发展的全过程。

环境保护是一门涉及面广、技术性、专业性和政策性很强的综合

性科学．由于我们首次编写《环境保护志》，经验不足，水平有限，

所以，这本《环境保护志》不论是从志书对文字的要求还是对体例的

要求上，都相差甚远，不足之处恳望读者批评指正．然而，本志却留

下了供今后研究和使用的丰富的资料．

；4 在编写这本《环境保护志》的过程中，得到了许多有关单位和专

家的积极支持与热情指导，在此谨致以诚挚的谢意。

一九八八年十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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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章环境概况

．第一节 自然环境概况

一，地理位置
47

乌鲁木齐位于新疆维吾尔自治区的北部，地处准噶尔盆地东南边

沿，天山北麓的山前坳陷之中．自东向南，隔天山与吐鲁番．托克

逊、和静三市县接壤。由西向北，依次与昌吉、米泉、阜康、吉木萨

尔四县相连。地理坐标位置在东径86。37
7
56∥～88。58

7
22∥

和北纬43
o

01
7
08∥～44

o

06
7

1 1∥之间。东西长约1 90公里，

南北宽约1 20公里．1 9 86年土地总面积1 1 440平方公里，占全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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山区)一带．侏罗系(J)为沼泽——湖泊相沉积，分布于雅玛里克

山以北、西山、六道湾、七道湾一带，为砂岩、页岩、炭质石岩等含

煤地层。白垩系(K)．地层在市区北部红庙子山有零星出露，以紫红

色、灰绿色砂岩、砾岩为主。第三系以橙黄色、土黄色、浅绿色泥岩

为主，夹灰色砂岩薄层，在水磨沟．黑山头处有零星出露。第四系

(Q)沉积物在本地区广泛分布．

乌鲁木齐地形标高在海拔650--．"1 1 OO米之间，东、南、西三面

环山，西北向准噶尔盆地倾斜，平均坡度为1 2～1 5‰。境内最高点

为东北部博格达峰，海拔5445米；最低处为北部平原上的安宁渠乡

青格达湖，海拔504米。市区呈狭长带形，地势东南高而西北低。

本地区高山约占总面积的50％，丘陵约占1 6．6％，平原约占

33．4％。
’

三．气象特征

乌鲁木齐地区属于典型的大陆性气候，亚中温带干旱半干旱气候

区。特点是：夏季炎热，干燥少雨；春秋两季多大风，扬尘、沙暴和

烟雾日出现较多；冬季寒冷，采暖期长。全年寒暑变化剧烈，光照丰

富，降水少且分布不均，。山区多于平原(谷地)，西部多于东部。四

季均有逆温出现，且低层逆温占优势，冬季逆温层厚而强度大。

据乌鲁木齐1 9 50～1 985年35年的气象资料表明：

．【气温】 年平均气温6．4℃。七月最热，平均气温24．513，极端

日最高温度达42．1℃(1 973年8月1日)；一月最冷，平均气温零

下1 4．9℃，极端日最低温度零下41．5℃(1 951年2月27日)；平

均年较差40．413。地面温度最高达67．513，最低零下43．613．最大

冻土层深度1 62厘米。

【气压】 年平均气压936．4毫巴，最高947．1毫巴(1 9 57

年)，最低9 1 3．6毫巴(1 9 51年)。

【降水量】 年平均降水量261毫米，年最大为401毫米(1 958

年)，最小为1 31．3毫米(1 974年)；一日最大降水量为57．7毫米

一2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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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978年6月1 1日)。年平均降水日数在1 00天左右，以一月份最

多，十月最少。

【蒸发量】 年平均22 66．8毫米。最大31 1 9．9毫米(1 974

年)，最低1 383．0毫米(1 9 52年)。年蒸发量约为年降水量的1 0

倍。 ‘。

【湿度】 年平均相对湿度58．8％，最高67．0％(1 952年)，最

低53．0％(1 974年)。 。

【日照】 年平均日照时数277 5．3小时，日照率平均62％。最高

为31 1 6．4小时(1 9 57年)，日照率达70％；最低2424．1小时

(1 9 52年)，日照率54％。

【无霜期】 年平均为1 76天，最多，201天(1 967年)，最小

1 38天(1 9 68年)。．

【风】 本地区主导风向春季多为南风、东南风，频率最高

1 4．3％，最大风速28米／秒，极大风速38米／秒(1 970年4月

1 1日，S E)；冬季多为北风和西北风，频率8．7 5～9．5％，最大风速

20米／秒二年平均风速2．6米／秒。大风(≥1 7米／秒)平均日数

28天(1 976年到1 9 85年统计)，主要风区在达坂城谷地。

【积雪】 平均为27．5厘米。最大积雪深度48厘米(1 9 5 9

年)，最小积雪深度1 1厘米(1 9 69年)。积雪日数平均为1 30天。

【逆温】 乌鲁木齐地区全年四季都有逆温出现，其中冬季逆温出

现频率较高，持续时间长(约3,-'4个月)，逆温层顶高二一般在1 200

～2 500米之间，底高度在1 00米左右，且低层逆温(主要是辐射逆

温)占优势，不少属于贴地逆温。逆温层的厚度和强度以冬季厚而

强，夏季薄而弱，春秋两季相差不大。逆温的日变化十分明显，日出

后逆温逐渐减弱，傍晚以后又逐渐加重，这不仅表现在频率、顶高

上，也表现在逆温层的厚度和强度方面。

【雾和烟幕】 据1 9 61年到1 970年气象资料，年雾日数为1 7．4

天，烟幕日数为31．2天，季节分布以冬季为最多。

【沙尘】 据1 9 51～1 9 60年和1 976,--'1 980年的气象资料，乌

-3一占



鲁木齐沙尘暴日数平均为4．0天。最多为1 0天(1 9 53年)．

四、水文

乌鲁木齐地区的水资源主要来自山区冰雪融化和降水补给，地表

水和地下水的区别，只是在于地质构造的不同，二者在利用过程中相

互转化。相互补给，实质上都属于统一的水源．地表水水域总面积约

54．3平方公里．
‘

(一)地表水

1．河 流

本地区的河流均属内陆河。按地理位置、地质构造及河流水源与

归宿分为四大水系．即头屯河水系、乌鲁木齐河水系、柴窝堡水系，

达坂城白杨河水系．按出山口统计共有河流41条．详见表1—1—

1．

表1-1-1 乌鲁木齐地区各水系河流情况一览表

■●

淤 平均年径流量 占总径 亿立方米 亿立方米～ 千万立方米

流量的 以上河流 千万立方米 以下河流 合计

水系＼ (亿立方米) (％) 条数． 河流条数 条数

头屯河水系 1．280 13．7 l 3 4

乌鲁木齐河水系 4．379 47．0 l 4 16 21

其中：乌河地区 2．770 29．7 l l 2

南山地区 0．801 8．6 2 7 9

●

东山地区 0．808 8．7 l 9 10

柴窝堡水系 1．220 13．1 3 2 5

达坂城白杨河水系 2．孓m一 25．I l 3 7 ll
●

其。它 O．097 1．1

总 计 9．316 100 3 i0 28 41

注：引自《乌鲁木齐县农业区划汇集》1984年10月．

在41条河流中。年径流量在1亿立方米以上的有乌鲁木齐河、

头屯河、白杨河．水磨河位于乌鲁木齐市水磨沟区．这些河流丰枯水

期水量大都变化悬殊，河床多为砂砾石构成，沿途渗漏甚大，其水质

一4一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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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地下水有较大影响。

【乌鲁木齐河】为乌鲁木齐河水系中的代表河流。发源于天山依

林哈比尔尕山的胜利达坂东南侧之一号冰川，由南向北出山口后-9南

山九条河流汇合，经山前洪积——)中积平原，穿市区和北部平原，流

向米泉县境内的猛进水库．年经流量约2．35亿立方米，流程约1 60

公里，流域面积约4300平方公里．

【头屯河】 为头屯河水系中的代表河流．发源于中天山喀拉乌成

山北坡的吾鲁特达坂，是乌鲁木齐与昌吉回族自治洲的天然界河。年

径流量约2．34亿立方米(其中昌吉约1．06亿立方米)，流程1 1 O公

里，在本市流域面积约1 500平方公里．

【白杨河】 为达坂城白杨河水系中的代表河流。由发源于天山博

格达峰南侧的高崖子沟、阿克苏沟、黑沟三条源流汇合而成。主流至

西沟谷地称白杨河，沿达坂城峡谷南流穿托克逊县境，再东流注入吐

鲁番的艾丁湖．年径流量约1．38亿立方米，流程1 80多公里。(在

本市境内长80公里)，流域面积约2650平方公里．

【水磨河】 属乌鲁木齐河水系中东山地区的一条较大河流。‘由东

山水磨沟、碱泉沟、榆树沟的地下潜水和部分雪水汇集而成。经苇湖

梁向北流，途中汇入八道湾．葛家湾．红湾——芦草沟、甘沟——镦

厂沟的泉水河及来自阜康县的白杨河，最后注入米泉县境内的八一水

库．流程60公里，境内流域面积约500平方公里。

2．湖 泊 一．
．

本地区的湖泊有盐湖和柴窝堡湖，均为天然湖泊。

【盐湖】 位于乌鲁木齐市东郊达坂城洼地，距柴窝堡1 4公里，

属闭塞性内陆湖泊．水源主要由北部博格达山中的黑沟，阿克苏沟补

给，南部山区及湖区降水补给较少，年总计补给量为6700万立方

米，全部消耗于湖面蒸发．盐湖总面积为24平方公里，-分东西两

湖。东盐湖面积约为西盐湖的三倍，两湖相距2．5公里。湖面海拔高

度为1 071米，湖水含盐度在2 5％以上，湖内钠盐、芒硝储量丰

富，是新疆维吾尔自治区著名的盐产地．

一／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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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1-1-2 乌鲁木齐地区水库主要特征一览表

库 容 所在地区及
水库名称 规模 竣工年月 说明

(万立方米) 水系

乌鲁木齐河 位于乌鲁木齐
乌拉泊水库 中型 、4000 1960．5

(南山矿区) 南16公里

乌鲁木齐河 1950年底竣工． 位于乌鲁木齐
红雁池水库 中型 5300

(南山地区) 1953年扩建 南10公里

位于乌鲁木齐
红岩水库 中型 2400 王家沟泉水 1972．10

西北王家沟

红旗水库 小型 105 九家湾泉水 1977

位于乌鲁木齐
青年水库 小型 180 十七户 1968

三屯碑

．东山水库 小型 50 石沟 1958

联丰水库 小型 17 石沟 1982

幸福水库 小型 150 南山地区 ． 1963

幸福二号水库 小型 90 牛毛湖泉水 1961

(二)地下水

本地区的地下水含水岩组，根据各岩性特征及地下埋藏条件的不

同，划分为五组(见《乌鲁木齐县农业区划汇集》第31 3页)：

1．第四系松散岩类孔隙水含水岩组；

一6二 _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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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中新生界碎屑岩类孔隙、裂隙含水岩组；‘

3．古生界分布不均匀的基岩裂隙水含水岩组；

4．古生界分布不均匀的碎屑岩类碳酸盐类溶裂隙水含水岩层

组；
．

5．多年冻土区地下含水岩组。

这五种含水岩组中以第四系松散岩类孔隙水含水岩组的分布．最

广，富水性好，开采条件最好，对工农业、生活用水开采价值最大。

这一岩组主要分布在：柴窝堡洼地；博格达山和喀拉扎山间的乌鲁木

齐河谷地带；乌鲁木齐河冲积洪积平原地带；达坂城盆地内。本地区

地下水含水层多为冲积洪积砂砾石结构，地表大多无保护层，水质易

受地表环境的影响。

乌鲁木齐地区地下水的补给来源主要有以下几方面：

南山山区大气降水、融冰雪水汇流成的地表径流在山口间戈壁砾

石带的渗漏补给；

博格达山基岩裂隙水向乌鲁木齐河河谷的侧向补给；
‘

乌拉泊水库坝下及水库坝肩的渗漏补给；

南郊戈壁潜水溢出的泉水补给。

地下水的排泄以开采消耗为主，其次是沿河床向河流下方的潜流

排出。随着城市人口和国民经济的持续发展，城市用水量不断增加。

长期以来，乌鲁木齐地下水的开发利用主要集中在市区周围，即

乌鲁木齐河河谷地带和乌鲁木齐河冲积洪积平原地带。据1 984年统

计(见《乌鲁木齐县农业区划汇集》第31 3页)，市区每日采水量为

27万立方米，而天然补给量仅1 5万立方米，超采1 2万立方米，结

果引起地下水位的普遍下降，平均下降的幅度为0．5～0．7米。由于

各地段地形条件、开采程度不一，地不水位下降的幅度也不相同(见

表1—1—3)。地下水位的持续下降，加剧了各种人为污染因素对地下

水质的潜在威胁．

乌鲁木齐地区水资源总量为9．32亿立方米，其中地下水资源约

4亿立方米。 I／

叫一恣。



表卜1-3 乌鲁木齐市不同地区地下水位升降情况一览表

地下水位升降情况(米)

地 区 备 注

年平均升降量 累计平均升降量

乌拉泊地区 +0．29 1971--1984年14年累计

三屯碑地区 -1．12 -14．00 第一自来水厂1972～1984年累计

仓房沟地区 -0．32 —9．27 开发承压水1970～1984年累计

红山至医学院 一0．07

二宫 一O．47 —9．41 第二自来水厂1963--1984年累计

二宫以外至八户地 一0．29 —4．35
7

1970--1984年15年累计

安宁渠至米泉地区 -0．60 -6．OO 1970～1980年累计 ·

(三)冰川

乌鲁木齐地区冰川资源丰富，主要集中于喀拉乌成山和博格达

山。冰川储藏高度上缘至顶峰，下缘至3200N 3700米左右。总面

积1 64平方公里，总储量61．9亿立方米，年平均消融量约1．24亿

立方米，对地表径流补给占年径流量的1 3％．

喀拉乌成山在本地区的冰川面积约为66．5平方公里，储藏量25

亿立方米，每年消融量中约有O．51亿立方米补给乌鲁木齐河和头屯

河水系。

．博格达山在本地区的冰川面积约97．8平方公里，储藏量为36．9

亿立方米，每年消融量中约有O．73亿立方米补给柴窝堡水系、达坂

城白杨河水系及东山地区河沟。

五、土壤

1 986年乌鲁木齐地区有农业耕地9 1万亩，约占全地区土地总

面积白{r 5．3％。根据其成土过程和发育特征可分为：栗钙土、棕钙

土、灰漠土、草甸土、灌耕土．潮土、水稻土、沼泽土八个土类；下

分暗栗钙土、普通栗钙土、灌耕栗钙土等1 5个亚类，44个土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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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土母质主要为洪积物、冲积物、坡积物、残积物、湖积物和冰水沉

积物等。质地大部分为壤土，少数为砂土和粘土。’土壤耕层容重在

1．3～1．7克／立方厘米之间，透水性适中。土层由山区至平原(实

为谷地)逐渐加厚，全部土壤呈中性偏碱性，PH值在7～9之间，

有机质含量在3％～1．8％之间。山区以黑钙土、栗钙土和棕钙土为

主，夹杂灰褐色森林土和草甸土等；平原地带主要有栗钙土、棕钙

土、灰漠土、灌耕土、潮土和水稻土。

六、矿产资源

【煤】 储藏量90亿吨，可采煤层总厚度达80余米，含硫量平

均约1％，灰份20％左右。主要有焦煤、肥煤、气煤、弱粘结性煤、

长焰煤、无烟煤等。

【石灰石】藏量1．04亿吨。

【石膏】藏量22亿吨。 ‘．

【油页岩】．藏量4．68亿吨，可采总厚度34,-'--66米。

【芒硝】 藏量1．1亿吨。

【食盐】藏量2．5亿吨。

【铜矿】 藏量1～2万吨，含铜量1％。

【沙金】 储量1 0 7立方米，品位0．2克／吨。

【砂石】储量1 04万吨。

【粘土矿】藏量600万吨。

此外，还有磷矿、菱铁矿、石油等。

七、草场、林地 一

1 98 5年可利用天然草场9 31．9万亩，占土地总面积的54．3％。

有林地面积1 3 5万亩，占总面积的7．9％，其中森林面积58万亩，

森林复盖率为3．4％。主要乡土树种和外地引进树种共92种。山区

以天山云杉为主，还有山杨、白桦、山柳、天山花楸等阔叶树木；河

谷次生林常见树种有密叶杨、白榆、白柳、胡杨、桦木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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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区野生植物约有70个科，二三百种。其中单

香油植物1 O多种．主要药用植物有阿魏、雪

莲、贝母、党参、甘草、麻黄、红花、兔丝子、苍耳、锁阳、车前、

大黄、构杞．茵陈、紫草、蒲公英、川地柏，大小蓟等。

【动物】 土种牲畜有哈萨克马、牛、细毛羊、大尾羊、土种鸡

等。

野生皮毛兽有：旱獭、

跑鹿、狼熊、香鼬、狍等。

【珍禽】鹰、鹫、鹞、

等。

野兔、狐狸、黄羊、大头羊、狼、马鹿，

雕、猫头鹰、雪鸡，鹌鹑、惊鸟、野鸡

九，能源资源

【光能】 全年太阳辐射总量为1 2 5．2～1 37．2千卡／厘米2·

年，折合1 01．7亿千瓦。

【水能】 理论蕴藏量1 8．5万千瓦。

【风能】 乌拉泊——柴窝堡——达坂城谷地是本地区著名的百里

风区，年平均风速6．1米／秒，有效风能2000,--"3000千瓦小时／

米2·年。为本地区风能资源最丰富、最有利用价值的地方。

【地热】 水磨沟温泉日平均流量220立方米，温度28"C以上，

1 9 82年以后开发为温泉浴室。

十、山脉

【博格达山】 位于城市东部，走向北西西，平均海拔高度3500

米。5000米以上的山峰有七座，以博格达主峰最高，海拔5445米，

雪线高度3800---"3900米。

【喀拉乌成山】 位于城市南郊，近东西走向，4000米以上的高

峰有27座，境内最高峰海拔4433米，雪线高3700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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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喀拉扎山】 位于城市西部，东西走向，由红色泥岩、砂岩和粉

砂岩组成，又称红山。东起石油泉子附近，西抵头屯河。

【西山】 位于喀拉扎山南部，与其平行并列。西端最高峰海拔
1 287米。

‘

【雅玛里克山】 俗称。妖魔山”，临城西部。F雅玛里克”系蒙古

语，意为山羊出没的地方。南北走向，平均海拔高度1 000米左右，

主峰青年峰海拔1 39 1．6米。

【红山】 横卧市区北部，北东东走向，由褐色细砂质和粉砂质页

岩组成。红山与雅玛里克山原是一整体，后因侵蚀，地层断裂形成绝

壁，两山屹然对峙，为乌鲁木齐新旧市区的天然咽喉地带，其间仅有

800米宽度。红山最高处海拔9 1 0．6米，俗称红山嘴，又称虎头
峰。

十一、自然灾害．

【干旱】 乌鲁木齐的平原谷地和低山带地区，蒸发量均为降水量

的1 0倍左右，即干燥系数大于4。春秋季出现明显的干旱，对农牧

业生产影响较大。1 93 5年东五道沟及芦草沟地区、1 9 53年乌鲁木

齐河．老龙河、头屯河流域曾出现过较严重干旱。

【冻害】 乌鲁木齐冬季严寒且漫长，植物容易受冻，尤其在冷空

气活动频繁时，气温骤降，农作物和牲畜易受冻害。春秋两季气温升

降较快，1 9 68年9月和1 982年5月曾出现不同程度的冻害。 ．

【大风】 乌鲁木齐是受风害较严重的地区之一，既有偏西大风的

危害，又有干旱的东南大风的威胁。尤其是春季，两者交替出现。

1 9 56年到1 9 82年曾出现6次危害大的风灾。其中1 961年5月3 1

日，后沟至吐鲁番的三个泉之间大风1 2级以上，造成九十一次列车

在三个泉至天山站之间脱轨。1 970年4月1 0日，市区及南郊东南

大风风速超过40米／秒，市区许多房屋、电线杆被吹倒，全市停

电，青年峰上可承受50米／秒风速的雷达天线被刮断。
?

【干热风】 又称焚风、干旱风。当吐鲁番盆地气压高于乌鲁木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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