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进入21世纪，水问题已成为全球关注的问题。尽管我们拥有空前先进的科学技术手段，但解 

决 “水危机”等问题难度仍然相当大 在应对水资源问题带来的巨大挑战中，我们应冷静地反思 

我国水问题发展、变化的历史过程及其症结所在，探讨经济社会发展与水之问的密切联系，研究 

以往的发展方式及其所付出的代价，探索解决水资源问题的途径。实践证日月，水不仅是基础性自 

然资源，也是战略性经济资源，是生态系统和环境的控制性要素。水利要与经济、社会、环境协 

调发展。治水中必须坚持人与自然和谐相处的理念，走可持续发展的道路。 

顾浩：教授级高级工程师、水利部办公厅主任 

我国华北、西北地区水资源严重短缺的状况，已为国家和广大民众所关注。有些学者提出“海水 

西调”的设想，大致方法是：调渤海的水到新疆存储在干湖或低洼地，再使其蒸发而获得降水量 (淡 

水)的增加。这种设想的目的是为了解决我国西北干旱缺水的问题，但其实际效果值得商榷。本人认 

为：在拟建的 “海水湖泊”附近，降水量会略有增加，而蒸发的水汽对于广大西北地区则无济于事。将 

海水盖住沙漠，必然会严重影响地表水和地下水，生态环境将遭到严重破坏。解决缺水问题，节水仍 

是关键环节。对于海水的利用，我建议沿海地区可以积极开展海水的直接利用和海水淡化，节省的淡 

水供河流的上、中游使用；而海水可以运到河流的中、下游地区，解决当地的水资源供求矛盾。 

关志华：中科院地理科学与资源研究所研究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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视河西走廊 “猪野泽" 

看石羊河水系之变迁 
_文／王英华谭徐明 一编辑／于翔汉 

在我国广袤的河西走廊上，有三大内 

陆河水系 他们是石羊河、黑河和疏 

勒河。这三大内陆河水系造就了戈壁 

沙海中的片片绿洲，创造了汉唐以来 

数代的辉煌文明 

然而 ， 自 然条 件 的 变化和 人 类 的扰 

动，使得三 大水系不断萎缩 。尤 其是 

石羊河水系的状况 日趋恶化，带来很 

多生态问题 ，为此，温家宝总理曾连 

续l1次做出重要批示：“绝不能让民勤 

变成第二个罗布泊。”那么，如何才 

能确保民勤不成为第二个罗布泊呢? 

这实在是一个牵动人心的问题。 

近年来 甘肃河西走廊肉陡河 石革河流域生态环境严重惑化．大风沙尘暴频繁发生 尤其是位于下游的民 

勤县．其绿洲面积急剧缩减．已成中国北方四大沙尘暴策源地之一，为了拯救沙漠吞噬下的民勤 中国政府继去年 

投资1 1亿元人民币后 今年又下拨石革河流域重点洽理应急项目资金2'IZ． 本文作者系统梳理了石羊河的历史演 

变过程 石羊河的现状．是自然因素和人为因素双向合力的结果 我们必须重视来自石羊河的生态警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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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国广袤的河西走廊上．有三大内陆河水系，他们是石羊河、黑河和疏勒河。这三大内陆河水系造就了 

戈壁沙海中的片片绿洲，创造了汉唐以来的数代辉煌文明。 

然而，自然条件的变化和人类的扰动，使得三大水系不断萎缩。尤其是石羊河水系的状况日趋恶化，带 

来很多生态问题。由此，温家宝总理曾连续11次做出重要批示：“绝不能让民勤变成第二个罗布泊。”那么，如何 

才能确保民勤不成为第二个罗布泊呢?这实在是一个牵动人心的问题。 

辉煌与困境：历史与现实的对比 

石羊河发源于祁连山，是甘肃河西走廊三大内陆河流之一。石羊河的下游末端进入到民勤盆地，至青土湖潜 

没于沙漠中。石羊河全长300多公里，水资源总量为17 241'Z．立方米，约占河西走廊水资源总量的22．5％。石羊河的 

汤汤流水孕育了中游武威、永昌绿洲和下游民勤绿洲。 

历史时期，石羊河流域山川险恶，土田沃饶。河流下游的尾间湖猪野泽浩渺无际，中游分布着众多大小湖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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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恢复生态．甘肃民勤县2 925-人将搬蔫家露 2005年 1々月16露 甘舞荸雀政痨 召 

开石羊河流域管理委员龛第 一次成员会议 制赢 了石羊河流域综台穗理及近 期重 

点演理嫂 明确提 出将是 勤北部风 沙区 幻农牧 民迁出2 9万人 关闭规井700 

鼹。以逐步使民勤生态系缆得以好转， 

按熙援刘 综台治理分两步走 第一步-~-2010年 实现民勤蔡旗新甄承蟹在正 

常年帻不 少于3亿立方米 。使 生态系统不再恶纯：第二步-~-20，s年 实现承赍嚣 

台理配 霉t正常年份使懿勤蔡旃断面承颦不步于3 4{乙立方采 率承年份有更多 

承爨 懂 民勤盆地 地下瘩位有所攘 复+jt豁湖医逐步 出现寿辗菠潮的 旱区涅垃鞴 

沼 泽 

36 恩； 

民 县县志办公室 赫 龋远先 生浼 上 个世 纪60年 代震霸串渠 乡还是 

民勤县最好的乡镇之一 因为l鄢瓣妊寿承 炙要寿承 这』L豹土地 

蘧手 插上榔技就 可以发芽 40多年过 去了． 中渠 乡的^ 已经 十去 

七八 两大沙凄 已经联手 了 据 介绍 民载右 5025-意转避 涉纯．395 

万亩草场涅纯 {{万壹沙枣赫琵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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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一个 “水草茂美，宜畜牧”的场所。 

月支、乌孙和匈奴等生活于马背上的民族都相 

中了这一场所，先后游牧于此。战国及秦时，这里是 

月氏人的居地。汉初，匈奴赶走月支，休屠王成为新 

主人。古终端湖的另一名称 “休屠泽”，就是因匈奴 

休屠王曾居住于此而得名。汉武帝赶走匈奴后，于元 

狩二年 (前121年)置武威郡。后汉因之，属凉州。魏 

文帝分置凉州，晋因之。其后，前凉、后凉、北凉都曾 

建都于此。淝水之战时，前秦苻坚曾将凉州豪右七干 

余户迁至关中。“豪右”如此之多，当时凉州的繁华 

可以想像。唐代凉州人口达顶峰，繁荣益甚，岑参因 

有 “凉州七城十万家”的赞叹。西夏也曾于此立国。 

因而，“凉州不特河西之根本，实秦陇之襟要”。 

今日，石羊河流域水利工程已具备相当规模。然 

而，石羊河流域却面临着严重的因水资源危机而引 

发的生态环境问题。产流区植被受到严重破坏，涵 

养水源能力显著降低。进入下游的地表水逐年减少， 

民勤绿洲面临严重的生态危机。土地沙漠化和沙尘 

暴危机／Jll~lJ等。历史时期 “美水草”的地方是如何一 

步步陷入今日的困境呢? 

石羊河水系的变迁是自然因素与人 

为活动双向向合力的结果 

就自然因素而言，一是自第四纪冰期以来，本区 

的气候逐渐趋于暖干；二是石羊河流域处于巴丹吉 

林沙漠与腾格里沙漠的半包围之间，生态系统比较 

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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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决不让 民勤成为第二个罗布泊。”这既是温家宝总理对甘肃人民的谆谆教 

导，也是甘肃省委甘肃省政府一直 以来高度关注的问题。为恢 复生态 ，甘肃 

民勤县2 9万人将搬离家园。摄影ICFPI曹志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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河西走廊是有着祁连雪山、戈壁、长城的重要通道 摄影ICFPI陈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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脆弱。加之后来人ID的增长、土地的开垦、植被的破坏等人为因素，石羊河水系R渐萎缩。 

而且，由于石羊河流域的特殊地理位置，其开发范围和程度与各历史时期中央集权力量的 

强弱关系很大。当中央集权力量强大时，石羊河流域灌溉农业的规模就会扩大，对石羊河 

水系的影响也就较大，如汉、唐和明、清等。反之则较好。 

各时期对石羊河流域的开发，使当地植被遭到严重破坏。汉宣帝时，大将赵充国曾带 

领士兵进入祁连山，伐木6万余株，“皆在水次”。唐开元十五年 (727)，瓜州刺史张守硅 

派人至祁连山区伐木，修筑灌溉水渠。唐代崇尚佛教，对丝绸之路沿途许多石窟进行了扩 

建，其中许多造型都是用上等木材制成的。嘉靖八年 (1529)，朝廷发布上谕：甘肃南北山 

区听民开垦，永不收税。清代乾隆年问，“昔多松”的祁连山东麓 “今无，田半”。至嘉庆十 

年 (1805)，人们眼中的祁连山东麓已是 “绝少草木，令人闷绝”。随着祁连山区森林的破 

坏，其涵养调蓄水源的能力逐渐降低，河流流量缩减，甚至断流。如流经永昌县的水磨JIl， 

乾隆时仍 “水流迅急”，至光绪三年 (1877)，“水深才尺许”。据统计，祁连山区适宜森林 

生长的面积不少于2000万亩。然而，该山现有林地仅718．5万亩。 

在石羊河水系的变迁过程中，以尾间湖猪野泽变化较大，也最能反映石羊河水系的变 

迁历程。 

透视河西走廊 “猪野泽” 
一 看石羊河水系之变迁 

石羊河的尾闰湖位于今民勤县东北，初称 “猪野”。这一名称首见于 尚书 禹贡 ，“原 

隰底绩，至于猪野”。此外又有猪野泽、潴野泽、都野泽、休屠泽等名称，近日则有白亭海、 

鱼海子等称呼。根据后人对 禹贡 所作的解释，“水所停日猪”、“水所停止深者日猪”、 

“为译自尔猪”。可知，“猪野泽”一名的来源很简单，指潴水而成的湖沼。 

据研究，西汉以前，注入猪野泽的河流主要有古石羊河和金J I I河等。时猪野泽分为东、 

西两部分，但水域连成一体，面积约为540平方公里。其中，东湖的面积约41 5平方公里，西 

湖约125平方公里。 

西汉时期，是猪野泽变迁较大的一个时期。此时，猪野泽一分为二。 

西汉皇帝汉武帝曾组织过几次大规模向河西移民的活动，还派遣 “塞卒”60万前往河 

西屯垦戍边。如此之多的移民和戍卒，定有不少分散干石羊河流域。据载，时武威郡下辖 

10县，共有7．6余人。这些习惯干农耕生产的汉人将大片天然绿洲垦为农田。至西汉末年， 

石羊河流域的耕地达60多万亩。“河西殷富”名闻天下。然而，这一时期，从石羊河中大量 

引水灌溉，使石羊河水系的自然平衡状态被打破，入湖水量急剧减少，古猪野泽的面积日 

益萎缩。 

这一时期，石羊河水系最为明显的变化就是此前连成一体的猪野泽已逐渐萎缩，并分 

化为两个互不相属的湖泊。以来伏山为界，以东称东海，以西称西海。根据 汉书·地理志》 

的记载，西汉时谷水出姑臧南山，北至武威入海。届此水流两分，一水北入休屠泽，俗谓之 

为西海；一水又东经百五十里入猪野，世谓之东海，通谓之都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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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处东、西海的 “海”的含义与 “泽”类同，所谓 “河北得水为河，塞外得水为海”；“北人凡水之积者辄目为 

海”。西海即昌宁湖 (昌凝湖)的前身，但范围远大于明清两代的昌宁湖。注入昌宁湖的有南来的古石羊北支 (相 

当于近代的旧大西河)和来自永昌的水磨JI J。 

后来由于屯军在石羊河主流上大量筑堤引灌，北支水量锐减，东支 (相当于近代的东大河)取而代之成为石 

羊河的主流。而东支主要补给东海，因而东海的来水量和水面面积远远超出西海。据考证，东海在今梭梭门子一 

带，面积约240平方公里，较自然水系时代减少了44％。 

到了唐代，石羊河水系再次发生较大的变迁一 猪野泽被分为许多小湖。 

在武则天和唐玄宗执掌政权的几十年中，石羊河流域获得前所未有的发展。武则天称帝后，非常重视河西 

地区的农业发展，凉州境内多年丰收，米价低廉，由之前的一斛值钱数千一变而为一匹绢可以换米数十斛，储存 

的军粮可供几十年之用。至天宝年问，凉州辖县增至5个，有12万多人，加上河西节度使统帅的7万多名士卒，人 

口约20万，达唐代人口高峰。屯田达36万多亩，加上原有田地，使得石羊河流域耕地较西汉时几乎翻番。沈亚子 

由此盛赞：开元年问 “西有甘凉六府之饶，东有两河之赋”。又有人感叹，在河西陇右三十三州中，“凉州最大， 

土沃物繁，而人富乐”。 

随着人口的增长和耕地规模的扩大，灌溉用水随之增长，加之气候趋向干旱，人为破坏植被致使风沙壅塞湖 

区等因素，石羊河水系，尤其是终端湖发生了很大的变化。此前形成的以东海和西海为中心的两大集水区，因来水 

量减少而逐渐萎缩，分化成若干小湖，尤其是东海。根据宋人的描述，这一时期的东海除位于姑臧县北的猪野泽 

外，又在东北部分化出东西两个湖泊，西面的称白亭海，因“水色洁白”而得名，东面的称达狄回海。石羊河的主流 

主要流入白亭海。据此可推知，白亭海可能是这一时期石羊河下游最大的湖泊。西海 (休屠泽)的状况变化不大。 

唐代前期 (668)石羊河下游绿洲地区设有武威县，但仅仅27年后即被废弃，此后竞不置一县。天宝十 

年 (751)，在白亭海附近的马城河东岸置白亭军，不久也荒废。原因在于安史之乱后河西及陇右地区大多沦陷 

于吐蕃的掌控之下。这是石羊河流域乃至整个河西地区人类主动开发一 被迫撂荒一 沙漠化过程的典型写照， 

从而使得本就脆弱的石羊河流域的生态系统更为脆弱。 

到了明清时期，石羊河水系的变迁较以前更为巨大。尤其是清末年问，猪野泽已经变得面目全非。 

清代凉州人口的变化主要源于屯垦实边的需要，而屯田则是伴随着清廷对准噶尔部的用兵而兴起的。翻 

看地方志，类似 “户口日增”、“倍于往昔”的记载可信手拈来。至嘉庆年问，凉州府人口达28万多人，耕地增至 

291．3万多亩。光绪末年，人口增至51万多人。人1：3剧增，人地矛盾激化，导致凉州地区生态环境不断恶化。以民 

勤县为例，明嘉靖年问，民勤县共有3，363人；清乾隆十三年，增至40，955人；道光五年 (1825)再增至184，542 

人，几乎相当于今日民勤的人口数。面对如此之大的人口压力，人们首先想到的就是加大屯垦力度。于是，民勤 

县的耕地翻了两番。明末清初舆地学家顾祖禹对河西屯田规模有这样一个概括：“屯修于甘，四郡半给；屯修于 

甘凉，四郡粗给；屯修于四郡，则内地称匙矣。” 

虽然这一时期的降水增多，尤其是17至19世纪。但终因人地矛盾紧张、灌溉用水过多，致使石羊河水系进一 

步恶化。许多支流从长流水变成季节性的间歇河，有些支流则被改造成灌渠，自然特点基本丧失，东西两海继续 

萎缩成很多小湖。 

1．祁连山 自然保护 区地处甘肃、 

两 省交 界处 ，东起 乌鞘 岭的松 

西到当金山口，．-llcll缶河西走廊， 

毖帙 太 翁帅 礼 {车山旱 由一 藜 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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