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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为充分反映评价成果，满足政府决策，以及规划、设计、管理、科研各方之需，新疆水文水资源
局分别编纂了《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地表水资源（机密级完全版）》、《新疆地表水资源概评》、《新
疆地表水资源研究》三个不同成果版本。
本专著是在“机密级完全版”的基础上，由参与本次评价的几位主要技术带头人经过两年多的潜心研
究，编著完成。
该书较详细地阐述了各个主要水资源要素的评价依据、方法和分析评价结论，较深入细致地揭示了新
疆地表水资源相关要素的时空分布规律，是研究新疆水资源问题的相关科学研究人员、设计人员难得
的参考资料，也可供大、中专院校相关专业的教学参考之用。
 　　水资源供需矛盾尖锐复杂，生态环境保护和经济社会发展对未来水资源的可持续利用提出了严峻
的挑战。
新疆水问题在干旱区内陆河流域极具典型性，本书紧密结合新疆的实际，结合长期从事新疆水资源及
其开发利用研究和管理所积累的经验，对水资源的数量、质量及其时空分布规律进行了系统的评价，
深入研究了当前的主要水问题，提出了新疆水利发展的总体战略，对于指导干旱区水资源评价及其可
持续利用具有较强的实用性和学术价值。
　　本书共十二章，主要包括对新疆水资源的评价、水文水资源及其监测系统构建、水资源合理配置
、地下水可持续利用的模式、灌区水盐平衡与盐碱化防治、农业节水总体思路与发展布局以及面向未
来的水资源可持续利用。
本书可供水利科研人员以及相关专业人员参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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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第一章 概述第二节 水系及河流一、水系新疆是我国也是亚洲中部最大的内流区域之一，绝大多数河
流属于内流河。
除北部的额尔齐斯河流人俄罗斯的鄂毕河，最终注入北冰洋，西南部喀喇昆仑山的奇普恰普诸小河流
人印度河，最终注入印度洋外，其余均属内流河。
发源于准噶尔和塔里木盆地周围山地中的河流，向盆地内部流动，构成向心水系。
其中绝大多数河流因水量不丰，流到山麓平原边缘，河水由于渗漏和灌溉用水的损耗，便很快干涸消
失，只有少数水量丰富的大河才能够流到盆地内部，潴水成湖。
额尔齐斯河为我国唯一注入北冰洋的水系，在我国境内集水面积5.64万km2（含吉木乃诸小河面积0.77
万km2）；奇普恰普诸小河在我国境内集水面积0.45万km2。
新疆境内的内流河又可根据内流盆地的分布，划分为4个区，新疆河流水系分布见附图1。
（一）中亚细亚内流区包括北疆西部的伊犁河和额敏河两个水系。
这两个水系的流域面积，绝大部分在新疆境内，但下游位于哈萨克斯坦共和国境内。
伊犁河向西流入巴尔喀什湖，额敏河向西流入阿拉湖，两个湖泊均在哈萨克斯坦的中亚细亚境内，因
此称这两个水系为中亚细亚内流区，新疆境内流域面积7.78万km2，占全疆总面积的4.7％。
（二）准噶尔盆地内流区在整个准噶尔盆地内，除额尔齐斯河属于外流区外，其余均为内流区。
按水系的自然归宿，又可分为5个河系。
（1）乌伦古河水系。
在盆地北部，南邻额尔齐斯河，新疆境内流域面积2.54万km2，上游有一部分支流在蒙古共和国境内，
下游以乌伦古湖为归宿点。
（2）艾里克湖水系。
位于准噶尔盆地西北部，包括白杨河、达尔布图河、可克塔勒河、克拉苏河等乌日可下依山背风坡诸
小河流，流域面积1.71万km2，在自然状态下以艾里克湖为归宿点。
（3）艾比湖水系。
包括博尔塔拉河、精河、奎屯河等河系，流域面积4.98万km2，位于准噶尔盆地西南部，以艾比湖为归
宿点。
（4）玛纳斯湖水系。
位于准噶尔盆地南部中段，包括塔西河、玛纳斯河、金沟河、巴音沟河等河流，流域面积2.68万km2，
在自然状态下以玛纳斯湖为归宿点。
（5）天山北坡中、东段河系。
包括西起呼图壁县，东至木垒县的天山北坡中、小河流。
这些河流水量小，大多自成独立水系，水流出山口经灌区引用后，很快消失于沙漠，流域面积共
约4.62万km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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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新疆地表水资源研究》较详细地阐述了各个主要水资源要素的评价依据、方法和分析评价结论，较
深入细致地揭示了新疆地表水资源相关要素的时空分布规律，是研究新疆水资源问题的相关科学研究
人员、设计人员难得的参考资料，也可供大、中专院校相关专业的教学参考之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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