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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旱灾是山西省历史上发生最频繁、损失最严重的自然灾害。
清光绪初年（1876～1878年），山西全境遭遇特大干旱，赤地千里，饿殍载途，亲人相食，白骨盈野
。
全省人口从1643万人减少为1074万人，死亡500多万人，占当时总人口的1／3以上。
这次大旱给山西人民带来极其深重的灾难，史称“丁戊奇荒”。
前事不忘，后事之师；人无远虑，必有近忧；应未雨绸缪，勿临渴掘井。
2006年发生在重庆和四川东部的百年大旱，又一次给我们敲响了警钟。
我们深刻反思，如果这次百年大旱发生在山西将会怎样？
尽管不可能再发生赤地千里、饿殍载途的景象，但我们能保证全省3350万人民维持正常生活的需水要
求吗？
能避免国民经济遭受破坏性损失吗？
调查分析的结果是令人震惊的，让我们感到寝食不安，我们现状尚不具备抵御特大干旱的能力，由于
采煤和地下水超采的影响，我们的抗旱能力正在一天天削弱。
由于水利基础设施建设严重滞后，山西省现状维持平常年份的供水尚有很大缺口，地下水的严重超采
导致大量的战略后备水源被提前透支，大规模的煤炭开采使得占全省面积45％的采煤区及周边影响区
的水资源受到影响和破坏。
一旦发生全省范围的特大干旱时，现有供水体系将出现全面危机，甚至可能演进成为威胁和谐稳定的
社会动荡和影响国家能源安全的重大危机。
党中央、国务院对解决山西省缺水问题、提高抗御干旱的能力非常关心，1999年10月，时任中共中央
政治局常委、国家副主席的胡锦涛同志来到革命老区山西吕梁地区，用了4天时间深入基层了解抗灾
救灾情况，实地察看灾情，指示：“要从这次大旱之中认真反思，总结教训，提高对加强水利建设紧
迫性的认识”。
2006年3月，温家宝总理在视察山西时，谈得最多的是水的问题。
温总理深刻指出：“山西最大的制约在水，要认真研究解决水资源短缺的治本之策，把水利建设摆在
经济社会发展十分重要的地位”。
为了贯彻落实中央领导的指示，2006年7月，山西省委书记、省人大主任张宝顺在检查防汛抗旱工作时
作出了加快水利发展的重要指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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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山西省特大干旱年应急水源规划》对山西省特大干旱年水资源状况及问题分析、应急对策措施
和抗御特大干旱的非水源工程措施，以及应急水源规划区的基本情况和规划实施效益与投资评估等内
容进行了详细阐述。
《山西省特大干旱年应急水源规划》可供从事水资源规划、配置、管理的技术人员使用，也可供相关
专业的大专院校师生参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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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插图：（2）通过水资源优化配置和节水型社会建设，提高水资源承载能力，减轻供水压力。
（3）通过建设节水型社会、提高开采地下水的水资源费征收标准、开发地表水替代水源、提高污水
与矿坑水处理回用能力、加强水污染防治及水源地保护等综合措施，遏制地下水超采，恢复、涵养、
保护地下水，建立应对特大干旱和突发事件的战略后备水源。
（4）合理布局，按照有关规划成果，建设一批大中型水库工程，增加地表水调控能力和供水量，改
善供水结构，置换超采的地下水，向采煤影响区应急供水。
（5）采取措施，增加现有引黄、提黄工程的供水量，积极推进引黄北干线建设。
在国家分配的额度内，大幅度增加黄河水的利用量，置换、回补地下水，增加远距离客水比例，提高
供水系统的安全性和稳定性。
（6）加快解决农村饮水安全的进度。
结合防御特大干旱的要求，供水水源以深井水源为主，供水工程以集中式供水工程为主。
（7）为应对特大干旱的非常情况，在重要区域安排部分非常态水源工程，在紧急情况下动用。
非常态水源工程主要是岩溶井和深层承压水井。
二、规划的主要目标通过优化配置水资源，调蓄利用地表水，增加引提黄河水，涵养恢复地下水，补
偿采煤应急水，处理回用污废水，提高增强抗御特大干旱的应急供水能力。
在规划实施完成后，建立起以地下水源为主的抗旱应急供水体系。
在全省或多个地级市范围发生100年一遇的连续特大干旱时，总供水量不低于维持社会最基本需求的水
平，在实行应急供水指标和措施的前提下，可以基本满足城乡居民生活用水、关系国计民生的工业生
产用水和抗旱灌溉的需求，最大限度地减轻干旱造成的损失，避免影响社会和谐稳定，保障国家能源
安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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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山西省特大干旱年应急水源规划》是由中国水利水电出版社出版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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