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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新疆作为中国面积最大、自然条件最为复杂的省区之一，干旱和半干旱地区占据了主要部分，水资源的短缺和

不均匀分布严重制约了当地社会经济的发展。本文通过分析新疆水资源的现状及其主要问题，探讨水资源优化

配置的关键问题，并提出针对性的应对策略。研究指出，针对水资源分布不均、利用效率低、管理体制不完善、

水污染问题严重等存在问题，亟需综合水资源管理、节水灌溉技术推广、水污染防治、水资源保护与修复、提

高科技水平、建立监测与预警系统及加强公众保护意识等多方面措施。本文为干旱地区水资源管理提供了理论

支持和实践指导，具有重要的应用价值和推广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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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Xinjiang is the largest and the most geographically diverse region in China and primarily consists of arid and 
semi-arid regions. The scarcity and uneven distribution of water resources severely constrain local socio-
economic development. This paper analyzes the current state and main problems of water resources in Xin-
jiang, and explores the key issues in optimal allocation of water resources, and proposes adapt strategi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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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 study reveals that Xinjiang region faces significant challenges including uneven water distribution, 
low utilization efficiency, inadequate management systems, and serious water pollution. Comprehensive 
water resource management, promotion of water-saving irrigation technologies, water pollution control, 
water resources protection and restoration, improvement of technological levels, establishment of moni-
toring and early warning systems, and enhancing public awareness are essential adapt measures. This 
paper provides theoretical support and practical guidance for water resource management in arid regions, 
with significant application value and potential for broader implementa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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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言 

新疆位于中国西北内陆，是典型的干旱和半干旱地区，气候条件极为严酷，年均降水量少，蒸发量大，水

资源匮乏成为制约该地区经济社会发展的主要瓶颈之一。新疆的水资源主要依赖于高山冰川融水、河流水系及

地下水资源，但这些水资源的时空分布极不均匀，且受气候变化和人类活动的影响较大。随着人口的持续增长

和经济的快速发展，水资源供需矛盾日益突出，如何实现水资源的优化配置成为亟待解决的重要问题。优化配

置水资源不仅是实现新疆可持续发展的重要保障，也是整个干旱地区面临的共同挑战。因此，研究新疆水资源

优化配置的关键问题及应对策略，对于促进区域经济发展、改善生态环境、提高居民生活质量具有重要意义。 
本文旨在通过对新疆水资源现状和主要问题的分析，探索水资源优化配置的理论和方法，结合新疆的实际

情况，提出科学、可行的应对策略，为区域水资源管理提供参考。本文采用文献研究、实地调研、数据分析等

多种研究方法，通过对相关文献的系统梳理和分析，结合新疆水资源现状的实地调研，运用数据分析方法，全

面揭示新疆水资源的分布、利用现状及其存在的主要问题，并提出相应的优化配置策略。 

2. 水资源现状分析 

2.1. 水资源分布特点 

新疆的水资源分布具有显著的不均衡性[1]。主要河流包括塔里木河、伊犁河和额尔齐斯河等，这些河流主要

发源于天山、昆仑山等高山地区，水源主要依赖于高山冰川融水和降水。天山、昆仑山等高山地区因其独特的气

候和地理条件，成为新疆水资源的主要供给区(如图 1 所示)。每年夏季，随着气温的升高，高山冰川开始融化，形

成大量的冰川融水，这些融水通过河流和溪流汇入下游，成为塔里木河、伊犁河和额尔齐斯河的重要水源。 
然而，平原和盆地地区的水资源相对匮乏。根据《新疆 2022 年水资源公报》，新疆各地级行政区多年平均

水资源量详见表 1。其中，作为新疆最大内陆盆地的塔里木盆地降水稀少，年降水量不足 100 mm，而年蒸发量

却高达 2000 mm 以上，使得地表水极为稀缺。在这种情况下，地下水成为这些地区的重要补充水源。通过开采

地下水，能够在一定程度上缓解水资源短缺问题，但长期过度开采地下水可能导致地下水位下降，进而引发一

系列生态环境问题[2]。 
另外，新疆的水资源利用也存在区域性不均衡，具体表现为北多南少、西多东少的特点。东部的哈密地区

和南疆的喀什地区水资源相对短缺，而北疆的伊犁河谷地带水资源较为丰富。伊犁河谷地带降水较多，水资源

Open Access

https://doi.org/10.12677/jwrr.2025.141007
http://creativecommons.org/licenses/by/4.0/


关于新疆水资源优化配置的思考 
 

 

DOI: 10.12677/jwrr.2025.141007 60 水资源研究 
 

相对充足，这里有丰富的草原和农田，是新疆重要的农业和牧业区。而喀什地区则依赖于塔里木河及其支流的

灌溉，但塔里木河流域的水资源开发利用已达到极限，生态环境压力较大。 
在农业方面，由于传统的灌溉方式效率低下，导致了水资源的大量浪费。滴灌等高效灌溉技术的推广虽然

在一定程度上缓解了这一问题，但总体上新疆水资源利用效率仍需进一步提高[3] [4]。 
工业和城市用水方面，水资源的分配也存在不均衡性[5]。乌鲁木齐作为新疆的首府和最大的城市，人口密

集，工业发达，用水需求量大，对周边地区的水资源造成了较大的压力。此外，随着经济的发展，工业废水和

城市污水排放量增加，对水质造成了污染，进一步加剧了水资源的短缺问题。 
综上所述，新疆水资源分布的不均衡性显著，不同地区、不同用途的水资源供需矛盾突出。要实现新疆的

可持续发展，必须加强水资源的统一管理和科学调配，综合运用地表水和地下水资源，提高水资源利用效率，

保护和恢复生态环境，确保水资源的长期可持续利用[6]。 

2.2. 水资源利用现状 

新疆 2022 年用水结构如图 2 所示，农业灌溉是全疆的用水大户，根据《新疆 2022 年水资源公报》，其占

总用水量比例高达 91%，其次是工业和生活用水。除乌鲁木齐以外，其它地市农业用水量占总用水量比例均超

过 50%，博州、阿克苏、阿勒泰等 8 个州(地区)农业用水量占比超过 90%，详见表 2。新疆 2022 年供水结构如

图 3 所示，在各大水系源头区以地表水源供水为主，在下游地区以地下水源供水为主，其中哈密市地下水源供

水量占总供水量比例达到 58.6%，详见表 3。 
农业用水方面，新疆灌溉方式相对中国东南部较为落后，总体上水资源利用效率较低，浪费较严重。传统 

 

 

图 1. 新疆维吾尔自治区水系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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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1. 新疆行政分区多年平均水资源量情况表 

序号 地级行政区 降水量(mm) 地表水资源量(亿 m3) 地下水资源量(亿 m3) 水资源总量(亿 m3) 

1 乌鲁木齐市 1.95 10.430 5.093 11.285 

2 克拉玛依市 0.47 0.048 2.115 0.426 

3 吐鲁番市 2.12 6.097 4.466 7.205 

4 哈密市 5.64 10.500 7.279 12.317 

5 昌吉回族自治州 8.38 29.250 15.260 32.071 

6 博尔塔拉蒙古自治州 4.65 23.630 14.300 25.582 

7 巴音郭楞蒙古自治州 27.54 112.300 68.440 115.717 

8 阿克苏地区 11.22 69.800 83.730 78.449 

9 克孜勒苏柯尔克孜自治州 11.01 57.780 23.190 59.893 

10 喀什地区 12.63 72.440 60.550 75.124 

11 和田地区 19.85 93.600 64.350 98.628 

12 伊犁哈萨克自治州 19.13 155.500 69.100 159.775 

13 塔城地区 15.65 49.170 29.470 53.427 

14 阿勒泰地区 17.49 100.700 36.920 104.405 
 全疆 157.74 791.245 484.263 834.304 

 

的灌溉方式如漫灌和渠灌在新疆仍然广泛使用，这些方式虽然简单易行，但蒸发和渗漏损失较大。近年来，虽

然滴灌、喷灌等高效节水灌溉技术有所推广，但总体覆盖面有限，尚未得到全面普及。 
工业用水方面，新疆的工业结构以资源型产业为主，水资源消耗较大。石油、化工和矿业等部门是用水大

户。石油、矿业(尤其是煤炭和有色金属矿)开采和加工过程中需要大量的水用于注水开采和冷却，化工业同样需

要大量水用于生产过程中的反应和冷却。这些工业部门在为新疆经济发展做出贡献的同时，也对水资源带来了

巨大的压力。此外，工业废水处理不当也会导致水质污染，进一步加剧了水资源的短缺问题。 
生活用水方面，主要集中在城镇居民、建筑业及第三产业用水。随着新疆城市化进程的加快和居民生活

水平的提高，生活用水需求也在不断增加。城市人口的集中使得供水压力增大，特别是在吐鲁番、哈密等水

资源相对匮乏的城市。农村居民生活用水相对较少，但由于分布分散，供水设施相对滞后，供水保障程度较

低。此外，农村地区的生活用水多依赖地下水源，由于地下水资源有限且质量参差不齐，部分地区存在用水

安全隐患。 
为了应对水资源利用中存在的问题，新疆采取了一系列措施，例如推广节水灌溉技术、加强工业用水管理、

改善城市供水系统和农村供水设施等[7]。具体措施包括： 
农业方面：积极推广滴灌、喷灌等高效节水灌溉技术，提高灌溉用水的有效利用率。同时，实施农业用水

价格改革，鼓励农民节约用水，减少浪费。 
工业方面：推动工业企业采用节水工艺和技术，提高水资源循环利用率。对高耗水、高污染企业进行严格

监管，确保其废水排放达到环保标准。 
生活方面：改造和升级城市供水管网，减少漏损，提高供水效率。在农村地区，加强供水基础设施建设，保

障居民安全用水。 
综合管理：建立和完善水资源管理制度，加强水资源的统一调度和科学管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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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2. 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各地级行政区 2022 年用水结构示意图 
 
表 2. 2022 年新疆行政分区用水量情况表 

序号 地级行政区 农业用水占比(%) 工业用水占比(%) 生活(含建筑业及三产) 
用水占比(%) 生态用水占比(%) 用水总量(亿 m3) 

1 乌鲁木齐市 38.5 20.2 27.1 14.1 11.13 

2 克拉玛依市 58.3 10.4 7.1 24.2 6.15 

3 吐鲁番市 83.9 4.6 4.2 7.4 12.02 

4 哈密市 74.1 8.5 7.4 10 8.98 

5 昌吉回族自治州 87.7 4.7 5 2.7 38.06 

6 博尔塔拉蒙古自治州 95.9 0.8 2.5 0.8 16.48 

7 巴音郭楞蒙古自治州 89.7 2.5 3.1 4.7 48.03 

8 阿克苏地区 95.7 1.1 1.7 1.5 109.73 

9 克孜勒苏柯尔克孜自治州 91.8 1.6 3.4 3.2 10.55 

10 喀什地区 93.3 0.3 2.5 3.9 112.00 

11 和田地区 93.4 0.3 3.2 3.1 45.07 

12 伊犁哈萨克自治州 91.1 1.8 4.6 2.5 52.20 

13 塔城地区 92.9 1.5 2 3.5 59.51 

14 阿勒泰地区 95.1 0.7 1.3 2.8 32.43 
 全疆 91.0 2.0 3.4 3.6 562.3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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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3. 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各地级行政区 2022 年供水结构示意图 
 
表 3. 2022 年新疆行政分区供水量情况表 

序号 地级行政区 地表供水量占比(%) 地下供水量占比(%) 供水总量(亿 m3) 

1 乌鲁木齐市 65.7 34.3 11.13 

2 克拉玛依市 72.8 27.2 6.15 

3 吐鲁番市 46.1 53.9 12.02 

4 哈密市 41.4 58.6 8.98 

5 昌吉回族自治州 58.9 41.1 38.06 

6 博尔塔拉蒙古自治州 54.0 46.0 16.48 

7 巴音郭楞蒙古自治州 73.0 27.0 48.03 

8 阿克苏地区 85.6 14.4 109.73 

9 克孜勒苏柯尔克孜自治州 91.4 8.6 10.55 

10 喀什地区 83.3 16.7 112.00 

11 和田地区 87.2 12.8 45.07 

12 伊犁哈萨克自治州 91.0 9.0 52.20 

13 塔城地区 49.3 50.7 59.51 

14 阿勒泰地区 98.9 1.1 32.43 
 全疆 76.9 23.1 562.3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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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3. 主要问题 

水资源短缺与需求增长的矛盾：随着新疆人口的增长和经济的快速发展，水资源的需求量急剧增加。这种

需求的增加不仅体现在居民日常生活用水的增加上，还体现在工业生产和农业灌溉等方面。然而，受水资源分

布不均的影响，南疆和东疆的平原、盆地长期面临严重的水资源短缺问题，导致这些地区的人口活动和经济发

展受限[7]。 
水资源利用效率低：新疆的水资源利用方式较为传统，存在严重的浪费现象。在农业方面，南疆地区的大

水漫灌不仅造成了水资源浪费，且由于灌溉不均匀，导致农作物产量难以突破[8]-[11]。在工业用水方面，北疆

工矿企业的水资源重复利用量偏低，废水处理不到位。生活用水方面，整体节水器具普及率不高。所有这些因

素都导致了水资源利用效率的低下。 
水污染问题：随着新疆工业化和城市化进程的加快，工农业废水和城市污水的排放量增加，导致水体污染

严重，如巴州博斯腾湖。有害化学物质、化肥农药和生活垃圾进入水体后，导致水质下降，使得本已紧张的水

资源问题进一步加剧。此外，污染还对生态系统造成了严重影响，破坏了水生生物的生存环境。 
生态环境恶化：不合理的水资源开发和利用对生态环境造成了一定破坏[12]。作为河源地区的克州，其境内

盖孜河、库山河、依格孜牙河、叶尔羌河四大水系下游受过度渠系化影响，断流频率逐年递增。此外，由于频

繁抽取地下水导致东疆地区地下水位下降，河湖萎缩和湿地退化现象严重，这不仅影响了沿岸居民的生活用水，

还对生态系统造成了不可逆转的破坏，加剧了水资源短缺问题。 

3. 水资源优化配置的关键问题 

3.1. 水资源分配不均衡 

新疆水资源在空间上的分布极不均衡。水资源主要集中在天山、昆仑山等高山地区以及河流流域，这些地

区的水资源丰富，主要来源于高山冰川融水和降水。然而，由于地理位置和地形因素，这些水资源难以充分利

用。高山地区的冰川融水形成了塔里木河、伊犁河和额尔齐斯河等主要河流，然而这些河流的水资源利用率不

高，部分水资源未能有效输送到需要的地区。 
另一方面，平原和盆地地区，如塔里木盆地、准噶尔盆地等，严重缺水。这些地区的降水量少，蒸发量大，

地表水资源非常有限。随着人口的增加和经济的快速发展，农牧区和城市的用水需求不断增加，这种供需矛盾

日益突出。农牧区依赖于灌溉农业和畜牧业，需水量巨大，而城市的工业化和居民生活用水需求也在持续增长。

如何科学合理地调配高山地区和河流流域的水资源，保障平原和盆地地区的用水需求，成为亟待解决的问题。 

3.2. 水资源利用效率低下 

新疆的农业灌溉方式传统且落后，以大水漫灌为主，导致水资源利用效率低下。漫灌方式不仅浪费大量水

资源，还导致土壤盐碱化、肥料流失等问题，进一步影响农作物的生长和农业生产的可持续性。 
此外，工业和城市生活用水也存在浪费现象。许多工业企业缺乏节水意识和技术，废水处理不当，水资源

利用率低。城市供水系统老化，管网漏损严重，导致大量水资源浪费。城市居民生活用水中也存在浪费现象，

节水意识有待提高。提高水资源利用效率，推广节水技术和设备，实施科学的用水管理，是提高水资源利用效

率的重要途径。 

3.3. 水资源管理体制问题 

现有的水资源管理体制缺乏科学性和统一性，各部门之间缺乏协调，导致管理效率低下[13]。新疆的水资源

管理职能分散在多个部门之间，如水利部门、环保部门、农业部门等，缺乏统一的管理和调控机制，导致水资

源管理的科学性和有效性不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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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外，水资源管理政策和法规不健全，执行力度不够。部分地区的水资源管理还停留在粗放型管理阶段，

缺乏精细化和科学化的管理手段。需要建立健全的水资源管理体制，强化各部门之间的协调与合作，制定科学

合理的水资源管理政策，提升管理效率和执行力度，确保水资源的优化配置和可持续利用[14] [15]。 

3.4. 水污染和水质问题 

水污染问题加剧了新疆水资源的紧张状况，尤其是在工业发达和农业集中的地区，水体污染严重，影响了

水资源的可持续利用。工业废水和农业面源污染是主要污染源，污染物主要包括重金属、有机物和农药残留等。 
工业方面，部分企业的废水处理设施不完善，排放不达标，导致河流和地下水受到污染。例如，化工、冶

金、石油等行业排放的废水中含有大量的有毒有害物质，严重威胁水体环境和生态系统健康。农业方面，过量

使用化肥和农药导致大量农田径流污染水体，农药残留和化肥中的氮磷等元素进入河流湖泊，导致水体富营养

化，水质恶化。 
此外，城市生活污水处理设施不完善，污水处理率低，大量生活污水未经处理直接排放，也对水环境造成

了严重污染。水质问题不仅影响了居民的饮水安全和健康，还对水资源的再利用形成了障碍。 

4. 水资源优化配置的应对策略 

新疆作为中国西北地区的重要省份，其水资源的优化配置对于区域经济发展、生态环境保护以及社会稳定

具有重要意义。为了应对新疆水资源分配不均、利用效率低下、管理体制不完善以及水污染等问题，需要采取

一系列科学合理的应对策略。 

4.1. 综合水资源管理 

建立统一的水资源管理机构，负责全区水资源的统一调度和管理，制定科学的管理制度，提升水资源利用

效率。通过制定统一的水资源管理政策，协调各部门之间的关系，避免管理职能分散和重复建设。根据水资源

的时空分布特征和用水需求，制定科学的水资源规划和调度方案，实现水资源的合理配置[16]。 
加强水资源监测，建立完善的水资源信息系统，为水资源管理提供科学依据。通过实时监测和数据分析，

掌握水资源的动态变化情况，确保水资源管理的科学性和及时性。加强生态水资源保护，保障河流、湖泊、湿

地等生态系统的健康和功能。通过实施生态恢复工程，修复受损的河流和湖泊，保护湿地生态系统，维护生态

平衡。 

4.2. 推广节水灌溉技术 

引进和推广滴灌、喷灌等先进的节水灌溉技术，减少农业用水量，提高水资源利用效率。通过示范推广和

技术培训，提高农民对节水灌溉技术的认识和应用水平。对传统的大水漫灌方式进行改进，推广节水型灌溉技

术，如微喷灌、渗灌等，提高灌溉水利用效率。 
通过农田水利工程建设，改善灌溉条件，提高农业用水效率。制定和实施节水政策，鼓励和支持节水灌溉

技术的应用。通过政策引导和经济激励措施，提高农民节水意识，促进节水灌溉技术的普及和推广。确保农业

生产的可持续性，同时减少对水资源的过度消耗。 

4.3. 加强水污染防治 

加大对工业污染源的监管力度，推广清洁生产技术，减少工业废水排放。通过实施环保工程，改造落后的

生产工艺和设备，降低污染物排放量，提高废水处理水平。加强对农业面源污染的控制，推广有机农业和生态

农业，减少农药和化肥的使用量。 
通过实施农田保护工程，减少农田径流和土壤侵蚀，防止污染物进入水体。建立完善的水质监测和管理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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系，及时掌握水质变化情况，采取有效措施防止和控制水污染。通过制定水质标准和污染物排放限值，严格控

制污染物排放，保障水质安全。 

4.4. 开展水资源保护和修复 

实施河湖保护工程，修复受损的河流和湖泊，恢复其生态功能。通过建立自然保护区和生态保护区，加强

对重要河湖的保护，维护水生态系统的健康和稳定。加强湿地保护，恢复和保护湿地生态系统。通过实施湿地

恢复工程，增加湿地面积，改善湿地环境，提升湿地生态功能。 
加强地下水保护，防止地下水过度开采和污染。通过制定地下水开采管理制度，控制地下水开采量，防止

地下水位下降和地面沉降现象的发生。确保地下水资源的可持续利用，保护地下水生态系统的健康和稳定。 

4.5. 提高水资源利用的科技水平 

加强水资源利用和管理的科技研究，推广应用先进的水资源管理技术和设备。通过科技创新，提高水资源

利用效率，降低用水成本，实现水资源的可持续利用。应用信息化技术，建立水资源信息管理系统，实现水资

源管理的智能化和信息化[17]。 
通过加强水资源信息的采集、处理和分析，提高水资源管理的科学性和准确性。加强对水资源管理人员和

用水户的技术培训，提高他们的技术水平和管理能力。通过技术培训，提高他们对水资源优化配置的认识和应

用能力，促进水资源管理水平的提升。 

4.6. 建立水资源监测与预警系统 

建立完善的水资源监测网络，实时监测水资源的动态变化。通过布设监测站点，采集水量、水质等数据，

为水资源管理提供科学依据。建立水资源预警系统，及时预警水资源短缺和水质恶化等问题。通过建立预警指

标体系，分析和预测水资源的变化趋势，采取预防措施，避免水资源危机的发生。 

4.7. 加强公众水资源保护意识 

通过宣传教育，提高公众的水资源保护意识，形成全社会共同参与的水资源保护氛围。通过开展水资源保

护宣传活动，提高公众对水资源现状和问题的认识，增强他们的保护意识。鼓励社会各界参与水资源保护工作，

形成政府、企业、公众共同参与的水资源保护机制。 
通过建立公众参与平台，广泛听取公众意见，调动公众参与水资源保护的积极性。制定和完善水资源保护

的法律法规，加强对水资源保护的法制保障。通过法律手段，规范和约束用水行为，保障水资源的合理利用和

有效保护。 

5. 结论 

通过对新疆水资源现状和主要问题的分析，本文提出了一系列优化配置水资源的应对策略。这些策略不仅

适用于新疆，也可为其他干旱地区的水资源管理提供借鉴。新疆的水资源问题具有显著的区域特征，解决这些

问题需要综合运用多种策略，协同推进。 
首先，综合水资源管理是实现水资源优化配置的基础。建立统一的水资源管理机构，协调各部门之间的关

系，制定科学的水资源规划和调度方案，能够有效提高水资源利用效率，避免资源浪费和管理混乱。通过加强

水资源监测和信息系统建设，为科学管理提供数据支持，并在此基础上实施生态恢复工程，保障生态系统的健

康和功能。 
其次，推广节水灌溉技术是提高农业用水效率的关键。农业是新疆水资源消耗的主要领域，传统灌溉方式

的低效利用导致了大量水资源浪费。引进和推广滴灌、喷灌等先进节水灌溉技术，通过示范推广和技术培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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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升农民的技术水平和节水意识，可以大幅度减少农业用水量，提高水资源利用效率。 
再次，加强水污染防治是保障水质安全的重要手段。通过对工业污染源的严格监管，推广清洁生产技术，

改造落后生产工艺，可以减少工业废水排放，降低对水体的污染。控制农业面源污染，推广有机农业和生态农

业，减少化肥和农药的使用量，可以有效改善农业污染问题。建立完善的水质监测和管理体系，制定严格的水

质标准和污染物排放限值，是防止和控制水污染的有效措施。 
此外，实施水资源保护和修复工程，修复受损的河流和湖泊，恢复湿地生态系统，防止地下水过度开采和

污染，是维护生态平衡和保障水资源可持续利用的必要措施。通过加强科技研究和创新，推广应用先进的水资

源管理技术和设备，提高水资源利用效率，实现水资源管理的智能化和信息化，可以大大提升管理水平和效果。 
建立水资源监测与预警系统，实时监测水资源动态变化，及时预警水资源短缺和水质恶化等问题，可以有

效避免水资源危机的发生。加强公众水资源保护意识，通过宣传教育、公众参与活动等，提高全社会的保护意

识，形成政府、企业和公众共同参与的水资源保护机制，是实现水资源可持续利用的重要保障。 
未来，需要进一步深化对新疆水资源优化配置的研究，结合区域实际情况，探索更加科学、合理的水资源

管理模式。加强对水资源管理技术和方法的研究，推广应用先进的管理手段，提高水资源管理水平。同时，通

过政策支持和法制保障，确保各项措施的有效实施，最终实现区域经济和社会的可持续发展。综合来看，新疆

水资源的优化配置是一项系统工程，涉及多个领域和环节。通过综合运用以上策略，可以有效应对新疆及其他

干旱地区的水资源问题，实现水资源的合理配置和可持续利用，为区域经济发展、生态环境保护和社会稳定提

供有力保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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