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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在阿克苏河流域管理处成立50年之际，《阿克苏河流域志》出版了，这是阿克苏河流域管理处社
会主义物质文明、政治文明、精神文明建设的一大硕果。
　　水在新疆是第一重要的战略资源。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来，在党和国家的关怀、支持下，阿克苏地委、行署始终高度重视水利工作。
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特别是西部大开发战略实施后，在邓小平理论、“三个代表”重要思想和
党的基本路线指导下，全处水利工作者和各族人民群众团结一心，艰苦奋斗，坚持不懈地开展规模空
前的水利建设，坚持以人为本、人与自然和谐相处，坚持防汛抗旱并举，科学管水，全面主动抗旱，
把确保人民群众生命安全放在首位，确保河流、城镇和交通干线的的防洪安全，确保城乡生活用水安
全，努力满足生产、生态用水需求，最大限度减轻水旱灾害损失。
创造了阿克苏河流域灌区有史以来最为辉煌的水利建设业绩，为阿克苏地区经济和社会发展提供可靠
的水利保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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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2005年3月21日，阿克苏河流域管理处决定编纂《阿克苏河流域志》，向阿克苏河流域管理处成立50周
年献礼。
成立以处长张文剑为组长、处总支书记王建春、副总工程师崔智为副组长的《阿克苏流域志》编纂领
导小组。
下设编纂办公室，崔智任主任，负责日常工作。
聘请《温宿县志》、《阿克苏地区经济贸易志》、《阿克苏地区人大志》主编王用为《阿克苏河流域
志》主编、《阿克苏河流域志》编纂办公室副主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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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籍目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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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3.项目区水盐动态呈稳定或改善的趋势　　灌区用水来自山区，水质良好。
灌区每年大量引水，仍给灌区带人大量的盐量。
项目区存在的主要问题之一是灌水过量、排水不畅，造成下游大面积土壤盐碱化。
世界银行二期《阿克苏子项目可行性研究报告》估计，“约有45％的灌溉面积次生盐碱化。
地处下游的阿依库勒、阿瓦提等原来年引水13.4亿立方米，艾西曼湖蒸发0.7亿立方米。
每年因春旱、盐碱而失收的面积10％～15％”。
在项目中，采取有效措施完善排水系统，仅排水工程就安排20项。
完善排水，采用合理的排灌化，是区域水盐平衡的重要保证。
水盐监测中布设的监测排水的水量的水质，由于排水断面多在交通不便或人烟稀少的地方，管理和维
护十分困难，工作艰苦，取得的资料很宝贵。
　　项目执行中由于大量整治排水工程，排引比达l：10；排出的水量中矿比度高，携带一定的盐量出
区，效果较好，区域呈微脱盐状况。
　　地下水长现井的监测表明水位年内年际变幅不大，说明区域性地下水位动态未发生大幅度升降的
不良现象。
地下水水质监测资料表明其年际、年内变化起伏不大，也左证了区域性水盐动态比较平稳。
　　水盐监测布置在三种农田、荒地上的地下水长观井和部分自然生态观测点监测资料表明，带进灌
区的盐分，通过水分转化和运移，从农区逐步向非农区迁移。
这是内陆干旱区灌区内部水盐分布的特点。
此次水盐监测有意识地非农区（荒地、草地等）内布置监测点，其地下水矿化度很高，说明非农区荒
地起到在区内容纳盐分的作用。
　　专项监测中布置的三种农田（典型农田、中低产田、垦荒地）同样说明盐分在监测区内的分布问
题。
典型农田的土壤中盐分相对稳定，多属非盐化土或轻度盐化土。
中低产田中盐分含量大，其盐分运行特点是多在土壤剖面上垂直运动，随灌水而下降、随蒸发而运移
到土壤表面。
要将土壤垂直剖面上的盐分，通过合理的排水，降低一定程度，中低产田才得到改良。
垦荒地刚开垦时往往是重盐碱地，引水洗盐将盐分带出土壤剖面，经过一定时期的治理，项目后期垦
荒地土壤含盐量逐年下降，呈良好的改良趋势。
4.改善生态环境　　水盐监测重视农区和农区外的自然生态环境建设。
灌区节水、避免过量灌溉，完善排水系统、合理灌排，均改善了农区的生态环境。
阿克苏子项目中增加水源地的开发和利用，实行就地开采，就地灌溉，余水外调的方法，以解决部分
春旱缺水，减轻土壤次生盐碱化，改善生态环境。
水源地的开发，对区内及周边环境产生有利影响，玉满水源地计划均增加地下水开采量4406万立方米
，确保开发区农区农林地春灌及秋冬的灌溉用水，既有利于农业的可持续发展，同时还可以降低潜水
位，夺取潜水无效蒸发蒸腾量，发挥“井灌井排”的作用，防止土壤盐碱化。
地下水的开采利用有利于增加下泄塔里木河水量，从而保护塔里木河沙化，有利于实现建立人工绿洲
内林网化建设，调整农业种植业结构，建立起“以人工绿洲为主体，天然林、草植被为辅助，荒漠生
态为外围”的生态农业环境体系，提高灌区绿洲生态的承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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