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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文章概述了漓江流域水环境现状，分析了存在的主要问题，阐明了流域水灾频繁、水环境污染的成因，指出

了流域森林结构欠合理，调蓄能力不足，导致了流域洪涝、干旱频繁，枯水期长，水资源短缺；流域生活与生产排污，造

成枯水期水污染。因而需进行深入的科学研究、绿化、兴修水利工程、实施节水技术、严格管理、科学调配水资源等综

合举措，实现流域的可持续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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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漓江是我国重点保护的13条河流之一，它是桂林山水的精华和旅游的“黄金水道”。但近10年来，枯水
    期变长，水质下降，山水自然景观退化，流域水环境状况严重制约着流域经济与旅游业的可持续发展，因此，

    研究分析漓江流域水环境存在的主要问题，对其实施综合治理已刻不容缓。

    1  流域水环境概述

    漓江属珠江水系，发源于广西兴安县猫儿山，流经灵川、桂林、阳朔，在平乐县恭城河口入桂江。流域
    214 km，流域面积6 050 km2。其中漓江黄金水道从桂林到阳朔全长86 km。河道沿碳酸盐岩石穿行，形成

    了特有的喀斯特河流景观。整个流域森林覆盖率37.8%，其中用材林 43.6%，水源林30%，竹林 16.6%，经

    济林 8.1%，薪炭林 1.2%，其它0.5%。
    漓江流域年总降水量为 108亿 -3，其中蒸发量28亿m3，流出水量 70亿 m3，地下水补给量 10亿1T13。

    漓江3-8月为丰水期、9-2月为枯水期，其中5-6月占全年迳流40%，枯水期占全年迳流的20%，而最枯

    月1月仅占全年迳流2%。洪水与干旱频繁，频度一般为3-4年一次。据桂林水文站资料，枯水期流量小
    于30 m3/s，游船难于航行，平均每年有96天。此外，漓江枯水期与丰水期资源利用情况差距也很大。根据

    1995年资料统计，桂林水文站上游地区全年利用漓江水16.1亿m3，地下水 1.2亿IT13，其中农业用水 13.9

    亿m3；丰水期最大取水量为80 IT13/S。到枯水期，水主要以城市生活和工业用水为主，取水量7-8  1TI3/S，流
    域水资源调蓄能力和利用率均较低。

    漓江是桂林市的主要纳污水体。据1987 -1995年的监测资料，漓江干流除石油类、总大肠菌群、非离子

    氨、D0 5个项目超标外，其余指标符合地面水Ⅱ级标准，属微污染范围。1996年8月和 12月漓江干流露质

    调查结果也表明丰水期水质较好，基本达到Ⅱ级水质，但枯水期桂林市下游斗鸡山一带BODs最高达0.055

    -0.094 mg/L; TN在龙门也超过了1 mg/L，这说明漓江干流污染主要是桂林市区流出的污水污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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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①本文入编广西壮族自冶区科学技术委员会、桂林市人民政府、日本协力事业集团等主编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漓江水环境综合管理计划调
查技术交流研讨会论文集》。1997.5.20。



  2 流域水环境主要问题及其成因分析

  2.1 主要问题

    (1)洪涝灾害频繁，洪水造成的经济损失严重。漓江流域洪涝灾害频度为4年’1次，但进入90年代，就

  经历了1992、1994、1996、1998四次大洪水，频率加快。其中1996年7月9日、1998年6月24日，洪水达到
  了百年一遇，淹没桂林市区40%以上；1994年洪水持续7天，造成交通中断，工厂停工，直接经济损失2.9亿

  元。洪水频度之密、水量之大、经济损失之重实属罕见。若不及时采取相应工程措施，未来洪灾损失将会更
  加严重。

    (2)流域水资源丰富，但枯水期长，蓄水量不足，未来水资源面临严重匮乏。漓江枯水期长达半年，遇到

  干旱年，生产与生活用水困难，游船无法航行。据桂林市用水需求预测，到2010、2020年仅桂林市生产与生

  活用水比现在分别增加 15 m3/s、25 Hl3/S。若上游近年不能显著增加调蓄能力，枯水期漓江将面临干枯的危
  险。

    (3)生态与景观受到破坏。枯水期水量不足，鱼类等水生生物生息繁衍受到严重影响。同时，为了便于
  通航与水厂取水，浅滩深挖，河床渠化，严重破坏了山水自然景观。

    (4)水污染日益加重。随着城镇、乡村人口的迅速增加，漓江上游珧污（生活污水与工业废水）量显著增
  加，在桂林市区每天也有数万吨生活污水和大量工业废水排入漓江。到了枯水期，河流稀释与自净能力显著
  下降，河流污染逐渐加重。

    (5)行业争水日益突出。由于漓江上游水利工程蓄水量少，到了枯水期，工程补水难以达到30 Ijl3/S，游

  船无法通航。旅游业与工农业、通航与灌溉存在着用水矛盾。

  2.2 水灾频繁的成因分析

    (1)气侯导致降雨与迳流时空严重不均。流域地处桂北暴雨区，北面是越城岭，4-6月高空气流在域内

  摆动，形成连续性暴雨。由于地形影响，河床较陡，集流时间短，洪水暴涨暴落，具有很大的突发性和灾害性。

  而到了枯水期，地表径流少，加之流域地下水资源、地下水泄后排泄量极其有限，如果枯水期一个月不降雨，
  流量将降到30 m3/s以下。

    (2)流域内缺少对迳流进行时空调蓄的水利工程。漓江流域仅甘棠江上游建有一座大型水库和良丰河
  上游有一中型水库，其它水流无调蓄能力。据统计，阳朔上游水利工程拦蓄能力年水量不足 12亿II13。仅占

  流域总降水量的11%，水科工程对水资源的调节程度低，汛期不能拦洪，枯水期难以补水。
    (3)上游森林覆盖率高，但林种结构欠合理。漓江上游森林覆盖率达到58%，但经过连续砍伐，林种变

  更，阔业林覆盖面积减少，森林单位蓄积量低。增加的林种多为经济林和竹林，森林疏密度下降，群落结构受
  到破坏，森林质量差，涵养水源的功能降低。

    (4)流域工农业与生活用水增加过快，但节水水平低。据1994年统计[1]，桂林市以上流域从漓江生活取

  水  25万m3，达到了4.7m3/s，仅此一项用水就达到枯水期最小月平均流量9.06 IT13/S的51%，超过了漓
  江  期最枯日平均流量。与此同时，农业节水与工业废水深度处理回用却极低。在桂林市辖范围内，除青

  狮潭西干渠水系利用系数达到0.56外，其它渠系水利用率多在0.40 - 0.46之间，公顷农田农业毛用水量

  17991.00-20989.51 m3，农业用水量远远超过国家规范量5622.19 m3/hm2;工业用水重复利用率仅30%，
  水资源浪费严重。

    (5)河床破坏，加剧枯水期水位下降。枯水期为了通航，渠化疏浚，加之沿河挖沙，造成河道分流、潜流，
  加剧水位下降。

    (6)流域水资源与水环境管理政出多门、行政分割。从而造成水资源开发利用、水环境管理与综合治理
  难以协调。



  2.3  流域水环境污染的原因分析

    (1)城市管网不配套，污水处理率低。桂林市已建污水处理厂4家，日处理能力 17.85万m3/d，但因管
  网不配套，实际处理能力6.35万m3/d。大量污水(10余万m3/d)通过南溪河、榕湖、杉湖等排入漓江。此

  外，上游灵川县城也有大量生活污水直排漓江。
    (2)工业废水排放量大，重点污染源污染严重。据1996年资料统计，桂林市区漓江大河至龙门断面共有

  81家工业污染源，年排放工业废水3 500万m3/a以上。加上历史原因，市区工业布局欠合理，一些重点污染

  源分布在河流上游，形成了一个企业污染一条小河的局面，如味精厂污染小东江、啤洒厂污染南溪河，制药厂

  污染宁远河、造纸厂污染桃花江。此外，漓江上游还有氮肥厂、铁合金厂等数个大中型企业大量排放废水。

    (3)存在农业污染源。流域内农灌面积4.6万hI_112，农田使用的大量农药、化肥等污染物通过地表水、地

  下水进入漓江，导致漓江氮、磷污染。
    (4)水环境容量与旅游开发不协调。枯水期漓江稀释与自净能力弱，但 9-11月游客较多，加剧 了漓江

  水的污染和生态景观的衰退。

  3 流域水环境综合治理对策

  3.1管理对策

    (1)加强流域可持续发展研究，提高领导科学决策能力。流域治理须结合科学研究综合治理，采用生态、

  水利、环境、节水等工程措施和实施宣传教育，解决好流域整体与局部、上游与下游、农业与旅游业、灌溉与航

  运、生态建设与水土保持、蓄水与补水、泄水与防洪之间的关系，走流域可持续发展道路。
    (2)改革管理体制，组建流域管理委员会，把漓江综合治理与漓江开发利用统一起来，全盘考虑。

    (3)加强水资源管理和环保执法力度。搞好水资源规划和水资源利用审批，禁止新建用水量大的工厂和

  关停环境污染严重的工厂；对流域实行污染物总量控制，污水处理达标排放。

    (4)搞好城市规划，完善排水管网。禁止污染严重的企业建在流域上游和河流上游，尽快完善市政排水

  管网，提高城市生活污水和工业废水处理率。推行清洁工艺、实行清浊分流，提高水的回用率。

    (5)搞好可持续发展支持系统建设。加强群众的宣传教育工作，提高流域群众的环境保护意识和生态平
  衡意识，提高群众对漓江综合治理的理解和支持。

  3.2 生态建设对策

    (1)在上游营造 1万hm2绿化林（水源林占73.8%），使流域森林覆盖率提高到58%。

    (2)营造护岸林。在漓江两岸建造80 m宽、175.5 km长的绿化带，对沿岸封山育林。

    (3)建设生态村。在上游农村推广沼气池和省柴灶，降低森林蓄积消耗。

  3.3 工程建设对策

    (1)在本流域内建设以补水发电为主，兼防洪、灌溉功能的水库。如在川江下游建川江水库和漓江干流
  上修建虎子口水库等①。川江水库总库容1. 48亿 m3，防洪库容0.46亿 m3，能削减洪峰流量233 m3/s(P=

  5%)，使桂林水文站洪峰水位下降0.135 m3；枯季补水5 m3/s，年补水0.5亿m3。虎子口水库总库容2.7亿

  m3，防洪库容0.89亿II13，汛期削减洪峰612 m3/s(P=5%)，使桂林水文站洪峰水位下降0.387 m;枯水期补

  水10 m3/s。此外，利用青狮潭水库调蓄作用，把小溶江的水通过7.9 km隧洞引入，枯水期能向漓江增补5

  ① 广西壮族自治区科学技术委员会、桂林市人民政府、日本协力事业团，中华人民共和国漓江水环境综合管理计划调查技术交流研讨

会论文集．1997.5.20



m3/s，再加上青狮潭一期工程补水 30 m3/s，枯水期共能向漓江补水 50 m3/s，使漓江枯水期水环境有彻底的

改观。
    (2)实施工农业节水工程。农业排灌渠采用水泥三面抹光 ，使渠系水利用系数提高到 0.52-0.56;推广

浅水、湿润、干晒等科学灌溉技术，旱地实行喷、滴灌等。工业冷却水实用循序再 回，废水实行深度处理 回用，

提高水的再用率。

    (3)抓好工业污染防治工程。对流域重点污染企业如桂林制药厂、味精厂、啤洒厂、酿洒总厂，兴安农药

厂、氮肥厂、灵川氮肥厂、铁合金厂等生产废水严格实行达标排放。

    (4)完善城市排水管网，建好 生活污水处理工程。对桂林市区管网实行配套 建设，对主要污染河流进行

截污，并扩建北 区污水处理厂，新建兴安和灵川城市污水处理厂。

3.4 建立流域水资源调控系统

    (1)建立漓江洪水 自动预警预报系统，搞好防洪预测预报，提供流域泄洪蓄洪数据，建立相应的档案及数

据库。
    (2)建立流域补水调控系统，科学调配水资源，搞好枯水期漓江补水和水环境保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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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Abstract

    This paper gives a general account of the water environment state in LijiangRiver and its problems, ex-

  pounds often flood and the sources of water pollution.Because the compositions of the forest are unreasonable and

  the capacity of water regulation and storage,  the flood and the drought are frequent, the、dry seasons are long, the

  river water is polluted by the waste water of demestic use and industry in Lijiang River Valley.The author puts

  forth measures such as scientific research development forest, build irrigation works, economication water use,

  strict management and scientific reasonable adjustment water.it can be succesive advanc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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