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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咸海水资源现状与保护瓶颈
在分析咸海地区水资源现状之前，我们先看下面两幅图，图 1

为 50年前咸海航拍图，图 2为 2014年咸海航拍图，可以明显看出
前后差距很大，根据相关数据调查，相比 50年前，当今咸海已经萎
缩了 74%，含水量已经减少近 85%，如果不采取合理措施加以保护，
那么预计在 2020年，咸海将彻底从地球上消失。

图 1 图 2
具体到本文中，目前中亚地区咸海资源在保护方面面对什么样

的问题呢？分析清楚这些问题能够为之后具体措施的采取提供明确
的方向。

1.1 水资源短缺、光照充足
咸海地区属于典型的沙漠大陆型气候，光照充足，阳光辐射性

强，又由于气候干燥导致蒸发速度快，蒸发量大。虽然咸海地区年温
差及日温差非常大，有利于积累植物蛋白质与糖分与发展农业，但
降水极少，因此由水资源匮乏进而对咸海周边国家的经济发展产生
严重阻碍。同时，在整个咸海地区内降水量不均衡，每年平均降水量
只有 100mm，因此，咸海干旱区越来越无法满足农业用水的需求。而
依靠降雨补充水量的径流，开始随季节大幅度变化。

1.2 水资源需求量大，水污染严重
如上文所述，由于水资源短缺，造成了咸海地区耕地面积的不

断扩张，仅仅依靠地表水已经难以保证农业灌溉，人们开始通过过
度开采地下水以满足地表水量的缺失，结果导致流域中、下游地区
遭到大规模超采地下水，加之地表水分布不均又失水迅速，无法顺
利完成正常水循环，地下水水位大面积下降；水质下降，所含有害物
质量上升，难以达到饮用水要求。同时由于水位的下降，浅根系的植
物开始由于难以涉入足够的水分而死亡，草场开始进一步退化，畜
牧业无法正常开展，沙漠面积进一步扩大，造成恶性循环。

1.3 用水矛盾激化、重复利用率低
在本身水资源匮乏的前提下，咸海地区大幅度的人口增长和工

农业迅猛发展对整个区域生态系统的战略意义非常不利，水资源常
常遭到盲目开发，导致许多河流、湖泊的衰退、萎缩，逐渐断流，最终
干涸。例如上个世纪 60年代，咸海有各种鱼类 600多种，而到了 90
年代初仅仅剩下了 70余种。原来流域内生长各种植物也都接近枯
死的边缘，水尽沙现，哈萨克斯坦、乌兹别克斯坦现在早已变为沙尘
暴的源头。
另外，在经济利益的驱使下，咸海很多地区无视水资源自身的

脆弱性、可再生性、有限性、可恢复性等特点，过度摄取水资源，使其
受到严重的破坏，产生农业污染、农药、化肥等农业污染等难以化解
的重度污染。从地表水到地下水，从浅入深，最终导致水资源的完全
恶化，例如在卡拉克尔帕克斯坦，由于水污染的不断严重，贫血、慢
性气管炎、肾病以及肝病成为了该地区的常见疾病，严重威胁着人
们的生命健康。

2 咸海水资源保护与利用措施
通过上述讨论，对于咸海地区水资源状况以及利用瓶颈做出了

比较详细的分析，那么接下来作者就针对如何加强咸海地区水资源
利用效率以及保护效率做出相应的讨论。

2.1 大力提高和推广灌溉节水技术
灌溉节水技术是指为了实现土壤灌溉的最优生产效率，以投入

最少的灌水量获得农作物的最大产量及其最高产值的生产目的所
应用较成熟的一套灌溉方式，在水资源极度珍贵的咸海地区，更应
该加大这一方面的工作。

例如大力推广喷灌技术，就是把水源增加压力后，通过管道输
送到田间所需要灌溉作业的作物，然后用喷头水自然下落洒在作物
上。喷灌技术凭借着它的节节约、增产增收、节地省工、成本适中等
多项优点，最终实现灌溉的目的。深受灌溉者好评，值得肯定。

2.2 加大生态旅游开发力度
正如上述问题中所述，咸海地区水资源的恶化，如果要想提高

当地经济水平，保证当地居民的基本生活条件，传统的农业发展已
经不能满足目前的环境情况，采取其他措施进行应对才是更需要考
虑的措施，而生态旅游开发则是一些值得进行研究的措施方法。

一方面来说，生态农业旅游具有关联带动作用。生态旅游能实
现在餐饮娱乐、金融投资、交通运输、土特产营销、土著文化宣传等
共同发展。大量就业人口的解决和稳定的客流，较好地解决了生态
区居民的收入问题，生态农业旅游越来越退贫致富的好平台，起到
龙头作用。

另一方面，咸海地区贫穷国家、地区发展生态农业旅游成为越
来越多的小额投资的首选产业，对于实现城乡、村村之间全方位的
开放搞活，影响非常明显。比如在我国西部一些地区在农业发展的
阶段上也都实施的转型发展起了生态旅游。伴随着大量游客涌入曾
经偏僻落后、思想保守、信息闭塞的生态地区，由于其自身的优势，
不仅很好的解决了留住资金在当地投资的目的，而且不经意间进行
着从生活习惯、经营头脑，到生产技术、道德观念等全方位的改变，
这种间接效益是一种其他任何的“扶贫救济金”不可比拟的扶贫投
入，所以在咸海水资源保护思路方面需要进行改变。

2.3 建立“生态无人区”
根据相关调查得知，咸海地区生态脆弱区分布零散，加上地形

复杂，区域气候条件差异，即使集中所有已有技术和资金支持都无
法全面治理。有学者提出，可以通过生态移民政策来规划“生态无人
区”的长远蓝图，并且目前具备相应的条件和政策扶持。
“生态无人区”的建立，并非有意排斥人与自然的和谐发展，而

是进一步实行自然恢复与人工恢复最优方法，最短时间内实现生态
自然恢复的现状。这一系列的管理制度，必须由当局者制定有效制
度，立法机制明确相应的保护法律，实现责任、利益和权利的相辅相
成，才能更加有效地实现咸海生态脆弱地区的恢复与持续发展。

3 结束语
综上所述，咸海地区生态环境日益严峻，水资源是“自然资源-

生态环境-经济-社会”这个开放复合巨系统的决定性因素，正确评
价人类活动中用水的生物转化效率、经济效率和生态效率及其综合
效率，是实现水资源利用的“三效并举”的前提，对于水资源的利用
与保护具有重要促进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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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咸海位于中亚地区，原为世界第四大湖，但是随着近几年生态环境不断恶劣，咸海水面积在不断缩小，并且随着水域面
积的缩小，周围气候也受到了影响，沙尘暴等天气更加频繁，文章将以咸海水资源保护与利用为研究对象，讨论目前咸海水资源
保护与利用的现状，同时提出相应的对策，希望能够为相关专业提供一些可以参考的资料依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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