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冥龙江省引嫩工程是指将黑龙江省呐河县拉哈镇西北的嫩江水引入安达市红旗泡水库的

工程
,

切水途经呐河
、

富裕
、

依安
、

林甸
、

青岗
、

明水和安达等 7市县
。

总干和分干渠道总长

24 5公里
。

引水期在每年 4月下旬至 10 月下旬
。

设计年引水量为 4
.

65 亿立方米
,

其中工业用水

1
.

46 亿立方米
,

居民用水。
.

33 亿立方米
,

农田用水 1
.

37 亿立方米
。

引嫩工程自建成运行以来
,

取得了显著效益
。

16 年来
,

累计引水量 67
.

1亿立方米
,

其中

工业用水量 1“
·

。亿立方米 ,
.

按水利部松辽委分析的工业每立方米用水效益
“

·

。元计算
,

创值

2 4
.

0亿元
。

引嫩工程通水后
,

使过去十年九早的富裕
、

林甸
、

安达等市
、

县的农业生产获得很大效

益
,

现在水稻面积已达 20 多万亩
,

旱灌面积每年在 10 万亩以上
,

每亩效益以 1 00 元计
,

年效益

共 3 0 0 0万元
。

总之
,

引嫩工程的经济
、

社会和生态环境综合效益显著
,

是一项成功的大型综合利用引

水工程
。

现将该地区的生态环境特点
、

存在问题及对策概述如下
。

一
、

生态环境特点

(一 )地形条件有利于自流输水 引嫩工程
,

位于松嫩平原东部
、

地质构造属于陆台型盆

地之东
,

新生代 以来
,

堆积 巨厚的河湖为主的堆积物
。

引水干渠所经地貌多为一级阶地
,

海

拔 1 50 一 1 70 米之间
,

可 自流引水和向西 自流灌溉
,

控制面积约 2
.

5万平方公里
,

总干渠除河滩

地外
,

渠底均位于渗透小的黄土状亚粘土内
,

可减少输水渗漏损失
,

减轻对渠道两侧地下水

位的影响
,

加之地下行水的范围较大
,

控制了土壤次生沼泽和次生盐碱化的形成
。

、

(二 )土旅类型多适于农牧 ,lj 渔各业的发展 引嫩地区有黑土
、

砂土
、

黑钙土
、

草甸土
、

苏
打
缸

、

草甸碱土等 6类土壤
。

其中大多数土壤有形成次生沼泽化
、

次生盐碱化的潜在威胁
,

看
的目前已是盐碱化土壤

。

在土壤资源利用上比较复杂
,

但只要因土制宜
,

本着宜农则农
、

宜

牧则牧
、

宜副则副的原则
,

合理布局
,

完全可 以使全区农
,

牧
、

副
、

渔各业得到全面发展
。

(三 )引 , 排工程甚本形成网络 引嫩工程干渠末端
,

有 3 座反调节水库
,

其中东湖水库
(即任民镇水库 )

,

可排入召兰新河和呼兰河
,

在哈尔滨市以下入松花江
。

大庆水库和红旗泡水

库排入安召新河
,

在召源县古恰闸排入松花江
。

今后如能使引
、

蓄
、

、

排工程联合运行
,

.

将会

进一步改善区内生态环境条件
。

(四 ) 自然灾容多 区内存在干早
、

洪涝
、

盐碱
、

风沙
、

低温
、

早霜等 自然 灾 害
。

由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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右油
、

化工工业的发展
,

又是大气及水土资源污染严重地区之一

二
、

存 在 问 题

(一 )引水最供招矛盾突出 根据观察
,

嫩江主河槽逐年下切加宽右移
,

同级流量水位降

低
,

直接影响枯水期引水量
。

原设计嫩江 20 0立方米 /秒可引进 30 立方米 /秒
, 1 9 9 0年嫩江 2 80

立方米 /秒
。

才能引进 30 立方米 /秒
。

现枯水期一般只能引进约20 立方米 /秒乡 1 9 9 2年 5月 3 1日

才引进 1 3
.

2立方米 /秒
,

而 5
、

6月份正是水稻需水高峰
,

差距很大
。

石化工业 日需水量将增加

8一 10 万立方米
,

水田面积也将增加
,

乌裕尔河改水工程 已经建成
, 19 9 3年运行后

,

大庆市居

民用水将改用嫩江水
,

这样势必进一步加剧供需矛盾
。

(二 )工程老化冲刷淤积严皿 总干渠和萨尔图分开
,

一些渠道冲刷严重
,

大多数渠道淤

积
,

有的区段地下水溢出点高
,

严重滑坡
,

总干渠平均淤积厚。
.

5米
,

淤积土方约 125 万立方

米
,

红旗泡水库泥沙淤积也相当惊人
。

(三 )工程不配套洪涝时有发生 引嫩总干 76 一 1 14 公里渠段兴建后
,

将原有自然水切断
,

排水涵洞和截流流沟断面偏小
,

加上右侧排干排水不畅
,

使左侧一些草原汛期积水 。
.

5一 1
.

。

米
,

局部地区变成苇塘和沼泽地
。

(四 )水田发展快水源无保证 引嫩区水田发展较快
,

水源没有保证
,

造成浪费
。

(五 )水体污染严贡 排污量逐年增加
,

区内水体遭受不同程度的污染
。

根据监测资料分

析
,

九道沟和连环湖为 3 级水体
,

王花泡为 4级水体
,

北二十里泡
、

中内泡
、

库里泡和兴隆泡

为 5级水体
,

引嫩渠首嫩江水质一般为 2级
。

因沿途污染
,

特别是乌裕尔河 4一 5级水体的混入
,

致使水库水质降为 3级
。

水利工程和生态环境建设结合不够
,

有的年份引水较少
,

应该在丰水
、

年尽量多引水量
,

以便加速水库的换水
,

改善水库水质和排水冲洗区污染泡沼
,

改善生态环

境
。

三
、

对 策

为了促进引嫩地区生态环境建设和松嫩平原的开发治理工作
,

建议采取 以下对策
:

(一 )运用生态学理论
,

抓紧偏制松嫩平原治理总休规划 本区自然条件比较复杂
,

各地

治理主攻方向不尽相同
,

存在许多可选择的方案
,

涉及工业
、

农业
、

林业
、

畜牧
、

水利等各

部门
,

必须进行各学科的研究
,

互相协调
,

编制一个以水利建设为主的综合治理开发规划
,

其

中应将生态环境建设做为一项重要内容加以研究
。

建议由省政府主持
,

组织有关部门参加
,

早

日完成
,

以便更好地指导本区的各项治理工作
。

(二 )抓紧引嫩工程扩建工作 引嫩工程扩建势在必行
,

应抓紧做好前期工作
,

进一步总

结运行以来的经验教训
,

分析土壤水盐动态规律
、

查明总干
、

分干和水库淤积生态环境状况
,

分析国民经济各部门对引嫩扩建的要求
。

引嫩扩建工程可分两步进行
:

第一步按照珊有建筑

物的过水能力
,

将乌北段扩建至 70 立方米 /秒
,

乌南段为 50 立方米 /秒
,

年引水量可达 10 亿立

方米
。

第二步
,

开挖一条与现有总干平行的新渠
,

弓I水流量可增至 3 00 立方米 /秒
,

年引水量

增至 40 亿立方米
。

尼尔基水库建成后才能较好地解决松嫩平原的干早缺水问题
。

(三 )适当增加环境和冲洗盐碱用水量 松嫩平原约有 1 0 0 0平方公里盐碱泡沼
,

由于水质

不 良
,

不但不能利用
,

反而成为周 围农 田
、

草原土壤盐碱化的盐分补给来源
,

区内排水骨干

1 0 1



工程 已经建成
,

能引能排
,

建议扩大引嫩工程引水量
,

完善排水体系
,

提高排水工程标准
,
适

当增加环境冲洗泡沼盐碱用水量
,

改善泡沼水质
,

改 良盐碱化土壤
,

大力植树造林
,

改 良草

原
,

推广稻田养鱼
,

减少农药和化肥用量以及广辟有机肥源
,

进行 污水处理
。

达标后才能排

入水体
,

使本区生态环境达到良性循环
。

(四 )改替 , 理确保工程正常进行 进行渠首河道整治工程
,

稳定河槽和进行渠道清淤
,

尽

量恢复到设计引水水平
。

加固红旗泡水库主坝护坡及防浪工程措施
,

确保水库安全
,

尽快建

成明青截流沟
,

解决总干渠 7 6一 1 14 公里区段排水不畅的问题
。

科学安排引水和分水调度
,

增

大引水量
,

缓解当前的供需矛盾
,

进一步研究引
、
蓄

、

排的统一调度和统一管理的问题
。

(五 )加强科学试验研究工作 建 议 将 本 区 存 在 的 问 题 列 入 省的科研计划
,

组织有

关 学科 进 行 研 究
。

主 要 包括
:
( 1) 农 田灌溉技术的研究

。

进一步研究水稻早灌的发展比

例
,

盐碱土种稻的高产节水措施和灌排工程的优化设计
。

( 2) 土壤盐碱化的防治措施
。

研究

水利措施和农林措施相结合的防治技术
,

水田冲洗和早 田冲洗的技术措施
。

( 3) 生态农业模

式的研究
。

研究农
、

林
、

牧
、

副
、

渔各业的优化组合
,

稻
、

苇
、

渔区和林
、

草区等的生态模

式
。

( 4) 地下水资源的调查研究
。

分析地下水资源分布和可采量
,

指导灌区的合理开发
。

( 5)

土壤水盐动态的观测研究和 ( 6) 完善水资源环境监测网络等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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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差
。

A 组土在植稻期间
,

垂直渗漏量甚低 (烤田前仅 l m m / 24 小时左右 )
,

对根系环境的更新

极为不利
。

而早作期间
,

遇上久晴无雨
,

下层水分输导缓慢而不能及时补充至耕层
。

C 组土

因有效孔隙含量大
,

导水性强
,

具有
“

夜潮
”
现象而相应提高了作物的耐早能力 〔 1〕

。

B组土则

介于两者之间
。

2
。

以浙北平原判别土壤通气与否的指标
:

稻季 3 c0 m水吸力 (> 。
.

1功 m 孔径 )
,

冬作 6 Oc 日

水吸力 ( > b亡05 m m孔径 )
,

通气孔隙 8 %来衡量 〔幻 ,

只有 c组土基本合格
,

而 A组土差距甚大
。

即使以 p F 2( 多 0
.

03 m m 孔径 )作为标准来衡量
,
A组土的通气孔隙含量仍不合格

,

水多气少矛

盾十分突出
,

这亦是土壤持水特征的表观体现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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