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大西海子水库的故事

曾险成盐湖， 如今变身 “纯生态水库”

胡杨林的故事

300多年不死， 是维系生态系统的 “建群种”

塔里木河的故事

“南疆母亲河”， 呵护的不仅是南疆

何宇告诉记者 ， 截至今年 10 月 9
日 ， 塔里木河已向流域 内 胡 杨 林 重 点

保护区应急生态补水 19.96 亿立方米 ，
完成计划任务的 197%， 这使得胡杨林

生态的自然修复能力得 到 有 效 提 升 和

改善。
“全 世 界 60%的 胡 杨 在 中 国 ， 中

国 90%的胡杨在新疆 。 新 疆 的 胡 杨 林

又集中在塔里木盆地 ， 胡 杨 林 面 积 达

129.5 万公顷， 它是维系荒漠生态系统

的主体。” 新疆师范大学教授说。
胡杨树素有 “生而一千年不死， 死

而一千年不倒， 倒而一千年不朽” 的美

丽传说， 但在徐海量看来这一说法缺乏

科学依据。
“我也认为这个传说很美丽。 所以

每当我们听说哪里有哪怕一棵寿命上千

年的胡杨树， 我们就马上赶过去。 但迄

今为止， 我们没有找到过一棵寿命达到

一千年的胡杨树。 我们找到寿命最长的

胡杨树 ， 测 定 下 来 树 龄 也 只 有 300 多

年。” 徐海量说。
胡杨树是不是特别耐干旱呢？ 徐海

量说， 也并非如此。 在沙雅县第二国营

牧场的沙漠公路两旁， 有 2 万多亩枯死

的胡杨林 ， 被当地老百 姓 称 为 “魔 鬼

林”， 原因就是塔里木河改道， 此地 50
年没有来过塔里木河水了。

“胡杨不是旱生植物， 也不是水生

植物， 它是中生植物。 凡是有胡杨的地

方， 一定有一个前提条件， 就是当地一

定要有一场大水把土地漫浸一下， 就是

把地表层的盐洗出去一部分， 它才能生

长。 你可以看到胡杨的分布， 总体上是

沿着塔里木河两侧的河岸分布的。 因为

洪水经过塔里木河时会浸没两侧河岸，
给了幼苗期不耐盐的胡杨最好的生长机

会。” 他说。
但胡杨有超强的根系能力， 它的根

系是先往下长 ， 最长可 以 深 达 10 米 ，
只要胡杨的根系越过地表的盐层， 它就

不怕盐了。 而且成年胡杨横向的根系长

度竟然可达 100 米。 只要 100 米内有地

下水， 它的根系就自动找过去了， 简直

是一架 “找水机器”。 徐海量的研究室

曾试着挖过一棵小胡杨树的根， 它在地

上长的只有 30 多公分高， 但地下的根

系却有 3 米深。
虽然关于胡杨的美丽传说并无科学

依据， 但胡杨依然给荒漠带来了绿洲的

美丽。 胡杨是维系荒漠生态系统的 “建
群种”， 因它有庞大的根系， 就能固住

水土。 只要有一棵胡杨树活着， 柽柳、
罗布麻、 骆驼刺、 铃铛刺等十多种植物

就都可以在胡杨周围生长。
据新疆生地所初步监测， 目前孔雀

河上游监测断面地下水埋深由补水前平

均的-7.3 米抬升到-0.32 米； 中游监测

断面地下水埋深由补水前平均-16.71 米

抬升了 1.12 米 。 今年 6 月 ， 塔里木河

干流中游草本覆盖度较去年同期增大了

108.3%， 胡 杨 林 生 态 的 自 然 修 复 能 力

得到有效提升和改善。 下游植被恢复和

改善的面积达 2285 平方公里， 而沙地

面积减少 854 平方公里； 植物物种也由

17 种增加到了 52 种。
塔 里 木 河 流 域 管 理 局 提 供 的 数 据

是 ， 在生态应急补水前 ， 孔 雀 河 中 游

地下水位埋深普遍大于-10 米， 超过沿

河天然植被可利用地下水的极限埋深，
局部地区甚至深达-30 米以上； 生态输

水后， 普遍抬升了 2—4 米。 孔雀河下

游 260 公 里 河 道 断 流 15 年 后 重 新 通

水， 近河道 50 米范围内的胡杨明显开

始恢复生机 ， 一些凋枯 假 死 状 态 的 枝

条开始重新吐绿 ， 输水 的 生 态 效 益 已

经显现。
但记者依然为台特玛湖不久也将成

为咸水湖而 “耿耿于怀”， 徐海量研究

员劝慰说， “地球上任何只有河水注入

而没有河道流出的湖泊， 必然成为咸水

湖。 但咸水湖一样有生态价值， 首先它

锁住了咸水湖一旦干涸后会形成的 ‘盐
尘’， 而盐尘一旦进入空中再化为酸雨

回到地面 ， 对植物和人 的 健 康 都 很 有

害； 其次， 经过长期的进化， 很多生物

和植物已经适应了环境的变化。 比如，
大众都很喜欢的火烈鸟和芦苇等， 实际

上它们都是生活在咸水中的。 咸水湖，
也是大自然生态多样性的一部分。”

初冬时节， 正是塔里木河最美的季

节。 来吧， 你看到的不仅是生态多样性

的美景， 这里的每个风景， 其实都是人

和大自然的传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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塔里木河下游形成历史最大湖面
本报首席记者 郑蔚

“塔里木河断流了！”
从 上 世 纪 七 八 十 年 代 以 来 ，

我国第一大内流河塔里木河断流 、
尾 闾 台 特 玛 湖 干 涸 的 消 息 时 不 时
传 来 。 这 不 仅 让 人 焦 虑 ， 而 且 带
给 人 们 更 多 的 似 乎 是 无 奈 ： 塔 里
木 河 南 面 有 我 国 最 大 的 流 动 性 沙
漠———塔 克 拉 玛 干 沙 漠 ， 塔 河 中
下游的北面还有库鲁克塔格沙漠 。
尽 管 塔 里 木 河 过 去 还 曾 通 过 孔 雀
河 注 入 罗 布 泊 ， 但 谁 能 保 证 两 大
沙 漠 中 间 的 塔 里 木 河 长 流 不 竭 、
台 特 玛 湖 最 终 逃 过 消 失 在 沙 漠 中
的命运呢？

这个秋季， 记者却在塔里木河
下游的大西海子水库看到了 “秋水
共长天一色” 的美景： 曾经几近干
涸的水库碧波荡漾， 洁白的芦花在
秋风中摇弋， 水鸟静静地停在胡杨
树枝上。 塔里木河下游的大西海子
水库的新老泄洪闸都敞开闸门， 清
澈的塔里木河水轰鸣着分别注入老
塔里木河和齐文阔尔河， 向 300 多
公里外的台特玛湖奔去。

“从 2000 年国家治理塔里木
河到现在， 大西海子水库向尾闾台
特玛湖输水， 已经超过了 68.5 亿
立方米， 大约相当于输送了 500 多
个杭州的西湖 。” 塔里木河流域干
流管理局办公室副主任肖玉磊说 ，
“台特玛湖从沙漠中一个干了底的
湖床， 又重新形成了 511 平方公里
的湖面和湿地， 为历史最大值。”

这简直不可思议。 塔里木河和
台特玛湖何以重现生机？ 沙漠中消
失的绿洲， 何以逆袭？

沿着 218 国道， 从库尔勒驱车前往

塔里木河下游的大西海子水库， 有 200
多公里路。 但若沿着塔里木河的输水堤

走 ， 可对塔里木河治 理 有 更 直 观 的 印

象。 虽然增加了车程， 却十分值得。
输水堤岸的两侧是十字方格的拦沙

坝， 拦沙坝下柽柳、 骆驼刺、 盐生草等

荒漠植物连片地生长着。 在靠近塔河河

岸的绿洲里， 胡杨林茂盛的树冠已经由

绿转黄， 正在迎来一年中它最美丽的季

节， 而塔里木河水从它的脚下静静地东

流而去。
“塔里木河素有 ‘南疆人民的母亲

河’ 之誉，” 塔里木河流域管理局办公室

副主任王雪英说。 塔里木河干流全长 1321
公里， 但它自身不产流。 历史上， 塔里木

河流域曾有阿克苏河、 喀什葛尔河、 叶尔

羌河、 和田河、 开都—孔雀河、 迪那河、
渭干河与库车河、 克里雅河和车尔臣河等

九大水系汇入， 流域总面积达 102 万平方

公里， 流经 5 个地 （州） 的 42 个县 （市）
和 4 个兵团师的 45 个团场， 流域内生活

着人口逾 1200 多万人。
上世纪 50 年代以后， 由于自然及

人为等多重因素， 塔里木河的水源仅缩

减为阿克苏河、 和田河、 叶尔羌河、 开

都—孔雀河这 4 条河， 于是形成了塔河

“四源一干” 的格局。
塔里木河治理， 国家从 2001 年启

动实施 。 “记得在塔 河 治 理 刚 开 始 不

久， 我们从库尔勒沿着 218 国道往大西

海子水库走， 一路上遇到被风沙掩埋的

路段竟然 197 处之多。 有的地方， 掩埋

的沙丘堆得很高， 我们的越野车翻过去

都有点费力 ， 越野车 一 小 时 也 只 能 跑

30 多公里 ， 所以 218 国道又被当地人

称为 ‘死亡公路’。” 新疆自治区政府专

家顾问团生态顾问、 中科院新疆生态与

地理研究所研究员徐海量说， “我们当

时的感觉是， 再不治理， 别说这 218 国

道， 就连这塔里木河都快给塔克拉玛干

沙漠给吞噬了！”
塔里木河岌岌可危的命运与极其重

要的特殊地位， 引起了党中央、 国务院

的高度关注。
2001 年 6 月 ， 国务院正式批复了

《塔 里 木 河 流 域 近 期 综 合 治 理 规 划 报

告》。 该项目总投资达 107.39 亿元， 主

要是通过实施灌区节水改造、 平原水库

节水改造 、 地下水开 发 利 用 、 河 道 治

理 、 博斯腾湖输水系 统 、 生 态 建 设 保

护、 山区控制性水利枢纽、 流域的水资

源统一调度管理等九大类工程与非工程

措施， 实现了 “四源一干” 总节水量达

到了 26.6 亿立方米 。 在年平均来水条

件下， 塔河干流阿拉尔来水量达到 46.5
亿立方米， 开都—孔雀河向塔河干流供

水 4.5 亿立方米， 向大西海子水库以下

下泄生态水超 3.5 亿立方米， 让塔里木

河流域重现绿洲， 生机盎然。
截至目前， 塔河流域管理局先后组

织实施了 18 次向塔里木河下游生态输

水 ， 使累计下泄生态水量达 68.5 亿立

方米。 自 2011 年至 2016 年的 5 年里，
每年平均下泄 5.25 亿立方米 ， 超过了

规划报告确定的年均下泄 3.5 亿立方米

生态水的任务。 水头 13 次到达塔里木

河的尾闾台特玛湖， 最大形成了 500 多

平方公里湖面。 输水结束了塔河下游河

道连续断流 30 年的历史， 实现了 “水

流到台特玛湖， 塔里木河干流上中游林

草植被得到有效保护和恢复， 下游生态

环境得到初步改善” 的规划目标。
虽成效卓著， 但记者仍心存疑虑：

将这相当于 500 个西湖的巨大水量注入

台特玛湖， 其意义何在？ 为什么要将如

此珍贵的水源从南疆的绿洲引入塔克拉

玛干沙漠？ 此处年降水量不过 50 多毫

米， 而潜在的年蒸发量却高达 3000-4000
毫米。 因此即使一江清流能注入罗布泊，
不是最后也得都被蒸发掉而干涸吗？

徐海量对此有独到见解： “你去大

西海子水库的路上， 有没有看到高架铁

路正在建造？”
这提醒了记者。 一路上， 确实见到

连接青海格尔木和新疆库尔勒的格库铁

路高架线正在如火如荼地建设中。
“迄今为止， 从新疆前往内地的铁

路 线 只 有 乌 鲁 木 齐———哈 密 这 一 条 通

道。 正在建设的格库铁路， 是新疆通往

内地的第二条铁路通道， 其战略意义不

可小觑。 按照格库铁路新疆段的线路设

计， 格库铁路将三次跨越塔里木河。 保

证塔里木河生态水文过程的完整性， 可

见其重要性。” 徐海量说。
来自中铁一局格库铁路新疆段铺架

项目部的消息说， 自今年 6 月 3 日开铺

以来， 已完成铁路铺轨逾 96 公里。
塔里木河的生死， 不仅关系着南疆

的塔里木河流域 1200 多万各族人民的生

存安全， 而且事关整个新疆的战略安全。
如今， 在 218 国道上， 日夜奔驰着

内地前往新疆的油罐车。 “毫无疑问，
塔里木河的生死， 未来还关系着国家的

能源战略安全。” 徐海量强调说。

位于巴音郭楞蒙古自治州尉犁县塔

里木乡境内的恰拉枢纽， 看似平常， 却

是 塔 河 干 流 中 游 和 下 游 的 分 界 断 面 。
2007 年， 恰拉水闸建成了远程监控系统。

“但 2007、 2008 这 两 年 ， 塔 河

流域遭遇了严重的干旱 ， 河道干涸从

最下游的尾闾台特玛湖一直到塔河干

流上游与中游的分界点英巴扎 ， 断流

的 里 程 将 近 800 公 里 。 ” 肖 玉 磊 对 记

者说 。
断流 ， 对于塔河流域的老百 姓 来

说， 性命攸关。 新疆生产建设兵团二师

34 团水管站站长徐著回忆起当时的窘

境， 至今难以忘怀， “2008 年塔河干流

来水少， 总共只有 14 亿立方米， 根本到

不了咱铁干里克的大西海子水库。”
2007 年， 棉花市场价格一路走高，

一公斤棉花收购价 10 多元， 一亩地挣

个千儿八百的并不难 。 一些内地老板

赶到塔河沿岸大面积开荒种棉 。 新疆

的耕地相对内地来说简直是 “无限的

大 ” ， 但 塔 里 木 河 的 水 不 可 能 无 限 地

多 。 于是 ， 层层截流 ， 原本水量平年

的塔里木河， 水头甚至到不了中游。
“因为采用了滴灌技 术 ， 开 荒 种

棉的老板甚至连土地平整的投入都省

了。” 徐著说。
“使用滴灌技术不是很省水吗 ？”

记者颇感疑惑。
“我们新疆的地理特 点 ， 首 先 是

干旱 。 我国最大的沙漠在新疆 ， 植物

生长主要是依靠地表水和地下水 ； 其

次， 新疆塔里木河流域的土壤形成于第

三纪， 普遍含盐度较高。 所以在新疆开

垦荒地后的第一件事就是漫灌， 目的就

是先要把土表层里的盐 ‘洗’ 出去， 而

且一般要漫灌三四次后才可以种棉花。”
徐海量解释。

那从土壤里 “洗” 出来的盐， 又到

哪里去了？
“洗出来的盐， 最后还是回到了塔

里木河。 塔里木河流入台特玛湖后， 湖

水逐渐被日晒蒸发， 盐份却在湖底沉积

下来。 所以在台特玛湖的湖底 ， 在 30
公分沙土之下就有厚厚一层盐。 而已经

干涸的罗布泊， 甚至形成了几米厚的盐

壳。” 徐海量说。
上世纪 90 年代， 大西海子水库蒸

发量和浇灌农田的输出水量大于上游补

充入库的来水量。 原来的淡水库， 盐度

越来越高， 几成咸水湖 。 34 团为此成

立了 “土壤盐测室”， 每天监测大西海

子水库湖水的盐分。 “那时候， 我们着

急啊。 拿库水浇棉花吧， 棉花咸死了；
不拿湖水浇棉花吧， 棉花干死了。” 34
团宣传科长富云感慨地说， “大家真的

把水当成命啊。”
34 团 9 连 在 全 团 的 位 置 最 东 面 ，

也就是最靠近库鲁克塔格沙漠的地方，
因此被称为 “风头水尾”。 9 连护林员

任宪说， “上世纪 90 年代断水的时候，
每到春天， 我们这里不是刮 ‘沙尘暴’，

而是刮 ‘黑尘暴’。 一阵狂风不是把沙

子刮起来了， 而是把土都刮起来了， 整

个一片漆黑。 人说河北沙尘暴厉害， 50
米外就看不见人了； 我们这里只要把手

伸出去， 就看不见自己的手了。 每年种

棉花， 都要种好几遍。 来一次黑尘暴，
就把薄膜、 滴灌带、 刚长出的苗， 全都

给刮走了。”
2007 年、 2008 年连续两年的塔里

木河断流 ， 让位于下游的二师 34 团 、
35 团的耕地大量抛荒， 人员大量流失。
34 团林业站副站长徐永峰说， “那时，
上级把 34 团、 35 团合并了， 加起来有

大约 5 万人口。 这里的家长都对考上大

学、 中专的孩子说， 你们出去以后可千

万别回来。 短短几年， 团场剩下的大都

是老人， 人口最少时不过 1.3 万。 这几

年治理塔里木河见了成效， 水来了， 才

又回流了大约 4000 多人， 现在整个 34
团的人大约 1.7 万。”

断流， 干旱， 水库水质变咸， 植被

大量死亡， 团场员工背井离乡， 唯有黑

尘暴铺天盖地、 沙漠趾高气扬。 “塔克

拉玛干沙漠和库鲁克塔格沙漠两者最接

近的时候， 有多远？” 记者问徐著。
“就在大西海子水库下去百把公里

的阿拉干， 两大沙漠合拢只剩 ‘最后一

公里’。” 他说。
沙逼人退。 当时， 生产建设兵团已

经研究过将塔里木河下游的 31 团、 32
团、 33 团、 34 团、 35 团这几个团场全

部搬迁。
危难时刻， 还是要抓住塔里木河治

理这个主要矛盾。 2000 年， 自治区成立

了塔里木河流域水利委员会。 2011 年，
自治区加大流域水资源管理体制改革力

度， 将现有的源流管理机构整建制移交

塔里木河流域管理局， 建立了协调高效

的 塔 里 木 河 水 资 源 统 一 管 理 新 机 制 ，
“以水定地”， 严禁非法开荒。 2016 年，
全面贯彻最严格的水资源管理制度， 塔

里木河流域水量分配方案转到了 “三条

红线” 用水总量控制指标上来。
终于， 塔里木河源源不断的清流又

重抵达大西海子水库。 从 2012 年 9 月

起还宣告退出农业灌溉， 衍变为全疆唯

一的纯生态水库， 国务院批复的规划报

告还明确该水库每年向老塔里木河和齐

文阔尔河下泄河水 3.5 亿立方米， 水头

直达 300 多公里外 的 台 特 玛 湖 。 “去

年 ， 大西海子水库下泄生态水达 到 了

6.76 亿立方米。” 塔里木河流域管理局

水量调度处处长何宇说。
如今， 34 团 9 连已经种有 2000 多

亩人工防护林、 1000 亩梭梭和 2000 亩

黑枸杞 ， 在 “风头 ” 的位置上挡 住 了

“沙头” 的侵袭。
富云说， 34 团曾经弃耕的 12 万亩

耕地， 如今九成已经复耕。
采访结束时， 徐著颇为自豪地说，

“你下次再来， 我带你去看我们团里全

疆最大的马鹿养殖基地。”

盐节木

盐生草

盐穗木

昔日干枯的胡杨树下， 又见羊群熙攘。 王汉冰 摄

曾干涸见底 （见

小图） 的台特玛湖今

又重现湖水、 湿地的

美 景 ， 218 国 道 穿 湖

而过。 肖玉磊 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