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浅谈新疆米东区地下水超采现状与治理措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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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地下水资源是米东区经济和社会发展的重要支撑。但是，随着新疆经济社会快速发展，地下水超采情况日益严重，给

米东区水资源安全和环境生态造成了一定影响。近年来，国家实施最严格的水资源管理制度，为新疆地下水超采区提供了有

利条件开展综合治理。如何在此基础上，针对新疆米东区地下水超采的特点，提出科学合理的治理措施对新疆地下水资源管

理工作具有重要意义。文中将对新疆米东区地下水超采现状进行梳理，分析其成因及影响，并提出相应的治理对策与建议，

旨在为新疆地下水资源可持续利用提供参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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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rief Discussion on the Current Situation and Control Measures of Overextraction of 
Groundwater in Xinjiang Midong District 

FAN Li 

People's Government of Gumudi Town, Midong District, Urumqi, Xinjiang, 831400, China 

 

Abstract: Groundwater resources are an important support for the economic and social development of Midong District. However, 

with the rapid development of Xinjiang's economy and society, the situation of groundwater overexploitation is becoming increasingly 

serious, which has had a certain impact on water resource security and environmental ecology in Midong District. In recent years, the 

country has implemented the strictest water resource management system, providing favorable conditions for comprehensive 

management of groundwater overexploitation in Xinjiang. Based on this, it is of great significance to propose scientific and reasonable 

governance measures for the management of groundwater resources in Midong District, Xinjiang. This article will sort out the current 

situation of groundwater overexploitation in Midong District, analyze its causes and impacts, and propose corresponding governance 

strategies and suggestions, aiming to provide reference for the sustainable utilization of groundwater resources in Xinjia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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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言 

米东区属资源性缺水地区，地表水资源短缺，地下水

成为当地经济社会发展的重要水源。近年来，随着土地利

用面积的迅速扩大，地下水资源过度开发利用，全区局部

地下水已严重超采，造成地下水位成逐年下降趋势，泉水

衰减、河库干缩、草地退化等生态问题凸显出来，这不仅

影响了米东区水资源的可持续利用，也给米东区经济社会

发展带来一定隐患。因此，有效治理地下水超采区，保护

地下水资源，对米东区来说具有重要意义。 

1 地下水超采现状及问题 

1.1 水资源现状 

米东区地处天山北坡，准噶尔盆地南缘，位于乌鲁木

齐市北郊，隶属乌鲁木齐市管辖，总面积 3407.42km
2
， 耕

地面积 220.02km
2
，辖 5 个片区管委会，4 个街道办事处，

5 镇 2 乡，81 个行政村，75 个社区。米东区位于干旱内

陆区，多年平均降雨量为 249.1mm，多年平均蒸发量为

2105.9mm；全区人均水资源占有量不足 270 立方米，属于

严重缺水地区。米东区的地下水资源量约为 1.3 亿 m
3
，地

下水可开采量约为 1 亿 m
3
；地表水资源量为 3900 万 m

3
，

地表水可利用量约为 3204 万 m
3
。地表水基本上都是季节

性雨洪水，地表水资源量极为匮乏。近年，随着米东城市

经济社会的发展，在充分利用地表水，无其他水源可利用

的情况下，只能大量提取地下水。 

1.2 地下水超采现状 

米东区多数灌区为井灌区，区域内有农灌机井 1086

眼，企事业单位自备机井 239 眼，灌区机井密度非常大。

近几十年来，工业迅速发展，对地下水用水量需求加大，

尤其是农业灌溉基本靠机井提取地下水，导致地下水开采

量持续增加，年提取量平均在 1.4 亿 m
3
左右，由于过量

开采，造成地下水位持续下降，下降幅度最大的地区为米

泉南部和古牧地一带，14 年累计下降 6.55 米，平均下降

0.47m。溢出带逐年被疏干，泉水衰减，目前几乎已没有

泉水出露。河库干缩、草地退化等生态问题日益凸现。随

着米东区农业、工业及城市化进程的快速发展，需水量将

进一步增加，供需水矛盾势必更加尖锐。  

1.3 存在的问题 

米东区水资源紧缺是一个长期存在的问题，主要原因

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首先，米东区作为干旱区，本地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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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源本身就较为匮乏。地处乌鲁木齐市下游，水源依赖

上游供应，但上游供水能力受到自身城市用水需求的限

制，无法满足米东区不断增长的经济社会发展对水的需

求。其次，农业作为主要用水部门，占用水量高达 65.9%，

但多年来灌溉设施老化，渠道渗漏严重，水利用率低于

60%以下。同时对小型农田水利基础设施投入不足，改善

进度缓慢，导致农业用水效率不高，部分地区出现宜旱

土地。再者，长期受上游城市生活和工业废水污染，地

表水、地下水质下降，原本可供利用的水资源逐年减少。

最后，各部门在水资源管理和监测上的协调不足，水资

源分配与调度存在问题，未能充分发挥有限水资源。总

之，米东区水资源紧缺，源于水源本身不足和多年用水

结构问题，以及水环境污染与管理不力的叠加结果，一

方面需严格控制地下水开采的现状，另一方面需积极寻

求外部水源来解决米东区缺水的矛盾。 

2 地下水超采区治理情况  

为严格控制地下水开采，近年来，米东区在地下水超

采区开展了一系列治理工作，取得一定效果。一方面加强

对超采区地下水资源的监测与评估，不断完善监测网络，

实时掌握各地下水层水量变化情况，对超采区进行科学评

估。同时，在超采区实施了限制开采的措施，如调整机电

井开采许可证，限制超采区新增机电井数量，严格执行超

采区自备井“减二更一”政策，合理安排取水量等，对不

符合水资源管控指标的取用水户和区域，通过关停机井、

节水设施、水源置换、农业结构调整、中水利用等措施进

行水量压减，降低地下水开采强度。2020 年起，对超采

区城市管网覆盖范围内 14 眼井分类分时进行关停，共关

停机井 2 眼，压减地下水取水量 5.03 万 m
3
。另一方面，

米东区大力发展其他水源，如引水工程等，增加地表水供

给量，以缓解地下水开采压力。近两年，完成乌石化公司

启用“500”引水项目工程，乌石化生产、生活全部使用

外调水，22眼机井取水基本停用，压减地下水取水量 2200

万立方米。对供水管网已覆盖区域的新特能源公司 6 眼机

井全部实施了封停，注销了取水许可证，压减水量 120 万

m
3
。同时鼓励企业利用城镇污水资源等其他水源。2021

年，实施投资 1.9 亿元的黑沟片区污水资源化利用项目，

新建再生水管网 65.2 公里，解决黑沟区域砂厂、企业，

以及化工园区、米东大道绿化和工业用水，提供再生水 6

万方/日。缓解绿化灌溉用水与市政供水、地下水过量开

采之间的矛盾。此外，在超采区实施高效节水灌溉面积达

到 7.83 万亩，有效提高水资源利用效率，实现可持续发

展目标。总体来说，米东区采取了积极有效的多措并举方

式。一方面通过加强监测评估和限制开采降低地下水开采

强度，另一方面增加其他水源供给以及开展生态修复，初

步遏制了部分地下水超采区的状况。但由于问题本身的复

杂性，还需要长期的共同努力。 

3 治理对策与建议  

3.1 建立健全地下水禁限采区管理制度  

一是明确禁采区范围以保护生态环境。二是公布禁采

区红线。将禁采区范围通过公开透明的方式定出红线，接

受社会监督。三是禁止新建和继续开采。在禁采区内不再

允许新建取水工程，现有工程到期后关闭停止使用。四是

逐步压缩限采范围和量。在限采区内根据“三条红线”指

标逐步减少开采量和关闭部分机井，不再新增机井。同时

也将逐年下调许可用水总量。五是加强管理执法。建议通

过明确红线和量限制等方式，加强对禁限采区的监督管理，

并依法惩处违规行为。这些建议旨在科学划定禁采保护区，

合理调控限采区开采量，逐步恢复地下水水量，实现地下

水资源的可持续利用。有利于米东区建立起健全的地下水

禁限采区管理体系。 

3.2 水价水权改革  

一是开展水权水价改革。完成农业水价成本测算，推

行终端水价、阶梯式水价等差异化水价政策。二是完善水

权管理制度。完善《米东区农业水价综合改革实施方案》，

制定《米东区农业水价综合改革精准补贴和节水奖励办

法》。加强水资源费征收，严格执行超采区 2 倍征收的标

准，做到应收尽收，足额征收。三是推进水权确权登记。

依据出台水权水价改革方案，开始水权确权登记工作和建

立水权交易中心。四是实行差别化水价。对基本农田外的

耕地实行差别水价，对工业企业等非农单位严格执行累进

加价征收资源水费。通过上述改革，米东区将逐步建立起

以水权作为基础的水资源配置制度。水权确权登记为进一

步开展水权交易奠定基础。差别水价体现了不同用水主体

的承担能力，促进资源配置优化。这些建设性措施有利于

推动水资源配置的市场化改革，更好满足不同部门和区域

的用水需求。它为米东区建立完整的水资源管理体系奠定

了基础。 

3.3 落实最严格水资源管理制度 

一方面，加大宣传力度，通过各种渠道对水资源管理

制度的重要性进行解释，提高社会各界的认识。同时，利

用“世界水日”等机会开展宣传，树立全区人民的节水意

识。另一方面，加强对机井灌溉水资源的管理。实行计划

用水，对超标单位实施加价收费，推广节水技术。严格执

行取水许可制度，控制新建和更新机井数量。同时对所有

机井进行监测装置安装，实现以水定电、以电控水。此外，

还加强对国有农用地和灌溉面积的管理。以水定地核定灌

溉面积，优先保障二轮承包地用水。同时严格执行“退地

减水”政策，原则上不新增农业用水。同时，开展整治非

法取水专项行动。对违法开荒和超标灌溉面积实行无条件

退减，封堵违法机井并停止供电，严厉打击违法行为。通

过这些建设性措施，旨在建立较为完善的水资源管理机制，

为保障水资源安全奠定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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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4 加强地下水开发利用监督管理  

从 2014 年开始，米东区对辖区内所有机电井进行了

IC 卡计量设施的安装，尽管已实行“井电双控”政策，

但机井设备的运行和维护不到位，地下水开采量统计工作

还存在一定误差，难以全面反映实际情况，使所有机井未

实现科学精准计量。为此，需要对所有机井信息进行全面

排查和登记，建立完整的取水统计制度。另外， 各部门

在地下水监管工作中的协作不够紧密，水利、电力等部门

应深入合作，共享监测数据，协同推进监督管理，形成健

全常态化监管机制。 

3.5 制定地下水超采治理与管理评估考核方案  

（1）制定地下水超采治理与管理评估考核方案  

首先应确定治理目标，如恢复水量平衡。然后根据实

际情况提出治理措施，比如控制开采量。其次，应结合“三

条红线”控制指标来选考核指标。如果“三条红线”能实

现治理目标，则可以直接采用；否则需要在此基础上增加

更具体考核指标，如每年限制增加的开采量。重要的是建

立完整的考核体系。明确考核主体责任，规范考核流程与

标准。各部门需要信息共享与监测配合，共同参与考核工

作。只有全面选择科学考核指标，建立完整合理的考核机

制，明确考核责任，才能在推动地下水超采长效治理中发

挥重要作用。治理目标的实现需要长期实施并动态调整评

估考核工作，以期取得理想效果。 

（2）地下水超采治理与总量控制的考核指标  

新疆米东区地下水超采的主要原因是土地开发过度，

因此应将控制耕地面积和新增加机井数量作为总量控制的

考核指标。这与“治水先治地、治地先治井”的原则相符。

同时，根据机井耗电或用水表记录，准确统计地下水开采总

量，也应作为重要考核指标。在选择考核指标的同时，还应

视情况增加其他补充指标。例如根据用水计划核定的年度开

采总量指标进行考核。此外，还可以记录不同时段的地下水

位变化情况，作为考核地下水水量恢复情况的参考指标。在

建立这些定量考核指标的同时，还应设定定性考核要求。例

如规范开采管理和水资源利用等。总体来说，地下水超采治

理考核应注重总量控制，选择耕地面积、新增机井数量、开

采水量等定量指标，同时增加其他补充指标，结合定性要求，

分阶段评价治理效果，才能推动工作规范有效开展。只有全

面科学地考核，才能促进地下水资源可持续利用。 

（3）建议实施外部水源调入本区，解决米东区水资

源紧缺的问题 

米东区水资源紧缺已成为制约该区经济社会发展的

一个重要问题。实现外部水源调入，是解决这个问题的重

要途径之一。比如，通过外调“500”甘泉堡二期扬水工

程管线经过米东区的便利条件，从长远考虑，为彻底解决

农村供水水源分散、水质、安全等问题，依托大水源，接

入大管网，提前谋划将城市供水管网向周边农村延伸，结

合现有的城市、农村水网建设，实施农村供水水源联通工

程，推进规模化供水工程建设，解决农村供水水量不足的

问题。与此同时，我们可以同周边的昌吉州开展水资源共

享合作。昌吉州地处天山山脉西麓，地表水资源相对丰富。

我们可以与昌吉州充分沟通，合理规划将昌吉地区部分不

影响基础生活和生态环境的地表水，通过管道等工程方式

调入米东区。这不仅可以缓解米东区的水资源短缺，也有

利于两地区域联合发展。 

4 结束语 

综上所述，米东区是水资源紧缺型地区，周围河流不

大，水量有限，水资源“先天不足”，人口集中，经济发

展较快，用水量与日俱增，水资源问题已成为制约国民经

济发展的关键因素。纵观米东区的发展，正是伴随着水资

源的不断开发利用而实现的，“没有水就没有一切”。随着

现代经济的高速发展，未来米东区水资源缺水形势将更

加严峻，故继续认真落实实行最严格水资源管理制度，

切实做到合理开发、科学管理、全面节约和有效管理水

资源，以水资源的可持续利用促进米东区经济社会的可

持续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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