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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ttps://www.100test.com/kao_ti2020/61/2021_2022__E5_8D_97_E

6_B0_B4_E5_8C_97_E8_c41_61928.htm 我国第一部流域水量调

度管理行政法规《黄河水量调度条例》(简称条例)8月1日正

式施行。这是国家关于黄河治理开发出台的第一部行政法规

，是我国第一部关于大江大河流域水量调度管理的立法。在

昨天国新办举行的新闻发布会上，水利部黄河水利委员会(简

称黄委会)主任李国英表示，条例的出台将建立起黄河水量调

度长效机制。李国英同时表示，到2008年南水北调工程中线

调水进入北京应该不成问题，但是调往北京的水不会动用黄

河水。 水量调度有法可依 李国英指出，条例的出台，极大地

促进了有限的黄河水资源的优化配置，有利于提高利用效率

，缓解黄河流域水资源供需矛盾和水量调度中存在的问题，

正确处理上下游、左右岸、地区之间、部门之间的关系；统

筹协调沿黄地区经济社会发展与生态环境保护，减轻和消除

黄河断流造成的严重后果，为当地人民群众的安居乐业和长

远发展提供有力的保障。 李国英介绍说，上世纪九十年代，

由于黄河水资源的供需矛盾突出，过度开发与不合理利用，

加上以前关于水量调度的法律法规不能满足黄河特殊河情水

量调度的需要，自1972年至1999年的27年中，黄河下游有21年

出现断流，累计1091天，对黄河下游地区经济社会的发展产

生了严重影响。1999年，我国开始对黄河水量实施统一调度

，至今已连续七年实现了黄河不断流，今后将努力争取实现

黄河不断流。 南水进京指日可待 李国英在回答记者提问时表

示，南水北调中线工程，是从长江的支流汉江调水，沿着京



广铁路线，自流北上，到达北京。目前东线和中线工程都已

开工建设，估计在2008年，中线调水进入北京应该不成问题

。因为东线和中线南水北调的线路都和黄河立交，打隧道穿

过黄河，因此不存在调水以后对黄河和沿岸的老百姓有什么

影响的问题。 今年初北京市水务局曾介绍说，2008年之后每

年有1.5亿立方米黄河水进京，李国英澄清说，调往北京的水

仅仅是从黄河的河底隧道穿过，不会动用黄河水。 -重点措施

黄河水调度须无条件服从 黄委会表示应急调度时期排污企业

可能停产 在昨天开始施行的《黄河水量调度条例》中，专门

设“应急调度”一章，并赋予黄委会组织实施应急调度的职

能。在应急调度中，有关部门可对排污企业实行限产或者停

产等处置措施。国务院法制办副主任郜风涛指出，建立更加

严格的水量调度责任制，是条例的一个亮点。 《条例》规定

，出现旱情紧急情况时，经国务院水行政主管部门同意，由

黄委会组织实施旱情紧急情况下的水量调度预案，并及时调

整取水及水库出库流量控制指标；必要时，可以对黄河流域

有关省、自治区主要取水口实行直接调度。黄委会主任李国

英表示，应急调度预案需报国务院或者由国务院授权的部门

批准，批准之后，各省级人民政府、流域机构和各水库以及

工程管理单位必须无条件服从。 此外，《条例》规定，不制

定旱情紧急情况下的水量调度预案及其实施方案和动用水库

死库容水量调度方案的，或不执行方案的，将对有责任的主

管人员和其他直接责任人员，由其上级主管部门、单位或监

察机关依法给予处分。而不执行相关预案的如果造成严重后

果，构成犯罪的，则将依法追究刑事责任。 南水北调西线预

算3000亿 完工后每年调水量170亿立方米，目前尚无开工时间



表 黄委会主任李国英昨天透露说，南水北调西线工程总预算

大约为3000亿人民币，完工后每年调水量大约在170亿立方米

。李国英表示，这项工程目前仍没有准确的开工时间表。 李

国英透露说，按目前提出的规划结果，南水北调西线工程分

三期实施，第一期工程每年调水40亿立方米，第二期工程每

年调水50亿立方米，第三期工程每年调水80亿立方米，三期

工程全部完毕后，实现每年总调水量为170亿立方米。 谈到工

程时间表，李国英表示，从总体安排看，南水北调东线和中

线都已开工建设，“下一个应该轮到西线了”。他进一步解

释说，当西北地区社会经济发展到一定程度，这个工程就会

应运而生。 针对3000亿元预算是不是太高的疑问，李国英解

释说，由于这项工程在高海拔地区，还需要建造新的大坝，

开凿地下隧道，相对于低海拔地区，施工难度、管理难度和

运行难度都会相对大一些，因此投资肯定要比平原地区高一

些。 李国英说，西线工程会涉及大规模资金筹集，现在还没

有涉及具体投融资机制，“但这个问题最终是避免不了的，

估计会通过国家、地方以及利益相关者多方筹集”。 -水情通

报 108座城市口渴难耐 中国600多座城市三分之二缺水 水利部

黄河水利委员会主任李国英昨日介绍说，目前全国大中小城

市一共有600多座，缺水的城市有400多座，其中大约有108座

城市特别缺水。 中国北方缺水普遍 李国英表示，中国特定的

气候条件决定了在相当的区域范围内是缺水的，因为时空分

布不均，空间跨度很大，尤其在中国的北方地区，缺水是一

个普遍现象。 他特别针对黄河流域的问题解释说，在这一地

区实行了水权转换的举措来缓解用水矛盾，就是由工业项目

出钱，来衬砌灌区的各级渠道，提高水利用效率，由灌区节



省出来的水供工业项目使用，保证总量不增加。 黄河汛情尚

属稳定 李国英表示，黄河正处在主汛期的时段内，目前为止

汛情比较稳定。他解释说，因为黄河上中游地区主要是内陆

地区，已经发生的几次台风和热带风暴对黄河流域的影响很

小。 前天黄土高原地区降了一场大雨。李国英透露说，这场

雨形成的洪峰流量大约在2000立方米/秒，但时间不会太长，

估计应该是在10个小时左右，“这在一定程度上是我们期盼

的一场雨”。 100Test 下载频道开通，各类考试题目直接下载

。详细请访问 www.100test.com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