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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黑河流域之所以成为国内外内陆河流研究的热点地区之一，主要是由于黑河中下游地区严重荒漠
化，居延海干枯，并成为沙尘暴的主要发源地，形成了波及中国北方中国北方甚至东亚地区的强大少
尘暴，引起了中国政府的调试重视和国内外社会各界的广泛关注。

　　黑河流域横跨中国西北地区的青海、甘肃、内蒙古等三省区的四个市（州、盟），全长821公里，
流域面积13平方公里，途经著名的古丝绸之路--河西走廊，是中国第二大内陆河。

　　本书基于对黑河流域9个县区（内蒙古自治区额济纳旗，青海省祁连县，甘肃省的张掖市甘州区
、肃南县、山丹县、民乐县、临泽县、高台县、金塔县等）的社会学问卷调查，描述和分析了黑河流
域水资源和水污染的状况，水资源与农/牧业，工矿业发展的关系，水资源与土地退化或沙化，森林和
草地减少等关系，并比较了不同经济区和不同人群的受访者对上述问题的看法和感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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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总报告　黑河全流域卷　　用水状况　　在黑河流域，关于家庭月用水量，70.45％的受访家庭每
月用水不超过l0吨；l3.34％的受访家庭月用水量为l0吨；11.22％的受访家庭每月用水在11～20吨之间。
　　关于家庭年用水量，54.49％的受访家庭每年用水不超过100吨；23.94％的受访家庭每年用水l01
—150吨；ll.22％的受访家庭每年用水为100吨；而年用水量超过500吨以上的受访家庭所仅占1 25％。
　　26.97％的受访者所在单位月生活用水量在100吨以下；16.48％的受访者所在单位月生活用水量
为l00～200吨。
　　34.63％的受访者所在单位月生产或工作用水量在500吨以下（这些单位主要为政府机关、事业单
位等）；11 75％的受访者所在单位月生产或工作用水量为501～1000吨；29 13％的受访者所在单位月生
产或工作用水量在5001吨以上。
　　50 88％的受访者所在单位年生产或工作用水量超过5001吨；3 63％的受访者所在单位年生产或工
作用水量在500吨以下（这些单位主要为政府机关、事业单位等）。
　　水资源状况　　在黑河流域，33.54％的受访者认为水资源紧张程度“很严重”；28.80％的受访者
认为“较严重”或“很严重”；26.31％的受访者认为“有些问题”；三者台计占88.65％。
　　从上游到下游，人们感到黑河流域水资源紧张程度越来越严重，它们依次是上游地区（79.05％）
、中游地区（88.96％）、下游地区（96.80％），以l0％左右的比例呈递增趋势，尤其是黑河下游地区
受访者对水资源紧张的感受最深。
　　以l0年为分期，58.23％的受访者认为，水资源紧张开始于1—10年前；14.59％的受访者认为开始
于ll—20年前；6.98％的受访者认为开始于21～30年前。
　　在黑河流域，造成水资源紧张的四个主要原因分别是“水资源不足”（27.97％）；“水利设施不
足”（17.65％）；“垦荒面积增大”（12.31％）；“水资源分配不当”（10.42％）。
　　关于水污染问题，44.0％的受访者认为水污染“有些问题”；认为水污染“较严重”和“很严重
”的受访者分别占4.59％和5.99％；三者共占64.59％。
分地区来看，下游地区受|方者比上游和中游地区受访者．对水污染的程度感受要明显一些。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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