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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黄河流域内蒙古段

概况

黄 河 是 中 华 民 族 的 母 亲

河。黄河发源于青藏高原，流经

9 个 省区，全 长 5464 公里，是

我国仅次于长江的第二大河。黄

河流域内蒙古段流经阿拉善盟、

乌海市、巴彦淖尔市、鄂尔多斯

市、包头市、呼和浩特市、乌兰

察 布 市等 7 个盟市、40 个旗县

区，全长 843.5 公里，是内蒙古

自治区重要的经济增长带和增长

极。

黄 河流域内蒙古段流域面

积 15.19 万平方公里，生态系统

类 型多样，包括典 型草原、荒

漠草原、草原化荒漠、阴山山地

森 林 - 灌 丛、 乌兰布和 沙漠、

库布齐沙漠、毛乌素沙 地、乌

梁素海、哈素海、“十大孔兑”

等河流、河湖滨 带湿地、河套

灌区和土默特 平原 农 业区等。

众多生态系统孕育了丰富的生物

多样性，并发挥着重要的防风

固沙和水源涵养等生态系统功

能，构成我国北方 重要的生态

安全屏障。

二、黄河流域内蒙古段

现存主要生态环境问题

黄河流域内蒙古段生态环

境质量的好坏直接关乎黄河中

王立新    李永宏    梁存柱    卓 义

水陆统筹的流域综合治理与管控

摘  要 ：党中央将黄河流域生态保护和高质量发展上升为重大国家战略，无疑为内蒙古自治区生态优先、

绿色发展以及构建北方重要生态安全屏障带来了前所未有的机遇。黄河流域内蒙古段污染治理、生态修复和水土

流失综合防治要形成“一盘棋”思路，水陆统筹，强化流域综合治理与管控，要重点做好争取纳入《内蒙古自治

区国土空间规划》编制。扎实推进乌梁素海水生态综合治理、提升黄河流域水资源高效利用和强化黄河流域综合

治理与生态修复等方面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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下游水沙情势和水质状况。自

治区党委政 府及各部门在黄河

流域污染治理、生态修复和水

土流失综合防治等方面开展了

大 量卓有成 效的工作，如荒漠

化防治的“库布齐模式”、河套

灌区盐碱地治理和土地整理、

乌梁素海水污染综 合治理等，

并取得了一定的 治理 效 果， 如

库布齐沙漠实现了“人进沙退”

的治沙奇迹，植被覆盖率达到

53%。

但目前黄 河内蒙 古段污染

治理、生态修复和水土流失综

合防 治未能 形成“ 一盘棋” 思

路， 缺 乏 水 陆 统 筹 的 流 域 综

合治理与管控，缺乏流域内节

水—调水—污染治理—水土保

持 — 生 态 修 复 的 协 调 与 综 合

管控，缺乏从流域到河流的全

过程污染治理、生态修复和水

土流失综 合防治技术体系，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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处于就污治污、就点治点的状

态。 此 外， 在 治理、 修复和水

土流失防控中缺乏一定的科 技

支撑，未能形成完整的技术体

系和规范。

因此， 黄 河流域内蒙 古段

生态环境整体脆弱，一旦破坏，

生态恢复和修复的难度极大，加

之黄河沿线盟市水资源保障形势

严峻，且发展质量有待提高，使

得黄河流域内蒙古段生态环境亟

待改善、水资源高效利用有待提

高、传统产业转型升级步伐需大

步迈进。

三、水陆统筹的流域综

合治理与管控的重点

黄 河流域内蒙古段污染治

理、生态修复和水土流失综合

防治要形成“一盘棋”思路，水

陆统 筹，强化流域综合治理与

管控。可从以下几点开展重点工

作 ：

（一）争取纳入《内蒙古自

治区国土空间规划》编制

黄河流域 构成我国重要的

生态屏障，是连接 青藏 高原、

黄土高原、华北平原的生态廊

道，应纳入《内蒙古自治区国土

空间规划》（2019-2035 年），筑

牢内蒙古自治区生态安全 屏障

的空间格局。以水而定、量水而

行，因地制宜、分类施策，针对

流域内不同类型的生态功能区

分别明确分布范围、分布面积和

管 制规则，提出分类分级保护

的措施。

（二）扎实推进乌梁素海水

生态综合治理

乌梁素海是黄河流域 最大

的淡水湖和地球同纬度最大的

自然湿地。乌梁素海是我国第

二大灌区河套灌区灌排体系的

重要组 成部分，对于控制河套

灌区水盐平衡和维持灌区水环

境系统稳态运营发挥着重要功

能和作用。尽管国家和地方对

乌梁素海实施了综合治理诸多

工程，自 2009 年起，先后实施

了点源防 治工程、分凌减 灾 补

水通道项目、内源污染治理工

程（航道疏浚）、面源污染治理

工程（人工芦苇湿地）、流域山

水林田湖草生态保护修复试点

工程等水生态综合治理工程，

但 水体总体仍处于 V 类或劣 V

类。湖泊农 业面源污染、水土

流失面源污染、内源污染负荷

等仍未得到有效控制，尽管湖

泊水质有所改善，但主要 仍靠

黄河凌汛期补水稀释维系，生

态环境退化趋势亦未得到有效

遏制。归其原因是乌梁素海水

生态退化机理不清，所采用的

工程技术措施缺乏必要的科技

支撑，故亟待厘清其湖泊水生

态退化机理，并再此基础上研

发具 有可操作性、针对性和实

用性的湖泊面源污染削减和内

源污染去除的水环境综合治理

技术，并进行示范应用。

（三）提升黄河流域水资源

高效利用

党的十八大以 来， 党中央

着眼于生态文明建设全局，明确

了“节水优先、空间均衡、系统

治理、两手发力”的治水思路，

针对黄河流域水资源高效利用不

足，应重点开展河套灌区农业现

代化建设，提高用水效率、优化

用水结构。以生态优先、绿色发

展为核心，实施水资源消耗总量

和强度双控，加快沿黄经济带工

业园区的产业升级与优化调整，

进一步提升用水效率，鼓励再生

水的循环利用，促进区域经济社

会可持续发展。

（四）强化黄河流域综合治

理与生态修复

黄 河流域内蒙 古段分布 有

草原、森 林和荒漠等地带性植

被以及沙地、沙漠和湿地等隐

域性植被，而加强荒漠化治理

和草原、森 林、湿地保 护是内

蒙古生态系统保护的首要任务。

应以减少入黄沙量为核心，上下

游、干支流、左右岸统筹谋划，

共同抓好大保护，协同推进大治

理，形成“一盘棋”思路，水陆

统 筹，强化流域综合治理与管

控。从流域尺度，继续开展“十

大孔兑”水土流失综 合防 治、

沙地和沙漠“锁边”工程以及黄

河沿岸生态护坡及生态修复等

综合治理与生态修复工作。

（作者单位 ：内蒙古大学生态

与环境学院 ；草地生态安全省部

共建协同创新中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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