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漓江补水及旅游航运
          缪钟灵
（桂林工学院 广西·桂林541004)

提要 漓江是一条雨源性河流，枯季流量不足影响了社会经济和人民生活，更影响了旅游业的

可持续发展，解决矛盾的捷径是用工程补水方法，包括修建水库及整治河道，以缓解枯季用水紧

张，消除旅游瓶颈效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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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前言

    自1973年桂林对外开放以来，旅游业经
历了从无到有、由弱到强、由小到大、由单一

观光旅游到综合性多方位旅游、由桂林一阳

朔风景名胜游扩大到大桂林游、由一般性产

业到支柱产业、服务业由一般饭店到星级甚

至四星、五星级饭店、经营管理由初级分散管

理到集团管理、形成管理体系等等，各方面都

有了长足的发展，到桂林旅游的中外游客和

旅游收人逐年上升，1987年国内游客632万
人次，人境游客45万人次。然而桂林旅游的
瓶颈是漓江，自80年代以来，政府通过对污
染企业关停并转以及河道整治、第一期补水

工程等措施，大大改善漓江面貌，但面对21
世纪的发展，漓江仍是桂林和桂东北社会经

济可持续发展中的一个焦点，漓江治理包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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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方面很多，本文仅就补水和旅游航运问题

谈谈笔者的看法。

2漓江为什么需要补水

     桂林山水所指的范围包括桂林城、阳朔
城及桂林一阳朔间83km漓江河段，世界最
著名喀斯特峰丛谷地河段，河段的起点是桂

林水文站，其水文情况是：集雨面积

28印klll｛  、平均流量133耐15、年径流总量41．8
x108耐、年径流深1461二、年降雨1895mm、
径流系数0．67，漓江是一条雨源性的山区河
流，有丰水期和枯水期之分，枯水期一般从9
月开始延续到翌年2月，约半年之久，枯季流
量呈两谷一峰的变化曲线，第一谷在ro月，
之后出现了降雨增多，流量在11月或12月
上旬出现枯季中的峰值，其后流量又复下降

形成第二谷，第二谷比第一谷延时长谷值低，

要延续到次年2月或3月初春雨降临，枯季
谷值流量多在7-10耐／5间，个别年份曾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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降到5.3m3/s。漓江河道宽而浅，床底为坚硬
石灰岩，礁石滩险连绵，平均1-2km有一道
滩，两岸为阶地沙质河岸，漓江航道等级很

低，在补水前为等外级。

    桂林对外开放以来，游江旅客逐年递增，
1979年后增加更快，到80年代中期突破100
万人次／/a，游江期主要在雨季丰水期，但丰水
期中仍有流量不足30m3 /s的枯水日，此时
83km的水路游程下降到不足20km，针对这

种状况，1986-1989年实施漓江补水工程（称
第一期补水（见图1），引青狮潭水库（在灵川
县）水补给漓江，保证在桂林滨江路起航码头

漓江水补足到30m3 is，使河道水深达0.8m,
宽12m、曲率半径150m，达到七级航道标准，
使船队能顺利通航到阳塑，从此时起30m3 /s
就作为漓江枯水界限，显然它不是水文学枯

水界限而是满足漓江游船航行的界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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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补水的工程措施

              图1‘漓江枯季补水工程示意
县城；2，区乡；3．村、居民点；4．山峰；5．地下河出口；6．温泉；7‘河流；
 8.渠边;9．引水隧洞；10落水洞；11．己建水库；12拟建水库

                        第二补足45-50m3 /s；第三补足80m3 /s。 目

漓江补水有三个目标：第一补足30m3 /s
前是第二个目标的实施期，该目标使航道水

深lm、宽30m、曲率半径300m，达到6级航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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标准，使船队能双向航行。第三个目标是远
景，目的是改善枯水期萧条的水面和两岸景

观。

    补水有工程措施和生物措施，前者效益
快周期短，本文仅谈工程补水措施，补水水源

靠桂林以上各主支流修建水库及相邻流域的

水库蓄水，近十余年来，对可能的补水水源进

行研究和设计，归纳起来有以下工程可进行

补水。

3. 1本流域补水工程
    a．青狮潭水库：在甘棠江支流，属灵川
县补水主力水库，第一期补水全靠它。

    b．斧子口水库：漓江上游干流上，属兴安
县，可补7.1m/so
    c．川江水库：漓江上游支流上，属兴安
县，可补4.1m3/so
    d．小榕江引水工程：小榕江水经一道低
坝拦截后经一条长8km的引水隧道进人青
狮潭水库储存，经青狮潭水库调度后对漓江

补水，可补4.99m3/so
    e．金陵水库：漓江支流桃花江的小支
流，属临桂县，中型水库，可补0.57m3/so
3. 2跨流域补水工程
    a．五里峡水库：湘江支流漠川河上，属兴
安县，可补14.85m /so
    b．义江引水工程；柳江支流洛青江上游
义江各小支流上中、小型水库群串联补水，可
补4.3m3/so
    c．江底水库：柳江支流得江上游，属龙胜
县，可补15.2m3/so
    上述可补水量是在桂林水文站断面处可
实得水量，计本流域16.76m3/s，跨流域
24.35m3 /s。第二补水目标的水源设计用五
里峡水库及小榕江引水工程两项，可增补

19.84m3/s，与第一期补水水库―青狮潭水
库联合调度可达到45-50m3 /s的目标。可
补水的8个水库中，仅青狮潭水库已建成补
水，五里峡水库已建成但缺少越过水分岭的

调水渠道尚未实施补水，其他水库工程尚处

于不同的规划设计阶段。补水距离以青狮潭

水库最近为32km，五里峡水库最远为
105.5km，远距离调水的路程80％采用天然
河道，因而沿途取用和截留的量尚是一未知

数。

3. 3新的水源
    90年代初，游船起航码头从滨江路往下
游迁移约30km至磨盘山码头（对内宾）及竹
江码头（对外宾），码头下迁，避开了一段风景

一般、河道淤浅的江段，更有利的是江水获得

新的水源，良丰河、潮田河、黄沙河、灵田河四

条支流的汇聚，使枯季水量增加4-5m3 Is，更
重要的是已建成的良丰河上游大江水库及潮

田河规划中拖板歧水库都可成为补水水库，

估计可获得每年1亿耐的水源，补水路线
短，水量损失小，移民问题比上游水库小，在

磨盘山断面预计可增加l0m 3/s，此项新水源
的开辟可以减轻上游水库的压力，更可以削
减跨流域引水量。

4漓江是否会枯竭

    近年来桂林市用水量增加，枯季水资源
紧张，用水缺口逐年增大，漓江水位下降，出

现吊泵，水流变浅水面萎缩，行人能涉水渡河

等现象，从而担心漓江是否会枯竭断流，成为
季节性河流。对枯竭问题，必须对资料和数

据进行科学分析，而不是凭感性认识。枯季

水源由两部分组成，一是枯季降雨，二是地下

水对河流的补给，后者称为基流，基流也与降

雨有关但比较稳定，而降雨包括降雨量、降雨

强度、天数及次降雨的时间间隔等，因素是变

化的。枯季降雨量占全年雨量的比例变化于

14.8％一34.8％间，这一特征造成了枯季径
流绝对值少以及年际间的不均匀变化。枯水

径流的水文学定义是复杂的，我们仅从多年

平均最小流量和年最小流量两个数据分析

（见表1),1941-1995年间每10年为一个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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计周期，其平均最小流量变化于7. 25
14.90m3 /s, 80年代和90年代有增大趋势，这
与枯季降雨因温室效应而增大的记录相吻

合。年最小流量是一个瞬时值，受多种偶然

因素的制约而变化颇大，如50年代桂林站实
测最小流量7.1m3/s(1958年），而1951年为
3.8m3 /s，经查对，1951年的值是推算值，当然
不能作为科学分析对比的根据。枯季水流量

的变化取决于枯季无雨干旱持续期的长短，

据资料分析，连续干旱20-30d，桂林站流量

衰减至30m3“以下，干旱5”一70d,衰减至
巧耐／5以下，连续三个月无雨，则衰减至最低
点5.3m3/s。漓江从无断流的水文记录，枯季
水少是由它自身的集雨面积小以及较长时间

干旱无雨有关，即使是在雨季，若遇上长久的

干旱，漓江水量也会衰减成为雨季中的枯水

日。

        表1漓江桂林水文站枯季流f   m3/ s

计划是避免今后临渴掘井的良策。

    漓江洪水枯水变化具有周期性，经频谱
分析大约存在T= 10a和20a的周期，这种周
期与长江水患周期大体吻合，是一种受太阳

黑子活动周期制约的自然现象。

    既然社会经济发展、人民生活、旅游航
行、生态环境等多方面的枯季用水需求，将仰

仗于上游水库的补水，那么青狮潭水库和五

里峡水库就应作为水源保护区严加保护，为

桂林市21世纪的持续发展保留一片清洁可
用的水源，为此，在这两个水库区停止发展旅

游业、加强水体保护、维护水库区周围森林将

是当务之急。

年份 多年平均

最小流量

年最小

流  量
出现日期

1 9 4 1 - 1 9 5 0      9 . 5 2         7 . 2 0      1 9 4 1 - 0 2 - 0 6

1951- 1960      7 . 25         7 . 10      1958

1961- 1970     14 . 90        10 . 20      1965- 01- 28

1 9 7 1 - 1 9 8 0      8 . 9 1         5 . 3 0      1 9 7 4 - 1 1 - 2 9

19 81 - 1 99 0     11 . 50         6 . 8 4      1 9 86 - 0 1- 1 4

   1 9 9 1- - 1 9 9 5    1 4 . 7 0         8 . 0 0      1 9 92 - 1 2 - 2 2

    注：此表综合漓江枯水评价等内部资料而成。

    桂林市取用漓江水的用水大户逐年增
多，已建成的桂林市自来水公司拥有的东镇

路、东江瓦窑等三大水厂的总供水能力32.8
万m /d，正在兴建的城北水厂能力10万m '/d,
拟议中雁山新城将取用漓江水10万m/d，西城
区将取10万m /d，较小的用户如环城水系将取
用漓江水5.2万m'/d(即0.6m3/s)，累计起来，在
不久的将来向漓江取水的总量可达70万m /d
左右（亦即8.1m 3/S)，彼时，漓江水将不堪重
负，人为断流的日子将指日可待，未雨绸缪，

从现在起就着手实施议论已久的第二期补水

5漓江航道及航运问题

    漓江是一条生性脆弱的河流，雨源性突
出，补给面积小，降雨时空分布不均使洪水凶

猛而枯水凌厉，水流比降大，河床宽（200
300m）而浅（0.5-lm)，滩礁段交替连绵
(83km河段有66道滩），多沙质自然河岸，易
崩溃坍塌，穿越地貌类型复杂，盆地中河床易

淤塞改道形成大片沙石滩，峰丛谷地中河床

多石质河底水流湍急曲率半径小，原始河道

属等外级，几乎不存在航运之利。

    桂林于1973年对外开放，在开放的头几
年，来往于桂林阳朔间进行漓江游的船只仅

有数艘木船，到80年代初，始有铁壳机动游
船，游客从70年代的每年十几万人次，发展
到1984年79.1万人次／/a，以后船只增加、船
型扩大，游客增多，1992年创173.9万人次／/a
高峰，其后稳定在100-110万人次／/a之间，
增长速度为每年11%0

   80年代下半期的增长归功于第一期补
水及相应的河道疏浚和整治，工程内容是束

狭河身、堵塞汉流、疏浚河道、保护危岸，在某

些河段上见到的丁坝、顺坝、锁坝是为束狭河

身保持主乱道而建，从某种视角观看，横卧江

面刺人江心的石堤是刺眼的，与自然景观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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格不人的，但没有它们纵有补水工程补足

30m3 /s的江水漫无规拦地流在200-300m的
河床上，形不成主涨道，于航运仍无济于事。

每种治理工程都有利和弊两方面，要获得安

全运送游客之利，就得在某种程度上忍受它

带来的有碍风景之弊。

    游船船型经过20余年实践探索，各游船
公司共拥有40-130客位的十种船型约170
余艘，其中主力船jm是80-100客位，都具有
安全、舒适、中等速度、观景方便、服务完善及

导游有方等优A，其船长26-33m，宽5-
6.5m，满载吃水0.5m，排水量90t，完全适应
补水和整治后的漓江河床，日运载游客最高

纪录是1.5万人次／/d，开船190航班。
    有人提出以船就河，河小就走小船的意
见，所说的河是原始的河，并以古人游江方

式为旁证，唐宋以来古人游江尤其是文人游

江，确实是小舟一叶悠然自乐，但是，当年漓

江游客能有今日之多吗？今之游客能有多少

愿以长时间慢节奏来渡过仅83km的游程？
游船小型化有两种后果，一是更进一步限制

游客通量使这个瓶颈更加细长，二是增多船

只数量，若保持现有游客量，10-20座小船
需800余艘，在精华河段将拥挤不堪，大有在
锅里煮饺子的状态，交通秩序、航行速度、旅

客安全都将无法保证，进入一种混乱无序状

态，因而游船小型化不适合现代旅游发展的

需求，但追求船型越大越好也不现实，因为河

道的等级，它的水深、宽度和曲率半径限制船

型加长加宽加座，目前的船型组合安全顺畅

的航行20余年是很了不起的，是适应漓江航
道的最佳选择。

6结束语

    从水资源平衡观点出发，漓江年径流丰
富，并不缺水，只是洪枯季节水量相差悬殊，

雨季桂林屡遭洪水侵袭，损失惨重，若在上游

筑坝蓄水，一方面可滞洪错峰减轻洪水灾害，

另一方面可用作枯季补水水源，一举两得何

乐而不为。

    跨流域调水，调水路线长、水流损失大、
调水成本高、管理难度大，更重要的是当地流

域经济发达用水量增大或遭遇天灾后，水源

被截断或减小，漓江补水仍无保证，因而最好

不动用或少动用跨流域水源。

    自80年代中期以来，漓江旅游航行已形
成一套安全高效的有序结构，进一步追求的

应是扩大游客通量提高服务质量改进旅游方

式推出新景点和路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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