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关于提名《塔里木河流域水资源形成、转化及农业-生态用水优化配

置研究示范》项目成果申报 2021 年度自治区科技奖励的公示 

一、提名项目成果名称 

塔里木河流域水资源形成、转化及农业-生态用水优化配置研究示范

二、提名单位意见 

塔里木河流域是我国最大的内陆河流域，水资源形成、转化受气

候变化影响强烈，对支撑以绿洲农业为基础的干旱区经济社会发展产

生重大影响。应对气候变化的干旱区内陆河流域水资源调控与配置必

然聚焦于水－生态－经济协调发展等问题。 

该项目在国家科技支撑计划、国家自然科学基金、中国科学院

STS项目以及多个地方委托项目的支持下完成。该项成果面向国家

“丝绸之路经济带”建设的重大需求，以塔里木河流域为典型示范区，

针对干旱区内陆河流域水资源系统复杂、生态环境脆弱，资源环境绩

效低等问题，通过野外调查、原型观测、试验示范等，开展了一系列

理论研究与技术创新工作。定量辨析了塔里木河流域高山区冰雪融水、

中山带森林降水和低山带基岩裂隙水对河川径流的贡献量，分析评估

了塔里木河流域可利用水资源量，研究提出了水资源约束情景下的绿

洲适宜发展规模，分析估算了山区水资源形成、绿洲农业用水和荒漠

生态需水，构建了以产业耗水差异为基础的资源环境承载力与产业一

致性评价技术体系，具有很好的创新性和科学价值。提升了对这一特

殊区域水循环科学规律的认知，提高了水资源约束条件下农业-生态

用水科学配置能力，取得了显著的生态、社会效益。 

项目成果先后获得国家计算机软件著作权 20 余项，授权国家发

明专利 5项，发表论文 80 余篇；撰写的多份咨询报告被中办《每日

汇报》等刊录，并获国家和新疆维吾尔自治区领导批示。在理论方法、

关键技术等方面取得创新成果，并得到应用推广，研究成果为干旱区



内陆河流域水-生态-经济协调发展提供了重要科技示范。 

该项目严格遵守了《中华人民共和国保守国家秘密法》和《科学

技术保密规定》等相关法律法规，无侵犯他人知识产权的情形。 

我单位保证该项目研发成果推荐书所填全部内容及附件材料内

容真实可靠，同意完成单位排名顺序，同意完成人排名顺序。 

鉴于该项目在科研、生产等方面取得的突出成果，提名该项目申

报 2021 年度新疆维吾尔自治区科技进步一等奖。 

三、项目简介 

塔里木河流域地处欧亚大陆腹地，是我国最大的内陆河流域，干

旱少雨，生态脆弱，资源性缺水、结构性缺水、工程性缺水并存，在

水资源开发过程中的生态保护与经济发展的矛盾十分突出。全球气候

变化加剧了流域水资源风险，加大了水资源的不确定性。如何提高水

资源利用效率，优化配置农业-生态用水，是塔里木河流域实现高质

量发展的核心问题。 

本项成果面向国家“丝绸之路经济带”建设的重大需求，以影响塔

里木河流域经济社会发展、生态安全、地区稳定的水资源为主线，针

对水资源问题突出，生态环境脆弱，资源环境绩效低下的特点，重点

开展塔里木河流域水资源形成、转化特征与农业-生态用水优化配置

研究，定量辨析了干旱区典型内陆河流域的径流组分特征和产汇流机

制，分析评估了塔里木河流域可利用水资源量；确定了生产、生态用

水比例和水资源约束情景下的绿洲适宜发展规模，根据不同水平年和

不同季节的来水量变化制定了科学有效的水资源配置管理方案，构建

了以产业耗水差异为基础的资源环境承载力与产业一致性评价技术

体系；研发集成塔里木河流域生态保护与退化生态系统恢复重建技术，

提出了塔里木盆地经济社会与生态环境协调发展管理对策和可持续

发展模式，并进行了试验示范，为干旱区内陆河流域水-生态-经济协

调发展提供了重要科技示范。 



四、推广应用情况  

本项目系统解析了塔里木河流域水资源形成、转化过程，计算分

析了塔里木河流域山区来水与农业、生态需水的供需平衡关系，研究

提出了塔里木河流域农业-生态用水优化配置模式和技术方案，在塔

里木河流域进行成功实践与推广应用，产生了显著的社会和生态效益。 

（1）研制改进的有物理机制的分布式水文模型和区域水循环模

型技术体系，在阿克苏河流域两条支流库马拉克河和托什干河的来水

量预估中得到应用，对流域的来水预估与防汛、水库调度与管理等相

关的水资源管理和科学决策发挥了重要作用。 

（2）研究提出的塔里木河流域水资源高效利用技术模式与科学

配置方案在阿克苏河流域和开都-孔雀河流域绿洲可持续发展方面得

到实践应用和广泛推广，为绿洲水资源高效利用以及不同水平年、不

同季节的水资源合理配置等关键科学问题提供科学指导。 

（3）研发集成的塔里木河流域生态保护与退化生态系统恢复重

建技术，在塔里木河流域脆弱区生态保护与生态修复过程中得到广推

广应用，为《南疆水利规划》生态建设与水资源监控专项提供了重要

的科技支撑。 

五、主要知识产权目录  

已授权项目名称 知识产权类别 
国（区）

别 
授权号 授权时间 

干旱荒漠区植被有效利用农

田回排水新方法 
发明专利权 中国 ZL201410030235.5 2015.07.22 

一种测定农田棵间蒸发量日

变化的方法 
发明专利权 中国 ZL201310168692.6 2015.10.21 

干旱荒漠区大面积激活土壤

种子库的方法 
发明专利权 中国 ZL201110167444.0 2011.06.21 

一种促进极端干旱区退化胡

杨种群更新的方法 
发明专利权 中国 ZL201410710814.4 2014.12.1 

干旱区地表净辐射通量分析

系统 1.0 

计算机软件著

作权 
中国 2017SR323407 2017.06.28 

农作物产量模型模拟效果评

估软件 1.0 

计算机软件著

作权 
中国 2017SR397585 2017.07.25 



环境变化对农作物产量模拟

影响的不确定性分析软件

V1.0 

计算机软件著

作权 
中国 2017SR376661 2017.07.17 

气候变化背景下阿克苏河流

域流量预估系统 1.0 

计算机软件著

作权 
中国 2017SR446139 2017.08.14 

干旱区内陆河流域生产、生活

和生态用水相互协调系统 1.0 

计算机软件著

作权 
中国 2019SR0656962 2019.06.26 

干旱区内陆河流域荒漠河岸

林不同生态保护目标规划系

统 1.0 

计算机软件著

作权 
中国 2019SR0703432 2019.07.09 

基于生物多样性指数的退化

植被生态系统恢复效益评估

软件 1.0 

计算机软件著

作权 
中国 2018SR814805 2018.10.12 

流域农作物灌溉需水量计算

软件 1.0 

计算机软件著

作权 
中国 2016SR049894 2016.03.10 

干旱监测指标及等级标准分

析系统 1.0 

计算机软件著

作权 
中国 2020SR0248468 2020.03.13 

近地表层气候干旱特征分析

软件 1.0 

计算机软件著

作权 
中国 2015SR048260 2015.03.18 

干旱区蒸散-干旱指数分析系

统 1.0 

计算机软件著

作权 
中国 2020SR0687099 2020.06.29 

土地利用扩展程度分析系统

1.0 

计算机软件著

作权 
中国 2018SR117806 2018.02.23 

六、主要完成人情况 

1、李稚，排名第 1，中国科学院新疆生态与地理研究所研究员。

负责项目整体设计、组织协调及主要科学问题的分析诊断。在塔里木

河流域水资源形成、转化过程解析、供需平衡分析、农业-生态用水

优化配置模式的研发集成方面做出贡献。 

2、方功焕，排名第 2，中国科学院新疆生态与地理研究所副研

究员。构建了塔里木河流域诸源流的分布式水文模型，识别了塔里木

河流域关键的水文过程，解析了塔里木河流域水资源的形成、转化过

程，提出了不同来水条件下绿洲的水资源配置模式。 

3、陈亚鹏，排名第 3，中国科学院新疆生态与地理研究所副研

究员。负责塔里木河流域农田与外围荒漠绿洲过渡带的地表水和地下

水转化研究，系统评估了塔里木河流域天然荒漠河岸林不同生态保护

目标的生态需水量，提出了塔里木河流域农业-生态用水科学配置模

式，并在塔里木河流域开展推广应用与示范。 



4、朱成刚，排名第 4，中国科学院新疆生态与地理研究所副研

究员。负责塔里木河流域荒漠河岸林自然植被生态生理过程与生存策

略的理论研究和水资源约束条件下，天然荒漠河岸林的生态需水与恢

复研究，在地表水-地下水联合利用模式的软件开发与研究示范方面

有重要贡献。 

5、蒋军新，排名第 5，塔里木河流域阿克苏管理局高级工程师。

负责项目中关于农业-生态用水科学分配与协调方案的设计与应用示

范，在流域水资源利用与农业-生态用水分配的技术研发、推广应用

与试验示范方面做出了重要贡献。 

6、李卫红，排名第 6，中国科学院新疆生态与地理研究所研究

员。主要承担塔里木河流域水资源利用效率评估、生态需水量确定以

及农业-生态用水配置方面的研究与示范。在塔里木河流域生态需水、

适宜绿洲规模、合理地下水位等方面做出了重要贡献。 

7、汪洋，排名第 7，新疆农业大学副教授。负责塔里木河流域

土地利用/覆被变化与水资源供需关系研究，负责塔里木河流域土地

利用动态的高精度监测与解译，尤其是农业灌溉面积的高空间分辨率

评估，在流域作物需水量的评估方面做出了重要贡献。 

8、陈亚宁，排名第 8，中国科学院新疆生态与地理研究所研究

员。负责塔里木河流域水资源形成、转化研究，在农业-生态用水的

科学配置方案方面做出了重要贡献。 

9、程勇，排名第 9，塔里木河流域巴音郭楞管理局高级工程师。

承担塔里木河流域农业-生态用水的科学配置任务，提出了流域地表

水-地下水联合利用的配置模式，并在博斯腾湖流域试验示范方面做

出重要贡献。 

10、付爱红，排名第 10，中国科学院新疆生态与地理研究所副

研究员。负责塔里木河流域灌溉农作物产量的模拟评估，在干旱荒漠

区植被有效利用农田回排水新方法研发方面做出重要贡献。 

11、王新友，排名第 11，塔里木河流域巴音郭楞管理局高级工

程师。负责塔里木河流域农业-生态用水优化配置方案在开都-孔雀河

流域的实际应用，在农业-生态用水优化配置方案的完善和实践应用

方面做出重要贡献。 



12、黄卫东，排名第 12，塔里木河流域阿克苏管理局高级工程

师。负责阿克苏河流域绿洲农业用水与需水研究，参与提出流域农业

-生态用水模式，在阿克苏河流域的多个灌区推广应用方面做出贡献。 

七、主要完成单位及创新推广贡献 

第 1 完成单位，中国科学院新疆生态与地理研究所，本项成果的

主持及主要完成单位，负责本项成果研究方案的设计、关键科学问题

的研究、水资源形成转化过程的解析、农业-生态用水配置模式的研

发与现场试验示范。 

第 2 完成单位，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塔里木河流域阿克苏管理局，

本项成果的主要完成单位，主要承担项目运行协调与资料收集、农业

-生态用水模式的研发，并在阿克苏河流域进行推广应用与示范。 

第 3 完成单位，新疆农业大学，本项成果的主要完成单位，主要

在塔里木河流域土地利用/覆被变化、供需水关系及生态需水等方面

进行深入研究，为项目农业-生态用水的合理配置提供了重要支撑。 

第 4 完成单位，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塔里木河流域巴音郭楞管理局，

本项成果的主要完成单位，主要承担绿洲农业需水、生态需水评估以

及在开都-孔雀河流域的推广应用示范。 

八、完成人合作关系 

项目成果第 1 完成人，李稚，负责整个项目成果的设计统筹与开

展运行，与项目成果其他完成人以共同作者的形式发表多篇科研论文，

获得多项计算机软件著作权等知识产权。 

项目成果第 2 完成人，方功焕，与本项目成果主要完成人合作发

表多篇科研论文、获得多项软件著作权。 

项目成果第 3 完成人，陈亚鹏，与本项目主要完成人李稚、方功

焕、陈亚宁、蒋军新等合作发表论文，并共同完成项目“塔里木河三

源流尾闾地下水位动态监测专题研究”等专题研究报告。 

项目成果第 4 完成人，朱成刚，与本项目成果其他完成人共同合

作多项软件著作，与项目成果主要完成人李卫红等人共同提交多项咨

询建议。 



项目成果第 5 完成人，蒋军新，与本项目成果第 1、2 完成人李

稚、方功焕共同完成“阿克苏河流域水资源可持续利用研究”、“塔里

木河三源流尾闾地下水位动态监测专题研究”等专题研究报告，合作

发表研究论文。 

项目成果第 6 完成人，李卫红，与本项目成果第 1 完成人李稚及

项目成果主要完成人方功焕、朱成刚、陈亚宁等人合作发表多篇科研

论文和咨询建议。 

项目成果第 7 完成人，汪洋，与本项目成果第 1 完成人李稚、第

8 完成人陈亚宁共同完成“塔里木河三源流尾闾地下水位动态监测专

题研究”等专题研究，合作发表多篇研究论文。 

项目成果第 8 完成人，陈亚宁，与本项目成果第 1、2、3、4、5

等主要完成人合作发表多篇科研论文和获得多项软件著作权等知识

产权。 

项目成果第 9 完成人，程勇，与本项目成果多名主要完成人共同

完成的“开都-孔雀河流域生态流量管理及枯水期生态流量调度研究”

等专题研究报告。 

项目成果第 10 完成人，付爱红，与本项目成果主要完成人陈亚

宁、朱成刚、李卫红等共同完成多项专利和软件著作权，为生态需水

的评估提供了技术方案支持。 

项目成果第 11 完成人，王新友，与本项目成果多名主要完成人

共同完成“开都-孔雀河流域生态流量管理及枯水期生态流量调度研

究”等专题研究报告，为本项目成果提供重要支撑。 

项目成果第 12 完成人，黄卫东，与本项目成果第 1 完成人李稚

以及主要完成人方功焕、陈亚鹏、蒋军新等共同完成“阿克苏河流域

水资源可持续利用研究”等专题研究，为确立流域农业-生态用水模式

提供了试验示范。



九、知情同意证明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