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苏联水利建设的任务和发展远景一一

大型跨流域调水工程现状
’

 格里申科 ! 全苏水利工程设计院院长

苏联粮食发展纲要规定
,

必须进一步扩大土壤改良面积 以提高农作物产量
。

其中土

地灌溉面积
,

到 ∀# ∃ %年要达到 & ∋ % ∋万公顷
, ∀ # # ∋年增加到&

,
( ∋ ∋一& ,

% ∋ ∋万公顷
。

纲要规

定在农田灌区内建立谷物
、

特别是玉米稳产区
,

以大大增加土壤改良地上的饲料产量
。

要实现这些措施
,

除提高土壤改良后的土地利用效率及产量外
,

要求解决如下一系

列复杂的水利问题
)
提高水资源的利用效率

,

提高现有灌溉系统的供水量
,

坚决加强自

然环魔的保护措施
,

实现跨流域调水
。

’

跨流域调水必须付诸现实
,

因为苏联水资源虽然充沛
,

但分布极不均匀
。

致使水资

源难以合理利用于国民经济中
。

这种状况可用下列例子加以扼要说明
。

苏联南坡地区 !流入黑海
、

亚速海
、

里海
、

咸海的河 流流域的简称 ∗
,

人口约 占全

国的 ∃∋ +
,

工业产品 占∃∋ + 以上
,

,

而农业产品占#∋ + 以上
。

但是
,
这一地区 的 水 资源

关于这些方法论问题另一说法似乎是中肯的
。

景观生态学主要是探索地球表面实际

存在的部分
。

野外研究和局部调查揭示事实和关系的丰富多采
,

但通过抽象化
,

很多有

用的信息部分损失了
。

对具体事例 的深入研究可以保证我们这门科学的进步
,

特别是如

果研究较为复杂的实例
,

或者研究一个大区的地理技术代谢的平衡的话
。

结 论

最后
,

我们必须讨论景观生态学发展的另一个问题
)

它在其它地学科学中的位置
,

景观生态学可能对整个科学作出重要贡献
。

众所周知
,

全部科学的分支已产生大量的专

门知识
,

这 已常常被说成是原子化了
。

不管所有的科学进 步和我们知识的扩大
,

人类在

他的环境中这个大问题的处理并未成功
,

这方面的研究还刚开始
。

我们可以看到
,

这种

情况的根源在于科学中的分析方面与综合方面的分歧
。

分析思想的明显优势以及从这种

观点出发去衡量其它学科及其概念的主张
,

妨碍了不同思想领域 的自由和平等发展
。

然

而这些科学分支把注意力集中在具有最高度复杂性的大单位
,

因而涉及综合性的问题
。

景观生态学可以成为未来的综合性科学之一
。

它能够把许多分析研究结果统合到具有普

遍意义的综合范围
。

我认为去掉方法论中的不一致是应用我们的成果的有效推动力
。

这

要走很长一段路
,
但在思想上我们应该准备好达到这一遥远的目标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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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平均河川径流量 Χ ∋∋ 立方公里或Χ ,

∋∋ ∋亿立方米 ∗ 仅为全国水资源的 ∀( +左 右
。

而

且
,

连这些水资源的利用还受到许多限制
。

因为为了保护亚速海
、

里海和咸海的渔业生

产
,

旅游资源和生态 条件
,

每年需对这些水域供水 (
,

∋∋∋ 多亿立方米
。

这样
,

可供利用

的河水资源
,

平水年为 ( ,
∋ ∋∋ 多亿立方米

,

枯水年则降至 & , Δ ∋∋ 一& , Ε ∋∋ 亿立 方 米
。

按

∀ # ∃ 。年水平
,

苏联南部 Ε 个海流域 的非 回归用水量 已达∀ ∃ % ∋亿立方 米Φ 年
,

到 & ∋ ∋ ∋ 年
,

更增至 (
,
∋∋∋ 一( ,

%∋ 。亿立方米
,

其中约Δ% +是灌溉农业用水
。

苏联水利部
、

动力和 电气

化部和苏联科学院的研究机构的水量平衡计算表明
)
苏联南坡地区本身的水 资 源

,

到

∀ # # ∋年实际上将完全耗尽
。

以后居民生活用水
、

工农业用水的进一步增 长
,

只 有依靠从

别的流域调水才有可能
。

∀# Δ Χ年成立的专门委员会也得出了同样的结论
。

技术经济计算

和科学研究结果表明
)

第聂伯河和德涅斯特河流域可从多瑙河调水
,

伏尔加河
、

顿河和

库班河可从苏联欧洲部分的北部河流调水
,

外乌拉尔
、

西西 伯利亚
,

哈萨克和中亚则可

从西伯利亚河流 调水
。

鉴于上述情况
,

粮食发展纲 要对这个问题作了专门的规定
) “

到∀ # # ∋年建成从北部

河流调入伏尔加河流域的第一 期工程 以及伏尔加一顿河
、

罗斯托夫一克拉 Γ沂诺达尔和多

瑙河一第聂伯河的引水渠道
。 ”

对西伯利亚调水至
9
一

户亚和哈萨克的问题
,

要继续进行设

计
、

科研工作
。

在苏联有∀ Δ∋ 多个设计
、

科研机构和大专院校参加 了凋水
、

水资源地域再分配的设

讯 科研工作
。

从北部河流调水至伏尔加河流域

∀ # Δ #年苏联水利部在苏联动力和电气化部
、

苏联科学院和国家水文气象妥员会参加

下
,
提交了从北部河流调水至伏尔加河流域的第一 期工程的技术经济论证书

。

技术经济论证书论述了里海和亚速海流域 国民经济的发展情况
。

这两个流域集中了

全国工农业生产能力的Ε∋ +左右
,

居民近(# +
。

现有灌溉面积Χ% 。万公 顷
,

而需灌溉的

面积约为&
,
% ∋∋ 万公顷

。

根据全苏水利工程设计院的研究
,

到 & ∋ ∋ ∋ 年
,

这个地区的灌溉

面积应该增加一倍
。

苏联国家计委的鉴定委员会
,

审查了技术经济论证书后肯定了调水的必要性和 紧迫

性
,

同意列为第一期工程的引水对象有
)
拉查湖

、

库本湖
、

上苏霍纳河 ! 年取水%∃ 亿立

方米
,

奥涅加湖 ! ( %亿立方米 ∗ 和伯绍拉河 ! #∃ 亿立方米 ∗
,

年调水量共达 Η# 亿 立 方

米
。

鉴定委员会确认
,

年调水量不得超过 & %∋ 一( %∋ 亿立方米 ! &% 一 (% 立方公里 ∗
,

否则

会使自然条件产生不良后果
。

批准了技术经济论证书
,

由拉查湖
、

伏热湖
、

库本湖和上苏霍纳河调水 的线 路 ! 第

一期工程第一阶段 ∗
,

并开始制定方案
,

拟从 ∀# ∃ (年起开始作工人村
、

道路
、

输 电线
、

施工基地等筹建工作
。

第一阶段调水工程主要是伏热一库本渠道和库本一舍克斯宁渠道
,

流量分别为 ∀ %∋

和 ∃∋ ∋秒立米
,

共长 ∃( 公里
,

另外有 Δ 个水利枢纽 !卡尔戈波耳
、

斯维特
、

纂里洛夫
、

乌赫托米茨克
、

波罗佐维茨克
、 一

长姆竺格
、

上苏霍纳 ∗ 和两个水 电站
,

总 装 机 客 量

# Χ
, ∋ ∋ ∋甩

。



第一阶段工程量总计
)
土方 ∀&

,

Χ∋ ∋万立方米
,

棍凝土和钢筋棍凝土 Χ∋ 万立方米
,

设

备安装0 和金属结构 ∀ ∀
,
∋ ∋∋ 吨

。

第一期调水工程建成后可以做到
) ∀

。

保证里海和亚速海流域增加灌溉面积Ε∋∋ 万公

顷
,

增加农业产值%( 亿卢布
,

每年约增加收入 &∃ 亿卢布, & 里海水位不再下降 , ( 二增

加现有的伏尔加一卡马梯级 电站的发电量 (% 亿度 ! 调水用电需∀Ε 亿度 ∗ Ι Ε 保证伏尔加

河下游的水量维持现有水位
,

从而不使航运
、

渔业遭受损失
。

从伏尔加河润水至顿河 和顿河一库班河河间地区

伏尔加一顿河调水方案的技术经济论证书由全苏水利工程设计院制定
,

参加单位有

国家水工建筑物设计院
、

水管设计院的有关研究所等
。

∀ # ∃ ∀年提交国家计委国家鉴定委

员会审查
。

国家鉴定委员会对各种调水方案 ! 在伏尔加格勒以下利用现有的伏尔加一顿河通航

运河调水 , 在伏尔加格勒以上利用叶尔绍夫卡
、

季山卡
、

别尔季耶等干沟调水 ∗
,

进行

研究后认为
,
鉴于保护和有效利用伏尔加河下游鳃鱼产卵场的要求

,

上述的第一种方案

是不允许的
。

鉴定委员会通过 了沿叶尔绍夫卡干沟调水的方案
。

拟在这里修建一个装机

Ε ∋万赶
、

扬程 Δ∋ 米的抽水站
,

水先经过衬砌过的渠道
,

然后进入Ε Ε 公里长的隧洞 ! 三

条洞线
,

直径均为 % 米 ∗
。

在顿河坡地
,

水将经过 两个水利枢纽下泄
,

在这里拟修建总

装机容量为Δ%
,
∋ ∋∋ 死的水电站

。

在建设过程中
,

将完成约∃
,
∋ ∋∋ 万立方米的土方

,

浇灌

Χ ∋万立方米的混凝上和钢筋混凝土
,

开挖隧洞∀ ( &公里
。

∀ # ∃ ∀年开始渠道设计
, ∀ # ∃ (年

开始筹建施工
。

伏尔加一顿河调水方案实现后
,

可增加加灌溉面积∀ ∋∋ 万公顷
,

但是其中仅 Ε∋ 万公

顷左右直接从顿河或其支流的调水渠中取水 !中央黑土 地区
、

伏尔加格勒州
、

萨拉托夫

州以及罗斯托夫州部分地区 ∗
。

至于罗斯托夫州南部地区
、

克拉斯诺达尔边 区北部
、

加尔

梅克自治共和国西南地区以及斯塔夫罗波尔西北部的灌溉用水
,

则需建一条北高加索最

长的罗斯托夫一一克拉斯诺达尔输水渠
。

根据建议的设计方案
,

这条输水渠从顿河 巴加叶夫水利枢纽上游取水
,

渠首部分长

Ε% 公 里
,

流量 Ε &∋ 秒立米
,

向维雪洛夫水库送水
。

罗斯托夫一克拉斯诺达尔输水渠在这

里分出北斯塔夫罗波尔渠
,

它的第一个工程是扬程 Ε 米的抽水站
,

以便把水送入普罗列

塔尔水库
,
再以此水库把水送入灌区干渠

。

经维雪洛夫水库之后
,

罗斯托夫一克拉斯诺达尔输水渠
,

扬高∃% 米
,

进入亚速海沿

岸高地
。

渠首流量 &(∋ 秒立米
,

渠长 ! 至库班河分水岭 ∗ & (∋ 公里
。

这条输水渠的工程量

为
) 土方约 ∀ ∃

,
。∋∋ 万立方米

,

混凝土 Χ∋ 万立方米
。

第一 期灌溉系统的给水拟用 Ε 条支渠
,

总长 &Ε #公里
,

其中& ∋& 公里在克拉斯诺达尔

边区
,

工程量为
)
土方约 ∀ (

,

∋∋ ∋万立方米
,

棍凝土∀∋ ∋万立方米
。

从伏尔加河调水至顿河
,

再从顿河调水至罗斯托夫一克拉斯诺达尔输水渠
,

可扩大

灌溉面积∀ ∋∋ 万公顷以上
。

灌溉投资
,

包括调水费用
,

可在额定期限十年内收回
。

旨在保证俄罗斯联邦欧洲部分南部用水的各项调水措施
,

应是不可分割的统一整体
。

从北方河流调水入伏尔加河
,

再调入伏尔加一顿河运河
,
然后

一

凋入罗斯托夫一克拉斯



诺达尔输水渠是这一整体的组成部分
。

从多瑙河调水至第聂伯河

有关这一问题的主 要技术决定和技术经济指标
,

在多瑙河苏联境内部分水资源综合

利用规划 中业已提出
。

现在
,

多瑙河一第聂伯河引水渠的第一 期工程的技术经济论证巳

告结束
。

,

多瑙河平均径流量& ∋ ∋ ∋亿立方米 !第聂伯河为%( ∋亿立方米 ∗
,

保证率为#% + 的径

施通达∀
,

(Χ ∋亿立方米
。

多瑙河一第聂伯河调水工程每年从多瑙河调水 ∀ Χ∋ 亿立方米
,

取

水点在萨谢克湖附近
。

第一期工程引用流量 % %∋ 秒立米
。

渠线沿黑海岸布设
,

通过德涅

斯特漓漫 ! 筑堤把它与海隔开 ∗
,

然后利用隧洞
、

倒虹 吸管
、

抽水站克服沿途一系列天

然障碍
,

把水送到第聂伯一布格漓漫 ! 也筑堤使之与 海隔开 ∗
。

抽水站总装机容量∀∃∋

万砒
,

总扬程 ∀Χ ∀米
。

调多瑙河河水 ∀ ∋ 亿立方米的方案实现后
,

可灌溉摩尔达维亚Ε∋ 万公 顷的农田及南

乌克兰& %% 万公顷农田
。

多瑙河一第聂伯河 引水渠的工程施工准备工作
,

拟在第十一个五年计划期间 ! ∀ # ∃ ∀

一∃% 年 ∗ 开始
,

目前正在修建多瑙河一萨 谢克渠的渠首工程
,

这个工程是与多瑙河一德

涅斯特调水工程所共用的
。

萨谢克 盐湖湖水淡化这一复杂问题 已加以解决
。

从西 伯利亚河流调水至中亚和哈萨克

根据合理利用 白然资琳的计划
,

提出了将西伯利亚河水在西西伯利亚与中业
、

哈萨

克之 间进行地域再分配的建议
,

目的是保证辽阔的中部区 ! 位于喀拉海
、

咸海流域以及

里海东部
)
北抵喀拉 海沿岸

,

西达里海东岸
、

乌拉尔河和乌拉尔山
,

南与阿富汗和伊 朗

接壤
,

东抵叶尼塞河
、

苏蒙
、

苏中边界 ∗ 合理利用潜在自然资源所必需的全部技术措施和

经济措施
,

有不 中断的供水保证
。

上述范围的中部区
,

农田 总面积超过 Χ ∀Δ 亿公顷
,

而整个中部区约占苏联总面积的

( ∋+
。

气苏水利工程设计院全面考虑 了这些加盟共和国和 州的农业
、

水利
、

自然
、

经济和

社会问题
,

以及在大大加强对中部区水土 资源和其他 自然 资源利用的基础上 ! 这些地区

对解决某些全国性的重要 问题可能发挥的潜力 ∗
,

提出 了一项专门的长期规划
,

规划指

出了如下一些决定中部区今后发展的主要 方向的重大任务
)

∀ 建立水利基础
,

它的核心是新开辟的辽阔的灌溉农业区利用西伯利亚河水的灌溉

系统
,

口的是保证∀日家的饲料谷物的商品生产不受各自然经济区
、

锡尔河流域和南哈萨

克内流区的不利天气影响 ! 实现了第一 期第二 期调水工程后
,

每年凋水 Χ∋ 立方 公 里 或

Χ∋ 。亿立方米 ∗
,

使 总产量达到
) 玉米

、

高粱Χ ,
。∋∋ 万吨

,

大豆% ∋∋ 一 ( ∋∋ 万吨
,

首 猎 粉

Χ
,
∋ ∋ ∋一Δ

,
∋ ∋ ∋万 9电

,

南方高维生素蔬菜和瓜 田作物Ε ,
∋ ∋ ∋一Ε

,
% ∋ ∋万吨

,

水果∀ ,
Χ ∋ ∋万吨

,

进一步发展棉花生产
,

使优质细纤维棉的产量 占全国棉花总产量 的(∋ 一 (% +
。

还要发展

中亚和南哈萨克老灌 区的其它经济作物的生产
。

& 为哈萨克地区现有和新建矿山
、

冶金
、

化工等工业的ϑ也域 生产综 合体提供水源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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几
。

赖赫

医疗地理学形成为一支独立的学术部门是在十九世界中叶
。

从那时开始
,

这门学科

的研究对象问题一直为人们所关注
。

一个地区的地理特点和人们 的健康状况
,

以及它们之 间的关系一直是医疗地理学家

往意的中心
。

但是对这两方面注意的着重点不同
,

因此产生了明显的地理倾向性和医学

顿向性
。

然而从十九世纪中叶以来
,

医疗地理始终是在地理学和医学的交接处发展的
,

贡献最大的也正是那些用综合的观点从事研究的人们
。

二十世纪初
,

受学科分化的影响
,

医疗地理曾一度停滞不前
。

当时人们热衷于研究

人体健康与环境关系的一些局部的
,

个别的规律性
,

一时寄生虫学
,

微生物学
,

流行病

学
,

卫生学和医疗统计学等蓬勃发展
,

而综合性的医疗地理学则不为人们所重视
。

为总装机容量达 ∀ , Χ ∋∋ 万见的大型火力发电站综合体提供水源
,

这 些电站以乌拉尔最大

工业中心 !契略宾所克
、

马格尼托高尔斯克等 ∗ 附近的上尔盖煤田和乌巴干煤田的煤守

为燃料
。

(
。

在近期和较远的将米保证乌拉尔工业中心 ! 马格尼托高尔斯克等 ∗ 和西西伯利亚

工业中心的稳定的连续的供水
,

并保证发展外乌拉尔库尔干州
、

契略宾斯克州的灌溉事

业石

上述规划的计划期(∋ 一Ε∋ 年分期分阶段实施
。

第一期工程决定从鄂毕河下游引水

& %∋亿立方米Φ 年
,

即约为该河多年平均径流量的 Χ +
。

调水线路全长 & ,

%∋ 。公里
,

从鄂毕河沿吐尔盖低地伸至锡尔河
,

并延伸阿姆河
,

全

部为明渠
,

沿程由抽水站级级提水
。

引水量∀ , ∀ ∋∋ 秒立米
。

渠道工程为
)
土方约∀Ε ∋亿立方米

,

混凝土和钢筋棍凝土约%∋∋ 万立方米
。

第一期工程第一阶段拟修建引水综合建筑工程
,

以保 证从托波尔斯克至锡尔河的引

水! 年引水量 ∀∋∋ 一 ∀ &∋ 亿立方米 ∗
,

取水地点在颧尔齐知「祠下游
。

调冰和配水渠道
、

建筑物的设计与施工
,

向水工和水力学专家提出了一系列新的重

大课题
) ! ∀ ∗过水流量 ∀ ∋∋ 砂立米以上 ! 达 ∀ , ∋ ∋∋ 秒立米

,

今后还将更大 ∗ 的渠道的水

力学计算理论 , ! & ∗ 大型渠道的河床稳定性问题和河床演变过程的预测原则 , ! ( ∗

在苏联欧洲部分北部
、

西伯利亚
、

北哈萨克严峻的气候条件下大型渠道冬季情 况 的 特

征 , ! Ε ∗ 渠道在不同运营状况下 !如抽水站机组投入或停机
,

闸门的升降启闭等 ∗ 的

不稳定流程 , ! % ∗ 土方工程总量达数十亿立方米的渠道施工方法
。

苏联主要经济区间调水和水资源再分配方案实现以后
,

必将为实现苏联粮食发展纲

要作出重大贡献
。

俞杨译自 !!Κ , 江, 3 Λ − Μ , , 。、 − < ‘3 − < Λ , 3 Λ − 二 Ν < Λ 6 3 》

∀ #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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