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继南水北调工程之后，一
个极为宏大的西部调水工程构
想——“红旗河”，自从去年
年底开始，便成为社会关注的
热点。

“红旗河”是一个全新的
方案，不是南水北调西线工
程，而是囊括了原来国务院批
准的南水北调西线工程的全部
预想。按照构想，该工程从雅
鲁藏布江中游开始，沿着青藏
高原的边沿连通中国大江大河
上游，输水至宁夏、甘肃、内
蒙古、新疆等缺水地区。长约
6100 多公里，几乎等于长江
的长度；预计年调水量 600亿
立方米，相当于黄河的年径
流量；预想可在我国北方形
成 20 万平方公里的绿洲，相
当于一个陕西省大小；骨干
工程总造价估计4万亿元，相
当于 2008 年国家为应对金融
危机推出的经济刺激计划金
额。这是天方夜谭，还是科学
可行？

据了解，研究“红旗河”
方案的是一个代号为 S4679的
课题组，中国工程院院士、
水文水资源学家王浩是课题
组的专家组组长。他表示，
这条调水环线的起点选在雅
鲁 藏 布 江 海 拔 2558 米 的 地
方，基于对地形特点的巧妙
总结，采取山区打隧洞、平
原开明渠、河道之间用水库等
方式，可以实现全程自流。工
程一旦实现，从整个的黄河上
中游到整个河西走廊，到东疆
和南疆，这条“红旗河”会带
来长2000公里，宽100公里的

“绿洲带”，西部 20万平方公
里的国土将从荒漠变成“绿
洲”。

毫无疑问，“红旗河”的
方案是一个大胆的设想，也存
在诸多可以预见的难题。

众 所 周知，中国地形的
第一阶梯和第二阶梯的过渡带
有横断山、龙门山等多条断裂
带，属于地震多发区，工程的
难度以及是否会对地质带来破
坏是各方争论的焦点。另外，
根据方案设想，“红旗河”将
穿 越 11 个 国 家 级 自 然 保 护
区，工程一旦开建会对保护区
带来怎样的影响，也备受外界
关注。

针对这些质疑，S4679课
题组成员、中国水利水电科
学研究院水资源研究所副所
长赵勇坦言，“红旗河”方案
至今还并没有纳入到任何一
个部门的相关规划中，该方
案目前还只停留在课题研究阶
段，课题组研究了两年。不
过，可以肯定的是，人类对跨
流域调水的努力从未停止。

据《解放日报》

“红旗河”调水工程
天方夜谭还是科学可行

水并非为人类而存在，但人不能
离开水而生存。为了更好地使用水、
分配水，人类自古以来就倾尽了自己
的智慧，留下了许多光辉的创造。

“条条大路通罗马”已是一句国
人熟悉的西谚。其实，在古罗马帝
国，除了四通八达的公路，还有一
项不能忽视的伟大工程，那就是遍
布帝国的引水渠。

为了解决城市的生活用水问
题，公元前312年，罗马城兴修了第
一条地下引水渠，开创了人工引水
入城的先例。公元前114年，罗马第
一条地上引水渠兴修成功，高大的
引水渠将清清的山泉凌空经由山
岭、河流及田野，最后引入罗马城
内。随着工程技术的提高，还出现了
高达四五十米的双层甚至三层高架
引水渠。输水道除常规渠道，许多地
方还采用了虹吸管、隧洞和连拱支撑
的石质渡槽。直到两千多年后的今
天，在欧洲的一些地方，还可以看到
引水渠遗址，它们已经成为令当地
民众自豪的重要历史文化遗产。

在修建水渠的过程中，古罗马
的科学家和工程师们，解决了许多
工程技术问题，大大提高了工程建
筑水平，为人类文明发展做出了贡
献。今天，当你在华北平原上，看
到一条条宛如高速铁路、气势如虹
的高架渡槽时，你会不由产生一种
穿越时空的感觉。

中国版的古罗马引水渠，正在
半个中国的跨度范围内热火朝天地
蔓延生长。这便是与青藏铁路、西
气东输和西电东送并称“世纪工
程”的南水北调。它沟通起长江、
淮河、黄河和海河四大流域，投资
数千亿，参与建设的人员超百万，
它酝酿了 50年，建设周期将超过 20
年，是一项规模宏伟、意义重大、
影响深远的工程。而这一工程的历
史背景，便是中国人与中国水几千
年来的“爱恨纠葛”。

从都江堰、京杭大运河，到千里
黄河大堤、密如蛛网的江南渠道，再
到三峡大坝、南水北调，中国人对水
的利用和改造，随着时代的变化而不
断演变出新的形式。这是一个关于
水的梦想的古老故事，它已经延续了
五千年，而且将继续延续下去。

从古罗马到中国
跨越千年的调水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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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从去年年底以来自从去年年底以来，，
““红旗河红旗河””这个名字便频频这个名字便频频
见于媒体见于媒体，，引发社会关引发社会关
注注。。其实其实，，它并非一条真它并非一条真
正的自然河流正的自然河流，，而是一个而是一个
调水方案调水方案。。

这个宏大的调水工程这个宏大的调水工程
勾画出了一个令人心潮澎勾画出了一个令人心潮澎
湃的未来湃的未来，，在获得众多推在获得众多推
崇的同时崇的同时，，也引起了热烈也引起了热烈
的争议的争议。。事实上事实上，，为了更为了更
好地使用水好地使用水、、分配水分配水，，人人
类自古以来就留下了许多类自古以来就留下了许多
光辉的创造光辉的创造。。

中国水资源的地理分布极不均衡，降水
量从东南向西北逐渐减少。若你坐上和谐号
列车，沿着京广线一路呼啸北上，很容易会
注意到这样的现象：越往北，越缺水。中国
的“水情”就是如此直观地袒露在人们眼
前。

作为我国跨区域调配水资源的重大战略
性基础工程，南水北调工程于 2002年起开
建，分东、中、西三线，主要是从长江调水
以解决我国北方地区，尤其是黄淮海流域的
水资源短缺问题。其中，东线、中线已分别
于 2013年和 2014年通水，西线还在规划当
中。

工程自规划、建设以来，创下了多项
“世界之最”——世界工程规模最大、供水
规模最大、距离最长、受益人口最多的调水
工程。南水北调工程供水规划区人口超过 4
亿人，直接受益人口达1.1亿人，间接受益2
亿人。

作为世界最大的调水工程，南水北调工
程在建设中攻克了多少难关？有水利专家曾
感慨，南水北调工程是一本“水利大全”。
因为几乎所有类型的水利工程，在这里都能

找到。这项水利“巨无霸”的规模及难度，
在国内外均无先例，不仅有常规的水库、渠
道、水闸，还有许多的大流量泵站，超长、
超大洞径过水隧洞，超大渡槽、暗涵等，是
一个巨型水利工程项目集群。

其中，工程难度最大、施工最复杂的，
莫过于中线穿黄工程。众所周知，黄河是
长江水北上的天堑，在河南省郑州市以西
约 30公里的孤柏嘴，建设者们用了 8年时
间，冒着高水压的风险，在 30多米深的地
下，打通了两条直径 7 米、4000 多米长的
隧洞，最终让长江水从滚滚黄河之下穿
过。中线穿黄双线隧洞全线贯通，开创了我
国水利水电工程水底隧洞长距离软土施工的
新纪录。

在北京南水北调工程建设中，最引人
注目的是中线北京段西四环暗涵工程。
在精细计算、反复试验下，两条内径 4米
的有压输水隧洞，从北京五棵松地铁站下
部成功穿越，而隧洞顶部距离地铁结构仅
有 3.67 米。这是世界上首次大管径的有压
输水隧洞从正在运营的地下车站下部成功
穿越。

南水北调工程 堪称水利“巨无霸”

南水北调工程中难度最大的中线穿黄工程让长江水从滚滚黄河之下穿过，开创了我国
水底隧洞长距离软土施工的新纪录。

这是南水北调中线总干渠石家庄段（右）与京广高铁“并肩而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