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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2003 年塔里木河四条源流出山口天然径流量 2581 21 @ 108 m3 , 偏多 121 8% , 属偏丰水年. 阿

拉尔站以上的三条源流 (阿克苏河、叶尔羌河、和田河)出山口天然径流量为 221. 19 @ 108 m3 , 偏多

141 0% , 属偏丰水年; 开都河 孔雀河为 371 02@ 108 m3 , 偏多 61 0% , 属平略偏丰水年. 四条源流入塔

里木河总水量为 471 66@ 108 m3 , 占出山口天然径流总量的 181 5% . 阿拉尔站以上三条源流入塔里木

河水量为 441 08@ 108 m3 , 占三条源流出山口天然径流总量的 191 9% , 叶尔羌河是惟一无水输入塔里

木河的源流. 2003 年塔里木河干流上游段耗水量 201 51 @ 108 m3 , 是干流最大的耗水区段, 中游段耗水

量 161 89@ 108 m3 , 下游段耗水量 111 16 @ 108 m3 . 上、中游耗水量在减少, 下游耗水量在增加. 从 2003

年 3月 3日至 7月 11 日第 5 次应急输水历时 132 d, 从博斯腾湖调水入塔河干流水量 31 58 @ 108 m3 ,

而塔河干流到达恰拉水量 71 58 @ 108 m3 , 干流来水量继 2002 年后再次超过了博斯腾湖调水量.可以确

定, 2002 年塔里木河向下游输水属于由博斯腾湖调水为主转为干流为主的转折年份, 但是 2003 年干

流向下游输水的比例更高. 2003 年大西海子水库向最下游下泄水量为 31 455@ 108 m3 , 首次打通了 145

km 的老塔里木河, 采取其文阔尔河和老塔里木河双河道输水, 水再次流到塔里木河尾闾 ) ) ) 台特玛

湖, 加上车尔臣河水的汇入, 年内在台特玛湖区最大形成了约 200 km2的水面. 长期确保向塔河下游输

水以干流来水为主, 加大对塔河的综合治理, 特别要加大对干流上游段和主要源流区的综合治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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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塔里木河流域概况

塔里木河是环塔里木盆地的 9大水系 144条河

流的总称(图 1) , 流域总面积 11 02 @ 106 km2 , 其中

国内面积 01 996 @ 106 km2 . 由阿克苏河、叶尔羌

河、和田河、开都河 孔雀河四条源流和塔里木河

干流组成四源一干 [ 1] , 四条源流流域面积347 263

km 2 . 从叶尔羌河源头到台特玛湖塔里木河全长

2 437 km , 从阿克苏河、叶尔羌河、和田河三河汇

合的肖夹克至台特玛湖干流全长1 321 km, 其中肖

夹克至英巴扎为上游, 河长495 km; 英巴扎至恰拉

为中游, 河长 398 km; 恰拉至台特玛湖为下游, 河

长 428 km. 台特玛湖于 1974 年干涸. 2000年开始

历时两年 3次从开都河博斯腾湖向下游/绿色走廊0

应急输水, 于 2001年 11月 16日干涸长达 26 a的

台特玛湖终于有水, 生态环境开始恢复[ 2] . 2002年

为开都河 博斯腾湖 孔雀河水量最大年份, 塔里木

河向下游输水量超过了博斯腾湖调水量[ 3] . 而 2003

年塔里木河流域平原和山区气温都略偏高, 平原降

水偏多, 山区降水接近多年平均值, 天山南麓中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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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 塔里木河流域水系图

Fig. 1  Map showing r iver sy stem of Tar im River Basin

表 1 塔里木河流域四条源流 2003 年出山口天然径流量

T able 1 Mountains outlet f low of four source rivers o f Tarim River in 2003

源   流
2003年年径流量

/ 108 m3

多年平均径流量

/ 108 m3

2003年与多年

均值比较/ 108m3

2003年与多年

均值比较/ %
年  景

阿拉尔以上三条源流 221. 19 194. 10 + 27. 09 + 14. 0 偏丰水年

开都河 孔雀河 37. 02 34. 91 + 2. 11 + 6. 0 平略偏丰水年

四条源流合计 258. 21 229. 01 + 29. 20 + 12. 8 偏丰水年

  注: 多年平均值均使用 1999年水资源评价时统计的 1956 ) 1998年的平均值.

部偏少, 西部偏多, 夏半年流域上空 0 e 层高度偏

低, 博斯腾湖向下游输水量与干流来水量都高于

2002年. 根据两年连续分析可以确定, 2002 年塔

里木河向下游输水属于由博斯腾湖为主转为干流为

主的转折年份[ 3] , 但 2003年干流来水量比例更高.

2  四条源流出山口天然径流量

塔里木河流域四条源流 2003年出山口天然总

径流量为 2581 21 @ 108 m3 (图 2) , 比多年平均值

2291 01 @ 10
8
m

3
多 291 20 @ 10

8
m

3
, 偏多幅度

121 8%, 属偏丰水年, 在 45 a 水文系列中
[ 4 ]

, 排名

笫 8位.其中, 在塔里木河龙头站 ) ) ) 阿拉尔站以

上的三条源流(阿克苏河、叶尔羌河、和田河)出山

口天然径流量为 2211 19 @ 10
8
m

3
, 占四条源流总径

流量的 851 7% , 较多年平均值 1941 10 @ 108 m 3多

271 09 @ 108 m 3 , 偏多 141 0%, 属偏丰水年; 开都河

孔雀河为 371 02 @ 108 m3 , 较多年平均值 341 91 @

108 m 3多 21 11 @ 108 m 3 , 偏多 61 0%, 属平略偏丰

水年(表 1) .

3  四源一干河川径流输水运行分析

3. 1  四条源流入塔里木河水量

阿拉尔站以上三条源流入塔里木河水量为

441 08 @ 108 m3 , 为规定输水量 461 50 @ 108 m3的

941 8% , 占三条源流出山口天然径流总量的

191 9% . 四条源流入塔里木河总水量为 471 66 @ 10
8

m
3
( 表 2 ) , 为规定输水总量 511 0 @ 10

8
m

3
的

931 4% , 占四条源流出山口天然径流总量的

181 5% . 其中, 叶尔羌河是惟一无水输入塔里木河

的源流(图 2) .

3. 2  塔里木河干流输水过程

上游上段塔里木河龙头站 ) ) ) 阿拉尔站年径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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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2 2003 年四条源流入塔里木河水量( 108 m3 )

T able 2 Str eamf low s of four source riv ers into mainstr eam of Tar im River in 2003 ( 108 m3)

河流
出山口天

然径流量

区间耗

水量

入塔里木河

径流量

规定年

输水量

完成规定

输水量/ %

多输水( + ) /

少输水( - )

阿拉尔站以上三条源流 221. 19 177. 11 44. 08 46. 50 94. 8 - 2. 42

开都河 孔雀河 37. 02 33. 44 3. 580 4. 50 79. 6 - 0. 92

四条源流合计 258. 21 210. 55 47. 66 51. 0 93. 4 - 3. 34

  注:四条源流入塔里木河水量控节点阿克苏河新大河依玛帕夏站大河断面、阿克苏河老大河巴吾托拉克站排冰渠断面; 叶尔羌河黑尼牙

孜站; 和田河肖塔站; 开都河 孔雀河恰拉水库退水闸退入塔里木河水量.

量441 98 @ 108 m3 , 比多年平均值 461 10 @ 108 m3少

1112 @ 10
8
m

3
, 偏少 2143% , 属平水年. 上游中段节

点站 ) ) ) 新渠满站年径流量为 331 38 @ 10
8
m

3
, 比多

年平均值 37180 @ 108 m3少 4142 @ 108 m3 , 偏少

1512% , 属偏枯水年.上中游交界站 ) ) ) 英巴扎站年

径流量为 241 47 @ 10
8
m

3
, 比多年平均值 301 67 @ 10

8

m3少61 200 @ 108 m3 , 偏少 201 2%, 属偏枯水年.

中下游交界站 ) ) ) 恰拉站位于中、下游交界

处, 以上有塔里木河四条源流汇入. 年径流量为

111 16 @ 10
8
m

3
, 比多年平均值 61 59 @ 10

8
m

3
多

41 57 @ 108 m 3 , 偏多 401 9%, 属丰水年. 是自 20世

纪 80年代以来 20余年中最大值, 其中纯塔里木河

水量 71 580 @ 10
8
m

3
, 占该站年径流量的 68%; 从

博斯腾湖向塔里木河下游/绿色走廊0应急输水, 孔

雀河恰拉水库退水闸入塔里木河水量为 31 580 @

108 m3 (图 2) .塔里木河中游耗水量的减少, 纯塔河

年径流量的增加, 是塔河综合治理过程中输水堤成

功修建的结果.

  2003年 3月 3日至 7月12日共 132 d, 第5次

向下游 ) ) ) 大西海子水库应急输水, 从水库泄洪闸

下泄水量 31 455 @ 10
8
m

3
, 基本达到大西海子水库

年度向下游输水 31 500 @ 108 m3的规定. 2003年塔

里木河尾闾 ) ) ) 台特玛湖形成约 200 km2的水域面

积, 这是近 30 a 来最大的水域面积.

3. 3  塔里木河干流区间耗水量分析

塔里木河上游段河长 495 km, 区间耗水量

201 51 @ 108 m3 , 占阿拉尔站年径流量的 451 6%,

比多年平均耗水量 171 25 @ 10
8
m

3
多 31 26 @ 10

8
m

3
,

距平百分率为 181 9%. 每千米平均耗水量为 4141 3
@ 104 m3 , 耗水主要在沙雅二牧场至英巴扎区间,

河长约 320 km. 上游段从 2001年起耗水量增大,

成为干流最大的耗水区段(表 3, 图 2) .

  塔里木河中游河长 398 km, 区间耗水量 161 89
@ 108 m3 , 占阿拉尔站年径流量的 371 6%, 比多年平

均耗水量221 51 @ 10
8
m

3
少 51 62 @ 10

8
m

3
, 距平百分

率为- 25. 0% . 每公里平均耗水量4241 4 @ 104m3 ,

图 2  塔里木河流域四源一干 2003 年河川径流运行框

Fig. 2 F low chart o f st reamflow cour ses of four source r iver s and ma instr eam of Tar im River in 200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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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3  2003 年塔里木河干流区间耗水量

Table 3 I nter zone w ater consum ption in differ ent cour se o f Tar im River, 2003

时段

阿拉尔站

径流量

/ 108 m3

上游

耗水量

/ 108m3

中游

耗水量

/ 108m3

下游

耗水量

/ 108m3

上游每 km

耗水量

/ 104m 3

中游每 km

耗水量

/ 104m3

下游每 km

耗水量

/ 104m3

上中游耗

水量

/ 104m3

上中游耗水

量占阿拉尔

径流量/ %

恰拉站

径流量

/ %

恰拉站

年景

多年平均 46. 10 17. 25 22. 51 6. 59 348. 4 565. 6 154. 0 39. 76 86. 2 6. 59

90年代平均 42. 41 19. 49 20. 45 2. 485 393. 7 513. 7 58. 1 39. 94 94. 2 2. 485 偏枯

2000 35. 14 13. 73 20. 07 2. 501 277. 4 504. 3 58. 4 33. 80 96. 2 2. 501 枯水年

2001 45. 72 24. 77 18. 93 6. 588 500. 4 475. 6 153. 9 43. 70 95. 6 6. 588 平水年

2002 55. 01 25. 42 24. 55 7. 377 513. 5 616. 8 172. 4 49. 97 90. 8 7. 377 平偏丰

2003 44. 98 20. 51 16. 89 11. 16 414. 3 424. 4 260. 8 37. 40 83. 1 11. 16 丰水年

  注:多年平均值指 1957 ) 2003年的 47 a 平均值.

图 3  塔里木河 2003 年 5~ 11 月各站逐日平均流量过程线

F ig . 3  Daily streamflow courses of Tar im River fr om May to September , 2003 in hydro lo gical st ations

由于输水堤的修建, 区间耗水量呈减少趋势.

塔里木河下游河长 428 km, 区间耗水量 111 16
@ 108 m 3 , 其中塔河来水 71 58 @ 108 m 3 , 占阿拉尔

站年径流量的 161 9%. 下游区间耗水 111 16 @ 10
8

m
3
. 比多年平均耗水量 61 59 @ 10

8
m

3
多 41 57 @ 10

8

m3 , 距平百分率为 401 9%, 每公里平均耗水量

2601 8 @ 104 m3 . 由于塔里木河中游耗水量的减少,

以及从开都河 孔雀河博斯腾湖向下游应急输水,

下游水量增加, 下游生态环境开始恢复[ 5] .

上、中游区间耗水量 371 40 @ 108 m 3 , 占阿拉

尔站年径流量的 831 1% , 说明上、中游耗水量在减

少, 下游耗水量在增加. 而20世纪80 ) 90年代上、

中游区间耗水量达 401 0 @ 10
8
~ 441 0 @ 10

8
m

3
, 占

阿拉尔站年径流量的 90% ~ 95% . 2002年度, 上、

中游区间耗水量 491 97 @ 10
8
m

3
, 占阿拉尔站年径

流量的 901 8%.

3. 4  塔里木河干流上游区间耗水量增加原因分析

塔里木河干流上游段长 495 km, 上段的阿拉

尔站从 20世纪的 60 ) 80年代的 30 a中, 河床呈冲

刷状态, 而90年代以来均呈淤积状态[ 6] . 根据不同

年份的水位、流量关系曲线分析, 发现该断面多年

冲淤变化不大.

位于干流中段的新渠满站, 从 1958 ) 1978年

同流量水位变化不大, 冲淤平衡. 1979年以后河床

呈持续的微淤状态, 至 1996年淤高 01 70 m, 每年

平均淤高 31 5 cm. 该断面 1979 年至今升高 01 54
m, 年平均抬升 2 cm .

4  塔里木河径流年内分配

4. 1  四条源流

阿拉尔以上的阿克苏河、叶尔羌河、和田河三

条源流以高山冰雪融水补给为主, 水量主要集中在

夏季( 6~ 8月) , 夏水占年径流量的 60% ~ 73% (图

3) . 开都河 孔雀河流域雨、雪、冰川补给都占一定

比重, 大、小尤尔都斯盆地调蓄能力较强, 径流年

718                    冰    川    冻    土   27 卷  



内分配较其它河流均匀, 夏水( 6~ 8 月)占年径流

量的 381 4%, 比其它河流小.而冬水( 12月至翌年 2

月)占 161 9% , 比其它河流大(图 3) .

4. 2  干流

塔里木河干流位于四条源流灌区下游, 受灌区

引水、排水等影响, 径流年内分配具有夏水和秋水

比例大的特点, 而春水和冬水所占比例少. 下游大

西海子水库出库站, 因春夏季开闸向下游/ 绿色走

廊0输水, 径流年内分配最大值在春季, 其次是夏

季(表 4) .

4. 3  最大流量

四条源流为中等洪水, 受源流来水影响, 塔里

木河干流也为中等洪水, 未造成洪水灾害.

5  河道断流情况

5. 1  四条源流

( 1) 叶尔羌河下游河道全年断流无水输入塔里

木河.

( 2) 和田河下游河道 1月 1日~ 7月 1 日和 10

月 1~ 12 月 31 日断流共计 274 d, 占全年天数的

751 1%, 断流河道长度约 300 km.

( 3) 开都河 孔雀河恰拉水库退水闸退入塔里

木河关闸时间为1月 1日~ 3月 2日和 7月12日~

12月 31日共计 233 d, 占全年天数的 631 8%.

5. 2  塔里木河干流

( 1) 断流主要发生在中游下段的乌斯满站 ) 恰

拉站, 河长约 200 km , 断流时间为 2月 14~ 18 日

和 3月 1 日~ 4 月 15 日共 46 d, 占全年天数的

121 6%.

( 2) 下游大西海子水库以下从 1月 1日~ 3月

2日和 7月13日~ 12月 31日断流, 共计 234 d, 占

全年天数的 641 1% , 断流河道至台特玛湖长 320

km.

6  塔里木河向下游绿色走廊应急输水简评

自 1987年以来新疆降水和径流增加, 出现气

候由暖干向暖湿转型的强烈信号 [ 7] . 开都河自 1990

年以来至 2003年的 14 a 中, 年径流量呈强劲增加

趋势(图 4) , 特别是 2002 年径流量达 571 10 @ 10
8

m3 , 是多年平均值的 164% , 2003年仍大于多年平

均值. 2002年下游恰拉站来水量 71 377 @ 108 m3 ,

其中塔里木河干流来水量 51 038 @ 10
8
m

3
, 从孔雀

河来水量 21 339 @ 108 m3 , 干流来水量高于博斯腾

湖调水量. 从 2003年 3月 3日至 7月 11日第 5次

向塔里木河下游应急输水历时 132 d, 恰拉站 2003

年径流量巳达 111 16 @ 10
8
m

3
, 几乎是多年平均值

61 59 @ 108 m3的 2 倍, 其中塔里木河干流来水

71 580 @ 108 m 3 , 开都河 孔雀河恰拉水库退水闸入

塔里木河为 31 580 @ 10
8
m

3
. 干流来水量继 2002年

后再次超过了博斯腾湖调水量. 根据 2 a 的连续资

料可以确定, 2002 年塔里木河向下游输水属于由

博斯腾湖调水为主转为干流为主的转折年份, 但是

2003年干流向下游输水的比例更高. 2003年大西

海子水库向最下游下泄水量为 31 455 @ 108 m 3 , 首

次打通了 145 km 的老塔里木河, 采取其文阔尔河

和老塔里木河双河道输水, 水再次流到塔里木河尾

闾 ) ) ) 台特玛湖, 加上车尔臣河水的汇入, 在湖区

最大形成了约2 00 km2的水面 ( 图5) , 水域面积

表 4 塔里木河流域 2003 年径流年内分配

T able 4  Runoff seasona l distribution o f Tar im River in 2003

河流 站名

春季

( 3~ 5月)

/ %

夏季

( 6~ 8月)

/ %

秋季

( 9~ 11月)

/ %

冬季

( 12~ 2月)

/ %

最大月 最小月

连续最大 4个月

月份 占年百分率/ %

四
条
源
流

塔
里
木
河

和田河 同+ 托合成 8. 6 73. 0 14. 8 3. 8 7 2 6~ 9 83. 0

叶尔羌河 卡群 6. 9 67. 1 19. 3 6. 7 7 4 6~ 9 79. 2

阿克苏河 协+ 沙合成 13. 5 59. 6 21. 4 5. 5 7 2 6~ 9 61. 0

开都河 大山口 22. 5 38. 4 22. 2 16. 9 7 3 5~ 8 49. 9

塔里木河 阿拉尔 13. 0 60. 1 21. 6 5. 3 8 2 6~ 9 75. 3

英巴扎 9. 0 62. 1 26. 9 2. 0 8 2 6~ 9 82. 1

恰拉 25. 8 32. 7 31. 4 10. 2 9 12 6~ 9 48. 4

大西海子

水库出库
68. 1 31. 9 0. 0 0. 0 5 1 3~ 6 89. 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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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4 开都河大山口站 1990 ) 2003 年年径流量

F ig . 4  Annua l runoff change of Dashankou

Gauging Station in 1990) 2003

创近百年来历史记录, 生态效益已初步显现.

7  结论

( 1) 2003 年塔里木河四条源流出山口天然径

流量 2581 21 @ 10
8
m

3
, 偏多 121 8% , 属偏丰水年.

阿拉尔站以上的三条源流(阿克苏河、叶尔羌河、

和田河)出山口天然径流量为 2211 19 @ 108 m3 , 偏

多141 0% , 属偏丰水年; 开都河 孔雀河为371 02 @
108 m3 , 偏多 61 0% , 属平略偏丰水年.

( 2) 2003 年四条源流入塔里木河总水量为

471 66 @ 10
8
m

3
, 占出山口天然径流总量的 181 5% .

其中, 阿拉尔站以上三条源流入塔里木河水量为

441 08 @ 108 m3 , 占三条源流出山口天然径流总量

的191 9% , 叶尔羌河是惟一无水输入塔里木河的源

流.

( 3) 2003年塔里木河干流上游耗水量为 201 51

@ 108 m3 , 比多年平均耗水量多 31 26 @ 108 m3 , 偏

多幅度达 181 9%, 是干流最大的耗水区段, 耗水量

呈增大趋势; 中游耗水量为 161 89 @ 10
8
m

3
, 位居

第二, 由于输水堤的修建并发挥了效益, 耗水量呈

减少趋势; 下游因从开都河 博斯腾湖 孔雀河向塔

里木河应急输水和干流来水量都增大, 相应下游耗

水量也增大为 111 16 @ 108 m3 .

( 4) 2003年塔里木河干流来水与博斯腾湖调

水量都高于 2002年, 但是干流来水量所占比例更

高. 根据 2 a的连续分析可以确定, 2002年是塔里

木河下游水量由从博斯腾湖调水转为干流来水为主

的转折年份. 近 10 a 来, 开都河出山口径流量变化

幅度较大, 将来塔里木河下游绿色走廊生态用水应

当主要依靠干流来水维持, 保持干流向下游的输水

量, 而从博斯腾湖调水作为辅助手段即可.

( 5) 2003年实施了第 5次向塔里木河下游绿色

走廊输水工程, 大西海子水库泄洪闸向最下游输水

量为 31 455 @ 108 m3 . 首次打通了 145 km 老塔里木

河, 采取其文阔尔河和老塔里木河双河道输水, 水

流再次到达台特玛湖, 加上车尔臣河汇入, 年内形

成了约 200 km2的水域面积, 创近百年来历史记录,

生态效益初步显现.

( 6) 塔里木河干流上游从 2001 年起已成为最

大的耗水区
[ 8]

, 耗水主要在沙雅二牧场 ) 英巴扎长
约 320 km 河段, 应加大该段河道的治理力度, 减

少无效耗水.

图 5  2003 年 10 月台特玛湖地区遥感监测图

F ig. 5 MODIS image showing the Taitema Lake in October 200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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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7) 加大对主要源流 ) ) ) 阿克苏河的综合治理

工作, 开展/阿克苏河流域向塔里木河干流汇流输

水研究0专题科研项目. 阿克苏河是塔里木河流域

流量最大的河流, 占四条源流出山口天然径流总量

的351 8% , 补给塔里木河水量的 70% , 对塔里木河

的形成、发展、演变和生态环境起着决定作用. 做

好阿克苏河的水量调度和管理, 对于保证向塔里木

河干流输水和满足阿克苏河流域的经济发展及其自

身的生态环境建设具有极为重要的意义
[ 9]
. 进一步

确定阿克苏河流域资源量和可利用量, 研究阿克苏

河各河段、用水各分区的来水、引水、退水、耗水

等之间的关系, 特别是向塔里木河干流输水的关

系.确定流域水资源量, 完善流域内地表水、地下

水和土壤水监测系统. 研究制定不同来水情景下的

水量分配方案, 研究确定不同来水情景和分层次的

水量调度、节点控制的调度原则和控制方案, 建立

流域水量调度的辅助决策支持系统, 进一步完善流

域水资源配置方案和水量调度管理办法. 范围包括

两支流托什干河和库玛拉克河和干流阿克苏河, 干

流阿克苏河指从两条支流汇合口的喀拉都维至塔里

木河流域三条源流汇合口肖夹克之间的河段, 阿克

苏河流域包括克州的阿合奇县、阿克苏地区的乌什

县、阿克苏市、阿瓦提县、温宿县、柯坪县 (阿恰

乡)以及兵团农一师的 1、2、3、4、6、7、8、9、10、

11、12、13、14、15、16团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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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treamflow Variations of Four Source Rivers and Mainstream of

Tarim River, Xinjiang and Transfer Water Course in 200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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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T he Tarim Basin is the biggest arid in-

land basin in China. It is located in Asia European

Cont inent and far aw ay f rom the sea. The Aksu,

Hotan, Yar kant and Kaidu-Konque Rivers are four

source rivers o f Tarim River drainage. The three

tr ibutary river systems ( Aksu, H otan and

Yarkant) that cont ribute f low s to the Tarim River

join just above the A ler g aug ing station w here the

Tarim River beg ins. From the conf luence of it s

three main contr ibuting t ributaries, the T ar im Riv-

er mainst ream ex tends 1321 km to T aitema Lake.

In addit ion the Kaidu-Konque River Basin, w hich

is hydro logically separ ate fr om the Tarim River,

cont ributes w ater to the Tarim River by means of a

man-made tr ansfer channel. In 2003, annual virg in

flow of 2581 21 @ 108 m3 f rom four mountains basins

of Aksu, Hotan, Yarkant and Kaidu-Konque Riv-

ers drain into the Tarim Basin, mo re 201 7% than

aver age annual str eamf low , is an abundant hydro-

logical year . T he annual total virgin f low of Aksu,

Hotan and Yarkant above the Aler g aug ing stat ion

ar e 2211 19 @ 108 m 3 f rom the mountains basins,

and of the Kaidu-Konque River from Tianshan

Mountains 371 02 108 m3 . T he total discharg e o f

the four source river s into T arim River is 471 66 @
10

8
m

3
in 2003, w hich three t ributary r iv er sy stems

( Aksu, Hotan and Yarkant ) cont ributes 441 08 @

108 m 3 f low s to the Tarim River. Most of this w a-

ter is consumpt ively used befo re r eaching the con-

f luence, total consumpt ive w ater o f four sour ce

str eams sum up 2101 55 @ 10
8
m

3
, o ccupy up 811 5

% of annual v irgin f low from mountains basin.

Yarkant is only river no w ater drain into the main-

st ream of Tarim Rive. The interzone consumed

w ater of the T ar im River mainst ream are est imated

to be 201 51 @ 108 m3 for the upper course, the lar-

gest consumed section o f the T arim River main-

st ream; 161 89 @ 108 m3 for the middle course, and

111 16 @ 108 m3 for the downst ream cour se. Compa-

ring w ith 2002, Consumed w ater has a decreasing

t rend in upper and m iddle str eams course, and in-

cr easing in the low er course. T he f ifth ecolog ical e-

mergency water diversion project w as car ried out in

the low er reaches of T ar im River , tr ansfer w ater

f rom Bosten Lake to the Taitema Lake during

M arch 3
rd
to July 11

th
, 2003, total 132 days. The

project tr ansfers 31 58 @ 108 m 3 f low s into the main-

st ream of the Trim River f rom the Bosten Lake.

Outf low 31 455 @ 108 m3 drains into 300 km up-

stream o f T aitema Lake, from Dax ihaizi Reservo ir,

and jo in st reamf low of Churchen River f rom Kun-

lun Mountains, final a 200 km2water area appear ed

in T aitema Lake in 2003.

Key words: T ar im River; st reamf low ; t ransfer w ater project ; 200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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