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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2006 年塔里木河四条源流出山口天然径流量268. 9 @ 108m3 , 比正常年份偏多 17. 4% , 属偏丰

水年. 其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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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28. 6 @

108m3 , 比正常年份偏多 18. 0% ; 开都河-孔雀河为 40. 33 @ 108m3, 比正常年份偏多 20. 4% , 属偏丰水

年. 四条源流入塔里木河总水量为 50. 26 @ 108m3 , 占出山口天然径流总量的 18. 7% . 其中: 阿拉尔站

以上三条源流入塔里木河水量为 47. 58@ 108m3 , 占三条源流出山口天然径流总量的 20. 8% . 2006 年

塔里木河干流上游段耗水量 33. 55@ 108m3 , 占阿拉尔站年径流量的 58. 8% , 是塔里木河干流最大的耗

水区段; 中游段耗水量 16. 56 @ 108m3 , 占阿拉尔站年径流量的 29. 0% , 比多年平均耗水量 22. 51@ 108

m3减少 5. 95@ 108m3 ; 下游段耗水量 6. 97. 16 @ 108m3 . 上游耗水量在增加, 中游耗水量在减少, 下游

耗水量接近多年平均值. 2006年第 8 次向干流下游输送生态水 2. 33 @ 108 m3 , 其中由博斯腾湖下泄

01 26@ 108m3 , 由塔里木河自身来水下泄 2. 07 @ 108m3 . 此次输水由前 7 次的应急输水转变为功能性输

水, 由以往输往塔里木河尾闾台特玛湖, 转变为以扩大下游生态灌溉面积为目的, 尝试以激活天然种

子库, 高效利用水资源, 进一步恢复塔里木河下游生态植被范围. 2000- 2006 年连续共 8 次生态输水,

已累计由大西海子水库向塔里木河下游输送生态水 22. 75 @ 108m3 , 生态、经济、社会效益日益显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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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2006年塔里木河流域的气象条件

1. 1  资料及分析方法

  所用气象资料为流域内 8个气象站监测资料,

经过新疆气象局相关部门的审核. 塔里木河四条源

流出山口控制断面以及干流的各控制断面的水文资

料经过新疆水文局相关部门检验, 塔里木河流域管

理局审定. 各站的地理位置以及气温、降水、0 e
层高度的气候平均值的计算规则等内容同文献[ 1] .

塔什库尔干、吐尔尕特、阿合奇、巴音布鲁克 4 站

的等权重平均值代表流域山区值, 和田、喀什、阿

克苏、库尔勒 4站的等权重平均值代表流域源流平

原区值.

1. 2  塔里木河流域气象条件分析

  2006年塔里木河流域 8站年平均气温 7. 2 e ,

偏高 1. 1 e ; 8站平均年降水量 128. 6 mm , 偏多

1. 2%, 接近多年平均值. 2006年塔里木河流域 8

站主要来水季节 (指 5- 9 月, 以下同)平均气温

17. 7 e , 偏高 1. 0 e , 8 站主要来水季节降水量

98. 5 mm, 偏多 0. 3% , 接近常年(表 1) . 4 个探空

站 3- 10月 0 e 层高度略偏高. 气温升高, 降水量

增多及 0 e 层高度偏高, 有利于冰雪流域径流形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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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1  2006 年主要来水季节( 5- 9 月)气象条件

Table 1  Meteoro lo gical condition of M ay

to September in 2006

时段
气温距平/ e

全流域 山区 平原

降水距平百分率/ %

全流域 山区 平原

5- 9月 1. 0 0. 8 1. 4 0. 3 4. 9 - 16. 3

年 1. 1 0. 9 1. 3 1. 2 0. 9 2. 7

1. 3  山区气象条件

  ( 1) 气温偏高. 2006年塔里木河流域山区 4站

年平均气温 1. 5 e , 较 30 a平均值偏高 0. 9 e . 除

1月和 12月偏低外, 2- 11月持续偏高, 其中 2 月

偏高 3 e 以上, 10月、11月偏高 2 e 以上, 5月、8

月偏高 1 e 以上(图 1( a) ) . 2006 年塔里木河山区

主要来水季节气温偏高 0. 8 e (表 1) , 山区 4站均

偏高[ 2] , 其中西昆仑北坡一带偏高 1 e 以上 (图 1

( b) ) .

  ( 2) 降水接近常年. 2006年塔里木河流域山区

4站年降水量 197. 7 mm , 较 30 a 平均值偏多

0. 9% , 接近常年. 1月、2月、7月、9月、10月偏

多, 其中 1月偏多 2倍以上, 3- 6 月、8 月、11 月

偏少, 12月无降水(图 1( a) ) . 2006年塔里木河流

域山区主要来水季节降水量偏多 4. 9% (表 1) , 其

中西昆仑山北坡到帕米尔高原一带偏少, 天山南麓

一带偏多(图 1( b) ) .

1. 4  平原气象条件

  ( 1) 气温偏高. 2006年塔里木河流域平原 4站

年平均气温 12. 9 e , 较30 a 平均值偏高 1. 3 e . 1

月偏低 2 e 以上, 2- 12月持续偏高[ 3] , 其中 10月

偏高4 e , 8月、11月偏高 2 e 以上, 2月、3月、5

月、9月偏高 1 e 以上(图 2( a) ) . 2006年塔里木河

流域平原地区主要来水季节气温偏高 1. 4 e (表

1) , 平原 4站均偏高, 和田河、叶尔羌河、阿克苏

河流域平原均偏高 1 e 以上(图 2( b) ) .

  ( 2) 降水接近常年. 2006年塔里木河流域平原

4站年降水量 59. 8 mm, 较 30 a平均值偏多2. 7%,

接近常年. 1月、2月、4月、7月、11月偏多, 其中

1月、4月、11月偏多 1倍以上, 3月、5- 6 月、8

- 10月、12月偏少(图 2( a) ) . 2006 年塔里木河流

域平原地区主要来水季节降水量偏少 16. 3% (表

1) , 除开都河流域平原一带偏多外, 阿克苏河、叶

尔羌河、和田河流域平原地区均偏少(图 2( b) ) .

1. 5 0 e 层高度

  2006年和田、喀什、阿克苏、库尔勒 4站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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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3  2006 年 3- 10 月塔里木河流域 0 e 层高度

a. 逐月分布, b. 空间分布

Fig. 3 Var iation o f 0e level height in Tar im River Basin during March to Oct ober, 2006

10月 0 e 层高度平均值为 4 095 gpm, 较 12 a平均

值偏高 88 gpm . 除6月偏低 109 gpm 外, 其它月份

均偏高, 10月偏高 389 gpm(图 3( a) ) .

2  四条源流出山口天然径流量

  塔里木河流域 4条源流 2006年出山口天然总

径流量为 268. 9 @ 10
8
m

3
, 比多年平均值偏多

19. 6%, 属偏丰水年[ 4] , 在 50 a水文系列中, 排名

笫 5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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28. 6 @ 108 m3 , 占四条源流总径

流量的 85. 0%, 较多年平均值偏多 19. 4% , 属偏丰

水年; 开都河-孔雀河为 40. 33 @ 10
8
m

3
, 较多年平

均值偏多 20. 4%, 属偏丰水年(表 2、图 4)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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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7. 58 @ 108 m3 , 占三条源流出山口天然径流总量的

20. 8% , 为规定输水量 46. 50 @ 108m3的 102% [ 5] ,

表 2 塔里木河流域四条源流 2006 年出山口天然径流量

T able 2 Mountains outlet f low of four source rivers o f Tarim River in 2006

源流
2006年年径流量

/ 108m3

多年平均径流量

/ 108m3

与多年均值比较

/ 108m3

与多年均值比较

/ %
年景

阿拉尔以上 3条源流 228. 60 191. 40 + 37. 20 + 19. 40 偏丰水年

开都河-孔雀河 40. 33 33. 50 + 6. 83 + 20. 40 偏丰水年

4条源流合计 268. 90 224. 90 + 44. 00 + 19. 60 偏丰水年

图 4 塔里木河流域水系

F ig . 4  Map show ing riv ers system of T arim R iver Basi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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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3  2006 年四条源流入塔里木河水量( 108m3 )

T able 3 Str eamf low of four source rivers into mainst ream of T arim R iver in 2006 ( 108m3)

河 流
出山口天然

径流量
源流区耗水量

入塔里木河输

水节点径流量
规定年输水量

完成规定输水量

/ %

多输水( + )和

少输水( - )

阿拉尔站以上 3条源流 228. 60 181. 00 47. 58 46. 50 102. 00 + 1. 08

开都河-孔雀河 40. 33 37. 65 2. 68 4. 50 59. 60 - 1. 82

4条源流合计 268. 90 218. 70 50. 26 51. 00 98. 50 - 0. 74

注: 1.四条源流入塔里木河水量控制节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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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孔雀河阿恰龙口站; 2. 开都河-孔雀河实际入塔里木河水量为恰拉水库龙口退水 0. 33@ 108m3 .

多输水 1. 08 @ 108 m3 . 四条源流入塔里木河总水量

为 50. 26 @ 10
8
m

3
, 为规定输水总量 51. 0 @ 10

8
m

3
的

98. 5 % , 占四条源流出山口天然径流总量的

18. 7%(表 3)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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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量 57. 08 @ 108m3 , 比多年平均值增加了 24. 0% .

  上游中段节点 ) ) ) 新渠满站年径流量为 44. 11

@ 10
8
m

3
, 比多年平均值增加了 17. 6%.

  上中游交界处 ) ) ) 英巴扎站年径流量为 23. 53

@ 108 m3 , 比多年平均值偏少了 23. 3%.

  中下游交界处 ) ) ) 恰拉站以上有塔里木河四条

源流汇入, 年径流量为 6. 97 @ 10
8
m

3
, 比多年平均

值偏多了 4.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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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3. 55 @ 108 m3 , 占阿拉尔站年径流量 57. 08 @ 108

m3的 58. 8%, 比多年平均耗水量 17. 25 @ 108m 3多

16. 30 @ 10
8
m

3
. 平均每公里耗水量为 677. 8 @ 10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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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 .

  塔里木河中游河长 398 km, 区间耗水量 16. 93

@ 108m3 , 占阿拉尔站年径流量 57. 08 @ 108 m3的

30. 0%, 比多年平均耗水量 22. 51 @ 108 m 3少 5. 58

@ 10
8
m

3
, 平均每公里耗水量 425. 0 @ 10

4
m

3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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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 93

@ 10
8
m

3
, 其中塔河来水 6. 60 @ 10

8
m

3
, 开都河-孔

雀河来水 0. 33 @ 10
4
m

3
, 比多年平均耗水量 6. 59 @

108 m3多 0. 34 @ 108 m3 , 平均每公里耗水量 161. 9 @

104 m3 .

  上、中游区间耗水量 50. 11 @ 10
8
m

3
, 占阿拉尔

站年径流量57. 08 @ 108 m3 , 的87. 8%, 接近多年

表 4  塔里木河干流 2006年区间耗水量

Table 4 I nter zone w ater consum ption in differ ent cour se o f Tar im River, 2006

时段

阿拉尔站

径流量

/ 108m 3

上游耗水

量/ 108m3

每公里

耗水量

/ 104m3

中游耗

水量

/ 108m3

每公里

耗水量

/ 104m 3

下游恰拉

站以下耗

水量/ 108m3

每公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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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年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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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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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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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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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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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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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04年 29. 37 19. 19 387. 7 7. 53 189. 2 3. 580 83. 64 26. 72 91. 0 枯水年

2005年 57. 18 31. 63 639. 0 18. 93 475. 6 7. 206 168. 0 50. 56 88. 4 丰水年

2006年 57. 08 33. 55 677. 8 16. 93 425. 0 6. 930 161. 9 50. 48 88. 4 丰水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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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5  塔里木河新渠满站历年水位-流量关系曲线

F ig . 5  The relationship curv es betw een w ater level and discharg e

over the years at the Xinquman station of the T arim R iver

图 6 塔里木河新渠满站河道断面冲淤对比

F ig. 6 T he compar ison betw een w ash and

deposit ion over the years at the Xinquman

station o f the T arim R iver

平均值86. 2% . 主要是由于上游中下段沙雅二牧场

至过境点 365 km 河道严重淤积[ 6] , 新渠满水文站

近 40a总淤积厚度达 120 cm, 平均年淤积 3. 0 cm

(图 5、图 6) , 导致水道断面缩小, 洪水漫溢范围不

断扩大, 上游区间耗水量已达 33. 55 @ 108m3 , 是多

年平均耗水量的2倍, 为历史最大值, 从 2001年起

已成为塔里木河干流最大的耗水区段. 中游在历史

上是最大的耗水区[ 7] , 塔里木河流域近期综合治理

项目输水堤和生态闸堰的建成投入使用, 有效地控

制了两岸生产和生态供水, 减少了无效耗水, 使得

该区段 2006年的耗水量比多年平均减少了 26%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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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8] , 水量主要集中

在夏季( 6- 8月) , 夏水占年径流量的 64% ~ 7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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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径流年内

分配较其它河流均匀, 夏水( 6- 8月)占年径流量

的 41. 0% , 比其它河流小. 而冬水( 12 月至翌年 2

月)占 14. 1%, 比其它河流大. 四条源流均为中等

洪水, 塔里木河干流上游为较大洪水, 均未造成洪

水灾害.

4. 2 塔里木河干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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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 . 下游

大西海子水库出库站, 因秋季 9月 25日至 11月 21

日开闸向下游/绿色走廊0输水, 径流年内分配最大

值在秋季, 其余月份关闸无水下泄(表 5)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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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5  塔里木河流域 2006 年径流年内分配

T able 5  Runoff seasona l distribution o f Tar im River in 2006

河台 站名

春水

( 3- 5月)

/ %

夏水

( 6- 8月)

/ %

秋水

( 9- 11月)

/ %

冬水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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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和田河 两河合成 10. 6 71. 1. 12. 4 5. 9 7 1 6- 9 78. 2

叶尔羌河 卡群 8. 3 72. 2 13. 4 6. 1 8 3 6- 9 79. 9

阿克苏河 协十沙合成 11. 4 64. 2 18. 9 5. 5 8 3 6- 9 75. 5

开都河 大山口 22. 5 41. 0 22. 4 14. 1 7 2 5- 8 51. 4

塔

里

木

河

塔里木河

阿拉尔 7. 3 68. 7 19. 6 4. 4 8 2 7- 10 83. 4

英巴扎 1. 5 68. 7 29. 2 0. 6 8 1 7- 10 96. 5

恰拉 1. 2 27. 9 69. 4 1. 4 9 3 8- 11 95. 3

大西海子

水库出库
0. 0 0. 0 100 0. 0 10 1 8- 11 100

5 河道断流情况

5. 1 四条源流

  ( 1) 叶尔羌河仅 8月 10日至 9月 20日共 51 d

有水输入塔里木河, 其余 315 d 无水输入塔里木

河.

  ( 2) 和田河 8月 1日至 9月 21日共 52 d有水

输入塔里木河. 其余 314 d 无水输入塔里木河, 断

流河道长度约 300 km.

  ( 3) 开都河-孔雀河向塔里木河下游生态输水

时间为 10月 10日至 11月 24 日, 历时 46 d. 其余

320 d无水输入塔里木河下游.

  ( 4) 阿克苏河是唯一一条全年向塔里木河输水

的源流.

5. 2 塔里木河干流

  塔里木河干流断流主要出现在中游的英巴扎站

- 恰拉站, 河长 398 km, 断流时间为 3- 4月和 6

月- 7月(图 7) .

  ( 1) 上、中游交界处英巴扎站: 断流时间为 6

月 20日至 7月 14日共 25 d, 占全年天数的 7%.

  ( 2) 乌斯满站: 位于中游中段, 断流时间为 6

月 21 日至 7 月 1 9 日共 2 9 d , 占全年天数的

8%.

  ( 3) 恰拉站: 位于中、下游交界处, 断流时间

分别为 3月 6日至 4月 27日共 43 d; 6月 1日- 7

月 23日共 53 d, 2段合计 96 d, 占全年天数的 26

%.

  ( 4) 大西海子泄水闸: 开闸放水时间为 9月 25

日- 11月 21日共 58 d, 占全年天数的 16%. 关闸

时为 1月 1日- 9月 25日和 11月 22日- 12月 31

日共 308 d, 占全年天数的 84% .

图 7 2006 年 6- 9 月塔里木河干流各站逐日流量过程线

F ig . 7  Daily streamflow courses of Tar im River

fr om June to September, 2006

in hydrolog ical stations

6  塔里木河向下游绿色走廊生态输水简评

  2006年第 8次向塔里木河下游生态输水, 水头

到达库尔干, 距离大西海子约 210 km. 此次输水由

前 7次的应急输水转变为功能性输水, 由以往输往

塔里木河尾闾台特玛湖, 转变为以扩大下游生态灌

溉面积为目的, 尝试以激活天然种子库, 高效利用

水资源, 进一步恢复塔里木河下游生态植被范围.

2006年第 8次向塔里木河下游功能性输水, 大西海

子水库泄洪闸下泄水量 2. 01 @ 108 m3 , 其中孔雀河

下泄 0. 27 @ 108m3 , 塔里木河下泄 1. 74 @ 108 m3 .

  自 2000年 5月 14日第 1次向塔里木河下游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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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8 塔里木河流域四源一干 2006 年河川径流运行框图

F ig . 8  Flow char t of four source riv ers to the mainstr eam o f the Tarim River in 2006

色走廊应急输水至 2006年, 历时 7 a共 8次, 累积

从大西海子水库下泄水量 22. 46 @ 108m3 . 其中, 孔

雀河下泄水量 13. 1 @ 108 m3 , 塔里木河下泄水量

9. 36 @ 108 m3 , 生态、经济、社会效益日益显著.

7 结论

7. 1 四条源流 2006年为偏丰水年

  2006年塔里木河四条源流出山口天然径流量

268. 9 @ 10
8
m

3
, 偏多 19. 6%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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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28. 6 @ 10
8
m

3
, 偏多 19. 4% ,

属偏丰水年; 开都河-孔雀河为 40. 33 @ 108 m3 , 偏

多20. 4% , 属偏丰水年.

7. 2 四条源流入塔里木河干流水量增多

  2006年四条源流入塔里木河总水量为 50. 26 @

10
8
m

3
, 占出山口天然径流总量的 18. 7% . 其中,

阿拉尔站以上三条源流入塔里木河水量为 47. 58 @

10
8
m

3
, 占三条源流出山口天然径流总量的20. 8%.

7. 3 塔里木河干流中游段治理效果明显

  2006年塔里木河干流上游耗水量为 33. 55 @

108m3 , 比多年平均耗水量多 16. 30 @ 108m3 , 偏多

幅度达 94. 5%, 是干流最大的耗水区段, 耗水量呈

增大趋势; 中游耗水量为 16. 93 @ 108 m3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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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下游耗水量 6. 93 @ 108m3 , 位居第三.

7. 4 向塔里木河下游由应急输水转为综合治理后

的正常输水

  2006年第 8次向塔里木河下游生态输水, 此次

输水由前 7次的应急输水转变为功能性输水, 由以

往输往塔里木河尾闾台特玛湖, 转变为以扩大输水

面积为目的. 利用齐文阔尔河在其下游形成湖泊的

自然条件, 高效利用水资源, 对其进行大面积集中

灌溉, 尝试以激活天然种子库, 来恢复塔里木河下

游生态植被.

  自 2000年 5月 14日第 1次向塔里木河下游绿

色走廊应急输水至 2006年, 历时 7 a共 8次, 累积

从大西海子水库下泄水量 22. 46 @ 10
8
m

3
, 其中: 孔

雀河下泄水量 13. 1 @ 108 m 3 , 塔里木河下泄水量

9. 36 @ 10
8
m

3
,生态、经济、社会效益日益显著.

7. 5 应加大塔里木河上游段河道和全流域的综合

治理力度

  塔里木河干流上游从 2001年起至 2006年已成

为最大的耗水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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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塔里木河流域近期治理项目的实施, 使流域水

利基础设施逐步改善, 灌区节水能力有所提高, 干

流河道输水能力和水量调控能力得到加强, 对促进

流域的社会经济发展和政治稳定发挥了巨大作用.

特别是通过向塔里木河下游八次生态输水, 下游生

态环境得到初步改善. 但这只是塔里木河流域治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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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作的初级阶段, 要看到塔河流域的治理是一项长

期而又艰巨的系统工程. 为巩固扩大流域近期综合

治理的成果, 要继续对流域进行长期综合治理, 以

利于流域社会经济和生态环境保护协调可持续发

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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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treamflow Variations of Four Source Streams to Mainstream

of Tarim River, Xinjiang and Water Transportation in 200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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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T he Aksu, Hotan, Yarkant and Kaidu-

Konque River s are four source riv ers of Tarim Riv-

er drainage. The three t ributary river sy stems

( Aksu, H otan and Yar kant ) that cont ribute f low s

to the T ar im River join just above the Aler g auging

station w her e the T arim River beg ins. Fr om the

conf luence of its thr ee main contribut ing tr ibuta-

r ies, the Tarim River mainst ream ex tends 1 321

km to T aitema Lake. In addit ion the Kaidu-Kon-

que River Basin, w hich is hydrolo gically separate

from the Tarim River, cont ributes w ater to the

Tarim River by means of a man-made transfer

channel. In 2006, annual virg in f low o f 268. 9 @
10

8
m

3
fr om four mountains basins o f Aksu, Ho-

tan, Yarkant and Kaidu-Konque Rivers drain into

the T ar im Basin, more 17. 4% than average annual

st reamf low , is an abundant hydr olog ical year. T he

annual to tal virgin f low of Aksu, H otan and

Yarkant above the A ler gaug ing stat ion ar e 228. 6

@ 10
8
m

3
fr om the mountains basins, more than av-

erage annual st reamf low by 18. 0% and o f the

Kaidu-Konque River fr om T ianshan Mountains

401 33 @ 108m3 , more 20. 4% than average annual

st reamf low , is an abundant hydr olog ical year. T he

total discharg e of the four source river s into T ar im

River is 50. 26 @ 108m3 in 2006, w hich three tr ibu-

tary river systems ( Aksu, Hotan and Yarkant )

contributes 47. 58 @ 108m 3 f low s to the Tarim Riv-

er, o ccupy up 20. 8 % of annual virg in f low from

mountains basin. The interzone consumed w ater of

the T ar im River mainst ream are est imated to be

33. 55 @ 108m3 for the upper course fr om Aler to

Yingbazha, account for 58. 8% of annual st ream-

f low o f Aler Stat ion, the largest consumed sect ion

of the Tarim River mainst ream; 16. 56 @ 108m 3 fo r

the middle course f rom Yingbazha to Qiala, occupy

up 29. 0 % of Aler ones and 6. 97. 16 @ 108 m3 fo r

the downstr eam course. Compar ing w ith average

annual consumed w ater, interzone consumed w ater

in 2006 has an increasing in upper str eams cour se

and decreasing in middle cour se, and normal in the

low er course. T he eighth ecolog ical emer gency w a-

ter diversion project w as car ried out in Tarim River

in 2006, outf low 2. 33 @ 10
8
m

3
dr ains into the low-

er reaches of T arim River, in w hich t ransfer w ater

0. 26 @ 108m3 f rom Bosten Lake, and 2. 07 @ 108m3

f rom the Tarim River mainstr eam.

Key words: T ar im River; runof f; w ater tr ansportat ion; eco logical benef i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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