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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在 干旱区，以农 田为核心 的绿 洲规模过大 ，对绿洲的稳定 性产 生 了广泛 而深刻 的影响。论文 以位 于塔里木 盆地 

的渭干河为例 ，分析 渭干河灌区 当前所面临的主要风 沙灾害 ，揭 示 了绿 洲规模过 大、农 业耗水量过大 。生态用水被侵 

占是导致农田生态环境恶化的重要原因。在此基础上，以水热平衡、水盐平衡理论分别计算 了灌区适宜的规模与耕 

地面积。根据模型计算结果，提出了控制耕地规模、确保生态用水的宏观对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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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 引言 1 研究区基本概况 

绿洲是干旱地区特有的景观，为干旱地区人民生 

存与发展提供了基本空间。该系统的稳定与否，直接 

决定着区域社会经济发展的是否持续与人民生活水 

平的高低。当前西北地区的热点 问题——生态重建 

与修复，其实质也在于增强绿洲系统的稳定性“’ 。 

现代经济意义上的绿洲多指通过人类修建水利设施 

而形成的灌溉农业区及其它经济活动中心，即所谓的 

人工绿洲。绿洲处于荒漠的大背景下，易遭受到干 

旱、干热风、大风、沙尘暴、低温霜冻等灾害的侵害 ， 

具有内在脆弱性，人类必须投入更多的能量来削减自 

然灾害。同时，在气候、土壤 、地质地貌和水文等条件 

的制约下，在一定的社 会经济技术条件下，对水 土资 

源的开发必然存在一个阈值。由此，也决定了绿洲存 

在一适度规模，若超过该阈值，则可能导致绿洲系统 

的不稳定和退化。当前 ，绿洲 内部的次生盐碱化和绿 

洲外部 的风沙危害是威肋绿 洲稳定 的最大威胁H 。 

其根源在于水资源开发利用不合理，绿洲的规模过 

大。农 田生态系统处于人工绿洲的核心地位 ，人类活 

动对绿洲的规模、稳定性以及演化方向所叠加的影响 

主要通过改变以人工绿洲控制的灌溉面积来实现 。 

因此，在区域水资源总量一定情况下，以维护绿洲系 

统的持续稳定运行为目标，实现区域水资源的合理配 

置，确定该绿洲的耕地面积。 

渭干河平原灌区位于天山南麓，塔里木盆地北 

部，东径 80。37 ～83。59 ，北纬 4l。06 ～41。40 之间，是 

典型而完整的山前冲洪积扇平原。库车、沙雅及新和 

3县大致 由南 向北分布。渭干河 在出山口后呈辐射 

状分布 ，形成东西长约 64km，南北宽约 160km的扇型 

绿洲，地势北高南低，平均海拔 920～llOOm，总面积 

6160．Okm2。属大陆性暖温带极端干旱气候，光热资 

源丰富，多年年均降水量 51．6mm，水 面蒸发量为 

1992．0～2863．4mm(据 ~20cm蒸发皿观测值 )，温度 

10．7℃，日照 2888．7h，全年无霜期 209d。土壤以轻壤 

及砂壤为主，pH为 7．9～8．0，部分土壤耕层含盐量 3 

～ 6g／kg，局部地区土壤盐量 6～10g／kg，夹荒地土壤盐 

量一般为 20g／kg左 右。土壤盐 分多 以氯化 物、硫酸 

盐为主。灌区近 50％为非盐化土，主要分布在灌区 

上游 、河道及大型灌渠或有完善灌排系统 的土地上。 

重盐化土面积为26％，主要分布在非农区、荒地。农 

业全依赖灌溉。渭干河是灌区主要的灌溉水源，多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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平均径流量 为 22．1×10 11"13／a，变差系数 0．12。当前 

灌区的河水 引水 量 已达 渭干 河年径 流量 的 90％ 以 

上，基本无下泄水量。总体来看，灌区水资源利用程 

度高，但利用效率低下 ，导致灌区内部次生盐碱化严 

重。处于灌区外围的草场 、天然植被衰败 。 

从大的地理格局来看，整个渭干河生态系统是一 

个以河流为主线 、衔接 山地 、绿洲(人工绿洲和 自然绿 

洲)和荒漠的系统 。渭干河灌区处于整个大系统的核 

心地位。通过水分循环 实现各个子 系统的物流 、能 

流、信息流的交换与转化 ，水文过程控制着流域基本 

的生态格局和过程 。山地是绿洲径流的形成区。绿 

洲是径流的耗散区。天然绿洲因对人工绿洲的防护 

作用而凸显其存在意义。 

2 主要灾害及防治措施 

受所处的地理环境的影响 ，在渭干河绿洲存在着 

多种农业 自然灾害，严 重威胁着绿洲生态的稳定性 ， 

对农业生产构成了重大威胁 。自然灾害主要有 ：风沙 

(干热风)、春旱、盐碱等；次要灾害有冰雹、霜冻。暴 

雨 、洪水原来也是本区最大 的 自然灾害 ，历史上曾多 

次造成防洪系统被毁、农 田被淹的灾难后果；但在 

1991年克孜尔水库投入运行后，洪水得到有效调控， 

故对洪水的危害不再赘述 ，其促进河岸林更新的生态 

学作用被极大地削弱。 

2．1 主要灾害及其危害 

2．1．1 春旱 

影响范围之广 、持续时间之长和危害之大是渭干 

河灌区春旱的显著特点。部分作物因缺水而严重减 

产甚至绝收 。近 20多年来 ，大约有 4×10 hm 耕地 

因无水灌溉而弃耕。造成春旱的主要原因系春季河 

流来水量较少 、春播播种面积过大和水利工程不健全 

等造成。渭干河 3～5月份来水量仅占全年来水量的 

14．3％，无法满足灌区春季灌水的要求。灌水的水利 

用系数低，进一步加剧了春季的水资源紧张，恶化了 

春旱情势。 

2．1．2 风沙 

大风以北风和西北风为主 ，持续时间长 ，每年从 

3月份开始，10月中旬终止，风力较强。其中8级以 

上的大风平均为 15．3d，最多可达 20d以上。每次大 

风都带来大量的沙尘及冷空气，导致部分农 田被掩 

埋，气温锐减，大量的农作物被冻死。有关研究表明： 

处于非生长期 的农 田是潜在 的沙源 ，裸露的土地 ，特 

别是退化的耕地是未干扰土地的 1000倍 。大量因缺 

水造成的弃耕地成为沙尘的重要来源，预示着须控制 

耕地规模的必要性 。干热风则是大风 的另一种表现 

形式。主要 出现在每年的 6月上旬 ～七月上句，平均 

持续时间为 4～5 d，可能造成处于成熟期的小麦新陈 

代谢受到严重抑制。 

2．1．3 防护林退化 

防护林可分为 田间防护林及天然植被 。由林带 、 

林 网构成的防护林 ，可有效 的抑制干旱 、风沙和盐碱 

等 自然灾害的影响 ，为农作物的生长发育创造一个 良 

好的环境 ，对农 田生态系统 的稳定性起着重要作用。 

在f胃干河下游曾经存在大量的荒漠植被 、红柳灌木及 

胡杨林是渭干河平原绿洲的天然屏 障。通过 改善农 

田小气候的作用 ，有效地抵御了塔克拉玛干沙漠风沙 

的入侵。但近 50a来，特别是在 1992年克孜尔水库 

投入运行后 ，由于河水 大量拦截 、季节性洪水得 到有 

效控制 ，下游的地 下水埋深变大 ，天然植被可获得 的 

有效水资源显著减少 ，加上滥砍滥伐 ，天然植被 已呈 

衰败甚至枯死趋势。其屏障作用大为减弱，沙漠已开 

始 向灌区方 向扩展①。 

2．1．4 次生盐碱化 

次生盐碱化迄今仍 是威胁农 田生态系统的稳定 

性的关键 的障碍因子 。据最新调查 ，在现有耕地 中， 

大约 50％受到盐碱影 响，其 中受到盐碱化严重威胁 

者可达 30％以上 。从分布看，灌区的上 、中游较下游 

为轻 ，地势高处较洼地为轻。在塔里木 ，农业灌 溉排 

水和环境保护第一期工程实施后，灌区的盐碱化程度 

较前有较大减轻。但该项 目主要是完善骨干排水工 

程(干排和支排)的建设 ，对田间排水起关键作用的斗 

排和农排的修建在该阶段则没有得到配套，故农田排 

水不畅仍是今后水利工程建设 的重点 。 

减少输水过程和田间灌溉 中的水分损失不仅是 

节水关键环节，也是减轻排水压力的一个重要手段。 

但在渭干河平原灌区，除总干渠和部分分干渠防渗 

外，大量的渠系均未防渗或防渗效果很差；同时，土地 

不平整 ，灌溉定额 偏大 ，漫灌 、串灌在灌溉 中时有发 

生。导致了水资源利用效率低下，也是导致灌区土壤 

次生盐碱化的主要因素。 

2．2 农业灾害的防治措施 

从维护农田生态系统的长期稳定来看，无论是解 

① 水利部，新疆维吾尔自治区水利水电勘测设计研究院．新疆 
维吾尔自治区渭干河大型灌区．2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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决内部次生的盐碱化问题，还是恢复其外围的天然植 

被(包括农田防护林)以改善其小气候条件 ，从根本上 

来说，都涉及对一定的水资源的合理配置问题。在于 

科学协调生产用水和生态用水 的矛盾。从表 1提供 

的灾害与防治措施来看，保障防护林(包括天然植被) 

的用水是维护农田生态系统稳定性 的有效手段之一。 

表 1 渭干河平原区主要农业灾害及其防治措施 

Table 1 The primary agricultural disasters and 

reduction 

灾害名称 防治措施 

春早 

干热风 

大风 

沙尘暴 

低温 、霜冻 

水利工程、提高供水保证率 

防护林、其它人工增湿措施 

防护林 、其它防治措施 

荒漠植被保护、防护林，固沙 

防护林 、其它措施如灌水 、覆膜等 

3 绿洲各组分耗水量估算及其作用与 

配置 

任何一个生态系统都是由多个组成要素构成，形 

成一个相对独立的整体而存在于特定的环境中，其功 

能状态和主要生态过程受到各个组分状态的制约 ，但 

往往会受到一个或几个关键因子 的制约，其质和量 的 

特征会对生态系统起到限制作用，同时，外 界环境 的 

影响对其作用也不可忽视 。通过对生态 系统的关 

键组分的维护与外部环境的改善是维护生态系统的 

关键所在。对任何广义一个绿洲生态系统而言，大致 

可包括农田、人工防护林(薪炭林)、灌溉、草场、水库、 

整治了的河道(渠道)、荒地和天然植被等组分，农田 

处于该系统的核心地位。随着人增长的压力和科技 

水平 的发展 ，耕地的面积越来越大 ，侵 占了其它组分 

的必需耗水，影响到整个绿洲生态的系统稳定性 ，农 

田生态系统做为绿洲大系统的其中的一个主要组分 

(子系统)，不可避免的受到影响 ，直接表现是生产力 

的下降。 

3．1 绿洲中各组分的耗水量估算 

水量的输入规模、时空和部门分配是绿洲空间形 

态和适度规模的决定因素，绿洲系统的各组分也通过 
一 定量的耗水对生态 系统 的稳定性起作用。绿洲生 

态系统的组分可根据土地利用类型细化为：水面、农 

田、林地(园地)、草滩地、荒地(少量植被)、未被利用 

土地、沙丘。胡顺军等人 ’ 估算了各类土地的年蒸 

发系数和耗水量，为估算平原区各类土地的耗水量提 

供了依据 ，对其成果整理见表 2。由表 2知 ，在新疆 

干旱地区，人工林、草的灌溉用水同与农作物的耗水 

相差不大 ，且必须通过人工灌溉来满足 。因此 ，与流 

域水资源的配置的相关指标是灌溉面积 ，耕地面积无 

法确切的反映灌区规模 。 

表 2 各类土地的年蒸发 系数与蒸发量 

Table 2 Land use types and their water consumption 

in Weigan River irrigation district 

3．2 稳定农田生态系统组分的配置 

对于灌溉农田而言，其主要目的是维持与提高农 

田的生产力，但其它组分存在也是必要的或不可避免 

的，可把除耕地的耗水都归结为生态耗水。唐数红认 

为应该将 30％ ～40％的水资源配置给生态用水 ，其 

余可配置给耕地 ；陈昌毓认为构成绿洲的自然环境 

恶劣 ，适宜的农 田面积的年耗水量须达到绿洲 60％ 

面积的年耗水量，方可保证整个生态系统处于平衡状 

态  ̈。根据渭干河平原的实际 ，把该 区耕地 、林地 、 

草地的面积定为 6：2：2。 

4 适宜的绿洲面积与耕地面积 

4．1 平原灌区可利用的水资源量 

渭干河平原绿洲的大小、位置和兴衰完全取决于 

渭干河在出山口径流量的多寡、流向和稳定程度。尽 

管在渭干河灌区存在着大气降水、地表水和地下水等 

各种水资源，但地下水 的补给量主要来 自地表水的人 

渗补给量主要来自地表水，年降水很小，考虑恢复到 

渭干河下游荒漠植被的需要和灌区引水实际，可把 

渭干河灌区可供消耗的蒸发量的渭干河来水量定为 

出山口流量的 80％①，又据灌区水盐平衡需要，必须 

维持 2．38×10 m ／a的地表排水 。因此 ，最终可初 

步确定满足渭干河灌区的可供蒸发的水量为 l5．3× 

10 m3／a。 

4．2 耕地面积估算方法及结果 

确定绿洲适宜的规模的基本条件是以水定规模。 

基本 方法有 2种 ：①水热平衡 法；②水量平衡 法。2 

者在本质上是相同的。在确定绿洲适宜规模的基础 

上 ，再根据上节的讨论 ，确立适宜的耕地面积。并对 

① 水利部，新疆维吾尔 自治区水利水电勘测设计研究院，渭于 
河流域农业灌排工程环境影响评价．199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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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种方法所计算的结果进行 比较。 

4．2．1 水热平衡法 

绿洲是基于沙漠背景下的“湿岛”、“绿岛”。确定 

其规模时 ，须采用 能反 映该区域特征 的水 热平衡 指 

标。下文采用文献[5]提供的方法确定绿洲的规模 与 

耕地面积 ： 

丽  (1) 

A ： A x K (2) 

式 中： ——绿洲适宜的规模 ，km ； 
— — 可供灌区蒸发 的水量 ，10 m ； 

E —— 按彭曼公 式计算 的参考作 物蒸发 量 ， 

mm ； 

r——绿洲 内的年降水量 ，mm； 
— —

绿洲内主要植物的综合植物系数； 

日 ——绿洲内绿洲设计的“绿度”，取 0．7； 

— — 适宜耕地面积 ，km2； 

— — 耕地 占土地总面积 的百分 比，一般 可取 

0．40～0．45。 

由式(1)和(2)可计算渭干河灌 区绿洲的适宜规 

模和 耕 地 面 积 分 别 为 ：2967．27～3626．67km2及 

1 186．91～1450．67km2。 

4．2．2 水量平衡法 

该法是确定耕地规模 的基本方法。本文采用文 

献[10]的方法确定}胃干河平原区绿洲和耕地的规模 ： 

△5=垒 

S = S + △S 

S ： ．60％ 
凡 

式 中：5—— 现有的绿洲面积，km ； 

(3) 

(4) 

(5) 

日 ——绿洲实际可获得的年水资源量 ，mm； 

日 —— 绿洲需水量 ，mm； 

△日—— (日一日 )水分供需差 ，mm； 

△5——根据水分供需差绿洲相应调整 的面积 ， 

km ； 

— — 农 田需水量 ，ml／l； 

5 ——绿洲中农 田的适宜的面积 ，km 。 

(注 ：*为计算方便 ，绿洲可获得水量 、绿洲需水 

量和农 田需水量都折算成单位面积上的平均水深 ，故 

单位均为 mm。) 

由式(3)～(5)计算得渭干河灌 区适宜的绿洲面 

积和耕地的面积分别为 ：3090．53km2及 1210．14km2。 

4．3 结果和讨论 

4．3．1 渭干河灌区的土地利用状况 

灌区规划土地总面积为 6160．27km2，绿洲总面积 

4390．22km 。目前已利用的面积为 2381．19km ，占总 

面积 的 38．5％。在开发 的各 类土地利用 ，大农业 用 

地为 1862．66km2(耕地面积为 1350．60km )，占利用土 

地 的 78．2％；道路及城镇 、乡居民点为 445．62km ；水 

域及及其它 用地为 75．03km2，占所 利用土地面积 的 

3．15％ 。 

4．3．2 现有绿洲结构的调整 目标 

从水热平衡及水量平衡法所结算的结果来看 ，绿 

洲的面积和适宜耕地 的面积都偏大。考虑到}胃干河 

灌 区所存在的生态环境问题 ，取水热平衡计算的下限 

与水热平衡所计算结果作为今后生态恢复与重建的 

目标 ，即在现状的基础上 ，绿洲 的规模应减小 1361．31 

～ 3028．9km ；耕 地 的 适 宜 面 积 应 减 小 152．08～ 

1198．53km2。 

5 减灾对策与讨论 

渭干河灌区位 于广 阔的荒漠之中。外围的天然 

植被衰败 ，天然的屏障作用丧失。内部的植被以人工 

林(经济林占很大比例)为主，植被覆盖率低，又兼有 

流动沙丘存在 ，因此 ，农田生态系统存在着天然 的脆 

弱性 。其脆弱性直接 表现 为抗干扰各种 自然灾 害的 

能力低 ，稳定性差。如前所述 ，干旱 区内陆河生态环 

境脆弱 ，其景观格局是 以荒漠为基 质、以河 流廊道为 

主线形成的。水资源的分布变化趋势对绿洲的稳定 

性起决定性的作用，而人类活动是导致水资源耗散格 

局发生变化的驱动力。因此 ，增强绿洲 系统 的稳定 

性 ，主要是在一定的社会经济技术条件下 ，对水资源 

进行合理配置，合理提高水资源的利用效率，在保证 

农田生态系统外围环境稳定的前提下，通过农 田生态 

系统各组成要素的优化 ，增强其稳定性 ，实现灌溉农 

业的稳定发展 。 

5．1 切 实贯彻“以水定地”政策 ，维护适度的绿洲规 

模与耕地规模 

从渭干河灌 区 50多年 的耕地变化情况看 ，耕地 

在持续增加 ，一方面是人 口压力所致 ，更重要 的是农 

业 已为当地的主要产业 ，且投入水平低，扩大耕地面 

积成为维持一定生活水平及增加收入的主要来源。 

绿洲农业 以外延扩张为特 征，也造成 了垦荒屡禁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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止。从今后的发展来看，在政府修建和完善基本农田 

水利设施的前提下，引导农民增加科技投入，提高单 

产的产量和效益，才可能保障耕地适宜面积的实现。 

5．2 产权不明细、水价偏低及政府干预不足问题 

水权不明细使得农业用水大量挤 占生态用水 ，造 

成环境恶化。在本 区水价只达到成本水价的 35％ ～ 

40％。水费征收不到位的现象比较普遍，水系部门年 

征收水费无法满足日常运行管理、维护。水价与成本 

严重背离 。不但使得水利工程系统难以正常运行，而 

且极大地弱化了节水的利益驱动机制。因资金匮乏 ， 

沙雅干排难 以清淤，在很大程度上影响了灌区排水工 

程的顺利实施，就是很好 的例子。 

节水是本区维护灌溉农业发展和生态重建和恢 

复的必有之路。应该在立法层面上，通过水价的提 

高，理顺节水者、节水受益者和投入主体之间的关系， 

形成一个利益相关 的、效益共享的 、统一 目标的节水 

体系。 

5．3 对水资源的配置进行优化 ，保障生态用水 

在渭干河的尾间，有大量的天然草场及胡杨等天 

然植被的存在，是渭干河灌区的天然屏障。在当前渭 

干河引水率已达 90％的前提下，河流下泄水量无法 

保证天然植被的最低生存需水而衰败。因此 ，在灌区 

规划中和灌排实际中 ，应预 留 20％的河流水量以保 

证天然植被的需要 。 

5．4 加强地下水资源的开发利用，提高灌区内部的 

水资源利用效 率。积极改造中低产 田，提 高农 

田系统的稳定性 

在灌 区的上游 ，地下水 开采条件较好 ，加强地下 

水的开采，不但可解决春季用水紧缺问题，而且可有 

效的解决土壤次生盐碱化问题。同时，将节约出来 的 

水资源输入下游。在灌 区下游，地下水质差 ，不适合 

灌溉农作物。但可通过开采地下水，降低地下水位， 

减轻下游盐碱化的影响。并且可把抽出来的水用以 

恢复天然植被。 

由次生盐碱化造成的中低产田约占农田总面积 

的45％。若不进行改造，则土壤次生盐碱化严重，势 

必造成弃耕，弃耕地则可能成为沙尘暴的来源地。通 

过灌区灌排配套和节水改造，在提高水资源利用效率 

后 ，土壤的次生盐碱化将可能得到有效控制 。对盐碱 

地进行改造是干旱区绿洲改造中低产田的重要及主 

要途径也是在灌溉规模一定情况下大力提高农业产 

量的基本、必须的措施，是改善绿洲自然生态环境状 

况的需要 。从可行性上看 ，经过多年的试验和大田实 

践，盐碱化防治的具体工程技术已相对成熟。其难点 

在通过宏观政策的激励措施确保各项技术落实到实 

处。对现有盐碱地改造 ，应 当治碱与节水并行 ，先治 

碱 ，后节水。 

5．5 合理利用荒地，发挥其生态功能 

在新疆的广大灌区内，存在这大量的由低洼地构 

成的荒地，一般含盐量都很高。当接受了邻近农田的 

地下水侧向补给，会起到排盐的作用，客观上维护了 

农田生态系统的稳定。 

在渭干河灌区存在大量荒地 ，发挥着干排盐的作 

用。但近 l0多年来，受棉花经济利益的驱动，耕地的 

扩展速度较快。其中很大一部分由原来的积盐荒地 

转化而来，荒地固有的干排盐作用被削弱，原有耕地 

次生 的盐碱化的风险被放大。灌 区内有大量的荒地 

存在，是长期的地质环境和干旱气候共同作用的结 

果 ，将其改造成耕地不现实的，通过排水渠道拓展 ，使 

农 田排水入洼地 ，培育耐盐作物 ，以发展畜牧业 。由 

此而见，保持适当的荒地，对其进行合理改造，也可提 

高农 田系统的稳定性 。 

6 结语 

绿洲的稳定性是关系到绿洲可持续发展的基本 

问题 。是涉及到人 口 一资源 一环境 一经济发展系统 

(PRED)的协调优化问题 。渭干河平原绿洲具有不稳 

定的潜在趋势，主要表现为灌区内部的次生的盐碱化 

及外部的自然植被的衰败，抵抗农业自然灾害的能力 

弱 ，水资源的时空循环模式 、强度对绿洲生态 系统的 

演化方向及强度起决定性的作用 。通过水资源 的优 

化配置 ，确保生态用水 ，将绿洲和灌溉面积 限制在一 

定规模 内，则有可能实现绿洲持续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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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etermination of fitting cultivated area and disaster reduction 

— — A case study in W eigan River irrigation area 

CHEN Xiao—bing · ，YANG Jin—song ，QIAO Xiao—ying ，LIU Chun—qing ，HU Shun jun 

(1．Institute of Soil Science，Chinese Academy of Sciences，Nanjing 210008，China； 

2．Yantai Institute of Coastal Zone Research for Sustainable Development，Chinese Academy of Sciences，Yantai 264003，China) 

3．Environmental Science and Engineering Institute，Chang’an University，Xi’an 7 10054，China； 

4．Xinjiang Institute of Ecology and Geography，Chinese Academy of Sciences，Urumuqi 83001 1，China) 

Abstract：The characteristics and the main factors affecting the stability of the Oasis in arid region are analyzed profoundly． 

Taking Weigan River oasis located in the Tarim Basin as an example，the major eolation and desertification hazards are 

revealed． n1e results show that the oasis scale is too large，water consumption in agricultural is excessive，and ecological 

water demands are encroached．which are the reasons why the oasis environment degradation and land yield capacity 

decline．Based on hydro．thermal balance and water—balance principles，the optimum scales for oasis and farmland are 

calculated．According to the results of the mode1．some counter—measures to control the scale of land are proposed． 

Key words：Hydro—therm al balance；Water consumption balance；Oasis scale；eolation and desertification hazards Disaster 

reduction counter-measures；Weigan River Irrigation area 

(上接第 】17页) 

Primary study on quantitative zonation of the weathering degree 

of rock mass at a large hydro-power station 

LI Hu 。XU Mo 。MA Ying ，WEI Yun．Jie ，KANG Xiao bing 

(1．State key Laboratory of Geohazard Prevention and Geoenvironment Protection，Chengdu University of Technology，Chengdu 610059，China； 

2．College of Architecture and Civil Engineering，Beijing University of Technology，Beijing 100022，China； 

3．Sichuan Geologic Bureau of Nuclear Industry；Chengdu 610021，China) 

Abstract：The weathering degree of rock mass is very important to class the rock quality accurately and make certain the dam 

base surfaces，but the qualitative classification has some randomcity when appraising for being restricted by subjective 

factors，and cannot reflect the rotten genius character of the rock mass．However，if having a quantitative classification by 

choosing some indexes that can reflect the characters of the weathering degree of rock mass，that is more impersonality and． 

nicety．This text selects some characteristic indexes including rock quality designation(RQD)，fracture space(D)，velocity 

ratio(Bv)，integrity index(Kv)，uniaxial compressive strength of rock，the joint number per 2m—section in the cave that 

considers the common fact of the power station in Southwest China and suit for the area of hydro—power station，and basing 

on the domestic and foreign research results，then analyses the relativity of the major indexes．At last，it companmentalizes 

the weathering classification quantitatively by the selected indexes for the rock mass in station area，and expects that it will 

be instructive for analogous projects． 

Key words：a large hydro—power station in southwest of China；dam area；classification of weathered rock mass；quantitative 

index；relativit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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