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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中水是世界公认的第二水

源，是解决缺水问题的有效手段之一，

世界发达国家以及国内许多城市都积

极发展中水。甘肃作为一个缺水大省，

缺水成为制约其经济发展的重要因素，

因而如何确保水资源的可持续利用，满

足经济社会发展的要求，是甘肃面临的

重大难题，而中水的使用正是解决这一

难题的最佳手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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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在甘肃推广中水的必要性

中水是污水经处理设施深度净化

后达到国家规定水质标准，能在一定范

围内重复使用的再生水。相对于自来水

的“上水”和污水的“下水”，将水质介于

此二者之间的再生水称为“中水”。可用

于公用设施和住宅冲厕、浇灌绿地、河
湖景观、道路降尘、工业冷却、洗车等。
而将污水、废水经过处理，达到国家相

应的水质标准重新利用的过程称为中

水回用。中水是目前国际公认的第二水

源，世界经济发达国家特别是缺水国家

都较重视中水的使用。例如，以色列

60%的土地属于干旱或半干旱地区，2/3
的国土是戈壁和荒漠，年均降水量仅为

300mm，有将近一半的地区年降水量在

150mm 以下，人均可用水资源 300m3/
年，不到全球平均水平的 1/30，属严重

缺水国。而他们凭借大力发展节水与循

环利用技术，创造了“沙漠奇迹”，赢得

“欧洲的厨房”美誉。目前，以色列的污

水回收利用率达 75%，堪称世界第

一。
国内许多大中城市以及西部缺水

城市也看到了中水的潜质，大力发展

使用中水。北京是全国最早使用中水

的城市之一。目前，北京市的中水主要

用于工业用水、河湖补水、园林绿化、

环卫降尘、居民冲厕、洗车等方面。而

缺水的银川市也在 2004 开始推广使

用中水。供水管线总长 20 公里，使用

范围主要涉及河湖补水、园林绿化、居
民冲厕等。

甘肃由于特殊的地理位置，即地处

青藏、蒙新和黄土高原交汇地带，分属

黄河、长江、内陆河三大流域，东南远离

海洋，西北紧靠世界屋脊，气候干燥，降

雨量稀少，甘肃多年平均降水量为

277mm，仅是全国平均降水量的四成

多。省自产水资源量占全国地表水资源

量的 1%，是全国 32 个省（直辖市、自

治区） 中的 29 位。水资源人均占有量

1077m3，仅为全国人均的 1/3，是世界人

均水平的近 1/8，已经接近国际重度缺

水界限。这也使得用水最多的农业发展

受到了制约。有数据表明，到 2010 年

底，甘肃人口要增加到 2 784 万人，城

镇化水平达到 34.5%，2015 年人口要

增长到 2 893 万人，这些发展指标都有

一定的“含水量”，因此，如何解决水资

源的供需矛盾，如何确保水资源的可持

续利用，实现生态环境的良性循环，满

足经济社会发展的要求，是甘肃面临的

重大难题。由此不难看出，在甘肃推广

中水以促进其经济发展已成为当务之

急。
二、促进甘肃中水推广的几点建议

（一）确立中水的推广规划

在甘肃推广中水，开辟新的水源势

在必行。但中水推广涉及技术、资金、配
套设施等多个方面，而且甘肃省地域广

阔，下设兰州市、嘉峪关市、金昌市、白
银市、天水市、武威市、张掖市、酒泉市、
平凉市、庆阳市、定西市、陇南市等 12
个市，临夏回族自治州、甘南藏族自治

州 2 个自治州。因而推广不能在全省一

蹴而就，需要结合甘肃经济实际发展水

平，以及各个市（州）具体的发展状况，

纳入相关的经济发展以及环境保护的

规划中，按步骤进行。当前可考虑在甘

肃的“十二五”规划中对中水的推广有

所涉及。随着中水的推广可适当的从城

镇用水过渡到农业灌溉用水。
（二）政府的积极促进

1.设立专项资金。根据《中华人民

共和国循环经济促进法》（以下简称《循

环经济促进法》）第 42 条的规定：省、自
治区、直辖市人民政府设立发展循环经

济的有关专项资金，支持循环经济的科

技研究开发、循环经济技术和产品的示

范与推广、重大循环经济项目的实施、
发展循环经济的信息服务等。中水的回

用及推广无疑是重大的循环经济的发

展项目，应建立相应的专项资金。资金

的来源主要是财政拨款，但需要积极吸

收社会各界的捐款。资金专款专用，主

要用于引进先进中水技术、建设中水回

用设施等。
2.税收优惠以及优先贷款。《循环

经济促进法》第 44 条规定：国家对促进

循环经济发展的产业活动给予税收优

惠；第 45 条规定：符合国家产业政策的

节能、节水、节地、节材、资源综合利用

等项目，金融机构应当给予优先贷款等

信贷支持，并积极提供配套金融服务。
在甘肃推广中水的过程中应积极采用

税收优惠、优先贷款等措施吸引有志于

发展中水的企业介入。
3.合理的价格政策。《循环经济促

进法》46 条规定：国家实行有利于资源

节约和合理利用的价格政策，引导单位

和个人节约和合理使用水、电、气等资

源性产品。其实在中水的使用过程中，

各个地方政府都会运用价格措施，以促

进中水的使用。通行做法是拉大中水与

自来水之间的价格差。甘肃省可在结合

推 广 中 水 与 水 资 源 可 持 续 利 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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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地的经济发展水平以及居民的可承

受能力，并参考自来水的供应价格的基

础上，合理确定中水的使用价格。
（三）进行试点

甘肃之前没有推广中水的经验，如

果直接引进外省的成熟经验有可能无

法适应甘肃的实际需要。因而在全面推

广之前需选择试点城市进行试点，以取

得可供参考的实际经验。目前可选择经

济文化相对发达以及污水处理经验相

对成熟的省会城市兰州进行试点。2010
年，兰州市在 2009 年投资 2.8 亿的基

础上再投入 2.96 亿，进一步完善污水

管网改造项目，以实现污水的“全收集、
全处理”。兰州市的污水处理能力已经

走在全省前列。
（四）加大宣传教育

由于中水是新鲜事务，很难被一般

群众接受。如：北京 2005 年中水的水费

为 1 元/m3，民用自来水费为 3.7 元/m3，

自来水洗车水费为 41.5 元/m3，但中水

使用面临供大于求的尴尬境地，中水的

使用率只达到 40%。究其原因除了供水

管道不足外，更重要的原因是群众不知

中水为何物，以及误认为中水是污水。
因而需要向公众加大宣传教育的力度，

使群众真正了解中水，使用中水。
（五）相关立法

在以上措施逐渐完善的基础上，可

以开始着手制订关于甘肃中水以及中

水回用的地方性法规，一方面要借鉴北

京、青岛、昆明等地管道设施立法经验，

制定出中水设施建设与运行的规则、办
法。另一方面体现有甘肃特色的中水和

中水回用的管理以及促进措施。最终的

目的是通过立法的手段，推动中水在甘

肃的使用，解决甘肃面临的缺水难题，

促进甘肃经济的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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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锅庄舞是藏民族在其发

展过程中的历史文化产物，舞者宽松

而有特色的衣着，奔放随意的动作，明

快的音乐节奏，营造出个性、力量与美

相结合的感观效果。充分体现藏族人

民善良、勤劳勇敢、热情奔放、剽悍的

民族性格。将锅庄舞纳入西藏高校体

育教学课程有其现实意义。
关键词：锅庄舞 健身 体育教学

一、“锅庄”一词的来源

我国的藏族主要生活在五个省

区，即西藏自治区、青海省、四川省、甘
肃省、云南省。虽然都是藏族，但由于

地理环境的不同，各地区之间的文化

习性也各不相同。从语言方面可以分

为卫藏方言、安多方言、康方言等三大

方言区；从生产方式方面可以分为牧

区、农区和半农半牧区。藏族的各个地

区都有具本地特色的民间舞蹈，同样

是圆圈舞，称呼都不一样，有叫“果谐”
的，有叫“卓”的。而“锅庄”一词是我国

西南地区汉语对火塘的称呼。旧时在

四川和云南一带，由于山路险峻，交通

不便，村庄与外界的联系往往是靠马

帮运输传递信息，当时马帮文化很流

行。当一队人马千里迢迢、风尘仆仆地

投宿驿站时，茶余饭后便围着火塘歌

唱跳舞，以驱赶一天的劳累。他们唱的

跳的是当地的圆圈舞，于是外界对这

种舞蹈称之为“锅庄”，将对火塘的称

呼直接用于舞蹈之名。就像西南地区

称巴塘藏区的舞蹈为“弦子”一样，巴

塘的圆圈舞藏族自称为“巴谐”，以男

子边拉二胡边舞蹈为特征，外界根据

这种舞蹈的特征直接称呼为“弦子”或
“巴塘弦子”。

藏族对民间圆圈舞的自称很多，

分类也很细。藏族的圆圈舞在西藏的

大部分地区 （卫藏方言区） 称为“果

谐”。它以地区不同，又可以称为“洛卡

果谐”（山南圆圈舞）“那曲果谐”（那曲

圆圈舞）“阿里果谐”（阿里圆圈舞）等，

地区以下又以县分别称呼为“江孜果

谐”“萨迦果谐”“堆垄果谐”“贡噶果

谐”等等。
将圆圈舞称为“卓”的通常是康巴

地区，即西藏的昌都地区、四川的甘孜

地区、青海的玉树地区、云南的迪庆地

区。
如今在城镇中，为了便于外民族

接受，将知名度比较高的“锅庄”一词

用来称呼所有的藏族圆圈舞。
二、藏族“锅庄”舞的特征

中国民族民间舞蹈最突出的特征

就是它的民俗性。从舞蹈功能的角度，

各民族的民间舞蹈分属五大类，即：节

令习俗舞蹈、生活习俗舞蹈、礼仪习俗

舞蹈、信仰习俗舞蹈、劳动习俗舞蹈

等。“锅庄”属于生活习俗舞蹈和礼仪

习俗舞蹈。在广大的藏族地区，时逢节

日、庆典、婚嫁喜庆之际，在田间地头

或自家的庭院里，男女老少齐聚一堂，

便开始围成一圈跳圆圈舞。不同的地

区有不同的特点，但比较一致的是男

女要一唱一和、由慢到快，舞蹈的基本

动作是踏步、跳跃、转圈、甩臂等，唱词

的内容多数是赞美家乡、传播生活知

识和劳动经验、模仿动物的动作或鸣

叫声等。
“锅庄”一词在康巴地区是专指一

种有固定曲牌的民间圆圈舞，藏语叫

“卓”。这种舞蹈有许多曲牌名称，唱腔

和动作都是固定的，如：孔雀戏水、吉

日欢庆、汉子醉酒等。其中不乏高难度

的舞蹈动作，显示着民间艺人高超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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