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水电水利 
第 4 卷◆第 1 期◆版本 1.0◆2020 年 

文章类型：论文 刊号（ISSN）：2529-7821 

Copyright  c  This word is licensed under a Commons Attibution-Non Commercial 4.0 International License. 155 

Hydropower and Water Resources 

大型灌区现代化建设探讨 
 
金汉林 
四川省都江堰管理局 
DOI:10.32629/hwr.v4i1.2658 
 
[摘  要] 本文从用水管理、供水方式与信息化建设、生态环境几个方面分析了我国大型灌区现状,大型灌区存在的问题以及大型灌区进行现代

化建设的必要性,结合我国大型灌区实际情况,阐述了大型灌区现代化建设思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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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我国大型灌区现状 

2011年,全国水利普查结果显示,设计灌溉面积30万亩及以上的大型

灌区有456处,现状灌溉面积2.78亿亩,占总有效灌溉的30.2%,灌溉用水量

占大陆灌溉用水总量的33%以上,分布在全国27个省(自治区、直辖市)和新

疆生产建设兵团,涉及1207个县(市、区、团场)。大型灌区是提高粮食生

产能力,增加农民收入的重要保障。 

1.1大型灌区用水管理现状 

大型灌区量水设施共8.60万处,其中斗口量水设施4.30万处,斗口量

水率为28.8%,斗口以下按面积分摊水费,因而不能实现精细化用水管理。

现行农业水价普遍标准低,用水管理执行计划用水、合同供水,实行水量、

水价、水费三公开。农业灌溉现行水价0.001元/m³～0.5元/m³,执行水价

不足供水成本的一半,并且实收率较低。过低的水价使得农民没有节水的

动力,水费也难以维持灌溉排水工程正常运行,灌区运行管理与工程管护

经费缺口达到四分之一以上。 

1.2大型灌区供水方式与信息化建设情况 

农业是第一大用水户,农业用水占到总用水量的60%以上,目前灌区对

农业供水方式比较粗放,农田灌溉水有效利用系数低于0.7至0.8的世界先

进水平。大部分大型灌区灌溉管理与服务基本上采用传统方式,仅三分之

一的大型灌区开展了不同程度信息化建设,配套完善了相应的通信设施,

信息采集监测基本实现了数字化、远程化,但总体上信息化程度不高。 

1.3大型灌区生态环境现状 

1998年启动大型灌区续建配套与节水改造项目以来,大型灌区的生态

环境与生活环境明显改善,总体上生态系统良好。但大型灌区受益区人类

生产活动强度大,生态环境受人为影响较大,仍存在因灌溉退水产生面源

污染、土壤盐渍化、地下水超采、自然植被与土壤退化等生态问题。 

总体上,目前大型灌区工程设施标准低,管理信息化水平低,灌溉效率

与效益不高,灌区服务较薄弱。与现代农业发展、节水型社会、生态文明

建设的要求不相适应,与国家现代化建设的步伐不相协调。 

2 我国发展灌溉(排水)农业及大型灌区现代化建设的必要性分析 

2.1我国发展灌溉(排水)农业的必要性 

我国人口众多,可耕地少,据统计,2015年末中国大陆总人口13.74亿,

山地占全国总面积的33%,高原占26%,丘陵占10%,盆地占19%,平原占12%。

且我国是一个严重缺水的国家,人均水资源量和耕地亩均水资源量分别仅

为世界平均水平的26%和80%,另外我国气候复杂多变,降水时空分布很不

均 ,水土资源分布不相匹配,长江及其以南地区耕地占全国35%,水资源

占81%,长江以北耕地占全国65%,水资源占19%。 

人口多,可耕地少,水资源紧缺,水土资源分布不匹配,农产品特别是

粮食供应,长期处于紧平衡状态等基本国情决定了水是农业的命脉,水在

农业生产保障国家粮食安全中有着举足轻重的作用,因此我国的农业发展

必须走灌溉(排水)农业的发展道路。 

2.2大型灌区现代化建设的必要性 

2.2.1国家有关战略部署提出了新要求 

党的十八提出工业化、信息化、城镇化、农业现代化“四化同步”发

展战略。农业现代化可以概括为机械化、科学化、水利化和电气化的“四

化”,水利又是农业发展的根本基础,所以实现农业现代化,首先要推进农

田水利现代化,推进农田水利现代化首当其冲就是实现灌区现代化,因此

大型灌区的现代化改造建设是当前迫切需要考虑的问题。 

2.2.2灌区自身建设发展阶段及面临的挑战的需要 

那些污染情况严重的厂矿,可以选择责令停产或整改,引进各种先进的污

气和污水处理仪器,除了注重自身经济效益的发展,还得积极保护人类耐

以生存的自然环境。政府更要宣传建立一个资源节约型、环境友好型的城

市,发展绿色生态城市,合理控制水资源的使用,杜绝各种浪费的现象。定

期清理排放河道污染物和污染垃圾,及时找出治理河道时存在的各种问题,

维持河道系统生物生存环境和生态系统的统一。打造一个良性健康的生活

氛围,方便为整个社会提供一个良好的生存条件。 

3.5合理统筹规划河道治理 

在各项水利建设过程中,河道建设不仅仅是一项单纯的工程,而是水

利建设工程的一个分支。因此在河道建设的初期,应该充分考虑这个地区

的地理位置、环境天气因素,选择一个合适的水利工程建设设计方向,同时

考虑周边城市的整体规划流程,所以更应该树立一个全局统筹、规划的意

识。首先应该了解有关河流的基本知识,再次充分考虑河流的具体走向,

规划河流的岸线、断面和护岸,在不影响河流状态的基础下建设河道,实现

维护河流原有植被、原有容貌的特点和防涝防洪的双重目的。 

4 结语 

水利工程项目日益增多,在人民生产生活中发挥出重要作用,河道治

理与水利工程项目效能的发挥息息相关,面对当前水利工程河道治理工作

中的问题,认真研究分析,制定系统科学的策略,从多个维度提高河道治理

工作水平, 大限度的确保河道运行的生态性和稳定性,满足人类生存和

生态环境和谐化发展的需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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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灌区自身建设的内涵发展和面临的挑战来讲,当前的灌区现代化改

造也到了必然的阶段。 

1998年,水利部提出开展大型灌区节水改造,2001年,商国家发展改革

委印发了《全国大型灌区续建配套与节水改造规划》,规划设计灌溉面积

30万亩及以上的大型灌区434处,有效灌溉面积2.46亿亩,约占当时全国有

效灌溉的29.8%,灌溉用水量约占全国灌溉用水总量的36%。规划用15年时

间,总投资1900亿元,其中骨干工程1300多亿元,基本完成规划内大型灌区

续建配套与节水改造建设,遏制灌溉面积衰减、灌排设施老化运行不安全、

灌溉用水效率不高的问题,实现稳定并增加有效灌溉面积5000万亩,新增

节水能力300亿立方米的目标任务,从目前看,基本能够完成目标任务的

70-80%。 

进入现阶段,大型灌区自身发展面临多方面的挑战。一是全球气候变

化,极端性天气引发气候事件增多,粮食生产面临旱涝灾害发生的机会增

加,时间增长,灾情加重,对灌区农业生产乃至国家粮食安全的压力不断增

加,灌区工程设施尚不能有效应对这些挑战。二是从经济社会发展情况看,

人口数量的增加、可耕种土地与水资源的减少之间的矛盾越来越突出,作

为粮食安全主力军的大型灌区任务更加艰巨。三是大型灌区输水渠线长、

管理技术和手段落后,覆盖范围广且环境复杂,水情、灌溉需求等信息不能

及时准确地掌握,与农业生产需要的“优化配置、合理调度灌溉用水”有

较大差距。四是灌区生态健康缺乏有效保障,不能满足生态文明建设要求,

大型灌区不仅是农业生产的重要基地,也是自然生态与人工生态的复合系

统,对区域生态环境起着重要的支撑作用,但人类活动强度大,不当灌溉与

排水等人类活动对生态系统可能造成负面影响。 

2.3大型灌区现代化建设发展思路探讨 

大型灌区现代化建设是一个大课题,是社会现代化与水利现代化相结

合的具体体现,灌区现代化将为农业现代化、生态文明建设、全面建成小

康社会提供水利支撑。 

根据我国经济社会发展现状、农业现代化发展进程以及灌区自身发展

情况,以及结合我国发达地区水利现代化试点建设的具体情况来看,灌区

现代化改造建设应做好以下几个方面的工作： 

2.3.1加大灌区工程设施的建设,进一步完善农田灌溉工程设施 

大型灌区续建配套与节水改造经过十几年的实施,灌排设施得到了改

善,对经济社会可持续发展的保障能力得到提高,但农田水利设施依然是

国家基础设施建设短板,骨干工程和末级渠系不配套,因此在加强灌区骨

干工程建设的同时,需加强末级田间工程的建设,完善农田灌溉工程设施,

发挥综合效益,满足现代农业发展需求。 

2.3.2提高灌区管理能力水平,夯实灌区可持续发展能力 

深化灌区管理单位改革,引入现代化企业运营管理理念,建立水利工

程科学化、标准化、常态化的良性运行机制；加强人才队伍建设,加大人

才引进、储备和培养力度,提高灌区建设管理人员的业务素质,夯实灌区可

持续发展能力。 

2.3.3建立健全节水新机制,提高灌溉用水的效率与效益 

以灌区节水改造为带动,努力拓展节水灌溉范围,向水资源紧缺区域、

地表水过度开发和地下水超采区以及粮食作物主产区倾斜,积极推广渠道

防渗、管道输水、喷灌滴灌等技术,减少水资源的浪费,使水资源利用更加

合理,提高灌溉用水的效率,提升灌区整体灌溉效益。 

2.3.4加强灌区信息化建设,提升灌区自动化控制能力 

依托现有灌区的建设布局和工程框架,采取整合、扩建、更新、配套、

改造等措施,本着科学规划、分步实施、因地制宜、先进适用、高效可靠

的原则,开展数据采集、闸门远程控制、水情遥测与用水量测、用水管理、

水务公开等为重点内容的灌区信息化建设,提升灌区工程安全运行能力和

自动化控制能力水平,努力建成由农田灌排网、电网、路网、林网、信息

网和有效运行管护体系于一体的现代化新型灌区。 

2.3.5加强灌区生境建设,建立生态型灌区 

减少灌溉输水渠道的渗漏,降低了渠道两侧的地下水位,减轻土壤次

生盐渍化程度；同时通过减少了输水损失和田间渗漏,降低肥料、农药的

流失量,减轻对浅层地下水和地表水污染,改善了灌区生态环境。 

3 结语 

灌区现代化的核心是灌区管理水平达到一个什么样的程度,能否满足

农业现代化发展要求、能否与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高度融合、能否促进农

村生态环境改善、能否为当地经济社会发展提供支撑,而所有这些是与自

然环境、当地经济社会水平、人文习俗、国家战略发展等密切关联的,不

是一个模式和相同标准,所以在灌区现代化改造建设中一定要因地制宜,

各有侧重,先从条件成熟的环节入手,循序推进,即使在某一方面走在前列

也是现代化进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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