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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为了加大水利灌溉水资源的利用率,探究其调配策略。本文以 E 地区为例,通过分析水利灌溉

现状,发现调配难度越来越大、水利灌溉工程质量不高、供水结构失衡、水资源浪费严重等问题。对此

提出应对不同形式的水资源进行科学分配,提高资源调配水平,优化防渗渠道建设,利用节水引调技术等

对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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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In order to increase the utilization rate of irrigation water resources, it is necessary to explore its 

allocation strategy. Taking the area E as an example, through the analysis of the current situation of water 

conservancy and irrigation, it is found that the allocation is becoming more and more difficult, the quality of 

water conservancy and irrigation projects is not high, the water supply structure is unbalanced, and the waste of 

water resources is serious. In this regard, it is proposed to scientifically allocate different forms of water resources, 

improve the level of resource allocation, optimize the construction of anti-seepage channels, and make use of 

water-saving diversion technolog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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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言 

目前,农业水资源利用率低、灌区水利修建不完善、资源调

配不均衡等问题,可能造成结构性缺水。因此,加大水资源调配

力度,对引水工程进行优化,解决农业用水的供需矛盾问题,走

新型节水之路尤为重要。 

1 水资源调配的基本概述 

水资源调配也被称为水资源优化配置[1]。就是指在特定流

域或区域内对不同形式的水资源进行科学分配,实现水资源的

合理开发利用,通过上下游左右岸协调、水利设施修建等措施,

缓解水资源利用的紧迫性。做好水利灌溉水资源调配,保证水资

源分配更加科学,提升水利灌溉效果,同时力求灌溉工程项目经

济效益与社会效益的统一,提高资源调配水平。 

2 基于水利灌溉水资源调配工作的实证分析 

笔者以E地区为例,首先分析该地区的气候状况、地貌条件、

河流水系等自然特征,之后结合灌区发展现状,给出该地区水资

源利用过程中出现的主要问题,具体情况如下： 

2.1灌区气候特征 

E地区(108°42′E,38°51′N)是黄河干流重要的引黄

灌区,位于大陆性季风气候区过渡带,日照时间长,全年降水

量在300mm左右,降水多集中在夏季,属于半干旱、半湿润地区,

灌区内相对湿度在48%~54%之间,蒸发强,大气补水和地下水

补给不够充足,由东向西逐渐减少,因此呈现出“无灌溉无农

业”特点。 

2.2灌区水文和地貌特征 

E地区灌区地域多为黄河冲积平原地貌,地形略向漫滩倾斜,

地面高程在1002~1015m左右,并且其灌区地表水属黄河水系,河

床变迁大,水流浑浊,多年平均径流模数2.34万m3/(km2·a)。 

2.3灌区发展现状和水资源调配问题 

2.3.1发展现状 

E地区灌溉面积139.62万亩,总土地面积350万亩,具体可以

分为自流灌区、井灌区、水域调灌区,其中自流灌区控制总干渠

长149.362km,支渠长214.284km,水域调灌区泵站支渠总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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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79.637km,控制干渠总长165.33km,井灌区灌溉总面积达到

52.41万亩,可以实现“旱能灌、涝能排”的工作目的,以下3种

灌溉方式基本可以满足农业用水需要,用水量均超过2.2亿m3,

具体如表1所示： 

表1  3种灌溉方式的引水量和用水量 

年份 自流灌区 井灌区 水域调灌区

引水

量

用水

量

引水

量

用水

量

引水

量

用水

量

2013 2.66 2.01 1.90 1.26 2.85 2.00

2014 2.58 2.11 1.85 1.21 2.93 2.01

2015 2.64 2.05 1.98 1.33 2.98 2.23

2016 2.71 2.21 2.05 1.56 3.01 2.25

2017 2.98 2.18 2.68 1.89 3.34 2.64

2018 2.85 2.25 2.51 2.13 3.58 2.43

2019 2.88 2.37 2.64 2.02 3.61 2.46
 

2.3.2水资源调配问题 

通过表1中数据我们可以得知,该地区农业用水量较大,但

是仅仅依靠自然降水量,不能满足日常农业生产所需,因此向水

系流域和井水区进行引灌,通过调水,补充农作物水分。但是从

数据中不难发现,当前E地区水利灌溉水资源调配过程中,出现

以下问题：(1)水资源调配期间浪费现象严重,水资源管理落后,

河流湖泊占据重要地位,调配难度大,可利用水资源比较少,对

水资源开发和利用的手段亟需提升；(2)灌区工程老化严重,干

渠险工险段较多,渠系老化或人为损坏更为严重；(3)灌区各段

所配备管理人员较少,渠道内淤积普遍,在一定程度上损伤配套

设施；(4)灌溉水利调配设施对农作物增产增收的作用不够明显,

可灌面积在无形和有形中逐步减少。 

2.3.3水资源调配问题产生原因 

(1)水利灌溉工程施工质量不高,工程施工品质不达标,在

水资源调配过程中控制难度增加,工程各项功能无法充分发挥；

(2)相关管理部门不能充分发挥自身工作职责,对农业灌溉水利

工程的资金支持和政策支持不够,可能出现资金周转不及时、供

水结构失衡、水资源管理落后、资源配置不合理、管理机制缺

失、日常维修不及时等问题；(3)农田被大量占用,在经济建设

不断提升的现实背景下,建筑业、工程开发项目等对农田的占有

面积逐年递增,因此灌溉效益连年下滑,即使有水资源调配工程

的加持,仍然存在农民灌溉积极性不高、水利工程应用不充分等

问题；(4)该地区蒸发量大,在水资源调配过程中必然会出现蒸

发损失,在一定程度上会直接降低水资源调配效率,引水应用不

够精细化。 

3 优化水利灌溉水资源调配工作的策略——以 E 地

区为例 

3.1做好调入区需水预测,改善结构性调水不足问题 

根据该地区农业用水需求,分析有效降水并计算灌溉用水

利用系数,选择合适的水资源调配轮灌方案,改善结构性灌溉不

足问题。主要分析指标有： 

3.1.1作物需水 

该种指标主要分析农作物蒸发量、蒸腾量,最终确定作物灌

溉需水量,主要应用彭曼一蒙特斯公式,计算田间空气湿度、风

速等指标,总结作物各生育阶段需水量。其表达公式为：

ETci=KCI*ETOi其中,ETOi为参考作物需水量,KCI为作物系数,ETci为

蒸发蒸腾量[2]。 

3.1.2有效降水 

要想实现水资源的合理调配,还应该计算调入地降水情

况[3]。应该注意到,不是所有的大气降水都可以被农作物吸收,

之后计算出有效降雨量,才可以得出该地农业灌溉的具体数值,统

计人员应该依据《水工设计手册》要求,依据日雨量,计算有效雨

量,如果日雨量5~30mm,按80%计,30~50mm按60%计,50~100mm按

30%计,根据灌域气象站历年降雨量统计,给出灌区主要作物生

育期有效降雨量计划表,实现水资源调配的精量化供给。 

3.1.3土壤储水 

E地区在每年秋浇后,大量水分储存在土壤中,或者在春季,

受到地表融雪的影响,土壤中储水能力会供第二年作物生长发

育,因此灌区(水资源调配的引入地)应该做好土壤储水量的预

估。以E地区主要农业经济作物(小麦+玉米)为例,其中小麦的土

壤储水量在30m3/亩左右,玉米的土壤储水量在40m3/亩左右,根

据该种储水能力,便于后续引灌量的确定。 

3.1.4水资源调配制度的确定 

通过以上指标的分析,E地区确定水资源调配的时间和灌水

量,每年实施水资源调配工程3次,分别为夏灌(5.6月)、秋灌

(7.8月)、秋浇(9-11月),灌溉定额为70m3/亩、553/亩、1103/

亩,之后根据节水灌溉经验,调整调配灌溉结构,依据节水灌溉

经验,选择合适的渠灌、井灌、喷灌、流灌方法。 

3.2完善防渗渠道项目修建,提升水资源调配工程质量 

E地区灌区河道弯曲狭长,河床较高,深槽紧靠凹岸,凸岸淤

长。因此,在自流水资源调配过程中,应结合渠道实际情况,优化

引水枢纽工程,完善水利项目修建,提升防渗工程质量,确定引

水流量为10m3/s,做好渠道疏浚整治,优化渠道防渗衬砌设计,

选择现浇砼结构型式。例如,E地区水资源调配工程衬砌渠道项

目中,浇砼标号为C20,抗渗标号采用W6,砼厚0.1m,抗冻标号采

用F200,在伸缩缝及接缝型式选择过程中,为了提高引水效率,

布置横向伸缩缝,采用矩形缝,增加填料与砼的粘结面优点,伸

缩缝间距为5m,防止填料破坏后渗流淘刷衬砌,之后利用沥青砂

浆勾缝。此外,为了解决衬砌渠道防冻胀问题,在土壤冻结前,

地下水埋深2~3m,之后再确定是否需要进行防冻处理,加强防渗

渠道的地基强度,避免在后续使用过程中渠道出现裂缝甚至是

坍塌,尽量选择型号较高的水泥,防止骨料内部渗入水源,预先

计算好骨料的使用量,并使用粗砂来调整骨料的精细程度。最后,

在防渗渠道施工中,严格按照预定好的水灰比来配置混凝土[4]。

在混凝土浇筑之前,及时进行补水洒水施工,并对施工灌溉农田

的坡面温度、地下温度进行测量,避免受到冰冻灾害破坏衬砌

板。做好防渗渠道的收面工作,减少水头损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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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3利用节水引调技术,减小水资源调配的浪费 

E地区打造灌区末级渠系节水改造总体规划,设计末级渠系

工程灌排流量,采用先进节水灌溉技术,提升末级渠系水利用系

数,降低管理成本。(1)上明渠多数采用“U”断面型式,部分明

渠采用梯形断面,厚度6cm,明渠还要求在各级流量影响下,确保

流速不冲不淤；(2)采用全断面衬砌方法,优化筋砼轻型结构,

跨度为8～15米,减小输水损失；(3)完善及配套量测水设施,做

好量水工作,大力推广喷灌、滴灌等高效节水灌溉技术的应用；

(4)依据蒸发、温度、湿度等参数,定额安排引水水源,精密测算

调水线路用水量和蒸发量,摒除闸坝拦截等不利影响；(5)全面

推行农业水价综合改革,提高农业灌溉用水效率,优化节水工程,

避免大水漫灌造成浪费,破解技术难题；(6)加大灌区自动化节

水引调改造力度[5],综合利用斗渠口“渠改管”一体化技术、一

体化闸门技术、枢纽调度自动化技术、一体化灌排泵站技术、

远程闸控技术、水资源调度监测技术等,,随时随地掌握水资源

利用动态,建立水利信息化系统,促进了灌区现代化的发展,始

终坚持因地制宜,引导农户优化农作物种植结构,使其尽量采用

小畦灌、喷灌方法,实现灌区水资源高效利用。 

3.4构建四级管理网络,大力宣传水资源保护的重要性 

E地区构建市、县、乡、村四级管理系统[6]。完善灌区水行

政执法体系,大力宣传和严格执法,普及灌溉区水资源保护的重

要性。推广节水新技术和新设备,提高节水效率,或者通过扶持

一部分农户节水骨干和模范,提高全民节水意识。其次,加快培

养灌区水利引水工程建设人才,加强和积极培育农民用水户协

会,落实农村水利工程的建设和管护责任。再者,坚持以地方政

府为主导,在保证灌溉面积不减少的前提下,对水资源调配设施

进行科学管理和维护。完善工程管理制度,强化基础工程质量验

收。结合区域农业发展状况,对现存问题和安全隐患、水资源浪

费情况及时遏制,避免出现日常维修不及时、工程各项功能无法

充分发挥、灌溉效益连年下滑、农业供水结构失衡等问题。 

4 结束语 

综上所述,针对不利于水资源节约利用的问题。应要做好调

入区需水预测,完善防渗渠道项目修建,设计末级渠系工程灌排

流量,改善结构性调水不足问题,大力推广高效节水技术,提高

水资源调配水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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