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灌区末级渠系改造之我见

刘玉兰 ,崔理哲
(河北省石津灌区管理局 ,河北 石家庄 050051)

　　摘 　要 :通过对灌区末级渠系存在问题及末级渠系与骨干工程相互关系的阐述 ,通过对末级渠系改造的效益分

析 ,论证了灌区实施末级渠系改造的迫切性和合理性 ,旨在通过末级渠系改造项目的实施 ,促进灌区的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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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末级渠道作为灌区灌溉工程体系的一部分 ,其工程状况和

节水水平对灌区整体节水灌溉的影响很大。在水资源短缺的

情况下 ,促进末级渠道 (田间工程) 节水十分重要。由于末级渠

道多数由农民自建自管 ,受目前经济条件的限制 ,改善末级渠

道工程条件还没有实质进展 ,末级渠道工程状况和节水水平与

骨干工程相比 ,差距正在拉大。为挖掘末级渠系的节水潜力 ,

大力发展节水灌溉 ,合理利用水资源 ,改善农业生产条件 ,有效

降低灌溉成本 ,减轻农民负担 ,引导和推动水价改革、基层管理

体制改革 ,促进灌区水利事业的发展 ,对灌区末级渠系 (本文系

指斗渠及以下的固定渠道工程和相应的渠系建筑物、量测水设

施设备)实施改造是十分必要的。

1 　末级渠系工程现状及存在的主要问题

石津灌区位于河北省中南部 ,是河北省最大的渠灌区 ,水

源为滹沱河上的岗南、黄壁庄 2 大串联水库 ,总库容 27. 8 亿

m3 ,兴利库容 12. 4 亿 m3 ,灌区的设计渠灌面积 162 867 hm2 ,

灌溉渠系包括总干渠、干渠、分干渠、支渠、斗渠、农渠 6 级固定

渠道 ,总干渠全长 134. 7 km ,渠首设计流量 114 m3 / s ,加大流

量 125 m3 / s ;干渠 5 条 ,总长 136. 1 km ;分干渠 29 条 ,总长

301. 7 km ;支渠 257 条 ,总长 870. 3 km ;斗渠 2 429 条 ,总长

2 973 km ;农渠 11 264 条 ,总长 6 265 km。各级排渠基本完善。

灌区工程多建于 20 世纪五六十年代 ,由于资金不足 ,半拉

子工程多 ,工程配套率低 ,加之后天投入不足 ,致使工程长期带

病运行 ,老化严重 ,渠系水利用率和灌溉保证率低 ,灌区的综合

效能不能充分发挥。

自 1997 年以来 ,国家利用国债资金对灌区骨干工程进行

续建配套节水改造。石津灌区共完成投资 12 285 万元 ,完成的

工程主要包括支渠以上骨干渠道防渗 152 km ;新建、改建桥闸

等各类建筑物 380 座。续建配套项目的实施取得了良好的社

会和经济效益 ,一批骨干渠道的安全输水能力明显提高 ,轮灌

周期缩短 ,为农田适时灌溉提供了保障 ,在巩固和扩大用水市

场、改善灌溉面积、提高粮食生产能力、节约水资源、改善环境、

促进现代高效农业发展等方面效果显著。但末级渠道现多为

土渠 ,建筑物配套不全 ,且绝大部分现存建筑物建设标准较低 ,

很难满足运行、调度上的要求 ;同时缺少必要的量水设施和设

备 ,给灌区用水管理工作带来诸多问题和不良影响。

总体来看 ,目前灌区末级渠系存在的主要问题是 :

(1)土渠渗漏损失大。末级渠系工程包括斗、农 2 级固定

渠道 ,多均为土渠 ,土质差 ,运行时间较长 ,维护投入不足 ,渠道

渗漏严重。

(2)管理费用高。由于渠道建筑物配套不全及灌溉期间渠

道的跑、冒、渗、漏等 ,给护渠及清淤整修等管护工作带来诸多

问题 ,不仅增加了管理难度 ,同时增加了管护费用。

(3)清淤整修工程难以组织。前 2 年取消“两工”以后 ,由

于公益项目“一事一议”尚不能普遍推行 ,加之农业比较效益持

续走低 ,广大农民对末级渠道的投入不仅没有增加 ,反而呈逐

年递减趋势 ,农民水利基础建设愈来愈难以组织发动。

(4)测量水设施不完善。末级渠道缺少先进的固定量测水

设施和设备 ,给准确计算、科学调度、规范管理带来一定的困

难 ,影响到灌区严细管理、透明管理的实施 ,尤其是斗渠口以下

大部分还不能计量 ,仍以喝“大锅水”、按面积平摊水费为主 ,因

而不能调动用水户的节水积极性 ,浇过头水的现象很难杜绝 ,

水源短缺年份这种现象更为突出。

( 5)用水户浇地负担偏重 ,用水积极性受到影响 ,造成用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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市场的不太稳定。

2 　末级渠系改造与骨干工程节水改造的各自

作用和相互关系

　　(1)大型灌区节水改造要求末级渠系与骨干工程同步进行 ,

以充分发挥整体效益。骨干渠道的功能主要是输配水 ,渠线长 ,

按续灌方式运行 ,输水时间长 ,节水改造侧重于运行稳定 ,输水

安全 ,降低渗漏损失。斗渠以下田间渠道量多面广 ,一般按轮灌

方式运行 ,行水时间短 ,单个工程改造只能改善局部灌溉条件 ,

不整体改造 ,就无法实现节约用水、降低灌溉成本、促进水价改

革等目标。

(2)末级渠系改造和骨干工程是灌区改造的 2 个部分 ,若分

割和片面地侧重一方面 ,不统筹考虑、同步进行 ,就不能取得整

体节水效果 [1 ] 。

(3)骨干工程和末级渠系改造互相依存、互为促进 ,骨干工

程的建设为田间工程建设打下基础 ,激发灌区受益单位和群众

集资、投劳进行斗渠及以下渠道防渗配套、清淤整修及田间工程

整修的积极性 ,使灌区整体工程条件和农田环境得到改善。

3 　末级渠系改造的效益分析

(1)节水效益。通过对石津灌区历年灌溉资料、测流资料的

分析 ,灌区毛渠、输水垄沟水利用系数为 0. 80 ,现状斗、农渠 (土

渠)水利用系数分别为 0. 85、0. 94 [2 ] 。根据《河北省石津灌区续

建配套与节水改造规划报告》中的相关资料 ,斗、农渠全段混凝

土防渗后水的利用系数分别可达到 0. 98、0. 99。考虑许多不确

定因素的影响 ,分别将混凝土防渗后的斗、农渠水的利用系数取

为 0. 95、0. 97 [3 ] ,据此计算得到 ,斗农渠防渗后 ,末级渠系灌溉水

利用率将提高 15. 3 % ,即由原来 0. 639 2 (0. 8 ×0. 94 ×0. 85 =

0. 639 2)提高到 0. 737 2 (0. 8 ×0. 97 ×0. 95 = 0. 737 2) 。

根据《河北省石津灌区续建配套与节水改造规划报告》,石

津灌区的田间综合净灌溉定额为 2 742 m3 / hm2 ,则每公顷末级

渠系改造项目斗、农渠混凝土防渗节水量为 570 m3 (1 ×2 742/

0. 639 2 - 1 ×2 742/ 0. 737 2 = 570) ,节约的水量可扩浇灌溉面积

为 0. 15 hm2 ,可见 ,灌区末级渠系的节水效益十分显著。

(2)社会效益。末级渠系改造工程建成后 ,在保证安全输

水 ,缩短灌溉周期和精确计量方面作用巨大 ,尤其在降低农田灌

溉成本的效益方面将是十分明显的。末级渠系改造项目完成

后 ,特别是末级量测水设施的完善 ,可保障灌区实行“量水到

(农)口 ,配水到户 ,核算到亩 ,按方收费”,积极推行“四公开”(用

水指标公开、实用水量公开、水费单价公开、水费帐目公开) 的严

细化和透明管理措施 ,有效杜绝层层加码和搭车收费的现象 ,减

少不合理开支 ; 同时由于划小用水的核算单元 ,可强化用水户的

节水意识 ,可降低实际的灌水定额 ,避免农户浇过头水的现象。

(3)环境效益。通过工程建设 ,按照现代化农业园区的标准

综合规划 ,统一设计 ,节约了土地资源 ,减少了人为破坏 ,使农田

条块分割 ,把灌排路林作为有机的整体 ,改善了农田微地貌和整

体生态环境。此外 ,末级渠系的改造 ,可拉动内需 ,促进区域经

济的发展 ,带动建材行业、水利施工企业的发展 ,解决了剩余劳

动力的就业问题 ,锻炼了施工队伍 ,增加了乡镇企业和当地群众

的收入 ,促进了地方经济的发展。

(4)已实施的末级渠系改造试点项目的效益情况。2004 年 ,

石津灌区被列为全国大型灌区首批农业供水末级渠系改造试点

灌区之一。从已实施的石津灌区 2004 年度农业供水末级渠系

改造试点项目来看 ,末级渠系改造项目的实施 ,产生了很大的成

效。项目区设计灌溉面积为 1 862. 3 hm2 ,项目实施前 ,实际灌

溉面积 1 600 hm2 ,项目实施后 ,实际灌溉面积达到 1 880 hm2 ,

增加了 280 hm2 。项目实施前末级渠系灌溉水利用率为 0. 64 ,

用水量为 3 030 m3 / hm2 ;项目实施后的 2006 年春灌 ,斗、农渠水

的利用系数分别可达到 0. 96、0. 97 ,末级渠系灌溉水利用率为

0. 74 ,用水量为 2 730 m3 / hm2 , 末级灌溉水利用率提高了

15. 6 %。项目实施前的 2003 年 ,试点区产值为 0. 9 万元/ hm2 (仅

包括小麦 ,以下同) ,灌溉成本为 616. 35 元/ hm2 (其中水费

428. 25元 ,其他费 188. 10 元) 。项目实施后的 2006 年试点区产

值为 1. 04 万元/ hm2 ,灌溉成本为 493. 50 元/ hm2 (其中水费

372. 00元 ,其他费 121. 50 元) 。与前者相比 ,产值增加1 410. 00

元/ hm2 ,灌溉成本降低了 122. 85 元/ hm2 (其中水费降低 56. 25

元 ,其他费降低 66. 60 元) ,农民实际增收 1 532. 85 元/ hm2 。试

点项目的实施 ,还有力地促进了新农村建设工作的开展 ,试点区

内渠直、路平、树绿、街净 ,呈现出一派和谐景象。

4 　结 　语

通过以上分析可以看出 ,末级渠系改造在促进灌区农业、农

村经济的发展中十分必要 ,项目实施也必将产生良好的经济效

益和社会效益 ,对于促进农业和农村经济持续稳定发展 ,提高区

内人民群众生活质量将起到巨大的作用 ,将在改善灌区工程状

况、提高灌区效益等方面取得明显效果 ,并将促进灌区基层管理

体制和投入机制的深化改革。

参考文献 :

[ 1 ] 　冯广志 ,张展羽 ,吴玉柏. 渠系改造 [ M ] . 北京 :水利电力出版社 ,

2004. 51 - 62.

[ 2 ] 　李永善 ,陈珍平. 农田水利[ M] . 北京 :水利电力出版社 ,1986. 41 -

43.

[ 3 ] 　李安国 ,建　功 ,曲　强. 渠道防渗工程技术[ M ] . 北京 :水利水电

出版社 ,1998. 13 - 21.

[ 4 ] 　胡学良 ,刘　岚. 全面创新建设管理机制　提高末级渠系改造效益

[J ] . 中国农村水利水电 ,2007 , (9) :48 - 49.

[5 ] 　鲍子云 ,张建保 ,仝炳伟. 宁夏末级渠系改造与管理运行效果分析

[J ] . 节水灌溉 ,2007 , (3) :74 - 75.

欢 迎 投 稿 　 欢 迎 订 阅 　 欢 迎 刊 登 广 告

64 灌区末级渠系改造之我见 　　刘玉兰 　崔理哲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