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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摘 　要 :大型灌区续建配套与节水改造工程是改善农业生产条件的重要举措之一 ,湖北省漳河灌区通过持续的续建

配套与节水改造项目建设 ,项目区粮食综合生产能力得到提高 ,灌区内工程设施得到改善 ,抗灾减灾效益突出 ,节水效益

显著增加 ,输配水能力和用水效率大幅度提高 ,供用水管理信息化水平明显提高 ,农业水价改革稳步推进 ,灌区末级渠系

试点建设积极开展 ,灌区环境得到美化 ,工业、生活供水安全得到切实保障 ,灌区管理体制不断创新 ,工程建设与管理明

显规范 ,逐步探索出一条适合本灌区开展大型灌区续建配套与节水改造工程的灌区建设与管理新思路 ,产生了明显的经

济效益、社会效益和生态效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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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概 　述

漳河水库灌区位于湖北省江汉平原西北部 ,地跨荆门、荆

州、宜昌 3 个地市的 6 个县级行政区 ,灌区自然面积 5 540

km2 ,设计灌溉面积 17. 37 万 hm2 ,是全国 9 座灌溉面积 13. 33

万 hm2 以上的国有大型灌区之一。形成了以漳河水库为骨干 ,

中小型水利设施为基础 ,提水泵站作补充的大、中、小相结合 ,

蓄、引、提相配合的水利灌溉网。灌区渠道四通八达 ,计有总干

渠、干渠、支干渠、分干渠、支渠、分渠、斗渠、农渠、毛渠等九级

渠道共 13 990 条 ,总长 7 167 km ,建有渡槽、隧洞、各类水闸等

渠系建筑物 17 547 座。

漳河水库灌区作为农业发展的重要基础设施 ,运行 40 多

年来 ,对当地农业发展、农民增收和农村建设产生了重要的作

用。由于历史及现实原因 ,漳河水库灌区普遍存在渠系及建筑

物工程不配套、老化现象 ,灌溉面积萎缩 ,同时灌区管理体制不

顺 ,水费征收困难。1996 年 ,国家计委、水利部联合启动了大型

灌区续建配套与节水改造试点项目建设 [1 ] ,漳河灌区规划工程

总投资 183 628. 98 万元 ,其中骨干工程投资 130 134. 47 万元 ;

田间工程投资 53 494. 51 万元 [2 ] 。

2 　灌区续建配套与节水改造工程建设基本

情况

　　截止 2008 年 10 月 ,漳河水库灌区共进行了 10 期续建配

套与节水改造项目建设 (包括末级渠系试点建设) ,完成投资累

计 10 245. 74 万元 ,其中中央投资 5 937. 75 万元 ,地方配套资

金 4 337. 99 万元。项目共完成渠道衬砌 103. 02 km ,挡土墙

1 686 m ,建筑物维修改造 16 座 ,小型涵闸维修配套 826 处 ,机

耕桥 28 处 ,陡坡处理 9 处 ,测流断面 17 处 ,渠堤建设公路 19

km ,渠道封盖 2 708 m ,改善灌区管理单位用房 0. 2 万 m2 。持

续的续建配套与节水改造建设有力地支持了漳河水库灌区工

程改造及管理体制改革 ,为灌区经济社会可持续发展提供了有

利的支撑。

3 　项目建设成效

漳河灌区通过续建配套与节水改造建设 ,灌溉用水效率明

显提高 ,节水效果及增产收益显著 ,灌区供水管理的信息化水

平不断提高 ,并推动了农业种植结构调整 ,促进了生态环境改

善 ,进一步巩固了水利基础设施 ,增强了农业抗灾、减灾能力。

通过改造促进了灌区的体制和机制改革 ,实现了水资源的优化

配置和高效利用 ,促进了灌区经济社会的可持续发展。

(1)农业综合生产能力提高。漳河灌区经过 10 期续建配

套与节水改造 ,当地农业取得了巨大的效益。通过查阅相关资

料 ,项目区内粮食单产由 1996 年的 7 995 kg/ hm2 增加到 2008

年的 9 870 kg/ hm2 ,粮食单产平均增加 23. 4 % ;经济作物种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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面积比 1996 年扩大了 3. 1 hm2 ,年均增长 5. 1 % ,灌区粮、经作

物种植面积比例由 1996 年的 2. 66 ∶1 调整为 2008 年的 1. 23

∶1 ,灌区作物种植结构进一步优化。

(2)灌区工程设施较大改善。漳河灌区建于 20 世纪 60 年

代 ,鉴于当时条件 ,建成时就存在灌区灌溉工程标准低、配套程

度差诸多问题 ,经过 40 多年的运行 ,渠系建筑物老化失修 ,渠

道淤积严重 ,灌溉输水不畅 ,干、支渠道防渗率低 ,险工、险段

多。经过 10 期的节水改造项目建设 ,灌区工程设施得到切实

改善 ,改善恢复灌溉面积 5. 86 万 hm2 ,新增灌溉面积 0. 28 万

hm2 。目前 ,干支渠道已防渗长度 103. 02 km ,占应防渗长度的

10. 25 % ;骨干建筑物规划 8 342 座 ,目前已完成 645 座 ,占总规

划的 7. 73 %。

(3)抗灾减灾效益突出。经过 10 期的灌区续建配套与节

水改造 ,漳河灌区安全运行状况得到改善 ,减少了护渠劳力 ,降

低了维修费用 ,缓解了上、下游用水矛盾。灌区每年的抢险直

接经费由 99 万元降为 40 万元 ,减少 59 万元。项目实施后险

工险段平均事故造成的损失下降 60 % ;涝渍及干旱灾害基本不

对灌区用水户造成危害 ,没有出现因旱、渍、涝而减产的现象 ;

水库也从未出现一次抽死水灌溉的情况 ,减灾效益明显。

(4)节水效益明显。漳河灌区续建配套与节水改造项目完

成 10 期投资后 ,渠道防渗率大幅度提高 ,输水过程中的渗漏显

著减少 ;项目受益区平均用水量由改造前的 9 390 m3 / (hm2 ·

年)减少到 2008 年的 7 566 m3 / (hm2 ·年) ,每公顷平均用水量

降低了 1 824 m3 。每年节约水量 6 692. 95 万 m3 ,节水量用于

农业扩灌水量 2 618 万 m3 ,用于城市与工业 1 694 万 m3 ,用于

生态用水 2 380 万 m3 。

(5)输配水能力和用水效率大幅提高。漳河灌区续建配套

与节水改造项目的实施 ,使已整治渠段防渗能力增加 ,经运行

管理单位实测 ,漳河二干渠一分干和三干渠一支干渠道水利用

效率由改造前的 0. 56 提高到 0. 86 ,整个灌区渠系水利用系数

由 1996 年的 0. 39 提高到目前的 0. 45 ,平均提高 15. 4 % ;项目

受益区灌溉周期也由 35 d 减小到改造后的 25 d ,灌溉季节节省

了护水劳动力 ,减轻了农民负担。

(6)用水管理信息化水平明显提高。2003 年漳河灌区开始

建设信息化系统 ,目前已初步建立以信息采集传输、运行监控

为基础 ,以综合数据库为纽带 ,以优化配置、调度运行和水资源

管理为核心的灌区水资源管理决策支持系统。经过 3 期灌区

信息化建设 ,目前已完成了 1 个中心站、5 个分中心站及 63 个

监控站与调度系统的建设 ,开发了实时灌溉预报及渠系动态配

水模型和灌溉用水实时调配决策支持系统 ,初步完成基于 GIS

的漳河水库管理信息系统及灌溉用水决策支持系统 ,实现了部

分灌溉系统的实时监控和优化运行。随着该系统的建成并投

入运行 ,将更有效地减少水损失 ,提高供水效率 ,改进对用水户

的服务 ,提高供水标准 ,改进信息管理和统计能力 ,进一步提高

灌区管理水平 [3 ] 。

(7)推行农业水价改革。以灌区续建配套与节水改造为契

机 ,漳河灌区作为湖北省农业水价改革试点单位 ,在推行两部

制水价方面进行了一些有益的实践与探索。一是全灌区推行

了两部制水价。灌区荆门市范围内建有农民用水者协会的部

分末级渠系还推行了两部制终端水价。二是探索了符合市场

运行机制的供水管理体制。积极推行“灌区供水单位 + 农民用

水者协会 + 用水户”模式 ,充分发挥农民用水者协会的作用。

三是供用水管理实现了较大突破 ,基本实现了计量用水、合同

供水、定额管理 ,探索了农业供水超定额累进加价制度。四是

探索了水费计收方式 ,提高了水费收取的透明度。五是改革了

水管单位内部运行机制 ,提高了供水系统整体服务质量。灌区

管理单位逐步在完成角色转变 ,从管理者向经营者转变 ,从社

会事业主体向市场竞争主体转变 ,努力提高工作效率和服务水

平 [4 ] 。

(8)开展灌区末级渠系改造试点。2006 年 3 月 ,漳河灌区

作为全国末级渠系改造试点项目之一开展了灌区农业供水末

级渠系改造试点 ,项目区选取漳河灌区二干渠二支渠。末级渠

系改造试点项目按照《农业供水末级渠系改造试点项目管理办

法》的要求 ,实现了试点项目的预期效果。①探索末级渠系工

程管理体制 ,创新工程运行机制。工程建设过程中 ,为积极推

进用水户参与灌溉管理 ,探索末级渠系工程管理体制 ,确保项

目试点工程效益得到充分发挥 ,漳河灌区农业供水末级渠系改

造试点项目办与用水者协会、受益用水户代表共同探讨末级渠

系工程管理长效机制 ,制定《二干渠二支渠末级渠系工程管理

制度》、二支渠斗农渠养护责任书、末级渠系管理告示等规章制

度。②实现量水到口 ,按方收费。项目改造前 ,因为末级渠系

状况差 ,沿渠渗漏严重 ,水损很大 ,单家独户根本没有办法进行

灌溉 ,项目区都是由集体组织进行统一灌溉 ,计量工作从支渠

口计量。③投工投劳。项目管理办法规定 ,末级渠系改造工程

投工投劳由受益农户负责。

(9)美化环境和保证用水安全。漳河总干渠部分渠堤实施

了硬化 ,有效地遏制了水土流失现象 ,同时在干渠沿线植树造

林 ,植被覆盖率大大提高 ,改变了干渠沿线的环境卫生条件 ;漳

河四干渠工程穿过荆门市城区 ,续建配套节水改造前垃圾倾倒

入渠随处可见 ,既污染了水质又影响荆门城区的市容。续建配

套与节水改造项目建设中通过对城区排污管道的整治及采取

对城区渠段封盖处理 ,渠道水质污染得到大幅度减轻 ,美化了

市容环境 ,保证了城区工业、生活用水的安全 ,同时渠水通过城

区历时也明显缩短。

4 　结 　语

漳河灌区开展续建配套与节水改造项目建设以来 ,项目建

设管理不断走向规范化、制度化 ,灌区管理单位在项目建设与

管理方面积累了很多宝贵的经验 ,例如项目建设单位严格按照

《湖北省大型灌区节水续建配套项目建设管理办法》的有关规

定 ,采取以下措施切实加强管理 :一是把好“四制”实施关。在

项目管理中 ,严格落实项目法人责任制、招标投标制、建设监理

制和合同管理制 ,确保各个环节有章可寻。二是把好质量监督

关。年度项目实施前 ,项目办同湖北省水利水电基本建设工程

质量监督中心站签订工程质量监督书 ,由质量监督站负责质量

监督工作。三是把好竣工验收关。项目建设完成后 ,由计划、

水利、财政等有关部门专家组成验收组 ,按照《重点大型灌区续

建配套改造项目验收办法》的要求严格验收。(下转第 52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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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 　k 对节水效果的影响

图 2 　β对节水效果的影响

友联灌区真实节水量进行了计算。

通过计算 ,友联灌区采取各种节水措施的节水效果从大到

小依次为 :退耕还林还草、微灌、田间配套、机电井、种植结构调

整、渠系改造、管灌、喷灌等 ,其中退耕还林还草、微灌 2 种措施

的节水量约占总节水的 56 % ,可见这 2 种措施的实施直接关系

到全灌区的节水改造效果。

友联灌区采取各种节水措施取得的总真实节水量为7 096

万 m3 ,其中直接节水量、间接节水量、袭夺潜水蒸发量各占总

真实节水量的 57. 8 %、12. 9 %、29. 3 % ,说明在友联灌区间接节

水量所占的比例不大 ,在粗略计算中可以暂时不计 ,但袭夺潜

水蒸发量是节水量的主要构成部分之一 ,在该灌区通过增加地

下水开采量降低地下水位以袭夺潜水蒸发量是比较有效的真

实节水措施。

(2)方法的适用条件。该方法是针对黑河中游灌区的特点

提出的 ,但对其他灌区真实节水的计算有借鉴作用 ,只是在应

用的过程中要注意不同类型灌区灌溉水源调配的原则 (如需要

涵养地下水的地区 ,可以考虑优先利用地表水) 、地下水埋藏特

点 (如有些地区地下水埋藏较深 ,此时袭夺潜水蒸发量可以忽

略) 、参数 k、β的选择 (应根据不同地区的试验资料分析各地区

参数的取值范围和变化特点)等。

(3)参数选择。通过对参数 k、β的敏感性分析可知 ,节水

计算的结果对这 2 个参数都比较敏感 ,因此在缺乏实测资料的

情况下如何选择合理的参数关系到节水计算成果的准确性 ,这

方面的研究还有待于进一步加强。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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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接第 48 页) 　管理工作到位 ,创造了良好的施工秩序和施

工环境 ,保证了工程建设质量。

大型灌区续建配套与节水改造项目无论从投资规模、建设

范围还是社会影响方面看都是比较大的项目 ,涉及方方面面的

利益 ,是一项复杂的系统工程 ,项目在实际执行过程中也存在

如下一些问题 ,比如 :

(1)由于投资小且资金按年度拨付 ,项目选择的重点放在

了险工险段治理和急需解决的卡脖子工程上 ,“头痛医头 ,脚痛

医脚”的现象十分突出 ,加之灌区工程点多线长 ,常常有治理的

速度赶不上老化、毁坏速度的感觉。

(2) 招投标工作方面 ,由于渠道占线长 ,工程分散 ,施工现

场复杂 ,难度大 ,大的工程施工队伍不愿介入 ,也无法协调周边

群众的关系 ,因此 ,虽实行招投标 ,但局限在小范围的施工承包

商的选择上。

(3)续建配套工程实施难度较大 ,一方面工程较分散 ,占线

长 ,另一方面 ,续建工程实施期在冬春季节 ,自然因素存在一定

约束力 ,施工工期相对缩短 ,质量和进度控制较为不利。另外 ,

工程实施的同时 ,还要满足城镇供水的需求 ,围堰工程较多 ,施

工难度大。

为了更好地完成灌区续建配套与节水改造任务 ,充分发挥

灌区工程效益 ,促进灌区经济社会发展 ,针对灌区的实际情况 ,

提出如下建议 :

(1)加大资金投入力度。建议 1 年或 2 年完成一期可研投

资额度 ,加快建设步伐。

(2)提高中央投资比重。目前 ,单纯从数字上看 ,漳河灌区

续建配套与节水改造项目地方配套资金投资比例 1 ∶1 ,地方公

共财政投入严重不足影响了项目的持续性 ,建议国家提高中央

资金投入比重。

(3)增加田间工程投资。田间工程的实施才能最大程度地

发挥灌区续建配套与节水改造的效益 ,但按照现行的资金投入

政策 ,田间节水配套工程由地方政府和受益农民自筹资金解

决 ,而且应与骨干工程改造同步进行 ,由于地方政府和受益农

民进行田间工程改造的积极性不高 ,项目实施以来均未安排田

间工程计划 ,建议国家今后安排资金建设田间工程。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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