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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2年6月至7月上中旬，水利部、财政部及

农业部组织专家对东北四省（区）节水增粮行动

2012年县级实施方案进行了合规性审查，发现了

些问题 些问题带有普遍性 些问题虽然一些问题，一些问题带有普遍性，一些问题虽然

不太普遍，但比较重大，需要在今后的实施方案不太普遍，但比较重大，需要在今后的实施方案

中修改完善。现将问题分几个方面汇总如下：



主主 要要 内内 容容

一、总体情况

要要

二、水资源分析

三、关于工程设计

四 工程建设内容和标准四、工程建设内容和标准

五、投资估算与经济效益评价五、投资估算与经济效益评价

六、管理和保障措施

七、关于几个小问题的探讨



一 总体情况一 总体情况、总体情况、总体情况

1、深度普遍不够。尤其是工程设计深度达不到

要求 工程设计要求达到初步设计深度要求。工程设计要求达到初步设计深度。

2、管理与保障措施等内容泛泛而谈，缺乏针对2、管理与保障措施等内容泛泛而谈，缺乏针对

性和可操作性。



总体情况总体情况一、总体情况一、总体情况

3 现状交待不够 对项目县 项目区农业种植情况 供用3、现状交待不够。对项目县、项目区农业种植情况、供用

水情况，供水工程状况、农业生产经营方式、水利工程管

理、技术支撑条件和重点县相关建设管理经验等交待的不

多，叙述过于简单，甚至没有叙述。如项目区没有机井数

量 出水量 井深 运行状况 有效灌溉面积等基本情况量、出水量、井深、运行状况、有效灌溉面积等基本情况

，或叙述的过于简单。项目区大部分采用地下水灌溉，但

对水文地质情况交待不多。无水利工程现状布局图。



一、总体情况一、总体情况、总体情况、总体情况

4 文本雷同 由同一设计单位编制的不同项目4、文本雷同。由同一设计单位编制的不同项目

县的实施方案，特别是其中的典型设计、施工组

织设计、项目管理、效益分析、保障措施等内容

雷同情况严重，雷同情况严重。

5、实施方案综合说明与文本具体内容不一致。5、实施方案综合说明与文本具体内容不 致。

6、文本简单错误很多。如数据前后不一，文字

前后矛盾等。



二、水资源分析二、水资源分析

1 开采地下水 以人为扩大计算单元面1、开采地下水，以人为扩大计算单元面

积来达到采补平衡。积来达到采补平衡。

2、基础数据来源无依据，前后不一致。2、基础数据来源无依据，前后不 致。

如灌溉需水量计算未明确灌溉设计保证率如灌溉需水量计算未明确灌溉设计保证率

，也未说清楚灌溉定额取值的来由。



二、水资源分析二、水资源分析

3、概念错误：

（1）如设计水平年（P=50%、75%、90%）采用地下水

时供水量不应变化很大 但 些实施方案中 与地表时供水量不应变化很大。但一些实施方案中，与地表

水一样，不同水平年水量的变化很大。（由于地下水水 样，不同水平年水量的变化很大。（由于地下水

属多年调节，故不同水平年的可供水量可以是相同的

，但不同水平年的灌溉需水量应是不同的）。



二、水资源分析二、水资源分析

3、概念错误：概 错误

（2）水资源可开采量大于地下水资源量，如地

下水总资源量为152万，可开采量为194万，结

论严重错误！此报告应重新编制水资源分析篇

章章。



二、水资源分析二、水资源分析二、水资源分析二、水资源分析

（3）地下水资源量评价中 有834万方/年灌溉回归水（3）地下水资源量评价中，有834万方/年灌溉回归水

量参与水量平衡。采用节水灌溉技术后，应不存在量参与水量平衡。采用节水灌溉技术后，应不存在

灌溉水的大量深层渗漏。

4、所采取水源形式与水资源状况不匹配。地表水丰

富地 地表水 采 采地 水 成本 高富地区不用地表水，而采取开采地下水，成本很高。



二、水资源分析二、水资源分析

如：某县项目区地表水资源丰富，地表水现状开如：某县项目区地表水资源丰富，地表水现状开

发利用量仅占可利用量的2％。地下水可开采量50

万m3，灌溉需水量40多万m3，已达可开采量95％，

而且没有考虑现状农村生活等其他用水需求 因而且没有考虑现状农村生活等其他用水需求，因

此地下水可能不满足项目需求。专家建议改用地此地下水可能不满足项目需求 专家建议改用地

表水。（新疆）



二、水资源分析二、水资源分析二、水资源分析二、水资源分析

些地区发展定位在节水改造 但在设计中5、一些地区发展定位在节水改造，但在设计中

又都是新打井 前后矛盾又都是新打井, 前后矛盾。



三 关于工程设计三 关于工程设计三、关于工程设计三、关于工程设计

1、工程设计典型设计代表性明显不足，工程设计深度不够。按大纲要求，每

一种形式（包括地形、工程类型、水源类型、工程规模等）都要选取典型，

进行全过程设计，其它列出工程量表及工程布置图。

一些项目县喷、微灌面积都有，但只做了一种形式的典型设计，其它项目区

也未列工程量表，工程设计内容简单，所选类型少与建设内容形式不匹配，

未针对不同灌溉单元进行可操作性强的工程设计。



三、关于工程设计三、关于工程设计三、关于工程设计三、关于工程设计

如 亩 程建设内容 有 个 亩典型设计 高如：1万亩工程建设内容只有一个250亩典型设计；高

效节水灌溉工程设计没有按照“编制大纲”的要求对每个效节水灌溉 程设计没有按照 编制大纲 的要求对每个

灌溉单元进行工程设计，没有通过表格形式反映设计成果；

设计图纸的比例尺未达到规范要求，且无电力配套、农机

配套 作物种植模式等信息配套、作物种植模式等信息。



三 关于工程设计三 关于工程设计三、关于工程设计三、关于工程设计

2 计算所提供的参数不全 或参数选取及计算错误2、计算所提供的参数不全，或参数选取及计算错误。

如灌溉制度计算中未给出计划湿润层深度、作物日耗水量等，

单井控制面积计算中未给出日开机时间、轮灌周期等

水力计算只罗列公式 无计算参数值或参数值不全 直接出水力计算只罗列公式，无计算参数值或参数值不全，直接出

结果，计算结果没办法核实。

水力计算存在错误，如水力计算时管径采用的是外径，应该

采用内径 支管已按多孔出流的公式计算 无需再乘以多孔系数采用内径。支管已按多孔出流的公式计算，无需再乘以多孔系数；

缺少干管水头损失的计算过程。



三 关于工程设计三 关于工程设计三、关于工程设计三、关于工程设计

灌溉水利用系数等参数在设计过程中选取有问题。灌溉水利用系

数要取具体值，不能给一个范围，否则不能计算准确结果。灌溉水

利用系数取值偏大，如项目区春季风大干旱，采用绞盘式和管道式

喷灌系统，在选取灌溉水利用系数时，取上限0.9，明显偏大。其结

果带来了单井控制面积增大，灌溉周期长和选错水泵流量等风险。



三、关于工程设计三、关于工程设计

3、灌溉制度拟定不合理。有的灌水定额与灌水周期匹配的概念错误，

与要求的灌溉设计保证率不匹配；如玉米灌溉，一年灌一水，购置喷

灌机灌溉是否有必要。

设备工作参数选择与灌溉制度不匹配。同一文本中灌水定额会出现

几个不同的数据；灌溉系统无工作制度或工作制度设计不合理。

只给出玉米不同生育期的灌水定额，其它作物没有。应将主要种

植作物灌水定额补上。

。



三、关于工程设计三、关于工程设计

4、井、泵及灌溉系统不匹配、井、泵及灌溉系统不匹配

（1）机井的出水量、水泵选型、设备选取不合理。

井泵的工作流量与供水量不配套 如干管设计流量65m3/h 而泵的工作井泵的工作流量与供水量不配套。如干管设计流量65m3/h，而泵的工作

流量只有60m3/h，达不到设计要求。

潜水泵井内扬水管水力损失应计算整个扬水长度 而有些项目仅计潜水泵井内扬水管水力损失应计算整个扬水长度，而有些项目仅计

算动水位以上的扬水管长度。

水泵选型计算欠缺。例如，井的动水位是不断变化的，应考虑最低水

位条件下水泵扬程能否满足要求，且在最低、最高水位条件下水泵能否

在高效区运行，而有些仅仅考虑某一固定动水位点。



三 关于工程设计三 关于工程设计三、关于工程设计三、关于工程设计

如 喷头直径选择22 机组喷水量要求32 2 3/h如： 喷头直径选择22mm，机组喷水量要求32.2m3/h，

可是项目区井出水量在20m3/h。

对水泵类型缺乏了解。工程不知是选潜水电泵还是选

喷灌自吸泵 选潜水电泵写出喷灌的自吸泵型号喷灌自吸泵，选潜水电泵写出喷灌的自吸泵型号。

单井出水量15m2/h，单井控制面积221亩，选择75-

300TX绞盘喷灌机为设计基础，对供水需求进行复核。

系统设计流量为20m3/h 干管选择Φ102铝合金管 太系统设计流量为20m /h，干管选择Φ102铝合金管，太

浪费了。



三、关于工程设计三、关于工程设计

（2）下泵位置不对：如动水位50m，下泵深度为60m，

偏深。如：动水位18m，下泵深18m，设计错误，可能抽

不到水不到水。

（3）项目区内有的村庄井深30m～40m，单井涌水量在

150m3/h～200m3/h，动水位一般在8m～9m，而且井距在

200m～300m，这种浅水井供水保障性风险很大，需要进，这种浅水井供水保障性风险很大，需要进

一步论证补给问题。



三、关于工程设计三、关于工程设计、关于 程设计、关于 程设计

（4）机井设计不合理、深度不够。有的地下水埋（4）机井设计不合理、深度不够。有的地下水埋

深浅，井却要打到100多米深，而出水量只有20

～30m3/h; 井间距太小，资料要求400米，实际

上只有200多米 有些机井设计一个简单的剖面上只有200多米。有些机井设计一个简单的剖面

图都没有。

（5）个别项目区地下水已超采区仍在打新井。

（6）泵房设计过于简单，没有水泵控制设备的布

局与位置局与位置。



三、关于工程设计三、关于工程设计三、关于工程设计三、关于工程设计

5、管网及其它

（1）毛管敷设方向和长度未考虑地形影响（地面

高差约5m）。

（2）系数取值偏高。项目区平均风速为4-5m/s，

但未进一步分析对喷灌的影响 灌溉水利用系但未进 步分析对喷灌的影响，灌溉水利用系

数采用0.9偏高。（不符合“规范”中规定

η=0.7～0.8的范围）



三、关于工程设计三、关于工程设计

（3）在管道输水和喷灌系统首部中配备过滤系统。

（4）喷头组合间距不合理。如喷头射程为17.6m，喷

头间距确18m头间距确18m。

（5）有些县提出用柴油发电机为绞盘式喷灌机配套

动力。柴油发电成本高，绞盘式喷灌机能耗高。专

家认为这种动力配套不合理，不可行。家认为这种动力配套不合理，不可行。



三、关于工程设计三、关于工程设计

（6）绞盘式喷灌机的行喷喷灌强度是否小于项目（6）绞盘式喷灌机的行喷喷灌强度是否小于项目

区土壤允许入渗强度。滴灌工程典型设计图和文

字不对应。管径选择过细等问题。

地下水采取管道输水、喷灌技术时，首部设

备中没有必要配备过滤系统 如喷灌机灌水量备中没有必要配备过滤系统。，如喷灌机灌水量

25mm，而灌水定额为34mm。计量单位也不规范。



四、工程建设内容和标准四、工程建设内容和标准四、工程建设内容和标准四、工程建设内容和标准

1 超建设内容范畴 部分县市建设内容列支输变1、超建设内容范畴。部分县市建设内容列支输变

电工程 、林业措施、农业措施。还有部分县包括了

设备库房资金。

2 机井未做到每眼井必须配备IC卡等水量控制设2、机井未做到每眼井必须配备IC卡等水量控制设

备，无IC卡等水量控制设备的具体选型和设计。

3、滴灌系统骨干管网未采取地埋措施，干、支、

毛管皆铺设于地面毛管皆铺设于地面。



五、投资估算与经济效益评价五、投资估算与经济效益评价

1、有些设备造价较高，如大型喷灌机、卷盘式喷灌

机、小型喷灌机单位造价较高等。

2 有些工程安装费较高 如首部工程安装费取15%2、有些工程安装费较高，如首部工程安装费取15%

似偏高。

3、投资占比有问题：如有个别县水源工程的投资能

占到项目总投资的80.4﹪。



五 投资估算与经济效益评价五 投资估算与经济效益评价五、投资估算与经济效益评价五、投资估算与经济效益评价

4 资金配套比例要求中央配套66% 超过规定比4、资金配套比例要求中央配套66%，超过规定比

例。

5、农民群众自筹部分用农民投工投劳折抵不可能

实现。因中心支轴式、绞盘式、移动管道式喷灌工

程在建设施工期主要是需要资金 投劳很少程在建设施工期主要是需要资金，投劳很少。

6 效益计算偏大 项目区主要以节水改造为主6、效益计算偏大，项目区主要以节水改造为主，

平均亩增产300kg与实际不符



五、投资估算与经济效益评价五、投资估算与经济效益评价

7、费用计算所含内容不全或。

（1）第2年及其以后的地面管道（主要是滴灌带）

的更新购置费由谁支付未说清楚 如果地膜和滴的更新购置费由谁支付未说清楚。如果地膜和滴

灌带购置费由农民承担，相应地，经济效益分析

也要发生变化。



五、投资估算与经济效益评价五、投资估算与经济效益评价

（2）效益分析未考虑密植所增加的种子化肥等效 未考虑密植所 种 等

其它生产资料所增加的支出。

（3）费用计算不够完整，缺折旧，且电费估计

似不足。



五、投资估算与经济效益评价五、投资估算与经济效益评价

8、节水效益的计算量有问题。项目区原无农

田水利设施 现全部打新井 但却按传统地面田水利设施，现全部打新井。但却按传统地面

灌溉与高效节水灌溉比较，计算节水、节能、灌溉与高效节水灌溉比较，计算节水、节能、

增产效益，不合理。应为多用水、多耗能。



六、管理和保障措施六、管理和保障措施六、管理和保障措施六、管理和保障措施

1、管理和保障措施内容简单、笼统，千篇一律，无1、管理和保障措施内容简单、笼统，千篇 律，无

明确的与当地实际相适应管理体制、运行机制及服

务体系建设内容。

2 管护责任不明确 管护经费无保障 工程运行2、管护责任不明确，管护经费无保障。工程运行

管理建设方案明缺乏针对性，水费、管护经费不落

实，技术服务体系建设不落实。如由各村委会编制

管 办法和规章制度 执行难度较大 技术支撑管理办法和规章制度，执行难度较大。技术支撑

“以村集体为主”显然是不可能。建设完成后，未以村集体为主 显然是不可能。建设完成后，未

明确灌溉设备的管理方式。



六 管理和保障措施六 管理和保障措施六、管理和保障措施六、管理和保障措施

3、无明确的培训计划、组织，培训经费无保障。施工

组织设计缺乏针对性。

电力 套方案 落实 体保障措施4、电力配套方案不落实，无具体保障措施。

5 未明确采取招标制 法人制和监理制的具体做法5、未明确采取招标制、法人制和监理制的具体做法。



七、关于几个小问题的探讨七、关于几个小问题的探讨

1、应把握的几个原则

（1）摸清现状是基础（1）摸清现状是基础

（2）吃透规范是关键

（3）作好调查是前提

（4）多方商议是保障多方商议是 障

2、关于管理与保障措施的编写

（1）吃透相关文件精神（1）吃透相关文件精神；

（2）总结近几年，特别是项目确定以来的各地相关管理

方 的 验方面的经验。

（3）与县级管理部门探讨共同编制 。



七、关于几个小问题的探讨七、关于几个小问题的探讨

3、关于运行费用的计算

滴灌带的费用，生产资料成本的增加



谢谢 谢！谢！谢谢 谢！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