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灌 区 专 项 普 查 是 第 一 次 全 国 水

利普查主要内容之一，普查对象包括

中华人民共和国境内 （未含香港、澳

门特别行政区和台湾省）全部的灌溉

面积、灌溉面积在 50 亩（注：1 hm2＝15
亩，下同）及以上的灌区。 经过全国各

级普查机构 3 年的共同努力，灌区专

项普查成果基本形成。 通过灌区专项

普查，查清了全国的灌溉面积及全国

灌区数量、分布、面积等基础信息，为

建立全国灌区信息平台，谋划灌区建

设长远发展，制定可持续发展战略提

供了信息支撑。

一、灌溉面积

灌 溉 面 积 以 村 为 单 元 开 展 普 查

工作，村委会协助普查员进行数据的

采 集 和 普 查 表 填 报 ， 数 据 审 核 无 误

后，村委会盖章确认。 县级及以上各

级 普 查 机 构 对 灌 溉 面 积 普 查 成 果 进

行逐级汇总和审核。 本次普查灌溉面

积是我国第一次在全国范围内采用同

一标准、统一组织形式进行普查，数据

来源相对准确可靠，为我国灌溉发展

提供了基础数据和科学依据。

1.全国灌溉面积

根据普查结果， 截至 2011 年 年

末我 国 灌 溉 面 积 10.02 亿 亩，其 中耕

地灌 溉 面 积 9.22 亿 亩。 灌 溉 面 积是

1949 年 灌 溉 面 积 的 4 倍 多， 耕 地 灌

溉面积达到了 50.5%。我国灌溉面积

目 前 已 居 世 界 首 位 ， 为 我 国 农 业 和

国 民 经 济 的 持 续 发 展 ， 粮 食 安 全 保

障 提 供 了 不 可 替 代 的 基 础 设 施 和 物

质保证。
自 2003 年以来， 通过大型灌区

节水 改 造、中 型 灌 区 节 水 改 造 、小 型

农田水利重点县建设、中低产田改造

等民生工程建设，农田水利得到了快

速发展，耕地灌溉面积净增量逐年增

加，见图 1。
根据统计资料，2001—2010 年 10

年间我国灌溉面积增加了 1 亿亩，其

中 灌 溉 面 积 增 加 的 省 份 有 22 个 ，减

少的有 9 个。 灌溉面积增加幅度较大

的主要在北方地区和中部地 区，大 部

分 位 于 粮 食 主 产 省 区 ， 但 在 经 济 发

达 地 区 和 水 资 源 短 缺 地 区 的 一 些 省

份，灌 溉 面 积 减 少 幅 度 较 大 ，主 要 由

于 建 设 占 地、种 植 结 构 调 整 、水 源 条

件变化、工程损坏等原因造成灌溉面

积衰减。

2.耕地灌溉率

2011 年 年 末 灌 溉 面 积 占 耕 地 面

积比例（耕地灌溉 率 ）比 新 中 国 成 立

时 增 加 了 近 35%。 虽 然 灌 溉 面 积 占

耕 地 面 积 的 比 重 逐 年 升 高 ， 但 我 国

耕 地 灌 溉 率 地 区 分 布 不 均 衡 ， 东 部

地 区 明 显 高 于 中 西 部 地 区 。 东 部 地

区耕地灌溉率为 62.3%， 中部地区、
西 部 地 区 分 别 为 51.8%、41.0%（东 、
中、 西部地区划分来源于 2011 年中

国水资源公报）。 我国耕地灌溉率由

东 往 西 逐 渐 减 小 ， 西 部 地 区 比 东 部

地区少21.3%。
我 国 的 气 候 特 点 决 定 了 没 有 灌

溉就没有农业的高产稳产，普查结果

表明， 我国总体上耕地灌溉率低，抗

旱能力弱， 近年我国西南地区大旱、
中 西 部 粮 食 主 产 区 冬 春 连 旱 均 暴 露

出灌溉设施薄弱，不能满足该地区农

业生产的需求。

图 1 我国每年耕地灌溉面积及净增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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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耕地灌溉面积为年末数，数据来源于 2001—2011 年各水利统计年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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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地下水水源地

本次普查全国日取水规模 0.5 万

m3 及 以 上 的 地 下 水 水 源 地 共 1 847
个，其中大部分为中小型水源地，合计

1 694 个，占全国地下水水源地总数的

91.7%， 大型及以上地下水水源地合

计 153 个，占全国地下水水源地总数

的 8.3%。 地下水水源地成果见表 2。
从区域分布看， 本次普查全国日

取水规模 0.5 万 m3 及以上的地下水水

源地数量呈现北方多、南方少的特点，
其中北方六区地下水水源地占全国总

数的 86.8%；南方四区地下水水源地占

全国地下水水源地总数的 13.2%。

五、结 语

本 次 地 下 水 取 水 井 专 项 普 查 第

一 次 全 面 查 清 了 全 国 地 下 水 取 水 工

程 的 数 量、 取 水 量 及 分 布 等 基 础 信

息，为建立地下水取水工程基础信息

平台，强化地下水取水井及地下水水

源 地 的 监 督 与 管 理 ，合 理 开 发、有 效

利 用、积 极 保 护 地 下 水 资 源 ，实 施 最

严 格 的 水 资 源 管 理 制 度 奠 定 了 良 好

的基础。 地下水取水井专项普查成果

的进一步深入开发利用，必将对未来

地 下 水 资 源 的 开 发 利 用 与 保 护 产 生

深远的影响。 ■
责任编辑 张瑜洪

表 2 全国不同规模地下水水源地数量汇总

普查对象
数量

合计（个） 占比（%）

全国 1 847 100
特大型水源地 16 0.9

大型水源地 137 7.4
中型水源地 870 47.1
小型水源地 824 44.6

3.人均灌溉面积

至 2011 年年底， 我国人均灌 溉

面积 0.76 亩，比新中国成立时增加了

近 0.3 亩。 东、中、西部地区人均灌溉

面积分别为 0.57 亩、0.88 亩、0.88 亩，
东部地区低于中西部地区。

4.不同水源工程灌溉面积

我 国 提 水 工 程 （含 机 电 井 ）灌 溉

面积占全国灌溉面积一半左右，蓄水

工 程 和 引 水 工 程 灌 溉 面 积 各 占 灌 溉

面积 1/4 左右。
东部地区多平原、 湖泊河网，以

提 水、引 水 灌 溉 为 主 ；中 部 地 区 位 于

内陆，北有高原，南有丘陵，众多平原

分布其中，以蓄水、提水灌溉为主；西

部地区地势较高，地形复杂，高原、盆

地、沙漠、草原相间，蓄、引、提灌溉均

有，引水灌溉略多。

二、灌 区

灌区普查要求填报 2011 年 12 月

31 日之前所有已建（包括续建配套与

节水技术改造灌区）灌溉面积 50 亩及

以上的灌区，包括国家、集体、个人、企

业等所建灌区。 其中 2 000 亩及以上

灌区为重点普查对象， 详细普查灌区

的规模、水源工程类型、灌排渠系、管

理情况等内容，50~2 000 亩的灌区简

单普查，只了解灌区名称、水源工程类

型、隶属关系等基本信息。

1.灌区规模

全国设计灌溉面积 30 万亩及以

上的灌区 456 处，灌溉面积 2.80 亿亩；
设计灌溉面积 1 万（含）～30 万亩的灌

区 7 316 处， 灌 溉 面 积 2.23 亿 亩；50
（含 ）～1 万 亩 的 灌 区 205.82 万 处 ，灌

溉面积 3.42 亿亩。
从灌区规模结构来看，大中型灌

区占全国灌溉面积的 50.5%， 工程设

施 条 件 相 对 较 好 ， 管 理 水 平 相 对 较

高，在 我 国 粮 食 安 全 、农 业 生 产 中 具

有重要的地位和作用；小型灌区灌溉

面 积 占 近 一 半 左 右 ， 普 遍 设 施 条 件

差， 工程改造增产潜力大，“十一五”
以来，国家大幅度增加小型农田水利

建设专项资金，已经逐渐呈现出一定

的成效。

2.灌区分布

50 亩及 以 上 灌 区 灌 溉 面 积 占 全

国灌溉面积的 84.3%， 主要是由于灌

区普查未包括灌溉面积 50 亩以下很

小的灌区。 东部和中部的 50 亩及以

上 灌 区 占 该 区 域 灌 溉 面 积 的 80%左

右； 西部 50 亩及以上灌区占该区域

灌 溉 面 积 的 91%， 50 亩 以 下 灌 区 主

要集中在西南地区。

东、中 、西 部 地 区 大 中 型 灌 区 占

该 区 域 灌 溉 面 积 的 比 例 分 别 为

43.9%、46.1%和 61.1%。西部地区大中

型灌区比例明显高于东中部，主要是

由于西北地区耕地资源丰富，灌区规

模化集约化程度较高，尽管大中型灌

区数量少，但灌区灌溉面积大。

三、结 论

通过本次灌区专项普查，查清了

全 国 的 灌 溉 面 积 及 灌 区 数 量 、分 布、
面积等基础信息。 总体上来看，全国

灌溉面 积 10.02 亿 亩，其 中 耕 地 灌溉

面 积 9.22 亿 亩 ；50 亩 及 以 上 灌 区 灌

溉 面 积 8.45 亿 亩 , 占 全 国 灌 溉 面 积

的 84.3%，灌区为我国农业和国民经

济 的 持 续 发 展 、 粮 食 安 全 保 障 提 供

了 不 可 替 代 的 基 础 设 施 和 物 质 保

证 。 但 目 前 总 体 的 耕 地 灌 溉 率 在

50%左右， 近年我国西南地区大旱、
中 西 部 粮 食 主 产 区 冬 春 连 旱 均 暴 露

出 灌 溉 设 施 薄 弱 的 问 题 ， 农 田 水 利

建设亟待加强。
建议 下 一 步 继 续 对 灌 区 专 项 普

查 主 要 成 果 进 行 深 度 分 析 、 挖 掘 应

用， 为 行 业 主 管 部 门 决 策 提 供 科 学

依据。 ■
责任编辑 韦凤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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