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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美国在 20 世纪 80 年代提出了灌溉现代化这一新理念 , 并相应研究开发了灌区快速评估方法。灌溉现

代化的主旨是灌区要为农民提供优质的供水服务。通过灌区快速评估方法, 快速认识灌区和了解灌区, 进而制定

切实可行的灌溉现代化方案。介绍了灌区快速评估的基本框架, 以期对我国灌区的现代化改造提供借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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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r r igation modernization and framework of fast appraisal of ir r igation distr ict//Gao Hong, Xie Chongbao

Abstract : Irrigation modernization is the concept raised by Americans in 1980s. Then the method of fast

appraisal of irrigation district is developed. Irrigation modernization aims at providing high- quality water supply

services by the irrigation district to farmers. Through the method of fast appraisal of irrigation district, the

feasible options for the modernization of irrigation district can be worked out by better understanding of the

irrigation districts. The paper introduced the basic framework of fast appraisal of irrigation district so as to be

referenced in the re- modernization of irrigation districts in Chin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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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灌溉现代化的发展历程

20 世纪 80 年代 , 美国加利福尼

亚 州 立 理 工 大 学 灌 溉 培 训 研 究 中 心

( ITRC) 与 世 界 银 行 ( WB) 、粮 农 组 织

( FAO) 和 国 际 水 管 理 学 院 ( IWMI) 等

有关国际机构合作, 对亚洲的 9 个灌

区、非洲的 2 个灌区、拉丁美洲的 5 个

灌区开展了水管理的相关调查研究。

这 些 灌 区 无 论 是 气 候 区 域 和 地 理 条

件, 还是在管理体制和工程状况等方

面都不尽相同, 如何比较不同灌区的

差异, 或者评价同一灌区改造前后的

差异, 成为一个现实的问题。在此调查

评估的基础上, 并基于灌区的基本功

能就是要为用水户提供良好的供水服

务 的 核 心 理 念 , 灌 溉 培 训 研 究 中 心

( ITRC) 提出了灌溉现代化这一新的

理念, 并相应研究开发了灌区对比分

析方法, 即灌区快速评估方法。

2003 年 3 月 , 美国 ITRC 董事长

查尔斯·波尔茨教授在我国水利部进

行了一次灌溉现代化理念的演讲。这

次 演 讲 首 次 将 灌 溉 现 代 化 的 新 理 念

正式介绍到中国。

2006 年 6 月 , 中国灌溉排水发展

中心与世界银行学院合作在湖南铁山

灌区开展了为期 6 天的关于 “灌溉现

代化与灌区对比分析”培训班。培训学

员分别来自相关大学、水利科研机构

和灌区从事灌溉管理的技术人员。

2007 年 3 月 , 在世行学院的资助

下, 中国灌溉排水发展中心选派专业

技术人员赴美国加州灌溉培训研究中

心就灌溉现代化与灌区对比分析方法

进行了更深入的学习, 并参加了对加

州 2 个灌区的快速评估工作 , 为制定

灌溉现代化的方案奠定了基础。

2007 年 5 月 , 受 世 行 学 院 的 邀

请 , 中国灌溉排水发展中心首次派员

赴越南参加“灌溉现代化和灌区快速

评 估 ”教 学 培 训 工 作 , 为 灌 溉 现 代 化

的 培 训 进 一 步 积 累 了 教 学 和 实 践 经

验。随后 , 与世行学院再次合作在湖

北宜昌东风渠灌区举办了“灌溉管理

现代化与灌区对比分析”首次国际培

训班。学员分别来自也门共和国水环

境 部 和 中 国 一 些 大 中 型 灌 区 的 技 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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负责人和业务骨干。

二、灌溉现代化理念

1.实现灌溉现代化的目的

谈到灌溉现代化 , 很多人就会首

先联想到渠道衬砌、计算机网络、自

动 化 设 备 、建 筑 物 的 更 新 改 造 、数 据

和信息的自动收集等 , 甚至片面认为

这就是现代化的全部。实际上灌溉现

代 化 并 不 是 单 纯 意 义 上 的 硬 件 设 施

的改变 , 灌溉现代化的目的旨在通过

提 高 劳 动 力 资 源 和 水 资 源 的 利 用 效

率 , 改 善 灌 区 供 水 服 务 的 质 量 , 是 灌

区技术革新、管理水平提高和体制改

革 的 过 程 , 更 是 由 “水 管 理 ”向 “供 水

服务”的转变过程。

灌 溉 现 代 化 不 是 简 单 的 工 程 改

造和设备更新。众所周知 , 灌溉系统

是一个复杂的系统 , 它涉及技术、社

会、经 济 、作 物 产 量 、能 源 消 耗 、环 境

保护等方方面面 , 但这种复杂性并不

意 味 着 一 定 要 用 高 深 的 数 学 模 型 或

对 一 个 灌 溉 项 目 在 投 资 前 要 进 行 多

年的反复研究。灌溉现代化就是要利

用 恰 当 的 分 析 手 段 , 合 理 的 评 价 指

标 , 经过完整的灌区调查与周密的设

计后 , 提出建议并制定出灌溉现代化

的具体实施计划和方案 , 保证灌区的

持续性发展。

2.灌溉现代化的核心理念

灌 溉 现 代 化 的 核 心 理 念 为 灌 溉

工程是为用水户提供供水服务的 , 它

特 别 强 调 灌 区 管 理 单 位 要 为 用 水

户———农民提供优质的供水服务。灌

区的供水服务包括从水源取水 , 从干

渠 到 支 渠 , 支 渠 到 斗 渠 , 逐 级 向 下 供

水 , 最 后 到 用 水 户 , 农 民 是 灌 区 提 供

供水服务的终端用户。

为了评价供水服务的水平 , 在灌

溉 现 代 化 中 特 别 设 定 了 3 个 关 键 性

指 标 , 即 供 水 服 务 的 公 平 性 、可 靠 性

和灵活性。这也是灌溉现代化理念的

宗旨 , 该理念贯穿整个评价体系和灌

溉现代化方案制订的全过程。一个灌

溉工程运行如何 , 以服务“三指标”作

为评价标准。供水日期、灌溉历时、适

当水量是衡量供水可靠性的指标 , 而

公 平 性 则 是 主 要 用 来 评 价 位 于 不 同

区域 的 用 水 户 是否都得到了灵活、可

靠的服务和适时适量的水量。公平性和

可靠性是社会和谐的要素, 灵活性可有

助于实现水资源的高效利用, 提高水分

生产率。在快速评估方法中, 对这 3 个

非常关键和重要的指标, 都给出了详细

的描述定义和赋分评价标准。尽管农业

灌溉很难像城市生活供水系统那样实

现 按 需 供 水 , 充 分 体 现 供 水 的 灵 活

性、可 靠 性 和 公 平 性 , 但 为 农 民 提 供

灵 活 、可 靠 、平 等 的 供 水 服 务 仍 然 应

该是我们必须追求的目标。

三 、引 入 灌 溉 现 代 化 理 念 的

必 要性

灌 溉 在 中 国 的 农 业 发 展 中 占 据

着举足轻重的地位。2007 年中央 1 号

文 件 明 确 提 出 , 要 积 极 发 展 现 代 农

业 , 推进新农村建设。灌溉现代化是

实现农业现代化的基础。近 10 年来 ,

中央加大了对农村水利的投入 , 对大

型 灌 区 开 展 了 灌 区 续 建 配 套 与 节 水

改造建设 , 使灌区骨干工程长期带病

运行的问题得到了初步解决。随着社

会与经济的发展 , 几十年前的灌区建

筑 物 的 设 计 已 不 能 完 全 符 合 发 展 要

求,如何选择合理的设计 , 用具有前瞻

性 眼 光 提 出 和 制 定 灌 溉 现 代 化 的 建

议和方案 , 是摆在我们面前的一项新

任务。

评估工作是对灌区工作成效、经

验和问题的全面总结和检查。通过适

时评估 , 了解灌区建设情况, 总结成

效 , 发现存在问题 , 提出对策建议 , 不

仅能保障灌区建设规范有序地实施 ,

而且能够显著提高投资效益 , 在灌溉

现代化服务理念的指导下 , 形成一套

比较完善的灌区评估办法与评估标准

是一项基础性工作, 是十分必要的。

四、灌溉现代化方案制订过程

要制定切实可行的现代化方案 ,

首先必须全面了解灌区 , 分析灌区存

在的问题 , 而后才能依据现代化的目

标 , 制定现代化的方案。对灌区开展

现代化的更新改造 , 通常要进行以下

几方面的工作:

1.深入调查了解灌区现状

利用合理、科学的方法对灌区

现状进行调查 , 了解灌区内部的供水

和服务情况 , 找出影响工程和灌区正

常运行的限制因素。这是非常关键的

一步 , 它不仅关系到收集的资料和信

息正确与否 , 而且还会直接影响到灌

溉现代化方案的制订。如果一个项目

前期调查的内容全面 , 方法得当 , 分

析 正 确 , 设 计 合 理 , 那 么 通 过 开 展 一

些简单的项目活动 , 就很容易对提高

供水服务水平、促进社会和谐和降低

灌区运行成本等产生重要影响。

2.确定现代化具体目标

根据灌区评估结果 , 找出灌区需

要改进和提高的地方 , 确定现代化项

目实施后将要达到的目标。为了制定

出 几 十 年 内 都 能 满 足 农 民 需 求 的 灌

区现代化的方案 , 方案的制订者要有

远见和很强的前瞻性 , 能预测到较为

长期的需求。这样制定出来的现代化

方案才有可能满足未来农民的要求。

通常情况下 , 实施现代化项目后 , 要

达到提高灌溉效率、提高单方水作物

产量、改善环境和灌区持续性发展等

目标。但不同的灌区 , 目标的侧重点

也会不同。

3.制订实施计划和方案

根据项目目标 , 制定具体的实施

方 案 , 并 确 定 各 建 设 内 容 的 优 先 顺

序。在制订方案时要把握的一个基本

原则 , 就是要围绕如何提高灌区供水

服务水平来展开 , 充分利用先进的理

念和现代的技术 , 制定出简单可行的

设计和实施运行方案。

五、灌区快速评估的目的和方法

对 灌 区 现 状 进 行 调 查 评 估 是 开

展 灌 溉 现 代 化 项 目 中 非 常 关 键 的 一

步。在美国, 尤其是在加州 , 当政府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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某些或某个灌区投资前 , 通常是先聘

请 有 经 验 的 咨 询 评 估 专 家 对 这 些 灌

区进行评估 , 以咨询专家提供的评估

报告为依据 , 选择并确定需要投资的

灌 区 和 进 行 现 代 化 改 造 的 内 容 。 反

之 , 当灌区欲申请政府资金进行灌区

现代化的更新改造时 , 也需要先期聘

请咨询专家对灌区进行评估 , 提出开

展现代化项目的方案。在美国加州 ,

这 些 咨 询 专 家 使 用 的 灌 区 评 估 方 法

就是本文介绍的快速评估方法。

灌 区 快 速 评 估 方 法 是 指 训 练 有

素的专业技术人员( 咨询专家) , 用 1～

2 周时间 , 通过与不同人员的交谈、对

渠 道 建 筑 物 和 运 行 调 度 的 了 解 和 现

场观察 , 必要时进行相关测量等调查

方 式 收 集 有 关 灌 区 运 行 、管 理 、社 会

经济和机构等方面的现状资料 , 利用

外 部 和 内 部 指 标 对 整 个 灌 区 的 运 行

状况作出整体评估 , 并对原有不合理

的设计提出改进建议和方案。

在开始现场快速评估之前 , 需要

灌区预先提供一些基础资料 , 如引水

量 、气 象、地 下 水 、作 物 种 植 面 积 、作

物系 数 、作 物 产 量 等 , 在 咨 询 专 家 到

达 灌 区 后 , 分 析 灌 区 相 关 报 告 , 补 充

遗漏的资料。通过与灌区工程管理人

员座谈 , 走访渠道管理员、受益农户、

灌区内村镇以及政府有关部门 , 听取

他 们 对 灌 区 开 展 现 代 化 建 设 和 改 革

的意见并进行实地考察 , 完成现场评

估工作。现场评估工作包括从灌区水

源工程开始 , 沿着渠系 , 从干渠、支渠

逐级向下展开调查。按照评估工作要

求 , 根 据 现 场 调 研 的 资 料 , 利 用 外 部

和内部指标 , 系统地监测灌区各级渠

道 的 工 程 设 施 运 行 状 况 和 输 配 水 过

程( 从水源到田间 ) , 对灌区的现状进

行 综 合 分 析 评 估 , 发 现 问 题 , 找 出 不

足 , 提出开展现代化项目的建议和意

见 , 完成灌区综合评估报告。关于灌

区快速评估方法 , 现已形成了一套完

整和成熟的表格。

快 速 评 估 方 法 不 仅 可 以 对 灌 区

项目实施前后进行对比 , 还可与其他

灌区进行横向对比。它可以在 1～2 周

内 收 集 到 灌 区 进 行 现 代 化 改 造 所 需

的所有资料。因此 , 灌区快速评估方

法 是 一 个 非 常 有 价 值 的 灌 区 评 价 工

具。有些国家已用它来确定对灌区投

资的优先次序。

六、灌区快速评估的框架结构

快速评估方法中需要使用 Excel

工作表进行数据收集和信息的采集 ,

其 中 第 一 个 工 作 表 主 要 是 评 估 与 水

有关的外部指标 , 包括灌区需水和灌

区来水。内部指标是灌区实现管理现

代化目标的关键性指标 , 是评价供水

质 量 、确 定 工 程 改 造 、改 善 水 量 控 制

的关键因素, 它包括灌区管理、灌区职

工、用水户协会、灌区的各级渠道等。

内部指标约有 31 个主要指标 , 是用来

衡量内部工作情况和灌区所提供的供

水服务质量的。在外部指标和内部指

标分析的基础上, 最后产生综合指标

体系, 以满足不同的评价需要, 灌区快

速评估总体框架见图 1。

快速评估中 , 可以依据不同的数

据精度要求 , 采用不同的赋值方法。

在 灌 区 水 平 衡 分 析 中 主 要 采 用 水 文

气象数据 , 分析作物蒸腾蒸发量和灌

区可供水情况 ; 内部指标中涉及灌区

管 理 、灌 区 职 工 、协 会 运 行 状 况 以 及

各级渠系的状况 , 绝大部分则是根据

现场访谈和观察 , 由评估者按照预先

制定的规则给出评分 ; 其他各种总体

评价值如内部指标、外部指标和世行

指 标 等 均 由 相 关 数 据 或 评 价 赋 分 计

算而来。

七、结 语

本文阐述的灌溉现代化和灌区快

速评估方法已在美国、菲律宾、越南、阿

塞拜疆、墨西哥、印度、巴基斯坦、马来

西亚等国的灌区改造项目中应用, 效果

良好。在我国当前开展节水型社会建设

和发展信息化的过程中, 引入灌溉现代

化中注重服务的理念, 有助于人们转变

观念, 树立为农民服务的意识。随着更

多的灌区工作人员了解这一理念和评

估方法, 它也必将在我国灌区改造中发

挥应有的作用。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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