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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国灌区发展展望与科技创新驱动

韩 振 中

（中国灌溉排水发展中心，北京１０００５４）

　　摘　要：分析了大型灌区现状和存在问题，剖析了现代农业与社会经济发展对灌区发展的需 求；展 望 了 灌 区 未 来 发

展趋势；提出在灌区规划设计方法、灌区灌溉面积阈值与节水潜力分析方法、新材料新技术新工艺、灌区信息采集与监控

技术、灌区智慧管理系统研发等方面创新突破，驱动灌区未来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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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　我国灌区现状与存在问题

１．１　灌区现状

１．１．１　灌排设施

２０１３年，我国总灌溉面积６　９４８万ｈｍ２，其中，耕地灌 溉 面

积６　３４７万 ｈｍ２，占 总 灌 溉 面 积 的９１．４％，占 耕 地 面 积 的

４６．９％。节水灌溉工程面积２　７１０万ｈｍ２，占灌溉面 积 的３９％，

喷灌、微灌面积占 总 灌 溉 面 积 的９．８％。２００８年 以 来，节 水 灌

溉工程面积年均 增 长４．３％，喷 微 灌 面 积 年 均 增 长１２．４％，特

别是微灌面积发展迅速，年均增长为３１．６％。

根据２０１１年 水 利 普 查，６６７ｈｍ２（１万 亩）以 上 灌 区７　７０９

处，其中，２万ｈｍ２（３０万亩）以上灌区４５６处；６６７ｈｍ２（１万亩）

以上灌区 灌 溉 面 积 占 总 灌 溉 面 积 的４３．５％。１３３ｈｍ２（２　０００

亩）及以上、６６７ｈｍ２（１万亩）以 下 的 灌 区１．４５万 处，灌 溉 面 积

占总灌溉面积的５．２％。

１３３ｈｍ２（２　０００亩）及以上灌区０．２ｍ３／ｓ及以上的灌溉渠

道总长度１１５万ｋｍ，其中，防渗衬砌长度占２９．７％，万公 顷 灌

溉面积 渠 道 长 度 平 均 为４５１．５ｋｍ；渠 系 建 筑 物 共３１１万 座。

０．６ｍ３／ｓ以上的排 水 沟４７万ｋｍ，排 水 沟 系 建 筑 物 数 量 共 计

７８．９万座。

１３３ｈｍ２（２　０００亩）及以上灌区１ｍ３／ｓ及以上的灌溉渠道

长度３１万ｋｍ，衬砌长度占４０．１％，每万公顷灌 溉 面 积１ｍ３／ｓ
及以上渠道长度全国平均为１２９．３ｋｍ；渠系建筑物８５．６万座，

其中，量水建筑物２．２３万座，平均万公顷灌溉面积量水建筑物

为７．３５座。３ｍ３／ｓ及 以 上 的 排 水 沟 共３．２８万 条，长 度１２．９
万ｋｍ；排水沟系建筑物２２．１万座。

１．１．２　管理与服务

近年 来 不 断 深 化 灌 区、泵 站 管 理 体 制 改 革，提 高 专 业 管 理

能力与水平。大力推 进 基 层 水 利 服 务 体 系 和 农 民 用 水 合 作 组

织建设，加快工程设施产权制度改革，增强田间灌排工程管护；

试点探索农业水价综 合 改 革，激 励 节 水 的 自 觉 性，支 撑 田 间 工

程正常管护与良性运行。目前已建立３万多个基层水利站、在

岗人数１３万人。

１３３ｈｍ２ 及以上灌区由事业单位管理的灌区占５６．５％，集

体管理的占３０．６％，由企业等其他类型单位管理的 占１２．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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灌区共有专管人员数量２４．１０万人，每万公顷专管人员６６人。

６６７ｈｍ２（１万亩）以上灌 区 每 万 公 顷 专 管 人 员６０人，大 型

灌区每万公顷专管人员数量平均为４９．５人，中型灌区为７２．０
人。在６６７ｈｍ２ 以上 灌 区 中，执 行 水 价 小 于０．０５元／ｍ３ 的 灌

区占３３．８％，０．０５（含）～０．１元／ｍ３ 之 间 的 灌 区 占２９．３％，

０．１元／ｍ３（含）以上的灌区占３６．９％。

１．１．３　灌区信息化

随着灌区节 水 改 造 的 开 展，为 了 适 应 灌 区 管 理 的 实 际 需

求，大中型灌区不同程 度 地 开 展 了 信 息 化 建 设，重 点 完 善 信 息

采集等信息化基础设 施，开 发 建 立 基 础 数 据 库、水 情 工 情 监 测

管理系统、水费征收管 理 系 统、灌 区 用 水 管 理 系 统 以 及 灌 区 管

理办公系统等，提高了灌区的管理效率。

１．２　灌区发展存在的突出问题

１．２．１　重灌溉轻排水

近年 来 灌 区 节 水 改 造、节 水 灌 溉 发 展 得 到 空 前 重 视，资 金

投入集中向节水灌溉倾斜，但对于农业生产同样重要的排水设

施重视不够，在灌区改 造 规 划 中，很 少 考 虑 甚 至 没 有 考 虑 排 水

设施建设，在一些灌区 由 于 排 水 不 畅、排 水 系 统 老 化 或 不 满 足

农业生产要求，已经成为影响灌区发展的重要制约因素。

１．２．２　头脚分离治理

基于项目投 资 为 中 心 的 灌 区 改 造 与 建 设，因 项 目 渠 道 不

同、内容要求不同，一 个 完 整 的 灌 排 工 程 系 统 人 为 分 为 水 源 工

程、骨干工程、田间 工 程 以 及 灌 溉 工 程、排 水 工 程 等 分 离 改 造。

大型灌区节水改造、中间中型灌区节水改造项目主要进行骨干

工程改造，小型农田水 利 补 助 项 目 重 点 进 行 田 间 工 程 建 设，另

外还有国土整治、新增５００亿ｋｇ粮食、农业综合开发等项目均

开展灌区改造与建 设，不 同 项 目、不 同 要 求，不 同 项 目，不 统 筹

规划、不同期实施，导致灌区虽周身有病却头脚分治。

１．２．３　重视工程功能要求，忽视生态健康需要

在灌 区 改 造 与 建 设 中，规 划 设 计 与 工 程 建 设，基 本 是 以 工

程功能要求来确定，如，灌溉渠道主要关注输水效率高、渗漏损

失小；分水闸门主要关 注 控 制 水 流 分 水 功 能；排 水 工 程 只 关 注

尽量、尽快把农田多余的水分排走。而对工程材料和工程形式

的生态环保性、与 自 然 环 境 的 协 调 性 以 及 景 观 效 果 等 重 视 不

够，对工程系统的 生 态 功 能、灌 区 生 态 健 康 等 重 视 不 够。尽 管

这些年来有许多相关研究成果，一部分灌区也开始重视灌排工

程的生态环境效应，但 缺 乏 系 统 的 理 论 与 技 术 支 持，实 际 应 用

相对较少。

１．２．４　新技术新材料新工艺应用不足

现代 科 技 发 展 日 新 月 异，绿 色 技 术、低 碳 技 术 正 在 逐 步 兴

起，生物、信 息、新 材 料、新 设 备、新 工 艺 等 高 新 技 术 层 出 不 穷，

广泛应用于农业、工程等领域，但限于投资标准制约、新技术等

研发滞后等，在灌区改造与建设中新技术、新材料、新工艺应用

不够。

１．２．５　信息化管理相对滞后

相对 于 其 他 行 业，灌 区 信 息 化 管 理 处 于 初 级 阶 段，严 重 滞

后于管理需求，大多 数 灌 区 的 信 息 化 建 设 仅 停 留 在 信 息 采 集、

工情水情监测、水费计 收 和 灌 区 管 理 办 公 系 统，缺 乏 灌 排 系 统

监测管理、灌溉排水决策支持、水源与用水优化调度、旱涝预警

与应急响应、信息共享与社会化服务等与灌区实际管理需求相

契合的深化的业务 应 用 系 统，单 一 固 化 系 统 多，规 范、标 准、通

用、模式化系统少，不能满足灌区现代管理需要。

２　社会经济发展对灌区发展的要求

２．１　农业效益提高面临水资源制约瓶颈
我国人多地少水缺，工业与农业、城市与农村、经济社会与

生态争水日益突出，水土资源供需矛盾越发尖锐。到２０２０年，

满足食物有 效 供 给，耕 地 灌 溉 面 积 需 达 到０．６７亿ｈｍ２（１０亿

亩）以上，再加上提高现有灌溉面积上灌溉保证率等要求，按目

前用水水平，尚缺灌溉用水５００亿～６００亿ｍ３。现状灌溉面积

的９０％左 右 为 地 面 灌 溉，农 田 灌 溉 用 水 有 效 利 用 系 数 只 有

０．５１，农业用水短缺和用水浪费现象并存。需要大力发展灌区

节约用水、高效用水，新增恢复灌溉面积，显著提高农业抗御自

然灾害的能力和耕地生产能力。

２．２　农业现代化发展需要灌区现代化提供支撑
未来要在农业生产中推进家庭经营、集体经营、合作经营、

企业经营等共同发展的农业经营方式创新，鼓励农村发展合作

经济，扶持发展规模 化、专 业 化、现 代 化 经 营，这 些 趋 势 将 有 力

推动传统农业向现 代 农 业 的 转 变。现 代 农 业 生 产 要 求 提 供 种

类丰富、品质优良、数 量 充 足 的 农 产 品，必 须 提 高 农 业 水 利 化、

机械化和信息化水平。这就要求灌区配套先进灌排设施，进行

灌溉用水科学合理调配，实现针对作物适时、适量供水灌溉，合

理有效防洪、排涝，为现代农业、高效农业发展提供基础支撑。

２．３　农村劳动力转移需要减轻灌排劳动强度
随着农村体制变革和社会经济结构转型，农村劳动力结构

形式发生较大变化，大 量 青 壮 年 劳 动 力 外 出 务 工，农 村 留 守 的

多是老人、妇女，从事农业生产劳动，迫切需要减轻灌溉劳动强

度，提高灌溉效率。随着全面小康社会建设不断深入和农民生

活水平的提高，“粗老笨重”“两脚泥”式体力劳动已不能适应农

村的现实生活，减轻劳动强度，改善劳动环境，提高劳动效率与

效益成为必然要求。这些需要与之相适应的省工、节地、节能、

高效的灌溉技术与现代化灌溉管理方式。

２．４　生态文明建设需要灌区提供基础保障
灌区是自然生态系 统 和 人 工 生 态 系 统 的 融 合 的 复 合 生 态

系统，生态文明建设需要灌溉排水提供基础保障。由于农业灌

溉挤占生态用水，造成 一 些 地 区 生 态 环 境 恶 化；过 量 施 用 的 化

肥农药随着降雨或过量灌溉的农田径流流入河流，降低了肥药

利用效率并污染环境。要大力推进生态文明建设，努力建设美

丽国家，需要推进灌区 现 代 化 发 展，依 据 人 与 自 然 和 谐 的 设 计

理念，采 用 先 进 的 灌 溉 技 术，合 理 施 肥、用 药，提 高 水、肥、药 利

用效率，有效减轻地下水超采、农业面源污染和草原生态退化，

保护区域生态环境。

３　灌区发展展望

３．１　发展展望
根据 我 国 水 土 资 源 条 件，未 来 灌 溉 面 积 发 展 潜 力 有 限，根

据初步分析，考虑水资 源 承 载 能 力、水 资 源 红 线 约 束 以 及 生 态

环境健康的情况 下，我 国 灌 溉 面 积 发 展 的 阈 值 为１１．０～１１．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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亿亩，新建灌区发展灌 溉 面 积 的 潜 力 有 限，重 点 是 对 现 有 灌 区

进行现代化改造。

灌区是农业生产的重要基础设施，是自然人工复合生态载

体，灌区发展必须 与 农 业 现 代 化、生 态 文 明 建 设 相 融 合。根 据

我国实际情况以及未来农业和生态文明建设的新要求，适应我

国“四化同步”发展战 略，灌 区 未 来 发 展 方 向 是“先 进、高 效、生

态”，即，用人与自然 和 谐 的 现 代 理 念 指 导 灌 区 发 展，用 先 进 技

术、先进工艺、先进设备打造灌排工程，用科技创新提升技术水

平，用现代管理制度与 先 进 管 理 手 段 增 强 灌 区 管 理，具 有 较 高

的灌溉效率、管理效 率，较 低 的 水 土 资 源、能 源 消 耗，满 足 农 业

现代化、生态文 明 建 设 以 及 国 家 现 代 化 进 程 对 灌 区 发 展 的 要

求，达到先进、高 效、生 态，实 现 节 水、节 能、节 地、省 肥、省 工 综

合效益，灌区生态环境健康。

３．２　发展趋势
为了达到以上目标，灌区发展将实现“四个转变”。

３．２．１　从单要素治理向综合系统治理转变

２０１３年，国务院发布《全 国 高 标 准 农 田 建 设 总 体 规 划》：整

治田块、改良土壤、建 设 灌 排 设 施、整 修 田 间 道 路、完 善 农 田 防

护与生态环境保持体 系、配 套 农 田 输 配 电 设 施、加 强 农 业 科 技

服务、强化后续管 护 等，到２０２０年，建 设 旱 涝 保 收 高 标 准 农 田

０．５３３亿ｈｍ２。以农田为载体，以满足农业现代化需要为牵引，

以提高 农 业 生 产 能 力 为 目 标，将 沟、渠、田、林、路 综 合 治 理，实

现沟渠互相协调、林 路 互 相 配 套、田 方 地 平，灌 排 适 时 高 效、农

田高产生态。做到灌 排 设 施 统 筹 兼 顾，大 小 工 程 无 缝 对 接，沟

渠田林路互相统筹配套。

３．２．２　从突出节水向注重综合效益转变

国家 主 导 灌 区 建 设，更 多 地 注 重 社 会 效 益 和 生 态 效 益，也

就是节水、减少地下水超采、河流断流等，而用水户更加注重省

工、节地、方 便 实 用、节 能 省 钱 等 与 其 直 接 相 关 的 利 益。实 际

上，在一 些 灌 区，各 种 效 益 折 算 为 货 币 表 示，节 水、省 工、节 地、

节能、增产效益中，节水占的比重并不大，主要是增产、省工、节

地。未来要使灌区持 续 健 康 发 展，调 动 各 方 积 极 性，必 须 采 取

综合措施，从注重节水向注重节水、省工、节地、节能、增产综合

效益转变，使国家利益与集体、个人利益有机结合，灌区发展焕

发出更强生命力。

３．２．３　从满 足 灌 排 工 程 功 能 要 求 向 工 程 功 能 生 态 需 求 兼 顾

发展

　　灌区工程在满足 各 项 工 程 功 能、提 高 工 程 效 益 的 条 件 下，

应使工程形式与外观 与 景 观 效 果、自 然 环 境 相 协 调，工 程 材 料

选择、施工工艺等 应 兼 顾 环 保、生 态 要 求。排 水 系 统 设 计 在 满

足排水除涝要求同时，要考虑水体净化、削减洪峰等因素，减轻

面源污染和骨干河网排洪压力。

３．２．４　从传统管理向现代管理发展

经过近２０年的灌区节水改造，工程设施有所改善，基本解

决了老化失修严重、病 险 与“卡 脖 子”工 程 问 题，工 程 设 施 条 件

不断完善，灌区效 益 逐 步 发 挥。但 灌 区 尤 其 是 大 中 型 灌 区，受

益面积大，输水距离长，用水配水过程复杂，采用传统管理方式

不能适应新 的 要 求，而 互 联 网、信 息 化、遥 感 等 新 技 术 发 展 迅

速，为灌区管理提供了技术条件。为适应现代农业与未来社会

经济对灌排要求，灌区 管 理 将 从 传 统 管 理 向 现 代 管 理 发 展，建

立现代管理制度，采用先进管理手段，提高管理效率和便捷性。

４　驱动灌区发展的科技创新

面对 灌 区 未 来 发 展 需 求，在 科 学 研 究 与 应 用 技 术 方 面，需

要取得关键创新与突破，以科技创新驱动灌区发展。

４．１　灌区规划设计现代方法与规划工具创新
系统总结国 内 外 灌 区 改 造 与 建 设 基 础 理 论 与 经 验，按 照

“创新、协调、绿色、开放、共享”五大发展理念，针对灌区未来发

展的实际需求，创新灌 区 现 代 规 划 设 计 理 论 与 方 法，研 究 现 代

灌区建设理论 与 建 设 标 准 等，为 指 导 灌 区 未 来 建 设 提 供 技 术

支持。

（１）研究基于水资源消耗总量控制的灌区耗水平衡分析方

法，在灌区改造与建设规划中，进行灌区水资源供需平衡、耗水

平衡“双 平 衡”分 析，确 定 灌 溉 节 水 量 和 资 源 节 水 量“两 个 节

水量”。

（２）研究提出基 于 用 水 高 效、环 境 友 好 的 灌 区 灌 排 系 统 规

划设计方法，灌区灌排工程节水、生态化改造技术与标准，灌排

工程同时满足工程功能、经济合理、生态环境友好要求。

（３）开发基于ＧＩＳ的 灌 区 规 划 设 计 现 代 工 具 与 系 统 软 件，

利用计算机、互 联 网、ＧＩＳ与 模 拟 技 术，集 成 灌 区 水 土 资 源 分

析、优化布局、工程设计、方案比选与可行性分析、效益评价、环

境影响评价等功能，构 建 灌 区 规 划 支 持 平 台，为 现 代 灌 区 建 设

提供科学高效规划手段。

４．２　灌区灌溉面积阈值与节水潜力分析方法研究
开展灌区发展中涉 及 的 急 需 破 解 的 技 术 方 法 与 应 用 理 论

研究，为灌区持续健康 发 展，实 现“先 进、高 效、生 态”目 标 提 供

基础依据。

（１）研究开发资源环境制约下的灌区灌溉规模适宜性分析

评价模型与方法，确定不同类型灌区灌溉面积阈值。

（２）研究灌区水 土 资 源 优 化 配 置 模 型 与 技 术 方 法，基 于 技

术经济、生态效应的灌 区 灌 溉 用 水 效 率 阈 值 与 灌 溉 节 水、资 源

节水潜力分析方法等。

（３）研究提出灌区生态系统健康标准与监测评估方法等。

４．３　新材料新技术新工艺研发
根据新材料、新技术、新工艺的最新研究与应用成果，以灌

区现代化建设需求为 牵 引，在 大 流 量 输 水 管 道 管 材 研 制、柔 性

复合高分子防渗材料、防渗渠道和渠系建筑物工厂化制造与机

械化施工、水闸新材料 研 制、排 水 沟 生 态 治 理 技 术 等 方 面 开 展

创新，降低成本和对 环 境 不 利 影 响，提 高 工 程 质 量、耐 久 性、施

工机械化水平。

４．４　灌区信息采集、监测、控制技术创新
适应灌区未来发展需要，灌区信息采集与监测应该从地面

点测向地面点 测 与 空 间 面 测 融 合 方 向 转 变，加 强 信 息 覆 盖 范

围、自动采集、实时分析、传输与处理能力。

（１）研发量测控 一 体 化 新 型 灌 区 量 水 与 控 制 设 备、田 间 灌

溉控制技术与设备等，统一标准、提高兼容与适应性。

（２）研究基于遥 感 技 术 的 灌 区 基 础 信 息 快 速 调 查、监 测 分

析方法，重点在利用高分辨率、多时相遥感信 （下转第５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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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展和生态环境保 护 协 调 发 展。再 次 是 实 现 灌 区 环 境 美 化 与

经济发展。通过统 筹 规 划，对 灌 区 渠、路、田、林 进 行 综 合 治 理

与改造，形成农、林、田 网 合 理 布 局。在 建 设 高 标 准 农 田、发 展

高效节水灌溉的同 时，提 高 灌 区 生 产、生 态、景 观 综 合 效 益，创

建高效节水农业生态 园，大 力 倡 导 生 态 灌 区 旅 游 业，将 第 一 产

业与第三产业有机结合，实现灌区环境美化与灌区经济良性发

展。最后是提高灌区生态 系 统 自 净 能 力 与 实 现 良 性 循 环。通

过建立完善的灌区水土监测系统、水肥管理系统以及缺失生态

功能修复等，逐渐提高 灌 区 的 自 净 能 力，完 善 灌 区 生 态 系 统 建

设，使得灌区生态系统逐渐实现良性循环。

３　建设现代化生态灌区的有效途径

３．１　规划设计必须融入良好生态理念
我国灌区建设由于历史原因，一直存在着边建设边发展的

状况，这对解决我国粮 食 安 全 有 着 重 要 意 义，但 是 如 果 没 有 一

个具有良好的生态理念的规划设计来指导生态灌区的建设，那

么在建设生态 灌 区 的 过 程 中 将 会 造 成 重 大 浪 费 甚 至 是 失 败。

生态灌区的规划设计要重视整体观、可持续发展观以及人水和

谐观。在规划设计中体现合理利用有限资源的同时，还要充分

利用灌区退水资源、灌 区 雨 水 资 源，重 视 灌 区 面 源 污 染 物 的 资

源化利用。具有良好 生 态 理 念 的 规 划 设 计 是 建 设 好 生 态 灌 区

的基础。

３．２　必须具有完善的现代化硬件设施
生态灌区建设必须通过３Ｓ技术、通信技术、网络技术等利

用，逐步实现灌区管理自动化、信息化、精准化。对灌区水资源

需求、水土环 境 变 化、水 肥 管 理 等 实 现 动 态 性、实 时 性 监 测 管

理，从而为实现科学管理提供设备保障。具有完善的现代化硬

件设施是实现生态灌区现代化的标志。

３．３　科学先进的管护系统
生态灌区必须建立科学管理与维护系统，尽可能减少人为

干扰。生态灌区科学先进的管护系统以灌区的信息化为基础，

通过对灌区信息自动收集、处理、反馈信息，形成对事物发展的

前瞻性看法，从而实现对灌区自动、精准、及时的科学管理。同

时要建立完善的维护系统，保证灌区管理系统的正常运行。具

有科学先进的管护系统是实现生态灌区节水高效、可持续发展

的有效途径。

３．４　筹措资金的有效途径
生态灌区建设需要大量资金支撑，没有充足的资金作为后

盾，要实现生态灌 区 建 设，那 将 会 是 纸 上 谈 兵。如 何 有 效 筹 措

到建设所需的资金，是能否建成生态灌区的关键。由于我国灌

区众多，生态灌区建设 所 需 资 金 庞 大，目 前 全 部 通 过 国 家 投 资

不太可能。因此，灌 区 管 理 部 门 应 考 虑 部 分 通 过 国 家 支 持，部

分通过股份制形式动员灌区全民参与，利益共享的模式建立新

形势下的集体所有制形式的现代化生态灌区，为建设生态灌区

筹措到必需的资金。

３．５　建立突发事件应对机制
要保证生态灌区实现人水和谐的可持续发展，除了加强日

常管理维护之外，必须 要 有 应 对 突 发 事 件 的 处 置 能 力，确 保 灌

区在发生洪涝灾害、事故灾难等突发事件后能够很快恢复。因

此，生态灌区管理部门 应 依 据 生 态 灌 区 的 实 际 情 况，对 可 能 发

生的突发事件预先研究应对预案，确保灌区在发生突发事件时

及时采取有效措施，极大降低对灌区生态环境与社会生产的不

良影响，维护灌区生态安全。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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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接第３页）　息反演灌溉面积、作物种植结构、土壤墒情、作

物耗水量、水分生产率 等 方 面 取 得 突 破，提 高 数 据 信 息 的 精 准

度、时效性和处理分析效率。

（３）构建集地面地下观测、地面验证、空间监测（遥感、无人

机）为一体的灌区立 体 多 维 信 息 采 集、监 测 网 络 体 系，水 量、水

质双监控，开发多源信息融合与综合处理分析系统。

４．５　灌区智慧管理系统（知识管理系统）研发
在构建的灌区立 体 多 维 信 息 采 集、监 测 网 络 体 系 基 础 上，

深入挖掘灌区信息数 据，建 立 灌 区 知 识 库（知 识 管 理 系 统），紧

密结合灌区业务需要，开 发 灌 区 智 慧 管 理 系 统，为 灌 区 现 代 化

发展创造条件。

（１）以灌区信息 采 集 监 测 网 络 为 支 撑，开 发 规 范 标 准 化 与

兼容性强的自学习型 灌 区 知 识 管 理 系 统，动 态 分 析 灌 区 气 象、

土壤水分、作物生长、水 源、灌 区 生 态 等 信 息，自 动 更 新 分 析 灌

区要素信息 规 律 与 交 互 关 系，全 方 位 感 知 灌 区 工 程、用 水、作

物、环境等状况。

（２）开发基于３Ｓ、互联网、云计算的灌区全域、分区、分作物

灌溉预报以及灌排管理决策支持系统，实现灌区灌排管理的科

学化与信息化，提高灌区管理效率与能力。

（３）集成灌区知识管理系统、灌溉预报与决策支持系统、用

水管理、灾害预警与应急响应、灌区评价等应用系统，统一规范

标准与模式化软件开 发，形 成 兼 容 通 用 的 灌 区 智 慧 管 理 平 台，

为灌区管理、知识共享、公众服务提供有效工具，驱动灌区现代

化发展。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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