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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摘　要：建设生态灌区，是解决我国灌区目前普遍存在的农村水环境恶化，水资源短缺，水体污染，江河湖泊、水库营

养化趋势明显，农产品污染，污染物超标等一系列问题的必然选择。但是如何将传统灌区通过升级改造为现代化的生态

灌区，尚无可资借鉴的典范。要建设好现代化的生态灌区，就必须具有良好生态理念、完善的现代化硬件建设、科学先进

的管护系统、充足的资金的保障以及建立突发事件应对机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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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　灌区建设的成就与面临的问题

灌区是典型的“人－社会－自然”复合生态系统，是农业生

产活动的中心，是我国农业规模化生产和重要的商品粮、棉、油

基地。截至２０１１年年末，全国 共 有 灌 溉 面 积６　６８０万ｈｍ２，其

中大型灌 区４５６处，中 型 灌 区７　３１６处，小 型 灌 区２０５．８多 万

处。灌区平均产量超过７　５００ｋｇ／ｈｍ２，是全国粮食平均产量的

１～８倍，是旱田的２～４倍。在占全国耕地面积１／８的大型灌

区有效灌溉面积上，生 产 了 全 国１／４左 右 的 粮 食，创 造 了 全 国

１／３以上的农业生产 总 值。灌 区 为 我 国 以９％的 耕 地 和６％的

淡水资源养活了２２％的人口做出了重大贡献，是保障农业和粮

食安全、促进国民经济的持续发展不可替代的基础设施。

随着国民经济发展以及人口的快速增长，我国灌区的建设

以及形成的管理运行模 式 已 难 适 应 我 国 农 业 和 国 民 经 济 发 展

的要求。由于传统的灌区运行模式不合理，导致我国许多灌区

出现一些问题。主要 是 区 域 水 资 源 浪 费 严 重、水 资 源 短 缺 加

剧、灌区及其流域水环境污染严重、土壤次生盐碱化、地下水位

持续下降及大 面 积 地 下 水 漏 斗、流 域 下 游 植 被 与 湖 泊 湿 地 萎

缩等。

２　现代化生态灌区理念的提出及建设生态灌

区的意义

２．１　现代化生态灌区理念的提出
我国 灌 区 面 临 的 农 村 水 环 境 恶 化，水 资 源 短 缺，水 体 污 染

严重，江河湖泊、水库 营 养 化 趋 势 严 重，农 产 品 污 染，污 染 物 超

标严重等一系列问题不仅威胁到灌区的社会经济发展，威胁到

灌区人民的生命健康，而且影响到国家的粮食安全与可持续发

展。为了应对这一 系 列 问 题，我 国 的 专 家 学 者 通 过 研 究 探 讨，

提出了并发展了生态灌区的理念［１－４］。

生态灌区是在充分坚持人与自然和谐理念指导下，以维持

灌区生态系统的相对稳 定 及 脆 弱 生 态 系 统 的 自 我 修 复 使 其 形

成良性循环为目的。通过灌区水资源高效利用、水土环境保护

与治理、生态系统恢复与重建、水景观与水文化建设、灌区生态

环境监测以及灌区水利 工 程 科 学 管 理 等 多 方 面 的 生 态 调 控 关

键技术措施，形成能够 维 持 和 改 善 内 部 的 动 态 平 衡，最 终 实 现

节水、优质、高效和可持续发展的现代化灌区。

２．２　建设生态灌区的意义
生态灌区是在我国灌区发展新形势下的必然选择，是解决

当前灌区水资源问题、水土环境问题、食品品质问题、灌区人居

环境安全问题以及灌区可持续发展等一系列问题的必然选择。

建设生态灌区的意义在 于 能 够 较 好 解 决 下 面 几 个 限 制 当 前 灌

区发展的主要问题。

首先是能够很好解决灌区局部利益与整体利益、短期利益

与长期利益冲突的 问 题。由 于 生 态 灌 区 的 发 展 理 念 是 人 与 自

然和谐，实现灌区可持续发展。其规划发展目标必然要统筹兼

顾，解决好局部利益与 整 体 利 益、短 期 利 益 与 长 期 利 益 冲 突 的

问题，要不然根本谈不上实现和谐发展与可持续发展。其次能

够很好解决灌区水 资 源 短 缺 问 题。通 过 合 理 建 设 灌 区 库 塘 系

统，充分挖掘灌区水资 源 调 蓄 能 力，提 高 灌 区 水 资 源 供 水 保 证

率；通过完善灌区 灌 排 水 管 网／渠 系 系 统，提 高 灌 区 水 利 用 率，

同时通过优化水资源配置、调整产业结构并尽可能采用先进的

节水技术与措施，充分 发 挥 水 资 源 的 综 合 效 益，保 证 灌 区 经 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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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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参考文献：

［１］　姜开鹏．建设生态灌区的思考———用生态文明观，拓展思路，促进

灌区可持续发展［Ｊ］．中国农村水利水电，２００４，（２）：４－１０．
［２］　顾斌杰，王　超，王沛芳．生态型灌区理念及构建措施初探［Ｊ］．中

国农村水利水电，２００５，（１２）：７－９．
［３］　杨培岭，李云开，曾 向 辉，等．灌 区 建 设 的 理 论 基 础 及 其 支 撑 技 术

体系研究［Ｊ］．中国水利，２００９，１４：３２－３５，５２．
［４］　张福胜．现代化节水型生态灌区建设架构及目标与技术体系［Ｊ］．

江西建材，２０１３，１２７（４）：１５９－１６０．
［５］　彭世彰，纪仁婧，杨士 红，等．节 水 型 生 态 灌 区 建 设 与 展 望［Ｊ］．水

利水电科技进展，２０１４，３４（１）：



１－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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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