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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国农业灌溉用水量统计方法的确定
及工作开展情况

沈莹莹，张绍强，吉 晔

( 中国灌溉排水发展中心，北京 100054)

摘 要: 在我国，农业是用水大户，农业灌溉用水情况十分复杂，统计工作难度较大。为了支撑最严格水资源管理考

核工作，2014 年水利部下发了《用水总量统计方案》( 试行稿) ，方案中农业灌溉用水量的统计方法充分借鉴了水利普查

中典型调查、由点及面、综合推算的统计方法，要求以灌区为基本单元，采取用水大户逐一计量统计、一般用水户抽样调

查、综合推算区域农业用水量的技术方法，比传统水资源公报中定额匡算的方法在准确性上有了很大的提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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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 引 言

随着经济社会发展和人口日益增长，我国水资源短缺的形

式日益严峻。2013 年 1 月，为了促进水资源合理开发利用和节

约保护，国务院办公厅于印发了《实行最严格水资源管理制度

考核办法的通知》，决定对各省、自治区、直辖市落实最严格水

资源管理制度情况进行考核，发布了用水总量、用水效率和水

功能区限制纳污“三条红线”，并确定了全国和各省级行政区

“三条红线”的控制目标值。考核办法要求，2015 年国用水总

量控制目标为 6 350 亿 m3，2020 年为 6 700 亿 m3，2030 年为

7 000 亿 m3。
农业用水 是 我 国 经 济 社 会 用 水 的 重 要 组 成 部 分，根 据

《2015 年中国水资源公报》，2015 年全国总用水量为 6 103．9 亿

m3，其中，农业用水量 3 851．5 亿 m3，占总用水量的 63．1%，而农

业灌溉用水量 3 375．8 亿 m3，占农业用水量的 87．6［1］( 图 1，图

2) 。因此，农业灌溉用水量统计数据的合理性和准确性对用水

总量统计和水资源管理考核工作来说都是至关重要的。

1 《用水总量统计方案》的下发

2014 年 3 月，为提高用水总量统计的科学性、准确性和时

效性，提升水资源公报质量和支撑最严格水资源管理制度考核

工作，落实最严格水资源管理制度，水利部办公厅下发了国办

图 1 2015 年全国用水结构

图 2 2015 年农业用水结构

资源［2014］57 号《用水总量统计方案 ( 试行) 》( 以下简称“统

计方案”) 。对于农业灌溉用水量统计，方案中要求以灌区为基

本单元，采取用水大户逐一计量统计、一般用水户抽样调查、综
合推算区域农业用水量，由灌区管理单位填报灌区的用水量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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灌溉面积等信息［2］。
统计方案中提出，用水总量统计工作要按照统筹规划、循

序渐进、兼顾科学性和可操作性的原则，“十二五”期间，规范用

水总量的统计口径、统计方法，加强统计工作队伍建设，明确统

计调查对象; 到 2015 年，设计灌溉面积 0．3 万 hm2 以上的灌区

全部作为重点统计对象填报农业用水量相关数据; 到 2020 年，

设计灌溉面积 0．067 万 hm2 以上( 含 0．067 万 hm2 ) 的灌区全部

作为重点统计对象填报农业用水量相关数据。

2 农业灌溉用水量统计方法的确定

统计方案下发前，我国农业灌溉用水量比较权威的统计数

据主要来自于每年发布的全国及各省、流域水资源公报。根据

《水资源公报编制规程》要求，水资源公报主要采用典型调查获

取行业用水指标定额测算用水总量的方法。对于农业用水量，

公报主要采用典型调查或现行灌溉定额与实灌面积数据进行

匡算，大部分地区典型调查数量较少且代表性不强，统计的精

度需要进一步提高［3］。另外，水资源公报农业用水量数据的统

计结果缺少相应的复核依据，难以满足目前考核工作的要求。
2011 年，我国开展了第一次全国水利普查，查清了我国河

湖、水利工程、经济社会用水和水利行业能力建设等各方面基

本情况［4］。水利普查灌区专项调查中对全国 3．33 hm2 以上灌

区的基本情况( 包括灌溉面积、水源形式、管理情况等) 进行了

详细调查，得到了 3．33 hm2 以上灌区的详细名录信息。根据

2011 年第一次全国水利普查成果，2011 年我国灌溉面积0．668
亿 hm2，农业灌溉用水量 4 057．8 亿 m3，占总用水量的65．3%，各

类规模灌区的数量和灌溉面积数据［5］见表 1。
表 1 水利普查灌区基本情况

灌区规模

( 设计灌溉面积)
个数

灌溉面积 /

亿 hm2

面积占比 /

%

20 万 hm2 及以上 456 0．187 27．9

667 hm2 ～2 万 hm2 7 316 0．149 22．3

3．33 hm2( 含) ～667 hm2 205．82 万 0．228 34．1

3．33 hm2 以下 － 0．105 15．7

合计 － 0．668 100

水利普查调查对象多、分布广，为确保数据真实可靠，实施

严格的全过程质量控制、分级分类质量控制，综合运用了先进

的技术与方法，但采用的调查和统计方法较复杂，需要花费大

量的人力物力和时间。而水资源公报作为水资源管理的日常

性工作，需要每年发布一次，统计方法比水利普查相对简单粗

放一些，统计的精度需要进一步提高，统计方法也需要继续

改进。
因此，《用水总量统计方案》中农业灌溉用水量的统计方法

在统筹考虑工作量和可操作性的同时，充分借鉴了水利普查中

典型调查、由点及面、综合推算的技术方法，比传统水资源公报

中定额匡算的方法在准确性上有了很大的提高。

3 统计方案试行过程存在的问题及建议

随着最严格水资源管理考核工作的开展，各级行政区和流

域机构对农业用水量统计工作的重视程度逐渐提高，统计方案

下发后，各省( 区、市) 按照统计方案的要求已经陆续开展相关

工作。据了解，部分省份已经编写了辖区内用水总量统计方

案，截至 2016 年 5 月，已有 30 个省份按照水资源简报要求向水

利部上报了共计 3000 多个农业灌溉用水调查对象的用水量等

相关数据。
通过对各省级行政区 2014 和 2015 年度水资源管理考核、

水资源公报、水资源简报上报的农业用水量相关数据进行复

核，以及对各地开展的一系列调研和会议交流，可以发现统计

方案试行过程中还面临一些困难，需要在下一步的工作中进一

步改进和完善，随着工作的逐步开展，用水总量统计工作也将

逐渐步入正轨，为水资源管理考核和水资源公报提供支撑。
( 1) 农业用水计量设施不支撑。在我国，农业灌溉用水管

理方式相对粗放，尤其是南方水量丰沛地区，农业用水不收水

资源费，取用水户对计量设施安装的积极性不高，农业取用水

计量设施相对薄弱，且运行维护经费不足，难以满足目前统计

方案的工作要求。
统计方案要求以灌区为基本单元统计农业灌溉用水量，因

此，灌区计量设施的安装按照相关标准和规范要求，布局和安

装最好由各省( 区、市) 水利( 务) 厅( 局) 统一负责，统筹灌区续

建配套与节水改造、小型农田水利重点县建设、国家水资源监

控能力建设等各项目资金，结合辖区内灌区基本情况和样点灌

区布局以及水量计量要求，综合编制灌区计量设施安装规划或

计划，扩大水资源监控范围，满足考核工作的要求［6］。
( 2) 部门间沟通协调机制不健全。统计方案下发后，农业

用水量统计工作涉及多个工作部门，数据来源不统一。一方

面，由于各部门在统计方法、统计口径、工作机制等方面存在差

异，且相互间的沟通协作机制不健全，造成同一指标存在多个

统计结果，统计数据的准确性和权威性较差。另一方面，各部

门对相同数据指标进行的统计导致了大量的重复工作，造成了

人员和经费的浪费。
最严格水资源管理制度考核工作将各级政府作为考核的

责任主体，因此，各级政府应成立相应的考核工作小组，将用水

总量统计工作涉及到各个部门全部纳入，明确各部门的责任与

分工，加强相互间的沟通协调，统一口径，实现资源共享和相互

校核，避免重复统计，确保统计数据的一致性和权威性。
( 3) 复杂灌区统计难度大。统计方案要求以灌区为单位填

报农业用水量相关数据，但是对各类型灌区用水量统计的技术

方法没有进行详细的介绍。我国灌区数量众多，水源情况、工
程情况和管理情况各异，对于简单水源灌区，通过对取水口进

行计量获取灌区农业用水量数据比较容易，但对于井渠结合、
长藤结瓜、南方水网等复杂水源灌区，实施的难度较大。

我国国土范围广阔，不同地区和类型灌区的农业用水特点

存在很大差异，因此，建议各省( 区、市) 按照水利部下发统计方

案的总体技术要求，结合本省农业用水特点，深入开展辖区内

农业灌溉用水量统计技术方法研究，编写适合本省农业灌溉用

水情况的统计方案，并组织专家组审核验收，报水利部备案。
( 4) 工作经费尚未完全落实。目前，各省用水总量统计工

作尚处于起步阶段，大部分省份还没有落实 ( 下转第 138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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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4 平整地块的管道布置示意图

Fig．4 The diagram of the pipeline layout for flat fields

图 5 坡地的管道布置示意图

Fig．5 The diagram of the pipeline layout for sloping fields

分，防止冻胀。
在辽宁双辽市和黑龙江龙江县、林甸县近三年的“东北节

水增粮行动”项目建设中，地埋管道均采用了浅埋的方式，管道

埋深为 0．6～0．8 m，并且通过增设空气压缩机，在灌溉结束后，

排出管道内水体，达到了防冻的效果。现有的实践经验表明，

采用相应的防冻措施后，管道浅埋可行。

7 结 语

浅埋管道最不利的工作情况为管道存水结冰、管道周围有

冻土的情况，管道受到内部冰胀压力和外部土体的冻胀作用。
计算表明，在管道内部充满水体结冰的过程中，管道内冰胀压

力过大，管道容易损坏，同时冻土的冻胀和融沉对管道也不利。
针对管道浅埋的情况，提出了相应的防冻措施。现有的经验表

图 6 管沟换填示意图

Fig．6 The sketch map of the pipeline ditch replacement

明，采用相应的防冻措施后，管道浅埋可行。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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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上接第 134 页) 农业用水量统计的专项工作经费或者落实

的经费难以满足目前的工作需要，很大程度上制约了统计工作

的开展。农业用水量工作量大面广，灌区需要专门的工作人员

完成数据量测、记录、统计和填报等各方面工作，需要花费大量

的人力物力和财力。建议各级水行政主管部门进一步加强对

农业灌溉用水量统计工作的重视，尽快落实工作经费来源，确

保农业灌溉用水量统计工作的顺利开展。 □

参考文献:

［1］ 中华人民共和国水利部．《中国水资源公报 2015》［M］． 北京: 水

利水电出版社，2016．

［2］ 中华人民共和国水利部．关于印发用水总量统计方案的通知［Z］．

2014．

［3］ GB /T 23598-2009，水资源公报编制规程［S］．

［4］ 国务院第一次全国水利普查领导小组办公室．第一次全国水利普

查总体方案［J］．中国水利，2010，( 22) : 11－27．

［5］ 中华人民共和国水利部，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统计局．第一次全

国水利普查公报［J］．中国水利，2013，( 7) : 1－3．

［6］ 胡荣祥，贾宏伟．浙江省灌溉用水统计名录样点灌区分析［J］．浙

江水利科技，2015，( 5) : 6－8．

831 东北地区灌溉管道的浅埋技术研究 白 静 谢崇宝 高 虹 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