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淮安市管道灌溉工程发展对策探讨

石文静，曾庆祝

( 江苏省淮安市水利局，江苏 淮安 223005)

摘 要: 管道灌溉工程具有明显的节水、节地、省工且容易管理使用等特点，是实现高效节水的

有效措施。淮安近年来管道灌溉工程发展迅速，但发展过程中也暴露出一些不足，如工程效益发

挥不充分、工程建设有待改进、工程管理不到位等问题。为此，对当前发展情况作了专题调研，

提出加大管道灌溉工程实施力度，引导土地流转和产业结构调整，加强用水管理，加强建后管

理，加强政策和技术研究等对策措施，以期管道灌溉工程在农业节水和实现农业现代化过程中发

挥更大的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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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前，我国面临水资源约束趋紧、农业用水

方式依然粗放的现实。建设节水型社会，是解决

我国水 资 源 短 缺 问 题 最 根 本、最 有 效 的 战 略 举

措，是保 障 中 国 经 济 社 会 可 持 续 发 展 的 必 然 要

求。淮安市第七次党代会提出全力推进“4 + 1”现

代农业产 业 提 质 增 效，做 深 做 优 农 业 生 态 经 济，

到 2020 年，基 本 实 现 农 业 现 代 化，高 效 节 水 尤

其是管道灌溉工程是农业现代化的基础。管道灌

溉是利用管道代替明渠，通过一定的压力将灌溉

水分送 到 田 间 的 一 种 工 程 形 式， 具 有 明 显 的 节

水、节地、省工且容易管理使用等特点，是实现

高效节水的有效措施。近年来淮安管道灌溉工程

发展迅速，但发展过程中也暴露出一些不足，为

此，对当前淮安市管道灌溉发展情况作了专题调

研，以期该工程在农业节水和实现农业现代化过

程中发挥更大的作用。

1 淮安现代农业发展需要推进高效节水项目

大力发展现代农业、加快转变农业发展方式迫

切需要实施高效节水灌溉。管道灌溉是高效节水的

重要形式之一，它较喷滴灌管理、使用方便，适用

于缺水地区、丰水地区，可用于地面高差起伏较大

的田块灌溉，相比于自流的明渠，其优势明显。在

淮安市盱眙等部分丘陵地区和地形复杂、地面高差

较大的地区有较强的实用意义。金湖县闵桥镇双庙

一斗项目区内有多条古沟，跨度都在 30 ～ 50 m 间，

如兴建渡槽、倒虹吸等配套建筑物，投资大，灌溉

水源位于西侧，地势西低东高，要从低处抽水送往

地势高的农田，需修筑高填方渠道，占用农田，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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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合理，也不经济，管道灌溉工程顺利解决了以上

问题。

高效节水项目是实现水资源有效利用的有效

途径。淮安市境内水资源丰富，但均以过境水为

主，且年际变化较大，年内分配不均，属于资源

型、水质型缺水地区。淮安市水资源 80% 用于农

业，绝 大 部 分 又 用 于 水 田， 而 目 前 渠 系 漏 损 较

大，渠系水利用系数只有 0. 6 左右，就需要大力

发展管道输水灌溉等高效节水灌溉技术，大幅度

提高水资源 利 用 效 率。全 市 2015 年 经 济 社 会 发

展用水总量为 29. 4 亿 m3，农业用水总量 23. 2 亿

m3，占全市经济发展用水总量的 79% ; 其中农田

灌溉用水 20. 5 亿 m3，约占农业用水的 90% ，占

用水总量 的 70%。全 市 用 水 消 耗 总 量 为 19. 5 亿

m3，其中农田灌溉 耗 水 量 15. 1 亿 m3，主 要 消 耗

于渠系损失、田间蒸发及渗漏等，耗水率 73. 7% ，

占用水消耗总量的 77. 7%。由此可以看出，农业

用水总量大、损 耗 大，是 节 水 的 重 大 潜 力 所 在。

在用水 总 量 基 本 不 增 加 的 前 提 下， 必 须 不 断 提

高农业 用 水 效 率 与 效 益， 大 力 发 展 高 效 节 水 灌

溉。

高效节水项目是提升农业发展质量的重要保

障，它既能节水、减少单位面积灌溉用水量，又能

充分满足作物的生理需水，进而大幅度提高农作物

的单产和品质。因投资小、见效快、经济效益高等

优点，高效节水项目在旱改水过程中具有更有大的

潜力，一些旱地可以就此改为水旱轮作，增加粮食

的种植面积，提高粮食产量，进而增加农民收入。

淮安市金湖县玉米平均亩产量 360 kg，按 2. 7 元 /

kg 计算，每 亩 地 单 季 产 值 972 元，若 种 植 水 稻，

亩产量 502 kg，按 3. 0 元 / kg 计算，每亩地单季可

增加产值 534 元，且水稻抗 灾 能 力 强，稳 产 有 保

障。

2 淮安发展管道灌溉情况

全市总耕地面积 708. 6 万亩，以稻 麦 为 种 植

业的主 导 产 业， 水 稻 种 植 面 积 400 多 万 亩， 油

菜、花生、大豆、蔬菜等 为 主 要 经 济 作 物。近 年

来，全市强化以建设节水生态型防渗渠道、提高

田间 配 套 率 为 主 的 工 程 措 施， 兴 建 防 渗 渠 道

5 362 km，节水灌溉控制面积达 343. 57 万亩，其

中发展喷灌、滴灌、管灌等高效节水面积共计 5. 28

万亩。管道 灌 溉 近 年 来 发 展 尤 为 迅 速， 从 2011

年推 广 以 来， 共 建 成 管 道 灌 溉 面 积 5. 01 万 亩，

建成管 灌 泵 站 55 座， 共 铺 设 低 压 管 道 430 km。

这些工 程 发 挥 了 重 要 作 用， 也 收 到 了 很 好 的 成

效。

一是节水节地效益 明 显。管 道 输 水 系 统 可 以

减少渗漏和蒸发损失，提高水的有效利用率。从

目前淮安市低压管道输水灌溉的实践来看，管道

灌溉比传统的灌溉方式节水 15% ～ 20% ，灌溉水

利用系 数 达 到 0. 9。淮 安 市 已 建 管 道 灌 溉 工 程，

每年可节水 600 多万 m3。由于管道灌溉工程中管

道全部埋在地下，可减少灌溉渠系用地，与防渗

渠道相比，可节约耕地 1. 7% 左右，与土渠相比，

可节约耕 地 3. 2% 左 右， 已 建 的 管 道 灌 溉 工 程，

由于改明渠为 暗 渠，节 约 了 耕 地 1 200 多 亩，大

大提高了土地使用效率，对于淮安市土地资源紧

缺，人均 占 有 耕 地 不 足 1. 26 亩 的 现 实 来 说， 这

是一个 很 大 的 社 会 和 经 济 效 益， 其 意 义 极 为 深

远。

二是省工方便，低压管灌泵站建成之 前，灌

溉时期各家各户都是利用流动机泵提水，管道灌

溉工程建成后，由传统的一家一户提水灌溉的模

式转变为专业化、集约化管理，大大改善了项目

区农 业 生 产 条 件。管 道 工 程 建 成 后， 深 埋 于 地

下，不 同 于 常 规 渠 道 灌 溉， 每 年 都 需 要 人 工 疏

通、管理，可节省大量人工。在一些高效农业种

植中，各地还在积极探索水肥一体化灌溉，将化

肥与灌溉 水 一 起 均 匀、准 确 地 输 送 到 作 物 根 部，

既减少了化肥、农药的浪费，提高利用率，同时

也可以有效减少化肥、农药的深层渗漏，从而减

轻地下水污染和土壤污染。

三是带动产业结构 调 整。淮 安 市 种 植 业 依 旧

以稻麦为主导，但是随着经济社会的发展，农业

结构也 将 不 断 调 整。管 道 灌 溉 具 有 较 强 的 适 应

性，既可以为水田、旱田输水进行地面浇灌，还

可以为大棚种植进行浇灌。管道灌溉工程还可以

明显降 本 增 效， 让 老 百 姓 从 节 水 工 程 中 得 到 实

惠。淮安区朱 桥 镇 合 兴 村，过 去 从 泡 田 到 续 灌，

项目区多年平均收费 40 元 /亩，每年群众需筹集提

水费用 43 280 元。特别是水稻移栽期，泡田集中，

需水量较大，对水源、水量要求高，还易造成抢水

现象。低压管道灌溉工程实施后，在水稻整个生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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期内，运行电费、人员工资和维护保养等费用不足

23 000 元，年减轻群众负担 20 000 多元，降低比

例达 46%。

3 存在问题

淮安市管道灌溉工程起步较晚，基础薄弱，经

验不足，在实施过程中暴露出了一些问题。

3. 1 工程效益发挥不充分

实施管道灌溉工程的农田很多都是“旱改水”，

由于本地区长期种植旱作物，农民的耕作习惯一时

无法改变，工程建成后，种植作物构成未变，加之

“大水漫灌”的用水习惯依然存在，粗放的用水形

式对水资源造成极大的浪费，使得管道灌溉工程没

有真正发挥出应有的效益。

3. 2 工程建设有待改进

一是前期规划方面。目前管道灌溉工程大多服

务于稻麦种植，经济、疏菜作物少，据统计，管道

灌 溉 工 程 种 植 稻 麦 面 积 3. 75 万 亩， 占 总 数 的

75% ，很难与工程特性相适应; 部分项目区的规划

不够全面，施工 过 程 中 调 整 幅 度 大，不 仅 耽 误 工

期、增加成本，有的还要增加青苗赔偿费用。在项

目实施过程中，出水口 ( 给水栓) 的工程量变化较

大，究其原因，目前淮安市大部分地区还未实行大

户种植，田块很小很碎，在规划设计时不能每一小

块地都布置一个出水口，但工程实施时群众又不同

意几小块地共用一个出水口，导致实施时出水口的

数量较规划设计时增加较多。进而造成水压下降，

对灌溉造成了一定影响。

二是施工技术力量 不 足。管 道 灌 溉 工 程 施 工

经验较少，不 管 是 在 沟 道 开 挖 还 是 管 道 安 装 上，

都出现了或多或少的技术问题，例如立式管道离

心泵的安装要求非常高，吸水管道不能漏水、漏

气，否则出水 量 减 少，严 重 时 甚 至 抽 不 上 水 来。

沟槽开挖不合理导致有些地方的管道无法顺直的

铺设，不得不靠管道自身的弯曲或者人工弯曲或

者用弯头来连接，甚至调挖掘机返工重挖和人工

开挖来解决，耽误了施工进度又增加了成本。另

外，安装 技 术 不 到 位 还 会 在 试 压 时 发 生 渗 水 现

象。

三是控制规模不合 理。淮 安 市 管 道 灌 溉 控 制

面积不统一，小 的 有 200 亩，最 大 的 达 1 000 多

亩。面积过 小 会 导 致 管 道 灌 溉 的 成 本 高 于 效 益，

经济上 不 划 算。而 面 积 过 大 会 造 成 铺 设 的 管 线

长，管径大，沿程损失 大，所 需 配 套 动 力 大，投

资高。

四是量水设施不配套。完善量水设施是农业水

价综合改革的基础，已建工程大多数没有配置农业

供水计量设施，难以实行农业灌溉用水计量收费和

总量控制定额管理。

3. 3 工程管理不到位

一是管理经费落实难。目前，国家还没 有 对

管道灌溉管理设置专门的经费，管理人员的工资

也没有 落 实， 日 常 管 理 资 金 主 要 来 自 于 群 众 筹

集。

二是管护人员管理 能 力 不 足。与 土 渠 或 防 渗

渠道灌溉相比，管道灌溉对打水员和放水员的责

任心和管理水平要求较高。目前，准安管道灌溉

的管护人员基本为当地居民，这些管护人员技术

水平 不 高， 缺 乏 专 业 的 养 护 知 识。在 实 施 过 程

中，容 易 出 现 因 管 理 不 当， 导 致 泵 站 和 管 道 受

损。

三是群众管理意识 不 足。一 方 面 是 对 设 施 的

损坏。如挖土时不注意损坏埋设的管道，耕种机

械进入田间时损坏出水口等，甚至有部分群众为

了耕种方便或为了出水更快将出水口立柱平地面

锯掉，导致设施人为毁坏现象。另一方面是轮灌

制度实施难度大。虽然已经划分了轮灌组，但水

稻泡田 用 水 时，都 想 在 1 ～ 2 d 内 把 自 家 农 田 灌

满，完全不考虑轮灌制度，抢水现象频现。加上

部分轮灌 片 未 设 置 总 的 控 制 闸 阀，灌 溉 用 水 时，

所有的放水口全部被打开，造成大家都没水用的

处境。

4 几点建议

管道灌溉工程可以节水、节地、节能、省工，

可以统一管理。增加作物产量，特别是实现规模化

种植，实施高效农业，其成效更为明显。与零散种

植相比，规模化经营可以在规划时减少出水口数

量，降低施工难度，还能减少水压的损失，保证出

水口的出水量，有利于节水灌溉工程的管理以及效

益的发挥。

4. 1 加大管道灌溉工程实施力度，引导土地流转

和产业结构调整

各级发改委、财 政、水 利、农 业 开 发 等 部 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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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积极争 取 国 家 资 金 投 入，整 合 现 有 高 效 节 水、

农田水利、农业综合开发及企业资金投入，不断

加大投入力度，切实加快高效节水灌溉工程建设

步伐。进一步落实地方配套资金，积极探索在市

场经济条件下，农村水利资金高效利用、滚动使

用的 合 理 方 式， 开 辟 股 份 制、股 份 合 作 制、合

资、独资等多种渠道，实行“多元化”融资。加大

管道工程实施力度，从而引导农村土地流转和产

业结构调整，实行大户承包经营或联耕联种，进

一步提高土地规模化、集约化经营水平，为现代

农业发展提供基础支撑。建议在项目安排时适当

向经济作物或者是附加值高的农产品倾斜，特别

是优质稻米、高效园艺、休闲农业等种植区要加

大管道工程推广力度。

4. 2 加强用水管理

“三分建，七分管”，高效节水能不能实现“高

效”，用水管理是关键。

一是严格轮灌制度。受提水泵动力和灌溉规模

限制，在灌溉过程中需实行轮灌制度。建议在优化

项目工程的基础上，通过电视宣传、拉横幅、开宣

讲会等形式加大宣传力度，向群众讲清楚轮灌的原

理及好处。并通过典型示范，带动群众自觉实施轮

灌。同时加强对 水 管 员 的 培 训，要 安 排 好 轮 灌 顺

序，及时打开排气阀、出水口。

二是实行精准灌溉。摒弃“大水漫灌”的陋习，

实行精准灌溉，要根据作物不同生长期的需水量，

进行科学精准灌溉。如水稻，在不同生育期，其用

水需求也是不同的，利用水稻对干旱和淹水的适应

性，以根层土壤水分或者适宜水深作为下限控制指

标，合理确定灌水时间、灌水次数和灌水量，避免

水资源浪费。

三是推进水价综合改革。进一步深化水价改革

等实施方案，建立有利于促进节约用水和产业结构

调整的水价机制，充分发挥价格杠杆作用，全面推

进水价改革，实施多样化的水价政策，激励节水，

引导高效节水产业发展。要制定供水计量设施建设

改造实施计划，将其纳入农田水利项目重点建设，

优先安排资金用于量水设施建设，为推进农业水价

综合改革奠定基础。

4. 3 加强建后管理

高效节水灌溉工程建成后，要按照“谁投资、

谁所有、谁受益、谁负担”的原则，明确高效节水

灌溉工程所有权和使用权。所有工程设施的日常运

行维护工作由受益人负责，维护费用由受益单位负

担。要积极组织开展工程运行管理培训，定期组织

设备厂家和基层具有实践经验的技术人员，对打水

员、放水员和用水户进行技术培训，不断提高工程

运行管理水平，确保工程长期发挥效益。要进一步

明确高效节水农业工程维护资金，对其维护管理进

行绩效考核，彻底改变长期以来形成的重建设轻管

理的作法，管护费用要明确专有账户，确保专款专

用。

4. 4 加强政策和技术研究

政策方面，要在体制 改 革 和 工 程 改 造 完 成 的

基础上，分析农民经济承受能力，按照兼顾节约

用水和降低农民水费支出的原则，建立并逐步实

行农业水价的终端水价制度，推行计量收费，整

顿末级渠系水价秩序，减少农民用水成本。同时

要建立农业用水总量控制和定额管理制度，实行

以供定需、定额灌溉，进一步推动农村水权制度

建设，逐步形成节约转让、超用加价的经济激励

机制。

技术方面，要加强管道灌溉面积控制规模、管

道管径级配优化、水肥药统筹施放、农用水表等技

术研究，做到投资优、布局好、节水多。

农业高效节水特别是管道灌溉工程是农业现代

化的基础工程，已列入国家、省节约用水和改善水

环境的考核范围，在工程实施和使用过程中一定要

加强引导，做到科学规划、合理安排、统筹推进，

提升资金的利用效率，提高工程的引导作用，充分

发挥工程的效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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