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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为了解永定河流域灌区发展存在的问题，对该流域灌区进行了调查分析，将调查结果按照资源问题、工

程问题和管理问题进行划分，以流域范围内的张家口市、大同市和朔州市的灌区为例，分析了永定河流域灌区发

展存在的问题。 在此基础上，从灌区政策制定方向、节水工程改造及管理措施等方面提出了发展策略，以期为永

定河流域灌区发展提供参考和借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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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永定河流域灌区概况

根据《永定河综合治理与生态修

复 总 体 方 案》，2014 年 永 定 河 上 游 农

业用水量 （含林牧渔畜）13.07 亿 m3，
农业灌溉用水量 12.24 亿 m3。 永定河

上 游 有 效 耕 地 灌 溉 面 积 673 万 亩 （1
亩＝1/15 hm2，下 同），其 中 河 北 省 268
万亩， 山西省 365 万亩。 2017—2019
年 永 定 河 流 域 大 中 型 灌 区 地 表 水 实

际 灌 溉 面 积 93.8 万 亩， 其 中 河 北 省

37.27 万亩，山西省 56.53 万亩。
对永定河上游河北省张家口市、

山 西 省 朔 州 市 和 大 同 市 辖 区 范 围 内

的 灌 区 数 目、灌 溉 面 积、取 水 口 数 量

及灌溉取用水量情况调查显示，永定

河 流 域 上 游 以 地 表 水 为 主 要 水 源 的

大中型灌区 57 个，小型灌区 95 个，流

域上游大中型灌区设计灌溉面积 411
万亩；取水口共计 265 个，其中大中型

灌区取水口 125 个， 小型灌区近 3 年

平均取水口 140 个； 上游大中型灌区

近 3 年平均实际取水量 26 853 万 m3，
占许可取水量50 751 万 m3 的 52%；其

中 张 家 口 市 有 大 中 型 灌 区 19 个 ，实

际取水量13 233 万 m3， 占许可取水量

27613 万 m3 的 48%（见表 1）。

二、灌区存在的主要问题

1.资源问题
近 年 永 定 河 流 域 地 表 水 水 量 锐

减，原因之一是降水偏少。 在 2000—
2019 年的 20 年间，永定河流域张家口

段 多 年 平 均 降 水 量 为 391.29 mm，比

1956—2003 年 48 年的年平均降水量

409.5 mm 偏少 4%。 永定河流域张家

口段 2004—2017 年 多 年 平 均 年 径 流

量为 2.49 亿 m3，比 1956—2003 年 48
年 期 间 多 年 平 均 年 径 流 量 减 少 3.85
亿 m3，衰减幅度达 60.49%。 一方面，
由 于 来 水 量 不 足 造 成 灌 溉 面 积 失 灌

严重，现有地表水实际灌溉面积已不

足历史实际灌溉面积峰值的 1/3。 如

张家口万全洋河灌区、 壶流河灌区、
大同神头泉灌区、朔州木瓜河灌区基

本丧失了灌溉功能。另一方面，能够引

用地表水进行灌溉的区域则亩均用水

量较大，加剧了灌区用水紧张状况。

2.工程问题
一 是 “最 后 一 公 里 ”问 题 仍 然 突

出。 近年国家对全国大中型灌区实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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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续建配套与节水改造项目，主要是

对输水干渠进行了衬砌，维 修 加 固 了

渠道 建 筑 物、更 换 部 分 设 备，项 目 的

实 施 对 减 少 渠 道 输 水 损 失 ， 提 高 支

渠 以 上 渠 系 水 利 用 系 数 发 挥 了 重 要

作用。 但由于资金限制，对灌区计量

控 制 设 施、 支 渠 及 以 下 田 间 渠 道 节

水 衬 砌、土 地 平 整、畦 田 标 准 化 方 面

的建设投资规模相当小。 根据《张家

口市水利统计年报》，截至 2017 年年

底， 永 定 河 流 域 项 目 区 内 灌 区 累 计

实 施 渠 道 衬砌 长 度 722 km， 占 全 市

灌区渠道衬砌长度的 88%。 灌区骨干

渠道（过水流量 30 m3/s 及以上）、输水

干渠支渠 （过水流量 5~30 m3/s 及 以

上）、支渠（过水流量1~5 m3/s）及田间

输 水 渠 道 长 度 分 别 为 7 km、682 km、

1 944 km 和 962 km，各级渠道衬砌率

分别为 79%、18%、14%和 33%， 灌区

节 水“最 后 一 公 里”问 题 仍 未 得 到 有

效解决。
二是已建干支渠损坏严重。 如大

同北干灌区干渠衬砌率为 68%，而衬

砌破损率则达 47%。 朔州曹娘灌站灌

区干渠衬砌破损率高达 75%，支渠衬

砌破损率达 33%；民生渠干渠的衬砌

率仅为 36%，浑河灌区支渠衬砌率仅

为 9%。
三 是 灌 区 量 水 设 施 配 置 严 重 不

足。 永定河上游灌区普遍存在计量设

施配置不足问题， 上游地区 231 处规

模以上灌区取水口量水配置不足 1/2，
干渠以下渠道基本没有量水设施，农

业灌溉用水难以精确计量，水费无法

按 照 实 际 用 水 量 收 取 而 只 能 按 照 灌

溉面积粗放收取，难以对用水户实施

限额管理。

3.管理问题
一是管理水平低， 用水户节水意

识不强。由于实灌面积锐减，造成灌区

收入不足，灌区整体效益较差，部分灌

区职工只出不进， 且灌区现有人员年

龄偏大，知识技能落后。由于地表水灌

区来水不稳定，灌区灌溉保证率低，种

植户只要有水就千方百计多灌水，以

防需灌溉时没有水源。 以占地表水灌

区 种 植 面 积 90%左 右 的 大 田 玉 米 为

例， 部 分 灌 区 灌 水 量 在 300~400 m3/
（亩·次）， 超过现行农业灌溉定额规

定的限额。
二是运维经费缺乏，难以支撑灌

区良性运维。 河北省永定河上游灌区

农业水价收费标准执行《关于调整河

北 省 水 利 工 程 供 水 价 格 的 通 知 》（河

北省政府令〔2017〕第 2 号）、《关于调

整河北省水利工程供水价格的通知》
（冀价工字〔1998〕第 245 号）等规定，
国 有 工 程 供 水 计 收 水 价 0.10 元/m3，
灌区基本水费 2.6 元/亩。 据调查当前

水价远低于供水成本。 整体上看，流

域 内 灌 区 的 水 费 收 入 远 远 小 于 灌 区

正常运维支出；虽然部分灌区有财政

补 贴，也 仅 仅 是 解 决 人 头 经 费 ，难 以

支撑灌区工程的运维。
三 是 流 域 内 灌 区 未 实 现 统 一 调

度，造成水资源配置浪费。 流域由于

地跨 5 省（直辖市），当前灌区主要由

市、 县 两 级 的 灌 区 管 理 单 位 进 行 管

理，管理部门仅能负责引水口及干支

渠的维护和灌溉管理，能做到简单的

轮灌，但达不到根据作物需水规律进

行 及 时、适 量 灌 溉，更 无 力 对 河 道 上

下游、 左右岸之间进行水资源配置。
近年在生态补水背景下，朔州灌溉面

积有所增加，而大同区域灌溉面积反

而出现减少。 流域内大部分地表水灌

区已发展为地表水渠灌+地下水井灌

的混合灌区，但机井工程缺乏合理的

规划，灌 区 水 资 源 配 置 不 合 理，地 下

水 大 规 模 开 发 利 用 导 致 灌 区 地 下 水

出现超采；同时机井大部分为个人承

包，渠 井 分 属 不 同 的 管 理 主 体 ，难 以

有 效 管 理，灌 区 内 地 表 水 、地 下 水 统

管缺乏相应的地方性法规作为保障，
各部门之间管理权限不清，协调力度

不够，使得灌区地表水与地下水统一

管理处于脱节状态。

三、灌区发展方向与策略

1.灌区政策制定方向

（1）建立河道生态水量与生态功

能的长期保障机制

为保障永定河流域上游桑干河、
洋 河 两 大 河 流 全 河 段 生 态 水 量 和 水

环境功能的稳定提升，建议生态补水

由目前的每年集中一两次补水，调整

为 视 河 道 上 游 来 水 和 河 道 水 环 境 监

测情况，在全年生态补水量一定的前

提下，适时多次补水。
（2）建立用水监控调度制度，严控

水资源开发利用上限

以 目 前 河 道 的 本 地 水 为 上 限 对

沿线取水进行控制：一是对取水口进

行统一监测、计量、控制，由海委委托

流域公司负责相应的巡查、 监测、维

护和上报工作。 二是在流域水资源配

置方案基本形成、河道来水相对稳定

后， 通过一段时间的监测、 控制、调

度， 在现状实际灌溉面积的基础上，
按 照 颁 布 的 定 额 进 行 各 个 取 水 口 的

取水许可核定，制定统一的取水调度

方案，对流域规模以上取水口的取水

许可进行统一管理。

农村水利水电

内容 张家口 大同 朔州 合计

灌区个数 19 23 15 57

取水口个数 52 44 29 125

许可取水量（万 m3） 27 613 7 811 15 327* 50 751*

取水许可内的实际取水量（万 m3） 13 233 2 858 10 761* 26 853*

取水许可外的实际取水量（万 m3） 332 2 037 901 3 270

设计灌溉面积（万亩） 178 99 134 411

地表水实灌面积（万亩） 37 14 43 94

表 1 永定河流域上游大中型灌区概况

注：“*”含正在办理取水许可灌区的取水许可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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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发挥市场机制在水资源配置

中的作用，构建流域水量交易平台

对于流域内的重点用水灌区 （占

取水量 60%以上） 启动机制创新试点，
取水许可统一转移给流域公司，流域公

司通过节水投资后对形成的节水量进

行收储，形成流域三级（水行政主管部

门—流域公司—各用水单位）的管理机

制，沿线政府通过引导灌区灌溉作物向

旱作物转变、推动灌区单位改制、落实

灌区运行维护责任、加强节水宣传教育

等手段开展节水工作，所产生的节水量

进入流域水权交易平台，在县域内节奖

超罚，在县域外进行水量交易，从而促

成长效良性运行管理机制的形成。

2.灌区节水工程改造方向

（1）做好地表水灌区现有实灌面

积田间节水潜力的挖掘

未 来 流 域 地 表 水 灌 区 节 水 改 造

项目投资要立足现有实灌面积，对水

源 条 件 稳 定、实 灌 面 积 稳 定 、灌 区 管

理机构健全、地方政府和灌区积极性

高的优先安排投资。 在地表水灌区历

次 节 水 改 造 已 经 对 灌 区 输 水 能 力 进

行提升、 干支渠实施衬砌的基础上，
未 来 节 水 改 造 的 思 路 与 方 案 的 重 点

应 放 在 田 间 末 级 渠 道 生 态 防 渗 与 高

标准农田建设、 土地适度平整上，通

过提高单位面积投资标准，重点挖掘

田间节水潜力。
（2）规范取水口

规范桑干河、 洋河沿河取水口，
对河道沿线 1 km 范围灌溉农田的合

法性进行摸排。 将从桑干河、洋河干

支 流 直 接 取 水 的 乡 村 管 理 的 小 灌 区

纳 入 附 近 地 表 水 灌 区 节 水 改 造 工 程

统一规划实施，避免发生与附近灌区

取 水 口 争 水、抢 水 的 情 况；对 现 有 非

在册灌溉农田实行永久退旱，严控灌

溉规模。 加强河道沿线上下游取水口

管控。 由流域公司负责灌区取水口管

理、取 水 水 量 分 配 、灌 溉 活 动 监 督 与

灌溉顺序的协调，避免发生河道上下

游 灌 区、同 一 干 渠 上 下 游 争 水 、抢 水

的现象。

（3）提高灌区地下水片区节水灌

溉管理水平

对土地集中连片、农用机井集中

以地下水为水源的井灌区， 在维持现

有机井数量和灌溉规模的前提下，通

过实施高效节水灌溉升级改造工程和

高标准农田建设， 对土地适度集中流

转，建设规模化设施农业，发展高效优

质特色农业， 实现地下水总取水量减

少，提高水分生产率，逐步恢复区域地

下水水位的动态平衡，提升灌区规模

化、集约化、机械化水平和生产力。

3.灌区管理措施方向

（1）农用机井逐步收回管理权限

要 进 一 步 对 地 表 水 灌 区 内 机 井

数量、投资渠道、年取水量、机井承包

使用管理情况进行调查，并采取相应

的措施：一是对现有村级机井承包期

不再延长。 二是凡由省级以上政府各

部 门 投 资 支 持 打 的 农 用 机 井 到 承 包

期 后 管 理 权 限 由 政 府 全 部 收 回 灌 区

管理； 对村民自发集资打的农用井，
通 过 购 买 转 让 使 用 权 的 方 式 逐 步 收

回。 通过以上措施，逐步实现地表水

与地下水的合理配置和高效利用。
（2）做好农用灌溉管理技术培训

根 据 灌 区 管 理 人 员 和 农 户 对 节

水灌溉技术掌握的实际情况，每年分

期分批组织面向灌区管理单位、浇地

专 业 队 和 受 益 村 农 户 开 展 灌 溉 水 量

分 配、田 间 灌 溉 管 理 技 能 、用 水 计 量

与水费计收等方面的培训，提高管理

人员和广大农民群众的节水技能。
（3）借鉴、吸收和引进节水技术

借鉴、 吸收和引进西北旱区大田

作物节水栽培技术，充分利用和提高自

然降雨利用率， 配套实施保墒措施、农

艺管理措施，鼓励发展旱作雨养农业和

山地特色农业，制定出台相应的优惠鼓

励政策，推广应用旱区高效栽培和农艺

管理模式，在减少大田农业灌溉需水量

的同时确保产量、收入稳定。
（4）严格执行灌溉用水计量管控

制度

以 改 进 灌 溉 制 度 与 农 艺 生 化 节

水技 术 为 核 心 ，配 套 灌 溉 预 报 、干 旱

预警与先进渠网闸阀联调配水系统，
严格执行灌溉用水计量管控制度，通

过 少 量 工 程 措 施 满 足 近 期 地 表 水 管

控阈值的实现；在满足管理节水前提

下， 进 一 步 构 建 比 较 完 善 的 水 源 工

程、输配水工程、田间灌溉设施、计量

监测设施等现代化灌排工程系统，主

要 通 过 工 程 措 施 满 足 远 期 地 表 水 管

控阈值的实现。
（5）搭建数字化取用水量动态监

测平台

针对农 业 水 权 制 度 建 设 ， 进 一

步 核 实 基 础 数 据 ， 形 成 翔 实 的 灌 区

工 程 及 取 用 水 台 账 ； 进 一 步 核 算 现

状 灌 溉 水 利 用 率，复 核 灌 溉 制 度 ，为

初 始 水 权 确 定 提 供 可 靠 、准 确 依 据；
加 强 降 水 与 来 水 、需 水 预 测，建 立 流

域 尺 度 的 预 警 机 制 ， 构 建 遥 感 一 体

化 监 测 平 台， 开 展 全 流 域 水 资 源 配

置 方 案 设 计， 实 现 水 资 源 动 态 配 置

及 调 度 ；加 强 取 水 口 、机 井 管 控 ，加

大 灌 区 地 表、 地 下 取 用 水 计 量 监 测

力 度， 搭 建 数 字 化 取 用 水 量 动 态 监

测平台。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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