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岳西县东方红水库创建节水型生态灌区的有益探索
储天宏

（安徽省岳西县应急管理局，安徽 岳西 246600）

0 引言
东方红水库位于被喻为大别山“小江南”、有“岳西

粮仓”美称的冶溪镇，是一座小（一）型水库。水库集水面

积 21.5km2，总库容为 334万 m3，兴利库容 261.5万 m3，
水库以灌溉为主，兼有防洪、养殖、发电等功能。水库于

1966年 11月开工建设，1976年 10月竣工。2008年、
2011年、2015年、2018年共分四期完成了水库除险加
固工程。灌区位于东方红水库下游，利用水库灌溉，可

惠及冶溪镇溪河、石嘴、琥珀、罗铺等 4个行政村，有效
灌溉面积 800hm2。水库为灌区灌溉提供了较为丰富的
水源，巩固了冶溪镇作为岳西“大粮仓”地位。

1 灌区水量及平衡分析
东方红水库灌区设计供水量 480万 m3，供水主要

来源于两个部分，其中 75%依靠水库供水，25%靠东、
西干渠上的山塘和区间来水补充（包括上游灌溉弃水

利用）。东方红水库以上集水面积 21.5km2，水库以下区
间来水面积为 25km2，总汇水面积为 46.5km2，根据岳西
水文站分析，灌区多年平均径流深 850mm，水资源总量
为 3952万 m3，灌溉用水量占水资源总量 9.7%。

东方红水库节水型灌区取水口处多年平均平均流

量为 0.58m3/s，径流总量为 1892万 m3，85%保证率（典
型年 1992年）时入库水量为 1261.4万 m3/年，灌区取水
量为 480万 m3/年，其中从水库取水 360万 m3，仅占取
水口处的 28.5%。

为充分利用天然来水，提高灌溉率，在东西干渠上

联通了一些山塘，拦截区间来水进入渠道，经测算这部

分水量为 360万 m3。同时结合灌区台阶地形，利用建设
在下游河道上的拦河堰，引用上游灌溉弃水约 60万 m3

进入支斗农渠，再到田间灌溉。

查阅相关资料得出如下数据。

（1）流入灌区水量 3952万 m3，流出灌区水量为

3632万 m3，灌区实际耗水 320万 m3。
（2）总引水量量为 480 万 m3，其中，从水库取水

360万 m3，通过山塘和区间补水 60万 m3，通过拦河堰
从河道中重新取水（上游灌溉弃水）60万 m3。
（3）进入渠系的水量为 480万 m3，进入田间的水量

为 380万 m3，渠系损失 100万 m3，其中：渠系蒸发量为
30万 m3，渗漏 70万 m3。
（4）田间植物蒸腾 270万 m3，田间排、渗 110万 m3。
（5）主要指标计算如下。
渠系水利用系数 η 渠系= Q 下Q 上

=到末级渠道的水量
渠首进水量

=
380480 =0.79； （1）
田间水利用系数 η 田间= 植物吸收和蒸腾水量

进入日间水量
=

270380 =0.71； （2）
灌溉水利用系数=η 渠系×η 田间=0.79×0.71=0.56；（3）
弃水利用率 ξ弃=弃水供水量

总供水量
= 60480 =12.5%。（4）

纵观东方红水库灌区的用水过程，仍存在节水潜

力，主要途径有两个方面：①完善渠道防渗系统。灌区
内各种渠道 61km，目前已衬砌 43km，尚有 18km土渠
渗漏严重，且已衬砌的渠道也有部分浆砌石损坏。为减

少沿途损失，提高区域渠系水利用效率，需对灌区进行

配套升级。②田间渗漏比较严重。该灌区以砂壤土为
主，要提高田间水利用效率，需制定严谨的灌溉管理制

度，提高田间用水管理。

2 创建节水型生态灌区，提高其功能与作用
2.1 功能

节水型灌区是根据社会发展需要而对传统灌区进

行改造而发展的。相对传统灌区而言，节水型灌区不但

摘 要：本文结合东方红水库和灌区实际，及其所处地理位置、水文、水资源、水利工程现状，通
过分析其进出水量进行区域内水量平衡计算，从工程措施、技术措施、管理措施等方面创建节水型
生态灌区，取得较好效果，其成功经验可为同行提供借鉴和参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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具备较高的生产力，还能实现和灌区生态环境、水资源

等协调发展，其功能更复杂、更全面[1]。首先，节水型生
态灌区最重要的功能是灌溉，在保证农业生产能力通

过输水系统不断地向农田输送水资源。其次，灌区渠系

具备输水功能，同时对生态系统健康也有保护作用。农

田本身具有调节养分、保持水土流失、提高产品品质以

及生产经济作物等功能，通过节水型灌区的灌溉和浸

润，农田就能满足对水资源的需求。再次，灌区的渠系

本身包含了降渍与排涝等作用，并且同湿地相互的协

同，就可以满足农田排水水质净化的要求。最后，灌区

本身的林草植被生态系统有保持水土、涵养水源等多

种功能。

2.2 作用
节水型生态灌区能巩固基础性水利设施，增强农

业本身的减灾和抗灾能力、保护粮食的安全。做好农业

种植结构的调整，就可以提高作物的产量，推动经济的

发展。也可以提高输配水的能力，提高水资源综合生产

力和利用水资源的效率，保护灌区生态环境，维护生物

多样性，在生活环境得以改善的同时，帮助农户提升生

活品质、提高灌区形象。利用科学技术和先进管理经验

等，节水型生态灌区能加快灌区现代化管理进程。能实

现粮食高产、生态安全及节水之间的协调，使水利事业

促进农业增产、农民增收、农村经济繁荣，为创建美好

乡村提供条件。

近年来，东方红灌区十分重视节水工作，积极开展

节水创建工作。自创建工作启动以来，始终围绕“工程

达标、指标领先、计量完善、管理规范”4个方面的具体
要求，对照节水标准，逐一落实。创建中以东方红水库

灌区良好的灌溉条件基础，结合灌区配套建设项目，实

施现代化节水改造建设，完善灌溉用水计量设施，加强

灌区管理体系建设，完善相关制度，提高管理能力及强

化节水宣传教育等，降低用水沿途损耗，不断提高灌区

用水系数、减少用水总量[2]。

3 建设节水型生态灌区有效措施
3.1 完善渠道衬砌防渗的生态成效

在建设完善节水型生态灌区时应加强渠道衬砌方

案的生态设计。灌区混凝土防渗渠道不仅施工简单、经

久耐用，且管理方便、防渗效果良好，被广泛应用于传

统灌区续建和节水改造工程。但在环境的方面，生产混

凝土会消耗水泥、砂石料，大量使用混凝土势必影响当

地环境，甚至容易造成水土流失等不利影响。而在选择

明渠灌溉时，用土渠、干砌石、浆砌石、混凝土板预制或

现浇等方面生态方法，其生态效果就较好[3]。综合考虑

这几方面因素，在建设节水型灌区时应对渗漏严重的

骨干渠段或沙土区实施混凝土衬砌方案，针对粘壤土

渠道则适宜粘壤土压实防渗方案，以满足节水、保护生

态的要求。

整合水利资金、土地整治项目、农业综合开发项目

分批分片对灌区干渠、支渠和斗渠进行防渗加固处理。

灌区现有渠道 61km，已衬砌 43km，目前干渠和主要支
渠已全部衬砌。渠道衬砌的生态成效如下。

（1）加强保护和治理，改善灌区的水环境：①应用
能控制灌区面源污染的节水灌溉技术、养分资源管理

技术。认真研究灌区的土壤、气候、植物体系以及田间

农药、氮素、磷素在降雨及地面灌溉、管灌、滴灌等现代

节水灌溉下不淋深渗漏机制，分析基影响因素，促进灌

区田间生态系统中磷、氮的迁移和转化，探索降雨或灌

溉、土壤水分运动、污染物淋溶损失的机制和特点，分

析各种因素随田间迁移、转化污染物的影响，建立健全

控制灌区面源污染的节水灌溉，养分资源管理的技术

体系。②应用优化组合小型污水处理工艺的技术和高
效、低廉、新型技术。灌区要坚持就地处理、回用污染物

的原则，探究典型的农村废污水、畜禽养殖废水利用

等带来和水质变化与水量动态之间关系。分析各种预

处理技术应用于灌区情况相符的污水资源处理技术。

③充分利用节水型生态灌区人工湿地与自然沟渠等现
代创新技术，改善灌区水环境。研究灌区非点源污染物

从田间迁移到邻近水体被湿地、自然沟渠截留、去除的

机制，研究人工湿地的水力参数、不同深度以及不同断

面等去除其中的主要污染物的效应。分析典型植物品

种去除重金属、磷、氮等主要污染物的成效，研究污染

物积累效应。针对灌区水生植物提出生态合理配置方

案，建立起三道防线，包括田间灌溉、自然沟渠、小型湿

地，并提出改善水环境的总体技术方案，加强灌区水环

境的保护、治理[4]。
（2）工程管护：灌区定时对渠道进行巡查，及时清

淤、清障和堵漏。对水库放水闸、渠道节制闸定期维修，

既保证正常供水，同时减少渠道渗漏损失。

（3）重复用水：灌区利用台阶地形，通过河道上的
拦河堰将上游灌溉的弃水（渗漏或排水）引到下游田间

灌溉，分布在灌区大小河道上的拦河堰有 70多条，水
量重复利用次数达 5次以上。
3.2 技术措施
（1）喷灌和微灌：针对灌区经济作物的特点，采用

不同的节水灌溉方式，采用喷灌的茶园共叶 300hm2，采
用微灌的葡萄园共 240hm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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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调整种植结构：随着现代农业的发展，灌区从
传统的种植高耗水的水稻单一种植方式，调整为水稻

和低耗水的茶叶、疏散等混合种植，用水量比以前明显

下降。

（3）控制水量：在未装设计量前，灌区用水主要由
节制闸控制。东西干渠和 11条支渠均由节制闸控制，
按管理所根据群众的需要定量放水，大大减小了水量

浪费。

（4）完善计量装置：水资源监测系统建设是提高水
资源管理水平的重要途径，是水资源取、用、排全过程

监控与管理的必要措施。为完善灌区取用水计量监控

系统，东方红水库灌区在东西干渠渠首 2处主要取水
点建立计量在线监测服务，数据传入安徽省水资源取

用水监测平台，可以顺利查询和调用。

3.3 管理措施
（1）加强制度建设：为实施有效的节水管控，灌区

强化了组织体系建设，按照“分组负责、明确责任、落实

到人”的原则，灌区成立了节水领导小组，村成立了用

水协会。建立了较完善的用水管理制度和工程护管制

度，为节水工作提供了有力的保障。

（2）加强计划用水：各村用水协会根据辖区内种植
结构和播种面积向灌区管理所申请用水申请，灌区管

理所根据协会申请，结合县水利局的用水计划，下达用

水指标，实施用水计划管理和总量控制。

（3）规范取水行为：为实施最严格的水资源，保障
农业灌溉科学用水，提高农业用水效率，实现对农业用

水的有效管控。并根据水利部办公厅 2015年出台的
《关于加强农业取水许可的通知》要求，东方红水库灌

区及时申办了《取水许可证》。

（4）加强节水宣传：灌区采用多种形式进行生态节
水宣传，“世界水日”岳西县水利局在灌区所在的中小

学开展“水法和生态节水宣传”，2021年 10月 29日，灌
区所在地冶溪镇人民政府组织各村集中开展生态节水

培训。同时，岳西县水利局还在灌区管理所建设了“岳

西县东方红水库生态节水教育基地”展馆，向社会宣传

生态节水文化和生态节水方法与技巧。

4 存在不足及建议
在省市水利主管部门的领导下，岳西县东方水库

红灌区生态节水创建取得了一些成绩，达到了预期效

果，但总结创建工作也发现了一些问题。

（1）工程配套体系有待加强。灌区部分工程建设年
代较早，过去灌区节水改造工程段主要是解决存在病

险问题，并对少数“卡脖子”地段进行配套改造。但仍然

与适应高质量发展要求的节水灌区相比有不小差距，

特别是灌排设施仍相对落后。期待省市职能部门今后

进一步给予更大的支持。

（2）灌溉制度需进一步完善，用水效率需进一步提
高。今后将结合本灌区实际，合理地制定因地制宜的灌

溉制度，指导灌溉用水，提高用水效率。

（3）灌区骨干工程与田间用水设施尚未形成有效
的统筹推进体系。过去灌区骨干工程续建配套与生态

节水改造和田间工程分别由不同管辖，其资金来源多

元化，且相对较少。在落实过程中，因由不同主管部门

实施，难以解决重大问题。今后要加强灌区骨干与田间

用水工程统筹协调，加快灌区信息化建设，为灌溉供水

进行科学控制、调度与运用提供技术支持，确保灌区工

程效益得以充分发挥[5]。
5 结语

过去传统落后的农业漫灌等方式不仅浪费了宝贵

的水资源，而且容易造成土壤板结，不便于耕种，提高

农业整体效益也较难。利用现代科技和创新手段，改革

传统的农田灌溉方式和管理手段，这不仅是节约水资

源的需要，也是现代化农业的必由之路。下一步，灌区

主管单位应以当前生态节水创建工作为契机，针对存

在的不足或问题，进一步完善灌区配套工程和相应管

理体系，建立从源头到末端、从引水到用水、从蓄水到

排水相协调的一整套灌排工程体系，力争将岳西县东

方红水库灌区建成“节水高效、设施齐全、管理科学、生

态优良”的现代化灌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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