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水电科技·2021 第4卷 第1期 

Hydroelectric Science & Technology.2021,4(1) 

38                                                                 Copyright © 2021 by authors and Viser Technology Pte. Ltd. 

对藏区五小水利工程建设的思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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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建设小型农田水利工程是实践科学发展观，促进新农村建设和农业现代化，保障国家粮食安全的一项重要举措，是一

项惠及千万农民的“民心工程”和“德政工程”，是贯彻落实 2011年中央 1号文件精神的具体措施，社会效益十分显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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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The construction of small irrigation and water conservancy projects is an important measure to practice scientific outlook on 

development, promote new rural construction and agricultural modernization and ensure national food security. It is a "Minxin Project" 

and "Dezheng Project" that benefit millions of farmers. It is a concrete measure to implement the spirit of Central Document No. 1 in 

2011 and its social benefits are very significan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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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小型农田水利工程现状 

1.1 小型农田水利工程类型、规模、分布及完好程度和运行状况 

黑水气候宜人，目前项目区除了农村饮水安全工程外无其他小型农田水利工程。根据水利普查资料，我县现有有

效灌溉面积 4227 亩，五小水利建设严重滞后。由于农业生态环境原本就比较脆弱，过去几十年人口增长过快，水利基

础设施建设长期滞后，加上不科学的农业生产方式，农田灌溉率提升缓慢。大大降低了农田资源的可利用程度，成为

恶性循环。生态环境的恶化，已经给农业经济和社会发展，甚至周围邻近地区带来灾难性后果。全县以农业生产为主

要经营方式，仍然靠天吃饭，农民仍未摆脱靠天下雨用来种地的状态，农业发展速度低而不稳，生产水平较低，多年

来，农业小水利基础设施建设长期滞后。加之近年来干旱少雨，农业生产收到严重威胁，生态环境急剧恶化。 

1.2 现行小型农田水利工程管理体制与运行机制 

项目区目前没有小型农田水利工程 

2 水资源状况 

项目区水资源总量为 1324 万 m
3
，水资源可利用量为 754万 m

3
。其中：芦花镇查拉村水资源总量为 790 万 m

3
，水资

源可利用量为 434 万 m
3
。木苏乡罗窝村水资源总量为 534 万 m

3
，水资源可利用量为 320 万 m

3
。项目区除了农村饮水安

全工程外，无其他供水设施。 

2.1 现状需水 

项目区现状种植小麦 743 亩，玉米 911 亩，其它粮食作物 1128 亩，经计算项目区现状农业需水量为 17.698 万 m
3
。 

2.2 现状水量平衡分析 

项目区农业人口 1064 人，牲畜 1685 头，经计算项目区现状生活需水量为 5.25 万 m
3
。 

项目区农业现状需水量为 18.514 万 m
3
，生活需水量为 5.25 万 m

3
，总需水量为 23.764 万 m

3
，项目区现状供水能力

为 3.4万 m
3
，短缺 20.364 万 m

3
。 

2.3 项目建成后农业需水量 

项目建设成后，供水保障率达到 85%，拟对产业结构进行调整，粮食作物种植面积为 0.2782 万亩，其中：小麦 743

亩，玉米 911 亩，其它 1128亩；项目建成后农业需水量为 10.89 万 m
3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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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4 项目建成后生活需水量 

项目建成后大力发展养殖业，人平增加牲畜养殖 1.2 头，增加牲畜 0.2022 万头,共养殖牲畜 3707 万头,生活需水

量为 38.24 万 m
3
 

2.5 项目建成后总需水量 

项目区建成后农业需水量为 10.89 万 m
3
，生活需水量为 7.46 万 m

3
，共计需水量为 18.35 万 m

3
。 

3 开展“五小水利”工程建设的必要性和可行性 

3.1 开展“五小水利”工程建设的必要性 

（1）提高抗御自然灾害能力 

在自然灾害频发的年份，我县相继遭受了严重干旱，尽管对全县人畜饮水、农业灌溉造成了较大影响，但已兴建

的小型农田水利工程的区域的生产、生活用水，得到了较好的保障，抗旱减灾效应明显。 

（2）改善干旱缺水地区基本生活、生产条件，保障农民基本生活需要和保障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的需要,农村

脱贫致富的需要 

我县属于国家级贫困县，自然条件恶劣，生存条件极差。由于历史原因，投入少，经济薄弱，基础条件差，耕地

资源相当匮乏，土地少且零碎，坡度大而瘠薄，既不保土又不保肥也不保水。要消除贫困，就要大力改善贫困地区落

后的基础设施现状，作为农业灌溉的水利基础设施是农村基础设施的重点，它关系粮食生产问题，关系到老百姓的吃

饭问题，兴建“五小水利”工程是解决我县脱贫问题的要求。 

黑水县水利基础建设薄弱、加上部分水利设施年久失修，工程病险严重，防洪安全隐患严重，严重威胁民众生命

财产安全。扭转黑水县小水池、小水渠建设严重滞后的局面，必须将安全放在首要位置，再确保安全的前提下，使其

真正发挥正常的灌溉、供水效益。 

综上所述，小型水利设施建设是全县自然、经济、社会发展和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的客观要求，它将对全县农业

经济的发展起到较大推动作用，是保障地方经济稳步发展的重要基础设施，是特大干旱年解决群众饮水困难的需要，

因此，“五小水利”工程建设是十分必要的，也是十分迫切的 

3.2 “五小水利”工程建设的可行性 

（1）所选项目区具备“五小水利”工程建设的条件 

（2）自然资源条件 

芦花镇的查拉村位于黑水县中部山区，紧邻黑水县城，位于黑水县左岸，该村大部分土地在河坝且土地贫瘠。水

资源总量为 790 万 m
3
，水资源可利用量为 434 万 m

3
。村内只有饮水安全工程，且目前是有水放不出，群众迫切需要建

设灌溉管道和小引水堰。 

木苏乡罗窝村位于黑水县西南山区，距黑水县城 35 公里，大部分村民居住在海拔 2300m 的高梁旱榜上，土地贫瘠。

水资源总量为 534 万 m
3
，水资源可利用量为 320 万立方米。村内只有饮水安全工程，新建设灌溉管道和小引水堰可以

保证农田灌溉。 

（3）社会经济条件 

芦花镇查拉村耕地面积 801亩，均为旱地。农业人均耕地面积 1.35 亩。主要农经作物有小麦、玉米、青稞、土豆、

胡豆、豌豆、荞子等。2011 年粮食作物播种面积 801 亩，总产量 12.54 万公斤，其中：小麦 1.2 万公斤，玉米 4.5 万

公斤，土豆 5.2 万公斤，其它 1.64 万公斤。该村由于没有灌溉设施，基本没有种植经济作物，2011 年只种植少量蔬菜

自给为主。 

木苏乡罗窝村耕地面积 1981 亩，均为旱地，农业人均耕地面积 2.07 亩。主要农经作物有小麦、玉米、青稞、土

豆、胡豆、豌豆、荞子等。2011 年粮食作物播种面积 1981 亩，总产量 67.54 万公斤，其中：小麦 6.46 万公斤，玉米

24.24 万公斤，土豆 28.01 万公斤，其它 8.83 万公斤。该村由于没有灌溉设施，基本没有种植经济作物，2011 年只种

植少量蔬菜自给为主。 

3.3 交通、水、电、通讯等基础条件满足工程所需 

两个村都有村道公路与主干道相接，村内有社道公路和入户公路，大多材料能用汽车直接运到工地，少部份材料

靠人力二次运输，但最长距离不超过 800m。施工用水可直接在塘内或池内抽取，施工时还有部份溪水可供使用。2 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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村内每一个组都配变压器一台，能够满足施工用电需求。村内都通移动电话和固定电话。 

由此可见，黑水县“五小水利”工程程项目在芦花镇查拉村和木苏乡罗窝村实施是完全可行的。 

4 建设方案 

4.1 建设目标 

通过实施“五小水利”工程建设，使我县芦花镇查拉村、木苏乡罗窝村等 2 个村耕地灌溉率不低于 85%，在一般干

旱年实现项目区人均新增 2.38 亩有效灌面或浇灌面积，使项目区抗御自然灾害的能力明显增强，一般干旱年保证生产

生活用水，干旱年基本保证生活用水水源，粮食少减产，群众生活水平有较大提高，农业生产条件有较大改善，促进

地方经济发展和生态环境改善。 

4.2 建设范围及工程类型选择 

按照财政部、水利部《关于印发 2012 年中央财政小型农田水利设施建设补助专项资金项目立项指南的通知》（财

农便〔2012〕342 号）要求，结合我县干旱缺水的实际情况和农户积极性，采取“竞争立项、择优录取”的办法，我县

选择在芦花镇查拉村、木苏乡罗窝村等 2 个村实施“五小水利”工程建设，工程形式有小引水堰（年引水能力 51.8 万

m
3
）、渠道工程（流量小于 1m

3
/s）。 

4.3 典型设计 

（1）我县将木苏乡的罗窝村作为本次项目的典型工程，全灌区面积为 1981 亩。 

综合分析各种节水工程措施的优点和缺点，结合当地水资源现状、作物种植结构调整情况及农村经济条件，考虑

本项目工程的示范作用，选择节水效果最好、管理方便、适合于低压灌溉输水管道，采用半固定式，即：干管、分干

管、支管固定，灌溉水管移动。干管、左、右分干管 HDPE，Φ160，1.2Mpa，长 4580m。20#、23#、24#支管 HDPE，Φ

110，1.2Mpa，长 3418m。5#、6#、9#~13#支管 HDPE，Φ90，1.2Mpa，长 2100m。1#~4#、7#、8#、14#~19#、25#、26#

支管 HDPE，Φ75，1.2Mpa，长 2500m。支管到地面的竖直管采用 HDPE，Φ75，管长 80m。移动支管采用塑料软管，管

长 2000m。 

（2）灌溉工程的总体布局 

总体布局：水源→引水堰→干管→支管→给水栓→移动软管。 

水源采用在罗窝村内的一条小溪沟处，海拔大概为 2395m，常年流水，水质透明清澈无溪流，多年平均流量约为

0.251m
3
/s。流量变化不大，水量较为稳定，水质较好，是其唯一和有效的水源，能满足灌溉用水要求。 

为满足管道灌溉用水需求，且保证在输水过程中不被河道中所带来的泥沙堵塞，在取水口建一小引水堰，容积为 400m
3
。 

输水管道沿主坡方向布置，干管长 1695m，右分干管长 1610m，左分干管长 1275m，本项目处于高海拔寒冷地区，

为满足防冻要求，管道均埋设在冻土层以下，管道设计埋深为 1m，采用 HDPE，1.2Mpa 水管将水引至项目区地块边。 

依据上述分析，2 条分干管垂直于等高线布置，干管长 1695m，右分干管长 1610m，左分干管长 1275m；26 条支管

呈“丰字形”沿分干管两侧平行于等高线双向布置，根据现场地形，间距分为 120m 和 150m 两种，合计长 8098m；给水

栓间距根据现场实际情况，分为 50m、55m、60m 和 80m四种，共布置给水栓 118 个。 

为防止管道压力过高，超过管道允许压力值，并给管道进、排气。在干管 2350m 高程位置设置一个调压管。该区

灌溉采用移动式灌溉，根据项目区实际，采用人工浇灌。低压管道灌溉具体布置见附图。 

4.4 工程设计 

黑水县罗窝村灌溉面积为 1981 亩，采用低压管道输水灌溉。根据现场地形，支管间距分为 90m、135m 和 150m 三

种，给水栓间距分为 50m、55m、60m 和 80m 四种，灌溉是从给水栓取水，用移动式软管进行。本次节水灌溉总布置 118

个给水栓，给水栓出水流量 30m
3
/h。 

4.4.1 管材与管径的选择 

根据上述计算，灌溉设计流量为 0.0291m
3
/s。采用经济流速法估算干管管径： 

干管长 1695m，沿主坡布置，水头差约 70m，经济流速取 1.5m/s，经计算干管段选用 HDPEΦ165，0.5Mpa。 

D 干=1.13
Q

v
=0.157m=157mm                                   （1） 

式中：D 干____干管内径，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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Q  ____设计流量，m
3
/s； 

v  ____经济流速，m/s。 

右分干管长 1610m，垂直于等高线布置，经计算选用 HDPE，Φ160，1.2Mpa。 

左分干管长 1275m，垂直于等高线布置，经计算选用 HDPE，Φ160，1.2Mpa。 

26条支管沿等高线布置，给水栓 118个，经济流速取 1.5m/s，经计算支管选用三种：HDPE，Φ110、Φ90、Φ75，1.2Mpa。 

考虑到工程的经济性，仅配备塑料软管（L=50m），各轮灌组轮流使用，要求移动软管安装、拆卸必须简便、快捷，

同时需有备用移动软管。移动软管总长为 40×50=2000m。 

4.4.2 主要工程量、主要材料用量、设备及数量 

主要工程量、主要材料用量、设备及数量见下表。 

表 4  罗窝村“五小水利”工程主要工程量表 

序号 主要工程量 单位 数量 备注 

1 人工土方开挖 m
3
 8874.600  

2 人工石方开挖 m
3
 3803.400  

3 人工土方回填夯筑 m
3
 11370.000  

4 C20钢筋混凝土 m
3
 204.000  

5 钢筋制作及安装 T 14.274  

6 ￠160 管道安装 m 4580.000  

7 ￠110 管道安装 m 3418.000  

8 ￠90 管道安装 m 2100.000  

9 ￠75 管道安装 m 2580.000  

10 移动软管 m 2000.000  

5 预期效益 

5.1 经济效益 

通过实施小型水利项目，新增有效灌面 0.2533 万亩，可解决 0.1064 万人抗旱水源。通过项目的实施能显著改善

项目区的农业生产条件，新增有效灌面 0.2533 万亩，其中新增水浇地 0.0.2533 万亩；0.3707 万头牲畜抗旱水源。全

县区人均新增有效灌面 0.043 亩，新增粮食能力 0.008 万吨。山区抗御自然灾害的能力明显增强，中等干旱年不减产，

严重干旱年少减产，在一般干旱年实现项目区人均新增 2.38 亩有效灌面或浇灌面积，使项目区抵御自然灾害能力明显

增强。生活用水有保障，群众生活水平有较大提高，农业生产条件有较大改善，促进地方经济发展。 

5.2 生态效益 

工程实施后，对自然环境和社会环境保护将起到重要作用，改造了部分中低产田，改良了项目的土壤和水环境。

小型水利工程经过工程建设，理顺了水系，涵养了水源。同时随着退耕还林政策的不断落实，农业产业结构调整的步

伐加快，森林覆盖率大大提高，调节了小气候，生态环境得到了极大改善，更利于农作物生长和动植物的繁衍生息，

很大程度上改善了生态环境和社会环境。随着小型农田水利工程的建设，配套了许多的田间道路，同时通过项目的整

合建设道路公路，项目村社都实现通达工程，解决了群众的出行难的问题。 

6 结论 

本文通过对黑水县山区“五小水利”工程现状进行分析，阐述了“五小水利”工程在该县山区经济社会发展中的

地位、作用和工程建设、管理中存在的主要问题。为加强山区“五小水利”工程建设，提高水资源的利用效益，提出

了相关措施和建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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