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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在针对灌区开展改造规划工作的时候，需要工作人员充分的结合井渠结构的情况，秉承节能降耗的原则，制定出切实

可行的施工方案，最终实现节水的目的。对灌区水资源加以高效的利用，并重视灌区土壤盐碱化的防治工作的开展，这样对

于促进农业生产的稳定健康发展是非常有助益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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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In view of the transformation planning work of the irrigation area, it is necessary for the staff to fully combine the situation 

of the well channel structure, adhere to the principle of energy conservation and consumption reduction, develop a practical 

construction scheme, and finally achieve the purpose of water conservation. It is very helpful for promoting the stable and healthy 

development of agricultural production to make efficient use of water resources and pay attention to the prevention and control of soil 

saliniza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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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那里引黄灌区位于梁山县境内,始建于 1967 年,控制面积 366km
2
。设计灌溉面积 31万 hm

2
，覆盖整个梁山县四个

乡镇，牵涉大约十六万民众。引黄补湖于一体，在整个山东省内是十分著名的引黄灌区，这一区域为整个地区的农业

种植行业的发展创造了良好的条件。在经过了多年的利用之后，灌区内安设的各类基础设施都不同程度的出现了损坏

的情况，整体效果大不如前，在黄河水资源使用情况越发严峻的形势下，灌区工程因为前期建造技术水平较差，再加

上后期的维保工作的不到位，导致水资源利用效率不能得到有效的提升，从而会灌区内工业和农业的发展造成了严重

的限制。鉴于此，需要针对灌区内供水系统进行优化和完善，运用井渠相结合的方式来提升水资源的利用效率，从而

实现节水的目标。灌区内改造工作的实施，务必要全面的结合井渠结合的特征，采用切实可行的方法来提升水资源的

利用效率，并且要针对土壤盐碱化制定有效的预防和解决方案，促进灌区农业生产效率不断提升。 

1井渠结合的必要性 

井渠结合的必要性在于充分利用灌区水资源和防治土壤盐渍化。 

1.1 充分利用灌区水资源 

在大规模灌区中通过续建配套系统的设置能够有效的规避灌溉渗漏为发生的资源浪费情况的发生，但是就改造工

作结束之后所出现的渗漏损失还是无法加以准确的判断。导致这一问题的主要根源是因为大规模的灌区设置的输水系

统管道数量众多，并且规模较大，如果在灌区内设置了六级管道系统，如果全部进行防渗漏处理，需要大量的人力物

力。其次，田间灌溉水资源的利用效率较低。通常田间灌溉的水资源利用效率会维持在 0.6 左右，而因为渗漏问题所

造成的水资源的损失在灌溉用水总量中的占比达到了百分之四十，如果按照当前的节水规范要求来说，大型灌区的灌

溉水参数都会超过 0.5，中型灌区不低于 0.6 来考虑，则灌溉引水量的 50—40％为无益的损耗。这部分无益损耗中如

果有一半左右为渗漏损失补充地下水，即 25—20％的灌溉引水量将补入地下水。这部分被补入到地下水的田间渗漏水

量在经过专业的处理加工之后，能够被再次加以利用，这样就有效地提升了灌溉水源的利用效率。 

井渠结合的方式为灌区内水资源的利用效率的提升创造了良好的基础，其将降水进行统一收集和处理，之后可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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实现再利用。并结合各个季节的实际情况对地下水的利用进行合理的管控，在雨季来临之前将地下水库中的水进行高

效的利用，从而为收集降雨提供良好的空间，并且能够缓解涝灾造成的不良影响。蓄水存在于地下，能够为植物的生

长提供充足的水资源，并且可以更好的控制蒸发造成的损失。在农作物的生长周期内，借助提水和蓄水来合理的对地

下水位进行管控，从而有效的优化土层的质量和性能。结合季节变化，针对地下水位进行合理的管控也能够有效的对

水蒸发的问题加以合理的控制。在我国北方地区，井渠结合的方式被大范围的加以运用，有效的缓解了水资源匮乏的

问题，能够实现水资源的循环利用，从而为农业生产和民众的生活需要提供充足的水源。 

1.2 防治土壤盐渍化 

引水灌溉工作的开展，最为重要的就是要结合实际情况对地下水位进行适当的调整，在全年降雨量较小的地区，

如果不能合理的对地下水位进行管控，那么势必会导致土壤盐渍化的情况发生，从而不利于农作物的正常生长。为了

从根本上避免灌区出现土壤盐渍化的情况，建造完善的排水系统时最为有效的方法。可以结合实际情况选择恰当的排

水崔氏，诸如：在排水沟渠中建造井灌排水系统。但是就水资源的管控和利用来说，井灌排水的效果与水平排水系统

的相对比更加的优秀，同时在经过大量的实验总结我们发现，在我国很多的灌区内利用井渠结合的方式能够有效的避

免土壤盐渍化问题的发生。 

1.3 发展高效农业的需要 

当前我国正在大范围的推进农业生产结构的优化创新工作，全面的事实物种种植结构的调整，当地具有良好优越

性的农业以及名优产品将会得到更好的发展。所以，灌溉务必要为高校农业以及提升农产品质量提供协助。将轮灌方

式切实的引用到灌区加以利用的时候，轮灌期往往会设置持续时间较长，这样对于为农作物提供充足的水资源会造成

一定的影响。在整个灌区内正在广泛的推进设施农业，积极鼓励反季进行瓜果蔬菜农作物的种植，所以将井渠结合的

方式切实的引用到渠灌区内能够有效的促进多种经营农业的发展，在促进农民经济收入不断提升方面也可以起到积极

的推动作用。 

2 井渠结合的成功经验 

黄河下游山东境内的引黄灌区早在上世纪五十年代的时候就已经开始实施了，在灌溉区引入大量的黄河水，但是

因为对排水工作的忽视，从而导致了眼中的土壤盐渍化的问题，最终造成了引黄灌溉区大范围的停渠。通过这一实践

案例进行分为，最终研发出来了井渠结合的地表水与地下水综合利用的形式。山东省国那里引黄灌区的经验是“以井

保渠，以河补源”适度发展井灌，将黄河水进行引入，有效的对井水中的水资源进行补充，并针对地下水位进行合理

的控制，从而起到防涝防盐化的作用，提升灌区内水资源的利用效率，为农业生产工作的顺利开展提供良好的基础。 

井渠双灌的形式是灌区内水资源能够实现循环利用的基础，是提升水资源利用效率的有效方法。但是这一模式整

体水平并没有达到完善的状态，其中还是存在诸多的问题需要我们进一步的加以解决的，诸如：井灌管理工作不到位，

系统后期维修成本高等等，从而严重制约井渠双灌模式的大范围的运用，这也是导致地下水过多利用的本质原因。井

渠结合其实质就是切实高效的利用灌区内的水资源，避免旱涝、盐化情况的发生。地表水和地下水联合运用是当前灌

排行业发展的主要趋势，并且对于缓解我国干旱地区用水问题能够起到良好作用。现如今我国正在积极的推进以节水

灌溉为核心的灌区续建改造工作，在这个过程中需要充分的考虑灌区水资源循环利用以及其他节水工程技术相结合的

技术方式，将灌区内节水潜能充分的挖掘出来，并对灌区内水资源制定合理的使用方案，带动灌区内农业生产的稳定

健康发展。 

3 发展井渠结合需要解决的问题 

3.1 存在的问题 

在全面落实井渠结合模式的过程中，各个地区都会遇到不同的问题，其中最为集中的问题就是投资渠道和管理机

制以及水费方面的问题。 

大规模的灌区建设工作是当前我国重点建设项目，所以资金来源主要是国家财政拨款。灌区建设工作结束之后，

往往都会由专门的行政管理部门针对国有资产进行合理的规划。对于流量不超过 1 立方米的工程来说，井灌投入不会

被划分到国家基础建设项目的范畴内，井灌不会归到灌区管理部门管理。灌区内所有的水资源原本是相互联系并且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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够相互转化的，但是会被划分为渠灌和井灌用水两部分，不能有效的进行统一管控。其次，渠灌和井灌水的成本不同

的影响，对不同灌区其水费影响不同。诸如：渠灌水因为花费少，并且取水方便，所以会受到农民的青睐。 

3.2 问题的解决要依靠水资源的统一管理与灌区工程统一规划 

3.2.1 灌区水资源的统一管理 

a.水利工作由以往的单纯的对水资源的开发、运用、治理为核心逐渐的过渡为针对水资源的合理利用工作方面上，

就工程水利到资源水利这一过渡，对于提升水资源的管控效率和水资源的优化配置的效果来说都是非常有助益的。在

现下这种形势下，需要我们打破传统一位追求工程节水的理念，要对水资源利用效率的提升加以重视。现实要求对灌

溉用水，降雨收集，地表水和地下水综合利用加以合理的规划，从而不断的充实可利用水资源的储备粮，降低各个环

节中的能源损耗，涉及到诸多的非工程性的方式方法，这样就为井渠结合方式的发展提供了良好的基础。 

b.借助民主管理体系来针对灌区内水资源实施综合管控，扩展原渠灌区的管理职责，增设井灌的管理工作。需要

相关行政机构积极的参与到井灌区水源管理工作之中，将地表水地下水联合运用加以重点关注。 

3.2.2 灌区续建改造的规划要统筹安排井渠结合的灌排合理配置 

a.在开展灌区改造工作的过程中，需要组织专业人员针对渠灌和井灌相结合的形式的可行性进行分析研究，并针

对相关标准参数进行设定，在以上工作的基础上，设计良好的井渠结合方案。 

b.在进行灌区续建改造工作进行计划的时候，要对灌溉、引流工作加以重视，并关注地下水的补充和降水的收集

工作。运用有效的方法来优化引水灌溉系统，将地面排水系统和尽管系统进行合理的设计，促进灌区内各个系统能够

协同配合运行。 

4 结语 

在全面开展灌区持续改造工作的过程中，工作人员务必要秉承可持续发展的原则，全面的运用最前沿的节水灌溉

理念和技术，从而推动灌区改造工作效果和质量的提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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