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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卫市沙坡头区节水灌溉现状问题与对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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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针对中卫市沙坡头区为解决南部香山地区干旱缺水、中部灌区城市建设及生态用水增加、北
部沙漠工业园区用水矛盾突出等问题,采取工程措施和农艺措施与管理措施相结合的方式,积极引

进节水新技术,实行土地连片集中流转,大力推广节水灌溉,促进了水资源合理开发利用和节约保

护。 最后提出了促进该地区水资源可持续利用的具体建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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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摇 研究区水资源现状

中卫市沙坡头区灌溉面积 5郾 07 万 hm2。 分河

南、河北两个灌区。 河南灌区有角渠、寿渠及南山台

扬水干渠,河北灌区有美利渠总干渠及一、二、三干

渠和北干渠。 八条干渠全长 213 km,与 13 185 条

支、斗、农渠配套灌溉,引黄河水流量 58 m3 / s,年均

引水总量 5郾 7 亿 m3,九条干沟全长 159 km,排水流

量 25m3 / s,年排水总量 1郾 8 亿 m3,与 3388 条支斗沟

交集成网,汇集排水入黄河。
由于投入不足,灌区存在水利工程老化失修,灌

溉水保证率低等问题。 加之宜农荒地大量开发,城
市建设生态用水不断增大,工业生产发展迅猛,水资

源日益短缺已成为沙坡头区经济发展的主要制约因

素。 2004 年撤县设市以来,中卫市沙坡头区积极引

进节水新技术,在灌区大力实施节水灌溉,取得了显

著成效。

2摇 大力推广节水灌溉

a. 采取工程节水措施。 10 年来,共投资 8郾 7 亿

元,砌护干、支、斗渠 158 条,其中渠道防渗砌护占

60% 。 对总长 275km 的 9 条干支沟,进行了彻底清

淤整治,为节水灌溉奠定了坚实基础。 建设香山一

期、二期、永康一期硒砂瓜补灌工程,每年从甘肃兴

电扬水工程和固海五干渠引客水 1 000 万 ~ 1 200 万

m3,为 2 万 hm2 硒砂瓜抗旱补灌提供了供水保障。
引进以色列滴灌技术,在永大线砂石地上发展节水

滴灌面积 0郾 733 万 hm2。 建成了老灌区供港蔬菜和

东园、迎水桥、文昌、滨河、柔远、镇罗、宣和、常乐等

以优质玉米为主产的节水灌溉示范园区 45 个,共发

展高效节水灌溉面积 0郾 96 万 hm2。 灌溉水的利用

系数由 0郾 46 提高到 0郾 49 以上。
b. 采取农艺节水灌溉措施。 发展小畦灌溉

1郾 12 万 hm2,推广激光平田,减少灌溉定额约 25% 。
推广日光温室大棚 0郾 567 万 hm2,节水 40% 。 推广

小麦、玉米及经济作物地膜覆盖面积达到 0郾 33 万

hm2,减少灌溉定额 50% 。
c. 采取节水管理措施。 建成以中卫市水务局

为龙头、灌溉管理所为支撑、镇级管理组织为纽带、村
级管理组织为基础的 4 级水利管理网络,大力推广农

民用水者协会和支斗渠承包经营管理。 按照黄委会

和宁夏区水利厅下达的沙坡头区的 5郾 7 亿 m3 的取水

指标,结合农作物种植结构调整 5 颐 5 的粮经区域布

置,定额配水。 水价由 2 分 / m3 调整为 3郾 05 分 / m3,
超定额用水由 4郾 15 分 / m3 调整为 5郾 05 分 / m3,用价

格杠杆促使全社会重视节约用水。
d. 推广节水新技术。 推广水稻节水高产控制

灌溉技术。 根据水稻不同生育阶段需水特点,以土

壤含水量的 60% ~80%作为下限控制指标,确定灌

水时间和灌水定额,采取“薄、浅、湿、晒冶灌溉。 已

从最初的 0郾 045 万 hm2 发展到 0郾 45 万 hm2。
e. 建立渠道水位遥测信息系统。 投资 40 万元

建立了干渠水位遥测信息系统,各大干渠口和重要

交接水断面的水位水量随时可从微机中查看,并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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理调配水量。 投资 1 211 万元,在美利渠灌区引入

了自动化的测水、量水设施并配置自动化水费终端

管理系统以及斗口自动化控制、监测系统,使美三支

干渠实现了自动化控制与计量,闸门远程自动化启

闭,支渠水位自动记录传输,软件系统自动计算水量

及水费。

3摇 节水综合效益

在香山、永大线新增节水灌溉面积2郾 73 万 hm2,用
水 3000m3 / hm2,节约用水量巨大。 在自流灌区发展

高效节水灌溉示范区 45 个,共 0郾 96 万 hm2,节水

400 m3 / hm2。 发展 0郾 57 万 hm2 日光温室大棚,节水

200 m3 / hm2。 发展地膜覆盖面积 0郾 33 万 hm2,节水

3 000m3 / hm2。 发展水稻控灌 0郾 45 万 hm2,节水

200m3 / hm2。 一年总计节水9800 万m3,按400m3 / hm2 定

额计算,可供给新增的 1郾 63 万 hm2 农田灌溉。 商品

水率由 59%上升到 87郾 4% ,粮食产量逐年增长。
节水灌溉示范区的建成,实现了 3 个转变。

淤带动了土地流转和规模化、集约化经营,土地流转

面积已累计达到 1郾 69 万 hm2,实现了由分散经营向

集约化经营转变。 于引导和培育了 30 多家企业、合
作社从事枸杞、供港蔬菜、优质玉米等主导产业的标

准化生产,实现由传统农业向现代农业的转变。
盂走出了一条农业节水支持工业发展的新途径。 老

灌区 0郾 96 万 hm2 节水灌溉示范区建成后,平均节水

400 m3 / hm2,节水率 50%,总节水量 5 760 万 m3。 通

过农业节水将实现水权转换,有效解决工业用水紧缺

的矛盾,实现由高耗水农业向高效节水农业的转变。

4摇 发展节水灌溉存在的问题

a. 对高效节水型农业的认识不够。 目前发展

节水灌溉规模很大,但对节水型效益农业的研究缺

乏一个统一的认识,没有一个专门班子研究节水效

益农业的问题。 节水工程投资都是国家投资,用水

户对节水的积极性不高。 用水户节水水费远不足于

投资节水所需费用,如果国家不给补助,用水户有可

能恢复大水灌溉。 节水工程设计针对种植玉米、供
港蔬菜、枸杞、苜蓿灌溉,而旱茬连作不能超过 4 年,
否则会使黏土土壤板结、病虫害发生,造成减产,如
果要倒茬,换不同品种,稻旱轮作,但水工程还没有

环环配套。
b. 发展高效节水农业的整体效益尚未充分发

挥。 在节水的工程措施与农艺措施、生物措施的结合

上不够紧密,整体效益不能充分发挥,很多措施的应

用,还必须考虑土壤、耕作制度、作物品种、稻旱轮作等

问题,否则不仅无法节水,反而降低产量和提高成本。

c. 在发展高效节水灌溉的同时仍有大量水资

源浪费。 据宁夏区水文局胜金关水文站测量,第一

排水沟和九排每年有 1郾 8 亿 m3 水排入黄河。 这些

水资源是各排水沟排出的农田灌溉排水和地下径流

汇集而成的,流失掉很可惜。
d. 机制体制不顺。 河南所、河北所、北干渠所、

农村饮水管理站 4 个水管单位归沙坡头区农牧科技

局管理,因为没有水字,水利部、水利厅核项目、拨款

很为难。 灌溉管理所实行自收自支,靠收水费发工

资,认为节水越多,收的水费越少,工资无保障,对发

展节水灌溉的积极性不高。

5摇 发展节水灌溉的对策与建议

a. 加强水资源统一管理。 水行政主管部门要

建立水资源统一管理体系,确保流域内各行业的用

水,合理配置水资源。 要充分利用行政、法律、经济

等手段确保有限的水资源可持续利用。
b. 大力推广田间节水新技术。 节水措施越来

越细化,在田间工程方面推广小畦灌溉、沟灌、膜下

灌等灌水技术。 因地制宜地推广喷灌、滴灌等高效

节水技术,对缓解水资源供需矛盾,保持农业和社会

经济的持续发展具有重要作用。 建设第一排水沟和

九排截水调水工程优化配置水资源。 建议在第一排

水沟和九排筑坝建设截水工程,将流失的 1郾 8 亿 m3

的水资源变废为宝,调入镇罗、宣和地区灌溉或工业

用水,在一定程度上解决下游水资源紧缺状况,实现

水资源优化配置。 在“十三五冶期间开挖北干渠挡

浸沟和南山台山下挡浸沟,降低地下水,防止滋生盐

碱化,保护老灌区提质增效。
c. 理顺体制。 建议成立沙坡头区水务局,实行

水费收支两条线,全额预算,财政发工资,以解决水

管单位职工的后顾之忧,调动积极性,万众一心,全
力发展节水灌溉。

d. 开展水权交易。 鉴于河北灌区有黄河农业

取水许可水权,美利工业园区工矿企业无黄河取水

水权的现状,建议应当率先在河北灌区与美利工业

园区工矿企业之间开展水权交易试点,为中卫市建

立普遍的水权交易创造示范和引领条件,加快建立

全市水权交易市场。

6摇 结摇 语

中卫市沙坡头区采取多种措施节水,效益十分

显著。 实践证明,发展节水灌溉,科学高效地利用水

资源,提高每一方水的产出率,对于保证农村经济和

农民收入的持续增长、促进国民经济健康发展都是

极其重要的。 因此,发展高效节水 (下转第 35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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水分利用效率变化规律出现先降低,然后增加

再减小的变化趋势,T6 的水分利用效率最低,仅为

1郾 44 kg / m3。 水分生产率最高的是 T1,但是 T1 玉

米最终的经济产量仅为 4 409郾 2 kg / hm2,这可能与

T1 的灌水定额最小有关,而 T9 虽然其产量最高,达
到 8611郾 2 kg / hm2,但其水分利用效率为 1郾 64 kg / m3,
低于 T7 与 T8,说明过多的灌水量不仅不能明显提

高产量,而且其水分利用效率较低,因此合理的灌溉

制度对于节水灌溉、提高水分利用率具有重要的意

义。

3摇 结摇 语

灌水定额不论对土壤含水量还是玉米耗水、产
量及水分利用效率均有不同程度的影响,对土壤含

水量、产量及玉米耗水量基本表现为正比例关系。
但是从水分利用效率的角度来看,并不是灌水量越

大越好,T7 水分生产率最大,取得了节水和保产双

重效应。 不同生育期阶段玉米对缺水的反映并不相

同,有研究表明,在苗期适当缺水蹲苗将有利于后期

同化物的积累,在抽穗一期 灌浆期缺水对玉米产量

的影响最大,不同生育期阶段的水分亏缺对玉米产

生不同生理效应,但是持续的水分胁迫对玉米产量

的影响不是各生育期阶段的简单叠加,而是更为复

杂的生理机制。 因此,研究水分亏缺对玉米生长发

育及生理机制的影响,有助于促进对玉米节水灌溉

原理和技术的认识,以及为在西北内陆干旱地区指

导玉米种植和制定灌溉制度提供参考依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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灌溉是沙坡头区农业发展的必然选择,全社会必须

为此做出长期而艰苦的努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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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简讯·

《水资源保护》主编王沛芳教授荣获国家科技进步一等奖

2017 年 1 月 9 日,2016 年度国家科学技术奖励大会在北京隆重举行。 《水资源保护》主编王沛芳教授主

持的“生态节水型灌区建设关键技术及应用冶获国家科技进步一等奖。
王沛芳教授领衔的“生态节水型灌区建设关键技术及应用冶研究团队针对我国农业面源污染防控和水

资源节约重大需求,创建生态节水型灌区建设理论方法体系,构建节水减污和面源防控四道防线系统,发明

水肥精准施用设备、便携式水质净化器等核心技术和创新装置,开发灌区智能监控管理系统,攻克灌排系统

与面源防控相耦合的关键技术瓶颈,在新技术的工艺、结构、材料和装备方面取得重大原创性突破。 成果广

泛应用于灌区规划设计和建设运行中,取得了重大社会经济与生态环境效益。
本刊编辑部摇 供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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