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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疆大中型灌区骨干节水改造概算编制与综合对策分析

丁 鹏

新疆哈密市水利局 新疆 哈密 839000

摘 要：随着时间推移，很多灌区的水利工程受损严重，且能力不足以匹配灌区规模发展，必须进行维修改造。

以新疆某团老旧灌区水利维护工程为例，首先给出了概算的基础单价，得出项目所做概算准确数值，提出推进农业水

价综合改革措施，最后进行了效益分析。结果表明该措施可有效控制项目成本，也可为类似工程概算编制提供参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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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言：针对大中型灌区骨干工程概况和存在的问题，

对节水改造项目概算编制，通过落实灌区用水总量，完善

农业水价形成机制，创新灌区运行管理机制，提高灌区灌

溉水利用,节约灌区有限水资源,缓解农业灌溉缺水现状,提高

了灌区的生产水平，为灌区经济的持续发展提供了保障。

近年来，随着兵团南疆大中型灌区的水利骨干工程

设备陈旧老化，不能按设计流量正常运行，导致常年供

水能力不足，影响了群众的农业生产生活。该灌区骨干

工程不仅有效解决迫在眉睫的主要问题，还能够大力缓

解灌区对实现区域水资源合理配置的迫切性，为现代农

业发展及乡村振兴对灌区供水保障服务的需求[3]。

灌区建筑物年久失修破损老化普遍存在

由于灌区经过长达20余年时间的节水改造，在此期间

建设标准和内容都发生了巨大的改变，原有规划难以按期

完成，例如河套灌区骨干工程衬砌仅完成了规划的40%左

右。许多灌区存在着建筑物年久失修、破损老化的问题，

不能满足当下的需求。除此之外，由于许多工程建设较

早，运行时间过长，缺少定期检修保养，不断出现新的问

题。因此，大部分灌溉水源工程、骨干灌溉工程及其配套

设施亟需进行升级改造，提高节水灌溉能力。

灌区信息化工程滞后

当前大部分灌区已在计量和观测等方面实现信息化管

理和建设，对于实现灌区整体信息化还存在很大距离。根

据最近对我国灌区的调查发现，灌区斗口计量设施安装量

在60%左右，后续维保时间为1年，对于相关信息化设施设

备的使用管理等方面缺乏技术人才和财政支持。

水价均未达到运维成本

经调查发现，当前部分灌区存在着执行水价持平或

低于灌区运维成本的情况，已经按照成本价调整水价的

灌区，仍然存在着水费收缴困难的问题。因此，需加大

实施灌溉工程运行维护费用精准补助政策，对于完成了

节水目标而因政策水价产生的经费缺口由政府财政足额

弥补，确保农业节水工程良性运行。

维修养护经费筹集困难

缺少维修养护经费是我国大部分灌区存在的共性问

题，许多灌区缺少财政支持，经费来源渠道狭窄，无法

保证灌区的运行和发展，应进一步完善扶持体系，加强

对群管组织的扶持力度，在加强政府政策扶持的同时，

引入市场机制，创新投资模式，拓宽经费来源渠道。

材料预算价格

主要材料预算价格。材料原价：钢筋、水泥 砂石料

等材料原价主要询问市场价（不含税价格）。采购及保

管费率见表1。

序号 材料名称 费率（%）

1 水泥、碎（砾）石、砂、块石 3.3

2 钢材 2.2

3 油料 2.2

4 其他材料 2.8

主要材料基价依据（办水总〔2016〕132号）规定计

入见表2。

序号 材料名称 单位 基价（元）

1 柴油 t 2990

2 汽油 t 3075

3 钢筋 t 2560

4 水泥 t 255

5 炸药 t 5150

6 砂石料 m3 70

7 商品砼 m3 200

其他材料预算价格。其他材料预算价格参考当地建

筑工程造价管理部门发布的建设工程材料信息价加至工



109

水利电力技术与应用·

地的运杂费计算[2]。原价和运杂费依据（办水总〔2016〕

132号）除以1.03的调整系数。施工用电：根据施工组织

设计提供的资料考虑采用柴油发电机发电。施工用水：

根据施工组织设计提供的施工方法，就近从渠中取水拉

运平均运距100m。

预备费

如表3所示，预备费包括基本预备费和价差预备费。

本工程施工期一年内完成，物价上涨指数为0%，不计

取涨价预备费。工程单价缺项部分参照相关定额进行补

充。工程所需主要建筑材料购进地点如下：

普通水泥水泥、抗硫水泥可在喀什市水泥厂购买，

1标段平均运距为135km，2标段平均运距为140km。钢

材、木材等其他材料可在麦盖提县购买：1标段平均运距

为55km，2标段平均运距为60km。砂石骨料：砼粗、细

骨、建筑物基础换填砂砾石料场选择在莎车县依盖尔其

砂砾石料场，1标段平均运距为110km，2标段平均运距为

120km。就近土料位于渠道两侧的空地取土，外借土料场

位于2连东面、8连东南面、4连东南面、20连西北面、18

连东北面、23连东面、14连西面、15连东面，1标段平均

运距为5km，2标段平均运距为5k，。风积砂料场位于2连

东面、6连北面、18连北面、15连东面 标段平均运距为

8km，2标段平均运距为8km。

工程分类 河道工程

序号 其他直接费 计算基础 建筑工程(%) 安装工程(%)

1
冬雨季施工增

加费
基本直接费 3 2

2 夜间施工增加费 基本直接费 0.3 0.5

3
特殊地区施工增

加费
基本直接费

续表：

工程分类 河道工程

序号 其他直接费 计算基础 建筑工程(%) 安装工程(%)

4 临时设施费 基本直接费 1.5 1.5

5 安全生产措施费 基本直接费 1.2 1.2

6 其他 基本直接费 0.5 1.0

合计 6.5 7

间接费：按河道工程（堤防工程）标准计取（见表4）

工程分类 河道工程

序号 工程类别 计算基础 费率(%)

一 建筑工程

1 土方工程 直接费 4

2 石方工程 直接费 8.5

3 砂石备料工程（自采） 直接费 5

4 模板工程 直接费 6

5 砼浇筑工程 直接费 7

6 钢筋制安工程 直接费 5

7 钻孔灌浆工程 直接费 9.25

8 锚固工程 直接费 9.25

9 疏浚工程 直接费 6.25

10 其他工程 直接费 7.25

二 设备安装工程 人工费 70

骨干节水改造投资概算

投资概算主要包括建筑及安装工程费、勘测设计

费、建设管理费、不可预见费等。建设管理费包括建设

监理费、建设单位管理费等，以建筑及安装工程费为基

础按市场价或本省有关规定概算[1]。主要材料预算价格计

算表如表5所示。

序号 名称及规格 单位 单位毛重 每吨运费(元) 原价 运杂费
采购及保

管费

运到工地分仓库

价格
运费 预算价格

1 汽油 t 1 16.31 9100.00 16.31 200.56 9116.31 16.31 9316.87

2 柴油 t 1 16.31 7460.00 16.31 164.48 7476.31 16.31 7640.79

3 钢筋 t 1 23.30 4137.00 27.30 91.61 4164.30 23.30 4255.91

5 钢板 t 1 23.30 4141.00 27.30 91.70 4168.30 23.30 4260.00

5 普通水泥 t 1 54.37 450.00 58.37 16.78 508.37 54.37 525.15

6 抗硫水泥 t 1 54.37 624.00 58.37 22.52 682.37 54.37 704.89

7 木材 m3 0.75 23.30 1446.00 21.48 40.36 1467.48 17.48 1507.84

8 砂 m3 1.55 40.78 43.00 65.20 3.57 108.20 63.20 111.77

9 卵石 m3 1.65 40.78 40.00 69.28 3.61 109.28 67.28 112.89

10 砂砾石 m3 1.7 40.78 12.00 71.32 2.75 83.32 69.32 86.07

11 风积砂 m3 1.65 6.21 2.00 12.25 0.47 14.25 10.25 14.7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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落实灌区用水总量控制定额管理制度。在完善灌区

量测水体系基础上，努力实现灌区用水有监控、节水有

考核，探索实施地方政府农业节水回购制度。完善农

业水价形成机制。在农业供水成本核算基础上，充分挖

掘农业水价调整潜力，充分发挥价格杠杆作用，对于水

价难以调整到工程运行成本的，应建立稳定的工程运行

维护补贴机制，确保水费收入加上补贴达到工程运行成

本。创新灌区运行管护机制。深入推进灌溉工程管养分

离，因地制宜采取政府购买服务等方式，明晰工程产

权。发挥灌区末级渠系运行管理主体作用。大中型灌区

末级渠系工程全部实施后，不仅取得了较好的经济效

益，其社会效益也较为显著。

通过减少建筑物和渠道渗漏，提高渠系水利用效

率，一方面，渠道衬砌使横断面减小，能够实现土地效

益最大化；另一方面，灌溉用水量减少，有利于农民降

低灌溉成本，落实减负增收可持续发展绿色农业。节水

工程是实现农业生产一体化的助推器，为农业结构的调

整提供有力保障，促进农业发展现代化。节水工程有力

推动灌区基础设施建设，优化人居环境。大中型灌区末

级渠系工程带动沟渠清淤及村镇道路建设，对建筑物进

行改造升级，重塑灌区功能齐全、设计美观的新面貌。

总之，在节水工程建设过程中，始终坚持绿色生态

理念，贯彻节水灌溉工程的落实，能够减少化肥、农药

流失量，有效减少水质污染；有效防止土壤次生盐碱

化，实现农业绿色化、现代化。同时，节水工程实施始

终坚持水利工程与农田林网、道路建设相结合，着眼于

现代绿色农业发展，在改善生态环境的同时，打造良好

的人居环境，改变灌区农民群众精神面貌，真正实现新

农村、新农业、新农民的发展路径。

结语

水利工程是灌区建设的基础,但随着时间推移,很多灌

区的水利工程受损严重,且能力不足以匹配灌区规模发展,

必须进行维修改造。综上所述，目前兵团南疆大中型灌区

水利工程在建设过程中仍然存在许多问题，如工程总量不

足、基础设施设备老化失修、管理不足等亟待解决。并且

深度节水的绿色农业工程仍需逐步实现，这就要求以兵团

南疆大中型灌区作为大中型灌区的代表，打造成节水型灌

区示范工程。具体而言，一方面要建设完整灌区骨干输配

水设施，并建立完备的管理机制，进一步提升灌区整体工

程水平。另一方面，加强灌区信息化建设的推进力度，充

分应用现代化信息技术，完成自动量测水技术设施的改造

升级。同时，着力综合治理工作深度开展，用科学管理模

式助推现代化节水型灌区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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