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广西大中型灌区现代化管理与制度探索

苗 强1 周玉管2

广西桂禹工程咨询有限公司 广西 南宁 530023

摘 要：本文针对广西大中型灌区，深入探讨其现代化管理与制度建设。通过分析广西大中型灌区的现状与面临

的挑战，阐述现代化管理理念与关键技术在灌区管理中的应用，研究适合广西特色的灌区管理制度体系，包括组织管

理、用水管理、工程管理、资金管理等方面，并提出推进广西大中型灌区现代化管理与制度建设的策略与建议，旨在

为提升广西大中型灌区的管理效能、保障农业灌溉用水安全与水资源可持续利用提供借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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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引言

1.1  广西大中型灌区基本情况
广西目前大中型灌区有367个，在全区灌溉体系中占

据重要地位。大中型灌区设计灌溉面积达1656.5万亩，有
效灌溉面积为1168.9万亩。*
广西大型灌区有11个，分别为合浦灌区、洪潮江灌

区、钦灵灌区、达开灌区、武思江灌区、六陈灌区、五

化灌区、龟石灌区、青狮潭灌区、峻山灌区以及右江灌

区，总耕地面积为580万亩，设计灌溉面积440.9万亩，有
效灌溉面积达343.6万亩。中型灌区有356个，设计灌溉面
积为1215.9万亩，有效灌溉面积825.3万亩。
目前广西大中型灌区的管理机构有303个，管理人数

6953人，管理面积803.5万亩；灌溉试验站网6个，基层水
利站1018个，管理人数2684人，准公益性水利专业化服
务队33个，服务的灌溉面积346.76万亩。

1.2  广西大中型灌区续建配套与农业水价综合改革
情况

2000~2020年，广西有61个中型灌区列入国家中型灌
区续建配套与节水改造项目，经过20年的建设，广西大
中型灌区续建配套与节水改造建设取得了明显成效，工

程安全性能的提升使灌溉条件得到了根本性改善，提高

了灌溉保证率。大型灌区有效灌溉面积从1998年的282.1
万亩，增加到343.67万亩，实际灌溉面积从1998年的
254.6万亩，增加到286.70万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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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四五”期间广西大中型灌区的建设重点是大型灌

区五化灌区续建配套与现代化改造以及15个中型灌区续
建配套与节水改造项目。其中五化灌区项目总投资4.6亿
元；15个中型灌区改造项目总设计灌溉面积93万亩，项
目总投资10.81亿元。
广西农业水价综合改革任务面积为2469.10万亩，

“十三五”期间，广西累计开展农业水价综合改革面积

581.30万亩，剩余1887.80万亩改革任务要在“十四五”
期间全面完成。截至2023年年底，广西累计实施改革面
积2001.36万亩，其中大型灌区372.22万亩，中型灌区
570.42万亩。

1.3  大中型灌区目前存在的问题
（1）灌区改造资金缺乏
广西大中型灌区建设主要依靠中央和自治区专项资

金，由于地方财政困难，市县建设资金难以落实，灌区

建设相对滞后。2000～2024年期间，仅76个中型灌区得
到续建配套改造，“十四五”期间仅有1个五化灌区得到
续建配套改造。从数量上分析，中型灌区改造数量占比

为21.3%，大型灌区改造数量占比为9% ，“十四五”期
间预计投入资金120亿元，远远达不到需要的资金需求。
（2）水价标准低与水费征收困难
为减轻农民负担，农业灌溉用水价格定价低，现行

水价不到成本价的30%。水价未达供水成本原因包括末级
渠系标准低、损毁率高、农业用水效益低、农民承受能

力有限、管理粗放等。同时，农民对水费存在误解，拖

欠或拒交水费，导致水费平均收取率仅为30%左右，新水
价难以到位，水费收入减少。

（3）信息化水平低
目前，广西大中型灌区信息化建设相对滞后。信息

采集手段有限，多依赖人工观测，数据准确性和及时性

难以保证。信息化系统集成度低，各业务系统之间数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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共享困难，无法为灌区管理决策提供全面、准确、及时

的信息支持。例如，在灌溉调度方面，由于缺乏精准的

土壤墒情、气象等信息，难以实现科学合理的灌溉水量

调配。

2��大中型灌区现代化管理理念与技术

（1）高效节水灌溉技术
喷灌技术，是通过压力将水输送到喷头，再利用喷

头将水雾化成细小水滴，像降雨一样洒落在灌溉区域。

这种喷洒方式可以使水均匀地分布在土壤表面，保证植

物能够均匀地吸收水分。通过精确控制喷头的射程、流

量和喷洒角度等参数，能够根据不同作物和土壤类型的

需求进行灌溉，从而提高灌溉的精准性。

滴灌技术，在灌区地面铺设滴灌带或滴灌管，水通

过滴头直接滴在作物根系周围的土壤表面。滴灌能够根

据作物的需水情况精确控制水量。节水效果明显，在

灌区中可减少水分蒸发和深层渗漏，通常可节水 50% - 
70%。同时，由于滴灌直接将水供应到根系，能为作物创
造良好的水分环境，有利于提高作物产量和品质，适用

于灌溉经济作物[1]。

（2）渠道防渗与管道输水技术
渠道衬砌通常采用混凝土衬砌，将混凝土浇筑在渠

道的内壁和底部，形成一层防渗层。它可以有效阻止渠

道内的水渗漏到土壤中。提高渠道输水效率，减少输

水过程中的水量损失，一般可使渠道水利用系数提高

0.3~0.5。而且能够增强渠道的耐久性，降低渠道的维修
成本，延长渠道的使用寿命。在各种以渠道输水为主的

灌区中广泛应用。

管道输水技术是利用管道代替传统的土渠输水，将水

从水源地直接输送到灌区的田间。管道输水过程中的渗漏

和蒸发损失极小，同时管道输水可以根据灌区的需水情况

灵活调配水量，流速也可以通过阀门等设备进行调节。适

用于各种规模的灌区，特别是在地形复杂、需要远距离输

水的灌区优势明显。在山区丘陵地区，管道输水可以克服

地形高差等不利因素，将水高效地输送到田间。

（3）信息化管理技术
建立智能灌溉监测系统，通过在灌区安装传感器，

实时采集水位、流量、土壤墒情、气象等数据，并利用

物联网技术将数据传输至管理中心。管理人员可通过手

机或电脑终端远程监控灌区运行情况，实现灌溉自动化

控制，根据作物需水情况和土壤墒情自动调节灌溉水量

和时间，提高灌溉水利用效率[2]。

（4）智能化决策支持系统
利用大数据分析和人工智能技术，对灌区多年的运

行数据、气象数据、作物需水数据等进行挖掘分析，建

立灌区水资源优化配置模型、灌溉制度优化模型等智能

决策模型。这些模型可以根据不同的目标和约束条件，

如水资源总量、作物生长阶段、灌溉效益最大化等，为

灌区管理决策提供科学依据，例如制定最优的灌溉计

划、确定合理的水价策略等[3]。

大中型灌区现代化管理理念与技术框架见图1。

图1��大中型灌区现代化管理理念与技术框架图

3��广西大中型灌区管理制度体系建设

（1）组织管理制度
明确灌区管理机构的职能定位，整合现有管理部门

资源，建立统一高效的灌区管理组织架构。设立专门的

工程管理、用水管理、信息化管理等部门，明确各部门

职责与权限，避免职能交叉和推诿扯皮现象。

加强人才队伍建设，引进和培养一批既懂水利工程

又懂信息技术、管理科学的复合型人才。定期开展员工培

训，提高管理人员的业务水平和综合素质，建立健全人才

激励机制，充分调动员工的工作积极性和创造性[4]。

（2）用水管理制度
实行总量控制与定额管理相结合的用水管理制度。

根据灌区水资源承载能力和农业生产用水需求，确定灌

区用水总量控制指标，并将指标分解到各用水户协会或

用水单元。同时，制定不同作物、不同灌溉方式的用水

定额标准，引导用水户节约用水。

建立健全水权交易制度。在明确用水户初始水权的

基础上，鼓励用水户之间开展水权交易。通过市场机制

调节水资源的分配与利用，提高水资源的配置效率。例

如，用水户在节约灌溉用水后，可以将多余的水权转让

给其他用水户，获取相应的经济收益。

（3）工程管理制度
建立完善的工程建设管理制度，严格执行工程建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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项目法人责任制、招标投标制、建设监理制和合同管理

制。加强工程建设质量监督与管理，确保新建和改造工

程设施质量达标。

制定工程运行维护管理制度，明确工程设施的日常

巡查、维护保养、维修加固等工作流程和标准。建立工

程设施档案，对工程设施的建设、运行、维护等信息进

行详细记录，为工程管理和更新改造提供依据。同时，

设立工程维护专项基金，保障工程设施维护资金的稳定

来源[5]。

（4）资金管理制度
拓宽灌区建设与管理资金来源渠道。加大政府财政

投入力度，争取中央和地方财政对灌区现代化建设与管

理的专项资金支持。同时，积极引导社会资本参与灌区

建设，如采用公私合营（PPP）模式，吸引企业投资灌区
的节水改造、信息化建设等项目。

建立健全资金使用监管制度。加强对灌区建设与管

理资金的预算编制、资金拨付、使用审计等环节的监

管，确保资金专款专用，提高资金使用效益。

大中型灌区现代化管理与制度体系框架见图2。

图2��大中型灌区现代化管理与制度体系框架图

4、推进广西大中型灌区现代化管理与制度建设的策
略与建议

（1）加强政策支持与引导
政府应出台相关政策法规，明确广西大中型灌区现

代化管理与制度建设的目标、任务与要求，为灌区现代

化建设提供政策保障。例如，制定灌区信息化建设补贴

政策、鼓励社会资本参与灌区建设的优惠政策等。

（2）强化技术研发与推广
加大对灌区现代化管理技术研发的投入，鼓励高

校、科研机构与灌区管理单位合作开展技术创新。建立

技术推广平台，及时将先进的管理技术和设备推广应用

到广西大中型灌区，提高灌区现代化管理水平[6]。

（3）促进区域交流与合作
加强广西与国内外其他地区在灌区管理与制度建设

方面的交流与合作。学习借鉴先进地区的成功经验和做

法，结合广西实际情况进行消化吸收和创新应用。例

如，组织管理人员到发达地区的现代化灌区参观学习，

开展国际合作项目，引进国外先进的管理理念和技术。

结论

广西大中型灌区现代化管理与制度建设是一项长期

而复杂的系统工程。通过深入分析广西大中型灌区的现

状与挑战，积极应用现代化管理理念与技术，构建完善

的管理制度体系，并采取有效的推进策略与建议，可以

显著提升广西大中型灌区的管理效能，提高灌溉水利用

效率，保障农业灌溉用水安全，促进广西农业可持续发

展和水资源的可持续利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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