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漳河水库节水型生态灌区建设与发展对策研究 

柳小恒 李修磊 陈崇德
1
 

（湖北省漳河工程管理局，湖北 荆门 448156） 

【摘 要】：依据漳河水库灌区建设与发展的现状以及实现现代化节水型生态灌区的必要条件，提出了漳河水库

节水型生态灌区建设的内涵、目标要求、总体思路和基本原则，制定了严守红线指标，落实工程治理、保护、维修

和运行调度管理，充分发挥灌区工程生态功能和综合效益、建设绿色水利基础设施，提升水利基础设施智慧化、现

代化等综合性措施。从灌区自身所具有的经济、资源、环境等条件入手，在实施中量力而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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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概述 

漳河水库灌区位于湖北省江汉平原西北部，地跨荆门、荆州、宜昌三市，灌区自然面积 5544km
2
，设计灌溉面积 17.37万 hm

2
，

其中有效灌溉面积 15.57 万 hm2，是以漳河水库为骨干，中小型水利设施为基础，电灌站作补充的大、中、小、微相结合，蓄、

引、提、排相配合的水利灌溉网。漳河水库从 1963—2017 年，55 年间年均向灌区灌溉供水 3.14 亿 m3，同期灌区年均粮食产量

达 95 万 t。目前漳河灌区续建配套与节水改造工程已进行了多期建设，灌区工程与供水状况不但有了极大地改善，而且管理与

运行手段也有了极大的提高，因此，结合灌区的现状和社会经济可持续发展需求，从自然、经济、社会等属性入手，对现代化节

水型生态灌区的建设内涵进行科学研究，并通过管理体制改革，全面提升水利工程管理和公共服务能力；努力把漳河水库灌区建

设成为在节水减污、生态灌排、体系建设等方面具有示范效应的现代化节水型生态示范灌区。 

2 漳河水库节水型生态灌区建设的内涵及原则 

2.1节水型生态灌区建设的内涵 

漳河水库节水型生态灌区是指在满足农业生产、防洪、排涝、水土保持、环境保护等功能的基础上，具备水土资源利用配置

合理、灌排系统布置完善、生态环境健康优美、管理运行体制创新高效等特征，满足灌区可持续发展、实现灌区“自然—社会—

经济—生态”良性循环的现代化灌区[1]。 

2.1.1优化水、土资源配置、利用 

一是灌区水、土等资源实现合理、高效利用；二是实现节水、节地、节能、减排的目标；三是灌溉水质要符合农田灌溉水质

标准，农田退水不对河湖水质造成影响，逐步实现农田排水的循环利用。 

                                                        
1作者简介：柳小恒(1980-)，男，湖北黄冈人，工程师，主要从事水利水电工程管理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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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1.2完善灌排系统布置 

灌区内灌排系统布置合理、完善，运行灵活，达到设计的灌排保障标准；灌排系统设计应满足生态化要求，注重农业面源污

染物、沟道、河流和洼陷湿地系统的截留净化与区域生态环境显著改善，有利于农田系统生物繁衍和生物多样性的提高。 

2.1.3生态环境健康优美 

指灌区内人与自然和谐相处，灌区生态系统健康，基本实现生态上的自我维持和良性循环，具备较高的水肥精准施用和水污

染防控水平，灌区内居民生活污水有效处理和生态农业利用，人们具有较优美的生活和居住环境。 

2.1.4创新管理运行体制 

主要是依法治水、科学管水，降低管理成本，提高运行效率。 

2.2目标要求 

2.2.1近期目标 

至 2020年，合理利用现有水资源，科学配置和完善灌溉设施，基本完成灌排渠系续建和加固改造建设任务，建成标准较高

的灌排工程体系，显著提高农田水利设施完好率，改善灌排系统输水能力。农田排涝能力达到 10年一遇，重点区域达 20年一遇

的标准。灌区灌溉面积恢复到 17.4万 hm
2
，灌溉保证率提高到 82%，灌溉水利用系数由现在的 0.49提高到 0.51，干、支渠生态

衬砌率不低于 20%，农田退水湿地净化率不低于 10%。优先完成灌区信息化系统建设，积极开发和利用各种灌区信息资源，基本

建立灌区工程长效管理机制。 

2.2.2远期目标 

至 2030年，逐步对已有灌排工程进行生态化改造，形成较完善的生态灌排体系。田间节水灌溉和灌溉退水循环利用技术推

广，使灌排系统生态化率和输水能力进一步改善，灌溉保证率由 2020 年的 82%进一步提高到 85%，灌溉水利用系数由规划 2020

年的 0.51 进一步提高到 0.55，干、支渠生态衬砌率不低于 50%，农田退水湿地净化率不低于 15%。全面提升水利工程和生态工

程的管理及公共服务能力，健全水行政执法体系，以信息化带动和促进灌区现代化，全面提升灌区现代化建设的效率和效能。 

2.2.3总体思路 

①依据漳河生态灌区规划目标，结合区域及地方经济、产业及资源规划，以实现灌区资源可持续利用和生态环境良性循环为

目标，对漳河水库节水型生态灌区总体规划布局。②在水土资源配置利用上，通过种植结构调整和土地优化集约利用，提高复种

指数，恢复灌溉面积，水资源利用按照“以需定供”原则优化配置，在满足灌区用水的同时兼顾河道、湿地生态需水，强化预测

和综合平衡利用，厉行节约用水，不断提高水资源循环利用水平[2]。③在生态灌排系统规划上，在维持现有的灌排总体格局的基

础上，以综合治理为指导方针，以水肥高效利用与面源污染物协同控制为理念，以节水为关键，以生态改善为目的，通过分析进

一步优化骨干工程的规模、布置形式和建设模式，重点开展灌溉渠系、排水沟系、渠系建筑物和田间工程规划，提高灌区灌排系

统的生态化率。④在灌区生态环境建设上，规划以灌区渠道、排水沟、水塘、湿地为对象，以面源污染物削减、生态拦截与沟道

修复为重点，通过灌排系统的生态化改造和坑塘湿地系统建设，实现灌区“节水、减污、截留、生态”的目标[3]。⑤在灌区综合

管理方面，规划通过管理运行体制机制的改革优化、灌排系统信息化、灌排服务推广体系建设等工作，建立灌区节水减污和面源

污染治理的长效机制，实现灌区高效用水与水环境整治维护的协调发展，提高灌区综合管理水平和效率，形成生态节水型灌区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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理的最佳模式。 

2.3基本原则 

2.3.1统筹兼顾，全面规划 

分析灌区经济发展、资源利用、环境保护中存在的问题及成因，兼顾局部与整体、当前和长远、资源与环境等各个方面的关

系，规划区域与流域水土资源条件和工、农业发展布局[4]，注重灌溉与排水、工程安全与生态安全、建设与管理、改造与新建等

相结合，并有序实施。 

2.3.2生态优先，节水减污 

始终坚持生态为纲的建设思路，在规划过程中突出南方典型灌区节水减污和生态截流的建设需求，通过节水、减污、截流等

多种手段构筑灌区自然健康的生态环境和宜居的人文环境，一方面为居民生活和社会经济活动提供优质的生态环境，另一方面

通过促进人与自然和谐发展观的普及和提高，推动社会全面进步。 

2.3.3科技引领、节约高效 

体现科技为先的理念[5]，推广新技术、新材料、新设备的应用，以节约灌溉成本、减少面源污染、提高农作物质量和品质，

推进精准、生态和高效农业发展。 

2.3.4因地制宜、突出重点 

根据不同地区特点，确定灌溉发展目标、任务和重点，从实际出发，因地制宜，针对灌区内的产业结构特点、资源禀赋状态

和生态环境条件，分别提出不同的治理对策，有计划、有重点地推进灌区重点工程建设。 

2.3.5高效利用、科学发展 

加强灌溉制度设计和技术推广，大力发展高效节水灌溉。 

2.3.6依法治水、建管并举 

坚持依照相关法律规章进行农田水利规划、建设及管理，坚持建设和管理两手抓，健全体制、完善机制、强化法制，推进农

田水利管理体制改革，逐步形成建、管、养、护一体的水利工程良性运行机制，在强化管理中优化服务，在优化服务中强化管理，

充分发挥水务行业监管的作用，不断提高农田水利现代化管理水平。 

3 漳河水库节水型生态型灌区建设措施 

3.1严守红线指标 

3.1.1水资源控制管理 

①结合漳河灌区水资源开发利用现状、经济发展现状及未来规划，合理制定用水强度控制指标，健全用水强度控制指标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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系；②评价水资源的承载能力，研究约束条件，量化水资源分配，不断改进调度工作，实施最严格的水资源管理制度；③推进农

业、工业、生活各项节水措施的进一步落实，开展调水工作的研究，制定用水、排水的各项应急预案，探索高效用水的激励机制，

修复水生态环境。 

3.1.2生态水量保障 

①满足水库下游河道生态用水量的需求，根据《河湖生态需水评估导则》(SL/Z479-2010)的规定以及漳河水库多年平均来水

量的情况，同时兼顾水库灌区、泄洪影响区用水需求及漳河水库代燃料工程生态任务，当水库水位在 118m以上时，依据下游河

道生态需水要求供水；当水库水位在 118～116m之间时，下游河道以年平均流量的 30%进行生态供水；当水库水位在 116～-114.5m

之间时，下游河道以年平均流量的 20%进行生态供水；当水库水位在 114.5m 以下时，下游河道以年平均流量的 10%进行生态供

水；②保证灌区生态水量。竹皮河实行全年补水，每年 6月至 10月补水流量 2～3m3/s，其余时间补水不大于 2m3/s。 

3.1.3敏感生境与物种保护 

出台珍稀水生生物保护措施并落实。建设珍稀桃花水母、中华秋沙鸭等水生动物自然保护区和水产种质资源保护区，开展自

然保护区规范化建设，设立补充界牌和标志塔，新建实时视频监控系统，完善水生生态和渔业资源监测设施、设备。加大河漫滩、

湖泊、岸线、河口滩涂等生物多样性保护与恢复，科学评估涉水新建项目对生物多样性的影响，督促有关建设项目严格落实生物

资源保护与补偿措施。 

3.1.4水系连通性保护与恢复 

①工程措施：清除河道行洪障碍，恢复湿地河滩，控制点面污染源，采用生态型护岸结构，提高水体天然水生植被的覆盖率

等，如打通二干渠与三星寺水库之间的连接通道，清除乌盆冲、杨家冲水库与下游行洪河道的各种障碍，对渠道进行生态护坡

等。②非工程措施：研究并不断改进水库调度运行方式与手段，建立跨行业、跨部门的协商合作机制，推动用水户参与用水管理，

建设用水监测网，确保有限的水资源高效利用。 

3.2治理保护修复综合措施和工程运行调度管理措施 

3.2.1治理保护修复综合措施 

①持续推进并不断加强生态功能区保护工程的建设。如利用卫星遥感监测技术、无人机等，强化重点生态功能区生态环境监

管[6]，实施天然林资源、湿地保护、退田还湖和自然保护区建设等工程。②加快实施森林生态系统保护措施。如约束天然林的采

伐，强化生态公益林建设和天然林保护，突出重点区域水源涵养林建设，提升重点防护林防护减灾功能。③落实湿地生态保护与

修复的各项措施。如严禁围湖、拦汊，并有序退田还湖、还库，做好湿地生态保护与修复等。④推进“河长制”管理制度的落实，

制定并实施“一河(湖)一策”，全面推进中小流域综合治理，加快研究河湖健康评价体系，逐步修复和恢复流域健康生态系统。

⑤加大力度实施饮用水水源保护方案。如水源地区域内环境的综合整治，工矿企业、农业、旅游、居民生活等排污的监督管理，

以及水政执法与应急管理等。⑥建设灌区渠(河)道生态绿化带。在渠道岸坡绿化的规划设计中，科学搭配乔、灌、草三层绿化物

种和巧妙布局小景点，改善渠道生态环境，达到绿化景观与周围环境协调一致并融为一体的人、水、自然和谐共处的目标。⑦推

进水土保持建设。充分发挥续建配套与节水改造工程的水土保持效益，控制地表径流冲刷侵蚀两岸水土，降低入渠洪水的浑浊度

和拦蓄入渠洪水量，减少地表径流对水利工程设施的破坏，同时提高渠道生物多样性。 

3.2.2工程运行调度管理措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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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优化水库调度。对控制性水库的管理，不能仅仅围绕水库调度、工程设施管理和经营管理等传统的水库管理方式，而是要

从有效、严格管理角度，更加重视全流域的水资源综合管理，水库功能管理要将服务于防洪、灌溉、发电、城市供水等目标向生

态环境、社会经济、可持续发展等综合目标转变。将库区管理与水库流域、用水区的经济发展、社会进步、河流健康等方面有机

结合起来，最大程度地发挥控制性水库对灌区可持续发展的保障能力。②通过改革优化管理运行体制机制，加强灌排系统信息

化、灌排服务推广体系建设工作，其中信息化是灌区现代化的基础和重要标志，建立灌区节水减污和面源污染治理的长效机制，

实现灌区高效用水与水环境整治维护的协调发展，提高灌区综合管理水平和效率，形成生态节水型灌区的最佳管理模式。③按照

“建管并举”的治理思路，采取有效措施，巩固现有成果，推动各项治理工作的深入发展，促进灌区社会经济的持续发展与进

步。 

3.3充分发挥灌区工程生态功能和综合效益 

3.3.1减轻或消除灌区工程对生态环境的不利影响 

灌区工程对生态环境影响主要表现在对生物多样性的影响，农药、化肥大面积的使用对生态环境的影响，灌区建设对局部气

候的影响，灌区土地开垦对生态环境的影响，部分地区过度引水灌溉对生态及其他需水的影响，灌溉引水对河道水文条件变化的

影响等。要对这些影响因素进行逐项分析、拟定综合治理方案，并持续推进，落实到位。 

3.3.2建设现代化节水型生态观光型灌区 

结合周边的环境治理，将灌区建筑物功能结构进行美化设计，将建筑美学、人水和谐理论应用于灌区景观建设中[7]。 

3.4建设绿色水利、智慧水利、现代水利 

3.4.1工程节水 

主要是做好建筑物配套、渠道防渗，土地平整，河、湖、库、塘连通，用水计量设施等建设与管理。 

3.4.2管理节水 

在巩固改革发展成果的基础上，继续将管理体制改革推向深水区，同时实施以水定需的管理节水措施等。 

3.4.3技术节水 

因地制宜地调整农业种植结构与改进耕种技术，继续与国内、外高等院校、科研院所合作，在地方政府的指导下，做好节水

技术的研究与推广应用。 

3.4.4信息化管理 

以灌区水资源优化配置和智能决策为目标，进一步优化水资源调度、灌溉制度等模型的研究，实现灌区用水智能化管理。 

3.4.5灌区水文化建设 

适度打造水利景观，建设滨水乡村；挖掘灌区悠久的文化历史，弘扬灌区先进文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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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结语 

目前漳河水库灌区面临着水资源趋紧、水污染严重、水生态环境退化的严峻形势，因而建设现代化节水型生态灌区，主要是

尊重现实，顺应自然，把保护自然和生态文明理念融入水利工程建设与管理的全过程，并真正落实到位，实现人水和谐、永续发

展的现代化节水型生态灌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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