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井渠结合灌溉理论主要是根据我国实际情况而提出的

一种节水灌溉方式, 其在农业灌溉过程中具有良好的针对

性和适用性, 这种灌溉模式不但对灌区的节水改造具有积

极的作,而且能够有效保护灌区的土壤,避免灌区出现土壤

盐碱化问题, 为了使部分区域的缺水问题得到有效的改善,

各灌区都应该以自身为出发点,根据灌区的自然条件,以节

水为主题对灌区实施改造计划, 使井渠结合灌溉技术能够

得到有效的应用,从而在农业生产当中实现可持续发展。

1运用井渠结合灌溉管理模式的必要性

1.1能够对灌区水资源进行充分的利用

在大中型灌区当中开展续建配套活动, 能够有效降低

灌溉过程中的渗漏及浪费问题, 但改建之后仍然不能忽视

渗漏损失问题, 主要是因为大中型灌区的渠道级数较多而

且输水渠线都比较长,根据实际调查发现,如果一个灌区的

渠系为 5级,对整个渠系进行防渗处理,即便各级渠系水能

够达到 0.94的利用率, 但渠系水的实际利用系数却只能够

达到 0.73。此外,在田间灌溉水方面的利用系数同样不能设

置过高的预期,通常情况下,田间灌溉水的实际利用率为 0.6

左右,如果将渠系水以及田间灌溉水都取最高值,则施加灌

溉水利用率仅有 0.56,换言之,在总灌溉引水量当中,渗漏损

失能够占据 44%的比重,如果根据当前节水标准,要求大型

灌区当中的灌溉水利用系数应高于 0.5,而中型灌区则应该

高于 0.6,则灌溉引水量当中的无益损耗为 40%-50%,如果

无益损耗当中有一半为渗漏损失对地下水进行了补充,则

灌溉引水当中会有 20%-25%补充到了地下水当中。

1.2可以使土壤盐碱化问题得到有效的防治

引水灌溉必然会使地下水位被抬高, 如果在干旱或者

半干旱的地区当中不能对地下水位进行有效的控制, 就容

易使土壤出现盐碱化的问题,严重时甚至会造成土壤弃耕。

如果灌区当中的排水条件相对较差, 就必须要对灌水定额

进行加大,对土壤盐分进行淋洗,使农业生产得到有效的维

护,为了使灌区土壤盐碱化问题得到有效的防治,在灌区改

造过程中对排水设施进行有效的建设是非常重要的一环,

可以对各种排水措施加以应用, 如井灌排水或排水沟渠统

等,但从回归水利用以及管理使用方面来看,井灌配水措施

要比水平排水具有更大的优势。

1.3使高效农业的发展需求

当前阶段, 我国正在针对农业成产结构进行不断的调

整,以此来调整种植结构,这会使地方的名优产品以及优势

农业得到快速的发展, 而灌溉则需要为产品质量的提升以

及高效农业的发展提供服务,在灌区当中实施轮灌时,往往

需要较长的周期,难以确保作物供水的适时性,但近几年兴

起的反季节瓜果及蔬菜作物,在供水适时、适量方面又具有

较高的要求,但我国很多灌区在冬季会出现停水问题,因此,

在灌区当中发展井灌, 实现井渠结合也是确保高效农业快

速发展的重要保障,是提升农民经济效益的有效途径之一。

2实施井渠结合灌溉管理模式所要面临的问题

所在区域不同, 发展井渠结合所要面对的问题也不尽

相同,其中较为主要的问题就是水费问题、投资渠道问题以

及管理体制问题等,在国家经济建设当中,中大型灌区属于

较为基础的建设项目, 其建设资金主要是由国家财政拨款

来实现的,在完成灌区建设以后,由灌区当中的管理部门对

此类国有资产进行管理, 但对小于 1m3流量的工程设施以

及井灌投入一般不会被列入国家建设项目当中, 而且井灌

也没有归入管理部门的工作内容当中。从本质上来讲,灌区

当中的地表水、土壤水、地下水以及降水应该能够进行相互

转化的,是一个相互依存的整体,但很多人却从主观意识上

将其分为了井灌和渠灌两个方面, 导致可利用水资源难以

进行统一的管理。

除此之外, 在很多灌区当中还存在井灌水费与渠灌水

费不同的问题, 并且在不同灌区当中这种水费影响也存在

很大的不同,例如,水源较为宽余且引水较为方便的灌区,则

渠灌水费相对较低,使得农民对于井灌缺乏使用意愿。而部

分灌区渠灌水费相对较高, 井灌便宜且能够满足适时需求,

往往会出现渠灌闲置、井灌过分应用,出现地下水超采的问

题。

3推动井渠结合管理模式顺利实施的方法

3.1要保证水资源管理以及工程规划的统一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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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经过多年的发展,我国在井渠结合灌溉方面的相关技术越来越成熟,但却存在管理机制滞后,不能对当前的需求加

以满足的问题,在一定程度上限制了井渠结合的快速发展,基于此,文章针对井渠结合灌溉管理模式进行讨论,对运用该项管

理模式的必要性加以明确,了解该管理模式顺利实施所要面临的问题,并探讨相应的解决方法,希望可以提升井渠结合的管

理水平,使其发展得到进一步的推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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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灌区当中,对水资源进行统一的管理,主要是将传统

水资源开发、治理和利用的管理模式,转变成以开发治理、

优化配置、结水保护为主的管理模式,而这种变化,能够使水

资源方面的管理和利用得到进一步的优化, 使传统管理模

式当中单纯的注重工程节水, 忽视优化配置的思想得到转

变。新形势背景下,要求灌区对灌溉引水、地表水、地下水以

及降雨顺序等内容进行联合应用,并实现统筹安排,使灌区

当中的各项水资源能够得到全面的利用, 并对降低损耗的

措施加以落实。这种转变能够为井渠结合管理模式的顺利

实施奠定基础。通过民主管理体制使灌区水资源能够实现

统一的管理,使灌区管理范围得到进一步的开拓,并针对井

灌设置相应的管理内容, 要求相关部门及灌区代表积极的

参与管理工作, 将地表水以及地下水的联合应用归为管理

工范畴,并对农民用水协会进行积极的构建,将经营权搞活,

吸引广大农民群众积极参与到井灌的建设及管理工作中。

要对灌区当中的续建改造规划进行统筹安排, 特别是

井渠结合方面的灌排配置需要在改造规划过程中对相关方

案加强对比和论证,对引水流量、水分生产率以及灌溉利用

率等相关节水指标进行比较, 当然还要兼顾工程的投资预

算和规模,以此为基础,对井渠结合方案进行优选,经过规划

工作,对地下水补给、雨水拦蓄以及引水灌溉等要素进行定

量分析,利用优化选择,实现地面排水系统与引水灌溉渠系

以及井灌系统的之间的科学配置, 使工程技相关节水措施

能够进行有效的衔接。

应通过相关政策对井渠结合进行引导和约束, 降低灌

区的河道引水量, 使流域当中的水资源供需问题得到有效

的缓解,而一个流域当中,想要要求上游区域减少对河水的

引用,离不开相关政策的支撑。而水价本身是一项具有较强

政策性的问题,需要对国家相关规定进行执行,但在市场经

济背景下,对于具有一定复杂性的井渠结合模式,还需要对

相关水价政策进行具体的编制, 通过经济杠杆对节水灌溉

行为进行引导。在井渠结合模式下,地下水主要通过降雨、

灌溉以及排水沟进行补给, 通过相关工程设施进行地下水

的补入,应该具备商品水属性,即便应用井水也应该进行水

费的缴纳,应针对灌区条件,合理的设置渠灌和井灌的水费

政策,并由灌区管理部门负责统一收缴。

3.2运用科学的方法对井渠结合技术进行有效的提升

第一,对井渠结合的规划布局进行合理的研究,针对灌

区当中的水文地质条件、上下游关系以及灌排需求等因素,

对防渗节水措施以及地下水采补措施加强应用。

第二,对灌区资源管理的统一性加强研究,由于降水具

有很大的随机性,并且相关联的引用土壤水、地下水及河水

都具有不确定性,但灌溉用水具有较强的时段性要求,所以,

在对水资源进行管理的过程中, 应该及时根据用水需求,对

引水、蓄水、提水以及配水等工作进行决策,而在大中型灌

区当中,井渠结合工程具有较强的系统性和复杂性,要通过

计算机进行管理,因此,需要对数学模型进行科学的构建,对

相关参数加以确定,并推动先进软件的开发与利用。

4结语

综上所述, 井渠结合灌溉模式是节水灌溉工程的重要

组成部分,相关部门一定要对该项管理工作进行强化,对渠

灌与井灌等相关内容进行有效的协调, 使井渠结合的灌溉

管理模式得到科学应用,以此来提升水资源利用的合理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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