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河套灌区农业深度节水的思考和建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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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目的】综合现有河套灌区现代化改造成果，探讨当前形势下灌区在农业深度节水方面的潜力及问题。【方

法】采用数理统计的方法，对河套灌区 2015—2022 年的生态引黄用水量、农业引黄用水量、春汇秋浇用水量及灌溉

面积等历年水情数据资料进行统计分析。【结果】截至 2022 年高效节水灌溉面积占有效灌溉面积的 22.7%，灌区农

田灌溉水有效利用系数达到 0.457，较 2015 年明显提高；2015 年至 2022 年以来，灌区每年生态需水量在 4 亿 m3 左

右，秋浇年平均水量为 14.77 亿 m3，占年平均用水量的 34.1%，有近一半秋浇水量补充地下水；每年秋浇面积 40.8

万 hm2，约占灌区灌溉面积的 53%，折算后的田间净秋浇水量为 1 980 m3/hm2，较推荐秋浇净定额多用约 300 m3/hm2。

【结论】灌区节水阈值为 40 亿 m3，另外每年还应引入约 4 亿 m3 的生态用水；灌区的节水潜力主要在秋浇，可以通

过压缩秋浇面积、分区域、分年度轮流秋浇、调整种植结构、发展高效节水农业等方式实现节水；灌区水权交易应

优先盟市内部，工程项目应优先选择在干渠、分干渠进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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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 引 言1 

河套灌区现灌溉面积 76.93 万 hm
2，其中引黄灌

溉面积 62.37 万 hm
2，井黄双灌 8.98 万 hm

2，纯井灌

5.59 万 hm
2（磴口 10 327 hm

2，杭后 7 040 hm
2，临河

31 447 hm
2，五原 5 820 hm

2，前旗 553 hm
2，中旗

540 hm
2，后旗 167 hm

2），山旱牧区有井灌面积 13.86

万 hm
2，旱作农业 2.75 万 hm

2。我市近年来加快推进

灌区现代化改造、精细化管理，推广高效节水灌溉及

水资源绿色高效利用，现已形成完整的 7 级灌排体系[1]

（图 1），高效节水灌溉面积已达 20.6 万 hm
2，占有

效灌溉面积的 22.7%，高效节水面积占比较低。 

灌区深度节水，就是在保障灌区粮食安全、生态

安全的前提下，综合考虑灌区实际情况及现存问题，

充分发挥灌区相关管理部门的节水职责和作用，运用

先进工程、技术、管理、经济、行政等手段，形成高

效的灌区节水体系，提升灌区灌溉效率和效益[2]。实

施深度节水控水行动是推进黄河流域生态保护和高

质量发展重大国家战略的重要任务[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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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灌区节水效果明显 

按照水利部有关部署，以保障粮食安全、提升农

业用水效率为目标，河套灌区从 1999 年开始实施以

渠道防渗衬砌为主的灌区节水改造工程，结合该地区

建设标准，深入开展建设工作，节水效果明显，取得

积极成效[4]。在改善灌区灌溉条件，提升灌区农业综

合生产能力与灌溉水利用效率的同时，也改变了灌区

内的水文循环[5]。 

2022 年农田灌溉水有效利用系数达到 0.457，较

2015 年的 0.390 4 提高了 17.06%。灌区每公顷毛灌溉

定额由 7 200 m
3
/hm

2，降低到 5 850 m
3
/hm

2，每公顷

平均节水 1 350 m
3，节水 18.8%。目前每公顷平均净

灌溉定额 3 045 m
3
/hm

2，与作物需水量基本相适应，

浪费较少。因此如何正确把握技术方向，制定较为科

学、合理的节水技术路线是完成河套灌区节水改造的

重要支撑条件[6-7]。 

2 引黄灌溉对灌区生态的贡献 

由图 2 可知，2015 年至 2022 年，每年利用灌溉

渠道补充乌梁素海和其他湖泊湿地的水量 3.2~7.1 亿

m
3。乌梁素海每年耗水量约 3.5~3.8 亿 m

3，灌区生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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需水量在 4 亿 m
3 左右。建议自治区向黄委争取河套

灌区引黄生态水量指标。只有保持引黄水量、开采地

下水量、生态补水量三者的合理配比和动态平衡，才

能维持灌区农业、工业、生活、生态的正常运行和灌

区可持续发展[8]。 

图 1 河套灌区渠系布置 

Fig.1  Canal system layout of Hetao irrigation area 

图 2 河套灌区各灌域及乌梁素海生态引黄用水量 

Fig.2  Water consumption of ecological Yellow River diversion 

in Hetao irrigation area and Wuliangsuhai 

另外，据测算，灌区每年秋浇的 15 亿 m
3 用水量

中，有近一半的水量补充地下水，用于维持灌区适宜

的地下水位和灌区生态平衡。建议对秋浇用水量作深

入研究，指定管控措施，测算秋浇保墒水量、淋洗盐

份水量和回补地下水量。客观、科学评价秋浇作用。 

3 河套灌区节水潜力在秋浇 

河套灌区的农业深度节水控水是黄河流域节水

工作的重中之重，通过研判灌区历年用水情况（图 3）

可知，2015—2022 年，河套灌区平均每年秋浇面积

40.8 万 hm
2（表 1），约占灌区灌溉面积的 53%，平

均每年秋浇用水量 14.77 亿 m3，在全年用水量中比重

较大，占平均年用水量 43.28 亿 m3的 34.1%，秋浇每

公顷平均毛用水量（总干渠取水量）3 615 m
3
/hm

2，

折算到田口净灌水量 1 980 m
3
/hm

2，比推荐的秋浇净

定额多用约 300 m
3
/hm

2，说明秋浇还有节水潜力，即

使按现在秋浇面积核算，每年可以节水约 2 亿 m3。

由此可见，河套灌区节水的潜力主要在秋浇。 

图 3 河套灌区各灌域农业引黄用水量 

Fig.3  Water consumption of agricultural Yellow River diversion for each irrigation area in Hetao irrigation district 

可以通过对灌区秋浇用水量进行定额管理、加强 秋浇用量水许可管理、压缩秋浇面积及不合理用水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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求、分区域、分年度轮流秋浇、调整种植结构、发展

高效节水农业等方式实现节水。 

但是由于秋浇具有为小麦播前提供适宜的墒情

和洗盐压碱、回补地下水，维持水盐平衡、保湿防沙、

提高播前土温等作用，秋浇尚不能全部取消。 

表 1 河套灌区春灌、秋浇面积统计 

Table 1  Statistics of spring irrigation and autumn irrigation area in Hetao irrigation district            万 hm
2 

年份 乌兰布和灌域  解放闸灌域 永济灌域 义长灌域 乌拉特灌域 灌区合计 

2015 年 
春灌 2.47 5.40 4.90 7.01 2.91 22.68 

秋浇 3.80 10.97 10.19 12.18 4.41 41.55 

2016 年 
春灌 2.17 3.84 4.12 9.21 2.20 21.53 

秋浇 3.77 10.58 9.44 12.19 5.06 41.03 

2017 年 
春灌 2.69 5.55 4.62 10.03 4.67 27.57 

秋浇 2.40 10.49 8.73 12.23 4.24 38.09 

2018 年 
春灌 2.81 5.23 4.98 10.25 2.76 26.04 

秋浇 3.32 10.51 8.85 12.31 4.38 39.38 

2019 年 
春灌 2.62 5.65 5.51 9.79 3.43 27.01 

秋浇 3.18 10.87 8.40 12.22 3.80 38.48 

2020 年 
春灌 2.46 5.31 5.63 10.25 4.46 28.11 

秋浇 3.46 11.32 8.97 15.37 5.14 44.25 

2021 年 
春灌 3.01 6.47 5.59 9.13 4.66 28.87 

秋浇 2.95 10.92 8.37 14.73 5.88 42.85 

4 河套灌区节水阈值预测 

从地下水适宜埋深和生态良好的角度看，多数专

家认为河套灌区每年引黄灌溉水量在 40亿m
3比较适

宜。另外，灌区每年还应该引入约 4 亿 m
3 的生态用

水，用于保持乌梁素海和灌区内其他湖泊湿地的生态

安全和稳定。 

5 河套灌区畦灌推荐灌溉定额 

综合多项研究成果，结合大田实测，推荐河套灌

区主要作物畦灌灌溉定额，如表 2 所示。 

表 2 河套灌区主要作物畦灌推荐灌溉定额（传统地面灌）                         m
3
/hm

2 

Table 2  Recommended irrigation quota for main crops border irrigation in Hetao Irrigation District (traditional surface irrigation) 

种植作物 灌水次数 每轮平均田间灌水量 生长期田间灌水量 非生长期灌水（秋浇或春灌） 田间年度总灌水量 

小麦 4 825~900 3 300~3 600 

秋浇 1 500~1 650 

 

春灌 1 200~1 350 

4 800~5 250（秋浇） 

玉米 3 900~1 050 2 700~3 150 4 350~4 800（秋浇） 

小麦套玉米 4 900~1 050 3 600~4 200 5 100~5 850（秋浇） 

小麦套葵花 3 900~1 050 2 700~3 150 4 200~4 800（秋浇） 

葵花 2 1 200~1 350 2 400~2 700 3 600~4 050（春灌） 

番茄、青椒 2~3 600~750 1 800~2 250 1 800~2 250 

瓜菜作物 2~3 450~600 1 200~1 800 1 200~1 800 

6 水权转让建议 

随着水权转让制度在技术和管理等方面的不断

优化，水权转让方式不断丰富，转让范围不断扩大[9]，

但做好末级用水单元（斗、农渠）初始水权计算和确

权是水权转让的关键。既要尊重历史，也要兼顾公平。 

农业作为黄河流域的用水大户，随着黄河流域水

资源短缺与经济社会和生态环境发展矛盾的加剧，水

权交易作为推动区域水资源优化配置的有力措施，需

要在注重经济社会效益的同时，更加重视生态环境的

响应[10]。 

水权交易优先在盟市内部转让，其次在自治区内，

最后在区外转让。水权转让工程项目，优先选择在干

渠、分干防渗衬砌，其次支渠、斗渠。农渠、毛渠由

于渗漏损失较少，衬砌意义不大。考虑维持地下水适

宜埋深，不建议把斗渠以上渠道都做防渗。 

7 应更加重视和保护排水系统 

河套灌区作为全国 3 个特大灌区之一，拥有完整

的灌排配套体系，而灌区特殊的水文地质条件，决定

了灌区排水系统举足轻重的地位。纵览灌区排水工程

现状图，渠系纵横，若没有排水系统，即使大范围、

大定额的秋浇洗盐，也无法将河套灌区每年灌溉水带

入的 250 多万 t 盐分排出，灌区积盐会越来越严重[11]。 

随着高效节水农业的蓬勃发展，各种节水技术、

措施大量推广，灌区引黄水量和地下水位将会持续下

降[12]。一些田间排水沟，特别是农沟、毛沟可能会由

于地下水位下降而出现干涸现象，部分骨干排水沟道

塌坡淤积严重，建筑物老化失修，排水不畅[13]。有可

能会出现农民填（推）沟种地现象，一旦排水沟道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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弃，很难再恢复。地方政府和水利部门要提前应对，

保护好完整高效的灌排系统。 

（作者声明本文无实际或潜在利益冲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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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Objective】The purpose of this paper is to synthesize the results of modernization and transformation of 

the existing river-loop irrigation area, and to explore the potential and problems of the irrigation area in agricultural 

deep water conservation under the current situation.【Method】Using mathematical and statistical methods, the water 

data information of the Hetao Irrigation District from 2015 to 2022, such as ecological Yellow River water 

consumption, agricultural Yellow River water consumption, spring and fall irrigation water consumption and 

irrigated area in the past years, were statistically analyzed.【Result】As of 2022, the efficient water-saving irrigation 

area accounted for 22.7% of the effective irrigation area, and the effective utilization coefficient of irrigation water 

for farmland in the irrigation area reached 0.457, which was significantly higher than that in 2015. since 2015 to 

2022, the ecological water demand of the irrigation area has been around 400 million m
3
 per year, and the average 

annual water volume of fall irrigation was 1.477 billion m
3
, accounting for 34.1% of the average annual water 

consumption, with Nearly half of the fall irrigation water is used to replenish groundwater; the annual fall irrigation 

area was 40 800 hm
2
, accounting for about 53% of the irrigated area in the irrigation area, and the converted net fall 

irrigation water in the field was 1 980 m
3
/hm

2
, which is about 300 m

3
/hm

2
 more than the recommended net fall 

irrigation quota.【Conclusion】The water saving threshold of the irrigation area is 4 billion m
3
, in addition, about 400 

million m
3
 of ecological water should be introduced every year; the water saving potential of the irrigation area is 

mainly in fall irrigation, which can be realized by compressing the fall irrigation area, rotating the fall irrigation in 

sub-regions and sub-annuals, adjusting the planting structure, and developing high-efficiency and water-saving 

agriculture, etc.; the irrigation area water right trading should be prioritized within the city, and the engineering 

projects should be prioritized to be selected in the main canal and the sub-main canal carry out. 

Key words: Hetao irrigation district; deep water saving; water-saving threshold; transfer of water right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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