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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水利工程项目是保障国家用水安全的基础工程项目,在防治自然灾害、优化配置水资源、改善生态环境以及促进地区协调发展方面发

挥着不容忽视的作用。据水利部门公布的统计数据,我国在 2018 年用于水利建设的投资总计 6872.7 亿元,为水利工程项目建设实施奠定了资金

保障。随着水利工程项目的建设和运维,河道治理问题也暴露出来,制约着水利工程项目效能的充分发挥。为此对水利工程河道治理问题进行研

究是十分必要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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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着我国经济发展,河道环境问题逐渐上升,在这样的背景下,对水利

工程建设中河道治理及其管理展开研究。此次研究从水利工程建设中河道

治理投入力度逐渐加大,国家重视程度逐渐增高。但是,河道治理还具有很

多问题,治理水平还具有较大的提升空间。 

1 水利工程河道治理的重要性 

水利工程项目的河道治理工作具有十分重要且深远的意义。首先,水

利工程河道治理工作能够实现水资源高效利用。河道水体环境质量直接对

水资源利用工作造成影响,通过对水利工程中河道的污染物进行净化处理,

提高水体质量,避免水体环境污染,为河道水资源的高效利用奠定优良的

前提基础。其次,水利工程河道治理工作有利于实现水利工程项目和生态

环境的协调发展。河道具有重要的生态环境调节功能,通过改善河道的生

态环境,提高河流水体环境的抗污染能力,发挥出水利工程项目的生态价

值,实现水利工程和生态环境的协调发展。 

2 水利工程中河道治理存在的问题 

2.1管理工作有缺陷 

不同行政部门共同管理同一类工作,会导致发生推卸责任与任务的现

象。在此之前,国家推行了不少与河流管理相关的法律与政策,但是人们了解

并不充分。现在水资源污染情况严重,这是因为有一些工厂在排放污水的时

候对污水不做任何处理,使其还存在一些有毒化学成分,造成河流污染,水资

源被破坏,这不仅对生态环境造成恶劣影响,还使人们的安全受到威胁。 

2.2河道淤积未有改善 

近年来,河道受水土流失及自然灾害影响,防洪排涝功能越来越差。部

分河岸因受建设能力影响,并没有加设护岸或堤身比较单薄,导致河道无

法达到防洪设计标准,尤其是对有通航功能的河道来说,在常年运行情况

下,受自然灾害影响,河道难免出现坍塌、凹陷等情况。此外,由于河道护

岸建设力度不足,河道绿化能力较差,更加重了水土流失情况。一旦河道长

期超负荷运行,就可使河道淤泥越积越多,进而严重影响河道整体的防洪

排涝功能。 

2.3河道功能降低 

在河道治理中,一些地区只重视经济利益的发展,不重视河道的其他

的功能作用,造成在河流治理中会忽视河流流域的生态功能的开发利用以

及保护。并且会因为在河道治理中会因为管理的不科学性道岔一些施工侵

入河道水面,造成河流的原始形态被破坏,并且失去生态调节能力的河流

会使得流域的恢复能力以及生态抵抗力都大大的下降。所以在河道治理过

程中要进行科学的施工,减少因为过度的改造导致河道生态功能下降的情

况,使河道的生态功能可以得到很好的保障。为了提高河流水速,提升流速,

政府采取对大多弯曲的河道强行取直措施,但这种做法严重影响了生态物

种,导致物种种类不断受损。 

3 水利工程河道治理的解决措施 

3.1保护河道坡岸 

为了推动我国经济的迅速发展,坚持可持续发展理念,必须做好对河

道两岸植被的规划,这样即使发生暴雨,也可避免水土流失,保证河道抗涝

抗洪功能的顺利进行,维护人民群众生命财产的安全。在水利建设施工过

程中要树立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意识,做好河道两边相关绿化建设,保

持周边两岸绿化植被的平衡。对于需要整改的部分,要考虑河道两边的人

为或自然因素,加大项目流程的资金投入力度,杜绝偷工减料、投机取巧的

行为。除了要重视前期的监管控制力度,同时还需要加大后期的防范和维

持力度,避免前期的结果付之东流。可以积极种植各种物种植被,增加植被

物种的多样性,在种植各种绿树的同时引进各种花草。 

3.2将水利工程和生态工程相结合 

河道的整理必须与片区生态规划、城市规划或水系规划相结合,保证

水系质量的通畅流顺,满足各项水上活动的顺利进行,保持生态功能和自

然属性功能的统一。河道工程施工后,恢复河流两岸生态系统植被的多样

性需要一个时间限度。作为河道水利工程的建设者,可以采取逐步推进的

方法,恢复生态系统的良性和稳定。下面是部分措施：(1)加大绿化种植面

积,扩大河流两岸的植被,减少水土流失的速度,这样既能满足市民对环境

美观的态度,同时又能维持生态平衡。(2)及时清理河道两边的淤泥,排除

河道中的淤泥、污垢及臭水,这样就能清楚看见河床下面的泥土,这样就能

通过土质检测,保证环保验收工作的达标,这样才算完成清淤工作。 

3.3维持河道功能多样性 

一般说来,河道流水具有堆积、侵蚀和搬运等各种作用,水利工程中河

道的建设和规划就显得尤为重要。在一般的河道建设过程中,河道仅仅作

为抗洪抗涝的工程,作用特别单纯。但是在现实生活中,无论在日常生活中,

还是洪涝发生的时候,河道除了是一个防捞防洪的工程,更与人们的日常

生活息息相关。因此,在自然灾害较少的时候,应充分发挥河道自然景观的

美学价值,提高河道整体园林性设计。方便人们感受大自然的美好,方便人

们观摩河流。 

3.4减少生态破坏、减少污染 

在建设河道水利工程时应杜绝各种有毒物质材料,预防有毒气体和各

种有毒物质的大量扩散,以免大幅度破坏和污染环境。在修建河道时,为了

不污染环境,保证河道功能的正常运行使用,可以选择采用一些绿色环保

材料来修建。这样既能保证河道流速的正常运行,又能减少城市污水和工

业废水的排放,影响人们的生命财产安全。对待这个问题,需要引起相施工

部门或相关建设部门的重视,政府更应该加强对这方面的规划管理。对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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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本文从用水管理、供水方式与信息化建设、生态环境几个方面分析了我国大型灌区现状,大型灌区存在的问题以及大型灌区进行现代

化建设的必要性,结合我国大型灌区实际情况,阐述了大型灌区现代化建设思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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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我国大型灌区现状 

2011年,全国水利普查结果显示,设计灌溉面积30万亩及以上的大型

灌区有456处,现状灌溉面积2.78亿亩,占总有效灌溉的30.2%,灌溉用水量

占大陆灌溉用水总量的33%以上,分布在全国27个省(自治区、直辖市)和新

疆生产建设兵团,涉及1207个县(市、区、团场)。大型灌区是提高粮食生

产能力,增加农民收入的重要保障。 

1.1大型灌区用水管理现状 

大型灌区量水设施共8.60万处,其中斗口量水设施4.30万处,斗口量

水率为28.8%,斗口以下按面积分摊水费,因而不能实现精细化用水管理。

现行农业水价普遍标准低,用水管理执行计划用水、合同供水,实行水量、

水价、水费三公开。农业灌溉现行水价0.001元/m³～0.5元/m³,执行水价

不足供水成本的一半,并且实收率较低。过低的水价使得农民没有节水的

动力,水费也难以维持灌溉排水工程正常运行,灌区运行管理与工程管护

经费缺口达到四分之一以上。 

1.2大型灌区供水方式与信息化建设情况 

农业是第一大用水户,农业用水占到总用水量的60%以上,目前灌区对

农业供水方式比较粗放,农田灌溉水有效利用系数低于0.7至0.8的世界先

进水平。大部分大型灌区灌溉管理与服务基本上采用传统方式,仅三分之

一的大型灌区开展了不同程度信息化建设,配套完善了相应的通信设施,

信息采集监测基本实现了数字化、远程化,但总体上信息化程度不高。 

1.3大型灌区生态环境现状 

1998年启动大型灌区续建配套与节水改造项目以来,大型灌区的生态

环境与生活环境明显改善,总体上生态系统良好。但大型灌区受益区人类

生产活动强度大,生态环境受人为影响较大,仍存在因灌溉退水产生面源

污染、土壤盐渍化、地下水超采、自然植被与土壤退化等生态问题。 

总体上,目前大型灌区工程设施标准低,管理信息化水平低,灌溉效率

与效益不高,灌区服务较薄弱。与现代农业发展、节水型社会、生态文明

建设的要求不相适应,与国家现代化建设的步伐不相协调。 

2 我国发展灌溉(排水)农业及大型灌区现代化建设的必要性分析 

2.1我国发展灌溉(排水)农业的必要性 

我国人口众多,可耕地少,据统计,2015年末中国大陆总人口13.74亿,

山地占全国总面积的33%,高原占26%,丘陵占10%,盆地占19%,平原占12%。

且我国是一个严重缺水的国家,人均水资源量和耕地亩均水资源量分别仅

为世界平均水平的26%和80%,另外我国气候复杂多变,降水时空分布很不

均匀,水土资源分布不相匹配,长江及其以南地区耕地占全国35%,水资源

占81%,长江以北耕地占全国65%,水资源占19%。 

人口多,可耕地少,水资源紧缺,水土资源分布不匹配,农产品特别是

粮食供应,长期处于紧平衡状态等基本国情决定了水是农业的命脉,水在

农业生产保障国家粮食安全中有着举足轻重的作用,因此我国的农业发展

必须走灌溉(排水)农业的发展道路。 

2.2大型灌区现代化建设的必要性 

2.2.1国家有关战略部署提出了新要求 

党的十八提出工业化、信息化、城镇化、农业现代化“四化同步”发

展战略。农业现代化可以概括为机械化、科学化、水利化和电气化的“四

化”,水利又是农业发展的根本基础,所以实现农业现代化,首先要推进农

田水利现代化,推进农田水利现代化首当其冲就是实现灌区现代化,因此

大型灌区的现代化改造建设是当前迫切需要考虑的问题。 

2.2.2灌区自身建设发展阶段及面临的挑战的需要 

那些污染情况严重的厂矿,可以选择责令停产或整改,引进各种先进的污

气和污水处理仪器,除了注重自身经济效益的发展,还得积极保护人类耐

以生存的自然环境。政府更要宣传建立一个资源节约型、环境友好型的城

市,发展绿色生态城市,合理控制水资源的使用,杜绝各种浪费的现象。定

期清理排放河道污染物和污染垃圾,及时找出治理河道时存在的各种问题,

维持河道系统生物生存环境和生态系统的统一。打造一个良性健康的生活

氛围,方便为整个社会提供一个良好的生存条件。 

3.5合理统筹规划河道治理 

在各项水利建设过程中,河道建设不仅仅是一项单纯的工程,而是水

利建设工程的一个分支。因此在河道建设的初期,应该充分考虑这个地区

的地理位置、环境天气因素,选择一个合适的水利工程建设设计方向,同时

考虑周边城市的整体规划流程,所以更应该树立一个全局统筹、规划的意

识。首先应该了解有关河流的基本知识,再次充分考虑河流的具体走向,

规划河流的岸线、断面和护岸,在不影响河流状态的基础下建设河道,实现

维护河流原有植被、原有容貌的特点和防涝防洪的双重目的。 

4 结语 

水利工程项目日益增多,在人民生产生活中发挥出重要作用,河道治

理与水利工程项目效能的发挥息息相关,面对当前水利工程河道治理工作

中的问题,认真研究分析,制定系统科学的策略,从多个维度提高河道治理

工作水平,最大限度的确保河道运行的生态性和稳定性,满足人类生存和

生态环境和谐化发展的需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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