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浅谈灌区信息化管理建设的重要性及效益评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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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灌区信息化建设是提高灌区管理水平!实现动态计划用水!科学调配!提高经济效益的重要途径"通过阐

述信息自动化在簸箕李引黄灌区管理中的成功应用!探讨了信息化管理在建设现代化灌区中的必要性和可行性!以
及项目实施后带来的效益"

!!关键词!信息化#必要性和可行性#效益分析

!!中图分类号!8’#%)(!!!文献标识码!Q

!!灌区概况及管理现状

簸箕李灌区位于黄河下游左岸#山东省滨州市最西部$南

起黄河#北以漳卫新河为界#与河北省海兴县隔河相望%东与白

龙湾&小开河灌区相邻%西与济南&德州市接壤$灌区涉及惠

民&阳信&无棣&庆云%县的’#个乡镇#总土地面积’’%(V1’#
设计灌溉面积!")&万71’#设计引水流量#[1(’E$灌区经过

%"余年的建设&运行和续建扩建#灌排体系基本形成#具有一定

的引&蓄&供&排能力$自渠首引黄闸建有沉沙条渠!条#长’’
V1#下接总干渠#长!YV1#至沙河分一&二干渠#一干渠长’*)[
V1#二干渠长YYV1%支渠以上!含支渠"骨干渠道!%%条#总长

&’#)[V1%斗农渠&%!条#总长’""(V1%支渠以上各类渠系建

筑物共有!(Y%座#其中分水建筑物Y’Y座#交叉建筑物’Y座#
交通建筑物Y[[座#小型提水泵站[#座$

目前#灌区由于渠系点多&线长&面广#自动化监测设施不

齐全#几十年一直沿用人工观测&计量和控制#准确度差$不仅

浪费水资源#给供水调度也造成很大困难#直接影响着灌区经

济效益的发挥$
灌区在工程与灌溉管理上实行统一领导&分级管理#管理

局管干渠配水到县#县管支渠配水到乡#乡管斗渠配水到村$
各级责权明确#有章可循$

"!灌区信息化建设的的必要性和可行性

针对国家目前的农业政策#结合灌区实际情况#作为工程

管理单位#如何确定自己的管理目标#是灌区管理及信息化建

设的首要问题$为此#经过充分调查&研究&总结灌区几十年来

的经验教训#选定灌区管理的目标为(农民增收&工程发展&管

理者受益)#达到(三赢)$围绕管理目标的实现#灌区信息化&
自动化起着不可忽视的作用$

F)D!灌区信息化建设的必要性

随着灌区社会经济的发展#工&农业生产和城镇农村生活

用水量急剧增加#而灌区可利用水资源有限#不能满足用水要

求#尤其是滨海区域没有淡水资源#人畜吃水&土地开发都急需

水源$同时灌区存在着用水浪费现象#由于管理粗放#灌水技

术落后#目前仍采用传统的漫灌方式#加上渠道防渗率低#土地

不平整&水价偏低等因素#水在输送和利用过程中损失较多#灌
溉水利用系数仅为")%*#综合毛灌溉定额为")[!&万1(’71’#
灌溉用水浪费严重#这必将加剧灌区水资源紧缺状况$灌区测

水量水设施较为落后#主要为人工测流#流速仪校核$由于渠

系点多&线长&面广#人工测流不及时#时间间隔长#不仅浪费水

资源#给供水调度也造成了很大困难#直接影响着灌区经济效

益的发挥$
簸箕李灌区因水费计收到县#县内基本是按人口或土地数

量进行均摊#这就导致多用水少交钱#少用水多交钱#不用水也

交钱的不合理局面#也引发了水量纠纷&水费拖欠&群众上访等

社会不安定因素#影响社会稳定#制约灌区发展$为了促进节

水灌溉的发展#提高水的利用率#降低水的生产成本#实现计划

用水&用水计量&按方收费&节水奖励&超用加价的营运机制#必
须实施测水量水科学化&规范化#计量到乡镇#或到支渠用水户

协会#在支渠口门及退水处增设量水设施$灌区以农业节水为

中心#开发水资源信息管理系统#通过采用现代化的技术&管理

手段#对目前的工程设施&技术装备和管理方式进行改造&完善

和提高#以提高水资源利用率#实现灌区水资源的合理调度#达
到资源的优化配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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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F!灌区信息化建设的可行性

创建现代化的示范工程!是通过采用现代化的技术"管理水

平!缓解水资源供需矛盾的有力措施!对推动灌区水利现代化建设

具有重要作用#灌区人民群众对工程的实施表现出了极大的兴

趣!相关单位也积极支持!这为工程的顺利实施奠定了基础#
簸箕李灌区经过%"年的建设!灌排工程已初具规模!形成

了较完整的引水"输水"蓄水和灌溉示范四大工程体系!在&Y
V1干级渠道上建成了%个县界测流站!%个管理所!初步形成

灌区的测水量水网络和工程管理系统#灌区已有’"多年的测

水量水经验!测水量水设施已初具规模!沙河"刘庙"白杨等枢

纽工程都配有电动启闭设备!陈谢"石皮测流站实现了缆道电

动测流#灌溉局已购进’"余台计算机!建成了局域网!实现了

办公自动化#

#!项目的先进性与主要创新点

G)D!先进性

簸箕李灌区自动化监测系统在国内引黄灌区处于领先水

平!目前国内较先进的灌区已对系统内的部分子系统进行了开

发应用!系统内的大部分内容还处于探索阶段!未形成规范"全
面"系统完整的模式#因技术"资金"管理方面的条件限制!全国

未大范围施行!只有示范"试点的工程#该项目实施后!灌区能

够较系统全面地建立起测水量水"水量调配的现代化管理系统!
使灌区实现动态计划用水!对闸门实行实时控制"对测流站$点%
实行遥测"遥控和自动数据传输!大大提高对水资源的宏观调控

能力!达到节水增效的目的!并为水费计收提供科学的依据#

G)F!主要创新点

$!%测流站水文自动监测系统实现了灌区县界测流站的全

自动测流和取沙!测流点水位流量远程实时自动监测系统实现

了灌区测流点水位数据的实时遥测!其流量和水位等数据均通

过公用电话线传输至中央主控计算机!存入数据库#计算速度

快!自动化程度高!能够及时准确掌握水管理信息!实现水量统

一科学调配#
$’%闸门计算机影像可视遥控遥测系统实现了对沙河枢纽

工程全部闸门的自动控制!能够科学用水"节约用水及提高测

水精度#
$(%渠道太阳能闸门自动控制系统是一种廉价的渠道自动

化管理技术!它利用太阳能板将光能转化为电能!并用蓄电池

存储能量!避免了为偏僻位置分散的斗口闸门供应交流电!既
科学又方便#a83通信具有覆盖范围广"网络能力强的特点!
克服了传统的专网通信系统投资大!维护费用高!网络覆盖范

围和用户数量有限的弊端!为远程监控设备的通信提供了一个

强大的支持平台#

%!项目实施后效益分析

R)D!经济效益

$!%科学调配!节约用水#实施灌区管理信息化调度系统!
是灌区实现动态计划用水!科学调配!提高经济效益的重要途

径#系统的实施可将干渠的有效水利用系数提高[_!!"_!
年节水达")[亿1(!扩大灌溉面积’万多71’!年增效益")’(
亿余元#支渠口水位流量数据的监测!还为灌区下一步实行量

水到支"按方收费打下了基础#
$’%优化水沙调度方案!减少干渠泥沙淤积#灌区在引黄

河水的同时!必然引进大量泥沙!造成输水干渠泥沙淤积严重!
影响了灌区效益的正常发挥#系统实施后对渠道运行状况实

时监测!进行趋势分析!通过管理软件可进行优化配水!提供最

佳的水沙调配方案!实现远距离输沙!减少干渠泥沙淤积!节约

灌区清淤费用!为灌区带来巨大的经济和社会效益#

R)F!社会及环境效益

$!%通过自动化监测调度系统的应用!灌排调度更加合理!
土壤的水分条件将得到一定的改善!加之当地气候的变化!将
有利于本区生态环境的进一步发展和改善#更好的调节小气

候!有效遏制水土流失!土壤沙化!保持土壤肥力!为农业可持

续发展做出贡献#
$’%有效的改造了中低产田!农作物稳产高产!在一定程度

上促进了本区经济的发展!提高了人民的生活水平!改善了人

民的生活质量#
$(%增强了社会参与!加大了群众监督力度#通过及时为

用户提供自动查询"打印用水量和缴费情况等服务!使群众真

正用上了透明水!从而进一步融洽了同用户的关系!同时又促

进了灌区管理的制度化和标准化#

(!结!语

$!%信息化建设要因地制宜!不能相互照搬!更不能移植别

的行业#应紧紧围绕灌溉管理大目标!确定实施方案&循序渐

进!讲究投资效益#
$’%信息系统要与灌溉试验相结合#并根据墒情"作物种

植"雨情等情况!预测区域内各级渠道作物的最佳需水量#
$(%加快信息化人才培养的力度#灌区目前现有的技术人

员!远远满足不了信息化建设的发展要求!努力营造吸引人才

的环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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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信!息!

节水型社会建设的主要内容
!!节水型社会建设的核心是制度建设!"十一五#期间!要深

化体制改革!加强制度建设!逐步形成有利于节约用水和水资

源高效利用与有效保护的水管理体制及机制$一是完善流域

与区域相结合的水资源管理体制$二是建立健全用水总量控

制和定额管理制度$三是完善取水许可和水资源有偿使用配

套制度$四是建立健全节水减排机制$五是完善水价形成

机制$
"摘自水利部网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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