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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着经济社会发展，宁夏全区生产、生活用水量日

益增加，水资源短缺已成为制约经济社会发展的最大瓶

颈。宁夏当地水资源量少质差，生活和发展用水主要依

赖国家分配的 40 亿立方米过境黄河水，水土资源分布不

匹配，且水资源相关的管理任务很复杂，根据目前的用

水情况，保护水资源，还需要分析各地水资源的差距，

根据具体问题，制定合适的管理策略，使水资源管理标

准化，实现水资源价值最大化。

一、宁夏水资源管理现状及特点

1. 以客水为主，当地水为辅

宁夏近年来每年总取水量约为 67 亿立方米，其中黄

河干流 60 亿立方米，当地支流及地下水、非常规水约 7

亿立方米。宁夏实际取用水量中，以取用黄河过境水为

主，且黄河宁夏段没有足够的调蓄能力，灵活调度和用

水指标年内调整受到限制，客水取用量达 90%，当地水

仅占 10%，是一个典型的以客水为主，当地水为辅的省

区，取用水方式有典型的地域特色。

2. 当地水资源量少质差

宁夏全区当地地表水资源量约为 9.5 亿立方米，主要

分布在苦水河、红柳沟、祖厉河、清水河、葫芦河流域，

且五分之一的水量为苦咸水，无法直接利用，宁夏南部

为半干旱山区，河系较为发达，但当地水资源开发利用

程度较低，未开发大的引蓄水工程，大多采取机井开发

方式利用。

3. 水土资源分布不均衡

南部山区有水无地，中部干旱带有地无水。南部山

区水资源相对丰富，以地形海拔较高的黄土丘陵沟壑为

主，适合发展灌溉农业的土地资源较为稀缺。中部干旱

带地形以荒漠草原为主，虽有大量适合发展农业灌溉的

土地资源，但降水稀少，受扬水工程供水能力限制，用

水成本过高，制约了土地资源的开发利用。

二、宁夏水资源管理当中存在的问题

总体来看，宁夏全区水资源管理单位（包括渠道管

理单位）能够严格贯彻落实国家最严格水资源管理制度，

落实水资源管理总量控制原则，在水资源管理信息化建

设方面也取得了一定进展。但在强化水资源统一调度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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理工作、合理调配和利用水资源、充分发挥水资源的利

用效益方面还存在以下问题。

1. 作物种植结构不合理对传统调度模式带来巨大挑战

近年来随着土地流转、作物集约化种植，各大灌域

内水稻种植面积大幅减少，玉米、供港蔬菜种植面积大

幅度增加，用水主要集中在每年六月至八月，时段性供

水任务繁重造成各大干渠用水紧张；灌区供需水矛盾突

出，个别灌区用水量激增，如河东灌区东干渠灌域设计

面积为 54 万亩，近年来实际灌溉面积已达到近 100 万亩，

远超设计灌溉面积，干渠实际引水量从 2016 年的 4.23

亿立方米增加至 2021 年的 5.23 亿立方米，6 年内增加了

30.5%，且 2022 年还有继续增加引水量的趋势。

2. 工程设施建设管理与现代水利发展要求存在差距

目前宁夏全区各渠道管理单位早期安装使用的各类

闸门设备已超过保修期，故障频发，各渠道管理单位普

遍缺乏专项维修资金，渗漏损失大，备维护管理不到位，

维护管理责任不清晰，自动化量测水设施的安全性、稳

定性、可靠性有待提高；其次各大引水渠道断面砌护率

低，除西干渠对干渠进行了全断面砌护外，其余各灌域

尚有很大一部分渠道未进行砌护改造，且部分渠道因砌

护改造时间久远，老化失修问题集中频发，渠道及水工

建筑物仍存在较为严重的安全隐患。

3. 灌区硬件设施配套与新时期水利强监管的要求不

相适应

宁夏全区各引水渠道流量监测方面已经积极向自动

化靠拢，但由于水文监测标准化断面数量不多，很多渠

道监测断面冲於变化剧烈，大部分排水沟监测断面沟底

水草丛生干扰影响测流数据精度，大部分渠道断面数据

仍然主要依靠人工现场操作测流仪器进行，特别是高含

沙量河流泥沙等自动在线监测技术尚不成熟。人工实测

断面流量数据与自动化平台监测数据相差较大，各渠道

测控一体化闸门安装率低，各个渠道管理单位由于网络

信号、数字带宽不稳定，且视频监控配套不全面，目

前还尚未完全实现对测控一体化闸门远程控制，必须

要安排专人在现场操控，远达不到灌区信息化建设的

任务目标。

4. 老灌区高口高地上水困难造成渠道弃水量增加

每年 5 月份、9 月份为非灌溉高峰期，河东灌区的秦

渠、汉渠等干渠低水位运行，而渠道沿线缺乏调蓄性水

工建筑物，渠道下游高口高地上水困难，用水得不到保

障，为解决非灌溉高峰期老灌区高口高地供水矛盾，干

渠加大水位运行造成下游水量无法消化，如东干渠为保

证盐环定供水每年 4 月初开闸放水，而 4 月份东干渠灌域

用水较少，且东干渠进口为坝上引水，青铜峡水库水位

对东干渠行水稳定性影响较大，为保障东干渠大水位运

行安全需不断开启山水沟退水闸排出，造成灌区弃水量

增加。

三、深入推进宁夏水资源统一调度管理的措施建议

实施全区水资源分配和统一调度，是水法确定的水

资源管理的重要制度，是落实最严格水资源管理制度、合

理配置和有效保护水资源、加强水生态文明建设的关键措

施。强化水资源统一调度，统筹生活、生产和生态环境用

水需求，合理配置水资源，保障经济社会发展刚性合理需

水，发挥水资源多种功能，实现水资源可持续利用。

1. 加强顶层设计，建立水资源调度管理制度

建立完善全区水资源调度管理制度体系，编制新的

调度规程，修订完善《宁夏水资源调度管理办法》《宁夏

水量调度规则》及各级水资源调度管理机构的管理办法、

调度规程等，着力解决水资源调度权限、调度程序和机

制、统一调度面临的一些难题、监督管理等问题，进一

步明确部门职责、业务流程、工作环节和技术规范，优

化各级调度业务职能，明确全区水资源统一调度管理实

施过程中各级渠道管理单位的职责和任务，促进从引黄

灌区灌溉管理和服务农业为主向全域全口径调度、服务

各业用水转变，探索与各类取水工程、水源实际相适应

的调度模式，规范计划用水、监测计量及取用水报备和

统计等工作，实现全区水资源调度标准化、制度化、规

范化管理。

2. 夯实基础工作，推动水资源统一调度

一是重新核定渠道控制断面的警戒水位、限定流量、

水尺读数及绝对高程等重要参数，以便于水资源管理日

常调度中保证渠道行水安全。二是加快信息化建设的对

接力度，实现宁夏水资源调度系统与各管理处信息系统

的互联互通、信息共享，确保数据无缝精准衔接传输。

目前各渠道管理单位各类监测站点提取的水情数据海量

上传，各类上报软件系统较多，散乱数据信息提取难度

大。在使用全区水资源调度系统过程中要进一步根据各

渠道管理单位实际情况对数据信息进一步细化分类，提

取准确有效的数据信息，提高水量调度工作的准确性和

效率，实现水情数据采集、传输、统计、分析的自动化、

智能化。三是调整优化灌区的作物种植结构，针对我区

每年六月至八月时段性供水任务繁重造成各大干渠用水

紧张问题，探索调整作物种植结构，在水资源分配紧张

的状况下，优化配置作物灌溉用水量，调整作物种植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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构使之与宁夏灌溉放水时段相平衡相匹配，获得最大经

济效益与社会效益。

3. 规范日常管理，加强水资源调度工作的指导

严格按照最严格水资源管理的相关要求，进一步建

立健全用水量统计调查制度，对基础数据的获取方式、

统计分析、上报和复核作出明确规定，加强统计过程管

理，规范工作流程，层层落实责任，建立用水统计数据

质量追溯和问责机制，形成每月发布且通报水量的制度

（月通报制度），并配合水资源调度管理信息化系统，进

一步要求渠道管理单位严格审核上报数据，仔细核定每

日上报的引用水量、灌溉进度、生态补水量等关键数据，

定期对各渠道引用水情况进行统计，促进各级水管单位

重视水资源调度、统计工作，有效推进各项工作的落实，

提高工作效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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