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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巴州地区概况

1. 行政区域

巴音郭楞蒙古自治州（简称巴州）全州行政面积

47.15 万 km2，是中国面积最大的自治州，辖焉耆、和静、

和硕、博湖、尉犁、轮台、若羌、且末和库尔勒市八县

一市，62 个乡，23 个镇，1 个区，5 个办事处。

2. 水资源概况

巴州属干旱缺水地区，地表水径流量为 106.3 亿 m3，

地下水与地表水非重复计算量为 8.0 亿 m3，水资源总量为

114.3 亿 m3。境内共有大小 53 余条河流及 69 个湖泊，全

州可利用地表水水资源总量约为 63.5 亿 m3（除去流出境

外和羌塘高原等难以利用河流）。水资源在地区分布上存

在不均匀，天山山区和昆仑山区是巴州主要产水区，但

天山与昆仑山单位面积降水、产水量相差悬殊，各县拥

有的资源量也很不平衡。并且水资源年内分配不均，但

年际变化平稳，水资源的年内分配因受降水，气温、环

流形势的影响，夏季最多，冬季最少，农业春旱情况时

有发生，表现为季节分配很不平衡，而年际变化基本平

衡。2014 年全州地方总用水量为 46.31 亿 m3，其中地表

水用水量为 30.72 亿 m3，地下水用水量为 15.59 亿 m3。用

水量中农田灌溉用水量为 30.46 亿 m3，约占总用水量的

65.77%，（约有 200 万亩农田为不充分灌溉）；林牧渔用

水量为 12.06 亿 m3，约占总用水量的 26.04%；工业用水

量 1.91 亿 m3，约占总用水量的 4.12%；城镇公共用水量

0.497 亿 m3，约占总用水量的 1.07%；居民生活用水量为

0.703 亿 m3，约占总用水量的 1.53%；生态环境用水量为

0.682 亿 m3，约占总用水量的 1.47%。

3. 灌溉面积

2014 年底巴州地方总灌溉面积为 627.60 万亩，其中

粮食作物灌溉面积 100.12 万亩，包括（小麦 72.76 万亩，

玉米 27.36 万亩），占总播种面积的 20%；棉花播种面积

298.54 万亩，占总播种面积的 45.98%；瓜蔬播种面积

54.43 万亩，占总播种面积的 8.4%；甜菜播种面积 10.83

万亩，占总播种面积的 1.67%；油料及其它播种面积 21.7

万亩，占总播种面积的 3.34%；林果灌溉面积 136.15 万

亩，占总播种面积的 21%；人工草料地灌溉面积 27.57 万

亩，占总播种面积的 4%。

二、高效节水工程现状

1. 高效节水工程面积

截止到 2015 年底，巴州地方总灌溉面积为 627.60 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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亩，全州高效节水灌溉面积为 400 万亩，占总灌溉面积

的 63.73%。灌溉水源以地下水为主，部分县市为地下

水、地表水混合水源。（见表 1）

2. 高效节水工程类型

全州高效节水灌溉面积为 400 万亩，其中经济作物

棉花、辣椒、工业番茄等 338.5 万亩，占已完成节水工程

面积的 84.6%；粮食作物以小麦、玉米等为主，面积 52.9

万亩，占已完成节水工程面积的 13.23%；饲草及其它作

物面积 8.7 万亩，占已完成节水工程面积的 2.18%。按节

水工程采用的型式划分，现有滴灌面积 383.25 万亩，低

压管道灌 15.87 万亩，其它滴灌（主要为喷灌、微喷灌、

自动化滴灌）0.88 万亩。现有高效节水工程中，以地下

水滴灌为主要模式，作物分类主要以经济作物为主。

3. 存在的问题

统计数字显示大面积的高效节水工程实施后，田间

综合灌溉定额降低有限，用水总量仍远超出水资源红线

控制指标；部分区域地下超采现象仍然存在，田间高效

节水工程总建设规模发展迅速，但取得的实际节水量和

运行效果欠佳。现状田间高效节水工程模式以滴灌为主，

水源多采用抽取地下水，自动化普及率极低。另一方面，

工程管理多为“重建轻管”——大规模的节水工程迅速

发展，但管理人员多为农户、农民用水者协会，其管理

技术力量薄弱，后续服务支撑体系不健全，造成工程管

理滞后。

三、高效节水工程的发展

1. 数量“规模化”发展向质量“规范化、标准化”

发展的转变

巴州田间高效节水工程自上世纪 90 年代开始建设，

到 2010 年前后呈现“井喷式”发展态势，2010 年至 2015

年间每年以不少于 30 万亩的规模迅速扩大。规模化扩张

发展的同时，更应对现状建设、管理过程中存在的各类

水资源紧缺、类型单一、工程运用效果不明显等问题进

行分析和探究。依据目前全州田间节水工程的发展态势，

至 2020 年预计全州高效节水灌溉面积应占到 75%-80%

以上。在数量“规模化”发展到上限比例时，势必要求

对今后田间高效节水工程质量“规范化、标准化”发展

提出更高要求。依据全州水资源、土地资源情况，为保

证有限的水资源得以充分利用，首先应结合全州实际来、

用水情况，严格红线控制，合理配置水资源。严格执行

“三条红线”和“一条警戒线”制度，做到以水定需，

量水而行，防止地下水超采。根据巴州实际，目前区内

水资源日益匮乏，部分县市地下水超采严重，严格禁止

表1　巴州田间高效节水类型、灌溉方式统计表

县、市
灌溉面积

（万亩）

高效节水

面积
主要灌溉水源 主要灌溉方式

主要作物（万亩）

粮食作物 经济作物 饲草及其它

焉耆县 138.58 51.0 地下水、地表水 滴灌 18.9 30.7 1.4

和静县 71.22 45.0 地下水 滴灌 2.0 39.9 3.1

和硕县 34.57 35.0 地下水 滴灌 9.6 25.4 0.0

博湖县 52.38 30.0 地下水 滴灌 8.3 20.5 1.2

乌拉斯台农场 69.46 2.0 地下水 滴灌 0.0 2.0 0.0

清水河农场 92.8 1.0 地下水 滴灌 0.0 1.0 0.0

巴州种畜场 6.1 1.0 地下水 滴灌 0.0 1.0 0.0

库尔勒市 3.3 97.0 地下水、地表水 滴灌、管道灌 13.55 83.5 0.0

尉犁县 2.4 79.0 地下水、地表水 滴灌 0.2 78.8 0.0

轮台县 6.6 30.0 地下水 滴灌 0.0 30.0 0.0

且末县 6.8 21.0 地下水、地表水 滴灌、管道灌 0.0 18.0 3.0

若羌县 65.33 5.0 地下水 滴灌、管道灌 0.0 5.0 0.0

沙依东园艺场 47.54 2.0 地下水 滴灌 0.3 1.7 0.0

阿瓦提农场 30.5 1.0 地下水 滴灌 0.0 1.0 0.0

巴州 627.6 400 52.9 338.5 8.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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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增灌溉面积，且禁止在已列入退地减水区域进行建设。

2. 建设类型“单一化”向“多元化”发展的转变

截止 2015 年底，巴州田间高效节水灌溉面积达到

400 万亩，主要模式为传统模式滴灌，水源类型以抽取地

下水为主，作物种类以经济作物棉花、辣椒、工业番茄

为主。现状田间高效节水工程以传统的地下水滴灌为主，

型式、种类、作物等均较为单一，难以满足日益发展的

社会经济需要。今后一个时期应以水土资源状况，合理、

有序的做好以下几方面的转变和调整。

（1）灌溉水源、节水方式的转变

高效节水的发展模式和类型，应结合各地不同水源

条件和水资源配置状况，进行选择和布局。根据我州实

际，目前区内水资源日益匮乏，一些区域地下水超采严

重，因此高效节水工程主要以发展滴灌为主，低压管道

灌为辅，优先考虑地表水滴灌，在不超采的基础上和区

域内适当利用地下水，以减轻和缓解目前地下水超采严

重的局面。其次，应充分利用地形优势，如冲洪积扇山

前平原区域，地形优势明显，地形高差较大，优先规划

采用地表水滴灌，利用水能优势，在灌区上部修建大沉

淀池，通过输水管道将水引至高效节水灌区利用地形高

差产生的能量进行滴灌，从而达到降低滴灌区的运行成

本，节约电能的目的。

（2）种植作物调整

依据《巴州国民经济和十三五规划纲要》在推进产

业城乡区域结构均衡中体现协调发展理念的要求，主要

从产业结构、城乡结构、区域结构调整入手，加快“五

化”同步，实现协调发展。推进农牧业发展方式转变，

为“五化”中的重要组成部分，其核心为提高农业经济

效益和增加农牧民收入；按照“稳梁、调棉、优果、兴

畜”的总体要求，加快构建新型农业现代化体现。结合

全州农业种植及发展实际情况，在选择高效节水作物上

突出地区特色，北四县区域主要种植作物为工业辣椒、

工业番茄、小麦等；南四县区域的库尔勒、尉犁、轮台

等区域主要作物为棉花、香梨、杏等；南四县区域中的若

羌、且末区域主要作物为红枣、棉花等。在主要作物种植

结构选定的基础上，依据产业结构调整规划要求，结合市

场棉花价格持续下降的实际，逐步扩大林果种植面积。

（3）传统模式向自动化模式的转变

全州现有节水灌溉面积 400 万亩，其中实现自动化

滴灌面积不足 1 万亩，自动化控制比例较低，给农业生

产、工程管理都带来诸多不便。实现灌区自动化，实时、

适宜的进行土壤墒情掌控、节水灌溉、自动化控制及计

量是今后节水工程发展的必然趋势。为实现由传统模式

向自动化模式的转变，可在近期有计划的开展现代化灌

区示范区建设工作，经过 3-5 年的共同努力，打造一批

设施健全、管理科学、服务到位、运行良好的示范区，

引领全州现代化灌区发展建设。

3. 工程管理模式的“复杂化”向“简单化”转变

现状巴州高效节水工程面积达到 400 万亩，已成规

模化发展模式，但管理相对滞后，管理模式相对繁复。

结合巴州农业高效节水发展建设实际，一方面，可通过

建立健全以农民用水合作组织和专业化服务队伍为主体

的基层水利服务体系，以基层水管机构为依托、以企业

为骨干的高效节水灌溉技术推广服务体系，加快推动农

民用水者协会、农村经济合作社等合作组织的发展，提

升农民组织化程度和农业产业化经营水平。通过加强培

训、宣传、科技推广，提高管理水平。另一方面，应积

极探索、推广运用各种投融资模式，不断加大与国内知

名灌溉企业、农业高校、科研院所的合作力度，吸引节

水灌溉设备生产、施工等优秀企业进入农业高效节水灌

溉技术推广建设任务中。

四、结语

巴州田间高效节水工程的发展经历了从无到有，从

小范围试点到大规模增长，灌溉类型、型式单一逐步向

多种类、多形式发展的历程，已形成一定规模且产生了

良好的效益；但仍存在类型单一、运行效果欠缺及工程

管理滞后等问题。依据当地实际水土资源情况，结合社

会经济发展和农业生产增收的具体要求，应逐步做好工

程数量“规模化”发展向质量“规范化、标准化”发展

逐步转变，工程建设的水源、灌溉方式由“单一化”向

“多元化”转变，工程管理模式的“复杂化”向“简单

化”转变等，以达到降低灌溉用水定额、提高水资源的

利用率，促进农业增产、农民增收、改善生态环境、推

动项目区农业生产经营方式转变和农业产业化发展、实

现经济社会可持续发展的目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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